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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灣社部地區花腹綺資源之研究

方新疇*
Study of Spotted Mackerel Resource in North Coast of Taiwan

Sun-Chio Fong*

Abstract

From analysis of catch statistics, it is decided that the marine resource of Tai-

wan spotted mackerel, Scomber australasicus Cuvierlanded on !lan Hsiel1, Taipei

Hsien and Keelung are belonged to a single stock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ocks

of south Taiwan. The north stock was analysed using Gulland's method on the

sigmoid curve theory. The amount of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 was estimated

to be 14 thousand tons and the current level of fishing effort is considered higher

than the optimal level. Granded that all spotted mackerel in the East China Sea

are belonged to the same .stock, the MSY level of such a population is thought to

be approximately ninety thousand ton:o.

前 曹

花腹畸 (Spotted mackerel, Scomber australasicus Cuvier) 、在亞洲之分佈自日本九州海

岸沿 200 公尺等深線南下 , 經過畫灣沿岸 , 以造菲律賓一帶。其主要集中地區在東海大陸棚之邊緣地
帶 , 尤以魚釣島 , 彭佳嶼附近為主要產卵場。由於這是我國重要之近海漁業資源 , 先後已有多篇漁業
生物學土之報告發表〈花戶等 1968 , 張 , 王 1971 '

Chang & Lee 1970 ,Chang-, Wu & Fong

1974 '
Chang & Ch�n 1976 etc.) ﹒但是由於這種魚群的分佈及個游的過程頗為寶雜 , 有關賣軍管

理上之研究這未能完盾 ,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提供這方面的初步研究以供管理土之參考﹒
根據方 (1971) 對憂酒花腹蜻作形態捌定研究的結果

, 顯示本省沿海花腹鱗之體節形質地理上之
分佈頗為均旬 ., 倒乎暗示單一直葉群之存在 , 唯非體節形質 (non-meristic character) 之變異程度
頗為檀雜 , 修正平均值艾顯示相當程度之地理傾斜 (geographical cline) 現象

, 或可認為聲筒沿海
之花腹備有許多產卵群存在

, 而其間之混合情形頗為直雜。唯以實用而言﹒我們可以謀取一種較寬犬
的標準來判別單位魚軒的存在 (Gulland 1969) ﹒台灣省北部海域之花腹蜻魚群大致 t 有下列之共同

特種 :
(1) 無顯著之遺傳學上之分歧現象 , 各樣晶之體節形質變異情形極為種定 1

(2) 使用同一產卵場或各產卵場之間的距離甚鐘﹒

(3) 為同頡漁具 ( 主要為一支齣與巾著網〉的作業對象 -

(4) 識獲量之變化情形犬致相同﹒

圖 1 表出北部宜蘭縣
, 台北縣及基陸市三地區之蜻魚魚獲量無變化情形。可知以漁業管理而言 ,

上三地區之魚群應可親為同一魚群﹒圖 2 表出南部高雄市、高雄縣
, 屏東縣及台東縣四區域的蜻魚產

量變化情形﹒可以君出南部地區的輔魚群自成一系統
, 典北部不同 , 張 , 巫 (Chang & VVu 1977b)

以時間序列分析南北蜻魚產量變動情形 , 亦認為台商花腹蜻魚群可分為南北兩組﹒從臺灣中部地催甚

*台灣省華陸和平島永嘉試驗所﹒
Current address: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t', Keelun 的 Tai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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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捕到花腹的
.,
之啦 1'1: 君來

, 南北之間的混雜情形甚底或完全沒有 . n住這 -- ff'lrfl!J 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日本方面之報告指出九州一惜之如魚群每年春季大批南下到魚釣島一帶 gr. 卵 ( 注凹 , 近 1按 1957)

.文根據 Chang & Wu (1977 的標識放流之結果
, 在南方澳附近放流之師j 魚可在魚鈞島附近海緝

捕間﹒叉在彭佳嶼附近放流之精魚可在擠州島以南及硫球對島以西海域捕悶
, 由此可知 !花胺間在中閩

東海大陸棚一帶之混雜情形頗高
, 而中日兩方漁民在東海區的作業對象可能都是屬於同一魚群。按國

方面
, 到 1978 年為庄一直限於使用一支釣及巾著網作業〈間旬

, 其作業範聞多為北綽 26 。以南海域
,

日本則多以大中型聞網作業
, 其作業範圍遍及東海大陸棚地區。由於缺乏自方的作業資料 , 無法作一

綜合性之分析
, 筆者在此暫且假設中日南方在東海區之漁獲量為一常數比例之關係而以台商省北部漁

船之作業為對象作一局部性之分析
, 俟將來獲得全面足移之資料時再行修正。

芳 法

本文中所用之漁獲量及總船資料是以台灣省最林聽漁業局蝙印之台灣漁業年報為主。筆者試以 Si!J

-mo 扭曲接理論分析北部地區之賄、漁業。本省過去十多年來對花腹峨作業多以一支釣為主
, 閃此計算

做獲努力量時原擬以一支前漁船噸數作為對象 , 唯鑑於資料牛的其它類型船隻亦常以一支釣作業 , 最

後決定仍以全部漁艦噸數作為觀獲努 tJ 量之指標﹒
由於作業度係數 (q) 值極難估算

, 在此無法使用 Schaefer (19 日 ) 氏之方法求得解答。筆

者決定引用Gullan'd 0961) 氏之方在求解
, 也就是以每一年的單位努力漁獲量對前數年的不均漁空空

努力量作題歸分析。 Gulland 氏認為在此情形下求得之迴歸方程式相當於魚缸平衡狀態時之情形。

花戶忠夫 (1968) 等認為花腹睛在 2- 3 月間出生之個體到 6 月間可達 20cm 以上 . 8 月間始進入補

充群﹒唯吳 (1970) 報告中指出本省漁獲物中極少發現當歲魚之存在
, 產卵期間之成魚均為工 -JI 接

魚 . Chang & Chen 0976) 亦指出從成長曲接立發展趨勢上君來 , 台灣地區之精魚仍應以 I-JI 歲

為主。筆者今年 (1980 年 ) 4 月間在華陸融市場購得一批8 尾蜻魚 , 其體長平均為22cm. 其中兩尾 11.

有未成熟之卵巢
, 推翻應是屬於 1979 年春季出生之年齡群。由此觀之

, 畫 F嘻地區的精魚梅、獲量應受過

去兩年漁獲努力量之影響
, 在此以過去兩年之平均漁船噸數作為自變數﹒

結 果

由於華陸市、台北縣及宜蘭縣三地區漁船對於花腹皓漁場主利用度各不相同
, 必2頁先求得它們之

間的漁獲努力換算關係。國 4; 5. � 表出土述地區之間的單位努力漁獲量的祖歸關係 ( 台北縣產量

在 1966 年以前太低
,
造成誤差

, 故不列入 , 所有砲歸直接均以零點為起點 ) 。崗位可得上三地區對峙

魚之相對利用度。若宜蘭縣每噸漁船捕獲 1 單位之蜻魚、時
, 台北縣骷能輸得 0.389 單位

, 而基陸地 �

同樣噸數之觀船祇能捕得 0.112 單位之騎魚。這種差別主要是因為其它不是以騎魚為作業對象之漁船 -

也包括在內之緣故﹒一一

通過以上的比例數字把三地區之輸船噸數調整過〈以宜蘭縣為準〉後
, 便可得北部極區的綜合有

教漁獲努力量
, 再配合漁獲量資料 ;J< 得單位努力觀獲量對漁獲努力的祖歸關係

( 閱 7) 。可知過去十

多年來台灣北部蜻魚單位努力漁獲量隨著漁獲努力增加而減少
, 其祖歸關係套用直掛分析之結果為

子 = 耽恥。.自

相關係數 r = (\ 754 .變方分析法顯示翹歸係數有非常顯著之意義﹒

上述的結果套用 Sigmoid 曲線的蟬,論 , 可得闡 8 立結果 , 其中最犬持續干F.'Q 賽最 CMSY) 為 1.1,171

噸﹒要獲得遺樣的持續生產量
, 作業漁船噸數必讀維持在一萬主千噸以肉 , 注意還是以宜蘭縣漁船為標

擎的有教作業船噸散。問 8 中艾可以若出目前喬鴨北部措海之花腹賄實源已無法滿足現有漁獲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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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做聲強度的繼擴增加 II低會造成更大的減產現象。

討 論

本文中計算所得每年一萬四于噸之最大持續生產量
, 必讀觀實際情形與假設條件之符合程度而調

務之﹒造放誤差之原因主要有下列雨點 :
(1) 本報告是以漁恥噸數代表漁獲努力量

, 唯近年來漁船噸數不斷增加 , 且增建之漁船多為拖網漁

船
, 事質上宜蘭縣一支釣漁船噸數一直在持續減少中 , 更有的漁船因為油價之上長緣故減少出海次數

-

。故北部地區對峙魚作業之贊際漁獲努力量應較漁船噸數所示為低
, 也就是說實際姐歸直繞的干降 2 恭

聽較閏 7 中所示者為平緩。
(局日本方面在東海大體棚地區以大中型巾著稱作業

,
從聞 9 中可知其產量較我閥高出甚多

, 並且

自1966 年起大致上向上增加
, 造成在國花腹如產量對曰 :方之比例有愈來愈低之趨向﹒

以上兩點因素造成閏 8 中之MSY 值有偏低之傾向
, 因此 ft 們可以認為 , 若日方在東海區之花腹騎 E

漁獲量能移維持一合理之水平的話
, 我國沿海一支釣及巾著網漁船至少應可獲得每年一高四千噸以上

之持續生產量才對。

以土的結論聽是根據我國的資料所作肩部性之分析
, 其正確性仍有待日本方面的資料予以校正﹒

唯提園 9 ( 觀業資源研究會議報〉中日兩方花腹的產量變化情形土君來 , 但乎由於說獲量之持續上界
, 到 1970 年左右已達到飽和點

, 故從那一年開始台灣北部花腹肺產量持續下降。假如還是事實的話 ,

則日本主面在 1973 年以後的產量最多也祇能維持在每年 5 萬至 8 萬噸左右
, 甚至還可能下降。韓國方

面 , 巾著網作業漁場大都限於濟于H 島附近 , 而花腹臨蔽佔油、 J!i 牧i牛很少的一宙的 (Gong et al 1972

。在此情形下 , 東海大陸棚地區之花胺 �;� 資源的最大持續生產量可能不會超過每年 9 萬蠅。

我國於 1977 年間始引進大型聞網漁船在東海區作業
, 目前以南方澳為墓地之大型聞網漁船共有五

組。據最近的消息 , 除了最先經營的順天公司聘用日結漁獄長作業頗上軌道以外 , 其餘四組經營並不

理想。從經濟學土的立場君來
, 敦國花腹螞漁業較日 1i 至少佔有下列的三項 fI 勢 :

(1) 漁港雕花腹騙主要現場距離鈕
, 故出海作業成本較輕 . .也較易維持魚貨鮮度。

(2) 本省在腹騎魚價較自方為高。從間10 上君來雙方魚價在 1973 年以前大致相彷 ' 在此以後本省蜻
魚價格可能是 rE 於產量減少的關係 , 開始大幅上揚 ,一較自 jJ 高出甚多﹒而日方之價格〈佐藤時司 (19

79) 大部份是以較為昂貴之白腹蜻為主
, 所以事實上的差距還要更大。

(3) 我關漁民工資較日方為低 , 小規模的漁船作業投資風險也較低﹒
日本方面除了企業化的經營方式及完善之產鉗制度外

, 船隻性能優趟 , 漁空空技情優秀及經驗豐富

應為最大的優點。 [II 於的 ;但是一種古!可辦性之魚類
, 其分佈受海攻之影智至為顯著 ( 朱 1976 .骨 �平野

1979). 我閥 R 前 iffi 應加強輔導犬型國網梅船作業之技術水娘
, 方可逐步開發東海區的表中膚漁業﹒目

前我悶在東海地院之內
j 著稱漁業對象仍是以花腹俯為主

, 自腹的由於分佈上較為偏北 , 造未參與開發

.日本在東海恆的魚 ( 以自腹的j為主 ) 的產量多年來都保持在36 萬噸上下
( 飯凹 1974) 。今後我國隊

應積攪進行開發自腹的觀場外
, 更應限制日方騙魚之輸入 , 產卵區域尤讀嚴加保護 , 肪範不法做民使

用炸欒捕魚
, 危害苦 IJ 整個東海區之漁業資諒。

照目前之過勢
, 中日南方在東海院的觀業之競爭乃是已經存在的情視

, 任一方面之一意孤行或是

雙方雨之惡性競爭勢將危害到雙方的共悶利益
, 如何肪患未餘 , 互相合作以善用拉一重要漁業資源實

為今後兩聞報業管理人三t ﹒之重要工作﹒

摘 要
..

(1) 很接漁獲量變化情形判斷
, 畫鴨南北花膛的恢叫司至于為兩大組﹒兩組之間之產量變化關係甚種﹒

(2) 北部宜蘭縣 , 台北縣及華陸市三地區花腹 I&-+' 產量變化一致﹒可以認為屬於同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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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連三地區之漁第1噸歡作為漁獲勢力量的指標
, 以Gulland 氏方法對Sigmoid curve 之理論求解

, 發現本省近海地區花腹輸族祥之最大持續生產量約為密四千噸 , 對於這個產量而言 , 目前之漁

種努力量已嫌過高﹒

“)若本省近海之花腹的資頓與日本在東海區揖捕之花腹蜻賀諒係屬同一族群的話
, 則整個東海區花腹

蜻之最大持續生產量可能在 9 萬噸左右﹒

謝 辭

本報告中有關台灣花肢的價格之資料係由南方澳歡會張德成有提供
, 諾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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