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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進行普查本海域之珊瑚礁魚類相，將過去部分調查樣點予以普查外，且新增以往調查較少之地點、生態棲地及深度等環境，以了解近十年
來受到環境變遷影響下，目前墾丁海域內珊瑚礁魚類的豐富度及多樣性，進而對珊瑚礁魚類生物的多樣性研究與生態熱點之保育工作提出建議。本
計畫內容綱要如下： 

1. 彙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相文獻整理。 

2. 普查園區海域珊瑚礁魚類物種組成、資源量及分布資訊。 

3. 更新及匯入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料庫。 

前言 

（ 一）潛水調查法 

珊瑚礁魚類相調查以潛水方式進行穿越線調查 (McCormick & Choat, 1987)，於各樣區設置穿越線調查區域 （範圍50 m x 10 m x 10 
m），三至四人一組作業，手持水下錄影與攝影機拍攝記錄所見魚類之種類，記錄測線內魚種的種類，影像結果將依照片與影片鑑定魚種，並
參考墾丁國家公園魚類資源圖鑑增修一版陳正平等 （2010）與台灣魚類資料庫 (2022)資料進行魚類種類鑑定，經分類與鑑定之魚種紀錄登
錄在總表上，重新依現今有效種名，將墾丁海域珊瑚礁魚類相與豐度予以整理修訂，並根據其結果計算其豐富度。 

（二）誘餌式水下攝影機(Bruvs) 

誘餌式水下攝影機由鋁製框架組成， 鋁製框架裝置與攝影機距離一公尺之延伸誘餌臂，隨機選擇水深30-50公尺的樣點，放置一組誘餌
式水下遠程攝影機，每組至少水下錄影一小時觀察紀錄。 

（三）其他建置 

    建置包含紀錄魚種之科名、中文名、學名、俗名、地點、經緯度、日期、鑑定人等依次填寫成總表。依序建立研究團隊調查魚種之相關
資料。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群聚組成分析（2022年春、秋季） 

今年各測站中的努力量（平均值18.26百尾/hr），其中萬里桐Ⅰ、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Ⅰ、雙峰藍洞Ⅰ、獨立礁（大深度區）Ⅰ、
眺石Ⅰ、山海Ⅱ、山海獨立礁Ⅱ、合界Ⅱ、核三廠出水口Ⅱ、核三廠入水口Ⅱ、雙峰藍洞Ⅱ、獨立礁（亞潮帶）Ⅱ、獨立礁（大深度區）Ⅱ、
眺石Ⅱ與砂島Ⅱ等測站的資源量屬較高測站。春季調查中魚類群聚因地形變化魚群組成略有不同，主要分成礁砂區與岩礁區，塊礁區魚類群
聚與礁砂區或岩礁區相似。礁砂區魚類群聚測站為三角町Ⅰ、合界Ⅰ、紅柴坑Ⅰ、眺石Ⅰ、萬里桐獨立礁Ⅰ、後灣Ⅰ、砂島Ⅰ、核三廠出水
口Ⅰ、山海Ⅰ與香蕉灣Ⅰ上測站魚群群聚組成較為相似，其中核三廠出水口Ⅰ與萬里桐獨立礁Ⅰ屬塊礁棲地，其地形為消波塊與大型礁石，
春季魚群組成與礁砂區相似。岩礁區魚類群聚測站獨立礁（亞潮帶）Ⅰ、獨立礁（大深度區）Ⅰ、雙峰藍洞Ⅰ、船帆石Ⅰ與山海獨立礁Ⅰ，
其中船帆石Ⅰ與山海獨立礁Ⅰ為塊礁棲地，其地形為大型塊礁，魚類群聚組成與岩礁區相似，今年春季各測站的魚類群聚中魚群組成無顯著
差異（P=0.275）。季調查中魚類群聚因地形變化，魚群組成略有差異，魚類群聚棲地主要分成礁砂區與岩礁區，塊礁區因礁石大小或數量組
成不同，魚類群聚跟礁砂區或岩礁區相似。礁砂區魚群群聚測站後灣Ⅱ與紅柴坑Ⅱ；山海Ⅱ與萬里桐Ⅱ；香蕉灣Ⅱ、砂島Ⅱ、眺石Ⅱ、三角
町Ⅱ與核三廠出水口Ⅱ以上測站魚群群聚組成較為相似，其中核三廠出水口Ⅱ屬塊礁棲地，其地形為消波塊與大型礁石，秋季魚群組成與礁
砂區相似。岩礁區魚群群聚測站雙峰藍洞Ⅱ、獨立礁（亞潮帶）Ⅱ、萬里桐獨立礁Ⅱ與合界Ⅱ；獨立礁（大深度區）Ⅱ與船帆石Ⅱ以上測站
魚群群聚組成較為相似，其中萬里桐獨立礁Ⅱ與船帆石Ⅱ為塊礁棲地，其地形為大型塊礁，魚群組成與岩礁區相似，今年秋季各測站的魚類
群聚中魚群組成無顯著差異（P=0.148）。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群聚組成分析（2021年與2022年春季） 

    2021年與2022年春季相同調查測站之2021年合界、2021年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2021年核三廠入水口、2021年獨立礁（亞潮帶）、
2022年山海、2022年核三廠出水口、2022年核三廠入水口、2022年獨立礁（亞潮帶）、2022年三角町與2022年砂島等區域魚種多樣性與豐富
度較高。優勢種依序為四帶雞魚、雷氏充金眼鯛、線紋鰻鯰、金擬花鱸、雙帶鱗鰭烏尾鮗、雙點天竺鯛、條紋豆娘魚與烏伊蘭擬金眼鯛。
2021年與2022年春季相同測站中的努力量（平均值12.85百尾/hr），其中2021年山海、2021年雙峰藍洞、2022年萬里桐、2022年後壁湖海洋
資源保護示範區、2022年核三廠入水口、2022年雙峰藍洞、2022年獨立礁（亞潮帶）、2022年獨立礁（大深度區）與2022年眺石等測站的努
力量屬較高測站，優勢物種為四帶雞魚、褐斑帶天竺鯛、雷氏充金眼鯛、金擬花鱸、線紋鰻鯰、網紋圓雀鯛、烏伊蘭擬金眼鯛、細鱗光鰓雀
鯛、雙點天竺鯛與五線笛鯛。 

    今年春季多樣性與2021年春季相較略低，其中山海、核三廠出水口、三角町與砂島等測站相較去年春季多樣性稍有成長。今年春季相較
去年春季豐富度降低，測站山海、核三廠出水口、核三廠入水口、三角町、香蕉灣與砂島等測站相較去年春季豐富度稍有成長。今年春季數
量整體是高於去年，除了山海測站在去年觀察到約500尾以上的線紋鰻鯰，今年則無發現鰻鯰蹤跡。今年多樣性與豐富度較去年低，原因可能
為各測站優勢魚類不同集中於部分種類 （例如金擬花鱸、網紋圓雀鯛、雷氏充金眼鯛、兩色光鰓雀鯛、藍綠光鰓雀鯛、三斑圓雀鯛、鈍頭錦
魚、烏伊蘭擬金眼鯛、克氏蝴蝶魚與細鱗光鰓雀鯛等），至於上述二者降低現象與原因仍需更多次的調查資料才能夠評估，今年與去年之春
季各測站的魚類群聚中魚群組成無顯著差異（P=0.15）。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群聚組成分析（2021年與2022年秋季） 

2021年與2022年秋季調查測站之2021年核三廠出水口、2021年三角町、2022年核三廠出水口、2022年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與2022年
三角町等區域魚種多樣性與豐富度較高。優勢種依序為雙帶鱗鰭烏尾鮗、四帶雞魚、金擬花鱸、雷氏充金眼鯛、兩色光鰓雀鯛與蒂爾烏尾鮗。
2021年與2022年秋季共同測站中的努力量（平均值18.29百尾/hr），其中2021年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2021年獨立礁（亞潮帶）、
2021年獨立礁（大深度區）、2022年山海、2022年山海獨立礁、2022年合界、2022年核三廠出水口、2022年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2022年獨立礁（亞潮帶）與2022年獨立礁（大深度區）。優勢物種為雙帶鱗鰭烏尾鮗、金擬花鱸、四帶雞魚、褐斑帶天竺鯛、雙點天竺鯛、
雷氏充金眼鯛、線紋鰻鯰、網紋圓雀鯛、藍綠光鰓雀鯛與烏伊蘭擬金眼鯛。 

今年秋季多樣性及豐富度與2021年相較稍低，其中萬里桐、山海獨立礁與核三廠出水口等測站相較去年秋季多樣性稍有成長。萬里桐、山
海、核三廠出水口、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與獨立礁 （亞潮帶）等測站相較去年秋季豐富度略有成長。今年秋季數量整體是高於去年，
今年多樣性與豐富度較去年低，原因可能為各測站優勢魚類不同集中於部分種類 （例如金擬花鱸、雙帶鱗鰭烏尾鮗、四帶雞魚、兩色光鰓雀
鯛、雙點天竺鯛、網紋圓雀鯛、烏尾鮗、褐斑帶天竺鯛、三斑圓雀鯛與鈍頭錦魚等），至於上述二者降低現象與原因仍需更多次的調查資料
才能夠評估。今年與去年之秋季各測站的魚群組成無顯著差異（P=0.171）。 

 

 

 

 

 

 

 

 

 

 

 

 

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海洋保護區與非海洋保護區魚類群聚指數 

今年各測站調查以海洋保護區與非海洋保護區分別，其中海洋保護區之多樣性及豐富度最高測站為三角町、核三廠入水口、砂島、後壁湖
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與萬里桐獨立礁；非海洋保護區之多樣性及豐富度最高測站為核三廠出水口與獨立礁（亞潮帶）。海洋保護區的優勢種
依序為褐斑帶天竺鯛、金擬花鱸、烏尾鮗、雙點天竺鯛、網紋圓雀鯛、烏伊蘭擬金眼鯛與兩色光鰓雀鯛；非海洋保護區的優勢種依序四帶雞
魚、金擬花鱸、雷氏充金眼鯛、雙點天竺鯛、褐斑帶天竺鯛、鈍頭錦魚、黃足笛鯛、褐斑刺尾鯛、條紋豆娘魚與兩色光鰓雀鯛。 

 

 

 

研究方法 

結果與討論 

    2022年研究成果（1）墾丁國家公園海域之珊瑚礁魚類相共紀錄51科399種33289尾，在核三廠入水口外側海域紀錄海龍科之長鼻粗吻海龍與
蝴蝶魚科之褐帶少女魚，為墾丁國家公園海域新紀錄種；在核三廠出水口右側海域發現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如成群約14尾隆頭鸚哥魚與
一尾亞成型曲紋唇魚。其他另記錄稀有魚類如真鯊科之黑邊鰭真鯊，魟科之古氏新魟，鯙科之帶尾裸胸鯙、管鼻鯙、斑馬裸胸鯙等，雀鯛科之
黃背寬刻齒雀鯛與青玉雀鯛等，隆頭魚科之燕尾狐鯛與單線突唇魚等，鮨科之花點石斑魚，唇指䱵科之花尾唇指䱵，金線魚科之烏面眶棘鱸，
䱵科之尖吻䱵，笛鯛科之縱帶笛鯛，蓋刺魚科之黑紋頰刺魚，蝴蝶魚科之藍斑蝴蝶魚、八帶蝴蝶魚、貢氏蝴蝶魚、單棘立旗鯛、黑身立旗鯛、
三帶立旗鯛與華麗蝴蝶魚等二十六種。（2）今年春季各測站以山海Ⅰ、核三廠出水口Ⅰ、核三廠入水口Ⅰ、獨立礁（亞潮帶）Ⅰ、三角町Ⅰ與
砂島Ⅰ等區域魚種多樣性與豐富度較高。萬里桐Ⅰ、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Ⅰ、雙峰藍洞Ⅰ、獨立礁（大深度區）Ⅰ與眺石Ⅰ等測站的魚
類資源量(努力量)屬較高測站。（3）今年秋季各測站以核三廠出水口Ⅱ、三角町Ⅱ、眺石Ⅱ、核三廠入水口Ⅱ、萬里桐獨立礁Ⅱ、砂島Ⅱ與後
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Ⅱ等區域魚種多樣性與豐富度較高。山海Ⅱ、山海獨立礁Ⅱ、合界Ⅱ、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Ⅱ、雙峰藍洞Ⅱ、
獨立礁（亞潮帶）Ⅱ、獨立礁（大深度區）Ⅱ、眺石Ⅱ與砂島Ⅱ等測站的魚類資源量(努力量)屬較高測站。（4）2022年調查中，雖然秋季魚類
多樣性與豐富度高於春季，但春季與秋季各測站魚類群聚仍相似，魚群組成無顯著差異。（5）今年春秋季調查之多樣性與豐富度低於去年，但
魚群組成無顯著差異。（6）今年海洋保護區測站魚種多樣性與豐富度高於非海洋保護區。（7）2022年魚種數量呈現成長趨勢，後壁湖海洋資
源保護示範區、獨立礁（亞潮帶）與獨立礁（大深度區）等三個測站都高於2009年、2010年、2021年紀錄，但多樣性與豐富度下降，優勢魚種
數量增加，是否棲地逐漸均質化或外在壓力導致魚類生物多樣性降低，有必要進一步探討。（8）2022年藻食性魚類於各測站數量減少，其中刺
尾鯛科數量（4.46%）、鸚哥魚科數量（3.22%）、臭肚魚科數量（0.18%）、與舵魚科（0%）。以上四科為經濟魚種，可能因釣遊行為或其他環
境因素導致補充量嚴重不足，應盡快評估因應。 

 

 

立即可行建議：                                                  

1.持續監測墾丁海域珊瑚礁魚類 

    2022與2021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相調查結果顯示，這兩年雖已增加西側海域之監測，且其多樣性與豐度低於南灣海域，然因近年來園區
西側海岸海域遊客漸增，加上颱風及外圍長浪侵襲，是否衍生環境衝擊仍有待長期調查評估，並且需積極的釐清造成西岸海域影響的主因，以
利園區內珊瑚礁魚類資源之完整評估與永續規畫。另今年調查發現，測站核三廠出水口成群隆頭鸚哥魚與一尾曲紋唇魚，值得進一步監測。核
三廠出水口面臨大量浮潛與潛水客觀光遊憩量，除了增設長期監測區域外，建議可設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解說牌，讓民眾與觀光客認識
及保育觀念，使得人人能為此環境得當監控與保護。 

2.藻食性魚類保育宣導 

    清除藻類能力魚類主要是刺尾鯛科、鸚哥魚科、舵魚科、臭肚魚科與雀鯛科等食藻性魚類。2022年魚類相調查記錄中舵魚科與臭肚魚科紀
錄數降低，僅出現在部分測站；刺尾鯛科今年雖有數量增加趨勢，但僅限於雙峰藍洞測站；鸚哥魚科數量減少，僅萬里桐與香蕉灣測站高於去
年。顯示近年來藻食性魚種呈現補充量不足。 

中長期建議： 

1.合界海域列為長期監測測站及水域遊憩行為管制 

    今年合界、萬里桐、萬里桐獨立礁與山海等測站為西側海域多樣性與豐度較高測站，秋季調查岸際釣魚、水肺潛水與自由潛水等休閒活動
明顯增加，同時也常見漁筏漁業行為，加上近年來上述區域珊瑚白化與礁體覆蓋藻類現象加劇，為維護上述區域之魚類資源之穩定，建議在該
區進行長期生態監測以及水域遊憩承載量管理。 

2.垂釣區域宣導與座談會 

    墾丁地區每年湧入大量遊客，加上疫情逐漸減緩，勢必觀光遊憩量對海洋生物及環境造成壓力與衝擊，應提早制定管理策略，與店家或民
宿商討遊客旅遊目的與方式，一來可以掌握遊客前往的觀光目的地，二來觀光遊憩方式，持續蒐集資料，以便進行對海洋生態及環境評估。 

                                                 

 

整體而言海洋保護區魚種多樣性（3.016＞2.675）與豐富度（10.194＞8.649）高於非海洋保護區，可知珊瑚礁魚類相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
育規劃下，已初具成效。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群聚指數（2009年、2010年、2021年與2022年） 

2022年魚種數量呈現成長趨勢，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獨立礁（亞潮帶）與獨立礁（大深度區）等三個測站都高於2009年、2010年、
2021年紀錄。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多樣性與豐富度下降，部分魚種數量減少（雀鯛科、 隆頭魚科與蝴蝶魚科；五線笛鯛、青嘴龍占、褐
臭肚魚、雲斑海豬魚、哈氏錦魚與新月錦魚）。獨立礁（亞潮帶）魚類的多樣性與豐富度下降，優勢魚種數量增加（雙帶鱗鰭烏尾鮗、兩色光鰓
雀鯛與克氏蝴蝶魚）。獨立礁（大深度區）魚種多樣性與豐富度下降，優勢魚種數量增加（褐斑帶天竺鯛、雙點天竺鯛、側帶擬花鱸、黃足笛鯛
與箭天竺鯛）。整體而言，總體資源量是增加的，是否棲地逐漸均質化或外在壓力導致魚類生物多樣性降低，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各測站藻食性魚類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主要清除藻類能力魚類為刺尾鯛科、鸚哥魚科、舵魚科、臭肚魚科與雀鯛科等食藻性魚類。2022年調查刺尾鯛科占比於各
測站中以雙峰藍洞（20.42%）最高，比例（5%-10%）測站有核三廠出水口、核三廠入水口、獨立礁（亞潮帶）、香蕉灣與砂島，其餘測站則低於
5% 。鸚哥魚科占比於各測站中以香蕉灣（13.35%）最高，比例（5%-10%）測站有核三廠出水口與核三廠入水口，其餘測站則低於5% ，山海獨立
礁測站則無紀錄。臭肚魚科占比於各測站中比例（3%-0.01%）測站有萬里桐、 合界、核三廠出水口、獨立礁（亞潮帶）與砂島，其餘測站則無
紀錄。舵魚科則無紀錄。2022年藻食性魚類於各測站數量減少，其中刺尾鯛科數量（4.46%）、鸚哥魚科數量（3.22%）、臭肚魚科數量
（0.18%）、與舵魚科（0%）。以上四科為經濟魚種，可能因釣遊行為或其他環境因素導致補充量嚴重不足，應立即因應。 

2022年調查魚類相優勢種 

 

 

 

 

 

表2 2021年與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調查海域優勢種 

表1  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各棲地優勢種 

圖4  2022年春、秋季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群聚之多向度量分析 圖3  2022年春、秋季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群聚之聚類分析 

圖2 進行誘餌式水下攝影機前置作業工作 圖1 進行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之潛水調查法 

圖6  2021年與2022年春季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群聚之多向度量分析 圖5  2021年與2022年春季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群聚之聚類分析 

圖7  2021年與2022年秋季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群聚之聚類分析 圖8  2021年與2022年秋季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魚類群聚之多向度量分析 

圖12  2009、2010、2021與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調查三個測站豐富度指數 圖11  2009、2010、2021與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調查三個測站多樣性指數 

圖10  2022年海洋保護區與非海洋保護區之努力量 圖9  2022年海洋保護區與非海洋保護區之多樣性指數 

12.28 

65.82 

24.94 

35.06 

11.38 

28.98 30.14 

45.64 

36.6 

70.44 

52.22 

33.92 

83.48 

20.26 21.86 

32.74 
26.1 25.7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魚
尾
數 
/ 
hr 

測
站 

(百尾) 

2.607 

1.891 

2.6 
2.777 

2.58 
2.955 

3.557 

2.506 

3.074 

2.208 

3.032 
3.373 

2.439 

3.575 

3.104 3.16 
2.999 

2.451 
2.827 

0

0.5

1

1.5

2

2.5

3

3.5

4

多
樣
性
指
數 

測
站 

3.074 

2.208 

3.032 

2.771 

3.083 

2.728 

3.231 
3.014 

3.579  3.545  

4.068  

3.730  

2.263 

3.633 

3.286 
3.06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測站 

2022 2021 2010 2009

多
樣
性
指
數 

9.844 

8.291 

9.55 9.228 
8.157 

10.362 10.322 
9.613 

13.197  

12.024  

15.861  

13.694  

8.62 

11.258 

18.198 

12.69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獨立礁（亞潮帶） 獨立礁（大深度區）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平均值 
測站 

2022 2021 2010 2009

豐
富
度
指
數 

礁砂區 岩礁區 塊礁區 

順序 種名 學名 種名 學名 種名 學名 

1 四帶雞魚 Pomadasys quadrilineatus 金擬花鱸 Pseudanthias squamipinnis 金擬花鱸 Pseudanthias squamipinnis 

2 褐斑帶天竺鯛 Taeniamia fucata 雷氏充金眼鯛 Parapriacanthus ransonneti 兩色光鰓雀鯛 Chromis margaritifer 

3 網紋圓雀鯛 Dascyllus reticulatus 雙點天竺鯛 Apogon notatus 藍綠光鰓雀鯛 Chromis viridis 
4 兩色光鰓雀鯛 Chromis margaritifer 褐斑帶天竺鯛 Taeniamia fucata 網紋圓雀鯛 Dascyllus reticulatus 
5 烏尾鮗 Caesio caerulaurea 雙帶鱗鰭烏尾鮗 Pterocaesio digramma 鈍頭錦魚 Thalassoma amblycephalum 
6 三斑圓雀鯛 Dascyllus trimaculatus 鈍頭錦魚 Thalassoma amblycephalum 三斑圓雀鯛 Dascyllus trimaculatus 

7 雙帶鱗鰭烏尾鮗 Pterocaesio digramma 褐斑刺尾鯛 Acanthurus nigrofuscus 黃尾光鰓雀鯛 Chromis xanthura 

8 烏伊蘭擬金眼鯛 Pempheris oualensis 兩色光鰓雀鯛 Chromis margaritifer 黃尾金梭魚 Sphyraena flavicauda 

9 藍綠光鰓雀鯛 Chromis viridis 黃足笛鯛 Lutjanus fulvus 克氏蝴蝶魚 Chaetodon kleinii 

10 金帶擬鬚鯛 Mulloidichthys vanicolensis 條紋豆娘魚 Abudefduf vaigiensis 蒂爾烏尾鮗 Pterocaesio tile 

11 雜紋鸚哥魚 Scarus rivulatus 側帶擬花鱸 Pseudanthias pleurotaenia 褐斑刺尾鯛 Acanthurus nigrofuscus 

12 藍身絲鰭鸚鯛 Cirrhilabrus cyanopleura 藍身絲鰭鸚鯛 Cirrhilabrus cyanopleura 雙點天竺鯛 Apogon notatus 

13 雙點天竺鯛 Apogon notatus 烏伊蘭擬金眼鯛 Pempheris oualensis 黃天竺鯛 Ostorhinchus aureus 

14 三葉光鰓雀鯛 Chromis ternatensis 克氏蝴蝶魚 Chaetodon kleinii 烏尾鮗 Caesio caerulaurea 

15 史氏鸚哥魚 Scarus schlegeli 三斑圓雀鯛 Dascyllus trimaculatus 三葉光鰓雀鯛 Chromis ternatensis 

2022年 2021年 

順序 種名 學名 數量 種名 學名 數量 

1 四帶雞魚 Pomadasys quadrilineatus 2000 金擬花鱸 Pseudanthias squamipinnis 1033 

2 金擬花鱸 Pseudanthias squamipinnis 2695 雙帶鱗鰭烏尾鮗 Pterocaesio digramma 1017 

3 褐斑帶天竺鯛 Taeniamia fucata 2080 兩色光鰓雀鯛 Chromis margaritifer 983 

4 網紋圓雀鯛 Dascyllus reticulatus 1715 網紋圓雀鯛 Dascyllus reticulatus 579 

5 兩色光鰓雀鯛 Chromis margaritifer 1569 雷氏充金眼鯛 Parapriacanthus ransonneti 500 

6 雙帶鱗鰭烏尾鮗 Pterocaesio digramma 1232 線紋鰻鯰 Plotosus lineatus 480 

7 雙點天竺鯛 Apogon notatus 1030 三斑圓雀鯛 Dascyllus trimaculatus 377 

8 三斑圓雀鯛 Dascyllus trimaculatus 1000 菲律賓雀鯛 Pomacentrus philippinus 320 

9 藍綠光鰓雀鯛 Chromis viridis 915 鈍頭錦魚 Thalassoma amblycephalum 314 

10 烏尾鮗 Caesio caerulaurea 898 三葉光鰓雀鯛 Chromis ternatensis 257 

11 鈍頭錦魚 Thalassoma amblycephalum 850 克氏蝴蝶魚 Chaetodon kleinii 243 

12 雷氏充金眼鯛 Parapriacanthus ransonneti 800 黃足笛鯛 Lutjanus fulvus 231 

13 烏伊蘭擬金眼鯛 Pempheris oualensis 641 五線笛鯛 Lutjanus quinquelineatus pleurotaenia 223 

14 褐斑刺尾鯛 Acanthurus nigrofuscus 577 烏尾鮗 Caesio caerulaurea 204 

15 藍身絲鰭鸚鯛 Cirrhilabrus cyanopleura 542 烏伊蘭擬金眼鯛 Pempheris oualensis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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