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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海中珍寶-九孔與鮑魚 

 

摘要 

 
    這群住在「樓仔厝」的嬌貴九孔、鮑魚到底有什麼神秘的力量呢？我們從參訪、實驗、

觀察、紀錄發現以下的結論： 

一、九孔、鮑魚在分類學上相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外殼上洞的數量。在體型上九孔的 size 

小於鮑魚。九孔的外殼是平紋，鮑魚的外殼是粗紋。 

二、目前九孔、鮑魚的養殖環境是以陸上平面式及室內立體式養殖為主，養殖種類以台灣鮑 

    為主，種類主要有兩種，一是珍珠九孔；另一是翡翠九孔，除了九孔養殖外，養殖戶也 

    引進黑盤鮑養殖。  

三、從實驗九孔與鮑魚的活動情形及覓食狀況得知，九孔的活動力在翻轉、爬行、覓食中都 

優於鮑魚，喜歡吃的食物是龍鬚菜。 

     

壹、研究動機 

 
   低年級的時候，學校辦理戶外教學活動，參觀當地的鮑魚館與九孔養殖場，這是我們第

一次近距離接觸到這群扭動身體的可愛小動物「九孔」，生長在七美的我們對於每年暑假鄉公

所舉辦的「九孔美食節」外來的觀光客為了品嚐美味，絡繹不絕的從四面八方就像朝聖一樣

來到七美，我們對於九孔和鮑魚就視為海中珍寶一樣，因為牠不僅為七美帶來了經濟效益，

也讓更多人認識了我們所住地方。住在七美的我們對於這海中珍寶的神祕力量，我們和老師

決定共同投入研究九孔與鮑魚，除了可以印證我們在四年級「水生家族」和五年級「動物世

界面面觀」的單元所學的知識，同時也對一群投入於九孔養殖的產銷班成員，不分晝夜付出

心力養殖，讓學生去體會出一份工作的成功，背後所需付出的努力。 

 

貳、研究目的 

 
一、經由實際的觀察蒐集有關九孔和鮑魚的更多知識。 

二、藉由參訪了解九孔與鮑魚的生長環境以及養殖、繁殖的方法。 

三、實驗探究九孔與鮑魚活動的情形與覓食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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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對象： 

    台灣沿海有六種鮑，以粗紋與平紋鮑數量最多，其中平紋台灣鮑就是俗稱的九孔。其一，

台灣鮑魚就是平紋台灣鮑，俗稱九孔，又因體型較小養殖飼料的不同，食用人工飼料的九孔

稱為翡翠九孔，食用龍鬚菜的九孔稱為珍珠九孔；其二，粗紋鮑魚，殼表螺肋明顯者，又稱

雜色鮑。此次的研究對象就是以七美九孔養殖場所養殖的這兩種貝類為研究的對象。 

 

 

 

 

 

 

 

 

 

九孔 鮑魚 

二、研究設備： 

   

 

 

 

 

 

 

 

 

 

九孔、鮑魚養殖場 九孔與鮑魚簡易養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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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器材： 

    

 

 

 

 

   

九孔 鮑魚 珊瑚石 石蓴（大葉菜） 

 

 

 

 

   

海菜 紫菜 龍鬚菜 水族箱 

 

 

 

 

 

 

 

 

  

鋁製容器（飼養箱） 鮑魚撥取刀 尺 20cm 爬行的軌道 

 

 

 

 

   

人工飼料（粉狀） 人工飼料（一號） 人工飼料（二號） 人工飼料（三號） 

 

 

 

 

   

打氣機 碼錶 濾網 電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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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海中珍寶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與方法之結構圖 

 

 

 

 

 

 

 

 

                                    九孔與鮑魚 

 

 

                              參觀鮑魚館、九孔養殖戶 

 

 

 

          

      養殖鮑魚、九孔                                         實驗設計 

（觀察、比較、紀錄）                                （實驗、觀察、紀錄） 

 

 

 

 

 

 

 

 

 

 

 

 

 

 

 

養殖環境與繁殖方法 

 

資料收集與查詢 

（文獻資料、書籍） 

外觀構造與活動型態 活動情形與覓食機制 

研究方法：參訪、觀察、設計實驗、紀錄 

 

完成報告 

 

外觀構造 

活動型態 

爬行 

翻轉 

覓食 

養殖史 

養殖環境 

 

  

繁殖前 

繁殖 

生長與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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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孔、鮑魚的外觀構造與活動型態 

    學生藉由蒐集資料與閱讀相關書籍，之後將有關九孔與鮑魚的文獻資料、觀察紀錄 

依外觀構造、活動型態彙整成下列表格。 

   (一)九孔與鮑魚的外觀構造： 

名稱 

九孔 

台灣產的九孔又稱台灣珍珠鮑

魚、台灣鮑魚、九孔螺 

(Taiwanese abalone) 

鮑魚 

粗紋鮑魚，殼表螺肋明顯者， 

又稱雜色鮑 

(Holiotis diuersicoler eeue) 

   九孔與鮑魚的構造（異同點） 

外殼 

(Shell) 

 

 

 

異 

九孔的殼有六到七個洞，鮑魚卻只有四到五個洞。 

 

 

 

 

 

 

 

 

       九孔的外殼（正反）                鮑魚的外殼（正反） 

 

同 

九孔、鮑魚的殼為單殼石灰質，形狀呈扁平耳狀。殼頂部偏於殼的右後

方，殼頂有一螺頂，沿右至左有由小漸大形成螺旋狀的孔列，這些孔列

具有排泄、呼吸及生殖的作用，會隨著殼的成長，前端形成一新孔，後

端則封閉一孔的特性。 

頭部 

(Head) 

 

同 

頭部位於身體的前端，背面有一對深色細長的觸角，可以任意伸長、收

縮，以尋找餌料及探知附著物的方向。頭葉下方有一發達且伸縮自如的

吻，吻中央有一縱裂開口，口周具有頗多小突起狀的小唇，其吻內有齒

舌，用以嚼食飼料、藻類。 

 

 

 

 

 

 

 

 

九孔(一對黑色細長的觸角)      鮑魚(一對褐色細長的觸角) 

足部 

(Foot) 

 

 

足部位於腹部，寬大而扁平，約與殼口相等，為適應匍匐爬行或吸附的

生活，而變得相當發達。九孔、鮑魚可供食用之處，主要就是指牠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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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部肌肉。分為上足和下足兩個部分，上足生有許多觸指和上足小丘，下

足呈盤狀，周緣與外套膜內緣相接。 

 

 

 

 

 

 

 

 

九孔的足部                     鮑魚的足部 

內臟膜

(Visceral 

sac) 

同 

內臟膜位於足部與外套膜之間; 包括有生殖腺、胃、心臟、腎臟、直腸

等。通常消化腺為深褐綠色，成熟期的雄性腺呈淺黃色略白，雌性腺呈

深綠色。 

 

 

 

 

 

 

 

 

         九孔(雌性)                      九孔(雄性) 

 

 

 

 

 

 

 

         

        鮑魚(雌性)                      鮑魚(雄性) 

外套膜

(Mantle) 

 

 

 

同 

外套膜是包圍整個身體背面的一層薄膜，除左前端腹面和內臟囊前端與

皮膚相連外，幾個整個外套膜內緣都與右側殼肌相連。外套膜的外緣呈

游離狀，觸手有三個，在裂縫基部有一個，第二、三殼孔相對應的左右

兩外套膜葉緣，亦各有一觸手，正好各自可以殼孔伸出體外行感覺作用，

所以經常能見到這些觸手伸出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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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孔與鮑魚的活動型態： 

覓 

食 

九孔與鮑魚是草食性的軟體生物，移動性不強的牠們，通常活動是受食物來源所

影響，其覓食時段為夜間。台灣九孔、鮑魚的養殖以龍鬚菜、人工飼料為主要餌

料。稚苗喜歡吃細藻類，如藍綠藻、矽藻等；一個月以後則改吃大型藻類，如龍

鬚菜、石蓴、人工飼料（粉狀、一號、二號、三號）等。 

 

 

 

 

 

 

食用人工飼料的九孔 （翡翠九孔）     食用龍鬚菜的九孔（珍珠九孔） 

吸 

附 

性 

九孔、鮑魚發覺敵害襲擊時，會將足面貼於 

岩礁上，任憑風浪也難於把牠擊落，而在養殖 

過程中為記錄九孔、鮑魚的成長情形，會借用 

「鮑魚撥取刀」，由螺頂尾部將其挑起，假若 

徒手硬拔有可能會使九孔、鮑魚外套磨破裂受 

傷甚至造成死亡。 

翻 

轉 

因野生九孔生長在淺海二到三公尺的地方，  

野生鮑魚生長在深海五十公尺的地方。因為 

九孔生長在淺海裡較危險，本能的避敵作用，  

須靈活的扭動身體防身，所以將九孔和鮑魚 

放在一起，九孔會不斷翻身，而來自深海的 

鮑魚卻一直不動如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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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孔與鮑魚的養殖環境及繁殖方法 

    (一)參觀地點：鮑魚館、九孔養殖場。 

    (二)準備器材：數位相機、紙、筆、觀察紀錄表。         

    (三)觀察內容及記錄： 

       1.與九孔、鮑魚養殖戶確定探訪時間，規劃時程表。 

       2.與學生共同討論每次訪問的重點，完成訪談大綱。 

       3.九孔與鮑魚的養殖及繁殖的方法。 

       4.學生訪談記錄彙整。 

    (四)學生參觀紀錄 

       1.訪談紀錄一：9 月 17 日 

    這一次參觀的重點主要是認識九孔池的飼養環境以及九孔池中飼養的九孔、鮑魚的 

    種類，在參觀的過程中，我們看著養殖戶辛苦的工作，還要一邊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認真的記錄了所有答案。這次我們認識了九孔與鮑魚的不同。 

2.訪談紀錄二：10 月 8 日 

    第二次的參觀我們的重點在參觀九孔、鮑魚的繁殖 

    方法，我們覺得很多東西都很新奇，我們認真聽著 

    解說，但對於複雜的繁殖方法，我們實在無法消化， 

    這一次的參觀對於九孔、鮑魚的繁殖只有了很初步 

    的認識，回去得好好做功課。 

3.訪談紀錄三：11 月 26 日 

        第三次的參觀剛好看到養殖戶在進行幼苗培育與剝離的動作，我們看到浪板上幼苗 

        大約已經長到 0.5 公分左右，這小小的生命的成長，讓我們覺得相當感動。 

4.訪談紀錄四：3 月 14 日 

        我們這一次的參觀以九孔鮑魚館為第一站，主要 

        了解七美養殖九孔的歷史，鮑魚館呈列的東西包 

        羅萬象，雖然這是我們第二次的參觀，但這次的 

        參觀因為有主題及目的性，所以我們很認真從呈 

        列的圖片去了解七美九孔養殖的情況。 

 

5.訪談紀錄五：4 月 7 日 

    這一次我們到九孔池的目的是撿拾九孔、鮑魚的 

    外殼，利用蒐集的外殼進行排序、分類。這次我 

    們找到的幾乎都是九孔的外殼，回到自然教室後 

    ，我們將外殼由大到小排列並測量大小，我們希 

    望藉著蒐集的外殼試著找出九孔、鮑魚生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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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孔與鮑魚成長曲線圖 

 

 

 

 

 

 

 

 

 

 

 

       6.訪談紀錄六：4 月 21 日 

    每隔兩天我們就會到九孔池取水，為了讓 

        飼養的九孔鮑魚有乾淨的水質，我們和老 

        師親自到九孔池取水。 

  

 

    以下是我們經由參觀鮑魚館、九孔養殖場，資料收集及相關文獻所彙整的資料： 

    (一)九孔、鮑魚的養殖史 

       七美地區九孔養殖開始於 1983 年，因當時九孔 

       時價每台斤高達 1200 元，又因其生長環境海域 

       潔淨、不受污染，因此吸引養殖業者引進開發。 

       在養殖技術方面，由當時縣議員呂啟宗先生率先 

       試驗成功後，陸續有十三戶養殖場的規模，由北 

       至南機場共有 12 家，其中只有 1 戶不是位於七 

       美西海岸，使得七美平和村機場附近儼然形成「 

       九孔養殖專區」。 

            

 

 

 

 

 

 

 

 

九孔與鮑魚成長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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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自 2003 年起，幼苗養成不易及受到海水中某種細菌肆虐的影響，七美九孔產 

  量逐年減少，在這幾年中間，因受到養殖成本所需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與金錢，七美 

  九孔養殖戶一家家關閉，到現在只剩呂○○、葉○○及李○○等三家。 

 

 

 

 

 

 

 

  

李○○ 呂○○ 葉○○ 

            關閉後的九孔養殖池，有些養殖戶為了生存改養大型的魚類，以維持家庭的生 

        計，有些無法負擔龐大的養殖成本，從此九孔池荒廢了。近年來有關單位為了改造 

        當地社區環境，透過彩繪牆壁美化的活動，將廢棄的九孔池活化了。 

 

 

 

 

 

 

               荒廢的九孔養殖池                     活化九孔池：彩繪牆壁 

    (二)九孔鮑魚的養殖環境 

 1.潮間帶養殖： 

        運用潮汐變化來供水養殖的方法，通常在潮差較大的地方。利用浪潮沖激之處鑿養 

殖池，係將潮間帶之岩石，利用機械將岩石挖掘之後，四周用混泥土圍建而成，一 

般池堤在向海的一邊設有水閘門，以供漲退潮與海浪衝激時進行海水交換，同時使 

溶氧增加。 

 

 

                

 

                         水閘門 

 

 

 

 池堤在向海的一邊設有水閘門          漲退潮與海浪衝激時進行海水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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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平面式養殖： 

        陸上平面式養殖時，以磚塊砌成每池約五至六坪大小水泥池，池底應有一處較低 

        利於排水，由於九孔與鮑魚具有避光性，一般於池中鋪設飼育的四角磚以利九孔、 

        鮑魚棲息，養殖業者直接自外海抽水，淨化水質後再以抽水管將蓄水池水抽出，待 

        進入養殖池後，再將海水經排水溝分注於各養殖池內。 

 

 

 

 

 

 

             室內的平面養殖池                         室外的平面養殖池 

      3.立體式養殖： 

       利用大量的方形飼育籃加蓋重疊而成，每個籃子蓄養大約 50 粒。養殖期間每星期投 

       餌一次，首先將餌料倒入養殖池內用水清洗乾淨，其次將養殖池水排乾，用水柱沖洗， 

       將清洗完畢後之池子，打開各養殖飼育籃之蓋子投入餌料，將蓋子蓋上，待一一投放 

       餌料後再進水。 

 

 

 

 

 

 

                立體飼育籠                          投餌的情況 

     

                  飼養籃                                 人工投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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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孔與鮑魚的繁殖方法 

     1.繁殖前： 

      每年的國曆九月後，當地的海水溫度已下降到 28℃以下，業者開始清池、整理浪板等 

      繁殖前的準備工作。 

      (1)清洗育苗池 

        進水前要清理飼養池後才進水，清洗整理後還必須將底部的石塊或水泥磚以部份重 

        疊方式或者 w 型磚並排排好。 

 

 

 

 

 

 

 

  

清洗育苗池        並排排列方式      重疊排列方式 

       

      (2)整理浪板 

        繁殖前就必須刷洗乾淨，使用前以海水 

        清洗乾淨，然後掛在室外的育苗池上。 

 

 

 

                                               清洗浪板後掛在室外育苗池 

      (3)進水養藻 

        在開始捉種貝要進行孵化的當天放水，培育浪板上的矽藻，有業者建議做苗時， 

        應以出太陽的日子較有利，蓋因較易培養矽藻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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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貝） 

 

生殖前 
 

   生殖後 

      （雌貝） 

 

生殖前       生殖後 

 2.繁殖： 

       (1)選種 

         當地的飼養者會從成長中最大最健康的九孔做為種貝。成熟的種貝依生殖巢飽滿程 

         度來判斷，生殖巢位於腹足側面，翻開腹足即可看到，雄貝之生殖巢顏色呈乳白色， 

         雌貝之生殖巢顏色呈棕褐色。 

                  

 

 

 

 

 

 

 

 

 

                                 

 

 

 (2)清洗: 

        在養殖池所獲得的種貝外殼往往有污泥或排泄沈積物，因此在採卵時應先將這些 

        污物清洗乾淨，避免卵粒與污泥混雜而影響孵化率。 

      (3)乾出(陰乾) 

        將清洗好之種貝放在陰涼處，殼朝下，腹足朝上放置 30 放鐘。 

 

 

 

 

 

 

 

 

 

 

     (4)升降溫 

       將室內溫度慢慢的以每 1 小時提升 1℃方式，升溫至 30℃，接著又以每 1 小時降低 1℃ 

       的方式，降溫至 24℃左右，這時九孔開始排精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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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洗卵 

       一般雄九孔缸會先排精，當卵達一定數量後就將之受精，先以打氣方式攪拌水流後(約 

       1 分鐘)，靜置約 20 分鐘後，倒棄上精液後，加入新鮮海水，再靜置並倒棄上精液， 

       如此共重複 3~4 次後，即完成洗卵動作。然後加入新鮮海水倒入早先放好浪板的育苗 

       池。 

           

 

 

 

 

 

  

排精 排卵 倒入卵子 

 

 

 

 

 

 

  

再倒入精子 利用手電筒 

檢查受精的情形 

靜置約 20 分鐘，倒棄上精

液後，加入新鮮海水， 

     (6)潑卵 

       洗卵程序完畢後，即將受精卵潑灑至育苗池裏，依此順序灑入第二、第三…個池子。 

          

 

 

 

 

 

 

  

將受精卵潑灑至育苗池 將潑灑不均勻的 

受精卵撈起 

進行第二次的潑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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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長與飼養： 

     (1)孵化、浮游、附著 

       孵化後的幼苗，經過 3、4 天的浮游生活，尋找附著物，附著於浪板上，開始匍匐生 

       活，同時也開始攝食。 

     (2)幼苗培育與剝離 

       經過 2~3 個月後，浪板上幼苗大約能長到 0.5 公分左右。用毛刷將幼苗從浪板刷落到 

       育苗池培育，這時稱之為稚貝。 

 

 

 

 

 

 

 

 

剝離 浪板上的稚貝 

      (3)幼貝蓄養、分養 

        落板第二天後的稚貝就開始餵食，餌料有切碎的龍鬚菜及人工飼料，當幼貝養殖約 

        2 個月，體長 1.5-2cm 後可將之刮下進行篩選後分養，放入飼養籠子內培育或移置 

        較大的飼養池。 

  

 

 

 

 

 

  

篩選大小 移置較大的飼養池 放入飼養籠子內培育 

                                                                                                                             

       (4)成貝養殖 

         目前成貝養殖以立體式或平面式流水養殖方式培養。業者投餵龍鬚菜或人工飼料。 

如此再經過飼養約 6 個月後(約 4cm)，就可以出售。 

 

 

 

 

 

 

 

 

              人工投餵餌料                          成貝準備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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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 

       當地養殖的方式從之前潮間帶方式，到目前陸上平面式及室內立體式養殖為主，養殖

種類以台灣鮑為主，種類主要有兩種，一是珍珠九孔，從台灣本島運龍鬚菜養殖，吃龍

鬚菜的九孔外觀有條黑線；一是翡翠九孔，經由專門吃飼料長大的九孔，全身碧綠，目

前九孔除了養殖外，業者也已經自己會培育出種苗，供給自己所用外也可外銷至台灣。

近年來有些養殖戶引進黑盤鮑，提供另一種養殖的選擇。 

        近幾年鄉公所為了讓更多外地人認識當地的九孔，因此在每年七、八月會辦理『九

孔美食節』品嚐會，因九孔養殖肉鮮味美，頗得大眾口碑。 

 

 

 

 

 

 

 

 

 

           九孔美食節活動                              九孔的料理 

  

 四、飼養九孔、鮑魚 

     (一)觀察地點：自然教室。 

     (二)飼養觀察及每日飼養日記記錄： 

        1.準備器材後於自然教室規劃九孔與鮑魚飼養區。 

        2.與學生共同討論觀察的重點及飼養日記的記錄。 

        3.學生飼養日記彙整。 

        4.飼養箱的清潔：因九孔、鮑魚需要一個水質清澈的環境，所以平均每兩天就必須 

                       換水一次。 

 

 

 

 

 

 

  

利用虹吸現象 

先將水管注滿水 

接著將飼養箱中的水利用

虹吸現象將水取出至水桶 

飼養箱中倒入乾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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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飼養過程紀錄 

 

 

 

 

 

  

水族箱中的九孔、鮑魚喜歡群居的生活，大部分的時

間會看到牠們窩在一起，有時候還會疊羅漢呢！ 

鮑魚的外殼上孔的變化 

 

 

 

 

 

  

飼養的第二天水質改

變，水族箱內起了好多

水泡。 

因為水質的改變，所以在水

族箱中加裝濾水器過濾。 

第二天死掉的其中一隻

大鮑魚 

       6.九孔與鮑魚的飼養紀錄表 

 

 

 

 

 

 

 

 

                                                            

       7.飼養日記彙整： 

            學生第一天從九孔養殖池帶回九孔、鮑魚，開心的在自然教室規劃了飼養區， 

        沒想到第二天早上竟然發現有 5 隻死掉，且水族箱內起了很多泡泡，水質變得很差， 

        師生們開始思索飼養區發現了什麼問題，發現可能沒有過濾水源，於是又加裝了濾 

        水器，情況改善很多。但後來陸續又發現有好幾隻中型的九孔死掉，小型的和大型 

        的反而沒有事，於是我們又一次到了九孔養殖池去問飼養戶，得到的答案是，他們 

        在飼養的過程中，中型的九孔原本就比較難飼養，問題在哪裡，也無法取得答案。 

        所以回到學校我們繼續為剩下的九孔、鮑魚奮戰，每兩天從九孔池中取乾淨的水源， 

        讓九孔、鮑魚可以生活的舒適些。 

 

5
1 10

2

15

4

25

7

0

5

10

15

20

25

30

35

隻

九孔與鮑魚飼養紀錄表

死亡數

總數

死亡數 1 2 4 7

總數 5 10 15 25

大鮑魚 小鮑魚 大九孔 小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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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過實驗設計，研究九孔與鮑魚的活動情形。 

    (一)實驗一：翻轉 

    1.操作： 

     (1)以飼養箱中的九孔、鮑魚為實驗對象。先以電子秤秤重，再以尺量身長。 

 

 

 

 

     (2)為了讓實驗更精準，所以實驗中的小九孔是以(身長 2-3cm，體重 4-6 g)為基準；大九 

       孔是以(身長 4-6cm，體重 7-12 g)；另外小鮑魚是以(身長 3-5cm，體重 6-9 g)為基準， 

大鮑魚是以(身長 6-8cm，體重 15 以上)為基準。 

     (3)從飼養箱中取出兩種體型大小差不多的九孔、鮑魚進行翻轉的實驗。 

     (4)各取一隻九孔、鮑魚進行翻轉實驗，碼錶紀錄時間以背面翻轉成正面為結束時間。 

     (5)觀察重點：水溫、翻轉速度、翻轉方向（左翻、右翻） 

    2.觀察紀錄： 

觀察九孔、鮑魚
翻轉的時間 

    九孔 鮑魚 

大 小 大 小 

身長（cm） 4.1 2.9 4.5 3 

體重（g） 9 5 10 7 

水溫（度） 25 25 25 25.5 

第一次 11’44” 5’64” 38’71” 18’15” 

第二次 16’25” 3”44” 36’80” 16’56” 

第三次 15’05” 7’08” 26’09” 13’71” 

名次 2 1 4 3 

 3.鮑魚翻轉過程： 

 

 

 

 

 

  

翻轉一 翻轉二 翻轉三 

 

 

 

 

 

  

翻轉四 翻轉五 翻轉六 

  



 19 

4.九孔翻轉的過程： 

 

 

 

 

 

  

翻轉一 翻轉二 翻轉三 

 

 

 

 

 

  

翻轉四 翻轉五 翻轉六 

     5.有趣的實驗發現： 

 

 

 

 

 

  

在進行翻轉的實驗時，我們發現不管是鮑魚還是九

孔，美食當前總是禁不起誘惑，翻轉的時間都超過

一分鐘。 

不管是九孔和鮑魚牠們

都能靠著足部吸附的力

量，輕易的翻轉過來。 

      6.結論： 

       (1)從翻轉的實驗紀錄得知，九孔的翻轉速度優於鮑魚。小九孔的翻轉速度優於大九孔。 

         由此可知體型的大小影響其翻轉的時間。 

       (2)九孔和鮑魚的翻轉都是靠足部吸附力量順利翻轉成功，我們另外觀察發現牠們都喜  

         歡由左邊翻至右邊。 

    (二)實驗二：爬行 

       1.操作： 

         (1)以飼養箱中的九孔、鮑魚為實驗對象。 

         (2)從飼養箱中各取出二種體型大小差不多的九孔、鮑魚進行爬行的實驗。 

         (3)取一隻九孔、鮑魚進行爬行的實驗，九孔和鮑魚必須在一分鐘的時間內在學生自

製的軌道上爬行，時間結束後測量爬行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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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觀察紀錄： 

觀察九孔、鮑魚爬行的距離 
    九孔 鮑魚 

大 小 大 小 

身長(cm) 4.1 2.9 4.5 3 

體重（g） 9 5 10 7 

第一次 
時間（一分鐘） 8 20 2 12 

時間（二分鐘） 不動 跑完 不動 不動 

第二次 
時間（一分鐘） 6 18 不動 10 

時間（二分鐘） 12 跑完 不動 跑完 

名次 3 1 4 2 

   3.九孔爬行的過程： 

 

 

 

 

 

  

爬行軌道注入水 

提供爬行的環境 

爬行的軌道中間 

放入一隻小九孔準備爬行 

計時兩分鐘 

九孔準備開始爬行 

 

 

 

 

 

  

九孔轉頭後開始爬行 九孔沿著軌道邊爬行 時間到測量爬行距離 

   4.鮑魚爬行的過程： 

 

 

 

 

 

  

小心翼翼抓起鮑魚 

放進爬行的軌道中間 

放入一隻小鮑魚準備爬行 計時兩分鐘 

鮑魚準備開始爬行 

 

 

 

 

 

  

鮑魚嘗試要轉頭換邊爬行 可是體型太大無法 

順利轉頭 

只好緩慢再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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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有趣的實驗發現： 

 

 

 

 

 

 

  

怎樣都不爬的鮑魚，原地

靜止不動，學生手上的碼

錶持續計時，時間到鮑魚

仍在原地。 

小九孔在爬行中，喜歡沿

著軌道的一邊爬行，在開

始爬行的那一刻會先轉頭

然後前進，和我們預設的

軌道行走方向剛好相反。 

我們設計的爬行軌道對

大鮑魚來說太小了，無

奈的大鮑魚無法回轉，

只好緩步的慢慢爬行，

大部分的時間牠都靜止

不動。 

 6.結論： 

 (1)爬行的實驗中我們發現九孔、鮑魚都喜歡沿著軌道邊爬行，小九孔在幾次的實驗中， 

   還會在放下軌道的那一刻，轉頭往另一個方向前進。 

 (2)爬行的實驗結果的得知大鮑魚的爬行速度最慢，小九孔、小鮑魚的爬行速度最快。 

  (三)實驗三：覓食 

  

 

 

 

 

  

龍鬚菜 海菜 紫菜 

       1.操作： 

         (1)以飼養箱中的九孔、鮑魚為實驗對象。 

         (2)龍鬚菜、紫菜、海菜各放入小型的飼養箱中。 

         (3)將這三個飼養箱放入水族箱裡，每天記錄在水族箱中的九孔、鮑魚爬進去覓食的 

           數量有幾隻。 

         (4)隔天換乾淨的水源後，持續(3)的步驟再繼續實驗，實驗天數為期五天。 

        2.觀察紀錄： 

觀察九孔、鮑魚
的數量 

    九孔、鮑魚 

龍鬚菜 紫菜 海菜 

第一天 3 1 0 

第二天 4 1 0 

第三天 5 2 0 

第四天 5 3 0 

第五天 6 2 0 

名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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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實驗結果： 

 

 

 

 

 

 

  

放入海菜的飼養箱中無任

何的九孔、鮑魚進入覓食 

放入龍鬚菜的飼養箱中

每天都4-5隻的九孔、鮑

魚進入覓食 

放入紫菜的飼養箱中每天

都有1-2隻的九孔、鮑魚進

入覓食。 

 (四)實驗四：覓食 

        1.操作： 

         (1)以飼養箱中的九孔(平均身長 4.1 cm、體重 8g)、鮑魚(平均身長 4.3 cm、體重 10g) 

           為實驗對象。 

         (2)將相同重量的龍鬚菜放入飼養箱中。 

         (3)各取 3 隻九孔、鮑魚放入龍鬚菜的飼養箱中。 

         (4)將這兩個飼養箱放入水族箱中，每三天記錄一次飼養箱中的龍鬚菜殘餌量剩多少

並完成紀錄。 

         (5)操作過程： 

 

 

 

 

 

  

以電子秤測量餌料的重

量 

各取 3 隻鮑魚放入個放

有龍鬚菜的飼養箱中。 

將這 2 個飼養箱放入水族

箱中進行實驗。 

       2.觀察紀錄：九孔與鮑魚覓食龍鬚菜比較圖                              

 

 

   

       

 

 

 

 

 

 

 

九孔與鮑魚覓食龍鬚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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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趣的實驗發現： 

 

 

 

 

 

 

 

 

實驗的第二天，有隻大鮑魚竟然

撐開飼養箱的蓋子，跑出來，飼

養箱中的食餌全部跑出來。所以

第二天，我們找了珊瑚石將飼養

箱壓住防止又被撐開。 

第二天將龍鬚菜取出秤重，沒想到龍

鬚菜沒有變輕，反而更重了，我們想

應該是龍鬚菜泡水後變重了，這樣的

結果讓我們對實驗的方法又重新的

思考一下。 

   4.結論： 

(1)覓食的實驗我們分別做了兩次，第一次先以龍鬚菜、海菜、紫菜去實驗，實驗結 

  果發現九孔和鮑魚最喜歡吃的食物還是龍鬚菜，其次可接受的是紫菜，海菜對於 

  九孔鮑魚似乎不感興趣。 

    (2)找出九孔與鮑魚最喜歡的食物後，我們以龍鬚菜為食餌來實驗九孔和鮑魚的覓食 

          情況，我們得知九孔在覓食的情況優於鮑魚。 

 

伍、研究結果 
 

一、經由實際的觀察蒐集有關九孔和鮑魚的更多知識。 

   (一)九孔與鮑魚九孔與鮑魚在分類學上屬軟體動物門、腹足綱、前鰓亞網、原始腹足目、 

      鮑螺科、鮑屬。 

   (二)九孔與鮑魚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外殼上洞的數量。其它的構造相同，功能性也一樣。       

   (三)九孔、鮑魚在分辨雄性和雌性，雄貝之生殖巢顏色呈乳白色，雌貝之生殖巢顏色呈棕 

      褐色。 

二、藉由參訪了解九孔與鮑魚的生長環境以及養殖、繁殖的方法。 

   (一)養殖的方式是以陸上平面式及室內立體式養殖為主，養殖種類以台灣鮑為主，種類 

      主要有兩種，一是珍珠九孔；一是翡翠九孔 。 

   (二)從九孔、鮑魚的繁殖方法知道，養殖戶為了飼養九孔、鮑魚在技術上不斷的提升，以 

      飼養九孔、鮑魚所使用的水泥磚為例：從最早使用的當地圓滑玄武石，進化成 18cm× 

      18cm 型的四角磚，目前使用的是 w 型四角水泥磚。 

   (三)我們從參觀九孔鮑魚館、蒐集九孔、鮑魚的外殼和飼養的日記中，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在三、四個月之前九孔、鮑魚的成長速度不多，大約 1.5cm 左右，在四個月之後，鮑 

      魚的成長速度變慢，例如在七個月時，九孔已經接近 3.5cm，但鮑魚卻只有 2c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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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探究九孔與鮑魚活動的情形與覓食的機制。 

   (一) 從翻轉的實驗紀錄得知，小型的九孔在平均五秒內就能順利翻轉，大型的九孔大約在

12 秒內才能順利翻轉，小型的鮑魚在平均 15 秒內就能順利翻轉，大型的鮑魚大約在

30 秒以上才能順利翻轉，所以實驗翻轉的結果九孔的速度優於鮑魚，而小九孔的翻

轉速度又優於大九孔。 

    (二) 從爬行的實驗紀錄得知，小型的九孔在一分鐘內就能爬完全程 20cm，大型的九孔大

約在 2 分鐘內大約爬行 10cm。小型的鮑魚二分鐘內就能爬完全程 20cm，大型的鮑魚

2 分鐘內大部份的時間都停止不動。所以實驗爬行的結果小九孔的速度和小鮑魚差

不多，整體來說九孔還是優於鮑魚。 

    (三) 從覓食的實驗紀錄得知，放入海菜的飼養箱中無任何的九孔、鮑魚進入覓食，放入

龍鬚菜的飼養箱中每天都 4-5 隻的九孔、鮑魚進入覓食，放入紫菜的飼養箱中每天

都有 1-2 隻的九孔、鮑魚進入覓食。所以龍鬚菜對於九孔、鮑魚還是最喜歡的，其

次是紫菜，最後是海菜。 

    (四) 以龍鬚菜為食餌來實驗九孔和鮑魚的覓食情況，第一天我們以相同 30 公克的龍鬚菜  

        實驗，每隔三天記錄一次，第三天九孔剩下大約25公克，鮑魚大約27公克，第六天  

        九孔剩下大約21公克，鮑魚大約24公克，第九天九孔剩下大約17公克，鮑魚大約20 

        公克，由紀錄得知九孔在覓食的情況優於鮑魚。 

 
陸、討論 

 

一、在不影響實驗的結果，如何界定實驗對象九孔、鮑魚的大小？ 

    因九孔、鮑魚的生長的速度不同，同時期的九孔的體型大小都大於鮑魚，因鮑魚在後期 

    生長速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呈下降趨勢， 所以在實驗九孔、鮑魚的爬行、翻轉時，我們 

    取樣的小九孔、小鮑魚、身高體重才有如此明顯的差異。 

二、實驗設計好壞是否影響學生的觀察行為？ 

這次的實驗結果能順利完成，學生和老師嘗試許多次的不同的實驗設計，也經歷許多次 

的錯誤經驗，以爬行的實驗來說：我們第一次進行爬行的實驗時，我們將實驗的九孔、 

鮑魚放在起點處，同樣計時兩分鐘，我們發現九孔、鮑魚都只在原地不動，偶爾扭動一 

下身體，爬行的實驗失敗。老師和學生開始思考實驗的設計是否出了問題，第二次我們 

想或許需要一些食餌去誘惑他，所以第二次的實驗，我們將九孔、鮑魚愛吃的龍鬚菜放 

在終點處，九孔、鮑魚放在起點處，同樣計時兩分鐘，可是結果仍和第一次差不多。最 

後將九孔、鮑魚放在軌道中間讓九孔、鮑魚有充分的空間，實驗才順利完成。可貴的錯 

誤經驗，讓學生有不斷學習的機會，這才是科學實驗最終的目的。 

三、在交通不便的離島，因龍鬚菜來自台灣本島，當龍鬚菜供不應求時，當地的養殖戶如何 

    解決？ 

    我們和養殖戶的訪談中，發現九孔、鮑魚的在養殖時需要大量的龍鬚菜，但龍鬚菜來源 

    來自台灣，在交通不方便的離島，一旦龍鬚菜供不應求的時候，養殖戶會以石蓴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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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暫時解決。雖然現在有研發人工飼料當作食餌，但文獻中資料顯示，人工飼料養殖的 

    九孔、鮑魚在食用的口感較龍鬚菜養殖的差，在這部份因不是我們研究目的，所以並不 

    探討。但這次我們的實驗中不以人工飼料為食餌做實驗，主要是人工飼料因放到水裡就 

    會溶解，容易影響水質，為了影響實驗的結果，所以排除這項。另外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能透過這次機會教育學生，大自然中最天然的養殖方式，就是不要有太多人工製造的東 

    西。 

 

柒、結論 

 
(一)九孔、鮑魚在分類學上相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外殼上洞的數量。 

(二)在體型上九孔的 size 小於鮑魚。九孔的外殼是平紋，鮑魚的外殼是粗紋。 

(三)九孔、鮑魚的養殖環境是以陸上平面式及室內立體式養殖為主。  

(四)從實驗九孔與鮑魚的活動情形及覓食狀況得知，九孔的活動力在翻轉、爬行、覓食中都優 

   於鮑魚。 

(五)經由本次的實驗，使我們對於九孔、鮑魚的生殖環境、繁殖方法以及活動型態、覓食的方 

   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在飼養九孔、鮑魚的過程中對生命的體認多了一層認識，讓我們 

   對大自然的資源，能更珍惜，對於幼小的生命能更加的愛護。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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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鴻禧、丁雲源(1990)。九孔陸上多層次養殖方法的研究。台灣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48， 

    209-215。 

三、曾文陽(1999)。鮑魚養殖學(2 版)。高雄：前程出版社。 

四、楊鍚鑫(2004)。九孔培育池底棲性矽藻之分類培養純化及其應用於九孔幼苗養殖之研究。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碩士學位論文，未出版，基隆。 

 
玖、感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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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20 

1. 探討九孔及鮑魚的飼養及行為，以觀察為主，樣本數可再增加，

並加強實驗設計。 

2. 引用文獻資料應註明清楚出處。 

3. 實驗可再加強定量比較及控制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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