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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瞭解人工魚礁投放後礁體表面附著生物相、魚類群

緊之季節變化及礁區魚類周日變化 , 本年度乃擇後寮海域

新 ( 1989 年 8 月投放 ) 、舊 (1987 年 9 月投放 ) 礁旦進行

調查 , 其結果摘示如下 :

1 .新的礁體投放後 3 個月內僅有藤壺著生 , 第 4 個月發

現苔辭虫 (Triphylloxoon hirsuturn ) 及海綿 , 其他

附著生物則自第 8 個月起方陸續出現 , 舊礁體附著性

生物覆蓋率已達的 % 以上 ,
各生物生長有隨季節顯著

消長現象 D

2. 新、舊礁區緊集魚類相相似度很高 , 大部分為經濟性

魚種 ,
兩富優勢性種類均以三線雞魚及單斑笛歸為主

P 縱帶笛飼僅發現於舊礁體中 , 琴弦笛歸則新礁體中

較多 ; 就種數而吉舊礁體顯較新礁體豐富 O

3 6 月份兩礁區均發現大量體長 3
'"'-'

5 c rn 乏三綠雞魚及

2
"'-'

3 c m 之光總魚稚魚苗 ,
顯見礁區為孵育之所 O

4 .礁區魚類相周日變化極大 ,
日間魚群悠游礁體周緣 ,

晚間日落前魚群上浮於礁體上之中層水域 , 待日落後

則大部群游出外 ,
致礁區猶如空城般。而翠日日出後

約 1 小時方陸續游回礁區 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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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礁之所以能吸引魚類的理由
, 小川

納為五種說法 : (1) 陰影效果說 , (2) 餌料效果說

渦流效果說 , (4) 逃避場所說及 (5) 本能說 0 gp (1 9 8 9 ) ( 2 )

亦總括五種緊魚原理 O 唯簡言之 , 除了魚礁提供了廣大的

礁體表面積 , 適於許多附著性生物 , 如藻類和海綿、腔腸

、軟體、環形等無脊椎動物及海鞘等于穿索動物的附著生長

, 培養了許多魚類賴以維生的『餌料生物』外 , 最重要的

還是它投放後的堆疊效應 , 造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孔隙、

洞穴 , 可以提供各種大小魚類的棲所 , 利於造成不同的空

間層次分怖 , 洞游或鹿棲性成魚可以利用它來做標的、覓

食、避難、定居、繁殖的埸 fiff 0

曾歸

, (3)

(1973)(1)

前

目前設置人工魚礁培育漁業資源的效益 , 從國外的一

些研究調查報告已獲得肯定 , 而國內方面 , 過去張 (1976

、 1977 、
1979)(3)(4)(5) 、李 (1981)(6) 等亦持相當肯定的

看法 , 故台灣省漁業局乃接以實施大量魚礁的投放 , 唯新

礁體投放後 , 其情形、效益如何 ? 其後卻乏整體的資料解

析 , 有鑑於此農委會乃自 t 十 t 年度起擬定『己投放人工
魚礁之調查與評估』計畫u ' 邀集相關研究人力投入此一有

計劃性、通盤性 , 從北到南的全面調查 D 兩、三年來 , 目

前已略現端倪
(1) (8) (9) ,

有的礁區魚類康集 , 有的己遭埋沒

或掛網 , 有的甚至流失不復尋得 , 唯至此 (以己就台灣人工

魚礁的投放開啟了嶄新的一頁 O 從過去兩年的調查 , 研究

人員除了累積並互相交換研究心得 , 也更深刻體會伴隨著

投礁作業即鑽進行效益調查工作的重要性 , 如此方能提供

正確訊息 , 利於規劃開發 , 兔於浪費投資 O

澎湖海域自民國 66 年起所投放各型大小水泥礁體迄今

已超過 5000 座 , 分怖於全縣 11 個地區 , 本分所當於去年 (

1989) 先就六處礁區進行現況調查 , 初步資料顯示 (10): t

美及香爐嶼礁區緊魚效果顯著 : 大會礁區不宜大量投放 ;

-172 一



桶盤礁區遍尋不著 ; 虎井己大部或局部遭掩埋 ; 後寮礁區

礁體分散
p
極待充實密度 O 因此結論乃建議台灣省漁業局

及澎湖縣政府於 79 年度新魚礁投放於後寮礁區 , 以析逐年
充實礁體密度 , 開創新的人造漁埸 D 隨後省漁業局於 78 年

8 月 19 日會同縣府及分所人員投放 2m 水泥礁 140 座於上

述海域 , 原來希望投放於舊礁體上或周緒 , 因筆者等 1988

年
( 11 )

調查該處時即顯示魚群密度、大小和礁塊堆集的數

量有關 O 唯因潮汐變化及錯泊技術無法完成 , 乃改投於舊
礁體北東東 (NEE60

� ) 約 2000 公尺處之海域 O 鑑於新礁體

投放後 , 其表面耐著生物相如何 ? 過去國內 Chang(1977)
( 12 )

等調查人工魚礁士氣脊椎生物相及周等 (1987)(13) 做

煤灰礁研究時均略有說明 , 其他則較少陳述 O 本年度基於

新、舊礁區因此都之便, 一方面調查閑著生物的種類、附著
時期 ,

同時此較新、舊礁區魚類相季節消長及晝夜間變化
, 以折建立些基礎資料 , 利於魚礁計劃的推動與執行 O

材料與方法

後寮海域人工魚礁之投放 , 始於 76 年 9 月 , 共投放四
角型水泥礁 (CBO - 01 雙層式立方體中空型 ) 119 個 , 投
放水深 23 公尺 ( 以下簡稱舊礁 ) , 投放位置為東經 119 度
30 分 3 秒 , 北緯 23 度 41 分附近 O 新礁則為 78 年 8 月 19 及 20

日分別投放計 140 塊 (CBO - 01) 於上述舊礁體 NEE60
�

約 2000 公尺處海域 O 本年度調查區域即為涵蓋此兩區 , 海
域調查期間則自 78 年 12 月起至 79 年 6 月 , 每月視天候情況
至少出海調查一次 D

一、材料 :

( 一 ) 船隻 :

水試 pff 澎湖分 pff 工作艇

齡木 85 匹馬力船外機 )

( FR P 製 p
長 22 呎 p

。U句41i



( 二 )

( 三 )

海漁、況測定器材 :

魚探機

北原式採水器

溶氧測定器

pH� 十 (Suntex IS

鹽度計

流向流速計

水色計 (RIGOSHA 1 一

透明度板 (dia.

水中攝影及錄影器材 :

水中照相機 ( 28 、 35mm ,

及 V 各一台 )

水中錄影機 ( 8ml 悶 ,

(HONDA 「
EHn 301 200KHz)

(YSI MODEL 58)

(WTW LF 191)

(SO 一 4A)

30cm)

NIKONOS E 、 N

M 8 一具SONY CCD

二、方法 :

( 一 ) 魚礁位置之找尋 :

於魚礁投放海域 , 使用魚探機依一般魚群量

調查方法進行航測 , 在航跡上從魚探機之記錄中

一發現到有礁體蹤跡時 , 即刻投放繫有浮球之錯

繩予以標記 , 然後以此浮球為中心 , 作向外放射
方法找尋 , 再從魚探記錄中尋覓主礁群位置後予

以錯泊 , 接著潛水人員順著錯繩潛入水下確認之
, 並將船之錯繩固結於主礁群中心之礁體上 , 然

後自船上找尋明顯的陸標實施羅經定位並標於海

圖上 O

水文資料調查 :

定位完成後 , 使用儀器直接度量海域表、底
層水溫、鹽度、溶氧、 pH 值、水色及透明度等並

記錄之 D

( 三 ) 流向流速測定 :

於主礁群 pIT 在中層水域
p 利用流向流速計 (

( 二 )

44內i14



SD 4A) 每 20 分鐘自動記錄一次 , 實施 24 小時連

( 四 )

續觀測 D

潛水觀察 :

以水肺潛水 (Scuba diving) 觀察 , 每月至少

'9 年 1 日、一次 , 本年度於 78 年 12 月 4 日、 ;

月 13 日、 3 月 12 日、 4 月 30 日、 5 月 7

月 26 日 , 計 36 人次除利用海底記錄簿詳

實記錄礁體之坐底、疊置、掩埋、破損、掛網、

分佈、附著生物及魚礁緊魚種別、數量、大小、

棲息水層外 ,
並以水中照相機及錄影機拍製幻燈

片及錄影帶 ,
附著生物則除現埸記錄外亦採援攜

回寶蛤室 ,
同時參考益田 (1986)(14) , 西村 (19

87)(15) , 張 (1986)(16) , 白 (1989)(17) , 戴 (

, 謝 (1980)(19) 等文獻所描述之形態

2 、 9 及

10 日 , 6

1987 )(16)

特徵而鑑別 C

漁、獲 :( 五 )

以手釣或海、槍採捕之 , 主要目的為量度棲息
魚種之大小 ,

以修正於水中觀察所生之誤差 O

結呆與討論

一、魚礁的分佈實態 :

後寮海域新、舊礁區陸岸定位標示如圖 1. ' 舊礁
體分怖情形 , 己於 1988(11) 及 19S9UO) 兩年調查顯示

: 礁體甚為分散 , 大部份為單髏散置 , 僅一、三個礁
體堆高疊置 ,

礁體底層投入砂中約
15'"'-'

20cm , 坐底砂
堆旁有顯著街刷洗掘現象 O 而本年度於 78 年 12 月在

謂查時 , 一般情形亦舊 , 發現礁體一般約投入砂中 20

'""-'
30cm , 最深達的 cm , 顯比去年有較深趨勢 , 此一情

形尚待日後密切注意 G 新礁體方面 , 亦於 78 年 12 月 4

日首次進行潛水觀察 ,
此處由於鄰近黑、白公嶼 , 退

潮時水潔僅約 16 泊 , 一般能見度在 6m 左右 , 底質為

臼

5ηi吋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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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潔白砂 , 其中 90.2% 粒度大於 0.25mm , 礁體旁底

砂呈波浪起伏狀 , 波高 10 15cm , 波長約 30cm ( 如照

片 1) 0 礁體投放堆壘狀況非常良好 , 礁體堆置成南

北排列約 70 S0m 長
, 最高為三個礁體壘置 , 二個重

疊比較多 , 單礁散置的反較少 , 問隙適中 , 僅少部礁

體輕微破損 , 鋼筋外露 o 礁體堆壘整齊
, 非常壯觀 ,

為澎湖地區除香爐嶼碟區外所僅見 O 潛水其間 , 因堆

壘較高 , 感覺似有渦動放散之水流 , 故假以時日 , 應

會是良好的人造漁場 G 另外此礁區於 79 年 4 月 30 日潛

水觀察發現有了香魚網約百公尺罹掛於礁體周錯
, 擴

聞乃赤寂漁民誤認魚探記錄上的礁題為魚群 fin 致 , 魚

網目前攪結於礁體下綠 ( 如照片 2) , 唯網目小 , 不

致掛礁 , 旦均捲結成掘帶狀 , 故不致影響魚群出入。

於 79 年 6 月 26 日調查時
, 尚旦發現成群稚魚棲息於魚

網附近 , 故整體而言尚鯨不良影響 o

二、礁區的海況 :

( 一 ) 水文資料 :

此海域透明度為 10m 左右 , 水色號數介於 5

6 悶 , 其他水文的測定值如圖 2 fin 示 D 水溫方

面 : 12 月起逐漸下降 , 至 2 月達最低為 1 7 . 3.C '
3 月起至 6 月份則逐漸回升 ; 表層水溫均較底層

為高 , 4 月份差值較大 ( 1 ..3 'C) , 其他月份小於

鹽度方面除了 1 、 2 月份在 34 鬼。以下 ,

其餘月份均介於 34 , 35 之。間
, 表、底層差值很小

( <0.3 之。 ) 0 pH 值介於 S.02 S.15 間 , 為正常

海水觀測值 0 DO- 般均在 Sppm 以上之高飽和度

, 冬季明顯較夏季為高 , 此應為冬季受較強季節

風吹送攪動及的值會隨著夏季鹽度增加而滋少有

閱
(20)

流向及流速測定 :

本年度於 79 年 5 月 9

0 . 7.C 0

O

( 二 )

日 IS 時起至翠日 18 時止

行i門i可I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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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潮探 SD - 4A 於新礁區上方之中層水域 ( 雖

礁體約 3m) 實施 24 小時連續觀測 O 其實測之水流

向、流速及相對之潮位 ( 潮位資料係參考 1990 年

潮汐表 (21 )
中馬公站之潮位 ) 分析如圖 3 所示 O

由圈中可明顯地看出 , 此海域之海潮流主要受半

日潮 (Semi - diurnal tide) 所影響 , 漲潮時

向北流 , 退潮時向南流 O 而潮位週期與潮流週期

的時間差 ( 亦即潮位仍持續上升或下降中 , 但實

測潮流已轉向的時間差 ) 約在 1 2.5 小時之間

D 流速方面 , 則明顯為退潮南流時較強 , 漲湖北
流時較慢 , 此應為漲潮北流時南方來的主要水勢

受西嶼島及經由內灣跨海大橋下吼門的狹隘地形

阻絕所致 o 本日適逢農曆十五大潮 (Spring

ide) 時 , 故流速較強 , 唯一般均在 72cm/sec 以

下 , 根擴 Chang(1976)(3) }.

研究指出魚礁設董海域流速以不超過 1.5 節

77cm/sec ) 為原則來說 , 本海域尚稱合宜 O

三、礁體的附著生物 :

一般礁體的附著生物可分為 : ( 一 ) 白營生活之

生物 , 如光合作用植物 ( 藻類 ) 或有共生運類之動物
, 如珊瑚、海葵、海綿、神碟貝等 (Hixon and

ostoff, 1985 , Carterietal, 1985) 0 - ( 二 ) 異營生

活之生物 , 能利用或固定海水中漂移性能量之初級或

次級消費者 , 如濾食性之牡蝠 , 藤壺 ; 動物性浮游生

物採食者如婦虫、苔薛虫、貝類等 (Fang and Hwang,

1987) 0 前者可以增加單位地 E 的基礎生產力 , 後者

可以將流經此一生態系之有機分子捕提並固著於當地
, 增加單位地區的次級生產力 ( Diamant et al.

1986; Spanier et al.

T 一

之

( 約

Sr 一

1985 ; O

(�3 )

Qd門i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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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3. 從察人工魚礁區海域中 / 醫海潮 :i:. 之流向典流述事
;.:..,.

則園
( 1990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

Fig. 3 The directions and speeds of middle water current along the
artificial reefs area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Hou-Liau f TOm

9 - 10, Ma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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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視所投放礁體的質地、季節、當地的水文狀況 ( 如

溫度、濁度、營養鹽含量 ) 及生物狀況 ( 如附近天然

礁之生物組成 , 附近海域的浮游生物含量 ) 而定 ; 而

其是否影響礁區魚度的種類和產量組成
, 接 Randall

(1963)(24) 及 Turner(1969) (25) 報告指出並不明顯 ,

主要係受礁區附近海域之原來組成情形所決定 C 不過

, 附著生物群里去特傲的學街價值和長期演變上的生態

意義 , 還是很值得進一步來探討的 o

本年度於後寮海域新、舊礁體上的附著生物調查

記錄如表 1 所示 , 新礁體上計獲可鑑別者 18 種 , 不明

者 5 種 ; 舊礁體上則可鑑別者 23 種 , 不明者 8 種。兩

礁區附著種類大部雷同 , 唯一不同為珊瑚虫網 (Ant 一

及二枚貝網 (Bivalvia) 生物僅於舊礁體中

出現 , 而腹足鋼的海麒麟 (Hypselodoris festiva)

及海腫細的馬糞海膳 (Tripneustes gratJlla) 則僅

出現於新礁體中 ( 這兩種均屬於可自行移動的附著性

生物 ) , 此外附著生物量方面 , 舊礁體 ( 76 年 9 月投

放 ) 投放迄今已二年九個月明顯較新礁體豐富許多
,

礁體的覆蓋率已達 70 80% 悶 , 目前則以苔靜 .虫 , 藤

室主

hozoa

(Balanus sp.) , 水臆虫體 p
多齒貝 , 海鞘及覆

蓋性海綿為主 ( 如照片 3) 0 調查期間季節性變異並

不顯著 , 唯各生物生長有顯著消長現象 o 而新礁方面

, 78 年 12 月 4 日首次潛水觀察僅發現到藤壺著生 ( 距

投礁日期 106 天 ) ,79 年 1 月 9 日則除藤壺外 , 尚有

苔辭虫 (Triphyllozoon hirsutum) 及少數海綿 (H-

a1ichondria sp ﹒

礁壁上 , 此海握一直停留至 6 月份調查時方才不見 O

月份則無其他生物著生 , 4 月 30 日發現多毛虫

(Hydro ides norvegicus) 及水媳虫體 (Halocor 一

) , 5 、 6

2 、 3

體

dy1e 月份貝 IJ 海綿體明顯增加 O

目前礁體覆蓋率僅約 10 35% ' 種類則以藤壺
, 苔辭

disticha

14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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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abe

f支寧海域斬、舊礁體的附若生物相比較
The comparis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fouling

and new artificial reefs of Hou - Liau.

+++: λ bundance or common; ,
1

工 common

Kinds fouling mE﹒
斗naqdro。 f

PROTOZOA 海持動物門
Demospongiae 尋常海綿

Halichondria 可 aponica

Halichondria sp ﹒

phekellia sp ﹒

Haliclona sp.

Adocia sp

-字㼀胞動物門
Hydrozoa 水地虫網

Halocordyle disticha

Lytocarpus philippinus

clathrozoon wilsoni

A的 hozoa 珊瑚虫絢
Melithaea sp ﹒

Anthopleura sp ﹒

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Gastropoda 肢足網
-海麒麟

BIVALVIA 二故貝絢
spondylus varius

工,opha cristagalli
pinctada marqaritifera

ANNEL 工 DA 環形動物門
polychaeta 多毛絢

Hydroides norvegicus

ARTHROPODA 篩足動物門
Crustacea 甲故調

Balanus sp. 藤壹
TENTACULATA 觸手動物門

Bryozoa 苔虫絢
Triphyllozoon hirsutum

Reteporellina denticu�ata

主豆豆豆豆豆_sp ﹒

Dendrobeania sp ﹒

Gen. et sp. indet.

ECHINODERMATA 鯨皮動物門
Echinoidea 海路網

Tripneustes gratilla 馬其海膽
CHORDATA 眷索動物門

Ascidiacea 海鞘桐
Halocynthia sp. 皮杯海鞘
Rhopalaea sp ﹒

Gen. et sp. indet

unid species 不明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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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水媳體 , 多毛虫體及海綿為主 ( 如照片 4 )

比較新、舊礁體的附著生物相似以異營性生物為多 ,

且投礁 8 個月後附著種類己大部著生 ; 而珊瑚虫網及

二枚貝細生物的著生 , 推測為一年以後 O 此與 Turner

等 (1969)(24) 在美國加州所作有關礁石上附著生物相

消長變化的實數十分吻合 O

四、礁區附近的魚群聚集情形 :

( 一 ) 魚類相群緊之季節變化 :

表 2 及表 3 為後寮新、舊人工魚礁區近年來

潛水觀察所記錄到的魚類相及其豐度 p 舊礁區計

獲 19 科 30 種 , 新礁區則有 16 科 29 種 , 其中有 13 科

19 種於兩礁區均曾發現 , 顯示魚類相相似度極高
O 誘集魚類以經濟性魚類為主 , 其餘為珊瑚礁區
魚類 ; 具經濟價值之魚種 , 新、舊礁區分別有 21

種及 16 種 , 雖然在比例上只佔所有魚種的 72.41

% (21/29) 及的% (18/30) , 但在魚體質量
( biomass) 上卻達的% 以上 D 此一結果與中研

院 ( 前 1989)
(26)

過去調查所得人工魚礁鼓集魚

種經濟性佔 64% ' 生物量達 90% 以上之結論非常

相似 O 新礁體投放迄今僅 10 個多月附著生物尚未

繁茂 , 唯無論就經濟魚種或生物量 , 均有很可觀

的成績 , 此或與本年度礁體的堆疊甚佳有關 O 而

舊礁方面 , 雖然礁體堆壘不集中 , 唯礁體附著生

物非常茂密 , 故就要去集魚種生物暈 , 也明顯較新
礁為佳 O 其次就季節變化而言 , 新礁體投放 3 個

月後的 12 月份僅 4 科在種 , 主要以三線雞魚 (P-

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及單斑笛鍋 (Lut-

janus monostiqma) 為主 , 而 l 月份起劇增至 11

科 14 種 , 2 、 3 月份稍漲 , 在月起至 6 月份 , 與
舊礁區相同 , 明顯發現魚體的大小及數量均增加
很多 , 主要係三線雞魚群 O 一般而言 , 新、舊礁

O 故

QU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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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科威新人工做臣之奮、們及其吧。思想 i! 1989-4'-12 YLf.19 句 -f 6�Mj)
斗

Fish species and their abun 、jance r 一一
- -- --

�

﹒ 1990.

: + + : occasion+ + + : abundance or common;

去 2
Table "2

: rare.

1990

Jan. Feb.

+
1989

Dec.
全長

(Total length)
類
、
JEe--CBDbEFD.ly

',
『
、
、

、
清 Jun.

+

Mar. Apr. May

+
+

+ ﹒

+
+

1 日 -22cm

5-10

80-100

SYNODONTID 阻合齒料"vvv"
� .v.� U �

的 ops 短吻花梓絢苛
SERR λ皇宮料

rF'T">halopholis boenak 橫紋路
這豆豆⋯ lus malaba 向以給巴石斑

+
+

++++++

+

+
+

++
++

> 150
15-20

10-15
25-30

30-35

16-22
10-15

100-120

20-25

Eoineohelus megachirf 代謂石斑-, , -提青石班

一 inephelus fasciatus 赤點石斑
CARANGID 臼蟑料一一

Caranx sexfasciatus 六守驛
已 ; 一位 erus maruadsi 銅來學叫
selariodes leptolep 些不 if." 膠
seriola dumerili 紅-tt� ⋯
selar crumenopthal 盟主白繆

LUTJANIDAE 笛鋼牙苛
Lutianus -早斑當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0

20-25

10-15

5-20

< 5
10-20
20-25
20-25
25-30

Lut;anus li�eolatus 琴弦寶鋼
NEMIPTERIDAE 烏克本特

caesio chrysozona 金帶烏克冬
RAEMULID 阻石結抖

Para 巨些主主poma trilineatun 三線蟬 ,會、

piectorhi 旦控主主 ictus 拘蜻石結

且鋼斜
Acanthopagrus schleqeli 黑鍋

++
+

10-2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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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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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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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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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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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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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15

5-12

5- 8

15-25

AE 鬚鍋抖
Parupeneus chrysopleuro 江紅海排鯉

Deneus tragulaj 羊鑽秋姑魚-,..
--蜍魚、特丹

右
��

"." 白 ionalis 斬阱川、
HF'niochUs acuminatus 白啼哭帶立方文魚-三-站在鍋斜
Abudefduf sexfasciatus 六帶豆娘魚
尸 h γ nmis natata not at a紅偉先缸 ,會、

叮YLIDAE 鷹羽飼料
r.nn;-- ι尾鷹羽鍋
-返自主 DAE 金投魚特

aena pingui" 月巴金投魚
++

++++++
+20-25

25-30

臭品 !1 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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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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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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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海武苦人工魚棒、臣之魚顯相及其壘皮 { 調查期間台 1988 年 12 月五 1990 年 6 月間 ) 。

Fi.h specie£ and their abundance record ed from old artificial reefs located

at Bou - Liau during Dec. 1988 and Jun. 1990.

+++ I abundance or co�mon I + + I occa£ion ; + I rare

魚類企長 1980 1989 1990

(Fish species) (Total length) Dec. �pr. Dec. Har ﹒且 pro Hay JUn.

SCORPAENIDAE 蝕科
pterois volitans 魔鬼裝蝕

SERRANIDAE 鉗抖
Cephalopholis boenak 棋紋酋
Epinephelu� malabaricuB 瑪拉巴石斑

去 3

Table 3

+

+10-15cm

5-10

5-15

60-80

80-100

> 150

+

+++

+
+++

+++

+++

+

+++
+

+

+++< 5

30-40

10-15

�POGON 工 DAE 天竺鋼抖
主 pogon doederleini 杜氏天竺鋼

CARANGIDAE 陸特
seriola dumerili 紅封偉
selariodes leptolepi£ 本芳朦

L凹 JANIDAE 首鋼抖
LutjanuB monostiqma 翠斑首鋼

++++++++

+++

+++++++++++

+++

++

++
+

+10-20

20-25

10-20

10-15

5-20

15-18

Lut 才 anua vitta 快帶當鍋
Lu 的 anus lineolatua 琴弦首鋼

NEJHPTERIDAE 烏克冬抖
caesio chrysozonus 金帶烏克本

GERREIDAE 績 ,
背魚科

Gerrea oyena 與奈鑽脅濤、
HAEHULIDAE 石給科

ParapriBtiporna trilineatum 三條華社魚
+++

+++
+++

+++

++
+

+++
+++

+++

+++++++
< 5

10-20

20-25

20-25

25-30 +

+

+

+

+
+

+

+

++

+

+

+++
+

+

+

20-30

15-20

25-30

5 -25

SO-55

Plectorhinchus p主旦且是回緝石絨

SPARIDAE 調料
Acanthopaqrus Bchleoeli 黑鍋
Sparus sarba 資錫胡

的 LLIDAE 動調料
?arupeneus chrysopleuron 紅海畔鯉
Upeneus traquIaj 羊銷扶姑魚

EPHIPPIDAE 銀餅軒
Platax teira 台拉能會、

CHAETODONTIDAE 蜍魚料
chaetodontoplus septentrionalis 暫棘皇家魚

+
+++

+

+

+12-15

20-25

10-15Beniochus acurninatus 台吟雙帶立族魚
POHACENTRIDAE

'
產調料

的 udefdf sexfasciatus 六帶五線魚
Chrornis notata notata 斑蜻丸蜓 ,魚

+
+++

+
++

5-12

< 5
5-8
5 月 BChrornis fumea 再去見光起魚

SPHYRAENIDAE 企拔譜、科
sphyraena pinqus 肥企 4臭魚

+
LABRIDAE 隆頭魚料

Choerodon azurio 寒鋼
Labroides dirnidiatuB 丰擬隆頭魚
Thalassoma quinquevittata 五帶 it 鋼

S IGANIDAE .Jt 主 1\ 魚抖
siqanus fusce.censA 都魚

B 且LISTIDAE 皮帶i 鈍科
MonocanthuB chinensist 國早棘鈍

DIODONTIDAE 二齒鈍抖
Diodon halacanthus�IJ 河豚

TETRAODONTIDAE 四齒鈍抖
Tetraodon stellatus 棋才是河鈍 25-3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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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區緊集魚類相季節性的變異 , 並不十分顯著 O 兩

礁區常駐魚種均以三線雞魚、單斑笛飼為主、其

次為細鳥護石鐘 (Plectorhinchus pictus) , 目巴金

梭魚 (Sphyraena pinguis ) t 、臭都魚 ( 旦旦旦旦二

us fuscescens) 、紅海辦鯉 (Parupeneus chr 一

、中國單棘鈍 (Monocanthus chi 一
、
、

ESFn-nu-
pa

一

u-II
e-s

-1
一

--nuLSo-ns-ey-n . �.{I ( 如照片 5 10) 。而縱帶笛飼

僅棲息於舊礁體中 , 琴弦笛( L u t j a n uSn V i t t a )

飼 ( 包 tj 旦旦1lS lineolatus ) 大都棲於新礁體中

為一比較特異的現象 O 此外 , 經過 t 個月的連續

觀察 , 於 6 月份也都發現到成千上萬的稚魚群棲

息於礁體中 , 魚種包括三線雞魚、杜氏天竺鍋 (

Apogon doederleini) 、斑賠光閥、魚 ( Chromis

notata notata 、鳥尾冬等 , 故顯現人工魚礁

的好處不僅是用來緊集魚類以利撈捕 , 更重要的

是在它有培育資源的功能 ( 部 1989)

魚類相群緊之周日變化 :

魚類相群緊之潛水謂查工作一般以白天進行

較多 , 夜間潛水調查則因危險性高 , 視覺不佳等
, 國內、外較缺之這方面的陳述 O 本年度為了瞭

解新、舊礁區於夜間魚類相群緊情形 , 是否仍如

白天般的組成 , 抑或有新的魚種加入 , 活動情彩

如何 ? 以利於日後魚礁的利用參考 , 乃於 79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 , 分別進行 2'4 小時周日四次潛水調

查 , 時間如下 : 第一次 5 月 9 日下午 5 時至下午

時 , 第二次 5 月 9 日晚上 10 時半至此時 , 第三

次 5 月 10 日清晨 6 時至 8 時 , 第四次 5 月 10 日上

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半。兩礁區均同時於上述時問

內完成調查 , 其結果如下 :

1 .黃昏時 , 魚群有往上群游於礁體上方水層之趨

勢 , 日落海底變暗後則游出礁體不知去向 , 此

(l) D

7

pnuno---



時礁體中魚類很少 , 僅見鳥尾冬、單斑笛騙、

三線雞魚、臭都魚、細鱗石爐、單棘鈍等
,

且數量上均僅數尾而已 O

2. 午夜時分 , 臭都魚及鳥尾冬依附於礁體旁憩息
, 偶見 1 、 2 尾三錄雞魚於礁體旁的海床上 ,

另單斑笛騙、單棘純、刺河豚等亦有發現
p

唯

均僅 1 、 2 尾 , 礁區一片寂靜 , 與白天嘻嚷狀

相較 , 真有天壤之別 O

3. 清晨 6 時礁區能見度在 5m 左右 , 魚類相與午

夜時相悶 , 隨著日出後在種類和數量上明顯增

加 , 至 7 時左右則見遠處魚群陸續游回礁區 O

4. 中午時 , 兩礁區魚類群集甚豐 , 尤其三線雞魚

群密集量很大 , 另單斑笛鋼、縱帶笛鋼、臭都
魚、細鱗石爐、金梭魚、斑錯光聽魚、藍帶蓋

刺魚、半擬隆頭魚等均有發現J 新、舊礁體上

層水域 , 台拉燕魚及紅甘膠則分別短暫停留 D

綜合上述 , 兩礁區魚類群豆豆其周日變化甚大 , 主要經

濟性魚種大部白天棲游於礁區 , 晚間外出 , 而對於游回的

魚群是否為原來的族群 , 則尚待以後標識研究探討 O

結 在A
面向

舊礁區較新礁區有顯著緊魚功效
, {以與附著生物量有

關 o 三線雞魚群集很大 , 畫問停留礁區 , 晚間外出 O 兩區

均出現仔稚魚 , 顯見礁區已為孵育之所 , 此海域目前正逐

年充實礁體密度 , 假以時日可成為良好的人造漁場 D

謝 辭

本研究為農委會 t 十九年度『已投放人工魚礁之調查
評估』補助計劃之一部份 , 承蒙該會陳技正朝欽、周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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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再、省漁業局陳組長荐敏、趙股長揚桐及本所廖所長一

久博士之關切鼓勵 , 試驗期間蒙國立高雄海專歐校長錫祺

時相教誨及分所周仁盧助理研究員再和、陳約聘技衛員芳

松、黃技工文卿及海鴻試驗船全體同仁在野外工作上的熱

心協助 , 研究室向仁林秀美、吳美玉等協助資料分析、文

稿整理 , 而報告內容亦承蒙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陳章波

博士詳予接稿方使本報告得以順利完成 , 再此一併致謝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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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 改察新礁體投放改坐底情形。 1990.01.09

照片 2. 7 香魚網夜掛新礁體情形。 199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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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改察舊礁附著生物生長 i青彤。 1990.06.26

照片 4. f支察新礁、體附著生物生長情形。 1990.04.30

1. 苔算虫 (Triphyllozoon hirsutum)

2. 多毛虫 (Hydroides norveq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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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 告礁體用綠的三線雞魚 (Parapristipom trilineatum) 本 O

1990.06.26

月在斤 6. 棲息於替你、體內的軍紅當鍋 (Lutjanus mouostigma) 0

199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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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棲息於舊礁體中的縱帶笛網 ( 主主主� vitta) 01990.06.26

照片 8. 新雜、體周緣的三斜拉魚 (? 缸 apristip 。ma trllineatum)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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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 在身礁、體用綠的本黨
;

倍 (selariodes lept 。工 epis) 魚霉。

1990.06.26

照片 10 . 新礁、體內的海主工絆經 (Parupeneus chrysopleuron) 。

199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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