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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花腹備資源之族群勤先學探討
1

方新疇2 . 費四字 s

Studies in Population Dynamic of Taiwan Spotted Mackerel on the East Coastl

Sun-Chi a Fon,g2 and Szu�Yu Hwang3

The so called dynamic pool model developed by Beverton and Holt is adapted

to study two fisheries of spotted mackerel i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stantaneous fishing mortality' rate in Nanfanao is 2.64. To achieve a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level, a figure of 1. ω is suggested. As to the

Taitung stock iri the south, a value of F 眉 1.02 is estimated which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suggested value at the MSY level. The model also- shows that decreasing

the size of first capture woul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yield per recruit values

any increase in actual catch would -be up to the actual recruitment to the populations.

前雷
本研究計劃為臺灣東部機業資頓開發計劃之一部份? 自聾發會補助加年度極費

, 水產試轅所漁業
生物系負責進行﹒

有關蓋灣花腹蜻 (Scomber australasicus CUVIER) 之研究先後已有多 :篇報告發表﹒花戶忠夫
等

(1)
曾先對畫灣東北海擴花腹蜻作輸業生物學上之初步探討 ; 骨文臨 U) , 張單雄和李信徹 (3)

曾作食住

上之研究 ; 張麗雄、王泰山 (f 內的有產卵生顱 , 性比及最小生物體長之探討 ; 吳萱若
(T)
對年齡及成長

之研究 , 英文之結果顯示畫" 花腹輔年齡群變化頓不規則 , 一根上是以一歲魚及﹒二載魚為主 , 北部地
區〈甫方潰、釣魚台、彭佳嶼) ( 圓 1) 之體長體重開係典南部 ( 高雄、屏東‘值春、畫東〉看不同

; 方 (a)
及CHANG, Wu 及FONG(f) 以形態 lJIJ 定方法對畫 , 每花腹蜻作接群構造上之分析 , 龍為臺灣花

腹輔接群大致上可分為多個地區性之大接群﹒而某些接群之間有相當程度之混合; CHANG:&. CHEN
10) 以轅輾判別函數方法分析兩個形態敢貿因子後亦有顛倒之結果 L 並指出花腹蜻之主要捕克年齡應第
一麓以上 ; CHANG 與 Wu(11J 以矢量要素 (Vector Component) 方法分析各地產量變動情形 , 指
出畫 , 啥花腹輔以觀獲觀點雷應分為南北南大群 . .方 (UI) 比較南北各地產量變化情形亦獲致相同之結論

, 方 (11)
叉引用 S 一型曲輾理論 (Sigmoid curve theory) 對北部宜蘭縣、臺北縣及華隘市三地撤

船作業地區之結合魚群作接群動力學上之操討 T認為該區之最大持讀生產量約第一萬四千去噸左右 ,

目前之觀獲努力量已搶過高 , 本文之目的在綜合上述諸人之資料 , 以畢蟬頓一何特 (Beverton ano

Holt) 二氏所發展之動鸝組合 (dynamic pool} 模型作一分析 , 以分別了解南北韓群之動態情形 ,

並典S 一型曲韓理請所得結果比較﹒

方法
被接吳m之資料 , 臺崗花輔腹-嚴魚平均體長約 19.2 公分 , 二麓魚平均值畏 26.3 公分 , 三載魚平

均體長29.4 企分 , 套用本托蘭覺 (Van Bertalanffy) 之成長曲轅理論 E則 , 可由此推算魚群之極限睡
美 0:. 四〉責成畏係數 (K) 及軍擅長時之年齡 (to) 值﹒極限體畏值經由體畏一體重關係換算為極限

體重 (W X) ) 值﹒吳m之報告指出噩..花越蜻年齡組成之變化極為復雜, 無怯由此推算全死亡率﹒

1. 本研究為台灣東部漁業資源開發研究計置之{

部分 .70 年度由聾發會補助盤費進行
2.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研究所
3. 台灣省水產試戰所楓黨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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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此引用回內關之方法 , 根接由內民之研究 , 魚群標本中之瞳長最大值 (盼及平均值 (司與年殘存率 (

Survival rate) (功及標本數尚有函數關係 , 其關係可以下式表示之 :

、

EJ-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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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體長最大值與平均值長之差距必讀除以年增長率以標車化之〈根接吳申之資料 , 此值廳為 3.1

公分 ) 。各地區魚群之瞬間全苑亡率(司值可種由年聽存率求得。

自然死亡率之推算係目中 1$
所提出之瞬間自然死亡率對最大年齡之對數值成負過歸闌係之資料。

全死亡率與自然死亡率之差即為漁獲死亡嚀。

以上所得結果套用學佛頓一一何特 ( Beverton and Holt ,16 ) 發展成功之動態組合模式 , 可
求得南北兩群之產量曲線 ( Yield curve) 。由於花鹿舖魚群之補充群數量極難估算 , 在此是以每
補充漁獲量 ( Yi eld per recrui t ) 作為族群數量之指標 , 即

3
Y

E τ =FW ∞ L-
n=O

其中 A 值為進入補充年齡至消失時之時間 , 亦稱為可用期 ( fishable life span) 在花腹鶴的

情形為 2 ' Q" 為二項式作三次之展關時之各項常數 ,
從 n=O 到 3 時分別為 + 1 , - 3 , + 3 .-1

Q"e-"k Op- co)

z+ nk
( 1 - e- <.. +"

k 川〕 (2)

。

結 果

台灣東部地區花,腹備產量一向以南方澳為最高 , 花蓮以南則以台東蟬富間為主。本系過去數年來
聯絡之東部地區 U 蟬手釣標本漁船種報之資料可大致看出緝魚產量之南北差異情形 ( 表一 ) 。富岡誦

會民國 68 年之蜻鱷月產量麗動情形攝示蜻漁期以五月間為最高 J 10 月時亦有小量上長 ( 圖 2 ) , 典南

表一 台灣東部沿海地區花腹蜻產量百分率分配情形 -

韓 度 產量 ( 公斤 ) 漪獲努力量 ( 船天〉 單位努力漁獲量 蜻魚所佔百分寧

250 30 ' 260 N

250 25 0 30 ' N

U 亡
I 鈞。 N

230
""""'23

�

30'N
220 30 ' 23 0 N

8,61 5

9,445

7,861

18

25

33

24

1 25

0.893

0.297

0.298

0.096

0.333

2

261

394

271

9

29

資料來頭 :13 艘手鉤 ,標本船。

方壟漁會所得資料頗為祖輩t( 圖 3 ) 。唯由於花進一帶花腹舖產量稀少 ,
加上形 )當測定

(
申及成長{�

上之差異情形 ,
台東地區之花腹饋可能不是使用釣魚台一帶海攝為產卵撼。

根接吳的提出花腹績一至三歲魚各歲魚之平均體畏 , 求得本托蘭斐成長方程式中之各常數如下 (

圖 4 ) :

L ∞ =31.7C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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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福特一韋福特 ( Ford-Walford) 繪圖法推算台灣花腹輯之極限體長及成長常數圖 4



191

K=0.8287

t.=-0.1173
由於吳。文中並無列出當長一體重之原始資料 , 無法由極肢體長推算在等向成長 ( Isometric

growth) 條件下之極慎體重值 (W ∞ ) , 故偎設體重之成長過程具體長成長錯仙 , 由南北兩區之鐘
長于體重關係求得各齡魚之平均體重 , 再通過福特一韋福特圖解法 ( Ford - Walford graph

method) 13) 求得極限值重值在南方澳魚群為 507 克 , 在台東區魚群 ( 以高雄區體長體 :是 i�自係計算 )

為 535 克。由 (2) 式中看來 , 由此引起之可能誤差其實並不重要 , 對本文中之結論亦無影響。
根接前述回內 l串之方法 , 以各標本中之酋長平均值及最大值之差距估算年更是存率 , 結果真日表二。

由於主要之資料係取材自方串 , 而北部地區之花腹精近年來均持積識產 12) , 該臣之魚群洩存率可能比
衰二所示還要低。不過大致上可以看出南部魚群之殘存率較北部者高出甚多 , I盾是合理的結果。

表二 台講各地區魚群之年更是存率推算

地 區 標本數 (n) 最大體長 (mm) 平均值長 差距 / 年成長 2ln 年殘存率

釣魚台

南方澳

台東

高雄

865

933

27

379

376

295

317

344

0.70

1.90

1.48

0.0023

0.0021

0.074

0.006

< 0.001

0.04

330 398 321 2.48

0.20

0.14

390

主要資料來輯 : 方 0971)

南方澳及台東兩地之年洩存率換算為瞬問全死亡率後分別為 3.22 及 1.60 。

(民定南北魚群之自然死亡盡管相間 ,
以田中

l母之負迴歸闢係推算出花鹿館之瞬間自然死亡率為M=

0.58 。由此得南方澳魚群之漁鐘死亡率為 3.22 -0.58 =2.64 ' 在台東區則為 1.60 -0.58=1.02

。

以上述資料套入第 (2) 式 , 可得圖 5 中之產量曲報 ( Yield curve) 。由此可看出目前台轉北部

之花腹舖漁業已出現嚴重之過漁現象, 欲求得最大持讀生產量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簡

稱MS Y ) , 攝撞死亡率係數必孟買從近年來之 2.64 降低為 l ﹒肘 , 如此則產量的可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左右。台東地區目前之閱讀寧頗為適中 , 不宜再行增加。

近年來大型國網引進在北部地區作業。 * 產試蠟所賀頓系研究人員在漁市場觀寮結果顯示大型圈
細研捕花腹緝體型較手釣者為小。從圖 6 中可以看出 , 大型國網路年作業 , 其對象 ( 主要為緝鱷〕並

不僅眼於產卵期間之母魚。目前漁業界叉計劃推行定置網漁業 , 其作業對象亦將包括東部沿岸一帶體
型較小之花腹績。為明暸上述情況對魚群產量之影聾 , 室主以半旗魚 ( 館長約 13 公分 ) 以上體型之魚為

作業對象 (tp'=O-5' 2=2.5) 套入 (2) 式中求得另一起產量曲蟬如圍 7 。顯示對 F = 2.6 之漁

獲死亡率而言 , 南方澳之產量仍為 16 單位 , 無顯著之增斌 , 但事實上由於提早了魚群進入補充之年齡
,
進入補充立數量屆較圖 5 中之情形為高 , 故實鷗盡量亦應較高。真正之幅度需蝠補充群之作用方式
明暸後總能推算出來。

文圖 7 中可以君出為遭到最大持讀生產量之水平 , 漁獲死亡率必須更低 ( 自圍 5 中之 1.06 降至

0-9 ) , 實臨擴少之漁獲努力量需揖乎不同漁具聞之作業度保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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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南方澳及台東地區花腹蜻產量曲蟬 , 前者目前之瞬間漁獲死亡海值的為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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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7 首次捕獲年齡降為 0.5 歲時 , 南方澳及台東地區花腹輔之產量曲輯圖

討 論

圖 4 中所得極限起長佑值為 31.7 公分 , 比值可能估計偏低 ( 高雄地區曹操得過長 39.8 公分之

標本〉。由於遲論上之極揖曲最值亦為一平均值 , 且在換算為極限值重後對最大持讀生產量之相對位
置無關 , 故決定接受此一數字。

圖 5 及圖 7 中之縱座標是以單位補充漁獲量 ( catch per recruit ) 為產量之指標。台東地區之

產量由於魚摺盟型較大 , 其位置在南方澳之上。但若以補充群加入考慮後南方澳實臨產量將較台東高
出甚多。

圖 5 中又可以君出若南方澳漁獲死亡寧誠為竄來 ( 3.22 ) 之 40 %左右 , 方可獲得最大持讀生
產量 , 此一數字典方 i申套用 S 一型曲鸝理論推算出之漁獲努力量必獨自 270.000 船嘲諷少至150. 側
船頓 ( 約為 56 %) 祖顛倒。兩者互相印證 ,{!:l 甚合理。

由於花腹篇是一種由游性之魚類 , 其食物以動物性浮游生物為主
( 2.3) .壽命甚鍾 ( 最高年齡三

歲 ) , 其產量受誦遭作用影曹低而受禮撞因于影醫大。本文計算所得 44 %之年自然死亡率〈以四歲
為最高年歲取得亦有40% ) 可說是非常高。如何誠低幼魚自然苑亡 ( 如J嚴格禁止炸魚

) 及利用人工

魚礁一類 jj 法增進其生存空間 , 並配合漁業敢策降低目前漁獲努力量 , 或許就是改進花腹舖漁產量之
主要途徑了。

摘 要

根撮國內學者以往提出之報告及資料推算花瞳舖之成長方程式, 文以盤長分布情形估計全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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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極限年齡方法估算自然死亡率。套用學佛頓一何特發展之動態組合模型以分析南方澳及台東之

花腹綺魚群。結果顯示漁獲努力偏高, 為求獲得最大持續生產量 , 漁獲死亡率必讀讀少.約一半。台東
地區漁獲暈維持目前水車間為最適當之開發量。偎設補克群不受影響 , 以半歲以上魚為作業對象時產
量可望增加 , 其幅度需說補充群而定 , 唯漁獲努力量需更降低。

謝 辭

本文中引用之部份資料係由南方澳漁會張德成君及富間漁會鄭標 j
頃君提供

, 矗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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