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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太平洋圍網漁場調查一 I

書 ii 燈城

Inve-t igat e 。n Enidwes t pac i f i c oc ean pu r se -se z n e

fiah ing ground -I

Don-Churlg L iu

Midwes t Pac i f i c ocean i s we l I Mown as one of the best purse seine f i shing

grounds for Ca tChing skipjack and tuna ,most of operat ions are w i thin 2OOmi l es-

ecmorn ic zone of the coasta l nat i OIls .In addi t ion to the exc Illsive zones ,there

remains two publ ic waters ,iA.,nor th o 弘 Papua New Guinea and ztor t h eas t o f

Solomon i slands.This investigat i on is mainl y conducted in those publ i c areas .
of sea temperature,thermocl ine layer ,wea t he r coad i t i ons and f i sh

distriMtionalsi tuat i on are tol l ected during the i mes t ipt ion per iod.

Understand of gear character i st i Cs and catch ef f i ciency,exper imentaloperat ions

are a l SO Enade.

Da ta

For bet ter

前 雷

一般所謂之中西部太平洋團網觀場 , 大都指巴布亞新黨內亞北方、密克羅尼西亞及巴拉旺所滴董
之求職而言 , 該漁場之主要漁獲物為單、歸類。鱷魚極認為最富閱讀潛力之祖潛性魚類資頓 , 祖撮南
太平津地區報黨組織之推甜 , 西部太平洋腫、館類之資蠶蠱高連 1,000 萬噸。

由於握輔黃海聾富 , 加上南太平洋之多數島嶼圈家 , 探徵 ik 入漁費國准許進入 2OO 裡經濟水攝內

作業的故策 , 因此 , 該水填已成為一國酷性之園鋼瓶囑 , 作業漁船計有美、日、韓等 7 個國家的 71 艘

(1981 年資料〉。目前本省美式大型聞網船也有 10 嚴加入作業行列。

在南太平洋島國 RE 宜佈之 200 涅盤濟水攝中 , 街留有二處公海域 , 一在巴布亞新黨內亞北方 , 另
一處則在所難門群島東北方 ( 如國 1 〉。本調查之目的

,.
在於瞭解公海鐵鱷館圍網漁翁之魚群分佈、

漁易形成狀況 , 並跟取學艘式大型團網之實瞭作業經驗。

材料與方法

弋材料 :

村調查船 : 海富號試驗船 (315 噸 ,lIOO 馬力〉 , 其主要項目如衰 1 。

何調具 : 盟臨團網具乙頂 , 其構過如圖 2 。

目主要調查儀器 :

魚群揉知識 KA I J O

魚群揮知論 KA I JO W-33HR

聲納KA I JO L$S-30 乙部

個位測定計 KA IJO NF-3O B 乙式

S-33 AK-22H 乙部

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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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閻部太平洋公海海攝

Public waters in Enidwest Pacific ocean.

圖 1

Fig.1

表 1 試驗船主要項目

Main specif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vessel .

ISet

2Sets-

1-Set

37.8m

8.lm

11.5KT

1IOO PS

112.5KVA

3.8m

22P

Table l

總長度

型寬

型深

營運速率

人員

主機 MATSUI MS 245

發電機 CAT 3304

航海儀器 東京計器電羅盤

雷達

NN S S

ISetJRC

1Set1105MAGNAVOX

1SetTL-862TAIYO遠

探

羅

方 ISet

1Set

TD -228TAI YO

HT-40SUM IY O SHI航側推器

乙式

乙部

KAIJ O NF-3OB

DCLJ-2OBKAIJ O

乙部M-22MIJR AYAMA

乙部

4 部

網位測定計

潮流計

電氣水溫計

SD ﹒ 4 潮探

無線電浮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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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遍布及顛倒溫度計 IO 部

42oaom

許-E 41535m

學 ‘ 吾吾 "1722m

圖 2 圍網真構造圈

Net construction diagram .Fig.2

ζ方法 :

刊漁具力學性能試驗

1. 網具沈降力與忱降速度之蹦係 : 刺用網深計瀏定投網後之網福沈降速度 ?

2. 網具水中形狀及稅降效果之祖li 定。

3. 適正投網時機之選擇 : 作業位置、魚群狀況、網之形狀、魚種別及漁獲量記錄。

臼漁場環境謂奎

1. 觀控嘲詩詞 : 在漁場適當地點選定觀潮點
, 測定各水層水溫及躍層之變化。

2 氣象觀測 : 每日中午及作業時之天侯、風力、風向、氣壓等觀測。

3. 魚群探測 : 魚群、鳥韓、漂流物、流木、鯨群等目視觀察
, 並利用聲納及魚探機觀藝。

結果與討論

本調查共分兩航次實施
, 第一航次自 74 年 3 月 21 日起至 5 月 1 日止共42 天

, 調查海域為巴布亞

新幾內亞北方海域 ( 闡 1 中之 I 海識 ) 。計漁場調查 23 日
, 實施海洋觀測 33 次

, 魚群觀寮 22 次
, 試

網 4 次。第二航吹自間年 5 月 10 日起至 6 月 18 日止共 40 天
, 謂查海域為索羅門東北方海域 ( 圍 1

中之 E 海蛾 ) 。計漁場調查 10 日
, 實施海洋觀測 14 吹

, 魚雷幸觀蔡 8 吹
, 試網 2 次。

車將各項調查結果及分析如下 :

自弋漁場環境調查

村水溫、海流

第一航次之水溫觀讀 |j 點如圍 3 所示
, 東西向之水溫斷面盟如圖 4.1 及國 4.2 所示 6 南北向之

水溫斷面如圖 5.1 及國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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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觀測點

Sea temperature observation Stations.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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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4.1 Line A 水溫斷屆國

Fig.4.1 Sectional sea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lin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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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Line B 水溫斷函圈

Sectional sea temperature distriMUon in-lin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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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1 Line C 水溫斷函圖

Sectional sea temperature distriMUon in li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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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D 水晶斷面圖

SectionaIS 個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line D.

圖 5.2

Fig.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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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1sea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圖 6

Fig.6



15

本海域之表面水溫介於 29.3
。 C ~31.1 。 C 之間 , 平均溫度為 30.1

。 c 。由 Line A,Line B 等溫

線間可君出在 15O m 以漫 ,
溫度變化較蟬 ,15O m iLI探其梯度 Rlj 較密 ,

顯然現度費化較劇。換言之 , 水
裡躍層應存在這一水層 , 闡 6 為 ST.5 觀沮|j

點之垂直水溫分布圈 ,
由圈中可明顯若出水溫躍曆之水深

。另趣向東其水溫稍比西邊為寓 , 等溫線也稍潰。 Line A 輿 Line B 之聽化趨勢 ,
並不自所在緯度之

不同而異。同樣 Line C ,Line D 之等溫線在 15O m 左右 ,
亦為溫度梅度變化之轉換點所在 ,

其中某
些觀甜點之表面水溫興 6Om 水深之溫度差僅 0.fC 而已。

第二航次之表面水溫介於 29
。

C~30
。 C 之間 , 平均溫度為 29.fc 。本水攝之水溫躍層不顯著 ,

且水深也比 I 區為潔 , 的在 mo m 左右。圈 7 為表層之流遠流向分布 , 流向朝筒 , 流連在 1~2kt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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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7 表層之疏遠流向分佈

Fig.7 DistriMUon of surface currmL

臼氣象

I 區水域之風向較不穩定 , 各主要方向之出現頻度為 NE25%,NW21%,SW 17% 。風力

在 4~1 敬之間 ,
其中 4 飯以上之額度為 25%, 而 3 般以下為 75% 。晴天與陰天天候各佔一半

。 E 區水域之風向極其穩定 , 始終為東風 , 風力介於 5~2 組之間 ,
其中 4 級以上之頒度為21%

。熱帶海域之氣象變化萬千 , 陣兩出現之概率極高 , 因此晴天之天候下一日中也有通過數次陣雨
的情形。一般而言 , 只要天氣轉陰或雨 , 風力隨之增強。因此 4 級以上風力無聾作業的情況下 ,

大都為雨天。

二三魚龍分佈及漁場狀況

體濾場之 ;判定芳fk 中 , 以觀重要為群動向之方法最有效 , 因為烏群之能見巨艦較連 , 且用肉眼或
望遠鏡即可發現 , 鳥潛之功用與利用飛機找尋尋魚龍之原理相同。這方法與傳統之漁場探測如水溫、水
質、潮目等方法要盟濟且有效率。此為水平方向之魚雷羊探扭|j 法 , 至於垂直方向 ,gE 魚群所在水潔

,

則非依輯魚探、聲納及浮游生物群來均斷不可。

體禪種頓大約可分為二大巔 , 一為素群 , 另一為閑著群。付著游包括鳥付群、鯨村醬、餃付群
及木付群等。國網作業之成功率具體潛之種類有密切之臨係 , 木付酵可高達 80%, 素群約為 40%

' 其他種類則更低。木付群因受流木之不易避現
, 及流木數量多寡等因素所影響 , 除了研究利用人

工縈魚設備以增加作業次數之外 , 如何提高索群漁獲率是目前之發展趨勢。調查期間發現多艘日籍
船團式圈網船 ( 包括網泊、運搬船及探激爾自 ), 該等船並以躍竿釣之洒水方式來聚集魚雷羊 , 這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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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綜合了二種漁業之優點 , 顯然其精獲量較高 , 但單位漁海努力量及經濟效益如何就不得而知。
體之過水潛在 18

。 ~3OOC 之間 , 調在水域之表面水明均在於其適水溫之上限。若以斷面水潛
之分佈觀之 ,18 。 C 等溫線在 200m i-i 潔 , 理論上而言 , 整個水域之縱深都有廣大的空間供鯉額活
動。酒游性魚類攘推現|j 其祖游要因不外尋找適溫水壩、索餌及產卵等。因此本海城內之鯉類祖游原

因適溫一項似乎可以排除。在索餌之因素上 , 經調查鯉群興浮游生物之四閣祖游關係至為密切。通
常鯉魚在日出及日落i! 等分之浮上比率相當高 , 而這段時間與小型稚魚、浮游生物出現在上 )背水域之

時間相吻合。調查期間多次發現午後在魚探上出現大量浮游生物群
,
水深6Om 左右 , 夜總則上浮至

表層。此現象與輯、愕類 ia 索食矽藻類 t 浮游生物所做之日周垂直祖游蚓似 , 蜻、體額可自黃昏至
凌晨聞所捕之胃內容物。日以印誼, 鯉館闡網夜間不作業 , 因此無法判斷其索餌現象是否確實典蜻駱
一致。至於產卵因素 , 因無足夠資料 , 無法推.斷。

I 水域魚群分佈狀況 , 其出現頻度之多寡 , 依序為鳥付群、 SB; 付群、素盟及木付君羊。鯨付群極

可能隨組鯨及般人鯨祖游 , 除木付群而外 , 魚群之游泳速度快 ,
魚群並不集中

,
分成三、四小群向

不同方向祖游之情形甚多 , 曾在 4
。 02,N,1290.09E 處

,
發現上千隻之鳥群 , 經魚探、聲納探測

, 僅浮游生物及零星之小鯉禪。
E 水域魚群大都為推魚群 , 分佈在 30~5Om 水深 , 或躍出水面 , 長達 10 餘謹

, 但並未發現鯉
群。因調查船之續航力有限 , 調杏範濁狹窄 , 此水域偏束 , 尚未有圖網貓在此作業。

三三網具改良試驗

作業時多次發現沈子網與締括綱纏繞的現象
, 考其原因計有 1→二重潮水域 ,

臼投網時締括綱延

放速度過快 , 使締括綱因本身之燃向產生科暉 , 目網具設計上之錯誤。當H 臼兩因素被排除後 ,
網

具設計上首先被考慮者 ,EBj 哥沈子網部份之縮結喝題。本網具原設計之忱于綱縮結平均為 17.4%,

經實際丈量後發現 , 稍長有縮鐘之現象 , 其原因可能是網地長時間使用 , 由於受說網之張力影響所
致 , 網具之理論網深是否變化 , 實際丈量上有其困難。網長縮鈕 , 而沈子綱長度不會改變雙因而縮
結減少至 13% 左右 , 推.祖|libt 多量之沈欄目為造成體繞現象之主因。因段將沈綱部份之縮結重新調整

為 20.8%( 平均值〕後 , 經再度作業時已無蠣瞬之現象發生。
四稱具性能測定

作業時 ,
投網所需時間約 6 分30 秒 , 船速約 8kh 環締所需時間 22~23 分鐘 ,

網揖最大水深

在 80rrEhdl31m 之間 , 投網後至環締初期間之平均沈降連度在 10~Ilrn/ITEm a

網具深度、網具包容體積與漁群所在水課 , 其間之關係至為寶雞亦極其重要。簡言之 , 網唱水
深一定時 , 在某一水層以漠之魚群可能被捕獲 ? 這一課題箏者 (1984) 曾以本網具之模型試驗做一

探討 , 其結果顯示 , 聞網締括時垂直方向之開口 , 當締括榕在 84% ﹒ zk 探達綱丈之 60%( 臣離水

面的%) 時
, 其垂直閉口完全樹合 , 亦即網具最大水深在 100m 時 ,

魚群在4Om 以嗤之水層有彼捕

獲之可能
,
實際作業情況如何.., 尚待研究。

31 漁獲試驗

由於無法掌握魚群動向 , 漁建成績不佳。
汽主要心得

酒游性魚額無聞定之棲息水棋 , 因此瀰場之搜索倍感困難 , 若在開一水域作業之船隊間 , 能每
日相互提供本船之漁海況糞料 , 相信必能更準確的把鐘魚群移動方向。
本省體館闡網漁撈長缺乏 , 作業組隻都借重美、日之漁撈人員在船上指導 , 人才之培訓是本省

鯉館聞網漁業發展中重要的課題之一。

摘 要

為暸解中的部太平洋中之公揮揮棋國制漁撈之魚雷羊分佈、漁場形成狀況 , 並跟取單艘式大型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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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作業經驗。而實施本調宜。

本調查共分兩航吹 , 均 f要用海富號試驗船 , 第一航吹自 74 年 3 月 21 日起至 5 月 1 日立共 42 天 ,,

調查海域為巴希亞新幾內亞北方海域。計漁場調查 23 日
, 海洋觀測 33 次

, 魚群觀察 22 次 ,
試網 4

次。第二航吹自同年 5 月 1OB 起至 6 月 18 日止共40 天 , 調查海域為索羅門東北方海域。計漁場調查
10 日

, 實施海洋觀測 14 次
,
魚群觀察 8 次

,
試網 2 次。

巴希亞新幾內亞北方海域之水溫為 29.5qc, 水溫躍層不顯著。 3 紋以下風力佔 79%, 晴天天

候佔 80% 。

魚群出現頓度之多寡依序為鳥付群、鯨付群、素群及木付群。

網攜最大水深在 8O m~131m, 軍締初期之沈降速度為 10~Il rn/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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