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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鳳山溪河口域仔稚魚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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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and Juvenilesthe Fi sh LarvaeSurvey of

Hsin-chuFeng-shen River Estuary.

Shun-Lian Chant Chia-Fu Huang and Hung-Chi Tang

This study was investigation in the estuary of the Feng-shan River from May 1984 to Apr.

1986.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

larvae & juveniles were caught by 19 hauls with MARUCHI D fish-larvae net at

specimens, the 1837 larvae .& juveniles were classified as 46

Families. AmongO the Engraulidae (including Engraulis japonica&

and Sparidae, Clupeidae, Sillaginidae, Arridae

of Stolephorus sp. and Sillago japonica were

&speCIes,

11

dominant

Except

species belonging,ooto 31

Stolephorus sp.)

Priacanthidae are

arc

water.

1948

surface

abundant. The larvae

almost caught through the survey period.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water surface te�perature in these estuary were found

also

s卸1ilarIy,

the highest from July to September, then gradually decreased after September.

January to February, the temperature were dropped to the lowest. After March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gradually. Salinity changed with rainfall and inflow river water. How-

ever, it ranged from 19 月也 to 37%, .

it reached

From

實育電

由於河川帶來大量的有機質與無機質營養墟 , 提供了餌料生物最佳生態環境 , 使河口糧揖成為海
洋中的高生產區 , 跟哥 i各種種為趨往覓食 , 使河自海揖成為魚穎的哺育場 ; 近來本省淺海養殖快速的

發展和漁具漁語的改良 , 使仔稚魚苦難獲努力增加 , 再加上河川上游Z 土地聞發、工業及家庭廢水的污
書長、火力和該能發電廠對水壤之影響等因素, 便使仔稚魚的生存受到嚴重的戚脅 , 相對的也直接影響
漁業資源 , 故今後為使仔稚氣資頓能蕃加管理、加強保護、妥善利用、積極栽培等 ,

應暸解魚頭的生

活史 , 並掌握魚卵、仔稚魚的種頸、數量、分俯色出現期及在形態、生憩上各階段戀化等基曹賀科 ,

做為管理、保護 , 進而為栽培漁事長的聽石。
本文闡明 1984 年 5 月至 1986 年 4 月 , 本省西北部新竹鳳山溪河口生態環境及仔稚魚種類和季節

性變化情形。

材料與方法

-τ調查探集割站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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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竹南寮地區選擇鳳山漠洞口海域為調查採集位置點〈圖 1 ) 。按月在該地區租借柴油動力

往船 ( 柴油引擎為 30 馬力〉出海實施稚魚網的表層採集
, 每次探集均利用大潮讀漲潮 , 採集地區

離河口 100 - 500 公尺之海域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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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

B : Tau-chie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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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Chiu-Kang

Fig. 1

圖 1 新竹鳳山溪河口域仔稚魚調查區

The Sampling area in theestuaryofo Feng-shan

River, Hsin-,:,hu.

土主仔稚魚、水女海況調查 :

為瞭解漁場之海洋環揖狀呵 , 進行採集站衰水膚之溫度〈以棒狀水銀溫度計現場測定之 ) ; 堪

度 ( 使用屈折揖度計 AT AGO TANAKA S -100 型捌定之 ) , 濁度 ( 海=* 樣晶探問實驗室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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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 model 2100 A 測定〉等基礎資料測定 , 用以探討* 溫、溫度和濁度之月別變化。
採集仔稚魚研使用的網具為 MARUCHI-D 型稚魚綱

,
網質以沙龍網製成 , 網目大小約 0.328

x 0.328 mm 2 , 謂口徑 130 cm ' 網身長 450 em , 網尾口 25 cm ( 圈 2 ) , 於白晝採集時 , 以

寺、

錢學

卜 105m → 4.5 m

圖 2
Fig. 2 The

MARUCHI D 仔稚魚探集網
MARUCHI D Fish Larvae Net.

2 節的船速 , 利用水流的阻抗使網具貼近水面進行表層水平拖曳 ( Horizotal haul) , 每次作業 ,

拖曳兩航次 , 每航次拖曳 10 分鐘 , 以採集仔稚魚及大型浮游生物。
三美標本的處理與分析 :

起網後 , 網具經海*1 中洗 ,
使採集物充分集中到網具的收集部 , 再以小調睡去雜物後 , 以 2-

5% 的中性福馬林溶液固定保存 , 以便揖間實驗室。標本揖間實驗室後 , 在解剖顯徵鏡 ( OLYM-

PUS model S - Z ) 下挑出仔稚魚 , 再將同種民間一發育階段之仔稚魚經初步分類後 , 在萬能投
影機 ( Nikon-bc-2 PROFILE PROJECTO� ) 下測定其全體長 ( Total length) , 再以
ken-A-Vision Microjsroj ector model X-I000- 1 投影描圖器描繪稚魚形態圈 , 再以解剖顯微
鏡來測定其形質 , 記錄其特徵 , 作為種類鑑定之依接。最後將標本置於甘油一福馬林混合液中保存
。

結 果

於每月探集魚苗之同時進行海況調查 , 其結果分述如下 :

一τ海況之月別變化情形 :

叫去層水溫之變化 :

於調查期閱 ( 1984.5 --1986.4 ) , 其事節性變化極為明顯〈圖 3 ) , 以 7-9 月間的水溫

最高 , 在 27 - 31
� C 聞 ; 10 月份以後逐漸不障 , 至 1- 2 月間水溫最低 , 在 15 - 17

�C 間 '3 月後

後叉逐漸回升 , 因此 , 可將全年 2f( 溫變化歸納為四期 :7-9 月的高溫期、 10 - 12 月的水溫下陣

陣期 , 1 - 3 月的低溫期、 4 - 6 月的 * 溫上昇期。
仁)表層墟度的變化 :

新竹鳳山灑河G 域衰層墟度的月別變化幅度很大 ,
自 19 %J 至 37 品 , 其中以 1984 年 9 月之

37 臨最高 , 而以 1985 年 9 月之 19 品為最低〈圖 4 ) , 一趣而言 , 年平均墟度 , 1984 年較 1985

年為高 ; 墟度之變化受到探集時間與當月降雨量及河川降水量等因素影響。

(三)表層濁度變化情形 :

新竹鳳山溪河口海域屬於沙質淺灘地形 , 其懸浮粒子受潮水的物性作用及河川降水量的相五
作用影響下 , 其變化幅度為 1.2 N1U - 15.0 NTU ( 圈 5 ) 。

司仔稚魚之種類組成 :

自 1984 年 5 月至 1986 年 4 月間 , 共採捕 19 次 , 採得之標本計有 1;948 尾 , 除 III 尾為未能確

定其科名而列入不明種外 , 其餘分屬於 31 科 46 種〈表 2 ) 。以仔椎魚出現尾敢作為比較時 , 出現
比倒占 I.O% 以上者計有 11 種 , 其中以捕科 ( Engraul idae ) 占且 .5 % ( 計有 555 尾〉為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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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圖 3 鳳山溪河口揖衰 2K 層溫度的變化情形

Fluctuation of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in. the

Estuary of Feng-shan River at sampl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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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鳳山溪河口域表 2K 層墟度的變化情形
Fluctuation of Surface water Salinity in the EstUary

of Feng-shan River-at Sampl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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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鳳山麓河口域衰水層濁度的變化情形
FluctUation of Surface water Turbidity in the EstuaryFig. 5

其餘依次為鋼科 ( Spar idae ) 占 22.5 % ( 計 439 尾〉、組科 ( Mugilli 也 e ) 占 7.5 % ( 計有

146 尾〉、海艙斟 (Arridae ) 占 7.2 頁G ( 計有 140 尾〉、僻科 ( C lupeidae ) 和抄鱷科 ( Sil-

laginidae ) 均占 5.6 %( 分別有 110 尾和 109 尾〉、大眼鋼科 ( Priacanthidae ) 占 3.6 %( 計

有 70 尾〉、儼虎魚科 ( Gobbi dae ) 占 2.4 %( 計有 46 尾〉、梅紋難魚科 ( τ'heraponidae ) 占

1.8 % ( 計有 35 尾〉、體科 ( Anguill idae ) 占 1.95 屆 ( 計有 37 尾〉、攝科 ( Lei 曙nathidae )

古 1.3%( 計有 26 尾 ) , 以上 11 科合計占 87 .9 % ' 其餘 20 科合計僅占 12.1 % ( 衰 1 、圖 8 ),

顯示此區域仔推魚群具有優勢種的存在。

鰻科
A nguillidae

蝶紋難魚科
Theraponidae

of Feng-shan River at Sampling day.

觀虎魚科
Gobiidae

大眼鍋科
Priacanthidae
沙艘科

Sillaginidae

館科
Clupeidae

海館科
A rridae

腦科
Mugillidae

輔魚
Sparidae

組科
Leiognathidae

其他
Other Species

黨科
Engraulidae

間 8 鳳山漠河口域主要仔稚魚種別及其百分組成
Major fish fry species and perc 已ntage in the estuary

of Feng-shan River from May 1984 to Apr. 1986.

Fig. 8



新竹鳳山溪洞口域仔稚魚出現情形

The dist ribution of fry in the estuary of Feng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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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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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Jul. A ug. Sep.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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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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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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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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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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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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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raul i s ja 少onica
Stolephnrus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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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dinella xun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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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tor insidiator
Leiognathus rivulat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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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mberordes to I
Seriola dumeri Ii

Specie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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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A

5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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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1

且4eraenesox cine reus

Scato ρhagus argus

Therapon jarbua

StephanolePi s cirrh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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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hynnus affinis
Thunnus obesus
Elo ρ s hawaiensis
Lateolabrax japonicus
sp.
P. indicu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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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spadiceus
Takifugu ni 抖。 bles
sp.
Acant ho μ:grus latus
A. schlegele

Eng raulidae

Leiognathidae

Carangidae

Synodontidae
Cynoglossidae
Muraenasocidae
Priacenthidae
Gobiidae
Scatophagidae
Theraponidae
Balistidae
Ophichthyidae

Scombridae

Platycephalidae

Mugillidae

Sillaginidae

Clupeidae

Elopidae

Serranidae

Tetraodontidae

u ρeneus bensasi

At 管ui Iia japoni ca

1
4

1

1
1

3

'AZJ

弓

3A
『

24

2
10

2

6O

12

3
10

Arius thalassinus

T. lepturus lepturus

Ambassi s gymnocephala
Allanet ta btrrkeri

Blennioidei
Stomiatbidae
Mullidae

Anguillidae
Scorpaeidae
A rridae
Bothidae
Trichiuridae
Cent roponm idae
A therinidae
Myctophidae
Gerridae
Unidentified
Egg
Specimem broken
No. of species

Spa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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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新竹鳳山溪河口擴仔稚魚之種組成

Species composition of fish larvae in the estuary
of Feng-shan River during May 1984-Apr. 1986.

Family
No. of

individuals % Cumulative
%

Eng r auli dae

Sparidae

Anguillidae/

The raponi dae

37

28.5%

22.5%

7.5%

7.2%

5.6%

5..6%

3.6%

2.4%

1.9%

1.8%

1.3%

28.5%

51.0%

58.5%

65.7%

71.3%

76.9%

80.5%

82.9%

84.8%

86.6%

87.9%

555

439

e油
eI&a

刊

HAug.-UUMA

146

140

Clupeidae

Sillaginidae

Priacanthidae

110

109

70

Gobiidae 46

35

Lei ognathi dae 26

Other species 235 12.1% 100.0%

兵種類數與個體數的月別變化 :

新竹鳳山溪河口攝探集到仔稚魚的個體數之月變化 ( 圈 6 ) , 於 1984 年 5 月採獲 178 尾 ,
為

第一次出現小高盔 , 而於 6 月則無任何仔稚魚採獲 , 至 7 月興 8 月採撞 396 尾和 127 尾 F 呈現第二
次高逞 '-11 月降至最低 , 僅探捕到一尾 , 直至 1985 年 3 月與 5 月分別探獲 55 尾和 84 尾 ,

而出現
第三次高畫展, 到 9 月呈現第 4 次高盔 , 探獲 115 尾 ,

其後探集量略為下降 ,
至 12 月及 1986 年元月, 其採獲數再度上升 , 分別捕獲 504 尾和 261 尾 , 星現男一次高盔 , 其後叉逐漸下降 , 4 月份採獲

47 尾 ,
文進入另一萬畢。

鳳山溪河口海域經探獲鑑定分類確定之仔稚魚種類數的月別變化 ( 聞 7 ) , 1984 年 5 月為 10
種 , 而 6 月無所獲 , 至 8 月間升至 10 種類 , 以後叉逐漸擴少 , 至 1985 年 3 月與 5 月增加到 6 一 7
種 , 9 月更遍增至 15 種 ,

為種類數之寇 , 其後稍穢 , 至 12 月叉罔升到 11 種之多 , 其簣
,

又逐漸擴
少。

由鳳山溪河口海域仔稚魚的個體數之月變化情形 , 可見其仔稚魚出現的高畢約有 3 時期 : 一為
冬季 C. 12 月一 1 月 ) , 約在農曆新年前後 , 此時為低溫期 ; 二為春季至夏初 (3-5 月 ) ,

' 此時
正為水溫上昇期 ; 三為夏季至秋初 (7-,-'9 肘 ,

J鵬為高棚。
用仔稚魚種類之季節變化情形 :

新竹鳳山溪口測得衰層之水溫以 1 - 2 月的 2K 溫最低。主要仔稚魚種類之季節變化情形 ( 表 3
) , 於 1984 年夏季 (5-8 月 ) ( 1984 年 5 月資料納入 1984 年夏季統計分析 ) , 出現仔稚魚中 ,
以黨科 ( Er 耳�raul idae ) 占 60.8% 為夏季之優勢種 , 其餘依次是辦科 ( clupeidae ) 占 15.1 % 、

大眼鍋科 ( Priacanthidae ) 占 9.4 % 、沙緻科 ( Sillaginidae ) 占 3.6 菇、備科 ( Scom1:5t i -
dae) 占 1.7% 、嚴虎魚科 ( Gobi idae ) 占 1.4% 、左醉科 ( Cynoglossidae ) 占 1.3%;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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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 73.8

Engraulidae

Clupeidae

Priacan thidae

Sillaginidae

Scombridae

Gobiidae

Cynoglossidae

74.6 - 74.8

Sparidae

Sillaginidae

Mugillidae

Scatophagidae

Scombridae

Table 3

60.8%

15.1 %

9.4%

41.9%

9.7%

4.8%

4.8%

3.2%

表 3 鳳山溪河口域仔稚魚之季節性變化
Seasonal change of the major fish fry in the

estuary of Feng-shan River.

73.9 - 73.11

Engraulidae

Sillaginidae

64.8%

20.4%

3.7%

73.12 - 74. 2

Serranidae 13 .3%

Elapidae 3.3%

Unidentified 83.3%

3.7%

1.8%

74.12 月 75.2

32.4%

17.2%

13.8% MugilIidae

6.2% Sillaginidae

3.45% MulIidae

2.8%

2.1%

2.1%

==

74.3 - 74.5

Mugillidae 43.2%

EngilIidae

Platycepha: -- ---, -

30.9%

Tet raodom-
tidae

_no

3.6%

MulIidae 2.9%

Muraenesociclae

3.6%

1.7%

Priacamhidae

Clupeidae

Sparidae W
舟

WAHV

月

whmwmw

月

wmw

舟

kwnwAAJ

內

439OAU954420

A rridae

Theraponidae

Gobiidae

Elopidae

Sparidae 2.2%

Stomiatoids b4%

Sillaginidae 0.7%

( 9-11 月〉共採獲 54 尾 ,
其中以黨科 ( Engniulidae ) 為優勢種 , 占 64.8%

' 其次為沙酸科( S iliagini 也 e ) ﹒占 20 .4 %
' 再次為大眼鋪科

( Priacanthidae) 和海鰻科Q\1uraenesoci dae
) , 均占 3.7% ; 冬季 ( 12 - 2 月〉共探獲 30 尾 ,

其中僅鑑定出夏威夷海鰱 (E Iopo machanta

1.4%

1.3%

74.9 - 74.11

Engraulidae

Leignathidae

Sillaginidae

Gobiidae

MugilIidae

Tetraodomtidae

Bothidae

Centropomidae

Pricanthidae 1.4%

1.4' 屆

1. 丹%

1.4%

) 1 尾和七星驢魚 ( Lateolabrax jap ∞ j cus ) 4 尾 , 其餘標本體型在 2mm - 3mm 間 , 正鑑定
中 ; 1 ♀85 年春季 (3-5 月〉共探得標本間尾 , 其中以腦科 (M 曙 ill i也e ) 最多 , 占 43.2 %,
其次黨科 ( Engraulidae ) 占 30.9%

' 再依次為牛尾魚科 ( Piatycephalidae ) 占 7.2% 、 4
齒鈍科 ( Tetr 訓。叫 dae ) 占 3.6% 、鬚蝸科 ( 岫 11 �dae ) 占 2.9% 、輔科

- -占
2.2% 、鱷蜥第類 ( S tomiatoids ) 占 1 .4 % ; 1985 年夏季 (6-8 月〉共探獲 62 尾 , 其中鋼

Theraponidae

Sparidae

A r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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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最多
, 古 41.9 %' 其餘依次為沙鱷科 ( S i llaginidae ) 占 9.7% 、腦科 ( Mugi II idae) 占 4.8

% 、館科 ( S combr idae ) 古 3.2 % ; 1985 年秋季 (9-11 月〉共採獲 145 尾 , 所捕獲仟稚魚的

種類最多 , 其中以幫科 (E 如ul idae ) 最多
"
占 32.4 % ﹒再依次篇篇科 ( L eignathidae ) 占

17.2% 、砂鍛科 ( Sillaginidae ) 占 13.8 筠、鯨虎魚科 ( Gobi idae ) 占 6.2% 、腦科(Mug i -

llidae ) 占 3.45 % 、 4 齒鈍科 ( Tetraodom�idae ) 占 2.89 石、左蝶科 ( Bothidae ) 司和混魚科

( Centropomidae ) 皆占 2% 、其他姐大眼蝸科 ( Priacauthidae ) 、饒紋雞魚科 (Thera po-

nidae ) 、蝸科 ( SIXiridae ) 、讀蘊含科 ( Arridae ) 、帶魚科 ( Trichiuridae ) 、銀漢魚科 (

Atherinidae ) 等 6 科均占 1.4 % ; 1985 年冬季 , 共採獲仔稚魚 765 尾
, 其中以鋼科 ( spar idae

〉為優勢種
, 占 53.6% ﹒其餘依次為海駐科 (Arridae ) 占 18.0% 、腦科 (Mugi 11 idae) 占 9.0

% 、砂館時 ( S illaginidae ) 占 5.4% 、鬚蹦科 ( Mul I idae) 占 4.7% 、蝶敵難魚科 (Therapo-

nidae ) 占 4.2% 、報虎魚科 ( Gobi idae ) 占 2.5% 、海鰱科 ( E Iopidae ) 占 0.9% 。

討 賣會

本研究主要調查鳳山溪河口之表層水域
, 此洞口壤雖屬沙質底質

, 由於探集點接近南寮新建觀港

港構 , 故亦能探獲岩礁地區性和沿學小型油游性魚類。

由鳳山溪河口域各個季節之主要仔稚魚出現情形
, 可發現黨科 ( EngrauI idae )

Sillaginidae ) 幾乎各季均出現
, 只是各季節前採獲的魚體體型大小有別而己

,
但乃以夏秋兩季為盛

產期 ; 鋼科 ( Sparidae ) 於夏季宋期可採得體長在 2-3mm 者
, 於每年 10 月底起用技網或定置網

可提獲體長 12 - 22 mm 之 J烏餘魚苗 (Acautho 伊gruslatus ) , 故推翻 7-8 月為烏車站也產卵期 ; 其

他的如儡科 eM 曙 i 11idae ) 、海館科 ( Arridae ) 、蝦虎魚科 ( Gobiidae ) 、左蝶科 ( Bothidae

〉等之盛產期為冬季 , 而其他為屬於出現期較鍾的種類。文從仔稚魚的季節種類組成
, 可發現此兩年

闊的變化不儘相椒
, 故此河口厲的魚苗相、資頓置等的研究 , 有待長期的迫蝶調查。

對於仔稚魚種的鑑定仍有困難
, 雖然國外文獸不少 , 但對於地區性的魚種 , 則有所難處 , 因此今

後研究膳朝兩方面 : 一則為接捕天然受精卵孵化培育
, 二則為設計不同探集網具 , 採集不閱讀育階段

的仔稚魚 , 以利與成魚階段相銜接 , 藉以暸解整個仔稚魚的生活史與其生態習性 , 以期建立完整的栽

培報業與資源保育之基聽資料。

和沙鍛科 (

摘 要

新竹鳳山溪河口域自 1984 年 5 月至 1986 年 4 月之仔稚魚調查結果為 :

-以 MARUCHI D 型稚魚網探集 19 航 �; 共探得標本 1948 尾
,
陰魚卵和 111 尾仔稚魚未能鑑定外

, 共分屬 31 科 46 種
,
以囂科 ( Engr 叫 idae 、包括日本霞 CE 喀則 lis japonica ) 與銀鴨屬

( S tolephorus sp. )) 為優勢撞 , 其次為輔料 ( Spar idae ) 、僻科 ( C Iupeidae ) 、砂餒科 (

S illaginidae) 、海艦科 C Arridae ) 和大眼鋼科 ( P riacanthidae ) 等 , 其中銀帶館屬和砂館

C Sillago japonica ) 等兩種幾乎全年均出現。 .

三毛鳳山溪河口域之仔稚魚
, 出現期間鐘之種類較多

, 出現畏期間之種類較少 , 而以沿學小型祖游性魚

類較多。

有該河口棋愛層水溫及鹽度均於探集當天 mn 量
, 而表層水溫以 7-9 月間最高 '1-2 月間* 溫最低

; 表層鹽度受當月降雨量洞河川降水量之影響而有所差異 , 以 1984 年 9 月最高為 37 她以 1985 年

9 月最低為 19 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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