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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鯊共舞』特展活動紀實 
 
 

 
 
 

 

 

 

 

 

 

 

 

 

 

 

 

 

 
 

前言 
 

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於 2010 年 1 月

21 日下午假水族生態展示館三樓辦理『與鯊

共舞』鯊魚生態保育特展開幕儀式，儀式由

本中心陳主任文義主持，與會貴賓包括臺灣

博物館蕭館長宗煌、台東縣政府曾秘書金

福、台東縣美術教育學會曾理事長興平、成

功商水楊校長長鉿、成功鎮鎮民代表會黃代

表清睦、歐代表嘉惠、成功國小張校長瑞群

及成功國小師生共 350 人。 

此次『與鯊共舞』鯊魚生態保育特展為

臺灣博物館之巡迴特展，其中最吸引人的是

長度 7 m 多之鯨鯊標本，牠是目前全台最大

的鯊魚標本，已有 20 年歷史。其他展示內容

包括鯊魚的分類、構造、生殖、牙齒、皮膚

及保育等，讓民眾對鯊魚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此外成功鎮鯊魚博物館也出借 7 種鯊魚

牙齒標本、2 種鋸鰩上顎骨及鯊魚漁具等罕

見實體供民眾參觀體驗，配合本中心「台灣

東部黑潮漁業文化數位典藏」計畫提供 6 種

罕見鯊魚標本展示，讓本次特展更加活潑及

多樣性。 

 

認識鯊魚 
 

鯊魚，是一群在水中生活，有著流線型

身體，用鰓呼吸且全身軟骨的生物。他們有

5－7 對的鰓裂，和不斷更新的牙齒，體表則

覆蓋著各式各樣的盾鱗避免寄生蟲和物理性

何源興 1、方建能 2、林俊聰 2、陳文義 1、蕭宗煌 2、李柏鋒 3 
1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2國立臺灣博物館、3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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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並且盾鱗型態因為符合流體力學，

可以讓鯊魚游得更省力。鯊魚經過長久的演

化，幾乎可以棲息在各式各樣的海洋環境

理，除了在許多沿岸生態系能找到鯊魚之

外，大洋及熱帶珊瑚礁環境中，亦可見許多

鯊魚洄游、棲息，甚至在物種較少的寒帶也

有鯊魚存在。 

很多人認為鯊魚體型很大，可以在廣大

的海洋中悠遊，一天到晚環遊世界，其實並

非全然如此。因為大洋食物較為缺乏，人類

所知道的 450 種鯊魚裡，只有約不到一成的

鯊魚被歸類為大洋性鯊魚，且大多數鯊魚體

長都不到 1 m，分布範圍也多侷限在沿岸不

超過 100 海浬的範圍內。 

目前科學家發現最早的鯊魚化石出現在

4 億年前，也就是在古生代泥盆紀初期，鯊

魚就已經存在地球上了，甚至比恐龍還要早

將近兩億年！由於鯊魚的骨骼都是軟骨，因

此能留下來並成為化石的身體構造很少，主

要都是牙齒。 

大白鯊(臺博館提供) 
 
鯊魚的保育 

 

鯊魚正面臨了重大的生存危機，過漁、

混獲及海洋污染等問題，持續威脅著鯊魚生

態，讓我們追根究底找出原因，珍愛海洋環

境，就從鯊魚保育做起！ 

一、過漁 

據估計每年有近 7,000 萬尾鯊魚被人類

所捕獲，透過許多保育組織的努力及聯合國

等國際組織的合作，已有許多國家以制定法

令等實際行動來保護鯊魚，台灣自 2007 年 9

月 5 日起亦全面禁止捕抓及買賣鯨鯊，但對

於其他物種尚未有保育措施。 

二、誤捕與混獲 
許多底棲性鯊魚體型較小，並不具經濟

價值，不過在一些不具選擇性的漁具的漁撈

過程中，還是會被漁民誤捕，並破壞其居住

環境，可說是非常毀滅性的漁法。政府應該

補助漁民更換對環境衝擊較小、對目標漁獲

更具篩選性的新型漁具，並對漁撈季節、產

量以及地點均要有所規範，海洋資源才能永

續經營。 

三、污染 
隨著人類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質越來

越多，身為海洋生態食物鏈最頂端的獵食

者，鯊魚逐漸累積了最多的污染物質，政府

應該針對人類污染排放進行妥善的管制。 

 
各單元展出內容 
 
一、臺灣博物館 
(一) 鯊魚的分類 

鯊魚被分類為軟骨魚類，主要是因為牠

們的骨骼鈣化不完全，還維持在軟骨的狀

態，而我們人類身上也有許多軟骨，如鼻子

和耳朵。在軟骨魚類大家族裡面，可以分為

三大類，分別是銀鮫、鯊魚和魟魚。目前發

現的鯊魚總共有 8 目、34 科、111 屬，約 450

種；在台灣就記錄有 7 目、30 科、58 屬，約

12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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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鯊魚的構造 

鯊魚能成為海洋世界中非常成功的掠食

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牠們的各種感覺器官

都非常發達，能偵測到很遠、很隱密的獵物。

鯊魚主要感覺構造有眼睛 (視覺)、鼻孔 (嗅

覺)、耳朵 (聽覺)、側線 (壓力)、羅倫氏壺

腹 (電感覺)。 

(三) 鯊魚的生殖 

鯊魚都是體內受精的，不過牠的生殖模

式有很多種類，常見的有卵生、胎生及卵胎

生，主要是由小鯊魚成長孵化過程中的營養

來源作為分類依據。(1)卵生：鯊魚將卵產出

體外，小鯊魚會在卵鞘裡成長孵化，例如貓

鯊、虎鯊都是屬於這種生殖模式。(2)卵胎

生：卵胎生是大多數鯊魚的生殖模式，母鯊

並不會將卵產出，小鯊魚在卵裡面發育成

長，等到鯊魚孵化後才生產，小鯊魚的營養

來源可能是卵內的物質或是輸卵管的液體。

(3)胎生：小鯊魚和母鯊有胎盤等構造相連，

小鯊魚主要營養來源是從母鯊而來，一出生

即可完全獨立生活，像是雙髻鯊、鼬鯊以及

角鯊都是胎生的鯊魚。 
 

卵鞘(李柏鋒提供) 
 

卵胎生(李柏鋒提供) 

胎生(李柏鋒提供) 
 
(四) 鯊魚的牙齒 

鯊魚的牙齒並未固定在上下顎，而是長

在牙床肌肉上，且會不斷生長，最外排的牙

齒會因為獵食的使用等因素而脫落，而最內

排會一直生長後向外推而遞補，這個過程會

一直持續直到鯊魚死亡為止。 

由於牙齒是鯊魚骨骼中唯一鈣化的部

分，所以考古學家才能發現那麼多鯊魚牙齒

的化石。牙齒其實還有許多特徵，例如形狀、

數量、排數，另上顎和下顎也會有所差異，

大多數鯊魚的下顎齒是用來固定食物的，而

上顎齒則是撕裂或切斷食物。 
 

尖嘴鯖鯊(左)及低鰭刺鯊牙齒(李柏鋒提供) 
 

(五) 鯊魚的皮膚 

鯊魚沒有一般魚類容易刮除的鱗，只有

形狀特殊、質感粗糙的盾鱗，摸起來像砂紙，

也是「鯊」名字的由來。盾鱗影響游泳效率，

因此會隨著鯊魚種類的不同和行為模式的不

同而改變，例如：需要高速游泳的鯊魚，盾

鱗就會演化成降低阻力的形狀，這也是相當

重要的鑑定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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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至右：尖鰭刺鯊及低鰭刺鯊皮膚；第二排

左至右：緣吻田氏鯊及亮烏鯊皮膚(以上皆由李柏鋒

提供) 
 

(六) 鯨鯊標本 

本次展示之鯨鯊標本是國立臺灣博物館

於 1980 年在蘇澳購得，漁民於宜蘭海域以魚

鏢漁獲，體長超過 7 m，因為鯨鯊是最大型

鯊魚，更是最大型魚類，雖然體型龐大，生

性卻相當溫馴，深具展示意義與價值，因此

博物館購買製成剝製標本展出。由於鯨鯊資 

 

源持續減少，因此政府自 2008 年起，全面禁

止鯨鯊捕撈、販賣、持有及進出口鯨鯊，對

於誤入定置網之活體鯨鯊，將以標識放流方

式進行科學研究。 

二、鯊魚博物館 
鯊魚博物館負責人陳文榮先生自小跟著

父親批發漁貨，早年東海岸捕捉鯊魚數量、

種類甚多，體型也大，不過 10 多年前這些資

源慢慢變少，因此決定儘量搜集、好好保存，

讓更多人認識鯊魚之美，也更愛護海洋。歷

經十多年搜集東海岸鯊魚標本，成立『鯊魚

黑幫－鯊魚博物館』，於館內展示約 40 種於

成功外海所捕獲的鯊魚。配合本次『與鯊共

舞』特展活動，鯊魚博物館從館藏中提供紅

肉丫髻鮫、灰六鰓鮫、戟齒砂鮫、鼬鮫、深

海狐鮫、鋸峰齒鮫及灰鯖鮫等牙齒標本，尖

齒鋸鰩及後鰭鋸鰩上顎骨及鯊魚漁具等罕見

實體供民眾參觀體驗。 

 
 
 
 
 
 
 
 
 
 
 
 
 
 
 
 
 

                                         鯨鮫俗稱豆腐鯊  



 

  47

鋸鰩上顎骨 
 

灰鯖鮫牙齒 

戟齒砂鮫牙齒 
 
三、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配合本次『與鯊共舞』鯊魚生態保育特

展活動，本中心在水族生態展示館大洋池同

時展示鼬鮫 (俗名虎鯊)、污翅白眼鮫及斑竹

狗鮫等 3 種鯊魚活體，其中小鼬鮫是 2009

年 10 月下旬漁民捕獲一尾母鼬鮫，漁民宰殺

時發現腹中有 32 尾幼鮫，本中心留存 10 尾

進行養殖試驗，截至目前為止活存 6 尾，其

中 2 尾提供大洋池展示，根據了解目前全台

僅有本館展示鼬鮫，顯示活體展示具有相當

難度及特殊性。其次，本中心 30 餘年來，已

典藏東部海域魚類標本達 3,000 件，為最具

代表東部海域魚類相之魚類標本館，配合本

次活動提供鋸峰齒鮫、斑貓鮫、銀鮫、紅肉

丫髻鮫、鯨鯊及斑竹狗鮫等 6 種鯊魚標本展

示，讓遊客對鯊魚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