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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周邊海域因為受到不同性質水團的

影響，加上冬季之東北季風與夏季之西南季風

的季節性交替作用以及海底地形的變化等，使

得水文環境呈現複雜的季節變化。本研究自

2003 年 2 月至 2008 年 10 月已完成 23 個探測

航次，為了解台灣周邊海域各測站歷年來浮游

動物四季之年間差異，分析 2003年 2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間台灣周邊海域的浮游動物豐度及組

成之時間變化，結果發現歷年來浮游動物的豐

度變化範圍為 95－692 個/m3，最高值出現在

2006 年夏季，最低值則出現在 2005 年冬季。

歷年總年平均豐度為 268 個/m3，春、夏、秋、

冬四季的總平均值分別為 225、451、288 及 173
個/m3。總體來說，春、夏兩季為浮游動物的高

豐度期，然而，2005 年夏季豐度僅有 219 個

/m3，為歷年夏季豐度的最低值；此外，2003
年秋季的總平均豐度值僅 106 個/m3，為歷年秋

季的最低值。本海域浮游動物低豐度期出現在

冬季，每立方公尺中之個體數大多在 95－277
個/m3間，2004 年有最高值出現；而在 2007 年

春季出現歷年春季總平均豐度的高值為 477 個

/m3。再者，2003 年 2 月以後的豐度值除了 2004
年冬季為 277 個/m3、夏季為 373 個/m3及秋季

為 376 個/m3、2005 年春季為 273 個/m3、2006
年夏季為 629 個/m3及夏季為 388 個/m3、2007
年春季為 478 個/m3、夏季為 583 個/m3及秋季

為 314 個/m3 外，皆較歷年來各季調查的總平

均值 (268 個/m3) 為低的情況。比較歷年的豐

度變化，發現歷年來高峰期的豐度值有增加的

趨勢。綜合過去 6 年各航次浮游動物調查結

果，已初步了解台灣周邊海域浮游動物的季節

性變動與水文因子的關係 (如圖)，即春、夏兩

季為浮游動物的高豐度期；經濟性蝦蟹幼生高

峰期大多出現在夏季及秋季；魚卵和仔魚則大

多在春季及夏季出現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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