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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2003－2020 年臺東縣新港魚市

場所量測之 95,714 尾鬼頭刀之樣本  (雌魚

59,896 尾，雄魚 35,818 尾) (圖 1) 及根據 2017

－2020 年新港漁獲資料分析鬼頭刀延繩釣漁

獲組成。漁獲鬼頭刀體長季節及性別方面有明

顯差異，顯示夏季群之漁獲體長較大於秋冬

季。由於長期漁撈壓力下可能導致目前臺灣東

部海域鬼頭刀漁獲體型分布稍偏小之趨勢。鬼

頭刀延繩釣漁獲鬼頭刀佔 85.1%，混獲率僅

14.9%，月別混獲率為 8.9－23.9%。當鬼頭刀

盛漁期時 (3－5 月及 10－12 月) 混獲率分別

為 14.9－16.6% 和 8.9－13.2%，表示鬼頭刀盛

漁期時混獲率較其他月別低。鬼頭刀延繩釣漁

船各月別作業海域於新港外海附近，而冬季則

有逐漸北移至花蓮海域作業 (圖 2)。 

根據前人研究表示，西北太平洋之臺灣與

日本海域的鬼頭刀為同一群之推論，為了要解

析同一群不同海域鬼頭刀棲地偏好，本研究利

用彈脫式衛星標識器 (PSAT) 於日本長崎北

部標識 4 尾鬼頭刀 (尾叉長 94－102 cm)。共記

錄 5－31 天的行為資料 (總計 69 天)，從標放

位置到彈脫位置的直線距離為 63－204 km (圖

3)。根據最可能的移動路徑，結果顯示，標識

之鬼頭刀主要向北移動。垂直移動深度從海表

面至 94 m 深，棲息環境溫度範圍為 17.8－

23℃。根據群聚分析顯示，不同海域之鬼頭刀 
 

 

圖 1  2003-2020 年新港魚市場雌雄鬼頭刀漁獲體長頻

度分布 

圖 2  臺灣東部海域鬼頭刀延繩釣作業漁場漁獲率重心

之月別分布 

 

圖 3  鬼頭刀標放位置及衛星彈脫位置及移動方向 
●：標放位置；★：標識器彈脫位置；   ：移動直線距

離；    與 ● 及 ● 為移動最有可能的移動路徑 

 

棲息溫度有所差異，表示鬼頭刀在不同海域之

熱慣性有所差異。本研究的初步結果為支持當

地重要漁業提供鬼頭刀延繩釣的漁場動態及

移動行為，這些結果將有助於資源評估所需之

重要資訊，使鬼頭刀能達到永續利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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