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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試驗所魚類標本數位典藏 
 

 
 

 
典藏標本為從事基礎分類、生態、演化、

地理分布、保育或資源永續利用等學術性研

究的重要素材，且在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工作

中，分類為最重要的課題。分類的研究，必

須經常檢視或比對前人採集或鑑定的標本，

由重新整理、記錄、描述中，或許可發現新

種，因此過去報告中，使用的標本皆必須有

系統的典藏嚴格的管理與維護，尤其被命名

為新種的模式標本，更為殊勝。 
本所自 1929 年 11 月創設以來，即進行

魚類研究與標本的蒐集，迄今已有 76 年的歷

史，標本來源主要係在執行海洋漁業試驗調

查計畫時捕獲，淡水魚類則以調查河川魚類

分布時採集，或進行人工繁養殖引進，也有

來自二次戰後移交的標本 (約 250 種)，部分

為漁會或民間漁船的捐贈，目前已累計 2,500
瓶以上，由於標本數量及資料的累積，故典

藏標本的目錄與數位化的整理已課不容緩，

經由網站的建立，有效的提供全球各地分類

學者查詢、借閱標本與資訊的交換。 
本所自 1950 年成立魚類標本室以來，歷

經 5 次以上的遷移，直至 1983 年才確定存放

於現今西側大樓地下室，且規劃成 5 間標本

室。但，由於保存場所的多次更換，許多標

本瓶破裂、浸漬液蒸發，以致標本發霉甚至

腐爛，或因外借未還，這些標本中或許有模

式標本或已瀕危的珍稀標本，若不及早處理

改善，則標本恐遭毀損而失去典藏的價值。

因此，在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邵

研究員廣昭及林沛立等專家的協助及國科會

經費補助 (計畫名稱「台灣沿近海海洋生物

標 本 之 數 位 典 藏 」， 編 號 NSC 
93-2422-H-056-001) 下，自 2004 年 3 月起預

計 3 年期間將本所過去典藏的魚類標本進行

清查、重新鑑定、標本標籤的重製、不良標

本瓶的更新、浸漬液的更換，重新整理標本

編號，建立科名、學名、中文名、發育階段、

採集者、鑑定者、採集日期、尾數、採集地、

採集方法、體長、深度、保存方式等後設資

料庫，並進行標本影像數位化工作，經由本

所網站 (網址 http://www.tfrin.gov.tw) 將典藏

標本資料與影像呈現，以供各界查詢，且可

與國內魚類標本典藏資料庫整合。 
第 1 年完成的本所典藏魚類標本種類為

197 科 890 種，包括盲鰻綱盲鰻目 8 種，軟

骨魚綱 11 目 24 科 53 種，硬骨魚綱 3 目 172
科 829 種。其中包括陳兼善 (1969) 發表於

「台灣脊椎動物誌-上冊」記錄標本存放本所

56種中的 32種，已瀕危的珍稀標本 28種 (圖
1) 及養殖種類 34 種 (圖 2)。 

標本種類主要以經濟性種類為主，採集

地區除台灣本島四周及離島海域外，也包括

許多鄰近的國家 (表 1)，使用的漁具漁法具

多樣性 (包括底拖網、中層拖網、延繩釣、

流刺網、扒網、棒受網、地曳網、手操網、

手釣、一支釣、深海一支釣及籠具等方法)，
標本典藏的年代久遠 (1934 年至今)，以 1950
－1960 年間採集者佔 55%以上，且大部分標

本皆有明確的漁獲地點。本所館藏浸泡魚類

標本及大型魚類乾製標本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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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蒐集與調查的資料顯示，台灣水產

養殖的魚類約有 130 種，大部分種類皆由本

所人工繁殖成功，目前標本都保存在各研究

中心標本室，為整合本所魚類標本，計畫逐

年將各中心的典藏標本數位化並建立聯合標

本資料庫，同時與台灣魚類資料庫接軌。 
 

 
紫粘盲鰻 Eptatretus okinoseanus 高鰭棘鮫 Squalus blainville 睡電鱝 Crassinarke dormitor 旗鰓鰻 Histiobranchus bathybius 

 
寄生鰻 

Simenchelys parasitica 
考氏合鰓鰻 

Synaphobranchus kaupii 
日本短尾康吉鰻 

Coloconger japonicus 
網路深海康吉鰻 

Bathycongrus retrotinctus 

 
盾齒鰶 Clupanodon thrissa 平頭海鲶 Arius sagor 長鰭平頭魚 Alepocephalus longiceps 浦原黑口魚 Narcetes kamoharai 

 
Plecoglossus altivelis altivelis 香魚 Astronesthes ijimai 井島星衫魚 Bathytyphlops marionae Stemonosudis rothschildi 盲深海青眼魚 側斑纖柱魚

 
真冠帶魚 Eumecichthys fiski 科氏底潛魚 Echiodon coheni 奈氏擬鮟鱇 Lophiodes naresi 軟體金眼鯛 Beryx mollis 

 
棘鰍 Macrognathus aculeatus 黑短印魚 Remora brachyptera 大尾鰺 Alepes vari 銀深海鯡 Bathyclupea argentea 

 
副蝴蝶魚 Parachaetodon ocellatus 舒氏豬齒魚 Choerodon schoenleinii 印度無齒鯧 Ariomma indica 三足三刺魨 Tripodichthys blochii 

圖 1  已瀕危的珍稀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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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鰻 Anguilla japonica 黃鱲鰺 Trachinotus blochii 虱目魚 Chanos chanos 尖吻鱸 Lates calcarifer 鱧魚 Channa maculata 

  
莫三鼻口孵魚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奧利亞吳郭魚 

Oreochromis aureus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福壽魚 吉利慈鯛 

O. mossambica × O. nilotocus Tilapia zillii 

  
黑鰱 Aristichthys nobilis 鯰魚 Silurus asotus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草魚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鯁魚 Cirrhinus molitorella 白鰱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青嘴龍占 Lethrinus nebulosus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泥鰍

  
銀紋笛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嘉鱲魚 

Pagrus major 
烏魚 

Mugil cephalus 
鱸滑石斑 瑪拉巴石斑魚 

Epinephelus tauvina Epinephelus malabaricus 

  
香魚 

Plecoglossus altivelis 
日本真鱸 

Lateolabrax japonicus 
花斑刺鰓鮨 

Plectropomus leopardus 
褐籃子魚 長鰭籃子魚 

Siganus fuscescens Siganus canaliculatus 

 
黑鯛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灰鰭鯛 

Acanthopagrus berda 
黃鱔 紅鰭多紀魨 

Monopterus albus Takifugu rubripes 

養殖種類標本圖 2   



 

表 1  地區 典藏標本的採集

類    別 地                              區

台北：淡水河、新店溪、坪林、金山、

澳底近海 

桃園：石門水庫 

新竹：竹北鳳山溪、尖石外海 

台中：日月潭、埔里、梧棲、鹿港近海

彰化：王功 

台南：安平海域 

高雄：紅毛港、林園海域 

屏東：恆春、枋寮、東港、小琉球西南

澎湖：馬公、台灣堆海域 

台東：秀姑巒溪、成功、大武、新港、

蘭嶼 

花蓮外海 

宜蘭：蘇澳、羅東大陴、龜山島 

基隆：八斗子、大武崙、和平島、基隆

港、魚釣島、彭佳嶼 

台灣地區 

金門、東海、南中國海 

韓國：斧山 

日本：奈良川、北海道 

北太平洋中部 

菲律賓東部沿岸海域 

越南暹邏灣附近海域 

馬來西亞北婆羅洲 

南緬甸莫馬灣、緬甸灣 

紐西蘭東南海域 

澳洲北部及西北部海域 

中美洲地區 

鄰近地區 

紅海 adon 港 

 

 

 

 

 

 

 

圖 3  浸泡及乾製魚類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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