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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籠具探勘底棲漁場之研究

林枝興﹒黃聲威

The Fish-Traping Survey
-In the Eas ter.n

Waters of Taiwan

Zi -Zin L in and Sheng-Wei Huang

This study presents results of exploratory demer"al surveys conducted during. Feb. and Aug.

1986 by using fish-traps within the depth of .200 m off Eastern coast of Taiwan.

As far as fishing efficiency of the fish-traps operated in the 圳dy area is concerned, several

important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llows:

Fish-traps operated overnight show better catchability than those which didn't.

3.

The fish-traps catches have 36.9% in no. remained alive.

CPUE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ree different trap sizes.

2.

4. Catches of each fish-traping showed not multiple in the fish fauna.

育電 雷

本試驗試圖以構造簡單
, 操作方便之籠具探勘東部底棲報場 , 對東部底摟住魚類進行再探討。 .在

東部沿岸水漂泊Om 內之漁場進行調查 ; 和黃 (1)
之東部立繩釣底棲漁場調畫

, 作一連貫性和完整垃試
驗。此外亦試圖把此種在東北部相當盛行之籠具引進東部來

, 並試驗籠具性能 , 以供東部撤民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係使用 f 海農揖 J ' 該船 56 噸、“0 匹馬力 , 配備各項漁航設備。試驗之種具 ('Fish'-

traps) 。共有 60 個 , 大、中、小型之籠具各 20 個。喜愛驚異為半圓形以自饋所製作重PB 國 1.' 其規格

有三種 , 分別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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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圖 1 小塑鱷具之構造 .

The small. fi sh- trap. i且 . cons.truction.



大型 : 長×寬×高
8

入口 = 長×高 2
。

中型 : 長×寬×高
. 8

入口 = 長×高 :::: 13 X 22 ( em
2 ) ﹒

小型 : 長×寬×高
8

入口 = 長×高 2
。

試驗之海按係於花蓮、台東沿學 200m 等揮能內水域 , 自北而商 , 畫分 8 臣 ,
再加上綠島、蘭嶼

共 10 區如圖 2 所示。每次試驗於各海區內選擇陸棚較寬 , 且遠離定置鞠揖處 , 以大、中、小各型籠具,
探亂數分配 ,

依投龍、待龍、揚籠操作 , 投籠約 10- 20 分鐘 , 待龍約 2-8 小時 , 揚籠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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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本試驗執行期間自 1986 年 2 月至 8 月止
, 共作業的次 ; 分別為 1 、 2 區各作業 3 次 , 3 、 4 、

5 、 6 、 7 、 9 區各作業 4 次 , 8 、 10 區各作業 5 次。

結

一弋底棲觀囑 :

由作業的次共捕獲硬骨魚綱 15 科 37 種 825 尾和其他類 117 尾共但 2 尾如表 l' 顯示本試驗捕

獲之魚種組成。以錯河豚 451 尾 ( 47.87%) 最多 , 其次為四鵑笛蝸 llO 尾 ( 11.67%)' 亦館 59

尾 ( 6.26 %) , 藍謹笛輸和長明龍占各 39 尾 (4.14 %) , 合計五種共佑全部漏獲之 71.4 % 。

表 : 本次試驗研捕獲之魚種

List of fishes-collected during' traping �urvey in the study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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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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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 ly species

Lutjanidae
Lutjanus caerleovittus
Lutjanus /ulsmi ra
Lutjanus fulviflamma
Pristipomoides flavipianis
Pristi ρomoides S1 tbo ldi I

S erranidae
EpinePhlus fassiatu
E ρ ine ρ It/us areolatus
Ce ρ�alopholis urodelus

Cephalo. ρholis miniatus
Variola louti
Anthias dispar

Sparidae
Dentex tumifrons
Gymnocranius griseus

Opogonidae

。ρogo. saragensts
Carangidae

Seriola guingueradiata
Lethrini 也e

Lethrinus miniatus
L ethri 棚s reticulatus
Lethrinus ornatus

S cari 也e
S carus lunla
S carus rubrovio laceus

Sciaenidae
parupeneus trifasciatus
Parupeneus chryso, ρ I BUron
Paru ρeneus barberinoides

Hemipter idae
Nemipterus bathybius

S cplo ρsis silineatus
Theraponidae

Therapon jarbua

Cabr idae
C 如 erodon azurio
Thalassoma hardwic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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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Tabl e r Cont inued

Family spE!cies Chinese name

Ky 戶 osidae
Microcanthus

Tetraodontidae
Lagoce ρita Ius lunari s spadi ceus
Piodon helocanthus

Bat ist idae
Suillamen bursa
P senrrobul i stes Ilav imarginatus

Muraenidae
Gymmothorax eurostus
Gymmothorax meleagris
G ymmothorax ρ escadoris
Gymmothorax undulatus

其他

舵魚科
紫魚
鈍科
蜻河臨
刺河臨

企業鈍科
頓帶鱗純
真儡蕾純

賣掉4
徹身課胸僻
貪黑理標身僻

章魚
龍蝦
旭聲
自截仔
寄生蟹
龍蝦姑
石蟹
螺
蝦
蟹

Number
臼晦'ht

%of
caught

EU

冒
4

月,

-LRURHUFO

τ

AnO

呵,

。
。
可

An4114459541248113317117122

0.1

48.5

0.9

1.6

12.5

村經濟魚種之體長與體重之關係 :

有關經濟漁獲體長組成之分佈 ' 由於赤僻、和長助龍占以活魚方式提供台東分所養殖場作養殖
魚種 , 此處僅能以四融笛輯和監斑笛細作一分析 , 結果如下 :

1. 四艘笛鍋 ( 圖 3 ) , 體長範團在 16 一 . 30 cm , 額度高峰在 18.1- 24.0 cm' 平均體長 '21.17
em ' 標準差不大。

三藍謹笛鍋 ( 圖 3 ) , 擅長範圍在 16 一 28 em , 頻度高峰在 16.1 一 26.0 cm , 平均體長 21.64
em , 標準差不大。

分別列於圖 4; 自 r 值到斷其相關式均具上述魚種之體長 ( FL: αn) 典禮重 ( BW: kg) ,

高度相關戶

主主觀握住能 :

抖過夜種具和不過夜籠具之比較 :

過夜鱷具和不過夜籠具效能之比較 , 如表 2 所示。對觀獲來說 , 其他因素日程檢定屬常顱 , 當用
時 , 用 T 核定 , 過夜籠具優於不過夜 , 達 1.8 - 4.1 倍左右。用 Xl

檢定 (Chi -
square test) 時 , 用 1 : 1 儉定 , X2= 7.51 >XI ( �=_1 ) = 6.635

, 同樣可知過夜籠具攤
0 - 0.01

獲性能優於不過夜籠具。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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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四踐雷輯、藍斑笛鋼體長頻率之直芳圖

Length-frequency histogram of Lutjanus kasmira

and Lutjanus caerleovittus catches.

圖 3

表 2 用 T 檢定遍接與不過夜之單位努力漁獲量

test of CPUE( no./set) by the time 9f operationTable 2 T

overnight non-overnight

23 、 21

8 、 6 、 13 、 o 、 15 、 16

1 、 14 、 10 、 11 、 2, 、 3 、

4 、 3 、 8 、 6 、 1 、 2 、

3 、 24 、 24 、 o 、 o 、 12

26 、 5 、 23 、 2 、 5 、 14

戶

,

11 、 30 、 5 、 44 、

Catches 4 、 30 、 46 、 44 、

Sum 258 261

Mean X1= 25.80 X1=8.70

TL
* sw*J .!.. +

1 三 9.68 < X I-X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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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種優勢種體長、體靈之關保
Length-weight relationship for 2 dominantFig. 4

speCIes.

t 才觀揖之比較 :
各轍窮和觀獲量的關係如衰 3 、衰 4 所示。用 ANOVA 檢定 , 發現各漁場之 CPUE 有顯著

不悶 , 因此再用鄧肯民蟻定 (Duncan's test ) 表 5
, 以接定各區觀嘩量之平均值有無不同 , 發

現第 10 區觀獲優於其他各區。
{三j底質和觀蜜之關保 :

底質和報獲是否有關 , 在此作一比較 ; 在分配常態之底賞中 , 針對岩、沙岩、涉泥、砂等 4
種底質作一比較 , 如表 6 所示 , 寶貴底質為岩、沙岩者優於底質為沙、沙泥者。

(叫籠具漁獲物之活存率 :

此處活魚之定義 , 乃捕捉後帶至陸上蓄聲 1 星期左右 , 仍活存之魚。本試驗對上述硬骨魚綱
, 15 科 37 種 825 尾魚來說 , 種具研捕獲之活魚共 138 尾 , 活存率為 16.7% ' 若去除儲河臨

(

451 尾 , 1 次捕獲 , 全部為死的 ) 來說 , 活存率達 3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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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E

(no./set)

TotIes

Mean( 主 )

Sources

Between

Within

TotIes

p

rp

�

X1O

28.4

Table 3

衰 3 各漁區之單位努力漁獲暈

List the CPUE(no./set) of the ten subareas.

1 2

15 6

8 13

23 21

46 40

15.3 6.2513.3

衰 4

Table 4 、

SS

2,571.89
,

3,644.89

6,216.78

3

11

2

1

11

25

11.75

Subareas

4 6 75

8 3 2 5

4 6 234

5 1 O z
30 44 o 5

47 654 35

13.5 1.5 8.75

衰 3;ZANOVA 分析

ANOV A of Table 3.

df Ms

9 285.76

30 121.49

39

衰 5 表 4 之鄧宵氏平均數幢定

Duncan's multiple-range test of Table 4.Table 5

2 3 4

2.861 3 .009 3.105

9.97 10.49 10.82

Xv Xl

22.5 15.3

11.06

X5

13.5

3 .174

5 6 87

3.227 3.269 3.302

11.25 11.40 11.5 1

X2 X. X7

13.3 11.75 8.75

8

O

16

3

3

10

32

6.4

3.330

11 .61

X�

6.4

9

9

30

24

22

14

90

22.5

m

10

46

12

44

26

14

142

28. 呼

Fs

2.35**

10

3.354

11.6

Xa Xv

6.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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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用 T 被定底質和觀獲關係

Table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qil and catches by

using T test.

R R &S S & M S

30.36 11 ,11 6 、21 1�0

12,26 8.,44 2.,4 5 司2

14�24 23�23 5.6 0,16
Catches

22,14 20 1�0 3.1

30,3 /3 �15 、 8

44.24 5,13

Sum 271 120 81 45

Mean 20.85 20.0 6.75 5.0

R: rock

R . & S : rock and sand

S.& M : sand and mud
T 主 * Sw * j: + 毛 (p=O.OI)

2 . U 且 "2

= 14.80 < 艾 r -艾 . = 15.85S: sand

(五 )籠具大小和漁獲性能之關係 :

對大、中、小各 20 個之籠具來說 ,
如表 7 所示 : 大、中、小之漁獲量 , 在經過表 8 ANov12l

檢定後 , 顯得無差異。同樣 ,
大小不河之籠具對漁獲體長來說 , 也無顯著不同 , 如衰 9 、衰 10 。

(六)籠具捕獲魚種之單純化 :

對用籠具研捕獲之錯河豚、四緝笛鍋、蒜偉、藍班笛綱、長助龍占等 s 種佔全部觀獲置之
71. 4 % ' 籠具所攝獲魚種有單純化現象。

富寸 言侖

-底棲撫揚 :

東部沿﹒津大陸棚獄唔 ,
籠具作業廳依魚種而選揮漁喜露 , 如織島、蘭嶼以四踏笛甜、長助龍占較

多 , 豐潰沿岸以赤鯨較多。本試驗漁場以鶴島、蘭嶼較佳 , 鹽續為次。這和資 (1)
東部立繩釣中也以

豐潰為較佳 ( 其試驗漁場不包括蘭嶼、結島二區〉相餅。

主宅漁獲性能:

本試驗籠具大小和漁麓量並無一樹。顧特敏 , 且籠具大小和觀撞撞長也無一興顯特蝕 ,
這可能因

籠具以觀獲之魚種具有單純化之現象 ,
而上述五種優蟄種 , 本身魚體長都相當集中 ,

而無法顯現出

龍其大小特性來 ,
然此等特徵可供漁民在選購館具時 , 無需用大型 , 高價位籠具之參考。

本試驗籠具之括存率相當好 , 這可能是籠具所捕獲之魚 , 不易因外傷而死亡 , 且籠具且可觀獲之
魚種 , 死國大都是因誠壓不當而造成之氣體 ,扭鑫症 ,

肚于漲氣而死的
(3)
﹒若能在此方面加強 , 活存

率必然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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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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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k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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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龍具單位努力轍獲量之比較

CPUE(no./set) by the size of fish 恥 traps.

182.5

Large size

8
33

9
7

10

67

13.4

Middle size

9,27
4,23

48,.7
35,15
11,10

189

18.9

Small size

16 戶 O
2,31

42;14
76,.22
22,15

270

27.0

表 8 衰 7 ZANOVA 分析

Table 8 ANOV A of Table 7.

SS df Ms Fs

692.86
6,052.10
6,744.96

呵
,M

弓

,HA
『

勻,
缸
呵,-

346.43
275.39

ns
1.26

F 0.05 (2,.22) = 3.44
ns = no significant diff.

表 9 筒具大小和捕獲體長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fish-traps
and the fork length of c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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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all size

17.3, 28.6, 24.1
21.0, 29.3, 20.5
19.1, 18.4, 31.5
23.0, 23.5, 20.0
17.3, 18.8, 16.5
19.0, 22.0, 23.1
22.5, 19.0, 18.5
18.2, 17.8, 18.0
21.0

528.0

21.1



32

表 10 表 9 之 ANOVA 分析

Table 10 ANOV A oJ Table 9.

Sources SS df Ms Fs

Between 43.78 2 21.89 0.70
Within 1,789.14 57 31.18

TotIes 1,832.9 59

FO.O5 (2,57) = 3.14

ns = no sighificant diff.

摘 要

為調藍本省東部沿學底棲組場及研究髓具引進東部作業之可行性 , 本試驗自 1 鉛 6 年 2 月開始至
8 月止。

東部沿擇 200m 等深艙內之漁獲底接魚類共 15 科 37 種 825 尾 ,
再加上其他類共 942 尾。

籠具漁場中以鸝島、蘭嶼最佳 , 豐潰次之。有關籠具佳能方面 ,
下列結論可供參考。

-弋過夜籠具觀獲能力優於不過夜籠具。

兵籠具大小和觀獲暈、漁獲體長 , 並無一明顯相關。
三籠具之偏獲物活存率可達 36.9 % 。

用籠具之漁獲物 , 具有單純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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