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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fishin� ground in the Patley Island is �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our government. This work had been carried out and investigated the items

inc1ud of weather and oceanic 個vionment, fi 曲 in� composi t ion aJ

fishing g 曲 r eft iciency and fact of effect in the T izard ba 此 , S∞ th China Sea during

the period of March to July 1983. The results had been obtained as follows :

L There are "the chara�ter of monsoon in the weather con�i tionof the sea area

ld the

of the

Pat ley Island.

2. The variation of sea teffipera ture of s 個 son was accordant in the surface

layer at every.obserating stati"on on the Tizardbank.

3. The tempe rature variation- between near "surface and the depths

Apr i r,
char 耳?;e from northeast to

and bottom

100m was observabl e

in the area out of "bank. The top pack was found in

thermocl ine layer remove toward "north, when the monsoo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

4. Total catch amounts was 2317 kgs, representing 12 families and 41 species

caught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length com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he tween

曲 e fork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the major "sp 個 ies ars showed as Fig.9 & Table 2.
5. Euthynn 悶 affinis was the major migratory species fn the surface water�

6. Lethrinus variegatus, L. reticulatus, L. miniat 肘 , Gymnocranius robinso 衍 , Variloa

Plectropoma leopardus, Epinehelus' fascat 悶 , Aprionvirocens, Pri sti ρomoides

filamentosus were dominant resident species in Tizard ba 臨 . The computed values of

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 revealed that 也 e fish assemblages" were highly diverse

in March to May and less diverse "in June and July.

were

Iou 抖 ,

7. Fresh m 阻 t of EuthynnusiJff;i1.is was the best 旭 i t- for hariding

effort was superior to GymmiJsarada un;(;olo1' and Lethrinus variegatus.

8. The ca tch rates of handing line in the daytime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phase of

line. The fishing

mo 個組d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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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曹

開發南沙群島賀龍為我國目前重點工作之一 , 民國 69 年起由國肪部負責協調 , 內故部、經濟部、
最發會 , 省政府等臨崩合作辦理 , 並成立「中華民國南抄資源開發工作小組 J ' 交付本所負責執行觀
業賢聽勘直覺開發試驗業務 , 後民國 69 年 9 月起本所 �PiJi. 遭人民輪班 , 常陸太平島執行南沙群島輸業
生物資聽說主工作 ; 本調查就是其中之一環 , 為長程調蓋試鞍工作之延續 , 其重點在進一步調查該海
城之報海況 , 積極調查我國經擠海城的融業賢源 , 期能進一步獲得該梅攝之最新海漁況資料及現具之
使用教率。本報告為民國 72 年 3 月 23 日至 7 月 25 日之調查結果 , 針對話海績之氣象變化、海洋環境
變化、梅獲物組成、魚類群集麗動等加以整理分析 , 並對聽兵之使用數率及可能影響觀揚故率之因黨
2 日 � 揉討 , 以便建立開發南沙群島海戚漁業實諒之背景資料。

材料與方法

-弋調查設備

村調查期間及範圈 : 調查期間由民國 72 年 3 月 23 日起至 7 月 25 日止 ; 以鄭和群礁 ( Tzard bank

) 附近海域為主要調查區壩如圖 1 所示 , 並以太平島 ( Tai-Ping-Tao ) 為試數基地。

(二j調查小艇 : 改裝 F.R.P. 小艇兩艘 ( 長 4.4m , 50HP ) 。

但)儀誰與設備 : 氣壓計、溫度計、濕度計、風向風速儀、氣象傳真搗、水溫計、比重計、謀求器、

魚群探捌器、通訊器材。

個) 現兵設備 : 手釣、曳繩釣其構造如圖 2 所示 ; 手釣觀具裝置係由手繩 ( 120 磅尼龍單絲 , 長 200m

) 、轉環 ( 不錯鋼製 , 長 45 mm ) 、三胸轉環、幹繩〈尼龍單穌的磅
, 長的 cm ) 、支繩 (60

磅尼龍單絲 , 長 30 c m ) 、釣錦 ( 寸。或寸 8 跨鉤 ) 、沈鍾 ( 鑄鐵製 , 構圓形 , 重:0.6--0.9 kgs

) 研構成 ; 曳繩釣共分 A 、 B 兩種 ,A 式裝置係由幹繩 ( 120 磅尼龍單絲 , 長 25m) 、轉環 ( 不
錯鋪製

, 畏的 mm ) 、支繩 ( 80 磅尼龍單絲 ) 2 蝶長度分別為 1m 及 1.5m 、接餌鉤所構成 ;

B 式裝置係由預備幹繩 ( P.E 索 ,rp6mm' 長 200m) 、轉環 ( 不錯鋼裝 , 長 45 mm ) 、加鉛

曳繩 ( 150 磅尼龍單絲 , 長 30m2 蝶組合 , 1 接穿鉛粒 , 錯粒每粒重 35 g , 平均分佈於幹繩土 ,

總重 4.5 公斤
, 另 1 蝶總繞其上加強其抗張力〉、曳繩 ( 120 磅尼龍單絲 , 長 35m) 、繫釣鋼

絲 ( No. 32/7 � 長 1.5 m) 、擬餌釣所構成 ) 。

主主調查項目及方法 :

(寸氣象觀測 : 於工作站設傳真鹽 , 並配合海軍南沙氣象站之工作 , 實施每隔 3 小時 1 故之氣象觀測

, 項目包括氣溫、能見度、雲暈、相對濕廈、陣商量、風向及風速等。
仁)海洋環境調查 : 於鄭和群礁 ( T izard, bank) 海攝設 12 個觀甜點 , 每月觀測 1 次 , 項目包括永
溫、壇度等 , 觀測點位置如闡 I 所示。每改觀捌均分成。、 20 、 50 、 100 公尺或抵礁盤等 47.1\.

層實施。

的漁業資源調壺與分析 :

l 鑑定各觀獲種頭 , 分析主要聽獲物體長組成 , 並計算其成長曲線 , 此曲絡以W= aLb 表示之

,W 為其體重 ( 的 , L 為尾叉長 ( cm) , r 為此曲織之相關係數。

Z 分析每月前侮漁獲種類數、個體數 , 經整理後 , 並以干列公式
(1)

來研討鄭和群礁魚類群集季節

性變化之情形 :

(1) 單純度指數 ( Simpson's index of concentration)

klL2 = 三 ni 2/ N 2

F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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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d line

年一 A- B

- C

F...

en--lcqd-n--l-141.-orT勻
,u

A Type.

A.1land line:Nylon120lbs,L=200m.

B. Swivel': Stainless, L=4Smrn.

c.Swivel:Stainless.

D.�ain line:Nylon80lbs,L=40cm.

E;Branch line:Nylon40lbs,L=30cm.

F.Hook:4.8-5.4cm.

G�Sink�r:Cast iron,W=O.6-0.9Kgs.

B Type.
l\:Main line:

Nylon1201bs,L=2Sm.
B:Swivel:

Rtainless,L=10�ID.
C:Branch line:

NylonBOlbs ,L=l&1. Sm.
D.Hook&Bait.

Stern

A
+-

B

*"

C
+-

Fig. 2

_'B

圖 2 聽其構造國

A�Main line:
PE,�6 間 ,L=200m.

B.Swivel:
StAinless,L=45mrn.

C.Trolling line:
Lead sinker,L=30m,
t�=4. SKgs.

D.Trolling line:
Nylon, 120lbs,L=35m.

E. r'lire:
No; 32/7 ,L=1. Sm.

F.Bait & Hook.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fishing gears, us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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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種類鹽富度指數 ( Margalef's index of species richness)

d' = ( S - 1 ) / InN

(3) 種類分歧度指數 ( Shannon-Weaver's index of species diversi ty )

s
H' = -k Ri logzPi

(4) 均衡性指數 ( P idou' sind ex of evenness)

J ' = H' / I og 2 S

式中 ni 表第 i 種魚的個體數 ,N 表示 k ni
, S 表示種類數 ,Pi 表示 ni/N 。

個) 報撈技衛操討 :

1 餌料選擇試驗。 -

Z 作業時間變異與
z
釣獲率之闢係。

1 釣獲率之季節變化。

4. 釣獲率與月齡之蹦係。
上列各項試驗均以變方分析法 ( anova ) , 並以 0.05

差異存在 , 則另以鄧堪若平均數距轍定倍 ( Duncan's

情形。

為顯著 :* 準橡定其差異
(2)
.若發現其間有

Mul t iple-RangeTest )
(3)
分析其差異

結 果

-氣象 :

抖氣溫 ( Air temperature)

如圖 3A 所示 , 為調查期間每日之氣溫變化 ; 3 月下旬氣溫平均約 29.0
�

C' 標準差 2.26

, 最高溫為 33.3
�

C' 出現於 3 月 28 日
, 最低混為 25.7 �

C' 出現於 3 月 24 日 ; 4 月份氣溫平

均 29 . 8
� C , 標準差 2 ' 最高氣溫為 34.4

� C,
出現於 4 月 10 日

, 最低混為 26.4
� C ' 出現於 4

月 2 日 ; 5 月份氣溫平均 30.3
� C , 標準差 2:1 ' 最高氣溫為 35 .9 � C , 出現於 5 月 13 日

, 最低

溫為 26.9
� C , 出現於 5 月 113; 6 月份氣溫平均 28.9

� C, 標準差 3.43
, 最高氣溫為 36.6

� C

出現於 6 月 2 日
, 最低溫為 24.3

�

C' 出現於 6 月 7 日 � 7 月甜氣溫平均為 28
� C, 標車差 1.5

, 最高氣溫為 32.3
� C , 出現於 7 月 22 日

, 最低溫為 24.2
� C , 出現於 7 月 16 日。

叫能見度 (Visibility)

如聞 3B 所示 , 為調奎期間每日能見度變化情形 ; 3, 月份能見度介於 12 -- 20 公里間 ., 平均

約 15.5 公里 ; 4 月借能見度介於 8 -.. 20 公里間
, 平均約 15.8 公里 ; 5 月份能見度介於O. 卜 20

公里間 , 平均約 15.0 公里 ; 6 月份能克震介於 0.5 -:- 20 公里間 , 平均約 10.0 公里 ; 7 月份能見

度介於 0.5-- 16 公里間
, 平均約 8.0 公里 , 由此可見 6 、 7 月份能見度受降雨影響而顯著降低。

但) 雲量 ( Tota 1 amount of -claud)

如圖 3C 所示為調查期間每日雲量之聲化情形 ; 3 月下旬平均雲量 3.3 ' 最高雲量均在 6 以

下 ; 4 月份平均雲量 3.3 ' 雲量大都介於 2--6 間 ; 5 月份平均雲暈 4.5 ' 雲量大都介於
3-..7

間 ; 6 月份雲量平均 7
, 雲量大都介於 4 --10 間 ; 7 月份平均雲量 8

, 雲量大都介於 6-- 叩開 ;

由此可見 3 至 5 月雲量少天氣晴朗
, 6 、 7 兩月雲量較多。

關相對濕度 ( Humidi ty )

如圖 3D 昕示 , 為調查期間每日相對濕度之攬化情形 ; 3 月下旬相對濕度介於 72--100%

間 , 平均相對濕度 87 %; 4 月份相對濕度介於 72 -.. 100 %間
, 平均相對濕度 8協 ; 5 月的相對

濕度介於 74 � 99 % 間 , 平均相對濕度 91 %; 6 月份相對濕度介於 69 -.. 100 % 間
, 平均相對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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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 7 月份相對濕度介於 77 -- 100 % 間
, 平均相對濕度 91 % 。

同降雨量 ( Precipitation)

如國 3 EJ §時示
, 為本調查期間在鄭和群礁太平島所觀測之降雨情形 ; 自 3 月 23 日至 7 月 25

日立共下雨的天 , 總降雨量為 657.4 mm ' 降雨期詞大都集中在 6 、 7 兩月 ; 3 月份降雨量為 o

; 4 月降雨 2 天 , 其中 1 天僅有兩帥 , 雨量無法制壘 , 另 1 天降雨量僅 2 mm ; 5 月借降雨 2 天
, 降雨量 1.8 mm ; 6 月份降雨 17 天 , 降雨量 330.5 mm ; 7 月偕路兩 18 天 , 降雨量 3泊 .1mm

。由此可見該區 3--5 月乾卒 , 6 月即進入雨季。

(六)風向及風速 ( Speed and direction of wind)

如圖 4 所示為本調查期間每月風向及風速變化之情形
, 由園中可見 3 月份風力徵弱 , 主要風

向為東風 32 � 屆、東北風 32% 、東南風 32 � 屆 ; 4 月借風力仍徵弱
, 主要風向為東北風 45.8 % 、

東風 28.3 % 、東南風 �5.9 5屆 ; 5 月份風勢漸強
, 風向多變 ; 6 月份風勢更強 , 並逐漸轉向西南

風向 ; 7 月份則主吹西南風 , 風力大都在 3 級以上。

二三誨洋環境調查 :

如闊 5 所示為本調查期問 4 月至 7 月各海洋觀測站衰層海 7.K 溫度與底層 7.K 溫季節性變化情形 ;

在鄭和群礁上各測站間 7.K 溫之季節性變化非常一致
, 不論表層或底層水溫均漸次自 4 月起上升至 7

月達最高 , 而其溫差不大。而礁盤外之各割站表層水溫與 100 m 深 7.K 溫則基顯著變化
, 如圖 6 上之

第 8 、 9 、 10 、 11 、 12 等 5 觀 �U 點 , 水溫躍層發達 , 上層與 1 ∞ m 深之 7.K 溫相差較大 , 其中最西

南方之第 10 、 11 兩觀測點 , 其溫差於 4 月時最大比後逐漸降低 '7.K 溫躍居有逐漸萎縮之現象 ; 而

第 8 、 9 、 12 等 3 觀甜點 , 其溫差由 4 月起星逐漸增加之趨勢
, 表示 7.K 溫躍層正發展申'�, 還可能係

由於東花季風期間
, 該海域在持續之季風吹送下 , 使該礁盤之背風面形成徵弱湧昇至 4 月連最高鋒

, 其後由於季風轉換 , 海 7.K 湧昇現象逐漸減弱
, 而使第 10 、 ,11 南翻站之水溫躍層逐漸萎縮 , 當西

南季風來臨時 , 海水湧昇現象則有逐漸往北移的現象 , 此現象可由第 7 、 8 、 12 等 3 測站 7.K 溫躍層

發展情形得到最佳證朗。

表層墟度與底層壇度之季節性變化如園 7 所示
, 在礁盤上之各觀測點 , 不論站閱或季節變異其

變化並不犬 , 大約在 34.4 %0 左右 , 表層及底層亦均極為接近 , 而礁盤外之各翻點如圖 8 所示除第

9 、 11 等兩盟副點之底層墟度季節性變化較大外 , 其餘不論站間與季節變異其壇度變化均不大。

三毛聽業生物質聽調查:

叫主要聽獲組成

本調查共獲 2317 企斤 , 主要聽獲組成為體館額 673.7 公斤佔 29% ; 龍占額 592.32 公斤估

25.6 % ; 姬蝸額 163 公斤佔 7%;, 館 163 企斤佔 7%; 石班 192.5 企斤佔 8;3% ; 食鹽細聲忌。 6.3

去斤估 4.6 %' 笛綱額 194.3 公斤佔 8.4 銘。

(斗主要魚種之體長組成

調查所獲魚類依攝〈牧野信司 1956 ) 、 ( 陳兼善 1969 ) 、 ( 盎田等 19 質 5) 、 ( 沈世傑 1976

) 、 ( 阿部宗明 1978 ) 等闡艦為鑑定之標準 , 經鑑定如表 1 所示 , 共計獲 12 科 41 種 , 主要以表

層組游性魚類及珊瑚礁底棲生物為主。其主要魚種之尾叉長 L. (cm) , 及體重W (g) 之關係如表

2 所示 ; 其主要魚種體最好佈如圖 9 所示 , 即星館 (Variloa louti ,) 在 16 -- 50 cm 間 , 以 20

-- 30 c m 最多 ; 網融龍占 ( Le'thrinus reticulatus ) 在 13--25cm. 以 18 -- 23 cm 最多 ;

長助龍占 ( Lethrinus miniatus ) 在 24 --56 cm 間
, 以 3← 46cm 最多 ; 婆﹒哈笛鍋 (Lut janus

b ohar ) 在 30--64 cm 間
, 體長分佈較平均 ; 臼本蠟 ( Gymnocranius japonica ) 在 22 --

50 cm , 以 30 -- 36 cm 最多 ; 羅潰蠟 ( Gymnocranills robinsoni ) 體長分佈在 22--56cm 間
, 以 26 -- 38 c m 最多 ; 印度平路 (Carangoides ferdau) 在 26 --48 cm 間

, 以揭 --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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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風向、風連累計資料圖

Fig. 4 Varia ti ∞ of wind speed &.direction at station A in Tai-Ping-Tao

during �ar. Jul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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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LETHRINIDAE

SERRAN I DAE

LUTJANIDAE

CARAN G I DAE

HOLOCENTRIDAE
MULLIDAE
SPHYRAENIDAE
CORYPHAENIDAE
SCOMBRIDAE

CARCHARH IN IDAE
KYPHOSIDAE

CAES IONIDAE

Table 1

表 1 漁獲種類

The species caught in this investigation

Species name

Lethrinus variegatus(VALENCI ENNES)- - - n- - n

---

L. kallopteru$ (BLE EKER
)

iniatus (BLOCH& SCI 王NEIDER)-- on

- -

TAOMPSON)

G. japonicus (AKAZAKI
)

- -

Epinephelus chlorostigma (CUV IER &
VALENCINNES)

E. a'reolotes (FORSSKAL)

E. fasciatus (FORSSKAL)-- J --- - --

E. microdon (BLEEKER)-- ---

-
- - - - -�

VALENCINNES)

C. urodelus(BLOCH&SCHNEIDER)

C. argus ( BLOCH & SCHNE I D ER )
- - -

VALENCINNES)

Prist ρomoides si eboldii (BLEEKER)- - .. - J -

L.' bohar (FORSSKAL)
L.lutijanus (BLOCH)
L. gibbus (FORSSKAL)
Carangoides fer 血u(FORSSKAL)
Elajatic bi ρ innulata (QUOVY&

GA IMARD )

Caranx ignobilis(FORSSKAL). �

parupeneus pleuros ρHos (ACEPEDE)
Sphyraena 抖

-

-.-n.r - -
-一

- - �.
-

E. pelami ( L INNAEUS )
-- .-- -
-Jon-----

..v_nn-_.,
-

GAlMARD)

Thunnus albacares (BONNATERRE)
- --

- --

VALENC I.ENNE S)

K. cinerascens (FORSSKAL)

⋯
v.n.. ___,_n- -

45

Chines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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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魚種體長體重闢係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k length and body weight for major sp 配 ies

caught from Tizard bank

Species
Regression equation

W: Body weight(g) L: Fork
length( em)

CorreIa t ion
Coeffieinet ( r )

L thrin ω reticulatus W = 0.031664 L2.8I088 r = 0.93673

L. vari ega tus W = 0.025711 L 2.89781 r = 0.96662

L. miniatus W = 0.035146 L 丸 79088 r = 0.99827

Gymnocranius robinsoni W= 0.049047 L 2.78888 r = 0.99257

G. ja ρonicus W = 0.066013 L 2.87828 r= 0.97667

Variloa louti .W= 0.032449 L 2.79820 r = 0.98835

EPinePhelus chlorostigma W = 0.012832 L 丸。 051 8
r= 0.98340

E. areolotes W = 0.075448 L 2.5UU r = 0.84871

E. fasciat 悶 W = 0.025182 L 2 .�Z557 r = 0.94682

Aprion virocens W = 0.()29436 L 2.819 “
r= O. 的303

Pri st pomo ide s Ii 1 ament a sUs W= 0.071058 L 2.59680 r = 0.96329

Lutjanus bohar W = 0.00 臼 78 L 8.2092 。

W.= 0.039083 L 2.75805

r= 0.99291

L. kasmira r = 0.93360

Cartp7goides ferdau W = 0.002375 L 8.5BO!Z r = 0.96316

Elajatic biPinnulata W= 0.057081 L 2.56770 r = 0.94071

Euthynnus affinis W = 0.016848 L 丸。 1021
r= 0; 98 昌 93

E. pe lami W = 0.029071 L 2.902 師
r = 0.93704

Gymmosarada unicalor W= 0.008630 L 8.12048 r= 0.98162

最多 ; 雙帶跨 ( Elajatic bi
ρ innulata ) 在 38 64 em 間 , 以 44 """'54em 最多 ; 四緝笛鋼ζ

Lutjanus kasmira ) 在 15 27 em 間 , 以 21-25 em 最多 ; 亦鱷姬鋼 ( Pri.sti ρomoides

fi lamentosus ) 在 11"""'48 em 間 , 以 26 38 em 最多 ; 巨點石理 ( EpinePhelus arealates

〉在 18
"""'50

em 間 , 以 36 48 em 最多 ; 赤石斑 (Epineph,elus fasciatus ) 在 17 29 em

間 , 以 21 25 em 最多 ; 密點石斑 ( Epinepheluschlorostigma )
24""'"

50 em 闊 , 以
30""'"

46em 最多 ; 棵館 ( Gymmosarada unicolar ) 在 25 95em 間 , 以
35""'"

切 em 及 55 75 em

較多 , 可能保 2 個不同年齡的魚群 ; 花龍占 ( Lethrinus variegatus ) 在
16""'"

38 em 悶 , 以
22

"""'33
em 最多 ; 藍笛鍋 ( Apri"on virocens ) 在 22-:---76 em 間 , 以 44 60 em 間多 ; 巴體

( Euthynnus affinis ) 分佈在
26""'"

57 em 間 , 其中以 35-45em 最多 , 但在調查期間亦發
現體長

26""'"
30 em 聞性眼未明之巴鯉群 , 可能該海按在此季節逐漸有幼型魚祖游 ; 正值〈

Eut hynnus ρ elami ) 在 42 63 em 間 , 以
46""'"

53 em 最多。

伺魚類群集構造之季節性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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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中曳繩釣轍獲之表層潤游性魚類共 966 公斤
, 計 733 個體 , 分屬 4 科10 鐘 , 各科之種類

以館科 ( Scombri dae ) 為最多 , 有 6 疆 , 佔總種類數數的 %' 其故館科 ( Carangidae ) 有 2

種 , 佔 20 %. 全按魚科 ( Sphyraeni 也e ) 有 1 種 ,館科 ( Coryphaenidae ) 有 1 種 ; 各種類釣

獲個體數以巴體 ( Euthynnus affiniS 為最多有 5 的尾 , 佔總值體數 76 .4% ; 雙帶路 ( E lajatic

bipinnulata ) 有的尾佔 6.7% ; 棵館 ( Gym mosaracl a un i co {or ) 有 38 尾佔 5.2 %; 正體

(" Eut hynnus pe lami ) 有 37 尾佔 5%; 比古達金梭 ( S ρhyraena Picucla ) 有18 尾估 2.45%

; 嬰帶蜻 ( Grammatorcynus bicarinatus ) 有的尾佔 2.18 � 右 , 其它均在 10 尾以下。

各種釣獲季節及釣獲情形列於表 3 , 本故調查結果分 5 個月統計 , 每月均有聽護者為巴體 (

E. affinis ) 、棵館 (G. unicolar.) 、比古達金梭 ( S. ρ icucla ) , 尤其是巴鯉每次作業
均有釣獲 , 可說是經常姬鵬於本海戚之魚類 ; 而鬼頭刀 ( Coryphaena hip' 如rus) 經筆者於悶季

節在該海城調查 3 年僅獲 2 尾 , 此魚種可能不產於該海攘 , 而係受海祝變化影響而漂流 , 應屬〈
毛等 , 1981 ) 所稱之漂泊品種 ( Stray s ρec 扭 s ) 。

另以種類鹽富度指數 Cd ') , 種類分歧度指數 (H') , 均街性指數 ( J ') , 來探討鄭和群礁
祖游世魚類群集之季節性變化 , 各項指數結果列於表 3 , 並如圖 10 所示 j'd' 值與 H' 值小表示

r-n- 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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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鄭和群礁曳繩釣漁獲種類之季節性變化

Seasonal occurrence of fish species caught from Tizard bank by trolling

表 3

li ne duri 晦 March-July, 1983

No. of fish

Fami ly Species;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TOTAL

sca 卸ffiRIDAE Euthynnus affinis 121 338 29 51 560

Gymmosarada unicolor 9 6 2 17 38

Acanthocybium'solandri s 7

Euthynnus ρe 1 am i 4 32 37

Gram matorc
Y'
叫 s bicari natus 3 10 2 1 16

Thunnus albacares 1 3 4

CARANGIDAE Elajat ic bipinnulata 5 38 4 2 49

Caranx: ignobi lis 2 I 3

SPHYRAENIDAE Sphyraena picuda 8 5 1 2 18

CORYPHAENIDAE Coryphaena hip,pur 悶 1 1

TOTAL 29 159 433 38 74 733

No. of species 4 10 8 5 6

d' 0.891 1.776 1.153 1.100 1.162

H' 1.264 1.478 1.220 1.225 1.307
一

J' 0.632 0.445 0.407 0.527 0.506

d' : Margald' s index of species richness

日
,

: Shannon-Weaver; s index of species diversity
← -

J r : Pielou's index of evenness

群集構造單純 , 大則表示群集擾雜 ; 由圈中顯示 d' 與 H'{ 區之季節性變化有一致之現象
, 除 4 月

份較大外其餘均比平均值小 ; 換言之在本次調查期間 , 酒當性魚類群集以 4 月份最復雜 , 而其它
月份則較單純 ; 問時為進一步了解群集中各種類的均衡現象

, 以均衡指數 (J') 來分析該海域祖

游世魚類群集中各種均衡世之季節慶化
, 如圖 10 所示J' 值於 4 、 5 兩月較低 , 其餘均較平均值

高 , 亦即顯示 3 月、 6 月、 7 月等 3 個月份各種頓數量輯均街
, 而 4 月和 5 月則有盟常祖游於該

海戚之巴鱷魚群較多投入之現象。

在手釣試驗 jj 面總共識獲珊瑚礁底棲魚類 1351 企斤 , 計.2891 個體 , 分屬 7 科28 種 , 如表 4

所示。各科之種類數以鱷科 (Serranidae ) 為最多 , 有 11 種 , 佔總種類數之 39.3 %; 其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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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群礁曳繩的漁獲種類群集世之季節變化

Seasonal chan� of diversity indices for the fish assemblages caught

ftom Tiza 吋 bank by trolling during M 缸 .-July, 1983

圍 10

Fig. 10

笛鍋科 ( Lutjanidae ) 有 7 種 , 佔 25 %; 龍占科 ( Lethrinidae ) 有 6 種 , 佔 21. 4 % ; 其餘

4 科則各僅有 1 種。釣獲之個體數以龍占科為最多有 1978 尾 , 佔 68.5 %; 笛鍋科其次 423 尾
,

佔 14.6 %; 鱷科 410 尾佔 14.2 %; 其餘為膳科
( Carangidae ) 26 尾 ; 讀鋼科 ( Mull idae )

39 尾 ; 金鱗魚科 ( Holocentri 也 e ) 10 尾。各種類中之釣獲個體數 , 以花龍占 ( Lethrinus

variegatus ) 為最多 , 有前 6 尾 , 估總個體數 33.5 % ; 網紋龍占 ( L. reticulatus ) 有 808

尾 , 佔 28.0%; 亦蟬姬鍋 (Pristipomoides filamentosus) 有 277 尾
, 佔 9.6%; 星館 ( Vari loa

lout i ) 有 231 尾 , 佔 8.0 % ' 其餘種類均不滿 100 尾。

各種之釣獲季節及釣獲情形列於表 4 。本次調查結果分 5 個月統計每月均有報獲者有 9 種
,

即花龍占 ( L. variegatus ) 、網紋龍占 (L. reticulatus ) 、羅賓蠟 ( Gymnocronius

robinsoni ) 、星艙 ( Variloa lovti ) 、劉簡 ( PI ectro ρ oma I etJpardus ) 、旅石寬 (

EpinePhelus fasciatvs) 、藍笛鍋 ( Aprion 'virocens ) 、聽錯姬鍋 (Pristi ρomoides β lamen ωm

〉、長助龍占 ( L. miniatus ) , 可稱為鄭和群礁礁棲性之常住種 ( Resident species) 。

另以單純度指數 ( 1: π I) , 種類分歧度指度 (H') , 均街往指數 (J') , 來課討鄭和群礁礁
棲性魚餌群集之季節性聽化 , 各項指數計算結果均列於表 4 , 並如聞11 所示。 1: 11:1 值愈大表示群

集構是單純 , 小則表示群集構造較復雜 ; 而叮值與 1: n-2 值對群集構造之意義剛好相反 , 由園中顯

示 L 11:1 值以 6 、 7 月份較大 ; H' 以 6 、 7 月份較小。換言之在本次調查期間 ? 礁棲性魚餌群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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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群礁手釣歡聲種額之季節性變化

S 且 sonal occurrence of f ish species ca 曙ht from Tizard bank -by

表 4

Table 4

handing line during March-July, 1983

No. of fish
Species

June July TO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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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o it y

LETHRINIDAE

SERRANIDAE

tUTJANIDAE

CARANGIDAE

HOLOCENTRIDAE

MULL I DAE

CAESIONIDAE

12834910251207182TOTAL

13

0.252 0.214,0.227 0.4?4.0.273

2.561 2.861'2.953 2.2062.661

0.692 0�632 0.636 ()."510 0.719,

20;25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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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rr

No. of species

:E1r':Simps 妞 's index of concentration .
: Shannon-W 值咐 's i 凶 ex of species-diversity

J' . : :pielou's index of ev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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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鄭和辭礁手釣漁獲種類群集世之季節麗化

Fig. 11 Seasonal chang of diversi ty indices for the f ish assemblages caught

from Tizard bank by handing line during Mar.-July, 1983 .

構造於 3 月至 5 月間較復雄
, 而 6 月、 7 月則較單純

, 同時以均衛性指數 ( J ') 進一步了解各種

類的均衡現象 , 來分析礁攘性魚類均衡性之季節變化 , 如圖 11 所示 , J' 值於 4 、 5 、 6 等 3 個

月份較低 , 亦即顯示手釣魚獲群集組成中於土述期間有常住性的優占種 ( Lom 的血 t s ρ eci es )

如花龍占九網紋龍占、矩鋼等之出現情形 , 而 3 月及 7 月群集中之各種數量較均衡。

同影響觀護教軍事之間索探討

付餌料別與作業時間之變異對釣獲率之闢係 '

在本調牽期間於南抄鄭和群礁進行手的餌料到與作業時間之麗真對釣撞車影響之試驗 ; 其結

果如表 5 , 經據艷芳分析法 ( Analysis of variavce ) , 並以 0.05 顯著求學蟻定其差異 , 經計
算話果如表 5 之雙方分析表 (AnoVct table) ; 結果設現經此初步分析上下午試驗作業之平均釣

接率差異並不具有統計學土之意義 (P>O.O5) ; 但由於昕縛結果甚接近 5% 之顯著水車 , 使筆



Table 5

Ope rat i on
time ( ZT )

。7 - 09

14 - 16

TOTAL

MEAN

Anova table

餌料試驗

The catch rates of various bai ts in 也 is experiment

Lethrinus
vari egatus

4

3

。 2

5

-3

1

18

3

Operation time

Source of variation

Baits kind

Interact ion

Error

TOTAL

表 5

Bai ts kind

adHVar
mrzoov'

柳
川
抖

,-zynpuu

df

22

1

3

3

16

23

8

5

2

3

2

2

_3.7

55

30

104.5

24.8

106.7

站 6.0

Euthynnus
a/fini s **

9

6

4

9

4

3

35

5.8

MS

30

34.8

Euthynnus
a/finis

15

11

7

8

6

3

M

8.3

4.48

5.20

8.3

6.7

1. 24

Duncan's mul tiple range tes t

* *
.

J't roze

F 0 05 ι 1.16
) = 4.49 Fo 05 (3.16 )==3.24

P

rP

RP

2

2.998

3.18

3

3.144

3.33

4

3.235

3.43

TOTAL

76

49

125

F

53

MEAN

6.33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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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法妄下斷言 , 仍待繼續探討 , 可望能得到更確切的結論。而不同餌料對平均釣獲率之影響則
具有統計學上之意義 ( P<O.05) ; 經提用鄧堪若平均數距檢定法 (Duncan's Mul tiple Range

Test) 轍定 , 如衰步 , 發現新辭巴鯉餌釣獲率優於課館及龍占 ; 新鮮巴鯉餌與冷歲過之巴健餌

其鈴聲率之差異並不具有統計學土之意義 ; 冷凍艦、棵賄、花龍占等餌料其平均釣獲率亦無明顯

霞攘顯示具有意義之差異。

t 才釣獲率之季節性變化
在手釣試驗方面其平均釣獲率之季節性變化如表 6 所示 , 經操賽方分析法 (Analysi s of

va7'iavce ) , 並以 0.05 顯著 71\. 準績定其差異 , 經計算結果如表 6 之聲方分析表 (Anova table

一 ) ; 結果發現在本調查期間月到間每日平均釣獲率之差異並不具有統計學上之意義 (P > 0.05

表 6 手鉤的獲率之季節性變化

Table 6 Seasonal variation of 個 tch ra te by hand i ng line

MONTH

March Apri I May June July

.52 15 2 97 54 47 20 28 31

36 58 75 32 87 16 24 13 18

32 62 34 106 11 21 18 35 41

62 27 96 99 75 93 44 79 38

14 149 8 26 123 33 73

4 75 63 46 57 41 74

24 101 63 25 48 8 47

38 51 17

TOTAL 182 120 是 1023 349 128

MEAN 45.5 57.3 42.6 49.9 32.0

j\nova table
--

Source of variation df SS 此6 F.

Month 4 3595.25 898.81 0.8667

Error 55 57038.15 1037.06

TOTAL 59 30633.40

FO.O5 (4.55 ) = 2.55 P>O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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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j月齡與釣獲率之關係
手釣試驗其平均釣聾率與月齡之關係如表 7 所示 , 經踩變方析法 ( Analysis of variavce

) , 並以 0.05 顯著 7t 準檔定其差異
, 經計算結果如表 7 之費; 可分析表 ( Anova table) , 結果發

現在本調查期間各月齡每日平均釣獲率之差異並不具有統計學上之意義
( P> 0.05 ) 。

表 7 手釣的獲率與月齡之蹄係

Table 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抖lase of moon and the fishing effort by

handing line

LUNAR DAY

1 2 3 、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0 29 28 2:l 26 25 24 認 -22 21 20 19 18 17 16

21 35 75 2 149 24 4 14 96 27 6� 58 15 52 36

93 16 47 96 38 75 20 102 75 33 106 99 17 62 32

31 123 25 51 46 73 26 13 11 87 54 8 63

35 57 48 74 18 24 18 44 41 63

79 41 28 8 63

47 38

TOTAL 149 209 122 180 238 272 97 216 202 136 348 301 32 163 225

MEAN 48.3 52.3 61.0 45.0 79.3 54.4 32.3 54.0 50.5 訂 .2 58.,056.2 16.040.845.0

Anova table

Source of variation df 55 M5 、 F.

Fhase of moon 14 9596.03 685.43 0.604349

Error 45 51037.37 1134.16

TOTAL 59 60633.40

FO.O5 (14.45 ) =1.92 P>0.05

討 論

南抄群島郎和群礁擺棋周年氣象變化為 5 月至 10 月為西南寧風期 ( 陳等 , 1981 ; 陳等 1982
)

,11 月至 4 '司馬東北季風期 , 5 月份為東北季風轉西南季風之季節
, 10 月份為西南季風轉東北季風

之季節〈吳待 , 1981 ; 陳等 , 則 ; 陳等 , 1982 ) ; 4 季無明顯劃分
, 屬炎熱地區 ( 吳等 , 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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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借氣溫最高平均曾達 30.5 � C ( 陳等 , 1981) ; 2 月至 5 月東北季風期間降雨最少為乾季 ( 陳

等 , 1981 ) , 6 月至童年 1 月雨量較多為雨季 ( 吳等 , 1981 ; 陳等 , 1982 ) , 本調查發現該海擴氣
象變化正與土述現象相符 ,. 3 月至 5 月雨量稀少而炎熱 , 5 月份為季風轉變之季節亦為最炎熱之月份

, 6 月份起經常降雨 , 可知該海戚氣候具有季風之特性。
鄭和群礁海填報業生物質擺在魚類方面 , 攘吳等 , 1981 年調查計發現 42 科 191 種 ; 另攘陳等 ,

1981 年之調查發現 34 科 128 種 , 陳等 , 1982 年發現 40 科 169 種 ; 其中觀賞魚類自種 (27.7%)
, 有毒魚類 11 種 5.85 名 ) , 可食用魚類的種 ( 47.15 屆 ) , 具有極濟價值者有 37 種 ( 約20% ) 。本

次調查設現 12 科 41 種 ; 表層組游性魚類以巴鯉魚獲個體數最多
, 每次作業均有聽獲 , 可證明巴值為

經常細游該海攝之魚種 , 其餘所獲比率甚少 , 可稱為偶來種 ( Accidenta 1 or temporary

imm igrants ) , 甚致有 3 年才聽灑 2 尾紀錯之漂泊品種 ( Stray speices ) 鬼頭刃 ( Cor YPheana

hi ρμ,-is ); 表層泊游佐魚類主要在鄭和群礁西方礁盤邊輯之海域以曳繩釣漁麓 , 4 月份群集較積

雜 , 其餘月份則較清泣 , 還可能固該海棋於此月份永溫躍層較顯著之故如圖 5 , 均衡性之季節變化以
3 月、 6 月、 7 月較均衡 , 而 4 月、 5 月則因巴鯉大量投入而蔽壤其均衡性 ( 表 3 與圖 9 ) 。一故而 ,

言熱帶珊瑚礁底棲魚類種類有較多之頃向 , 鄭和群礁接住魚額群集季節性變化 3 月至 5 月較模雜 , 6

月 7 月較單純 ; 一般認為底接生物群集構造受海洋環境之支配 , 因此其群集構造與環境構造有相關之
現象 , 環境變動小旦長期穩定之區壤則群集較接點 , 物理環境不能持續種定 , 可能造政群集單純之原
因

(i).
由本調查結果正反映此種現象 ( 表 4 與圖 10) , 該海域 3 至 5 月份

,

風力徵弱 , 降雨少 ,7./( 溫墟

度贊化小 ( 闡 3 、 4 、 5 、 7 ) , 海洋物理環揖種定是為造成群集模雜之主因 , 6 月友 7 月 , 該灑蛾
轉為西南風進入雨季 , 風浪增強 , 永溫增高 ( 園 3 、 4 、 5 、 7 ) , 海洋物理環嗤之穩定遭受破壞造
成群集單純 ; 在漁聾均衡性季節變化芳面 3 月及 7 月顯得較均衡 , 但 4 月至 6 月則因有優占種 (

Domina!!t species) 出現 , 而顯得均衡性較低。
在本調查中 , 以該海域產量較多之魚肉作為餌料 , 進行餌料別及作業時間變異對釣獲率影響之試

驗 , 發現新鮮巴鯉餌料釣獲教果最佳 , 由於巴鰱搞經常酒游該海按之魚種 , 取得容易 , 為該海域手的
作業餌料之上選。每日平均釣獲率不因季節變化與月齡變化而有顯著差異。 -

此外魚類有草食 {生魚 ( Herbviorous fisk) 、雜食住魚 (Omnivorous fish) 及魚食住魚 (

Piscivorous fish) 之別 , 且攝食之日週活動有夜食性 (Nocturnal feeding habits) , 書食性 (

Dui mal feeding habits) 及晨暮之際攝食活動者 ( Crepuscular feeding habits) (1)
; 本研究

僅以當地產量較多之魚類肉片作為餌料 , 且作業時間全在白天 , 因此無法網羅該海域的全部魚種 , 有
關作業時刻改變 , 也於該海域為軍事前聽地區 , 悍,限白天作業 , 尚待協調。

摘 要

-弋南沙群島鄭和群礁海域氣象變化具有季風之特性 , 東北季風乾燥 , 西南季風潮濕。
4毛鄭和群礁礁盤上各觀測點表層 7./( 溫興底層水溫季節性度化非常一致 , 海沉以 3 月至 5 月較種定 , 6

、 7 兩月受西南季風影響而是較不穩定之現象。

三三鄭和群礁西方邊緣之深海水按表層與100 企尺水深之水溫差異 !U 較大 �7./( 溫躍層較顯薯 , 於 4 月連

最高鋒 , 當季風由東北轉為西南時水溫躍層之發展有向北偏移之趨勢。
同本次調查共觀獲 2,317 公斤 ; 分層 12 科 4f 種 , 主要觀盤有 18 種 , 均分別統計其體表組成及其成長
曲蟻。

其祖游性魚類群集現象以4 月份最復雜 , 巴艦為表層組游性魚餌經常抱游該梅域之種。
六礁接性魚類以花龍占、網赦龍占、羅苗頭單、星續、豹輸、赤石斑、藍宙綱、亦籲姬綱、長助龍占為

鄭和群礁海按之常住種 ; 群集現象以 3 月至 s 月較接雜 , 6 、 7 月較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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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鄭和群礁手釣作業以新鮮巴體肉身為餌科教果最佳 , 由於巴體為經常祖游該海域之魚種 , 取得容易
, 為手釣作業餌料之上選。

/九置問手釣作業平均釣獲率無季節性變化 , 亦與月勵之變化無顯著關係。

謝 辭

本調查工作之完成承蒙本所李所長燦然博士之督導 , 海洋漁業系蘇主任偉成暨研究員黃聲威之指
正 , 謹表衷心甜忱 ; 又調查期間京海軍南沙守備區指揮官及全體官兵在生活上多方面之照顧 , 以及本
組間仁彭克上、張其融、蔡天來 , 鄭潤龍之通力合作 , 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1 Wann-Nian Tzeng.( j982 ). Species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of Fish Assmblages

Caught with Battom Langlin from Yen-lias Bay in Northeastern Taiwan. .jaurnal

of the fisharies society of Tawian. Vol.9, No.1,2; P23- 38.

2.Rabert R. Sokal &F. James Rohlf (1973 ) . lntroduction. to Biostatistics. W.H.

Freeman and Compa 呵 , 253 - 280 .
1 劉瑞雪譯 ( 1976 ). 統計學 , 293 -.,. 329 .
4. 牧野信司 ( 1956 ). 原色熱帶魚圍鑑。保育社 , 的一 48 .
E 陳兼善 ( 1969 ). 台灣脊椎動物誌上冊。台灣商務印書館 , .208 -483 .
已盎田、荒賀忠一、吉野哲夫 ( 1975 ). 魚額圖鑑 , 南日本。沿岸魚。東海大學出版會 , 379 .
1 沈世傑 ( 1 前 6 ). 現代魚的分類綱要 , 75 .
a 阿部宗明 ( 1978). 原色魚類槍索圖盤。北陸館 , 115 - 239 .
9. 毛曹先、陳本頓 ( 1981 ). 台灣海蛇之研究。國前部軍醫局 .

10. 陳宗雄、黃土宗 ( 1981 ). 南抄群島鴻業生物資源、調查與研究倍。台灣省水產試驗所 , 55 .
11. 陳春暉、夏萬浪 ( 1982 ). 南抄群島觀業生物質觀調查與研究目。台灣省水產試驗所 , 73 .
12. 吳全橙、戚桐欣、謝日豐 '( 1981 ). 南沙群島報業生物質諒調查與研究抖。台灣省水產試驗所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