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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魚漁況之研究

黃朝盛﹒蘇偉成

Study on the fi8hi�g condition of grey

mullet in Taiwan

Chao-Shen Huang and Wei -Cheng Su

This is a report dealing with the surVey of fishing grounds and catch of grey mullet of Taiwan
帥
、uwo--OCE--obauAUρ

LV

?
“-IVAPUWm-nunaaur--eaeauespuv

,
且awl-T月loony龜

,
、
dlvd

v
且qaun到

MYJO&E../OnxUOJA

呵,
必

弓
,hva戶MLUne",ONPEn--vau

'
。

'The fishing season and the catch of grey mullets are related to climatic and sea conditions.

2. Purse seine is the most effective gear for grey mullet which catches 80.6% of total landing

(679,654). The catch per unit e�fort 0'[ purse seine is 125.2 日shNay.boat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fishing gears and the total CPUE is 125.2 fish/day.boat.

3. During November through December; grey mullets migrate southern along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for spawning. Main fishing grounds are from the coast of Wangung toChiading

in this year.

4. The fishing period is from November 22, 1986 to January 15, 1987 with the peak between

5.

December 22 and 31. 1986.

Catches of grey mullet is found to increase with the decling of temperature of Kaohsiung

shown in the following regression

r*= -0.761

eqt!ation; basing ort the data from 1978 to 1986.

Y = 17920000 - 435138X

商會 雷

鱷魚俗稱鳥魚
, 它遍佈於太平洋、澳洲、紅海、地中海及大西洋等世界各地。然而洞游台灣西海

岸之腦魚 , 僅在產卵個游時出現 , 旦大島仰器為本省鳥魚之漁獲僅限於新竹以南 , 顯示鳥魚可能保來
自大陸沿岸而幢大陸沿岸流南下而至台灣西南海域。它是一種信魚

, 於每年多至前後之 30 天內
, 個游

* 省西北部及西南部聞之海壤 , 因此若能掌握漁期、報場、魚群的質、魚酵的量 , 將可使漁民收益增
加。然而鱷魚漁況與海況、天候狀況及資源量有密切關係

( 到 (3)( 州 (8)
。數十年來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幸

力於鳥魚漁海況調查 , 嘗試找出報況之變動告則 , 期能預禪l轍場動態。鄧等
(7)
、劉

(8)
、蘇等問及郭

UOJ

會作較詳盡梅況調查及魚市場漁況調查結果
, 分析發現鳥魚適水溫 20.5 --23.0'C' 溫度 34.00--34.80

%' 且發現當等溫線與台灣西海岸平行時有較佳漁獲。本研究仍根攝試驗船海況調盔、魚市場漁混調

查、標本船海漁況調查及中央氣象局提供之天氣資料
, 問時配合宿星遙瀾的海況資料 , 進行分析指魚

漁場漁況變動情形。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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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搧海觀調查

H 家調查期聞自 75 年 11 月 22 日至 76 年 1 月 15 日止。

仁)沿海各地誦會數量三十個連報站 ,
宴請連報員收集當地魚市場漁況實料。

局委鵲標本船曹j定撤喝水溫及魚群祖游情形。項目包括漏獲暈、水溫、氣溫 ? 漁獲水深、風力及魚
群分佈情形。

個利用海富號試驗進行鳥魚海說調查並做定點觀湖水溫配合氣象衛星撫揖探查系統接收廣大海域之
水溫。

三三資科處理

各種酒j定資料 ,
經統計整理後分析魚群魚群動態。

單位努力揖擅量分析方語如后 :

單位努力捕獲量 ( CPUE ) ==
漁擾量 (W: 尾〉

撤謹努力量 (F)

F== 作業天數×船聾數

各種測定資料均經統計方當加以被定是否有顯著性意義。

結果與討論
, 誦具別之瀰獲暈

捕獲鳥魚之輔具目前皆以網具為主 , 一般有巾著網、淵。網、定量觸及小型接觸。 7昨度根讓
各區誦會統計鳥魚撫混結果如衰 1 、圖 1 , 以巾著緝捕獲量最多 , 共計捕獲 679,654 尾 ( 約估總數
捕獲蠱的 .65 屆 ) , 流刺網 152,680 尾 ( 佑 18.1 %) * 之 , 小型麓網 3,556 尾 (1 古 0.49 屆〉再次之 ,
定量網 3,226 尾〈佔 0.4 %) 最少 , 7 昨度輔獲情形與往年一樣 , 仍以巾著網為捕獲鳥魚之最有教
誦具。然而由國 1 , 比較 75 、 76 年度捕獲倩影 , 顯示今年總瀰獲量 ( 843,559 尾〉較丟年度
1,881,434 尾大為擴少 ,

其中尤以巾著網擴產最多 , ( 約擴少一百萬尾 ) , 而以捕獲.來君 ,
巾著

網較丟年度約誠少 7%- 而流第y網則略為增加約 6.35 臣。其原因乃由於今年漏場較往年鋪北 , 且天
氣不種定 , 魚群分散祖游所致。

表 1 76. 年度餾魚捕具別之單位努力捕獲量
Table 1 CPUE of grey mul1et by gears, 1986-1987.

攝 具 7JU 撫獲量 ( 尾〉 捕獲努力 ( 日艘〉 CPUE

巾著網

流剩網

定置網

小型麓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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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125.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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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9.7

6,737 125.2



g

國 : 75. 年度

口 : 7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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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 75 及 76. 年度漁具別之漏獲量

Catch of grey 1J1ullet by gears, 1985 - 1987.

巾著稱為捕獲鳥魚最主要而有敷的撫具
, 因此本報告仍以巾著網之努力漁獲量為標車 , 將各種

網具之努力漁獲量歇依 H叫fo蚓圳o叫“l岫denν(l)1¥iJ

125.5 , 流刺網努力瀚獲量 5日1,06 ωO 日艘 t CPUE 3.0 ' 定置網 13泊8 目艘 , CPUE 23.4 , 小型 B雖趕網

368. 目艘 , CPUE 9.7 ' 由此可知 CPUE 乃睡著調真 ? 漁具規模、作業天數及努力漁獲量而異。

7() 年度鳥魚總漁獲量較 7 昨度ω 1,881,434 尾低
, 且 CPUE 125.2 尾 / 日艘 ( 7 昨度 246 尾

/ 日艘〉大為降低 , 其原因可能由於魚群分散 , 較難捕獲 , 苦來年 CPUE 仍持續降低的話
, 則費

標是否有過滴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三轍場分佈

蠟魚漁場主要分佈於台灣西揮揮
, 自西北部新竹縣潛海至西南部屏東縣值春沿海 , 在水深約 50

米以洩為良好輔場。其中尤以台商縣至屏東縣間沿海漁場最佳。 76 年度浦場分佈情形 ( 聞 2 ) , 由

瀰獲量及 CPUE 來君
, 桃團新材沿海之漏獲量 43,685 尾

, 估總滴獲量 5.189 話 , CPUE 6.5' ; 竹

南後龍沿海詣 ,416 尾
, 伯 1.59 %' CPUE 2.0 ; 大安梧棲沿海 61,767 尾 , 伯 7.32 % ' C PUE

9.2 ; 主劫芳苑沿海 143,880 尾 , 佔 i7.06%' CUPE 21.4
j 台西三儼攝沿海 .54,676 尾

, 估 6.48
.

% ' CPUE 8.1 ; 東石布袋沿海 163,438 尾 , 估 17.06 % ' CPUE24.3 ; 北門失仔尾沿海鉤 ,082

尾 , 佔 11.39 %' CPUE 14.3'; 安平台甫沿海 12,593 尾 , 佔 1.49 % ' CPUE 1.6 ; 建苑沿海

117,205 尾 t. f 自 13.89 %' CPUE 17.4 ; 岡山沿海的 ,083 尾 , 伯 47.5 % ' .CPUE 6.0 j 柴山高

雄港沿海 46,374 尾
, 佔 5.50 %' CPUE 6.9 ; 紅毛港沿禪詞 ,685 盾 , 伯 2.81 % ' CPUE 3.5;

東港沿海泣 ,419 尾
, 佔 2.54 %' CP�E'3.2 ; 訪寮掛山沿禪 4,893 尾伯 0.58 %' CPUEO.7 ;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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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一 76. 年度腦魚漁場別之單位努力漁獲量

Changes of catch per unit effort of grey mullet by region,

團 2

1984 - 1987.

Fig. 2

楓港沿海 363 尾 , 佔 0.049 話 , CPUE 0.1 。由以上結果與 74 ω、 75 閥年度比較得妞 , 76 年度攜場
主要分佈王劫芳苑沿

,

海至茄踅沿海。就整個漏場而言 , 較往年偏北 ,
且魚群分散 ,

主要原因末年度
天氣不種定且氣溫偏高 ,

影響水溫偏高 , 以致輔場較偏北。
三三漁期與漁說

76 年度鳥魚漏訊期 7碑 11 月 22 日開始進入初誦期 , 隨著鳥魚適溫產卵洒游南下 ,
漁場中心自

北向南移動 , 於 7碑 12 月 22 日進入盛漁期 , 一直到 76 年 1 月上旬捕獲產完卵後鳥魚 ,
漁獲量顯著

激少 , 至 76 年 1 月 15 日算是鳥魚漁期結束。由表 2 及圖 3 表示鳥魚漁期別與單位努力漁獲量之關保
, 75 年 11 月下旬捕獲 12,538 尾 , CPUE 1. 船 ,

算是初漏期開始 ,
然後逐漸增加 , 75 年 12 月上

旬漁獲 51,680 尾 , CPUE 7. 肘 , 75 年 12 月中旬 183,919 尾 , CPUE 27.3 至 75 年 12 月下旬漁
獲量達最高攀 439,830 尾 , CPUE 亦最高達 73.3 , 此即一般所謂盛漏期 , 然後 CPUE 叉逐漸降低
至 76 年 1 月中旬 0.9 最低漁期結束。 75 年度盛漁期自 75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31 日 ,

此與捕民所
說鳥魚盛漏期在冬至前後 10 日內

(2) ,
大致相符。

7 昨度腦魚漁訊期自 75 年 11 月 12 日至 76 年 1 月 15 日 ,
共計 55 天 ,

此與往年漁期長鱷略有



39

x x 75, 年 lr
-16, 牛皮

、
、

、
、

、
、ss.l.-XJ

、

t
‘

1,
‘
‘

..-k

、
w

i--N

it--h-

ho

!h
﹒
、
、1

io--

'
‘

'..-h
、
、

',
‘

..1.
川
、
1

4ai--/

1ils;l/

』

eag
』

eefJf
lt',1ISF

la',',,af!ar',

ls',aell

」

',t..J

舟,!',"

200

160

120

80

40

(

←
沌
。
白
、
〉
〈
已
＼
Z
的

-hhh
凶
。

-OZ)

凶
D
《
MU

單
位
漁
獲
努
力
耘

,

lJ,

日
將

)

/

司
下
向

月
中
旬

月
主
白

12

月
下
旬

12

月
中
向

月
上
向

月
下
旬

75. 一 76. 年度麟魚旬別努力漁撞撞圖 3

Catch per unit effort .cf grey mullet on 10 day's basis 可

1985 - 1987.

Fig. 3

76. 年度腦魚旬別之單位努力漁獲量表 2

unit effort of grey mulletCatch and catch perTable 2

10 day's basis, 1986-1987.

立
的

75. 年

旬別 1月中旬12 月下旬12 月中旬12 月上旬11. 月下旬

5.985

0.9

95, 的。 7

14.2

493,830

73.3

183,919

27.3

51,680

7.67

12,538

1.86

漁獲量
〈尾〉
C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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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 此由於大睡沿擇冷水與瞬流過精之早讓有關 , (7 昨 1 月間黑潮支流完全被推台輯海峽而轉

向南中國梅 ) , 因而漁期於 1 月中旬結束 , 由此可知漁期畏鐘因年而異 , 且與海況、芙候等因素有
密切關連。

同* 溫與漁視
圖 4 所示為 7 昨度海富號試驗船鳥魚訊期各航次研湖l得之褻面水酒與漁獲量分佈情形。由國 4

可看出漁獲量多的區攝及衰水溫分佈情形 , 第一航 �75.11.22. 一 75.125. ' 跳圍新竹沿海 13,162 尾 ,

大安梧棲沿海 4,439 尾 , 東石布袋沿海 1,972 尾 , 表水溫 20 - 23'C ' 由於瀰期剛開始
,
只有中北

部少量漁擾。 75.12 9. 一 75. 1215. ' 全省各地皆有少量漁獲
, 而以王功芳苑沿海 22,947 尾最多 ,

水溫為

20 - 24'C 075.1217. 一 75.1226. ' 主� 芳苑沿海 73,437 尾 , 台西三條措沿海 42,607 尾 ,
東石布袋沿海

鉤 ,102 尾 , 尖仔尾沿海口 ,379 尾 , 衰水溫 20 - 23.5'C ' 而以東石至安平沿海 21.5 - 23.5'C 等溫

線較密集。75.1231. 一 76. 1. 7. ' 茄建沿海 20,547, 尾 , 明山沿海時 ,027 尾 , 高雄港沿海 23,654 尾 ,
表水

溫為 22 - 23'C 076. 1.13. 一 76. 1.20. 高雄港油海 1,178 尾 , 東港沿海 2,049 尾 , 表水溫 22-23'C ,
漁期近尾聲。由國 4 可看出 75.11. 且一 75. 1216. 期間尚無大暈集結之現象 , 而75.12 且一 75.1231. ' 台西至
茄是沿海 484,101) 薯 , 衰水面 21.5-23.5'C ' 魚群較密集。

面 5 顯示 75 年 12 月 17 日 , 之衛星觀潮衰面 * 溫水平分佈及漁獲量分佈 , 即台灣海峽南部較高
溫 ( 23 -.. 25 'C

) , 而中北部水溫較低 ( 18 - 22,'C ) , 因此只有中北部少量漁攘 ,
可以君出鳥魚

都漁期攝適量大都集中在眺圈至台中沿海一帶,
亦即位於冷水舌內側間。圖 6 顯示出 75 年 12 月 22 日 ,

大陸沿捧冷水逐漸南伸至 12 月 31 日圍 7 研示 ,
22'C 等溫飽巴南伸至高雄沿海 , 此期間可說是鳥

魚盛撫期 , 漁獲量大多集中主劫至茄踅沿海。隨著黑潮支流逐漸北上 , 表 7.K 溫水平分佈已由冬季型

態轉為夏季型態 , 姐回 8 、圖 9 所示 , 僅在南部少量漁擾 ,
此時期已是鳥魚漁訊期末漁期 , 等溫棋

不密集 ,
鳥魚群遠離漁場

, 而於 76 年 1 月 16 日漁期結束。

表 3 所示乃標本船實際作業情形 '11 月下旬至12 月中旬主劫至鹿港沿海 (7.K 溫為 20 .7 -.. 22.3
'C

)

, 發現鳥魚群分散併向南祖游 , 水深約在 32 - 45 米之間 , 而少都1分祖游至茄踅沿海 , 水過 23'C
, 隨著大陸沿岸冷水向南伸 , 水溫逐漸下降 , 於 75 年 12 月 22 日 , 七股沿海水溫為 21.1'C ' 發現鳥
魚大量密集拼捕獲 7,000 尾 ,

旦發現鳥魚群向南泊游 ,
在岡山至七股沿海水溫 20.7 - 22 .6 'C ' 尚

有另一魚群大量密集 , 於 7碎 1 月 2 日在岡山沿海捕獲 36,000 尾 , 水溫 20.7'C' 此時期為鳥魚盛期
, 而南部水溫在 23 - 24'C 7.K 溫偏高 , 只有少期零星鳥魚潤游。以後隨著鳥魚產完卵於 7昨 1 月 16

日遠離南部漁場。表 3 可明顯君出鳥魚遍水溫在 20.7 - 23'C

綜合以上海富號試驗觀測水溫、衛星觀湖水溫及標本船實際作業情形 ,
顯示出水溫與漁獲量有

非常密切關係 , 且適水溫在 20 - 23.5'C 。此乃由於台灣商海岸每年 11 月 ,
黑湖北上勢力受大陸沿

岸水之伸展及東北季風吹退之影響
, 才又溫下降為 23 -.. 25'C 0 12 月以後冷水寶安東北季風吹遠成西

南流 , 壓迫支流後退 , 嚴冬期間使其轉向南中國海關。潤游台灣海峽產卵之腦魚 , 適水溫被推定
20.5 - 23.5'C

(7)(8)(9) 的 , 此與本年度推定 20.5 -.. 23.5 'C ' 大致相符。亦即
;在冷水圍之前側 , 鳥

魚在台灣西海岸自北向南洒游 ,
隨著台灣海峽黑潮支流系暖水與沿岸開之細長冷水南下進入西海岸

向南延伸 , 與外倒黑潮暖水問形成明顯潮境之冷水舌狀ω , 且等溫飽密集 , 往往有大量鳥魚密集。
其氣溫興魚況

由 1978 一 1986 年聞之年捕獲量與潑水、梧棲、高雄等地區 10 月份平均最低氣溫之資料 ,
顯示

出每年高雄 10 月份平均最低氣溫星負相關 ( 圖 10) , 其關係式如下 :
Y = 17920000 - 435138X , r*= - 0.761

翅歸直線經檢定分析後
,
高雄地區具有顯著性關係 ' 而淚水、措棲則無顯著相關

, 此與黃等ω (

1986 )之報告略有不同。可能今年度天氣不種定 ,
以致魚群分散 , 漁獲量為近 1 昨來最低。至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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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5. 年 12 月 17. 日水溫及漁獲量分佈情形

Distribu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on .sea surface and catch

of grey mullet on December 1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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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 75. 年 12 月 2 日水溫及漏獲量分佈情形

Fig. 6 Distribu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on sea surface and catch

of grey mullet on December 22,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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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圖 7 75. 年 12 月 31. 日 21< 溫及漏獲量分佈情形

Distribu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on sea surface and catch

of grey mullet on December 31, 1980.

當高雄地區在 10 月份最低氣溫較低時
, 該年有較多之撫獲量。推湘j其原因是冷氣團較早南下

,
促使

大陸沿岸水溫下降
, 而棲息於福建沿海一帶之三鱗魚 , 大量群集而細游至台灣沿海產卵 , 而其譯詩況變

動與天氣因素有密切關係 " 。

根據中央氣象局 75 年 12 月高雄每日最低氣溫資料顯示 .76 年度鳥魚漁訊期之天氣 , 囑於暖多

型之氣候且受移動性高氣壓影響
, 天氣不穩定 , 三天一個系統 , 以致影響鳥魚群南下泊游 , 且鳥魚

群潛入海底或向外海個游
, 大量密集的現象較少 , 而造成 76 年度鳥魚減產之原因。

氣溫乃推測漁河之一因素
, 僅做參考而己 , 因鳥魚樵況受海況、氣象、資源狀況、漁禮努力等

各種因素所左右 , 除了氣溫因素以外 , 其他亦必績考慮 , 才能準確推測漁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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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腦魚年漁獲量變動骨折

圖 11 係輯魚 12 年來漁獲量變動情形
, 並無每隔 4 年臣。有 1 次豐瀰期

, 浦況仍星不規則型。由閩

11 可以明顯君出 1975 - 1985 年已超過以前之定鹽水車
( 一百萬尾 ) , 然而 1986 年漁獲量突然降至

定鹽水準以下之 843,559 尾。探討其原因
, 由年齡組成方面 , 大部份是 3 歲及 4 歲魚

, 與往年差不

多
, 且漁獲量並未超過適正漁獲量 n� ( 246 萬尾 ) , 本年度所測定:之性比〈衰 4 ) 與往年巾著網略

有差異 , 巾著網 0: ♀ = 2 : 1 (75 年度 3 : 1
) 。其原因可能本年度漁場較偏北祖游魚群尚未進

入主要產卵水域未達產卵顛昌長期或洒游系群與往年略有不間
, 其真正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而在

CPUE 方面來君
, 76 年度 CPUE 只有 125.2 尾 / 日艘 , 比 75 年度 246.0 尾/ 日艘

, 的誠少一

倍 , 其原因嘿因漁場較偏北 , 魚群分散 , 巾著網漏獲量大為降低。綜合以上各原因 , 咱魚資輝以年
齡組成及漁禮量並朱調劑摘正漁獲量

, 目前尚無過漁問題 , 然而性比及 CPUE 方面來君
, 卻是值

得我們注意 , 未來若 CPUE 持擱下降及時此賄著不間
, 買 Ij, 話讀詮意資源結構問題的嘿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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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圍 8 76. 年 .1. 月 6. 日水溫及攝獲量分佈情形
Distribu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on sea surface and catch

of grey mullet on January 6,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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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圖 9 76. 年 1 月 15. 白求溫及轍獲量分佈情形

。 istribu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on sea surface and catch

of grey mullet on January 15. 1987.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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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餾魚漁況與氣溫、水溫有密切之關係
, 未來必 2頁繼續加強研究以氣溫預測撫獲量之準確性 ,

同時研

究氣溫與 * 溫之關係 ' 進而究明漁況與* 溫、氣溫之間係。
ζ由於本省冬季期閉 , 經帶有冷蜂通過 , 黨層厚度大時 , 則無控以 APT 系統習j得水溫 , 的頭使用試
.驗船、標本船相配合 , 才能了解整個台灣海峽水溫分佈 ' 俾掌握鳥魚魚群動顱

, 未來若能採用
HRPT 系統或許在解析水溫分佈方面更能獲得完整資料。

三三目前泊游台灣海峽的鳥魚, 其實源量評估工作困難 , 但也歷年來之捕獲量分析 , 其細游來之實頭暈
尚為穩定 , 未來仍必須以年齡組成的變化 , 聞時進行資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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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6. 年度標本船鱗魚海況資料

Table 3 Fishing condition data of sampling boats, 1986-1987.

期
衰面水溫

('C)

23

22.3

20.8

20.7

21.2

24

22.6

21.5

21.9

20.7

24

23

23

作業飄揚

茄楚沿海

麗港沿海

主功沿海

鹿港沿禪

七股沿海

高雄沿海

安平沿海

高雄沿海

高雄沿海

岡山沿海

抽血沿海

.東港沿海

東港沿海

作業水深漁獲量
(m), (Nil)

15

40 12,00 。

32 4,000

45 2,000

35 7,000

15 400

90 10,000

20 1,000

20 2,050

100 36,000

20

13

20 1,700

魚 群 動 態

25 零星魚群分散祖游。

鳥魚群南下酒游
, 且近岸分散。

鳥魚群分散向南祖游。

魚群分散滯留。

魚群密集向南酒游。

零星魚群散佈潤游。

魚群密集向外海祖游。

鳥魚群分散向南祖游。

鳥魚群密集潤游。

魚群密集。

250 水溫偏高 , 只有少數零星鳥魚洒溝。

540 鳥魚群分散潤游。

少數鳥魚群祖游。



表 4 76. 年度蠟魚雌雄比率

Sex rationof grey mullet by gears, 193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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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

其他
( 不分雌雄〉

Table 4

80.6

18.1

0.4

0.4

679,654

152,680

3,226

3,556

4,44 3

計合

349,253

2,394

性比

2:1

1:1

O

3,556

4,443

♀

212,843

76,469

1,9 ω 8:5

報
具

一一一且IL
巾薯網

流刺網

定置網

小型健網

其他

2

117,558

73 ,817

1,267

0.5

實科來頓 : 各誦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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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腦魚歷年漁獲量之變化

Annual catches of grey mullet in Taiwan, 1975-1986.

198519831981197919771975

Fig. 11

同 76 年度腦魚漁期、瀰場分佈如圖 12 , 與往年略異 , 主要盛轍期在 75 年 12 月 22 日至 75 年 12 月 31

日 , 飄揚主要分佈於王 J}j 旁苑至茄楚沿海 , 桶績較偏北 , 總之漁況的好壞取得於魚群量、海況、天

氣狀混及漁種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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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圖 12 75. γ 76. 年餾魚漁期與報場別之漁獲量

Catch of 'grey mullet by region, 1986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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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乃根撮 1986 年 11 月 22 日至 1987 年 1 月 16 日開銷魚責頓調產結果。餾魚之主要棲息於

中國大陸潛蟬 , 在多季隨著大陸沿難水南下而潤游台 jilt 西揮揮蘆卵。腦魚漁訊期以巾著網、流剩網、

定置網及小型陡網為主
, 在祐年度以巾著網漏獲量最多 , 679,654 尾 , 估 80.6 % ; 流刺網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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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80 尾 , 佔 18.10 % 。以 CPUE 來君
, 以巾著網 125.2 尾/ 日艘最多。全省 76 年度 CPUE

為 125.2 尾 / 目艘較 75 年度 (246.0 尾 / 日艘〉激少一倍
, 由於魚群散怖祖游 , 撤獲量滅產。

76 年度漁場主要分佈於王功芳苑至茄建沿海
, 誦場較往年儡北 , 而以主功芳苑沿海、台西三峰昏昏

沿海、東石布袋沿海較佳。漁場形成的主囡為水溫在 20.5 一 23.5'C ' 等溫儷密集
, 形成冷水舌狀水

塊時魚群較易密集。

腦魚漁期自 75 年 11 月 22 日軍 76 年 1 月15 日止 , 共計自矢 , 與往年不間 , 漁期畏鐘乃依年度而

異
, 76 年初漁揖在 11 月下旬

, 盛滿胡在 12 月下旬
, 終魚期在 1 月中旬

, 鱷魚性之性比為 2 : 1 , 與往

年不悶。

氣溫輿鳥魚漁獲量有密切關係 ' 而以高雄地區 10 月份平均最低氣溫意低時
, 骸年之漁獲量有愈萬

之鱷勢 , 星負相關 , 然而 76 年度由於天氣不穩定
, 氣溫偏高 , 魚群分散 , 漁獲量誠產 , 以致相關係數

下降。

輯魚漁況星不規則
, 目前祖游台灣西海岸之鳥魚竇灑尚在穩定狀態 , 同時漁況之好連取訣於責頓

暈、海視、天候狀況、漁獲努力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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