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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魚 (1vJu,sil cehq.lus) 是本省每年定期性探捕的資憬 , 每年冬至 ( 國曆 12 月 22 日或 23 日〉前後由中

國大陸沿岸順中國沿岸流至本省西海岸後沿岸向南個游至值春東港附近產 gj3 後祖游離去。由於鳥魚魚肉研

美
, 尤其鳥魚子極為珍貴 , 捕鳥魚漁昆每年不斷地增加 , 雖然鳥魚盛漁期已可確定在上述時間範圍內 , 民

魚的祖游及影響泊游的可能因子也有許多報告及論文 ( 章 ,1959 、 1960 、 1970 ; 簣 ,1959 ; 林 , 政府 ; 大

島 , 1921 ; 鄧 , 1970 ; 劉和章 , 1967 ; 鄧 ,1971) 、有水試所亦在每年鳥魚漁期中實施海況調查 , 鳥魚追

踩及海況漁況速報等協助漁民的實際工作 , 然而由買際情形君來 , 捕捉鳥魚還是大部份憑機運 , 往往皆是

徒勞而返空船而歸 , 還是因為我們尚未能詳細 7 解鳥魚與其祖游影響因于間之關係 ' 以及確實祖游路線。

鳥魚雖屬生活於中上層之魚穎 , 但生性敏感 P 易受外界因素之驚擾 , 尤其每當水溫高出合適溫範圍 (20 。一

時 , 即下沈潛游 , 成為捕捉烏魚之困難所在 , 亦是推斷酒游路線上的障礙。因鳥魚是中國沿岸流在

冬季東北季風之壓迫使沿岸流向南延伸而隨之南下 , 中國游岸流延伸範間的大小與鳥魚產卵季節之配合 ,

220)

應為操縱鳥魚祖游之時期與路線之因素 , 是故海波對鳥魚之祖游關係十分密切 , 本所 ( 臺衛者水產試驗所

〉歷年乘在烏魚盛漁期前後均作海況調壺 , 來觀測中國沿倖流南仲之情形與黑淵支流受沿岸流侵迫而轉向

西南出臺灣海峽之轉向位置 , 藉以做為烏魚預報之依據。一般如在 1 月以前沿岸流南侵至蓋南安平以南趴

在此期海況穩定的情況下 , 魚群密集潤游而至。每當在西伯利亞大陸性高壓南下時 , 中國 F

夫陸沿海特別是

臺灣海峽東北季風也就特別強勁
, 而導致沿岸流之迅速南侵 , 亦間接地影響鳥魚之個游佐罷。 * 篇篇利用

‘四年凍之漁獲位置與海說情形加以分析 , 推斷其概約之祖游路線以供各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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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J 長及整豆豆方法

本篇是56 年一59 年間四個年度裡 ' 在臺嚮西海岸共計20 個速報海、會
, 委託專人在漁期內每日填報攤況

速報以限時郵寄高雄分所及各縣市漁會記錄所得之漁獲相互投正而得
, 海況是由本所海憲號試驗船在此四

年烏魚漁期間及盛濤、期時出海觀棚及追矇鳥魚時調查而獲得 , 本報告對烏魚祖游路糗之推測乃是以能獲位

區 , 時間及海況為主而加以分析而得。

海 況

56 年皮

在 12 月 18-22 日第一次觀測新竹附近以西外海溫度為 20 �C-23 �C 等溫線由東向西通過澎湖並由此向

兩遞增 , 高雄附近約25 �C, 24 日至26 日時23 �C等溫線南移至臺南高雄間 ,25 �C 在祖港附近。 27 日 -30 日

時 23 。等溫線與沿岸平行通過臺南高雄間 ,57 年 1 月 1- 4 日 23
�C在高雄以南至值春亦與沿岸平行 ( 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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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年度

12 月 7 日 -13 日臺灣西北部表層 7Jc 溫 ES22 。已逐漸向南增加 ,24 �C 等溫線由澎湖向東北略與沿岸平行

烏魚之法l 麓 ,
海況與祖游曾文陽﹒胡興華

日臺灣海峽表水溫面西北向東南漸增 , 等溫線為南北走至新竹西方海面 , 大安西方海面約25 �C, 26-28

。 12 月 29 日至58 年 1向。牽中外海 21 � e , 在安平布袋外海為 22 �C, 至高雄東港外海 23
�C, 更南則24 �C

月 4 日由新竹至蓋南沿岸水溫21.5 � e 高雄外海22 �C, 再往西南為 23
�C, 58 年 1 月 7 日至 11 月臺西沿海為

20.soe , 向南而漸增 , 北門臺南沿海為 21.5
�C, 高雄東港沿海 22.5 � e 、並由此往西南海面為23.soe ,

Sea - Water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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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年十二月及五十 )\ 年一月表層水溫分佈闡一一國

58 弄皮

12 月 10-12 日由桃圈至蓋西沿海為19 � C 、布袋沿海20 �C 、漸向西南增加 , 15-18 日安平臺甫一帶由

近岸22 �C 向外增到24 �C, 19-27 日 19 �C等溫線由被圈新竹順岸至臺西 , 四湖至北門間近岸 20 �C, 在後龍

墓中一帶衰水溫由近岸19
�C 向外減至noe , 至主功至北門間由近岸 19 。、 20 �C 向外增加至23 �C 、高雄以

南沿海24 �C 、 12 月 27 日至59 年 1 月 9 日布袋以南水表面溫度 21 �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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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Sea Water Temperature- in

Dec. 1969 and Jan. 1970
10-12 15 -18 27 Dec- 4

j
五十入年十二月及五十九年一月表層水溫分佈圍一-一圖

59 年度

11 月 26 日至30 日間 , 22 � e 等溫線由西北向近岸廷仲至新竹後順岸至臺西再往外伸展 , 21 � e 在其外成

弧形彎曲 , 布袋至茄踅間為23 � e , 至高雄附則增為24 � e � 12 月 14 日至 18 日新竹至王功間為.iooe 、向南而

漸增 , 22 � e 等溫線由將軍向外海延伸 , 高雄沿海為24 � e
� 20 日至26 日王功至布袋間為 21 � e , 向外雨時被

, 由安平22 � e 向南遞增至訪寮以南為 26 � e 028 日至30 日安平至高雄間由 22 � e 遞增至25 � e
� 60 年 1 月 1 日

至 4 日間由安平臺甫問22 � e 漸增至紡寮以南為26 � e ( 闡四〉。

結果與討論
可

5"6 年度

由11 月中旬開始在臺簡西岸各地也有零星的漁獲 , 首批魚群在 12 月 12 日來到安平與高雄間 , 安平與高

雄閱 ( 圖五 ) , 安平附近海面漁獲約 10,000 尾 , 高雄附近海面約20,000 尾 , 在蓋南以北至東石間有少量芝

加、麓, 此批魚群逐漸沿岸南移 ,16 日在桓春附近海面 6,QOO 餘尾應為此首批魚群之南游 ,14 日至18 日第三

批魚群分先後游至高雄附近沿海 ,14 日高雄附近沿海漁獲 10,OQO 餘尾 ,15 日近20.000 昆 16 日 22,000 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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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十九年十一月及十二月表層水溫分佈圖

日 13,000 尾 ,18 日 12,000 尾。此分別油游而至的烏魚游至高雄沿海後分別沿岸南游 , 故 17 日在東港附近海

面18;000 尾 ,18 日品寮附近漁獲16,000 尾 >19 日較少漁獲 ,20 日的寮附近16,000 尾 , 21 日 18,000 尾 , 都為

此批魚群之沿岸南游 ,21 日以後漁獲量較少 , 盲至 12 月 28 日、 29 日第三揖較少的魚群游到高雄沿岸 , 高雄

E 日 8,000 尾29 日 8 月 00 尾 , 此第三批魚群沿岸南游 , 在57 年 1 月 1 日東港沿海瓶獲 12,OpO 尾 ? 應為扭扭

魚群。此後皆為零星之獵獲 , 但在 1 月 15S 至 19 日間在高雄附近海面捕獲16,000 尾 , 以後烏魚 @n 消失諒影

57 年皮

57 年 12 月底以前在臺灣西岸沿海都有少量的漁獲〈圖六 ) , 這些零星的魚群沿海岸南游 , 至 58 年 1 丹
,

初開始瓶獲 , 則皆在東石布袋以南 , 首批魚群 1 月 4 日祖游至安平高雄間 , 安平沿海約15,000 尾 ,
高雄附 -

近海面 17, a 00 尾、高雄附附海面 17,000 尾 , 此批魚群沿岸南游 , 1 月 5 日在東港附近20,000 尾 , 楓港附近

11 ,000 尾 , 1 月 6 日坊寮 15.000 尾 , 7 日訪寮 25,000 尾楓港 10,000 尾、值春30,000 尾 , 應為此批魚群之南

軍事加上以前零星魚群南游之黨集。第二個主魚群在1 月 8 日光復到達東石布袋至安平臺南間 , 東石布袋沿

海漁獲 16,000 尾 , 北門將軍一帶 7,000 尾 F 賽甫安平 8,000 尾 c!!/; 七第三三抵魚韓由此也岸南游 , 故漁獲區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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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南移 , 由 1 月 12 日以後漁獲區皆在高雄以南沿海 , 但此後僅只有少量的漁麓 , 直至 1 月 26 日在值春獲 1

,500 尾 , 此按目: 影消失。

58 年度

58 年 11 月 1 日在俊龍附近有漁獲 4,936 尾 , 但在 10 日以後則皆在高雄海面以南 ( 圖七〉。首批魚群眾

集南i蚱 , 在 8 、 11 問陸續 ;四游至高雄蹄近沿海。詢獲為 : 8 日鳳鼻頭附近沿海 6,780 尾 , 9 日高雄附近沿

CATCHES OF MU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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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年十二月漁獲量分

海 4,870 尾、 10 日 7,871 尾、 11 日 2 ,800 尾等 , 這些魚 tt't 分別南下聚集在的寮附近海面 ,17 日漁獲 10,600

尾 ,18 日第二批魚群洒游至高雄附近海面 , 漁獲 17,371 尾 ,20 日至23 日第三批大魚群連續游到 ,20 日在安

平墨南附近漁獲 10,036 尾 , 將軍沿海漁獲 3,6 刀尾 ' 布袋沿海 5,024 尾 , 21 日布袋海區報獲 2,589 尾 ,22

' 日布袋 9,492 尾 , 將軍沿海漁獲42,423 尾 ,23 日則順樺南下在安平附近沿海漁獲 12,930 尾 ,24 日將軍沿海

8,186 尾 , 這時本年度分批而至的主魚群 , 先後游至布袋至安平間沿擇南游。 28 日第四批魚群祖游至將軍

附近沿岸 , 漁控為 16,822 尾 , 北門附近 9,430 尾 , 此批魚群沿岸南游 ,29 日在華南安平附近漁獲 15,832 尾

, 高雄附近沿海 12,240 尾 f 東港附近31 日漁獲 11',315 尾 ,59 年
,

元月 1 日高雄附近沿海 10 ,414 尾 , 東港沿海



骨文揚 ( 胡輿畫展 烏魚之能獲 ,
1i每況 fIi[ 個曲作 S9

18,494 尾 0 元月 5 日最後一批鳥魚來到在鳳鼻頭附近沿海漁獲 36,253 尾 ,
由 8 日在頂茄是糖、獲 4,348 尾。

高雄附近 4,384 尾 , 東港 9 日漁獲 1,149 尾 , 8 日 568 尾 , 5 曰 :在鳳鼻頭附近之機獲應包括悶頭鳥在內 ,

至此之後烏魚消失。

59 年度

12 月上旬已有零星魚群出現 ,
在 12 日首批烏魚祖游至布袋東石間 ,12 日布袋東石間 ,12 日布袋漁獲 46

r IN TAIWAN, DECEMBER 1969

18 '2.19�'2.21 12.22

70'

t2.2;S"":"12.2� 12.2E$-1 之29 12.30-1.1.70' 1.2-1.9

‘- 七

e

。 11 日臺西獲17,850 尾 , 蓋中漁獲 1,047 尾 , 此魚都可視為首批魚訴沿途轉向蓋精西部沿

岸。15 日第二批魚群先後出現於東石安平附近沿海 ,15 日東石漁獲呵 ,068 尾 , 安平39,682 尾、 16 日 30,552

,'510 尾 ( 圖 /\)

尾 ,17 、 18 日在高雄附近各獲數千尾 , 皆為此第二批魚群。 19 及 20 兩日第三批魚群在安平附近被捕獲 , 連

8 萬餘尾 , 此後此批魚群逐漸南游 21 日高雄漁獲 14,569 尾 ,21 日東港沿岸捕獲 21,772 尾 ,22 日高雄漁獲 10

,517 尾 ,23 日 26 、 749 尾 , 鳳鼻頭 21,881 尾。第四批為小魚軒在28 日直接出現於高雄附近 , 漁獲約 2 萬尾

9 並由此漸向南移 ,29 日東港附近梅獲夕 ,760 尾 ,30 日前寮 , 楓港共捕獲 26;997 尾。本年度鳥魚漁期結束

很旱 , 至元月初已無所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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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呵結
以上的魚塵位置謹以魚碑東之早現而至之時 ;詞 , 而論 56-i9 年各年度指魚 If 下酒游至臺灣西鼎的情形為

(1)56 年度首先為零星故落的魚群 12 月上旬由畫灣商北部游來 ,12 月 12 日首批魚群從澎湖與東石布袋問

游至安平臺甫一帶 ,
然而沿岸南游在路上可能有小分校。 14-18 日間第二批依相同的路線游歪 , 路上亦有

少數的分校。第三批在 12 月 28-29 日由澎湖以南游至高雄後沿岸南游 , 1 月以後祖游離去 , 主要是由澎湖
以南部份沿岸北上分別離去。

(2)57. 年度一12 日上旬以後零敵鳥魚游至臺灣西岸沿海 , 1 月 4 日首批大哥烏魚游至高雄安平附近沿海
. , 並由此沿岸南游 , 8 日第二批魚群陸續來到東寶石、布袋與安平 , 臺南附近量很多並逐漸南游 ,12 日以

後漸由澎湖以南祖游離去。

(3)58 年度一12 月中旬以前零星魚群游至臺嚮西岸 , 後沿岸南游 ,18 一20 日首魚群分二路 , 一由澎湖、
恥、東石、希袋閱另一由澎海以商 , 相會後游至高雄附近海面 , 第二批在22 日由東石、布袋與澎湖間游至安平

' 臺南附近
, 第三批在28 日與第二批相同路線游至安平、臺南沿岸、第四批在59 年 1 月 5 日由澎湖以南游

至高雄附近海面 ,
其離去的路線亦可能由澎湖以m 而離去。

(4)59 年度 12 月上旬在畫西 , 王功沿岸及其北方皆有零星魚群 , 並由此開始南下 , 在 12 日首批魚群出現

在布袋 , 東石間 ,
在此以北有散亂之分控 , 第二批魚群經臺灣海峽於 15 日游至東石 , 安平附近沿海。第三

批魚群在19 日出現在安平附近沿海 " 並向 Ty� 移至高雄 n 東港問
) 最後一批則由澎湖以頂直接出現於高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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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支沿議將自悍北 1:: ' 分別過臺灣海峽至中國大陸沿岸。

近 ,
並由此自移 , 其 i回游離去的路線 gti! 第四批魚群的來路相同 ,

出澎湖以市游至中國大陸沿岸 , 亦有少量

Migrati ∞ Rou 悔 . Mullet
December 1970

l 一 I s1 School
2-2nd School
3-3rd School
4-4th School
『﹒ -Retrun Route

、 ＼
2

3

團 九 鳥魚 7個街路線園

苟 " 此轉向位置之南北為控制烏魚
j回游來去之路線 , 因此黑潮為高低溫之交接處 , 若黑潮支流轉向位置較

臺灣南端之分支在冬季受東北季風之壓迫轉向西

綜觀以上四批魚的個游而至1 之時間與在點 ,

烏魚本年度各批魚 ?訂到達本省西岸之位置在還中

以南 3 而北部之零星魚的應為此魚群之散亂分技

並且此舟、1月到達本省位置天氣愈冷也就愈向南岸

, 也就是在烏魚期內 , 時間愈晚鳥魚到達本省的

位置也就愈南端 , 本; 年度第一批在 12 月 11 日到達

主功 ,
臺西沿岸 P 而 j 其北方也有星散之漁獲 , 並

由此開始南下 , 第二批魚都在 15 日游至東石 , 安

平沿海 , 在此以北亦有少量漁獲。第三批19 日出

現於安平沿海 , 則 17 、 18 日在布袋之少量漁獲是

此批魚 It! 之分校 , 此批魚甜由安平向南油油沿途

為漁民圈捕 , 故在 20 日以後漁獲皆在高雄沿海以

南 , 但量並不很多。最佳一批為小魚軒直達出現

於高雄沿岸 , 而至高雄以北並無大宗魚獲來君 -

此魚群並未鐘過高雄以北之沿海 , 故其祖游而來

的路線可能與以上三批不間 3 而是由中國大陸沿

岸從澎湖以南游至本省高雄附近沿海
, 而此批魚

群游至與離去時間極為相近
, 在時間很值海況條

件不變 , 並且在鳥魚由紡寮楓港離去消失後由此

區以北沿海並無漁獲的情形下
, 第四批鳥魚群洒

游而至與祖首詩離去的路線應為相同
, 並且黑潮在

南則澎湖以甫應為鳥魚之最適溫處。其祖游子F 去之路線如圖九所示。

由以上海況及漁獲 , 情形來君 , 鳥魚之祖游路線概受海況之支配 , 問拉的影響的問子則為氣象之變化
, 讓章 (1971) 將北方高壓分別左、上、右主個方向而得結果則以氣壓額度動動方向在左方強大時有高單

位之漁獲。實則因犬陸性高壓南移會直接導致中國沿岸流向蓋灣方向南侵。鳥魚祖哥華時間之早晚應為其成

熟程度及海況之配合 , 鳥魚在生理上完成祖游準備並逐漸結群沿中國大陸南游 , 若此時氣象改變中國沿岸

流關伸至臺灣百串則祖游至本省西部沿岸 r 故在鳥魚游潤南下時沿岸流到達本省西岸的位置極可能為魚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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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 一般在中南部有從澎湖以北及澎湖以南游至本省西岸。這些鳥魚到達本省西岸後沿岸向南祖游至本
省尾端西南沿海產卵 , 其祖游離去的路線以漁獲位置情形君來 , 應是主要由澎湖以南往中國大陸方向離去

, 因一般在東北季風強盛以後黑潮經由臺灣海峽的支流被迫轉向 , 而在澎湖以南等溫線經常星東西走向之

排列 , 若鳥魚選擇適溫路運 , 則必會順此等溫線之‘方向離去。由歷年漁獲情形及海況來君 , 鳥魚最適溫應
較聖IJ (1970) 之 20

� ( 一22 � C 與鄧 (1953) 之 20.5 � e 一20.5 �C-23.5 � e 等為高 , 應為 21 �C-23 �C 之間 ,

而 23 �C 等溫線藍近沿岸經常為高漁獲量的位置 , 尤其是在盛漁前期至為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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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參

ABSTRACT
Striped mullet (Mugil cephalus) are staying at brackish water of the

estuaries along the China continental shelf. Each year, they migrate with

China Coastal Current to Taiwan along the west coast to south-west for

spawning. The prosperous period range from December to early January

next year. So far the average catch of striped mullet about 600,000

'individuals a year'. The major influence factor which controled the migration

period is the stretch of China Coastal Current and the North-east Monsoon

wind cause the current down the Taiwan Strait.

The most adaptive water temperature is from 20 � C to 23 � C. The

migration route (fig.9) are (1) at early period, the fish come from

north-west then migrate along the coast; (2)in the middle, they come from

north of Peng-hu to the adjeceat coast of'Pu-t 剖 , An-ping, from here

swimming to south; (3) the third, from south of Peng-hu to Kao-Hsiung

coastal area, then migrate southern along the coast, to tip of south

Taiwan; (4) The major return route is from south of Peng-hu directed to

China mainland coast and move to north.

This result is depended on the analysis of fishing position, and catcg

quantity from December. 1967'to February
‘ 1�71

assum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