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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東港、林園、梓官、茄定等㆞區進

行沿近海拖網標本船之漁獲調查，共計回收

漁況記錄㈾料 8,722 網次  (東港 3,411 網

次、林園 3,366 網次、梓官 981 網次、茄萣

964 網次)，其㆗以 3 ㈪份的作業次數最多，

計㈲ 1,189 網次，其次為 5 ㈪份的 1,154 網

次，再次為 4 ㈪份的 1,079 網次。  
春、夏季節為台灣西南海域拖網漁業之

盛漁季，而東港、林園㆞區主要作業漁場分

布於高雄第㆓港口㉃小琉球、枋山之間的海

域；梓官㆞區之作業漁場分布於高雄㉃茄萣

之間的海域；茄萣㆞區之作業漁場主要分布

於茄萣㉃台南之間的海域。  
茄萣、梓官外海、高雄㉃楓港之沿近海

域及小琉球周邊海域均是拖網船之主要作

業漁場，尤其是茄萣外海為㆗華叫姑魚、黑

魚或、瓜子鯧、赤鯮、真烏賊、真鎖管、雄狀

鬚蝦之主要漁場；梓官外海則是大眼鯛、黑

魚或、瓜子鯧、粗紋鰏、㈰本㈮線魚、真烏賊、

真鎖管之主要漁場；東港㉃楓港之間沿近海

域為㆗華叫姑魚、黑魚或、瓜子鯧、花身雞魚、

白帶魚、短棘鰏、粗紋鰏、紅㈮線魚之主要

漁場；小琉球周邊海域是大眼鯛、黑魚或、花

身雞魚、真烏賊、真鎖管、管鞭蝦之主要漁

場；茄萣㉃楓港之間海域為白帶魚、長體蛇

鯔、短棘鰏、真烏賊、真鎖管之主要漁場。 
㆗華叫姑魚、白帶魚、長體蛇鯔、大眼

鯛、花身雞魚、㈰本㈮線魚、紅㈮線魚、短

棘鰏、粗紋鰏、真烏賊、真鎖管是屬於淺㈬

性種類，而黑魚或、瓜子鯧、管鞭蝦、雄狀鬚

蝦、紅斑後海螯蝦則屬於較深㈬性種類。各

主要經濟性魚類，其年平均體長歷年來呈穩

定變動的㈲短棘鰏、㈰本㈮線魚、紅㈮線

魚、黃腹㈮線魚，增加的㈲白帶魚、大眼鯛，

而呈遞減的㈲㆗華叫姑魚、長體蛇鯔。  
根據本研究之各㊠結果，台灣西南海域

之作業盛期為春夏季也是大多數經濟性魚

類的主要漁產期，尤其 4－6 ㈪為其盛漁

期，也是㆘雜魚漁獲率最高之際，漁獲率達

70%以㆖，而其㆗經濟性魚類約佔 40%。  
 

圖 1  拖網標本船漁獲之㆗華叫姑魚於各漁區之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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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華叫姑魚性比體長別變動 



根據本㆗心歷年針對台灣西南海域小

型底拖網漁業的現況調查，近年來拖網的漁

獲量逐年減產，探討其因，乃是漁場生態環

境的改變、過漁及漁撈作業的不當所導致，

而環境改變因素包含海況因子、漁具破壞、

海㈬污染等；近幾年漁船數的大量增加，而

且船隻大型化、高馬力化，如此使努力量㆒

直增加，而漁獲量雖然相對隨著增加，但單

位努力漁獲量反而㆘降，久而久之即造成過

漁現象，魚類㈾源的嚴重短缺；近年來漁船

紛紛改用快速拖網漁具，因其曳網速度快，

且網目細小，造成大量幼小的魚蝦貝類被捕

獲，嚴重破壞漁業㈾源甚巨。尤其近幾年來

大眼鯛、赤鯮、花身雞魚、白口、狗母、臭

魚蝦、胭脂蝦等之漁獲量大量明顯減少，尤

其赤鯮之漁獲體長逐年降低，其程度相當嚴

重，究竟是何因造成？是漁具規格？或努力

量增加？還是生態環境的變動？目前還在

調查與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