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基詮港水丈環境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
曾文陽

Preliminary Studies on H
﹒ vdrograI

Biological Conditions of Keelung Harbour

n

By

Wen-young Tseng
隨著時代的進步 , 經濟的發展社會形態日趨工業化 ,

鄉村的人口陸續向都市集中 , 乃給現代都市帶來
7 許多問題 , 特別是因為人口激增的需要 , 形成都市污亂、擁關等現象 , 影響國際的觀艙 , 尤其影響市民
的健康 , 所謂環境的衛生包括空氣的污染、垃圾及污水三項 , 已成為現代都市之癌 , 這些環境因素的現象
已如經合會劉文揖先生 (1970) 所論述畫北地區日盎嚴重的污水現象 , 水質污書長的問題 , 不但影響人民飲
水的問題 f 自立晚報1970 ) 同時還影響魚類在海水裹的生存問題 f 聯合報 1970) , 並且會導致夫量魚類死
亡的問題 ( 聯合報1970 ) 。目前設府雖已經抉議加強研究日益嚴葷的水質污接問題

, 特別對台北、基陸、
高雄三市列為重點「民眾日報 1970) , 對於污染情形大都重親而限於大部份的人民居的河川或內陸 71< 域者

, 還是有形的可以用肉眼賣得出來的污多是問題 , 但是對於大洋、近海或河港的水質污染問題尚未有較大的
注意。最近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表 (1970) 世界魚產量在連續 2S 年的增產後

,
於上年度 (196 月減產 2 克 ,

還是 25 年來的首次減產 , 約械產 160 萬公噸 , 這種不幸 , 使人們斬想到這可以解袂世界韌餓的魚穎 , 可能
受到海洋污染的成脅。

聯合國糧農組織為 7 解決這項問題 , 曾在羅馬總部 , 請了四百位科學家討論人類對海洋的危害 , 共有
140 篇討論有關海洋污染危害的報告 , 其中以兩位法國科學家 Geroges BeHan 和 Jean-Marie Peres 對

地中海的污染所提出的報告最為引人注目 , 他們誘人頹廢物不但影響了自台拉維以至德里斯德港的沿海抄
灘 , 而且附近海洋本身的清除能力已不能應付大量流入未經處理的人類廢物和工業廢水。最後他們文說地
中海已在步入污染的途徑。還是相當大的一個內悔 , 被污染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T' 而且今後還有增無減

同時純約州立大學的一位化學教授 Dr. Bruce McDaffic , 最近曾在美國備魚罐頭內發現含有71< 銀 ,
恆報告說在備魚與旗魚體內發現有相當量的水銀 , 還是海洋污、染的貫一具體事實 , 攘美國在羅馬會議上提
出的報告 , 工業每年流入海洋的水銀約為主千噸 , 由於魚類能將永銀在體內保持E 吉夫之久 , 所以 71< 銀污

樂、擴散範圍很犬 , 雖然、根攘最近的報導 (China Post,1971) 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委員會 (F.D.A,) ,
發表說目前備魚和旗魚體內 71< 銀的含量尚木致於影響到人類的健康

, 但是肪患 71< 銀危害人體的事實
, � 年能 -、

木得不研究與訪丘。文據最近的報導在麻薩諸塞州曹次偎海洋研究所的Max Bl�mer 博士說
, 海洋主要的

污染是未燃燒的燃料、潤滑油及大量自岸上流入的氫氧化合物「都市禮物 ) , 每年約有一千萬噸的油類注
入海中 , 油物的明顯影響是殺害魚類及海鳥 , 潛在的影響是長期對海洋生憊的破壞。目前對付海洋油物污
點的措施是極感木足的 , 所以科學家們聽取Dr. Blumer 及其他科學家們的報告之後 , 建議實施一項國際海
洋污染調查 , 他們並建議設賢一個全球性的積驗體系 , 這個體系包括一個船隊及一系列的自動記錄擇標 , 已

並利用空中照像 , 及人造衛主義的觀測以指出油穎、 71< 餌及歸污草鞋物的來源 , 並可同時轍驗海水氧的含量及
其可望患其他海洋生物的赤潮 f 中盟 71< 產 1971) 。曰 :本朝日新聞 (1970) 的報導說 , 自本大部份的港灣內
潛水所含水銀量約 10 倍於歐洲港灣內的海水含量農量。這種事實木但直接或市接地影響港內生物的生存

,
同

時也有形或無形地危害附近的居民健康及國際的觀瞻問題甚是嚴重。
還種潛水污樂影響生物生存的現象

, 已有很多的報告 (Needle,1970;Diop,1970) , 並有很詳盡的報、
諱。本文之工作基於本水產試驗所 , 位於基隆槽的附近 , 故刺用本所試驗船空餘之瑕作一年四季四次的港
內水與生物之初步探測 , 以作為有關業者的參考 , 本工作厲於業餘性的 , 在極有限的經費及人力工作之下
完戲之初步報告 , 內容尚木儘理想 , 我們只是作一種嚐試與初步之報導 , 今後將繼續利用餘瑕作此工作 ,

並希望有關諸前輩說評與惠賜實數 , 以便改進本工作是靠工作之完成 , 特別感謝本所鄧 1< 士所長之鼓勵
,

及海憲試驗船船畏及全體船員以及生物系全體 :E� 作λ貴的協助操黨與整理
, 語致謝忱。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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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之漁港時 , 流速自然減慢下來 , 其沖刷之能力也就減少 , 並使其所挾帶之泥沙淤積於此。自接查哨至對
岸之33 號碼頭間為岩石分佈地帶 , 此區因靠近外誨 , 受到海水之沖刷力較大 , 因此底部被沖刷成潔淨之岩
石。在仙洞澳之區域 , 因仍受到海水振盪之餘戚 7;1j( 流急 , 將泥沙推行至內港 , 因此此區域只剩下顆粒稍
大之小石頭。在23 、 24 號碼頭預定地附近為貝殼底 , 其餘未述及之區為抄之分佈地帶。

基隆港水丈環揖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曾丈陽

法方告頭!

"iT!

THE MAP OF KEELUNG HARBOR

LD 臼TlONSSTATION

.,

7. 稚魚揉集 : 使用 130cm 稚魚柄 , 網尾
部係用 GG54 號網布做成

, 於水下2m 左

右處作水平拖曳三分鐘。園主
"

基隆港與採 J各位置閏
S.DO 測定 : 第一航次使用氧量測定器 (Oxygen Meter) 捌定 (YSI Model 54 Oxygen Meter, Y ello�

Spring Instrument Co.Inc.) , 第二航次以後則採用Winkle Mothod 捌定。

9, 比色計 : 使用富商式標準式水色計 (Forel standard water color set) 。

B 實驗室整理 :

(1) 總固體測定 : CTS)
@取50CC 海水樣品於蒸發血內用 ;1j( 蒸乾。 ( 蒸發血重We)

@ 蒸乾後之蒸發血再置103 �C 之烘乾箱內拱乾 ( 1 小時〉

@烘乾後置乾燥箱內泠卸至室溫稱蒸發血重WI

(2)氯度測定 :
@先取 lSCC 之標準海水以熱酸甲為指示劑

, 以硝酸銀講定之 C

@再取 lSCC 之樣水間上述方法滴定之
, 然後兩者自即消耗之硝酸銀之比例求出樣水的氯度。

(3) 揮發固體測定.于研
@將所翻出之TS 置於 600

�C拷箱內烤乾 l-f: 小時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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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春季 : 變化小透明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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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平分佈 :

付透閉度之深度均由外港向內港遞減。
伺河口附近 , 梅、港 , 造船場 , 侈船廠 ( 牛調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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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基隆港內透明度之分佈如圖五

漸次遞減 , 在外港的航道上的透明度為

公尺。

所示 : 邊問度最深處是在外港 , 由西岸

度平均在 5 公尺左右。由此線而向東

1-2 公尺。內港地方大都低於 3 公尺

防渡堤到仙洞防技堤線水最為清徹透明

4.5-4.0 公尺。而漁港方面則又減低到

3.0 去尺靠近魚市場海水之透明度只有

之透明度。由內港口向內港裡漸減 , 由

3 號或東岸 2 號碼頭以下透明度低於 1

萬if'M可墮

TRANSf 鴨院NCV IN α了。証時 . 1969

4丸季基隆落內透明皮之分佈圖五

.

,

‘摳

,

會"1

TRANS! 萌RENCY IN 、JANUA 佇已 197 。

冬季基隆港透明度之分佈如圖六所

示 : 內外港都低於 3 公尺以下。最大遊

建中的潛水碼頭等附近並由淺水碼頭之

公尺以下。

內港口向內港裡遞減 , 以一號碼頭 , 東

明度處依然、在外港33 號碼頭 , 以及薑灣

岸一和二號碼頭等透明度最低 , 在 0.5

造船廠附近 , 都為 3.0 公尺。航道興興

冬季基隆溶透明透水平分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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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 內收ENCY IN t 正PRIL, 1970

春季基隆港透開度之分佈如圖七所

示 .依然以外港之透明度較大
, 但較秋

多兩季時為小。由港口與造船廠附近透

'i 盟

明度之 3 公尺向仙洞肪波堤與淺水碼頭

小由 2 公尺左右向內港裡減小至 1 公尺

左右。

而遞減至 2 公尺左右。內港之透開度較

春季基隆 ?巷透明皮之水平分佈圖七

夏季基隆港透明度之分佈如圖入所

公尺轍
,

減小至 2.5 公尺 , 航道地方亦在
3.5-2.5 公尺。內港與漁潛水域透明度

示 : 外港之透明度較犬 , 由港口之 3.5

大都在 2 公尺左右。

g'"1

TRAI 可SFMENCY IN JULY, 1970

夏季基隆塔透明度水平分佈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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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平均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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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月5I�70��5 - 8.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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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海水之透明度與懸浮表層之有機物如碳水化合物 ( 油污 ) 、動植物浮游生物、陸上洞川排出物、營養

鹽、者機物、風向地形和船隻運動等均有關係。

科季節變化
@冬季基隆港是雨季 , 陸上之有機物 , 污泥由河川揖帶而下使海水透明度降低。
@春季受季節風影響 , 浪湧大 , 使底層有機物質投攜起懸浮7J( 中 , 使透明度也降低。
@夏、秋天氣較好無湧浪 , 透明度較高 , 秋天因車季夫氣比夏天晴朗 i 所以透明度最高。

科垂直與水平分佈
@風由外港吹向內港 , 懸浮表層之有機物向內港集中以一號碼頭附近最明顯 , 所以透明度很低。
@駐波影響 : 一號碼頭因受地形之影響 , 形成駐法 (Standing Wave) 由於它的上下運動 , 不但捲起
底層之有機物 , 同時潮流也很難揖走它。

@觀l港 : 由於入呎門之強烈 7J( 流
, 使漁港海 7J( 形成一渦流 , 同時由於漁船之排出污物 , 透明度低﹒

@仙洞澳有一 i品流透明度低。
@航道由於船隻的托帶 , 風之吹送 , 潮流之揖帶透明度高。
@港口有強速之潮流能將懸浮之有機物等揖走透明度高。

討

一
扯 聽

(A) 季節變化 : 參閱表二與圖九~ 廿三
刊秋冬 PH 值高 , 春和夏PH 值略低。

科春夏內外港 PH 值差平援。

目耿季 PH 值差大。

關春季 PH 值變化小。
(B) 垂直變化 :

付表層PH 值較底層低。

借重直變化最大是運河口區。
(C) 水平分佈變化 ( 衰二與圖九~ 廿三 )

HPH 值由外港向內港遞減。

借外港以仙洞澳和港口之 PH 值高。

目內港運河口處 PH 值低。

海水酸鹼鹿值 (P.H.) :

表二、 PH 值季節變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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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基隆港表面 PH {I直如閏九所示

:PH 最高處在內港的中央線地方為 8.3

並由此與由外港口處漸向外港中央和仙

洞防設堤減小到8.2 左右。內港PH 較外

港與漁港篇小 , 由內港口向內港裡漸減

P1

PH VALUES OF SURFACE

OCTOBER 1969

私竿基隆 3巷表面 ;辛水PH 倍之分 f4;圖九

一
PH VALUES OF 3 M

OCTOBER 1969

砍季基隆港 3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佈如國十所示 :PH 最高處在梅、港之漁

主j"M1

市場附近為 8.3 由此漸向外港中央航線

與內港東 7 號碼頭遞減為 8.1 。向內港

裡叉繼續漸減小。而外港口之西岸控堤

與臺灣造船附近之 PH 為 8.0 。

團十 .私辛基隆港3 位尺水持亡海水PH 位之分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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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基隆港 5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裡漸減小。

出其 PH 值相差甚小。外港中央地方

佈如園十一所示: 吾人可從圖丹上觀察

外港口遞增 , 另外一方則漸向漁港還增

J

牛祠港和東 4 號碼頭遞增 , 最後向內港

。然而內港則由內港口以 8.2 逐漸向東

為 8.2, 朝著蓋灣造船廠漸減 , 後叉向

6 號與 16 號碼頭漸減小 , 但接著叉朝向

執手基隆 i巷 5-A' 尺 y
拉法 ;辛水PH 位之分佈團十一

PH VALUES OF 10M

OCTOBER 1969

秋季基隆港10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佈如闡十二所示 : PH 之差距甚小。由

外港口之西肪控堤與臺灣造船廠之中H

為 8.3 , 漸向外港中央漸減 , 在仙桐防

波堤附近遞減至 8.0' 。而內港口自 8.2 向

;if'M1

裡 i軒嚕 , 在 16 號與東 7 號碼頭航道上增

至 8.3 ; 後叉向內港裡減小 ' 。聽港則由

魚市場處向外港處遞滅 0

園+ 三＼私手基隆港 10 令: 凡水泛 ;辛水PH 位之分佈
司



冬季基隆港表面海水 PH 之分佈如

PH 值最高處是在漁港與

與號碼頭PH{, 甚為 8.0, 由此向內港裡遞

PH 分佈之差距 , 甚為懸碟。

外港中央線上為 8.1 興建中之淺水碼頭

減至 7.S 公尺 O 而牛m港則在 7.9 左右。

第 19 號

r�iJ 十三所示 :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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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VALUES OF SURFACE

JANUARY 1970

冬丰基隆落在 I再 ;辛 7](PH 位之分佈圖+ 三

PH VALUES OF :3 M

JANUARY 1970

冬季基隆港 3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佈如圖十四所示 : 在外港 22 號碼頭與漁

港口之航道線上為 PH 值之最高處地方

會"t

是 8.1 。由此漸向淺水碼頭附近遞減為

8.-0 內港則由內港口向內港裡漸減小。

'

冬季基隆港 3 位尺水來 ;辛水PH 位之分佈圖十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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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基陸港 5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口與臺灣造船廠附近為 8.2 。由此處漸

佈 , 如聞十五所示 : PH 最高處在漁港

向外港南方的淺水碼頭附近遞減 , 內港

之 PH 值大都在8.0 左右。

�M可

PH VALUES OF 5 M

JANUARY 1970

冬季基隆塔 5 -A J:.. 水滾海水PH 位之分佈圍+ 五

:J>'"

PH VALUES OF 10 M

JANUARY 1970

冬季基隆港10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漁潛之 PH 最高 , 大都在8.2 左右。外港

左右。

東南方 , 約在興建中之淺水碼頭附近一

帶 , 以及內港、牛稿港等 PH 值均在 8.1

佈如園十六所示 : PH 分佈得很均句 ,

冬季基隆港 lO-A 反水均已海水PH 值之分佈團+ 六



第 19 號 F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84

春季基隆措表面海水之分佈如闊十

七所示 : 外港之仙洞防技堤附近一帶為

8.0 , 由此向外港 33B 號碼頭與臺灣造

船廠附近 , 淺水碼頭處遞減至 7.7 。漁

港則由漁港 -口處漸向漁會航道上漸增為

8.0 而內港裡大約在 7.9 左右。

革fM

PH VALUES 0;" SURFACE

APRIL 1970

春季基隆港 * 南海水之分佈圖十七

PH VALUES OF 3 M
APRIL 1970

重.!fl'M壘

春季基隆港 3 公尺水深 PH(I 直之分

佈如圍十八所示 : 本圖所分佈之 PH� 直

, 依然仍以外港之仙洞肪技堤附近為最

高是 8..1 以此漸向外港東北方遞減。漁

港口與臺灣造船廠和內港裡附近PH 大

都在 7.8 左右。

�. 手基隆 i巷 3-A' 尺 7]( 來 ;辛水之PH1 益分佈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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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VALUES OF 5 M

APRIL 1970

t r..IFM

圖+ 丸 春季基隆溶 5 令: 尺水深 ;辛水PH 位之分佈

春季基隆港10 公尺水深 PH 之分佈

如圖二十冊示 : 內港和牛調港之 PH 較

外港高 , 前者約在 8.0 左右 , 而後者之

外港其中央航道上均在 7.8- 8.0 。春

季 10 公尺水深 PH 分佈仍然較秋冬兩季

為低。秋冬大都在 8.1 以上。

a
r

PH VALue;S OF 10M
APRIL 1970

春季基隆港 5 公尺水深 PH 值之分

佈如圖十九所示 : 依然以內港之 PH 較

大 , 但較秋冬兩季為小。在內港口和 5

號與東 4 號碼頭航道上 PH 最高是 8�O

。外港中央航線是 7.9 。而外諧與蓋灣

造船廠和興建中之淺水碼頭均在 7.8 左

右。

1 fl'M

'
z

聞工+ 春季基隆港 10� 反水漲 ;辛水PH 位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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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基隆港表面 PH 之分佈 , 如圍

二十一所示 : 夏季時 PH 最高處是分佈

為 7. 夕。由此 , 次遞向外港東方減小至

7.6 。依此航道線叉繼續向漁港遞增為

7.8 。而內港則由內港口向內港裡漸減

在東 10 號碼頭與興建中之淺水碼頭附近

主j""1

PH VALUES OF SURFACE

JULY 1970

夏辛基隆 3巷表兩 ;辛7位PH 位之分佈圖二+ 一

M

夏季基隆港 5 公尺水深 PH 之分佈

如圓二十二昕示 : 漁港與外港PH 均在

在東 4 號碼頭與牛稍港中央航線 PH 大

都在 7.9 左右。

8.0 。瓶港主要是分佈於本所附近與漁

港口之航道鶴。而外港則分佈於 20 號碼

頭延伸外港中央航道線至外港東北方。

夏季基隆溶 5-A" 尺 7}(i. 家海水位之分佈

、、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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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夏季基隆港10 公尺水深 PH 之分佈

與臺灣追船廠附近一帶是 8.1 。但內港

外港與漁港都在 8;0 左右 P 唯在漁港口

如圖二十三所示 : 本圖 PH 分佈較句 ,

則由內港口 8.1 向裡遞減至 7.9 。

\".

PH VALUES OF 10M

JULY 1910

夏季基 F奎、本 10 令: 尺水法 :這正水 PH 位之分佈圖二+ 三

開闊﹒

港內之 PHil 直變化範園是 7.86-8.13, 平均值是 8.00, 這是由於有機物質之分佈均句以及強大之海水

討

緩衝作用研致 , 使PH 值不會因局部之變化影響太大。

村季節性之 PH 變化 : 是由法溫度之影響所致 , 溫度高 ,PH 值低 , 溫度低 ,PH 值高。因溫度高有機物質

易腐敗使產生H2S 等之酸性物質使PH 值降低。所以秋冬 PH 高 , 春夏 PH 值低。

借重直分佈衰層PH� 丘於下層 : 因懸浮有機物在表層之故 , 有機物質之腐敗使在本層之PH 值較低。

目水平分佈 : 是由內港向外遞增。

@受河川之排水影響 , 使在靠近河川之內港之PH 值低。

@風力影響 : 風向由外港吹向內港 , 懸浮有機物質堆內港 , 冬季因東北風甚強堆積在內港之有機物質多

所以冬季內外港之PH 值相差較大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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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l

I

3.0 ι
(

I

2,0-l

I

1.8 一
(

I

1.9 一

:

溶解氧之分佈情形如下 ( 表主與闆廿四~ 四十二 ) :

H 春季 : 分佈均句其變化範圍甚小 3.00-.4.60PPM, 平均 3.8PPM (僅表層 ) 0

口夏季 : 其範圈 2.3-36PPM, 平均 4.3PPM , 含氧量比秋冬為少 , 其水平分佈由內港向外港遞增 , 但
相差不大。

但秋季 : 範圍 1.8- 6.5PPM , 平均 5.4PPM , 是全年變化最大 , 含氧量最高的季節 , 內港和外港含氧
量相差懸碟。

制冬季 : 含氧量較耿季低其水平分佈由內港向外港增加其差值很大。
盼垂直分佈均由表層向低層增加 , 以內港之垂直變化最大 , 上下層之華也大 , 達 3.2PPM 0

1[. 溶解軒 (D.O.)

均守主國範
季

3.8-4.60春

表三、含氧量之季節變化4.3-5.36夏
單位 PPM

5A.6.5秋

5.0- 7.0各

牙丸芋基隆 3巷溶解氣的垂直
分佈

圖二+ 四‘-

A

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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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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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7

冬季基隆港溶解氧之喜丘
分佈

圖二十五 自』章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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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 8
STATION"

12131:5
o



89基隆港水文環揖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骨文陽

。--0-- OCTOB£R
持---x-- 旬 JA 州JARY
D 一。

-0 一掃R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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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8

7

基降落表層海水溶解氧之季
節變化

圖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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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i::

3

基隆落水深 5-A' 尺 ;辛水溶
解氣之手持變化

4s‘T10 9 8
$TATlOI't

圖二+ 八

"12“

4 電
,
司

。一一。一- OCTOBER

�- 一嘲, ‘呵 -- JANUARY
4量。晶 JULY

---"0 �-- 三 0

/ 、r 一、、 /
.o--o--'"""��,�'".,,& \"f..,

/ : '、
, 屬

A'

""

‘0 "X/
"""""""';1a

j

/ 迋寸- -J< 治﹒⋯ A........

/ "
�

a

7

e

54

」
＼

-E

3

OF 5 M

.11.. 一
--'-

'43

ω
ιs

SEASONAL VARIATI ω
'i OF

HI 13 12 " 10
9- 8 "7STATION

2

/ 一→。一＼
/

/
一°-0/- 三 ,"-

、

/ 人
," 一:

一了 )

。-0- OCTOBER
X ﹒ --x- 旬 - JANUARY

4""",4 J U L Y
8

7

4 ‘

A

4 ‘

a ‘

..'

e

..J�
-→﹒、、

ε 4

3

圖二十九三?這年隆落水滾 10 令: 凡 ;辛水溶解
氧之季節變化

2

10 M

34

OF

5

α:- D.O.

e7

VARIATI 側

10 9 8
STATION

SEASONAL

.' 。



第 19 號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夕。

DIS$OLVED OXYGEN (mVl) 研制RFACI

OCTOBER

秋季基隆港表層溶解氧之分析如圖

三十所示 : 其溶解氧之差距甚犬 , 內港

1969

外由 4.5ml/L 向內港裡遞減至 2.0ml

/L 0 而漁港大都在 4.0ml/L 左右。外

港由西北方漸向東南方漸小。

�'"1

私亭基隆落在層 ;辛水溶解氧之分佈圖三+

α55 α﹒VED 叫YGEN (milL) OF 3 M

OCTOBER 1969

款季基隆港水深 3 公尺溶解氧之分

佈如圖三十一昕示 : 漁港溶解氧約在 5

.Omi/L 左右。外港則由外港口向中央

遞減。另一局部之遞減在內港中央向牛

�..1

調港漸減小到 20mIjL 。本閩中溶解氧

才k 辛基隆落水來 3 位尺 ;辛水溶解氧之分佈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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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鉛印自倒背憲制 milL) ex: 5 M

。CTOBER 1969

秋季基陸港水深 5 公尺溶解氧之分

懸珠 , 起先在外港口是 7.0m1/L 漸減

。漁港之分佈約

佈如國三十二昕示: 溶解氧之分佈頗為

在 6.0ml/L 左右。內港則先由 5.0ml

至中央線 4.0m1/L 時 , 叉逐漸向外港

IL 向裡漸減至 4.0m1/L 0

南方遞增至 6.0ml/L

1

一可

圖三+ 二于一私手基隆玄未來 5 缸瓦海水溶解札之分佈
J

-=::-;� 一

耿季基隆港水深 10 公尺溶解氧之分

君出 , 外港則由外港口向中央航道線遞

滅。而內港卸由 6.0m/L 漸向裡遞減至

佈如圖三十三所示 : 吾人可一目 7 然的

4.0m1/L 。

私字基嗤落水 i�10"A 尺海水溶解氧之分佈圍三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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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 IN JULY, 1970OFV 自TICAL DISTRIBUTION
o

3

夏季基隆巷溶解氧之委主分佈

4ss710 9 8
STATION

II12

圍三寸四

DISS α-\'ED OXYGEN (mi/U OF SURFACE

?

1315

冬季基隆港衰層溶解氧之分佈如圈

一樣 , 相差頗為懸殊。吾人能很明顯署

出 , 由外港口次遞向興建中之淺水碼頭

竟減到 2ml/L 。

與仙洞防按堤遞減。然到內港中央線時

三十五所示 : 冬季溶解氧的差距似秋季

昌fMt

1970JANUARY

冬季基隆講求層 ;夸水溶解氧之分佈團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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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基隆港水深 3 公尺溶解氧之分

6.0mI/L

佈如圖三十六所示 : 從國斤上可觀察出

漸漸地向外港中央遞減至 4.0m1/L 左

右。在內港中央最恆減至 2m1/L 0 故

從整體觀之 , 溶解氧相差大。

漁港和外港口之溶解氧均在

ll""可

DISSOlVED OXYGEN (milL) OF. 3 M

1970JANUARY

圈三十六 冬季基隆溶7]( 滾 3-A' 尺溶解氧之分佈

P可

DISSOLV 白 OXYC 芝N(mliU OF 5 M

1970JANUARY
冬季基隆港水深 5 公尺溶解氧之分

佈如聞三十七所示 : 最高處含氧量是在

外港口處為 7.0m1/L , 而後漸向外港

中央延伸至內港中央 , 最低為 3.0m1/

左右。其溶L 。漁浩大都在 6.0m1/L

解氧之差距依然懸躁。

冬季基隆落水濃 5 令: 尺 ;夸水溶解氛之分佈固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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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OLVED a 約'GEN {rr.!/U OF 10 M

冬季基隆港水深 10 公尺溶解氧之分

佈如圖三十入所示 : 其溶解氧之分佈較

ml/L 漸次遞向外港之南方減小 , 約在

淺水碼頭附近減至 4.5ml/L 。內港之

中央由 5.0ml/L 減至最低 4.0m1/L 油、

港大都在 6.0mljL 左右。

為均句。最高處在外港口處為 6.5

;g'M』盟

197'0JANUARY

冬季基隆溶 7位法 lO-h' 尺海水溶解氛之分佈圍三十八

春季基隆港表層溶解氧之分佈如圓

三十九所示: 其溶解氧之分佈 9 蓋可很

明顯的君出來 , 還是以外港的溶解氧為

大。首先是從外港口逐漸朝向中央航道

‘

'

蕾"1

線而轉向漁港遞減至最低 3.0ml/L '

肉港之中央溶解常為 3.5ml/L 左右。

b 辛基隆 3巷表層海水溶解丘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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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基隆港表層溶解氧之分佈如圍

四十所示 : 溶解氧仍然以外港較大 , 尤

其以 33B 號碼頭與 21 號碼頭一帶最高為

5.0mljL 。外港中央緯航道地方與仙

j悶助設提 '
、漁港均在 4,5mljL 左右。

內港中央還減至最低 3.0mlo

1/'"1

夏季基隆溶表層海水溶解氣之分佈圈四十

DtSSO[! 准D 制Y但N( 耐 IL) OF 5 M

...可

JULY

夏季基隆港水深 5 公尺溶解氧之分

布如圖四十一所示 : 溶解氧量最高蓋在

句外港之中央航道線延伸至攏港而遞減

量低為 3.0mljL 左右。

。另其一為從內港口向內港裡漸減小至

山洞防波堤周圍一帶為 5.5mljL , 以

地為中心分別向南方逐漸遞減。其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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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OLVED 依YGEN lm//U OF 10M

JUL Y
.

197 0 J
夏季基隆港水深 10 公尺諒解氧之分

其含氧量頗為懸殊 , 外港較搧港所舍的

佈如圖四十二所示 : 從國丹上可觀察出

外港中央漸減 , 但又繼續向臺嚮造船廠

氧量為大。外港口其量最高 , 後逐漸向

mIlL 。而內港則在4.0-4.5ml/L 範圍

和漁港口處速增。漁港最低量為 2

內。

�、

圈四十二 夏辛基隆 3巷 7民眾 10 父尺 ;辛水溶解氧之分佈

論 :討

村溶氧量臨溫度之增高而降低 ,
所以春夏溶氧量較低。

但秋冬兩季受季節風的影響外港浪湧大增加海水的溶氧量 , 內港浪湧小溶氧量較少 , 因此狀季之內外樺溶

氧量懸殊。

但其垂直分佈是由表層向底層增加 , 因表層是河川排出之懸浮物之故 , 有機物之腐爛消耗掉一些氧。
個)冬季風力較大 ,

港內懸浮之有機質都向內港堆積 , 大量之有機物腐敗消耗了大量氧 , 使內外潛之含氧量

相差懸殊。

個春季溶氧量低可能也是由於溫度逐漸增加 , 有機物質之腐敗加速造成含氧量之減少的原因。

叮生物需要氧 (BOD)

的垂直分佈 : 由表層向低層遞減 , 而表層與其他各層次相差又極為懸殊 , 但在港航道上層與下層則幾相等
1.5PPM 左右 , ( 港三賀科春季 ) : ( 參閱圖四十三一圖四十七〉

仁}內港航道中段BOD 最高 , 其次在外港火號澳與港口之間較高。
(� 四月封表層BOD 之水平變化小七月分表層BOD 水平變化大。



司, 曾文陽 基陸港水丈環境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

8

T V研T1CAL DISTR 風JTIOI 叫 。F B.O.D. IN JULY, 1970

e 。-。一一- 0 M

o c 許 ..- 5M

6'-v""4"""'"
10 M‘

ea-Y

J
、
二
ε

z

2

o
s

圍困+ 四 春季基隆﹒惡本層海水生物需氧
堂之分佈

4 3

圖四十三

s

? B.O.D.

itl
「

BILi--Lala--'||

RdA
句
電
」

W

肉

&',nM

」
＼
一
ε

e

4
15

圖四十五 夏季基隆港海水生物需氧量之委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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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基隆港表層生物需氧量之分佈

如閏四十五所示 : 需氧量最高之處在內

港口 , 一直至內港中央全氧在 4.0 mIl

L 範間內。由此帶分別向兩方遞減 , 內

港裡漸減至最低 2.0ml/L 0 外港地芳

則還減到航道中央之後 , 叉向外港口處

和漁港地方漸增為 3.0mlj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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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基隆港水深 5 公尺生物需氧量

漁會遞增至 4.0ml/L 。外港 , 從外港

i嘗到 2.0ml/L 。內港之需氧量均在 0.5

-1.0mljL 左右。

口 O.5mljL 向其南端之仙洞肪設提遞

之分佈如圖四十六所示 : 漁港之需氧量

較外港內港大。漁港則由漁港口逐漸向

Pt

BIOLOGIC 以YGEN DISSOLV 白 (PPM)
OF '5 M. JULY 1970

夏季基隆 3巷 y
民眾 5-A 尺 ;辛水主物需氧量之分

佈
' 圖四十六

--嵐過-祖品..

IlIOLDGIC OX'tGEN DISSOLVED �仲m
OF 10 M. JULY 1970

夏季基隆港水深 10 公尺生物需氧量

之分佈如圖四十七所示 : 外港和漁港生

物需氧量較高。以漁港、蓋灣造船廠和

A

..

會"包圓圓

圓四十七

延伸至淺水碼頭這一帶是生物需氧量最

高。由此帶分別向tffi" 港和外港中央遞減

示需氧量不高。

1.0ml/L"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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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基隆港底層生物需氧置之分佈

抽圖四十八所示 : 底層生物需氧量以外 ,

港口最高 3.5ml/L , 而後朝著漁港方‘
向遞減至最低需氧量 2.0ml/L , 內港
之 4 號與東 4 號碼頭由 2.5ml/L 向內

港裡漸增。吾人可從圖丹上明顯地看出
。

v. 總園聾量 (Total Solid)

H 水平分佈 ( 港三資料 : 參閱圖四十λ
一圖五十三 ) : 除底層受地形之影響

外 , 其餘各層次均向外港遞增 , 而在
外港星有向港口及漁港兩處集中的現

象。

但在 3 米深之外港 T.S. 以仙洞 , 火號
兩處較多本這兩處分別向造船場及港
口漁港底層遞增現象。

臼垂直分佈均有表層向底層遞增。垂直

變化最大是內港連河口及造船場附近
。變化最小是港口出海口處。

但)底層含量多是內港航道中段。

基隆港水文讀讀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

;;g>"1

BIOLOGIC. OXYG εN DISSOlVED (PPM)

Of. BOTTEM, JUL 于 1910

曾丈陽

夏季基隆溶底層 ;辛水主物需氧量之分佈圓四+ 八

本辛基 F奎、本海水總囡艘萱

量之喜主分佈

圖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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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SOLID OF SURFACE

APRIL 1970

春季基隆表層總固體量之分佈如閩

五十一所示 : 從外港口漸漸向薑簡造船

向梅、港口遞增至2.0mg/L , 之後叉往

悔、港漸減小。內港之東4 號與 13 號碼頭

總固體量:在 1.7mg/L 。

廠周闊遞減至 1.7mg/L, 但接著叉朝

�hC1

UNIT ﹒ mg/L

春季基隆落在品> .辛水總固體量之分佈

TOTAL SOUD OF' 3 M
APRIL 1970

UNIT: mg/ L

!if--

圓五十一

春季基隆港水深 3 公尺總固體量之

分佈如閩五十二所示 : 漁港的總固體量

最高均在 2.0mg/L 。外港次之 , 由蓋

灣造船廠周圍附近逐漸向整個外港攝散

�hC1

圖五十二

遞增 , 至外港口處已漸增到 1.9mgjL

。內港則由內港口漸次遞朝向東 5 號與

4 號碼頭減小為 1.3mgj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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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JOM
可

春季基隆港水深 5 公尺總固體量之

分佈如閩五十三所示 : 外港以臺嚮造船

1.9-2.0mgjL 左右。而內港牛稍港之

遞減 , 另則往淺水碼頭遊滅。

以此分別向兩方漸滅 , 一則朝往外港口

廠固閏附近為最高 , 高達 2.0mgjL ,

總固體最則在 1. 8-�. 9mgjL 。

春季基 F奎、落水來 5-A 尺海水總固體妥之分佈

春季基隆港水深 10 公尺總固體量之

分佈如閏五十四所示 : 總固體量以內浩‘

為主 , 內港之 17 號與東 8 號碼頭此一帶

園五十三

TOTAL SOLID OF 10 M

APRIL 1970

水域之總固體量最高為 2.3mgjL 0 以

H 水平分佈是由內港向外港遞增 , 這是

。

此分別向內港口與內港裡遞減。外港則

由於潮水影響
p 使釀度較大的海水還

自運河口附近變化大係受運河排水影響

制港口出海口處變化小。受外海直接影

以外港口與20 號碼頭為主總固體量是

∞垂直分佈由表層向底層遞增。

論 :

漸外港集中現象。

1.9mgjL 。

響。

昌
i"'"1

圖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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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VOLATILE SOUO OF SURFAI

APRIL 1970

5. 聾發固體量

(Total Volatile Solid)

r可

一、水平分佈 : ( 圖五十五一五十九〉

(→表層 : 在內港都由內品外增 j壁
,

在外港由火號澳、仙洞澳及燒灰

(二; 5 米深 : 在港亦向外推遞增 , 外

港由火澳號、 {lIli 向澳向外港出海

(古垂直分佈 : 均由衷層向低層遞增

比表層和 1且層多@造船場戲層最

, 其中以@仙洞澳附近 3 米深是

口及海、港遞增, 在內港由航道中

段分別向兩處遞減。

角向港口遞減。

E 去F
[RJ 。

春辛基隆其�.t"'- 層 :海水總
J平發固體量之分佈圖五十五

春季基陸港表層總揮發固體量之分

f布如園主十四所示 : 以外港含量較盤。

由臺灣造船廠附近漸朝向漁港口遞增至

O.5mgjL 0 另一群則在 22 號碼頭處漸

港、仙洞肪波堤與淺水碼頭總揮發固體

春季基隆港赤裸 3 公尺總揮發固體

量之分佈如圖五十六所示 : 以外港較鹽

和漁港口附近遞減至最低為 O.2mgjL

.。梅、港以漁港中央水域為最高 O.5mg/

為 0.3mgjL 。內港中央航道則為 0.2

s 外港從33B 號碼頭逐漸朝向東碎波堤

L, 隨後分別向和平橋與漁港口漸減小

。淺水碼頭和仙洞防混堤總揮發固體量

向外港航道中段遞減至 O.3mgjL 。內

量大都在 0.4mgjL 左右。
心于

春季基隆 ?巷水漾 3 令: 凡 :這正水總揮發體量之分
佈

mgjL 。

圓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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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基隆港水深 5 公尺總揮發固體

暈之分佈如圈五十七所示 : 外港以 2� 號ι

碼頭和臺灣造船廠附近還帶水域為最高

TOTAL VOLATILE SOUD OF 5 M

APRIL 1970

0.5mgjL 0 然後分別向外港口和外港

同樣的向港亦以16 、 17 、東 7 、東 8 號

碼頭這帶水域較高為 0.4mgjL , 而後

春季主主陸港水深10 公尺總揮發固體

顯地君出外港的量較鹽
, 而以臺灣造船

中央以及仙洞防技堤與淺水碼頭遞減。

再分別向內港口與內港裡遞減。

量之分佈如圖五十八所示 : 吾人可很明

廠附近之高量。 .8mgJL
, 逐漸向外港

中央航道與外港口遞減至最低 0.7mgJ

L 。內港之總揮發固體量則在 0.3mgj

L 左右。

宵"1

主A ‘ -a 悶﹒

HT.V.S. 之垂直分佈均由表層向底層

討

.TOTAL VOLATILE SOLID OF 10M

APRIL I 97 0 遞增 , 這是由於密度的關係。

口水平分佈是由內港向外港遞增這也由

於密度的影響
, 外港深內港、淺 , 密度

大往深處流動。

� 外港仙洞澳T.V.S. 有向港口必一頓

劉狀的遞增現象 ( 由仙洞澳上層向港 .- .

口造船廠 , 漁港等處底層增加 , .還可

能受仙洞 , 白米賽等山之岩石為雨水

所侵蝕流入海裡 9 又受密度之作用 ,

使它分別向港口及漁港底層增加也

制造船廠 5 米以下TVS 有顯著的增加
,

可能是船峙所排出廢水污染結果。

r1

.

春辛基隆落水滾 10 令: 凡 :海水總揮發周禮堂之
分佈

圖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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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揮發性鹽分佈均由表層向底層遲增。
臼以港內航道底層最高。

但以仙洞澳兩處最低。

關水平分佈 : 由內港向外港遞減 , 外港由漁港口向港口遞減。
討論 :

付揮發性鹽是由 TS- TVS 當TS 一定時TVS 多則揮發性鹽低。

口揮發性鹽是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營養鹽少可能是植物性浮游生物多 , 也可能是所含T.V.S. 多。

臼營養鹽 : 是由內港向外浩遞減 , 因為有機鹽都由河川揖帶下來之故。
制內港航道中段底層之營養鹽高 , 是地形之影響 , 因中段地帶形成一凹地 , 使營養盤不易流址 : 。

( 圖59 至63)

蓋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6. 聾發性鹽 (TS- TVS)
( 參閱圓四十九、六十三〉

104

VERTICAL DlSTRI8Ul1ON OF NU1RI 間T IN AF喃L. 1970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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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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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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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辛基隆 3巷 ;辛 7]< 華暴鹽之垂直分佈

P

TOTAL NUtRIENT (mo/O OF :3 M
APRIL 1970

圖五十九

宵"

春季基隆落水深 3'h' 尺 ;每 71<! 息
9

學展覽之分佈
國六十一春季基隆 i 巷早已居 ;在水總管品鹽之分佈圈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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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基隆落水滾 10 位尺海水總
營車已禮之分佈

3
春季基隆落水 i哀 5-h' 尺 :辛 7]< 總學
是怎鹽之分佈

」

7. 鐘慶 (Salinity)

( 參閱圖十六、十入、廿、廿二、卅四及表四〉

值比分千位單
,rL
】變節

,

季之度鹽四裴

。
←

8-9-o
dh-z-z-o

仇3-3-3-2

一
一
一

圍

-m

一
均-m
一
ω

5
一

3-3-5-3-3-3-J

弘
」

-L

一
恥

41.paAU--VTAr-J..-FJ

胡
哨

-22

←

2-m

←

3-3

一

夏
一
秋
⋯
冬

均平

春

刊
春
季

: 是全年平均鹽度最高季節 , 其水平分佈是由內港向外帶遞增 , 而內港最高是航道中段 , 其次以外
港火號澳。

伺夏季、秋季二季節之鹽度變化均很少 , 平均鹽度均比春季低 , 水平分佈均以內港航道最高 , 分別向外港
遁滅。且分佈很均句。

的冬季 : 是全年鹽分最低的季節 , 是由內港向外港遞增 , 鹽度分佈最低之處是運河口及漁港。
躺垂直分佈 : 都由衷層向底層遞增 , 冬季垂直分佈混亂秋夏均句。

討論 :

付冬季因兩季之關係所以鹽度最低。

科春季聾度高可能受黑潮影響。因春季黑潮支配增強 , 而這股黑潮是由低緯度流上高綽度流趕過南移罔歸
線地區 , 受亞熱帶高壓影響 , 由於海水蒸發很大 , 造成濃鹽度性之黑潮 , 然而夏季罔歸線北移說無這種
情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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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溫 (Tern perature)

範 閻 平 均

春 17.9-18.6 18.2

28.7 表五、溫度之季節變化夏 27.3-29.9
單位。c

秋 23.1-25.3 23,8

16.4-18.67各 17.4

求溫之分佈情形 ( 參閱間十五、十七、十九、廿一及卅二 )

付春 : 內港溫度
,

之變化小約在 18 �C 左右 , 其垂直分佈由於等幾近於水平之 ZJS 行線 , 而且穩定。僅外港少
數地方星不穩定狀況。

目夏 : 水溫最高 , 干均為 28.7 �C 上下層溫度相差大 , 由於等溫線都墨水平狀的排列 n 其水平分佈從內港

向外港遞減

伺試 : 表層水溫漸降低 , 但底層溫度尚高 , 等溫線混亂 , 水往里不種定狀況 , 其水平分佈是由內港向外遞
滅。

開冬 : 等溫線分佈很不姐則 , 係由於表層海水冷卸下沉而造成混亂現象。其平均溫度是全年最低的季節。
討論 :

刊春季 : 因日照量漸增 , 使表隔海水溫度漸增加 ,
同時因表層水溫增加 , 等溫線旱水平狀排例 , 才巴拉星種

定。

科夏季 : 因日 � 量很強 , 因此水溫是全年最高的季節 , 由於等溫線都呈水平排例 , 所以求住極種定。
目耿季 : 因氣溫下降 , 表面海* 散熟的緣故 ,

溫度下

降 , 而低層溫度尚很高 , 所以等溫線星混亂現象 ,
水桂極不穩定。

制冬季 : 因氣溫遲碎 , 表層海水冷卸下降 , 產生強大
之對流。

』伺水平分佈:
(A) 春季水平分佈 , 向外港遞增現象 ,

因內港海

水深受河川之影響 , 外港海水受黑潮影響、
所 7'} 港遞增。

(B) 夏季內港水溫向外港遞減 , 因外港受保溫很
強之外海海水影響 , 而內港則笠,

氣過之影響

很大。

國六十四 私季基隆 3巷表層 :每水溫度和鹽皮
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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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I"C-) a SAL.(Y_- 一 } OF!! M

OCTOSER 1969

τ三玄; ⋯ a 恥恥伽("t.. ---一⋯刊.一.
OCTOBER 1969

貨"

"i?!

生國E

私亭基降落水漾 5-A' 尺 :立法水 ?旦皮
和鹽皮之分佈

十圈
一一一

私辛基隆 i巷水滾 3-A' 凡 :毛主水溫皮
和鹽皮之分佈

F

闡六十五

TEMP.1"e -) a SAL.t 句“ --I OF 10 M

OCTOBER 1969

冬季基隆落在層 :海水溫度和盟皮
之分佈

圖六十八私辛基隆落 7]<.;' 菜 lO-A' 尺 :每水溫度
和鹽皮之分佈

圖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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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EMP.t"C -) 8 SAL. 們, ) OF 5 M

JANUARY 1970

/'"

冬季基隆落水滾 5 位凡 :每水溫度和
鹽皮之分佈

r

圖七十冬季基隆落水泛 3 位尺 :每水溫皮
和鹽皮之分佈

園六十九

本辛基隆塔拉層 j海水溫度和鹽皮
:之分佈

司七十二

'

冬季基隆落水滾 lO-A 凡 .,-
水 i旦皮

和 !謹皮之分佈
圈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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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七十三 春季基隆落
,
水滾 3-A' 尺 :辛7]( 溫度

和鹽皮之分佈

圖七十五 毒手基隆落 7� 滾 lO-A' 尺 :辛 7]<.i 旦度
和鹽皮之分佈

..'

圈 t 十四 冬季基隆落水滾 5-A' 凡 :海水溫度
和 !車皮之分佈

r

圖七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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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EMP. ("C -) a SAL.("_--) OF 10M

JULY 1970

110

宵"

夏季基隆落水漾 10 'A' 尺 ;辛 7](i 溫度
和鹽皮之分佈

圍七十八圖七十 ;:, 夏季基隆塔水詩三 5 位尺海水溫皮
'f 口 !盡皮之分佈

1年亭基隆落水溫和鹽皮之分佈

z

2

--‘古2$
�.N�

'
,
一 - - - -03.0-

3

3

4

4
」
、

5
STATION

7 G

圖八十一

910

私辛基隆 3巷 7}( 溫和鹽皮之分佈

2345
ι

園七十九

夏季基隆港 7]( 溫和聾皮之分佈閏八十一冬季基隆落水溫和聾皮之分佈圈八十



骨文陽

A

B

c

基隆港水文環揖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

A

B

c

D

A

B

c

。

APRIL

圖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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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八十四 轟隆溶海水溫度和鹽皮四季之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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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A

B

c

D

A

B

c

一在

漁港

基隆落回牟水 i孟之變化

港內

帽

'8

園八十五 執手基隆港海水洗迪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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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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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igma-t 立分部

由以上推想闡入十六顯示 at 之 range 在冬季 ( 雨季 ) 深受鹽度的影響而在夏季則受溫度的影響甚大。
並可由此圖推出 at 之季節性之變化園。

; 以溫度、鹽度討論at

申春季 : 海水溫度尚低變化範園小 (17.9-18.6 � C) , 鹽度變化 ( 30 的。一 35 吻。 ) 平均在臨度34% 。

; 。鹽度高 at 值大 , 變化範圍次於冬季 , 但不很大 (2350-2250)

申夏季 : 海水溫度高平均成 7
� C其範圈 (2 伊 C-29. 夕。 C) 變化不大鹽度平均招吼變化範聞

33. 站起。〉變化小。所μ at 也變化小。因溫度、鹽度低所以 at 值小 (2150-1950) 。

開冬季 : 鹽度範圍 20.18-3 坊。變化大 , 平均 28.17%0 溫度 16.4- 18.67 �C 平均 17.4 � C 其 at 變化範園是
全年最大 , at 值 (2200-1500) 平均值小。

以溫鹽曲線 (T. S. Curve) 討論mixing

的春季 : 各站之T.S.Curve 大都由左向右延伸。表層之 at 小於底層 at 所以水往程穩定狀態 , 僅在第 5 站上
下兩層各有一水團表層 at> 底層泣。所以在此可能有雨水圍之混水現象和第十站 5 米深 at> 底層。

仲夏季 : 各站之 T. S. Curve 大都由左向右發展 , 僅在第 6 站 3 米深 at> 底層 at. 和第 2 站表層 at>3 米
, 所以求柱很種定 , 沒有混水發生。

開秋季 : T.S.Curve 漸成歪曲或垂直線狀 , 表上下層之前漸相等 , 或上層 at> 下層泣。而形成混水 , 其中
以第四站及十四站最顯著。

關冬季 : 各站之T.S.Curve 歪曲很大水往里極不種定狀況。

(32.5 一

10. 潮流 (Current)

科漲潮時潮水分別由港口及入叭鬥流入然後經外港、內港航道而入內港及牛鞠港。入呎鬥因為一條狹長的

管道所以流速很急。 ( 參閱圓八十七、入十入〉

制落潮時 , 潮水由內港 , 外港在城子角附近分成兩支一支主流流向港口 , 一支支流流入、梅、港 , λ呎門外海
o

但在仙洞澳、火號澳、大沙筒 , 漁港都有 j品流 , 其中以漁港最為顯著。

冬季基降落 ;每水流連 圓八十八 夏季基隆港 ;辛水流連

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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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況讀物

基隆港港底之說積物( 如圖三 ) 以泥、沙、貝殼、石頭及岩石為主 , 內港因為水流種慢 , 並有運洞揖
帶下來之泥抄 , 所以內港之祝積物都是泥沙 , 漁港因存有一 J的流其鹿層之況積物亦為泥沙 , 外港中部況讀
物以沙為主 i 火號澳附近有貝殼之沉積物 , 仙桐肪彼堤因 i良

i'1"'
之刺激 , 其底層之沉積物為石頭 , 港口因為

水流很急故無泥沙之沉積物 , 以岩石為主。

12. 浮講生物合佈

本工作揖於人力、財力及物力等之限制 ,
初步生物調查工作僅做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探測 , 擬以此海港

式域之第二挂楚,
生產物 , 做為 H寄來從事探測之資料 , 分別介紹於下 :

第一航次垂直各站浮游生物總量之分佈由港口逐漸向外港及內港遞增。然後向牛棚港遞減。和平橋與
33B 號碼頭這平均含有此種生物 10ind/m3 , 在 33 號碼頭和信號台附近速增為30ind/m3o 18 號碼頭附近 ,

沿著東 10 號碼頭至基隆港新船 l.(j 附近有 50ind/m3 。而在15 號和 4 號碼頭亦有 50ind/m3 0 漸漸向牛開港遞

減 , 在 5 號和 13 號碼頭減為 20ind/m3 0

第一航次垂直 Copepoda 的含量 ( 圖八十九 ) 在

漁港之量 , 從和平島岸邊由 4500irid/m3 逐漸向按查

哨、和平橋、漁市場遞減至 3500ind/m 且 , 台船公
司附近為 600ind/m3 , 而後再逐漸向外港擴增至
3000ind/m3 。到了內港的 17 號與東 8 號碼頭處 , 劇
增到的 OOind/m3 , 後來叉漸漸遞減到東 5 號與 8 號
碼頭處有 1500ind,lm3 , 在 2 號與 3 號碼頭中間處和

東 3 號碼頭文劇增至1:6500ind/m3 。

Ve 付ieal Dist 巾 utlon of Copepods (ind/rr?)

'Vertleel 白 sfri 趴Ition cf ChOefognaft1s (ind/rrfJ

會"

P

第一航次毛頓頓的生物量分佈 ( 間九十〉由港口

這漸向外港遞增 , 起先在33B 碼頭後 , 穿過檢查哨附
近遇到和平島岸邊 , 它的生物量只有 1ind/m3 , 到
7 外港的盡頭增至 20ind/m3 , 在 17 號碼頭與基陸港

新船搗附近劇增為50ind/m3
, 後來叉遞減到 9 號碼

頭附近和東 5 號碼頭處為 10ind/m3 , 而後在東 3 號

與 2 號碼頭附近則劇增至 150ind/m3 。﹒

私手挽胖類喜五分佈圖八十九

我手毛穎類垂直分佈團九+

‘
竿
,V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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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航次亞 pJ: 甲投類生物量之分佈 ( 圖九十一 )

, 它在 33B 號碼頭與 30 號碼頭成一為 2ind/m3 組群
, 它的範因是在 20 號碼頭到港口處。然而在接查哨附

近向東10 號碼頭 , 叉出現另一個組群 , 由 2ind/m3

逐漸向基隆港新船 J:鳥典和平島岸邊增至15ind/m3
,

到了信號台典和平橋附近增為30ind/m3 。在 17 號碼

頭與東 8 號碼頭附近甲投類的生物量是 3ind/m3
,

而後漸遞減到 10 號碼頭和東 4 號與東 5 號碼頭中間處

為 lind/m3
, 後來叉漸漸的遞增到 3 號碼頭和東 3

號碼頭增為 6ind/m3 0

F

VertiCalDIstributionof Crustaceo Larv:J;;k池 ,nO

』一...�jlf'" i

才丸手中殼類委主分佈間九十一

私季皮囊類委主分佈圖九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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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 ical Distribution of Copepods (ind 川有

曾文陽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Other Zooplankton (jnd/rrl)

��

私牟其他類動物浮游主物委主分佈 冬季挽酵p類垂直分佈圈九十四圈九十三

第二航次其他動物性浮游生物, 生物量之垂直分
佈( 圖九十五〉。漁港內產量比外港塑宮 , 和平島沿岸
至核查

"
行間 , 生物量含 300indjm3

, 然後漸減 ,
由

和平橋前開始 ,
經過機查 if自前面

,
r�J 西南延申到仙洞

防波蜓 , 才向上轉彎經由第 23 號碼頭
, 而達至西防設

堤 , 這一條分佈線時 , 巴降至 150indjm3
, 循著這

150indjm3 分佈賤 , 向上又漸減至外港中央則低至
50indjm3 0 此外第 33 號碼頭附近亦舍生物量 200ind

jm3o 第23 號碼頭附近則由 20indjm3 向外驟增至 1

OOindj m3

內港口
"

{�Ii 但防波提與汽車管理處之間舍生物量

100indjm3 , 此後漸向外港內增加 , 至牛調港內的
第12 號碼頭與東 3 號碼頭之間 , 生物量已增達 4()O

indjm3 。到第 3 號碼頭與東 2 號碼頭問時 , 又高達
500indjm3 。

第三航次幌胸類動物之生物量之水平分佈 ( 園九

圖九十五冬季其他類動物浮游三 l�h 委主分佈十六 ) , 在漁港成一組群 , 原先在和平島沿岸是 100
indjm3 , 後向和平橋 , 漁市場劇增到 2600indjm3 。穢查哨與基隆港新船塢生物量有 1l00indjm3

, 逐漸
往外港中央和內港東 5 號碼頭附近遞減至 9indjm3 , 然後又繼續增加 , 在東 4 號碼頭附近和 12B 號碼頭

增到的 Oindjm3 , 又漸漸地向內港深處遞減 ,
在 3 號和東 3 號碼頭處減至只有10indjm3 。

在港口端又出現了男一個組群 ,33B 號碼頭有大量的生物2000in.djm3 , 向四間擴散 , 遞減至 300
indjm3 0

第三航次毛頭類動物在港內生物量的水平分佈 ( 圖九十七 ) 。此類生物暈的分佈在港內形成一組群 ,

而且文全都是集中在外港 , 在穿過 25 、 23 號碼頭繞至 32 號碼頭 , 其生物量只有 lind/m3 , 通過 22 號碼

頭與 33B 號碼頭漸增為 2indjm3 , 由此向東方的台船公司擴大而遞增 , 在 19 號碼頭和對面的被查哨 ,
其

。

Vertical 白stribution of other Zo 喇叭 kton (jnd/I 而)

面fW �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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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港、內港和牛稿港 , 它的生物量分佈 ' 少之又少
, 幾近乎於無 D生物量增達 8ind/m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Chaetognaths (jndl'm�)

管H1P

春季毛穎類水平分佈園九十七春季成時類水平分佈

第三航次甲殼類之水平分佈( 國九十 f\.) 。在本

昕附近甲殼的生物量是 1ind/m3
,
到了接查哨就漸

增至 Sind/m3
, 和平橋附近和台船船塢 i便增加到 10

ind/m3 。港口的最北端是 lind/m3 , 逐漸向 33B 碼

‘頭沿著台船繞經基隆港新船搗附近至 5 號碼頭便場增

到 6ind/m3
, 而後又向 18 號與 19 號碼頭遊減為3ind/ I

圍九十六

iff'"已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edusa (indll 何有

圖九十八春手中技類 7]( 干分佈

。在4 號碼頭和東 6 號與東 7 號碼頭中間 , 其生

物暈是 3ind/m 弓 ., 後來在 4 號碼頭與東 5 號碼頭叉

遞減為 1ind/m3 0

第三航次水母類動物的生物量水平分佈 ( 闡九十

九 ) 。漁港內的生物量 , 較盤 , 和平島前、漁會附近
唯物量高達的 Oind/m3

, 此後則向外港遞減 ,
若蜻

hon-

P

春季水母類水平分佈圍九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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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i的時 , 僅為20ind/m3
, 通過槍查的以後 , 外港的生物量較少 , 分佈得也較均句。從台船第一號船j勾起

, 經過基隆港新船搗至安闌橋附近 , 生物量為 50ind/ri13
,
然後漸向西遞減

, 並由台船第三號船 l 自起 , 向
西南斜繞過好樁 , 經沿東岸碼頭而立於 12 號碼頭 , 生物量減為20ind/m3

, 又由 33 號碼頭開始 , 到 16 號碼

頭止 , 又降至 6ind/m3 , 但是到了 12 號碼頭及東 15 號碼頭時叉增加 , 連 70ind/m3
, 在牛棚港內的 12 號酹

頭及東 14 號碼頡時 , 生物量又增達 140ind/m3 0

第三航次皮囊生物量的水平分佈 ( 圖一00)

大略在台船公司之處成一組群 ,
由 8ind/m3 向港口

被查哨和平品沿岸遞減 , 港口中央繞經外港中間至和 � -b' 可
,

I ./'"1/ i

平島岸邊生物量只有 2ind/m3
, 而在信號台典和平 | 為 � ? -

"1 ""tI:.�

邊是 10indjm3 0 繼續向糊深處遞增 , 在漁市 I �;� γι得卅
場典和平橋附近增至 16ind/m3 �

1
)j 考r /.,- ＼ I / / ( �.�.Tu 1/,0 陷

第三航次其他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水平分佈 ( 國一

。一 ) 。主耍為三個組群 , 一為和平島沿岸及基隆港
東部海岸 , 另外一個是內港。品
外港北緣, 西肪技堤附近產額最鹽 , 達 300ind/ I

\J

� '" 們
jj /'�) I/ i'

ff;��!j(l.� 或"'-'hi":::')

圈一 00 春季丈囊類水平分佈
m3 , 然呈自東向西遞減現象 , 至東肪波堤與 33 號碼

頭之間時已僅餘的 ind/m3 0

和平島沿埠 , 水產試驗所附近開始 , 繞過橡查哨

經22 、 23 號碼頭、及仙洞防混堤 , 到東 10 號碼頭這一

帶生物量有 40ind/m3
, 此後 , 愈靠東部沿岸 , 產量

愈豐。到基隆港新船峙時 , 產量高達 300ind/m3o

內港產量 , 第 14 號碼頭與東 5 號碼頭間
, 生物量

80ind/ms °第 12 號碼頭與東 &號碼頭間增至 100.

ind/m3 , 然至第 4 號碼頭與東 3 號碼頭問時
, 叉減

圖一O 一春牟其他類動物浮游三 f:.4h 水平分佈至 10indjm3 0

第三航次浮游生物各站總量之垂直分佈 P 在港內形成二大組昨一個組前是在漁港 , 由被查哨和和卒島

岸邊 lind/m3 之生物量向和平橋
, 漁會遞增為 9ind/m3 0 另一組群以 22 號碼頭為中心 , 逐漸向外港中央

遞減。組 RF 的中央是20ind/m3 , 到了 19 號碼頭與2 是號碼頭便遞減至 5ind/m 且 , 在 14 號碼頭和 33B 碼頭便

成 3ind/ms
, 而 12 號碼頭 , 港口中央這慷線 , 其生物量只有 lind/m 0

第三航次能肺類動物之生物量的垂直分佈 ( 圖 -0 二) 。其量的分佈在港內較壁 , 由漁港向外港的中
央遞減 , 後又向外港的西方遞增。梅、會與和平島岸邊有生物量 400ind/m3

, 在和平島岸邊繞經核查哨伸
a芯行船公司遞減為 150 ind/ms , 而在東防坡堤附近向南斜 , 穿過外港中央直到東 10 號碼頭

, 生物量避
,.,
至 l30ind/m, 後來叉開始逐漸增加 , 在內訪坡堤繞過 33B 號碼頭穿入 23 號碼頭直入燈樁 , 其量劇增

竺 350ind/ms 。內港與牛調港的分佈亦鹽 , 內港的中央 ' 的由燈樁通入內港中央伸至 4 號碼頭 , 它的生
勒量達 300ind/m3 .由此各繼續向牛棚港與內港遞減。牛棚港的 7 號與 12B 號碼頭降至 '200ind/m3

, 而

t H叫

』置1單單"".jf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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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港的東 3 號與 2 號碼頭亦遞減為 160ind/m3 0

第三航次毛頓頓動物之生物量之垂直分佈 ( 圍 -
O 三 ) , 在漁港和外港各成一組群 , 漁港內的被查哨
與和平島岸邊生物量只有 lind/m3 , 逐漸向內遞增

, 到了組會典和平島岸邊增達 20ind/m3 。而外港則

由33B 號碼頭與檢查哨 lind/m3 , 向西方遞增 , 穿過
20 號碼頭繞經 23 號碼頭附近 , 叉穿入 24 號碼頭 , 其生
物暈遞增至 20ind/m3

, 而在通過21 和 22 號碼頭卻增

達至40ind/m3 。內港的東 10 號與對面的 18 號碼頭生

物量有 Sind/m
3 , 在 17 號與東 8 號碼頭漸增為10

i nd/m3 , 由此而後又向牛稿港與內港遞減 , 牛桐港

的12 號碼頭與內港的東 4 號碼頭附近生物量減至 3

ind/m3 , 而在內港的東 3 與東 4 號碼頭中間和對面

的 3 號碼頭只有 lind/m3 0

蓋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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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ol α stri 以Jtion of α)oetogno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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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一 0 二春季挽時類垂直分佈 |

第三航次其他甲投類生物量的垂直分佈 ( 圖 -0 -I
四 ) 。在外港南方水域 , 最襄膺的一現三角形生物量 |

是 4ind/m3
, 中間一層是 7ind/r 肘 , 最外面的這一

層漸增至10ind/m3o 由此層向漁港遞增 , 在漁會與和

卒島岸邊生物量為 ISind/m3
, 而在漁市場與對面的

和平島岸邊增達2Sind/m3 0 依三角形的最外層繼續

向20 號與 33 號碼頭漸增
, 其生物量是 ISind/m3 , 而

穿過21 號碼頭延伸至 33 號碼頭附近
, 其量高達 30ind/

m3 。港口的最北端由 Sind/m3 漸增至 10ind/m3 。內

港的 18 號與東 9 號碼頭附近有生物量 lSind/m3 , 而
17 號與東 8 號碼頭稍增至 17ind/m3 , 往襄漸漸遞減

, 在 14 號與東 5 號碼頭減至 8ind/m3
, 而後叉向牛

稿港的 8 號碼頭與內港的東 3 號碼頭增達 ISind/m3

圖 -0 三春季毛穎類垂直分佈

第三航次水母類等 (Medusae) 在基隆港內生物量之垂直分佈 -( 園一0 五〉。其主要分佈地帶 , 為

從 19 號碼頭開始 , 向東伸延 , 經過橡查哨與信號台 , 及漁市場 , 而至和平橋前。首先我們若19 號碼頭附近

? 其生物暈舍的 ind/m3
, 然而愈向外伸延 , 其產量則漸滅 , 在核查哨及信號台前 , 則低至 6ind/m3 。然

後再漸增至是 Oind/m3
, 經過轍查哨後 , 又稍減 , 至漁市場及和平島沿岸始迴升至7Sind/m3 0

此外尚有一小組群由第十三號碼頭開始有 Sind/m3 , 向牛桐港內漸增至 12 號碼頭 , 生物量達
15ind/m3 。顯然地這是種屬於外洋性的動物性浮游生物

第三航次皮囊類動物生物量的垂直分佈 ( 園一0 六) 。量甚是稀少 , 但大略形成二個組群。一組群是

在港口端 , 圍繞33B 號與 23 、 24 號碼頭它的生物量由 3ind/m3 增至10ind/m 置 , 是穿過22 號碼頭。另τ飼 t

群則由外港中央向漁港遞增 , 從 19 號碼頭與台船公司其生物量是 Sind/m3 。由此向漁港漸增
, 在 f丸‘十

典和平島邊劇增達 40ind/m3 0 顯然地這是種屬於外祥性的動物性浮游生物、 ,:J:

第三航次垂直其他動物性浮游生物在漁港出現一組群 ( 間一0 七 ) , 起先在接壺哨附近典和平島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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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物暈 100indjm3 � 而後叉擴展至台船船塢典和平島沿岸遞增至 200ind/m3 , 但在和平橋附近與漁會
, 生物量則增至 300ind/m3 。在外港叉有另一組群出現 , 由台船船為設經基隆港新船鳴轉向外港中央延
伸.至港口北端生物量有150indjm3 � 漸漸地向外港西方海城遞增 , 在 19 號碼頭穿過22 、 24 和 33B 號碼頭

盔物量增至 300indjm3o 肉港東 10 號和 18 號碼頭附近是 150indjm3 , 漸漸叉滅在 17 號和東 8號碼頭附近

為70ind/m3 , 後來文逐漸還增在12B 號和東 2號增至 150ind/m3 , 繼續向牛調港之12 號和 7 號臨頭遞增「

到 160indjm3 0

基隆港水文環揖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骨文腸

.
Vertical 白甜 i恥 tion of Medusa (ind/ni')

園一 0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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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水母類委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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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皮囊類委主分佈 v



第J9 號

Horizontal Distri 以Jtion Of Copepods', Cind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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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航次較腳類動物生物量之水平分佈 ( 圖 -0
入 ) , 整個基陸港君來 , 其生物量的卦佈大部很均句

, 漁港中 , 沿著和平島港岸經沿雄主咐 , 至整個台灣
造船公司船塢附近 , 皆舍生物量只是其量 ,

為由

SOind/m3 起漸向外港遞減 , 到東肪波堤附近則僅
ISind/m3 , 循至外港 , 由東防波堤前 , 經由 23 號碼

頭及仙洞防披堤以迄基隆港新船峙止 , 其生物量叉升
至31ind/m3 ,

至由內防設提起輕車防披堤達第 25 號

碼頭時 , 產量高達 1l0ind/m3 "
內港分佈情形 , 變化不犬。自第 18 號碼頭至東 9

號碼頭之間產量為 SOind/m3 ,
以後向港內漸增至 14

號碼頭與東 5 號碼頭間 , 曾達的 ind/m3 , 之後再漸
減 , 於第 4 號碼頭與東 4 號碼頭間 , 減為 40ind/m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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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航次甲殼生物量之水平分佈 ( 國一 -0)

由和平島岸邊繞經漁會 , 信號台 , 轉向外港中央後 ,

繞入內港東 8 號東 7 號碼頭伸展至東 2 號碼頭附近 ,

還是一條 lind/m3 線 , 由此線向上 , 港口處遞增 ,

圖一O 九夏季毛穎類水平分佈至橡3 年.哨 �台船岸邊繞經港口 , 穿過 23 和 24 號碼頭沿

仲至東 2 號碼頭 , 這條駝的量有 2ind/ 剖 , 叉繼續向是號碼頭和 18 號碼頭附近遞增是缺 indl 凶 ,

而在18 號和 5 號碼頭叉遞增至 15ind/m3 0

第四航次Medusa 的生物量水平分佈 ( 圖一一一 ) , 港內生物量分佈稀少。只有三條生物量線 , 一是 1

ind/m3 , 一是 2ind/m3 , 一是 5ind/m3 , 稍星平行 , 分佈的情形是由和平島橋前始通過接查哨 ,
經由

外港 , 再由 23 號碼頭附近 , 向南降至東 10 號碼頭 , 是受外洋水的影響所致。
第四航次Other Zooplankton 生物量之水平分佈 ( 園一一二 ) 。它在港內只形成一個技浪起伏狀的

組群 , 構成一幅美麗的圖案 , 生物量由外港的中央向北的港口處遞增。在東 4 號碼頭繞經基陸港新船搗

附近 , 穿入外港的中間轉個圓圈 , 折經信號台 , 延伸入漁港的漁會 , 至和平島岸邊 , 這條線的生物量是 2

ind/m3 。從和平島岸邊繞經驗查哨 , 沿著台船公司附近 , 延伸至 IS 號碼頭
, 其生物量漸增到 30ind/m3 ,

最後在 19 號碼頭繞經33B 號碼頭 ,
仲展至台船公司

, 則高達 5Oind/m3 。

夏季挽時類水平分佈

在第四航次毛頭類動物生物量之水平分佈 ( 圖-
O 九 ) 。大略由和平橋附近 , 沿經外港中央斜至東
10 號碼頭 , 其生物量只有 lind/m3

, 由此鯨向港﹒口
處逐漸遞增 , 和平島沿岸穿過橡查哨投經 33B 號碼頭

附近 , 文穿過21 號碼頭至東 8 號碼頭生物量遞增至 5

ind/m3 , 而在 17 和 18 號碼頭中間與東 7 號碼頭有

6ind/m3 , 叉開始向內港遞減 , 在 16 號與東 6 號碼

頭是 5ing/m3 ,15 號與東 5 號碼頭遞減至 3ind/m3

。

園一 0 八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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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edusa (ind/n 有

F

Horiz 酬。 I Distribution of Crustacea Lar (ln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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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水母頻水平分佈

第四航次垂直模開生物量之分佈( 圖一一三) 。漁港的生物量特別豐富 , 原先在橡查哨附近和信號台

具有 300ind/m3 , 逐漸地向和平橋劇增 , 在和平島沿岸與漁市場有2600ind/m3 。外港有一組群 , 在 19 和

2D 號碼頭生物量有1200ind/m3 , 逐漸向外港東北方海域遞減正在 33B 號碼頭繞經港口 , 沿著台船公司至信
號台附近生物量還減至 150ind/m3 。另一組群叉出現在內港 , 在東 10 號碼頭附近有 900ind/m3 , 漸漸地

在東 7號和 18 號碼頭繞到基隆港新船塢生物量遞減至 600ind/m3 , 朝著內港叉繼續增加 , 在 12 號和東',3

號碼頭劇增到 1800ind/m3 。

圓夏季甲拉類委主分佈園一一0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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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航次毛頓頓動物生物量的垂直分佈 f圖一←

四 ) 0 很顯然的我們可以大概的君出是形成二大組蛇

。漁港和外港是一組群 , 首先由內防波堤仲至台船
公司的船峙 , 其生物量只有 4ind/m3 , 逐漸地向外
港中央遞增 , 穿過 27 、 21 號碼頭 , 通入外港中央繞經
信號台 , 誦會 , 漁市場一直到和平橋 , 它的生物暈
漸增至 25ind/m3

, 後來穿入20 號碼頭延伸至信號台

和基隆港新船峙的中間 , 其量降至 10ind/m3 。而另

一組群則分佈在內港與牛棚港 , 延著 10ind/m3 , 這
條線繼續遞減由基隆港新船搗斜上商後又傾向內港的

中央 , 伸展至 12 號碼頭遞減至 2ind/m3 。又向南方

水域遞增 , 在穿過基隆港新船竭後叉仲至 4 號碼頭 ?

其量劇增達 65ind/m3, 而後又向南方遞減 , 經過基
隆港新船峙 , 說經束 8 號碼頭延伸至 1號碼頭 ,

其生

物量降至 23ind/m3 0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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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Crustacea Lar (jndlh1�
第四航次其他甲殼額動物生物量的垂直分佈 ( 圖

一一五 ) 。大體上可區分為二大組群 , 漁港這一群則
由接查哨與信號台附近的 20ind/m3 , 向漁市場典和
平島岸邊 , 增至 40ind/m3 。外港的分佈較聾 ,

由東

逐漸向西遞增 , 首先在信號台與基隆港新船塢的生物
量是10ind/m3 , 在基陸新船搗 , 斜向周轉向外港中
央繞經33B 號碼頭 , 延伸至台船公司岸邊 , 其生物量
增為30ind/m3 032 號碼頭繞經 23 號碼頭又穿入燈樁

, 其量遞增至是Oind/m3 , 而後叉繼續穿過 25 、 22 和

20 號碼頭 , 其生物量高達 100ind/m3 。內港的第 17

號和東 8 號碼頭只有 35ind/m3 ,
由此向內港遞增 ,

在 3 號與東 3 號碼頭處 , 其量增達 80ind/m3 。牛棚

港內毫無分佈。

第四航次水母類動物的生物量垂直分佈 ( 圖一一

六 ) 。在外港的分佈 , 顯得很紊亂 , 不規則 , 忽增怨、
降r� 在港口的進口處與台船公司岸邊生物量有 5
ipd/m3 , 向內稍增 , 在33B 號碼頭附近與台船船塢 ,

韻, 增達 10ind/m3 , 由此叉向內稍滅 , 而在33 號碼頭與鞍查 i的減至 5ind/ 甜。穿入 26 、 22 號碼頭通過外港中

央延伸至和平島沿岸 , 其生物量稍為文遞減 , 減至 2ind/m3 。而後叉開始向內港漸增到了 18 號碼頭附近

與基陸港新船塢附近增達 15ind/ni3 , 然而在 17 號碼頭附近和東 9 號碼頭生物量又降至 lind/m3 , 後來叉
向內港 , 繼續增量 , 到了牛調港的 12B 號碼頭和內港的東 4 號碼頭附近生物量高達 70ind/m� " 但遲到此

�

顛拳之後 ,
又走下坡了 , 在 3 號和東 3 號碼頭遞減至 10ind/m 。

第四航次皮囊類動物之生物量的垂直分佈( 闡一一七〉。漁港的生物量特盤。由漁市場至和平島岸邊生

物量有60ind/m3 , 逐漸擴展到和平島岸邊中央 , 穿入漁港中間 , 往經信號台 , 基隆港新船塢附近延伸到
17 號碼頭 , 生物量高達 80ind/m3 , 後來叉向外港的 18 號碼頭延伸到搶查悄附近 , 其量遞減至 15ind/rn3 ,

夏季毛葫類委主分佈圖一一回

r1

夏季中位教委主分佈圈一一五



叉漸向西稍為漸增 , 穿過燈樁 , 轉向 19 號碼頭便增加

到 30ind/m3 。港口的北端由 33B 號碼頭到東防技堤生
物量是 Sind/m3 , 向內擴張 , 便是由 33 號碼頭繞經

台船公司伸至東防波提 , 其生物量為 7ind/m3 0

內港的生物量分佈得不太均句 , 但其量亦不少。
內港的第 17 號與東 9 號碼頭高違 90indj'm3

, 但當到
達了顛裝的狀況下便會走下坡 , 在 14 號碼頭與 6 號碼
頭就降至 10ind/m3 。後來又逐漸的增量在 13 號與東

3 號碼頭生物量有 20ind/m3 , 而牛調港內的第 6 號

與 12 號碼頭遞增為SOind/m30

第四航次其他動物性浮游生物在港內生物量之垂

直分佈 ( 園一一八 ) 。有一組群出現在外港之北端 ,

其生物量之分佈 , 在台船公司附近有 Sind/m3
, 稍

向外港中央漸增 , 到了台船船塢附近和23 號碼頭生物

量增至 ISind/m3 文繼續擴增 , 在橡查哨和穿過22 、

23 號碼頭 , 沿經33B 號碼頭 , 生物量高達至 30ind/
圖一一六夏季水母離喜直分佈 m3 , 而後文在20 號碼頭 , 通過外港中央 , 繞過接查

哨至和平島岸邊 , 生物量又遞減至10ind/m3 , 在19 號碼頭和基隆港新船峙附近 , 穿入漁港到和平島岸邊
遞減至 Sind/m3 的記錄。後來文向海港內遞增 , 在信號台與對面的和平島沿岸漸增到2Sind/m3 , 至漁會
典和平島沿岸時 , 生物量高達SOind/m3 。

內港的第 18 號碼頭和東10 號碼頭生物量只有 Sind/m3 稍為漸增 , 在 14 號與對面的的東 5 號碼頭漸增

到 Find/m3 , 叉開始向牛稿港與內港漸減 , 在12B 號和東 3 號碼頭附近減至10ind/m3 。

123基隆港永文環撞因素與生物之初步調查研究曾丈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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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g and Water Pollution (Apr.4.)

Half As Much Mercury Used Disappear Into Enrironment (Dec. 30)

PowerPlants, Sewage Kill off Native Fish Populations. (Dec. 30)

Japanese Habor Jen Jimes more Mercury than Europans. (Jan. 10)

Most Tuna Has Not Enough (Ja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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