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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銷魚漁場漁況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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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report dealing with the survey of fishing grounds and catch of grey rrlunetof

Taiwan during November 企7,1984to February l2,1985.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The fishing season and the catch of grey mullets are related to climatic and sea coru

ditions-During the fishing season,the suddenly approaching cold current can lower

down the water temperature to20 。C-23 。C,which is an optimum temperature for

As tim result,an intensive aggregation an good catch of the fish aregreymullets-

expected.

During November and December,grey mullets miErate southernly along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for spawning.

3.Fishing gears commonly used for catching grey mullets in Taiwan are purse seine,

drift gill net,trap net,and surrounding net.Among them purse seine is the most

effective one which catches at least 9096of total landings (1,961,187).

Because of strong cold current appeared continualiy in late December,the main fishing

ground moves farther south in this year-

The fishing period is estimated from November 1984to February l2,1985,with the

peak between December 24,1984and January l0,1985.

During the spawning season sex ratio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re higher than normal

l:1,in the rest of season due to spawning migration.

Catch of grey mullet is found to increase with the declining of temperature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regression equations,basing on the data from 1978to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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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是一種信魚 , 於每年多至前接之30 天內 , 祖游於台轉西北部及西南部間之海攝 , 因此若

能有教掌擅轍期、普通場及魚群量, 將可使漁民收益增加。台轉產蟬魚概況變動與水溫、氣溫、天
帳、海況及黃頭狀態有密切關係。因此觀況、氣象、海況等資料為研飼魚群動態基贅 , 適時發佈
瓶梅況連報 , 提供漁民有關鱷魚撤場蠅、況 , 將能確實掌擅魚群動麓 , 適時遍地團捕 , 如此則可避
免漁民盲目作業 , 筒省觀民點科費及勞力 , 進而增加撤民收益。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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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調查期間自 73 年 11 月 27. 日至 74 年 2 月 12 日止 , 其實施步驟如下 :

弋在西部沿海設置30 個漁汎資料收集站於各地區漁會
, 指控速報員收集當地漁況及測定指岸水溫 , 并

用長途電話連繫漁海況動態。

共委請標本船測定澈揚水溫並提供概況資料。

三美使用NOAA 系統氣象衛星接收儀接收台灣沿海表面 zk 溫及水流氣象及利用氣象傳真機接收台灣沿
海五日平均水溫 , 同時每日與中央氣象局聯斃 , 以了解天氣及海況變化。
用漁況期由海富鏡、海鴻號試驗船調查海況及魚群動態。

各種測定資料均經統計方法檢定其是否具有顯著性意義。單位努力漁獲量欄CPUE= 事
W: 漁獲量 ( 尾 ),F: 觀獲努力量 = 作業天數×船隻數。

, 其中

結果與討論

-t 水溫典漁況之關係
台灣產鱷魚產卵潤游時之適溫範團棍攘鄧、林的推定為 20.5

。c~23 。c,sylvester{ 的則認

為 20
。c~ 鈞。C 之間。 73 年 11 月間根揮筆者之實際調查分析 , 當黑潮北上勢力受大陸沿岸水之伸

展及東北季風所阻 , 如 73 年 11 月 30 日所測得水溫分佈圖 ( 圖 1 〉揭示台灣中北部之表面水溫

20 。C~23
。c,

為鱷魚適溫範圍而此時之南部水溫在 23
。C 以上 , 此乃初觀期開始 , 但是只有在澎

湖水道以北之沿岸有零星捕獲。此後隨著暖流之退縮到澎湖水道
, 漁獲也漸漸擴及西南部水域 , 但

漁獲量不多 , 據統計 73 年 11 月 27 日至 73 年 12 月 20 日間共捕獲鈍 ,085 尾。 73 年 12 月 21 日

當天因受大陸冷高壓南下 , 帶來強烈東北季風 , 把台灣西南沿岸之暖流推開離岸 , 如圖 2 所示73 年

12 月 23 日之表面水溫 20 。

C~23
。

c' 等溫線在南部沿海
, 形成狹小冷水道 , 臨魚因而密集而進

入盛漁期。自 73 年 12 月 23 日至 74 年 1 月 15 日間共捕獲 1,808,184 尾。 1 月中旬以後因受多季

型氣候之加強使黑潮支流推出台灣海峽而轉向南中國海
, 魚群也隨之完成產卵而游離南部觀場。

二三鱷魚之分佈與祖游

73 年 11 月下旬能魚雷出現於台灣中北部沿海 , 隨即沿著西海岸向南祖游。然而於 73 年 12 月

上旬在東港大臨萬捕獲餾魚 , 一股漁民所稱港內鳥。根攘中野
(8)
及 Jacot(1} 意見蟬魚通常棲息於河

口域內禹。而台酒商海學沿岸海津線單純且河口域狹小 , 因此固定於棲息台商沿岸之可能性較少。
反之 , 中國大陸沿岸線曲折 , 洞口域較廣 , 幾乎全年都可看到大型而生殖跟采成熟之個體 , 這些魚
群多半在冬季消失於當地之沿肆 " 。

冬季雛魚隨著大陸沿岸水由中國大陸向南方海域推進
, 這當然勢必途經台獨西海岸 " 。冬季時

台灣海峽冷水與暖水之潮界水溫約在 22
。C~23

。C 之間 , 鱷魚即在 2OOC~23
。C 冷水圍之前側酒緝

。然而鱷魚在台灣西海岸之出現時序隨著天氣及海況之變動而有因年而與之現象。如今年初漁期較

早先鋒群在 73 年 11 月 27 日即出現 , 由於黑潮支流退綺麗慢及缺乏強烈之冷高壓推逞 , 因此最初
魚群只在中北部沿海作零星祖游 , 多至後 ( 即 73 年 12 月 22 日〉因受冷高壓南下及強烈東北季風

吹送促使鱷魚群迅速南下至本省南部
, 即在澎湖水道以南之獄小水域密集。進而在台灣迫近西南沿

岸此乃受到淺水域範圈過於狹小及沿岸水敏黑潮及支流壓迫之結果。此典章 " 之調查結果相符。自
74 年 1 月上旬初獲產完卵之腦魚 , 至 2 月中旬漁期結束後

, 就很少發現鱷魚。
鱷魚在台商西海岸祖游特性 , 出生頰膜成熟度之檢定結果來君 , 應屬產卵祖游。因此如果能在

觀期前收集到鱷魚之生物學資科如成熟度等、海況調查、天帳預報狀況、用以課討魚群密度與海況

鷗保
, 即可獲得較準確之漁況預測。

三毛漁具別之漁獲量

腦魚之作業漁具有巾著網、流刺網、定置網及小型旋網。棍撮 74 年度漁況期間統計蓋章屬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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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組魚作業輸船數 ( 表 1 ) 中 , 僅巾著禍就有 128 組 , 其中茄吏的組、梓官 21 組、林圈 13 組
, 其他地區則較少 ; 流刺網船全省各地區均有 , 主要為機動竹窩 ; 定置網只有在北門及伸港合計只

3 組 ; 小型接網則只有接龍之 4 組。苦難期間各機具別之漁獲量〈圖 3 ) , 以巾著網 1,795,184 尾〈

佔總漁獲量 91.589 屆〉之觀獲量為最多 , 其餘依序寫流刺網之 163,892 尾 ( 8.36 %) , 小型農網
之 1,124 尾 ( 0.05%) 及定置網之 357 尾 ( 0.02 % ) 。由此可知巾著網乃為捕獲腦魚之最有放

漁具。

表 1 74 年度腦魚議會觀其別漁船數
Table 1 Number of fishing boats for grey mullet by gears,

1984-1985.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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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 74 年度漁具別之漁獲量

Catch of grey mullet by gears, 1984-1985.

單位努力漁獲量之多寡可以研判觀場變化資輝是否有過激現象、觀具漁法之良杏
, 然而努力繳

獲量沒有一定之標準 '
隨著漁具性能、觀獲致 Z輯、輸船規模、漁業儀器及作業人數之不同而使用不

同單位 ( 土并 , 1972 ; Holden, 1980
), 因此必讀設法使之標準化。本報告乃以巾著憫之努力漁

獲量為標準 , 將各種瘋具之努力漁獲置依Holden
(7)
的方法換算如表 2 ' 由此可見

, 努力漁獲量隨

著漁具、漁船規模、作業天數而異
, 當然 CPUE 亦隨之而變化。表 2 所示之巾著網船努力漁獲量為

9856 日艘 , 繳獲量最多 ; CPUE 182.2 亦最高 ; 流刺網船努力觀獲暈目 ,905 日艘最高 , 然而漁

獲量卻只有 163,892 尾
, CPUE 亦只有',2.8

, 由此可知巾著網漁船演獲敷曙最佳。而 7碎度鱷魚
總漁獲量為 1 , 961 , 187 尾 , 換算成飄飄獲努力量

(7)
( 依 Holden, 1980, 換算〉為 10,763.3 日艘

, 而所得之 CPUE 為 182.2 。將來自年齡及 CPUE 之增加與否
, 將可作為鱷魚責盟軍管理之依據與

參考。

用漁期與觀況

74 年度就鱷魚輸期而言 , 自 73 年 11 月 27 日開始進入初漁期
, 每日均有連續漁獲 , 隨著適

溫產卵酒游南下 , 漁場中心也自北向南移動 , 於 73 年 12 月 23 日進入盛漁期
, 然自 1 月土旬 , 捕獲

到產過卵之鱷魚後 , 漁獲量即開始讀少以這 74 年 2 月 12 日算是漁期之結束。圖 4 及表 3� 雙示漁期

旬別與單位漁獲努力量之關係 '11 月下旬之漁獲量 260 尾及 CPUE 0.02 最低
, 算是初漁期的開

始 , 然接逐漸增加至 12 月下旬最高漁獲量之 1,371,921 尾及 CPUE 127 .46
, 此 @P 盛觀期 , CPUE

隨即下降至 2 月中旬之 0.29
, 表示觀期之結束。由此君來 74 年度盛轍期屬於多至後期型

, 此與童

" 所認為鱷魚盛漁期在冬至前後約 10 日內
, 大致相符。

鱷魚漁況期自 73 年 11 月 27 日至 74 月 2 月 12 日止
,
共計 77 天

, 1比與林仰所佑之觀期略有

差異 , 由此可見楓期之長起因年而異 , 其原因係受如海況、天帳等因素之影響。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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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4 年度腦魚漁具別之單位努力富起獲量
CPUE of grey mullet by gears, 1984-1985.Tabl 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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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4 年度儡魚旬別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 per unit effort of grey mullet in 10

day's 恤 sis, 1984-1985.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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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4 年度鱷魚旬別之單位努力漁獲量
Catch and 臼 tch per uni t eHort of grey mullet 10 day's

"basis, 1984-1985.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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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中旬2 月上旬

74 年73 年

�U

U月下旬
旬

3086757

1 月下旬

8284

1 月中旬

162812

1 月上旬

374241

2 月下旬

1371921

坦月中旬

18325

2 月上旬

15500260
漁獲暈
〈尾〉

0.290.630.7715.1334.77127.461.701.44
響

。 .02
CPUE

〈尾 /
日艘〉

主主觀場與漁況

依童ω之君法腦魚漁場只限於西海岸 , 部北自新竹縣南這屏東縣沿海 , 沿著單純海津線 , 在水

深約 50m 以洩之水域形成漁場
, 尤以台南縣至屏東縣間被親為最理想臨場。而 7 碎度之轍場分佈

情形 ( 圖 5 及圖 6 ) 跳圖、新竹沿海之漁撞量 3,342 尾 , 佔 0.61 % '
CPUE 1.12; 大安梧檀沿海

時 ,582 尾 , 佔 0.85 % ' CPUE 1.54 ; 王劫芳苑沿海 716 尾
, 佔 0.04% '

CPUEO.07; 台商三

條措沿海 6,003 尾 , 占 0.31 % '
CPUEO.56 ; 東石布袋沿海 67,337 尾 , 占 3.43 % '

c P U E

6.26 ; 北門尖仔尾沿海 88,270 尾 , 占 4.50%' CPUE8.20 ; 台商安平沿海呵 ,812 尾
, 品 .7 餅

, CPUE5.0 ; 茄踅沿海 589,608 尾 , 占 30.069 后
, CPUE54.8 ; 岡山沿海 834,792 尾

, 占
42.57 % '

CPUE77.6 ; 柴山高雄沿海 252,288 尾 , 占 12.86 %' CPUE 23.44; 紅毛港鳳鼻頭

沿海凹 ,117 尾
, 占 0.8 %' CPUE 1.50 ; 東糟下漢水摸沿海口 ,808 尾 , 占 0�62% ,CPUE

1.10 ; 相寮紡山沿海 8,492 尾 , 占 0.43 %" CPUE 0.79 。由以上結果可知 74 年度主要漁場集

中於台商至高雄港沿海一帶 , 而以岡山沿海 CPUE 77.6 最高
, 跳園、新竹沿海 CPUE 0.31 最低

, 機場集中於西南部。其漁場形成之主要原因 , 因腦魚南下祖游時受冷高氣壓南下及東北季風吹退
而促使水溫下降 , 因而使使魚群迅速祖游南下 , 另外西北海域海底平坦且範圍較廣潤 , 魚群較分散 ,

而南部漁場則位於水漂泊 -50 m 之海底愈坡
, 範圈較連長小 , 而使魚群集中 , 因而在西南部形成主

要激場。

依漁具別而言
, 流刺網作業於海底平坦的北部轍場 , 自沿津至外梅 , 以分散的魚群為對象。小

型旋網及定置網之作業觀揖則主要在中部近難處。而巾著網漁場則不受觀臣之限制
, 因機動力大 ,

每到觀期大多數漁船以梧權及茄踅為基地
, 其作業轍楊福蓋自北部沿海延伸至南部沿海。 74 年度捕

儡魚基地則以茄竟為中心
, 因自台南縣沿海至屏東縣沿海係巾著網船之良好報場。

六鱷魚之性比

因為雄雞價值相差數倍
, 以總烏拍賣時 , 獨創性比之差異 , 可有意想不到之盈虧。然而流刺制

、小型旋娟、定置網漁獲量較少 , 大部份雌雄分閱 , 而巾著網漁獲量較多 , 雄雄分開典不分皆有。
74 年度很撮各標本輪會之漁況日報

, 經整理統計及卡方分配 (Xt) 顯著性分析結果如表 4 , 巾著

制漁獲量之性此為 3 : 11 、流刺網 5 : 6 、定置綱 2 : 3 、小型旋稱為 1.: 1
, 全部漁獲量之性此

為 6 : 19, 約為 1 : 3 ; 雌魚比率約為 32% ' 此典章" 認為雌雄此傘沒有多大的年變動 , 均在 31

%-35 % 相符。但性比可困農群 ( Nikolos 旬 , 1963 ) 及年齡群 ( John,s 恤 , 1971 ) 之不同而

異 , 亦可囡性轉換及魚群產卵祖游而變動 (Aoyama, 1955) 。然而儡魚祖游台商沿海教推定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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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表 4 74 年度鱷魚雌雄比率

Sex ratio of grey mullet by gears, 1984-1985.

卵酒喝〈大島 , 1921) 之調查結果 , 因此可推翻性比不間 , 主要原因在於產卵祖游時質生性比之變
動。至於是否有其他因索影響性比有待進一步蝶討。

有氣溫與觀況

也 1978 年 1984 年閑之年漁獲量典故水、梧棲、窩蜂等地區10 月份平均最低氣溫之責科〈表 5
) , 顯示出每年鱷魚漁獲量與每年度 10 月份平均最值氣溫辜負相關〈闡 7

) , 其關係式如下 : y:

漁獲量 ( 尾 ) , X : 氣溫 ( �C )

淡水 y= 7923278 - 282956 X

梧棲 y= 7654382 - 272462 X

高雄

觀【
7 可別

性比
( X t )合 ♀ 合 + ♀

巾著網 1086632 1384152
3 : 11

( 3.67 *)297520

流刺網 157719
5 : 6

( 0.87*)72026 85693

定置網 356
2 : 3

(0.085 勻146 211

B定 網 962
1 : 1

( 0.5 * )518 444

k-日 計 1172980 1543640
6 : 19

(0.085 *)370210

〈性比資料來聽自各漁會統計費料〉

y
= 12684171 - 465300 X

他
分
〉

不
雄

其
(
雌

�
日 計

百
分
比

411662 1795814 9158 %

6173 8.36 %163892

o 0.02 %357

162 0.05%1124

417997 1961187 100 %

r
** - 0.852

- 0.785

r ** 一 ,0.971

r *

表 5 歷年鱷魚轍獲量與 10 月份平均輯對最低氣溫

Annual catches and mean lowest air teinperaturea in October,Tab I e 5

1978-1984.

年 JJU 總漁獲量〈尾〉 改

1978 2373949 20.1

19.31979 2539642

1980 2037129 21.8

1981 1905034 21.0

1982 1379348

1256190

21.7

23.41983

1984 1961187 21.2

水 萬
軍

20.6 22.2

19.1 21.5

21.6 23.3

20.8 23.0

21.3 23.9

24.723.4

20.5-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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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Reationship$ between the catches of grey mullet and mean and

mean lowest air temperature in October, 1978-1984.

祖歸直組經被定分析後
, 各地區均具有顯著性意義。 1983 年氣溫最高 23.4

�C , 漁獲量1,256',190

尾為 7 年來最少者 ; 1979 年氣溫最低 19.3 �C , 漁獲量 2,539,642 尾為 7 年來最多者。由此可誰知

當各地氣溫在 10 月份平均最低氣溫較低時
, 該年有較多之漁獲暈 , 推卸其原因是冷氣團較早南下 ,

促使大陸沿摩 :* 溫下降
, 而棲息於福建沿海一帶之魚群 , 、大量群集市祖游至台灣沿海產卵 , 而其漁

況變動與天氣因素有密切關係ω帥 " 。

平野ω認為僻魚近岸產卵在同一初魚地
, 其年年之初漁目相差數目。陳ω認為台揖產腦魚數年

來大都首先出現於梧樓以北一帶海域 , 囡其為產卵祖游 , 每年之初漁日僅差數日 , 受天氣影響較大
。然氣溫對於儡魚漁況之確實影響情形仍有待近一步之研究。

叉漁況受諸海況、氣象、費 2萬狀況、漁獲努力等因素所左右
, 除了氣象因素外 , 其他亦必讀考

慮 , 才能推測正確漁況。



入鱷魚年漁獲量變動分析

間 8 係儡魚10 年來漁獲量尾數變動情形
, 宋 0.&

龍為每隔 4 年即有一次之聾漁期 @Ol 長曆閏年之前

年 , 然而由圖 8 君不出有此規則
, 由十年來漁獲量變動情形 , 其漁況星不規則型 , 但可以很明顯看

出 1975 年之漁獲量已超過以前設定豐觀標單〈一百萬尾
) 。筆者根據十年來漁獲量實動分析如下

, 1975 年至 1977 年報船機動力低 , 觀獲量較少 , 1978 年至 198 昨轍船對講機設立及打故以往守

蝶待兔之漁法 , 漁民主動前往圈捕 , 且氣溫較低 , 海況較佳 , 因荷漁獲量增加。 1982 年至 1983 年

, 可能由於場外交易及氣溫較高 , 因而漁獲量只有 1,379,348 尾及 1,256,190 尾。 1984 年由於氣

溫比 1983 年為低
, 且海況較佳 , 因而漁獲量增加。棍撮資關最通報獲量 246 萬尾

, 因此 10 年來

資源並無過觀之虞 ? 所以未來年漁獲量之多寡
, 將競天帳、海況及漁船機動力而定。

總而言之 , 由以上結果可如 74 年鱷魚漁期、觀場分佈及組游路徑如園 9
、 10' 而觀況之好擅

訣定於魚群暈、天展狀況、海況、漁船鴻具規模及漁獲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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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鱷魚歷年激獲量之變動

Annual Catches of grey mullet inTaiwao, 1975-1984

19831981

>JI]

1979

年

19771975

Fig. 8

要

本報告乃根撮 1984 年 11 月 27 日至 1985 年 2 月 12 日開調查台商產鱷魚場觀況分析之結果。鱷

魚之主要接息地在中國大陸沿蟬 , 在多季隨著大陸拍岸南下而祖游至台商沿海產卵。鱷魚概況期作業
網具以巾聲稱、流刺網、定置綱、小型蛙網為主

, 的碎度漁期中以巾著網觀獲量最多 , 1, 795 , 184

尾 , 占總漁獲量 91.58 % ; 依次為流如J網 163,892 尾 , 的 .36% ; 小型旋恥 ,124 尾 , 的﹒ 05 %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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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置網最少 357 尾
, 占 0.01 %; 若以 CPUE 來君

, 以巾著網 182.2 尾 / 日艘最高 , 小型旋網次之
1 ,-
尾 / 日艘 , 流刺網再次之 2.8 尾 / 日艘 , 定置網最低 1.5 尾 / 日艘。全省 74 年度以單位努力觀

禮量為 182.2 尾 / 日艘。
漁場主要分佈於台商縣至高雄港沿海

, 漁場相當偏商 , 由於鱷魚受到強烈冷高壓南下 , 大陸沿岸

求南下及東北季風吹遠之影響
, 促使魚群迅速南下而集結於西南部沿海。漁場水溫主要在 20OC- 2:fC

。

蟬魚漁期自 73 年 11 月 27 日至 74 年 2 月 12 日止
, 共計 77 天。漁期之長鐘依年而異。 74 年度

初漁期在 11 月下旬
, 盛漁期在 12 月下旬

, 終撤期在 2 月中旬。而都漁日與終漁日之遲早可能受氣溫

及海況等因素之影響。然而在鱷魚漁期捕獲鱷魚之性比為 1 : 3 , 而非 1 : 1 ' 其性比不同可能是產

卵祖游而變動。

經過姐歸直線分析氣溫輿漁獲量有密切之關係 '
具有顯著性之意義

, 在淡水、梧樓、高峰 10 月份

平均最
z

低氣溫愈低時
, 該年之漁獲量有愈高之趨勢 , 且呈負相關。

鱷魚之概況且不規則型且漁況之好壞決定於海況、天候狀況、資頓量之多寡、漁具之種類、漁船

規模及漁獲努力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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