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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五十二年 , 本所引用北歐型拖網改良試驗成功以後 , 各型單拖漁船 , 普通探用此種捕魚容易的
漁具 , 北歐式拖網的確為本省拖網漁業帶來了不少的功讀與美景。但是七、λ竿東北歐網所帶來的美景亦
因此急劇地增抑大小型單灰拖網漁醋 , 至今已有 4,470 餘艘 , 而作業海區是如此的有限 , 因此漁船擁擠 ,
形成「竭澤而漁」之現象。本所為了疏導職區擁擠現象 , 閑時並作改進單拖網具比較試驗 , 藉以提高生產
敷卒 , 乃有連洋漁場底棲拖擱試驗調宜之計劃 ' 本計劃共分為五個調查航次

, 本文所述澳夫利亞北部海區
議場調查即為其中之一。

本所海慶號試驗船 ( 自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廿日至民國六十年元月五日 11:) 至澳洲西北海區實施拖網

魚場調盔 , 調查實際作業是自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四日至十六日共十三天。調畫項目包括有水文觀翻十一
次 , 投網66 次和浮游生物揉集等。永文觀測項目中包括有氣溫、水溫、鹽度、水色、水深、還研度、酸鹼

度、溶氧量、海底底質等。本文目的在了解該漁場之一般海洋環攝和基礎生產之浮游生物 ( 包括動物性和

植物性 ) 量之分佈作為解釋該漁場之漁獲種種之關係 ' 俾能作為今後聞發該漁場之指針。
本丈承本所鄧所長之鼓勵 , 于主任、羅吉雍先生、海廣試驗船全體船員及生物系全體同仁協助揉集、

資料整理與作圈 , 謹此一并致謝。

不才十材

本次調查之位置為澳大利亞北部海坡之第二號夫漁區 , 此漁區在東經 125 。至 130 。南韓IGO 至15 。之間
, 共分 78 中漁區 , 每區再分為 9 個小漁臣 , 本次共調查20 個小說區 ( 圖一〉。遺些小漁區之水深大部都在

100 公尺-以內, 甚少超過 100 公尺者 , 最深亦不過 113 公尺 ( 區 247. 旬 , 最適者為 50 公尺 (207.6 區 ) , 其
中以 65 至 70 公尺者居多。其底質大部分為泥沙並含貝殼 , 或亦吾吾有珊瑚之存在。
本文資料係由本所海慶試驗船 ( 138 噸 ) 所採集 , 資料之探集與整理方法如下 :

* 丈觀棚 , ( 共有 11 站 : 聞二〉
在各觀祖 u站上作底部至表面的操集與觀測 , 水樣及各溫度之量度依照下列各層次 :Om 、 25m 、 SOm

、 75m 、 100m 及 125m 或至底部等之採集 , 其項目有 :

法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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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
3O'E 129 �

3O'E
12 �

30'S

1. 深度一一以安置於海慶號試129�E

The Stat 拍ns of Trawls a Observations
Dec. 4 一的 . 1970

驗船船上之魚群探知機自動

記錄所得者為單。

2. 氣溫一一以兩隻溫度計 , 一

在有遞蔽下度量之 , 另一在
無遺蔽下度量之 , 兩者互相

13 � S

投正而得。

3. 水樣一一以甫森瓶 (N anso

n Bottle) 實施各層揉水。

4. 水混一一揉各層水 (Om'

10m, 〉後以放大鏡
13 �

30'S

. Trawls Station 直接觀察附於甫森瓶殼外之

� Observational Station
顛倒溫度計讀至小數第二位

。

5. 水色一一以 For 叫 's 比色輝

直接度量之。
14 � S

聞= 投網及觀翻站位置
6. 透明度~ 一以 Seed 址 's

E

dish 直接測量之。
7. 鹽度一}

揉集水後以鶴見牌鹽度測量計 (Tsurumi Seiki T.S.-E2 SALINOMETER) 直接測
定之。

8. 溶解氣一-揉集
*- 後

, 以Winkler's Methods 測定而得。
9. 酸鹼度-一探集水後 J;J.PH Meter (TOA Eleetie L TD 出品之HM-7A 型 ) 在船上作現場之測定 ,
姐園風浪過E 操作困難時 , 則帶至避風地區後立即測定之。

浮游生物之踩集 :

以北太平洋標單浮游生物網 (Norpae Net) 作水深 150 公尺或底部至表面之標車垂直接集 , 此
網網口直徑 45cm , 網長 180cm , 網布GG54 號 , 網自 0.33 x O. 33mm 。另在網中加一網口徑 10cm ,
網長 120em , 緝布XX17 號 , 網目 O.lxO.lmm 之小繭 , 兩網同時揉集。外網是探集動物性浮游生
物 , 內稱揉集植物性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揉集上來後 , 立即加入 5% 之福馬林被固定並保存於標本瓶內 , 構間實驗室整理。

E

實驗室整理工作 , 係將經固定於標本瓶內之樣水 , 倒入小久保民況澱器中 , 使其前澱24 小時後 ,
度暈其所含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總況澱量數 , 再依丸茂方法 (1965 ) 計算出每 1 m3 海水中所含動物性

浮游生物況澱量之 ec 數 , 然後再將動物性浮游生物分為攬閥、毛頸、甲殼 ( 含介形水蛋〉水母、皮囊

及其他等六穎 , 植物性浮游生物之含量計算法 , 是將所得之數乘以標本的百分比。即得標本之植物性
浮游生物數然後 , 再依丸茂方法計算出每 1m3 海水中之含量 ( 植物性個體細胞量 ) 。植物性浮游生

物共分為下列四大額 : 矽藻類、藍藻類、結藻類、鞭毛藻類等。
激況調查

海慶試驗船於此漁區中共下網 66 次 , 在每投網前均有氣溫、氣壓、風力、民向、表麗水溫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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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 ? 其深度以船上所用之梅、群揉知機自動記錄所得為準。下網後以每小時 3 漫之速度拖曳 3-4 小

時後再起網 , 所用網具計有北歐網、六片甲型網及六時丙型網等。

結果與討論

I 表面層因直接受夫氣之影嚮7J( 溫與鹽度

, 故其水平變化不大。水溫在 29.00-30.6 �C

' 聾度在36.5-3'1. 。他之間
, 其分布狀況如聞

主所示'0 以接近大陸區 ( 259 區 ) 之溫度較高 ,

為 30.S0C; 自此線由東南向西北方向遞減 ,

但減少的程度不多
, 並且在 259.1 區海域形

成變化較為復雜處 '0' 由 T.S. 的分佈情形君來

顯然地 , 有一冷水圈自 249.7 區向 259.1 區與

,258.� 區迫干來已 25 公尺水層上之第 1 、 2 觀

翻站之水溫為 29.6 �C 及28.7 � C; 鹽度為 36.2

話。與 ,3.5;91% 白等其他各站水溫之分佈如圖四所

示。由 259.1 區向西南方向有一 30
�C 之水團

129 � E129 ��

TetTlperature(OC; 一 ) and

Salinity (% 。于 -) dt' 25 M
December, 1970

J 、。 | μ
/ ＼、 $6.50 --� γ .j/)

,/:'1 ,
.
位先i. 制

}句r
30.a

r
聞周 7J( 深25 公尺之水溫及鹽度之分佈

之第 1,2 觀棚站水溫為28;5 �C 及 28.4 �C 。鹽度為

36.'5 姑。及36;2 呀。等。 75 公尺之水層 ( 圖六 ) 之水溫

略低於 50 公尺水層 , 盟度則差不多。第 1 、 2站之水

溫為21.6C1C 及27 �'7
�C鹽度為 36.;5 品及36.1% ι綜觀

128 � E 129 � E 12 �5

Temperature (OC, 一一 ) and

Salinity 悅。 ,一 -) at Surfdce

Decembe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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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三表層水溫及鹽分佈

12 � 5
延伸到 268.5 區 , 再由此水團向西北外海擴張 , 水溫

漸減 , 其幅度不犬 , 鹽度的分佈情形 , 亦由近海岸的
高鹽向外漸減。由 T . S. Diagram 觀之

, 很明顯的 ,

有兩水圍在 249 與 259 區混合著。 50 公尺水層 ( 圖五 )

I 29
�

E128"E

13 � 5

13 � 5

阱。s

'14
� S

圖五 水深50 公尺之水溫及鹽度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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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穴 7.K 深 75 公尺之水溫及虛度之分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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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50 及 75 公尺

*- 層T.S. 之變化情形時 , 這兩水層星
現相近似而很穩定之水圍移動 , 溫鹽度均由接近澳
洲大陸方面的水接向遠岸的外洋遞減 , 較冷水園則
由西北方向向東北近岸方向移動。也就是說 , 在
底層的 T.S. 變化小而在此海區形成一個穩定的生

態條件狀態。

13 �5 E 溶解氧奧酸鹼度

因受澳洲河流排水的影響 , 溶解氧與酸鹼度之
水平變化很大 , 且均是由近陸向外海遞增 , 其表面
層溶解氧含量之範圍在 3.1- 8.9ml/L 之間 , 酸
鹼度在 7.2- 8.0 之間 , 各站分佈狀況如圖七所示

, 均以接近大陸之 259 區為最低 ( 3.1ml/L 及 7.2

14 �5 〉並由此區向西遞增且增加之程度非常之犬 , 在第
1 、 2 觀捌站且在 259.1 區與 249.7 區間之海域形

成變化寶雜區 , 由溶解氧與酸鹼度之分佈情形觀之
, 係由澳洲河流流出之求的 ;d( 舌自 259 區向 258 區,前進在 249.7 區處 , 與自 248 區下來之另一* 團接觸。

25 公尺水層上第 1 、 2 兩觀翻站立分佈情形 ,
如圖入＼

所長
j 溶解氧亦在 259 鹿為最償 , 由東南方而來之祠

流水苦到達 i揖區 , 黨晶此向其他三方面增加 ; 聽鹼度

分佈情形亦同。 50 公尺水層之溶解氧量與酸鹼度之分

128 � E 129 � E

圓λ 水深 25 公尺之溶氧量及酸鹼度之分佈

12 � ,�

128..1:.

'.._,' .'.

l 草。s

13 。穹
嗯

. . v

14 �5

圖七衰層溶氧量及酸鹹度之分佈

佈狀況亦與25 公尺水層相差無幾 , 在第 1,,'2 站之溶

阱。s 解氧量為 7.39 與 .�.28inI 月J
). 酸鹼度為 6.93 真正M其

餘之分佈均由近陸之 2$9 區向遠離大陸之哥拉 3穿南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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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 見圖九 ) , 在 249.5 與 259.1 間之變化梯度較大 ; 含氧量之變化在 3.5-8. 85ml;L 而酸鹼度之變化

在 7.25- 8.1 之間 , 由此分佈情形觀之 , 顯然為隔不同 7J\. 團在此相安。括公尺深水層之溶解氧與酸齡度之

分佈狀況亦與上層水之分佈大同小異 , 由其分佈國 ( 圖十〉觀之有兩個 7J\. 園一為東南~ 西北向之水圈 , 另一
為東北 ~ 西南向之水圈 , 此兩 7K 團在 258 直相交 , 前者之酸鹼度較低 , 接者則較高 , 溶氧量自 258 直向東

西南方遞減。總觀以上 , 由於澳洲河流之影響 , 使溶氧量及酸鹼度自東南向西北方遞減 , 且此河洞 7J\. 之 7J\.

音在 258 海區與另一本區相交而成一混合狀態。
][

7J\. 色與透明度由本次調查水色之結果 ( 圖

十一 ) , 深知本海直是屬於大陸棚海填無異。

/2S"E 129'E

國丸 ]j( 課 50 公尺之溶氧量及酸鹼度之分佈

]j( 色皆在 2-3 間 , 離岸近的方面水色較大 ,

即較接近於綠色 , 而離岸遠較水攝則水色號碼
較小 , 都較藍色之大洋探梅性水色。此漁區之
避現度 , 自南向北遞增 ( 圖 11) , 以 248 與

249 區之交界處之透明度為最大 , 有 22 去尺深

; 而 259 與 268 區為最少 , 只有 8 公尺深 ; 在

第 1 、 2 站之透明度均為 17 去尺深。

VI 植物性浮游生物的分佈 : ( 圖十二 )

本漁場之植物性浮游生物以藍藻類 (

Cyanophytae) 為最多 , 每站之總含量均

在 150,000 個體以上 , 且均佔全部植物性
浮游生物!之 90� 古以上 , 其次多為矽藻頓 (

i2s"E 129"E
12'5

Dissolved Oxygen( 吹 ,-)
and PH ←一 ) at 75 M

December, 1970

叭
. I

＼‘、 / ?2-;?}. 裳4.0 -,���

抑、 � 特�5.0-

� / 6. 。、

＼棉、＼ �-�-ÿ< j

13
�

5

~＼

8
‘.

,
“

、
、

14'�
,45

圖+ 水深 75 公尺之溶氧量及酸齡度之分佈

128 � E 129 � E 12 � 5

Transparency(m, 一一) and

Water Color( 一一 )

December, 1970

13 � 5

、

14 � 5

圓+ 可 透明度及本色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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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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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藻頻之分佈團十三

13"

kr

巳

畢 (主)
砂'anopllytae

/*"
τ~ ＼

Bacillaciop, 砂rae( I ＼

Flagel 如tes \ f' ＼ l

1,915

。

14'S
υ甜 ,. 1,0 ∞叫

I"M'

Bacillaciopytae) , 最少者為鞭毛類 (FlageIl

植物性浮游生物 ( 藍藻頻、
矽藻旗、鞭毛普車頻) 之分佈

ates) -, 而線藻類在此區則無發現 , 各額之分間+=
佈狀況如下 :

(1) 藍藻類 ( 圖十三 ) : 以 268 區為最多 ,
12tfE

其中以第 5 站之總含量高連 8,765,000 個 , 其I2"'S

次為 249 臣之第 7 、 8 兩站總含量為 3,885,5

00 個及 2,729,800 個 , 發現最少的是在第10

站 , 只有 179,700 個 a 植物性浮游生物大都密

集於 268 與 249 等兩區。

(2) 矽藻類 ( 國十四 ) 以 259 區之第 10 站組合-13S

量為最多 , 達 350,000 個 ; 其次為 249 區之第

8 站其總含量亦達 .220,000 個 , 各站之比例除
第10 站佔全植物性浮游生物 65.5% 外 , 其餘均

Distributi ∞ of Bad/lac 博物t,

December, '970

在 7% 以下 ; 而在第 2 站與第 6 站則無矽藻額

。
＼
几
＼.

、

＼
＼
＼

＼

S

＼
/

＼

之發現 , 其濃密區集中於東部之 249 及259 區。

回鞭毛藻類 ( 圖十五 ) : 其量不多 , 各站14
�

5

之含量均伯各站植物性浮游生物總量之 1.0%

以下 , 最多者發現在第 5 站有17,600 個 , 次多
矽藻類之卦佈圍+ 四



Di�t 討butl ∞ of Flagellates:l

Decembe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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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 11 站與第 10 站 , 有 5,000 個 , 其餘皆在 1,0 128
� E

00 個以下 , 在第 2 、 4 、 9 站則無發現 , 其密

52

濃區亦集中於 268 區及259 臣。

13 �5三 :

/
戶�16 ←i ＼

此漁區之植物性浮游生物一般均比畫灣附近

海域所發現者較為肥大 , 例如藍藻類之 Tricho-

desmium contortum 其寬擂約35u; 矽藻之

Rhizosolenia 長約230u , 體寬約20u; 鞭毛藻之

Ceratium 1nacroceros 體寬65u' 尾長 457u ,
左右長約 340u 。各站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百分軍

五分佈如圖 12 所示。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生物量 ( 聽量 ) 及況澱量之分佈

動物性浮游生物生物量 ( 語言量 ) 之分佈以 2
L

v

14 � $

鞭毛藻類之分佈
'49 區及 268 區為最多 , 如第 4 站之含量有 287m

g/ma, 第 5 站有 240mg/ ma, 第 8 站有 264m

g/ma 。並由其至于佈之情形 ( 圖十六 ) 來君 , 249 、

1
、
、

268 南區間之線 , 顯然是兩個不同性質之 7Jc 團交接處
12 � 5

128 �E

, 因此此輾附近之動物性浮游生物的濕量極寓 , 並自Bi州ssof 阱。酬。n(m 卅一:
and Se 付 leing Volum� 卅一

'December, 197Q
此線向東南及西北南方遞減 ., 在 259.4 區減低之程度

非常之犬 , 自 218mg/m3 降至83mg/ma ; 向東北違

離海岸方向之降低量越遠越大 , 在第 1 及第 2 觀割站

之濕量只有 67 及 5Smg/ma 。此漁區動物性浮游生物

13 � 5 之況激量 ( 圖十六〉以第 4 站為最鹽 , 平均每立方公
尺海水含有況澱量 O.56ee , 其海量亦大平均 , ,有0.69

g/m3 之多 ; 其次為第 8 站況澱量平為 O. 32ee/m3';

再次者為第 5 站 , 其說澱量平均值為 O.33ee/m3 ; :最

少量則在岸較遠之第 1 與第 2 兩站 , 平均每立方公尺
海水只有 0.07-0.08ee 之況澱量而已。依勤勤性浮游

阱。S 生物之聽量及況澱量之結果顯示 , 最好的生物生產區
應是在 249.5 、 249.7 、 249.8 、 259.1 、 268.5 和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富農量及況澱量生團十六

268.8 等小漁區。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分佈 :

此漁區。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六大類中 , 以接關類群 ( Copepoc1a ) 之量為最多 , 其次為毛頸類群
(Chaetognata) , 再次為甲殼類群 (Ctu�tacea) 、皮囊類群 (Gunicata).;. 7Jc 母類群 '(Medusa)

及其他類 (Others) 。其各類群的分佈情形如下 ( 闡十七〉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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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關類群 : 以 249 區之含量最塾 , 第 7 、 9

兩站含量皆在 3.000 隻以上 , 平均每立方公尺之海

澳洲底棲拖網漁場之一般海說及生物調查研究曾丈陽﹒陳春暉﹒胡興華﹒陳宗雄

I29"E12S0E

zK 中含量達 303 及 300 隻 ; 而 268 區之第 5 站平均

每立方公尺之海水中含 260 隻 ; 最少者為 217 區之

第 2 站 , 平均每立方公尺之海水中僅有 27 隻。

(2) 毛頭頭群 : 高含量亦在 268 區及 249 區 , 以
第 5 、 8 站為最多 , 平均每立方公尺之海水中有30

ZooplanktonofDistribution

1 責>/ �E
C學

IIOS

3:s88

隻 ; 最少之海區亦在 217 臣 , 平均每一立方公尺不一
及 3 隻。

ITT

(3) 甲殼穎群 ( 包括介形水蛋類群Ostracoda) ;

以 268 區之第 5 站為最多 , 平均每立方公尺海水舍
,

29 隻 ; 其次為 249 區之第 8 站
, 平均每立方公尺含

20 隻 ; 第 7 站為最少 , 平均每立方公尺僅有一隻 d

kr

回CD

Chaetognaf'hs

其中介形水蛋之含量亦以第 5, 站為最多 ., 總量有

136 隻 ; 其次為第 8 站
,
有 107 隻 ; 而在第 2 站主

前
兩wm

Crustace

Medusa

只Inic σts

Othet 吉

Unif'
1ft. 卅闕

,

(4) 皮囊類群 : 悶樣以 268 及 249 臣、含量較多
,

第 9 站則無介形水蚤之發現。
14 �S

動物性浮游生物 ( 模開類、毛頭類、甲
殼類、水母類、皮囊類及其他 ) 之分佈

回十七

其中以第 7 站較多 ; 有 280 隻之多
, 其平均每立方

公尺之海水中達 26 隻 ; 其次為第 8 站平均 10 隻 / 米 3 °其餘各站平均在 4 肇/ 米里以下。
(5) 水母類群 : 及 268 以 259 區含量較多

, 但各站之含量不多 , 均在 60 隻以下 ; 最多之站為第 4 站

有53 隻 ' 其平均為 7 隻 / 米.-3 °其次為10 站 , 平均有 6 隻 / 米 3 。

(6) 其他顯 : 含量較少 , 均在 4 隻 / 米S以下 , 較多 ,
之站為第 4 站 (31 隻 ' 平均 4 隻 / 米 1 ) 其次為第

6 站 (30 隻 ' 平均 3 隻 / 米 3) , 其餘各站平均只有 1 隻 / 米 $

魚種組成

此次漁場試驗所得獲物之魚類共有46 科80 種 , 如下列所述 :
vn

‘網 OHONDRICBTHYES各幸丈骨Class

Family 1. '[ 醫敏科 Sphyrnidae

紅肉 Y 醫飯 Sphyaenra lewini (Griffith] 俗名缸肉醫
Family 2. 龍文值科 Rhynchobatidae

吉打龍文饋 Rhynchobatus djiddensls (Forshal] 俗名龍文鯊
d

渡口費頭贖 Rhina ancylostoma (Block & Schneider] 亦名琵琶鯊
Family 3. 琵曹擴科Rhinabatidal

4. 跟自琵琶饋 Rhinobatus batillum (Whitley]

Family 4. 平缸科 UroloPhidae

平S 工 Vrolo ρ hus aurantiacus (Miiller Henle)

Family 5. 土缸科 Dasf atidal

.

-、
'

‘
'

1.

2.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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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 '1 Dasyatis benne1hi (Miiller &Henle)

赤土 Ir Dasyatis akgaei [Miiller & Henle)

古民土 ,r Dasyatis (Amphotistius) k的 li (Miiller & Henle)

豹紋土缸Dasyatis (Himantura) uarnak (Frskal)

10. 粒班土Sx Dasyatis (Himantura) granulata (Mac1eay)

11. 牛尾 fI Dasyatis SePhen (Forskal]

Fomily 6. 駕 t:r 科 Gymnuridae

12. 日本寫H Gymn-ura japonica- (Temminck &Schlegel) 俗名臭尿破紡 @

6�

7.

8.
9.

Class J[ #;史 �
月 綱 OSTEIOHTHYES各

Family 一 . .

尖社民組 Dussumieria hasseltii (Bleeker]
‘ Family 2. 辦科 Clupeidae

背花魚 Harengula zunasi (Bleeker) 亦名背鱗
,Family 3. 寶刀魚科 Chirocentridae

寶刀魚 Chirocentrus dora� (ForsskalJ 亦名西刀
Family 4. 合齒科 Synodontidae

錦鱗蜥魚 Sourida tumbil (Bloch) 俗名九母

Family 5. 海雖科 Ariidae

盟海揖 Anius maculatue (Thunberg) 俗名成仔魚
Family 6. 文將魚 -Exocoetxidae

6. 、鈍助文將魚 Exocoetus volitans (Linnaeus]

錯鏡文自在魚 Hirundichthys oxycePha!us (Bleeker)
﹒心

, Family �

棘茄魚 Halieutaza stellata (Vahl]
Family 8. 大口蝶科 Soleidae

大口蝶 Psettodes erumei (Block & Schneider)

Family 9. 左蝶科 Bothidae

10. 重點扁魚 Pseudorhombus duPlicioceliatus (Regan)

11. 豹紋蝶 Bothus pantherinus (Ruppell)

12. 眼斑蝶 Taeniopsetla ocel/ata (Gunther]

Family 10. 右師科 Soleidae

13. 孔告師 Achirus pavoninus (Lace'pede]

Family 11. 三棘鈍科 Triaca:�thida�

14. 突助三棘鈍 Triacanthus biaculeatus (Temminck 及 Schlegel]

Family 12. 單棘純科 Monacanthidae

15. 薄葉單棘純 Alutera monOCeros (Linnaeus)

Family 13. 鎧純科 Ostrar:iontidae

1 (J. 弗民河的 Lactoria fornasini (Bianconi]

' .

1.

2.

3.

4.

5.

7.

8.

9.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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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黑擱 Sparus maeroeePha' us [Basilewsky)

43. 金線紅姑魚 NemiPterus virgatus [Houttuyn) 俗名金融連

44. 金線 NemiPterus bathybius [Snyder)

Family .3 一 - .

45. 長助龍占 Lethrinus miniatus [Bloch & 'Schneider)

Family 32 笛擱科 Lutjanidae

46. 摩拉巴笛觸 Lutjanus malabaricus [Bloch & Schneider 俗名赤松、赤海

47. 川紋笛網 Lutjanus sebae [Curier & Valer & Valenciennes)

48. 黑星笛憫 Lutjanus ruselli [Bleeker) 俗名黑闊、黑點

Family 33 嬉科 Caragidae

49. 真韓 Tiachurus japonicus [Lemminck & Schlegel) 俗名巴攏

50. 厲甲蟑 MeglasPis eordyla [Linnaeus) 俗名鐵甲

51. 無齒膳 Gnathanodon (Caranx) φ eciosus [Forskal)

52. 安朋膳 Decaptereus kurroides [Bleeker) 亦名無斑圓膳

53. 銅鏡臨 Deeapterus moruadsi [Temminck & Schlegel) 亦名圓路

54. 黃綠膳 Deeapterus 抖nnulatus [Eydoux &Srouleyet)

55. 烏魯韓 Ulua mandibularis [Mac1eay)

56. 黃臂嬉 Caranxmelampygus [Cuuier) 俗名 SI:! 仔魚

57. 平路 Caranx equula [Temminck & Schlegel)

58. 托爾逆鉤韓 Chorinemus tol [Cuvier & Valenciennes) 俗名七星

59. 實尾嬉 Alepes mate [Curier)

Family 34 海蟬科 Rae hyeentidae

60. 海餾 Rachycentron Canadu>n [Linnaeus) 俗名海鱷魚

Family .3

61. 畏印魚 Eeheneis nauerates [Linnaeus)

Familv .3

62. 烏自昌 Formis niger [Bloch)

Family 37 鸚哥魚科 Scaripae

63. 網目鸚哥魚 Searus lIermieulatus [Fowler & Bean]

64. 自斑鸚哥魚 Callyodon Sordidus [Forskal)

65. 巴達維鸚哥魚 Xanothon Bataviensis [Bleeker)

Famiy 38 臭都魚科 Siganidae

66. 臭都魚 Siganus aramin [Houttuyn) 俗名樹魚

Family .3 一動

67. 社民橄欖粗皮擱科 Aeanthurus dussumieri [Curier & Valenciennes)

Family 40 穴于科 Congrogadidae

68. 黏鰻 Congrogadidae Su?ducens [Richardson)

此漁區除以上所發現之各科各屬魚類之外 , 尚有墨魚「鎖管 ) 、烏賦 ( 花技〉

蝠站頭 ) 、缸蹲、章魚、海龜等軟體動物 , 爬蟲動物和甲殼動物等。
祖漁獲情形及主要漁獲物之一般生物調查

此次在 8 個中漁區內之20 個小觀區作業共下網66 次 , 其中除了破網 5 次外共捕獲大大小小之各種

漁獲物計 826 箱 , 各網次之作業時間、地點、使用網具 , 及漁獲物 , 詳見本所出版之觀業調查第33 號

1

5

6

9

、砂蝦、龍蝦、旭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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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0

。其各小漁區之投網數、漁獲數報漁獲努力則如下裘所示 :

區 | 投網次數 | 漁義 ) 數 | 詢讓 / 忍
1258.3

完了漁
5

報告 ( 水試所1971)

1

漁

52258.42iI

11111358.581247.6

8.5172358.74.592248.4

881258.866249.4

16322259.131.5631

8.48481359.2128417

469212368..119.65

2.5

33 叫17

I1I368.210!

351

41

249.5

5518. 均
II

妻一 : 各小漁區之投網數、捕獲數、漁獲努力

268.5

由上表觀之漁獲努力以 268.1 區之46 箱 /
次為最優 ; 其次為 249.5 區之31.5 箱 / 次 ; 再

129 � e.

州學 次者為 249.8 區之 19.65 箱 / 次。綜觀此三

區可謂此次試網之最佳漁獲區, 由環境因素
觀之 , 溫度、鹽度是由此漁區之西北向此區

12S"e.

t 戶雪學
會

�

約略增高 , 且在 249.8 漁區之等溫線與等鹽

線十分密集 , 鹽溫之變化很大。溶解氧則由@@
此區向西北方向此區遞減 , 且減少之輻度很
大。酸鹼度之變化尤為特別 , 若單由其酸

@鬱 鹼度之變化圍觀之 , 錢乎可認為 249, 259

兩漁區為雨不相同水圍的交接處 , 而且此兩
臣中之浮區游生物量亦異常鹽富 , 因此亦可
確定此兩是較好的漁場。其各小漁區之主要

繳獲物量 , 漁獲種類 , 漁獲努力 , 如圖十λ
所示。各主要魚種之魚獲量 , 繳獲努力及隨
機抽樣調查之情況如下 :

摩拉巴笛觸Lutjanus ma'a;aricus

種》@‘

268.2

(Malabar

赤松為本次飄揚試驗漁獲量最多一種 ,

俗名 : 赤松、赤海英名 :

Red Snapper)各小魚區之投網數、漁獲魚種徊 , 赤松 ; b, 畏鋼 ;
c, 黑網 ; d, 星鋼 ; e, 黑鏡汀 , 平膳 g, 圍路 ; h, 自帶
、; k, 金線 ; m, 九母 ; p, 其他 )

圓+ λ



258.8 區之千=6 。雖然 249.8 區共有87

7 , 再次為

15
(箱 / 投網數〉則以 249.5 臣之一γ= 7.5 為

49.8 區計87 箱 , 其次為 249.7 區之33 箱
, 有

次為 259.2 區之23 箱 ( 圖二十 ) 但其說獲努力

。三區均無漁獲。觀獲量最多的小說區是 2

247 、 2

的魚種 , 共有 201 箱 , 僅次於赤松 , 其漁獲
金總為本次觀場試驗中觀獲量居第二位

俗名 : 紅姑魚金線英名 :Nemipterus

其次為259 區之37 箱 , 再次為258 區之24 箱 ,
量以漁區論之則以 249 區之 138 箱為最多 ,

13.5

12.5

11"5

金線紅姑魚 NemiPterus Virgatus

61 3: : I 2 : 27:(到 L(21L_j__JJ1)� 巴h 一
:---r-;-! 1..:77;

i: ; 1(7): ν7�
�7; 110: 9:

1�LU1!�J!lH εL;'{��- --
3; I: Ii.
也'J_(O_� .J--�
7: 。
旦ll.w
68; o.
5?lLi 叫 - -: 0': eJ);

赤松之漁獲情形及其體重、
體長、頭長之關係

Head Lenolh

而268 區則僅有 2 箱而已。在 207 、

huB

mJ

圳,

活

vdf

占

L-JJ/-

一
叫

/aJi--

/
戶,
不
一
。
⋯

14
最高 , 其次為 259.1 之一2=

129 �E

'
‘

圓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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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g/m8 之間。魚體重隨體長之增加 , 但並
非成直接關係。

268.1 區下 2 網計的箱為其次 , 再次者為 2

。本

種於抽樣調查中 , 其肥滿度在 12.97 至 18.

268.2 和 268.5

等 4 漁區則無發現。若以觀獲量統計之
, 則

.1 觀肚子 =34 為最高 , 其次為 m

之箱 / 投網次數計算之
, 其結果發現以 268

計有 68 箱 , 再次為 258 區之24 箱 , 最少者為

高達 228 箱。若以中漁缸論之 , 則以 249

區描獲量最多
, 計有 116 箱

, 其次為 268 區

207 區僅 2 箱而已。其觀獲努力是以小漁區

區之于 =13 , 而肌 6 區之 6/1 = 6

以 249.8 區所下之 7 網共達77 箱者為最多 ,

49.5 區所下之 2 網計26 箱 ( 見聞十九〉

Nemipteros

后
/

一
⋯
⋯

259.1 、

II: Total Catch
(No. 目。民 8. 】

仰 ); Numbers at Houl

再次之。 258.8 、

127 ﹒ E一一
-r-r 石 1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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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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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箱 , 但其漁獲努力只有

�,

箱 ,
僅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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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位而巴 , 由此可見 249 、 259 、 258 等

三中漁區為金線缸姑魚較鹽之漁場 , 由環鐘

129 � E128 �E,0
i (/)_u
iO
i(n

127 � E

flOS

之囡素來君 , 此直等溫輾典等鹽績較為密集
, 且鹽溫均略高於西北方之漁場 , 但溶氧量
則較西北方為低 , 且遁滅的程度很大 , 酸鹼

haumelaTri 的iurus

度在 349 區之變化尤大
, 形成一十分特殊的

12 � 5

漁臣。於抽樣調查中 , 其體長為體高之 3.5

倍 , 又為頭長 4.2 倍 , 頭長約為助長之 2.5

倍 , 體高為尾柄高之 3.0 倍 , 其肥滿度在

一

19.5 左右。體長與體重有成直攏的同歸關係。

自帶魚 Trichirus hahmela

俗名 : 帶魚、自魚英名 : Hair-tails

hahmela

自帶魚為此次漁場調查中佔第三位的魚

種 , 共計有 1 刀箱 , 其中以 249 區為最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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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o Boxes)
(N), Numbers of Hau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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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us macrocephalus

129 � E128 � E

: (I)

'I
(I)

127 ﹒ E帶魚之漁獲情形圓=+-

258 區再259 區其次共獲43 箱 ,
護 115 箱 ,

247 區僅 1次之共 11 箱 , 而 268 區僅 2 箱 ,

12 � 8
. Body Weioht

‘ Head Leno.th

13.S

-04

;1
、

'20 40 60

箱 ,248 、 207 區則無漏獲 , 若以小漁區論之
則以 249.8 區為最多 , 共獲97 箱 , 但其漁獲

97
努力 " 箱 / 投網數 , 並不是最高 ,

14
僅次於 259.1 之 �2 =7; 而259.2 區之29 箱

29, 其漁獲努力 -,
佔第三位 ( 國二十

-:-) 於抽樣調畫中
, 其體長為體高之 12-15

N: Totol Cote 個

(No. Boxes)

IN): Numbers of Haul

倍 , 且為頂高之 6-7 倍
, 頭長為助長之 2

.5 倍 , 其肥揣度在 0.35- 0.5 之間。

黑鍋 Sρ arus Macroce ρ halus

黑揖之漁獲情形及其體重、體長、
頭長之關係

回=+=黑調為本次觀場試驗中 , 漁獲量伯第四
位之魚種 , 總 :漁獲量共有 63 箱 , 其中以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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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星笛擱 Lutjanus russelli

俗名 : 星調 , 黑星閥 , 黑點
英名 : Russells Snapper

黑鍋為本次漁場試驗中漁獲量佔第五位之魚種 ,
計有 26 箱 , 其中以 249 區為最多 , 共有 13 緒 , 佔全部漁獲之一半 , 次多者為 258 區之 6 箱 , 259 區之 4 箱, 268 區之 3 箱而 207 、 247 、 248 三區均無漁獲 ( 圖二十三〉。若以小漁區論之則以2498 區為最多 , 共

9
有 9 箱 , 但其漁獲努力並不高僅有寸 'r = 0,53 箱 / 網而已 , 次多者為 259.2 區之 4 箱 , 椎其楓獲努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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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janus russelli

. Body Weight

跳 Head Length

N .Total < Catch

(No Boxes)

VV>' Numbers of Haul

國二十三 星網之漁獲情形及其體重、體長、頭長之關係

區為最多共有 40 箱 , 次多者為 258 區共有 12

箱 , 再次為259 區計有 7 箱 , 而268 與 347 兩

IIOS 區皆無漁獲 ( 國二十二 ) 。若以小攤直觀之 ,

則以 259.8 臣之26 箱為最多 , 其觀獲努力不
26

高僅刁 7
一 = 1.6 箱 / 網 , 尚次於 249.5 區

之手 =3 。漁獲量次多者寫的臣之
8 箱 , 但其糟努力為一手 = 1.1 佔第三

位。於抽樣調查中 , 其體長為體高之 3.1-

3.5 倍 , 文為頭長之 4.0- 4.5 倍 , 頭長為
助長之 3 倍 , 其體重隨體長增加 ,

黑網之體

13 � 5 長在40cm 以內時其體重之增加量較小 , 但
在40cm 以上其體重隨體長之增加而成直線

上升。其頭長亦隨體長而增加 , 肥滿度在 6

.0 至 15 之間 , 隨體長之增加而增加。

不高只有千 =0.5, 漁獲努力較多者為2的區之牛耳 2 為最多 , 其次是 268.1 區之手 =1.5

, 再次是 258.7 位 2
及 249.5 區之一生 =1 而抑 8 直則為第四位。於抽樣調查出 , 體長約

為體高之 3 倍 , 文為頭長 3.3 倍 , 體高略高於旗高 , 體高為尾柄高之 3.4 倍 , 頭長為助長之 3 倍左右。其
體長 (FL) .: 體高 (BD) : 頭長 (HL) =50: 16 : 15

以上五種魚類為本次機場試驗中量佔前五位的魚種 , 此外尚有長餌 12 箱、九母 11 箱、平路 11 箱、石斑
10 箱、黑鏡 6 箱、團韓 5 箱、烏賊 5 箱及其他各種魚類等總共 137 箱 : 長網以 258.2 區為最多 , 有 4 箱 ;

九母以 249.8 區為最多 ,
有 6 箱 ; 平韓亦以 249.8 區為最多 , 有 7 箱 ; 石斑僅出現在 268.1 區共 10 箱 ;

黑鏡亦以 268.1 區為最多 , 共獲 2 箱。

會主 d命

1962 年 Tranter 代曾發表有關澳洲水城之木文與浮游生物生產量的種種問題 , 其中他發現在澳洲附近
水域 , 一股之生物生產量都很低 F 特別是他主持研究之動物性浮游生物量都很少 , 然而他發現了另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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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 約在東經 113 。到 130 。南韓少到25 。的爪哇群島至澳洲西北方沿海 , 有一強大之湧昇流現象。結果在
此海區發現有高達其他海域 ( 包括澳洲附近以外的大洋水域 j 約 4-8 倍的高產量動物性浮游生物生物量

(Zooplankton Biomass- Wet Weight) 。他個人也同意該海域也即是一個好漁場 , 因為一般來講 ,
動物性浮游生物生產量盟富的地方即是魚群 ( 特別是備魚群 ) 密集的所在 (Schaefer 1961) 。本次調查

中發現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生物量 (Wet Weight) , 亦如Tranter 所報告一樣 , 在良好漁獲的漁區內動物
性浮游生物量皆在240mgjm3 以上 , 一般也在 100- 180mgjm3 左右 , 最少漁獲量的第 1 和 2 站則見

者50-60mgjm3 之生物量 , 但亦比其他大洋海城所舍生物量為高。
極撮漁獲量的情況來窘 , 此機場以249 、 �59 和 268 等三漁區為豐漁場 , 而說其海洋之環鐘情況來君 ,

!It 三個漁區之溫度比附近其他各漁區為高 , 尤其在底層更是特別明顯 , 例如 75 公尺水層此三區之溫度比 2

47 區之第 3 站高達 2 �C, 其含鹽量亦較附近漁區為高。酸飯度的情況 , 一般之值很低 , 尤其是在 259 區

處酸鹼度特別低 , 因此區與其相鄰的報區星一種不同 * 質交會之境界面。此三區溶解氧的含量比其他漁區
為低 , 並且相差很大 , 當然 , 此三區的觀類生物較多 , 因此溶氧量之消耗可能也很大 , 是否如 Needler 氏

"(1970 ) 所述這海域也受工業廢水而污東則尚不太清礎。由以上各種環揖因素觀之 , 在249 與259 兩區之間

似乎為兩個不同的水園或兩種不同水質之海水交接著 , 故在此藍各項環撞因素變化很大 , 依其各等量線之
分佈來推測 , 此兩種海水之交接面是由 249 和259 漁區延伸至268 漁區水圍的交接與旋流的單界處 , 因擁有
高度營養的關係 , 也可構成一良好的漁場 (Rounsefell and Euerhart,1953;Tait1932) 。

而由浮游生物之分布來君 , 各漁區之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況澱量以第 1 、 2 兩站為最低 , 含量最高的是
在268 及249 兩漁區 , 而植物性浮游生物含量最多的藍藻 ' 在整個漁區中大都集中於268 及249 南區 , 其含量
更是驚人的多 , 高過其他臣之10 倍有餘。矽藻之含量在249 區比其他各區高出 3 倍多 , 鞭藻在268 區最多 ,
249 、 259 兩區亦很聾 , 其餘各區含量較少。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分佈亦間 , 各類皆以 249 、 268 漁區為最多

,

而207 , 217 漁區為最少 , 由以上的生物量來君 , 豐漁場的位置正是浮游生物況澱量濕量 , 動物性浮游生物
及植物性浮游生物含量最多的海區。

綜合以上各環境因素及生物量的種種而觀之 , 聾漁區在 249 , 259 , 268 三漁區 , 由於環境因素之特殊
而導致植物性浮游生物之大量繁盛 , 進而動物性浮游生物也繼之而起 , 魚類也隨之而到 , 而形成一連串海
中海洋生物之食物鏈 (Hardg 1965) 。也可以遺據說 , 浮游生物之含暈可為觀場鹽貧的指標。

澳洲底棲拖網漁場之一般海況及生物調查研究當文腸﹒陳春暉﹒胡興華﹒陳宗雄

討

此次底曳漁場拖網試驗可謂相當成功 , 然而由於時間、設備等各項因素尚無法做在十分完滿 , 還是個
最大的缺點 , 諸如漁場測站太少資料之不足 , 無法對豐漁場之環揖因素與生物變化 , 作更詳盡的探討 , 以
及不同水質、水圍的存在是否為永久性的或僅為偶發性的狀視 , 作更正確的割斷而確定其為良好機場 ,

以及249 、 259 兩鹽、漁區以東之海洋環接與魚類含量等皆需待更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 才能斷定此直是否為真

正的優良漁場。

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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