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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海域南就資源開發與研究

黃鞘盛

The E.�ploition and Study on Common Squid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Watern of Taiwan

Chao - Shen Huang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ource of common squid In eastern

waters Taiwan. Are given

1. Fishing founder record that main fishing ground are near

San Shian Tai r, Chiang Beni , Chi Shing Van.

Comparision of fishing gear and method are incluing hand line, automatic

angling machine system, gill net. The results show; hand line is the

inexpensive and best fish catching method but needs so much man

uneconomical principle. gill net is the more best fish catching one.

Investigati gat ion period is from August 1981 to ]

is from June to Octomber but main fishing period are from August to Octomber.

That show up from Spring to Aut

further research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a

below

the wa ters of the

north 司 east of Lu -Tao ,

2.
most

power that

3. May 19.83 .

umn and In It needs

conditional fluctation

4.
to COI]lffion squid.

During investigating period water temperature is from 26.5 �C to 29.-5
�C. The

most favourable temperature_for -the fish catching of common squid is 28 � C.

The length of mantle is from 10 cm to 32 em. The average length i

and percentag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show that between 14-1R cm (7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tle length and weight is indicated b

equatlon

s5.

Y

W = 3.1255 X 10-$ ML3.0$83 r**=0.969 t = 183.437

前 雷

近年來世界各國加強開發各海洋魚類資源 ,
以致各種重要的魚類資囂 , 有漸漸枯竭的現象。但是

就額、章魚額等頭足類 , 過去很少鼓利用 , 因而資源未加以利用開發 , 且就類設認為現有海洋資源最
有聞發利用的潛在資源 ( 章 , 1973 ) 。近年來台灣沿岸、近海聽棠 , 漁船增加 , 漁獲努力量增加 , 資
頓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 因此必讀開發新漁場 , 以增加生產。且也海最號試驗船在東部附近海域試驗的
結果 , 推翻東部附近海攝商就可能有末開發擋在實頓量 , 如能適當加以開發 , 實是我國近海漁業之資
諒。本研究之目的 , 乃以自動就釣觀、手釣、流刺網漁其觀法比較試臘及以南就生物資源為基礎 , 作
為將來開發台灣東部南就資源之依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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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芳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材料乃於民國 70 年 2 月至 72 年 5 月間 , 台東分所 ifj 是號試驗船作南就資源 , 以
3 Kw 之集魚燈 6 盞 , 分成兩組使用 , 集魚燈之高度為船半寬 2.1 倍 , 光線入射角 25

� ,
漁具使用 2

部就釣蟬 , 流剃擱一領 , 手釣鉤 10 個 , 並用漁探攝記錄其濃密度 , 而手釣所使用之餌料為鬼頭刀、總
額及就額。試驗作菜海域以台灣東部海域為主 , 並搜集 2,204 尾南魚尤為標本。

-標本處理 :

標本在現場詛u 定體重及外套長 , 其中每次抽取數尾樣本Z房間實驗室解剖做生物測定。其處理如

下 :

(寸外套長量至 1 mm
, 體重量至 1 g 。

(二)剖取內藏器官及生殖腺時藏於固定液中 , 供作生物方面研究。
共資料處理 :

各種測定利用統計方麓 , 加以核定 , 是否具有意義。單位漁獲努力量 co == N / h , N : 每次

作業之觀獲尾數 , h : 作業時閉 , 以小時為單位。即 f =: 尾數九、時 , 或寫成 CPUE == N/ 令此 O' 。

結 果

-南獄之類別與形態特徵

←)南就之類別 : 南就 C Symplectoteututhis oualaniensis )
C LESSON) , SaSaKi C 1929

) 將日本周邊的就魚、鎖管、烏賊、章魚、鸚鵡螺之身體分成頭部、胸部與足部三部分 , 足部形
成多數之腕、圍在頭部 , 因此稱為頭足績。頭足顯屬於軟體動物門頭足綱 C Cephalopoda) 。而

高就乃軟體動物門→頭足綱→三總亞綱→管就目→開眼頓就科→赤就亞科之 l 種。

仁) 南就之形態特徵 : 南就 C Symplectoteuthis oualaniensi s ) 如間 1 , 英文名 Ryukyw Squid

外部顛倒日本就 ( 赤就科 ) , 外套長可達 35 侃 , 肉厚而緊密 , 身體間部為聞簡形 , 鰻寬廣星菱形
, 外套膜和漏斗軟骨 l 處黏著。漏斗溝是縱且袋狀的側壁 , 腕很大 , 特別是第三腕星三角帆狀。

大眼盤的角質最有銳利的三角形牙齒。觸腕大吸盤中每 90 。有特大的 4 齒。外套膜背 f�1j 前端埋在

皮膚下有捕圓形的發光器 , 特別在剛捕獲時 , 可以明顯看到。
二毛商就之觀場分佈

試驗作業海域以 23
�

30'N 以筒 , 122
�E 以西至 21 0

30 ' N 以北 , 1220 E 以西之海戚。根據調

查試驗結果 , 由 50KHZ 週坡漁揮機記錄南就濃密度顯示出如國 2 , 主要魚場分佈於綠島東北部、
三仙台、長潰及七星岩附近海域。

三毛、漁具漁法性能此較

以自動就釣機、手釣、流刺輔於東部海域進行漁獲性能比較試驗 ,
自 CPUE 之比較分析結果得

之如表 1 , 以流刺網 27.5 最高 , 手釣次之 16.3 , 自動就釣機最搓 , 但是流刺網只做 1 次試驗 , 無
法判定其性能之好壤 , 有待進一步之試驗。
同觀期

台灣東部海域之南獻 , 根攘海農號試驗船調查期間自 70 年 8 月至 72 年 5 月 , 結果顯示出漁期
為 6 月至 10 月 , 而主要漁期為 8 月至 10 月。即春季至秋季出現 , 冬季消失。雖然其蘊藏量可能非
常學富 , 但由於其分佈廣泛且分散三再以目前技術水準無法大量捕獲 , 因此向未加以利用開發。
具體重與外套長之關係及肥滿度

體重與體長的資料 , 除了其在生物學之研究具有顧著重要性外 , 對於族群之解析 , 體長與體重
相互換亦非常有用。體重與體長關係式可以有二 aML b 表示之 , 式中W為體重 C g) , ML 為外去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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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就之外部形態
Symplectoteututhis oualaniensi s.

間 l

External features ofFig.

各種漁兵之單位漁獲努力孟之比較

CPUE by vary fishing gear.

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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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 與 b 為常數 , 換成直線姐歸之自然對數為 In W = In a + b In ML 0 取約 34 尾南就

測定其體重與體長之直線迴歸是否有顯著意義
, 結果如表 2

, 具有顯著性。將 2,204 尾南獻 , 求出
體重與外套長之相關式 ( 圖 3)W 二 3.1255 X 10-:-

5 ML 3.0583 r 叫 = 0.97 t = 183.4 。以上之

祖歸旗將方便於體重與外套長之相互換算。

表 2 南獻之外套長與體重之姐歸顯著性湖驗變方分析

Result of analysis variance for tes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egressionTable 2

between mantle length (mm) and body weight (g) for Sym ρ 1 ecto teututhi s

oualantensts.

F方均平方和自由度因變

13.95**0.79380.79381直線姐歸

0 . 05691.8194

2.6132

32

33

n = 2204

w= 3.1255x10-5 ML
3.0583

r =0.969

t=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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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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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滿度 (0 ' 往往數當做有致的系群標徵
, R ickerand and Merr i man ( 1945 ) 提倡可從魚

煩體重與體長之關係裹 , 對別出同種魚之不同系群。肥滿度之計算公式為 f=B 有�ML3 X 10.,

茲將在東部海域各地區所捕之南就訊IJ 定其肥滿度 , 由間 4 看來 ,
東部海戚之南忱地域間並無顯著之

差異 , 所以判定可能為同一系群。

X 10-5

6

EJJH

叫
‘v

肥
滿
度

. . . . . . .. . . .

2

O II III IV V VI VrI VIII IX X XI

地區別

[問 4

Fig. 4

地區別與肥瞞度之關係

Variation of fatness of Sym ρ lectoteututhi s

l 前 a I i ty.ounlaniensis agafnist

�- 南就之外王三長組成變化

經調查測定南就外套長之組成變化如間 5 。在調查期間 ,研捕獲南就之外套長範圍為 10 - 32 em

' 最小為 10 侃 , 最大為 32 c 況 , 平均外去長為 16.2 棚 , 由阿 5 看其百分頻度分佈以 1 是 -18em 最

多 , 占 72% 。

討 論

根攘 Sasaki ( 1919 ) 之記載 , 南就在日本相根問、琉球、台筒、太平洋、印度洋及南非等世界
各海域有被發現過。大島 ( 1957 ) 說間就分佈於九州府部以 f倍。奧谷 ( 1965 ) 報告南就之稚仔偶在
日本太平洋側暖流域出現。章( 1973 ) 在台灣 17� IH )J 海域調查 IY-i 脫 ,

結果發現兩做出現時期與水域 ,

只限於夏季暖流強盛之水域 , 而且在深悔過緣 , 風於外 n 性之特性 ,
而很按海農號試驗船調查東部海

城南紋 , 同樣發現南就主要出現於夏季黑 V:9] 附近海域。自以上可知南就之分佈梅戚廣大且祖城之範園

也相當廣大。

水江 (1982 ) 指出日本就為 1 年生且成長極速的生物 , 其漁獲益的 i酋誠可能與人為漁獲因素無闕
, 去Ui 拉拉t 況的變化造成臼本就出生量及來遊量的增拉克而使其漁獲益有增滅的變化。而南賦詩命約為 1

年半的生物 ( 章 , 1976) , 其生長極速 , 崖卵後死 , 然出其分散不集中 , 所以觀況的好壤 , 主要在於
說昨之多少 , 而 !�.止群之密度又主要取決於海況因素。海祝因素永恆、協皮、月帥、風浪大小、水之混

掏皮、流向流速等因素。 i站就屬於中表層之祖游生物 , 且一般細加性生物對水溫變化很敏感 , 因每種
信1期皆有過 � 水阻 , 水溫可路智魚類的代謝過程 (Kawasaki, 1977) 。因此水溫對南就之漁獲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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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alaniensis.

密切之關係如岡 6
, 試驗調查期胡最高表面水溫為 29.5

� c ' 最低為 26.5
� C , 而以 28

� C 觀獲水溫

最佳。其他如月齡亦與漁聲有關 , 一般在最厲 13 18 日
, 聽獲較差 , 根攝漁民經驗及試驗船調查 ,

在月光如近時 , 雨就分散 , 不易群集 , 以致漁獲差。
南航漁具漁法試驗 , 其中于釣與自動就釣擴之試驗海戚、海況等因素皆相同 , 結果手釣較自動就

釣為佳 , 探討原因乃閩南就足脆弱 , 不易附著或附著後足斷而脫落 ; 然而手釣漁獲較佳 , 但所需人力

較多
, 是一種傳統性之漁法難有大量漁獲 ; 而流剩網為漁撈技術較為進步之漁具魚法 , 如能掌握海況、

、氣候、魚徘徊游之路徑、細線之顏色及誘引魚群集中之集魚燈亮度 , 可能有較佳立漁聲。

綜合而論之 , 南就屬於中表層細游生物 , 廣泛分佈 , 在東部海戚屬於未開發之近海資源 , 一般只

當做削棠
, 如能加以適當開發 , 必能成為東部之新資源 , 且南就壽命僅為 1 年半 ( 章 ,1976 ) , 產卵

後即死亡 , 如產卵後不加以捕獲的話 , 就等於浪費資源 , 因此研究南就生物特性 , 改進漁具強法及海

況調查乃為未來制發東部南就資源之主要課題。

要

本試驗報告主要目的旨在樹發東部附近海域南就資源 , 調查分析南就漁獲物組成、-、漁場、漁海況
; 其中並收集 2204 尾搏 2 耘 , 做生物方面研究 , 結果如下 :

一弋本 i調查期間自 70 年 8 月至 72 年 5 月止 , 試驗作業海域以鈞。 30'. 以商 , 122
� E 以西至 21 。缸 'N

以北
, 122

� E 以西之海域。

"":tH 援繭查試驗 , 自漁採樹記錄就群之 i農密度 , 主要漁場分佈-於綠島東北部、三仙台、長潰及七星岩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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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海壤。

其商就漁具觀法 ,
以手鈞、流刺網較佳而自動就釣模較差 , 因南就足脆 , 不易附著或足斷而脫落。

用南就漁期為 6 月至 10 月而主要漁期為 8 月至 10 月。

主主南就撤獲最佳水溫為 28
� C 。

六南就體重與外套長之關係式為布 = 3.1255 X 10- 5 ML 8.0削

Sym ρ lectoteututhis

0.969 , t = 183.437 。r ** =
有南就在調查期間 , 所捕獲外套長最大為 32 c 悅 , 最小為 10 em , 平均外套長為 16.2 帥 , 而以 14 -18

em 為最多 , 占 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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