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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珊瑚可作為裝飾用 , 是台灣省海產物特產之一 , 其最盛時期之開揉量約估全球總生產量之 80 克。因本

省所產珊瑚成品之質、量曾獨霸天下 , 故有被全世界來台觀光客譽為m 要買珊瑚請到台灣去 P 之美言。

本省之珊瑚漁業正式聞始於民國13 年 ,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會於民國 29 年暫告停頓 , 一直到本省光復後
的民國53 年始放復其作棠 , 以迄於今。台灣光復前 , 即民國 13-29 竿期間 , 本省珊瑚共計生產 173.2 公廟

,
價值 877 萬日元 , 光復後島國53-60 年期間則合計生產 216.9 公噸 , 價值新台幣 216.4 百萬元 ( 折合美

金約 541 萬餘元〉

由於近年來上述珊瑚閱採量有日趨減少的現象 , 為積極探測本省周圍近海海區之新珊瑚海場及維持珊
瑚漁業繼續發展起見 , 省府決定由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基金下援助 71 萬元作為開發珊瑚漁場之調查經費 , 此
乃成立本研究計劃之目的。

二 E 台灣珊瑚漁業之沿革

本省珊蝴漁業的開端乃起茵於民國 10 年左右 ,
由本省北部彭佳嶼附近作業之網底廷繩 ¥'l 船偶然在其鈍

兵經絡的上珊瑚所發現。民國 12 年 10 月間 , 基陸目籍船員山本秩太郎亦使用上述同樣之漁法 ,
在蘇澳附近

揉捕珊瑚 , 因而引起業者之注意、與興趣 1)2) , 雖於民國 13 年6 月正式進入聞控階役 , 成績非常良好 ,
斯業

grJ 迅速發展 , 僅僅一年時間 , 作業船隻便激增至 140 餘艘 , 生產珊瑚價值達到97 萬日元。由於採珊瑚如同

淘金一樣 ,
利潤優厚 , 以致於造農濫探現象 , 故於民國 14 年 4 月 1 日 , 台灣總督府會跟制作業船隻為 179

艘 , 作業期間自 4 月 I 日至 8 月 31 日 , 許可期間為 1 年 3) 。至民國 16 年產值竟降低至16 萬日元 , 民國 17

年於蘇澳附近海底及彭佳嶼附近海底叉分別發現新漁場後 , 整 (18) 年產值文岡升至 140 萬日元 , 以後則
是逐漸減少現象。民國 20 年台灣總督府又限制珊瑚漁船為 50 艘 , 也 II 年許可年限自 1 年延長為 5 年 , 至員國
23 年產值復又下降為20 萬日元 ,

此年澎湖縣望安鄉民謝狗先生又在台灣堆東端民南端附近發現珊瑚漁場 ,

而引起當地漁支們的注意 , 並進行探取工作 ; 民國24 年又在彭佳嶼 , 棉花嶼海氓 , 連續發現珊瑚漁場 , 乃
{史斯業又早蓬勃現象

, 民國 28 年其年產值文恢復至 100 萬日元以上﹒。至於珊瑚交易情形 , 在基隆 , 澎湖各
.."e 立有月 I!jrb1J 市場 , 定期舉行拍宜 ,

反定良好 ail] 度
,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所有漁船均被激軍用 , 珊即開課工作

亦告停頓 , 國際間交易也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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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省的珊瑚漁業在日攘時代部有良好的統計資料 , 其最高年產量雷達20 公噸
, 最低產量亦在 4-5

公頓左右 , 作業船隻在最旺盛時期曾高達 180 餘艘 , 平均每年亦有均餘艘之多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 本省珊瑚漁業於民國 43 年出基陸市黃樹水先生集資設立樹德行
, 首先與日本人

合作進行開揮工作
, 同年 6 月則有台灣珊瑚企業公司與台灣省水產試驗所共同進行珊瑚開發研究工作

, 並
以該所海豹號試驗船〈木殼 26.6 蝠 , 沖撞式商缸柴油機 .65 匹馬力〉從事關踩試驗 , 但調查期間 , 由於成
績欠佳 , 試驗室告中斷 , 另外樹醬、行亦因經營欠善作業亦告終 J.I:') 。

其後一直停頓了十年之久 , 始於民國 53 年由連接湖許記盛及陳松柏先生僱用三位自籍技術人員
, 租用澎

湖漁船大華號 ( 木殼 .60 馬力〉開發七美南方漁場 , 試揉期間由 4 月至 9 月間 ,
實施 12 航次共獲 1.000 公

斤 , 成績尚佳 , 此為島湖縣、業者重新復興珊瑚作業之開始 , 亦為光種後真正納入漁業序列之開端。闢後政
府為重觀該項漁業之開發

, 當於島國 54 、 55 年補助漁調兵及提供魚群操知器等積極從事開發工作5) .由

於成績良好
, 業者的紛兼行珊瑚漁業 , 單位產量逐年增加。民國59 年度珊瑚現船以馬公為基地者共 133 艘

隻之多〈據調蓋以高雄為基地者亦達 20 餘艘 ) .而以民國 58 年之珊瑚產量最高
, 連到97.5 公噸

, 價值新台
幣 7.800 萬元 ,

創造本省珊瑚漁業之最高記錄 . G) 其漁場亦由原來之七美西南方漁場擴展到東沙島置
,

此期間可謂本省開揉珊瑚有史以來之最高峰。

民國59 年
, 政府再應澎湖縣各界及業者之要求 , 由國家科學長期委員會控款新台幣 71 萬元 , 供作珊瑚

漁場開發之用 , 並由台灣省水產試驗所馬公工作站所屬之海蔥﹒試驗船 ( 木殼、 90 頤 . 325 匹馬力〉負責執 -

行漁場調查工作。該船於民國60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實施第一次調查
, 在其調查報告中認為本省近海珊

瑚觀楊尚有再開發之值值。

民國60 年 5 月間高雄之國盟海洋企業公司鑑於珊湖事業有巨利可間
, 乃籌資向西德魯比克蓋博拉廠簽

訂製造購入可在 300m 深海工作之潛艇一艘
, 全長 6.93m' 最寬 3.65m. 可容 2 人工作 , 命名為 /IE 人一

號
p 。該艇除具有特殊潛航佳能外 , 艇端並設有遙控油壓機械手一只 , 專做踩集海底各類動植物或其他物

品之用 , 在其右方並裝設搖控油壓 1.000 瓦之課照止了一束
, 供照問及海底攝影之用 , 艇內各項設備均由徵

挂電子單位操縱 , 運用自主日 , 安全率甚高 , 為我國第一艘商業性珊瑚閱操的潛水缸 , 實為一項壯學。
民國 60 年 8 月間

, 澎湖籍漁船34 艘 , 高雄台商籍 4 艘 , 計38 艘 , 首次集體向台東東南約 11 涅域實施珊

瑚試驗作業。由於東部魚場僅局限於海底突起尖山頂處
, 其面積狹隘 , 崎驅不平 , 個詞劇急 , 加以海流之

說遠常達每小時 3 涅以上 , 很難種住船位。叉觀其經常纏給海底而造成嚴重之斷失、損耗頗大。該試驗作
業期間文逢颱風及季節風之影響

, 實際作業僅15 天而己
, 各船所獲珊瑚平均概在18 公斤以上。本區域所產

珊瑚均為缸色或盼缸色
, 品質優秀 , 技幹粗大 ,

價值很多
, 頗有開發之價值η。

民國 (,1 年 5 月 , 澎湖籍觀船除了大部份仍在香港正南海區作業外 , 約有20 餘艘船集體向蘇澳龜山島海

區進行試操作棠 , 該區境的底形、海流、作業面積、珊瓏品質等概與台東區相似 , 但僅能在小潮時之極但
暫時間作業 , 成績尚佳 9) 。

台灣海區所庄之珊瑚種類分佈情形

珊瑚〔學名 Co 電 allium. 英名 Coral] 係屬於腔腸動物 , 在昔時由股珊瑚外型為樹技狀之群體而被誤
認為植物

, 一直到 1722 年才確定其為動物。樹技狀之表面有肉附之 , 肉上有多數水蟋體 , 稱為珊瑚蟲額 (

Actinozo 的 , 而自蟲體內分泌之石灰質或角質之骨 ; 告 , 即為一股所稱之珊瑚。
珊瑚錢為國筒狀

,
上面具有 8 個或多數之觸手 , 觸手中央有口 , 口接內盟中之管狀食道。內腔 ( 郎腔

腸 ) 有隔民分為數房 , 隔民在內駐上部者 , 雖連續於食道 , 但在下都者 , 則為游離緣。其消化被係由祖使
之緣狀物分泌之

, 諸個體概雌雄異體 , 其生殖質發生於隔摸中 , 可營有性生殖 , 然亦多由出芽而營無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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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生殖法 ,
形成樹技狀之群體。上等珊瑚蟲之骨路可供裝飾用 ,

而下等珊瑚蟲之遺骨累積而成島礁 , 每
作環狀 , 其形狀不一 ,

經長久年月隨地質之變動露於水平面而常生草木者 , 科傲珊胡島 ( Coral I山圳
, 隱入水中者吽傲珊瑚礁 (Coral Reef) . 1 � ) �
所謂貴重珊瑚 [Precious Corals) 乃為珊瑚績之另一群 , 而屬於Seawhips 類 ,

共有揖色珊瑚 (

Collarium Elatiu3) ‘缸色珊胡 (Collarium ]apJnicum) ,
白色咽胡 (Collarium Ko 口 Jjoi) 等三鐘,

台灣近海區揖所產者皆屬於上述三種 , 而地中海方面則盛產黑色珊瑚 (Black Corals) . 11)

室主將台灣特產之三種主要珊瑚型態、特徵、分佈情形等說閉於次 :
白色珊瑚 : 群體大都在一平面上分佈之 ,

其分按很疏 ,
技端呈圓型。水峙 (Polyp) 大型者徑 2-3mm,

主要生存於技之前面 ,
尤在末端部最多 , 體里黃色或紅色 ,

其骨軸則基乳白色或淡紅色。群
體之高度、寬度約 JOcm 左右 ,

骨軸之基部徑通常為 3cm' 重 370-750g. 在香港正需約 130

洩海域 ( 師本省西南海域約 400 iH!.) 盛產此種白色珊瑚 ,
此外 , 日本的九州、四園、紀州等海

城亦產之。

紅色珊瑚 : 群體是樹搜狀形 ,
大略在一個面上其樹極分佈甚密 ,

樹設的前面或側面有很垣如同刺狀的小拉

' 體色通常星深紅色
,
愈向按端 , 其顏色愈淡 , 骨輸部份則為缸色 , 但其中心為白色。高度、

寬度概在 30cm 以上 , 翰的基部直徑約為 3cm, 重量連 2kg 以上。各種珊瑚中 ,
以本種產量

最多 ,
本省東部及東北部海域、台灣堆南端區域、香港正南海城均盛產之 , 日本四園、光州、

小笠原附近亦產之。

跳色珊瑚 : 群體之高度、寬度常達 1O0cm 。重量亦連 30 公斤以上 ,
在珊瑚類中為最中型者 ,

其品質亦最優
良 ,

但其產量較紅色珊瑚為少。群體雖與紅色珊瑚相缸 , 分故很密 ,
並有稍長的小校 , 往往細

枝部份會互相助合。通常體呈為鮮紅色 ,
末端部份較為淡色 , 骨軸雖係缸色 , 惟較紅色瑚珊為

淡 ,
其中心則為色 ,

外觀具有美麗鮮艷的影色。說色珊瑚的軸不但很貴重且價格高昂﹒產地概

與缸色珊瑚相間 , 不過其棲息水深則較探 ,
本省東部及東北部海區盛產之12 ) 。

總之 , 以上三種珊瑚均生長於本省東部、東北部及西南部 , 沿 200 公尺等深線附近高水溫、高鹽分、

水面清 ilL 之海域 , 且多生長於岩盤礁或沙碟底 13) 。

四、珊瑚作索船 2L 生產量變遷

台灣的珊明自民國 10 年起剖已開睬 , 惟民國 13 年始有生產記錯 14),15) 。至民國 29 年因第二次大戰關

係而暫告停頓 ,
此段期間稱為光復前時期 , 在這17 年間共有 1,265 船次參加作棠 , 計獲 175.3 公醋 , 價值

8,970.2 千元 ( 日幣 ) , 其中以民國 18 年作業船隻 1 日艘為最多 , 產量以民國25 年之20 公頓為最高。自民
國21 年起開始將珊瑚細分為白、紅、跳色等三種 , 根攘21-29 年之統計分析 , 9 年間本省共生產珊瑚96.8

公咽 , 其中以桃色珊瑚60� 右為最高 , 計57.6 公蝴 ; 紅色珊瑚估 18 鬼 , 計 17.3 公噸 ; 白色珊瑚估 2 店 , 計
1.9 公噸 ; 其他珊瑚佔20 克 , 計19.9 公嘲〈參照表 1-1) 。自上述種類別生產量情形推察 , 光復前的朋E 胡
作業區域多集中於基鹽、蘇澳外海區域 , 其開發較早 ; 澎湖、台灣堆南端區擴較疏 , 其開發較遲 , 而售價
則以被色珊瑚最佳 ,

約佔86% 以上 , 共計 3,721.8 千元 ( 日元 ) 。

光復後 , 自民國53 年起才真正恢復珊瑚作棠 , 其間曾停頓達 24 年之久。根據台灣者漁業厲的統計15)16)

, 自民國53-59 年 , 七年之間共生產 204.6 公噸 , 價值新台幣 350,548 千元 ; 再據台灣者水產試驗所馬公
工作站實際深入一般漁船及船主之調查結果 , 即民國53-60 之間 , 共有 504 艘漁船作業 ,

八年間總生產量
計達 216,9 公噸 , 價值新台幣 216,368 千元 ( 參照衰 1-2) 。本站之調查雖較保守 ,

但與漁業周之統計頗
有出入 , 直 /J 以民國 56-59 年為例 ,56 年本站之統計年產量為35 公噸 ,

漁業局之統計僅 2 公噸 ; 57 年為 60 公
噸與 53 公噸之差 ; 58 年為58.8 公噸與 112 合頤之差 ; 59 年為48 至2 噸典37 去噸之差 , 惟53-59 年間的珊瑚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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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 , 兩者之統計幾無差異 , 而糖、金額都相差將近新台幣 1.5 億元之大 , 這點可能由於本站的調查佑喜十太

過份保守 , 或漁業局是否將缸、白珊瑚的價值混合估計 ( 按紅珊瑚每公噸在 1.3-3.3 百萬元
, 而自珊瑚

僅值每公噸20 萬元而已 ) , 以上諸點提問尚待查詮澄清 , 故表 1-2 及 3 僅供參考而已。再者
,

光復後
, 台

灣的珊瑚作業船隻 ' 澎湖縣籍者發
{占大多數

, 其餘縣市極少 , 故大部份的珊瑚產量均在澎湖銷售。

年
數〉
艘

一
船
〈

口
刀

戶

13 151一一
14 182

15 101

16 32

→‘一一
17 51

18 151

一
19 63一一

5021

22 50

50

24

23

70

25 104

6426

35

29

表 1�1.

總生產是
83

812.5

10.7
970.3

7.4
342.3

2.2
167.3

14.3
809.0

18.5
977.0

9.8
370.5

6.9
241.6

9.6
212.1

9.0
208.1

4.4
270.0

26

14.0
732.4

2 θ .。
710.6

10.6
551.3

5.7
307.6

18.2
1,051.9

35
5.7

298.7

光復前本有珊瑚生產情形

自珊瑚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015
0.661

0.010
0.413

。 152
4.7

n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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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ω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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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ouqh

1.641
10.8

0.027
12.1

0.012
3.0

0.004
0.4

紅珊瑚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5.302
64.3

6.351
47.8

1.910
25.1

1.019
19.3

0.983
19.2

1.131
27.7

0.546
2.6

0.084
1.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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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3.410
119.9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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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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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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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5m6-6-4

4.280
339.9

18.118
1,046.9

2.648
241.6

其
量

他值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892
27.3

0.688
16.5

0.427
26.7

4.034
52.2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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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3.095
56.7

量 :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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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2. 光復復本省珊瑚主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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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紅砌成每公斤 1.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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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珊珊作業情形 , 光復前在漁船數方面 , 以民國 14 年之 182 艘為最高
, 而以27 年之26 艘為最低 , 年

平均達 74.4 艘 , 在產量方面則以民國25 年之20 噸為最高 , 年平均則為10.3 公頓。光復後
, 漁船數以民國 59

年之 133 艘為最高 , 但53 年復興初期僅 I 艘而己 , 其年平均為 63 艘 , 產量則以57 年為最高 , 達 60 余醋 , 牟

平均為 27.1 公噸。顯然光復後的單位生產量提高 1.7 倍 , 增加幅度甚大 , 此乃光復後於民國 56 年間在香港

正南方海域發現大批珊瑚所致 , 惟該區所產珊瑚白色者雖佔一半以上 , 價值較光復前低落甚多。

紅珊 JIv� 每公斤 1.2 千元。

紅耳IT£'if: 每公斤 1.2 千元。

缸珊 f1Y� 每公斤 1.2 千元。
' 白別就每去斤 0.12 千元。

紅珊 !If, 每公斤 1.7 千元。
白珊瑚每去斤。 .14 千元。

.

紅珊瑚每公斤 1.9 千元。
自珊品質每公斤0.14 千元。

缸珊瑚每公斤 2.2 千元。
自珊瑚每去斤 0.17 千元。

-
缸珊觀每公斤 3.3 千元。
白珊親每企斤。 .20 千元。



最
背 景

保持原來形狀,樹投粗大且為生木,色影鮮艷沒有蛀孔, 每台斤的價值概在萬

高 為最上等產品。 元以上。

級 日俗"才f夕"有白求夕(白色慘雜紅或黃色) �.}��;�f�.�7 (
淡 色

品 缸色滲雜黃色)

�

間
粗生校

材料租大者,可選擇為最良材料。台灣東部(IC0��2�B 每台斤價值概在

區〉方面都為極租技珊瑚。 �3�,�0�0�0�-�1�0�,�0�0�0QCg�

級 中生校l比間細小,叫相同 佳者則連海元以上。

晶 幼生按1比中生棚小,叫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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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珊瑚價值 2L 交易情形

實飾珊瑚 (Jew Coral) 的種類及價格 , 依珊瑚的生長狀態 , 大約可分生木、枯木、倒結木、住蟲木

等 , 其中以生木者為最高貴 , 其餘死木則沒有多大價值 ; 珊瑚價值叉依顏色的不同而異 , 本省西部澎湖海

城所產者以跳紅色最佳 , 缸色次之 , 白色最差 , 深紅為本省東部所產 , 數量極少 , 但為本省人士所最喜愛
, 因此價格亦最好。

珊瑚為一貴重品 , 質密且硬 , 硬度為 3.75. 比重約2.6-2.7. 其主要化學成分為碳酸石灰 , 將之研磨
時則星鮮艷的光澤、可製成各種雕刻品、領帶針、領帶拍、項館、別針、我子等 18) 。文月3刻時 , 可聞出

動物脅論的特殊味道 ,
所製成的工藝品多外銷美國、義大利及歐洲各圈 , 其中以義大利的銷售量最大 , 此

乃由於該國民情風俗 , 凡人死亡時必以珊瑚陪葬之故η , 至於珊瑚原木則大都外銷日本。

本省之珊瑚交易以澎湖為最主要市場 , 而高雄、台南、蘇澳、新港等地區則偶爾在珊瑚觀船入港時有

珠寶商前往購買而已。其等級之訂定標準大都沿用日本的方式 ,
考其原因係日本對珊瑚的交易有其悠久的

歷史 ,
所定等級非常細密 , 要求亦嚴 , 且日本人一向為本省珊瑚的最大顧客 , 故依其交易上所需而訂出標

準。雖然等級細密控雜 , 但其訂定原則仍共循下列要點 : 郎@必2頁活枝 .@ 能成材料 .@ 樹校要粗 .(!) 色

、海要純。白色珊瑚一般都不拍賣 ,
而經由買賣攻方議價 , 價格極低。主主將其交易上的一般分類方式列述於

次 , 以供參考。

等
級 類 口

nN-
概 說 備

註



但 受自然海況的影響而倒技者,或經歷年觀化,部份或大部 每台斤的價值概在
組蛀拉

級
份已蛀腐而不成材料者。 �2�0�0�-�4�0�0QCUOþR

品|中蛀枝|比祖蛀叫蜘相同
最 日f谷"";(方I::"�"在成長過程中,中心有很多徽孔,顏色鮮 每台斤概在35- 100

低 小缸珊瑚 缸一面美麗,一面蛀錢,僅為磨光裝飾用,通常都為細小 元之間,完整形狀者

級
技、間或有租設者,價值不大。 則在1,000元以上﹒

口 白色珊瑚|不論生坡、枯校形態完掛其價值極低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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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時期的生長 , 雖係生枝 , 但部份已受位腐或附著其 每台斤的價值概在
租枯拉

次

1,500- 5;000 元。他雜物者。

中枯拉
| 岫枷 , 叫相同

幼枯枝
| 比中站附間相同

級

口
口口

以上所述之珊瑚等級 , 僅能供交易上的一種準繩 , 貨主師按上述等級類別 , 將操捕個來的珊瑚一堆一
堆地分檢出來 , 並過磅編上號碼 , 放妥於木盤上 , 然後展示在拍賣場所 , 讓競買商人估價。其拍賣方式有
探取「平均價格」及「按等級競買」兩種方式 , 前者即商人將一批珊 m: 確實計算估妥價格後 , 以平均價格
投標 ,

其最高價格控貨主同意老師得標 ; 後者 �D 按等級投標
, t 佐本 ;可式僅在貨品較少時踩用 , 一般很少使

用。以上均為記帳式 , 而非吽瞋式。
拉將自攘時代及光棍後的珊瑚拍賣情形列述於次 :

1. 日據時代珊瑚拍賣情形 :
目據時代珊瑚之拍賣國有一個良好制度 ,

政府在基陸及澎湖方面均設有拍賣機構 15) , 例如膨湖方面
在澎湖麗水產會裡設立有一珊瑚交易市場」業者則另行組成「珊 $! 謀取組合 J

' 前者主要工作是分門別類
地評定珊瑚價格 ,

用電報邀請日本國內珠寶商來澎購買 ( 當時日本芳面設有專門購買珊瑚的組合 , 而本省
則無珊 ft1 商 ) , 並公開拍賣手續等 ; 後者則向 i6c 府申請作業許可權 , 以及其他種種活動等。每年在4-9 月

間按月學行拍賣一次 , 一年約舉行 5'-6 次。拍賣方式 , 創作業船隻入港後 , 先將珊瑚交由水產會珊 f1J: 交易

市場的評價員評價後存入倉庫、 , 並代為保管 , 保管期間船主芳面若需金錢時 , 可先向 71C 產會暫借相當於珊

瑚價值之 70 克作為遇輯用。當日本商人齊集草草棚時 , 則舉行拍賣工作。為便利統計起見 , 拍賣時通常都按
船為單位 ,

�D 各船把珊瑚依等級編排號碼後 , 展示於市場內讓商人選購。本拍賣方法攝取記帳式 , 並非吽
買式 ,

�D 商人依各種類等級的珊瑚控號碼填妥價錢佳 , 將帳續交由珊瑚交易布場加以統計 , 以其總價錢最
高者寫得標﹒得標商人必讀立即 1敷出現款 , 並由珊 FIJ. 交易市場向黨者抽取 5 克之傭金。珊瑚市場的交易 ,
在民國27-29 年間僅實施三年 , 但二次大戰後隨之停頓 , 這種拍賣制度頗受當時一艘船主業者及商人所歡
迎﹒

2. 光復後的珊瑚拍賣情形
光復後本省的珊瑚漁業復興於島國35 年 , 由首島湖籍的漁船開始作業 ,

拍賣工作亦隨之產生﹒其拍賣芳

式與日據時代完全不間 , 係謀取各自為致的方法 ,
�D 各船主所庸的漁船岡航後 , 將珊 ft! 分們別類的過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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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存於船主方 , 俟大部借漁船返港後 , 即連絡台北、高雄 , 及本地的商人來購買 , 間或有日本或義大利崗

人來澎參與競買。珊瑚商人乃揉挨家訪問式的至各公司或船主家購買
, 以最高價而獲船主的同意後剖算得

憬 , 一年約有3-5 次的拍賣機會。

到目前為止 , 雖有倡議怯復珊瑚市場制度 , 但始終未見成立 , 因此導致很今的缺點。如那 !! 湖生產量無

雄貴的統計資料 , 不但漁會減少收入 , 而且與商人交易無法獲得保障 , 常有倒弊現象發生 , 故刺激交易市

場的恢復乃不可容罷。

六、珊瑚漁業之漁具漁法漁期及漁場

的講真 : 珊瑚漁業之漁具構造最簡單 , 主要由一蝶曳啊 , 三個祝鈕 , 八張網斤 ( 每一況鍾有 4 張網片

〉所構成
, 話將各部份的結構列述於次 :

1. 曳綱 :

現行使用曳綱多馬上等品之 C-fi 敵
, 或尼龍製品 , 前者便宜為一般業者所樂用 , 其徑 5 分

, 長度約 330

去尺 ( 亦即 1 相之長 ) ; 後者高貴 , 但亦被普遍採用 , 其徑 4 分 , 較于麻棚 , 長度約350 公尺 ( 亦 @pl 柯:長
) .曳綱在粗糙岩礁z 海底廢據消耗很大 , 一蝶宇航曳綱通常使用一航次左右 ( 大約30 工作天 ) @P 否報廢

1 尼龍繩則有2-3 倍於宇麻之壽命。在海底傾斜甚劇且粗糙的地芳
, 因綱之斷失比率很大 , 故一般多採用

宇航。在? 麻之前端加接長約 1 公尺的 3 或 4 分宇航繩 , 此乃為預防萬一珊 fAf 網纏給海底前有斷失之慮時

, 有I 先從 3 分繩斷去而確保曳綱之完整。

2. 況鍾 :

天然卵石 , 重約20-30 公斤
, 使用 12 號鍍鉛鐵蜈縱橫緊縛之。

3. 調井 :
網目 4.5 寸 . 180 掛目 , 長5-6 尺 , 每片如同帶狀型 , 上撤緊下撒鬆 '

每一沉鐸掛 4 張網斤。有中蔽及

尼龍二種 , 前者多在流急、及租糙之海底使用 , 其清理網具較易 , 但珊瑚之上輛車事較差 ; 後者多在流弱之海

底使用
, 珊瑚上網率高 , 而流急時 , 因網片浮揚 , 不易抑著底 , 清理網片很費勁。

的漁法 : 珊瑚的捕螃係探用抗鈕網法
, 此乃藉風潮拖曳時 , 祝鈕撞擊珊瑚纏絡網片而踩捕之 , 此法沿

用已久 , 為目前惟一可行的漁法。
1. 投網法 :
漁船將抵漁場時

, 即開啟魚群課知器 , 尋找適當之魚場位置 , 捌量水漂並研判底形。海底若係起伏且
屬租質認為可以投網時

, 船員立即在船之一眩完成準備投網工作 , 船長答:

舵並觀風力及潮流之方向
, 將船徐徐橫斷潮 ( 有的流前道 , 隨即下令投柄

。拉網時 , 通常接用車拉網法 , 而船開倒車 , 徐偉、後退。其投網順序如間

la' 郎先﹒投革中央一蝶 , 次投左絃前方一條 , 然後依序投右眩各條。每一

條投網相隔時間約 5-10 秒
, 至最後一條投擊時便停車 , 然後整頓觀具 ,

使其形成扇形狀態
, 如此可擴大作業面積與避免前錯、曳綱、網片互相輝

絡 , 曳網之長度以位於船中央者最長 , 其餘各條依次向儷每帳遞減2-3 公

尺 , 每 {樣曳綱長大約為水深之一倍半。此外 , 尚有一種儷投網法 , 其投網

方法恰具體投網法相反
, 投網時開前進車 , 一直使各奧紅形成鼠狀為 1上 ,

此法很少應用。

2. 起網法

起網時間乃說網 }于在海底的作業質態而定
, 如在東部海區潮流 '",. 急、而

漁場面積狹 7言之海城峙
, 拖曳1O�20 分鐘制片便離底抵垂於水中 , 此時便|劃 la 投網順序



立刻起網 . .如在西部海鐵潮流較麗而漁場面積廣闊時 ,
則可曳行 1..,.-2 小時後起柄。起網時 ,

首先開動起調

機 , 每船通常有二合起網機。而每台起網機有二個木製輾績 , 一次可揚起二條曳網 ; 若二台同時啟動時 ,
則可揚起四條直網。一條曳網由2-3 名船員合力揚起 , 另一人接縱起網機兼以指揮作棠 , 其他一人則整理
況鍾索兵。當況鱷揚起至眩邊時 , 則由 2 人合力取上甲板。每起完一組網具後郎繼續起另一粗 , 在水潭約
200 余尺的海域 , 每起←組網具約需10-15 分鐘左右。

珊瑚漁場一般係在底貴為高低不平之躇站或暗礁區
,
況鍾網具等在其上面拖時

,
經常連遇阻礙 ,

致使

曳網緊蟹。拖曳網具時 , 應不斷地注意曳綱之伸縮情形 , 隨時調整網索之張力 , 使其保持鬆抱狀態為宜。
如過份伸張時 , 應用人力適當拉起 , 直到況石脫離障礙物為止 ; 倘人力無法達成 , 則藉機械力量向潮上頂
進 , 使其脫落後 , 再隨流繼續曳行。若同時數條曳綱阻擋不動時 , 則必費立即起網重新投網。

珊瑚多生長於海底斜坡區域 , 若網具由探向淺處曳行時 , 應將曳網徐徐收上 , 反之由謹向深處曳行 ,
則逐漸放長曳綱 , 務領保持曳綱不過分太聽或太緊 , 使網其充分著底 , 並常用魚揉機測出水深 , 以瞭解其
作業深度及避免調兵等纏於岩縫裡。若發現過課時聽立刻起網 , 再移船位重新投稿。良好的刺苟漁場一經
發現 , 應立 !1W 投下浮標作為標誌 , 並以浮標為中心曳行之。國珊瑚係腫揚動物附著堆積所戚 , 故其漁場位
置圈定不動。在茫茫大海中 , 蝕了使用夫丈航海定出船位外 , 亦可藉羅遠定位 , 以尋找出漁場之正確位置
。在優良觀場上常因未能適時投下浮標 , 往往失去漁場位置而徒勞無功 ( 參照圖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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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Ib 珊瑚漁業之作業概況及漁具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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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瓶期 " 臺潛之瑚瑚漁業舔了東北季風期不適宜作業外
,
其餘3-10 月海面平靜時期均為觀期。

黑觀主流經通台灣東部海面 , 並流向疏球、日本 , 流速平均約 3 涅 , 其一小部份交流經鵝盤鼻流向西
北再折向北流入台灣海峽 , 而在台灣北部文灌入主流 , 另一股艾流則盤錄盤鼻南端轉入中國南海。前者在
整個台灣環島形成之海流當可觀為北向

, 惟在冬季東北季風強盛時 , 風向與流向相反 , 海流與風力相互抵
消

, 使瑚瑚悔船無法利用 jif\� 潮作業。夏季西南風盛行時 , 則與流向相同 , 極適宜作業 ; 設者在整個中國南

流形成反時針方向之但流
, 放在東北風末期風勢較弱時 , 出 ;n 尚且已�rcj 同流向的 i調係 ' 最適宜作棠

, 反之西

南風盛行時期則不易作棠
, 自以上氣象海流分析 , 一年當中遍互作業的時間棋盤。

、﹒胸漁場 : 珊湖 (Coral reef) 係自造礁珊瑚 (Reef-Producing Coral) 之石灰質遺骸堆積形成
, 其

分佈海戚係介於南北緯 30 。之間 , 北以夏威夷、中進島、紅海花部、百慕達為限 , 南以澳大利東岸 31
�

30'5

及西禪28
� 518) 為限

, 尤以澳大利亞北部、印度洋西部、非洲東偉、巴西東岸、西印度諸島之竟諒最為豐
富。 ( 參照圖 2)

凡沿 200 公尺等深淺之區域均為珊瑚漁場
, 在民國 29 年以前本省已開揉的珊瑚漁場 Ie 區內

, 郎彭佳嶼
、棉花嶼區域 , 但該區受地磁氣之影響 , 羅針易受干擾 , 漁船作業往往失去準確位置 ,

頗不利於作棠
, 此

外尚包括瑞芳東北約 10 溫外縱擴 5.6 淫寬之水域 , 龜山島附近水深 100 尋左右之水域 ; 而台東縣、成功港南

方約 15 遲處之漁場﹒ , 困面積狹小 , 且係黑潮主流通通之處 , 流速很急 , 每小時常達 3 控以上 , 故僅能在平

潮時作業
, 時間組暫 , 惟所產油瑚晶質非常優秀 ; 澎湖西南方 4B 、 4A 區之漁場面積遠閣 , 資源豐富 , 品

J

質優良
, 該區議僅閱揖三年部因二次大戰而告停頓。

光復後 , 北部漁場及草書湖西南方雖曾恢種閱躁 , 惟自民國 5S 年發現香港南方之 SBa 區漁場後 , 所有漁

船均集中於該區作棠
, 形成戰後之最優秀漁場 , 因該區面積廣闊 , 潮流流速較麗蓮 , 適宜長時間作業。為便

利研究珊瑚漁場及作業分析起見 ,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乃將台灣近海刷瑚漁場劃分為 5 區 , 其中 I 區為基陸

區 , 分為A 、 B 、 C 三小區 ; 2 區為台東區 , 分為A 、 B 兩小區 ; 3 區為高雄區 ; 4 區為七美區 , 分為A

、 B 、 c 三小區 ; S 區為東沙區 , 分為A 、 B 、 C 三中區 , 而各中區文細 I 、 2 、 3 小區 ( 以上請參照圖

3) ﹒

...c 、 60 千皮珊糊涂場調金

卜) 調全才法及內容

1. 試驗掛 ". 海憲號 (90 噸 ,. 32S 區馬力 , 高速引擎〉。
2. 船員 ,: 10 名。

3. 期間 : 60 年4-6 月 -

4. 漁具漁法 : 說鍾網法。
S. 調查區域 : 香港南方海壤 , 台灣淺灘西南梅攘 , 如圖 4 。

6. 調查項目 :
(1) 漁況 : 包括滿場位置.、流底狀況、珊瑚種類及其分佈情形等之調查。
(2) 海況 : 包括風向、風力、水溫、氣壓、海流、水色、海水透閉度、海流等之調查。

7. 漁況連報 : 將海志號在漁場附近調查的結果 , 隨時向作業中之觀船報事 , 充分發揮互助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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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謹 fo (公、斤〉
漁區 投網數 操獲網數無獲網數

紅新樹|缸枯樹l小計|自新樹|白柏樹!小計1合 計

SBs 57 29 26 2.75 0.70 3.45 4.35 1.40 5.75 9.20

一
5C1 m 17 16 2.35 1.30 3.65 2.35 1.50 3.85 7.50

、

SA: 2 I I 0.1 0.10 。 0.10

SB: 13 o 13- 。

SC: 4 o 4 。

4A 4 。 4

合計 113 47 ! 66 5.20 2.00 7.20 6.70 2.90 9.60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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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 調金經過及結果

60 年度第一航次珊瑚漁場調查 , 計在 4A 漁區作業 4 網次 , 5Aa 區 2 緝次 , 5Ba 區 13 網次 , 5Ba 區

57 網次 , SC133 網次 , 5Ca 區 4 網次 , 總共投 113 網次。站將其調查組過及其結果列述於次 :

1. 調查航跡興衰苗水過分佈般揖

60 年度第一航次珊瑚漁場開發調查 , 其航酷與表面水溫分佈如圍 4 所示。全航程 ( 全海區〉表面水溫

之分佈 : 澎湖沿海為23.1-<23.6
� C 之低祖區域向西南延伸 7.fc 溫漸高 , 依次 3 區為 24.4-26.6

� C , 4 區為

23.7-25.8 � C, SA 區為25.1-26.1 � C, 5B 區為 25.8-27.0 � C, 5C 區為26.9-27.1 � C, 其中以 5C

區為最高溫區域 , 形成東低西高之水溫分配情況。
2. 珊瑚作業投起唱概要注釋.護倩影

本航次計在 4A 區作業 4 網次 , 計 5Aa 區 2 網次
,

'5Ba 區 13 網次 , SB3 區 57 緝次 ,
5C- 區33 網次 ,

5Ca 區 4 網次等 , 其中以 5B3 及 SC1 南區有所漁獲外 , 其餘皆無揉獲。按將 5B 且
, 5B3 等區的投起網觀

況說明於次 :

SBa 區共投13 網次 , 其中NW芳向拖曳 9 網次 ,E 方向為 3 網次 ,SW 芳向為 I 次 , 流速概在 0.2-

0.5 節之徵速範圍〈如園 Sa) ; 5B3 區共投57 禍次 , 作業次數最多 , 機獲成績亦最佳 , 其中以W方向拖

曳19 網次 ,NW 方向為17 網次 , SW 方向為 16 網次 ,N 及S 方向各 I 網次 , 流速攏在 0.3- 0.7 節之微違範

圈﹒

故將以上各區所得漁獲情形分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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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I 2 3 4 5 6 7 8

月 日 0��6�0�.�5�.�8 的8I 5.20U��5�.�1g��5�.�9 I 5.10 I 5.17

位 |拔為\11吋2叫m一的|叫什廿I 21
置d �¼�-�3�7�1 �1�1�4N�v„�1�1Së�3�1�1�1Së�0�1 �1�1�5�-�0�9v„�1�1�7�-�1�6

時 問 00 I 1800kc�6�1�5 I 0820 I�1�6eå540�1�10��2�5I 1205 I�1�5TÁ�,0��4�4�0 I�1�5�Ä1

水 深|叫 03Sø�.�t�; v„�1�8�0 190 200

觀 Om 26.7. C 27.4 27.0 28.027.1 27.0

10 26.7 27.0 i 26.5 26.8 26.5 26.9 27,S 26,5

20 26.5 26.5 26.3 26.2 24.5 26.0 26.6 26.1

30 26.0 26.2 26.1 25.8 23.2 25,S 26.3 26.0

酒。 50 23,S 24.5 24.2 24.7 22.5 24.8 25.0 24.2

22.4 22.4 23.0 20.7 22.6 24.5 22.3

100 I 20.0 20.5 20,S 21.8 18.7 21.1 21.2 20.2

150 i 17.2 18.2 17.8 18.8 I 17.3 i 19.8 18.0 16.0

j督 200
I

15.3 i 14.8
I

15.7 �5�.�4Så�4i 15.5 i�1�5\Ù�,.呵,唔0I�1�Å16.0 i 16

3.BT 紀錄表、圖且一般:每況
本航次以珊瑚閱發為主要工作 , 而海洋觀測僅在全調查海區選定 8 點實施 , 其調查結果為全海臣表面.

水溫在26.7-28.0.C 間
, 而50m 層在22,5-25.0.C 之間 p 100m 層在18.7-21.8.C. 150 m層在16.0-

19.8.C. 200m 層則 14.8-16.0.C 之間 , 各層之水溫差均甚小 ( 參照衰 2) 。

再從BT 觀察紀錄圖上研判結果 ( 如圖的 , 全海區 7.Jc 溫之垂直變化樂乎一致
, 郎自表面逐漸往下降

, 屬E 型態 19) 。

所制定之水色 . 2 級者有 65 次 , 3 級者僅 2 次 , 全海區雖為清澄之海水 ; 而透明度20-27 公尺者 60 次

. 17-19 公尺者 8 次
, 非常透明。

關於流向 , 流速 , 可根攝投網方向加以判斷 , 在香港以南 5B2 、 5Ba 、 5C) 等區擴都是NW�W 、

sw 方向 , 其流速概在 0.3- 0.8 節間。

4.* 過鹽分 '1J.', 每清之狀況

本調查海區之海流在 5- 6 月間因受菲律賓東芳北轉之赤道流與季節風所引起之 1次送流影響 , 其中一
部份海流經過巴士海峽流入中國南海

, 形成反時針方向之桓久性海流。絃引用日本山.口縣外海水產試驗場
所屬調查船黑潮丸 (205.87 噸〉於民國 60 年 5 月 21 日 -6 月 29 日調查本海區延繩釣漁場時所得之海洋觀測

資料 ( 如圖 7所焉 ) , 以供參考。該海臣之流向為 S-SE. 流速為 2-4 節
2 � ) 。全海區在表面水溫雖無

甚大的變化
, 概在26.8-28.9

� C 範圈 , 而50m 層之水溫概為22.3-26.9.C, 100m 層為 18.7-23.1"C.

150m 層為15.8-20.0.C 間 ( 如圖 7) ﹒ 200m 層為 13.9-18.2oC, 300m 層則為 11.1-13.7 。之間。

全海區表面海水之鹽度概為 33.92- 34.271, 缸 . SOm 層為 34.00- 34.44%0' 100m 層為 34.18-

34.59, 右。 . 150m 層為 34.42- 34.65 泊 ,200m 層為 34.53- 34.64%0' 300m 層則為 34.47- 34.55

恥 , 由上可知該海城各永層鹽度之變化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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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7.G.E.K 表層流實測值及 150m 唐泓 j足令佈情形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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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飾珊瑚 (Jewel Coral) 在台灣近海生長者共有說色珊瑚 Collarium Elatius(Pink) , 紅色珊

瑚 Collarium ]aponicum (R�d) ' 白色珊瑚 Collarium Konojoi (White) 等三種。其中跳色珊瑚

盛產於台灣東部海域lC 、 2B 區 , 紅色珊瑚均產於東部及台灣西南海戚4A 、 4B 、 5 恥、 5B3 ,5C1 等臣 ,

白色珊瑚則盛產於5B2 、 5 恥、 5C, 區。

2. 台灣西南部珊瑚漁場的水深概在 180- 200m 之間 , 試驗期間 (5-6 月〉之海況 , 全海區表面水溫
在26.7-28.0

� C 間 , 鹽分在 33.92- 34.2 月 r 間 ; 200m 底層之水溫在 13.9-18.2 � C 間 , 而鹽度在
34.53- 34.64 括 : 間。 5B2 ,5B3 、 5Cl 盛產珊瑚區之底層則在 16-18.2 � C 之較高溫區域 , 全區域5-6 月

之海流 , 因受菲律賓東方北轉之赤道流與季節風所起因之吹送流影響 ,
此股海流一部份經過巴士海峽而流

入中國南海 , 形成反時針方向之桓久性海流 ,
其流向多為 S-SE 流

,
速2-4 節

, 為最適宜作業的季節。
}. 珊瑚為一種成長龍慢的動物 , 一經聞蝶帥不容易在血期間內恢復。義大利由於濫獲結果 , 每年向國

外 ( 日本、台灣〉輸入大量珊瑚 , 近年來日本亦因產量減少而求購於蓋禹。臺灣的珊瑚資源原來 gp 很豐富
,
加以二次大戰後24 年間未加以開探 , 其蘊藏量甚鹽 , 惟自民國53 年依復閱採至 60 年

, 在 8 年問共計摸捕

217 公噸 ,
比日攘時期 ( 民國 13 - 29 年〉之 17 年開採量 173 公噸增加利企噸

, 資源已漸告枯竭 , 故應立刻

採取眼制漁場措施 , 或實施輪揉法 , 使已經完全開發的魚場獲得休息 , 以及得有重新生長的機會﹒



59台灣珊瑚漁業之研究蘇偉成鄭廣輝

品文又考九、參

1) 內勝春吉 (1953) : 本省珊瑚融業的考察 , 水試所 ;7]( 試月報 1 卷5 期。

勾畫灣省農林廳 (1958) : 農業要覽第十輯輸業。

3) 進學書局 : 畫灣大年寰。

的黃棋E 、陳溪潭 (1956) : 珊瑚漁場調查報告、水試所報告第二號。

5) 黃耿雁、李鴻霖 (1965) : 商發珊瑚漁業計劃及調查報告 , 漁業局漁業叢書。

的聯檢處 (1966-1970) : 漁船珊瑚漁獲量申報寰。

7) 蓋灣省水產試驗所 (19 刃 .6) : 接受國豐漁業公司申請及省府最林聽來往函件。

8)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馬公工作站 (19 刃 ) : 臺東海域珊瑚漁船作業情形調查報告﹒

9)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馬公工作站 (1972) : 蘇澳海區珊瑚漁船作業報告。

10) 文光圖書公司 (1967) : 動物學大辭典 ( 上〉。

11) 東洋經濟新報社 (19 刃 ) : 海洋閱讀事典。

12) 谷由專治 (1960) : 水產動物學。

13) Hiroshi Niino (1966) : Note on the Jewel Coral Fishing Ground Around Japan.

Lamer, Tome 4. No2.

14) 畫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 (1925) : 蓋濁水產統計 ( 昭和14-18 年〉。

15) 臺潛水產會 (1932, 1934) : 畫潛水產雜誌。

16) 臺灣省漁業局 (1966) : 華商漁業竿報。

17) 畫灣省漁業局 (1967) : 中華民國畫灣地區漁業年報。

18) 海丈堂 (1972) : 水產百科專典。

19) 古光虎之助 (1963) : 漁場形成犯關 ? 毛環境要因 ( 毛θ內水溫、透明度、 ;/7 何夕 � �) fZ:.'?J 、τ

、水產海洋研究會會報第 2 號。

20) 山口縣外海水產試驗場 (1971) : 南中國海釣、延繩漁撈開發調查報告書P.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