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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後寮、吉貝問海域為澎湖沿岸最主要的丁香魚漁場 ,

近年來由於使用扒網掃海拖曳方式 , 已嚴重為害漁場生態
及破壞水產資源 G 故本文除了瞭解漁場現況 , 另從族群動
態解析產卵期、成熟期 , 以做為漁場管理 , 規劃及制定禁
漁期 , 漁法和保護措施之參考 o 結果如下 :

1. 1 至 6 月平均水溫介於 20.01 26.07 'C' 表底水層平

均溫差在 0 . 4 6 'c 以下 ; 鹽度介於 34.41 35.43%0 ;

值介於 8.14 8.31 ; 主要營養鹽含量低 O

2. 浮游動物中撓腳類為族群最主要優勢種 , 月含量值平均
介於 34.52 92.51% ' 魚、蝦蟹幼生亦為本海域之主
要族群 o

3. 魚苗揉集量以 6 月份最高 ; 全年中具經濟性的騙科、蜻

、穆及雀鋼等約佔33.31% ' 黨科漁、獲則數量不多 O

4. 本海域周圍島礁環繞 , 吉貝嶼及臨礁西側 12 公尺等深綠

以東為珊瑚礁底質 , 以西概為砂泥底賀 , 主要作業漁場
為水域中央附近 10 20rn 處之砂泥質 O

5. 丁香魚由生殖線的解剖觀察 , 顯示體長達到 6ern 以上即

有成熟孕卵之現象 , 而本海域在 4 月中旬即有成熟母魚

出現 ; 由全年尾叉畏的頻度分佈顯示 , 則此海域的丁香
魚族群 , 一年中至少應有 3 個以上的產卵母群 o

6. 禁漁期時間的建議 , 根接調查顯示 , 除了 4 月中旬至

月中旬外 , 可增加 7 月中旬至下旬這段時間 , 以使母魚
能完成產卵為宜 o

7. 漁、法方面則應捨棄掃海拖曳作業方式 , 以避免漁場的極
度破壞 O

8. 網目大小的限制 , 規定扒網囊網網目應在 O.8ern 以上 ,

以使較小體長不被捕獲而得以繁衍及浮游生物餌料的無

形破壞 o

HH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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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寮至吉貝間海域為了香魚〔 ?pratelloides japon-

icus (HOUTTUYN) J 及制仔魚之棲息、組游、度卵之重要

場所 , 歷代以來為白沙北部沿岸之重要漁揚之一
(1) ,

每年

總漁獲介於 800 1200 公 n�fi 之間 , 漁期從 3 月至 10 月 O 由

於丁香魚為沿岸洞游及大量群緊性之小型多獲性魚類
, 味

道鮮美 , 市埸需求甚為殷切 , 致使單位價格亦逐年提高 O

基於獲利甚豐 , 漁民乃不惜逐年增大漁船馬力 , 加上彩色

漁探機的應用 , 魚群動態一日了然 , 原本為燈火集魚的扒
網夜間作業方式 , 乃增加網身成為接近海底之掃海作業方

式 , 同時囊網網自再縮小 , 貝 IJ 無論是白天、夜間
, 魚是大

是小 , 只要群集某一定的量 , 經探測撒網後定被捕獲無餘
O 這幾年來總漁獲是提高了 , 可是單位努力漁海暈卻大大

的衰滅中。因此使得我們須重新來蛤討此種漁法之利弊得

失 O 由於了香種魚產卵習性 , 卵係沉性粘著卵 , 產卵咐著

基質為沿岸岩礁和海床海海表面上
(2) ,

故掃海拖曳的方式

, 已經直接問接嚴重地為害漁場生態 , 破壞水產資源 , 似

已昭然若揭 O 不但丁香產卵塌破壞 , 其他經潛性的小型魚

蝦貝類亦諒法倖存 O 故鑑於此 , 本文乃從資源保育的觀點

上來從事此漁場內之各項水文資料、生物相分怖、底質、

季節性變化及丁香魚資源變動等情形加以調查研究
, 一方

面了解漁塌現況及被破壞情形 , 男方面從族群動態解析度

卵期及成熟期等 O 除做為漁場規劃管理外 , 同時作為將來

制訂漁期、漁法和保護措施等依據以為業者及有關單位之

參考 O

箭

調查區域

後寮至吉貝間海域位於白沙鄉北端 , 係由後寮、赤坡

、烏嶼、吉貝、姑婆嶼、黑公、自公等四個大小村莊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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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所環繞 D 後寮、赤眾二村係白沙鄉本島北方之二個村莊

' 人口分別為 933 及 1798 人 ; 鳥嶼位於赤炭東方約 3.5 涅

處 , 人口 1365 人 ; 吉貝島位於赤眾村之北方約 4 涅 , 人口

約 1646 人 ; 上述居民均以捕魚為主 , 觀光產業為輔 (3)
0 姑

婆嶼位於赤或西北約 4 涅 , 島上無人居住 , 冬季岩礁上盛

產天然紫菜 ; 另黑公嶼及白公嶼位於後寮西北方約 1.5 涅

' 為兩個無人島
, 島上分別由岩石及白沙所構成 , 因此俗

稱為黑公、白公 o 本次調查區域即為涵蓋上述海域的範圍

, 而為了調查說明方便起見 , 將此海域分成六個區域 ( 如

圈一 ) , 一區為黑、白公東北方約 500 公尺海域 , 二區位

於三將軍嶼北方約 500 公尺海域
, 三區為吉貝島西裝處約

1500 公尺海域 , 四區為吉貝島風灣子西方約 2500 公尺海

域 , 五區為吉貝島白沙尾西南方約 500 公尺海域 , 六區則

為金嶼北方約 500 公尺海域 o

調查期間

本調查計劃實施期間自民國 77 年 7 月 1 日起至 78 年

月 30 日止 , 但由於計劃經費按撥己屆 10 月中旬 , 澎湖地區

東北季風轉強 , 海上作業困難 , 故海上調查工作較集中於

1 6 月間 D 而漁、獲標本採集分析則自 77 年 6 月起至 78 年 9

月止 o

6

調查項目與方法

上連海域分別就所分區域各別設定採樣點, 從民國 78

年 1 月份開始 , 每月祖天候出海前往測定 , 並採水樣置於

4"C 採集箱保存攜回實驗室做營養鹽的分析 , 以比較其地

域性和季節上的差異 O 測定分析的項目與方法如下 :

( 一 ) 水文及化學營養鹽 :

1. 水溫 : 以北原式採水器 , 採取表層及底層水 , 並

nu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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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採水器之溫度計議其水溫至小數點第一位
, 同

時並輔以 DO meter 之溫度自動顯示記錄校正之 D

2. 鹽度 : 以鹽度計 (WTW LF 191) 直接就海域深度

度量而得 o

3.pH 值 : 以 DIGITAL

定而得 O

4. 溶氧量 : 以

度量而得 O

5. 硝酸鹽側的一 N)

光光譜儀 ( CECIL 292

TOMETER) 測定而得 o

6. 亞硝酸鹽 (N02-N) : 依

Richard 法 (4 ) 以分光光譜儀測定而得 D

7. 磷酸鹽 (P04-P) : 依 Molybdenum blue-Ascorbic

acid 法 (4 ) 以分光光譜儀測定而得 o

8. 矽酸鹽 (Si02-Si) : 依

以分光光譜儀測定而得 D

pH meter (SUNTEX TS I) 測

DO meter (YSI 58) 就海域深度直接

: 依 Bower Thomas 法
(4 )
以分

DIGITAL UV SPECTROPHO 一

Wood Armstrong

Molybdosilicate 法
(4)

( 二 ) 動物性浮游生物 :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採集係利用標準稚魚紹
, 網口

口徑 1.

前 1. 5M 使用加

3M 4.5M

m � 3mm

O. 33mm X O. 33rnm 網目 ( 即 GG54 或 NO.3 網布 )

採集時間均在白天 , 採集方式以約二節之船速做

水平拖曳五至十分鐘 , 採集深度 , 表層至 1.5 公

尺 , 採集時網口並附有流量計 , 以記錄採集時所
過灑之水量 , 所採集之標本均以“中性福馬林溶
液固定後 , 再攜回賞自畫室中被定及分析 , 種類被

定於實體解剖顯微鏡下先計數所採集標本中各種

類之數量 , 再由流量計所測得之流量 , 換算成單

位海水中所含各種類之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量 O

OAFhUOA



將標本瓶內動物性浮游生物分成十五大類 , 即僥

腳類 (Copepoda) 、毛頭類 (Chaetognatha) 、皮

囊類 (Thaliacea) 、有尾類 ( Appendi icularia

、

la e) 、

/1000m

上的變動 O

( 三 ) 仔、稚魚苗 :

將前項採集所得之仔稚魚 , 先經過粗分類後 , 然
後用 Nikon-SMZ-10 型之解剖顯微鏡的描圖鏡 ( Ora 一

叫 ng tube) 來描繪其外部形態及計數其形質以作

為種類鑑定之依攘 O 同時由目鏡的 micrometer 測其

全長 o 仔稚魚之鑑定 , 主要係參考內田 (5 ) 、水戶的

、沖山 (7)
、 Le

等文獻 , 仔稚魚標本則以 70% 之酒精保存

is et 、 、

Fahay 但j

之 o

( 四 ) 海底地形、底質狀況及生物相 :

此為實地之潛水調查作業 , 每兩個月至少觀察一

次 , 除利用海底記錄簿記錄所見一切之外 , 並以水
底照相機 (NIKONOS 1

、海類相、魚類相及其他生物群緊 , 此外 , 亦採集
部份樣品攜回實驗室鑑定分析 O

( 五 ) 漁獲標本調查分析 :

1. 標本來源 : 自 1988 年 6 月至 1989 年 9 月每月不定

期在赤技區所選標本船的漁獲中採樣 O

2. 標本分析 : 包括尾叉長、體重、吻長等測定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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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觀察生殖腺成熱情形 O

3. 單位努力漁獲量分析 : 調查每網次的丁香漁獲量

, 以比較季節性變化 O

結呆與討論

(-l 水文及化學營養鹽 :

表 1 為後寮至吉貝間海域海水之水文與水質化學

分析資料。在水溫方面 : 後寮至吉貝問海域 , 一月

至六月問月平均值介於 20

底 * 層平均溫差在 0 . 4 6 DC 以下 ; 鹽度介於

35.43 %0 , pH 值介於 8.14",-,8.31, 兩者其表底層

季節變動差異值均很小 D 主要營養鹽 NO:

34.41"'-'

。 7, 0 1
"'-'

3-N

2. 56ppb ; NO2-N 介於 0.68 士

- p 介於

一 5i 介於 0.19 士 0.07

土2.02; PO42.26 ppb

0.18 土 0..41"'-' 3.78+

1.99"'-' 2.25 士

士 0.34pprn 間 o

( 二 ) 動物性浮游生物 :

此海域分六個測站 , 1 ""v 6 月之總浮游動物個體

數及生物量如表 2�
可一 -一 -

數及生物量加以平均
, 以代表該海域在該季節之量

, 則可看出其季節變化情形 O 一至六月之月平均個

體數介於 4687 23 位 93 indo /1000m
, 丹平均生

物量介於 8.75 15.27 g/1000rn 間 o 六月份則無

論個體數或生物量均有最高含量值 , 其餘則月別變

化不大《之二 ; 三二于七二三立了IJ 士于 ~ 士可 ?

1985 年ω同期高出甚多 , 且 1985 年 3 月份此地區全

年中有最高個體數值 , 而本年度卻最低 , 顯見海況

變動之烈 O 撓腳類除了五月份之外均為最主要優勢

類 , 其月含量比值平均介於 34.
﹒

其次優勢類為蝦蟹幼生 , 除了二、三月份外 , 其餘

; 5i 01.81",-, 2.92 士 2.97ppb

0.90

J 7

5 2
"'-'

AtvO
O
血



去 1 .
Table

station

Number

Jan.

Avg.

Feb.5

1

λ vg

Har.22

1

Avg

1 .
澎湖使本至古貝問沿岸海域 1989 年 1 6 月海水水文與水質化學分析背抖
Hydrograph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in the coastal \.later between Jyi

- Bey and Ho\.l - Liau of Penghu from January to June"in 1989.

10

l

2

3

d

5

6

2

3

4

5

6

2

3

是

5

6

Depth

( m )

Temp ﹒

('C)

nununUAU

τ

nuRJnunJ-nuzununu

14

可
自
&

可

,A

可

lA

喝

4

20.2

20.1

19'.8

20.2

20.0

20.2

19 .5
20.1

19.8

20.0

20.2-

20.0

20.01

+ 0 .22

AUQJnutJAUFOAV

守

JAUQ
υ

AU

可
J

1&14

可

414

21.2

20.9

21.2

21.2

21.8

21.2

21.6

21.6

21.6

22.0

21.8

21.4

21.46

士 0.33

onunu

可

JnURjnukdnu

可

AAUAU

、

A-A

、

4,A

可

A

21.6

21.4

21 .8
21.2

21.5

21 .6

22.5

21.2

22.3

22.2

22.4

21.8

21.79

士 0 .46

salinity
( %0 )

35.62

35.33

35.46

35.17

35.44

35.58

35 .49

35.37

35.52

35.37

35.56

35.27

35.43

IO.13

35.13

35.25

35.28

35.63

35.56

35.06

35.41

35.53

35.47

35.47

35.62

35.0 。

35.37

士 0.22

34 .96

34.70

34 .67

34 .65

34 .84

34.58

34.26

34.35

34.26

34.32

34.52

34.58

34.56

士 0 .23

pH

8.25

8.21

8.27

8.20

8.25

8.29

8.14

8.19

日 .22
8.18

8.11

8.21

日 .21
IO.05

8.175

8.206

8.238

8.256

8.259

8.261

8.256

8.273

8.287

8.293

8.280

8.279

8.255

IO.035

8.28

8.30

8.29

8.31

8.29

8.30

8.27

8.30

8.28

0 .20

8.28

0 .29
8.289

士 0.012

vh
υvhUOA

Nitrate

( ppb )

1.1

0.2
0

5.1

1.3

O

2.5

1.0
0.7
6 .2
。

1 .3
1 .62

士 2.03

0.9

0

1 .0

0

0.5

。

7.0
0

0.9

0

0.8

0

0 .93

士 1. 96

5.0

O

O

1.3

0

0

。

1.0
O

O

O

O

0.61

士 1. 4 5

Nitrite

( ppb )

4.3

1 .1
1 .0
2 . 1

o

4.2
0.7

0

。

4 .5
7.0
2 .1
2.25

士 2.26

1 .1
o
2.2

O

O

O

3.0

。

1 .1
。

1.2
。

0 .72

士 1 .02

司 .0
O

2.0

O

O

O

。

1 .5

1 .5
。

1.5

1.7

1 .02

士 1. 25

e

t)

a

-b-D

D
ι

D&SD&

。

'nt
、

P

0 .2
4 .8
O

O

4 .5
3.1
2.7
1 .5

0 .6
3.8
0 .3
2.7
2.02

士 1 .81

6.9
2..f5

6.1

3.4

o
1 .7
2.6
3.4
0

0

。

2.6

2. 是 4

士 2.33

。

O

O

4.2
0

3.0

O

5.0
7.0

6.0
1 �.0�

1.0

2.27

士 2. 的

silicate
( ppm )

0 . 18

0 .22
0.32

0.11

0 .28

0.55

0 .87

0 .66
0 .22

0.3 日

1 .01

0.56

0 .45

士 0 .29

0 .19

0 .28

0 .33

0 .24

0 . 15

0 . 15

0 .04

0 .13

0.19

0 . 1 日

0 . 15

0 .21

0 . 19

IO.07

。

0 .15

0 .2
0

0.05

0 . 05

0 .38

0 .68

0.43

0 .24

0.36

0.27

0 .23

IO.21



表 1.

Table

station

Number

Apr.19

1

Avg

May 16

1

Avg

Jun.

λ vg

1 .
( 綺 )

continue

Depth

( m )

2

3

4

5

6

2

3

4

5

6

22

1

2

3

4

5

6

Temp.
(oc)

nunNvnU

司

,-nvnu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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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9 年 1 月 17i{ 主事至吉貝問海域各測站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個位教 (
100 OmS) 及生物主 ( g/1 0 0 Om3 )
λ bundance ( individuD.l / 1000m3) and Biomass (

9 /1000r-n3) of
zooplankton collected in the coastal water between Jyi-Dey

and How-Llau (January, 1989).

1989 年 2 月份故事至吉貝 f,lJ 海城各測站的動物性浮游生物 {固體教 (
/100 Om3 ) 及生物量 ( g/1 00 Om3 )
λ bundance ( individual / 1000m3) and Biomass(

9 /1000m3) of
zooplankton collected in the coastal water between Jyi-ney

and How-Liau (February, 1989).

表 2.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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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eggs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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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3 月份投寄至古貝問 :每城各測站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數 ( ind ﹒

/1O00n?) 及生物受 ( 9 / � 0 0 0 m3 )
/ 句

Abundance ( individual � 1000m�) and Biomass( 9 / 1000m�) of

zooplankton collected in the coastal water between Jyi-Bey

and How-Liau (March, 1989).

表 4.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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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4 月份改零五吉貝問 :每域各測站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數 ( indo

/1000 而 ) 及生物受 ( g/1000m3)

λ bundance ( individual / 1000m3) and Biomass( 9 �1000m3) of

zooplankton collected in the coastal water between Jyi-Bey

and How ⋯ Liau (April, 1989).

去 5.

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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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9 年 5 月份投案五吉貝問 :每域各測站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數 ( indo

/1000 甘 ) 及生特賢 ( g/l 0 0 Om3 )
的 u 叫 ance ( individual / 1000m3) and Biomass( 9 / 1000mP) of

zooplankton collected in the coastal water between Jyi-Bey

and How-Liau (May, 1989).

1989 年 6 月份從容至吉貝問 :每域各測站的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數 (
/100 Om3 ) 及生物量 ( g/1000�)

λ bundance ( individual / 1000�) and Biomass( g /1000m3) of

zooplankton collected in the coastal water between Jyi-Bey

and How-Liau (Jun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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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Table 7.

st.l

copepoda

Chaetognatha

Tunicate

λ ppendicularia

Polychaeta

Medusa

Cladocera

Shrimp larvae

crab larvae

Amphipoda

Gastropoda

Pteropoda

Fish larvae

Fish eggs

others

4086

198

55

o
l

171

。

1 日

1093

4
o

10
80

244
O

Total

Blomass ( we t wt.)
5960

17.45

st. 2

120002000

日

20260

Aq

「

J'4

327

456

o
o
o

15
。

1280

158

0

0

。

56
171

。

2463

8.24

st. 2

st.3

22224

2760

日

。

。

216
。

3455

1132

26

。

45

189

268

2

30317

24 .68

st.3

st.4

1067

2.5 岳

st.4

172
169

3
o
o

106

。

264

102

0

0

9

18

224

。

。

7
0

O

O

O

O

2

29231

。

O

O

2

13

O

29255

13.06

st.5

8564 575369 237680 243622

1796 52616 1408 13153

85 47 53 27

0 0 13 0
4 9 1 13

356 316 168 239

。 224 0 89

80 17931 3099 6262

209 3108 713 1333

12 96 6 56
0 0 0 0

27 0 6 13
24 265 155 316

293 448 45 534

。 312

11450

15.74

-259 一

650432
12.89

233348

13.4
265659

18.21

st.5 st.6

15
10

O

O

O

O

O

25

2702

。

1
0
3

47
D

2803

2.84

st.6

25196

3060

82

。

。

2808

o

116
200

6

193672
o

16
4352

。

229508

13.95

mean

3797

572

1

0

。

56

O

838

5554

4
l
9

45

123
。

11000

8.75

indo

mean

182420

12038

58

2
5

676
52

4584
1109

30

32279
9

143
986

l

234393
15.27



( 三 )

( 四 )

月份均有高的含量值
, 並於五月份為最主要優勢類

, 佔 50.49% ; 而魚卵及仔稚魚則分別於四月份及

六月份有較高的含量值 o 此外其他的生物僅腹足類

於六月份在第 6 測站有極高的含量 , 達 103,672 隻

/1000m 較具特異顯著性外 , 其餘的一般含量均低
O 綜合上述的採集情形 , 較具經濟性的魚蝦蟹幼生

, 明顯為本海域之主要生物群 o

仔、稚魚苗相 :

本海域於二至六月間共計捕獲仔稚魚 1301 尾 , 各

測站於每月份所採集之仔稚魚苗相組成
, 詳列如表

8 , 除 7 尾未能鑑定外
, 其餘 1294 尾分屬於 35 科 52

種 , 其中以蝦虎魚科 445 尾 ( 佔 34.39%) 最多 ,

次為鍋科 135 尾 ( 佔 10.43%) , 再下依次為雀屆科

129 尾 , 樹科 116 尾 , 膠科 94 尾、饋科 78 尾等 o 月別

魚苗採集量以六月份最高 , 計 967 尾 ( 佔 74.33%)

, 其中暇虎科 374 尾即他該月之 38.68% ; 其次為

四月份 261 尾 , 而二月份採集量最低僅 30 尾。綜觀

魚苗相的採集情形 , 較具經濟性的鋼科、館、膠及

雀鋼等約佔 33.31 % ' 且大部出現在四月以後的吉

貝島西方約 2000 公尺內的沿岸 o 而本區域最主要的

黨科漁獲 , 其仔稚魚則自二月份起出現 l 尾 , 三月

起漸增 , 唯數量均不多 , 故以仔稚魚出現量及分怖

情形的觀點來解析此區域是否為產卵孵育埸所
, 似

仍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 方可定論 o

海底地形、底質狀況及生物相 :

本海域共分六區 , 第一區為黑、自公嶼東北方約

500 公尺附近海域 , 此處水深 8.-.......

粒較大之粗砂間雜有顆粒碎珊瑚
, 砂堆呈波浪起伏

狀 , 波長約 30 間 , 波高 5 10cm
, 沙改成東南一西

北走向 ; 能見度一般在 5 10m 間 , 沙地上一眼望

去 , 似極排列有序的小混棍 , 偶有礁石旁則見燕尾

10m

門
υ
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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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總魚、天竺鋼、臭都魚、網魚及虎膳科等稚魚嬉

游其間 ( 如照片 1) , 小秋姑魚沙地覓食情景亦可

見 ; 無脊椎動物則常見海葵 (Cnidopus japonica

) 街植於海床上 ( 如照片 2) , 調查期間 4 、 5 月份

則有花枝產卵於海床礁石上的記錄 ( 如照片 3)

第二區為鐵站東北方約 50 Om 附近海域 , 此處水深
, 海床甚為平 I旦 , 底質為細砂悶雜貝殼碎片及

較大個體的珊瑚礁塊 , 此處海水流速較大 , 能見度
在 5m 左右 , 潛游觀察期間 , 魚類群緊很少 , 偶見

刺河豚而已 O 第三區位於吉貝島西北離岸約 1000m

處附近海域 , 水深 10 悶 , 底質為碎死枝狀珊瑚礁床
, 有海百合著生其上 , 魚類相則以體長 5 8 cm 之

成群藍雀網為主 ( 如照片 4) , 偶見體長介於 1 0-----

15 cm 之橫紋搪 O 此處西向即離岸愈遠水愈深 , 至
12 m處 , 枝狀珊瑚礁骸堆集止於此 0 J註質成為波狀

砂泥地 , 問雜少許珊瑚枝 , 海床上有海葵及小丑魚
, 另亦發現有位魚唯量不多 O 但值得一提的是 , 於

78 年 5 月 9 日間在此處海床上發現成群小了香魚逆

流而游量約百公斤 ( 如照片 5) , 故本海域為了香
漁場應無疑慮〈之二三斗一之一 �j 三三三 m 一一一

200 m 處海域 , 此處水質十分清澈 , 水深約 3

能見度在 10m 以上 , 底質概為石珊瑚礁 , 石珊瑚種
類以枝狀為多 , 指狀及鹿角珊瑚亦有 ; 魚類群緊此

區顯較熱絡 , 藍雀網成群、小丑魚、鸚觸、半帶擬

隆鋼、橫紋惜、葉鋼、台灣鱗鯉等均有出現 ; 再往

南水流速漸大 , 水深愈淺 , 枝狀珊瑚礁堆積愈多 ,

成群藍雀銅及小丑魚嬉游期間 , 因水淺光照充足 ,

棍覺景觀十分良好 ( 如照片 6) 0 而白沙尾往西行

至水深 12m 處 , 底質亦變為砂泥質 , 故綜合第三、

第四區結果顯現吉貝嶼西側海域 12m 等深線以東應

為珊瑚礁底質 , 以西則為砂泥底質 D 第五區為險礁

o

15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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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南方 100m 處海域 , 底質為石碟、珊瑚礁盤及混有

砂石地形 , 水深 5"-'
6 m , tit 一句

馬糞海 JJr 很多
, 魚類相則咐 E冒石斑、中國單棘純、

刺尾鋼科、隆頭魚科等及花枝 ( 如照片 7) 均有發

現 O 第六區為金嶼北邊海域 , 水深約 10m, 底質為

砂地但問雜珊瑚死枝及礁塊 , 此處海床平 I旦 , 其上

著生淒類較多 , 有團扇藻、仙人掌漫、馬尾潭、浪

花漢及棒葉鼓漢等 ( 如照片 8

6 m

漁、獲標本調查分析 :

1. 後寮至吉貝問海域之漁業概況 :

此海域由於周圍島礁璟繞為一較封閉海域 , 區

域水沒均在 20 公尺以內 , 區內主要漁業除了少數

釣魚業外 , 以了香扒細為主 , 目前在此漁場作業

以後寮、赤炭及鳥嶼等三個村莊之漁船為多 , 共

有 50 餘組船 , 其漁業權係由上述幾個村落 pJT 共同

享有 , 世代相傳 p 其他地區之丁香扒網船知法任

意加入漁撈作業 C 目前將此漁場分成 55 作業地區

( 如圖 2) ,55 組船共同輪流使用 , 一組船每天

依序一個地區作業 , 以此類推 , 周而復始 , 其漁

獲對象以鞠仔魚及丁香魚為主 , 捕獲之漁、獲物均

送至岸上水美軍加工 , 製成魚干銷售 ( 如照片的

2. 生物協定分析 :

從 1988 年

長 (Fork

O

9 月
, 測定丁香魚尾叉

weight) , 取樣

6 月至 1989 年

length) 及體重 ( Body

=864 , 尾叉長介於 20"-' 80mm , 體重介於
,,-,4.4g 悶 , 兩者之關係式為

0.1要J: n

log OW 5.40770

( 如圖 3)

, 相關性極為良好 D 尾叉長的頻度高峰分怖如圖

pff 示 , 自 1988 年 6,

十 3.18336 (log FL) 0.99243, r

4 同
叮

3 日至 4.5cm

成長至 7 月 26 日至 8 月 16 日則由

9 月

左右 ,

3.0cm 左右漸長至 5.5c1ll 左右 , 8 月 26 日至

7.0 cm

9

月0月hun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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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B.W =-5.40770 + 3.18336 (log F.L)
r= 0.99243
n=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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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主寮至古貝問海域丁在我尾又長典禮重之關于宗、 ( 1988 月 6 月至 1989 年 9 月 )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ork lengrh and body weight of
Spratelloides j aponicus in the coastal warers fetween Jyi-Bey
and Hou 一Liau from June 1988 to Septemb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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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日體型較小在 3.0 5. Oem 左右 , 9 月中旬以後則

因東北季風影響 , 僅於 1989 年 1 月 8 日採得以

6 e III 居多 ,
其他則因天候不能出海而無法採得

標本
p
直到 4 月 16 日採得尾叉長達 7 em , 此即漁

民所稱的『春頭母魚 J) , 隨即經赤或及鳥嶼公產
管理委員會開會決定實施禁漁期至 5 月下旬 ,

是日起至 7 月 21 日捕獲在

月 5 日至 9 月 21 日在 5.51

海域丁香魚尾文畏旬別最大、最小、平均及標準

偏差之分佈製圖 5 觀之 , 平均尾又長以 1989 年

月中旬 7em 最大 , 1988 年 7 月上旬 6.8em 居次 ,

最大及最小尾文長以 1988 年 7 月下旬變化最多 ,

7 月上旬及 9 月上旬變化最小 O 另生殖線的解剖

觀察顯示 , 丁香魚體長達到 6em 以上即有成熟孕

卵之現象 , 而由全年尾叉長的頻度分佈顯示 , 則
此海域的了香魚族群 , 似乎一年中至少應有 3 個

以上的產卵母群 O

3. 單位努力漁獲量分析 :

本年度根按標本船提供漁獲資料分析 , 本海域
6 、〉

14.5 公斤 / 網次 , 與 76 年 8 月份本海域

100 公斤 / 網次相較 , 減少甚多真有不可同日而

5

6

月 5.5em----- 7.0em, 8

一三 m-----

4

5 、 、 2 、 16 、 16 及

CPUE 為

此之嘆 !

各項影響因素之探討及分析 :

( 1 ) 漁撈作業方式對生物資源之影響 :

根攝歷年的漁獲資料統計顯示本海域確為澎湖

沿岸最主要的丁香魚漁場 o 捕撈丁香魚 :有各種不

同的漁法 , 但目前主要以扒網為主 , 扒網作業係
由一艘 10 300 輔之網船及 1 4 艘 1---3 暗自之燈

船為一組 , 通常在天黑前抵達漁塌 , 燈船各自散

開至定點拋錯 , 於天黑後開燈集魚 ,
若燈船發現

門iPOOH



魚群 , 則利用對講機呼叫網船前往捕撈 , 作業時

網船駛向燈船的上流斜前方 ( 風大時逆風 ) 由船

尾開始投網 , 先投出浮標 , 隨之袖網、身網、囊

網及另一端袖網的順序將燈船包圍在網口部 , 投

放完畢時網船正在浮標處 , 然後拾起浮標 , 再收

曳紹 , 網船慢速前進 , 使囊網展開良好 O 燈船則

祖網船之指揮 , 至網口接近燈船時 , 熄燈使魚群

進入身網 , 然後划出網外 , 純船則繼續使兩袖網

等速收入起網機內 , 完成漁撈作業 ( 如照 10)

由於此漁場水深均在 20 公尺以內 , 漁民為防止魚

群貼底層逃逸 , 乃增加網具之深度為 30 公尺 , 再

加上起網時網船係定點拖曳 , 如此則類似於拖網

漁法之掃庭作業方式 , 我們由其漁獲物中含有厚

殼蝦 , 沙蝦、頭足類、蟹類及其他底棲魚類等可
資證明 ( 如照片 11 、 12) , 又由於丁香魚卵係沉

性粘著卵 , 倘或崖卵於海床上 , 必和藻埸一併均

遭破壞殆盡 , 對於海洋生態及資源之破壞情形似

可想而知 , 因此 CPUE 的逐年降低 , 亦就不足為寄

了 O

O

(2 ) 網目大小對生物資源之影響 :

本海域內初期所使用之丁香扒網囊網網目均在

0.7 公分以上 , 後來因小了香魚價甚高 , 漁民乃

將囊網網巨尺寸逐年縮小 , 到目前為止所使用之

網自均在 0.42 公分左右 , 如在海底拖曳 , 幾成密

不通風 , 不但魚卵甚或大型浮游動物亦無一倖兔
O 根攘標本船之漁、獲資料結果顯示 , 每網次漁、獲

丁香魚約佔 10'"'-'30% ( 最小體長為 2.0 公分 ) 其

餘均為魚、蝦、介類之仔稚魚種。而囊網上的浮

游生物更是以公斤論計
, 因此影響沿近海漁業資

源真是十分深遠 D 雖然近年來 , 部份漁民亦已警

覺魚源日益枯竭而有禁漁期及禁漁場公約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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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 , 啥就長期言如不就漁法漁具確實改進被討
, 諸如囊網網目應限制在 0.8 公分以上 ( 即漁民

所稱 80 云尺以內 ) , 以使較小體長之魚類不致

被捕獲而得以繁衍 , 或捨棄掃海作業方式 , 以避

免漁塌的極度破壞等 , 則漁源日益減少當 , , 是

可預期的 o 而目前筆者等的看法 , 除了繼續宣導

漁民水產資源乃是一種再生資源 , 其生產量是有

一定限度的 , 殺雞取卵並非良策外 , 對於新造漁

網方面 , 行政命令禁止漁網工廠生產網目小於
0.8 公分之網片 , 否則吊銷營業執照處分 , 舊網

方面則由政府編列預算補貼限期淘 ri 0

(3 ) 禁漁期 :

本海域自 1986 年起即有禁漁期的實施 , 1986 年

在 5 月 12 日至 5 月 19 日 ; 1987 年在 5 月 1 日至

月 8 日 ; 1988 年在 5 月 13 日至 6 月 2 日 ; 而本年

度 (1989) 則在 4 月 18 日至 5 月 19 日 , 禁漁期時間

由漁民自行公快 , 故顯見多數漁民己具保護魚額

資源之共識 D 唯尚有些漁民仍我行我素 D 根攘圖
,

1988"'-' 1989 年有禁漁期之漁獲尾叉長頻度分

佈與圖 6 , 1984 年無禁濤、期之尾叉畏頻度分佈比

較 , 有禁漁期與無禁魚期對其濤、獲尾叉長分佈有

明顯之差別 , 無禁漁期其漁、獲體長小魚所佔之上七、

例較多 , 因此禁漁期之設定有它的必要性 O 另就

產卵期而言 , 日本方面約在 5
"'-'

6 月間 , 而本

區域在 4 月中旬即有成熟母魚出現 , 故產卵期可

能較早 , 故禁漁期時間方面 , 根擴調查顯示 , 除

了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外 , 似亦可增加 7 月中旬

至下旬這段時間 , 以使母魚能完成產卵為宜 o

(4) 炸魚等不法行為對生物資源之影響 :

丁香魚喜歡成群巡游至水面潮境處 , 以頂流方

向巡游及跳躍 , 造成海面有如下著毛毛細雨一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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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onicl1s in the coastal water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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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大時較易浮上水面 , 當潮流較小及憩潮時

便下沉游至海底棲息 , 由於潮境處一般皆為岸礁

密怖之沿岸海域
, 如此扒網漁、法即無用武之地 ,

一些不肖漁民乃使用炸藥炸魚 , 方法係利用一個

約 2 台兩重之土製炸藥投至丁香魚群之外圍使之

爆炸而炸傷魚群 . , 但不能炸死 ( 會影響出售價格 )

, 致使丁香在爆炸區內成數小群的慢速團轉再刺

用手操網將其撈取 , 此種方法對魚類資源的破壞

雖不若前面所述 , 唯炸藥在水中爆破 , 往往有時
會將一些珊瑚礁炸得支雖破碎 , 對生態環境的影
響更是無法補救的傷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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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砂質 ;每床礁石旁特逃的手 }t 魚苗
1989. 4. 7.位 ;笨 8m

照片 2. 鉤才植主於 ;海每床上 {的內 ;海每葵 ( 空些竺idop 叭阱u
1刊98ω9. 5. 7fι之�, 求 9m

Jap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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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每床礁石土的花枝
1989. 5. 水沫

困nrs
a--L-PLe-

s-mdtno

照片 4. 珊瑚礁 ;每床上益在網 (chrysiptera cyanea)

1989. 5. 7扎沫 10m
存款及海百合

戶
。
門iOA



民 ) . 巡游於 ;每床上的 .] ,丁香魚荐
1 9 89. 5. 7}<..i 不 14mm

.照片 6. 美麗軸孔 !n& 瑚 (Acropora formosa) 的本眾
19 89. 6. 7]<..5 笨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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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 ;每床上制伏的花蔡
的 89. 6. 1J'-j 不

照片 8. ;每床上著生的仙人掌蒸及棒 H.

放藩
1989. 5. 1拉j笨 10m

(caulerpa sertularioides)

--277 一



照片 9. T 香漁護送至岸上7位委加工情形

照片 10. T 香扒主l 司 ;魚 ("L 起草同作業情形

一 278 一



照片 11 扒網 ;魚殺中 ;第、殺物組成 ( 一 )

多泌的 :ifr 、狡中 ;約約勿 flLJ1\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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