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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牡蠣在台灣俗稱為蚵仔，在動物性的食物中，它所含的營養價值是最高

的一種。常常到夜市吃的宵夜就是蚵子煎，牡蠣和我息息相關，所以有

關這方面的新聞會多加留意。查詢資料得知，民國 41 年高雄港曾經發生

過綠牡蠣事件，因為工廠設在沿岸地區，排放的廢水直接流入港內，又

海水無法流通，使廢水一直在港內堆積，綠色的銅離子濃度越來越高，

牡蠣生長在這種環境下，原本白色的牡蠣身體裡面吸收大量的銅離子，

就變成綠色的，人吃了會中毒(註一)。而之前又發現貝類大量死亡的消

息，使身為消費者的我深深感到憂慮，剛好藉由這次機會探索其發生大

量死亡的主要原因。 

貳●正文 

 

一、大量死亡的特徵 

 

在民國五十七、八年間，漁民們開始注意到每年四、五月間，養殖的牡蠣、文蛤

會有大量死亡的現象發生。損失率少者在 30～40％，高者達 60～70％；死亡的

地區，涵蓋彰化、雲林、嘉義一帶。民國六十二年台灣大學曾有研究人員到雲林

縣口湖鄉漁村服務一週，綜合各項的報告，貝類大量死亡的現象，有下列幾項特

徵： 

 

01.從民國五十八年以後，年年皆有死亡事件，但是每年的損失並不相同，有時

損失率大，有時較少。 

 

02.發生死亡的現象，幾乎都在四月、五月間，雖然其他月份也偶爾死亡。 

 

03.貝類的死亡，大約發生在下大雨後二、三日，持續死亡一、二星期，在此期

間，如果貝類幸運沒有死，則能殘存。 

 

04.死亡的地區，以東石、口湖一帶死亡較多，布袋、鹿港等地死亡較少，同一

地區似乎以靠近溪流和沙溝出口的蚵架損失較重。 

 

05.牡蠣將死時，漁民看不出有任何徵象，死掉張開殼後才知道已死。文蛤則不

再隱藏於沙中，跑到沙灘上，雙殼攤開而死。(註二) 



 

二.提出假設 

 

關於淺海養殖貝類「定期」發生大量暴斃的原因，有許許多多不同的猜測，其中

較有可能的假設： 

01.水質污染 

02.疾病 

03.紅潮來襲 

04.養殖密度過高 

05.環境因子激變 

06.藥污染 

 

三、深入調查 

 

01.概要 

 

經過許多現場之調查及實驗室之實驗，證明台灣淺海養殖貝類大量斃死之主要原

因，是由於河川之水質污染所致。 

 

02. 提出解釋 

 

事實上，河川上游有許多工廠存在，包括有紙廠、糖廠、化工廠等，其中以紙廠

的數目最多。造紙廠製造一噸未漂白的紙漿，需要用水二百公噸，一噸漂白紙漿

需水三五○公噸。根據成功大學調查，工廠廢水幾乎沒有經過任何處理，直接排

入河川，所以河口受工業廢水污染的可能性很大。  

有許多人認為，工廠並非只有在四、五月運轉，而是整年排水，所以工業廢水，

可能對牡蠣、文蛤有影響，但非絕對因素。這是一種迷思，其實這和台灣的氣候

及河川的性質有相當大的關聯，深入了解後才能除去這種誤解。 

 

A. 台灣河川的性質 

 

台灣各條河流都以中央山脈為分水嶺，東西分流。河流的坡度很陡，流程短而急。

而且水量在不同季節的分配不平均，逐年變異也很大。例如西南部嘉南平原地

區，雨水集中夏季，冬季常常乾旱。在雨季中，河流上游雨量特別多，雨水較為

集中，再加上流路短促，中途又沒有湖泊加以蓄積，所以在五月到十月左右水量

頗大。到了乾水季的十一月到明年四月，則雨量稀少，多數河流馬上乾涸，會看

到涓涓細流或完全乾涸的河床。 

 



B.推論工業廢水與河川的關係 

 

工業廢水是否污染河川與河流本身之流量，流速有極為重要的關係。如果河川水

量足夠，則排入河川之廢水可以被沖淡、稀釋，因此對水中生物之影響較小。在

雲、嘉、南地區，每年的五月至十月，因為雨量充足，河水盈滿，所以如果有工

業廢水流入河川，應該易被沖淡。到了十月以後的乾旱季節，則因為河床乾涸，

工業廢水即使排出，也得不到稀釋，又河水流量更小，不容易流至河口出海，沉

積於河床上。因此在乾旱季節，河川本身可能會受到重大的污染，但是污染物不

大會流入河口，而是逐漸地沉積在河床上。到了四、五月，大雨來臨時，把以前

數月至半年沉積於河床的污染物一次沖下河床流入河口，對棲息在河口的生物造

成重大的災害。 

 

上面的推論，對於以下的問題提供了良好的解釋： 

a.定期在每年四、五月死亡 

b.大雨後二、三日才死 

c.每年損失率不同 

 

03.研究報告內容 

 

為了知道上述推論是否正確，又詳細的調查了貝類養殖場附近的河川及河口的水

質化學性質。以朴子溪為主，其他河川為輔，由 1974 年 3 月至 1975 年 4 月共做

了八次水質化學調查。 

 

A.雨量調查 

 

由中央氣象局之資料，可以知道如同往年，嘉義地區在 1973 年 10 月底左右，進

入乾季，直到 1974 年 4 月，雨量很少。1974 年 4 月 28 日下過大雨後，馬上進入

雨季，一直到 1974 年 10 月左右，如此循環下去。 

 

B. 水質調查 

 

a.在乾季的十一月到次年四、五月，河床乾涸，水流幾乎停止。工廠排出的廢水

得不到河水之稀釋，因此不容易流至河口，而大量沉積於河床。朴子溪上游沒有

受工廠廢水污染。但是到中上游的月眉潭村附近時，河川水色黑濁，並有惡臭。

到了中游，蒜頭糖廠附近，因為河川水量稀少，但是糖廠仍然需要河水冷卻機器，

就以砂包圍堵河川，如此，由上游流下的工廠廢水更不容易流到下游，中下游之

朴子鎮附近，只有涓涓細水流往河口。分析水質之結果，證明工廠附近之河水極

為污濁；但河口附近之水域則因流來之廢水量少，污染程度不重。 



 

b.在雨季之六月到十月，河水盈滿，流速很快，工業廢水得到河水稀釋，所以河 

水呈泥沙色，水質污濁程度較為輕微。 

 

c.在乾季與雨季交接的四、五月，初次大雨將乾季中長期累積於河床的污染物，

一次沖到河口，使河口附近的水質受到嚴重的污染。 

 

C. 總結 

 

朴子溪的河水原本非常清澈，溶解的氧氣很充足，酸鹼度也大致適中。但是從工

廠排出的廢水帶著紅黑色，流入河川時，馬上將河水變成黑咖啡色。帶著黑咖啡

色的河水到河口處，因為受海水稀釋，成為紅色。即使在貝類養殖場，如果遇到

乾潮，仍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註三) 

 

四、結論 

 

我們可以明白，沒有經過處理的工業廢水，是台灣西南淺海養殖牡蠣、文蛤大量

死亡的主因。工廠是不是應試將其廢水經過處理才排出廠外，使河水做正常合理

的用途；如給水、灌溉、娛樂；並使河口養殖的牡蠣，文蛤能夠生存下去呢？ 

 

環境需要我們共同維護，雖然工業化社會已形成，但工廠設立和營運的時後，必

須把破壞環境的程度降到最小，如果牡蠣貝類身上殘存工業廢水含的污染物，販

售到市面，最後我們也會受到波及，有可能污染物會一直累積在體內無法排出體

外，更嚴重還會造成生命的威脅。 

 

為了解決這種水質污染的問題，我們應該更加強台灣的環境科學研究，在這方面

有待專業人士進行深入探討。目前尋找低廉的正確廢水處理方法是最好的有效之

道，並輔導工廠切實遵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嚴格的執行這些法規，才能

有效保護河川、保護環境、保護我們自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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