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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魚礁之設置 , 乃是將人造或天然物質投放海中 ,

以改良海洋環境 , 為生活於海洋中的動、植物提供良好的

棲息埸所 , 其目的在培育資源 , 增加漁產 o

本省沿岸自民國 63 年起 , 在農委會 , 農林廳漁業局之補
助與支持下 , 開始投放人工魚礁 , 至今已 14 年 , 共設置 38

處人工魚礁區。依攘歷年中研院動物研究所及本所的調查
, 顯示人工魚礁的要在魚 , 培育資源的效果已受到肯定 o 但

本省有關之調查資料則僅限於零星片斷的潛水調查及標本

船漁獲統計資料 , 不足以代表魚礁附近魚類之實態。因此
全面清查全省 38 處投礁地點之礁體實況及礁體附近魚群實

態 , 究明魚群來游的要因 , 魚類的行動範圍 , 人工魚礁周
邊魚群量之時空變化 , 以為被討改進沿岸海洋牧埸化規劃
之參考 o

本報告是全程計劃的第一年 , 以全面清查台北縣 , 基
隆市歷年投放魚礁之實況 , 確定魚礁的確實位置、水深、
底質、分怖、堆壘情形為目標 o

材料與方法

目 IJ

( 一 ) 材料 :

1. 船隻 : 海鴻及海農試數船 , 民間漁船 o

2. 定位器材 : 雷達 , 六分籠 , 魚探磯 , 照相機 , 錯石 o

3. 實態調查器材 : 水中攝影機 , 潛水器材 , 採泥器 , 溫
鹽度儀 o

( 二 ) 方法 :

1. 利用海鴻號或海農號試驗船或組用民間漁船 , 會問當
地縣市政府承辦人工魚礁業務人員或當地漁會人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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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魚礁地點之漁民出海 o 先在魚礁投放區四周設置

浮標 , 再利用魚探梅以鋸齒式航法探查地形及魚礁位

置 , 當發現魚礁時 , 投置錯石標識之 ( 如圖一 )

2. 以人員潛水勘察或使用水中攝錄影機探查確定是魚礁

體後 , 以雷達定位或六分權測定相對角度 , 並配合陸
標疊標法定出魚礁位置 o

3. 在魚礁位置方圓五百公尺半徑範間內進行八方位魚探

機探查魚礁分怖狀況 , 並現場測定水溫、鹽度、採泥
及一般海洋氣象如氣澀、氣壓、風向、風速

4. 根攘魚探機調查記錄及潛水攝影資料 , 合析魚礁分怖
、堆蠱、沉沒情形 , 繪製魚礁位置實態圖 o

o

o

結 果

A

( 一 ) 望海巷人工魚礁區 :

本區自民國 66 年開始投放人工魚礁至今仍在進行 , 其
各年度投放情形及魚礁種類、數量如表一所示。經漁

探、定位
,

、水中觀察測得魚礁位置及分怖 , 如圖二所

示 , 確定者有五區 o

區 : 在海灣的西側 , 為 69 年投放的巨型水泥礁 , 位於

北緯 25
� 08 人 52 、東經 121 �

48'.01 , 其定位 , 陸標疊
標圖如團三所示 , 水澡 20-22 公尺 o 礁體大致集中

未堆壘 , 礁體約凹陷入砂坑 1/2 以下 o

在 A 區之北北西方約 100 公尺處 , 其經緯度為 ,

北緯 25
�

08' .57 , 東經 121047'.97 , 其定位 , 陸標蠱
標圖如圖四所示 , 水澡 22 公尺 o 係 66,67 年投放

的人工魚礁 , 有部份離散甚遠 o 亦凹陷入砂坑 1/2

個礁體 o 為砂質海底、附近有泥砂質地形 o 礁體

附著名要類呈暗綠色 , 但土垢甚多附在其上 o

在 A 區之北方 , 約 360 公尺處 , 水深 25-27 公尺 o

係 1.5 公尺立方框水泥礁 , 其定位位置為北緯
25 �

08 人 71 , 東經 1210 48' .00 , 其定位 , 陸標疊標圈

區
B

C 區

-48-



表一 . 基隆市望海巷歷年人工魚礁投放情形

投放年度 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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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魚礁錯石標示之構成及其魚探反射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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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五.基隆市望海巷人工魚礁 C之定位位置及其陸標疊標圖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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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五所示 o 本區接近海灣的灣口 , 可能係海流
較強、漂沙現象明顯、沙質鬆散之關係 , 礁體凹
陷入砂坑並被砂埋沒底座約在 1/2 - 3/4 個礁體 o

礁體有堆壘現象 D 表層有三線石鮮 300 - 400 尾群

游 o

約在海灣灣口的中心 , 經緯度為北緯 250 08 人的

東經 1210 48' .43 , 其定位、陸標壘標圖如圈六所示
, 水深 32 公尺 , 是近年投放 2 公尺雙層立方框礁
, 底質為砂 ,

礁體底部有些許砂坑形成 o

約在海灣灣口連線東側 1/ 3 處 , 其經緯度為北緯
250 08 人凹 , 東經 1210 48 人 51 , 水深 30 - 35 公尺 , 與
區相距約 200 公尺 , 可能為 74 、 75 年投放的 1.5

公尺立方框水泥礁 , 底質為砂 , 礁體集中且堆疊
甚多 D

D

區 :

區

D

E

望海巷人工魚礁區內 , 海水中懸浮物多 , 容易沉積於
礁體衰面 , 形成一層土垢 , 可能會妨礙後續附著物的
附著及阻止己附著生物的成長 o

( 二 ) 基隆市大武崙人工魚礁區 :

本區自民國 65 年開始 , 陸續投放至 69 年止 , 共 5 年
,
其投放情形如衰二所示 o 大武崙魚礁區因基隆港

基隆市大試崙歷年人工數礁投放情形表二 .

種類投放年度 水沒 (m)

nuJnununU

「
312222

數量

艘個個個個
13

95

60

119

91

礁
礁
式
礁

泥
泥
疊
泥

水
水
積
水

船
型
型
圓
型

舊
巨
巨
半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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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線

圖六.基隆市望海巷人工魚礁 D之定位位置及其陸標疊標圈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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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港計劃自民國 70 年起即停止投放魚礁 , 故基隆市
往後皆集中投放於望海巷魚礁區。

目前所存在者係 69 年投放的人工魚礁 , 經定位 , 在

北緯 250 10' .35 , 東經 1210 42' .38 , 其分怖及其定位
陸標疊標圖如圖 t, 圖八 , 水深 20 - 21 公尺 , 在此

位置之南方 20 -30 公尺處另有一堆 , 水深在 17 - 18

公尺 , 魚礁大都凹陷砂坑內約 1月以下 , 底質為砂

' 但砂之淚痕凹處似沉有暗綠色之沉物或長有獲類
,
使整個海底略呈暗色 o

( 三 ) 台北縣龜吼人工魚礁區 :

本區自民國 66 年開始陸續投放 4

表三所示 o

所尋緝的人工魚礁 o 以水中攝影機在船上監看得知
, 係 69 年投放的 , 其定位 , 陸標蠱標圖如圖九 pIT 示
o 其中心經緯度為北緯 250 11 人的 , 東經 1210 41 人 27 ,

年 , 其投放情形如

台北縣龜吼歷年人工魚礁投放情形表三 .

水深 (m)數量種類投放年度

19

20

20

17

個
個
個
個

100

100

46

26

巨型水泥礁

巨型水泥礁

半圓積疊式

巨型水泥礁

66

67

68

69

水深 18 公尺 , 底質為砂 ,
礁體凹陷入砂坑內約 1/2

,
礁頂有很多附著生物 , 水質較清澈 , 水中懸浮物

少 ,
礁體沉積土垢現象很低 o 於礁頂表層曾見稚魚

約 100 尾群游 ,
男有雙帶立轄網十數尾 , 及似紅甘慘

的高級魚 1 尾 , 在礁區 10 公尺範凰內出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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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t. 基隆市大武崙人工魚礁分佈實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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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北縣龜吼人工魚礁之定位位置及其陸標壘標圖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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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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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問

1. 通常魚礁剛投置入海底時 , 從魚探反射跡紀錄 , 可相當
容易區別出這就是人工魚礁 o 因剛投放之人工魚礁反射

跡與海底間有一空白間隙存在且至少有 1.5 - 2 公尺高以

上 , 因此相當突出於海底 , 而可一眼即判別出來 o 但時

間一久 , 約一年後魚礁陷入砂內與砂密切結合後 , 不但
高度會減低 , 旦與海底間的空白間隙亦消失了 o 因此 ,

往後在尋找魚礁時 , 要從魚探記錄跡來判別海底 1 - 2 公

尺高的突起 , 是否就是人工魚礁 , 相當困難 , 尤其在有

海湧 , 海浪時 , 更是如此 o 在投放錯石標示後 , 因其高
度在 3 唷 5 公尺或更高 , 且有 2 - 3 個成串的浮球反射跡

, 在海底要有如此的魚探記錄跡且位董固定不變 , 則甚

少出現 ,
故可容易判別 o 囡此 , 在投礁時 , 若能輔以類

似的標示 , 應可利於人工魚礁的尋找與判別 o

2. 人工魚礁之定位現在皆以經緯度表示 , 是借航海儀器如
雷達、六分儀、磁羅經、衛星導航等測得 , 再經海圖作
業得出的位置 , 對漁民而言 , 在實際應用時 , 常會有困
難而且不便 , 若以陸標疊標法將岸上疊標予以照相 , 並

加以描繪 , 同時將二者合併刊印告知漁民 , 則漁民在運
用時 , 即能以自視方式 , 一邊看疊標圖 , 一邊操舵修正
航跡 ,

不必應用任何航海儀器即能容易找出人工魚礁位

置 ,
此對調查工作的人員亦如此 , 有其方便之處 o

3. rr 設置人工魚礁 , 培育漁業資源』計劃 , 由望海巷人工
魚礁分怖 ,

疊置情形以及潛水調查結果 , 初步說明該處
已形成一種穩定生態社區 , 有大型石斑 , 石鱷等來此定
居 ,

吸引各類魚群來游 o 對沿岸魚類棲息環境改造 , 漁
業資源的恢復已產生良好效果 , 唯各地區魚礁的堆壘高
度皆僅 1. 5 至 2 公尺 , 不儘理想 o 若能集中投放 , 使形
成約 3 - 5 公尺高度之魚礁區 , 將會顯更大效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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