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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安達受海北部施網漁場關發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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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為配合政府發展連洋漁業之政策
, 疏導台灣近海拖網漁場之輸船擁擠現象 , 解決現有、漁場所受之

壓力 , 與資源日益桔謂之問題 , 乃舉辦遠洋拖網漁場之開發調畫 , 自 59 年11 月起
, 從事澳大利北部之帝故

梅、阿拉佛拉梅、喀本遠利亞灣及普里淵西北部海擴等地區之大陸捌實施調查
, 並引導本省大型單、雙拖瘋

船前往作棠 , 獲得良仔之成績 , 每年在該海按所生產之漁獲量為數相當可觀 , 對本省漁業之增產頗有責缸
, 惟近年來該海按自於作業漁船之頻繁 , 漁場資振有日漸減少之趨勢 , 因此必讀另行開闢新漁場 , 以期疏

導漁船 , 減輕該漁場所受之壓力 , 是為本調查之目的﹒
本報告為本前海鹿試驗船 , 在1973 年10 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止

, 在安違曼海北部馬連斑灣及伊洛克底江

口附近調查之資料 , 此次調查共投網47 次 , 海祥觀測 13 次〈包括浮游生物揖集〉﹒共擒獲12 噸 , 所獲魚種

共53 科 102 種 , 主要漁獲第袖口、自帶、午仔、海餵‘自口、自錯、鞠魚等 , 皆為高經濟價值之魚種。

該海擴魚額資麗之蘊積量 , 經韌步調牽結果認為相當聾富 , 權目前該海攝因受緬甸故府擴張領海之關
係﹒我圍觀掛曾極其扣留數艘

, 故漁船前往作棠 , 必讀特別重現安全問題 , 本報告僅將該海域漁場實輝、情

況 , 關益結果之情形詳述於後 , 以供拖網業界參考。

一、前

二、地延環境

1 忌地單位置
安連曼海位於臨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之出口處

, 西接安適量群膺 , 東鄰緬甸、泰國、馬來西亞三園 ,

南酒蘇鬥答膳群島 , 北為祖甸 ( 見聞 1) , 總面積約 132,000 平方埋。該海區適於底曳網作業之水深海域

有三慮 , 一為北端伊洛瓦底江河口及馬連斑筒 , 一篇東部靠近馬來半島海岸30 漫之海臣
, 另一為東南部

麻六海峽至蘭如威島 (Langkawi Island) 附近 , 此三處以伊洛克底江口及馬達斑灣附近海區較具開發

價值 , 因為此處是孕育南亞穀倉之伊洛瓦底江及薩爾溫江等訶水黨集之處﹒腐蝕物沖積說澱層厚 , 營養鹽

額聾富底賀卒讀 , 適於曳調作棠 , 不影響印度洋交通孔道之航行﹒馬達斑潛在緬甸之南芳 , 為西唐河 (

Sit tang River) 之入海處 , 其東有摩爾門河 (Mouimein River) 亦名薩爾溫江
( S�lween River

) , 其西有伊洛克底江 (Irrawaddy River) ﹒黨集此三大河流之河水
, 且水面混潤 , 南連北韓 14 度 ,

面積約18,0 ω平方哩 , 適宜於沿岸性及半鹹71c 性魚類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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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安遺曼海北部海城聞

Fig 1. Map of N ortharn Part of Andama.n sea

2...
本海城在印度洋孟加拉灣東部

, 前以一股葫雷﹒氣象之變化乃隨孟加拉灣海城之氣象變化而定 , 此直

氣展屬於季節性 , 夏天為西南季風期 , 冬天為東北季風期 , 所以此區棋被東北、西南兩大季風支配 , 整年
之夫氣可分第四個季節, 自 12 月豆豆年之 2 月為東北季風期或稱涼爽季節

, 有時東北季風會提早於 11 月開

始 , 遲至整年 3 月為血 , 4 月到 5 月稱為前季風時期〈西南季風〉或稱熟季 , 6 月至 9 月為西南季風期 ,

10 至 11 月為後季風時期。

氣溫 : 東北季風時 , 平均氣溫較低為攝氏23 度 , 西南季風前期溫度較高 , 為攝民30 度左右。

霧及能見度 : 該區之霧屬於季節性 , 全年經常出現 , 關於見度芳菌 , 一敵之能見度 , 路兩天重霧或暴

風中心附近空氣中夾有碎誅外 , 餘皆為良好﹒
熱帶健風 : 旋風大部多出現在西南季風期間

, 而很少在東北季風中見到 , 暴風時間多在 5 月至 11 月之

間 , 若由於暴風時間之延遲 , 則經常在 11 月比 5 月出現旋風之機會較多
, 有些旋風最初在南中國梅 , 由東

北方向進入後再增強 , 此種情形常發生 9 至10 月。

3. 潮汐
本區之潮汐受季節風之影響形成東北一西南是i旬 , 根撮英國海軍發行 83 號海闡明 From Koronge

Island to White Port" 肉之記載 , 馬達斑潛之潮流如圍 2 所示 , 此圖係以象角 (Elephant ,Point)

為基準港 , 依據12 月至 4 月乾季所觀誼。繪製而成
, 因潮汐在一夫內有兩次漲落潮 , 因此每 6 小時改變一次

方向 , 閩中連續糗代表數線之所在位置 , 潮汐流改變芳向之時間 , 在基準港舉角之前時差 , 箭頭代表流水
之方向及強度 , 由圈中顯示 , 大潮時摩爾門 (Maul 血 ein) 附近之流速達到 6 節而象角附近亦連 4 節 ,

又

根接向一海聞之記載 , 該灣內之潮齡及潮差情形如圈 3 所示 , 閩中實線代表該線所在位置之高低潮時間與
象角之時盞 , 虛線代表該線所在位置高低潮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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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馬達斑灣潮流闡
Fig2. Tidal Streams Q� ♀ ulf

of Martaban-.fo,t -of
reference Elephant

Point. (From Chart 832.

Koronge Island to

White Point.)

國三、馬遠斑灣潮汐圍

Fig3. Diagram showing

Co-tidal and Co-range

lines of Gulf of
Martaban-Port of

reference Elephant

Point. (From chart. 832,
Koronge Island to

Whit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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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與方法

本次調查由本所海監號試驗船執行, 該船為揖拖型機接調查船 , 全長 31.60 公尺 , 寬 5.65 企尺 , 吃水
深 2.60 公尺 , 總噸位137.88 噸 , 主機馬力 380 匹

, 最高船速 11 節 , 平時 8 節 , 續航力45 仰哩 , 該歸於10 月

1 日到達觀場開拍試驗作棠 , 調查項目包括永課、底質、鹽度、水溫等水文調查 , 基礎生產力之浮游生物
調查 , 聽說、魚頓對﹒相、主要魚種分布及體長組成等魚類詞蠢 , 其各項調查芳法分述如下 :

1.* 文觀測
(1) 水深與底賞之輯查

以鶴見牌 T S 0-550 型電動現!裸機擦祖.u海底之深度
, 並以鶴見牌丸川型操泥器作底賞之操集﹒

(2) 水溫及鹽度之調查
以南森瓶於各觀測點作 Om, 25m, 50m, 75m, 100m 等層之水樣揉集

, 並以附著於甫森瓶外之顛倒
溫度計測量現場水溫 , 其樣水構問以鶴見牌鹽度測量儀 (Tsurumi Seiki T. S-E2 Salinometer

〉測定鹽度﹒
2. 浮游生物謂查
於各觀測站以北太平洋標準浮游生物網(Nor pac Net) , 作自海底至衰面之垂直操集 , 緝口徑45c-

m, 網長 180cm, 網布 GG54 號 , 輛自 0.33 x 0.33mm °浮游生物揉集上來後
, 立即加入 5� 宙之福爾馬林被

閻定 , 揖間實驗室整理。實驗室之整理工作 , 係將固定於揉集瓶之樣求 , 倒入小久保民況澱器中﹒使其說
澱 ,24 小時後 , 度量其所含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總況澱量後 , 再將其分成樟肺、毛頸、申殼、水母、皮囊、
種魚及其他等額。浮游生物為魚類之餌料 , 依其豐寒供作判定魚場之參考。
3. 漁獲量調查

(1) 漁區之割分
本次調查之海攝為北韓 14 � _16 。東經94 � -97 。閉 , 全區劃分為每30 裡平方為單位之﹒若干機區

, 然後再
將每區分成 9 小區 , 每小區面積為 100 平方埋 ( 見聞 4) , 以作為漁獲比較之用 , 至於楓區之編號以四位
數為擊

, 前二位數是將緝度數乘以 2 , 而後二位數是將經度數減去50 以後再乘以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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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Fish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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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漁況調華

使用北歐甲型憫 , 網身長 53 公尺 , 手綱長40 公尺
, 袋網目大 6 企分 , 曳網作業每小時航速三禮 ,

每次網車行三小時﹒起網佳將所獲之觀獲物分別種類
,
詛,U定重量 ( 每箱平均以25 公斤計算 ) , 以為

倒定漁場價值之基礎﹒
(3) 魚類群相調查

在每次謂之機獲中 , 選留每種魚 2-3 尾以作鑑定之用
, 並記錄其出現水課 , 以瞭解該海域之魚

額群相作為魚類生態調查之學考﹒

(4) 主要魚種分佈及體長組成

於每一楓區內任連一調至二桶 , 將主要魚種作體長捌定 , 作為各漁區間之比較 , 其祖,1/ 量法使用體

長謝定板自魚體之助端量至尾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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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五、作業及水文觀測站圈
Fig5. Fishing ';'tations'-an'd -Observational stations

1. 水深與海底地形及虛實
(1) 伊洛瓦底江河口附近

該區 ]j( 探自北韓14 度25 分之外誨 , 水深50 哼起
, 向北至伊洛瓦底江沿岸止 , 海底斜度頗大 , 尤其

在河口之東南方 5011 學等漂韓至20 團軍等課據內 , 其兩地距離僅隔 10 裡許
, 但深度相差30 嚕 , 海底傾斜

甚為急峻 , 對拖網作業而霄 , 如在曳網中流水或風向不能與等漂線平行時 , 對曳網之水深控制較為

困難﹒至該區底賞之分佈 , 在外海區域。其底質較為粗糙 , 一般多為砂泥賀 , 並混合有貝覺碎斤 ,

在伊洛克底江河口附近﹒則多為灰色軟泥質﹒

96
�

-�
.

" 948



72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第25 號 令

,
句

(2) 馬達斑灣附近、

馬達斑崗位於細甸南芳之西唐河河口
, 其東有機商門江 ( 上游為薩爾溫江〉等之河水槃集 ( 間 1

) , 其西為伊洛瓦底江口 , 此潛水深在son 專內 , 自北向南逐漸傾斜 , 底質大部份為泥質 , 亦有部歸
為硬灰泥底 , 而沙及細沙底 , 僅出現於水深sou 尊處。

2. 水遇與鹽度
表層水溫之變化不大 , 均在28.6

� -30.0 � C 之間 , 其等溫線大致與海岸線平行 , 且自沿岸向外海基遞
減狀態 , 而鹽度則受陸上排水之影嚮 , 其變化較大 ,

自 14.13-30.42%0 ' 也伊洛瓦底江流入之河水與外祥
之河口南芳50 涅矗立第 7 觀測站權合 , 而形成等鹽線密集區 , 亦即鹽度變化最夫之海區〈國 6')

, 鹽度之
分佈由該區向東、南、西三方向混合而遞增。在馬違斑灣內之海水鹽度亦因西唐河之河永灌入而一較般海

水為低 , 在第10 觀測站處僅有 25.91 此
,
自圍觀之 , 似有一股海流自 ;7j( 深sou 尋之外海向灣內流入 , 使等鹽

線成西甫一東北之走向, 而延伸至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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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表層墟溫圖
Fig6.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t Surface' in October,

‘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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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之水溫與鹽度受潮流之影響較大 , 而且受深度之影響亦犬 , 其溫度之分佈 ' 自沿岸向外海遞減
,

且深度越深溫度越低 , 例如在河口及商內底部之水溫高速 28.6
� C 以上 , 而在水深 sou 尊處之第 1 觀測站處

僅有 24.8
� C 0 鹽度之分佈 , 則隨深度而遞增 , 其等鹽級自吾與等深線平行 ( 圖 7) ﹒河口外底 !督之瞳度較

高 ,
其變化亦較小 , 均在 32.2?60 左右 , 而灣內之鹽度較低 , 在第 10 觀測站處僅有 27'.21560 ' 由此向西南方

向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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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七、底層堪溫圖

Fig7.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t Bottom in October,. 1973.

自縱斷面觀之 , 一般上層為高溫低鹽 -而下層則為低溫高鹽
, 自由j面A 肉 , 在洞口之西制之第 6 觀測

站至第 3 觀捌站聞之本溫上干一致
, 均在28 � -29 � C 間 , 而東側之第 3 至第 1 觀祖.u站聞之水溫由上至下遞

減 , 如圖 8 , 自圍中顯示在剖
面肉因受洞水侵入之影響

, 鹽
度於上層較低 , 而逐漸向下層
增高 , 且由第 6 站逐漸向第 1

站立方向遞增。在剖面 B 內很

顯然之可以君出自伊洛瓦底江

所排入之河水在第 7 觀測站處

形成一低鹽分 #. 團 , 而向東芳
逐漸與海水混合 , 因其比重較
腔 , 而浮於上層〈圖 9) ., 在

第 8 站處有-溫度略高於兩旁

之#. 圖存在 . .、在剖面圖10 及 11

兩剖面肉之鹽分溫度分佈甚為一
圖叮叮叮

平穗 , 無劇淵之聲化﹒個}

' 。
-eo

TO

,: 。 -一一- Tempero'ure (OC)

' 。 一 Sdllnlty ( %. ) A

圍凡、剖面 A 瓏溫圖
Fig8.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t Profile A.



74 聾崗省 7K 藍試驗研試驗報告 第25 號

70

' 。 B' 。
10

" 。
(m)

SGIiRIf)( %.)

s

mr
＼

-im

I? (St.)

C
Temp ﹒間 fure ( ﹒ c.)

Salinity ( ,,-)
、 .

10 12 1$
. ( Sf.)-II

,.
./

/

,串
,.-

'./ _..-
// _tP

60 D
7 。

80 T emperafure ( �c )

s ω lnify (0/..) �O9 。

100
(

CI'.)

圖丸、割面 B 墟溫圖
Fig9.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t

Profile B.

團十、剖面 C 墟溫圍
FiglO.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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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物性浮游生物
在此次調查中, 每單位海水內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含量甚聾 , 一般而言有依水深度而減少之趨勢 , 在水

深 10-201\ 害之海區含量較多 , 20-50 D奪之海陸次之 , 深於 50 日專以上之海城最少 , 其中以馬達斑灣內水深
11D 等之第 9 站及第 10 站為最多 , 窩邊 525 隻 1m3 及335 隻 1m3 之眾

, 其次為伊洛瓦底江河口之第 5 、 6 、 7

三站 , 其器集量達 133 、 205 及225 隻1m3. 此種浮游生物之含量以樟肺類 (Copepoda) 為最多
, 其次為甲

殼幼體額 ( Crustacea 的 , 再次為皮囊顯 (Tunicate)
, 毛頭類 (Chaetognath) , 水母類 (Medusa)

, 稚魚頓 (Fish Larval) 及其他額等
, 其各類群之分佈情形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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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動物性浮游生物分佈圖
Fig12. Dis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in October, 1973.

(1) 模開頭 : 其數量之多為動物性浮游生物之冠 , 且佔各揉集站所揉集動物性浮游生物之 60� 古以上 ( 除

第 3 站45.1 克與第 5 站 53.08� 店外〉﹒並有高達90% 以上者〈第10 站95.75% 及第 12 站 92.68%) , 其分佈以

灣內及河口處較聾富 , 其中以第 9 及第 10 兩封最多 i 其量高達348 及320 隻1m3, 其次為河口處之第 6 及第

7 兩站 , 其量為156 及177 隻1m 置 , 其他 1 、 2 、 3 三站中僅有26.27 , 及 11 隻1m3 而已于 :

(創甲殼類 : 為本區動物性浮游生物次多者 , 惟量並不多 , 僅佔總量之 8.17 鬼 , 其分佈情形亦以商內及

河口處較多 , 其中以第 9 及 11 站最多 , 達 34 及 32 隻 1m3, 次為第 5 、 6 、 7 站 , 其量為17 、 25 及 17 隻 1m3

, 而操集最多之處亦為灣肉之第10 及 12 站 , 其量為 0.5 隻 1m3, 亦即在每 2 立方公尺中值有 I 隻而已﹒

(3) 皮囊顯 : 為動物性浮游生物探集總量之6.07 方 , 他第三位 , 以第 9 站為最多﹒連于6 聾 1m3, 次多者

為第 8 站17 聾 1m3, 其他各站均少於 5 隻1m3. 第 4 及 12 兩站無度囊 , 而第 3 站懂揉獲 1 聾﹒

(4) 毛頭頭 : 為動物性浮游生物揉集總量之4.54� 右
, 佔第四位其揮舞量以第 9 站 (21 聾1m3) 第5 站 (15 隻

1m3) 第 4 站 (10 隻/的第 7 站 (9 隻1m3) 第 6 站 (9 隻1m3) 較多 , 其餘戶站均朱超過 4 聾 1m3, 其

中第 3 站及第 12 站尚不及 I 隻1m3 ﹒約 2 立方公尺中僅有 I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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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母類 : 佔融據集量之2.7� 右
, 以最西側之 4 及 5 兩站較多 (111 支 12 隻1m3) , 其餘各站甚少 , 第

11 及 12 兩站無水母。

(6) 稚魚類 . .量不多僅佔採集總量之 0.58% .大部份分佈於洞口附近之海面
, 其含量均在 3 隻 1m3 以下

, 且在第 3 、 9 、 11 、 12 等四站揉集不到。

(7) 其他顯 : 包括翼足類、異足穎、多毛類、十足類等
, 其量為佔總操集量之5.36% ' 以第 5 站 (15 隻

1m3) 及第 7 站 (10 隻1m3) 較多。

4. 為況情形
本次試共捕獲 383 與他未裝箱之魚類共 12 噸 , 其中以袖口魚為最多 , 共獲 102 箱 , 其次為自帶魚

81 箱 , 大馬 ift72 箱
, 海鰻53 箱 , 白口 16 箱 , 白蝠 5 箱 , 當勘魚 4 箱 , 及其他雜魚等 50 箱

, 各漁區總觀獲量 ,

控網歡與主要漁獲種類如圍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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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Fishing production

* 航次調查發現在水深較深的海區漁獲量較少 , 而靠近河口之漁直觀獲量較多 , 以梅、獲之強度而言 ,

在馬他斑嚮肉之3093 及 3192 聞報區最多 , 漁獲量平均每網 20 箱以主 , 其次第3092 臣、 3193 臣、及3089 區 .

、漁獲量平均每網 7 箱以上 , 若以各網次漁獲量而言 , 以3092 臣之第41 網次為最多 , 計 31 筍 , 其次為30891 噩

, 第 13 網次 26 箱 , 站將主要魚種漁獲情形直觀獲時之體長組成分述如下 :
(1) 袖口 [Johnius coibor (Hamilton-Buchanan) ) 為本次調畫中觀獲最多之一種魚類 , 共捕獲

102 箱 , 如每箱平均以60 尾計 , 共捕獲約 6000 尾 , 分別出現於馬達斑灣內3092 、 3093 、 3192 及3193 等觀臣

之IOn 尋等課線附近之混質海區 , 尤其以10-13r 尋等課糗海區捕獲最多
, 一輛捕獲10 箱 , 約 600 尾 , 其他各

轍區則未發現此種魚類〈圓 1旬 , 在虹次調查中取樣測定 632 尾 , 其體長情形如國 15 所示 , 各臣之觀獲體
長組成均星負偏歪 , 其中間佑在 34-38crn 間 , 距持較近1而 7.fc 較潰之有�jg 所獲之 :靜體此水深處所獲有體 I�l

要大 , 且水深較深處有20cm 之小體長魚、 �f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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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自帶魚 [ Trichiurus
、

haumela (Forsskal) ] 為本次調查中佔第二多之魚類
, 共捕獲 81 箱 , 每

箱以 55 尾計 , 計45 叩尾
, 此種魚類分佈較竄 , 但出現最多之海臣 , 于在伊洛瓦底江口 20 哼等深糗附近之30

88 區及3089 區 , 另一篇馬達斑灣恥 20P 尋求課之3仰、 3仰、 3192 � 3的等昆明的戶其中以3089 之 4

7反3193 之 7 區為最高 , 平均每網連 200 尾以上
, 其次做092 之 3 、 3092 Z 6 、 3092 之 8 、 3093 之 1 以及

3192 之 9 等區 , 其搬獲量均在 100 守 200 尾之間 , 若以各網之漁獲情形而言 , 則以第 13 、 19 及41 各網次為

最今 , 其漁獲分別為 950 尾、 550 尾及 500 尾
, 此種魚在水深 50 日等 @p29 仰之 9 區亦有出現 , 惟其擒獲量不

多
, 每網平均在 10 尾以下。此次調查中

, 共扭II量體晨 409 尾 , 其中中.以較東之 309, 如3 興 319,財3 等區之體型較大 '
體酥長阱中欄間值僻在均m公紛分嫻閱 ' 而棚較棚駝西院之3 忱塔彤3 每雛妒妒妒之體間長翩蜘員削u叭在
3筠5公分之小體畏魚群 ( 閩17η〉。

(3) 犬馬戲 ( Polynemus sp. ) : 此種體通較大之五靜、天馬般每尾重約 10 公斤 , 此次調查中共獲 1

47 尾
" 平均 2 尾部接一箱 , 計刀箱 , 主要分佈於馬達斑萬丙 lOP 等等深綠附近三己 3192 之 9 卜、 3192 之 3 及3 。

" 之得小報區 , 其他海區則較少發現 ( 閱 18) , 其漁獲量以3192 之 9 區為最大 , 每網平均連 10 尾以

上 , 尤以第41 網、 44 網以及39 網等三網之漁獲量最今
, 其漁獲暈依次為22 尾、 21 尾及 19 尾 , 此次調查中共

測定
'h
體長中間均在85 公分間

, 惟在較商之海區所獲之魚體長較小 C 圓 19) 。

(4) 海鰻 [ MuraenesoX talabonoides Cantor) : 此種海鰻全身為金黃色
, 共捕獲53 箱 , 每箱 4 尾

, 計獲 200 尾 , 其體長達 187 公分 , 平均分佈於馬連斑灣內 IOU 奪等深線附近較平坦之海底 , 其中以 3193 之

7 漁臣之觀獲量最高 , 平均一網連 16 尾 , 輸獲量次多者為3092 之 3 區平均 10.3 尾〈圖 2的 , 以漁揚之網次

比較以28 網為最多 , 一網捕獲25 尾 , 其魚體長情形如圖 21 所示 , 從園中很顯間可見在深度較淺海區所獲之

體型較大 , 其體長中間值在 170 公分間﹒而在水深較深之處所獲體型較小 , 體長中間值 140 公分。

(5) 自口 [Johnius argentatus (Houttuyn) J : 共捕16 箱
, 每箱90 尾 , 計獲1500 尾

, 分佈於20 崎

等漂儷附近之 3088. 、 3089 、 3091 及3092 等區內 , 每網平均在 50...,... 200 尾之間 , 其中以13 網次為最多
, 一網

漁獲 350 尾 , 其餘各海但不論 ;1j( 裸裸洩均少出現〈圖22) , 此次調查中其測定 320 尾 ; 其體長在15-25 公

分間為最多 ( 圖2月。

分佈於3088. 、 3089 、 3091 、 3092 等臣之20� 等等深棋附近 , 其中 3088 之 6 、 3091 之 8 、 3092 之 5 、 3092 立 7
(6) 自娟 [Strom at eo ides argenteus (Euphras�n)

) : 共捕獲 5 箱 , 每錯85 尾 4 計繳獲 425 尾 ,

及3092 之 8 等 5 小臣之漁獲高達30-50 尾網〈圖24) 以 7.K 探較深之海區漁獲佳 , 此次調查中共測定 325 尾

, 其體長篇23 公分左右
, 但越往東芳小魚出現率越多 .' 在3092 區有出現體長中間值15 企分之小體長魚群 (

圖 25)

(7) 食勒魚 [Ilisha elongata' (Bennett) J : 共捕獲 4 箱 , 每箱 100 尾 , 計 400 尾 , 分佈於伊洛克底

江口水深20-30U 尋附近之3088 、 3089 兩臣 , 其餘各海阻尚未發現 ( 圖2 旬 , 其中以3089 之 4 區為最多
, 平

均每網 180 尾 , 在此次調查中發現在較西之3088 區所獲魚體長組成中有三個中間值存在
, 一為20 公分小體

畏魚群 ., 一篇25-28 公分大體畏魚群, , 但在較束之3089 區
, 僅有一個體長中間值25 公分魚群 ( 圖27) .

(8) 其他魚類 : 共獲50 箱
, 其中包括赤松顯 (Red snappers) 、抄蝶 (Small Sharks) 、雙當散

(

Hammerhead shark) 、鋸值 (Saw fish) 、松網 (Jumping cod) 、印度馬蚊 (Thread fin) 蟬

姆魚
.

.、長柄制齒魚 (Bombay duck) 、鳳尾魚 (Lomg tailed anchory.) 、海鶴

母 (Blue-line snapper) 、西刀 (WaIf herring) 、三牙 (Sil ver jewfish) 、魯民麗的 (Russe-

Us smooth-back h.enJng) 、平鎔顯﹒ (TrevaUgs) 莓
, 其分佈如圖 28 所示 , 站分述如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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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八、其他次要魚類分佈闡
Fig28.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Other fishes.

赤扭頭 : 共捕護“尾 , 包括摩拉巴笛擴 (Lu ψn 的 malabaricus (Blo. & Sch.
) J 等 , 分佈於29

90 區水漂SOD 尋處之沙質海底 , 此外在27-350 等水深處亦有分佈 ' 其體長範圍在50-65 公分鬧。

沙蝶 : 為自眼蚊科魚類之小體沙魚
, 包括槍頭廠 (Hypo ρrion macloti (Muller & Hanle) ]

尖頂幽齒蚊 (Sc�lioiJom
.

sorrakowah (Cuvier) J 及 (Carachashinus s ρμalfanzani
(Le, S 吋 u

〕等 ' 分佈於灣內
1站5一1η70嚕尊 2水k 漂之泥賀海底 ' 體畏在6ω0-9 卯0 公分間

@

雙醫敏 : 共捕獲38 尾
, 包括布氏雙醫敏 (Sphyrna blochii (Cuvier) J 及缸晦費醫獻 [ Sphyrna

lewini (G'riffith) ] 分佈於灣內3092 區1O-16a 尋求課之泥質海底 , 尤其以靠近 100 等水深之第 35 網為最

多 , 此網捕獲 70 公分長之布民體積喜歡20 尾以上。

.鋸饋 ( Pristis cuspidatus Latham]

100- 185 企封閉﹒

松網 (Labotes suuinamensis (Bloch) : 分佈於3092 、 3093 、 3193 等三區 9-12 嚕水深處 , 在25

-29 個中均有出現體長在35-65 企分間﹒

印度馬餓

,
-.ω�慷�: 分佈於-3093 臣之10 嚕水深附近

, 共捕獲諾尾 , 體長在25

�401 安分間 , 其體畏組成如圖29 所示﹒

辦攝魚 (Kurtus indicus Bloch] : 分你於�092 區水深15-16 晦之海底
, 捕獲 500 尾 , 其體長在 8

-11 公分間﹒

長柄制街魚 (Harpodon nehereus (Hamitltom-Buckanan)
]

捕獲 3 ω尾﹒體長在17-25 企分間。

鳳尾魚 (CoUa dussumieri(Cuv� & VaL)]

尾﹒體畏在14-18 公分間。

: 分佈於灣內 3092 區 14-160 等水深之泥質海底 , 其體長在

: i分佈於水深 9-11 呀之海底
,

: 分佈於3092 區 :* 深 15 一 16 曙處海區 , 共捕獲 300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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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民黨勒 (Roc 仰 da 巾 selliana Gray] : 分佈於 3091
、 3092 兩臣之水深 15-16 時之海區 , 羔捕獲

1000 餘尾 , 體長在 11 干20 公骨間
, 其體接組成如回到所示 o'

、

＼
'%

2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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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0

" 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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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V, 40 !50 em
。

18 20 22 24 26 28 3 。 32 em

圖廿九、印度馬蚊體長組成圖
Fig29. Length distribution.,of �ndian tassel

fish CPolynemus indic"us).

海鶴母笛擱 (Lutjanus rivulatus

共捕獲 75 尾 , 體畏在45-65 公分悶。

西刀魚 (Chirocentrtts dorab (Forsskal) J : 分佈於3092 區之15-16 暐 *- 釋之海臣
, 共捕獲18 塵

, 體畏在40-68 公分開﹒

三牙魚 (Otolithesargenteus (Cuv. & Val. ) J, : 分佈於3089 區 16-20� 尋求課之海區 , 共捕獲

150 尾﹒體長在24-'-29 公分間。

5. 魚類軍相 : “

C 本禪臣之魚額群相
, 根撮前 ;人之報告Day (1870) 、在「安達覺島之魚類 0nthe Fishes of Anda-

mam Islands J 內曾敏述看45 科 255 種魚穎及 Herre 【 1939) 在「南驅甸莫馬岸第 3 次探集之魚頓 ?

On a third Collectitnof Rish from Maungmagan. Taydy District. L9wer BUrInaj 內會

述及37 科 a 種魚顆心 , 但後者所探集均在沿脅性及潮間帶之小型魚額。在本次試驗調查中 ? 共發現有 53 科

102 種之魚類如附費所示。

(Cuv. & Val.) J

圖卅、魯民御體長組成圖
,

Fig30. Leng�h. di�tr!but�on.ofRussell' s
Smoth-back herring
(Raconda russelliana).

: 分佈於.3092 懼之求探15-16 嗎矗立海底 ,

六、討 事侖

1.* 漂鹿質與海避之關保 :
此次謂壺共試網 47 次 , 其調查海區以作業之位置略可卦第六個區戰 -鼓分述如下:
(1) 伊洛克底江口西部 , 水深17-30P 尊處 5 共試網作業 8 次 ( 第 7"";'14 稱次 ) , 底費為泥及沙呢 , 所獲
之楓種物主要為自口、無勒魚、自帶魚等銀白色魚類 , 出現之7.IC 標在27-35 曙庫

, 其中白帶魚會大
量出現於第13 輛﹒

(2) 伊洛克底在口東部 , 水深27-35 曙處 , 此處共投網 6 次 ( 第 3-6 網及15-16 網〉

混及貝亮﹒機種不少 , 能第 6 網有少許之機獲外 ! 其餘各組均吃混並破網﹒
(3) 伊洛克底江口東南海臣 , 水深50 嚕 , 此處海底為沙及軟呢質﹒失控網 2 次 ( 第 1-2 網次〉﹒漁獲

不多 , 以外洋性底樓魚類為多 , 如赤梅、紅目鰱等。
電 (4)
馬連斑簡西南海匪 , 此處海底斜度頗脆-在兩等漂線問臣離僅10 哩

, 但相差 30 疇 , 因此不適於直曳
網作棠 , 該區投稿作業 I 次 ( 第17 網 ) , 僅有少許立自口赤普車等魚類。

, 該區底貴為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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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連班潤西南15-20 曙 7Jc 探梅臣
, 共投稿 6 次 ( 第:18-23 稿 ) ﹒海底為泥賀 , 觀種大部為銀白色之

e 自口 , 自帶白蝠等經濟價值高之魚類 , 並大量出現會螺姆魚、鳳尾魚及魯氏金哩 !魚等。
(6) 馬達單獨中部海區 .f 7Jc 探 10-13 暉 , 共控網24 次 (24=47 輛 ).. .攝鹿為泥賀

, 此區由於水漂較潰 ,

海 7Jc 星淺黃色 , 並且所獲之魚額亦大部份為賣1年色立袖口 , 海鰻等經濟價值高之魚類 ? 此區並出現

綜語重令員鎮反讓全首長至為密切 j 依此次調益之結果 ? 全區觀況因水潛之不向 ; 其出現之魚種
與漁獲量亦有蓋其 r 一-般淺水海域 , 漁種較今並以體單較大之袖口 , 海饅及大馬餓等魚額為多 , 戶反之較課
之海塌 , 漁臺少而種體型亦較小。至海霞質與激獲之誦係 ' 以混底之漁獲較多抄底次之﹒軟泥底海軍作業
困難 , 易於i 網 , 請漁霾亦很少 , 數將著種魚類出現之 7Jc 漂附圖於後 ( 圖 31) ﹒

10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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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卅一、各種魚類出現之水深間 ( 續〉
Fieg31. Dpth distribution of fishes. (Continued)

2,*;' 置鹽度與漁獲之關係 :
根據北原多作 (1918) 論述之「北 )京漁況法則 J : (1) 在兩海流之交種處

, 魚族較多 . (2}[E 於洋流之壓

迫而使沿海之魚群密 . (3) 河水流出之水道
, 由於兩旁海水之壓迫而使魚群濃厚 , 亦就是說 , 本溫或鹽度之

分佈狀態 ( 形成梯度情形〉為形成瓶場之重要因素
, 等溫或等鹽度線之密集塵 , 說寒流與暖流 ( 讀沿岸與

外洋水〉之接觸而形成之潮揖附近可形成漁場。

再接字田道陸 (1960) .在「海洋漁場學」上謂近岸陸棚上之混海為良好說場
, 由陸上排入營養鹽頓

,
在陸棚緣及沿岸警下膺 , 以增加該處之營養鹽 , 並盛行渦流混合 , 而適宜於魚類之產卵及浮游生物 , 稚

魚之繁殖生育 , 如挪威、中國賞梅、、東海、南海、現洲等沿海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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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懷上述兩者之漁場理論 , 本次調查中發現在伊洛瓦底江河口處有等鹽線密集處 ( 見 6 、 8 、 9 闡 )

, 因此該處魚群密集 , 尤其在3的9 瞎等深線2崎處第 13 網曾獲26 箱
, 其中自帶魚 16 箱

, 自口 5 箱 , 開J 魚 3

箱 , 在灣內閣離西唐河較遠 , 其表眉之等鹽線不如ifJt 洛瓦起立口密集 , 但其底層等鹽線較前者密集 ) 自

27.20-:-- 33.09 仰 ) .' 因此該處魚類亦萬多蝠
, 兩者均為良好之漁場。

3. 浮游生物與漁獲乏觀係 .
動物性浮游生物直接或間接為魚類之主要食物

, 特別是大洋性的魚類 , 大都以浮游生物為主 CScha-

elter,1961 ; Tseng,1969) 這些動物性浮游生物 , 會因產卵及晝夜垂直祖游運動 , 此種垂直移動和聚集

可在不同深度及不同時間內實行 , 魚類就可聚集捕食之 COstved,195 舟 , 因此其量之豐寡叮作為漁場之

指標文攘 Clavke (1934) 之研究報告指出
, 捕食模開類之生物與構開頓間有某種一定比率之關係存在 ,

面目人丸 }II C19�) 之報告 , 認為樟胸頓不但可供給魚類作為食用 , 芷可作指示漁場之位置。本次調查之

漁場中 i 動物性浮游生物之量甚鹽 , 且繞開額所佔之比亞拉亦甚大 ( 達 72.275 區 ) , 尤其是內灣等深線 10 時

附近 ( 第 10 站〉高速 95.75% 之多 , 因此第 10 站附近組場之漁獲甚聾
,
自 28 網至 35 網每網 zp: 均有16 箱之

多。此外第 9 站所揖集之棋牌類所佔之比率雖比第 10 站少 C 66}9%) , 但其數量卸比第 10 站多 (28 隻 /

m3) , 且其動物性浮游生物之採集量高達 525 隻 1m3, 為全觀翻站之首 , 比第站之 335 隻 1m3 多出甚多。

因此在馬違斑灣肉之 1O�20P 等等深線間為一良好漁場
, 如第24-47 網平均漁獲為 12.5 箱 , ( 間 511 塊內所

示 ) 。在伊洛底江口西側之第 6 站 , 所操集之動物性浮游生物量亦較高 , 連 205 隻 1m3, 繞開頓佔 75.95

% 之多 y 崗此在其附近聽區之第 13 網漁灑高達26 箱 , 亦為較好之漁場。

討

此次調查-因.限於唸料之間係 , 矗試網作業 10 矢 , 經初步調查結果 J 發現伊格瓦底江口及馬連平商附近

海蘊藏底樓魚類資輝頗鹽 , 所獲魚種亦多具高經濟價值之魚類 j 甚有開發價值 , 本次調查海區在北緯 11 皮

東經94-96 度30 分.間主海壩 , 至在買車臣之以東海域 , 尚有較廣之面積 , 由於燃料不 .IE 之關係尚未調查 F 以

後叉因緬甸政府非法逮捕按國漁船開係 ' 故未作進一步之調查
, 致該海域全面之漁況情形未能暸解 , 深以

為憾 !

檢、..{::-

委摘、.

1. 此次調壺共投網 47 次 , 總計漁獲量 381 霜 , 約 12 噸 , 所獲魚種以袖口、白帶、犬馬敏、海鰻、自口、自

緝等魚類為主 , 主要漁場之分佈在伊洛瓦底江口及馬達斑灣附近海域。
2. 密集報場之分佈 , 在沿岸 71< 裸20-5OU 尋水壩

, 其中大型袖口、海鰻、大為蠍等漁額多出現在較淺之水域
, 而自口、自帶、白蝠等較小魚類多出現較深之水壩 , 全區漁況因水深之不悶 , 其出現之魚種及機獲量

亦有差異 , 一股連海水壩 , 觀獲多魚種體亦大 , 反之較深之71< 域
, 漁獲少體型亦較小。

3. 漁場水溫以近難較高外洋較低 , 其獨內亦不甚寓 , 但鹽分則不然 , 在何求之入海孔道中 , 形成等贖度線

密集〈梯度大 ) 之良好漁場。

4. 本區動物性浮游生物量甚聾 , 尤以接關額為最多 , 其量高達 348 聾 1m3.

5. 在伊洛克底江口所獲之魚類犬部份為銀白色之白帶、白揖等魚類
, 而在馬達班構內漁場所獲魚類大部為

金黃色之袖口、海鰻等魚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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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錄象
CLASS I. 軟骨魚輛 CHONDRICHTHYES

自義民各..附表

"

.

' .
1.

2.
J.

BL: 432mm

2.r

散
i

蔽

日
一,

聲
醫

細
致
﹒
攻

F

肉
叫
‘
民

缸
-
布

4

BL: 680mm

鋸嚴科 Pristidae

Pristis cusPidatus Latham

J.Family

聽

五 .

BL: 1019mm

龍文饋科 Rhynchabatidae
Rhynchobatus djiddensis(Farsskal)

4.
錯

Family

-::!:: 打龍丈蹟

6.

BL: 421mm

BL: 239mm
土缸科 Dasyatidae

Dasyatis zugei (Muller & Henle) 、

Dasytitis gerrardi (Gray) BL: 250mm

幫會E 科 Gymnuridae

A,ctoplatea zonuraBleeker

s.Family

尖嘴土缸
齊氏土缸

Family

鴦紅

7.

8.
9.

6.
BL: 181mm

BL: 253I1fm

護

Family 7. 燕駐科 Myliobatidae

雪花鵬嘴骯
,

A.ctomylaeus narin 主 ri CEuphrasen)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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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I. 硬骨魚綱 OSTEICHTHYES

海鰻科 Muraenesocidae
Muraenesox tababonoides Cantor

8:

BL: 687mm

辦9.

BL:1o4, 108, 111mm

Family

海餵
Family

防

曲

灰12.

魯

臨

13.

14.

- .

BL: 100-147mm

BL: 164 戶 188mm

BL: l09mm

BL: 107mm

BL: 33-82mm

BL: 76mm

BL: 418mm

BL: 119mm

o.

做

15.

16.

17.

18.

19.

26.

27.

28.

23.

30.

20.

29.

22.

31.

21.

24.

25.

BL: 333mm

BL: 178mm

BL 377mm

BL: 123. 16 也 163m一一
--i學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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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值助三純棘 Triacanthus bT叫什ostris Temminck & Schlegel

'Family 23. 四齒純科 Tetraodontidae

提橫帶洞純 Takifugu oblongus (Bloch) BL: 184mm
-沖 e

繩
r

河純 CheloTtodonpatoca (Hamilton-Buchanan) BL:

栗色洞純 LagocePhalus lunaris luriaris (Bloch & Schneider)

模樣河純 Tetraodon stellatus (Bloch & Schneider) BL: 850mm

Family 24. 蝕.科 Scorpaenidae

蝕之一種 Pte rois'rtlsselii Bennett BL: .121mm

龍鬢賽做 Pteroislunulata Temminck & Schlegel
Family 25. 牛尾魚科 Platycephalidae

大棘牛尾魚 Sugg;'undus macracanthus (Bleeker)

印度牛尾魚 PlatycePhaiusindicus (Linnaeus)

積帶牛尾魚 Grammoplites scaber (Linnaeus)

Family 26. 飛角魚科 Dacty lopteridae

東方飛魚魚 Dactyloptena orientalis (Cu vier & Valenciennes)

Family 27. 金接魚科 Sphyraenidae

達摩金搜魚 Sphyraena obtusata (Cuvier& Valenciennes)

259mm

Family 28; 馬飲料 Polynemidae

融為敵 Polynemus 仿 termedius Nichols
白 BL: i5imm

【 9

絲馬獻 Polynemus sextarius (Btb"ck & Schrieider)

度馬紋 Polynemui iKdicus Shaw BL: 18g.:.203mm

馬撤
,

'. \
�. �

Family 29. ‘崗一。科 Scombr 祠的

腹攝 Scomberomorus guttatus Bloch & Schneider

托轉 Scomberomorus commersonii (Lacepede)

帶花銷 Rastrelliger kanagurta (Ruppel!) BL:175,

Fami1y 30. 正揖魚科 Istiophoridae

傘脹魚 ISlio/> 仰的
.:\

'1
. ,., 叫 el)

Family 31. 帶魚科 Trichiuridae

帶魚 Trichiurus haumela (Forsskal)

Family 32. 銀鯨科 Ephippidae

銀拱 E ρhiPpus orb£s (Bloch)'

Family 33. 策調科 :qrepanidae

點﹒簾調 Drepane punctat'a (Linnaeus) BL: 138nim

紋簾擱 Drepane �ongimana (Bloch & Schneider) BL: 112, 118mm
肉、

Family 34. 鬚擱科!是MuJlidae

敢站魚
,.r

<'
.'

硫礦軟描魚 Upen ω sulp 側 reus Cuvier & Va 些
ncierines

Family 35. 天空網科 Apogonidae

黑遍天堂觸 A.Pogonichthys ellioti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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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163mm

232mm

101mm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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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BL:190mm

BL: 152mm

BL: 129, 131, 155mm

BL: 201,

BL: 150mm

BL: 357mm

BL: 149mm

曳
六
、
印
大

41.

42.

43.

44.

45.

46.

47.

&n
丸

A
趴445

B:L: 348mm
BL: 865mm

193mm

自
土
金

51.

449Jd
“7555

BL : 82mm
雨55.

BL: 730m'm

BL: 176,' 180mm

自56.

57.

程

蝶

58.

59.

mmm

m
釘

月

JW

唔

-ze

哼

A'nuun

唔,
直

....L

TU
一

B

B

BL: 80mm

60.

62.

61.



94 萬聖 7Jc 產試驗所試驗報告 第25 號

Family 3

松網 J..obotes surinamensis (Bloch)

Family 37. 大眼個科 Priacanthidae

大麟大眼觸 Pseudopriacanthus niphonius (Cuvier & Valenciennes)

血絲大眼網 Priacanthus tayenus Richardson BL: 213mm

Family 38. 石首科 Sciaenidae

銀齒鱗 Otolithes argenteus (Cuvier & Valenciennes)

斑點齒餓 Otolith us maculatus (Cuvier & Valenciennes)

自 I:J Johnius arg

灰翹就 I

說 I

社民就 I

脫口之一種 Otolithoides brunneus (Day) BL: 235mm

Family 紗 , 抄躁科 Sillaginidae
73. 曳絲沙艘 Sillago domina (Day)

Family 4 O. 鑽嘴科 Gerridae

長臂鑽嘴 Pentaprion longimanus( Cantor)

Family 41. 擱科 Sparidae

自轍 Gvmr.ocranius griseus (Temminck & Schlegel) BL: 243mm
Family 42. 笛攝科 Lutjanidae

赤輯笛網 Letjanus sanguinea Cuvier BL: 99mm

摩拉吧笛擱 Letjanus malabaricus (Bloch & Schneider

川紋笛網 Letjanus sebae (Cuvier �� Valenciennes)

海第哥當餌 Letjanus rivalatus (Cuvier & Valenciennes)

Family 43. 石爐科 Pomadasyidas

斑鶴魚 Pomadasy smaculatus.(Bloch) BL: 13 喔 , 140, 141mm

星鶴魚 Pomadasys hasta (Bloch) BL: 163, 208mm

Family 44. 帳紋鶴魚科 Theraponidae

蝶紋鵡魚 Therapon .theraps Cuvier & Valenciennes

Family 45. 鸝科 Carangidae

無齒臨 Caranx speciosus (Forsskal) BL: 196, 272mm

鈍助逆鉤膳 Chorinemus lysan (Forsskal) BL: 319mm

扁甲嬉 MegalasPis cordyla (Linnaeus) BL: 264mm

鎧臨 Carimgoides armatus (Forsskal) BL: 210mm

白頭路 Alectis ciliaris (Bloch) BL:136mm

金輝韓 Ca,"anx carangus (Bloch) BL: 191mm

瓜子臨 Carangoides malabaricus (Bloch & Schneider)

盧溝員參 Atropus atropus (Bloch & Schneide 的 BL: 198mm

峰之一種 Caranx sp. BL: 139mm

Family 46. 舖科 Leiognathidae

團組 Gazza minuta(Bloch ) BL:I01mm

6.

63. BL: 437mm

64.

65.

BL: 213mm

ι

1&9.a-ii

kukukur0

月
J

呵,
月
J

BL: 273nmm

BL: 357mm

1

BL: 292mm

74. BL: 98mm ﹒

75.

76.

..P-5

78

們

月
J

呵,
BL: 650mm

BL: 537mm

BL:576mm

80.

81.

82. BL: 142mm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BL: 140mm

91.

92.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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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95. 乳

狗腰關 Leiognathus equulus CForsskal) BL:-208mm

鍾的露面 Leiognathus bre virostt:is-(Cuvier & Valenciennes)

Family 47. 乳館科 Lactriidae

蜻 Lactarius lactarius (Bloch & Schenider)

Family 48. 皮刀科 Menidae

96. 皮刃 Mene maculata (Bloch & Schenider)

Family 49. 蝠科 Stromateidae

緝 Stromateoides argenteus- (Euphrasen)

Family 5 O. 烏蝠科 Formiidae

烏揖 Formio nigel' (Bloch) BL: 244mm

Family 51. 金F轅科 Nemipteridae

曳絲金糗魚 Nemipterus nematophorus (Bleeker)

日本金糗魚 NemiPterus japonicus (Bloch) BL : 158mm

Family 52. 皮剝純科 Balistidae

扁尾皮剝純 A.balistesi,stellaris (Bloch & Schneider)

Family 53. 拇姆魚科 Kurtidae

印度拇姆魚 Kurtus indicus Bloch

97. 自

98.

99.

100.

101.

102. BL : 92mm

BL: 59mm

BL: 201mm

BL: 155mm

BL: 179mm

BL : 158mm

BL : 269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