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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評估政府於民國七十六年投放人工魚

礁於台中五甲魚礁區海域後之效益及尋求其鄉近沿

岸水域適合投放人工魚礁區域位置。研究期筒 , 以

臺中縣松柏五甲附近海域
, 北起 N24

� 25'.7 '
E120 � 37'.06 南迄 N 24

� 23'.39 ' E120 � 35'.35

.恥 , 該海域海岸線長約占 4 為涅 , 向于西至水探 -35 公尺之

區域為探測範閣 , 並蒐集該探測區及其附近海域各

項漁獲資料 , 以瞭解該海域投放人工魚礁之效益及

未來再行投放之可行性
, 作為日後漁政單位投放人

工魚礁之參考 o 經試驗得到結果如下 :

一、本海域出現之魚種月別與優勢魚種 , 前十四名

之主要優勢魚種有 : 白械、黑綱、斑海能、給

魚、四絲馬假、白帶魚、墨魚、鯨、白緝、黑

倡、斑雞魚、持、瓜子餾、鯊 ; 八十年沿岸漁

業單月漁獲量
, 以十二月份漁獲量最高 , 一月

次之 o

二、附近之海域水溫 , 表層海水溫之變化主要受當

地氣溫影響呈季節性變化
, 年度水溫介於 18.4

-- 39. 7
�c 之間

, 鹽度受到洋流 , 降雨量及

陸地排水的局部影響
, 但季節變化不大。海域

之等鹽度線的等值線大致和海岸線平行
, 鹽度

多介於千分之 33.00 -- 33.80 之間 D

三、松柏五甲水域之水質分析與浮游生物組成
, 分

三區域即松柏海域、大安溪口附近海域與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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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礁區 , 連續採集結果 , 發現五甲魚礁區水域
所含硝酸鹽、磷酸鹽、矽酸鹽之含量均比其他

兩海域少 o

四、魚群分佈之深度範圍約自 20 公尺至 35 公尺 , 由
五甲魚礁區水深約 20 公尺至 25 公尺處 , 海底地

形崎幅不平 , 底層有相當數量魚群聚集 , 且表
、中層有明顯魚群分布 o 大安溪附近水深 22 公

尺處有為數不少魚群分佈在表、中、底層 o 新

近投放之船礁由魚探記錄跡所示約在水深 38 公

尺處 , 礁體高約 6 公尺 , 且在船礁與船礁周闇
亦有不少魚群聚集在底層水域 o

五、五甲魚礁區早期投放之人工魚礁己遭漂沙掩埋
, 而外側由魚探機測到新近投放之船礁 , 很明

顯 IIIZ 立於海底 , 並有魚群蜻集的紀錄 , 更可証
明海底雖為細小砂質 , 仍然可以投放人工魚礁
而發生聚魚效果 o 因此將來話要將投放魚礁礁

體設計高大 , 在該海域投放人工魚礁仍不失可
以建造良好的漁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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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ι

目 U

本省自光復以來迄今漁業發展工作已有的餘年

的歷史 , 其發展至今已進入男一新環境 , 未來的漁

業已不是用單純的漁法將水產動、植物採捕而己
,

而是更進一步朝向科學的作法 , 積極培育有用的水

產生物 , 使資源量能夠持久安定 , 讓漁船作業無後

-顧之憂o 此種作法目前政府已列為重要漁業發展政

策之一 , 為積極推動此一政策目標 , 政府自民國

62 年起 , 在漁業局負責推動執行之下 , 有計劃地展

開『設置魚礁 , 培育資源 j 的工作 o 國內有關人工

魚礁的研究 ,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張 (1976;1977;

1979) 有詳盡的潛水調查 ; 邵 (1988;1989 a ,b) 對

本省北部海域設置人工魚礁亦有規畫研究 ; 臺灣省

水試所李 ( 1981) 及筆者等 ( 1990 a,b ) 亦作過人工

魚礁的魚探調查和漁獲效益等系列的研究 o

本研究為評估政府於民國七十六年投放人工魚

礁於台中五甲魚礁區海域後之效益及尋求其鄰近沿

岸水域適合投放人工魚礁區域位置
, 以改善當地海

域漁場環境 , 發揮聚魚功效 , 俾提高該海域利用價

值及增加漁民收益 o 研究期閉 , 以臺中縣松柏五甲

附近海域 , 北起 N24
� 25'.7 ' E120 0 37' .06 南

迄 N24
0 23 ＼ 39' E120

�

35'.35' 該海域海岸線

長約 4 海涅 , 向西至水深 35 公尺之區域為探測範圍
, 並蒐集該探測區及其附近海域各項漁獲資料

, 以

瞭解該海域投放人工魚礁之效益及未來再行投放之

可行性 , 以作為日後漁政單位投放人工魚礁之參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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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之漁場環境調查範圍以松柏海域及五甲

人工魚礁置之海域為主 o 研究期間
, 除蒐集該探測

區及其附近海域各項漁獲資料與漁業調查統計資料

外 , 海上實驗以臺中縣松柏五甲附近海域 , 北起

N24
� 25'.7 ' E120

� 37',06 南迄 N24
0 23'.39

, E 120
0 35'. 35 ' 海岸線長約 4 海涅

, 向西至水深

35 公尺之區域為探測範圈 o 採用魚探機探測 , 其

探測方法採略與海岸線平行之矩形航法
( orthogo-

na 1 way) , 詳如圖 - 0 主要調查器材項目設定與

方法如下 :

一、魚、探調查

由外海水深 50 公尺處與海岸略作平行
, 以 500

x 500 平方公尺範
h

圈 , 採矩形航法三調 r查探測 o 魚探

機為日製 FurunoFE-400 型
, 頻率為 200KHz' 乾式記

錄紙。為確保發射強度之穩定及反射記錄之清鬧
, 在航測之前 , 先在港口外海調整各元件

, 並設定

如下 :
( 一 ) 輸出功率 (Power Gain) : 設定在第一段

o

( 二 ) 水深範圍 : 設定在 80 公尺 o

( 三 ) 海底判別 ( Wh i teL i n e ) : 設定在第四段 o

( 四 ) 記錄紙轉速 : 設定在第四段 o

( 五 ) 感度 (Gain) : 設定在第四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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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o

, 則立

( 六 ) 計測開始時船速保持 1.5 節 o

( 七 ) 轉換航線時 , 轉折點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MX5400 型 G.P.S Navigator) 作海上定

航線間距約 50 公尺 , 如進行採樣時
刻停船定位並下傘錯 ( 照片一

二、海況計測

‘本調查利用磁帶自記式流
,
速流向計 ( 即悴的 )

( 可計測流速、流向、水溫及鹽度等資料 ) , 潮探
( SD-4 ) 等海流計、透明度板、比色計、採泥器

、鹽度比重計、水溫計、浮游生物採集網、採水瓶

等在規章甜的測線與測點上, 實施現場之潮.流、透明
度、溫度、鹽度等海況調查 , 並採集浮游生物 , 且
作連續採集水樣進行水質分析等 , 以解析環境要因
與魚礁之關係 ( 照片三 ~ 八 ) 0 三、 R. o. V.

( 水下監視系統 ) 觀察自魚探機調查結果 , 確定海
底地形及底質後 , 隨即實施 R. o. V. 觀察 , 以
便更加清楚海底之情形 ; 男請潛水人員實地採集底

質及進行現場觀察 ( 照片九 ~ 十二 ) 0 至於五甲魚

礁區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根據公告之經緯度尋找

魚礁公告的位置 , 再實施 R. o. V. 觀察 , 並找

尋陸上明顯簡易觀測的定位陸標 , 以提供漁民找尋
魚礁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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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海上實測及調查分析

( 一 ) 松柏五甲水域之漁業環境與魚種組成

據調查本海域出現之魚種月別與優勢魚種如

表一 , 前十四名之主要優勢魚種有 : 白餓、黑綱

、斑海能、腦魚、四絲馬餓、自帶魚、墨魚、館

、白緝、黑緝、斑雞魚、姆、瓜子餾、鯊 ; 八十

年沿岸漁業單月漁獲量如圖二所示
, 以十二月份

漁獲量最高
, 一月次之 o 本區漁業種類以流刺網

為主 , 其漁具分三層刺網與單層刺網 , 漁民旦備

有海釣釣其與延繩釣具以供刺網漁獲不佳時交替

使用 o 五甲船澳 10 月至翠年 3 月主要漁獲物為白
腹館、白帶、黑緝、腦魚等 , 4 月至 9 月為鯊魚

、經、館、黃花魚、物、銀帶鯨 o 松柏船澳 10 月

歪歪年 3 月為腦魚、館、白帶、墨魚、白腹館、
黑娟、四絲馬版、黑鍋、黃錫綱、短壯鞋底魚 ;

4 月至 9 月為花身雞魚、鯊'
魚、赤玉紅、斑海舵

、嘉鱗魚 o

( 二 ) 松柏五甲水域之海況情形

據調查附近之海域水溫
, 表層海水溫之變化

主要受當地氣溫影響呈季節性變佑
, 年度水溫介

於 18 . 4 -- 39. 7
�c 之間

, 鹽度受到洋流 , 降雨

量及陸地排水的局部影響
, 但季節變化不大 , 據

( 陳 1988 ) 調查該海域之等鹽度線的等值線大

致和海岸線平行 , 鹽度多介於千分之 3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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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0 之間 , 總體而言海域之海水鹽度分布趨勢

表層小於下層 , 夏季比冬季高 , 溪口附近隨降雨
而有變化 ; 海水中的溶氧量主要受到溫度 , 鹽度

, 氣壓 , 風浪和生物活動之影響 o 在同 -壓力下

海水溫度愈高則溶氧量越低 , 溫度愈低則溶氧越
高 , 故海水之溶氧會呈季節變化 o 海域溶氧量介

於 5 . 24 - 7.6 3m I / I 之間 , 合於環保署所規定之
甲種海域標準範圍內 ( >=5.0 mg/I ) ; 本省沿

近海域冬、夏季海流狀況如圖三所示 , 沿岸海潮
流據 ( 沈 1990 ) 之研究 , 本海域三年來之四季海
潮流為春季流速皆在 80.00em/ see ( 約 1.6 節 )

以下 ; 三月流速最大 , 流向為西南之 58.20 %

大於東北向之 32.60 % ' 顯示初春尚受冬季海流
流型影響 , 其流速較快 , 且朝西南方向移動 ; 五

月流速最小 , 流向朝東北之 59.20 % 大於西南之
24.60 % ' 有二倍強之優勢。顯示晚春以受夏季

海流流型影響較大 , 其流速較慢 , 且朝東北方向
; 中春 ( 三 ~ 四月 ) 其流速流向則介於二者之間
, 夏季之海流皆以強大的優勢自西南往東北方向
流動 , 其在盛夏之流速絕對值平均可達到 0.5 節

, 在夏末則其流速較小 , 約為前者之半 o 但在初

秋 ( 九 ~ 十月 ) 受夏季海流型影響 , 流速較快 ,

且朝東北方向之 53.80 % 較西南方向之 37.20 %
為大 , 有 1. 45 倍優勢 , 可知初秋流速較快且朝
東北方向流動 ; 晚秋 ( 十一月 ) 較初秋流速緩慢

, 且朝東北方向之 45.62 % 為西南方向之 36 %
的 1. 28 倍顯示己受東北季風影響 , 逐漸形成冬季
流型 o 初冬呈明顯之冬季流型 , 流速較快 , 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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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朝西南流動為主 ; 冬末 ( 二月 ) 流速較慢 ,

流向東北與西南交替變換 ,
較特別的是朝東北之

向量 ,
竟較西南為強 ,

較不似冬季流型 ,
有待進

一步探究 o 本海域流況據實測結果如圖四及圖五
所示 , 潮差約 3.5 �-�-Oƒ , 最大流速為 1.2 節 o

( 三 ) 松柏五甲水域之水質分析與浮游生物組成

本調查分三區域即松柏海域、大安溪口附近

海域與五甲魚礁區 ,
連續採集水樣進行分析結果

, 如圖六 ~ 八所示 ,
發現五甲魚礁區水域所含硝

酸鹽、磷酸鹽、矽酸鹽之含量均比其他兩海域少
o 營養鹽類多寡關係著該海域基礎生產力之量 ,

亦連帶影響魚群聚集效果。由以上圖示得知 , 大
安溪口由於有挾帶上游工業、家庭、畜牧等有機

物質之廢水注入出海口 ,
使該水域營養鹽類顯著

偏高 o 而松柏附近海域 , 根據 ( 沈 1990 ) 研究
指出本區海流年變化 ,

在夏季流況為西南往東北
方向流動 , 流速絕對平均值可達 1/2 節的流速 O

所以 , 在松柏海每1 附近 ,
可能受, 海主流傳輸、擴散

作用影響 , 攜帶大哭溪豐富之營養鹽類至此 , 且
經水質分析結果發現該水域營養鹽類之含量與五

甲魚礁區相比有顯著偏高現象 o

在浮游生物組成方面 ,
植物性浮游生物為水

域中之基礎生產者 ,
提供水域中動物食物來源 ,

並供應氧氣 ,
因此直接或間接影響水域生物組成

及量的結構 o 本海域植物性浮游生物種類以矽藻
為主 , 佔全部種類的 80 % 如圖九、十所示 , 矽藻
又以 Chaetoceros' Coscinodi-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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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taul ina 等佔多數。動物性浮游生物是海洋

生態系中的主要成員
, 位居食物鏈或食物網中低

營養階層之一環 ; 其不僅是初級或次級消費者 ,

且亦為魚蝦類主要的食物來源 o 以鞭毛蟲 (Gymn))

) , 長角豈鞭蟲 (C.massiliens-Jorgensen) 為主要

大類 o

( 四 ) 魚群之分佈情形

‘從魚探記錄跡所顯示之深度範圍約自 20 公尺

至 35 公尺 , 由五甲魚礁區水深約 20 公尺至 25 公尺

處記錄跡如圖十一所示看來
, 海底地形崎幅不卒

, 經魚探二次反射判別
, 底層有相當數量魚群聚

集 , 且表、中層有明顯魚群分布 o 由圖十-二可知

大安溪附近水深 22 公尺處有為數不少魚群分佈在

表、中、底層 o 而由松柏海域水深 25 公尺處之記

錄跡如圖十三所示及水深 35 公尺之記錄跡如圖十

四所示看來 , 兩者海底相當平坦 , 表層有大量魚

群聚集 D 將大安溪口附近海域與五甲魚礁區海域

附近魚群分佈情形
, 來作一比較 , 可發現大安溪

水域由於河川注入
, 挾帶豐富有機物質 , 改造該

水域基礎生產力
, 誘引魚群在此聚集 D 且該處海

面有明顯之潮白
, 其水域推測為潮境域 ( 如照片

十三所示 ) , 該海域無論在表、中、底層皆有魚

群分散聚集如圖八所示 o 因此 , 由以上魚群記錄

跡可判別出在水深 25 公尺至 35 公尺處之表、中水

層有魚群分佈 o 而在五甲魚礁區、大安溪河川入

水口及潮境域附近則有為數可觀之魚群分佈在中

、底層水域 o 另在五甲魚礁區外側據台灣省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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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最近公告船礁位置 ,
經魚探調查發現船礁正確

位置在 N24
�

24' .02 'E120 �

33'.398 如圖九
所示水深約 38 公尺 , 礁體高約 6 公尺 , 且在船礁
與船礁周圍亦有不少魚群聚集在底層水域 o

( 五 ) 礁體掩埋情形

本海域 N24
�

55'.00 ' E120 �

36'.20 為

中心之五甲人工魚除區政府會於民國七十四年及

七十六年投放水泥製大、小型人工魚礁共 175 座
,
經魚探在公告位置周圍 500m 海域來回探測結果

發現礁體己陷入沙質底內 o 再以水下監視系統 (

R. O.-V.) 潛航觀察 ,
果然未能發現任何礁

體 , 推測已全數遭漂沙、掩埋 , 似乎可從影像
上看出些許礁體頂部輪廓 o 透過水下監視系統 (

R. O. V. ) 觀察及潛水採樣結果發現松柏

海域及五甲魚礁區 ,
發現前者海域周圍海底地形

為平坦沙質底 , 平均細砂直徑介於 0.0625mm ( p
= -1. 204 ) 至 0.25mm ( P =-0.602 ) 底質 , 經分
析結果 ,

位度介於 �J JP 及 -.2 度之間 ., 而五甲魚礁
區海域之海底地形呈陵狀起伏 , 平均細砂直徑也
介於 0.0625mm 至 0.25mm 間 , 其粒度也同樣介於 -1
g 及申 2 P 之間。其海底情況可由 R. O. V.

錄影帶獲得證明 o

粒度 � AU

Tidal-aBEla--1. !

唔

,...

司
/
個 AHT

車 P =Log2d *d= 砂質的直徑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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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魚礁的設置不但可以改變海洋環境
, 提

供動、植物良好的生活場所
, 給予漁民更多的作

業漁場
, 同時也可達到培育資源

, 增加漁產之目

的 o 近年來人工魚礁的設置 , 已隨著圈內外漁業

情勢發展
, 而變得日趨重要 o 主要原因是許多漁

業國家在其沿近海有過漁現象 , 又因為國內一些

非法漁業方式如毒魚、炸魚
, 加上環境污染等問

題 , 造成今日漁業資源減產與漁場月益萎績之現

象 o 因此 , 除了加強環保工作外 , 同時更應積極

地設置人工魚礁
, 來培育漁業資源 , 才是解決此

一問題的最好方法 o

臺中縣漁業發展主要為近海漁業和沿岸漁業
, 無遠洋漁業 , 其中又以近海漁業之漁獲量為大

宗。根據漁業局漁業統計年報顯示
, 近海漁業之

漁獲量過去 10 年來變化並不穩定
, 時起時落 ,

72 、 76 、 77 、 79 四年中呈負成長傾向 ( 圖十六所

示 ) , 其餘各年則略有成長 , 80 年度時產量達

14.487 公噸 , 與 70 年度的 4,079 公噸相較增加

了 10,408 公噸
, 為臺中縣較其發展潛力的漁業

o 而沿岸漁業產量則明顯低於近海漁業產量
,

70 年度時尚有 824 公噸
, 到 80 年度時僅剩 160

噸 , 減少了 664 公噸 o

本縣有的 % 左右的漁戶從事於沿岸漁業的捕
撈工作 , 但沿岸漁業的產量卻很少

, 顯示本地區

漁民的生活並不富裕
, 漁民尚須依季節變動而採

用不同之漁法
, 如立竿綱、延繩釣 , 鳥魚流刺網

、鳥魚立竿網等短期性漁業
, 以增加收益 , 甚至

再兼營其他副業方能糊口
, 以維持家計 o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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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政府為配合第三期的漁業發展目標 ,

曾先後於民國 74 及 76 年投放人工魚礁 175 座於五

甲漁港外海水深 20 -- 30 公尺處 , 籍以改善漁場環

境使魚類前來棲息增殖
, 達到復甦漁業資源的目

的 o 然而由於當年投礁技術問題及本海域為沙質

底 , 加上漂沙影響 , 目前這些魚礁已找不到了 ,

推測已全數遭掩埋 , 殊屬可情 o 其實漁業資源之

復甦非一賦可及 , 而人工魚礁之投放亦非任意投
放就可以發揮功效。所以不論是漁場環境整治或

新漁場建造 , 必須事先瞭解其海域環境之水流 ,

底質 , 生物相等 , 方能設計適合該海域需要之人
工魚礁進行投放 , 以發揮最大功效 o

由漁顧社 (1982) 報告指出五甲魚礁區及松柏

海區計算礁體掩埋情形得知 , 砂粒完全移動臨界

水深在 23m 以內 , 表層移動臨界水深在 40m 以內
, 而礁體最大沖刷深度為 0.42m 0 如按 74 年度投

放小型魚礁 80 座 , 假定礁體高度為 1m ' 及 76 年

度投放大型魚礁 95 座 , 假定高度為 1. 側 , 於五甲
海域水深 2.5m 月 30m 處 1 、魚、礁實測深度必卜 , 則全

部所投放魚礁 , 雖均已超出砂拉完全移動臨界水
深範圈 , 但仍在表層移動臨界水深控制範圍內 o

又魚礁投放後其最大沖刷深度達 0.4 徊 , 而原投

小型魚礁已有 8 年 , 大型漁礁已有 6 年之久 , 且

從此次魚探記錄紙顯示該海區之地形皇陵狀起伏

形狀來推斷 , 小型魚礁體幾已全被掩埋可能失去
作用 , 而大型魚礁體也有可能已被掩埋 , 對魚礁

的效果而言 , 其功能與效用已較原投放時顯著減
少 o 將來如繼續予以投放 , 似應選擇較深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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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設計礁體高度應比現在設計 2m 還高大者為宜
o 至於松柏海區因底質有部份砂碟較五甲海區良

好 , 所受沖刷深度較輕 , 但該海區細砂含量也不

少 , 似難逃表層移動臨界水深 40m 之限度 , 故將
來若要再投放人工魚礁 , 其地點宜選擇在水深

30 -- 40m 之區域 , 範圍之經緯度 ( 圖十七所示 )

, A '-6 N24 0 26'.60 E 1200 35' , B 點 N24
。

25' .84 E120
0

34' .25 ' C '-6 N24 0

26' .20

E120 �

33' .95 ,- D 緊� N 2 4
0

26'. 9 E f 2010
. 34.'

30 ' 並以 E 點 N24
� 26'. 34E120

0

34'.40 為中心
, 逐步擴大 , 但一次投放體積至少要 .有 ��洀 以

上 , 以能發揮聚魚效果 o 至於投放人工魚礁礁

體高度 , 依藤井 (1977) 研究指出
, 當礁體高度達

到水深的 10 % 時 , 亂流的垂直高度可達到水深的
80% ' 但即使礁體高度與水深比超過 10 % 時 , 亂

流的高度並未繼續 , 詳如圖十八 o 所以因礁體高

度所生的亂流可遠及礁體附近海域近表層 , 進而
促進營養鹽類的充分混合作用 o 礁體設計高度應

在 3 -- 4m 間為宜 o

人工魚礁地點的選擇 , 必須考慮若平的環境
條件 , 才能達到增加漁產的預期效果。這些條件
中以水質、底質、海底地形和海流之因素最為重

要 o 水質的良竄為影響 ?回游魚類是否來棲息的必
要環境條件。底質條件的特性 , 對人工魚礁的安

定性具有直接的影響 , 因底質之之成份是影響魚
礁生產力及壽命的主因 o 而海潮流常受

,

海底地形

的影響產生相當大的變化 , 故欲在某海域投放人

工魚礁之前 , 必須對當一海潮流的特性予以充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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暸解 , 並以所得資料數值作為設計礁體之依據 ,

如此方能使所投放的魚礁不致發生損毀或掩埋而

能長期發揮功用。所以 , 在人工魚礁礁體設計時
, 對魚礁的使用材料應考慮以下的特性 :

1. 長期浸泡於海水中沒有不利於生物之物質溶出

者 o

2. 方便取得 , 能穩定供給者 o

3. 有一定規格可確保其品質者 o

4. 製造加工容易者 o

結論與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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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白沙屯、公司寮及通宵等海區的人工魚礁區

連成一氣 , 使其成為魚礁群帶 ( 如圖十九所示 )

互為利用彰顯其效益 o

大安溪出海口附近海域與五甲魚礁區筒
, 有一

條明顯潮目 , 經魚探探得有魚群集結於上、中層 ,

此乃証明潮自處均有魚群集結 o 因此 , 如運用油游

性魚類有隨流木或物體陰影作短暫停滯之習性
, 沿

潮自線選擇幾處設置人工浮魚礁 , 自可形成捕取中 ,

、上層酒游魚類之良好漁場
, 日本沖繩縣以此方法

設置浮魚礁很多
, 均有相當良好的漁獲 , 值得學

習應用 o

投放人工魚礁的經濟效益
, 於 1988 年第四屆國

際人工魚礁會議中對其有增殖漁業資源的理論與價

值均予以肯定與認同 o 依據日本佐藤 ( 1984 ) 報告

指出 , 每立方公尺之人工魚礁平均可造成 1.837 立

方公尺之人工魚場 , 又每一立方公尺之人工漁場較

一般未投放魚礁之漁場每年約增加十公斤漁獲量 o

而且漁獲物大都是新鮮高經濟價值之魚類 o 所以 ,

投放人工魚礁其投資成本只要幾年即可回收
, 況且

投礁地點及礁體選擇適當材質
, 則人工魚礁的壽命

可長達 20 餘年
, 其問不易估計的附加效益甚多 o 因

此 , 目前從事人工魚礁的國家與地區已有美國、日
本、澳洲、中南美、東南亞、歐洲、中國大陸及我

國 D 尤其日本不僅每年編列龐大經費加強人工魚礁

之投放 , 更對漁場環境加以改善 , 增設潛堤造成湧

昇流 , 促使產生大量營養鹽 , 同時設置音響集魚浮

標 , 使經周 II 養的魚苗在大海魚礁區中仍真有習慣作

用 , 改變原來有酒游他去的習性之海洋牧場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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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分縣己設有五處經營此種海洋牧場 , 據報告
其效益可從一般之 3 -- 5 % 提高到 25 -- 30 % ' 顯然
成績斐然 , 值得學習並加以推廣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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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漁獲海、種出現月別與優勢魚種 ( 續 )
表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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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外 25M 水深附近之

魚群分佈情形

圖十二五甲魚礁區 25M 水深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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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十三 已)松柏外海預定技雄、點水深

20M 之魚群分佈情形

國十四 大安溪口潮境域附近水深

約 20M 之魚群分佈情形

圖十五 (→潛水人員在新船雄、區觀察

之記錄跡

團十五 已)新船礁之魚探記錄跡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五 )



65台中縣松柏五甲附近海域漁場環境調查研究

3∞

2∞

150
增

加

1∞事

。h

。

-切

250

切

16 ∞o

14000

12 αm

產
1 仗咒的

量

4 仗珀

2 α)()

的∞

6000

(

扒

Aa
可

RV

. , ∞

沌的181176

o
757473727170

年周

-c>-- 近締結靈增加拿→-州第盡量增加拿 !
司 u- 一一

---'

C二2 治撐臨產量I-�IJII

台市縣 70 - 80 年度漁撈幸漁獲量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團十六



66

3d
'

.','

,

2a'� i

26

24�

22�

0 .
N242 σ -

30'
"E120-30'

圖十七

台中縣松柏五甲附近海域漁場環境調查研究

!50

38' 4'0'

拉柏、五甲海域建議技置人工魚雄、區域圖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67台中縣松柏五甲附近海域漁場環境調查研究

%

哼一一一一一 �-�-N�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_Jl-

20

10

情
你
位
高
皮
與
水
深
比

.
r- 、

心
＼

2)

100%50

.
O

h/H )見L 流高皮的問你與水深比

h: 請L 流高皮 m )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In,

雄、體高度與亂流高度的關係

D: 碎、 It 品及口\ ,H:1j 之 j茉

圈十入



68 台中縣松柏五甲附近海域漁場環境調查研究

EE

區

,
鳴
曲
報
礁

魚
魚
魚

濃
濃
本

求
高
漢

卜
」
＼
4.

高投 .

,&. 義早在

8.. ‘且事魚線直

8.- 4."- 魚礦區

8"-
一石梯坪魚司B.�

國十九 本省北部人工魚雄、投放地點概略位置圈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台巾縣松柏丘 qJ 附近海域漁場環境調查研究 69

照片一 下傘錯 照片二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定位

照片三 潛水觀察 照片四 投放海流儀 (RCM-4S)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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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 水中監視系統 (R.O.V) 水中觀察 照片六 魚探記錄器

照片七 海況調察 (SD-4) 流遠記 照片入 海況觀 �QIJ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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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九 觀測鹽度比重計 照片十 顯示魚探記錄

照片十一 拖曳浮游生物網 照片十二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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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三 拖綱常者違規作業

照片十四 大安溪附近海域之潮目

人工魚礁調查研究報告彙集 ( 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