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下聲學技術於海域生物調查之運用簡介 
 

 

 

 

 

水下聲學技術最初是在二戰期間用來探

查敵方的軍艦，而後逐漸轉為科學研究所

用。過去二十年中，聲學技術不斷地提升、

改進，幫助漁業管理者了解海洋生態環境，

進而據以擬定適當的資源管理策略。聲學技

術的關鍵作用在於透過聲音反射的特性，觀

測海域生態系統的組成，並透過各式聲學調

查實驗，結合分析、繪圖軟體將測得之海域

聲音回訊繪製成圖像，藉以了解海洋生態系

之空間分布特性，並提供相關管理措施之參

考。 

水下聲學研究調查隨著海底單位面積大

小或研究目標的不同，所使用的聲學儀器亦

有不一樣的選擇，常被選用之聲學調查儀器

有：單波束魚探機 (圖 1)、多波束魚探機 (圖

2)、側掃聲納 (圖 3) 及近年發展成功之寬頻

魚探機 (圖 4) 等，每一種聲學調查儀器皆有

其優缺點及所適用之實驗。例如單波束魚探

機之優點在於，當頻率越多，則同一時間軸

所測得之聲波反射強度訊號越多元，可透過

不同頻率之反射特性相互比較，對於辨析物

種聲波反射特性的能力較佳，缺點是聲波波

束涵蓋角度較窄，探測面積較小，需透過較

為密集之探測補足。側掃聲納主要用於水平

探測，可快速尋找中表層群聚生物訊號，但

受限於單一頻率的關係，物種辨析能力較差。 

圖 1  單波束魚探機：波束寬度較窄且頻率單一 
 
 

圖 2  多波束魚探機：波束寬度寬且每個波束頻率皆

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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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側掃聲納：適合用於水平探測，波束以迴旋方

式探測 

圖 4  寬頻魚探機：其波束型式與單波束魚探機相

似，但波束是以一頻段之頻率發波 

 

多波束魚探機擁有較單波束魚探機寬數

倍的探測範圍，能大範圍的探測海底地形起

伏，以及生物群聚時的群型外貌，但不適合

用於辨析貼底生物訊號。寬頻魚探機波束型

式與單波束魚探機相似，能利用更多的頻率

頻段測得生物的反射特性差異。理想情況

下，儘管聲學方法提供了有關於地形、底質

類型等反射回訊，倘若可與光學設備 (影

像、圖片) 結合，將能更明確地測繪出海域

海底結構，進一步採集生物樣本，比對聲波

回訊分析物種分布，將能完善解析海域空間

生態結構。 

聲波反射強度訊號結合光學影像拍攝，

可建立物種辨析的資料庫，此方法係透過水

下無人載具對於海域的調查來完成，載具上

裝設有聲波探查的魚探設備以及光學影像採

集的拍照、攝錄系統、光源等，透過探查海

域聲波反射訊號強度，蒐集強度訊號的變

化，並且同時進行光學影像的拍照或攝錄。

由圖片影像鑑別物種與同時收錄之聲波反射

強度訊號對照，即可獲知各物種之聲波反射

特性，若物種間的體型外貌差異明顯，則其

物種聲波反射特性亦有明顯差異。透過此模

式調查蒐集物種聲波反射強度特性，建立資

料庫，可從收錄之聲波回訊特性，有助於掌

握海域物種的分布特性。 

海域空間中的底棲生物是最難以掌握

的，其群落與海底深度、地形及底質有相當

密切的關係，而聲學調查方法能從海底回訊

的特性中辨析海底底質，且具有快速且大範

圍探測之優點。進一步結合生物採樣、海洋

環境資訊資料，如溫度、鹽度、溶氧、透光

度及流速流向等環境資訊，了解不同的生物

所喜愛的棲息地環境條件，即可透過聲學調

查方法了解海域生物資訊。透過聲學調查方

法對海域海底環境作探查，可大致判斷偏好

此環境之底棲生物類型，因此可作為底棲生

物棲地調查之工具。 

波束中含一頻段之

頻率 
如 SIMRAD EK80
頻段為 10-500 k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