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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群島鄭和群礁漁場調查暨研究

黃土宗﹒夏萬浪﹒戚相欣

ofon F i shing GroundInvest igat ionStudy And

ofTi zard Bank Wi thin Sea Ter r i tory

Is lands 〉(Sprat lyNan-Sha-I s Iands

Th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on fishing ground of Tizard Bank within sea territory of

NAFf-SHA islands was carried out during tlle period of January 1984to June 1985.thB

results had been obtained as foilows:

1.Therewere2O fmilies and 72species had been caught in this investigation.PElagic

fishies in sequenceaccording to catch rate are:Euthynnus a刀Zn 缸 ,Gymmomrada

unicolor,Acanthocybittm soland 斤,DEITIersal fishies in sequence according to catch

-rate are:Lethrinus reticulat 帥,L VGriegat 凶 ,Voriloalouti,Pristipomidesfilamentos 凶 ,

GJMmnocranius japonicus,L kasmira,Epinephelus fasciat 帥,L miniatus,Lttflhruts

bohar,Plectropoma oligaCGnthus,R leoparclus,G.robinsoni,Apriortvijvocens.

2.The fIshins ground of Tizard Bank is llmited and far away(84O nautical miles)from

Taiwan-The catch rates were not high,s0,this is not an economical fishing ground

for Taiwan Province.

Hwa曙 Shih-TSUZ 也 ShiaIJazz-Lang and Chi 'rung-Shin

實

基於單民黨、盤濟、軍事、敢抬之需要 , 台灣省水產試驗研自民國69 年 5 月參加「中華民國開

發南海資源研究小組 J , 負責漁揖調查暨研究等黨藹 ,69 年 9 月在南抄太平島 (L at.10
。 L

23.0 啊 ,Long.114 。一 21.5,E 〉設立漁業工作站 , 工作人員輸批駐島 , 持讀工作 , 冀暸解
南沙群島海域之楓葉資源狀況 , 研擴以太平島為基地而閱讀南砂群島海洋漁業之可行性 , 迄今日
起五年 , 本次調查自73 年元月開始至74 年 6 月為止 , 歷時年餘 , 工作人員分露自批 , 工作範園限
於鄭和群礁之-隅 �本工作仍在持圖進行。

盲穹

材料與方法
弋調查設備

H 調查期間及範團 : 調查期間自民國 73 年 1 月至 74 年 6 月止
,
以鄭和群礁〈 Tizard

Mnk 〉海域為主要調查區域 , 如圍 1 所示 , 並以太平島 (1 、 ai-P ing-Tao 〉為試驗基地
。

凶調查小艇 : 長 4.4m F.R.P 小艇兩艘 , 一般裝 5OHP 眩外撥一部 , 一艘裝 2OHP 駐外機一

部。
(三}儀器與設備 : 氣壓計、溫度計、濕度計、風向風速儀、水溫計、比重計、按水器、魚群探捌



到

圖 1 漁場調查範閣圖

Fig.l Fi sh i ng ground of Ti z ar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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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艇問通訊機。
(四)漁具設備 : 手釣 , 曳繩釣其構諸如圖 2 所示 ; 手釣漁具裝置係由手繩 (120 磅尼幣單絲 , 長 200

公尺〉、轉讓 ( 不錯鋼製
, 長 3O mm ) 、幹繩 ( 尼籠罩穌的磅、畏的 cm J 、支 tHE(60 磅尼龍

單絲、長 30 cm 〉‘三肺轉彈、釣鉤 ( 寸 6 或寸 8 體鉤〉、沈餌〈鑄鐵製、楠圓形
, 重 0.6~

0.9 企斤 ) 所構成 ; 曳繩釣具分 A 、 B 兩種 ,A 式裝置係 Eh 幹繩 (1 部 硨尼龍單絲 , 長25 公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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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頭 ( 不錯鋼製
, 長 3Omm 〉

, 支繩 (80 磅尼龍學絲 )2 條長度分別為 1 公尺及 1.5 公尺
,

擬餌、釣鉤所構成 ;B 式裝置係自預備幹繩 (P-E 索
, � 6mm, 長 200m) 、轉單 ( 不歸鋪製

, 長 45mm), 加鉛曳繩 (150 磅尼龍學絲 , 長 3O m2 條組合 ,1 條穿鉛粒
, 鉛粒每粒重 35g

' 平均分佈敲緊於幹繩上
, 總重 4.5 公斤 , 男 l 條纏曉其上加強其抗張力 ), 曳繩 (150 磅尼龍

單車來, 長 35m) ‘繫錦鋼絲、〈 #30/7, 長 1.5m), 擬餌頭及鈍所構成。

二哥調查項目及方法:

.每次調查作業 , 兩艇同時出海 , 作業漁區相同 ,
每艇 2 人

, 先作曳繩釣作業 2 小時
, 每艇投放

A 、 B 式奧繩釣各兩具 , 後再進行手釣試驗 2-3 小時 , 報獲物揖岡工作站進行種類鑑定及生物測
定等。

各次作業所釣獲的種類數
, 個體數、體長、體重等經整理後 , 進行下列之分析。

(→漁獲物組成分析 : 依據牧野信司 (1956), 揀兼善〈 1969), 盎田等 (1975 〉 , 沈世曾提 (1976), 阿部宗

閱 (1978) 等闡鑑為鑑定標擊。

仁)重要漁獲體長組成之探討。
(三)主要漁獲體長與體重關係之捌定。
(四) 相對資源量之季節性變化之分訢 :

單位努力漁獲量 (CPIJE 〉

CPUE=?',

上述中 ,C : 總個體數

f: 每極作業時數 ( 曳繩釣〉

: 每人作業時數 ( 手釣〉

但)鄭和群礁海域漁類群集之季節性變化

本項以下列公式來研討 :

1. 單純度指數 (SirrIpson's index of concentration )

S
z π2=z ni2/N2

上式中 ,ni: 第 i 種魚的個體敏 ,N=z ni

2. 種類學富度指數 (Margalef's index of species richness 〉

dF=(S-1)/l nN

上式中 ,S : 種類數 ,N: 個體數。

3. 種顯分歧度指數〈 Shannon-weaver 's iMexof species divers ity 〉

S
-z pi1ogzPi

上式中 ,Pi 、 =n i/N

4 均衡性指數 (Pielou's indix of evezurss)

J'=H'/l og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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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T 漁獲物組成

本調查捕撈之漁獲物共計 5,817 個體分屬 20 科 72 種 ( 如表 1 所示〉。一般漁獲物可分為二大

類 ,
一為僅曳繩釣可捕獲之表層組游性魚類

, 另一為礁棲性魚柄 ,EP 手釣釣獲者。

表層組游性魚類計獲 1,470 個體 , 分屬 5 科 11 種 , 各科之種類以結科 (Scornbridae 〉為最

多 , 有 6 種 ,
佔總種類數 54.5 路

, 其次館科 (Carangidae 〉有 2 種 , 佔 18.23 名
, 金梭魚科 (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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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 I

表 1 鄭和群礁普車場調查漁撞組成衰
Li s t of f ishes co llected dur ing th i s survey i n T i zard B ank

from Jan .1984to June 1985

Farn i l y

Spe c i es

SCOMBR I DAE

EuthJmnus affini s 〈 CANTOR 〉

E.petam i 〈 L I NNAEIJS 〉

Gymmosarada unicolor(REJPPEL 〉

Acanthocybi msolandri 〈 CUVER)

Thunnus atbacares 〈 BONNATERRE 〉

Granmatorcynus bicarinatus 〈 QIJOY

GA U 且RD 〉

IST I OPHOR I DAE

Is ti oρhorusori en tat is 〈 TEMMI NCK

SCHId EGEL 〉

CORYPHAEN I DAB

Corphaena ht ρρurus 〈 L I NNAEIJS 〉

CARANG I DAE

Caranx ignobt Ii s 〈 F OR S SKA L 〉

Etajat ic biptmutata 〈 QIJOVY&

GA IMARP 〉

Cafangoides ferdau 〈 FOEESSKAL 〉

Seriola dumeri It 〈 R I S so )

SPHYRAEN I DAB

Sjbhyfaena picuda 〈 BLOCH

SCHNE I DER 〉

&

.
LETHR I N I DAE

ZJeth rinus reticulart s 〈 CUV I ER &

VALENC I ENNE S 〉

L.uartsgatus 〈 VALENC I ENNE S 〉

L.mt niatus 〈 BLOCH & SCHNE I DER 〉

L.kal topterus 〈 BLEEKER 〉

L-heamatopteFUS 〈TE 卸MENCK

SCHIdEGEEd 〉

L.mahsenoi des 〈 CUV I ER

VALENC I ENNES 〉

&

&

&

&

Ch i n e s e

備 -科
巴鯉

正醒

練館

竹簡館

聶鱷節

變帶篇

魚

科揖魚傘、聽雨正

餌轍科

鬼頭刀

路科

浪人員參

雙帶員參

印度平當

缸甘鋒

金梭魚科

比古遺金梭

龍占科

網紋龍古

花龍占

長胡龍占

條敏龍占

龍占

磯龍占

Name
Numb e r

Caught

1370

630

12

499

153

27

5

2

2

3

3

82

13

25

40

4

51

51

2452

1164

853

125

16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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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 e rFarn i l y

Caugh t

218

NameCh i nes e

日本組

羅潰遜組

Spec i e s

Gymnocranius japonica MKAZAK I)

G.robinsoni(G I CHR I ST d 62

379

17

79

83

402

131

10

34

3

1

2

45

7

3

2

姐科

豹饋

條故豹饋

星僧

赤石斑

巨點石斑

歌唱石斑

吊橋石斑

梢故石斑

石斑之一

說西農塔石斑

石斑之一

豹石斑

石斑之一

缸艙

黑過錯缸艙 21

31

4

2

1信之一&

Plectropomoma tepo ρardus(LACEPEDB 〉
P.oI igocanthus 〈 BLEEKER 〉

Variola louti 〈 FORS SKAL 〉

E ρ inephdus fasc tat us 〈 EFORS SEEAL 〉

E.areoIatus 〈 FORS SKAL 〉

E.megachir 〈 R I CHARDSON)

E.cometae 〈 TANAKA 〉

E.merra 〈 BLOCH 〉

E.mt crodonCBLE EKER 〉

E.poectonotus 〈 TEMMI NCK

SCHLEGEL 〉

E.aIbojbunc tulates(BOULENGER 〉

E.maculatus 〈 BLOCH 〉

Eρ ineJPhelus sp.

Ce ρhalos*ol i s miniatus 〈 FORSSKAL 〉

C.aurantius 〈 CIJV I ER &

VAL ENC I NNES 〉

C.urode lus 〈 BLOCH

C.boenah 〈 BLOCH 〉

C.sexmaculatus 〈 RIJPPEL 〉

C-pachycentFOFZ 〈 CIJV I ER &

VALENC I NNE S 〉

&

直

SERRANI DAE

1

覽給

黑蜻

紫斑赤僧

橫紋僧

SCHN I DER 〉&

Anyperodon Ieucogranmicus 〈 CUV I ER

VALENC I ENN S 〉

739

90

46

141

9

2

54

笛鋪科

藍笛鍋

婆哈筒舖

正笛蝸

四線笛儡

陸背笛闢

潰筒鍋&

LUTJAN I DAB

Apri on ui rscens(CIJV I ER

VALENC I ENNES 〉

hMjanus 、 bohar 〈 FORS SKAL 〉

L.Iutjanus(BLOCH 〉

L.kasmi ra(FORSSKAL 〉

L.gtbbus 〈 FORS SEEAL 〉

EteI i s carb 閥culus 〈 CIJV I ER

VALENC I ENNE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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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i e l

Farn i ly

Spe c i e s

Aphareus rut i lans 〈 CIJV I ER

VALEtqC I ENNE s )

A.furcat us t LACEPEDE 〉

pri st ipomoides fi Iamentosus roseus

〈 CASTELNAIJ 〉

P.aurici t ta 〈 1ORDAN

&

EVERMAN

TANAKA 〉

CAB S I ON I DAB

paraesioxanthurus 〈 BLEEKER 〉

P.sordidus 〈 BLEEKER 〉

Cae siocae ruIaureus 〈 LACEPEDE)

LABR I DAE

Chei t inus rhodochrous(GIJNTHER)

C.trflobatus 〈 LACEPEDE)

C.da igrammus 〈 LACEPEDE 〉

Bodianus hi rsutus 〈 LACEPEDE 〉

BAL I ST I DAB

Sufftmmfraenatus 〈 BLEBKER 〉

AbaI i ste steI Iatus 〈 LACEPEDE 〉

FI STULAR I DAE

Fi stuIartapetimba 〈 LACEPEDE 〉

SCAR I DAE

Scars4s sp.

MULL I DAE

FbruPeneus sρ .

BELON I DAB

Tylosurus mstanet a 〈 BLEBKBR 〉

EfOLOCENTR I DAE

Adio ηz sρ ino si ssium 〈 TE 如MI NCK

SCHEGEL 〉

續

Cont'd

Ch i nes e Name

姬蝸之一

姬鍋之一

絲攝姬鍋

& 姬網之一。

烏尾多科

黃烏尾多

烏尾多

烏尾冬之一

陸頭魚科
單帶蟬鋼、

王葉囑鍋

雙富豪蟑輛

黑蹟鸚蝸

皮制壘起科

讀巒拉機棘純

扁尾皮剝純

馬鞍魚科

馬鞭魚

鸚哥魚科

曬哥魚之一

讀鋼科

鬢輯之一

鶴館科

叉尾鶴艙

&

金揖魚科

厚殼丁

25

NurElbe r

Caught

6

4

382

5

76

16

17

43

32

17

8

4

3

lI

IO

1

3

3

7

7

22

22

1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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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韻

Tabl e l C ont'd

Farni iy

Spedes

NEMI PTER I DAB

pentapodss macrurus(BLEEKER 〉

Pi ec torhychus l ineatus(L I NNAEIJS 〉

PIec torhychus sp.

PR I ACANTHODAE

pri acanthus c ruent atus 〈 LACEPEDE 〉

SYNODONT I DAB

syzodus uariegtus 〈 LACEPEDE 〉

KYPHOS I DAB

KMhosus t embus 〈 CIJV I ER

VALENC I ENNES 〉 '

&

K.c inerasens 〈 FORS SKAL 〉.

Ch i nes e E Na me

石鱷科

馬克魯金帶舖

條紋胡椒蝸

胡椒儡之一

大眼鍋科

血斑大眼蝸

合齒科

花狗母

舵魚科

蘭勃舵魚

天竺舵魚

NUMBE R

CAUGHT

45

42

l

2

5

5

1

1

23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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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戶yraenidae 〉有 1 種 , 騏轍科 (Coryphamidae) 有 1 種 , 正旗魚科〈 Isti ophoridae 〕有 1

種 ; 各種類釣獲個體數以巴體 (EuttVEERIS af finis ) 為最多有的0 尾
, 佔總個體數 46.2%; 裸

蜻〈 Gyrrlnosaradaunicolar) 有 499 尾佔 33.9%; 竹節館 (A canttzocybi urn s ol and r i)

有 153 尾佔 10.49 屆 ; 比吉達金梭 (Sphyraena picuda 〉有 51 尾仿 3.5%; 黃緒館 (21mnus

albacares 〉有 27 尾佔 1.8%; 雙帶韓 (Elajatic bipirmdata) 有 25 尾佔 1.7%, 其它均在

20 尾以下。

各種魚類釣獲情形
, 按月統計 , 每月均有漁獲者為巴鯉 (E.affinis) 、裸蜻 (G-unicolor

) 、竹節館 (A.solandri 〉、比吉達金梭〈 S.pi cu 臼〉
, 可說上述四種魚類為經常祖游於該

海敬之品種
, 而鬼頭刀〈 CoryphaerIa hippurus 〉

, 及雨傘旗魚 (I st i ophorus orienta l s )

, 經筆者多年調查甚少有漁獲。此等魚種應不產於該海域 , 而係受海混變化影響而漂流 , 應屬偶來

種 (Accidental or temporary immigrants ) 讀 ( 毛等 ,1981) 所稽之漂泊晶種〈

species 〉。

礁摟住魚類計撞 4,347 個體
, 分屬 16 科 61 種

, 各科之種類數以鱷科 (SERRANIDAE 〉為最

多
, 有 20 種

, 佔總種頡數之 32.835, 其次為笛鋼科 (LIJTJANIDAE) 有 9 種
, 估 14,7%; 再

次為龍占科 (LETEERINIDAE) 有 8 種 , 估 13tl%; 隆頭魚科 (LABRIDAE) 有 4 種 ; 烏尾多

科〈 CAES IONIDAE 〉及石姐科 (NEMI P1ERIDAE 〉有 3 種
; 其餘均在二種以下。

St ray

各種類之釣獲個體數以網紋龍占〈 Lettzrims reticulatus) 為最多
, 有 1,164 尾

, 佔總個體

數 279 屆 ; 其為為花龍占〈 L.vari egatus), 有 853 尾 , 估 19.8%; 星館 (-Variola l ∞ t i

〉有 402 尾佔 9.3%; 絲儡姬鍋 (Pristipomoides fi lamentoslIs) 有 382 尾
, 佔 8.9%; 日本

臘 (GYErinocranius japmica) 有 218 尾佔 5.13 屆 ; 四線笛鍋 (Lutjanuskasrrlira 〉有 141 尾 ;

赤石盟 (Epin 削dus fascMAS) 有 131 尾 ; 長胡龍占 (L miniatm 〉有山尾 ; 婆哈雷鍋 (

Lutjanus,bdlar 〉有的尾 , 條紋豹館 (Pledrwpornorm oliga 個ZEthus 〉有的尾 , 豹贈 (P-

lepopardus 〉有 79 尾 , 羅潰遜鐵〈 Gyrnrlocranius robiElSOIli) 有 62 尾 ; 藍笛鍋 (APE-ion

virscens) 有 54 尾 , 其它各種均未滿 50 尾。

各種礁摟住魚類動獲情形
, 經按月統計 , 每月均有漁獲者亦為上述 13 種

, 這些應可對斷為該海
域之常住種 (Residerit species 〉 ; 而其中文以網紋龍占〈 L ﹒ ret i culatus 入、花龍占 (L -
vadegatus) 、星艙〈 Vari1 個 louti) 、絲攝姬鋼〈 P.f i lamentosus 〉所獲最多

, 且聽乎每

次作業均有漁獲
, 應可對斷蛇等為該清域礁棲性魚類之僅占種〈 Dominant species ) 。

之三漁獲物體畏組成 :

有關漁獲物體長組成之分佈情形 , 此處以漁獲物中觀獲較多者加以探究 , 體長一律以尾叉長〈
FORK LEN σIZE 〉為車 , 結果如下 : 並如圖 3 所示。

H 巴鱷〈 Euthyzzzms affinis 〉 : 體長範圍在 20-66cm 間
, 頻度高裝在 34.1-48cm 間。

已棵館 (GyrIIZZEosaradauzaicolor): 體畏範圍在 22-12O cm 間
, 頻度高裝在 42.1-56cm 聞

目竹節艙〈 Acanthocyburn solancdri 〉 : 體畏範圍在的一 158cm 間
, 頻度高壘起在 110.l

一 130

cm 間。

但) 網紋龍占〈 Lethrims reticulatus 〉 : 體長範圍在 14
一 26cm 間 , 頻度高裝在 18.l-23cm

間。

但) 花龍占〈 L-VBriegattls): 體長範圍在 14-38cm 閉
, 頻度高進在 24.1-32cm 聞。

、拆 ) 星繪〈 Var i loalout i): 體長龍圍在 12-5O cm 間
, 頻度高裝在 18.1-3O cm 間。

(七) 絲儡姬鍋 (Pristipomoides filazn 帥"sus): 體長輯圍在 14-62cm 間
, 額度高益集在 18.1

一 4O cm 間。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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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本攜 (Gyrnnocranius japonicus): 體長範厲在 18-48cm 間 , 頻度高婆在 22.1-4O cm

間。
(九)四艘笛網 (Lut j anus lfasrn i ra

(十)赤石蹉 (Epi rlephdus fasc i a tus

cm 間。

(2 長助龍占 (L .miniatus): 體長範圍在 24 一 52cm 間 ,
頻度高裝在 34.1-Mcm 間。

住)婆哈笛網 (L .bohar): 體長範圍在 20-Mcm 間 , 體長頓度高遲不明顯。
(主 )條紋豹繪 (P.ol igacanthus 〉 : 體長範圍在 12-6O cm 間 , 體長頻度高這是不明顯。
因豹繪 (P.l eopardus): 體長範圍在 18-8O cm 間 ,

頻度高婆在 34.1-5O cm 間。

由羅賓還組 (G.robinsoni): 體長範間在 18-74cm 間
, 頻度高是在 24.1-Mcm 間。

怯)藍笛鍋 (Aprimvirocens): 體長範圍在 16-58cm 間
, 頻度高畫展不明顯。

(毛)比古達金梭 (Sphyraena picuda): 體長範圈在 40-138cm 間
, 各體長等級均零星漁獲。

其主要漁獲物體長與體重關係 :

前述主要漁獲物之體長 L ( 尾叉長 :cm

表 2

): 體長範闊在 12-28cm 間 , 頻度高婆在 18.1-26cm 間

〉 : 體長範闊在 17-32cm 間 , 頻度高婆在 20.I 一 25

) 與體重W(g 〉之關係如表 2 所示。

Length-weight re lat ionship for ma jor s pe C i es

主要漁獲物體長與體重關係

Tabl e 2

Spec i es

Euthymus affini s

Gymnosarada uni color

Acanthocybium solaFdri

Lethr ifnus ret iculatus

L.ZJGr zegatt4S

L.m iniatus

Gynznocranius japonicus

G.Fob insoni

Vori loa louti

Eρ z-FZEjhhelus fasciatus

plec tropomoma ol igacanthz4S

P.leopardus

A ρrion tyirocens

Pri st ipomot-des fi lamentosus

Lut janus hasmira

L.bohar

Regressi on equat ion
W=Boad we i ght(g 〉
L=Fork Lerlg th(crr1)

Corre lat ion
co e f f i C i ent
(r)

-W=O eO1685Lg. 。

" r=O .985

W=o .OO863L BJM r=O .982

W=0.00698LMH r=O .910

W=0.03166Lun r=0.937

W=0.25711L2.", r=0.967

W=0.03515Lzm r=0.998

W=0.06601L2.7 個 r=0.977

W=O .04905L2?" r=O .993

W=O .03245LUM r=0.988

W=o .02518L2..2. r=O .947

W=0.OO179Lun r=0.988

W-=O .OO704LSJeo r=O .991

W=0.02943L2..2. r=o .993

RTzO .07106L2.Me r=O .963

W=0.03908VEHS r=o .933

r=0.993W=O .OO848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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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對實源量之季節性變化 :

表層細游性魚類單位努力漁獲量 (C PUE 〉的季節性變化 , 如圖 4 所示 , 由此可見 3 至 7 月

6

3

ω

2a
υ

FM A MDNSOAJFM A M
O

鄭和群礁海域曳繩釣試驗 C P U E 季節性變化情形

Seasona l chang of CPUE 〈 IndsAMS 〉 for t he f i sh caught f z-Om

Ti zard Bank by t rol l i ngli ne dur i ng Jan .1984.Jme1985.

圖 4

Fi g .4

CP U E 較鈕 ,8 月至室里年 2 月較高。換霄之 , 表層組游性魚類 C P U E 周年中除夏季較低外 , 其
餘季節均有較高之傾向。

礁摟住魚類學位努力漁獲暈〈 C P U E ) 的季節性變化 , 如圖 5 所示 , 其 C P U E 大都在 2 至

3.5 間 , 並無明顯之季節性變化。

4

2UDnL

υ

JFM A MDNSOAJJ
O

-M A M

鄭和群礁海攝手釣試驗 C P U E 季節性變化情形圖 5

from〈 IIlds/hrs)f or the f ish caught

'fi zard Bank by hand l i ne dur i ng Mar .1984.June I985.

Seasonal chang of CPIJE5Fi g .



主主礁棲性魚類群集僑造之季節性變化 :

如闡 6 所示 ,
以四項種顯分歧度指數來檢討姆和群礁海域手釣魚類群集之零節性變化 ,

曾先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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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單純度指數 (z f 〉之季節性變化 ;5 月至 10 月之值較平均值高 ,11 月至想年 2 月之值在平

均值以下。z f 值大表示群集單純 , 反之則表示複雜。 .

其次 , 從種類豐富度指數 (dp) 及種類分歧度指數 (H' 〉來看群集構造之季節性變化。 d' 、

日
,
值與 z f 值對群集構造之意義相反 ;4 、 H' 值小表示群集構通單純 , 大則表示群集接雜。如

圓 6 所示 ,d' 及 H' 值之季節性變化有一致之現象 , 部 5 月至 10 月時 d' 、 HF 值較低 ,11 月至翠

年 3 月則較高。換言之
, 鄭和群礁手釣礁摟住魚類群集之構造 , 不論從 Z P 或 d ' 、 H F

值來君
, 皆有隨季諦而變動之現象。
為進一步了解群集中各種類之均衡現象 , 以均衡性指數 J' 來分析群集中各種類均衡性之季節性

變化。如圖 6 所示 , 週年各月之 J' 值均很接近平均值 , 反映出群集組成在各月間之差異很小。

言寸 言禽

自前述結果得知南沙群島鄭和群礁海域 , 表層祖游性魚類以巴體 (Euthymus affinis) 之釣獲

居以為最多
, 其次為練蜻 (GyrnIIIosaradaurlicolor) 及竹節蜻 (Acanthocybium solandri)

, 此與 ( 陳等 ,1981; 陳等 1982; 吳等 1981; 簣 ,1984 〕之調查結果符合 , 其次在 C p U E 之季

節性變化非常明顯 , 在春未及夏季釣獲率較低 , 其餘季節釣獲率較高。
礁棲生物之群集構造

, 受海底地形、底質及海況等海洋環境所支配 ,
因此其群集構造與環境構造

有相關之現象
, 一眼認為濃揖變動劇烈且同一讀讀狀態持續性鐘之區域 , 其分歧度少 ; 反之 , 環境變

動小且長期安定之區域則群集之分歧度大 (Tze 時 ,1982 〉
,
本調查之結果正反映出此種現象 , 鄭和

群礁海域 5 至 10 月受強烈西南季風吹襲 , 海洋環境不能持續穩定 , 是造成群集單純之原因 , 反之在東
北風季節由於風力較弱

, 海洋環境能持續穩定 , 而造成群集較接雜之現象。
礁棲性魚頓中被漁獲者主要以龍占科、編科、笛綱科為主 , 佔所有手釣漁獲物 93% 以

, 並均為
經濟價值甚高之魚類。

zk 次調查研獲之魚種經濟價值雖甚高 , 但由 C P U E 觀之 , 表層組游性魚類之 C P U E 在 1.35

至 5.6 間 , 礁摟住魚類之 C P U E 在 2 至 3.5 間 , 漁場資頓並不甚鹽富 ,
加上該海域距本省連連 840

哩 , 且諸島礁中除太平島外 , 餘均為他國軍隊所駐 , 漁抽作業補給均顯異常困難與危險 , 目前倒不具
有進行商業性經營之條件

, 至於礁區外之深海水域其漁業資源則有待另行探討。

要

為調查南沙鄭和群礁海域漁業資源 , 本報告係自 1984 年元月至 1985 年 6 月之調查結果
, 本次調

查共獲魚類 20 科 72 種
, 其中表層祖游性魚類計 5 科 11 種 , 依漁獲個體數計算 ,

以巴體釣獲尾數最多
,
其次為裸蜻及竹簡艙

, 礁摟住魚類計獲 16 科 61 種 , 依漁獲個體計算以網赦龍占釣獲最多 , 其次為
花龍占、星繪、絲攝姬綱、日本輯、四鱷笛綱、赤石瑾、長吻龍占、婆啥笛觸、條紋豹繪、豹繪、羅

賓遜,喝、藍笛網 ; 以漏獲科別計 , 手釣漁獲以龍占科、鱷科及笛輔科為主 , 佔所有手釣漁獲物93% 以

上 , 均為經濟價值甚高之魚類 , 惟資源密度不高 , 且作業範團受限 , 目前倒不具有進行商業性採捕礁
區漁類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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