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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尋找寶貝 

 

摘    要 

         蜜月灣是個衝浪聖地遊客絡繹不絕，但許多生長在本地的人對於蜜月灣的貝類卻所

知有限，經過觀察並收集海灘的貝類所做的整理分類得到的結果，發現這裡的貝類：腹

足綱有 29 科 96 種、雙殼綱有 8 科 15 種、多板綱有 1 科 1 種、頭足綱有 1 科 1 種。可

見蜜月灣的貝類生態是相當豐富的。 

壹、 研究動機 

       本校位於頭城鎮濱海公路旁，附近是衝浪勝地蜜月灣，三年級時學校的特色課程：

蜜月灣的生態探索，老師帶我們到蜜月灣去了解蜜月灣的生態時，老師隨手撿了一個貝

殼問大家有誰知道這是什麼貝殼？不巧的是我們都答不出來。於是老師便出了一題作業

要我們回去想辦法找出這些撿到的貝殼的名稱，當我們回去請教家長後，多數的家長都

說也都不是很清楚。後來老師給我們一本貝殼圖鑑，要我們從圖鑑上找到答案，於是我

們又去撿了更多貝殼，也更想要知道更多我們生長的海邊到底有幾種貝殼種類。因此我

們就常常邀老師和同學利用課餘的時間去撿貝殼，並專心的比對圖鑑探討我們想要知道

的結果。 

貳、 研究目的 

     一、 探查蜜月灣海岸附近所撿拾的貝殼種類。 

     二、 提供給在海邊玩又常常在海邊撿貝殼的人能夠更進步了解貝殼的資訊。 

     三、 藉由找尋貝殼過程來探討蜜月灣的生態環境。 

     四、 藉由找尋貝殼過程來探討貝殼在蜜月灣的分布地點。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貝殼圖鑑、放大鏡、小鏟子、小水桶、相機、小箱子、夾鏈袋、電腦、網路、小夾子、

小刀。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收集貝殼： 

         （一）利用退潮時到海岸邊撿拾被海浪拍打上岸的死亡貝殼、或是一些活的貝殼，

放入小桶子裡。（儘量不要收集活的貝類） 

         （二）有一些小的貝殼被埋在小砂礫中，必須要用小鏟子把砂礫慢慢撥開，再把找

到的小貝殼收集起來放在小夾鏈袋中。  

         （三）把收集到的貝殼清洗乾淨後晾乾，方便以後取來做分類。 

         （四）到海邊撿拾貝殼時要注意安全，我們以在岸邊為主不要到海中去撿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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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撿拾貝殼時要注意穿戴防曬衣帽或防風衣帽（如手套、帽子、擦防曬油、外

套…等），以避免曬傷或受風寒，天氣不好就不要去撿拾。 

         （六）撿拾的貝殼以足夠做分類研究的數量就好，不要撿取太多貝殼才不會讓一些

寄居蟹找不到寄居的殼。（特別是比較大的貝殼） 

         （七）活貝殼的處理： 

           1. 用水將貝殼煮熟後，夾出貝肉，或埋在沙土中任它腐爛一段時間後，再取

出把貝殼清洗乾淨。 

           2. 雙殼貝可用刀片割斷其閉殼肌，再除去肉體。 

 二、 貝殼分類： 

        （一）在網路上搜尋出有關貝殼分類的相關網站及圖書作為資料參考，並購買關於

貝殼圖鑑的書籍以方便和貝殼圖片做對照比對。 

        （二）我們先根據貝殼的形狀、顏色及特徵做初步的分類，把形狀、顏色及特徵相

似的貝殼分為同一類；接著根據各類的形狀、顏色及特徵來和圖鑑作對照比

對而分出較細微的分類結果。 

        （三）把收集到的貝殼對照書籍及網站的貝殼圖鑑上的貝殼的做分類後，找出該種

貝殼的名稱拍照後放入夾鍊帶中，在袋外寫上貝殼名稱並做紀錄。 

        （四）把收集到的小貝殼利用放大鏡再對照貝殼圖鑑或網站上貝殼的分類找出該種

貝殼的名稱拍照後放入夾鍊帶中，在袋外寫上貝殼名稱並做紀錄。 

伍、 研究結果 

     貝殼分類結果如下： 

      一、軟體動物門－腹足綱（一）： 

玉

螺

科 
   

黑嘴玉螺 大玉螺 蝴蝶玉螺 

唐

冠

螺

科    

條紋鬘螺 棋盤鬘螺 布紋鬘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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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螺

科 

   

果粒法螺 玉口法螺 矮毛法螺 

   

紀依法螺 鶉法螺 毛法螺 

   

金口法螺 美珠翼法螺 金色玉法螺 

   

艷紅美法螺 燈籠法螺 金色美法螺 

芋

螺

科 

   

蠟黃芋螺 紫霞芋螺 橘紅芋螺 

  

 

鼠芋螺 紫花芋螺  



 4 

骨

螺

科 

   

玫瑰千手螺 蚵岩螺 羅螺 

   

廣口羅螺 桃羅螺 黃齒岩螺 

   

台灣岩螺 冠岩螺 骨螺 

榧

羅

科 
  

 

寡婦榧螺 寶島榧螺  

寶

螺

科 

   

花貓寶螺 黑痣寶螺 腰斑寶螺 

   

紫花寶螺 紅花寶螺 黃寶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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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寶螺 初雪寶螺 花枕寶螺 

   

酒桶寶螺 台灣寶螺 清齒寶螺 

  

 

叢雲寶螺 紫口寶螺  

鐘

螺

科 

   

扭鐘螺 齒輪鐘螺 草蓆鐘螺 

   

山形鐘螺 腰帶鐘螺 粗腰鐘螺 

   

臍孔黑鐘螺 黑鐘螺 彩虹鯧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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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黑鐘螺 粗瘤黑鐘螺 草蓆鐘螺 

蜑

螺

科 

   

粗紋蜑螺 漁舟蜑螺 白肋蜑螺 

 

  

黑圓蜑螺   

麥

螺

科 
   

麥螺 花麥螺 花麥螺 

筆

螺

科 

   

白筆螺 白筆螺 金口筆螺 

   

腰帶筆螺 火焰筆螺 小芋筆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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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螺

科 
  

 

鵜足青螺 花青螺  

笠

螺

科 
   

斗笠螺 花笠螺 星笠螺 

峨

螺

科 
  

 

台灣鳳螺 塔形鳳螺  

蚯

蚓

螺

科   

 

紫蚯蚓螺 蚯蚓螺  

      二、軟體動物門－腹足綱（二）： 

毛
蓋
螺 

頂
蓋
螺
科 

 

花
松
螺 

松
螺
科 

 

紫
口
旋
螺 

旋
螺
科 

 

 

粗
紋
玉
黍
螺 

玉
黍
螺
科 

 

紅
嬌
鳳
凰
螺 

鳳
凰
螺
科 

 

橄
欖
織
紋
螺 

織
紋
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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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
獅
螺 

海
獅
螺
科 

 

白
星
螺 

蠑
螺
科 

 

黑
線
車
輪
螺 

車
輪
螺
科 

 

燒
酒
海
捲
螺 

小
海
捲
螺
科 

 

錐
螺 

錐
螺
科 

 

花
筍
螺 

筍
螺
科 

 

芝
麻
螺 

芝
麻
螺
科 

 

瑞
珠
捲
管
螺 

捲
管
螺
科 

 

 

 

      三、軟體動物門－雙殼綱（一）： 

牡

蠣

科 

  

 

大牡蠣 黑齒牡蠣  

魁

蛤

科 

  

 

結毛蛤 不等殼毛蚶  

簾

蛤

科 

   

花蛤 秀峰文蛤 波紋橫簾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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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 環文蛤 厚殼縱簾蛤 

       四、軟體動物門－雙殼綱（二）： 

虎
斑
海
扇
蛤 

海
扁
蛤
科 

 

孔
雀
殼
菜
科 

菜
蛤
科 

 

山
瓜
子 

厚
蛤
科 

 

紫
晃
蛤 

紫
雲
蛤
科 

 

台
灣
明
蛤 

海
扇
蛤
科 

 

 

 

      五、軟體動物門－頭足綱： 

真

烏

賊

科   

 

真烏賊 真烏賊的殼  

      六、軟體動物門－多板綱： 

石

鼈

科 
  

 

大駝石鼈 大駝石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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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非軟體動物門的生物，如海葵、節肢動物門－顎足綱： 

藤

壺

科 
   

笠藤壺 龜爪藤壺 吸附在岩石的海葵 

 

陸、 討論 

      一、 貝類在動物的分類上屬於軟體動物門，貝類的棲息地從海域到陸地、河川、湖泊、

寒帶、熱帶都有。貝類也依棲息地的不同可分為海貝、淡水貝、和陸貝。目前軟

體動物門的種類大致分為七個綱，台灣發現的貝類大約有五個綱如：腹足綱、多

板鋼、雙殼綱、掘足綱、頭足綱，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蜜月灣海岸邊附近的海貝，

但是在這裡我們並目前沒有發現有掘足綱的海貝。 

      二、 蜜月灣位於頭城鎮合興里濱海公路旁

東邊迎向太平洋直望龜山島（附圖），

西邊靠著雪山山脈延伸過來的山地，

北面是礁岩一直沿接到大溪漁港，南

面也是礁岩一直延續到北關，蜜月灣

的中央是沙灘。從東北角到外澳這一

條海岸線都是岩岸，只有蜜月灣這一

短短幾十公尺長是沙岸。蜜月灣它包含了岩岸和沙灘，而岩岸向外海延伸出去應

當有不少的珊瑚。因此，蜜月灣的貝類相當的豐富。 

      三、 由長期的觀察，這裡撿拾到的貝類在颱風過後或是寒流極低溫過幾天會比較多，

研判可能是受大浪的拍打把死貝殼打上岸，或是冬季極低溫時有些貝殼會死去，

所以這時撿到的貝殼會較多。其中以在北邊的岩灘撿到的貝殼最多，南邊的岩灘

附近及中央的沙灘則很少撿到貝殼。這可能是潮流及地

形把貝殼都推向北邊的岩灘而堆積在此。（這種現象也

會發生在一種魚類－河魨，每當在颱風過後或是寒流來

時造成高低溫差很大時河魨會大量死亡而造成海岸的

髒臭和污染，這時如想撿拾貝類應注意安全與衛生。） 

      四、 貝殼的形成：貝殼通常都長在軟體動物之外。貝殼最主要的功能是支撐動物體，

它們可以保護動物體不被敵人吃掉，還能夠保護動物體避免過分乾燥而死亡。貝

殼是外套膜的邊緣細胞所分泌的碳酸鈣所形成的。外套膜邊緣的細胞可以將血液

中的碳酸鈣濃縮，並且使它們形成類似方解石和亞拉岡石的礦物結晶。亞拉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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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晶形式便是真珠層。貝殼最先分泌形成的是外殼層，由外套膜的外部形成。

外殼層形成之後，碳酸鈣才在外殼層的內面，形成中殼層和內殼層。貝殼是來自

於外套膜的分泌物，成長中的貝類，肉體逐漸長大，外套就被推著向外移，分泌

物就從殼口外唇及殼軸上一直疊上去，於是貝殼類就沿著螺旋方向長大。所以貝

殼的殼是會長大的。 

      五、 大致上收集到的貝殼以腹足綱（多數棲息在岩岸和珊瑚礁）的貝殼較多，而雙殼

綱（多數棲息在沙岸）的貝殼較少。有可能是本地的網拖漁船經常在這一帶海域

附近進行拖網捕魚而把一些沙岸的生態破壞了，加上這裡的沙岸腹地並不是很

大，不足形成一個較完整

的生態。在這裡撿到的貝

類裡以腹足綱和雙殼綱的

貝殼為主，其中以鐘螺類和寶螺類較多數，

另外在礁岩上可以看到許多吸附在上面的

玉黍螺、蜑螺、鐘螺、藤壺和一些小的牡蠣。 

      六、 收集到的藤壺是屬於節肢動物門的顎足綱

藤壺科和屬於軟體動物門的貝殼不同，所以藤壺和貝殼是不同類的動物。 

      七、 寄居蟹乃是借用空的貝殼為居，本身並非貝類，是屬於節肢動物門，本身不能自

行製造石灰質外殼，身體逐漸長大，必須適時換殼，以供其長大的身體安身。在

蜜月灣也常可發現會走路的貝殼，這些就是寄居蟹。 

      八、 有些貝類具有毒素，這些貝類有的是感染了含河魨毒素的桿狀細菌或是貝類攝食

有毒的藻類而帶有毒素；另有一些肉食性的貝類是本身會產生毒素以利覓食，這

類貝殼在蜜月灣也可以撿到很多，像芋螺類的貝殼，本身就是具有毒性的貝類。 

柒、 結論 

      一、 從蜜月灣收集到的貝殼經過我們做初步的分類後（這種分類和實際可能有一些誤

差）所得的資料如下：  

綱  名 數          量 

腹足綱 

玉螺科（2 種）、唐冠螺科（3 種）、法螺科（12 種）、芋螺科（5

種）、骨螺科（9 種）、榧螺科（2 種）、寶螺科（14 種）、鐘螺科（12

種）、蜑螺科（4 種）、麥螺科（2 種）、筆螺科（6 種）、青螺科（2

種）、笠螺科（3 種）、頂蓋螺科（1 種）、松螺科（1 種）、旋螺科

（1 種）、玉黍螺科（1 種）、鳳凰螺科（1 種）、織紋螺科（1 種）、

海獅螺科（1 種）、蠑螺科（1 種）、蚯蚓螺科（2 種）、小海捲螺科

（1 種）、錐螺科（1 種）、筍螺科（1 種）、芝麻螺科（1 種）、捲

管螺科（1 種）、車輪螺科（1 種）、峨螺科（2 種）共有 29 科 96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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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殼綱 

牡蠣科（2 種）、魁蛤科（2 種）、簾蛤科（6 種）、海扁蛤科（1 種）、

菜蛤科（1 種）、厚蛤科（1 種）、紫雲蛤科（1 種）、海扇蛤科（1

種）共有 8 科 15 種 

多板綱 真烏賊科 1 種（真烏賊） 

頭足綱 石鼈科 1 種（石鼈） 

掘足綱 無 

其  他 非貝殼類有 2 科 3 種（藤壺有 2 種、寄居蟹） 

      二、 由以上的結果知，蜜月灣的貝類生態環境是相當豐富的，也經常發現寄居蟹遊走

其中，然而因為收集過程中發現海灘上有許多垃圾，以及網拖漁船破壞了一些沙

岸的生態，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魚貝類的環境。希望本研究能對愛好蜜月灣生態

環境及貝類者愛好者提供有貢獻的資訊。也希望常來蜜月灣的遊客或衝浪者，能

本於愛護生態的熱忱，除了來此遊玩和衝浪外也能彎下腰來認識這裏的貝類生

態，並一起共同維護蜜月灣的生態與環境。 

      三、 我們藉由書籍及搜尋網路資料發現芋螺類的貝殼是有毒的貝類，藉此告訴大家勿

碰觸此類活貝殼或食用此類活貝殼，以避免中毒。 

      四、 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貝殼，大部分都在蜜月灣的北灘找到，少部分在其南灘發現，

中央沙灘則很少發現，經由觀察而推測出可能造成此現象的原因為地形及潮流的

影響。在南北兩邊的礁岩上則長可看見一些活的貝類和一些藤壺及海藻。 

      五、 由長期的觀察撿拾到的貝類在颱風過後或是寒流極低溫過幾天會比較多，研判可

能是受大浪的拍打把死貝殼打上岸，或是冬季極低溫時有些貝殼會死去，而一些

垃圾死的河豚也有這種現象。 

      六、 本研究對於貝類的分類是由撿拾到的貝類的外表特徵對照圖鑑所做的分類結果，

並不是很專業學術分類研究，如有誤繆非常歡迎先進前輩指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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