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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部海域綿延繩釣漁獲性能研究

劉燈城﹒吳春基

Catchability Efficiency of the Tuna Longline Fisheries

in the Waters East of Taiwan

Don-Chung Liu and Chuen-Chi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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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東部海域為一重要的祖游性魚類之漁場 , 每年夏季大量的浮魚類如賣書 ( 鬼頭刀 ) 、體類、旗

魚頸、館類及沙魚等 , 因索餌或產卵而游經東部海域 ,
是東部主要的盛漁期。在這些浮魚資源中產量

最多的肩章書、輕聲頁, 而經濟價值較高者當然要算體形較大的蜻贖魚類了。而捕撈遺些多畫或高魚價的
魚額 , 除體額外都以館延繩齣誦具為主。

傳統的東部館延繩釣漁其為每韓 5 鉤之組合 , 作業海域以離岸60 一 70 理為範圈 , 作業日數從當日
往返之沿岸水域以至於每航次 7 日左右之近海水域。作業船隻以20 噸級以下之木殼船為主 , 漁獲物都
探冰藏式。歷年在東部海場有關之 , 有延繩釣試驗工作寥寥無幾 , 在已知的資料中最早要算 1935 年照南

丸的的台灣東海輔延繩漁業試驗 <1) t 其後水試所海鷹號試驗船於 1969 年 4 月起在東部海域從事三航次

的賄延繩釣餌料比較試驗4訕。真正有計酬的執行館延繩釣漁業的試颱調查 , 則是 1973 年水試所台東分
所成立以後的例行工作 , 但也由於試驗船的噸位及經費等因素 , 調查範闡僅侷限於沿近水域之零星 IJ 、

臣塌。近年來每違盛漁期 , 東港地區的館釣船為數多達百餘腫 , 前來廣大的東部海域作業 , 事實上本
省東部海域已由沿近海之館延蠅釣撮場 , 進而擴充成遺洋的作業漁區之一。

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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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調查水壩以東部之經濟水續為對象
, 黑潮流域內及外國之水壩均包含在內。另一方面 ,

觀具之設計謀 9 鉤之組合方式以便了解在較潔水層之來游魚類的資輝狀視。試驗輯查中 1
將水域別之

魚撞組成、餌料別之釣撞車及油具漫潰時間別之轍 .努力量等館延繩釣撤業有關之漁獲佳能加以蒐集

、分析 , 以作為本融業逐年向外洋擴大作業海域所必需之基礎研究資料。

材料與方法

試.船巫蚵董海攝

海上試驅使用本所海農號試驗船 (FRP 製 , 530 噸 , 440 馬力 ) 及其附屬設備 , 海農號為適合賄
延繩釣、流刺網、一支釣及海洋觀普車j 等多用途之試酸船 , 調查海場之範圈 , 自北緯 21040' 起歪扭。 20'

止 , 東經 121 。起至 1250 止
, 以經度、緯度各 20 分劃分為一小作業區 (作業臣之大小約與漁真真度相等

) 。本年度之輯查水城以 F,G.H (妞圈 1) 之各小作業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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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國 1 調查海犧及小海域之騙號

Investigation area and subareas is the experiment.

漁具構造

漁具之設計揖每僻 9 鉤之組合方式 , 幹蠅使用尼龍單絲250 館 (直徑3mm) , 每條長 60 公尺 ; 文繩

也是使用尼龍單絲 , 規格為 150 號 (直徑2mm)
, 每帳長 20 公尺 ; 擇標細為 PE 製編織繩每條長20 公尺

, 釣鉤長 9 公分 , 楓具構造如圖 2 。每次作業共投 8 懂每僅 7 弊
, 摸霄之每次共計投 504 鉤。叉

, 本

試驗所使用之漁具規格與傳統式之規格比較如表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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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衰 1 每轉 9 齣及 5 齣之峙延繩釣楓具構造之比較

Comparision on the tuna 10曙 line gear construction behveen
9-hook 5-hook of each basket.

Buoy line Main 1 ine Branc h line

Hook size

Length Dia. Length Dia. Length Dia. (em)

(m) ( 圓圓〉 (m) (mm) (m) (mill)

9-hook 20 4 60 3 20 2 9

S-hook 11 4 36 2.3 11 1.7 8.1

表 2 試驗用之餌料規搗

Table 2 Speci fi cat ion of the baits used by R/V Hai -nong ﹒

Length(cm) Weight(g)

Flying squid 43.9 土1.2 415.0 士 13.6

Chub mackerel 26.1 土0.5 407.5 土 23.7

Saury 29.8 土 0.3 107.5 士 7.1
Hairtail 68.7 土2.2 195.0 士 13.9

Confidence interval 95%

餌料及值付方法

供試之餌料計有冷凍之就魚、饋魚、秋刀魚及自帶魚四種 , 其規格如表 2 。試驗時餌料之結付以

齡為單位 , 躲進機商L數法訣定每鈴繫掛餌料之種類 , 但每一次作業所結付之各種餌料數量均相等。除
就魚鉤於尾部外 , 其餘均鈞掛在頭部。
試駿方法

作業採「先投役起」方式 , 即先投入海中之釣鉤最後喝起 , 並於晝夜間輪番作業。作業時當場記
錄投攝繩時刻 , 攝撞種類及其鈞位別、餌料別、對鐘時刻及其體長體重。齣鉤水深之計棚 , 直接使用
自記式水漂計 ( 0 --500 公尺 ) 結付於不同鉤別而最得。表層至 300 公尺的水溫則由自記式水深水溫計

(Sea Thermo) 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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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試驗自 1987 年 5 月起至同年 8 月止
, 共計在F.G.H 各小區域作業 26 次。觀撞物中之對象魚種

(

賄、旗魚類 ) 計有館類 (依釣獲量多寡順序 , 以下岡 ) 的黃館館、大目 :醋、黑館及長餾館。旗魚類有

黑皮旗魚、動j旗魚、雨傘蹟魚及紅肉旗魚。非對象漁獲物有緝魚、竹節車春、買東類、體類及翻車魚、竹

搜等。

餌耕種頓與漁種能拿

延繩釣楓葉為一被動性之漁法
, 其觀擅效率全靠餌料之謗集效果 , 因此餌料的選擇是影響轍獲量

的一重要關鍵 , 以致於館延蠅釣之試驗研究項目中 , 餌料為一不可或缺之要素。為數甚多之餌料試蟻
, 大都集中於對象魚種對活餌、冷凍餌或人工擬餌之嗜食住研究3-8) 。由於釣獲魚種多 , 餌料種額也

多 , 再加上魚額橫息水域之海況或其生態方面等因素 , 故餌料之釣撞機制的分析也就益加復雜。在不
同水域中同一餌料對同一魚種之釣 E蓋率 , 也可能產生迴然不同的結果仰。因此餌料之轍聲能有豆也僅能

於相對的悔件下來做比較。

本試驗所得有關餌料種頓與攤擅尾數閉的關係如表 3 所示。餌料別之釣獲率
( 每 100 鉗所捕鐘之

尾數 , 以下同 ) .以說魚的 2.2 為最高 , 依次為備魚 1.4' 秋刀魚 0.7 及自帶魚 0.4 。若以對象魚種之釣

撞車來看 , 則就魚在賄頓中尤其是對黃緝捕而言 , 比其餘三種餌料之誘引效果為佳 , 旗魚類中除雨傘

旗魚而外 , 就魚對黑皮旗魚及劍旗魚也有良好的釣撞壘。就雨傘旗魚而霄 , 四種餌料均有相當數量之

漁聾 , 囡此結果或可說明雨傘蹟魚對餌料之嗜好性較不明顯。另外在非對象魚種中 , 備魚的釣獲率反

較就魚餌稍為高一些。值得一提的是 , 一向被廣為輔釣船所使的秋刀魚為低。

1969 年海慶號試驗船在東部近海所實施的三航次餌料試驗中
, 就所使用的商就、貳目魚、饋魚及

飛魚四種餌料之釣撞車做一比較
, 結果發現南說之釣擅率最佳 , 舖魚與竄目魚的成績相當 , 但蜻魚餌

對釣撞1JK
魚類則有優越的觀擾。綜合上述結果可發現就魚及鋪魚餌在東部水域所具有之撒護性能

, 而

自帶魚及秋刀魚則無明顯之特性存在。

水漂輿漁種關係

延繩釣具在水中成憊垂曲線狀
, 為一已知的事實 , 側釣具中每轉所舍的鉤數愈多 , 其釣鉤分布

之水層也較深。根據懸垂曲線之特性
, 本試驗所使用之 9 鉤組合 , 應可區分為 5 個水深

, 擴言之最潰

之水層為第 1 及第 9 鉤
, 依此類推 , 第 5 鉤最潭。由水深計實際測得的深度得知

, 第 1 、 9 鉤介於75

-90 公尺 ; 第 3 、 7 齣介於120-150 公尺 ; 第 5 鉤水深介於180-210 公尺。調查所得之各鉤別與觀獲

尾數間的關係如衰 4 所示。整體而言
, 各鉤之釣獲尾數約略相等 , 亦即在同樣的釣獲或然率下 , 可推

知各個水眉之魚群密度量約相當。但若以魚種別來看
, 水深與漁撞開似存有其差異。館頓中的黃餾館

及旗魚類中的劍旗魚
, 在較淺的水層有較佳之轍聾 , 而雨傘旗魚及黑皮旗魚則在各水層里均句之分佈

。反觀非對象魚種之鱷魚為一衰層性魚類
, 但在第 4 、 5 鉤卻有優異之釣聾 , 此種結果或可解釋為投

繩或搗繩中所釣撞者。因此
, 理論上課鉤之實際對撞率應比表中所列者為低。又可視為同一水層之第

3 、 7 銷其釣種比相差達一倍之多 , 故單純以水深別來討論漁獲闢係 ' 並無法充分的解釋館延蠅釣之

撤護性能。

漁具浸 i貴時間與淪種能學

延蠅釣作業大約可分為三個時間帶
, 即投繩、待繩及揚蠅。本試驗中投繩所需時間約 2/}\ 時

, 待

繩時問 5-6 小時
, 揚觸時間則視漁獲量之多寡而異 , 無J 在 5 一 7 小時 , 因此誦具漫潰時間則在 5-

1 4 小時左右。漫潰時間與轍獲能車間的關係
, 僅能基於時間越長則其輸獲之或然率也應聞著增大的

前提下 , 來觀察其結果。另外 , 漫演時間較短之轍撞結果 , 其可信度遠較時間長者所得之資料為高。



Bait Flying Chub

Squid Mackerel Saury Hairtail SUI!

Species caught

Target

Tunas

N��l�b�a�c�o�r�e

Bigeye 1 1 4
Bluefin

Yellowfin 12 13

Sum 15 l 2 19

�-�-�-�-�-�-�-�-�-�-�-�-�-N2N2]ô•êu1�-�-�-�-P�•ê�-�-�-�-�-�-�-�-�-�-T€�-�-�-�-�-�-�-�-�-�-vî�-�-�-u3�-�-�-�-�-�-�-�-�-�-u3�-�-
Marlins

Blue 12 1 13
Sailf is'h 6 5 3 5 19
Striped

Swordfish 10 7 19

SUI 29 12 4 7 52

Hon-target

Dolphin 21 22 14 3 60
Bastard mackerel 6 6 5 18
Sharks 5 3 3 2 13
Skipjack 4 5
Others+ 2 3

Sum 29 32 24 14 99

m

表 3 餌料別與漁獲尾敢問之間係
Table 3 Relation between baits used and species caught,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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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 no.

2 3 4 5 6 7 8 9 Sum

Species caught

Target

Tunas

Albacore l

Bigeye 2 1 l 5

Bluefin l

Yellowfin 3 3 3 l 2 15

Sum 4 5 3 3 2 22

�-�-�-�-�-�-�-�-�-Sø�-�-�-Tu�-�-�-�-�-�-�-�-u1u3�-�-�-�-�-�-�-�-�-�-�-�-�-�-�-�-�-�-�-�-�-�-�-�-�-�-�-�-�-�-�-�-�-�-�-�-�-�-�-
Mar lins

Blue 2 4 l 2 2 2 13

Sailfish 3 1 3 5 2 3 2 20

Striped 1 2

Swordfish l 4 l 3 2 4 4 20

Sum 6 6 6 5 8 7 2 7 8 55

Non-target

Dolphin 9 12 5 12 5、 5 2 8 8 66

Bastard

Mackerel 2 3 1 2 2 2 4 18

Sharks 3 2 2 2 4 2 16

Skipjack 1 5

Others+ 1 2

Sum 14 15 11 14 10 7 7 17 12 107

21

表 4 釣鉤別與漁護尾數間之關係

Table 4 Relation between hook number and species caught, 1987.

+ : including barracuda and opah.



Soaking hour

5 6 7 8 0 Sum冉正n芯8 1‚ßN��.�.�.呵,唔,且6 1苟且415�1U�唔3�1 ��M唔,‘呵12‘唔,‘‘01唔91

Species caught

Target

TWlaS

�A�l`d�,�t�o�r�e

Bigeye 1 1 4

Bluefin l

Yellowfin 2 l 3 3 1 1 3 15

Sum 2 3 5 2 2 2 3 21

Marlins

Blue 2 2 2 l 12

Sailfish 2 2 5 2 4 2 20

Striped l 可..

Swordfish 3 l 4 2 4 2 2 20

Sum 2 5 5 11 2 6 8 8 4 2 54

Hon-target

Dolphin 4 15 9 10 7 2 5 3 3 62
�B�a�seí�r�d

Hackerel l 4 2 l 5 14
�S�h�akd�s 2 3 l 2 13
Skipjack 5
Others+ 3

Sum 4 8 21 14 11 11 8 7 4 5 l 97

22
衰 5 漫潰時間別與搬擅尾數聞之關係

Table 5 Relation between soaking hour and sped 甜 caught, 1倒7.

+ : inclUding sunfish and o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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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4/J 、時漫潰時聞之論護其所指之意義
, 為從投鉤開始至楊起該鉤為止共費時 14 小時 , 當然其所捕

獲之漁獲物之上鉤時間則介於 0-14 小時之任一時刻。
(hi -1)
(h -1)

Si 為第 i鈍之漫潰時間 ; ti 為投繩完畢時刻 ; to 為開始投繩時刻 ; hi 為被攝起之第 i 鉤 ;h 為總投齣數 ;

ti 為喝起第i鉤之時刻。依據本式所求出之漁具漫潰時間與漁獲尾數間的關係約成一常態分佈 (如表 5

所示 ) '44% 的漁獲畫集中在第 8 至第 10 小時
, 和許多研究報告的結果一樣 , 浸潰時間並不和漁擅量

成正此。由館類在第 13 小時後及旗魚類在第 15 小時後已無漁獲 , 及非對象魚類在第 19 小時仍有識撞的

情況來看 , 至少可了解餌料對館、旗魚類及非對象魚類之誘引時殼的差異。另一方面 , 由浸潰時間在
lId 、時內之漁撞量佔全體之 73% 而霄 , 若再經多次的試驗仍獲同一結果 , 則延緝釣在投鉤數及待繩時
刻上尚有再接討之必要。

本試驗之浸潰時間
(1 圳 2)

的計算由下列公式求得Si = ( ti 一 to) + (ti -tj) 式中

擠i 要

本文是自 1987 年 5 月起至同年 8 月止
, 在本省東部經濟水域內 , 使用每轉 9 鉤式之館延細詢具

,

配合四種不同冷凍餌料就魚、備魚、秋刀魚及自帶魚所從事之調查結果的報獲性能分析報告。在26 次

試毆作業中 , 觀撞物計有對象魚種之黃錯館、大目僻、長餾賄、黑皮旗魚、動 j旗魚、雨傘膜魚及紅肉

旗魚 , 非對象漁獲物有鰻魚、竹節館、鯊類及體額。
四種餌料之釣獲率高低依序為就魚、備魚、秋刀魚及自帶魚。就魚對黃鱷賄、黑皮旗魚、首詩 i旗魚

有良好的釣撞率 , 雨傘旗魚對餌料之種類較不具選擇性。就賄旗魚類之釣獲率而霄 , 秋刀魚之語引效

果反而比白帶魚差。另一方面 , 水深別與釣撞間的關係可發現 , 黃插銷及劍旗魚出現在較淺的水層 ,

而雨傘蹟魚及黑皮旗魚則均勻分佈於各水層。在比較漁具浸潰時間長短與油撞尾數閉的關係上
, 可看

出兩者成常態分佈 ' 兩大部份的漁撞物集中在漫潰時間的第 10 小時內
, 觀獲物之多寡並不與漫潰時開

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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