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置網標識放流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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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於民國 75 年及 77 年兩個梅、種年度肉 , 在大里源與定量
漁搔分別將 13 種 605 尾剛從箱網中漁獲的活魚標織並放流

於定置網的箱網中 ; 且於其後作業獨次中再捕之。根摟起

街時間及起網間隔以及魚種別的宮存率分析 , 我們發現

(1) 放流的時間愈畏 , 相對的留存率亦愈低 ,

放流區間經過一個夜晚 , 留存率最低 , 為 0.23 0

(2) 本漁場最主要的漁獲物為控科魚種 , 其留存率均低
: 圓花控為 0.09 .齒館為 0.24 0

(3) 朝網漁獲量較高的蜻、大 0& 鋼、

魚撞 , 其留存率亦較高 o

而傍晚的

自帶魚及高麗 -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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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gging expe�iments of the bag net of set-net fishery had been done

periods from 1986 to 1988 at Yung-Sing fishing ground infor the fishing

The data of total 60S fishes including 13 species wereTae-Lee. Y凹 -Line.

. here we separated and analyzed the durnal land-

ings and remaining rates as following:

recorded at serious time

(1)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periods of the marked fishes passed over

and those

9f the evening tagged had the
(2) Although the banito species were dominate in the set-net fishing

lower the remaining rates were;

lowest recaptured rates.

thein the bag net,

. 0.24且也.e.l( 0.09 of 但且主ground. but their remaining rates

lower than other species.

such asTrich iurl 扭扭且正隘 ,Scomberomorus 垃且也瓜
, 起扭扭EtaDeinoceDhalus and Peiacanthus macracathus having bet-

wereof 包r:da orienta I is )

(3) The species,

also had the highermorning than afternoon,landings in theter

remaining rates.

key W 0 r d s : Set net, Tagging experiments.Remaining rates,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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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東部海域有黑潮流鈕 , 治偉水的交會及地形妓壓

等 [1.2] 常構成有利於魚辭酒當、駐足索餌之漁場璟績。其

中 , 筒、韓、陸、館等均為重要的機種魚種 , 而主要的機
具總法為團街、牢釣及定置鈍。

定宣獨在沿岸海域的設立 , 借垣獨阻斷魚類祖當路徑
, 並將之引導進入運動揖鋼、登鋼而箱獨 [3.4] 。獨具設置

後 , 除輪換網何以曝龐染整外 , 每年 8 到 9 個月的為期中
, 幾乎夜以能白地進行漁獲 [5. 的。因此 , 各時期之機獲魚
種組成各異 [7] 。而每天早、中、晚 , 三次的起網 , 其持續
時間長短不一 , 造成魚類司在箱獨停留時間 , 尋說出路的
機會 , 或伴隨海況變化致獨具變形而逃出箱鉤的情說亦有
所不同 [8.9.10J .是頗值玩味的讓題 o

一
、

、

二、材料輿方法

(一 )
、 漁揖

礁帥實蝕岩的次業小右每作個左。廈一噸靠二的三停乘寮鹿港分
喜
月

.
兩
里
半

蕃

)3

天
她
的
大
各

里
一
年
三
容
的
民

大
圈
,
布
數
可
近
溝

縣
伽
國
實
剛
附
位

蘭
島
民
場

,
往
十

宣
山
到
現
成
前
搗

於
龜
自
往
形
須
漁

位
為
街
前
聽
必
隨

,
方
月
月
岩

場
南
元
個
然
時
人

漁
東
年
每
天
大
寸

輿
其
布
均
一
太

4

源

,
國
平
是
差
力
業

蘭
外
民

,
口
潮
人
作

宣
港
從
自
港
遇
需
海

然
假

,
約
出

天
餘
飯
數
飯

利
用
課

9 日止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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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The study.area and installed positions of set ne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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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2 Tagging gun and plastic labels.

pass i ng dayS → 2 3 ← number of fishing haul

Fig. 3 Locations of identifers, passing days whenever experiment began

and nu 蛤er of fishing haul during a day (1: the first haul at

about 7: ∞ am., 2: the second haul at about 11:00 am. or 3= the

third haul at about 3:30 pm.), on tagging 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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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三 )
、 t軍濤魚

本實驗研究的孰行 , 從民圓布年元月至 76 年 3

揉按了十三種魚種 , 共 120 組資料 , 包括
眼斑館 ( 記垃E cr�enoDhthalmus) , 扁甲車8 (MeR:alasDis 也E血la) ,
拉迪館 (DecaDtert 扭扭扭dr.), 齒鑄 ( Sardaorier 吐a I is ) , 圓花學 (

包泣且也d1ei) ) {i: 腹蜻 ( 記扭扭丘 tapeinocephalus), 高麗錯 (

Scomberomorus 扭扭扭區 ) , 自帶魚 (Trichiuru� 垃且止血 ) .鑫民聽 (

HemireamDhus 組.ior:.i), 薄糞單韓鈍 ( 位叫虹us.Monoceros) , 大眼鍋
(Peiacanthus ma 佇acathus) , 花身難魚 (Th 虹血血品也Ya) , 黑接接

金眼鍋 (PemDheri 只 vancolensis).

月止 ,

( 四 )
、 標錄放流與再捕

從天然港出海後 , 約 3 分鐘抵達近岸的定量緝 , 即由

登謂口開始起網 , 需半小時至兩小時方可完且是作業。 ( 說

當時流向 , 流速 , 按浪 , 天候及漁況而異 ) 。魚群起上船

內前受限於游動空間 , 活漫異常 , 水泥四麓 , 起上後亦活
蹋亂跳 o 此時 , 標擔者戴手套 , 立即慎還魚種 , 街心樟議
並稍事觀察後 , 再放回箱獨中。
標攘的部位 , 各魚種則大致相間 , 剩戳在背嬉向後豹

三分之二 , 居條基座左右貫穿之 0 ( 如圖四 (a) 、
(b) )

其後的作業網次 , 除重複上述的標揖放流外 , 並自漁
獲中按出前幾謂次之攘譏魚體以資記錄與分析其留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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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 4 Course of the tagging experiment:

(a) fishing, sampling, tagging and releasing on set net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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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果

(一 )
、 再捕率之適自變化

箱摺為定宣鉤的最後漁獲機構 , 根摟本實駿題再捕尾
數除以總放流尾數的結果 , 再捕率僅 0.38 而己 , 亦即 , 但

設一百尾魚進入箱網中 , 在下次起網前 , 仍有六十二尾魚

迫于離箱網。然而, 源與漁場早上 J 中午 , 傍晚等三次起網

所建歷時間不同 , 入調魚群在箱獨內之宮存時閻長短亦不

故其週日之再捕率亦應有所不同 [13J 0
一 ,

1. 早、中、晚等三揭次再捕情形 :

表一乃本研究標話魚於早、中、晚獨次放流 , 而下鍋

次回 l彼之再捕率之情形。在總放流次數方面 , 早上遠較中
午 , 及傍晚多 , 主要是早上這個過次待網時間較長 , 及運
過一個夜晚 , 漁種組成較接雜 , 漁獲量較多 , 故標接魚的
遲緩較方便 , 組數亦較多 o 中午的獨次 , 一則因待網時間

最短 , 僅 4 小時而己 , 且其漁獲甚少 , 有時更無漁獲 --=

者因流水太急 , 常省翻中午的起鋼工作 , 故攘攘殼的還告

及組數均較朝獨者差。茲分迷之如下 .
(a). 早上標話 ( 代號 1 ) 之 53 次記錄中 , 有 15 次是全

部逃出箱濁 , 與中午 , 傍晚的放流實踐中 tb 較之下 , 全數

逃出的 tb 例低很多 , 其可能原因為早上放流之標議魚 , 留

存於箱謂的時間較短 ; 也可能是早上的漁獲物大多屬夜間

至清晨入謂的夜行性魚種 , 重伏夜出 , 故白天放流後 , 活

動性較小 , 除非海況因子有急歡的變化 , 致網型異變 , 應

較不易全部逃出箱鉤。

(b). 代號 2 為中午放流之標議魚 , 這些魚均為早上 7

點至 11!'i 入謂之魚種 , 其可能出入獨具的時間雖較短 , 但
全數逃出之 �b 率郁達大於朝獨者。可能保白天入緝的魚種

較少口的 , 旦白天光鑄充足、透明度較大 , 此類畫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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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aily variance of the remaining rates

Pass i ng hours
Tagging ti 臨S

Released numbers
Re 臼ptured numbers
Remaining rate

Humber of fishing haul
1 → 2 1 → 3 2 → 3 3 → 1 (next day)

4
24

107
65

0.69

1.2.3:

一一一

9
29

211
91

0.43

as described in fig. 3.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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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15
42

196
45

0.23
,--,

bnuaL-E-lrenvvheobnu--eogoa-+be'"
“+lwrA。σonH...&

+
』s...a......s令

Ew--...HUe-enk

Species

k 垃E crumenophthalmus
MelUilaspis ωrd:ila
Decapterl 扭扭扭d
Sa凶aoriental is
心Us. 凶cl1.ei

記且垃E tape i noceDha Ius
Scomber 、omorus 扭扭扭.\.IS

Trichiurus 扭凶J.U:11S

Hemireamphus 組.i.w:i
U 且虹.\.ISmonoceros
Peiacanthus macracathus

E 虹血.on. 扭曲旭
Pempheris ¥ancolensis

genu

-nua

』-mm

-a
』-nk-EO�-�-0�

F..RASH

-
切
的

-nvu-mn

-ah-nk-AU

圖
。
』

Fa-

-e
一

-au-

-
閥
的

圖

,iu

圖
ρ

hn
“

nk

的

687119523706

qu

可

A1i

τ

iTAAHA

司
t
句

faun-4

。
ι

咱
自

�.�.U�
,.
‘

qu9
』

qJM

。
ι

147fA

啥
可

AAVRURukdRU

4.nr
』
嗯

,&
可

4001&

句
A

一 206 一

nvqd

可

AA
唾

Quq
ι

A
啥

?SA

啥

TAT-Fhunu

可

Aqu

τ

i
。
ι

nVA

且

EA--A

唔
唔,
‘

q
ι

kd

月t
民
u

vdob-AnF...A

-a

』
。

回
ρ

wnu

VZ

負M.....

121.1
1522.1
1126. 8
4771.8

476301.8
22652.3

42.7
11941.4

9680.4
986.4

19852.7
115.3

0.0

order

幻
8
也

712

泊

56

臼

3mMW

-一一



領游魚或許較容易尋得登摺口而增加其逃出箱濁的機率 o

(c) .代戰 3 .儕晚放流的 42 組資料中 , 全數逃出箱鋼

的 tt 例亦最高。從儕晚到隔天清晨起網止 , 歷經約 15 個小

時 , 整個過程超過一個潮汐週期魚兒不但有較長的時問尋
得登獨出口 , 亦可能隨著潮汐 8ft 落流速流向變化致網形改

變等而逃出箱網。

2. 各放流區間之再鋪車變化 :

表一復將旱 , 中 , 晚放流之攘攘魚 ,
再捕的時候 , 畫分成四餾區問 :

1 -) 2 早上放流 , 中午回校。、

1 → 3 早上放流 , 中午因流水急 , 或者早晨起謂

較遷 , 且漁獲甚少 , 故取消中午起謂工作
, 傍晚才起鍋。

2 -) 3 中午放流 , 傍晚回故。
3 -) 1 傷晚放流 , 隔天早上回故。

從表中可以看出 , 仍以早上至中午的放流區聞所控壓
的時數最少1 且其再捕率高達 0.69 ; 而傍晚放流至次展囡

岐之魚群 , 其鐘慶之時問較長 , 留存再捕率最低。因此 ,

放流的時閻長短對攘攘魚的留存再捕率有影響。
早上放流的魚 , 不講其像中午鼓下午再捕 , 留存再鋪

車均較中午或傷晚放流者為寓。其中 , 早上至下午的放流
區間幾為中午至下午的兩倍時間 , 前者之再鋪車 ( O. 43 ) 仍

大齡後者 (0.30) .因此並不見得歷經時間的長短郎一定與

再捕率問成簡單的負相關 : 還必須考底放流的時間是一天

之中的那個時段 , 以及放流魚種的差別。
中午到下午的放流歷經時數與早上到中午者問僅差一

小時 , 旦兩者放流區間均在白天 , 而再捕宰相差達一倍以
上 , 其可能之差異點在於早上與中午的漁種組月2 不間。不
同習性的魚、類對獨具之皮盟軍行為可能亦有所不同。

下午到隔天早上所經歷的放流區間為夜晚 , 其餘各放

依其標語放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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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區間均為白天 , 根雖曾 [8] .施等 [10J 等對定宣緝的朝夕
擒獲量研究中指出 , 除 !I 科魚種自天的漁耀量顯著的高恥
朝網外 , 其餘館、大眼鍋 等均以夜晚入網所造成朝謂
機種較顯著的高於夕網 , 其可能原因或為獨具在夜間對多
數魚種較能發揮遮斷語導的鼓果 ; 或待網時間較長所致 n

我們把各放流區間的再捕率作 t 撿定 , 發現早上至干
午 ( 1 → 2 組 ) 與下午至隔天早上 ( 3 -) 1 組 ) 的再鋪車
間有鐘頭馨的差異〔手叫 pro 間的〈川 J ; 而早上至下
午 ( 1 -) 3 組 ) 與下午至隔天早上的再鋪率問亦有顯著的
差異 ( 2-tail prob.=O.024 < 0.05 J 0 更進一步 , 將鏢誨放流區
間為白天的再鋪率 ( 1 -) 2 、 1 國) 3 及 2 -) 3 等三組共 78
筆數鐘 ) 與放流區間為晚上 ( 3 → 1 組 ) 的再描摹身作 tb
較 , 緝果亦顯示兩者閱有明顯的差異性 (

2-:- 個 il prob.=O.O44 <
0.05 J 。

由本實驗的結果可看、出 , 經過夜晚的較長待獨時間的
標議魚 , 其再搞率儡低。此與當 , 雄等之研究 [ 8.10 ] 並不
矛盾 , 概因時間愈畏 , 進入箱緝的魚群數量愈多 ; 但已入
箱緝的魚群亦可能因時間的增長而相對增加其逃出率。再
者 , 本類銅臭設董於沿岸海域 , 受潮汐及法浪的影響亦加
大 , 故海潮流流遠大小及方向的改變 , 可能使箱鉤的形狀
改變 , 甚或造成獨具升沈漂移而致魚群較易逃出。

( 二 ) 、魚種別 之再捕率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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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科魚種 :

國花經 ( 心ill ∞cl1ci. ) 的產量達 476301.8 公斤 , 佔本年度
本漁填總產量 ( 572612.2 公斤 ) 的 83 %

; 另外齒鑄 ( s.ar.da

orientalis ) 產量為 4771.8 公斤 , 佔 0.8 X 0 星星科魚種為本

漁場之重要漁海魚種 [14J ; 本省東北部海域之其他漁揖也

是以經科魚種為最主要之漁獲對象 [7J

本研究的錯果發現團結經及齒館的再捕率甚低 ( 如表
二 ) ; 使現海實當 w 察中可清楚看出圓花壁、齒錯、台灣
巴館等三種魚撞 , 在起獨過程中 , 常見其因錄法尋得出口

, 價而罹剩民箱鋼的網目上 , 有些甚且以軍j 齒咬住銅鑄不
放 , 時間久了 , 大部分己死亡或按其他魚類吃到只剩下一
些骨頭 , 尤其於盧梭期時 , 只要剛開站起題時 , 登頂撞剩
的堡、錯 , 此行便有數睹的漁撞 , 堪稱豐峻的喜兆。圖給
盟及齒錯均為隨高速之油器性魚撞 , 一則因其詠速通訣 ,

箱謂容積肉之小範圈水域難以容其舒喝酒潭 , 且翩起獨時
, 網中空無他魚 , 僅幾尾放流之標器魚 , 每見其平行水面

筆直向前衛去 , 好似急於說尋逃出口 .旦於潮流變化至獨

型異變時更易於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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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標譏後放回水中 , 並沒有慌張的現象 .且在水面上適應
個當一番後 , 即慢慢垂直向水下歡去。由是觀之 , 魚種本
身的習性對其進入箱網後之官存時間長短及留存率之高低
頓然有影響。

魚類的習性 , 似乎可以從起網過程中組酪看知。到這
總場起獨時 , 容易按最先看到的魚種如鬼頭刀、經、錫等

; 起銅鐘近捕魚部時 , 可見到的魚種如自帶、霎氏臟、薄
黨軍韓艷等沿著網具邊鑄 1國海 ; 等到達取魚部時 , 方可看
到的魚種如大眼餌 , 但見水面下 -x 鮮麗的映紅。有時起
鑽過程中以為銀什漁獲 .到達取魚部方會驚喜著成噸的大
眼鉤。

3. 館科魚鐘及鑫民錯

位疆館 (DecaDterus 扭扭d) 、扁甲 M(Mes:t:alasDis ω凶斗a

及眼斑館 ( 益垃E 佇umenoDhthalmus) 等館科魚種及鑫氏鍛 (

HemireamDhus 扭扭ci) 等之箱鋼管存率均低 , 其肇因為何尚不
得而知。上述諸魚種的捏捏或較劉小、或較組長是其共同
特徵 ;-8 獨具稍有滴滴或受潮致銅塑異變 , 此類魚種或
可話其體型的特點而較易於逃出。

4. 起身建魚及票錢鍍金眼鋼
花身難魚 (Th 虹且也扭曲姐 ) 屬沿津岩聽層魚類 , 其再捕

率最高 ; 而黑鑄鍍金眼鍋 (EemPheris vaneolensis) 的再擋車亦
相當高 o 前者在年度漁獲量上所估的比重甚小 ; 而後者崔
長不大於 10 公分 ( 因形似把美刀 , 俗稱作剃刀 ) .偶有漁
獲 , 數量亦也不多 , 都設漁民均分作美魚 , 未曾在 " 上水
魚量明組表 " 記上一筆 , 是以年度漁獲為零 o

四、討這

許多魚種或因本身的內在生理或外在海洋璟境狀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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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 會做定期或不定期的油器 ; :回濤的路徑或近岸或離
岸 , 通過一定海域之期間或長或短 ; 魚群量的大小、乃至

於魚群個體闊的繁散分布等均足以影響總況的良否。所宰

, 海洋的漁遍形成機構已大體被究明 , 而目前的 � 魚設備
或作業漁異己能方便業者有放漁捕之。定軍獨即是數設在

魚群洒遍串通過或建常棲息出沒頻度最大之前在 , 藉垣緝的

誘導、運動場鋼的遮斷及落緝的陷入以留存魚群而達濃攘

的目的。因此 , 入網魚群在箱獨中留存率之高低對定萱網
漁業之漁續按率乃至股本漁業之鐘營成積都是極為重要的

一環。

流徑本省東部海攘的黑潮是地球上最高流遠的海流之
一 , 其水塊移動速度約在 1 至 3 筋 [1 剖 , 最大延伸水層可

達 1000 公尺 , 對太平洋西倒的海洋乃至民陸地之影響至沒
且還。東部沿庫的定置網正位民蕪湖勢力可及的海域 , 其

漁壤肉之流速、流向等海況因子更直接或間接地受黑湖泊

畏的支配。本研究執行以架 , 當於本漁填測得高達 2.1 值

的流速 , 致獨具受損。此與內灣型的東澳定宣濕囂的璟境
海況額有所不間 , 此在作業成錢上所造成的影響頗大 , 而

對己入濁的魚群在網中的留存亦應有所影響。

井上喜洋等 [16] 在其報告中指出 , 飛魚 (CYDselurus

heterurus doderleini) 有週日 j國濤的習性 : 清晨到中午之期

間 , 魚群像自近岸側向外洋移動 ; 中午到下午的期間 , 則

由外海向沿偉移動 , 設置於五島列島的定豈緝部是漁獲中
午至下午向沿岸洒自在之魚群。因此同種魚依其酒當習性的

不悶 , 其設定宣獨遮斷捕獲之機車及數量亦有所不同。而
已入緝的魚群或亦因其不闊的酒當習佳影響其留存率。

定宣獨獨具的設置情況對漁種妓率乃至入獨魚群主留
存率亦有影響 : 如網型種類、規模 , 設置方向、水澡 , 登

獨角度及箱獨容讀。本省目前採用的雙落網不僅較單落獨

有較佳的漁獲效率 [17] , 其己入網魚群之宮存率亦大於後

者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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