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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部沿岸魚苗漁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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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aggregating devices (payaos
) were set at Kingsan, Wanli, Keelung ,

Homei and Fulung, these aggregating devices are made of pvc or bamboo floating

on seasurface at water about 25 meters in depth. A total of
individuals of

seine net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northern

70943

fry were caught by.209 hauls of

Taiwan from Aug. 1982 toJul. 1983, 52 species belonging

small
families were

one�bundant

to 20

mostthebensasi isUpeneus

inCluding
identified. Among them the fry

about 29990 individuals. 20 species

σf
are ofetc.japonicaAngui lla

Cor YPhaena hip ρ urus, Kyphosus cinerascens andThree species,economical value.

inves tiga ted .
difference in water

been
Upeneus bensasi appeared in all ye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environm 出 t of fishing ground had

Range of sa linity in all the year round was 33.30 - 34.90%0 . A

temperature from seasurface down
The0.2-0.3 � Caboutto the bottom was

and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 mean) of sea water was 29.1

� C in July ( 1982 )

was 16.8
� C in March ( 1983 ).

lowest (mean)

.=.
E 吉

台灣北部海津曲折
, 多岩礁 , 海底地形起伏大 , 海流互相交 1臣 , 因而聚集許多的漂浮物 , 形成了

直好的魚苗漁場
, 為著試驗研究結果精確 , 在北部沿岸邊瞥山、萬里、輯、機關隆等五個測

站 ( 如間 1 ) , 投放五組人工聚魚設備 (Aggregating devices)
, 又稱人工浮魚礁叫 , 以供定位

, 海洋觀測及魚苗操集。為著沿岸觀藥費菁、開發利用與管理 , 本調查著重在最讀生物如魚苗 , 詩游生

物之基礎資料建立 , 並對生物息息相關的溫度、壇度、流向、流速等海況賀科亦同時 J& 集
, 以求整個

漁場之生態資料的完整 ; 然而出於本省對魚宙之調查資料甚為缺乏 , 有關艦定魚苗的文獻 , 元田 (

1966') 所記載的海睡科、合齒科、商瞬玲、腦科、緝科、石蝸科、松蝸科、舵魚科、雀關科、四齒純

科、單棘純科、散種純科等仔稚魚 , Lasker ( 1981 ) 的馳科 , 因為種類鑑定工作覆雜 , 乃以養殖

的方式進行 , 將可飼養的魚古以鹽年蝦及人工飼料培養 , 然後再參考Masuda ( 1975 ) 以鑑定鬚蝸

科、能紋難魚科、龍尖科、顧科、天竺鋼科、舵魚科、石鯽科、館科、笛齣科、鱷科及她科等幼魚成

魚 R 參考 Liu
( 1978 ) 以鑑定根揖純科、單棘純科、雀綱科、臭都魚科及石蝸科等幼魚成魚。其他

無法飼養的魚種則以顯微鏡及描圖方式進行研究
, 將逐年建立本省沿樺機場生物及最墳資料 , 以供今

後研究及漁場利用開發之參考。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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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圖 1 人工聚魚設備投放位置圖

The station of aggregating devices for investigation

材料奧克法

-弋材料 :

以海鴻號 ( 26 噸 . 180 馬力 ) 試驗船 , 扒網 ( 長 100 公尺寬 20 公尺
, 其構成圖如圖 2 ) .浮

游生物網、稚魚網、顯徹鏡
p

240 升水接箱 , 溫壇度計 . SD- 4 流向流速計 , 人工捍魚礁五組等
進行本試蟻工作。

二毛方法:

H 捌站選擇 : 在金山、寓里、基陸、和美、福隆等五個聲形海攝 ( 如圖 1 ) .水漂 25 公尺處 , 投放

人工擇魚礁以固定測站之位置 , 並藉人工浮魚礁之聚魚特性 (Ma.tsumoto� 1977
) .使魚苗在

.

此棲息 , 以利扒網圍捕。
(二j海洋環揖資料之收集 : 為瞭解漁場之海洋理揖狀況 , 進行各測站的 0,10,20. 公尺各水層的溫度

、糧度、流向、流連的測定..並作浮游生物垂直據集, 再以 2 節船速拖曳稚魚網 5 分鐘 , 以調查
稚魚及大型浮游生物分布情形 , 最後以扒網圍捕魚苗 , 將所捕獲之魚苗經挑選計數 , 量標準曹長

後飼養於活魚鱗 , 對於無法飼養的魚類則以 5% 的福馬林權保存。

個室內研究 : 將活魚苗值以海韓、豐年蝦、人工合成飼料
, 使其個體成長 , 以照相方式紀錄其當型

變化情形 , 輔勘文獻不足下 , 仍然可以正確地鑑定魚菌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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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網結構圖

Net constraction of SqIall seine net us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國 2

結 果

-北部沿岸魚苗種額及季節變化 :

在此區域全年出現的魚苗有 52 種以上
, 分別屬於 20 科 ( 如表 1 ) , 在 209 網次所撤謹的

70,943 尾魚苗中以秋姑魚鉤 ,990 尾最多 , 依次為鳥魚 18,214 尾
, 花身難魚 3,450 尾 , 變色雀蝸

3,348 尾 , 五帶雀鍋 2,776 尾
, 雙邊魚 2 弘553 尾

, 天笠舵魚 2,247 尾
, 飛魚 1,128 尾

, 條紋難魚 899

尾 , 臭都魚 869 尾等 , 而出現的經濟魚苗為自韓、黑鍋、品幣、單目魚、花身難魚、 l鹿紋雞魚
, 鐘

點石斑、歌唱紋石謹、紅甜膳、鬼頭刀、一點笛鋼、三緯笛鍋、龍尖、天竺舵魚、黑瓜子獵、橫帶

石鋼、斑點石綱、鳥魚、醋、臭都魚等 20 種
, 然而前四種是棲息於港內或淺水域 , 以集魚體及手抄

網方式漁捕為主 , 由於所使用漁具漁法之不同 , 因此未能並列本調查作魚種聞之比較。
在 52 種魚苗中屬於全年性出現者如歌姑魚、鬼頭刀、天竺舵魚

( 自毛 ) 、鳥魚等。

北部沿岸主要魚苗在各季出現之多寡如圖 a 所示 , 以秋姑魚在夏季 (6-8 月 ) 出現較多. .' 平
均每網故 200 尾以上 ; 鳥魚在夏季出現較多 , 平均每網故 120 尾以上 ; 飛魚在夏季出現較多

, 平均

每網故 20 尾以上 , 變色雀鍋在夏季出現較多 , 平均每網故 190 尾以上 ; 臭都魚在夏季出現較多
,

平均每網次 20 尾以上已花身難魚在夏季出現較多
, 平均每網汰的尾以上 , 五帶雀鋪在夏季出現較

多 , 平均每網故 25 尾以上 ; 天竺舵魚及雙邊魚均在秋季
( 9 一 11 月 ) 出現較多 , 平均每網次均為

20 尾以上。

北部沿樺的春季 ( 3 - 5 月 ) 主要魚苗如圖 4 所示
, 以晶魚苗 ( 標準體長 1 - 3cm

) 最多
,

平均每網次的尾以上 , 其次為秋姑魚 (2-6cm)' 平均每網故 20 尾以上
, 紅甜體 ( 2 - 12 em

) 及天竺舵魚 ( 1.5 - 8 個 ) 再次之 , 平均每網改 4 尾以上 ; 夏季主要魚苗如闡 5 所示 , 以教桔

魚 ( 2- 5 cm ) 最多平均每網次 330 尾以上
, 其次是變色雀鍋 (1-3cm)' 平均每網次 155

尾以上 , 鳥魚 C1-3.5cm) 再次之
, 平均每網故 110 尾以上 ; 耿季主要魚苗如圖 6 所示

, 以



台灣北部沿岸魚苗

The sea water fry of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tromAug. 1982 to Jul. 1983)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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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ami Iy &1

species I No. of haul 網

科別及

種類

Month 月

Engraul idae 黛科

1 Engraul i s ja ρonica

日本黨
E lopidae 海鰱科

2. Elops machnata

海鰱
Muraenidae 賣軍科

3. Gymnothorilx sp.

操胸蟑
Synodontidae 合齒科

4. TrachinocePhalus myops

值助花狗桿

Exocoetidae 丈躍魚科

5. Cypselurus poeci 10 ρ terus

花翅丈儸魚
Hemirhamphidae 假科

6. Hemiram ρhus far

星鯨
Scorpaen-idae

7.Pt eroi ssp.

簧蝕
Synancei idae

8. Synanceia sp.

毒組
Theraponidae 蝶紋難魚科

9. Therapon jarb 削

花身鱷魚

10. Therappn theraps

蝶紋難魚
Serranidae 鱷科

11.E ρ inePhelus sp.

鐘點石班﹒

12.E ρ ine ρhelus sp.

敢謂紋石斑
Ambassidae 雙邊魚科

13. Ambas si s urotaenia

雙邊魚

數Individual 尾

342

1128心-m

329

3

345Q

2553

899

1

1

3

l 一 1.5

15

2 3 一7

12 羽

8-12 9-112-142-14

36 6 22 37

0.8-2 0.8--1 0.5-1 Q.8�

2 創 4 110444 37

1-5 0.5-30.5-4
6 74' 777

1.5

1

1-2

3

一
一3

,bnu

Ed

馳科

護她科



Month 月
Fami Iy. &

species I No. of haul 網

科別及

種類

體長區 |農
Range of SL (cm)

Individual

天竺鍋科Apogonidae

14. APogon sp.

天竺鍋
Carangidae 跨科

15. Carangoides sp.

金錢穆 ;

16. Scomberoides lysan

逆鉤蜂
17.Carangoides sp.

勝 ( 缸 )

18.Trachurus sp.

據 ( 線 )

19. C arango i de s sp.

鰻 ( 自 )

20.Decapterus russellii

赤尾勝
21. Carangoides sp.

黃瓜鰻
22.Seriola pu φurascens

紅衛穆
23.Elagatis biPinnulata

雙帶體
Ephippidae 銀缺科

24. Platax 抖 nnatus-

長翅燕魚
Mull idae 鬚蝸科

25. u: ρeneus bensasi

軟桔魚
Coryphaenidae 館科

26. Cory ρhtrena hi ppur 俏

鬼頭刀
Lutjanidae

27. Lutjanus sp.

一點笛鋼

28. Lutjanus sp.

三擴笛鋼

笛鋼科

別

尾

次

數

表 1 繼續

Continu 吋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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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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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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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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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1.5-51.5- 毛 1.5-£

4536 1166 4958 8954

2 - 3 1.5-6 2-6

7 22 7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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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14

1 2 3

2 10 10

4 5 6 7

5 5 3 5

1.5-32.5-3 2.0

35 5 9

2.0
1

1-1.5

6

2-3.5 5-121.5-5

15. 70 �05

5-10 8.0 3-6

25 5 15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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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5
30 2

5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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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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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1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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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Con t i nued

表 1

6

Table 1

Total765432112111098耳目
Family &

species r�b. of haul 網

Month fl

20953510 5102o37742236次

及 | 體長區眼

顯I Range of S L (c m )
JJIJ科

種

數Individual 尾

Lobot i dae 松鍋科
29. Lobote.s suri namensi s

松鋼 110

2

263

2.0
2

1.2 -4 3-6 1-40.8-3

14 2 74 111

叫
一
時

1 :- 12 1-4

740 1850
2247

Lethrinidae

?iJ.Lethrinus sp.

龍失
Blennidae 石細科

31. Dasson trossulus

石鯽
Kyphosidae 舵魚科

32. K y.少hosus cinerascens

天竺舵魚
33.Girella melanichthys

龍尖科

110

1

1. ←2 1-1.51. ι2

60 10 40

nu

黑瓜于纖
Oplegna thidae 石鋼科

34.0plegnathus fasciatus

橫帶石綱
35. Opl egna thus ρ unctatus

斑點石鍋 1

28
1-1.20.3-2

6Z2�

1-20.5-21.5 -2一-一一 .., 一一一一-
540 22 7

雀鋼科Pomacentridae

36. Chromi ssp.

黃背雀蝸
37. Pomac entrus 旬 ,

574

3348

1-3 1-4.1-5.5一一一一一一.:.:.., 2776
10 196 960 i

;37

1.2-2 1-2 1.2-22-3 1-2

-10 10 1050 100 100 ∞

2 -3.5 1.5-3 1-3 1.5-3

3的 6 110 1702 1036

灰雀蝸
38.Pomacentrus coelesti s

聲色雀輔
泊.Abudefdufvaigiensi s

五帶雀鋼
4O.Abudefduf se ρ,t emfasciatus

七帶雀蝸

Mugil idae

41.Mugi I sp.

鳥魚

腦科

18214

3
1-1.5

3

醋星魚科U ranose 叩 idae

42. Uranoscopus sp.

膽星魚



Month 月 耳目
Family &

species I No.

科別及

種類

of haul 網

區限 1

S'L (c m: )
體長

Range. of

Individual 尾

Antennaridae 璧魚科

43.Histrio his trio

花餓
Scombridae

44.Seomber sp.

蜻
Siganidae 臭都魚科

45. Siganus fuseeseens

臭都魚
Nomeidae 圓屆科

46.Nomeus gronov, t

圓揖
Balistidae 叡嘴純科

47. Canthi dermis maeulatus

大棘皈撥純
Monacanth idae

館科

學棘純科

48.Aluteres seri ρ tus

長尾單棘純
49.Aluteres monoeeros

薄葉單棘純

50. Stephandepis eirrhifer

曳絲單棘純
Tetraodontidae 四齒純科

51 LagocePhah ω lunari s
spadieeus 饋洞純

Diodontidae 二齒純科

52.Diodon hystri:x:

刺河純

總
計

次

數

1-1.2

864

Tabl e 1

8

36

表 1 繼續

Con t i nued

9 10 11

22 74 37

2-2.5

3

1.5-4 1-3 0.5-4 0.5-2

14 110 74 148

0.5.: 2

35

12

o

nu

1

2

2

10

3

10

4 5 6 7

5 55 3

1.� 1. 0

36 5

2-2.5

5

1-5 5-6

201 5

nu

1.5-Q 1-1.5 2-4

10 30 50

10-12

1

7

Total

209

41

71

869

3

552

u-1
2

')'

90

71

1

70, 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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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c ies

魚
ibnbassis urotaenia

邊雙

V亂神戶 .-<; 毛

209 網次 ( Hauls)

I 春季 Spr ing

天竺舵魚

}(yPhosus eineraseens

五帶雀鍋

Abudefduf vaigiensi s

花身難魚

Therapon jarbua 1 夏季 Summer!:Z:Z

款季 Autumn

冬季 Winters:::::Js魚

Sigan 甜 fuseese ens

都臭

聲色雀蝸
Pomacentrus eoelestis

魚飛
Cy ρselurus ρoee i 10 ρ terus

魚烏

Mugil sp.

魚
Upeneus bensasi

姑秋

叫
80 10060

( 尾 / 網 )

Individual per haul

40mo

北部沿岸主要魚苗在各季出現之比較

Seasonal change of major fry in the northern Taiwan

圍 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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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cies

雙

Elagatis biPinnulata

帶 穆 20 網次 ( Hau Is )

( 5 --- 10 em )

鬼頭
Coryphaena hippurus

刀
( 2---4.5 )

黑瓜子賣車
Gir,e/fa melanichthys

( 1.5 --- 2 )

天竺舵魚
}[yphosus cinerascens ( 1.5 --- 8 )

缸甜
Seriola 仰 r/JUrascens

瞎
( 2

-:---
12 )

意k 姑魚
Uρeneus bensasi

( 2 --- 6 )

烏
Mugi I sp.

魚
( 1--.3cm)

。 4 8 12 16
戶A

20 40 60 80

( 尾 / 網 )

Individual per haul

Fig. .4

間 4 北部沿岸春季主要魚苗類別及數量
Major fry in spring from coastal waters of northern Taiwan

秋桔魚 ( 1.5 - 6 em ) 最多 , 平均每網故 105 尾以上 , 其次是鳥魚 ( 1-3cm)' 平均每網次 25

尾以上 , 天竺舵魚 ( 0.5 - 12 αn) 再次之 , 平均每網次 19 尾以上 ; 冬季 ( 12 - 2 月 ) 主要魚苗

如圖 7 所示 , 以備 ( 1.8 一 2.5 αn ) 最多
, 平均每網次有 3 尾以上 , 其次是黑瓜子通值 ( 1.2-2cm

) .平均每網故有 3 尾 ,
金錢鐘 ( 3 - 4 cm ) 再次之 , 平均每網故 2 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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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cies

石直尉
Dasson trossulus

曳鯨學棘純
Ste ρhandePis cirrhifer

鬼頭
Coryphaena hip ρurus

星鯨
Hem i ramp 加 s far

缸甜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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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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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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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o 20 40

44 網次 ( Hau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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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i vid ua 1 pe r ha ul

( 尾 / 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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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50

圖 5

Major fry in summer from

北部沿岸夏季主要魚苗頓到及數量

coastal waters of northern Taiwan



( 魚種 ) Species

石鯽
Dasson trossulus
飛魚

Cypselurus poecilopterus
大棘極擴純
maculatus
鬼頭刀

Coryphaena hipp'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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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身難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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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敵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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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ρeneus bensasi

Canthjdermis

o

圖 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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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沿岸秋季主要魚苗之額別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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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

( 1-3 )

L
20 τ。

coastal waters of norther:n

( 魚種 ) Spec1es

烏
M詞gil sp.

金錢
Carangoides sp.

Girella

黑瓜子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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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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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cm)

。 1 2 3

( 尾 / 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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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圖 7 北部沿岸多寧主要魚苗類別及數量

Major fry in winter from coastal waters of nortQern Taiwan
J

11

(1.5-6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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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 cies

星儼
Hemiramphus far

花身難魚
TherripOn jarbua

松蝸
Lobotes. surinamensi s

15 網次 ( Hauls) .

}

蝶紋難魚
Therapon thera ρ s

鬼頭刀

Coryphaena hiPpurus

天竺舵魚
}(y,phosus cinerascens

五帶雀輔

Abudefduf vaigi ensi s

變色雀蝸
Pomacentrus coe/esti s

雙﹒邊魚

Ambassis urotaenia

鳥魚
Mugi I sp.

秋姑魚
Upeneus bensasi

7
100 300 500。 20 40 60

( 尾 / 稿 )

Individual per haul

Fig. 8
金山測站全年主要魚苗類別及數量

Major fry from Kingsan station in

國 8

all year

三毛金山等五個測站魚菌種類及其數量變化 :

H 金山測站全年的 15 網次共 � 獲 11 種主要魚苗如圖 8 所示 , 以秋姑魚最多 ,
平均每網次 400 尾以

上
,
其次是鳥魚 , 平均每網次 65 尾以上 , 雙邊魚再次之 , 平均每網次 30 尾以上。

(二j萬里測站全年的 33 網故共漁獲 15 種主要魚苗如圖 9 所示 , 以秋姑魚最多 , 平均每網故 155 尾以

上
,
其次是變色雀鍋 , 平均每網次 78 犀以上 , 雙邊魚再狀之 , 平均每網次 30 尾以上。

臼基陸翻站全年的 80 網次共漁獲 15 種主要魚苗如圈 10 所示 , 以秋姑魚最多 , 平均每網故 200 尾
以上 , 其次是鳥魚平均每網故 80 尾以上 , 花身難魚再次之 , 平均每網故 35 尾以上。

個和美測站全年的 44 柄次共漁獲 12 種主要魚苗如圖 11 所示 ,
以秋姑魚最多 , 平均每網次 50 尾以

上 ,
其故是鳥魚 ,

平均每網次 30 尾以上 , 花身難魚再次之 , 平均每網坎 5 尾。

個福隆測站全年的 37 網故共機獲 7 種主要魚苗 , 如圖 12 所示 ,
以軟姑魚最多

, 于均每網坎 " 尾

以上 , 其次是灰雀蝸 6 平均每網吹 13 尾以上 , 五帶雀綱再改之 , 平均每網故 11 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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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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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圖 9 萬里測站全年主要魚苗顯身 11& 數量

�ajor fry from VVanli statioa' in al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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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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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詛)1 站全年主要魚苗之類別及數量

Major fry from Keelung station in all year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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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 ) Species

帳較難魚
Theraponthera ρ s

題胡花狗桿
Trachinoce ρhalus myops

雙邊魚
ilmbassis urotaenia

紅甜跨
Seriola ρur 仰rascens

醋
Scomber sp. I
鬼頭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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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帶雀蝸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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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瓜子直嵐

Girella melanichthys :
天竺舵魚

}(yphosus cinerascens

花身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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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魚

Mugi I sp.
軟姑魚

Upeneus bensasi

44 網次 ( Hau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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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 網 )

Individual per haul

Fig. 11

圖 11 和美測站全年主要魚苗之類別及數量
Major fry from Homei station in all year

( 魚種 ) Species

37 網次 ( Hauls)

缸甜一體
Seriola purpurascens I"

鳥魚
Mugi I sp.
花身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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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描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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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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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 網 )

lndi vidual per haul

圖 12 福陸翻站全年主要魚苗之領到及數量

Major fry from Fulungstation in all yearFig� 12



三三金山等 5 擲站之 7.1( 溫及揖� 變化 :

雖然控月依 o 、 10 、 20 公尺 3 種水層捌其溫度 , 但其各層之相差值甚徵僅 0.1- 0.2 �C .因
此在此只討論表層海水溫度的變化 , 亦即涵蓋 10 及 20 公尺水潔的溫度。至於堪度的聲化亦很小 ,
各水層之差值僅 0.1- 0.3960 而己 , 全年中同一水層其壇度變化相差值僅 1.6 楠 , 介於 33.30 -

16

34.90960 �

H 金山測站的表層海水溫度及堪度變化 : 表層海水溫度之月變化如圖 13 所示 ,
在 8-3 月間 .71\. 溫

自 25
� C 降至 17 � C. 而 3-7 月.則由 17 � C 升至 29.1 � C; 其中 5 月份的水溫較 6月份高出 2.3 �C

同時亦比其他各割站高出 2.'6
� C. 很顯然是受按能電廠冷卸 71\. 排出所黨委響。而各* 層墟度之生日

年變化 . 0 公尺為 33.30-34. 站純 '10 公尺為 33.40-34.50%0' 20; 公尺為 33.50-34.46 %0
。

几＼＼

30

n

26

21

22

20

ω
』
旦
首
』
ωmME
ω,
但

(

υ
。

)

倒
輯

18

LL
5

L
4

l
32

LLi
g

i
s

16

Y

E

份.
Mon th

月

圖 13 金山測站海水衰層溫度月變化 ( 1982 - 1983 )

Variation of seasureface temperature at Kingsan stationFig. 13

目萬里測站的表層海水溫度及墟度變化 : 表層海水溫度之月饗化如圖 14 所示 , 在 8-3 月間 .7J( 溫
由 25. 5

� C 降至 16.8 � C . 3 - 7 月間則由 16.8 � C 升至 29.1 � C °而各水層壇度之全年變化 :

o 去尺為 33.50 -34.2 。她 , 10 公尺為 33.60 - 34.60960, 20 公尺為 33.75 - 34.50 純。

的基隆翻站的表層海水溫度及壇度變化 : 衰層海水溫度之月變化如圖 15 所示 , 在 8-3 月間水溫由
25.8

� C 降至 16-.8 � C , 而在 1 月份的水溫為 17.8
�

C�' 較 1 、 3 月份為高 '3-7 月間 , 本溫由
16.8

� C 升至 28.5 �

C 。而各水層墟度之全年變化 : 0 公尺
,

為 33.40-34.55% 叫0 公尺為 33.60

- 34.70 %0 、 20 公尺為 33.70-34.80 恥。
(的和美測站的表層海水溫度及墟度費化, .表層梅水溫度之月變化如間 16 所示 , 在 9-10 月間 , 水
溫為 24.6 - 26.9

� C , 較金山、萬里、基陸為高 , 可能受蕪湖影響所致 ,
在 1-7 月間 ,7.f( 溫由

16.4 � C 升至 28.6 � C 。而各水層墟度之全年變化 : 0 公尺為 33.50 - 34.60 純 ,
10 企尺為招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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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Varia tio n of s 且 surface temperature at Homei station

﹒ 34.75 純、 20 公尺為 33.75""" 34.80 恥。

(五 )福陸測站的表層海水溫度及墟度變化 : 表層海水溫度之月變化如圖 17 所示 , 在 9 """10 月間
, 其

溫度與和美副站相同為 24.6-26.3
� C 亦可能受黑潮影響所致。而是 * 層壇度之全年變化 : 0

公尺為 33.90 34.90 純、 10 公尺為 34.05""" 34.85 恥、 20 去尺為 34.20""" 34.85 恥。

論

所揉集的北部沿岸魚苗
, 其中因為自輯、黑鍋、烏龜泉、嵐自魚等魚苗棲息於港肉或11* 壩 , 所使

用的現共報法與本調查不悶 , 因此未列入與其他種魚苗作比較。
本調查研揉到的文鱗魚科、鬚制科、舵魚斜的魚苗 , 因各同科之魚苗在幼魚期的生活習性及體型

都非常相蝕 , 在本報告暫親為一鐘 , 不另分門別類 , 但生活習性及體型迴異的同科魚頓則不觀為一體
. 191J tIJ 鬚蝸科魚苗經飼養後鑑定發現共有 4 種即秋捕魚 (Upeneus.bensasi ) 、金帶軟站魚

( U.

vN tat 悶 ) 、摩鹿加軟桔魚 (U. moluccensis ) 、洋鑽秋站魚 (U. tragula ) 其中以秋桔魚佔大

部份 , 她們在營酒游性生活時 , 其體型、體色及生活習性幾乎一樣 , 可是一但營底棲生活時則各現其
原形 , 自體色很容易辨別不闊的種頭 , 文舵魚科中藍勃舵魚及天笠舵魚其體型、體色、生活習性幾乎
一樣 , 暫親為一體 , 但瓜子體雖亦屬舵魚科 , 可是體型、體色生活習性別別於前述兩種能魚科魚類 ,

所以仍單獨觀為一個體而不與他兩種現為一個體。

本調壺以養殖方式及攝影紀韓魚種之體型體色費色變化
, 作為鑑定之依撮 , 以彌補稚魚文獻之不

討

足。

要

-以扒網在北部沿海海域作業 209 網次
, 共報獲 52 種以上的魚苗70,943) 尾

, 主要魚苗為秩站魚詞 ,990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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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 17

Fig. 17

尾、鳥魚 18,214 尾、花身難魚 3,450 尾、聲色雀蝸 2,776 尾、雙邊魚 2,5 臼尾、天竺舵魚 2,247

尾、飛魚 1,128 尾、接敵難魚 899 尾、臭都魚 869 尾。而經濟魚苗為自鰻、黑輯、烏鯨、重L 目魚、

花身雞魚、饒紋雞魚、鑽點石謹、照現紋石斑、回甘穆、鬼頭刀、一點笛綱、三躇笛綱、龍尖、天
竺舵魚、黑瓜子臘、橫帶石綱、理點石綱、鳥魚、輯、具都魚等 20 種。

二完全年性出現的魚苗為鬼頭刀主教姑魚及天笠舵魚等 3 種。

三毛北部沿岸表層海水溫度 , 春季 16.8 - 25.8
� C 、夏季且 .9 - 29. 1 � C 、軟季 20.9 - 26.9 � c 、多

季 16.4 - 18.4
� C 。

同北部沿擇海水揖度之全年變化為 33.30 - 34 .90 %, 白
, 而 0-20 公尺闊的相差值僅 0.1-0.2%0 �

辭

本報告承本分所李所長燦然博士的指導與督促 , 得以完成 , 在此致由衷謝意 , 而調查期間又蒙海
鴻號船長唐宏基先生及全體船員的協助 , 在此一儕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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