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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牡蛎  

牡蛎是在世界各地都被食用的贝类。日本的贝类的养殖大约

一半是牡蛎养殖。日本 2017年的牡蛎养殖量大约 176000吨。按生

产量多的排序依次是广岛、宫城、冈山、兵库、岩手。（图 1）  

另外，在日本养殖的牡蛎几乎都是真牡蛎（太平洋牡蛎）。

世界上被养殖的牡蛎的种类除了真牡蛎以外，有名的还有西洋牡

蛎（法国，西班牙）、弗吉尼亚牡蛎（美国大西洋岸）、葡萄牙

牡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悉尼岩牡蛎（澳大利亚）等。

另外，日本的真牡蛎在各个国家进行种苗生产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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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主要的牡蛎生产地和生产量 
 

 
（百吨）        日本的牡蛎养殖生产量（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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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牡蛎的生活 

牡蛎常见于日本的海岸。（图3） 

牡蛎在冬季很难区分雄和雌，夏季就可以清楚地区别雄和雌。夏季，雌雄牡蛎将

各自储存的卵子和精子释放于海水中。释放出来的卵子和精子，在海水里受精形

成0.1mm大小的浮游幼虫（又叫larvae）。因为浮游幼虫的时候不会逃跑，所以会

被其他的鱼和动物吞食从而数量减少。 

浮游幼虫在2〜3周后成长为0.3mm大小的附着期幼虫。（图4）附着期幼虫牢

牢贴在岩石和贝壳的表面上，变成稚贝。 

牡蛎用鳃掀起水流将海水吸入贝壳中，用鳃把漂浮在海水中的诱饵过滤并运

送到嘴里进食。（图5） 养殖的牡蛎一般在2～3年后成长为10cm左右。 

  

图３ 居住在海岸边的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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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牡蛎幼虫的成长 

Ａ：受精卵，Ｃ：Ｄ型幼虫，Ｄ・Ｅ：缘膜幼体，Ｆ：附着期幼虫 

Ｄ型幼虫 
 

附着期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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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牡蛎的鳃的作用 

鳃掀起的水流 

通过鳃运送诱饵 

诱饵 假屎（不能吃  

漂浮固体 

（诱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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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牡蛎的外部 

３．牡蛎的外部（图６） 

牡蛎有两片壳。牡蛎壳的形状是不定的。会跟着附着场所的形状成长。把附

着在岩石或贝壳上的凹型的壳称为左壳，平壳称为右壳。蝶番和贝柱将两片壳紧紧

连在一起。贝柱收缩后壳就会闭合，贝柱松弛后壳就会打开。死后的牡蛎壳会打

开。健康的牡蛎即使从海水中取出，也能把壳牢牢地闭上，暂时可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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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牡蛎的内部（图７、図
ず

８） 

贝 柱： 用来关闭两片壳的肌肉。当打开外壳去壳取肉时，它被切断。 

鳃：    用于呼吸和进食鱼饵的重要器官。在鳃的表面有肉眼看不见的小纤毛、

它可以掀起水流将海水吸入壳中。 

外套膜：覆盖壳内软体部分的膜。秋冬季节储存养分变成白色。夏天没有养分就

会变得透明。 

消化盲囊：消化吸收食物的器官，呈茶色。 

生殖腺： 春天转变成夏天时在消化盲囊的周围发育成长、储存卵子和精子。 

心脏：   位于离贝柱很近的地方、剥开的牡蛎还活着的时候可以看到心脏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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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牡蛎的内部 

鳃 
贝柱 

消化盲囊 

外套膜 
外套膜 

           冬天 春天～夏天（产卵前） 夏天～秋天（产卵后） 

生殖腺 

消化盲囊 

水牡蛎 

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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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柱 

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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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牡蛎的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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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牡蛎的养殖方法 

所谓牡蛎养殖、就是收集生长在海里的牡蛎的稚贝、进行培育并出货的过程。

牡蛎养殖是不给予饵食的。牡蛎是摄食海里的植物浮游生物成长的。 

主要养殖方式有撒地式、打桩下垂式（简易下垂式）、筏式垂下养殖法、延绳

垂下养殖法等方法。（图９） 

牡蛎养殖场和养殖方法，必须遵守渔业协同组合（简称渔协）所制定的规则。 

 

图９ 牡蛎的养育方法 

  Ａ：撒地式，Ｂ：打桩下垂式（简易下垂式），Ｃ：筏式垂下养殖法， 

Ｄ：延绳垂下养殖法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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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天然采苗  

在牡蛎养殖中，最重要的作业是确保牡蛎的种苗，在日本天然采苗生产是主

流。在夏季牡蛎的浮游幼虫会自然出现，让它们附着在事先准备好的附着器上。

在日本将扇贝的壳作为附着器来使用。（图１０） 

采苗就是，在扇贝壳的正中间开个孔，用钢丝串连组成采苗连放入海里。（图

１１）投放海里的时期，要通过观察浮游生物网的幼体的调查，以及附着在试验

连上的数量来决定。 

另外还有人工让卵子和精子结合后在水箱培育幼体的人工种苗生产。 

 

 

 

 

 

 

 

 

 

 

图１０ 采苗连 

图１１ 采苗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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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撤回（抑制） 

将采到的牡蛎种苗首先转移到海滩的抑制架上抑制生长（图１２）。潮坪的抑制架

上的牡蛎种苗由于潮水的涨落会从海水暴露在空中，所以生长速度会变慢，但是

随着环境的变化得到锻炼从而变得更强壮。日本的牡蛎养殖所使用的种苗几乎都

是在广岛湾和仙台湾所产的。 

 

８．换钢丝连（下垂） 

附着有牡蛎的稚贝的扇贝壳被称做种板，又叫原板。  

为了把牡蛎养得更大，把采苗连拆散，将种板之间的间隔加宽，重新串连铁丝

和绳索。（图１３） 

 

 

图１２ 抑制棚（左）和 种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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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串有种板的钢丝或索绳从筏或延绳上吊下来。（图１４） 

 

图１３ 悬吊种板的方法。 

 钢丝式（左） 

 绳索式（右） 

图１４ 竹子排列成的牡蛎养殖筏（广岛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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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养殖管理 

牡蛎的生长因季节、场所、养殖密度的不同而不同，所以需要花费各种各样

的工夫。有时会根据收获时期改变重新串连铁丝和绳索，或是根据季节改变养殖

场所或下垂的深度。夏秋季节，袭击日本的台风会破坏养殖设施，所以必须注意

天气预报。 

为了躲避海浪和风的影响，有时会将养殖设施移到岛后隐蔽的海湾里。养殖

场的海底过多堆积牡蛎的粪便和壳，污染严重的话，会导致鱼和贝类无法生存。

为了使牡蛎健康成长，为防止养殖场底部的污垢变得严重，有必要进行养殖设施

数量的调整和海洋底部的清扫。 

 

１０．收获 

进入１０〜１１月海水温度降低牡蛎变得肥硕，就进入了收获季节。收获时

需要使用吊车、脱贝机、洗净机等机械。 

卸货到陆地上时使用洗净机将附着在壳上的泥和附着物清除干净。卸货后的

牡蛎，可以浸在储存海水的池子里，壳内也能保持干净（图１５）。为了保持带壳

状态出货，也可以先卸货，然后拆散装进笼里。 

 



 

 
 

- 16 - 

图１５  使用吊车进行牡蛎收获（左）和陆地水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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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去壳后的牡蛎肉 

日本大多都是将牡蛎去壳后出货。 

为了去除牡蛎的壳，会使用一些刀具和敲打牡蛎的工具。 

使用刀和敲打牡蛎等工具插入壳的缝隙，切下贝柱，打开壳取出贝肉。（图１６） 

 

 

 

 

 

 

 

 

 

 

 

 

 

 

 

 

 

 

 

 

图１６ 使用敲打的工具剥去外壳的方法和刀具进入的位置 

 

 

向有贝柱的方向插入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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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出货 

从壳里取出来的牡蛎肉用冰凉干净的海水清洗。 

洗净的牡蛎肉装进各种各样的容器里出货。（图１７） 

也有不剥出牡蛎肉、带壳一起出货的方法。 

 

１３．附着生物和有害生物 

存在妨碍养殖的牡蛎成长甚至致死的有害生物。 

在养殖设施（筏浮标、绳索、浮球、笼等）以及牡蛎的表面、附着有各种各

样的生物。把这些生物叫做附着生物。 

附着生物中、如果紫色贻贝、缨鳃虫、海鞘、藤壶等围绕着牡蛎大量附着的

话，牡蛎会缺氧而死。另外、紫色贻贝、缨鳃虫、海鞘会夺取牡蛎的饵食，妨碍

牡蛎的成长。（图１８） 

 

 

图１７ 剥除牡蛎外壳的操作（左）和 清洗（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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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和黑鲷等鱼类，可能会吃掉刚开始养殖的牡蛎的幼贝。 

    已知某种有害浮游生物会杀死牡蛎等贝类。另外，从夏天到秋天会发生原因

不明的大量死亡。 

 

 

 

 

 

 

 

 

 

 

 

 

 

 

 

图１８ 牡蛎养殖的主要附着生物和有害生物 

   Ａ：藤壶       Ｂ：紫色贻贝  

   Ｃ：海鞘     Ｄ：缨鳃虫（沙蚕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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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卫生管理 

因牡蛎是食物，卫生方面有相应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 在细菌多且污染的海洋中，不能养殖。 

・ 卸货到陆地时，用干净的海水充分清洗，把泥和附着物清洗掉。 

・ 从壳里取出来的牡蛎肉，马上用干净的海水清洗。 

・ 洗净后的牡蛎放在５度以下的温度保存。 

・ 搬运牡蛎时也要保证 5度以下的温度。 

・ 出货时生食用、加热调理用、消费期限、加工者姓名、保存方法、养殖海域 

都需要明确标记。 

・ 为了生吃牡蛎的安全考虑，在干净的海水中饲养带壳的牡蛎，减少牡蛎的身 

体内的细菌，这叫做 净化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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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贝毒和出货规则 

如果牡蛎食用了海里有毒的浮游生物（贝毒浮游生物），牡蛎就会中毒。像这

种有毒的牡蛎等贝壳叫做「贝毒」。 

虽然牡蛎不会因贝毒而死亡，但是吃牡蛎的人会产生麻痹和腹泻等中毒症状，

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贮存在牡蛎里的毒性强度超过基准时，应停止出货。 

代表性的贝毒有 麻痹性贝毒 和 腹泻性贝毒 ，其毒量以（MU）为单位表

示，各自的毒量安全值都有规定。 

    为了让消费者放心食用牡蛎，要定期进行有毒浮游生物检查和贝毒检查。根据

检查，如果发现牡蛎含有超过安全值的贝毒，将实行出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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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本的扇贝 

   在日本被食用的扇贝类有 4 种，分别是扇贝、板屋扇贝、东锦扇贝和节

孔扇贝。但是除了扇贝以外，其他种类捕获量很少。扇贝是长在寒冷海域的

双壳贝，是生长最快、长的最大的贝壳。在北海道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生长，

分别有养殖和天然的扇贝。在鄂霍次克海（图 1）海底耕种，大量放流扇贝的

种苗。 

 

这被称为「撒地放流（增殖）」、放流后 3

年（4年贝）后长大的扇贝用网架（八尺）拖

起来捕获（图 2）。 

另外，扇贝养殖主要分布在北海道的日本

海北部、喷火湾、佐吕间湖、青森县的陆奥湾、

岩手县到宫城县的三陆沿岸。（图 3） 

2017 年日本的贝类养殖产量的一半左右

是扇贝养殖。 

 

 

 

 

 

 

 

 

 

图１ 撒地扇贝的产地 

 
北海道 

鄂霍次克海 

佐吕间湖 

图２ 网架 (也称作八尺) 
图３ 养殖扇贝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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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扇贝的产量 

   ２０１７年日本的扇贝养殖产量、全国共计１７４，０００吨、按照生产量

多的顺序依次是、北海道８４，９００吨、青森县８４，３００吨、接下来是宫

城县（图４）。  

 

 

北海道 青森 宫城 

849 843 

28 

（百吨） 

 

日本的扇贝养殖产量（２０１７年） 

图４ 日本主要的扇贝的生产地和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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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扇贝的生活 

   扇贝有雌雄之别，随着 12月左右水温下降，生殖腺发达，成熟起来。 

   产卵期临近时，生殖腺就会膨胀变大。雄性是奶油色（图 5）产生精子，雌性

是红粉色（图 6）产生卵子。 

 

 

 

 

 

 

 

 

图５ 扇贝 雄（♂）                图６ 扇贝 雌（♀） 

  

水温上升产生刺激，海水温度在 4～8℃时，精子和卵子会向海水中排出。早的地

区从 2月左右开始迎来产卵期，在海水中受精后，1周左右在海里形成浮游幼体（图

7）。 

   幼体约 40天后会变成 0.3mm左右的大小，用脚线会附着在采苗器、绳索、海

藻类（图 8）上。因为幼贝的时候不能逃跑，所以会被其他的鱼或动物吃掉导致数

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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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扇贝的浮游幼体         图８ 附着后不久的扇贝 

 

 

幼体成为稚贝，附着了 40天到 60天之后从８mm长成１０mm，附着力会变弱，

自然落下迁移到海底生活。扇贝将植物浮游生物和海里碎屑作为饵食、用鳃将它

们与海水一起吸入而长大。 

养殖的扇贝 2年长成 10cm大小、撒地的扇贝 3～4年长成 10cm以上、可以捕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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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扇贝的外部 

扇贝有两块壳、白色称为右壳、茶色称为左壳（图９）。右壳比左壳圆润而且大、

在海底是右壳在下。 

 

 

 

 

 

 

 

  

 

壳的大小是测量 壳高 或 壳长 。另外，因为冬天的低水温和春天的产卵、夏

天的高水温都会让生长停止。这些以轮圈的形式保留下来，可以通过数轮圈的数

量了解扇贝的年龄（图 10）。 

    

 

 

 

 

 

 

 

 

  

图１０ 扇贝的外部 

成长轮 

壳长 

壳
高 

 

图９扇贝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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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扇贝的内部（图１１） 

贝 柱：贝柱由两种肌肉构成。大的贝柱用于在海里游走时瞬间关闭贝壳。另一个

是在大的贝柱的旁边的小的贝柱，用于一直保持外壳闭合。贝柱里含有作

为贝壳美味来源的糖原。 

中肠腺：也称作「URO」、在具有肝脏和胰脏的作用的同时，里面还有胃，从口中

摄取的食物（植物浮游生物等）在这里被消化，一部分被吸收。 

生殖腺：在贝柱的旁边、从冬天到春天会变大，雄性变成白色，雌性变成红色。 

外套膜：也被称为「绳子」、是包裹内脏的薄膜，周围有很多眼睛。另外，还会形

成贝壳，有决定游走方向的作用。 

鳃：在贝柱旁边的茶色柔软器官、在呼吸的同时，有过滤并收集海水中的饵食（植

物浮游生物等）的作用。 

 图１１ 扇贝的内部 

 
  中
贝柱 

外套膜 

鳃 

生殖腺 

雄（♂） 
雌（♀） 

中肠腺 



 

 
 

- 29 - 

６．扇贝的养殖 

    扇贝养殖是人工收集并养育在海里出生的扇贝的稚贝，然后出货。养殖中的扇

贝是通过食用海中的植物浮游生物等来成长的。 

    养殖方法几乎所有地区都是采用延绳式下垂方法进行养殖（图 12）。 

 

 

 

 

 

 

 

 

 

 

 

 

 

    但是，根据海域不同，出货的贝类的大小、出货时期、养殖方法也会不同。扇

贝养殖的养殖场所和养殖方法，必须遵守渔业协同组合（也称为渔协）制定的相应

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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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扇贝养殖设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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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天然采苗 

    在海中浮游的扇贝幼体长成 0.3mm左右大小，就具备附着性能。利用这个性能，

将采苗器沉入海里，使浮游的幼体附着在上面。采集附着并成长起来的幼体被称为

天然采苗 。 

    采苗器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洋葱袋中放入弹性塑料网或旧的网袋，另一种是将

旧的网袋捆成长条状的棒网。 

 

   

    投入采苗器时，要事先在浮游生物网上采集浮游幼体并通过显微镜等确认幼体

的数量和大小，再决定投入时期。采苗器必须分几次投入（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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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袋） 

喷火湾（棒网） 

图１３ 采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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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这种天然采苗无法充分确保稚贝数量的话，对扇贝养殖和撒地（增殖）

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作业非常重要。在日本，还完全没有扇贝的人

工种苗生产。 

 

８．种苗的采取和分散 

    扇贝的采苗大概从 3月左右开始。因为附着在采苗器上的稚贝会不断成长，所

以需要从海中取出采苗器，采集稚贝。 

    从采苗器里取出的稚贝，根据成长过程要改换合适的笼子。 

（１） 临时分散  

    在使用棒网采苗器的喷火湾地区、或洋葱袋中混有大量海星、螃蟹的地区，为

了防止伤害稚贝，需要除去海星、螃蟹等。 

 

另外、用筛子将差不多大小的稚贝放到一起，可

以让下一步正式分散的工作更有效率。这个称为

“临时分散”，从 7 月左右开始进行。临时分散

的稚贝收放在珍珠网（坐垫笼）里，垂下到养殖

设施。（图１４） 

 

 

 

 

 

 

 

图 14 珍珠网（坐垫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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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正式分散” 

   将临时分散垂下的稚贝收上来。为了可以将播种用的种苗、半成贝和成贝出

货，用筛子收集大小差不多的稚贝。根据用途把决定好的数量装入珍珠网，再次

下垂到养殖设施。这被称为“正式分散”，一般在８月左右进行。并且，根据半成

贝和成贝出货的时期，会进行第 2次、第 3次的分散。 

在不进行临时分散作业的地区，从 7 月下旬到 8 月期间会撤回采苗器，去除

海星和螃蟹。另外，用筛子收集差不多大小的幼贝，根据出货时的大小按照决定

的数量，放入珍珠网，再次下垂到养殖设施。 

    在分散的各个过程中，根据贝的成长，珍珠网的大小也要随时更换。放入的稚

贝的个数也要适当调整，重要的是不要给贝的成长造成坏的影响。 

 

９．稚贝的培育（中间培育） 

    将正式分散后的稚贝下垂一段时期，用珍珠网等培育,直到适合养殖用或地播

放流用的大小。 

 

１０．成贝的培育（正式培育） 

   完成中间培育的稚贝变成半成贝或成贝之前，会被重新放入圆笼（图 15）或口

袋笼（图 16）。除此之外，用在贝的耳轮处打个洞，用带倒钩的别针等直接固定在

绳索上的方法（这个称为 耳轮垂吊养殖 ）（图 17）然后下垂到养殖设施。 

在这之后直到出货为止的养殖被称作 正式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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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也要适当调整放入的个数和悬挂的个数，以免影响贝的成长。 

 图１５ 圆笼 

 
图１６ 口袋笼 

图１７ 耳轮垂吊和贝的开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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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两片的位置 

打开一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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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养殖管理 

不能忘记要把扇贝当作生物来对待。将稚贝的大小进行分类和为了耳轮垂吊而

进行的开孔作业尽量选择在水温和气温上升前的早晨进行。无论如何都要在白天进

行工作的话，选择在没有阳光直射的阴凉的屋子里，这点很重要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稚贝在直射日光、高温（约 22℃以上）、干燥（风）、雨水、

氧气不足等条件下会很虚弱，需要非常注意。另外，壳的缺损（称之为 欠刻 ），

贝壳内部变黄褐色（称之为 内面着色 ），停止生长的贝壳称之为 异常贝 （图

１８）。 

 

异常贝是由于高密度养殖，或是由于海面天气恶化（海上的波涛汹涌）等原因导

致养殖设施晃动，笼之间以及和贝的相互碰撞，引起外套膜受损伤。 

 

 

 

 

 

 

 

 

 

 

 

 

 

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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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异常贝 

变形 



 

 
 

- 35 - 

１２．附着生物和有害生物 

    养殖设施（干纲、垂下纲等绳索、珍珠网、圆笼、浮球等）和扇贝的表面，每

年都会附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另外，还有直接吃掉扇贝的海星类和螃蟹类（图 19）。 

 

  

 

 

 

 

 

 

另外，作为附着在养殖设施和贝壳表面妨碍生长的附着生物，有紫色贻贝、藤壶、

海鞘类、海葵、多毛类等。（图２０、２１）。 

 

 

 

 

 

 

 

 

 

 

 

图２０ 附着生物 

育苗器中的海星 育苗器中的四滨螃蟹 珍珠网中的黄道蟹 

图 19 有害生物 

紫色贻贝 海鞘 

海葵 

水螅虫 
海星 

紫色贻贝 

缨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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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附着生物 2 

   Ａ：藤壶      Ｂ： 紫色贻贝 

   Ｃ：海鞘     Ｄ：缨鳃虫（沙蚕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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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贝毒和出货规则 

    扇贝等的双壳贝是选择过滤收集浮游生物作为食物。但是，由于食用了在海里

产生的有毒浮游生物（贝毒浮游生物），原本无毒的双壳贝会在体内蓄积毒素造成

毒化。这种毒化被称为「贝毒」，这种贝毒不会导致双壳贝死亡。 

    如今已经知道扇贝的贝毒主要在中肠腺蓄积。吃了扇贝的人出现麻痹和腹泻等

症状，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造成死亡。 

    代表性的贝毒有 麻痹性贝毒 和 腹泻性贝毒 其毒量以（MU）为单位表

示，各自的毒量的安全值都有规定。 

    为了可以让消费者安心食用扇贝，所以定期进行有毒浮游生物的调查和贝毒检

查。 

根据检查，如果判断出扇贝含有超过安全值的贝毒，将实行出货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