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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養殖牡蠣產業每年收入約 40 至 60 億新台幣，但受到海洋污染，特別

是來自 TBT 等有害物質的威脅，導致產值和產量急劇下降。儘管全球於 2008 年

禁止 TBT 在船艦上使用，台灣也在 2005 年實施了禁令，TBT 對於現今的牡蠣產

業影響尚存在疑問。TBT 污染會導致牡蠣空腔增加且呈現殼體異常增厚。STI 是

一種用於量化殼體厚度的指數，其指數是用殼長除以殼厚來計算，而高濃度的

TBT 與殼厚指數（STI）值呈負相關，可用於評估牡蠣健康。這項研究選擇了臺

南七股作為實驗取樣點，在過往的檢測中，七股的水質明顯較其他地區乾淨。而

以往的研究主要使用殼體破裂方法進行觀察，而本研究則嘗試使用非破壞性方法，

即微型 CT 掃描，來分析牡蠣殼體的結構。微型 CT 掃描的工作原理是透過 X 射

線照射樣本，然後將樣本在臺子上旋轉 360 度，再使用軟體 Dragonfly ORS 重建，

以獲得物體的三維影像。Chi 2 樣本之 STI 值為 7.34，介於 5 到 10 之間，顯示本

樣本殼體增厚與 TBT 汙染之關聯度不高。而本研究之 3 維殼體掃描重建顯示殼

內的空洞主要由蠕蟲孔道而非真正因 TBT 污染所致的空腔。此外，根據以前的

研究，當牡蠣受到 Polydora 寄生時，其 STI 值通常低於 10。總之，這項研究使用

了非破壞性的三維分析方法，顯示 STI 指數依然是個有效的檢測指標，且藉由三

維的重建可釐清主要造成樣本空腔之機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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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三維影像空腔與殼體之結合，而觀察其殼體內部之空腔分布，其空腔主要

是由蠕蟲孔道引起，而非 TBT 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