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lletin of Taiw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No. 32, 1980

本省大型圍網漁業調查與研究

王克鍊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Large Type Purse

Seiners Fishery of Taiwan

Keh-Linne Wang

The large type purse seine fishery introduced into Taiwan since 1967 is studied.

The fishing ground concentrates mainly along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south pars

of East China Sea, near the spawning ground for spotted mackerel. The catch it

found to fluctuat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I..especially water temperature
). which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jion between the Kuroshio current and the cold water

mass from the north.

It is also found that most of the catch belong to horse mackerel while spotted

mackerel contributes to less than 40 % of the catch if the water temperature is

within optimal range. This is a very significent difference from the traditionj,l\y

used handline fishery used in tha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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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黑潮主流及支流經過之區域

, 黑潮流經 200 公尺等課之大陸棚邊緣域 , 當
北方之冷水來臨時 ,

形成漁產甚豐富之中間暖水域 , 大型圍網漁業師揭開發此項資產的主要角色﹒大
型團網漁船 , 為主要的近海楓葉之一 , 其作業之教率高 , 且捕揚對象文為豐盛的睛、終等個游性魚頭

, 故其作業之漁場、魚群分佈、季節變化、漁獲水溫等情形 , 質有其課究之必要﹒而此等大型聞網漁
業之報告不多

, 研究亦較有限 .

本報告之主要內容 , 即是胡步分析本省東北部及澳底、南方澳外梅等漁場之海班以及大型圍網漁
獲統計資料士以海況推移而說明蜻、自參漁獲之分佈情形, 並利用標本船蒐集之漁獲狀況 , 以瞭解沿岸
及近海大型園擱漁獲之分佈、漁場、變動、水系分析、漁獲水溫、漁灑組成 ,

同時藉仔稚魚之調查以

7 解仔稚魚長成之主要水域﹒

前

材輯與方法

為明瞭臺嚮近海之夫型聞網漁業的漁獲狀況 , 及觀場變動情形 ,
隊7 分析南方澳魚市場的歡獲資

料外 , 並於 1977 -1980 年間委託標本船蒐集東北部漁場之議種資料 ,
以及海漁況中心之五日水溫圖等 J

, 其中包括漁場、觀期、漁獲量、漁獲水溫、漁獲水深等資料 ,
加以整理分析

, 以認識大型團網漁獲
對象的分佈位置及月變化﹒另外蒐集東海海況及 7JC 系構造等資料 , 以說明魚群分佈、個游之動態﹒男
扭扭畫售商省水產試驗所試驗船海功號在近海調查時, 所揖集之蜻、韓仔稚魚之 tI:I 現狀況 , 以探討其仔
稚魚之長成主要水揖﹒

果

1. 東北部漁場水系之分析 :
二月份之華商東北部至東海南部之水系 ,

如圍 1. 可以看出 , 此時 , 北方有黃海冷水 , 下至東海中部
至南部附近 ,

黑潮流此時經由釣魚蓋以南通過 , 其走勢為東北走向 ; 由於地形關係﹒此時有黑潮支流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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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釘釣魚臺經過
. �! 北方來之冷水 , 形成中間暖水底 ; 當冷水勢力強大時﹒貝Ij 海況哥哥素有急激變化現象

﹒就黑潮流而言
, 其在陸棚斜面之邊緣部 , 有向上湧昇之暖流系中層水的左旋渦流 , 其 .;m, 流附近與中

間暖水的按觸面
, 即為閥、修停留結于之處@ ﹒且冷水勢力愈強

, 漁場擴大 , 漁獲學豐富 ; 其中胡暖

水區常推擴至澎佳嶼及釣魚臺之間
, 形成我國大型團網船之主要漁場﹒

由閉上君來
, 二月份之大型園網漁場,

之地點
, 其中心魚場較偏向北方之混合水側 , 郎中間暖水與暖

木塊之間
, 其產量豐盛 , 作業網次多 ; 聚集此位置之原因 , 乃是產卵現象 . i.良苦其生理生態因素而移

動其棲息 : 官@ 。而一般漁場較偏向南方之黑潮域壇內 . @Oi 產量較低 , 作業網數次之。布些則更偏南至

離岸不遠處之邊緣側
, 產量及作業網次更形降低。此現象可與前面海說要素之陳述相符合。

西北方之大陸沿岸水
, 亦常影響本省東北部漁場之產量 , 當此沿岸水強大時 , 常推至本省東北部﹒

造成大型關網船漁獲上升之情形
, 接@大陸沿岸水之酒至

, 較常造成能漁獲之豐富生產﹒

2. 大型聞網漁獲量之月變化 :
tJ 間 2 .大塑聞網船於冬季時

, 說獲量最高 , 每月份平均較其他月份為高 : 春季除了 3 月份產量聾

窗外 . 4 、 5 月份均少漁獲 , 其結果為一概略之階榜式月產量圖表@ ﹒此由於冬季時
, 西北季節夙強

大
, 北方冷水受影響 , 勢力甚強@ ﹒造成之沖積域犬﹒而春季時

, 北方冷水勢力變小﹒沖積域變小﹒

產量降低所致。

以色參魚� 量比較貴 �1 聞 5 .以 1- 3 月份而言
, 民國 68 年高達 3 千噸 . 65-67 年均甚低 , 此為 68 位 1

月土旬及二、三月份均看強大冷水南下的緣故。 @

3. 肘勝之WI 游情形 :
東北部海域 , 花腹的1 移動之推測路線如圍 3 所示

, 於的時 , 水溫逐漸下降﹒於澎棚北方有漁獲
, 此時若環境較佳 . gO 北方冷水南下 , 則漁獲上升。魚群一直延續至隔年 2 月止

, 均在澎佳曲與西北至

北方附近。於 4- 6 月時
, 於澎佳嶼以束之區間內 , 作業網次降低﹒觀獲量亦降 , 於 9-11 月時

, 則

移動至釣魚臺西方 25 海涅處。作業網次又降低
, 然而觀獲量高升 ,

魚君I 密而集中 , 而 'tf 數稀少﹒

男有部分花腹研則北上至 28
� -300N 及 126 � - 128

� E 區閉門活動@ ﹒

聽於 12 月下旬時於澎佳嶼北方開始有漁獲
,
如圍 4. 只是作業網次零星﹒ 1 月份則作業網次大增﹒

漁獲量增高 . 12- 1 月間.平均每網70 噸左右﹒ 2 月份往高緯度移動
, 網次時降 , 魚群形成集中 , 許數

減少。 3 月份往東移至釣魚華以西處
, 作業網次又較 2 月份為低

, 約為其泊 , 十分零星 , 平均漁獲量

一亦僅及 1 月份的弦 , 為作業之路漁期。

當 5- 6 月時
, 黑潮系暖水勢力增強 , 漁場有分散之傾向 , 魚游之分佈北至當佳饋北方 , 南至南方澳

以東 , 均有魚群之分佈﹒作業網次掃少 , 群量大小之間差異甚大。東海南部主要魚對集中處在北韓27

-28 度 , 東經 124- 125 度區間。魚頓組成為溫暖性之赤尾略及中、小體型之色魚
, 產量相當豐富。

當大陸沿岸木強烈時
, 魚群往下至澳底、南方澳附近。 68 年度 5 、 6 月份之澳底、南方澳赤尾銬 ,

@P 屬於此一範園內之觀場。數年較往年均豐盛
, 如圖 5 �

7- 8 月時
, 位於釣魚臺正西處 , 魚群分散 . : p. 均漁獲量不大﹒於 8 月下旬 , 文悶至影佳噸北方﹒

此時魚有l' 集中
, 魚獲網次提高 , 為 7 、 8 月份之聾魚時期 -

9 月份時 , 魚肘,往上至北韓 26 度以北 , 往西至澎佳蝴西北處﹒此時魚訴集中濃密 , 作業網次不高 ,

平均每網在 8噸左右﹒
10-11 月時艾往東北至北韓 26 度30 分處

, 即在釣魚臺西北方 .
.魚育手密集

, 作業網次甚高 , 平均每網

有60 噸以上的漁獲﹒

4. 大型聞網蜻觀獲與冷水變動開係 :
從大型閣網漁業之騎總獲量較鹽之每年冬季而言﹒由國 6 可君出 , 當水溫由高轉低 , 變化甚大時﹒
此時並無顯著漁獲或漁獲密集日之產生﹒而當強大冷水來臨之後

, 而自恆溫廳升至一高溫 , 下降、上

升坡度均提時﹒此期間有十分密集之漁獲自及相當大量之產量﹒此第一陣強大冷水過後
, 帶來大批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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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之現象 , 此一跡象可也 67�12 月 3-10 日 .68 年 1 月 1 日 -to 日﹒ 2 月 3-10 日 . 6� 年 12 月 12 日 ~
22 日 .. 69 年 1 月 5 R -15 日期間內為最明顯 .其中ι'68 年 12 月 20 日前後 7 日﹒即達 984 幟 .69 年 1 月

13 日 -17 日 4 日達 492 噸 , 均為二年來產晶-之高峰。其游說急驟變化, 最大溫蓋在 3- 5
� C 之間﹒且

冷水過後之高溫持續自長
,
則漁獲 tfI, !! 宮﹒

5. 大型聞網之漁場變動情形 :
大塑園網船於東北部海、場之變動情形 , 及每輔之平均漁獲量 , 以下封閉魚種加以討論 :
學漁場主要盛漁期於前年 9 月至次年 2 月

, 如國 7 .其每網漁獲量在62 噸 -82 噸之間 , 產量甚佳 ,

為全年之主要產魚期。 10 至 11 月間 ,
其 V:(t� 較為廣洞

, 在北韓 26 度歪扭度的分問﹒ 9 月份之平均漁獲

量最高為82 頤 , 機場位宵.在偏向較高邊之處. 2 月份之平均挽獲量為75.2 噸 , 其位置於 9 月份之漁場

區.域之間﹒

自以J: 可見於盛漁、期時 , 為自西 iIIl] 漁場往東北方向移動 . � 日2 月份文問到西側漁場。其位置則於冬

季時在澎佳城北側及西北側 ; 春季時為澎佐嶼、釣魚華之間。秋季時之主要機場分為兩大部分 , 一在

草書佳曲與西北側
, 一在釣魚蓋西北側之廣大海面。

以蜻漁場而言如闢 8. 其平均漁獲量最高為 9-11 月
, 產量為74 噸 / 網 . 12 至 2 月份則較偏向西北

側 , 平均產量不寓 . 5 、 6 月間其漁場位置較為於中部區域存在﹒平均產量則為 31.£ 噸 / 網﹒由此現

象可以君出 , 於秋季時 ,
主要漁場在釣魚

,
董西南之處 , 多初則移至澎佐嶼北部及西北側 , 夏季時則在

野佳嶼東北之處。如此可以明瞭大型闊網梅、獲漁場, 於東北部海域之島市對為全年性漁獲。
6. 漁場與水溫關保 :
冬季峙

,
為大型悶網期之盧漁期 , 其於東北部海嗤之作業時之位置如國 9 。可顯示其漁場及水溫之

闢係﹒終魚大多數在 21.5
�

C-24
�

C之暖水側有漁獲 , 當蜻漁獲出現於 24
�

C 時 , 群量為小混摸 ,
每網

僅15 蝠
,
為過水溫時平均漁獲量之 1/10 。而睛、體混獲﹒則全部分佈於 20-21

�

C 之悶 , 其漁獲量平均

為 128.3 噸 / 網 ,
且間魚比例甚高

, 甚富漁獲價值。

於 12 月 26-31 白
, 僅一次位於21-22 � C之賄、韓混麓 , 較適水溫高 1

�

C 左右 , 此時漁獲量降低至
40 噸 ,

為適水溫時漁獲麓的告 , 的之比例亦下降 , 其經濟價值隨之降低。
7. 水溫與端盤物之關係 :

關於大型聞網船 , 其水溫與海、獲組成有密切關係如聞工0 。於下半部顯示為備與臨之混獲比例 , 於水
溫 19-20

�

C之間逐漸上升 , 蜻比例由 223 古至34% 。於 20
�

C-21
� C. 的之比例由 34 方上升至41% .其

漁獲量也較高
,
平均漁獲量為 128.3 噸/ 網 , 最高之單網漁獲最為 162 噸。於21-22

� C ﹒睛之比例自

30 克降至8%. 由於其為混獲﹒故臨之比倒由 70% 升至丹紅 , 平均梅、獲量為 �2 噸 ,
較前者降 36.6 噸。

22-23
�

C .騎自 8% 降至 o. 聽則由 92% 升至 100% ﹒作業網次大量減少 ,
平均漁獲最則降荒 87 晒 -

23-24
�

C 則全為鱗魚失產量更形降低。

自以上可知當的 -20
� C 時 , 其睛之比例i 高到 30% -40% 之間 , 然作業網次少。而 20-21

�

C 時 ,
作

業網次最多 ,
佔全數 61.3 克

,
為最密集漁場所在 , 且 2fS- 均漁獲最亦最高 , 放以20-21

�

C 為最適水溫。

8. 輯學仔稚魚之出現狀況 :
風魯多之仔稚魚地點分佈於東海中部及蓋灣沿海 , 南方澳外海及澳底外海亦有不少數量。花腹的仔稚魚
在南方澳外海及龜山島-之間分佈甚眾@ 。本所海功號之 1978 年 7 月 15 日至8 月 9 日

, 執行本省東部二百
涅經濟海域內之海況及生物調查工作 , 於南方澳外海均有賄、體仔稚魚漁撞 , 南方聽至澳底外海有路
仔稚魚出現

, 南方澳、花蓮間有路仔稚魚、花蓮、新港間有精仔稚魚出現﹒
睛、色金仔稚魚之觀鐘才〈溫在29.5-31

�

C ﹒漁獲墟分在研 34.5-34.73 吉、皇室 34-34.7% °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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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前

東海南部都域, 有黑潮流純釣魚哇,
以南通過﹒其將過大體棚邊緣造成之湧昇慌 , 其中底層水向上

之 -t 旋渦的周間與中間暖水餃觸之混合喔 , 該地點梅況因素變化激烈 , 即是餓、聽聽的群集居留處( 訂
@ ﹒滿足以上的海祥構造 , �II 為東北部大型聞網漁場所在之處﹒ ,

以二月份的南方澳大型聞網漁場而言 , 其中心魚場在偏向北方之中間水境與暖水塊之間 , 產量聾
盛﹒作業網次 � ﹒一般漁場較偏向南-方之黑潮域質內 , gUj 產量較低 , 作業次數少 , 與上面所述之環壤
相符﹒

大買� 問網漁場之季節性變動 ,
與北方來冷水有重要關係﹒每年冬季為北方冷水最強大時

, 則漁獲
最巨型宮,

作業網次多
, 而 4 、 5 月時 , 由於北方冷水勢力弱 , 則漁獲量亦少﹒巾本文之峙漁獲可見 ,

當北方冷水勢力愈強 ,
水溫下降愈快 , ifffij 手:愈大 , 則帶來之魚都愈多﹒漁獲愈聾攏 , 其冷水過後之高

溫拘騙自長﹒作業天候良好 ,
魚前釋定 , 則漁獲量控宮。

;終之桐 i詐情形帆北克﹒之冷水有沱大關係。以憶之產量而霄﹒ 68 年度冬季之產量甚聾寓 , 連高於 65

-67 年之 iit. 景。其時 , 情主 'ur 於東海中詞 :立大陣棚邊緣 , 形成棺當廣之漁場﹒在此進行越冬產卵。地
點為北約;29 搜索 31 眩 ,

東經 126 度至 128 度之間。而 68 年冬季時
,
北方冷水甚強烈

, 推斷為其將漁場
話:偏向南方而否 IJ連我閩東北部漁場 , 形成在:為巨型收之現象﹒

當 5- 6 月峙 , 由於黑潮勢力強大 , 漁場受影響有分散之傾向 , 魚群分佈北至澎佳嶼北方 , 南至
南方澳以束 , 均有魚群分佈﹒作業網次少。此時 ,

若北方冷水較強烈時
, 位於北紳 27 至28 度 , 東經 1

24 至 125 度問之臨主辦兩 r' @U至懷底、南方澳附近造成 68 年 5- 6 月 {分之舉收﹒使 68 年 6 月份之產

量亦為 4 年來之最高峰。

1 日短的之 n 動情形 , 可以看出大盟問網漁業為全年性之觀獲﹒冬季時於澎佳嶼北方及西北芳停留
, 3 、 4 月份則在澎佳頓以束 , 5 、 6 月時在澎佳嶼以東 25 海涅附近 , 7 、 8 月份則在澎佳嶼、釣魚畫

中間附近 , 9 至 11 月則出現於釣魚臺以西附近已此為俏商漸束之路線 , 主罰
,
移動由游佳蜈西北至釣魚

直: 以西。

大型國網漁業主觀場與水 ;且有密切關係。於冬季虛做期時 , 勝訴常出現於21.5-24
�

C 之暖水側 ,

峙群若出現在此範間則產量降低。當於 19-20'C 之漁獲時 ,
你;比例為22-34%' 然網次少 , 觀獲量不

i詣。當其於20-21
�

C 之肺、修混獲時 , 平均每稍遠 -128.3 噸 ,
暮靄盤富

, 且睛之比倒在 34% -41%

之間 , 更增加倍網之經濟價值。於 21-22
�

C 時 ,
每網降至 92 晒 , 峙之此例震 30� 古至 8 方之間 , 魯多之比

-例則在 70%?'£92� 玄之間 c 於 22-23CC 時 , 問之比例更小 ,
為 0- 8 此之間 , 腺則於 92;"0' - 100% 之間

, JJ. 作業網次大量減少 , 平均漁獲最降至87 噸。於23-24'C 附則全為終魚 , 漁獲量更形降低 , 每網之
價值更少。由以上君來 , 可以認識到臨漁期之垃適水站在 20-21'C ﹒網次♀官榮為全數 61.3 此 , 平均漁
獲最最高 ,

漁場亦位於中間暖水靠暖水側之處 e

悅之仔稚魚分佈於東缸中部及聲問沿海
,
南方澳外海及澳底外悔亦有不少數量。花 n!f 鶴仔稚魚在

南1j 澳外海及龜山島之間分佈甚眾@ 0 �.g,
;所海功號於 1978 年所做調衣亦發現的、修仔鯨魚之分佈﹒

於澳底、南方澳外海有鎔稚魚存在 , 及新港東北有的i 仔鯨魚的現。蚓、拉仔椎魚其漁獲水溫在29.5-

31" C ' 而說
1、撞見4分為你134.5-34.7: 品、能 34-34.79tC 。此出現可吵] 聽騙、終仔稚魚成長海域為本省東

部及北部海域。

摘 要

1. 東海南部的大哥! 悶網漁場 , 乃由於黑潮流經過大陸概邊緣造成之溺于1 流﹒其與中間暖水接觸面附近
之海洋構造所形成。

2. 犬哩!關網漁場之季節性變動與北方來冷水有 i有要關係 . ' 如賄漁撞在北方冷水勢力甚強時﹒且有良好
約聽天候時 , 貝 IJ 漁獲甚豐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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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絡之漁場情況與北方來之冷水有關 , 當冬季北 11 冷水強烈時 , 可將東海中部隊漁場如: 你本省北部
,

造民體之 *-
量鹽收。夏季則由場受黑潮影響較分散。

4. 花腹惜之 i回游 , 推翻其冬季時 , 主群出 � 佳頓以北往東 , 夏、秋之間在澎佐幌、釣魚畫中間及偏東
處 , 砍末至釣魚蓋以西 20 海涅處。蜻為全年性漁獲 -

5. 終群之移動 , 於冬季在澎佳嶼以北 , 春、夏在釣魚蓋以西 , 秋初罔到澎佳嶼北方及西北 , 秋末往上
至釣魚臺北方及西北﹒

6. 大型聞網楓葉漁獲物與水溫有密切關係﹒於冬季盛漁期 , 其適水溫為20-21'C. 網次密集為全數的

61.3 克 , 平均每網達 ]28.3 噸 , 為最高者 , 且蜻魚比倒在34-41% 亦為最高者
, 較合經濟價值。

7. 由於賄、修仔稚魚出現於潰底、南方澳外海及新港東北 , 可知本省東部為闊、能仔稚魚育成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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