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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漁業之發展首童對漁業資源之暸解，尤其是在傳統漁業資源之開發，接近飽和之時特別

顯得重要 O

對海洋來說，漁業資源的開發，尚在獵捕陪毆，而獵捕性漁業資源尚有極大之開發餘地

，故非傳統之漁業按術極待發展 O 依據生物學家的估計，全世界海洋中天然發生的植物性浮

游生物，每年在伍干伍百億噸左右 O 植物性浮游生物是海洋生物資源之基礎，無論多大的魚

類，其基本的食物均係來自植物性浮游生物 O 假如人們對海洋資源的利用能逐漸縮鈕食物鍊

的階層，階層愈低，其資源量愈接近伍千伍百億噸的基礎資源量。假如海洋糧食資源能達到

耕耘的階段，其資源量更無限量。未來對此項資源開拓之進度如何，將仰輯於我們對之需要

的程度，開發之技術水準及世界經濟狀況而定 O

本文係由季光三先生參考很多國外資料輯寫，對整個海洋獵捕性資源作有系統之介紹與

分析 O 季先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系，曾在臺大海洋研究所進修並協助楊榮宗博士從事

資源研究多年，現在經濟部漁業發展小組工作，近期內將赴加拿大深造 O 希望他能學成同國

協助我國漁業發展 O

闕壯狄

六十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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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生物資源的類別與性質

依據生物演化的歷史，海洋是地球上現今各種生物的發源地 O 雖然如今大多數的高等生

物已由海洋轉入陸地生活，但海洋中仍孵育了大量從單細胞的萬藻類到高等哺乳類動物的各

1種生物。由於海洋廣潤水深，牠們生存的空間，較之陸地上的生物並不遜色，從熱帶水域到

水溫零下二度的極地水娥，從表層水域到水深達一萬公尺的海溝，都有牠們的分布 O 這些生

物的某些部份，長久以來已被人類所利用，做為食用、藥品、工具、裝飾品、工業原料，更

甚至於在古代做為錢幣，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O 所謂資源者是經過開發後能為

人類在精神上、物質上獲取利益，造成經濟上的價值 O 所以上述海洋中部份已被利用的生物

，當可現為人類的一項天然財富和資源。另外海洋中仍具有許多潛在未被開發的生物資源和

非生物資源(即海洋中時藏的礦產)可提供人類未來大量的開發 O 生物資源的性質因其具有

生物的特性所以有別於其他各種資源 O 主主以海洋中此類資源簡單比較如下:

一己主再生性 資源量變動情形 資源量分布情形 資源利用現況

海洋生物資源 有 |除了受人為因素還有自然 受海洋生態環境|大部份資源已被利
(如魚類、鯨類) 因素的影響，資源本身如 的影響 o 用，但仍取之不竭

經開發，只需經妥善的保 o 

護管理措施，即能保持最

大而持久的生產，不會減

少、泊、矢。

海洋非生物資源 無 僅受人為因素影響，一經 不受海洋環境的|僅有少數潛岸大陸
(即礦物資源) 開採'資源量~p會隨開採 影響，但部分資 棚上的石油、天然

(如鹽、石油、 的強度成比例遞減至無 O 源的分布受地質 氣、錫、鑽石和沿

鐘核等) 條件限制。 海地區海水中所含

鹽等被開發利用 O

海洋生物資源的類別繁多，為便利分類及漁業統計上的分析，常依生物的形態(即分類

學的觀黯)和習性(如棲所、食性)加以分頭:

叫依現今已故開發的海洋生物資源的形態可分:

1) 海洋動物類

A) 海洋無脊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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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綿動物類一一海綿。

@腔腸動物類一一-珊瑚、水母(海藍)、海葵等 O

@軟體動物類一一-貝頸、頭足頓(草魚、烏賊) 0 

@節肢動物類一一甲殼類(如蝦、蟹) 0 

@棘皮動物類-一一海參、海膽 O

B) 海洋脊椎動物:

@魚類一一軟骨魚類(如鯊魚、頓、紅等)和硬骨魚類 O

@爬蟲頓一一海龜、海蛇 O

@哺乳類一一一海廠、海豹、鯨魚等 O

2) 海洋植物顛一一-大型海藻類(如海帶、紫菜、龍鬚菜等) 0 

叫依海洋生物棲息的海域可分:

1) 沿岸潤游性生物一一一如柴、僻等魚類，部份烏賊類 O

2) 沿岸底棲性生物一一一如悟、肝、蝶等魚類，草魚、蝦、蟹、海參、海膽、珊瑚、

貝頓和海藻等 O 共中又可分@大陸棚(水深 200 公尺以內)底接生物資源和@大

陸斜坡(水深200至1月00公尺)底悽生物資源 O

3) 大洋表層組游性生物一一如魚類中的鯨魚、旗魚、申殼類的南極蝦等 O

4) 大洋中層j回游性生物一一主要是祖游大洋探層水深200公尺至 2，000公尺的燈籠魚

類、發光魚類。

目依海洋生物的食性(主要指魚類)叮分:

1) 食浮游生物 (Planktophages) 魚類

@食植物性浮游生物 (Phytoplank top hages) 的魚類一一如黨 O

@食動物性浮游生物 (Zooplanktophages) 的魚類一一如縮 O

2) 掠食性魚類 (Predators)一一如賄、體、旗魚和鯊魚。

的底食性 (Benthophages) 魚類一一如t韓、肝、蝶等 O

O 廣食住 (Euryphages) 魚類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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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回國- 、 海洋生物資源的分布與環境的關條

海洋生物的分布，與陸上生物→樣，直接受其所棲息及生長環損的影響。環墳適於生物

生存繁衍，才能吸引大量生物的聚集，形成豐富的資源量為人類所利用。海洋面積遼潤，又

是→龐大流體，內部環揖受地形、氣候和地理條件的限制，鄰接陸地的影響，以及其本身的

物理和化學性質的作用，在各海域所顯示出來的特性，都不相同。因此海洋生物的分布和資

源量的多寡，決非均勻的分布於海洋各處，而是隨著告海域生態環境的差具有顯著不同 O 這

種差異，對漁業而言尤為重要，因為良好漁場(生物資源聚集較多之處易為人類漁獲之海域

)的形成，漁獲量之多寡主要是受這些因素所影響 O 例如海洋中的水溫、鹽度和營養鹽分的

變動，食物和氧氣的供給情況以及生物之間相互競爭、泊、長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O

故將影響海洋生物資源量變動較大的水溫和營養鹽分的因素簡介如下:

(廿水溫一一對絕大多數屬於冷血動物的海洋生物而言，水溫的變化可說是影響牠們分布

和聚集的主要因素。

@就水平分布而言，海洋覆蓋了地球上裝、溫、熱帶大部分地區，因此水溫受氣帳、緯

度、日照強度以及海洋本身(如海流、水團、熱的傳導度等)的影響，在各海域都有差別，

直接和間接的都影響到生物資源量的變動 O 例如，→般說來，在熱帶水域生活的海洋生物種

類繁多而量少，而接帶水域棲息的生物種類稀少而量多。由於熱帶水域水溫高，適於各種生

物的生存繁衍，因此孵育了各種各類的生物，但因種類繁多，種與種間的競爭激烈，在牠們

的生態統系 (Ecòsystem) 內食物鏈 (Food chain) 和食物網 (Food web) 的構造綿長

且說雜，自然死亡率相當大 o 各種生物的資源量大多消耗於彼此間的食物轉換效率 (Food

efficient) 上，就單一種類、單一族辜的生物而言，不能維持較大而持續的資源量。反之，

在寒帶水域，水溫雖低，能適應而生存的海洋生物種類雖不多，但是牠們之間食物鏈上關係

卸較熱帶水域單純的多，因此食物的轉換效率為快速而有效。居上層攝食水準的生物，如海

洋中寒帶魚類，僑、蝶、肝、鯨等，往往形成很大的資源壘。更且在生物種類少而量多的海

域，易於單一漁業的發展，使資源獲得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o 如今世界傳統性漁業，生產量較

多的海域，大多集中於高綽度海域，如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地區。而南極地區更有很豐富的

潛在資源量，由未開發。

@就水溫在海洋的垂直變化而言，也隨深度的不同而有劇烈的改變。海水的溫度，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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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因易受氣帳、日照的影響，而與較深層的海水截然木同 O 通常在表面所受熱力影響不到的

海壤，形成立R溫躍層 (Thermoc1ine )亦稱不連續層 (Discontinuety layer) 。在此層

內的海水溫度隨深度徵小的改變，即會有極顯著的差異，無形中對大多屬於牢溫性 (Steno

themic) 的海洋生物，形成分布的屏障，特別是屬於表層性的j回游魚種 O 水溫躍層的深度

一般在100至500公尺深處，但隨著地區、季節和海洋物理構造(如洋流、地形、水團、上升

流等)的不同，而有差異(見圖 1) 0 有些海域，其位置接近表面，可以接至15~40公尺。

因此對表層漁業形成了有利的作業環墳，如東太平洋的鯨魚業即為→例。

2K溫 (OC) *-溫 C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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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ì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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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司IIU

?碌 1'Jf, 

度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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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ω 
AU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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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凡
，
)

~ 2.000 
'~~ 

凡]

耳，帥 3"ω。 3,000 

塞禮塑墮 熱帶水域 溫帶海城

國 1 海*-溫度垂直分布圖與水溫躍層分布位置

(到海水中營養鹽的含量一一表層海水中營養鹽的含量多寡，直接與海洋的基礎生產量〈

Primary PrQduction} ，如浮游藻類有密切關係 o 海洋營養鹽含量充足之海洋表層，植特

性浮游生物必定繁榮興旺，直接提供大量較上層攝食水準 (Trophlc level) 生物的食物東

源，同時並吸引許多生物的種集，易於漁業的漁撈作業，形成良好漁場 O 所以營養鹽在海洋

中的分布是決定某→地區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O 營養鹽的來源，一方面由鄰接陸地上的

河川沖積而來 O 因此僅佔有全世界海洋表面積百分之八的拍岸大陸棚地區的漁業生產量，就

. 11白了世界海洋漁獲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o 另一方面是由海水的物理性質所造成的，包括:

@湧升流 (Upwe1ling) 地區一一形成湧升流的原因，是受風、洋流、海底地形等許多

海洋物理的種雜因素所促成 O 它的作用可使海洋底層沉積的營養鹽，帶至表層受日光透射到

的水域 (Euphotic zone) ，使得浮游性藻類得以大量利用。往往如有食浮游性生物的祖游

魚類在此處灌集生存，由於食物供給充分，常發生很大的資海蠱，提供海業大量的關發。



譬如秘魯智利沿岸的湧升流(由秘魯流和東南信風造成) ，就發生大量難魚 (Anchoives ，

Engraulis ringens) 資源，使得秘魯的漁業生產量高居世界第一位。 1970年黨魚漁獲量高

達→千二百三十萬噸，是世界上單一魚種的漁獲量最多的海洋生物。故將世界海洋上有湧升

流發生的海域，列表如下:

太 平 洋 西

美國加州外海

哥斯達利加淺灘

秘魯、智利沿岸

馬奎藍斯(Marquesas)島

新幾肉亞沿岸

印度一一澳洲間大洋軍島
(Indo-A ustralian 

Archipelago) 

大 洋 度 洋印

西北非外海 (Carary) 索馬利亞一一西南阿拉伯

幾 內 亞 灣|馬達加斯加 Wedge

西非沿岸 (Benguela) 奧瑞沙 COrissa) 

@海水收飲和發散海域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Zones) 一一大洋的赤道和

南極附近，由於風向、洋流、水團和海水密度發生顯著差異等因素的作用，形成範圍廣泛的

收飲帶和發散帶。收斂帶的海水下沉 CDownweIling) ，發散帶的海上上升 (Upwelling)

，同時也易發生海水的對流 CConvention) 和渦動 CEddy) 現象，使得表層海水的營養鹽

含量豐富，孵育了大量生物資源 O 例如在環繞南極大陸四周海洋上的南極收斂帶和發散帶

(Circum-Antarctic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Belts) 內，有大量的南極蝦〈

Antarctic Krill) 資源，可供未來大量的開發。

@潮揖(Front Zone)一一一兩種性質不一樣的海流、水團相遇所形成的界面 (Boundary

of Water Mass) ，常帶來大量的營養鹽和生物資源，尤其是祖游性的魚額的良好漁場，如

僻、賄、修、鯉、備等魚類 O 這些漁場包括有最著名的日本太平詳沿岸漁場(親潮和黑潮交

醒之處) ，加拿大紐芬蘭沿岸漁場(墨西哥灣流與拉布拉多客流交涯之外) ，都是世界上海、

獲量較多的地區。

@其他如洋流，流經大洋島礁附近所引起的渦動 (Eddy Current) 、攪拌混濁 (Tur

bulence) 現象，使得營養鹽和浮游生物增多，吸引祖游性魚類的棲息和繁衍，並為成魚的

產卵場所 O 如賄、鯉、館和烏魚等，常形成季節性的優良漁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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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產力的估計

海洋生物力→詞，指海洋中某類生物或某海域的實質生產量而言，在另一方面，在某種

條件下，也指潛在可能生產量 O 以往有許多海洋生物學家試圖估計地球上海洋生物的可能生

產潛力，以做為未來開發海洋生物資源和實際漁業發展的指南，但是海洋中生態環境被雜多

變，從理論學理上估計其值，正確性和可靠性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和改正，但是至少還可供我

們參考之用 O 他們估計海洋生產力的方法，可大致分為兩類，一為根據以往漁獲水準、漁獲

統計資料來推測 O 另一種根據從食物鏈上不同攝食水準的各類海洋生物，分析其有機物質理

論上的流量 O 站將他們理論上估計出來的海洋動物的可能生產力列於表 1 ，以供參考。

現有實際海洋生產力的分析一一從過去幾年的世界總漁獲量來分析，海洋平均每平方公

旦的年漁獲量為 0.17噸 O 而北半球有五個地區(北海、泳島近海和格俊蘭西南海域、紐芬蘭

外海、美國東南沿海、白令海東部〉和南半球有三個地區(秘魯沿岸、非洲西南岸)的單位

面積年漁獲量 (Ton/Km2/Year) ，遠超過上述平均數字，這些海域的每平方公且年生產

量都超過 3 噸，其中尤以白令海的 6 噸為現今世界海洋上生產力最高的海域 O 這些生產力較

高的海域都集中於大陸沿岸有廣大的大陸棚或湧升流發生的地方。在大洋上，除了少數漁獲

量較多(主要是備類)的海域外，→般海城每平方公里的年漁獲量大都低於 0.01噸，與沿岸

海域比較起來，相差近千倍，差距可說非常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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