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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綿延繩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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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ep Sea Tuna Longline

Chuen- Chi Wu

1. 54 times of longline fishing were under

‘

July 1984. There were 19 species of fish caught, the main species are: bigeye

tuna, yellowfin tuna, black marlin, silver marlin, sw�rd marlin, sail marlin,

kingfish, skipjack and dolphinfish. Mean of catch rate is 3.5 %.
2. The sea around Lu-Dao and Lan- Yu is a good

taken over the

inshore area from Ta-Wu

I ongl i ne ground except

to Hua-Lien, especially the eastern sea ofLu-Dao

;hing

between

tuna the

ground of tuna from

Ie area

from July to Auguest.

3. Best longline depth for the main

Yell owfi n tuna: 135-225

sped es are as follow:

meter.

Sail marlin 91-103 meter.

Si I ver marl in : 167-225 meter.

BI ack marl in : 1 站 -208 meter.

Sword marl i n 179-21)4 meter.

Ki ngfi sh

Dol phi nf i sh

4. The fork length distribution

within 141-150cm. The fork length distribution

and peaked wi thin 96- 105 cm.

: 111-134 meter.

。 -100 meter.

of yeH owfi n tuna ranged from 91-180cm and peaked

of dol phi nf i sh ranged _f rom 45

-1l5cm

5. The best fishing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of main sped es are foil ow :

Yellowfin tuna: 27 � C

Black marlin : 26.5 � C

Sail marl in : 29 � C

6. In

Ki ngf i sh : 28.5 �C .

Dolphinfish : 30.5 � C

the part of bai t ex 伊 ri ment, catch rate of Ii ve- bai tis better

bait, but for deep-sea migrated fishes dead-bait is better than live-bait.

examp 峙 , harr-tail bait is the best one to fish sharks and black marlin.

than dea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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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自從菲律賓實施二百裡經濟海戚後
, 本省近海關延繩的游業也隨之喪失了部份良好漁場 , 進而

造成該漁業近年來之誠搓
, 根據漁業局年報 , 台濟省近海臨延繩的漁業生涯 1憤之統計 ( 如表 1 ) ,

�

自 IJ

表 1 各縣市近海輔延繩釣之輸船數及建荒之年度變化

Annual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fishing boat and the production by distr ict

longline on inshore s回 .

縣蓮花縣東產縣東屏市雄高省轉蓋

船數

Table 1

產最船數產量船數產量產量船數產量抽敏

133.157591.179 29.3599.5251.017誨 ,晶51.2521978

228202.994771. 075 訝 , 自26.2041.015誨 , 但81.1781979

341203.120931. 323 27.3398.2481.068濁 .7991.4461980

257203.2 晶1011.281 22.2986.2751.053蜀 .8111.4051981

220123.5711211. 263 20.8859.4171.0431.400 缸 .676

位 : 產量公噸

1982

學

民國 67 年至 71 年五年間 , 各地區之年產量不因漁船獻之增加而相對增加 , 以台獨省 ( 不合高雄市

〉而言 , 這五年中 , 漁組數增加了 11. 8 % ' 而漁撞量攝產了 26.3% 。以各地區而言 , 如近海賄釣
漁業中心的屏東縣 ( 東港鎮 ) , 71 年比 67 年械產了 28.8% 漁鍋飯卸增加了 7.1 % ; 高雄市向接

幾乎年年擴崖 , 尤其 68 年 , 70 年比 67 年瘋產 30 ∞參公噸 , 高謹 30% 以上 ; 而以近海篩釣為最

主要漁業的台東縣 , 近一、兩年來雖略為增產 ( 13.1 % ) , 但與其五年中所增加之漁船歐 ( 增加

率為 105 % ) 相較 , 仍不成比例。由於該漁業經營每況愈下 , 有些錯釣岫己考濾改變其經營型態 ,

有些漁船則甘冒人船被揚之危險
, 侵入菲國海域作業。凡此莫不是近海館釣楓葉之隱憂。究其原因

不外乎漁場受到侷限 , 傳統漁場作業漁船擁擠 , 加上目前作業深度僅違中 , 表層 ( 1田公尺以內 )

, 經過近年之大量開發 , 如今已潮是給竭狀態 , 有發生過漁現象之虞。
本試驗目的在於試聞聞發調壺 i安息較深水 Iii (. 150 公尺以上 ) 之館、農魚類責暉 , 如大品輸、

黑館等 , 以補充嘲次站竭之中表層館、旗魚續實顫。試驗中探討深海館、攝魚類之飄揚分佈結構 ,

楓獲之較佳深度及餌料種類並提供上述資料給漁民參考
, 以期能擴大近海輔組繩釣報業之作業範聞

及層面 , 增加的種率及漁獲量 , 以提高觀民所得。

一、材料 :

H 試驗船及設備
使用海農號 ( 56 噸 , 440 馬力〉、海建號 (150 噸 , 880 馬力〉兩艘試驗船進行海上試

驗作業 , 兩船各具備有循星自動海航、氣象傳真機、雷遠、方探、流向流連計、氣盤計、風向
風速計、高功率通信設備、魚探機、揚繩機等。

叫釣具構造

探梅賄延繩的具二組
, 各計 252 釣 , 其中一組幹繩每條長 64 公尺 ( 40 尋 ) ; 另一組長48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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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 30 尋 ) , 前者稱為 A 純的具 , 後才有4稱為 Bm 釣具。支繩間為 19.2 公尺 ( 12 尋 ) ,
擇標繩長別 .8 公尺 ( 13 尋 ) , 幹繩材科是使用美人魚牌 250 磅粗的尼龍 1ft 稽 , 支繩是使用

# .�.�-�-��--- -��-=..150 " -- 180 粗的神梅牌尼龍卑
, 絲 ' 的鉤是使用 4 的鉤 , 其他附件材料如表 2 所列

,
木試

驗用之釣具為 7 鉤式〈圍 1 ) , 計有 4 種不同鉤躁 , 亦即有 4 種不同的准水層。

Table 2

立交 2 木試驗之深梅延繩的所需 ,fJ 料炎

Details of the deep sea tuna long line used in this study

規 佫
名 稱 材 料 數 暈 備 註

粗 細 長 度

繩 幹 繩 尼龍單絲 250 磅 64
48

公尺
公尺

576 條 兩種長度各 288 條 , 各分為兩組釣具。

支 繩 尼龍學絲
180 磅
1 叩磅

19.2 公尺 504 條 兩種祖 !吏各 252 條。

類 浮標蠅
PE

編織繩
80 絲 20.8 公尺 37 條

名 稱 材 料 形 狀 長 度 直 徑 童車 駭 最 備 註

釣 鉤 鐵 504 鉤 3' 鉤
, 每組各 252

鉤
其

大 : 1 尺 大 : 10 粒

大浮球繫於大標旗上, 小浮球繫於小標旗
上。

小 :3.5 寸 小 : 37 粒
靜 球 塑 膠 圓 形

他

標 旗 黑 布 長方形

大 :
3 尺 x3 尺
小 : 1 尺 x
1.5 尺

大 : 6 面
小 : 37 面

崩 靜標竿 竹
子

6 尺 拉克

無線商
浮標

3 個
前、中、後毆各配樂
一個。

具
沈

于
為 鐵

6 斤及
1.5 斤

鼠。標旗大標於小繫於。于槃蟬沈斤轉斤

5#

戶
。
啥

iqd轉一聶 自 鐵 1100 粒

二、方法 :
本試驗於 71 年 9 月至 73 年 7 月間實施

, 計區分為 5 個航次作業共 54 次
, 第一航次是從 71

年 9 月 5 日 -11 月 13 日
, 共作業 6 次

, 其中於 C 4543 海區作業 5 次
, C 4643 海 [延作業 1 次 ;

第二航次是從 72 年 4 月 13 日 --6 月 20 日間實施共作業 14 次
, 其中 C 品。海區作業 2 次 'C

4542 海區作業 2 次
, C 4543 攝區作業 2 次 , C 4643 海區作業 6 次 , C 4743 海 1互作業 1 次 ,

C 4745 海區作業 1 次 ; 第三航次從 8 月 20 日 -8 月 26 日計作業 7 次
, 其中包含 C 4945 海區作

業 2 次
, C 4946 海區作業 1 次 , C 凹的海區作業 1 次 , C 5046 海區作業 3 次 ; 第四航其是於

9 月 30 日 -10 月 17 日計業 10 次
, 其中 C 4且2 油區作業 1 次

, C 4543 海區作業 9 次 ; 第五航

次是從 73 年 5 月 10 日 -7 月 25 日計作業 17 次
, 試驗作業中 C 4443 海區作業 2 次

, C 4444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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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每 式

海 .f1
。 >乎 4軍旅

絕

越

(3)

(4)戶地

F ig.1

本試驗之深海關延繩釣釣具構造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a deep sea tuna longline used in this study.

國 1

區作業 1 次 t C 4543 海區作業 1 次 , C 4643 海區作業 11 次 t C 4743 海 l畫作業 2 次 , 整個作業

漁區分佈如圖 2 所示。

在各試驗漁區
, 分別計算其的獲率來推定各誦揚之分佈概況 ; 另外由的鐘之鉤蹺 , 統計分析

其最佳釣獲理論謀皮
, 以推算各魚類之游除層面 ; 研料試驗分為兩種試驗模式 , 於 71 年 9 月至

72 年 10 月間作業之餌科是探全控式 , 餌料種類有三種 ,
即為活置t 目魚、蜻魚、肉鱷等 ; 而於 73

年 5 月 --7 月聞所作業的
,
其 1安餌方式改採依逢機亂敏排列而投放

,
130 亂數表中的亂敵依序餘於

3 t 其餘敏若得 O 則掛秋刀魚 , 餘要史若得 l 則樹活賣t 目魚 , 餘數若得 2 則掛自帶魚
, 其掛餌之進

機亂數表如衰 3 所示。在此項試驗中
, 試找出何者為最佳之餌料。此外於作業時實施魚類鑑定 ,

體長祖II定及漁場海況之觀翻。

自� 東部黑潮流域水流甚急 , 流向多變 , 實際釣撞鉤深不易詛l縛
, 因此本試驗所得之鉤深係

理論垂釣深度 : 按所假設之各種垣縮率 , 依平山的方法而分別計算之。懸垂曲線計算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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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 深海關延繩釣試驗 {IF 業湘、區
( 斜絡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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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之延繩釣掛餌進機亂歡衰表 3

Random digits for fitting bai tsTab I e 3

七oJ..-

f ＼五四
一一-一

O11O22211121O。

Ooo2O1OO222211

24.114.1. 014.1. 24. 01. 014.2O4.1. 124.1. 2

。212。O12112111

2O112O2。2OOO1l

121。2122122121

22O2O1。111221o

2O222111o1O12o

O5.22.15.22.O5.12.15.12.25.o2.25.2. 0O5.O2.

1OO11O1212O221

111O1O21。O1。O2

1O2O122122Oo11.

2呵,“

.i

1212OO。OO221

O2。2222212OO1

O112111O2OO111

11Oo2Oo122O2O1

O6.23.16.3. 2O6.3. 226.13.16.23.26.。3.26.13.

O1O221O1。22121

22OllOOO12。OO1

2

O

。

2

1

o

l

O

2

1

1

2

O

O

o

1

。

O

O

O

。

1

2

2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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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ter line

i=b+C+ 川 + Cot!Q )

i : 支繩之聽別數

Hi: 第 i 鉤之深度

b : 支繩長度
C: 擇標繩長度

L: 每懿幹繩長度之半

Q: 每媳幹繩之端點切緝與水平棧之交角。

由表 4 說們可以看出各不同之計算鉤深 , 由擅縮率 0.4--0.8 之間 'A 組釣具其每錯之第 1

Tabl e 4

本試驗釣具於不 l司鐘縮率下之計算鉤深

The ca lculated depth of h∞ks with various sagging rate useq

表 4

in the exper iment.

1 、 7 2 、 6 3 、 5 4

A B A B A B A B

0.4 103 87 166 134 225 179 264 208

0.5 102 87 163 132 218 174 249 197

0.6 100 85 158 128 206 165 229 182

0.7 97 83 150 122 191 153 208 166

0.8 91 78 135 111 167 135 179 144

註 : A 幹繩畏的公尺

B 幹繩畏 4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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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號鉤深度為 91 -- 103 公尺 ; 2 、 6 號鉤為 135 -- 166 公尺 ; 3 、 5 號鉤為 167 -- 225 公尺 ,

4 號鉤為 179 -- 264 公尺 ; B 組釣其共每獄之第 1 、 7 號鉤深 !更為 78 -- frl 公尺 ; 2 、 6 撈鉤為

111-- i34 公尺 ; 3 、 5 號鉤為 135 -- 179 企尺 ; 4 號鉤第 144 � 208 公尺 , 其懸垂曲線泓快改
變如圖 3 。

﹒淳

40

80

120

反 160

200

240

付1

40 160 200 240
水千距離

360 400120 280 32080

Fig. 3

各種不同鐘縮率憫之幹繩 ( 長 64 公尺〉形狀與漂度

Changes in the shape and depth of main line ( 64 m in length)

wi th var ious sagging rates lR) .

間 3

結 果

-弋漁獲物組成

也表 5 顯示 , 本試驗的復之魚類組成為 19 種之多。其中館類及旗魚類均屬於大型魚類民較

具經濟價值。在漁揖物中以鬼頭刀釣獲最多
, 佔漁獲總尾敏的 71.6 % ' 幾乎每次作業均有漁墟

, 甚至一次作業中竟有釣獲 50 多尾之記誨
, 另黃鱷賄漁獲最次之 , 佔總尾敏的 7% 。漁躍中以

沙魚類最參計有 5 蘊 , 其中以灰綺做漁連最多佔 3.1 %' 日本灰散去之為 0.9% 。

共各魚類與鈍號位置之觀接關係

各種魚類祖游水層深棧不同
, 因此的鹿的水深也不間 , 由鉤號位置我們可計算其最佳的釣極

深度 , 由表 6� 們可大略知道各種鼠類於各鉤號位置之平均的撞來。如鬼頭刀以 A 組釣具之 2 、



Table 5

中

黃

大

黑

自 皮

表 5 深海鷗延繩釣之漁獲物組成
Fish species &it's

續

目

聽

旗

揖

旗

節

人

蜻

灰

種毒

刀

蝠

帶

海

名

館

館

賄

魚

魚

魚

魚

蜻

魚

體

敏

放

餃

餃

跛

魚

用工

蜻

豚

俗

黃

大

黑

自 肉

錯

目

華

丁

丁

雨

魚

、 石餃

23

學

frequency of 回Currence ( % ) hooked in th is study

名 名 漁獲尾敏 百分比仿 )

7

2 0.4

黑 皮 鐵 皮

真藍

仔

H-

海

量為 lVeothunnus albaeora 32

1 0.2

雨 傘 破

揖

竹簡

鬼頭刀、飛鳥虎

辭

姻 仔

S串 T hunnus obe sus

1 0.2

劍

竹

s

正

食

灰

日 *
姻

抄

雙

山娘仔、長尾鯊

紅 皮

僻 T hunnus t hynnus

2.2

4.2

8 1.8

丫

狐

紅 皮

黑

油

正

揖 Makaria marlin

4.0

71.6

2.2

1 0.2

日 本

挽 Eumakaira nigra 10

3.1

4 0.9

蟬 網

傘 llistiophorus oriental is 19

1 0.2

瘋 鼻

舅 Xi ρhiis gladius

1 0.2

Aeant haybi us so I andr i 18

1 0.2

C oryphaena ni ppurus 326

1 0.2

棍 Ka tsuwonus μ lamis 10

0.7

0.4

6 號鉤之平均釣獲是學 4.41 % 為最高 , 問起的 1 、 7 號鉤 4.25% 次之 , 亦即最佳之釣獲計算深度
為 135 --- 166 公尺 , 而 91 --- 103 公尺次之。但根撮現場的觀寮 , 釣獲的鬼頭刀大都在起鉤作業
時上鉤 ,

其中 90% 均還活的
, 也就是在攝繩時 , 鬼頭刀迫食攝起的支繩上之飼料而上鉤的 ,

因

此鬼頭刀之釣獲深度應仍以表水層為最主要 ,
13� 水深在 0 -- 100 公尺之間 : 黃緝臨之平均的獲率

以 A 組的 2 、 6 號鉤及 3 、 5 號鉤為投佳 , 兩者間為 0 . 55 % ' 其最佳釣獲計算深度為 135 --- 225

公尺 ; 雨傘旗魚之平均釣獲率以 A 組之 1 、 7 號鉤的 0.39% 為最佳 , 2 、 6 號鉤 0.31 % 次之 ,

最佳的獲計算深度為 91 --- 103 公尺 , 而 135 --- 166 公尺次之 ; 白皮揖魚只有 B 組的 3 、 5 號鉤

舅 Lamma whit leyi

鯊 Isurus glaueus 14

條 Galeorhinus ja ρonieus

種產 Sphyraena lewin

Alo ρ ias vul ρ inus

魚 Lom ρris regius

紡 Mobula j� 戶oni ea

魚 Lepidocybium flavobvuneum 3

豬 Tursiops gilli 2



表 6 各魚類平均的使有現與鉤號
(立 Ii't 問之關係

Tab\e 6. The mean hook rates of main speci 臼 with hook pos it ion.

24

其他魚類彷節僻制揖魚黑皮旗魚白皮旗魚雨傘脹魚資錯館鬼頭刀

0.550.160.240.080.390.164.25A

0.400.101.60B
1 、 7

0.080.160.080.080.310.554.41A

0.300.101. 79B
2 、 6

0.160.240.160.160.553.07A

0.200.100.200.100.100.201.20B
3 、 5

0.470.160.310.160.313. 位A

0.200.20

B: 幹繩長的公尺

0.20

A: 幹繩長 64 公尺

1.00B

註 :

4

L

3.0

OO=4.32.

吋

4.1LnunU

門
U

01

總

子

i�

牟

均

i 哇

魚類
其他魚類

鯊正鬼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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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鐘 , 推測英的極計算深度在 167 --- 225 公尺左右 ; 黑皮臨魚則以 B 組的具的 3 、 5 號鉤與 4 號

鉤釣握最佳 , 計算深度為 135 --- 208 公尺 ; 法u戚魚為A 組的 4 號鉤最佳 , 1 、 7 號鉤次之 , 最佳
釣糧計算深度為 179 �-�-�-TÁ 4 公尺 , 另 91--- 103 公尺也有好的漁獲 ; 竹筍繭則以 B 組的 2 、 6 號

鉤為釣擅率最高 'A 組的 3 、 5 號鉤次之 ,
最佳釣搜計算深度為 111 --- 134 公尺 , 而 167 -225

公尺次之 ; 其他魚擷則為 A 組 li!.ll 、 7 號鉤歧佳 , 因此 91 --- 103 公尺娃 J指控沙魚餌及其他純熟
之最佳釣獲計算深度。

三美各魚類之平均釣獲率分佈

在 54 次作業中 ,
各種魚類之總平均釣凌率分佈如國 4 所示 : 其中以鬼頭刀最高 ' 的攬率為

2.4% ' 黃舖賄 0.25% 次之 , 順序為 1少魚 0.16 % ' 雨傘旗魚 0.15 % ' 竹節結 0.14 % ' 黑皮旗
魚 0.19 后 , 正體 0.08 % ' 其他魚類 0.07 %' 而黑騙、大自賄、白皮旗魚則釣獲率十分的偏低。

各種魚類於各航次問之平均釣獲率分佈情形分述如下 :
1. 第一航次 (71 年 9 月 ---11 月 ) : 各種魚類之平均釣獲翠 , 以黃錯僻的 0.7 % 為最高 , 鬼頭刀的

0.49 百次之 , 男 �U 揖魚為 0.29 后 , 大目賄、黑賄、黑皮揖魚、沙魚類 l司為 0.1 %
' 其餘之魚類

鯨擷攬如圖 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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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 試驗第一航次作業各魚類之平均釣撞來比較 ( 71 9. 5 11.13.

)

Comparisons of mean catch rates for each species in the 1st cruise.

( 5. September-13. November 1982 )
Fig.5a

2. 第二航次 ( 72 年 4 月 -6 月 ) : 本航次中 , 以鬼頭刀之平均的撞來 3.09 皆為最高
, 雨傘成魚

0.35% 次之 , 另竹簡值為 0.25 % ' 黃緝館為 0.2%' 其他魚類如圍 5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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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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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航次 ( 72 年 8 月 20 日 -26 日 ) : 由圖 5c 中我們可以看出 , 各魚類中之平均的接再仍以
鬼頭刀的 2.2% 為最高

, 黑皮旗魚次之為 0.41 9 后 ,
另竹節賠為 0.2 % ' 黃緝捕、雨傘旗魚、

沙魚類間為 0.14% 。

4. 第四航次 ( 72 年 9 月 -10 月 ) : 仍還是以鬼頭刀釣獲率最高 , 其值為 5.8 % ' 黃輯關 0.35

%� 之 ,
另刺 1鼠魚為 0.18% ' 黑皮農魚、白皮底魚的獲率為 0.049 后 , 其他魚類之分佈情形如

圖 5d 所示
q

5. 第五航次 ( 73 年 5 月 �-7 月 ) : 此航次之釣縫率偏低 , 而所釣援的魚類也不多。其中仍以鬼
頭刀的釣獲率1.16% 為最高

, 沙魚類的 0.25% 次之 , 再次為黃錯館的 0.17 % ' 其餘如圖
5e 所示。

同各魚類之釣獲漁場分佈

由各魚類於各梅區平均釣搜率之高低
, 大略地可探討其之漁場分俯情形如下 :

鬼頭刀 : 鬼頭刀是屬於沿岸世魚類且整年均可漁懂 , 圖 6a 係鬼頭刀於各漁區之平均的獲率分佈

情形
, 於園中我們可以看出 , 鬼頭刀在 C4 且3 、 C4743 、 C 5045 之三個漁區之平均的錢率在

3.0% 以上 ,
在所有作業漁區中

, 以 C 4442 、 C 4542 漁區之釣接率最低 , 但也在 0.5--1.0%

之間。因此在蘭嶼至花蓮問之海域及與那國島附近海戚 , 對 1n 鬼頭刀均有很好的漁獲。

黃鱷賄 : 黃緝篇是賄延繩釣之最主要漁接對象之一。由圍的願示 , 在所有作業漁區中 , 以 C 4745 瓶

獲較好 , 平均釣獲率在 1.0- 3.0 % 之間 , C 4543 、 C 叩 45 次之 , 平均的獲率在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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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e

Fig. 5 e

之間 ; 其他如 C 4443 、 C -«i43 、 C 4743 同為 0.1-0.5% 之間。也就是在花蓮市東南方索取 }

理之海臨的極率較好
, 融島東方梅域且與那國島北方拇攝漁1單單次之。

黑皮旗魚 : 在此次試驗作業中 , 黑皮揖魚的獲較少 , 僅 C 4543 、 C 4643 、 C 4945 、 C 田 46 四

個漁區有漁獲、的獲車艾不高 , 其中以 C 5046 之平均釣獲率較好
, 為 0.5-1.0% 之間

, 也就

是在與那國島及釣魚台之間海壩
, 黑皮腹魚有較佳的觀麓 , 另三個頭區只是零星有前的擾 , 其分

佈情形草帽 6c 。

雨傘揖魚 : 雨傘揖魚是屬於沿岸性及島嶼型之魚巔
, 圖 6 d 顯示 , 在沿岸海 � 之漁區 , 雨傘旗魚

均有所報擾 , 尤以 C 4442 、 C 4542 二漁區夾在本島沿岸與綠島、蘭嶼之間 , 其平均的進率較高
, 但其值僅在 0.5-1.0 之間。

竹簡輯 : 竹節牆之習性與雨傘旗魚相似
, 也是屬於沿岸、島嶼型之魚類 , 因此普通獲也是分佈於沿

岸之梅臣 , 如圈 6e 所示
, 仍以 C 4543 報模較差。

正體 : 在所有躍頌中 , 正值之體型較大 , 亦為躍類中較能搜捕延緝的前的獲的一種。本試驗中 ,

以 C 4743 漁區之平均釣獲率較高為 0.5-1.0% 之間
, 其他漁 l這如圖 6f 前示。

大目館及黑蜻 : 此二種是輔額中價值最高者
, 也是締釣漁業中最欲釣謹之對象。在本試驗中 , 惜

未能有較多之漁擾 , 如大目締僅 C 4543 有漁撞
, 而黑鍋僅 C 4643 有漁麓

, 兩者之平均的 j直率均

很低 , 都在 0.1 %以下。如圖 6g
。

主主各種魚類之最佳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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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魚顯索僻習性的不呵
, 因此作業時所使用之餌料種類直接影嚮到各魚類的的縫來。回

7a 所示的是使用全拉式掛餌試驗
, 進行各種魚類釣獲率之比較 , 在國中如黃艙輔以活甄目魚餌

釣獲率最佳
, 肉鱷餌次之 : 大自賄、黑館、黑皮旗魚、白皮旅魚、正體等只有肉鱷餌有漁權

; 兩

牟旗魚用活鼠目魚餌有較佳之漁獲
, 蜻魚餌次之 ; 劍臨魚使用肉鱷餌比用活甄目魚餌敏果好點 :

竹節輯是活甄目魚餌與蜻魚餌間具釣獲敷果
, 而肉鱷餌釣獲妓果較差 ; 鬼頭刀三種餌料釣班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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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atch rates (%) for each species.Fi g.7 a

均佳 , 而以肉組餌效果為最仔 ; 沙魚則以蜻魚餌漁撞較好 , 活鼠目魚餌沒有漁鐘 , 其他魚類與沙

魚 l司。在另一組餌料試驗中
, 是使用逢撥亂敏掛餌方式同時投放三種餌料 , 試驗結果如圖 7b 所

示 , 在此次試驗中大自賄、黑賄、白皮旗魚均未有漁獲 , 其中資緝捕仍以活鼠目魚餌的建最好 ,

秋刀魚自及自帶魚餌同具釣獲致果 , 可惜其值均不高 , 黑皮旗魚只有自帶魚餌有漁獲 ; 雨牟棋魚

使用秋刀魚餌較使用活鼠目魚餌鼓果為好
, 而使用自帶魚餌未有漁班 ; 竹的船以秋

,

刃魚餌最好
,

其次為活嵐目魚餌
, 再次為自帶魚餌 ; 鬼頭刀使用活嵐目魚餌及秋刀魚餌的獲致果均很旺

, 用自

帶魚餌欽果就不理想了 ; 正趕使用活頁'. 目魚餌、秋刀魚餌均有漁謹
, 只是釣獲率欠佳 , 另自帶魚

餌未有組建 ; �少魚類中以自帶魚釣獲成積最好
, 秋刀魚其次 , 活貳目魚餌反而的獲蚊果不好 ; 其

他魚類中秋刀魚餌及自帶魚餌釣獲率相同
, 括軍L 目魚餌沒有漁禮。綜觀各項餌料試驗中

, 以活訊

自魚餌之的理總量為最高
, 但對祖游水層較潔的魚類蚊果未必好。

六漁獲物體長組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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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catch)

本試驗作業中
, 黃攝館共計釣獲 32 尾 , 其體長頻度証圖 8 所示 , 體長範圍在 91 -- 180 公分

之間 , 而多集中於 131 -- 170 公分之間
,
其中以 141--150 公分為最大過是度

, 百分頻度高連 31

%; 另釣獲鬼頭刀共計 326 尾 , 其體長組成同見於圖 8 研示 , 體畏組成範圈較為廣寵 , 但多集中
於 81-- 115 公分之間

, 尤以歸 -- 105 公分為最大學度 , 百分頻度為 20% 。

有各主要魚類平均釣獲率與水溫聞之國係
由圖 9 所示 , 作業時之釣獲表面水溫範圖從 25

�

-- 30. 5 � C 之間 , 其中最佳釣獲 j( 溫為 29
。

及 3O.5
� C , 另根直接圖 10 中各主要魚類之平均的獲率與表面 j( 溫之關係 , 可飼斷其各別之最佳

釣獲水溫 , 其中黃緝瞄之釣獲 j( 溫範團為訂。 --31 � C 之間 , 最佳釣獲水溫為 27
� C, 而 �8.5 。

及 30.5
� C 次之 ; 鬼頭刀的麗水溫十分廣泛 ,

從 25
�

-- 30. 5
� C 之間均有良好之漁獲 , 而 30.5

。

C 為最佳釣獲水溫 ; 雨傘揖魚之漁獲水溫範圖為 28
�

-- 30
� C 之間 , 以 29

� C 為最佳釣鹽水溫 ;

竹節喝之主要釣擾水溫為 28
�

-- 30
� C 之間 , 最佳的獲水溫為 28.5

� C ; 黑皮旗魚之釣獲水溫範

圖為 26.5
� --30.5

� C 之間 , 以 26.5 � C 為最佳釣獲 j( 溫。

控刀.� 泰e蜻銷蜻

言侖

深海館延繩釣作業 , 其滴蓋* 深從 80 � 250 企尺 , 也就是中 , 深層的魚類均可漁麓 , 然實際
上連表層的魚類如鬼頭刀、蟬類等也均可的鐘。一般上旗魚類大多是以鏢魚之傳統漁法漁鐘之

, 然

* 試驗調查之結果 , 其最佳之釣獲計算深度均超過 100 公尺以上
, 因此可見除了表層水面有揖魚類

之潤游外 , 較深之水層亦有聽魚類之資頓蘊藏。尤其每年的冬天東部海域是自皮揖魚的盛漁期 , 往
往民間漁船以聽旗魚之報法加以聽麗

, 然本試驗曾於 10 月初在水深 167 -- 225 位尺之悶的獲過
,

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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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mean catch rates (%) am surface water

水

Fig.9

temperature.

因此可推讀IJ 東部海域酷了冬季外 ,
其他季自於較深緝誠可能仍有白皮揖魚之咽游。一

棍撿到 ro Suzuki (1977 ) 等之研究報告指出 , 於探梅館延繩釣〈田 --2 由公尺 ) 及一般館

延繩釣〈叩 ~ 臼0 公尺〉之作業攝獲量比較時 , 發現揮揮賄延繩釣對大目輔之釣獲致果較佳。本
試驗曾在綠島附近大目輔漁場作業 , 釣獲的大自館比民間漁船使用一般館延繩釣作業時所的獲的漁
獲量為差

, 因此本試駿結果與 Z iro Suzuki 之結論不符。推翻其原因可能與擷場離岸距離違近及海

水溫躍層之深棋有關係 ' 亦即線島耐近之大目館漁場
, 大自館祖游水層較淺 , 是否如此接待進一步

之探討。

一艘上黑蜻祖游水層較大自輔構 , 本試驗中對於黑蜻少有釣擾 , 然於黑輔之漁蚓、漁場作業時
, 常有支蠅斷鉤之情形 , 因此依此推翻傑海舖延繩釣對於黑館是可釣鍾的 , 只是釣其結構之強度廳
更加強。

餌料試E袋中 ,
起先係採用全投式進行分析比較 , 然接用統計分析理論 , 其法容易發生偏差 ,

因

此試驗結果也容易導致誤差
,
故於第五航次作業時全改為接用進機亂數排列模式繼續進行餌料比較

之試驗。在第一次餌科試驗中 , 所操用之餌料是活甄目魚、肉姐、攝魚三鐘 , 而第二次試獻時 , 理
腫使用同種餌料

, 可是肉遍及鑄魚於當時無法購得 , 因此權宜之下 , 改採秋刀魚及自帶魚代替。結
果自帶魚餌之總的廣率雖然不高

,
但對於黑皮旗魚、沙魚頭有很好的的禮數果

, 尤其是後者。一股
上使用自帶魚當鋪釣餌料之報船很少 , 但於沙魚盛漁閉 , 使用自帶魚當餌料的漁組甚多 , 主要是鑒
於對抄魚較高之的獲率 , 本試融結果亦誼賓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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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試驗中翻得之水溫乃是每次作業完後之海表面 :t\. 溫 , 試驗結果也較不客觀 , 因此從表面到
最深作業水層之水溫能分層、準確測得

, 是今後本試驗改進目標之一。
由於東部揖識之水流揣急

, 而且流向多瘦 , 故實際的祖籃錦揮不易祖IJ得 , 因此本試驗所提及之鉤
探均是使用敏理方法計算得之

, 並非實際之課度。今後求得各魚類之切實的麗鉤深亦是本試驗改進
的另一目標 ; 比如設計、製作舖立繩釣具 , 進行水深的 -300 公尺之漂表層瘋場之立體閱麓

, 尋找
各臨頭之最佳釣擾課度及水平分佈。

台灣東部海城於每年的 10 月下旬起歪歪年的 2 月下旬是東北季風盛吹季節
, 海上風浪大 , 影

響本試毆於此毆期間進行東部海戚探梅館、 t 民魚類之贊頌調查。

根B裝束港地區探梅篩延繩釣示範作業崩1必“漁連財號 " 作業調畫報告指出 : 探梅輔延繩釣與一

般的賄延繩的在同一漁區作業時
, 其報獲蚊果不比一般的差 , 有時運會多一倍之報獲量。在使用餌

料上
, 較潭水層使用活餌敷果比漢海差 , 原因在於漂海水壩活餌之活動力威低 , 功能形同死餌 , 甚

至比死餌差
, 此項結論與本試驗之結果顛倒。、此外該船亦發現海面上有海豚出現時 , 則深海館延繩

的漁獲敷果好 ; 海面上有小魚群游動時
, 則洩海篩延繩的放果反而較仔 ; 因此作業漁虔深度受影響

於海面瓶梅況之廣動。凡此種種
, 則待商接再進行顛倒試驗加以誼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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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τ * 試驗於 71 年 9 月至 73 年 7 月間實施 , 計作業 54 次 , 漁獲對象十分廣涯 ,
計有 19 種之多。主

要誦獲物有大目館、黑館、黃舖館、自皮揖魚、黑皮旗魚、雨傘旗魚、劍旗魚、竹節體、正懼、

鬼頭刀等
, 平均釣種率 3.5% t 前釣獲之魚類均屬大型魚類 , 經濟價值頗高。

三毛據了大武至花運之近海灣區外 , 蘭換與綠島附近海戚均為良好的館、旗魚漁場 ,
尤其 9 -- 10 月

間鯨島東芳海填 ( L 22 �

35' -- 23
� E t 入 121 �

30' -- 40' E ) 篇大目輔之漁場 t 7-- 8 月間與

那國島、石垣島、釣魚台聞之海鐵 (L 尬。 40' --鈞。 21' Nt 入 122
�

30' --123 。如 'E) 為黑皮

旗魚之漁場。

三美各主要魚類之最佳釣獲計算水澡為:
黃錯館 : 135 -- 225 公尺

雨傘旗魚 : 91-- 103 公尺

白皮旗魚 : 167 -- 225 公尺

黑皮旗魚 : 135-- 208 公尺

創揖魚 : 111 -- 134 公尺

鬼頭刀 : 0--1 ∞企尺

同黃趨輔之體長組成範圍在91 -- 180 公分之間
,
其中以 141 -- 1前企分為最大進度

, 鬼頭刀之體
長組成範圍在 45 -- 115 企分之間

, 以前 -- 105 公分為最大崔度。

豆豆各主要魚類之最佳釣護這面水溫為 :
黃錯館 : 27 � C

鬼頭刃 :30.5
� C

雨傘揖魚 : 29 � C

竹筒輯 : 28.5
� C

黑皮旗魚 : 26. 5
� C

六所傲的餌科試驗中 , 綜觀活餌比死餌之釣獲敷果好 , 但是對於祖游較深層的魚類 , 死餌牛活餌敷
果反而來得好

, 尤其自帶魚餌是釣擅沙魚類及黑皮揖魚之最佳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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