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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魚海、況與海況關係之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hing

Condition and Oceanic Condition of Macke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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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山 i( 張等 1971) (1); 其中以花腹蜻為最多 , 其次白腹暗 ; 全省像中部外均有產 , 尤其以蘇澳產量

最豐約佔全省總產量之80-90; 右。過去 (1962 一1972) 賄魚之平均年產量為 1 萬 6 千餘去噸
, 以 1970

年產量最高 , 達 2 萬 7 千餘公噸 ; 近年來。973�1975) 產量一直下降 , 以1974 年為最低 , 僅 3 仟 1

佰餘公噸 , 約全盛時期之 1/ τ倍 ; 使蜻訂單業已瀕臨危炭階殷。有關蜻魚減產 , 本所曾不遺餘力從事多

芳宙之搜集和調查其減產的原因
, 但尚無適當結論 ; 本文是以海況和漁況之關係來討論近年來減產的

原因﹒

結

材料與古法

本文所用之水溫資料主要取自本所於臺萬四周沿海揮所設置定點海況觀測站之彭佳嶼、基腫、鼻

頭角、蘇澳等四站之資料。有關漁獲資料主要參考漁業年報(1962-1975) (a) , 蘇澳漁會日產量統計

表 (1966-1976) ﹒標本船漁獲資料 (1975 一1976) -, 在拉有關水溫僅揉用 1-4 月資料是基於一假

設「本省精魚年產量多寡係受 1-4 月潤游至本省近海產卵盡量所影響」

、

的最適漁獲水溫 :
攘朱 1966,(3) , 氣 I-: 魚之祖游與海水之滲透壓有密切之關係 ' 鞘魚之卵巢完全萎縮星空缺在海燕之

滲透壓為24. 弘25.0 氣壓 , 其棲息水溫範圖為 13
� -27 � C, 至產卵期其滲透壓之範圈增加至 25.2-25.3

果結



Y 2:Y2 C:EY)2 S.S D.F M.S F

18o-zood
一 一

2638.5 1.393x 108 1.566x10Q 3.483 X 107 14 2.488x106
6.845

>20°C 1092.6 1.365x 107 9.669x 107 2.908 X 106 8 3.636x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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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壓 , 適 7Jc 溫範盟約 18 � C 左右﹒其滲透壓公式為P 單 1/220 ﹒ CI. (273+t) 其中P 為海水滲透壓 ,

CI 為海水氯度亦可代實海水鹽度 , t 為海水溫度 ; 由此公式可君出滲透壓是隨鹽度和溫度增加 ,
產

卵期蜻魚是從低滲透壓向高滲透壓移動 , 也就是由低溫低鹽向高溫高鹽移動 ; 產完卵後 �� 向高溫低

鹽移動 ; 在完全空卵是向低溫移動等之個游關係 ( 圖 1) 1.13 於峙個游有遺種關係 ' 是以要研究產卵

期祖游至本省近海之蜻魚產卵和水溫之關係必讀除去非產卵個游期資料
, 而本省輔魚產之產卵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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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 1 蜻個游三角形 (Migratory triangle) 朱 (1976)

期為 ( 1-4 月 ) 張等 (197 的 , 因此以 1-4 月之資料研究產卵酒游期漁獲量和表面水溫之關係﹒為

瞭解產6 個游期表面水溫和漁獲量之關係 , 將 (1966-1973 年〉彭佳嶼、基陸、鼻頭角、蘇澳四定點

觀測站之水溫月平均值和蘇澳區月漁獲量以統計方法來測定 , 其結果如衰 1 所示 ; 衰區水溫在18-20
�

C 之漁獲量與20 � C 以上之梅、獲量有很顯著之差異性存在 , 且前者較後者高出很多 , 由此證興產卵個游

期最適漁獲表面海水溫度為18-20�C .
表 1 水溫與漁獲益相關性之別定 ( 以蘇澳區漁會 1967-1972 年 1-4 月之月產量來統計〉

M. S= Mean squares

D. F = Degrees of freedom
F= Ratio of variance

S. S= Sum of squares

制祖游路線

撮1976-1977 標本船漁獲資料顯示 (1) 東北部遠區漁場 , ( 彭佳嶼一魚釣島附近〉主要漁獲位置變化

為 : 元月份主要漁獲海域分兩部份 , 一在彭佳嶼附近以自腹騙為主 , 另一在魚釣島周圍以花腹蜻為
主 ; 2 月份主要漁獲位置是在彭佳嶼東側和魚釣島西側 ; 3 月分主要漁獲位置是在彭佳嶼以西至魚

釣島之間 , 以花胺峙為主 ; 4 月份以後主要觀獲位置是在魚釣島西側和北側
, 自腹騎在 4 月以後便

消失。 (2) 東北部近陸漁場( 蘇澳近海〉漁獲位置變化情形為 : 以濁水溪口近海之大陸礁層突出部為中
心 , 全年均有漁獲 , 但以 2-3 月漁獲量較多。以蘇澳地區蜻魚日產量 (1976 年 1 月一 5 月 ) 和彭佳

嶼定點觀測站之日水溫來研判魚翠動態和水溫之關係 ' 發現每逢水溫下降漁獲量均會增加
, 且有漁

獲日也星密集狀態 ; t.),2 月 10 日 -20 日和 3 月 6 日 -19 日為最明顯 ; 以 2 月 21 日 -2 月 27 日和 3 月

21 日 -3 月 30 日為最明顯 ( 國 2) ; 由此種現象顯示魚靈之移動和冷水塊變動有很密切關係。又根

攘西日本海況旬報(1966-1975)( 吋 1 一 2 月表面水溫之分佈均顯示冷水塊分別從彭佳嶼西北或西側

及魚釣島之北或東北側進入東北遠區漁場 ( 閏 3) 而東北部近區漁場以 2-3 月水溫降至最低 ; 由

於冷水塊有如此之移動現象 , 應證了 1-2 月之所以魚璽分別先集中於彭佳嶼及魚釣島兩處以及 2

3 月東北部近區漁場漁獲量較多的理由。由以上種種的結論推測蜻魚個游路徑如〈園 4) 所示 ; 白



283

水
: 間
1.:In

..'

."
、

iIEns.弓,

戶
』
。
6

月,
』

s.a.

-
「

|
「
」
l
」

11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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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近海水溫降至最低時部分魚軍泊游至東北部近區漁場 ; 3 月以後水溫逐漸上升魚璽移至魚釣島西

甘心至 4-5 月魚華均移至魚釣島北側。

/5105
2

30

No. 30. Oct. 1978

頭
40

30

20

10

O

50

......

‘
四

4ht'-np?89hqL',la

可
i
」

il4lf
可
1
」

fl
斗

lJ

40

30

20

10

O
5

4
3025201510

-25
50

-23

-/9

25
日期

-21

/ ＼ ＼、
一→--/

20

40

20

10

O

30

圖 2 蜻魚日產量和日水溫關係 (1976 年 1 月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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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31-2 月還問北部冷水塊移動情形 ( 西
日本海況旬懦 Feb, 11-30, 1971)

12QO, Ei

、、＼、 E

閣年產量與 1@! 游期 ( 1-4 月〉平均水溫之關係

e 以個游期之水溫預測年產量之理由
本省東北部外海可漁獲的魚資源夫致可分為兩部分 Ii) 崖卵期祖游束之族晝。ω一年四季均可漁獲

之不泊游章
, 前者是隨冷水塊南下產卵之成熟魚畫 , 此畫產完卵後便離去 ; 後者為一年四季均定

居在東北海娥 , 以當年生魚為主 ( 如後詳述〉之成長輩。在此骰設年產量之多寡受祖游畫之平響
大

, 受定居畫之影響小 : 國本省雖然一年四季均有精魚 , 但每年均有二次高客 ; 第一次高裝是在

2-4 月 , 第二次高學是在前 -9 月
, 如圖 5 前示為自 1966-1976 年蘇澳地區輸魚產量之月變化

r 在閩中顯示除1968 年外°"
月泣產量以第一次高裝大於第二次高寒 ; 而第二次高裝出現係因當年出

生魚成長後加入可漁獲翠所致 , 如圖 6 所示 .7-fJ 月所獲之魚均以當年之魚為主
; 而必氛有多

量產卵軍才有多量當年生魚 , 是以個游窒量之多寡可影響當年年產量。在此要做交代的是為何
1968 年第二有高學要比第一次高學大 , 顯然和所做之假設相反 ; 攘花戶 , 楊 (1969)(5) 於1968 年在

蘇澳區所做之間可魚成長曲線之當年生魚要比田上 (1965) 為迅速 ( 閏 7) 叉攘張等 (1971)(1) 蘇澳

區當年生之花腹精體長可達 200-250mm 而花戶
, 揚 (1969) ( 的當年生之花腹騎在 9 月份就可連

290mm ( 聞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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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顯示 1968 年生之蜻成長要比其他年份為快
, 此可能係因 1967 年1-4 月特殊高水溫出現 ( 如

後詳述〉使南下產卵重大誠而影響來年之產卵暈暈
, 也因而促使來年再生靈加速戲畏 , 以至 7 月

後便可大量投入可觀獲資源、裡所致
, 由以上種種結論可確定年產量之多寡主要是受祖游盡量大小

影響 , 是以可用 1-4 月個游期水溫來預祖1年產量。

e 影響年產量臉水溫外尚有資源壘 , 、漁船作業能力 , 漁船作業次數
(1) 資源量 : 有關資源問題在此假設日本在中國東海所獲之暗和本省所獲之蜻向屬一資源系統

, 因

南下至本省 �t 部產卵之蜻是來自中國東誨
, 同時近年來日本在中國東海區之歸作業漁場偏商 ,

約在魚釣島和彭佳嶼附近 ( 圖 8) 和本省漁場相同。故有關中國東海臣之舖魚資頓量
, 則必考

慮日本在中國東海區之漁獲總量。如圖9B 為日本在中國東海區漁獲量
,
自 1966 年以來日本在

中國東海區僻漁獲量年年增加 , 至1972 年連最高峰 , 以後5 年除 1973 年產量下降外其餘4 年均能

保持遣高水準產量 ( 長期預報No27) ; 而本省產量則自 1967 年以來年年增加至 1970 年達最高

諜 , 1971 年以後產量使直棋下降〈圓9c) 。由這種情形可君出日本和本省在中國東海區睡魚總

漁獲置於1970 年已達飽和點故 1970 年以前本省之可漁獲資源量穩定
; 1970 年以後日本產量增加

則會影響本宙之可觀獲資源量。
{2) 、漁船作業能力 : 說船作業能力指不受可觀獲資源量之限制 , 盡其作業能力所捕之漁獲量 , 在此
漁船之作業能力是假設和漁船之馬力數成正比 , 也就是馬力數愈大則作業能力愈強〉如圖 9D

為自 1962 一1976 年宜關縣一支釣平均每艘漁船之馬力數統計間 , 由園中顯示 1970 年以前每一艘

漁船之平均馬力數均在 20 馬力左右
, �r1970 年以後 , 則每艘魚船平均馬力數增加至30 馬力以上

, 顯然在 1970 年以後漁具說法有重大改變。在此以一支釣漁船之馬力數來估計漁獲能力
, 是因

為蜻 1!.J. 主要漁法為一艾的和巾著網
, 而一支釣之總漁獲量約為巾著網漁獲量之2-3 倍。

(3) 、漁船作業次數 : 漁船作業次數之多靠固然可影響產量 , 但若可漁獲資源量固定 , 漁船作業能力
不贅 , 漁船之作業次數亦無法使產量增加 ; 今設漁船作業次數與漁船數成疋比 , 則可以漁船表
作業次數 , 如國 9D 為自 1962-1975 年宜蘭縣「支釣漁船數年變化

, 在 1967 年一支釣船數達最

高峰 , 而這一年漁獲量封是歷年來一低峰 ; 漁船數之增加必讀配合可漁獲資源量增加 , 才可使
產量顯著:增加

, 如 1970 年產量之所以最高案是因配合攏船數之高舉所致 ( 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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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是以漁船作業次數僅為影響產量之次要因素。

e 水溫和年產量之關係
設彭佳臨、基陸、鼻頭、蘇澳等四區定點觀測站每年 1-4 月之平均水溫若超過 20

� C 為高水溫 ,

小於20
� C 為低水溫 ; 則自 1967 年以來出現高水溫之年分有1967, 1971 和 1973 三年〈圖9A) 將這

三年產量和其前後年分產量作比較以研判高水溫出現是否影響產量
, 發現這三年之年產量均較前

後一年為低 ( 圖 9C) 0 (1)1967 年1-4 月平均水溫高達 21.8
� C , 該年產量為自 1962 年以來一最低

峰 ; 該年之漁獲努力也是
{

低峰 ( 圖9D) 而這一年不但可漁獲資源量和輸船作業能力穩定
, 且漁

船數里一高峰狀 ( 前述 ) 是以這一年產量減少興高水溫出現有密切關係。 (2)1971 年1-4 月平均水

溫為20.3
� C 是屬高水溫 , 不但本省產量較前一年為低而連在同一漁場之日本漁獲量亦下降 ; 而

觀獲努力方面雖然較前一年 (1970 年〉高 , 主要原因是這一年梅、船作業能力較以往顯著增加 ( 前

述 ) , 所以這一年漁獲努力增加是說船作業能力增加 , 非真正可漁獲資源量增加 ; 後一年 (1972

〉水溫雖然問降至20
� C 以下 , 本省產量不但沒有同升而還在下降 , 分析其因 , 主要是日本這一

年產量大增 , 嚴重影響本省產量 ; 因中國東海區之總漁獲量於 1970 年已達飽和 , 所以這一年目本

產量增加會嚴重影響本省產量 ( 前述 ) ; 而事實上這一年可漁獲資源量增加 , 因日本和本省在中
國東海區之總漁獲量這一年是較前一年增加 3 萬餘公噸

, 顯然與水溫間降有密切關依﹒ (3)1973 年

1-4 月平均水溫為20.8
� C 亦屬高水溫 , 雖然這一年無法從本省產量君出其與水溫關係 , 但可由

這一年日本之低產量以及以後諸年水溫罔降均能使日本產量文依復到1972 年之高水準產量 ( 長期一

預報No.27) υ
) , 來證質。此外在1962 年一 1967 年本省蜻產量曾於1964 年出現一高宰

, 接近藤
(1969) (8) * 閩東海區異常冷水境出現可使個游性魚類膀 , 聽漁場南移 , 而中國東海曾於1963

年冬出現一異常冷水境 ( 橫尾等1969) , 顯然 1964 年本省高產量是由於冷水塊異動所形成。叉攘

洩見等 (1969)
(9) 臺嚮東北部海按 196E 年2-3 月平均水溫要比 1966 年為低

( 闡 1 口 , 而本省之

產量1965 年是大於1966 年。由以上種種結論可證質高水溫出現可使漁獲量減少
, 低水溫出現可使

觀獲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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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上總總之結論得知本省蜻魚產量固然、受水溫影響甚巨 , 但自 1970 年以來漁獲產量年年下降
,

分析原因並非水溫關係而是外國漁船入侵所致
, 此可由最確貫之證接來證賀 , 攘日本西海區水庫研究

所之漁況月報資料
, 顯示日本之蜻魚作業漁場主要集中在魚釣島和彭佳嶼海域( 圖 12) 其平均每網漁獲

量可達40 公噸以上( 漁況月報No.
37)(10) .是以自 1972 年以來日本產量摩n增

, 均使本省睛之產量大滅
, 為了挽救歸漁業之危機 , 今後應、揉取之對策有五點 : 一、防丘外國漁船之入侵

, 確保本國漁業資源

﹒維護漁民之利益。二、肪血炸魚, 炸魚不但造成大量成魚的死亡 , 且連卵、稚魚同樣造成災害 ,
厚

重影響再生資源
, 對於經常發生炸魚事件應盡速前血 , 三、在彭佳嶼設立定點鱗魚海況觀捌站 , 依些

本文分析結果
, 發現定點觀測站水溫資料可預報年魚獲量好壤 , 並可由冷水揖移動情形推測魚晝動器

。四、改進現有之漁具、漁法 ; 今後對進口探魚器材及起調機具等 , 應適當降低稅率。使漁船大型化

.海撈機械化 , 並積極研究精密探魚儀器。五、運用科學方法尋找漁場
. .本所海漁況中心就是7 個以

科學方法測定漁場。此芳法在先進國家挪威、日本及歐洲早已進行
, 而且頗有成果 ; 這個調查方法就

是各個船隻將漁獲區水溫 , 漁獲位置 , 漁獲物記錄下來 , 填具調查表 , 並寄還漁梅況中心 , 再由漁海

況中心綜合整理各海區資料
, 就可立刻判斷魚牽動態。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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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2 日本在中國東梅區椅作業
漁場回 ( 海況月報 No.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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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省睛之年產量多寡與1-4 月漁場之平均水溫關係密切
, 平均水溫高〈大於20�C) 則年產量低

, 平均水溫低 ( 小於20
� C) 則年產量高 ; 近年來 ( 民國 61 年龍至今〉蜻年產量年年下降並非海況囡

素影響 , 而主要原因是外國、漁船入侵漁場使可梅、獲資源量劇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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