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澳定置網花腹綺漁況之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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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要

花腹館 ( spotted mackerel. Scomber austr 、alasicus Cuvier) 為本省
東北部海城重要的多種性漁獲魚種之一 , 近兩、三年來更
成為定宣獨漁業春漁期的主要漁種對象 ; 為究明其總況及
可能之影響要因 ,

乃針對東澳新協發漁場 1984 - 1986 兩漁獲

年度之花腹篇漁獲統計資料作解析 ,
結果額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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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台囂塵之蜻亞科魚類有二屬四種 , 郎自腹館 ( 訟姐垃E
japonicusHouttuyn ) 、花腹館 (�australasicusCuvier ) 、金帶花饋
(Rastrelli�e� kana�urta) 及方民盒帶館 ( L fau&h 且i) , 其中以花
腹館為最重要 , 日、韓方面則以自腹僑居多 [1.2] 0 �E 腹鑄
在亞洲之分佈北自日本九卅以南經中國東海全海域 , 以迄
菲律賓一帶 o 因此 ,

台灣周圍之花腹饋均可見於全省泊棒
,
其主体自東北海域之魚釣島附近沿 200 公尺等深.線南下

至替澳近海之大陸棚邊鑄崖部 , 一部分再南下至 �E 蓮縣沿
岸 [3,4] 0 由於 ++

腹蜻是我國重要之近海沿偉資源 , 在其分
類 [1. 5] 、生物資源學 [6-15] 、化學及加工 [16-20] 等 , 已有.多
第報告發表。

本省的花腹蜻漁業過去是以一支釣及巾著續為主要漁
具漁法 , 至 1977 年後則以遠祥的大型圍網漁法為主 [2J

近年由於能源上潭 ,
加上大墅區網的遠洋截捕等影響 , 使

得近海的花腹蜻產量銳獄 , 對巾著獨亦造成本小的打擊。
本省定宣網漁業過去捕獲花腹鑄的記錄極少 , 東澳新協發
漁場卻於近兩年之春季出現花旗篇豐漁情形 : 本漁場由台
獨 ,

改良為單 :蓋網 , 再改良為雙語網 ; 魚種組成亦由謹以
學類魚種為對象 ,

至高價格的穆類、歸類、石首魚類 , 再

逐年擻增多種性的自帶魚、薄某單棘鈍以及花腹蜻 o 惟國

內有關定置謂的花腹篇漁況報告不多 [2 日 , 可參考的資料
亦甚少 D

為究明本魚種之漁獲情況 , 乃分別作朝夕別漁獲統計
處理 ,

及盛漁期日別漁獲量與氣象、海況因子之複迴歸解
析 ,

希能進一步了解其在定萱獨漁業上之漁況特性 , 以為
令後相關研究及業者作業參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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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科與方法

資料架漲(一 )

漁況資料一-一為宜翰縣東澳新協發定宣鋼漁墳 (Fig.

1) 1984 年 10 月到 1986 年 6 月兩漁種年度每日朝緝及

夕濁的花腹蜻激積量 , 使用單位為公斤。

氣象資料一-一像向中央氣象局申錄之當地同一期間

每日日照率 ( Sunshine rate) 、平均氣壓 ( Mean barometric

pressure) 、平均風速 ( Mean wind speed) 、降商量 (Pre-

cipitation ) 、平均相對溼度 ( Mean relative humidity) 、平

均氣遍 ( Mean te 即erture ) 、平均雲量 ( Mean cloud cover)

、全天空輻射量 ( Total radiation) 及日照時數 ( Sun-

shine duration) 等。
(3) 水溫資料一-一取自台灣省水產試數所之定動海況觀

測站之水溫記錄 o

(4) 天候資料一一-取自東澳新路建漁場的作業記錄。

、

、
‘

',,
唔
,..

','
、
、

(2)

方法(二 ) 、

(U 朝夕平均漁獲量之比較一, 一以統計方式揉討花腹蜻

朝夕獨平均漁獲量並接定其差異性之有無。將整理

之日別資料處理 , 將該天只要有漁鐘 , 不論其像朝
獨或夕鋼所 1量 , 抑或是朝夕獨均有所撞 , 皆歸納為
一組資料擋分別計算出朝夕獨平均漁獲量 , 再以均

方測試 ( F - test; 如式 1 ) 其有否顫著差異存在 o

MSb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

( Between groups mean square)

一一

MSw

MSb 表姐聞之均方

一23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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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The fishing ground of set nets at Tan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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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w 表組內之均方 (Within groups mean square) ; 而

F Prob. 可由 F 值及 OF. (Degree of freedom) 查表求出 o

若 F 三三 F α (l),[(K-l), (N-K)] 則表示朝夕平均漁獲量問

之差異不顫著 o

F>F α (I), [(K-l), (N-K)] 則表示朝夕平均漁獲量間

有顫著差異 o

其中 , K 表組數 , N 表揉攘數 o

(2) 花腹鑄漁況與氣象因子的相關性解析 -一一是以接迴

歸 (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加以處理 , 而求得花腹
蜻漁獲量對氣象因子間的錢型統計模式 , 並作迴歸

參數的接定 , 以探討氣象因子對漁況之相關情形 o

(3) 花腹蜻漁況與水溫之相關 -一一將有漁情況下之水溫

與漁獲量問作頻度分析 , 并作相關揉討。
(4) 花腹館漁況與天候之相踴咱一一本研究將氣侯簡單地

分為三級 , 以 1 代表晴天 ; 2 代表陰天 ; 3 代表闊

天 o 將有漁情況下之天接與漁獲量問作頻度分析
,

并作相關揉討。

日右

閉目-、 名畫果

1. 東澳定宣網 16 腹蜻漁況 :

(1) 花腹饋漁撞量之季節變化一一- Fig. 2 為東澳新協發

定宣獨漁場 1985 與 1986 兩年度花腹蜻漁獲量之月別

變化 , 漁期分布在每年 12 月至次年 5 月間 , 而以 3

月為盛漁期。兩漁獲年度月別漁獲量變動頗為一致
, 其季筒 llQI 濤的現象甚明頡 o

(2) 花腹鑄朝夕漁獲量的 c:h 較一 --- Table 1 為 1985 與 1986

年度花腹館有漁獲月 {分之各月起獨次數及其間饋魚

有漁次數。合計九月中 , 朝獨共起獨 270 次
, 有漁

次數為 87 次 , 其出現頻度為 32.2 % 。夕獨起網次數

為 264 次 , 有漁次數 20 次 , 其出現頻度為 7.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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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frequency of spotted mackerel caught by set-net at

Tang-Ao bay during 1985-1986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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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謂的出現頻度約為夕獨之 4.2 倍 o 再說朝獨與夕

鉤的漁獲量來看 : 1985 漁獲年度的來當時期為 12 到

5 月之間 , 其各月之朝夕漁獲量如 Fig. 3 所示 , 可
知每一個月朝網所捕獲之花腹鑄數量皆大 E� 夕鉤 ,

旦夕鋼只有在 3 月的才出現漁撞 , 該月份之日別朝
夕漁璜量 ( Fig. 4) , 亦可明頭看出朝獨漁種量幾

乎皆多民夕緝。 1986 漁獲年度的來當時期是集中在

1 到 4 月間 , 其月別朝夕漁獲量差異情形如 Fig. 5

.可看出這四個月中朝夕獨皆有捕獲到 , 除 2 月 2 是

日夕謂大量漁獲 ( 1 萬 7 千餘公斤 ) , 致該月之夕

獨漁況較朝網多外 , 其餘三個月朝緝的漁獲量皆明
頭地大民夕網 o 且由雙方分析錯果 (Table 2) , 頭

示 F 僅為 5.29 ' 控查 F 之 Probe 小於 0.05 ' 亦即花腹

饋的朝獨與夕網漁獲量間有顫著差異 o

Table 2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morning and aftern ∞n
landings of spotted mackerel caught by set-net in Ta 時 -Ao

bay during 1985-1986 fishing seasons.

s 。叮ce D.

Between Groups ]

Vithin Groups 10
Total 10

Group. Count Mean SD SE 95% Conf Int Mini. Maxi.
Grp 1 546 鈞。 .1511 1729.0 鉤。 73.9986 84.7937-375.5085 0.0 29877.5

Grp 2 546 44.1813 763.4336 泣 .6719 -19.9970-108.3597 0.0 17415.0

TotaI 1092 1 了I.1662 1泊9.1 切4 40.5245 57.6514-216.6811 0.0 29877.5

Tests for H。勵geneity of Varianc 臼
Cωbrans C = Max. VariancelSWI(Variances) = .泊的 , p = 0.0
Bartlett-Box F = 泣9.430 , P = 0.0
Maxi.WI Variance / Mini.WI Variance

F.

ω

91

M.S.

9441639.249

1786307.121

F
5.2856

Probe
0.0217

�

(Approx. )

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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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東澳定量獨 16 腹蜻漁況之影響因子 :

(1) 定置網花腹蜻議獲量與氣象因子之援迴歸解析一

表三為花腹蜻漁獲量與九項氣象因子稜迴歸 WI 析之

計算机印出結果。其援迴歸相關條數為 0:19377
' 判

定像數 ( R 平方 ) 為 0.0373755 ' 被迴歸參數的 F t會
定值為 0.88428 (P 值為 0.5402 ), 故各氣象因子對
錯魚漁獲量之影響不明顫。而估計迴歸函數如下式

Ym = -82.18 + 0.05Xsu + 2.98Xra - 6.17Xpr + 3.38Xp + 12.01Xhu +

5.67Xsp - 217.88Xte + 2.51Xdu + 60.96Xcl 一一一一一一 - (2)

其中 Ym 代表蜻魚漁種量

扭lU ' XsP
, Xte ﹒ Xdu

Xsu

XcI

Xra ' Xpr I Xp ,

分別代表日照率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ANOVA test among the landings
of spotted mackere I and meteor 叫。gic factors.

Multiple R .19377 R Square .03755
�--�--

Analysis of Variance

DF SSM S
Regression 9 116884960 12987217.85938
Residual 204 2996097229 14686751.12587

Variable B SE B Beta T Sig.T
SUN .05414 5.17893 3.5749E-03 .010 �.’� 17

�

- - -

�

- -

�

- -

�--- �--

SPEED 5.67370 26.40000 .03308 .215 .8301

TEMP 冒217.88018 155.84122 -.25315 -1.398 .1636
DUR 2.50625 5.32974 .10508 .470 .6387
CLOUDY 60.95968 512.02966 .04934 .119 .9053
(Constant) -823.17701 92081.01284- ∞9 . 9929

F
.88428

Sig.F
.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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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空輯射量、降商量、氣壓、溼度、風速、氣溫

、日照時數、雲量 ,
單位校正後之樺準化迴歸學教

(Beta 值 ) 萊看 , 溫度 ( TelliPature ) 的 -0.25315 影響

稍大 t
' 另由參數之 T 鐵定額示溫度變因的 sig. T 為

0.1636 0

(2) 水遍對 16 腹蜻漁糧量的影響一 --- Fig. 6 及 Fig. 7 為

各水溫區間之激鐘頭度與總漁獲量闊的關像 , 可明
頭看出在 18.5 暐 25.5 度間有漁撞 , 而在 20.5 到 22.5

間有較多的漁獲頻度 ( 分別為 10 與 11 次 ) 及海種量
( 分.別是 22495.9 和 9121. 3 公斤 ) .皆是呈一常態分

布。

(3) 氣候對花腹蜻議獲量的影響 -一一由Fig. 8 可以看出

在陰天有較高的漁獲頻度 ( 42 次 ) 與較佳漁種情況
( 95851.5 公斤 )

四、討當

本省東部海域 , 為黑潮主流富 , 迫藏有甚大的酒當性

魚類資源 o 由於世界各國箏相宣佈設立 200 連連濟水績和

兩次能源危機 ; 及本省西部海域部的漁業資源的桔竭 , 使

東部資源更具重要性 [20] 0 而全省定宣獨主要的分佈海域

在黑潮流軸附近的東部沿岸﹒其像漁聽般有露集魚群的放

果 , 是一種高度運用魚類酒濤和對獨具運動等魚類行動最
具代表性之漁具 [22] t 且更兼備了作業省力、時間短、危

按住少、耗油量也少、鮮度好、岐益種定等優勤 [23] .是
錯省能源而有殼的漁業 [24] 0 而全省定量獨中 , 又以東澳
海嗤之定萱漁場漁種情況最佳 [25] 0

台灣周圍之花腹鑄均可見於全省沿埠 , 其主体自東北
海域之魚釣島附近沿 200 公尺等潔鎮南下至畫著澳近海域之

大陸聽層巖部 [4] 。東澳新協發定宣獨漁填蜻魚種類 , 主
要是花腹館和金帶 16 饋 , 尤以花腹饋為多且近兩年有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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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僅由第二箱獨起鍋 , 以緝短作業時間。
而其 [35] 曾詞查本省東部海域生物資源 , 白天與晚間動韌
性浮醫生動能為 1 : 1. 21 .單位体積個体數能為 1 : 1. 65

, 且花腹饋攝食情形在黑暗時較活潑 [36] , 推測其於夜間
索餌而易較易於入獨。

至於在 75 年 2 后 24 日當天的夕鑽機種量達到一寓多公

斤 ,
推測和外潭水與沿岸水之交匯狀況有關 [訂 ] 。

定量網之機法 ,
主要是利用垣網之遮斷放果語導魚群

入網 , 有些種類易 D� 入網 , 亦易於逃逸 , 而有些種類不易
入鉤 , 唯一星入獨即不易逃離 , 根按其等 [38] 對朝夕 � 腹

饋標諾放流結果進行統計分析 (Table 4) .朝夕花腹蜻.標
擴故流鯨巔著差異 , 顯示其一旦入緝 , 即不易再逃出 , 故
為夜間易於入獨之魚種 o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morning �ndafternoon remaining

rates of spotted mackerel by tagging experiments.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Source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D.F.

15

16

S.S

.0148

1.8460

1. 8608

M.S.

.0148

.1231

F

.1206

Probe

.7333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大
響
對
的

絕
影
子
閱

。
有
因
相

划
分
象
度

丹
、uFL

部
氣
低

異
少
別
現

而
而
自
星
。
此
間

間
,

以
均
額
闖

不
額
曾
遍
明
的

種
明
口
普
不
切

A
恃

魚
不

[

﹒
響
密

依
響
等
性
影
極

影
真
關
之
有

響
之

,

相
蜻
動

影
子
制
的
腹
變

的
因

[
量
花
況

、
胡
象
大
獲
對
海

漁
氣
不
穗
子
與

對
受
亦
緝
囡
讚

子
說
性
賣
象
泡

囡
漁
閱
定
氣
之

象
種
拘
種
而
類

氣
魚
其
魚
。
色
⋯

分
,

類
形

部
者
鐘
情

[26J D 本省東

一250 一



北.部海域之水溫漂受黑潮潮流和台灣沿岸水的影響 [15] 0

水溫為主要的海況茵子﹒能改變魚類之索餌及代對作用及

成長及 j回濤、漁獲暈、群集、產卵藍胎之分化及幼苗成長

分佈 [42] 0 1E 腹篇魚是一種洒遍之魚類 , 其分佈受海況之
影響至為額著 [21] .而且是難時間與海水月均溫的變化有闋

的 o 本文 1E 腹館的漁積水溫分佈於攝氏 18.5 - 25.5 度 ,

與庄島 [43] 言其產卵水溫是 16.7 - 25.5 度有相訟的錯 , 果。

至於花腹館之漁種是否在陰天﹒有較多情況 , 還未有文
獻可資佐証 o

漁鐘起勢 , 與人力、設衛之控入量趨勢 , 慮是平行的
o 因此為求獲得更多的產量 , 則可暫時住地放此魚撞的主
漁獲期間 , 讀整起獨時間、次數與人力 , 並改善其漁具﹒
漁法及經營方式﹒以求在最少之人力 , 切力設資下 , 有最
大之回饋利滴 o 因此在 1E 腹饋的漁期期間 .Q;1 乎可增加朝

謂之竭獨以增加漁種 o

本研究尚在開始時期 , 有關資料極為缺乏 , 未能進行
很漂入的研究 , 例如 : 生物方面研究全無 G 且只有一、兩

年間之資料尚不可
1

能把握全說 , 另外 , 本文之海況因子因
資料缺乏 ,

只有鐸討水溫一項賽因 , 水溫並非唯一的影響
指標 , 透過更多的因子的計測及解析 ,

可能更有助於本魚

種漁海 pt 相關性之解明 o 而且宜在當地有獨立之測定海況

資料的手在鈍, 以作定期連鑽的海洋觀測.其漁海況資科進行

分析研究 o 配合連鑽海況 , 魚種習性 ,
漁獲量與氣象因子

等闊的相關來對 1E 腹蜻作更進一步解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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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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