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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北部海域物仔魚之種類組成及其季節變動

陳宗雄

Species Compositic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 Bull-ary"

Catch in" the North 組 stern Waters of Taiwan.

Tzor 海 -ShYOUI 耳� Chen

catch, a total of 223 samples of "bull- ary" catch were

To understand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 bull - ary"

collected from Ta - chi, in the

north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from April 1985 to June 1988. The result� are summar-

ized as follows:

1. The percentage of larval anchovy in "bull- ary" catches varied with the season.

About 95% of the "bull- ary" caught in the season of spring and fall were larval

anchovy. About 80% of the "bull-ary" was caught in summer.

2. There were about 10 families and 3 orders of commercilly important fish larvae in

the "bull- ary" catches. They were Cl upeidae,Leiogna t h idae

Synodon tidae,Scom bridae, Menid 帥 ,Sphyraenidae,MugiIid 尉 ,Carangidae,Sparidae,Elo-

phHomes, Pleuronectiformes and Anguilliformes.

3. The blooming of petropods occurred in summer lowering the price of "bull- ary"

catches during that season. For economic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reasons, "bull 一

ary" catching is not favorable in summer.

有穹 雷

有關轍l仔轍獲物種類組成過去陳 ( 1980 )!1) 在本省動饒責灑調查與研究會指出本省鞠仔漁獲物

以攝科* 為主要種類,約估的 % 以上 , 而 5% 為其他種魚類之仔稚魚。叉認為齣魚雙拖網所撈捕之齣

仔漁獲物所舍之其他種類之百分比較一般傳統性漁具一接寄綱、搖鐘網等為多 ,
由於雙拖蜴仔漁法引

進本省有 10 年
, 為暸解此種撫法對蜘仔漁獲種類組成是否有所影響而從事此項調查 , 以做為日後對

此資頓管理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

﹒ : 擠科 = 黨科 (ENGRAULlOAEj Anchou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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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於 74 年 4 月 -77 年 6 月間
, 按月在宜蘭大漢隨攪探樣 , 共得 223 個樣本〈衰 I}. 樣本

表 1 1985 年 4 月 - 1988 年 6 月在大漢所採獲之勵仔魚標本

Table 1 Samples collected fr αn Ta- chi during Apr il 1985 to June

1988.

＼＼ Month

Year ＼＼

S 叩 Oct NovJul. 'AugM 呵 , JooApr

1985 5 15 5 1613 4 14

1986 5 16 6 16 1315 4

1987 10 8

1988 '4 13' 11

Dec

8 4

9 4

5

均以向 %酒精固定。樣本分析方法是先秤出每一樣本之總重量 (G) 而後再將蠣科仔稚魚分離求其

畫畫 ( g ) 及個體數 (No) 。再從非餌科生物中分出經濟魚類仔稚魚、非經濟佐魚類仔稚魚、甲殼

頸、頭足穎、翼足虫類等。標本之盛定是參考內田 ( 1958 ) (2)
、山路 ( 19.59 ) (的、

7.1( 戶 ( 1966 )

“
}
、陳、黃等 ( 1鉤5 ) ω及陳 ( .1987 ) (6)

等之文獻。

研科魚類百分比及經濟魚類出現率則以下式表示 :

標本所舍 , 醫科魚類重量 Cg)
1. 饋科魚類重量百分比 = Xl ∞

Z 鵬科魚類個體數百分比
∞

�

、',a數

〉
體

G

個

(

魚

量
稚

重
仔

本
類

樣
魚

科鱗

樣本自舉個體數 (N)

N =n D + OJ 斗
,
血 II + 'nr + n4 + n&

n ..個科魚類個體數

n J : 經濟魚類仔稚魚個體數
n. : 非經濟魚類仔稚魚個體數

n" : 甲殼顯幼虫個體數

n 4 : 頭足類個體數
n& : 翼足虫類個體數

某月出現某經濟魚類之樣本數
3. 某月份某經濟魚類出現率 = x 100

某月份所採集之樣本總數

結果與討論

自弋勒仔漁獲物中餌科魚類百分比及其季節變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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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所示為 1985 年 4 月 - 1988 年 6 月間所採得之 223 個帳本所含髒科魚類仔稚魚之重量百分

1985 年 4 月 - .l�88 年 6 月個科魚類在鯽仔

漁獲所佔之百分比

Monthly rate of frequency of anchovy in the

catches fromApril 1985 through June 1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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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ary'

此及個體數百分比之平均值和標準偏差 , 在圍中顯示鯽仔漁獲物中擠科魚類之軍量百分比及個體數

百分比之平均值和標準偏差隨月衍有所不間
, 在 4-5 月間麟科魚類在鯽仔誦獲物中所佔之百分比

平均值約在 90 % 以上
, 而 6 月以後便逐漸下降

, 尤其重量百分比之下降更為明顯 ;7-8 月撰論

個體數百分比或重量百分比之平均值均下降至 BO 5屆左右 , 到 9 月以後才逐漸間升
, 11 - 12 月又

增加到站 % 以上。撮陳 ( 1 翱 5 ) 台灣東北部辦科仔種魚期為 4-6 月及 10 - 11 月
, 由此可見蜻

科仔稚魚在幫
"
仔轍獲物所佔之比例是隨齣仔撤期有所費化

, 在在漁期所捕獲之跡仔魚餌科仔稚魚所

佔之比率高 , 在非漁期之轍f 子魚包含大量的其他種魚類。以個體數百分比和重量百分比衛量攝科仔

稚魚在動仔觀獲所佔之比率眾在漁期時兩者之平均值和標單偏差之差異不大
, 但至非總期 6-9 月

, 則重量百五? 比平均值舖暉 , 標準偏差增大 , 此可能因其他種不同魚類大量加入所造成的結果。
之三蝴仔轍獲物中非擠科生物之百分比及其季節變動

非輯科生物 ( non-anchovy ) 共分出經濟魚類仔稚魚 ( 僻、騙、自帶、狗母、輯、韓、鋼、皮

刀、金韓、輯、海鰱、海鰻、比目魚等 ) 、非經濟性魚類仔稚魚 ( 鱷、輯、燈籠魚、鈍吻闡鸝虎、

蝶魚 ) 、甲殼類幼虫、頭足類幼生及翼足虫類等五大類
,
自 1985 年 4 月 - 1988 年 6 月其平均每月

出現之百分比如圖 2 所示。在 4 月份所出現之量甚少
, 平均每 100 克之鯽仔漁獲中非饋科生物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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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of percentage of non-anchovy species in the "bull-ary"

ca tch from Apr il 1985 through June 1988.

A: Economi c: fish larvae

B:Uneconomic fish larvae

C:Crustac 個 larvae

有 18 -- 37 個體蝕 , 而且絕大部分屬於經濟魚類 ( 就科 96 %左右 ) , 非經濟性魚類者約 4%; 5.

月份則平均有 158 - 345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約 ..66 - 82% ﹒ ,
非經濟魚類 14 - 28 9 區 ,

甲殼類幼虫
約為 39 話

,
頭足類幼生為 1-2 %; 6 月份平均有認 3 -- 326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佔 65 - 75 %

,
非經濟魚類 8 -- 12 %

' 甲殼類 6-11%, 頭足類 4--7%. 翼足虫類 6�8%; 7 月份平均有
469 -- 753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佔 68 -- 70 %
' 非經濟魚類 11 - 15 %

'
甲鼓類 6 ι 15 9 后 , 頭

足類約 7%, 翼足虫類 8 --.:.. 12 %; 8 月-份平均有 387 - 692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 62- 倒 %'

非經濟魚類 10 - 16 %
' 甲殼類幼虫 5 -10 %' 頓足類 4.�6%, 翼足虫類 6 - 12 % ;9 月份平

均有 543 -- 892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佔 7.0- 80.%. 非經濟魚類 12 - 17 %

' 甲殼類 2"-5%,

頭足類 2--5%, 翼足虫類 2 -- 7 %; 10 月份平均有 324 - 801 個體數 i 其中經濟魚類伯 71- 、

75 % ' 非經濟魚顯 12 月�20%
' 甲殼類 5 - 9 %

" 頭足類 1-2%, 翼足虫類 1-2%; 11 月
份平均有 35 -- 233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伯 80 -- 87 % ' 非經濟魚類 6 -- 10 %

' 甲殼類 5 斗 9%

DEeNOY

D: Cephalopoda: larvae

E:Pterop 叫a

OCTSEPAUGJULJl1NMAYAPR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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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平均有 20 � 30 個體數 , 其中經濟魚類約 95 %' 非經濟魚類約 5% 。

自以上之非擠科生物種類組成之變化
, 可明顯的君出各月份所採集到之鯽仔魚其種類組成有一

定的變化
, 4 月份之魚種類較單純 , 5 月以後由於許多種類之稚魚亦加入鯽仔魚群內

, 故其種類組

成漸趨種雞
, 尤其 7�8 月許多經濟性、非經濟性之仔稚魚、甲殼類幼虫、頭足類幼虫及翼足虫類

等之加入 , 使概仔漁獲中傾科仔稚魚比率下降 , 而造成鯽仔魚之經濟價值隨而降低。同時也於翼足

虫類
( 俗名海針〉之大量出現

, 也使蝴仔魚之品質滑落 , 故以經濟和資源保育之觀點而言 , 7�8

月實不宜採捕佑仔魚。
三三蝴仔漁獲物中經濟性魚類之百分比及季節變動

1985 年 4 月 -- 1983 年 6 月動仔說獲物中之經濟性魚類仔稚魚經鑑定
, 可區分為 10 科 3 目。

分別為僻科 ( clupeidae ) 、鱷科 ( Leioganthidae ) 、帶魚科 ( Trichiuridae ) 、合齒科 ( s-

ynodont idae) 、精科 ( Scombridae ) 、眼匡魚科 (Menidae ) 、尖梭科 ( Sphyraenidae ) 、腦

科 (Migilidae ) 、韓科 ( Carangidae ) 、細科 ( Sparidae ) 、海鰱目 ( Elopi formes) 、側泳

目 ( Pleuroneatiformes ) 和鰻目 (Angui 11 i formes) 。圖 3 、 4 所示者為這些經濟性魚類之出

現率及出現量。各種要魚種之出現情形 , 則分如下述 :

僻科 : 幾乎每個月均有出現
, 但以 5 、 8 及 9 月出現率較高 , 約在 50--60%' 平均每 100 克

概仔梅、獲物中約在 65 個體數
, 最高達 328 個體數。

騙科 : 每個月均有出現
, 且出現率均超過 .80 % 以上 , 平均每 1∞克概仔漁麓

,

物之出現量為

163 個體數 , 最高 453 個體數。

帶魚科 : 主要出現於 4�6 月及 9 -- 12 月 ,
以 9 � 10 月之出現量較多 , 平均每 100 克糊仔漁

獲物 10 個體數以上。

合齒科 : 幾乎每個月均有出現
, 以 9 月份之出現率及出現量較高

, 約在 75 % 以土 , 平均每

100 克負關于漁獲物可達泣個體數。

結科 : 出現於 5--11 月
, 出現率以 5�6 月為最高 , 約佔 60% 以上

, 平均每 1 ∞克動仔漁獲

物出現量約在 11 個體數 , 最高為 5 月份 , 可達 100 個以上個體數。

眼匡魚科 : 出現之月份為 5�7 月及 9 � 10 月 , 其出現率約在 20 � 50 %
' 平均每 1∞克蝴

仔漁獲物出現量為1 -- 14 個體數
, 而以 10 月份為最高。

尖梭科 : 出現於 4�6 月及 9� 10 月 , 出現率為 1O�25%' 平均每 100 克勘仔漁獲物中之

出現量為 1 -- 8 個體數。

腦科 : 出現月份為 4 �5 月及 10--11 月
, 出現率約在 20 � 30 %

' 平均每 1 ∞克蝴仔漁獲物

之出現量為 3 -- 15 個體數。

路科 : 出現月份為 5 -- �O 月
, 出現率為 10 -- 50 % ' 平均每 100 克蜘仔漁獲物中之出現量為

5� 39 個體數 , 以 7 、 10 月份之出現量為最高。命備

蝸科 : 出現之月份為 5- 11 月
, 出現率為 10:-- 30 % ' 平均每 1∞克蝴仔漁獲物中之出現量

約 10 個體數左右。

側泳目 : 出現月份為 4- 12 月
, 出現率 10�.50% ' 平均每 100 克蝴仔漁獲物出現量為 2�

3 個體數。

海鰱目 : 出現之月份為 5-7 月及 9 -- 12 月 ,
出現率為 10 -- 40 % ' 平均每 100 克鯽仔漁獲

物中之出現量為 1--7 個體數。

鰻目 : 出現之月份為 5 月及 8� 11 月 ,
出現率為 5� 呦 , 平均每 1∞克昕漁獲物出現量

為 1-- 2 個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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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為瞭解鯽仔漁獲物之種類組成季節之變化 , 1985 年 4 月 -- 1988 年 6 月在夫漠附近做定點連續標

本揉集 ,
共獲 2 路標本

,
經整理分析其結果如下 :

-弋蝴仔漁獲物中之饋科仔稚魚所佔之百分比隨季節之變動有所不同 ,
在春季及秋季均約佔 95 %' 在

夏季則降至 80% 左右。

三毛在鯽仔漁獲物中共發現有 10 科 3 目之經濟魚類之仔稚魚為辦科、蝠科、帶魚科、合齒科、蜻科、

眼匡魚科、梭魚科、腦科、路科、蝸科、海鰱目、側泳目及鰻目等。

三三翼足虫類之大量出現是在夏季, 由於翼足虫類之大量出現將會影響蝴仔漁獲品質 ,
經濟及保育觀點

, 在夏季不宜撓、捕蝴仔魚。

要

謝 辭
,

本報告得以順利完成蒙摩所長一久博士之支持與鼓勵 ,
本系主任郭慶老博士之修正 , 本系同仁陳

春暉博士之提供簣貴意見及大漢漁會謝祖田先生、周炎間先生之協助採集標本 , 謹此一僻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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