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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東海岸沿線我們觀察到對阿美族而言，東海岸擁有的笠螺類，是阿美族人最常食用

美食。其數量似乎一年四季皆有，但查閱文獻所記載之資料卻相當稀少甚至沒有。是以我

們想瞭解笠螺類在東海岸沿線分佈的情形為何？種類？與環境條件的關係？於是我們將

東海岸沿線分成 13 個點（都歷、東河、都蘭、郡界、富山、珈路蘭、台東、知本、太麻

里、金崙、大溪、大武、尚武）作數量、種類的調查，並進一步探究水質、岩石、海水鹽

度和人為因素對笠螺分布的影響，最後再從笠螺的吸附力做深入的觀察。 

笠螺科原生種大約有 85 種，而台灣主要分布於台灣北海岸、蘭嶼、綠島、澎湖、台

東、花蓮一帶岩礁海岸。其中海岸分布的笠螺種類大約有 6 種，分別為： 

 

 

 

   
花笠螺 松葉笠螺 龜甲笠螺 

   
斗笠螺 多邊形笠螺 星笠螺 

(照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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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有一次去阿美族同學家吃飯，無意間發現一道菜餚中有某種我沒看過的貝類，結果一

詢問之下，才知道那種貝類叫做笠螺，是他們阿美族常吃的一道菜，從朋友父親的敘述中

大概瞭解了笠螺是一種生長在沿海地區潮間帶的一種貝類，通常都位在潮濕、陰暗的石頭

狹縫當中，後來也從朋友口中得知他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台東的沿海去採，結果好奇心

的驅使之下，也跟朋友與父親一起去採笠螺。 

當我第一次看到笠螺時，就被他那獨特的外殼形狀給深深的吸引住，且由採笠螺的過

程中發現，其實笠螺的種類不只一種，光在台東沿海就有 3、4 種，其形狀、大小都有許

多的差異，這也導致我更想去了解台東沿海笠螺的情況。由貝類圖鑑中，雖然知道了臺灣

笠螺的種類、大小、分佈情形、習性…..等等，但是書裡卻沒有深入的探討臺灣每個縣市

笠螺的情況，所以自然也就沒有針對台東沿海去講解，我的問題也無法得到解答，最後在

好奇心及笠螺深深的吸引力之下，我開始著手調查台東沿海笠螺的分佈情況。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研究笠螺在台東沿海海岸的分布。 

二、分析各沿岸在水質、岩石、海水鹽度或人為等因素上，對笠螺分布的影響。 

三、觀察花笠螺的吸附力。 

 

參參參參、、、、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備及設備及設備及設備及器材器材器材器材    

溫度計、採集箱、木棍、棉線、游標尺、皮尺、砂紙六種等級各一張、尼龍繩、雨鞋、珍

珠板、貝類圖鑑、數位相機、寶特瓶、彈簧秤、縫衣線。 

 

肆肆肆肆、、、、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過程或過程或過程或過程或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一、調查笠螺在台東海岸的分布情形： 

   (一)調查記錄每個海岸觀測點中，笠螺的種類、數量及大小： 

         1.範圍：上下以高潮線及低潮線為界，左右各 50 公尺分布為止。(參照照片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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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框出測量範圍情形(照片二) 

      
     實地框出測量範圍情形(照片三)                    取樣方法(圖一) 

      2.取樣：取 15 個樣區(50cm*50cm)採系統取樣再隨機取樣，在樣區中統計笠螺之數  

             量、種類及大小。(參照照片四、五、圖一) 

     
   實地取樣區情形(照片四)                實地取樣區情形(照片五) 

低
潮
線 

 

中
潮
線 

 
 

高
潮
線 



 - 6 - 

 

    (二)分析觀察不同海岸中笠螺的分布情形： 

      1.數量、種類：由調查出來的數據統計比較各海岸的笠螺數量、種類及大小。 

      2.海岸類型：判斷各海岸為岩岸、礁岸或沙岸與笠螺分布的關連性。 

 

二. 觀察各海岸的環境條件－水質、岩石、海水鹽度： 

   (一)調查台東沿海海岸的水質條件： 

      1.由環保署監測資訊處之環境水質監測站之海水水質資料來源：民國 93 年至 95       

        年間台東沿海海域水質監測結果資料做參考比對。  

   (二)觀察各海岸所測量樣區中笠螺所吸附的岩石粗糙程度： 

 1.範圍：取六種不同等級由一至六的砂紙(分別為 600、400、320、280、150、100 號

由細到粗)作為判斷樣區岩石粗糙程度的依據。(參照照片六) 

 

六種不同粗糙等級的砂紙(照片六) 

      2.方法：將各岩石的粗糙程度與不同等級的砂紙加以比對，找出與其相近的等級。 

   (三)觀察並測量各海岸的海水鹽度： 

      1.取樣：在每個海岸取一個寶特瓶的海水量(約為 600 毫升)。 

      2.方法：利用煮沸法計算海水鹽度(重量千分濃度)。 

 三. 觀察花笠螺的吸附力： 

    (一)粗糙程度與吸附力： 

      1.取樣：在某一特定海岸隨機取花笠螺 18 個(大小約為 2 公分)，分別吸附在 6 種等 

               級的砂紙上(每級三個)，檢測其吸附力。(參照照片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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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螺吸附在砂紙等級上(照片七)            笠螺吸附在砂紙等級上(照片八) 

 

      2.方法：在彈簧秤上綁上棉線，以棉線套住笠螺，鉛直上拉直到笠螺脫離吸附砂 

               紙表面並紀錄笠螺脫離時的彈簧秤上數值。(參照照片九) 

 
彈簧秤測量笠螺吸附力(照片九) 

 

    (二)笠螺大小與吸附力： 

      1.取樣：在某一特定海岸取大小從 1 公分、1.5 公分、2 公分(長徑)各三個，分別吸 

               附於同一光滑岩石上，檢測其吸附力。 

      2.方法：在彈簧秤上綁上棉線，以棉線套住笠螺，鉛直上拉直到笠螺脫離吸附岩        

               石表面並紀錄笠螺脫離時的彈簧秤上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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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一. 笠螺在台東海岸的分布情形： 

(一)每個海岸樣區中，笠螺的種類、數量及大小： 

 

 

 

1.加路蘭：(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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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富山：(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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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郡界：(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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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往上流：(圖八)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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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東河：(圖十)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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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都歷：(圖十二)                        (圖十三)  

15個樣區總數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多

邊

形

笠

螺

斗

笠

螺

松

葉

笠

螺

龜

甲

笠

螺

花

笠

螺

星

笠

螺

總數

(個)

平均大小

 (長徑)

0

0.2

0.4

0.6

0.8

1

多

邊

形

笠

螺

斗

笠

螺

松

葉

笠

螺

龜

甲

笠

螺

花

笠

螺

星

笠

螺

平均大小

 (長徑)

 
     

 

     7.所有海岸加總總數(圖十四)            8.所有海岸笠螺平均大小(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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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有海岸笠螺族群密度(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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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過調查之後，我們發現台東縣內台東市以南之樣區(台東、知本、太麻里、金崙…

等等)皆無笠螺分布，笠螺主要分布於台東市以北的海岸線潮間區。 

       2.根據統計結果花笠螺的數量在六種螺類中占最多的比例，與文獻中紀錄相符合，而

松葉為次，但並無發現星笠螺。  

       3.各海岸笠螺的平均大小無太大差異，都保持在 1 公分上下。 

     (二)觀察不同海岸中笠螺的分布情形： 

       1.在東河海岸的花笠螺以及松葉笠螺數量比其他五個海岸樣區多出很多，但其他種類

卻相對的少。 

       2.大部分海岸的花笠螺皆比其他種類的笠螺明顯高出很多，但在郡界海岸，松葉              

             笠螺的數量卻高於花笠螺。 

       3.在所有海岸中，加路蘭笠螺的數量、種類最為平均，但是也是數量最少的。 

       4.所有海岸樣區幾乎都無星笠螺的存在。 

       5.都歷海岸的笠螺種類最少，且各種類相差比例懸殊。 

       6.卑南溪以北所有的海岸皆為岩岸地形，但只在加路蘭和水往上流海岸中有發現礁

岩。(參照照片十) 

 

 

 

 

加路蘭的礁岩(照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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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觀察各海岸的環境條件－水質、岩石、海水鹽度： 

      (一)台東沿海海岸的水質條件：(由北而南)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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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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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東沿海海岸 ph 值略偏鹼性，各地沒有太大差異。 

2.各海岸的含氧量皆在 6.2 上下，並無太大差異。 

3.營養鹽中的硝酸鹽，由卑南溪向兩側分布有先漸增後漸減的趨勢。 

       4.卑南溪以南無笠螺的分佈，但營養鹽卻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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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海岸所測量樣區中笠螺所吸附的岩石粗糙程度之比較：  

    1.加路蘭：(圖十九)                    2.富山：(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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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郡界：(圖二十一)                        4.水往上流：(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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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東河：(圖二十三)                         6.都歷：(圖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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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粗糙程度總笠螺數量統計圖：(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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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種笠螺主要吸附在粗糙程度前四級的岩石上，吸附在五、六級粗糙程度上的笠螺數量

非常的少。 

   2.花笠螺和松葉笠螺分布的粗糙程度範圍非常的大，從第一級至第六級皆有他們的蹤影，

且花笠螺的數量從第 6 級至第 1 級粗糙程度數量逐漸增加。 

   3.除了水往上流的笠螺分布於第六級粗糙程度岩石上較多之外，其他採樣地點的笠螺分布

在第六級粗糙程度岩石上的幾乎沒有發現。 

   4.多邊形笠螺主要分布在 4、5 級粗糙程度以上的岩石。  

      (三)各海岸的海水鹽度之比較：(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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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東河與郡界兩者的鹽度差不多，皆比其他四個海岸高出很多。 

   2.海水鹽度由水往上流往兩側分布有先增厚減的趨勢。 

   

    三. 觀察花笠螺的吸附力： 

  (一)粗糙程度與吸附力：(圖二十七) 

平均吸附力(gw)

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白

紙

第

一

級

第

二

級

第

三

級

第

四

級

第

五

級

第

六

級

吸附力

(gw)

 



 - 16 - 

      1.從第一級粗糙程度至第六級粗糙程度，吸附力明顯的下降。 

      2.粗糙程度比第一級砂紙更平滑的白紙，笠螺吸附其上的力量更勝於六種等級的砂紙。 

      3.從白紙到第四級粗糙程度，曲線掉落幅度很大，但從第四級到第六級曲線卻無明顯

的變化。 

  (二)笠螺大小與吸附力：(圖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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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吸附直徑越長，其吸附力也越大；反之，吸附直徑越短，其吸附力也就越小。 

      2.吸附力的曲線呈現正比趨勢。 

 

    

陸陸陸陸、、、、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笠螺在台東海岸的分佈： 

 

      (一)台東笠螺的分佈主要以卑南溪為界，以北數量豐富，而以南卻極為稀少，原因可能   

是各海岸旁的山脈岩質差異。卑南溪以北是以海岸山脈為主體。其主要岩質沉積岩。

而卑南溪以南是以中央山脈作為主體，其主要岩質為大型片岩。經粗糙程度的比對

之後，我們發現海岸山脈中主要的岩石質地較相似於笠螺生長的岩石粗糙程度，所

以我們推測，笠螺主要生長於台東卑南溪以北的原因與海岸旁山脈的岩質類型以及 

        當地海岸是否為岩岸地形有關。 

 

      (二)卑南溪以南台東市海濱公園附近因防止海岸線侵蝕而佈滿人工水泥消波塊，但幾乎       

無發現笠螺，我們猜測可能原因是水泥對笠螺生長不利，且消坡塊的粗糙程度大於

第六等級，笠螺無法吸附其上所導致。 

 

      (三)在採樣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附近有河口的東河海岸，其中花笠螺和松葉笠螺的數   

量比其他附近無河口的海岸來得多。其原因可能是出海口附近岩質的養分較豐富， 

(笠螺直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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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藻類的生長，有了充足的食物供給來源，而笠螺的生長自然地就趨於河口附近

的區域。(參照圖九) 

 

      (四) 除了郡界以外的採樣地點，其他地方都是以花笠螺數量為最多，經由我們的推斷，

我們認為其原因是因為郡界海岸中岩石的色調較為單調有關。由於笠螺有保護色的

機制，生長在同一顆岩石上的笠螺通常殼表面都會表現出同一種色調的顏色，所以

殼面較為單調的松葉笠螺便適於這樣子的生活環境，相對的在這整個郡界海岸，其

數量就明顯的高於其他種類的笠螺。(參照圖五) 

 

      (五)人為因素可能也是造成笠螺分佈的原因，笠螺為可食用的動物，所以常見當地居民 

採集笠螺為食。位於加路蘭的採樣地點為當地居民普遍採集笠螺的地方，所以造成

加路蘭笠螺數量偏少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當地人頻繁的採集使得笠螺數量略微下降。

而造成都歷笠螺的種類與其他海岸比較起來較少的原因可能是都歷海岸的上方為養

殖廠，所排放出的廢水也間接影響到海岸中笠螺的生長。(參照圖一、圖十一) 

 

      (六)在採樣的過程中，我們比對生長於高潮線和低潮線附近笠螺的殼高差異，結果發現  

        生長於低潮線的笠螺其殼高比生長於高潮線的笠螺略高了一些。原因可能是生長地 

        點的不同所帶來的影響。生長於接近高潮線的笠螺，平時接受海浪的拍擊強度較弱， 

        水流也較為和緩，不需要較高的殼來防範自己免於傷害。而生長於低潮線的笠螺， 

        其平時的生活環境海浪的拍擊較強，為了適應此種環境，此區域笠螺的殼高會發展 

        的較厚且高。(參照照片十一) 

 

左邊為生長於靠近高潮線的笠螺；右邊為生長在靠近低潮線的笠螺(照片十一) 

 

      (七)笠螺的分布常聚集在小水漥中的光滑岩石上，經我們討論，其原因可能是因水漥附

近的藻類較低潮區中海浪沖刷地帶容易生長，食物的來源十分充足，且小水漥的海

水來源可由漲潮時水位的上升不時地將海水灌進，在退潮時笠螺在水漥中依然保有

水分，並能供應自身的生存所需。所以常見於笠螺存活在高潮線一帶的小水漥中。(參

照照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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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螺常聚集在小水漥中(照片十二) 

 

二.環境條件對笠螺分布的影響： 

 

(一) 水質：(ph 值 含氧量 營養鹽 海水鹽度) 

  1.根據資料的調查結果，台東各海岸所測得 ph 值及含氧量並無太大明顯的差異，所以

無法推論 ph 值和含氧量對笠螺在各方面直接的影響。而營養鹽的濃度在金樽附近海

域略高，經由比對笠螺分布的數據我們也發現在金樽附近的東河，其笠螺數量略多

於其他採樣地點，再加上卑南溪以南沒有笠螺的分佈但是營養鹽卻非常的高，因此

我們推估營養鹽正是影響笠螺生長分布的主要原因。(參照圖十五、十六) 

 

    (二)岩石粗糙程度： 

 

      1.花笠螺及松葉笠螺這兩種數量較多的種類，根據我們的數據顯示，其分布在粗糙程

度低於三級的數量比例明顯大於較粗糙的岩石等級，且依粗糙等級，從粗糙程度為

六級依序排到一級，其數量有遞增的情形，所以我們推估越平滑的岩石越適合這兩

種笠螺的生存。(參照圖二十三) 

 

      2.經數據比對，我們發現到多邊形笠螺所生長的岩石粗糙程度為四五級之上，且在本

次採樣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到粗糙程度為四五級之上的岩石明顯少於三級以下的

岩石。再加上多邊形笠螺算是少見的種類，且惟見於較粗糙的岩石上。所以，我們

推斷多邊形笠螺平常的生長條件就適合生存於較粗糙的岩石上。(參照圖二十三) 

 

    (三)海水鹽度： 

 

      1.根據資料顯示，東河和郡界的海水鹽度為六海岸中最高，而且這兩個海岸的松葉笠 

螺數量也大致相同，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我們推測海水鹽度與松葉笠螺的數量

存在著某些關聯性。(參照圖二十四、圖五、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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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資料顯示水往上流的海水鹽度為六海岸中最低，而在六海岸中有出現笠螺吸附在岩

石第六級粗糙程度上的只有水往上流，所以我們推測海水鹽度會影響到笠螺吸附在

不同粗糙程度岩石上的選擇。(參照圖二十四、二十) 

 

   三.花笠螺的吸附力 

 

      (一)經由實驗結果發現，花笠螺的吸附力明顯與砂紙粗糙程度以及吸附面積有呈正比的

趨勢。越光滑的砂紙，其表面顆粒較多，相對的對於笠螺吸附也是較容易的。另一

個原因可能與笠螺吸附表面的構造有關，經由我們粗略的觀察笠螺的吸附表面，其

構造類似於吸盤，如果接觸表面的空隙越小就越利於吸附的功能。也就如同笠螺吸

附於砂紙面上的表現。而吸附表面積跟吸附力原本就有著密切的關係，吸附面積越

大吸附力當然也越大，而這個結果也能從我們的實驗中得知。(參照圖二十五、圖二

十六) 

 

      (二)經由數據顯示，我們發現從白紙到第四級粗糙程度，曲線掉落幅度很大，但從第四

級到第六級曲線卻無明顯的變化，因此推測吸附力與岩石粗糙程度間存在著一個臨

界值，當岩石粗糙程度大於這個臨界值時，吸附力就會大約維持在某一個特定值，

而這個值卻不足以讓花笠螺能緊密的吸附在粗糙程度四級以上的岩石，導致吸附在

粗糙程度四級以上的花笠螺非常的少。又根據實驗結果，這個臨界值大約介於岩石

粗糙程度第四級到第五級之間。(參照圖二十五、二十三) 

    

    

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台東笠螺的分佈主要位於卑南溪以北的岩礁海岸，卑南溪以南則無笠螺的發現。 

二、東河海岸所採集到的笠螺數量最為豐富。 

三、花笠螺在所有笠螺種類裡占大多數。 

四、營養鹽與岩石粗糙程度是影響笠螺生長分佈的主要原因。 

五、笠螺吸附面積與岩石粗糙程度會影響花笠螺的吸附力，且呈正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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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路蘭潮間帶(照片十三)              常發現在潮間帶的陽遂足(照片十四) 

 

 

 

 

 

 

 

  

   容易和笠螺搞混的高青螺(照片十五)             富山的潮間帶(照片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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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山的樣區測量(照片十七)                  水往上流一隅(照片十八) 

 

 

 

 

 

 

 

  

吸附於岩石陰暗潮濕處的多種笠螺(照片十九)  聚生在狹縫中的笠螺(照片二十) 

    

 

 

台東海岸笠螺分布圖(圖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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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40708 笠螺！我要出力〝囉〞！ 

1. 以鄉土的材料，調查其生態分佈與環境的關係，主題創意均佳。 

2. 實驗借以附著粗糙程度，實際在水中考慮藻類附著因素。 

3. 實驗室內實驗項目若再加強更佳。 

4. 東部地區資源較缺，有此成績值得鼓勵。 


	摘要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伍、研究結果
	陸、討論
	柒、結論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評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