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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沿埠鱗鱗漁業資源調查研究

陳宗雄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of Bull-ard and

Anchovy Fisheries in Costal Waters of Taiwan

The bull-ard fishery, also known as larval fish, Shirasu and white bait contain-

ed more than 95% catch belonged to the Anchovies (Engraulidae).

The young fish become the target of thebull-ard fishing net about' one

after hatched (body length less than 3cm) while the anchovies fishery catch the sp-

awned fish which is 6 month of age and reach a size more than 7 cm.

The anchovies as 1(Jund to be plankton feeder which inturn serves as major

food item for jack mackerel, skipjack and'ribbon fish occupying the near water.

Since the 2-boat seine were introduced a:rc)Und 1977, the landing of bull-ard

were increased which caused great damage on theqanchovy fishery.

The shifting from the latter to the former is found not worthwhile both on bio-

logical and economical basis.

Tzogn-Shy 、ong Cheng

month

言

齣饒為本省重要沿岸漁業立一, 過去 ( 民間66 年以前〉是以焚寄網﹒定置網、地曳網、搖鐘網友流

袋網 ( 戚 1976)
1)
捕撈 , 其年產量騁達 12,000 公噸 ,

肪達 2,000 公噸 , 總價約新台幣 4 億元 ( 漁業年報 19

76) 2)
.為沿岸漁民重要收益之一。自民聞六十六年間新式駒仔漁具漁法引進以索 , 使 � 量激增 ; 以

宜開頭誠為例以往每年齣仔魚產量約 500 公噸 ,
新式 ,翰仔漁兵漁法引進後年產量增加至 1,000 公噸 ; 因

而引起一些專家、學者、歡民議論紛紛 , 有者認為此種漁獲物之種類除阻無外尚包括許多經濟魚額
的、輝、聲學、閥、狗母、自帶、海鰻等經濟魚額之幼魚, 如果犬量榜捕會危及其他經濟魚類生存 ; 有
者認為還顯魚是許多經濟魚額之餌料生物 , 如大量摔捕也將危及其他經濟魚類資源 ; 有者則認為這頡
魚為海洋中之次級生產者 (Secondary producer) .從餌料生物轉化消耗率觀點 ,

踩捕這類魚為十

分經濟 ; 有者更認為 4駒仔魚壽命鈕 , 大暈眩捕不影響水產生物資額 ; 文加上日本人之摸購 , 能撈捕駒
仔魚更為盛行 ,

漁政當局叉缺乏可靠依攘資料
,
無法對此漁業適當管理 , 有鑑於此本研究系針對此種

魚額之生態情形 , 資源變動以及其對其他生物影響做一系列探討 ,
以為自接對 J1t 報業管理依接﹒

前

材料與芳法

於漁期分別至林閩、梓宵、犬醬、鼻頭、深澳、漢水、新竹、永安各地揉禦標本 ,
鑑定種頭

,
開

定體長、體重及生殖臨成熟度 ; 並收集分析主要產區頭斌、林閩、訪寮 R 產量資料做為資源變動推測
依拔﹒

結果與討論

所謂「駒仔魚J 在日語稱之為 "Shirasu" 也就是白線快意思﹒凡指體旱白線狀之浮游狀態之魚額

幼魚統稱為齣仔魚﹒還顯魚包括許今魚類之劫魚 , 有 )1:12 成長至體長約 8 公分左右便會成熟 � 卵 , 有些
則為狗母、 .� 梭魚﹒韓、輸、輝、自幣、偶、海體之幼魚 . .本研究為瞭解本會各地鉤仔魚之種類﹒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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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顫坡、 .� 頸、深澳、滾水、新竹、永安、拌官、林園主要駒仔魚缸踩集標本並加以鑑定 , 其結果
如衰所示 :

本省各地的鶴種顯組成表1.

法觀體長範圈

網每4. 0-8. Oem 焚

網寄2.4-7.4em 焚

2. 5-4. 5em 駒魚班拖網

%

98 方

2%

99%

1 克

90%

2%
5克

3%

顯種點

頭

地

5 年

探集日期

68. 9.21 StolePhorus zollingeri

StolePh( rus heterolobus

Stolephorus zollingeri

StolePhorus heterolcbus

Stole 少hcrus zollingeri

F68.10. 3

Sardinella sp

Engraulis jaPcnica

Others

(Pelates quadrilineat.us

Helctes sexlineatus

TeraPcn jarbuca

Trachurus sp

澳深68.10. 9

網

的魚灰拖網

7. 6-9. 5em 焚

5.3 一7.gem

3. 2-6. 8em 胸魚灰拖網

3. 。一5em

2. 5-4em

2-3em

寄

3-6cm

焚寄網

駒魚、攻拖網

7-9.5em

3-6em

3--6em

絢魚、灰拖網

網

網

網

寄寄

寄

棠,
、

1

4
作
j

成
“J

f 走

3-6cm

4-6cm

3-7cm

2. 0-3cm

wmMZZ%zubzzzzvmzzzzzz

ooo827120829109550

18154099091..

。

14,inUAHV

唔,
‘

haumela

Megalops cYPrinedes

Mugil sp

Seriola fuinguaida

S�urida sp

LagacePhalus lunaris)

StolePhcrus indicus

StolePhorus zollingeri

StolePhorus indicus

StolePhorus tri

Tlzrissocles dussumieri

StolePhorus indicus

Stolephorus tri

Others

Trichiurus

園

4

自'

官

林

1平

梓

68.10.23

68.10.23

品 .11.28

StolePlwrus zollingeri

StolePhorus zollingeri

Others

閣

官

林

中字

68.12.20

69. 元 . 3

官。悴69. 2.10 StolePhorus zollingeri

Others

El:graulis jaPonica

StolePhorus zollingeri

Engraulis japonica

Others

StolePhorus indicus

八斗于

林圓

圍林

69. 2.20

69. 3.15

69. 4. 8



69. 4. 8 悴

69. 4.15 混

69. 4.16 頭

69. 5.15 頭

69. 6.20 永

69. 6.20 中

官
StolePhcrus zollingeri

Others

Stolephe rus h£terolcbu.f

Engraulis japcnica

Others

(Trichiarus haumela

Sauri da sp)

StolePhcrus heterolobus

Engraulis japcnica

StclePhcrus indicus

Others

W
府

wbwmzvmny-ARu--'i

hynHV

221

5-8em 駒魚耳叉拖網

水

擴

zvmwmM

A
佳
句
品

,i
呵
。

nwu

1. 8-2. gem 鯽魚攻拖網

1. 8-2. 5em

1. 8-3. 2em 駒魚攻拖網

1. 8-2. 5em

4-5em

95%

3%

1%

1%

1.8-3.5em j鞠魚玖拖網

1.8-2.5em

4-5em

擴

〈了 'rachurus sp

Katsuwonus Pelamis
"

Scomber see mber tapeinocePhalus

Megaleps sp

Pleuronecti dae)

StolePhcrus heterolobus

Engraulis jaPcniea

Sto7ephrrus indieas

Others

(Euthynnus yaito

Megalops sp

Traehurus sp)

StolePhcrus heterolcbus

Others

Stolephorus heterolobus

Others

切
切
切
切

。
ψ

QU

3- 6em 定 個安

壢

置

3- 6em 動魚規拖網

由上表所示本省、駒仔漁業漁獲主要種額以餵科CAnchovie.., Engraulidae) 之銀帶跨 CStolePhorus)

為主要種穎 , 約佔總漁獲量之95 克以上 ; 而其他經濟魚類之稚魚則約佔 5% ﹒且以致托駒仔魚網觀獲

所佔之比率較焚寄網為高﹒種之分佈情形為北部、東北部均以StolePhcrus heterolrbus 孔StolePh'r-

us zollingeri 為主
, 而南部 J;)Stolethcrus indicus 和Stolephorus zollingeri 為主. .根攘劉、沈

(

1957) 創認為鰻魚每年種類之變化分布均不一致
, 有者在各調查區均有發現 , 有者僅可於數調產區發

現 , 甚而更有限於一或三體垂直有之 , 出現有年月別之不同 , 有者於同一地區某年出現則他年無 , 或
'

某年多他年少
, 亦有同一種頭於不同地區出現有早遷之別 , 甚而同一地區某年早他年遷 , 或某月多他

月少
, 不同種於同一地區更有出現亭,還不同現象 ; 叉搏Hayashi (1961)") 認為 ir 魚改變族前形態的緣

閱有付同一峽市之大小及環攪因素之改變而影響其產卵海域和個辦路線﹒俏附屬族有 T 間之芷相起落﹒
聞自於大量之捕館主群消失為附屬族群所取代﹒由於鰻魚族群有這種現象所以在本調查所發現之各地

種顯組成與劉、沈 (1957) :I 、之種顯組成有很大出入 ; 如劉、沈 (1957) 費現北部種類 J;)Ensrraulis

jaPcniea 馮主 , 而本調查發現北部 J;JStclePhcrus heterolcbus 為主
, 而Engraulis ja 戶 niea 量很少

; 還種現象可能由於飽仔灰拖網發展以後大量攬捕導致主H1 魚消失為附屬群所取代﹒

動鶴之漁場、成長、產卵、個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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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場 :
呵 Ii 阿 1!:;};f;: 省物幌沛,場及憲章分布情形 , 聞中言及輛裝漁場位置 '0 表年產量

. .本間根據劉、
沈 (1957) 咒 , 及法:(t 零年報 � 0976) 力 11 以修正而成 ; 性1 關中顯示本省助費電視楊主要分你於北部、東北部、

南部、東南部各個沿ifj 及醫詢:近諧和有柄, 沒絲; 以北﹒據沈 0969)
i;j

Engraulis jaPcnica 是以動植物

性浮游生物為飼料 ; Hayashi 0961)4) ElIKraulis japcnica 主要產卵場是分佈中南太平洋大陸翻邊

緣﹒由於台餌東北部尤 J'; 是龜山島附近梅域不但是處於 200 公尺大陸棚邊緣 ,
而且文是黑潮流經過之

處 , 因黑潮自漂流向 200 公尺大陸棚﹒而造成底層水上升之踴升 (up welling) 現象 , 使此附近海域
海水營麓體宮 ,

有次是 "" 游 �i=. 物繁敗 , 適台缸魚產卵、霓食場所 , 所以東北成為本省動饒最大之觀場
.台酹洩111; 及澎湖近海附近海城之加浮環揖正與東北部漁場相似﹒在夏季有黑桶支流流經於此亦造成

m 升現有說 ( 陳 1979)
6) 故正商亦成為的饒良仔之觀場 ,

台閑階昂之的寮、林園亦為本省重要齣饒產臣
,
其附近海誠向 if 頭 i克闊前二者不太相似 , 漁期也不一樣 , 前者漁期為春夏季 ( 5-10 月 ) , 後者為

缺乏草率(11- 4 月 ) ; JIt 種原 i耳是問秋冬時 ,
本省受東北季風影響 ,

東北季風沿著中央山脈山谷南下
,
於屏東風港 Hi 口﹒為民力甚強之離岸風 (off-shore wind) ﹒能使表層海水吹離而使底層水上升

, 悶此在冬季亦布崩升流發現 ; 台嚮東南海誠亦有踴升流發生 ( 富永1972) 的故它也形成齣饒之漁
場』

成長及成熟 :
據Maekaws, Yatsuyhngi (1951)8) Seto 內陸海軍-之鰻魚約6-12 月可成長 7-9 去分 ; 積田、古

川 (1952)' ‘認為假如.之成長為WI 化設 1 個月體長達 3.1 去分、 2 個月達 4.77 公分、 3 個月為 6.05 公分、 5

i閏月為 7.10 公分、 6 個月為 9.74 公分 ; Hayashi, Konodo (1957)1 的以體長組成之變化推測Mikawa
E 潛之虹魚的 1/:' 春季在卵 , 孵化至 5 月可達5 公分 , 至 9 月可達8 公分 ; 文認為大部分所捕獲之齣 (Shi-

rasu) 幣 1乏 3 公分為孵化後 11 閏月﹒本報告以體長組成月變化分析高雄距紡車車 StolePhorus zollingeri

戚長情形如 l 悶 2 所示﹒推翻該研魚的為 11 月下旬桐游來之成熟母魚 , 約在 12 月產卵孵化 , 估計至元月
-F 旬體長為 3.2 公分﹒二月下旬體長為 4.4 公分 , 三月下旬體長為 5.9 去分 , 四月下旬體長為6.8 公分 ,
五月下旬體長為 7.9 公分。並在其成長過程中分析其生熟臨重興體長章之變化情形如間 3 所示 ; 體長 5
去分以下生殖腺無變動 , 5 公分以土則生殖腺重隨體長增加而增加 , 至體長約8 公分生殖腺頓為成熟 .

有極易分離之大型 g�f 立 ;d3 此可推翻本省產立的幌約半年即可成熟產卵﹒
走卵 :
雖竹下、塚原 .(1971)11) Engraulis jaP{ nic 丘之產卵期甚爽 , 一年四季均可建卵 , 但每年有兩

次商學分別在眷季和秋季 , 認為這種現象是由於 10 公分以上之六型魚一年四季均可在郎 , 且為多次產
卵 ; 而造成高學的原因是大 ll ." 剛成熟之小型魚

, 體長約 7 去分左右力 n 入 � 卵所至 ; 而每年兩次產卵商
學也就是每年均為兩次剛 I7X: 熱小型魚投入產卵行列電 Hayashi (1961)3) 認為產卵期有兩次商品晨 , 一次
在春季 , 一次在秋季 ; d! 於這兩季水溫有很大不同 ? 去:你化時悶長短亦有所不悶 , 認為春季水溫低孵
化時間長其脊椎骨數多 , 耿季水溫高孵化時間鈕 ,

其脊椎骨數較少 ; 由於本省所庫之的仔魚以鰻魚 (

Anchovies) 為主要種類 ,
故可由本省的仔魚產量多寡推翻缸魚主要諾卵期 ; 如間 4 為頭說、林間及

紡寮說饒之月產量情形 ,
閩中顯示頭域的于魚產量亦有二 i苟畫展 , 是由現於 5 月及 9 月成 10 月 ; 5 月分

高學之動仔魚顯然如前述Hayashi (1961)4) 所謂之券等重型 , 因水描低 , 孵化、成長較慢 , 故此高拳之
齣魚距孵化時間遠比秋季 9 、 10 月高拳之助于魚孵化時間為畏 , 問此估計 5 月分之高學是 2- 3月所
產之卵 , 9 月為書長之 fifr 仔魚推側是 7- 8月所產之卵 ; 由此推翻本看 � 饒 IE 產卵經接管孵化至成熟時
間約為 6 個月 ,

如此每年才有兩次動仔魚產量高學出現﹒

個游 :
jJf 魚之卵為碎性卵 , g� 直下後隨梅流漂移逐漸孵化 , 卵孵化時間長短與水溫有密切關係﹒水極高

孵化時間短﹒水溫低孵化時間長 , 從產卵至孵化時間至少約為 40 小時〈擴回 1953)12) .由剛孵化至 g�



223

I 23
�e;1220 ε121 電12 。可EIleoE

矗蜀帥 , 心叫仙 II,

匡三哥 lor.. ot lit", tl.h 棚 ,

118
�

E

26"N

25'N

8c 叫 in 1976

8
Unit: Ton

。

但
吋
Md

coe

2f) 嘻嘻

-25N

2-4 oN

23'"N

2.7

'、
。',.

.
‘

皂、

‘
‘

'
、-

﹒
、
、
干

,iu

司
、
'
、

o

、
、r

',

/

肉
、

'.',
EEFtNn

'"

�.�-OÏ
,.

旭、 j

‘﹒

、』
.

12

G

118 司 -
Fig.!. The main fishing ground of anchovy around Taiwan (modifv after Liu &

Shen 1976).

I 22-E



224

%

20

O

20

。

2

II
「
(I)

.D
c

3
們

'<

20

20

20

Nov 1979

‘

、

、

‘

、

‘

、

‘

‘

‘

s Cm

Dee

Jan J 980

Body length
Fig. 2. Length frequencies of anchovy sample taken at Lin-Yuan.

O

Feb

O

Mar

。

Apr

。

May

。
42 3



225

宮的。

-300 .

'vi ..5.015.,O'\t.�120

vi =5.422-10 毛C.179

fj, : Female

﹒ : Male
25

.20 。

15 。

10 。

s

的

03oa

主

EOZ

Cm87
。

3 4

Body length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62

weightgonad

StolePhorus zollinger.of

60 。

Tau-Cheng'0 。

40 。

置。。

Lin - Yuan

10 。

200

2

。
。
可

nz

。

20 。

Fang- Liau
10 。



226

會末消時之仔魚期為 3- 4 天 ( 近藤 1959)
13)

﹒故成長至具有游泳能力具盲 ItA: 拒海流估計至少要 5
- 6 天以上 ,

而台問東部之 !r!. 潮流疏遠為 1-1.5 節 ( 朱 1963)
]4)
是以 f,'j 計東北機場之駒仔魚是在黑

潮上游至少百餘涅以外所產之卵 ,
也就是成熟之賭必然會間到黑潮上游區產卵 ,

因而有產卵個游現象
發生﹒據陳等 (1976)1 的.物于魚最理想之漁獲水溫約為 24" C ; 如間 5為本省各沿岸水溫之變化情形 , 並
參考間4 頭戚、拉寮、柯: 圍之每月駒,鵲產量情形 ,

則可發現產量與 24"C 等溫融變化有很密切之關係 ;
在此二園中顯示 1 一 2 月 24"C 等溫線遠離本省進入巴士海峽以南 , 此時頭坡、林閩、訪寮產量甚少 ;

3 月以後24"C 之等溫線先出現在台鴨南部之林閩、物寮漁場 ,
此時此區之的饒瓶獲量星一高學 ; 5-.

6 月以後 24CC 之等溫線向北移至北部 , 東北部漁場 , 此時頭說觀獲量也星一高棠 , 而林園、前東觀模
最大減 ; 7--8- 月 24"C 等溫線再向更北移 , 本省各沿海水溫增篇電詣。C 以上 ,

此時頭城之漁獲量驟減
; 林圍、彷寮則無漁獲 ; I直至 3 月底 10 月初 24"C 等溫蟻南下移至東北部魚場 ,

此時頭說之漁獲量文罔
升 ; 至 11-12 月以後24"C 之等溫線退縮至南部漁場﹒林閩、的實漁麗女呈一萬霧 , 直至24"C 等溫糢退
至巴士海峽以南 ,

其漁獲量才下降 , 出遺種現象更可看出的聽是隨 24"C 等溫線南北推移而形成南北個
游現象 .在�閩 6 為自民闖 45 字﹒ -67 年新竹、宜蘭、花蓮、台東、屏東、高雄各縣、饒產量情形 ; 閩中顯
示新竹、宜閩、花 J! 三縣每年產量仔壞呈一致性 ,

而高雄、屏東、台東三縣每年產量好壞亦早一致性
; 自前述的幌之 P¥i 卵、孵化、股長不同有1 至于為春季型和秋季型 ,

由於春季型和秋季型屬不同世代故此
二季之資源變動暈也不一致 ,

再從本有各產地之漁期來君 ,
顯然北部、東北部和東部花草主要觀望E物

同屬春季型 ; 南部、東南部主要漁獲物屬秋季里J .綜合上述推翻本有馳騁之個游路線推翻如團 7 所示
; I貫中一一, 表以春季孵化為主體魚 1作之洞游路蝕一一→表以秋季孵化為主體魚群個游路線。以秋季

出生之成熟母魚為主體之魚群的在 1- 2月於 � 、潮上游 ( 春季產卵場〉產卵 ; 其孵化之春季型肋子魚
和秋季之成熟鴨於 3- 4 月大量個游至南部 ? 東南部漁場 ; 4- 6 月向北個游至澎湖近海、北部及東

北部漁場 ; 7- 8 月則向更北漁場 ( 秋季產卵場〉個游而去 ; 直至 9-10 月春季出生之的已成熟成為
饒並與其在北部漁場 ( 秋季產卵場〉所產下之秋季型紡一向南下 , 先至東北海、場 , 於 11-12 月個游至
南部、東南部漁場 ; 1- 2 月叉向更南之黑潮上游春季產卵場個游而去。
動繞在水產-資源地位

辦電 ( 躍〉為浮游生物之攝食者 (pankton-feeder) ﹒據沈 (1969) 5)
分析本省所產之鰻魚

Eng γaulis japcnica 其一生中均以動植物性為飼料 ; 近藤 (1969)13 】 E17graulis .iaponica 其在稚魚

後期體長約 1 企分以校開顯卵及其 naplis 期之幼生為你 [ 料 , 稚魚期 ( 體長 1-- 2 公分〉以小蜂牌為飼
料 .2 去分以上以說藻類以及 Penilia,. Evadne 和 Phyllopoda 為何時

,

手 ; 未成魚斯以動性浮游生物模開
頸、毛頭領、 Lucifer raynaudii.. Evadne sp 、 Cypis 以及植物性浮游生物Skeletonerna costa-
turn 、 EucamPia zodicus 為飼料 ; 其戲魚以動物性浮游生物紋腳朝及植物性浮游生物 Cosinodiscus

sPP 為你 r ; 其胃內合物量與其所棲息處之海洋浮游生物最里正相閥 ,
且飢成亦與所棲息浮游生物組成

相位。由此可見鰻魚是屬第二級或第三級生產者 ,
能將人頭無法直接利用之動植物性浮游生物轉化為

人頭可利用之魚類蛋白質 , 因此在食物錄 (food chain) 中佔很重要地位。據張、巫 (1972)16> 台問
產扁缸告參與缸瓜路之消化系說及胃內容物研究報告中指出, 其胃內容物以糊是 (Engraulidce) 佔最多

; 強、李 (1971)1 仍在本省產之圓花鰻胃內合物亦有不少館先進 (Engraulidae) ; 楊 (1978) 加認為本

省產之平花控胃內容物以駒饒之出現率及出現量均居首位 ,
其出現 � 為28. 1-31. 1% .出現量為 22.6

一26.7% ; 胡 (1971) 仙台問產之土托轄胃內容物亦包括有助蹺 ; 李 (1978)201 在高雄區所產之自帶魚

胃內含物的饒 (StolePhcrus zollinger 、 Engraulis japonica 及 Thrisscloes setirostri) 高達

79.04% ; 又認為台問沿岸三種白帶魚產量之季節變動和其餌料生物饒的之盟度有若干關係 ( 李 1979)
211 .聽原 (1957)22) 指出集魚煙魚類勝、睛之胃內合物有大矗立的魚 ( 表 JI) ﹒由以上種種可誼朗的

饒為許多重要經濟魚額之餌料 ,
顯然的饒資源量變動亦會影響沿岸經濟魚顯勝、闊、輝、自帶等之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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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Monthly sur�ace water temperature around Taiwa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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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omach contevts of marine lamp fishes (after Kazigara 1957).

Frequency
C : Common

+ : Medium
R : Rare

Quantity
P : Plentiful

M : Moderate
S : Sca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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鯽魚玖拖說1漿
,對沿岸漁業資 71ffi 影響

(1) 的魚薩量增加 , 饒魚產量相對減少 ,
齣蹺總產量下降 ,物路總漁獲價值降低。

就以本省 )的饒最犬 jif. 地頭域為例如閱8A 所示為 1972-1979 駒繞在量情形 ; 閩中顯示胸幌兩者 Si 殼

里負相關 ' 的仔產壘下降 ftlJ 饒魚產量上升
, 反之的魚產量上升揖魚產量亦下降 , /次拖駒仔魚漁兵漁法

是自民國 66 年大量推廣
, 結果樹仔魚為原有之 500 公噸 (65 年 ) 上升至 1,000 去噸 (66 年 ) 及 1,100 公

噸 67 年 , 而鯨魚產量為原有 700 公噸 ( 61-65 年平均產量〉降低至66 年之 400 餘公噸 .67 年之95 公噸以

及68 年懿乎為零之產量﹒駒,嘴總產量在66 年雖有大幅度增加 , 但67 年以後因鱗魚之減產而下降 ; 至 68

年駒魚產量也跟著下降 ; 在漁獲總價66 、 67 年雖然增加 , 但到68 年總價植亦下降。叉如圍8B 法本省的

、饒之年產量及總價值之變化情形 ; 閩中顯示自 66 年齣魚灰托網漁業發展以來駒由原來平均年產量 1,

800 公噸 (61-65 年平均缸D .增加至 2,600 公頤 (66-67 年平均假 ) ; 而相對饒魚產量由以往平均日
,000 公噸 (61-65 平均 flfO. 下降至 2,900 公噸 (67 年 ) ; 全省 a物繞總價值自以往最高 380,000,000 元

(65 年〉﹒誠至 270,000,000 元 (66 年 ) 及250,000,000 元 (67 年 ) (67 年漁業年報h 由此更證明了的

魚豆豆拖報業興起以後導致本省齣饒漁業之危機, 所以對駒仔 � 拖網漁業應巖加管制﹒
(2) 駒仔灰拖網網目過小浪費水產資源

目前本省各地所操m 之駒仔灰拖稱之摘自為 0.18 公分 xO.18 公分其漁獲最小體長達 1.5 公分 ; 而

以頭說所捕獲之駒仔魚體民為例約均在 2.5 公分左右。接本試驗 , 本省所產之絢StolePh( rus zollingeri

Stolephcrus hetercbus 之體長體重關係如闡 9所示 , 以體長 2.5 公分之駒仔魚換算成體重為 50 毫克
,

根據調查助仔魚最理想價格為體長 4去分左右 , 其體重為260 毫克 , 較前者增加 5 倍 ; 由前述成長推測出
2.5 公分成長至 4.0 公分所需時間不超過20 天 ; 根據Hayashi (1961 戶資料顯示日本鯉魚 Engranlis

jaPcnica ﹒ IB3 公分體長增長至 5公分之體長其殘仔率很高約 75� 也 ( 並包括觀獲〉若以更保守之估計由

乳 5公分增長至4 去分鐘仔率以 50,* 計算 , 則捕 4 公分以上之齣可使產量增加原有之2-3 倍以上。

因此以細網目缸捕齣仔魚頗浪費水產資諒﹒

說

(1) 鮑仔魚網網目限制

目前本省所採用之鯽于魚輛自為 0.18 公分 xO.18 公分之網目所捕獲之齣仔魚最小體畏為 1.5 公分
, 平均在 2.5 公分左右 , 這種網目按捕齣仔魚不但能將剛孵化之樹仔魚嘴上而且連其何 I 料校開也捕上

, 但是「一鞭打盡 J .因此建議日接嚴榨取締號搶體長 3.5 公分以下之助于魚
,
﹒根據調牽林間臣之物

仔魚網網目為 0.4 公分 xO.4 公好
, 所捕搗之勵為 4 公分左右﹒

(2) 限制肋仔魚總產量
@近年來助仔魚之所以會大量揖捕

, 主要原因是日本人之大量收購 , 由於市場控制在日本之手中

﹒而產量: 哭無限制 , 引缸價 tr.rr; 起
1*-
落

, 車1民區 66 年齣仔舟、一度達每公斤 120 元
, 如今 (69 年J 跌至

每去斤的完以下 .因此對駒仔魚總產量應加以限制。
@由前述動仔魚產量增加而饒魚產量相對藏少

, 整個動饒賀龍表總價值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小 , 更

說明齣于魚不可過分實捕﹒
@助于魚成長梭有95% 以上變為騁 , 其一生均以浮游生物為飼料 , 是將非經濟件之動植物性浮游

位被轉化提經濟魚類蛋白實
, 因此它的存在無論直接或間接均有益於人穎 , 過分之路輯、將大量減少魚

類蛋白製者
, 而嚴重影響整個水資源和海祥生態平衡﹒

建

辭

.本報告之完成黨所長季燦然博士及本系陳代主任世欽先生方新疇博士之鼓勵和指導
, 本系拉土質

四宇先生、主克訪先生、奧全橙先生
, 及頭戲轍會謝把閏先生 , 瑞芳漁會王金火先生﹒中爐漁會張坤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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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察頭會阮正盛先生等之協助揉集照本干II 提供資料 , 謹此一併致謝 e

摘 要

本省所產之肪仔魚是以色? 魚 (Anchovies) 馮主要種頓 , 約伯總產主室之95% 以上 ; 隨魚成長迅速
由卵孵化至可觀獲之的 ( 體長約 3 公分〉約一個月 ; 變成饒魚 ( 體長約 5 公分〉約二個月半 ; 至成熟
產卵 ( 體設 7- 8 公分〉約六個月﹒

的聽為持游生物攝食者 , 能將非親前 it 之動植物性浮游生物轉化為經濟性之魚頓蛋白 , 不但可罵
人類直接利用 , 同時亦為個游性魚類輝、脹、晰、自帶之賈寶 �rr 料 , 其量之多寡可直接影響輝、酷、
蜻、自帶之產量﹒

自民國66 年鮑仔攻拖觀具漁法普備控使用以來 , 便的仔魚在單;大幅度增加但卸使饒魚產量相對減

少 , 鮑饒總生最下降 , 使全省蜘路總生 :在價值也以往民間 65 年之 3 億 8fT 萬元減至民國66 年 2 億 7 仟

萬完及民國 67 年之 2 儷 51 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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