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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台灣進海海洋環境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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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66 年 9 月 C.S. K (Cooperative 'Study of :the Kuroshio Current) 探測台灣海峽工作以
, 每年探測兩次至1969 年共計探測九次。吾人開始對台灣附近之海洋環境漸漸有所了解 , 但是由。C. S. K

探甜的觀測與航艘中我們可以君出此項計割的工作重點以黑潮主流為主 , 而對台灣海峽及台灣東北部方面
僅為零星的觀測。因此在這兩區資料甚為缺乏。台灣海峽是本省許多經濟魚類的重要魚場 (Liu, 1963)

;而台灣東北部更是黑潮由台灣流往日本研經之處 ,
也是我國黑潮資料與日、韓等國資料連接之關鍵所在 ,

而且也是最好的產蜻魚的重要場所 , 從八次.C.S.K 觀測報告中發現昕有觀測之時間皆不在冬季 (11- 2 月
) 閉 , 故此晚時間所傲的資料極為可貴 , ,

況冬季由 11 月一 2 丹間正是許多重要魚類知館和烏魚等的車魚期

正需要一酸的海洋水文生物做為研判 , 本省有關海洋生物之資料甚是缺乏 , 本所自 1 夕66 年配合黑潮探測也

會做過探測 ( 骨 d9 加) , 台大動物系 ( 廖 , 1969) 和國際海洋學會中國分會 (1970) 等有關於浮游生物

一酸的生產與分佈情形 ; 但大部分的資料卸屬於局部或丹斷性的或者是在春夏兩季所探的資料很少 ( 聽乎

沒有〉冬季的資料 ; 浮游生物包括動物性浮游生物及植物性浮游生物兩大穎 , 植物性浮游生物為海洋生產
者 , 動物性浮游生物為最初,消費者 , 魚類以動物性浮游生物為食 ,

動物性浮游生物以植物性浮游生物為食
,
故樟游生物 ;可做為態場野蠻的指標 (!tndkatar,) 桿游生物為隨 7Jc 揖漂移,之徵小

,
生駒 , 為了 !耍了解海洋

真生產量的構形 , 必定要從事本文 , 營養鹽等基本主作 ,
本文讀以上種種區素故做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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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資料由本昕海憲號試輸船於民國59

(1970) 年 11 月 19 日 -12 月 8 日在本省附近海

敢作品1 個觀測站 ( 如圖一 ) , 由水深 300 公尺

以上 , 作全盤性之踩集與觀測 , 主要工作是以
台灣東北部及台灣海峽為主

, 工作項目包括水
文、營養鹽、全浮游生物 (Total Plankton

〉、稚魚及漂流瓶之施放 , 俾能補足我國在台
灣附近海城缺乏之資料並明瞭錯、鳥魚盛漁期

之海洋環鐘
, 稚魚及漂流瓶因工作尚未結束 ,

擬另文報告、在此次觀測中至台灣東北部時因

風浪過巨 , 會錯泊釣魚台列島附近 1,500 公尺
, 水深 48 公尺的 "5" 點並傲每 2 小時一次之全

M小時連讀觀測 ( 曾等 ' 的1), 擬供今後會
幫東北部及附近海域解釋其他資料〈生物、水

文全天展變化 ) 之參考。

本工作得鄧所長之鼓勵 , 劉繼輝先生 , 海
實號全體船員及生物系全體同仁之協助踩集與

整理資料 , 謹此致謝。

s
6

法有f正M..才十材

本文觀測在各預定之觀測站作表面至水深 300 公尺之據黨與觀測。 7,j( 樣及溫度依照下列各層次 , Om

,10m' 20m' 30m' 50m , 75m ,100m' 150m' 200m' 300m 等共踩集10 次 , 並量得鋼絲之傾斜角度
而修正其正確深度。項目有 :

1. 深度一一一以在海憲號試驗船測深儀自動記錄所得。

2. 氣溫一一一以兩隻溫度計 , 一在有遮避下量度 , 另一在無遺避下量度 , 由主相投正結果而得。
3. 7,j( 樣一一一以北原式操武器實施操集 , 採集時並暈鋼繩角度 , 以做深度之修正。
4.7,j( 溫一一 -7,j( 溫之觀測為當海水採出後迅速用溫度計插入量溫孔中 , 經 5 分鐘以觀測鏡讀至小數點

第二位而得。

5. 鹽度一一一以氯量Kundsn's method(Kundsen, 1953) 用硝酸銀滴定後再經日製標車海 7,j( 修正而

得 , 應將氯度換算成鹽度、 5%0=0.030+ 1.805xCl 括。
6. 溶解氧一一用 Winkler's method 測定而得、 (J.P. ; R.J and T.G, 1950)

7. 透明度一一用 Secch's dick 祖n量而得 , 以公尺計算深度。

現I}觀文水

分祈

1.pH 一一- tJpH meter (TOA electric Ltd 出品之HM-7A 型
) 在室溫下現場測定 , 如自風浪

過E 躁作困難時 , 則帶至避風地後立即測定之。
2. 無機磷酸鹽一用 Stannous chloride method 測定之。 (C.S.K. 1969)

3. 硝酸鹽一一用 Mullin and Riley's method (Morris and Riley, 1963) 。並依撮 Dr. Klaus

Grasshoff method 加 ammonium chloride 將硝酸鹽還原成亞硝酸鹽後依亞硝酸鹽之雄驗。

且
勻

,4仁



曾文陽等 : 冬季華灣近海海詳環揖因素與浮游生物之變化 7

4. 亞硝酸鹽一周 Shi,nn,'s, method (Shinn, 1941) , 如 Bendschneider :&.. Robinso,n (
Bendschneider and Rohinson, 1952) 應用於海水之犧驗。

浮 3呀 4h生
.tJ-Norpac net (北太平洋標準浮游生物踩集桐 , 網口直徑45cm , 網長 180cm , 爾布GG54 , 網目

。.33X ().33mm' 150 公尺 71c 潔至表面之標準垂直採集 (C.S.K) , 若水深淺於 150 公尺則做底層至表面
之揉集。浮游生物採上後立即加入濃度 5 克之福馬林被固定保存之。實蹟室之整理工作首先除去雜質後將

71c 樣倒置於沉澱量器中 , 放置24 小時使其況澱完畢後 ,
讀其所含動植物浮游生物之總說澱量數〈

Marumo; 1957) 。再依丸茂 ( 丸茂陸三 , 1965) 計算出 ,1m3 海水中所含浮游生物說澱量之C.C. 數、
然後再將動物性浮游生物分成六大群類即褲腳類群 (Cope pod 吟 , 毛頭類群 (Chaetognaths) , 甲殼類
群 (Crustacean ,larvae)

;
71c 母類群 (Medusae) , 皮囊類 (Tunicates) 以及其他類群 ( Others)

, 依其含量之多寡以百分比法圖示於圖形中。

越 4h 怯浮游主 4h

於動物性浮游生物網裡 ' 設置一網口為直徑10cm , 網目 xx 17 , 之植物性浮游生物網 , 和動物性浮游
生物網同時做垂直踩集 , 實驗室整理方法 : 每次取樣本薇。.25CC 在顯徵鏡下鑑定種類並計算其細胞數 ,
而後換算每立方公尺之淨量數。

雅魚等夫型浮游主 �h
使用 130cm 稚魚網 ( 直徑130cm' 長 430cm) 以慢速在 2 公尺水深處做水平拖曳10 公尺 , 將所得標本

瓶中以 5 克福馬林固定保存之。實驗室之整理工作如係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整理步驟 :<.D 生物量測定 '@ 六

大類之分析 '@ 一艘稚魚之分佈等。

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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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典型溫度垂直分布 (St.2)

果

冬季台灣近海溫度與深度之典型

變化關係如聞二 (St. 2) 所示 , 在
闡裡顯示表面到 30 公尺為同溫度層 ,
度溫度隨深度的變化甚少 , 大都接近
於25.5 �C ; 30 公尺至 200 公尺 , 其
溫度隨漂度的聲化甚劇為一斜溫層。

闢四至十六為溫度與鹽度之垂直剖面

間 ,
做為解釋台灣近海溫度 , 鹽度之

垂直分佈關係 , 三貂押正東線 (St. 1.2

和 3) ; 等溫線之分佈均近乎於平行
, 且由沿岸向東部外海急降 , 溫度是
向東部外海急增 , 僅在50 公尺以上之
2 和 3 站間的溫度變化較小。魚釣島

西南韓 (St. 3.4 和 5); 溫度變化較

三貂押正西線為控雜 , 25 � C. 之等溫
糗分佈在 100 公尺以上水壤 , 100 去

尺以下水溫隨深度下降甚急。基隆東

北線 (St. 6,7 和 10) ; 在50 公尺以

上溫度均接近 25 �C, 變化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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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公尺以下溫度隨深度下降甚急
, 等溫聽是向東傾斜。富貴角西北糗 (St. 1'1.13 和置的 , 淚水西北韓〈

St. 15 和 16) , 中握正西線 (St. 17.18 和 19) , 後龍正西線 (St. 20 和 21) , 主功正西線 (St. 23.24 和路 )

和布袋正西線 (St.26.27.28 和 44) 等六條線垂直剖面圖之溫度均約在 21 。一23 � e 之間 , 表層和底層之溫
庭都很一致 , 溫度變化不大 , 是屬於冬季典型的淺海水溫分佈區。高雄正西線 (St. 30 和 31) i 50 公尺以

上之溫度變化甚小
, 均接近24

� e.' 等溫線是向海岸傾斜。但春正西線 (St. 32.33 和34) 75 公尺以上溫度

種化小接近24 � e , 75 公尺以下溫度隨深度下降甚急 , 等溫線也是向海岸領餅。東南沿海線 (St. 35.36 .}7

和 38) 在 75 公尺以上溫度變化較小均接近24 � e , 75 公尺以下溫度隨深度下降甚急 , 等溫線是由 36 站向 37

站的結島附近湧上至38 站而設和。蘇澳正東龍 (St. 39040 和 41) i 50 公尺以上之溫度是在24 � e 左右 ,50

公尺以下溫度隨深度下降甚急
, 等溫線是由沿岸向外海急迫下降。

各層次之水溫分佈如圖十六到二十二所示
, 是由 O血 , lUm ,20m' 30m' 50m , 75m 到100m 層之 7JC

溫分佈情形
, 從這些圖裡顯示 , 各層次之水溫分佈很是一致。均以台灣海峽中北部 :z[( 溫為最低溫度範圍在

21-22 � e ' 且由此海城向台灣西海岸
, 東北方 , 及南方遞增。溫度最高處是正台灣東北部 , 東部及西南

部等外海
, 範團在24 一25 � e 從溫度之水平變化顯示一冷水舌由西北向東南入侵台灣海峽 ( 中國大陸沿岸

龍) " 但此冷水舌為來自東北
(東北季風流 ) " ( 骨 ,19 知 ) 和西南較高溫水團所阻

, 使冷水舌之中心在滯
留在台灣海峽中北部海域。誰學表層及 75 公尺層之本溫分佈情形於下 : 表層水溫最低處是在中撞一一王功

聞之西北方海域
, 其範圍在 21-22

� e 之間 , 本溫的變化是由沿岸向西北外海遞減 ; 其次較低溫的海識是

在台灣北部及東北部沿海
, 本溫為 22

� e , 但在東北方外海溫度急增至25 � e ,i. 台灣東部海城水溫為25 � e 左
右 , 台灣西南沿海水溫為 23

。一24 � e 之間。 75 公尺水層之最低溫度是在台灣東北部沿增
, 溫度最低為 lOGe

,* 溫由此海城向東急增海至 25 � e i 台灣西北海城溫度為 22
� e , 西南端為24

�e 。

台灣省求
,
產試驗所試鵬報魯8

台灣近海冬季鹽度與深度之典型變化關係如圖三 ( St. 2 ) 所示 , 從圖裡顯示 , 0 -75 公尺之間 , 鹽
度在此區變化甚小 , 為32.80-33.10% 。可說為一同鹽層

, 75 去尺以下鹽度隨深度而增加 , 可視為一斜鹽層
e 如園主至十五為鹽度之垂直剖面圖。三貂呻正東線 , 。一30 公民間有一低鹽攘 , 鹽度最低為32.75%0 ' 50

� 尺以下有一33.50%0 之等鹽線垂直而下
, 在這等鹽聽之右面近岸之鹽1度較低 ,. 左面離擇之盟度較高。魚

釣島西南線 , 100 公尺以上之等鹽聽是成弧形向西

彎曲 , 鹽度範圍為 33.25%�-33.75%0' 100 余尺以

不有一較低曬攘 , 鹽度為 33..25 芳。。基隆東北線 ,
表面層鹽度為 33.50-33 風佑他

, 其等單線成弧形向,

可彎曲 ,.5 θ公足以下鹽度較高在 34.00%0 以上
, 等

鹽線向上彎曲
, 富貴角西北線 , 層褒鹽度約在這 -

7.5. 恥 , 近擇鹽度較高 ,,30 公尺以了有一較高之鹽按

'、向西北斜下。淡水西北線早在。一 50 公尺以上 , E.

鹽度隨深度略增 , 鹽度範團約在33.50-33.75%0 ' 宜
100

中握正面蹺 , 鹽度範圍在33 .. 00-33 ‘ 50%0 ' 以 18 站已

聽度較低為33.0 。此 , 等溫線以 18 站為中心向下唾

曲 , 盤度由 18 站,分別向外海及海岸增加。後龍正西

緝 E 鹽度範圍在32'.22-34 ‘ 04 此之間 , 鹽度由近擇
肉外海遞減 o:E;1.1 正西海 i 23 一24 站站間 dO 公尺

叫上之鹽度隨深度增加甚急 , 鹽度由 33.50 點 ,
增

至34.. 00%, 且 ,10 去尺以下鹽度是由近岸向外海遞增
R 其變化範圍在34.00-34'.25% 且 , 布袋正西艘 , 鹽

反盟

34.5(:

(St. 2)

SALINITY (%0)
33.50 34,00

典型鹽度垂直分布

. 、

O

50

150

200

圓Z



度範圍33.25 一34.50%0 ' 等鹽糗均垂直下降
, 聽度由海岸向外海急增。高雄正西糗‘ ; 鹽度以表層較低在33

.50-33.75% 。之間 , 100 公尺厲以下較高約在33.75% 。以上 , 鹽度由近岸向外海增加。但春正西線 ; 75 公
尺以上 , 鹽度是變他範圍在結 .Sf? →34.0 吻。之間變化較小 , 鹽度由近岸向外海增加 ,;,75 公尺以下鹽度隨深

度而急增 , 等鹽線赤均向近岸鶴不 R 鹽度由近岸向外海急增。東部沿海線 ; 鹽度在20 公尺至 75 公尺之間較

低 , 為33.75 克。左右 , 鹽度由 35 站向 38 站遞增 , 即由南向北增加 , 100 公尺以下鹽度在高於 34.00 仇。蘇
澳正東線; 50 合尺以上鹽度變化較 'S, 約在 33.50% 。左右 ,50 公尺以下鹽度增至 34.0Q 萬g'; 等鹽糗均由近海

岸向東部外海星近乎垂直斜下。
各層次鹽度之分佈 :
鹽度由表面0公尺到.100 公尺 ]j( 深等七層之分佈情形 , 如圖十六至二十二 , 從這些圖裡顯示出每一層之

等鹽線之分佈鑽乎相近似 , 鹽皮大致以台灣海峽中北部及台灣東北近海為最低 , 蟬度是都在33.25%. 。以下 ;
其次為台灣西南海區第30 和33 等兩站 , 鹽度較低為 33.30 起。 , 鹽度最高處是在台灣西甫方外海也就是在澎
湖西南方海壤 , 鹽度在3.4.30% 。以上。戴學Om 為例鍍述於下 : 鹽度以東北近海為最低 , 鹽度為 32.91%0 '等盟海以此為中心 , 向四周成同心園狀排列 , 其次為西北外海 , 郎台灣海峽中北部海域 , 鹽度最低為 33.
05 此 , 即在第17 翻站發現為最低 , 等鹽線成一弧形由東向西延伸 ; 台灣西南海域 , 鹽度最低為 33.32 品 ,
等鹽麓由東南向西北星弧形排列 ; 盟度最高處是澎湖西南海域 , 聽度高達 34.3 。此 , 等鹽線旱弧形向東延
伸 ; 台灣東南沿海 , 鹽度在 34.00 起。左右 , 聽度由近岸向外海遞增。

9-冬季畫萬近海海洋環撞因素與掙游生物之變化曾丈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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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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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水產試驗試所驗報告14

o
冬季台灣近海溶氧量之變化範團大部在 4.1-

4.8ml/L 之間 , 典型冬季台灣近海溶氧量與深度之
變化關係如圖二十四所示

, 以30 公尺以上之水層溶

氧量為最多 , 尤其在 20-30 公尺水層為最高
, 達

4.$ml/L 而 30 余尺以下隨深度急速下降 , 至 75 公尺

為氧最少層
, 溶氧量僅 4.1mljL' 75 公尺以下又隨

深度略增至 100 公尺為 4.3mI/L , 而 100 公尺以下

溶氧量隨深度之下降甚徵溶氧暈過漸種定狀態。
點

4 各層次溶氧量之變化如圖二十六一三十二所示

均以台灣西北海填豆豆東部外海為最高 4.�ml/L" 而 ;t I !SO

M西南和東南沿海為較低 4.1ml/L' 耳都由近樺向
I-

外海增加。戴學 Om ,10 瓜 ,20m?30m 和 75m 等五水 ,
."'"

層之溶氧量變化分述於下 ,0 公尺水層之溶氧量以東 ;
�t 外海及由北海域為最高為 4: 7ml/L' 最出是在西
南沿海之高雄正西海填 �P3Q 站為最低僅 4..1ml/L

,

其餘各海擴大都在 4.5ml/L; 10 公尺水層溶氧量以

台灣西北海戚為最高為 4.7ml/L 以上
, 其次為東北

PH VALUE
8JO ._1115 一 2Q

�O

nvnv
﹒

{E}

�oo

8.30里

量 DO溶
F

氯

300

國二十四

外海為 4.5ml/L
, 最低是在西南及東南沿海在 4.3mljL 左右 ,20

公尺水層溶氧量以西北海域及東北外海為最高 , 達 .4.7ml/L 左

右 , 西南海域除高雄正西海域第 30.31 站含氧較低約 4.2ml/L

外其餘都在 4.5-4.6mljL 之間
, 東部海城含氧量為 4.3ml/L 左

右。30 公尺 * 層含氧量以西北海域 , 東北外海為最高均在 4.7ml

jL 以上 , 其次為東部海域為 4.5mljL
, 最低仍在西南海域為 4.1

mIlL 以下。 75 公尺水層以西北端海城較高為 4.5mljL 左右 , 東
北端及東南沿海均較低為 4.1mljL' 其餘各海域都在 4.2mljL

左右。

典型溶氧量垂直分布 (St. 2)。。

-EV

ZLFauo

200
pH

冬季台灣近海 pH 值 ( 酸鹹度 ) 大都介於 8.0-8.4 之間 , 典
型冬季台灣近海之 pH 值與探度之變化關係如圖二十五所示

, 從
表層至 100 公尺間 'pH 值變化較大 , 100- 150 公尺 pH...{ 直為

最大 , 150 公尺以下 pH 值漸小 , 200 公尺以下趨於穩定狀態。

各層次PH 值之分佈如圖二十六一三十二所示
, 其範園大都

在8.0-'1.4 之間 , 其水平變化一股都以近岸較高 , 離岸較低 ,
0 公尺水層 pH 值立分佈以台灣西北海域較低其餘各梅擴大約志♂

于內

敢鹼 l 主

典型酸鹹度垂直分布 (St: 的

300

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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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10 和 20 公尺水層 pH 值之分佈大致相間
, 均以台灣東北近海為 8.1 及東南沿海為 8.0 較低 , 而以東北

外梅和西南端海城為 8.4 為較高 , 其餘各海域皆在 8.2-8.3 之間 ; 30 公尺 7.K 層 pH 值之分佈和 10,20 公足

本層相近似 , 唯以台灣西南近海之第33 站較低為 7.68 東南沿海稍高 //..0' 東北近海 8.1 , 最高依然發現
在東拉外海達 8.4 其餘各海戚在 8.2 左右 ; 50 去尺水層 pH 分佈 , 最低是在西南沿海而以34 測站為最低

僅 7:60 其次東南沿海為 8.0 最高在東北外海達 8.2 以上 ; 75 和 100 公尺水層 pH 值之分佈和50 公尺水層

極為相似僅在32 站之 pHfj 為最 {正在 7.5 以下 , 最高仍發現在東北外海為 8".2 。

骨文陽等 " 冬季蓋灣近海海洋環境因素與浮游生物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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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
它主.,-,' 接 路 t

.官旦、

營養鹽
'1

(Nutrient) 在憂灣附近海鐵路黑潮主流的含量較高外
'.' 其餘海區皆較低

, 特別是在表水層
(C.S.K. .Report 1 ,.. 6

、 .' 1965""",,"1967)
, 到目前為益 ,

.'尚無報告論及營養鹽額在臺灣附近海域的分你 :

情形
, 在此我們討論踏酸鹽 , 硝酸鹽與亞硝酸鹽在基灣附近海城在 .1O(J 公尺以上水層的分佈情形 , 如間33

-46: 磷酸鹽一表層磷酸鹽的含量以淡水河出口處的畫灣西北部為最高平均在 0..4 μg-at/L 左右 , 並向臺
灣北部逐漸減少 , 基灣東北部海區的含量在 0.' →"'O,� μg-at/L 之間 , 僅39 觀翻站較高為 0.38ug-at/L �

臺灣海峽 0.2 μ g-at/L 之等暈線由中捶外海南南起伸經過澎湖群島東部直向南而下 , .並在澎湖以南向東
西兩端增加至 : 0.3 μ g.,..at/L. , 臺灣東南沿海近岸含量約在 0.3 μ g-<\t/L 左右。

10 位尺水層在臺灣西北部沿海亦是由淡水河處 .0.4 μ g-<\t/L 向四週減少 , 臺灣東北部海區略低於、 O��;;

p-gat/L , 但39 、 40 、 41 三站則在 3.5
μg-at/L 左右。臺寓中部之臺灣海峽含量略低於 0..2 μg-at/L , 澎 1

湖以南則由 0.2 μ g.,..at/L 向南增加至略高於 0.3 μ g-at 凡 , 基灣東南沿海近岸為 .0..2 μ g-at/L 左右。
20 公尺水層 : 淡水外海為 0.4 μg-at/L , 向四週逐漸減少 , 在畫寓中南部之臺灣海峽含量在 0.2...;.,

0.3p'g-:aty'L 之間于 , 澎湖以北略高於 0.3 μ g:-at/L ,. 在臺灣西南部沿海約為 0.2,. μ g:-at 尺, 。

30 公尺水層 : 在淡水河口外邊 1.0 μg-atjL , 聾,灣東北部沿岸之39 站在 0.5 μ g.,..at 舟, 以上 , 其餘海盟
與70 公民* 層極為相近。so 公尺 7t 層 : 在聖灣北部海區為 0.7pg-at/L, ' 澎湖以北慮。 .� μ g.,..atjI; '. 在澎湖以南海區有一含量
較高區連 O.{i μg.,..at/L." 華商東北海區之39 站亦高於 O�5 μg-atjL L 畫簡西南沿海為 0.2 μg-atjL 左右工。

75 公尺水層 : 臺灣西北部海區略高於 0.2 μg-at/L ' 北部海區為 0.2 μg-at/L , 39 站處略高於 0.4
μg-at/L , 臺灣東南沿海區為 0.3pg-atjL 。

100 公尺水層 : 畫萬東南沿海為 0.2 μg-atjL 左右蓋灣東北約為 0.2 μg-atjL , 38 站處略高於 0.4
μ g-atjL 。

硝酸鹽一衰層之平均含量在臺灣東北部海區約為 O.fi#g:-at/J ι '. 而向誰部及西北部增加 . " 至混混洞
口外在 1.0 μ g-at/L 以上然後逐漸向南稍減 , 台灣南部誨,按沿擇至澎湖之間在 0.6 μ g..,atfL 左右 ,. 逐漸向
離構一方向增加至 1.2 月-at/L , 畫灣西南沿岸海區約為 1'. 你 �-.�t&C!.

10 公尺水唐 : 淡水河口外為 1.2 pg-at/L , 以後向四週減少 , 憂灣東北部與畫筒中部外海含量為 0.6

μ g:-at/L , 臺濟南部海按約為 0;8 μ g.:-at 凡 , 但澎湖東方之28 站則高於 1.0pg-at/L. ' 蓋灣東南沿岸近海
為 0.6 μ g-at/L.o-

20 公尺水層 : 淡水河口外略高於 0.5g-atjL , 東北部海區由。 .6 μg-at!L 向外海略減為 0.4 μg-at 尺,

。蓋筒中部外海與南部沿岸為 0.8 μg-atjL , 澎湖東芳之之8 站含量高於 1.0 μ g::-atjL , 並向南減至 0.6

μg-atjL , 臺灣東南沿岸近海為 0.8 μ g..,.at/L 。

水深30 公尺處 : 沒 * 河口外含量 1. ..5ug-atjL 並向聾灣北部及中部海區辦少 , 東北部海區為 0.6
ug-at/L , 中南部沿海在 O.8ug-atlL� 左右 , 在澎湖以加甫含量略向外海增至 1.0ugatj-L- o. 薑潤東南近

海約 0.8ugatjL 。

so 公尺水層 : 淡水河口外略高於 1.Qlfg-at 九� ' 東北都在第 2 及第41 站亦高於 1.0 μg-at/L ' 並向其
北部減少至 0.4 μg-at/L,: 薑灣中部沿海為 0.8 μg-atjL ' 南部海區為 0.6 p-gat/L , 並逐漸向西增加至
28 站高酷、 1.5 μ g,-a,t/L. ' 東南近海的 .1..0 μg-at/L. 。

75 公尺水層 : 淡水河口外 1.5 μg-atjL , 東北部海坡在 0.8""""" O.4pg-at/L 間由近岸向外海減少。南
部外海篤。 .8 μg-at/L 。東南近海約為 1.0 μ g-at/L 0

100 公尺水層 : 在薑萬東北方海區在 0.6 μg-atjL 至 0.7 μ g-at/l 間 , 由近岸向外海減少 , 畫潤南部 .
海區為 1.0 μg-at/L 。

亞硝酸鹽一在表層的含量 , 淡水河口外在 0.7 μg-atjL 以上逐漸向畫灣中部及東北部外海減少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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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灣東北部遠離海岸僅 0.1 月 -at/L , 蓋灣中部海區約 0.3 μ g-at/L , 蓋濟南部海區 0.4-:"0.6 μ g-atjL

間由岸向外海增加 , 蓋灣東南近岸沿海約為 0.4 μ g-at/L 0

10 公尺水層 : 淡水河口略低於 0�7 μ g-at/L 並由此向蓋濟東北部海區與蓋筒中部海直觀滅
, 東北部

海區至 0.2 μ g-at/L
, 中南部海區為 0.5 μ g-atjL , 但在荒雄以南的海甚為 0�4 μ g-at/L 。

水深 20 公尺處 : 淡水河口略高於 0.7 μ g-at/L' 東北部海區為 0.3 μ g-at/L , 華筒中南部海區沿岸篤
。 .4 μg-atjL 向 28 觀翻站增至 0;6 μ g-at/L 以上。東南部近岸沿海為 0.4 μ g-at/L 。

r 30 公尺
*- 層 : 在淡水河口高於 0.7 μg-atjL , 但在後龍外海卸低僅 0.2 μg-a t/L 。蓋灣東北部海區為

0.3 μ g-a t/L , 蓋灣中南部外海為 0.5pg-at/L' 東南部近岸沿海約 0.4 μ g-at/L 。

so 公尺水層 : 淡水河口外海略高於 0.6 μ g-at/L , 臺灣東北部含量在 0.2- 0.4 μ g-at,IL 之間 , 由近
岸向外海漸減 , 華筒中南部海區以澎湖含量較高在 0.6 μ g:"atjL , 並由此向南北兩方觀棋但都在 0.3

μg-at/L 以上已臺灣東南部海區為 0.3 μ g-atjL 。

75 公尺水層 : 在淡水河在 0.6 μ g-at/L 以午 , 東北部海區由近岸 0.4 μ g-at/L 向外海漸減至 0.2 μg-
atjL , 蓋灣南部高雄以南海區為 0.4 μ g--at/L' 東南部海區為 0.5 μ g-at/L 。

100 公尺水層 : 東北部海區在 0.3":"0.4 μ g-at/L , 沿岸低於外悔 , 在高雄南部外海為 0.4- 0.5
Jig-atjL 由沿岸向外海略增 , 東南部沿岸近海約為 0.5 μ g-at/L 。

由整個營養鹽的分佈來君 , 淡水河口外由陸上沖積而下的營養鹽額以及有機碎片的分解 , 使蓋灣西北
部為一個特瓏的高營養海臣 , 東北部含量由近岸向外海漸減 , 含量甚低 , 在蘇澳南方的39 站處亦為南澳溪

的直接影響 , 為」高營養鹽量區-, 蓋灣中南部之臺灣海峽由沿岸向外海增加 , 基灣東南近梅囡觀測站較少
僅為概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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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量 (垂直抹系 )
冬季蓋灣近海浮游生物垂直踩集之生物量 ( 以沉澱量表示〉之分佈如圖四十七聞所示

, 以聾灣西北海
域為最高 , 其次為東部海城最少的是在東北島
海域 , 東南沿海 , 和西南沿海域 , 站將各海
域生物之沉澱量分佈情形分述於下 , 西北海
域 : 以西北端之 16 站及1 夕、 20 沿海兩站為最

高 , 況澱量都在O.See/m3 以上
, 其餘各站大

都在O.3-0.4ee/m3 之生物況澱量。東北海

域 : 此海城之生物況澱量甚少 , 均在 O.OSee

以下
, 但此海棋生物量有由沿海岸向東北外

海增加現象。東部海域 : 此海區生物況澱量
較均約在 0.2- O.3ee/m3 之問 3 但由此海

區分別向北和南方還滅。東南沿海城 ,
以沿

海岸之生物量為最少在 O.OSee/m3 以下 ,
等況澱量線呈一扇形向東、北及南方伸張 ,
生物量由沿岸向外海增加。西南海城 : 此海

城之生物量甚少 , 均在 O.OSee 以下但以沿海

岸之31 豈止略高 , 生物之等況澱量線星構圓形
向澎湖方面伸張 , 生物量由南向北遞增。

If

...

圓圓+ 七 況澱量垂直揉集分布

浮游生物量 ( 水平抹羔 )
冬季臺潤近海浮游生物水平揉集生物量分佈如圖48 所示 , 仍以臺灣西北海城為最高其次為東部海域 ,

圓恩十λ 況澱量水平操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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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六大類垂直分佈
冬季臺灣近海浮游生物六大類垂直之分

你如圍四十九所示
, 均以接卿額浮游動物佔 nil!

絕大多數量其次為甲殼、毛賢、水母等類皆

佔極少數。依撮浮游動物個體數之多寡可區

分為五個海區解釋。即西北海區 , 東北海臣
, 東部海區 , 東南海區 , 及西南海區等五個
海區。

西北海區有 : 共 8 個揉集站 �n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和 20 等入站 , 而這些操
集站以西北端為最高 , 而向南方遞減。其中
以16 、 18 和 19 站等三站為最高 ; 第16 站

, 揉
集深度。一 50 公尺 , 探集時間。 3.00, 平均

每立方公尺海水有 440 隻個體數 , 而模即佔
420 隻 , 毛頡 14 隻 , 甲殼 1 隻 F 皮囊 1 隻其

他額為 1 隻 ; 此站50 公尺以上 ;7j( 溫在 21.90

- 22.30oe , 隨度 33.27- 33.49 誨 , pH

為 8.38-8. 呦 , DO 為 4.35- 4.98ml/L , 而
以20 余尺水層含氧量為較低。 19 站攘集深度﹒

篤。一 20 公尺 , 採集時間為 22.45 , 平均每
盟且+ 丸動物性浮游生物六大類量之組成與分布〈垂直揉集 )

立方公尺海水之總個體數為 220 隻 , 接關 1
84 隻 , 毛頭 6 隻 , 甲殼28 隻 , 其他類為 2 隻 F 此站之 20 公尺以上 '7..K 溫為 22.35-22.48

� e, 聽度 33. 此
, pH 8.21-8.38, DO4.83-4.99mljL 0 18 站揉集深度為 0-50 公尺 , 探集時間為 14.10 , 平均每立方
公尺海水總個體數為 91 隻 , 極胸 82 隻 , 毛頭 2 隻 ' 甲殼 7 隻此站 50 公尺以上之 7..K 溫是 21.75 一 22.50oe

' 鹽度 33.03- 33.70%0' pH 8.11-8.30, DO4.28-5.00mljL' 以 20 去尺 7..K 層含氧量較低。

東北海區 : 此海區有 8 個採集站 , 即 St. 1 、 2 、 3 、 4 、 5 、 6 、 7和10 站 , 此海區之生物個體數甚
少 , 以第 7 站較多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23 隻 ' 其次為第 6 站 , 每立方公尺個體數20 隻 ' 其餘各站每立方
公尺海水之個體數之在 5 隻以下 , 第七站探集深度為 0 - 150 去尺 , 揉集時間為 18.42 , 平均每立方公尺
海水有23 隻個體數 , 而揖胸19 隻毛頭 1 隻水母 1 , 皮囊 1 隻其他 1 隻 , 此站站公尺以上之水溫度介於 24.
80- 25.20oe, 100 公尺下降至 19. 戶 , 鹽度 100 公尺以上是介於 33.34- 34.00 起。 pH 8.0-8.31, DO

3.95-5.03mIj ; 第六站揉集深度。一 150 公尺 , 操集時間 13.35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有 20 個體數
, 而擴

肺16 隻 ' 毛頭 1 隻 ' 甲殼 I 聾 , 水母 I 隻 ' 皮囊 1 隻 F 此站。一 100 公尺水溫 23.65- 24.70oe 鹽度 33.
80...:... 33. 站起。 , pH 值在 8.42-8.45 , DO 是 4.16-4.76mljL' 以 10 公尺層含氧最少。

東部海區 : 共有回個探集站 , 即38 、 39 、 40 和 41 等四站 , 其中以 38 、 40 站生物個數最多每立方公尺海

水有62 隻以上 , 而以 39 和 41 兩站為最少 , 為每立方公尺海水 6 隻以下 , 第38 站探集深度為50 公尺 , 據集時
間為0257 平均每立方公尺有 68 隻個體數 , 其中模開有50 隻 ' 毛頭 1 隻 , 甲殼 14 隻水母 1 隻其他額 2 隻 ' 此
站 50 公尺以上之溫度為 24.55- 24.90oe , 鹽度是在 33.68- 34.16 悔 , pH8.12-8.21, DO 是 4.06-

4.50mljL , 第40 站探集深度為 100 公尺探集時間為 16.50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有 77 隻個體數 , 模開66

聾 , 毛頭 I 隻 , 甲殼 2 聾 , 水母 3 隻皮囊 3 聾 , 其他頓 2 隻 , 此站 10 公尺以上水溫 24.9-25.2 吃 , 100

公尺降至 20.0oe, 鹽度 33.56- 33.84 此 , pH 8.3-8.45, DO4.14-4.68mljL 以 50 去尺層含氧最低。

東南沿海區 , 此區共有 2 個探集站 , 35 、 37 站而以 35 站較多 ,37 站較少 ,35 站操集深度為 100 公尺
, 操集時間 fJ867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有74 隻 ' 褲腳類 68 隻 , 毛頭類 1 隻 , 甲殼類 2' 隻 , 水母類 1 隻 i 皮囊

23

睡,

C>c 叩叩甜。

�Clr 冊 ,咿叫 Irp

�crUlacea

� 蜘帥
"

�Tunlcata

艙�Ollr 間

u徊。姆"E

Et

七
﹒
心
川

ebznnHnunvon",-oanmwdmmnvFM

揖

al



額 1 隻 , 其他類 1 隻 , 此站 100 公尺以上溫度在 24.10- 24.50
� C, 鹽度在 33.23- 33.63%0 , DO3.

95 -4.89ml/L , 而以50 公尺水層含氧量較少 ; 採集時間 1830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亦有24 隻值體數 , 接卿
8 隻 , 毛頓 2 隻 , 甲殼13 隻 , 本母 1 隻 , 此站之 100 公尺以上 , 永溫21.2 一 24.1O

� C, 鹽度 33.73- 3

4.01 此 , pH8.15- 8.2 , DO3.54-4.62ml/L 0

西南海區 : 此海區共有 9 個接集站 , gp26 、 27 、 28 、 30 、 31 、 32 、 33 、 34 和44 等 , 為此之海區中生物
量最少臣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都沒超過46 隻其中以26 和 31 兩站量較多 ,26 站揉集課度為40 公尺 , 揉集時
間為2000 平均每立方海水38 個體數 , 揖即 31 隻 , 甲殼 5 隻 , 水母 1 隻 , 皮囊 I 隻 F 此站40 余尺以上之溫度

23.5-23.8 �C鹽度在 33.68- 33.85 亂 ,pH 值在 8.2- 8.3 , DO 4.21-4.68mljL ; 第 31 站之揉集深度

為 20 公尺 , 揉集時問為 0355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有 45 隻個體數 , 接卿第41 聾 , 毛頭 1 隻 , 甲殼 2 隻 , 水
母 1 隻 p 此站20 公尺以上之溫度為 24.15 。一 24.40 � C, 鹽度 33.30- 33.70%opH8.20-8.21 ,nO4. 掰

一 4.47ml/L , 以20 公尺層含氧最少。

第18 號.台灣省7K1t. 意驗所試驗報告24

冬季臺灣近海水平採集之六大類分佈如

圈50 所示 , 依其數量多寡亦可區分為西北海
軍 , 東北海區東部海區 , 東南海區及西南海
區等五個海區解釋。

西北海區 : 有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J8 、 19 等探集站 , 此海區生物暈很高 , 其
中以12 、 13 、 15 、 18 站為最多 , 第 12 站揉集

時問為2200,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利0 個體

數 , 其中接帥類有 361 聾 , 毛頓頓14 隻 ,
甲殼額。隻 , 永母類 2 隻 ? 皮馨類 4 隻 F

此站衰層之溫度 22,10QC , 鹽度 33.72%0
, DO4. 78ml/L "pH8.4; 第 13 踩集時間

是在2的0, 平均每立芳公尺海有 4035 隻 , 其
φ揖帥顯偏3810 隻 , 毛頭額47 、甲殼額 105

聾 , 永母額16 隻 , 皮囊顯54 聾 , 其他額 3 隻
, 此站衰層 * 溫為 .22.00 �C , 雖度 33.82

峙 , pH 8A,.DO4.16mljL ; 第15 站揉集

時間為0705-, 平均每立方公尺梅* 385 隻個

體數 , 模開頭伯 357' 聾 , 毛頭額 13 隻 F 申殼

額 6 隻 , 水母類8 隻 , 皮囊 I 隻 , 此站衰層水溫 22.10
�

!:" 鹽度 33.56%0' .pH8..J, D04.79mljL,; 第 18
站接集時間為1410 平均每立方合尺海水有 131 隻﹒ , 褲腳類佔 116 隻 7 毛頭類 11 隻 , 甲殼類 2 隻 ,* 母額 1

隻皮囊額 1 隻 ? 此站衰層為 .21.75
�C, 鹽度 33.70 品 , pH8.30 , DO4.78ml/L' 東北海域有 1 、 2 、 3

、、 4 句 5 等揉集站站 , 其數量均甚少 , 僅 4 和 5 站略多 , 第 4 站揉集時間為 1107 平均每立芳公尺海水有 52

隻 , 韓即顫。隻 " 毛頭額 1 隻 , 甲殼類 1 隻 , 水母類 f 隻 ., 皮囊類 1 隻‘ ; 第 5 站據集時間的20, 平均每立

芳企尺海水有33 隻個體數 , 褲腳類有29 隻 , 毛頭類 1 隻 , 甲殼類 1 隻 '7.K 母顯 I 隻
, 改囊類 I 堡 , 此站表

面* 溫 24.62QC " 擅度 .3.3..75 此 , 'PH8.44 , DO4.8mljLo 東部海區共有四個踩集站 , 師 38,39,40 和
41 站、其中以38 ‘ 39 站為最多。張集時間為 13.57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有1095 個體數 , 棒

,

胸頓 722 聾 ,
毛頓頓 ];6 聾 , 甲殼類23 隻 , 水母類 9 麓 , 皮囊類 314 隻其他額 11 隻 , 此站表面 :* 混為 24.80 �C, 聽度 3

4� 仰起。 "�pH8.37., DO4.70ml;lL ; 第39 站據黨時間為-1357 , 平均每立方去只海* 個體數為 230 聾 , 韓腳

動物性浮游生物六大類 7位千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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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215 隻 R 毛額頭 I 隻甲殼類 8 聾 ,* 母類 I 隻 , 皮囊類 4 隻 , 其他額 1 隻 , 此站表面水溫為 24.'8"C ,
鹽度 34.09 逝。 , pH8.37 和DO4.47ml/L 。

東南海區共有 3 個採槃站 , 即 35 、 36 和37, 而以第35 站為最多旬,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發有 186 個體數
, 模開 '268 隻 , 毛頭 8 隻 , 甲殼 2 隻 ,

7Jc 母 3 隻
)
皮囊 4 隻 , 其他類小於 1 隻 , 此站採集時間的07, 表層

-溫度為24.5 �

C" 盤度 34.23 居。、"pH8.20',DO4.47ml/L 0

西南海區 , 共有 8 站 , 即 26.27.28.30.31.32.33. 和34 其中以 31 站之平均數為最多 , 其餘每立方公尺
海水個體數均在 100 隻以下 ,

第 31 站探集時間為0355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有 360 個體數 , 樟肺額 230 隻 ,
毛頭頭嗨 , 甲殼類 6頃 , 水母類冷 , 皮囊類峙 , 其他類 2 隻 ; 此話表面她的肘 , 鹽度馮
諾。 , pH8.21,DO4.16ml/L 。

25曾丈陽氧~ 冬季畫灣近海海龍單單因素與浮游生物之變化 -

冬季臺灣-近海撓厚非之分佈
冬季台灣近海所發現愷腳類共有 100 種 , 其中有兩種尚未鑑定出來 " 而在還 100 種中以下列麓種所發

現的數較目多 , 依其所操集到之數量多寡而排列分述於下。
帥的 eltdoca 'a 可 ltS minutus, Euch'azta s. p, Canthoca/cinuspau 少 er,Oncaea venus 旬 , 、Paraca/anus

parVlts, Clausoca/anus ρ er gens,:Pseudoca/anu'sgraci/is� Euca/aizus$u'bi:fassus, Euchirella
media, Euchaeta .plana,Ctenocalanzts va 杖ns, Undinu/a darwinii,Calanus mirzd 許,Calanus

的 19o1andius, Euchaeta'marina, Euca/anus mucranatus 等 16 種 , 其分布如圖五十一至國五十入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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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Pszdocalalar.us 和 Euchaeta s. ρ之分佈
之第 2 位 , 其分布如圖51 所示 , 主要分佈於畫灣西北
海域 , 以 16 站為最多 , 其餘之測站數目甚少發現 , 但
分佈較普遍 , , 西部和南部海域僅在 30 和34 少兩站有

量發現外 , 其餘各站均無發現。
Canthocalanus pa 吵。所揉集到之數目是佔全

樟帥矗立第 3 位 , 它是屬於黑觀暖流揮.之生物 (

Monri ; 1969) 其分佈如國五十二所示主要集中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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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灣西北海擴之第16 和 19 兩站 , 其他站數量甚少或沒有發現 ; 而在東北海城數量雖少 , 但分佈較普遍 ,
以第六站數量較多 ; 東部和東南部海域亦和東北海壤之分佈一樣 , 但數量不多 ; 西部和西南部海戚僅在第

30 站有少量發現外 , 其餘各站均無發現。
Oncacea venusta 在暖水城時常發現 "lMori; 1969) 其分布如圖五十三所示 , 主要集中於蓋灣西北

海城之第16 和 19 甫站 , 東北海域數量雖不多 , 但分佈較均句 , 其中以第 6 和 7 兩站較多 , 東部海域是集中
在第40 站 , 東南海威是集中在第35 站 , 西部海填沒有發現 , 西南海域僅在第31 站發現 1 隻。

Para,:alanus μ rvus 在熱帶海域經常發現 (

Mori; 1969) 其分布如圖五十三所示 , 主要分佈於蓋
灣東部和東南部海域 , 其次為畫灣耳北海域之第 16 和

18 站和西南海城之第34 站 , 東北海按發現之數目雖少
, 其分佈且較普遍 , 聽乎每一站均有發現。

Clausocalanus Per g穹的是屬於暖海性種類 (

Mori ; 1969) 其分布如圖五十三所示 , 主要是在薑灣
西北海域之第16 , 18 和 19 等三站 , 其次為東北海城第
9 站 , 東部海域之第 40 站 , 和西南部海城之第34 站有

發現外 , 其餘各站均甚少或無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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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十三 Paraca'a11us Par vas 和 clausocalanus
pergens 之分布

Pseudocalanus gracilis 屬於暖水性 (Mori ; 1969
4 其分布如圖五十四所示 , 以憂簡東部海域之第40 站所
發現佔絕大多數 , 其次為西北海城之第 13.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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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iocalanus gracilis 和 Eucalanus

Su;crassus 之分布

和 19 等站 , 西南部海攝之第 31.32 和 33 等三站 , 東北
海擴甚少發現 , 僅在第 9 站發現較多外 , 其餘所發現
數目接近於零。

Eucalanus subcrassus 是屬於暖水性 eM ori
; 1969) 其分布如圖 54 所示 , 主要是以蓋灣東部 ,
東南部海域為最多 , 其次為西北海城各站 , 東北海域
及西南海域均甚少發現 0,

. Euchirella media 是屬於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

祥之廣洋性揖腳 (Mori 1969) 其分布如圖 S5 所閻王+ 五 Euchirella media 和 Euchaeta Plana 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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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畫灣近海海洋環境因素與浮游生物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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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nus minor 和 Cnlanus
helgoandicus 之分布

西南部和東南海按亦有少量發現
, 即在 32.33. 和3S

等三站 , 而東部海按且沒有發現。
Euchaeta. marina 分布於大西洋、太平洋和印

度洋等各大洋 , 但在日本海域押.僅少量發現在暖水域
CMori ;1969); 其分布如圍五十入所示 , 華商近海
暈雖不多 , 分佈甚廣 , 幾乎每一採集站均有發現 , 但
主要以畫灣西北海攝之第 18 站所發現量最多。

iEucalanus mucranatus 此種在地中海、大西洋和

印度洋之暖海域押.均有發現(Mori;1 月9) ; 其分布

如圖五十入所示 , 在蓋灣近海除了東部和商部海城沒
有發現外 , 其餘各海區均有發現 , 但以西北海坡之第
16 站 , 所發現量為最多。團軍+ 八 Euchaeta marina 和Eucalanus mucranatus 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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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台灣近海之毛調動物
冬季蓋灣近海所發現之毛頭類共 11 種即 Sagitta hexaptera , S.pulch 間 , S.enflata , S.pacifica ,

S.neglecta , S.robusta , S.bedoti ,S. regularis, S. lyra' Kra,hnitta Pacifica' pterosagitta draco

' 等三屬十一種。這十一種暈都很少
, 而以前四種之量較多 , 其餘均只少量極發現而已。

S. hexa.btera 是黑潮流生物的指標 , 主耍產於探 119

冷水域槽 , 淺海區甚少發現 , 在夏季曾經發現體長達
4 ♂mm (骨 , 1968) 此種在冬季所發現體長較小約在

3-17mm , 而以 12-14mm 為最普遍 , 其分布如圖
五十九所示 , 以蓋潤亞北海域較多 , 其次西部沿海 ,
而東北海 , 東南端沿海均有發現但數量甚彈稀少。

S.pulch 悶 , 它是屬於廣洋性暖水域之毛頭 , 主
要分佈於蓋灣東部和東南部 , 在夏季所發現體長是 6

一17mm , 其中以 12-14mm 較為普遍 , 其分佈如盟
主十九所示 , 以蓋灣西北海域所發現的量較多 , 其次
為西部沿海 , 而東部海域及東南沿海暈拘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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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 九 !
Sagdta' hexapterc. 早日 S. Pulchra 之分布

S.enflata 分佈甚廣 , 從北韓 26
�30'-21 � 31 之畫

灣海峽 , 中國東誨 , 巴士海峽以北和畫灣東部海域均
H 可發現 , 但以臺灣海峽北部所發現的量為最多 , 而以
東南海城為最少

, 體長是在 5-30mm 之間 ( 骨 , 19

68) , 冬季所發現之體長 6-15mm , 其分佈如圖 60
剖 2 倍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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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先+ Sagitta e1iflat"a 和 S. pacifica 之分布 : ‘

所示 , 主要分佈是於臺灣海峽北部其次為東北西南和
東部海域 , 但在東南海域且沒有發現。

S.pacifica , 此種曾被當為黑潮生物之指標 , 主
要分佈於臺灣東部海 l革 ? 蓋灣西南海填及臺灣海峽北
部之黑潮海區 ( 骨。 .1. 夕6酌 , 冬季所發現的體長是 6 位

一 17mm' 而以 9-11111m 為主 , 其分佈如買六十冊 I ,,/' ＼、 �.II

示 , 蓋灣高北海城為較多 , 其次為東北西南和東南海 I..�/' 一＼"'-�
棋 , 東部峙沒有發現。 S.neglecta 是屬黑潮表層暖十 ,I鹽 1
7Jc� 草種類 4 它和 S.regularis 之分佈極為相似 ,

體長 i ﹒÷旨 "..;J
一

是 3':7""8mm( 骨 ,1f!68) , 而冬季所發現之體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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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之十 .,... S:zgitta neglecta 和 S. rQusta 之分布



3- 9 mm , 分佈如闊六十一所示 , 主要是在海峽的北海域 , 其餘各海按發現甚少。
S.robusta 也是屬於黑潮暖水域種類 , 蓋灣近海分佈甚廣 , 但量不多。冬季所發現之體長為 3-14

mm' 其分佈如圖 61 所示 , 以蓋灣西北和西部沿海發現較多 , 西南和東南沿海及東部海域均有發現 , 但量
甚少。

N
K. ρα eifie:;, 是屬於廣洋暖水性種頓 , 撮會 (1965

/ 呵﹒『思想斗
E﹒和1968) 報告 , 曾發現於臺灣海峽北端 , 叉攘廖 (

� 1968 J 報告在華灣西南海城亦有少量發現 , 體長為 3

膺
- 9 mm (骨 , 1968 人在冬季所發現體長為 6-8m

4

m' 以臺灣海峽北端及海峽中部沿海較多。
S.bedoti 是黑潮及其近海區之最豐富種 (

Yama 函 , 1966) , 它廣泛的分佈於蓋灣近海 , 但在畫
" 灣海峽中部無發現 , 其體長為 7-14mm (骨 , 1968

) , 冬季所發現的體長為 6-17mm , 其分布如圖六

29冬季臺灣近海海洋環身因素與浮游生物之變化骨文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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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士研示 , 僅在臺灣海峽北端 , 中部沿海。及東南沿
海發現外 , 其餘各海域均無發現。

S.regularis 此種海屬於黑潮及鄰近暖水域之表

層種 , 在蓋灣近是極為普遍。〈骨 , 1965 ; 廖 , 1968)

, 又接曾 (1968) 報告它主要分佈於臺灣海峽之北端

及南部整個黑潮流和東部海域等 , 其體長 3-:- 7 mm
, 而以 4- 5 mm 為最普遍 , 冬季分佈如圖六十三所
示 , 是在蓋灣自北海域和東南外海 , 數量均極少 , 其具
體長為 6- 8 mm 。

Pterosagitta draeo 為臺灣近海水城毛項額中最

普遍的一種 , 體長 2-7mm 大部分為 4- 5 mm 是

外洋和表層的溫水種 , 它分佈於蓋灣近海之北部、南部和東部等 , 但在蓋灣西部及中部無發現〈骨 , 1968
) 冬季所發現之量極少 , 其分布如圍的所示 , 僅在華灣西北海擴發現兩隻外 , 其餘皆沒發現 , 其體長篇 6

-8mm 。

S.lyra 為基灣近海曾搜發現之毛頭類中最大的一種 , 體長達37mm , 主要分佈於黑潮主流海區及蓋灣
北部海域 , ( 脅 , 1968) 冬季僅在畫灣東部海域之第 41 站 , 發現 1 隻而已其分布如圖 64 所示 , 體長16mm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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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臺灣近海海洋環揖因素與浮游生物之變化 3.1曾丈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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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畫灣近海植物性浮游生物以矽藻類佔絕大多數 ,
其次為藍藻而以鞭藻為最少。各站所發現之種類

與其數目如附衰所示 , 此表數目 , 是直接從樣本標每次取 0.25cc , 所鑑定出來的結果。
矽藻類 : 其分佈如圖六十四所示 , 以第 5.14.26.27.28.32. 和33 等站所發現為較多 ; 第5站在華灣東北

方外海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旅發現在有40,705 個細胞之矽藻 ' 這些矽藻以 Chaetoceros affinis , Thalas-s
othrix nitzchiodies , Thalossiothrix frauenfelduii ,Nitzshia seriata 和Nitzshia longissima 等為最
多。第 14 站即在華轎西北角沿海 , 此站每平方公尺海水有26,672 個細胞數之矽藻 F 而以 Chaetaceros cu-

rvisetus , Nitzchia seriata 'Nitzchia longissima ,Thalossiothrix frauenfelduii 和 Thalassiothri-

xnitzschidies 等為最多。第26 站 , 位於蓋灣西部沿海 , 所發現之矽藻為每平方公尺海水有 22,532 個細胞
數 , 其中以 Chaetoceros sρ佔絕夫多數。第27 站是在澎湖南方近 , 海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高達 127,707

個細胞數 , 是所發現的矽藻最多的一站 , 其種類以 Thalossiothrix frauenfeldii, Thalossiothrix nit-
zschiodeies , Chaetoceros sp 和 Chaetoceros cuovisetus 等為最多。第28 站所發現者之矽藻平均每平
芳公尺海水有呵 ,765 個細胞數而 tJ. Thassiothirx frauelaluii, Thassiothrix nitzschiodies 和 Chaetoce
ros sp 為主。第32 站在臺灣西角沿海 , 平均每立方合尺海水有 3,174 個細胞數 , tJ.Chaetoceros sp ﹒ Bi-
ddulPhia varicon , Chaetoceros affinis , Chaetoceres curvisett 付和Chaetoceros lcuderi 等為最多。

藍藻類 : 如聞六十五所示冬季畫灣近海所發現之藍藻絕大多數屬 Tric h ode sminin 其次為HalosPheaera

viridx 僅在第27 、 28 兩站有少量被發現外 ,
其餘各站甚少發現而巴 , 其分佈如圍所示 , 以第 27 站為最豐

寓 , 其次為 5. 14. 和33 三站 , 而第 20. 30. 37. 三站也有少聾發現。

鞭藻巔 , 冬季近海所發現之鞭藻類都屬Peridi'niidae 科其中以 Ceratium 眉 ,為最多 , 其分佈如圖六十
六尉示 , 主要分佈在第 14. 19. 其次為第 32. 41. 44. 等站 , 而其餘各站均無發現。

生,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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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命討

境

冬季因東北季風增強 , 中國沿岸流受東北季風之吹逸 , 向東南λ侵臺灣海峽 , 使海峽之海 7.K 普遍受此

沿岸流之影響 , 由於這股沿岸流有其特殊之性質 , 部低溫、低鹽、低酸鹼度 , 和高含氧量 ( 朱1963 ; 脅
,

1970 ) 蔚以海峽之水溫、聽度及酸鹼度 , 都隨之下降 , 而含氧量隨之增高。受此中國沿岸流影響最深處 ,

並非在蓋灣正西北海域 , 而是稍偏南之臺灣海峽中北部海域 , 因蓋灣北部海面尚屬黑潮流影嚮海區 , 所以
仍具有黑潮之高溫度和高鹽度之特性 , 因而冷水舌中心向南偏移 , 故無論是鹽度 , 溫度或酸鹼度 , 都以產

灣海峽中北部海城為最低 , 並由此向台灣西海岸 , 海峽南方 , 及北方增高。東北海棋以第 1 和 2 站為中心

, 無論是鹽度、溫度、酸鹼度及含氧量 , 均以此兩站為最低 , 而由此向外還漸增加 , 又從溫度及鹽度垂直
剖面圖可君出等鹽線和等溫線都近乎垂直 , 由沿岸向東下降 , 由此可君出有湧升流之現象 ( 骨 ,1971 旬 ,

主要原因是黑潮主流流經於此 , 在此附近有 200 公尺等深線之存在 , 海流由深向淺處流動郎產生讀升流
(Tait, 1968) 。畫灣東部海戚因屬於黑潮主流區 , 所以在鹽度、溫度和酸鹼度等較高 , 溶氧量較低。東
商沿海因有湧升流存在 ( 挑 ; 1971 , 曾 1971) , 此區之鹽度、溫度、酸鹼度及溶解氧都很低。西南海城10

公尺層以下之鹽度 , 以高雄正西約30 涅為最低 gp 第30 站 , 且等鹽線以為中心成弧形排列向外擴張 , 另外從
鹽度溫度剖面圖既示 , 鹽度及溫度均向海岸方面還增 , 文由其酸鹼度及溶解氧之垂直變化君來 " 是有湧升
流之現象與會 (1971) 報告相助合 , 由於夏季此區湧升流很強 , 所以可以判斷底層之海水由30 站附近湧升

後約在50 公足,層又往南流 , 因冬季東北季風增強 , 的關係使衰層海水產生表面流 , 研以踴升流在未至表層
時 gp 隨表面流往南流動 ( 朱 ,1963) 。

環叉水

量

垂直揉集與水平採集之況澱量均以西北海區為最高 , 東部海區次之 , 最少是在東北海臣 , 東南沿海區
, 及西南海區 , 西北海城係來自中國沿岸之冷水圈 , 營養離子聾富 , 溶氧量高、溫度、鹽度變化不大 , 撮

-

前文結論 ) , 自然成為生物之良好棲息場尉 , 故生物量特別多。生物量少之處 , 東北海區 , 東南沿海風西
葡海區 , 這三海區因都有湧升流之存在 , ( 按前文結論) , 鹽度溫度之變化大 , DO 低昕以未成為生物之

良好棲息場所 , 因此生物量在此等區都很貧脊。

澱;亢

浮游生物六大類垂直分佈

華轎近海垂直浮游生物之組成以接肺類佔絕大多數平均 {占浮游生物總個體量之 86.75 %以上 , 其次為
甲鼓佔7.59% ' 毛頓頓佔 2.633 古文次之 , 其他類 1.2% ' 水母類 0.73% 和農囊類 0.49% 為最少。模開類分

佈最廣泛且量也最多 , 主要分佈於臺灣西北海域 , 其中以第 16 站為最多 , 其次為東部及東南沿海域 , 西南
海讀文次之 , 西部海城僅在 26 站有較多量發現外 , 其餘各站量都很少 , 尤以東北海域量最少。申殼類主要
分佈於畫灣西北海域 , 其中以 19 站為最多 , 其次為東部海攝和西南部海戚 , 而以東北海域為最少。毛頭類
主耍分佈於蓋萬西北海域 , 其中以 15.16 站為最多 , 其次為西部海壤之26 站 , 但此海域之其他各站卸無發
現 , 東部東南和西南海擴量雖少 , 但各站均有普遍發現 , 最少的是在東部海域。其他類主要分佈於東部海
棋 , 其次為西北海域之第 15 和 19 兩站較多 , 西南海域文次之 , 以東北海域為最少。水母類主要分佈於東部
海域 , 其次西南海域 , 西北海域文次之 , 西部海域僅在26 站有較多量發現外 , 其餘各站均無發現 , 而以東
北海城最少。皮囊類主要分佈於東部海壤之第 40 站和西北海域之第 12,13 和 14 等三站 , 其次為西部海域之
第26 站 , 而又以東北海城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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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獄 ,水平分佈

冬季臺窩近海水平浮游生物之組成亦以棋牌類最為普遍
, 且在量方面均佔絕大多數 , 平均佔主六大類

之 88.23% ' 其次為皮囊類為
5.39% ' 甲殼類 3.39% 叉次之

, 毛頭額 1.95% ' ;7j( 母類 0.74% � 最少的是其

他類僅佔 0.21% 。樟卿類主要分佈於臺灣西北海域
, 其中以 12. 13. 15. 站量為最多 , 其次為東部海域之

38 站和東南海域之35 站 , 而以東北部和西部海城為最少。皮囊類主要分佈於蓋灣東部海域 , 以第38 站佔全

浮游生物量之絕大多數
, 其次為西北海域之第 13 站量較多 , 西南海域文次之 , 而東部海域為最少。甲殼穎

主要是分佈於臺灣西北海域
, 其中以第 13 站為最多 , 其次為西南海域之第 31 站較多 , 東部海戚文次之 , 東

北海域為最少。毛頭類主要是分佈於臺灣西北海氓 , 以 12,13 和 16 等三站為最多 , 其次為西南沿海之第31

站為較多 , 東部海域文次之 , 最少是在東北海域。 ;7j( 母類主要分佈於東部海城和西北海域 , 其次為西南海

城 3 東北海域量雖少
, 但分佈較普遍。其他類主要分佈於西部 , 西南部海攘 , 東部海按次之 , 最少仍在東

北海域。

繞 時 委員

冬季蓋灣近海所發現之棋牌額以 Pseudocalanus minutus 為最多 , 這種模卿是屬於冷水性之樟閥 ,

經常成為冷水流之指標 (Mori , 1969) , 絕大多數是集中在蓋灣西北海域。其次所發現之樟師都是黑湖海
流之暖水性撓牌 , 它數量雖不很多 , 但種類甚多 , 如臼nthocal ω sp 呻仰 � Oncacea ωusta

, Para

calanus ρ arvus , Clausocalanus pergens , Pseudocalanus gracilis' Eucalanus subcrassuS
, 等為黑

潮流棉暖水性生物 (Mori ,1969 ) 。這些模開主要分佈於蓋灣西北海域
, 東部海域 , 和東南海域 , 和東

南域其次為東北海域和西南海域
, 而閻部海域甚少發現。從這些冷水性接關類動物與黑潮暖水性接關類動

物主分佈清形可君出西北海域為冷暖水性模開之集中海域
, 在此海域不但接關種類多 , 且數量亦很大 ,

又從海況資料顯示出西北海域是受中國沿岸流冷水流浪黑潮流之暖水流之交會海域
( 朱 ,1963 ; 會 d968

,19 均 ) , 所以此海城不但具有豐富之冷水性之模開類動物更具有豐富之黑潮暖海性之模胸動物。

毛 親 類

攘 1968 年曾氏報告中發現毛頭類對於溫度之最大界限範園是在 25.5 � �29.86 �C ' 對於鹽度之界限範

園為 33.50-36.5% 。因冬季氣溫下降
, 超出毛頭類之忍耐範圈 , 所以毛頭類在冬季甚少被發現 , 僅在第 16

站所操集到之毛頭類較多 , 共有 101 隻外
, 其餘皆甚少 , 此站之溫度是在 21.90- 22.30

�C 鹽度是在 3

3.27 干 33.49%0' DO4.35-4.98ml/L
, pH8.38� 8,4 , 其中種類是以 S. hexaptera 為最多 F 共有 35 隻

,

而此種毛頭是所有毛頭額中所發現之最多一種
, 接曾 ( 1968 ) 發現此種毛頓頓對鹽度之忍耐範圍是在

33.50- 34.50 克是所有毛頭類中好低鹽度的一種
, 因此此種毛頓頓在較低鹽度之16 站發現較多。溫度與

鹽度在冬季蓋灣近海水壩囡較低的關係 ' 可能是導至毛頭浮游動物大量減少之主要因素。

植物性浮游生物

從以上三種植物之浮游生物之分佈可君出
, 它是成群落狀之分佈 ' 而大部份集中於有湧升流附近及沿

海之營養鹽最富之海區。從動物性浮游生物與植物性浮游生物之分佈可君出動物性浮游生物最多海區
, 植

物性浮游生物並不多 , 如西北海區之第 12.13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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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南方近海區 : 此海區為植物性 l浮游生物量最多之海區 ,
這海區植物性浮游生物不但具有冷水性植

物性浮游生物 ,
同時具有暖水性之植物性浮游生物。由於這海區受南部湧升流之影嚮 ' 文因為動物性浮游

生物甚少之故 ,
自然形成良好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群落。

西南端海區 : 此海區因近岸之故 , 營養鹽豐宮 ,
同時叉受南部湧升流之影嚮 , ( 攘前文所述 ) 所以形

成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群落 ,
這區之植物性浮游生物大都屬於暖水性之植物性浮游生物。

東北外海區 : 此海區因受東北踴升流之影嚮 ' 營養離子豐富
, 所以也形成一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群落 ,

還區所發現之植物性浮游生物大部分是屬於溫帶暖水性之植物性浮游生物。

西北端海區 : 此海區因受中國沿岸及東北季風之影嚮 ( 前文所述由於它是冷熱雨水圍之交會點 ) 同時
受到淡水河之排水營養離高 ,

形成植物性浮游生物繁殖之良好場所。這海區之植物性浮游生物不但具有黑

潮流之暖水性植物性浮游生物同時又有中國沿岸統之冷水植物浮游生物 , 不但種多 , 量也不少 , 但它由於
此區之動物性浮游生物繁殖甚多之故 , 所發現植物性浮游生物量並不是最多之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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