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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定置漁業為一種資本密集及投術密集之產業 , 亦是一種責輝管理型的漁業 , 更是
唯一能形成商業性經營之一種沿犀漁業 , 未來極其發展潛力。惟其經營成功與否 , 除
漁具之設計結構與敷設技術外 , 端 j視漁場之良詣。因此 , 探討有關定置漁場環境及其
形成漁場之機制 , 乃是規劃定置漁業良好作業謗、區之基本課題。

為探討本省西南部海域是否適宜規實 J 為定置漁業作業區 , 愛進行斯項研究。其結

摘

果如下 :

H 海底底質大多為細沙、徵小細 ij 、、泥及黏土質 , 利於產生“文夕效果 " 。

口離岸側海底等深線密集 , 並呈舌狀向岸伸入 , 能形成魚道 ; 近岸側海底平均坡度

約 2 度 , 相當平坦。

臼潮流平緩 , 約有的 %小於 20 crn/ see; 流向穩定 ,
漲潮流約為正北向 , 落潮流

約為正南向 , 身網室朝南北方向數設。

倒海、獲魚種計有表、中、底層性魚按八十多種 ,
優勢魚種繁多 , 魚類資頭暈豐富。

因此 , 依研究結果來研判 ,
本海區逼宜規劃為良好之定置漁業作業漁區。

本省定置漁業自民國六十九年政府大力推展以來 , 九年間 , 定置漁業之年產量及
產值送有增加

( 1) ,
除七十七年度年產量略為下降外 , 概旱持續穩定成長現象。其年

產量從民國六十九年約佔沿岸漁業之 11.84 %
' 躍升至七十七年之 22. 12 %

' 產量

的增加三倍 ; 產值更形急劇增加 , 短短九年間 , 約增加四倍 , 堪稱為沿偉漁業中 , 僅
次於刺網漁業之一項重要產業。又因定置漁業兼具有多項優惠古特性

( 2) ,
其在本省各、

葡絢具中所佔之重要性 , 正逐年增加 , 未來極具發展潛力。

* 本文部份內容會在教育部主辦之第五屆按術皮職業教育研討會發表 , 並刊載於研討會論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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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置漁業乃為漁捕向數設網真之一定 7./( 騙來游魚群 , 經垣網誘導 , 都至進入箱總

被擷獲之一種被動性沿偉漁業 , 因其屬性及其在漁業法土之定位 , 無論就漁具、漁龍

之選別使用或撫場環境之調查評估研究 , 都足以影響本漁業之經營發展。

目前 , 本省定置漁業漁場 , 約有百分之八 + 分佈於東北部及東部沿岸海場 ( 的 ,

主要漁獲對象 , 以躍、館、館、館、鎮魚等隨黑潮水團來游之祖游性魚類為主。近年

來 , 隨著引進日本新式二段式落網具 , 擴大網具規模及省力化機械起網作業方式
( �)

以來 , 漁獲對象魚種 , 已不限於表、中層泊游性魚簇 , 學凡定棲型之僻j科、偕科、烏

尾冬科魚種 , 或底棲性之鬚鍋科、平紅科魚種等 , 皆可被撫獲 (5)
。由於漁獲對象魚

種擴及表、中、底層性魚簇 , 因此 , 對於漁場海況環境因子 , 特別是海底底質種類 ,

等深線分佈、疏遠大小、流向變化、與魚類資諒豐、欠等 , 與定置漁具設網位置之選

定 , 影響漁具效率甚巨。有鑒於此 , 本丈乃針對上述諸種海漁況因子 , 在本省西南部

屏東縣竹坑溝豐定置漁場附近海域 , 進行漁區調查規劃研究 , 俾利政府機構規劃開發

新的優良定置漁區。並且 , 提供定置業者參考資料 , 在l 協助其改進漁具、漁法 , 提高

撫獲效率。

二、材料與方法

竹坑地處本省屏東縣西南方 , 位於 220 09 頃 - 1200 41' 30'£ -約在楓構以南

6 公里處 , 本次調查規章�J 研究海區如圖一所示 , 依計測項目不間 , 使用之材料及方法分

述如下 :

H 海底底質採集測定分析

* 海域目前已有二組定置撫網進行海上作業 , 二組網間距約為 3 海理。國目標明

確 , 所以以這二組網為中心 , 擇定四個海底 Jif 質蝶集站 -st.I 為垣網前端 7./( 坡 -St.

fit 哥擂台內倒水域 -st.ill 為檔台外側水域 , St.W 為二組網中間 7./( 嶺 , 相關位置如

圖二中所標示S t. I -s 1. W 。

利用定置網作業船加裝 40 馬力舵外機之竹霞 , 以自製管錯式底質採集器 ( 管長 22

公分 , 內徑 3.8 公分 ) , 如照片一 , 於每一測站 , 以船速 3 節拖曳於儷側約十分鐘後
, 收錯起出管內 Jif 質樣品 , 裝入巴編號之盟膠袋內 , 攜回實驗室 , 經 :供乾後 , 再依

AS τM規範 , 以土壤分析法作篩分析處理。

亡3 海底等深線探測繪圖

以 450 馬力 . 49.95 噸級拖網船東元吉號為揉很H船 , 如照片二 , 船上配備完善

之M x 4102 型嚮星導航定位儀器 , FURUNO 810 型雷達 , SUZUKI S - 1500 彩

色聲納 , 光電製 ? 舟子
"" /' S RM ﹒ 682C 型魚揮機 , 如照片三 , 魚揮機主要性能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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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深範圈 : (A) 0 - 50 公尺。 (B) 0 - 1 0 0 公尺。 (C)O-200 公尺。

Z 送信出力 : lKw 。

J. 週波數 : 200KHZ 。

4. f ��向角 : 17 � x7.6 � ( 半減衰角 ) 。

5. 發射音技回數 : (A) 450 回 / 分。 (B) 22 5 回 / 分。 (C)1l2 回 / 分。
6. 送紙速度 : 20mm / 分。

1 記錄方式 : 直線記錄方式 , 乾式記錄紙。
8. 電源 : AC 100Y , 50Y A 。

探測船沿禪航行 , 選擇六慷揉測線 , 分別距岸 0.4 迪、 0.6 謹、 0.8 連、 1.0

連、 1.2 理及 1.4 捏 , 即每條揉測線間距為 0.2 謹 , 如圖二所示。打開影色聲納及垂

直魚探襪 , 船速為 1.5 節 , 以雷達固定探測線 , 沿揉割據統行 , 每 1 分鐘配合衛星導

航定位儀催定船位一次 , 定位時並在魚揉記錄紙上作劃線記號 , 以便確定該位置 It 深

。經來回六航次揉測記錄後 , 再經潮差、揉現u 蛤 fit It 及投發波器 71< 深等因子 {匡正 , 得
出實際水深。然後 , 再依每 5 公尺間距之間一深度線連接起來 , 繪成 50 公尺以淺之

海底等深線圈。並進一步由海底等深線分佈圍來研科j 可能魚道線。

白流速、流向計副解析

本試驗自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二十二日起 , 下午三時三十分隨定置網揚細作業船出

海 , 於四時許將挪威製路帶自記式海流儀 ( 型號為 RCM- 45 ) 一組 , 如圖三方式 ,

置於南方定置網之第二箱總後檔台間 , 水深 24 公尺 ( 即 16K) 處 , 儀器設置方式如圖
四所示。為安全起見 , 採 U 型方式懸掛之 , 使海流儀距海面 6 公尺深 , 並預先設定每
十分鐘自動連續記錄流況 ( 流遠、流向 ) 資料各一次。計測期間 , 為避免海洋生物附

著其上 , 致影響本儀器之精確度 , 除於投入海中計損u 前先將 RCM ﹒ 45 機體外表塗上

防河防藻劑外 , 並配合潛水作業 , 每隔一個月左右 , 視情況攝起儀器 , 以清除附著生
物及更換新電池與記錄用聽帶。計測期間至七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止。

將已記錄好之 RCM-4SJt 盤帶故回後 , 徑路帶譯 :賣機 (T ape Reader 2650 ) 將

記錄資料譯 :費為文字資料 , 配合 PC 連線處理 , 譯讀列印出海潮流每十分鐘之流速及
流向之變化狀況 , 再以自行設計乏電腦軟體 , 將資料予以統計分析及繪圖。

回漁獲量統計及魚種分領鑒別

本海區目前有講豐定置漁場二組定置總具 , 自民國七十四年二月起至七十八年七

月止在海上進行漁撈作業。試驗期間定期或不定期前往該漁場進行漁獲魚種鑑別工作
,
並將該漁場作業期間五年內之每日漁獲量 , 參照陳〈的及沈 ( 1)(

的編魚頓分類圖誌

' 使魚種別逐日加以分顛統計之
, 俾揉討本海直漁獲種別及數量。並將每年度漁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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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擻擅量前二 + 名之優勢魚撞 , 以 PC 鍵檔統計處理後 , 分別繪製各單一魚種漁獲
量五年內之月別變化 , 年產量變化圖 , 禪利進一步瞭解、據討來游及棲息 1;';: 本海區之
魚種及其資諒壘 ,

作為漁場規劃與選定之一種客考指標。

三、結果與討論

(-) 海底展覽測定分析
1. 各損11 站之底質種類組成

St. I 測站位在垣總前端 , 水深為 9 公尺 , 海底底質樣品總畫為 170.54 克 , 種
篩分析後 , 如圖五所示。依ASTM 之土壤分類標準 , 篩析若 Pass#200 <10 % 即投徑
在 0.074mrn 以下之通過率小於 10 % 時 , 則不再進行社徑之比重計分析。由國中可看
出 St. I 之海底 Ire 質 , 約有 90 % 為粒徑小於 0.25mrn 之中沙 (medium sand) 。其中

叉以拉徑介於 0 . 125rmn -- 0 . 25mm 之細沙 ( fine sand) 佔絕大多數 , ﹒並含有沈泥。
依 Shepard� 的潰面坡度與沈積物直徑間關係衰 , 可知本海區潰茁坡度小於 30 --50 ,
海底相當平起 , 遍於網具之敷設。

SLll 測站 7l< 深 22 公尺 , 海底底質試樣總重為 199.03 克 , 經篩分析結果 , 如圖
五所示。海底底質約 70% 以上寫細沙及微小細沙 ( very fine sand) 組成 , 因 Pass
# 200 為 2 L 96 % ' 因此

, 再經粒徑之比重計分析得結果如表 1 所示。依Wentworth

Seal e(lO)
分類法 , 可知其中大部份為粒徑介於 O. 004nnn-- O. 062mm 之泥 ( silt)

, 僅有約 12 % 為粒徑小於 0.004mm 之黏土 ( clay) 。

St .m�u 站水深為 27m, 海底底質試樣總章為 266.89 克 , 經篩分析結果 , 如圖
五所示。海底底質約有 50% 為細沙 , 30 % 左右為微小細沙以下之泥 , 黏土底賞。其
Pass #200 為 27.96% 。再經拉徑比重計分析結果如表 2 。由表 2 可知約有 15 % 之

Iff 質為黏土 . 13 % 左右為泥質底。

SLW 測站水深為 27 公尺 , 海底底質試樣總章為 87.99 克 , 經篩分析結果 , 如
屆五所示。海底底質約有 50% 為細抄 , 30 % 為微小細沙以下之泥、黏土底質。其

Pass /I 200 為 28 .90 % ..再經拉徑比重計分析結果如表 3 。由表 3 可知約有 11 % 之

底質為黏士 , 15 % 左右為泥質底。

由以上四個測站之海底底質樣品分析結果綜合判斷之 , 可知本海區海底底質為沙
泥底質 ,

且絕大部份由微小細沙及細沙組成。海底坡度非常平緩 , 遍宜定置純真之身
網 ( 含運動場觸 , 昇觸及箱網 ) 數設。另外 , 因海底底質為沙泥質 , 對於以鋪、砂袋

或石頭袋等用來固定網具 , 抓著力或固定力極佳
( 11 )

。有助於維持網具穩定、避免網

具因受力不平均產生位移導致損爐。

一 80 一



高雄溝專第九期學報

21. 直質與定置漁場形成之關係

本海軍底質中微小細沙 , 沈泥及黏土等腐植土含量很多。通常綱具敢置海中約 1

個月後
, 運動場及箱網底部 ( 敷緝部 ) 即會附著很多由 Bacteria, Diatom, 其他

徵小生物及有機、無機質樽成之徵細鞠 (Slime) , 如照片四所示 , 此種積細附著泥

土 , 即漁民俗稱之“土垢 " 。此種“土垢 " 乃海中鑽小生物藉其為生活基盤來繁殖。
清水等

(12)
指出

, 某 7l< 域之生產力與該
*' 域存在之徵細浮游生物量關係非常密切。而海

中生產力乃依浮游生物之價值 ,
部浮游生物中所含有機智之質與量 , 以及營養墟頸量

( 即前稱之土垢 ) 所支配。此種微細物之沈泥 , 在日本則俗稱為“水垢 " 。提原
(13)

並有詳細之研究報告論及其與海中附著生物之關保。井上口的亦指出 , 底質多泥土者
, 比僅是岩盤者好。此乃為 j產質多泥土者 , 在海 iff 會產生又少效果。所謂文少教果即

海底的泥土 ,
由於潮流攪亂而產生混濁現象。這當中重分子沈擻 , 輕的浮游世飯拉子

即在海中集中 , 一面輕飄飄的浮著 , 過一段時間後才會沈激。如以歸魚、 ( 紅甘學 ) 而

言 , 因潮流從外海流向沿串之機會較多 , 通常在沿著海底的傾斜線附近 , 會揚起泥沙
, 使海水混濁 ; 山下 OS)

更指出海中沙泥為魚接之安全層 , 國沙泥所造成之又少為沙
煙幕 , 在沙煙幕中 , 魚績不會被發現 , 且索餌容易。當這混膚之海

*' 略為下沈時
, 卸

魚缸易於從外海向沿母來游 , 漁獲情形良好。由這種文夕殼果還濁情形可知 , 定置梅、
場之底質以泥質最好 , 其次為泥沙、砂及貝殼島、。

綜合上述佐證 ,
可以研判本海軍應有較高之基磁生產力。男讓台灣省水產試驗

所調查報告
(16)
指出竹坑北方之仿寮及其附近海域之基薩生產力最高 ,

平均大 �
1350mgc/m2/day 。由食物鏈之關保及其間能量之互相轉換 , 當能蘊育相當多之魚
類生物資諒量 07 )

。所以本海軍適宜選定為定置漁業區。

己)海底等濃綠分佈與魚道線研單j

目前本省定置漁業者限於綱具設計及作業按手 !可問題 , 一股網具敷設作業
*'
深概介

於 15 -- 40 公尺之間。因此 , 海 iff 等深線探測省團主要乃側重於 50 公尺以淺之沿摩

水域。試圖以等深線分佈圈 , 來瞭解海底起伏變化情形 , 尋找理想之設總地區及研中j

可能之魚道線。

1. 海 )If 等深線分佈情形

此次等深線揉測幅長 ,
北自楓港溪口以北 , 即 22

� .12'N 處 , 南至海口灣附近 2�
05'36" N 止。探測記錄紙團伊j 之一如圍六所示。種各項必要因素佐正後 , 繪出 50

公尺以淺 , 每 5 公尺差距之海 iff 等深線分佈圖 , 如圖七所示。由圈中可知 , 本海區等
提線走向 , 可分成二部份 , 即在 22 �

08'N 立Lit ( 即浦豐漁場事都所以北 ) 海域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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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線約略與海律線平行 , 成北北西及南南東向走向 ; 以南海域則不與海串線平行 , 自
成南北平行走向。近串處等深線梯度小 , 30 公尺以漫之海底地形較平過 ; 30 公尺以

深處海壤 , 等深線梯度大 , 等深線較密集 , 海底坡度較大 , 平均每 100-200 公尺距

離 ,71< 深約下降 5 公尺 , 海底平均坡度小於 2 °。

Z 海底等深線與魚道之關係

所謂“魚道 " 依山下 08 )
指出 , 乃為“魚群在深海處 , 沿難行之魚礁 , 由泥煙

造成魚柵之道路 " 。井上 (U)
簡言之為“魚群之通路 " 亦即“魚群常油游經過之海

域或路徑 " (2
的稱之。井上

( 14)
更明確指出 , 定置漁業所謂魚道 , 乃為魚群在定置

網附近之固定移動路徑。

通常 , 決定定置網魚道方位之最重要因素計有 (1) 沿偉等深線之特性 ; (2) 海區中天

然礁石之分佈狀況 ; (3) 海底地形、底質及其他海流之關係 ;(4) 海洋物理特性等四項。

西山
(21 )

指出 , 定置網數設海域 , 對於網具與魚道之配合最為重要 , 若能完全掌
握魚道 , 則可直接選定漁場。而井上仇的具體指出 , 魚道形成上 , 海底等深線是最基
本之考慮因素。因此 , 魚道深受海底等深線之影響 , 換旬話說 , 海底等深線直接影響
魚群之集結狀況。即定置網具敷設場所前面 , 若等深線稀疏 , 則魚群墨水平廣範圍之

擴散分佈 ; 然而 , 海 J!: 等深線密集之場所 ,
it'J 魚群隨即有聚集成群之現象。所以 , 一

般好旗場之所在 , 均位於等深線密集 , 魚群一定會通過之場所。 {直是之故 , 等深線密
集之處 , 即成為漁場之樞紐刊的。西山文指出 , 優良條件之定置漁場 , 在網具敷設場
所之後面 , 有特礁或岩盤 , 且等深線在網具之前面有星舌狀伸入之地形 ; 或在漁場前

面連處 , 有岩礁或岩盤 , 而等深線沿其向內伸入之地形 , 即石回 (22 )
所謂之“鑽入漁

場 " 或稱為深淺漁場。
由屆七可知 , 本海區中 , 海底等深線在 22 � 09'N- 22 �

10'N 之間 , 呈舌狀向外
伸出 , 該處南北兩側之 20 公尺至 45 公尺等深線則相對地星密集而向埠伸入之地形。

尤其在岸倒 , 有一名為禱告之天然礁石矗立海中。可依上述有關定置漁場良好條件之

探討中推翻研如j 本處可能形成南北來游魚群之魚道。而且 , 水深 15 公尺至 20 公尺間

水平距離最寬處約達 800 公尺 , 為一甚為理想、之定置漁具敷設場所。

另外 , 在國中較南方之 22 �

07'N 至 22 � 08'N 間 , 20 公尺至 50 公尺等深線亦

有略皇舌狀向內偉伸入之地形。
,

此處雖不若前述等深線那麼明顯伸入內岸 , 但等深線

也很密集 , 魚群較易集結成群 , 研判亦可能在此一場所 , 形成一魚道線。
品
黨
句
軍2.
奪
金
情
心
RA
笛

,-LRPG8.dpA
介於上述兩區域間之海底等深線 , 概呈平行走向 , 等深線梯度相當 , 魚群在此海

區 , 可能成擴散分佈 , 不易聚集。

總之 , 依擴海底等深線之分佈情形來判斷 , 本海區約可推測出三處可能之魚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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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旬話說 , 介於 22
� 07'N 至 22 �

11'N 之間之海盔 , 可充分規劃為定置漁業之良
好漁場。

(� 流況變化與網具鐘置

1. 各時刻潮流之變化

RCM- 45 聽帶自記式海流儀設置於 22 � 09.' 5N. 120 � 40. ' � 處 , 記錄滋帶
經譯讀處理後 , 以橫軸為每日時刻 , 敢每二小時為一單位間距 ; 縱軸為流速 ( 單位為

em/ see) 。今以東西向為水平軸上方表第一、二象眼為右潮 ( 即漲潮流 ) .流向為

由南向北 ; 水平軸下方表第三、四象限為左潮 ( 即落潮流 ) .流向為由北向南。經轉

換處理後 , 繪出每日各時刻之潮流變化情形 , 如圖八 (1)- ω所示。

本次計捌期間長達一百十九天 , 其間會分別於三月二日 , 四月十二日二天 , 將 RCM

- 45 提出水面 , 清除有殼生鈞及海藻等附著街及更摸新電池與新磁帶 , 隔天再投設於
海中間一位置。所以 , 除三月二 ~ 三日 , 四月十二 ~ 十三日共四天資料不全外 , 自元
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 .起至五月十八日下午七時止 , 皆有每天二十四小時完整之潮流變

化圈。由國中可看出 , 通常每天平均有二次漲潮 , 二次落潮 ; 有時第二次接、落潮並

不顯著 , 而形成每天僅有一次接、落潮現象。

我國沿海之潮汐 , 主要受太平洋之影響。此太平洋西部之潮流 , 一方面向北推進
, 進入東海 , 黃海以至於瀚海。其分支則在東海中轉入台灣海峽 ; 一方面向西推進 ,

進入南海以至於東京灣及安南沿海。潮流從沿岸經過時 , 一旦進入河口或港灣 , 白發
生潮汐現象。而每日所發生之海面升降現象 , 並不現則 ; 相那兩高潮或低潮之漲、落

時刻均不盡相同 , 此種現象稱為適目不等或週日差 ( diurnal inequal i ty ) 。週日差

最大者 , 可能出現每日僅有一次高潮與一次低潮之現象。本省西南海岸 , 適日不等之
現象很顯著 , 每日常僅有一次潮汐 , 漲、落潮與高度雖均不相同 , 但薄潮時刻與漲潮
高度之不等現象 , 尤為顯著

( 23)
。

叉 , 每月朔、望前後 , 皆有較強流速出現。計測期間得元月二十五日 ( 即農曆十

二月十八日 ) 下午二時五十分之落潮流速最大值達 6 6 . 82 cm / s 'e c ( 約為 1. 34 節 )
,
接潮流連最大值則發生在四月九日 ( 農曆三月四日 ) 上午八時十分 , 流速為 64.34

cm/ see ( 約為 1. 29 節 ) 。

(1) 流遠大小與網型之關係

潮流流速大小影響定置網具之設計、材料選擇 , 以及調型在水中變化之程度。攘
宮本*< 川
地受流之抵抗係數 .D 為擱線租度 . L 表觸目一胸長 . 1 表身綱長度 , A 1 為身總寬度

'H 表身網敷設處之平均水深 'v 表流遠。野村
( 25)

亦借出流速對綱地之吹送開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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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I 表網地之水中重量 , a 為觸地受流之抵抗係數 , d 為網tan e =

W I

a (�)V2

線租度 , i 為網地目大 'v 表疏遠 ,
。表水面和純地之交角。可見網型受疏遠之二次

方影響很大。男野村等
( 26)

更經一連串之實驗結果 ,
指出下潮 { 即潮流由運動場細流向

箱網 ) 時 , 流遠在 0.6 節以下 , 上潮 ( 即潮流自箱總流向運動場網 ) 時 , 疏遠在 0.3
節以下時 , 可保持網型不變。但疏遠一旦大於上述界限時 , 網具隨即變形 a 因此 , 一

般認為落網具之揚網可能界限梳速為 0.4 節 C 划。另外 , 因大多數魚類在潮流中掛
之走流性強 , 所以潮流也會影響魚群入網。森 (21)

研究指出 , 當疏遠超過 0.3 節時 ,

館及輔魚等之入網率及每觸平均魚獲尾數相對地減少。因此 , 如何在網型之安定性及
魚按之習性間 , 尋求一最有利之平衡點 , 實在是定置漁業經營按街上 , 相當重要之一
環。

d年以圖中右、左潮流速各 20 em/ see ( 即 0.4 節 ) 為界 , 可看出平均每天幾乎
有一次漲潮或落潮流遠大於此範圈。而且疏遠大之時間通常平均持續約二~ 三小時 ,
此與鄭

( 28)

對恆春山海協盆定置漁場所計捌之流況相似。各時刻潮流變化圖中疏遠大

於 20em/ see 之持續時間更長 , 尤以二月二十八日為然 , 持續達十二小時之久。致
使定置網箱絢底敷部浮上 , 如照片五 , 以及登網之側網變形很大 , 如照片六。當然 ,
在此種現象下 , 魚群即不可能入網。

(2) 適當攝觸時間之選定

由圖中可看出潮流轉換 ( 即左潮→右潮 , 有潮→左潮 ) 之時間 , 即憩流時間非
常短促 , 疏遠變化亦快。一般說來 J 流遠大致呈正弦設狀規則性起伏變化 , 適期約二
十四小時五十分鐘。亦即同一潮流位出現時間 , 每天約延遲五十分鐘 , 此種現象正好
與潮汐每日之延遲時間相對應。每次強流出現後四至六小時 , 潮流疏遠w 有轉蜀趨勢
。因漁民通常習慣於在定置網具前後檔台附近設置白天供辨議漁具範圈 , 俾保聲漁具
不受其他海面航行船隻損壇之旗子標識物 ,

如照片七所示。我們可再利用此旗子標議物

來供陸上目視觀測海流用。漁民可根據標識頡被潮流帶動之方向及其沈沒入水中多寒

之情形 ,
來研判潮流流向及疏遠之大小。換旬話說 , 適當陽總作業時間 , 可選擇在最

大航速發生 ( 即標講真沒入水中最多時 ) 後 , 給六小時 , 流速漸漸趨緩而種定時為Z
。

Z 疏遠頓度分佈

將各時刻之潮流變化加以進一步處理 , 以圓心為疏遠 Oem/see' 內圖表疏遠

為 30em/ see' 外國表疏遠為 60em/ see, 圖上並標以方位後繪出各月份之疏遠頻
一 8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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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佈圖如圖九 (1)-(5) 所示。依水試所漁海況簡報
(29)

指出 , 元月下甸 , 台灣地區受

東北季風及大陸冷氣團之影響 , 後半旬主受寒流以及恆春半島特有強勁落山風之影響
, 因此 , 由團中可以看出元月份下旬所測得之流速大多為落潮流 , 流速超過 30 ern /

see 者 , 次數很多 ,
甚至有十二次流速高於 60 C7II / see; 二月份流速較為緩和 , 大多在 30

C1II /see 以內
, 漲潮流疏遠超過 30e 寫 /see 者之次數 , 大於落潮流 ,

但整體而言
, 落潮流

流速頻度大 it: 接潮流流遠之頻度 ; 三月份因受東北季風及鋒面影響 , 並有強烈寒流南下

來費
, 所以漲、落潮流疏遠有增大之現象 ,

超過 3 。而 /see 者之次數亦增多 ; 四月份上

旬主要受鋒苗
,
中筒起則受移動性高氣壓及其迴流影響

,
接潮流轉趨偏大

,
有四次流

速大於 6 。而 / see ' 落潮流則有稀疏之主義次流速大 it: 30 e加 / see; 五月的本省天氣

主要受偏南氣流影響 , 謹、落潮流速叉趨於緩和 ,
唯其方向約略偏西北及東南。

由各月份流速頓度數握之集中與分佈情形可旬 , 本海區接、落潮流流速約有 86%

小於陽總可能界限流速 20em / see 以下 , 非常通合於定置漁業之海上作業。
J. 流向與流速之.關係

茲將流向與流速頻度按各月份分別綜合繪成玫瑰圈 , 律進一步瞭解流遠流向之密

切關保。團十 (1)-(5) 分別為元月份至五月份各月份之流速流向玫瑰圖。圈中將潮流流速

分成 0.00-10.00em/see' 10.01-20.00em/see. 20.01-30.00em/

see 及大於 30.00em/see 四個級距 , 並分別將各級距之流速流向 , 依出現頻度姆拉

統計累加連接起來。為 ;:1< 便於更進一步探討流速流向之關係 , 統計各月份右潮 ( 即接

潮流 ) 及左潮 ( 即落潮流 ) 出現之百分比例如表 4 所示。由前述圖及表中可易於看出

' 元月份下旬所刮得之資料中
, 左潮頻度遠大於右潮 , 且聽乎為右潮之五倍 , 左潮有

22.8% 之機率疏遠大於 20.00em/ see; 二月份流速偏低 , 左潮發生機率為右潮之

1.5 倍 , 但流連大於 20. OOem/ see 者 , 右潮反而比左潮多 , 約為其四倍 , 且本月街

左、右潮流速大於 20. 00 em/ see 者 , 只有 7.3% 而已 ; 三月份則左、右潮流向頓度

約略趨於相等 , 流遠超過 20. OOem/ see 者 , 右潮也大於左潮 , 其頭度比值攝大為 7

倍左右 , 兩者頻度合計有 14.2 % ; 四月份左潮頻度約為右潮頻度之 1.7 倍 , 左潮大

多流遠低 , 右潮則流速大於 20. OOem/ see 者 , 約為主潮之五倍 , 兩者之頻度合計有

15.4% 之多的流速大於 20. 00 em/ see; 五月份亦為流遠較縷之月份 , 有 90.3 %

流速小於 20. 00 em/ see. 僅有 9.7% 流速大於 20. 00 em/ see' 左潮發生率約為

右潮之 1.6 倍 , 以流遠大於 20.00 em/ see 者而言 , 右潮約為左潮之 3 倍。

4. 流肉與網具之關係

西山
(30)

f冒出 , 除流速強弱外 , 流向亦能決定網具在水中之變形程度。為使落網

具之昇網能有攻地適度農闊 , 以保持良好綱型 , 通常將定置網之身網與潮流平行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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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十中可知左、右潮之方向約為正南及正北 , 所臥在本海區定置網異之身絢宣敷
設南北向。叉落潮流之頻度 , 平均皆高於接潮流之頻度 , 建議定置網具宣蝶單向箱網
配置 , 且箱網應置於潮下側 , 即南側。

本海區流遠大於 20.00cm/sec 之強流出現頻度平均約有 14 % , 元月份十天之
流況資料中 , 其出現頻度更高達 23 % 。除元月份下旬係屬落潮流較大外 , 其餘各月份
係屬擴潮流出現強流之頻度較高 ,

這種現象可能是受太平洋黑潮流之分支疏影響所致

。因此 , 在網具之設計及材料之選擇使用方面 , 必須蝶用高比重及表面光滑 , 抗張力
大之實材 , 並且要特別加強調具之固定力 , 求取合理之綱具安全係數 , 才能夠確保衛
具在水中之安定性及良好細型 , 進而提高漁獲效率。

(固)本海區定置舖漁獲組慮與賞 ;軍量變動

為接討本海區魚類資諒量之多寡 , 評估撫場是否具有開發、利用之價值 , 因此 ,

必須對本海區之漁獲組成及其實源量變動作一分析揉究。

1. 本海區漁獲種類組成

定置網因其為被動積極性之漁具漁怯 , 垣網乃對一定水體加以垂直面遮斷 , 以誘
導魚接進入箱網內 , 因此 , 純真具有漁獲多種不開習性魚接之功能。漁獲種類包括大
洋表、中層洒游性魚種及沿犀近海底棲性魚種 , 來游性系統兼具有群體性與單體性兩
類 , 漁獲種獨組成相當繁雜 (3 日。

台灣茵位於颱風生成頻率最高之北太平洋西部 , 恰為圖台風移行路徑之要衝 (32 )
。

所以 ,
在國台風發生頻度最高之七、八、九甚至十月份 , 通常為定置漁業之休漁期。換

旬話說 , 定置漁業之每一年度漁期 ,
通常自十月或十一月起至整年六月或七月止 , 作

業期間約八 ~ 十個月。
本漁區溝鑒定置擷場使用之二組定置網具規模相間 , 係為二段箱網式落網具。總

具各部份大小結構俯視圖及側視國如屆十一所示 , 身網長 1 55K ' 垣總長 200K 0 作

業期間一股自每年十月中旬起至莖年七月上旬止。以上年度 ( 民國七十七年至七十八

年間 ) 為例 ,
除期中遇到七天本地特有強勁之落山風影響 , 致未能出海作業外 , 實際

漁構作業日數一年度換期高達二百六十天之多。每天作業時間約在上午 ( 七至十時 )

及下午 ( 三至六時 ) 各出海攝細一次。

茲將本海區民國七十四年二月起至 t 十八年七月止 , 二組定置網作業所得之每日
漁獲魚種及其產量經鑒別統計後 , 依漁獲魚積科別及出現月別列如表 5 所示。由表中

可看出本海軍至少有 74 種硬骨魚類、 10 種軟骨魚類、 2 種頭足類及哺乳類吉氏海豚

1 種等。合計出現之魚類魚種數達 84 繩之多。其中穆科魚種最多 , 佔 15 種 ; 鱗科有
13 種次之 ; 再次為笛觸科計是種 ; 石鱷科及幅科各 3 種 ; 其餘大部份皆散見於本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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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亞目所屬其他各科之魚種。魚種數比林等
( 5)
對東 I奧定置漁場所作研究報告指出之

73 種 , 及鄭 ( JJ )

對協益定置漁場所作研究報告指出之 75 種魚種還多出了近十種。由

表中亦可看出每年度漁獲量佔該年度總漁獲量前二十名之嘆勢魚撞 , 五年間計有 32 種

之多。而且 , 除跨科之青甘膠、紅瓜鰻、自騁 , 精科之日本花蜻、裸錯 , 笛觸科之琴

弦笛觸 , 石鍾科之三線雞魚、星雞魚 , 石首魚科之挽魚 , 金線魚科之紫紅金線魚 , 鬚
關科之秋姑魚 , 提金眼觸科之琉球擬金眼觸 , 隆頭魚科之寒觸、黑星銀拱科之黑星銀

拱 , 舵魚科之蘭勃舵魚 , 鑽嘴魚科之短鑽嘴魚 , 刺尾魚科之社民刺尾憫 , 館科之青點
石班、松觸科之松觸 , 臭都魚科之星臭都魚 , 大眼觸科之大眼蠅、燕魚科之尖刺燕魚

等硬骨魚類在五年內漁獲出現月別零星分歡外 , 其餘魚種皆有五個月以上之出現期。

有些魚種如紅甘館、浪人員參等四十多種, 則在漁期間連續每月皆會或多或少出現過。
軟骨魚額中蝠車工科之日本錯紅、燕缸科之燕紅、土 !紅科之赤土缸 , 頭足頸管虹科之鳥
賊、中國鎖管等 , 出現期間亦很長。

再者 , 將優勢魚種年漁獲量統計後 , 得年度優勢魚種之百分比如表 6 所示。可知

每年度優勢魚種之總漁獲量平均約佔該年度總漁獲量之 97 %
' 可見優勢魚種之來游

量左右該年度總漁獲量至鉅。

Z 縷勢魚種五年內月別漁獲量與年漁獲量變化

各嘍勢魚種五年內之月別漁獲量依表 5} 頃序如團十二 (l)-- 四十三 (l) 所示 , 年度漁
建量變化狀況依序姐團十二 (2)-- 四十三 (2) 所示。由圈中可看出 :

(l) 紅甘跨盛漁期集中在每年十一月至翠年三月份 , 年漁獲量有逐年增加趨勢 ;

(2) 浪人跨盛議期集中在每年五至六月份 , 年漁獲量每年起伏不定 ;

(3) 銅鑄穆盛漁期為每年十月至翠年三月 , 年漁獲量也有增加過勢 ;

(4) 眼斑跨盛漁期在每年三至五月 , 年漁獲量亦有增加 ;

(5) 托爾逆鈞跨盛漁期在每年十至十一月 , 整年三至五月 , 年漁獲量除七十七年
度減少外 , 每年亦有增加 ;

(6) 扁甲穆七十四年度盛漁期在三至五月 , 惟七十五年度後則似變動為每年十二

月至整年二月間 , 年漁獲量每年有減少趨勢 ;

(7) 印度自鬚跨盛漁期在每年三月至六月 , 年漁獲量亦有遞減現象 ;

(8) 絲搪跨盛漁期在每年十月至笠年二月 , 年漁獲量亦有增加 ;
(9) 瓜子 ,體盛漁期在每年十一月至整年二月 , 年漁獲量除七十六年大幅增加外 ,

每年漸次按少 ;

帥棘館盛滴期在每年十一月至整年五月 , 年漁獲量送有增加 ;

(1 日台灣巴鯉盛漁期在每年十月至翠年三月 , 年漁獲量呈遞減現象 ;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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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正健盛撫期在每年三且至五月 , 年漁獲暈呈遞增現象 ;

ω圓花鯉盛漁期在每年三月至六月 , 年漁獲量-前三年遞增, 七十七年大幅下降
, 七十八年又有增加趨勢 ;

04) 黃館臨盛漁期在每年三月至六月 , 年漁獲量前四年星穩定增加 , 七 + 八年則
大幅下降 ;

05) 黑蜻盛漁期在每年二月至五月 , 年漁獲量變化情形與黃蜂備略同 ;

也@錯盛漁期在每年十一月至整年三月 , 年漁獲這呈遞誠趨勢 ;

1 的台灣馬加倍盛漁期在每年十月至十二月 , 惟七十六年出現在二月至三月間漁
獲最多 , 年漁獲益以七十六年為界 , 皇大幅增誠現象 ;

ω中華館盛漁期在每年十月 , 七十七年則以三月份漁獲最多 , 年漁獲量變動較
大 ;

ω) 短吻蝠盛漁期在每年 T 一月至十二月 , 年漁獲量前三年持平 , 復三年變動較
大 ;

。9 星德砂釘盛漁期在每年十 R 至十二月 ,
年漁獲量除七十六年皇大幅增加外 ,

其餘各年持平 ;

ω臭肉鱷盛漁期在每年+ 月至十一月 ,
年漁獲量除七十四年因量少沒有記錄外

, 前二年持平 , 後二年變動甚大 ;

翎扁鶴織盛漁期在每年三月至五月 ; 年漁獲暈除七十六年有大幅增加外 , 其餘
各年持平 ;

(23) 細丈鰻魚盛漁期在每年十一月至幫年三月 , 年漁獲量前四年持續增加 , 七十
八年則又下降 ;

位。德之盛漁期在每年三月至五月 , 年撫獲量前三年大嚕 , 後二年則大減 ;

但日自帶魚盛撫期在每年二月至三月 , 年漁獲量除 t 十六年大增外 , 其餘各年亦

持平 ;

但@
夏威夷海鰱盛說踢在每年了卡月至十二月、翠年三月至六月間 , 年漁獲量星穩

定增加現象 ;

的日本金梭魚盛漁期在每年十月至十二月 , 整年三月至六月間 , 年漁獲量呈現

不穩定之變動現象 ;

�S) 眼眶魚盛漁期在每年四月至五月間 , 七 + 六年元月份則有大量漁獲 , 年攏獲
n
七十六年大幅增加 , 其餘各年還算穩定 ;

間) 薄葉單棘純盛歡用在每年十二月至翠年三月 , 年漁獲童自七十五年遞減後 ,

至七十八年大幅增加 , 變動亦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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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雨傘揖魚盛漁期在每年一月至六月 , 年漁獲量前四年穗定增加 , 七十八年則

文大幅滑落 ;

ω劍 1jJf 魚盛漁期在每年三月至六月 , 年溝、建量平均大約保持在 1 公噸左右 ;

個日本福缸盛漁期在每年二月至六月 , 年漁獲量前四年持續上升 , 七十八年則

叉下降 ;

資源量之調查 , 可從其年度漁獲量之變化狀態來揉討推測資源量是否安定
( H)

。

通常漁獲量可祖略作為資源大小之一個指標 , 而單位努力漁獲量則可正確作為推定資
源量大小之指標。本海區定置網每組每天平均作業二網次 , 二組網計四網次 , 漁獲努

力量固定 , 單位努力漁獲量與年漁獲量成正比。所以 , 年漁獲量之變動情形 , 即為單

位努力漁獲量之變化曲線 , 因此 , 可用年漁獲量來作為研判魚接向岸來游之參考華接
。

欲知某期間之資 1 亨、量 , 可由該期間之漁獲量除以該期間之擒獲率求得。接日本定

置網實聲專家酒井光雄先生在“定置漁業。定石主噫用 " 刊的文中提到 , 定置網年漁

獲率約僅為來游於垣捕前面魚群量之 10 - 15 % 。換句話說 , 目前使用之改良型落網
, 其漁獲率約為 10 - 15 % 而已。因此 , 我們以五年內之年平均漁獲量除以該期間之

漁獲率 , 可求出每年平均來游於定置網前面海域之魚群資源暈。將七十四年度因作業

期間宋達一漁期年度 , 不予計算。以七十五至七十八年計四個漁期年度而言 , 年平均
漁獲量約為 203 公噸 , 攘此 , 推算本海區中每年來游魚類資諒量之平均值約有 1355 -
2033 公噸之多 , 魚類資源量堪稱相當豐富。

文由上述各年度優勢魚種月別漁獲量及年漁獲量變動之情形可以看出一個漁期年

度約有九 ~ 十個月期間 , 嘎勢魚種之盛漁期概有二 ~ 六個月之畏。
綜上所述 , 僅以漁獲變動情形來機 l現本海區之魚額資源量 , 可准測各種表、中、

底層油游世或定棲性、底棲性魚種繁多 , 資海暈亦頗豐富且穗定 , 誠可規劃為良好之
定置漁業作業漁區。

四、結 這&
j'j間

定置綱漁業為等待向沿岸來酒之魚群 , 輔以垣網誘導之 , 使其陷入箱細而漁獲之
漁業。因此 , 如何將有利於魚群從外海油游向沿揮之海況因素與調具苟鈔誘捕魚群等

有機之漁獲條件結合在一起 , 誠相當重要。亦即漁場論 ( 漁場本質論 ) 與漁具之張立

論對定置漁業而言 , 實密不可分 (3 的。

本研究乃有關定置漁業作業漁區規劃詩估系列研究之一。丈中針對漁場本質論 ,

詳細揉討本海區海底 JI&: 質 , 海 J墨等深線分佈 , 流遠 , 流向與漁撞組成變動等部份海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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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子對於 l形成定置漁場機制之重要性。由丈中鐸知本海區海底底質大多為細沙、泥
與黏土質所

(組成
, 遍宜造成“文少效果 " 有利於魚類成長聚集 ; 叉海底坡度平緩 ,

等深線密集耳垂舌狀向偉伸入 , 利於形成魚道 ; 潮流疏遠尚稱平縷 , 漲、落潮流向亦
多穩定 , 遍障網具敷設與海上作業 ; 漁獲魚種計有八十幾種之多 , 且優勢魚種向岸來
游期間長 , 民類資源量相當豐富。凡此 , 皆為規劃本海區為優良定置漁業作業漁區之
有利條件。

l

本項研院試驗調查期間 ,
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七八一農建一七﹒一←撫一二十的

計畫經費補勵。規劃研究期間復蒙本校魏校長兆歡博士 , 農委會漁業處多位師長殷切
支持與督缸海洋大學漁業系、所何權活所長、歡銘祺教授、周耀然教授、游祥平教
授、華園添毆授、劉春成老師、林志遼先生、本校漁業科鄭利榮主任及多位老師鼓勵

辭五、謝

行海上試驗與資訊處理工作 ; 東元吉號船主吳鵬最先生 ,
浦鑒定置漁場

先生及諸位撫友前輩鼎力幫忙 ,
俾能順利完成此項黨員鉅之漁區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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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部竹坑沿海定直漁區規 IIJ 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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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部竹坑培梅定區街區組劃可行性蝸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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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海專第九期學報

照片一 管錯式底質揉集器

照片二 東元吉號揉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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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部竹坑沿海定擅擻區競劃可行性研究

一 146 一

照片三揉捌船內部設

備及試驗進行情形

E

照片四 綱地附著很多

徽細物

照片五定置網箱網底

數部受流影響變形浮上
情形



高峰濾奪第九期學報

照片六 定置網昇網部側網受流影響變形情形

照片七 海上辨議定置漁具範圍之擴識廣及燈,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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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樣重 比 重 OO_‘Y'\��(�n�n�n�) 通過率(%) 備 註

43.71(g) 2.65 0.046371 20. 94 水
0.031297 16.51 深
0.019259 14.10 22
0.013554 13.69 �‘
0.009539 13.26 尺
0.007751 12.89
0.005454 12.48
0.003838 12.08
0.002440 11.28
0.001237 10.63
0.001122 10.55
0.001055 10.55

試樣重 比 重 粒徑大小(mm) 通過率仿) 備 註

25.43(g} 2.65 0.013623 17.31 水
0.009523 15.49 深

0.007730 14.58 27
/:\.也0.005369 11.84 尺

0.003750 10.02
0.002385 9.11
0.001206 7.29
0.001095 7.29
0.001030 7 :29

台灣西南部竹坑培溝定置漁區組劃可行性研究

St.1 粒徑比重計分析表表 l

St.m 桂徑比重計分析表心衰2

註

水
深
幻
公
尺

備通過率 (%J

27.25
22.26
19.99
18.17
17.26
15.90
15.44
14.54
13.17
12.26
11.81
11.81

社徑大小 (nm)

0.046580
0.031628
0.019615
0.013647
0.009570
0.007715
0.Q05432
0.003807
0.002429
0.001223
0.001105
0.001039

重

2.65

比試樣重

49.34(g)

ieMGaEZag

您
是
蝠,叫

St.W 拉徑比重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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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月份左、右潮出現頻度

FILE IS PT; MONTH = 1

o. ∞一 - 10.00 em/see:
lO.Ol 一一 20. ∞ em/see:

20.01 一 - 30.00 em/see:
30.00 em/see:

Total em/see:
>

FILE IS PT; MONTH = 2

o. ∞一一 10. ∞ em/see:

lO.Ol 一一 20. ∞ em/see:
20.01 一 - 30. ∞ em/see:

30. ∞ em/see:

Total em/see:
>

FILE IS PT; MONTH = 3

0.00 一 - 10.00 em/see:
10.01 一 - 20.00 em/see:
20.01 一 - 30.00 em/see:

30. ∞ em/see:

Total em/see:
>

FILE IS PT; MONTH == 4

o. ∞一一 10. ∞ em/see:

10.01 一一 20. ∞ em/see:

20.01 一 - 30.00 em/see:
30. ∞ em/see:

Total em/see:

〉

FILE IS PT; MONTH = 5
0.00 一一 10.00 em/see:

10.01 - - 20.00 em/see:
20.01 - - 30.00 em/see:

30. ∞ em/see:

Total em/see:
>

Right = 15.60/0,

Right = 2.0%,

Right = 0.0%,

Right= 0.0%,

Right = 17.6 嗨 ,

Right=25.8%,
Right = 7.9%,

Right = 4.2 哨 ,
Right = 1.6 的 ,
Right =39.5 物 ,

Right = 24.9070,

Right = 12.4%,

Right= 7.3%,
Right = 5.3%,

Right = 49.8 嗨 ,

',
丸

,-p

咧
咧
咧
昕
一
物

ZJ'
、
d

句

JqJ-oo-wnurorozo---3

====

一--

eEE--EE-AV--

‘

EE--A',.hhhhTn

gbubo-

σ

b-ua
RRRR-DA

Right = 21.0%,
Right = 10.6%,

Right= 5.3%,
Right = 2.0%,
Right = 38.9 嗨 ,

一 149 一

Left = 35.4070,

Left = 24.2%,

Left = 10.1 %,
Left = 12..7%,

Left = 82.4 嗨 ,

Left = 53.0%,
Left = 6.1%,

Left = 0.9070,

Left = 0.5%,

Le β =60.5%,

Left = 38.0%,

Left = 10.6 吭 ,
Left = 1.1 %,

Left= 0.5%,

Left = 50.2 嗨 ,

Left = 39.8%,

Left = 20.8%,

Left = 1.9%,

Left= 0.7%,

Left = 63.2 嗨 ,

Left = 44.0%,
Left = 14.8%,
Left = 1.9%,
Left = 0.4%,

Left = 61.1 怖 ,

subTotal = 51.0%

subTotal = 26.2%

subTotal = 10.1 %

subTotal = 12.7%

subTotal = 100.0%

subTotal = 78.7 的

subTotal = 14.0%

subTotal = 5.1 %

subTotal = 2.2%
subTotal = 100.0%

subTotal = 62.9 句,
subTotal= 22.9%
subTotal = 8.4%

subTotal = 5.8%

sub Total = 100.0 物

subTotal= 53.2%
subTotal = 31.3%

subTotal = 8.2%

subTotal= 7.2 明
subTotal = 100.0%

subTo 叫 = 64.9 的

subTotal = 25.4%
subTotal = 7.3%
subTotal = 2.4%
subTotal = 1ω .0%



類別 科 }jIJ 中 名 學 名
出 現 月 別 優勢

9 10 11 U 112 3 4 5 6 7 魚種

硬骨 穆 科紅甘 穆 SerioLa �I�t�u�m�e�r�i � Av v v v 'Ill'll

魚額 穆 科青甘穆 Scrio14 �q�u�i�n�q�u�e�n�z�l�tS�˜ý J 〉、/

穆 科 浪人鬱 �±�z�r�a�n�zeì�7�1�0 bilt:. 0��V�I�'�\�! v v A

穆 科 銅鏡跨 �D�e�c�a���e�rS��. �,�.�,\«�r�U�4�t�!�, i t AIV 'Ill'll V IVIV

穆 科 雙帶 島參B14gati. �b�i�,�:S@•“•Ü�l�l�H�a r
v IVIV

穆 科費支黃獵穆 Trach.inotu. ba  ��U�o�n�i�i
'Ill'll v v

穆 科眼隨穆 Selar c rumenoplt li.almu. AIV 'Ill'll IV

臨伽侈品, 科 托爾逆鉤館 Scomberoiltu tol � d IV 'Ill'll A

島學 科扁甲 穆 JlCf14ltupi. corltt/La M
1 f J I t Av v v v w 內J v VI"

路 科 印度自鬚穆 Al ec ti. inlt ic a �� Av v v v 'Ill'll

穆 科 真 穆 Tretch.uru. jetponicu. I
v v IV V vrv

穆 科 絲踏車書 �±�zP��n�z c �i�ZS��1�"�"Së d A
'Ill'll v IV vrv

穆 科 瓜仔穆 Oetretngoilte. �,T½�L�a�b�r�i�eyI�, f I 、/ 、/川/ AVI V v v IV v

臨帥F 科 紅瓜穆 Decapt eru. rune LLii .JW

穆 科 自 路 SeLetr �c�r�u�m�c�n�o�p�h�t�h�.N_�I�m�u�. V

蜻 科 棘 館 �A�c�e�t�'•(�t�h�.�o�c�t�/�b�i�u�m .oLetnltri V 1'\1 Av v VI� IV

蜻 科 齒 蟑 Setrltet ch.ilcn.i. IVIV v IV I V

蜻 科台灣巴鯉 �E�u�t�l�l�.�t�/TuTuyV�. etLletcratUl Av v 'Ill'll

蜻 科 正 鯉 KD. t �.�uŠ�0��nS��. pe L am i. 、 1v1'\1 Av v VI'll

蜻 科圓花鯉 Auzil tapcino.omet Av v 'Ill'll

蜻 科 日本花蜻 Seo ml> cr japt) n間的 V VtV

蜻 科 黃膳輔 T h.unnu. etL bac etrc I A
VI'll v v v VIV

蜻 科黑 結 T �h�.�u^=�u �t�h�.�VTuTu•8�, Av v VI'll v

蜻 科 鱷 �S�c�o�m�b�c�r�o�mb‘R6�c�o�m�m�c�r�l�Q�n�\
/ 、/ d V AVI V 'Ill'll v v

蜻 科台曙馬加館 A�S�e�tSé�e�t ret gu �t�t�±�t�e�t vrv v VI V v VN IV

蜻 科 中 華館 ScombCromorUI lincnlil
/ J J Av v

蜻 科 裸 館 �C�v�m�n�o�l�±�r�a�e�t un icoL or V

自生�.�"�.Sã 科 有麗馬加蜻 �S�e�tSs�e�t m korcetnet 、‘
VI'll v -

笛觸科 縱帶笛鋼 Lutjetnul v �i�t�t�± VIVv
圓圓訓

笛鋼利銀紋笛蝸 LutjanUI argcntimetcuLettul I U M )叫'Ill'll IV 圈,

台 r-f 西南部竹坑沿街定置撫區鏡, 同行性研究
請豐定置漁場漁獲魚種出現月別與優勢魚種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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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月 別 優勢
額 glJ 科 別 中 名 學 名 9UC 白1 ���� ��7魚種

笛揖科 單單笛鋼 �b�"�i�o�.T½�I�o�UW�0�œô0��,�U�g�- vV v1v rJ
笛鋼科 黃足笛觸 �L�t�4�t�J�I�JcÖ`d�, �•(�'�I�J hu

M'V1'\J v'1V tV

笛鍋科 琴弦笛調 Lt4tio.ftU' IiftCo£lIhCl �|0� V 、/

緝 科 花身錯 L �.�i�o�gT½�1�I�t�[�"�"�, rioulllcu, I
VVI V VIV VI"

揖 科 道盈蝠 �L�c�i�o�g�, ��o�.�t�h�M�, "tWo. IV
/

VVIV VIV

揖 科短 吻揖 L.io g-t
"'"

�&�r�.Uï�,�i ro It rit M �I\I Av l﹒

石鐘科{釀紋石鐘PE. e �e�o�r�h�v•(�e�h�u�, Unclleu. IVIV I- �ISø�, 司,

石鐘科 三總難魚 �P�I�I�O�l�l�1�W�'�i�a�c�i�p0�T±N_ �e�r ��I�iVÛ�.�l�I�e�U�m
�I�'�V�10� �

石鱷科星難魚 1'0m.Gtf.1J 'fI' hll. ell
['V N

辦 科 星種盼釘 �S�c�I�r�dP��.�l�l�l�l ��f�t�d�e ft.i. I V Av v

齡 科 臭 肉組 ECru 11181£" Ur,. v、1、 / A、, w
I"

v

輯瓶科 扁 鶴臟 B don. �p�,�r�"�m ��"
VIV VI V A

織 科鑫民蜻 lis �m�.�i�r�l�l�a•(�"fv�. .lIi ori
IVIVVI V 司, ,-

氫目魚科 鼠目 魚 Cllanu. eMnu. �|0� V v IV IV VIV

艾麗穌斗細文露魚 Orfpu �£�u�r\q�o�p�i�.�t�h�O�p�u�. hirair AVIV Sø�, 、,

"嗜 科 揖 Corvpha.na hippUru. v ('rJ v'rJ A.
石首魚科 挽 魚 �MNÇv„�t�h�V�'‹� ��U�T�I / �v VIV

帶魚科自 帶魚 Triehiuru. £,pturua /
AN

"
金線魚科 紫租:il線魚N,mipt,."u bathv&iu. �|0� J
鬚鍋科秋站魚 �U�p�'^=�,�u�. �b�.T½�.�0�.�"

I'VJ -

接金§B鵬科|蓋章E P.mph,ri. �0eì�a�l�,•(�.�i�. i、 、叫

陸頭魚科 寒 鋪 Cho,rodon a,urio !\IN �!0�

海鰱魚科 夏戚夷海揖 E' op, 'lluru, v Av 、, -
司, 司,司,

廉觸科 斑點廉觸 D �r�,�p�acÖ�, �p�u�n�eO:�t�o�. �|0��v、w v

金梭魚科 日本金機魚 Spta.Tlr«una ia.poniea v v '6.、, . ,. . v

黑星錫縣平 黑星銀拱 Sea.toph4gu. a.rgu, N
眼暱魚科 眼 眶魚 �M�,U1�, �m�a�.�eyV�l�a�.�e�a�. Av 、,

I" '"
VI V

舵魚科 蘭勃舵魚 �X�v–10��a�u�. �£�,•(�b�u�. d
鑽嘴魚科短鑽嘴魚 O,rr,. a.bllr,oill tUl

J d •€�I�N

刺尾魚科位民刺尾觸 �A�e�a�.•(�t huru. �d�u�a�,�u^E ��r�i d

高鐘海團軍第九期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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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 別 名 學 名
出 現 月 耳目 優勢中
回 魚積9 11 1 2 3 4 5 6 7

指 科 青點石斑 �E�p�i�,�u�,`e�e�h�" Ia.rio 內/ 、/ 、/
松觸科松 鋪 Lobote. �.�u�r�i�7�l�4�m�e�n�.N_

�10��/ v
寶刀魚科寶刀魚 C /r.i rOcent ru. dora." I

v VIV v v

臭都魚科l星臭都魚
司許

$i gt1RU, gu�ta.tU'- �l0� N "\,frV

臭都氣科臭都i魚 �S�i�g�(�8 ����. IUlCucefJ.' -- IV 、, IVIV v ,-.] .
鳥鐘科鳥 '緝 �F�o�r•(�i�o nige.,r

VNv 一‘

龍占科讀-龍占 Le �t�/�r�.�rU”�n�U�. c/r.oerorvnehu. 、j 嘀 V fJlv' d
海撞科海 鱷 1'rJ 0��I�N�R�a�.�c�:�/�r�.�v�c�ePç�r�O�t�a eCIIIGdum v

鱗鈍科薄葉單棘純�A�,�l�u�t�eQŠ�m�o�n�o�e�e�r�o�. L4
AI. . v IV

I"

馬跋魚科 四絲馬敏 M
�B�h�U�C�/�r�.€˜�,•I�e mil t 8C ra.dG d y hem �IV

大眼鋼科大眼調 �P�r•8�C�Q�.�n�t�/�r�.�u�.•lN_�e�r�a�.�e�a�.�n�t �i�i�iS��, 、J vw N
燕魚科 尖刺燕魚 Pta.ta.z orb icuta.r i. J'rJ "IV
正鹿魚科 雨傘揖魚 r.tiop/r.oru. pla.typt eru. A. .0.

劍鎮魚科 劍 底魚 Ziphii. gta.diu. Av v、 � Sø�'�I�"
軟骨 蝠缸科 日本蝠缸 JCobuta. Ja.ponica. IJ Av 、M � ,..

" '
VIV

魚頸 薦缸科 日本薦缸 OtItft.nUP'a. Jo.ponico. V 、i、

燕缸科燕 缸 JCVli obo.tu.tobiJe i
J'rJ 、/VI V VI V

土缸科赤土缸 �D^%�y�o�.�C�i�. a.1«I.J ei w I. 司, . 司,

舖比科平背老叡舖Ra.Jo. kenoJ ei . .
琵琶鑽科中國黃點舖 P ta. tvr hina. .i �n�e^=�,Så v VI V

鯨敏科鯨 敏 Rhincodon tVPIU
v

胡良敏科 鋸峰齒敏 P r i O7I4e e g ta.uc:a.
VIV v

平措敏科星 貂散 �MyI�.�t et u. �m�a�.�'Tu€˜0�
v 司,

鬚敏科印度狗敏 C Mto ICt/Uium eota.z 、/ v v

頭足頸 管說科 鳥 賊 Sepia. e .cut en t a.
/V VIV w ,. IV v

管就科 中國鎖管 Lo ti(lO ehinef&.u
lV vv IV

哺乳類 海豚科 古民海豚 Tur.iop. giUii v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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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

~

是
一
哇,
普
通
嗶

-152 一



r£手度別 優勢魚種年漁獲量(kg) 年總漁獲量(kg) 百分比仿)
74 70027.4 71207.0 98.34

75 165891.4 170394.1 97.36

345886.876 338697.3 97.92

77 154070.9 156340.2 98.55

78 135544.2 140367.4 96.56

高權潑專第九期學報

表 6 優勢魚種年度漁獲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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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 vallable Study on Drawing up Setnet -Fishing" District

Adjacent to Chu-ken, Southwest of Taiwan

Jenq Huoo-Yuan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ought to survey and choose the ideal fishing ground to

manage the setnet fishery successfully. Owing to drawing up, developing and exploit-

ing ideal setnet fishing district in the southwest sea of Taiwan, we must have a good

grasp of oceanic conditions, such as sea sediment, isobath, current speed, current direc-

tion and fishes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obtained the data mentioned. The good reasons for

setnet fishing district are as follows.

Most of sedimentary samples are composed of fine sand, very fine sand, silt and

3}

clay.

The isobath is contiguous to each other. It can become a fish route because it

is tongue type stretching toward coastal line.

The current speed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20 em/sec.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flood

and ebb is steady.

There are more than 80 species which some fishes are migrating and the others

are non-migrating throughout the year in this fishing district.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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