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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 percentage of weight of larval fish and anchovy in the stomach con -
tents of mackerel and jack is34.4%and 57.3%respect ively.The monthly variation

of mean percentage of weight i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monthly variat ion

of larval fish and anchov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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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重建為本省重要沿澤漁業之一,
過去 ( 民國 66 年以前 ) 是焚寄網、定置網、地曳網、搖錯網

及流袋鋼等漁業之主要漁獲物 , 其年產量動連 2,OOO 企蝠 , 饒遺 12,OO0 公蝠 , 總價值約新台幣 4 儷

元 ( 輸業年報 1976 年 ), 為沿擇漁民重要收益之一。自民國 66 年因新式動仔魚雙拖網漁具漁法

之引進使勘仔魚產量劇槽 ,
由於齣仔魚中有 959 皆為鶴之稚魚 , 因此齣仔魚產量之增加必然導致饒之

減少。勤、饒是以動植幼性浮游生物為餌料 , 能將人類無法直接利用之動植樹性浮游生物轉化為人類
可利用之魚類蛋白 , 不但可為人頡直接利用 , 同時亦為鋪、館、懼、自帶等祖游性經濟魚喝之餌料生
物 , 因此它是屬第二輯或第三訟生產者 , 在食街鏈 (food chain ) 中估很重要之地位。由於齣仔鴻

業漁具漁告改進 ,
齣仔魚漁獲量增加

,
饒產量減少

, 加上最近續、鱷魚類虛量劇降 , 因此引起許多以
續、館為觀聾對象之漁民和以齣為觀獲對象之漁民間糾粉不息 , 尤其以宜蘭酥澳地區捕續、 l鱷業者和

頭坡地區捕齣業者問更為激烈 , 本報告旨在聽討台萬東北潛岸綺、路與勵、饒乏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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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緒、鋒標本乃民國 70 年 10 月至 71 年6 月間接月至蘇澳、頭棋、澳底揖集者 ,

標本揖集接先瀏定體長、體量 , 然後解剖取胃並以福馬林被固定 , 再進行定量、定性分析。
H 定量分析 : 接用胃內容物重量指數法以表示胃內容物置之大小。

胃總重一胃壁畫胃內容物軍
攝食指數= � 100= � IOO

體重體重

。定性分斬: 揉用各種餌料生物的重量百分率法。

某特定館科生物之重量一

胃內容物重
-v

結果與討論

"
弋鐵、韓典齣、饒之關係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鞠繞在鋪之胃內容物中之重量百分率平均為 34.4 鬼 ,
各月份之暈暈百分率以

6 月及 11 月最高約的 % 左右 , 以 1 月及 2 月最低約 103 屆左右 ( 圖 1) 。動饒在鐘之筒內容物中之

重量百分率平均為57.3%, 亦以 6 月及 11 月最高約 803 屆左右
,6
以 1 月及 2 月最低約 32.59 屆 ( 圖 2)

。而動饒產量之最高崔亦出現在 6 月及 11 月 ( 陳 1980), 因此動輯出現於僑輯之胃內含物與其漁期配

合
, 也就是在動儷之盛產期饋鱷魚類之胃內合物中動饒出現之比例增高。由此更可證研勘饒為輯、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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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結胃內含物中齣饒重量百分率月到變化

Fig .1 Monthly variation of percentage of weight of larval f i sh

and anchovy in the stomach contents of macker 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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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鱷胃內合物中動饒重量百分率之月到變化

Monthly variation of percentage of weight of larval fish

and anchovy in the stomach contsnts of j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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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餌料之一。接張、李 (1969 、 1970), 張、巫、林 (1972), 但原武 (1957) 鋪、館為雜食性魚

額 , 其餌料生物包括魚類、磷蝦、糖蝦等浮游性甲殼頸、頭足頸、翼足頸、皮囊頓、構開額等 , 因此
齣饒雖為其重要之餌料生物但非其必要之餌料生物

, 因此動饒產量之多寡是否EE 書館、韓則有探討之

必要。由勛、饒、輯之單位漁握努力漁獲量之年斷嘲係 ( 圖 3) 發現館之單位報獲努力漁獲量 (CPIIE

) 增加時輯之單位漁獲努力漁獲量有減少之現祟 , 反之鱗之單位漁獲努力觀獲量增加時績之單位漁獲努力
漁獲量有減少之現象 , 此種負相謂現象尤以 1973~1976 年更為明顯 ,1974 年鐘之單位觀獲努力漏

獲量驟然下降而該年饒之單位漁獲努力捕獲量由原有之0.7 噸 / 船晦增加至 1.4 噸 / 船暉
, 但 1977 年

此種現象即消失 , 因 1977 年以後齣仔魚學拖網大量揮捕動仔魚
,
導致鏡之產量減少

, 所以此種負相
關現象就沒有如此明顯。當然鱗興饒均為表層性魚類

,
受海況因素影響很大 , 但饋以饒為餌 , 自然兩

者處同一海、況因素, 因此在比較兩者之單位漁獲努力轍獲量之下就不予考慮。以上此等現象乃說明了
蜻為鶴之重要掠食者 , 其大量出現必然使饒減少。
有齣與競產量之相互關係

陳 (1980) 統計結果發現本省勵仔魚漁獲物中有 95 均為饒之仔魚
, 由此可見動與鏡兩者之關係極

為密切 , 此為觀仔魚之關係。為暸解兩者單位漁獲努力漁聾量之攔係 ' 茲將 1961~1976 年間兩者之單

位漁獲努力漁獲量做一比較 ,
發現兩者單位漁種努力漁獲量之關係為Y=0.2557+6.0687zJ=0.84 彷

〈圖4),r 值甚高乃攝示賜與繞之單位漁獲努力漁聾壘關係十分密切
, 也就是勵之資頓量多寡與競之

盡量有密切關係。團 5 為 1964~1980 年開動仔魚之單位漁獲努力漁適量與漁獲努力之關係圈
, 由此可

看出 1964~1980 年間將近有 10 年翰仔魚之年產量在 1,500~2,oo0 公醋 , 其單位漁獲努力漁撞量在
0.18~0.4 頤 / 船蝠 ,1977 年以後因勘仔魚漁具漁法改變 , 勘仔魚年產量一度增加至 2,500~3,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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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備與饒單位攤獲努力漁獲量之年變化

Azmual variation o f CPUE of mackerel and anchovy-

醋 , 但 1979 年以後叉下降至 1,5oo~2,OO0 公噸且單位漁獲努力漁獲量亦明顯下降至 0.18 噸 / 船噸以
下 ,

由此顯示此時已發生過捕現象 , 因此 1,500~2,000 公關為勵企事產量之最高逞
, 起過此高率直撥

生過誦 , 因此本省可開發之齣仔魚實源量估計為 1,500~2, ∞0 公噸 / 年。圖 6 表示本省 1964~1980

年間饒之單位漁獲努力轍聾量與漁獲努力之關係 ' 由此圈可看出 1964~1980 年間有司 3 年饒之年產量在

10,OOO~15,000 公噸 ,
其單位漁獲努力觀獲量在 1 噸 / 船噸以上 , 但 197.7 年以後饒之年產量顯著下降

至 5,OOO 企噸以下 ,
單位報獲努力漁獲量亦降至 0.5 臨 / 船噸以下 ,

顯示自 1977 年以後齣仔魚之產量已

影響競之產量
, 由以上可推翻齣仔魚不影醬饒之年產量是介於 1,500~2,OO0 公噸。因前述勛、饒

之單位觀獲努力漁獲量關係十分密切,
因此近年來勵之過的撈捕使饒大量減產

, 以致動饒資額量下降 , 今
欲較復齣饒資源量則應激少齣之瘋獲聾 ,

使維持齣 1,5OO~2,OO0 公噸之年產量與饒 10,ooo~15,
OOO 之年產量之 1:8 之一定比例。

摘 要

l 僑、搶魚額胃內合物中齣饒之重量百分率平均為 34.4% 及 57.39 告 , 其重量百分率之月變化與動
饒產量之月變化成正比。

Z 自備與饒之單位漁獲努力漁獲量之年變化關係觀之 , 備之單位漁獲努力漁獲量做與饒之單位漁獲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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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饒單位報聲努力漁獲量與漁獲努力之年變化胡係
Re lat ionship of armuaI Var iat i ∞ betw een CPI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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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搶獲壘成反比 ,
也就是績之單位漁獲努力漁麓量增加時饒之單位觀獲努力說聲量減少 , 館之單位

報獲努力撤獲量減少時饒之單位漁獲努力觀獲量增加。

1 齣仔魚雙拖糟未發展以前 , 勵與鏡之觀獲畫有約 1:8 之一定比例。因此欲恢復動聽之資頓量應平

衡其生產量 ,
適當滅少齣之產量使維持其 1,500~2,OO0 公噸之年產量與饒 10,OOO~15,000 公噸

之年產量之 1:8 之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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