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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相多樣性調查及其 
保育研究－稀有魚類相 

摘要 

關鍵詞 : 墾丁海域、魚類、稀有種、臺灣特有種 

   一、研究緣起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已於 90年 8月於行政院第二七四七次院會核定通過。

墾丁國家公園擁有台灣最豐富的珊瑚礁魚類，且大多數屬珍稀魚類。魚類相於沈等

(1990)調查後，已未曾進行過現存魚種調查。近年來「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長期生態研

究計畫」正由多位學者研究中，且已邁入第 3 年。此研究以生態系之變動為主，至

於本海域現存之生物情形則缺較廣泛之調查。近來，有學者在本海域發現且採獲許

多世界上尚未發表之魚種或台灣新記錄魚種。故本處擬重新調查本海域之稀有魚類

相，即實施「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保育，而調查目前本海

域內稀有魚類相，對本海域現存的魚類現況加以重新調查了解。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今年度的調查，以沈等(1990)較少作業之深水域為重點。且預定以人

為活動較頻繁之南灣海域（貓鼻頭至鵝鑾鼻），從事調查。以潛水目視法，配合隱密

棲地種之採集，來了解水深 50m內稀有種之數量與分布；50m以上較深海域（潛水

無法到達處）則顧請漁民於測站點，漁獲調查。調查到之資料，鑑定分析魚類之種

類與分布情形，稀有性與保育等級。 

三、重要發現 

整體而言，本海域今年魚種與數量有增加的情形，計至本年墾丁海域正式記錄之魚

種有 131科 1176種。其中有 11種新種。本年潛水調查到之逆棘棘鱗魚(Sargocentron sp.)、

黑斑鼻魚(Naso sp.1)與擬鰨（Parachirus sp.）等三種，前 2種從漁市採獲標本。潛水採

獲之奇鰕虎 Xenisthmus sp.與後頜鱚 Opistignathus sp.及潮間帶捕獲之邵氏硬皮鰕虎

Callogobius sp. 是以前作業的成果。三線狐鯛 Bodianus sp由釣魚站釣獲及漁市採獲，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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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漁市採獲較深水區之鰓斑狗母 Synodus sp.1、花斑狗母 Synodus sp.2、三點光鰓雀鯛

Chromis sp、邵氏鼻魚 Naso sp.2等 4種新種。另有，5種未鑑定種，及 24種新記錄種。 

另外，產魚墾丁國家公園之臺灣特有種，台灣松毬(Myripristis formosa)、台灣櫛鰕

虎(Ctenogobiops formosa)，祇分布於臺灣海域；後者分布區更狹小，祇在墾丁海域，急

需要予以保護。眼斑擬盔魚(Pseudocoris ocellata)、台灣鬍鯙(Cirrimaxilla formosa)目前也

分別在萬里桐與南灣採獲，然而其在世界上之分布未明，建議棲地優先保護。祇分布於

墾丁與日本琉球的台灣圓鰻(Gorgasia taiwanensis)，也應保護，但是此種魚大多上千成

群棲息，棲地破壞才會影響此族群，棲地優先保護，是較好之方式。至於，陳氏天竺鯛

(Apogon cheni ) 亦祇分布於臺灣墾丁至小琉球一帶與日本琉球，由於棲息較深水域，目

前尚不須特殊的保育。 

 

四、建議 

建議一 

保護區之優先設立區 
主辦機關 :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 : 臺灣電力公司 
建議將魚種較相似地形海域多的淺水域之核三入水口外，20餘米深之船帆石外 500米之
獨立礁，超過 30米之大浮礁是的地點，優先納入保護區。 

建議二 

特有種生存棲地設立保護區 : 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 :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除了，前述三個地點外，台灣圓鰻及眼斑擬盔魚常出現之萬里桐，台灣松毬出現之鵝鑾

鼻內，與台灣鬍鯙之南灣潮池，也應與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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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墾丁國家公園位臺灣南端，屬熱帶海域，終年水溫維持在 21-30℃間，是標準的珊

瑚礁海域，也是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區域之一，已知魚類達 1,000種，造礁珊瑚

也在 200種以上。本區海岸線綿延，自西岸後灣到東部的九棚;海岸以群狀礁珊瑚為主，

其中間夾沙灘；淺水處珊瑚礁茂密，延伸到外為沙泥底，之間並分布有獨立礁，海域地

形底質複雜，組成了各類不同的生態棲所。高溫鹽的黑潮洋流北上時，又從熱帶種源中

心帶來飄浮期之海洋生物幼生，更豐富了本域資源。 

氣候適宜，又有美麗的熱帶海岸，這裡是國人重要遊憩點，每年吸引了無數的遊客，

特別是在假日短暫時間內湧入大批人潮。墾丁近岸處各項建設亦應需求而不斷增加，遊

憩活動、海岸的開發、漁業活動、廢水污染及海水優養化的干擾，導致海域中陸源污染

物質日益增多，也影響海底生態。「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長期生態研究計畫」正由多位學

者研究中，且已邁入第 4年(邵等，2003)，人為活動影響之情形，以漁業活動>棲地破壞

(沉積物)>廢水排放，遊憩活動。然而，此研究以生態系之變動為主，至於本海域現存之

生物情形則缺較廣泛之調查資料。 

墾丁國家公園位台灣最南端，離世界種源中心(2500種以上，Randall 1998)，為本

國最相近的海域，目前記錄依然為沈等(1990) 發現之 1015 種魚類且很多屬稀有種。種

類偏低，也低於黑潮洋流體系之日本。根據推估本海域魚類至少有 1300 種，且應有些

特有種存在。「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已於 90年 8月於行政院第二七四七次院會核定通

過。墾丁國家公園擁有台灣最豐富的珊瑚礁魚類資源，魚類相於沈等(1990)調查記錄後，

已未曾進行過現存魚種調查。近日來，有學者在本海域發現且採獲許多世界新魚種

(Randall and Greenfield,1996;Randall et al, 2003 )或台灣新記錄魚種(Chen et al, 2003)，還

有許多魚種尚在發表中(Chen, per. com.)。故重新調查本海域之稀有魚類相，為了解臺灣

海洋魚類多樣性之最重要地點與刻不容緩之事。 

本計畫即實施「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保育，進行調查目

前本海域內稀有魚類相。本計畫針對以往調查較少之地點、生態棲地及深度為主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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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並將以前調查點重新予以普查，來了解目前墾丁海域內魚類的豐富度，配合這些

魚種在世界上之現存情形，來架構墾丁國家公園稀有魚類相與保育熱點。另外，漁民釣

穫較深水域(50m 以上)之稀有種之數量與分布，也一併調查。以供未來保育與管理政策

擬定時參考之用。 

 

第二節  研究工作內容 

     本研究今年度的調查，預定以人為活動較頻繁之南灣海域(貓鼻頭至鵝鑾

鼻)，從事調查。以潛水目視法，配合隱密棲地種之採集，來了解水深 50m 內稀有種之

數量與分布；50m 以上較深海域(潛水無法到達處)則顧請漁民於測站點，漁獲調查。調

查到之資料，鑑定分析魚類之種類與分布情形，稀有性與保育等級。 

 

 

圖 1.本研究測站位置圖。箭頭"→"為固定潛水測站: , "↔"為 漁獲法站 ; 三角形"▲"
為非固定測站潛水站  。 

料

1. 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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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資



第一章 緒論 

本計畫預定使用潛水目視法（0~50m深海域）(結果列於表一)和漁獲調查法（50m深以
上）(結果列於表二)，每年兩季來進行稀有魚種之調查，詳細方法如下： 
潛水目視法：使用調查線調查法，每條測線 50m長 10m寬，每次 2-3人，目視法調查
記錄線內之所有魚類，並配合特殊棲地隱密種的採集，來彌補目視法之弱點。 

漁獲調查法：請漁民使用一支釣或延繩釣，各 100鉤次，來調查較深水域之魚類種類與
分布情形。 

2. 調查地點(圖 1) 
i. 固定測站：依春秋二季各 1次進行調查 
 (i) 潛水目視調查線站： 
  水深 15-20m站：鵝鑾鼻、墾丁、貓鼻頭、大硓咕(淺處) 。 
  水深 30-40m站：鵝鑾鼻外、大浮礁、大硓咕、貓鼻頭外。 
 (ii) 漁獲釣獲法（水深 50m以上）：鵝鑾鼻外、大浮礁外、出水口(大硓咕)外、貓鼻
頭外。 
ii. 非固定測站：依不同棲地的特性，再選擇 5~10個地點調查，從事單次普查。 

 

3. 墾丁海域魚類相的修訂  

   在調查到之總表(表三)，依沈等(1990)資料，重新依現今有效種名變動之報告，將墾
丁海域魚類相重新予以之修訂。並附上魚類棲所與世界地理分布，以利參考。 

 

(1)魚類之生態棲所  

依沈等 1990之資料，配合今年度調查，將魚類之生態棲所區分如下: 
1.表層洄游魚類 
2.生活在大礁之峭壁或斜坡旁 
3.盤旋在大礁上可超過 1.5公尺之高度，但甚少遠離者 
4.周游於礁區四周 
5.在礁區外圍之砂地上活動 
6.平時停留在礁體表面，游動時亦少超過 1.5公尺之高度 
7.棲息於珊瑚叢中或盤旋於其上者 
8.棲息於海參體內 
9.與水母或海葵共生 
10.息在礁體表面 
11.在大礁之洞 
12.與藻類有關者 
13.潮間帶生活者 
14.與海百合共生者 
15.海膽棘叢中 
16.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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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理分布 

C: Circumtropical 
IwP: Indo-west-Pacific 
IpP: Indo-pan-Pacific 
IP: Indo-Pacific 
WP: West-Pacific 
WcP: West-central-Pacific 
TwP: Tropical west Pacific 
IA: Indo-Australian 
TP: Tropical Pacific 
WAt: West-Atlantic 
At: Atlantic 
JeC: From Japan to eastern China Sea 
JsC: From Japan to southern China Sea 
JT: From Japan to Taiwan 
JC: From Japan to China Sea 
T: Taiwan Only 
R: Red Sea 
EM: Eastern Mediterranean 

(3) 豐富度 

各魚類豐富度分成 4個等級: 
R:稀少 (rare)，O:偶見 (occasional)，C:常見 (common)，A:甚多 (abundant)。 
潛水調查時，單次作業看到之魚尾數， (+)有 1-4尾， (++)有 5-8 尾， (+++)有 9-16
尾， (++++)有 16尾以上。潛水項目整體評估時，R:有 1-4個”+”，O: 有 5-16個”+”，
C: 有 16-32個”+”，A: 有 32個”+” 以上。釣魚測站之豐富度，則 R:有 1-8尾魚，
O: 有 9-16尾魚，C: 有 17-32尾魚，A: 有 32尾魚以上。 
整體海域評估，除了，上述調查資料外，並參考邵等(2004)於本海域執行人為活動
對海域生態衝擊之長期監測研究，所調查漁業活動之魚類豐富度，最後予以評估出

當前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魚類之豐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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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結果 

第二章、結果 

合計至本年，墾丁海域正式記錄之魚種有 131科 1176種(表三)。其中有 11種新種(表

三中新種及新記錄種欄中有”NS”符號者)。逆棘棘鱗魚 Sargocentron sp.、黑斑鼻魚 Naso 

sp.1 與擬鰨 Parachirus sp. 、奇鰕虎 Xenisthmus sp. 、邵氏硬皮鰕虎 Callogobius sp.、

後頜鰧 Opistignathus sp.、三線狐鯛 Bodianus sp、鰓斑狗母 Synodus sp.1、花斑狗母 Synodus 

sp.2、三點光鰓雀鯛 Chromis sp、邵氏鼻魚 Naso sp.2 等。另有 5 種未鑑定種(表三中

有”U”)，及 24種新記錄種(3種沈等 1990有，但未發表) (表三中有” NR”)。魚類中，稀

有種有 394種，偶見為 440種，佔魚總數的大部份。 

 

1. 潛水測站 

本年度潛水調查，於 8個固定測站及 3個非固定測站，共計調查到 45科 413種魚

類(表一)。鵝鑾鼻站水深 12 米發現逆棘鱗魚；生活鵝鑾鼻外沉船站與大浮礁站水深 30

米以上發現之黑斑鼻魚，此二魚種，研究者均曾在後壁湖漁市場買穫，為新種，已著手

發表撰稿中。大佬咕 32 米處沙地調查到擬鰨，亦應為世界新種，但祇有 1 尾標本，尚

無法發表。方吻鼻魚 Naso mcdadei則在 2002才由 Johnson命名種，2001年才命名的透

明磯塘鱧（Trimma anaima）及紅小斑磯塘鱧（T. halonevum），海草叢內砂地上之背斑梵

鰕虎魚（Vanderhorstia ambanora）及東方梵鰕虎（V. ornatissima），斑鼻魚（N. maculatus）、

球吻鼻魚 (N. tonganus) 、艾氏錐齒鯛 (Pentapodus emeryii)紅椒棘花鱸(Plectranthias 

winniensis)是台灣新記錄種。在跳石看到二種新記錄種，斑點櫛鰕虎（Ctenogobiops 

pomastictus）與立鰭植鰕虎(Fusigobius melacron)，但未採穫標本。生活在沙地上常被誤

認為雜斑狗母（Synodus variegatus）之革狗母（S. dermatogenys）和射狗母（S. jaculum）

在此海域常可觀察到，至於雜斑狗母則棲息在礁石區上，本海域也有。 

另外，台灣櫛鰕虎（Ctenogobiops formosa）應為台灣特有種，分佈集中於核三入水

口外側，小型獨立礁旁的砂地上，數量極少。前幾年貓鼻頭內側尚有看到此魚，今年已

無，故建議予以保護。 

有些魚以往極少或數年未見，今年明顯地增加的有直立游泳的條紋蝦魚（Aeoli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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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gatus）、數種蝶魚 – 曲紋蝶魚（Chaetodon baronessa）、本氏蝶魚（C. bennetti）、貢

氏蝶魚（C. guentheri）、藍斑蝶魚（C. plebeius）、雷氏蝶魚（C. rafflesii）及紅尾蝴蝶魚

（C. xanthurus），還有三種立旗鯛（Heniochus spp.），且蝴蝶魚科魚類在各測站均多。

另外，也屬水族觀賞業最愛的神仙魚（蓋刺魚科 Pomacanthidae），皇帝（甲尻魚 Pygoplites 

diacanthus）、皇后（條紋蓋刺魚 Pomacanthus imperator）及藍紋（疊波蓋刺魚 P. 

semicirculatus）也在深水測站（貓鼻頭外）數種多尾一起生活，極為難得。以往以為墾

丁海域稀有之雙色擬花鱸（Pseudanthias bicolor）、庫伯氏花鱸（P. cooperi）及截尾花鱸

（P. hypselosoma）喜歡在大型獨立礁生活，鵝鑾鼻外沈船區亦為棲所，且成群大量出現。 

依測站而言，固定測站中深水測站種類較其相近的淺水域魚種類多（貓鼻頭內外、大浮

礁、鵝鑾鼻內外均同）。各固定站間漁種數為: 大浮礁外>墾丁(大浮礁內)>貓鼻頭外>大
硓咕淺處>鵝鑾鼻外>鵝鑾鼻內>貓鼻頭>大硓咕深處。南灣海域中大型獨立礁 – 大佬咕
站則魚種較少較特別，大多數魚棲息於此獨立礁上層較淺處。 

岸邊魚種明顯較深水域少，但一些特殊水域魚種還算多。核三入水口內、外及核三

出水口，是魚類較多之區域。核三入水口外是本年度調查到魚種最多的海域；入水口內

有較完整的珊瑚與魚群。出水口魚種則較附近貓鼻頭明顯地多；今年也有成群金梭魚（黃

尾金梭及布氏金梭魚）數百尾一起出現，且維持數個月之久。如南灣海域要訂定岸邊保

護區，建議以此三點為考量優先地點。跳石外也比跳石岸邊魚種多；船帆石外 500米之

獨立礁魚種數則介於岸邊與深水站之間。 

大浮礁與船帆石外 500米之獨立礁海域是魚類繁多之點，但也是漁民重要冬季漁獲

區，最受人為干擾較多的海域之一，建議應列入保護區。貓鼻頭外，有許多大魚，魚種

數略低，但由於海流強勁，雖常有漁民在此作業，影響較小。大佬咕目前已較少漁船於

此作業，至於是否應予保護，由於釣魚影響較小，管制以其他活動為主。 

 

2. 船釣測站 

南灣海域 4個固定測站各二次與 1非固定測站，計 9次調查的結果，漁獲種類與尾

數、重量表列於表二。共計調查到 17科 42種魚（225尾，55736.6公克）。漁獲中各種

魚類均少，南部重要經濟魚獲對象魚 – 黃擬烏尾冬（Paracaesio xanthurus），屬深水性

魚種，俗名黃雞魚為最多與重者。4 月時在鵝鑾鼻外釣獲 1 尾；9 月時鵝鑾鼻外與大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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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外均曾釣獲 3 尾，出水口外則達 33 尾 25.2 公斤。常出現於淺水域之雙帶烏尾冬

（Pterocaesio digramma），亦會至 60米深海域生活，為釣獲數量不多，有 28尾 5.26公

斤，9 月時大浮礁外是主釣穫區。另外，高價位之海鯽魚（紅赤尾冬 Parascolopsis 

eriomma），數量與重量排名第三者，數量不多，合計釣獲 17尾 3.12公斤。俗名月白，

白鱲（Gymnocranius griseus）是珊瑚礁區常見之可食用魚，棲息深度從 1m 至 100m；

祇有 6尾，但重達 2.53公斤。黃帶錐齒鯛(Pentapodus aureofasciatus)，是國外學者 Russell 

2001 年才命名之魚，臺灣為新記錄種，屬小型魚 13 尾才 0.9 公斤，以往被誤認為長崎

錐齒鯛(Pentapodus nagasakiensis) ，後種較前種數量明顯稀少。藍帶笛鯛(Lutjanus 

boutton) 俗名赤筆仔，高價位，但捕獲體型較小，12尾才 1.36公斤。9尾之中小型的索

馬利擬鱸（Parapercis somaliensis）與 8尾粗斑花鱸(Holanthias borbonius)是深水區的代

表，其餘各種尾數極少。單尾最重的是從水深 80m 以上釣獲的一尾吊橋石斑魚

（Epinephelus morrhua）達 0.947 公斤，屬於棲息較深水域之石斑魚。至於墾丁海域另

一種重要底棲高經濟價格之青雞魚（藍色擬烏尾冬 P. caerulea）則未釣獲。此正反映出

「人為計畫」中本海域一支釣漁獲中此類高價位魚大多在國家公園外捕獲的原因，也是

漁民少在南灣海域內釣魚的因素。 

然而，以稀有種的立場，以研究者命名之陳氏天竺鯛(Apogon cheni )祇分布於臺灣

墾丁至小琉球一帶與日本琉球是極稀有種。三線狐鯛（Bodianus sp.）也在水深 80m左

右區生活，此尚未命名種之魚，國外學者 Dr. Gomon正發表中，此魚常被誤認為黃斑狐

鯛（B. leucosticteus）。羊角狗母(Synodus capricoris)為稀有之臺灣新記錄種。以往以為墾

丁海域極稀有之條紋花鮨（Pseudanthias fasciata）、單斑齒花鱸（Holanthias unimaculatus）

及片山金花鮨（H. katayamai）均可在本海域釣獲，應屬深水型的魚種。至於貢氏蝴蝶

魚（Chaetodon guentheri）與多棘鯉（Cyprinocirrhites polyactis）常生活於珊瑚礁之淺

水種，能在 80m被釣獲則令人驚奇。 

至於，台灣北部淺水域常見之寒鯛（Choerodon azurio），以往的漁市場調查，我們

未曾在潛水時觀察到，常懷疑此魚是否生活於熱帶海域（其世界上只分佈於日本與台

灣），從貓鼻頭釣獲，讓我們確定了牠的分佈，也對一些台灣北部常見種魚可能分佈於

南部較深水域的情形，加以明確的證實。紅帶擬鱸(Parapercis xanthozona )也有類似深度

不同之南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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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墾丁海域魚類相整理 

至本上半年墾丁海域正式記錄之魚種則曾至 131科 1176種(表三)。 

(1). 舊資料沈等（1990）有效種，重新整理後，為 125科 1027種。 

沈等（1990）的墾丁海域 135 科 1015 種魚類，加上疑問種則增至 1072 種(但其表

一中列有 1111種)。我們依最新分類的依據，將同物異名、疑問種給予重新整理，修定

為正確有效名。填入於表三「沈等 1990 使用名」欄，此欄中名字“＊”代表魚名未曾改

變者。 

有些魚為當時尚未鑑定出來之魚種，或可能未發表之魚種，現在一併予以修訂，如

沈等（1990）之 Apogon sp. A應為陳氏天竺鯛（Apogon cheni）、沙鱚（Limnichthys sp.）

應為沙鱚（L. nitidus）、絲鰭鱚（Trichonotus sp.）為 T. setiger、植鰕虎（Fusigobius sp.B）

為斑鰭植鰕虎（F. duospilus）、絲鰭鯛（Cirrhilabrus sp.）由 Randall（1992）命名為紅緣

絲鰭鯛（C. rubrimarginatus），隆頭魚之一種（New genus ? sp.）由我等（Chen and Shao, 

1995）命名為眼斑擬盔魚（Pseudocoris ocellata）。但是另有 24 種未鑑定疑問種，已不

可考，而與予刪除。 

常見之天竺鯛（A. sp.C）有學者認為其應為黃帶天竺鯛（A. properupta），但此魚為

澳洲種，作者認為尚有爭議，目前還是列入未鑑定種。裸天竺鯛（Gymnapogon sp.1，2）

應為新種，但尚未發表，故予以保留。高身雀鯛（Stegastes sp.1）及圓鱗鮋 (Parascorpaena 

sp.)，有標本存於中央研究院動物所，也可能為新種暫時保留。 

有些學名則為無效之舊使用名，如瘤躄魚（Antennarius phymatodes）為斑點躄魚（A. 

maculatus）、多線天竺鯛（Apogon mulilineatus）為 A. chrysotaenia之無效同種異名，此

種情形有 77種。欄中有學名也有“ ＊”符號的表沈等（1990）同物異名之修定後，發現

其重覆列同有效魚之情形，如布氏刺尾鯛（Acanthurus bleekeri）為後刺尾鯛（A. mata）

之同物異名，沈等表中亦有後者，我們將此二魚合併台同一種且同時將“A. bleekeri , ＊”

置入欄中。另外，沈等多個同物異名且重覆，例如，十二條鰕虎之正確學名為 Priolepis 

cincta ，沈等 1990使用之 Quisquilius eugenius ; Zonogobius eugenius; P. naraharae 均為

同物異名。此重覆種與予扣除有 3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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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魚，舊表列之魚名為有效種，但依文獻與地理分佈資料，其應不產於台灣（是

印度洋或紅海種），我們將其修改為西太平洋之相似種，並於此種名後加“誤鑑”二字。

如斜帶鳚（Omobranchus loxozonus）為相似種吉氏肩鰓鳚（O. germaini）之誤鑑；斷線

紫胸魚（Stethojulis interrupta）為熱帶印度-太平洋種，產於台灣者為斷紋紫胸魚 S. 

terina。但尚有 24種無法查到太平洋之相似種，我們將其從沈等 1990之名錄中刪除。 

溪鱧(Rhyacichthys aspro)為淡水魚故予刪除。 

至於大部分修改者則為屬名的重新修訂，如伍氏銀漢魚（Allanetta woowardi）今日

則用 Hypoatherina woodwardi。 

 另外，有 17種魚，種名為有效種，舊文獻中記錄產於本海域。但依調查者應不分

布於本海域才對。例如，臺灣北部常見之花鰭海豬魚(Halichoeres poecilopterus) 、日本

鯷(Engraulis japonicus)及六斑二齒魨(Diodon holocanthus)，20年來未曾在南部看過。生

活於臺灣北部與西部沙地與河口之斑海鯰(Arius maculates)，蝦魚(Centriscus scutatus)為

深水區之稀有種，是否曾於墾丁出現，亦不能確定。故目前此 17 種資料尚與予保留，

但在”2004豐富度”欄中用”? ”表示。 

 (2). 新增加入者 

i. 文獻整理加入者 – 陳和邵（1995）之 1 種鯙科台灣鬍鯙(Cirrimaxilla 

formosa)；陳和邵（1995）眼斑擬盔魚(Pseudocoris ocellata)；Randall et al. 

(2003)命名之台灣櫛鰕虎(Ctenogobiops formosa)，均為臺灣特有種。林

和邵（1999）之 9 種鲹科，沈（2000）之金線魚 2 種，陳等（1997）7

種鰕虎魚，陳等（1998）鈍鯊屬之魚，陳等（2004）之 3種金鱗魚。 

ii. 標本館之標本整理 – 從 1990年後，中研院邵老師實驗室同仁與本人野

外調查採獲於墾丁海域之魚，存於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標本館與海洋

生物博物館。其中，奇鰕虎魚（Xenisthmus sp.5）、後頜鰧(Opistignathus 

sp.)為新種，一些則墾丁魚類相尚未列入之魚種。 

iii. 漁市場採集或漁民釣獲 

2001-2004 年，調查者於候壁湖漁市近海漁船回來時，採集購買附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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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魚獲。鰓斑狗母、花斑狗母、三點光鰓雀鯛、邵氏鼻魚；黑斑鼻魚

與逆棘鱗魚從漁市場採獲，且在潛水觀察到，均為正進行撰稿發表中之

新種。洛氏狗母（S. lobei）和被蓋狗母（Synodus tectus）、黃錐齒鯛（P. 

aureofasciatus）為台灣新記錄。台灣新記錄種灰尾鸚哥魚（Scarus 

fuscocaudalis）、艾氏錐齒鯛（Pentapodus emeryi）為漁民於紅柴與大浮

礁漁獲，直接交給研究者。 

(3)  豐富度變化 

今年 2004 年初步整理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之豐富度，在魚類中，稀有種有 494

種，偶見為 440種，佔魚總數的大部份。常見種 240，豐富種 82種，此二常見者較少。 

與 1990年比較常見種略有增加，稀有種則略少。 

刺尾鯛科豐富度變化最大，成群出現的杜氏刺尾鯛、黃鰭刺尾鯛及二種櫛齒刺尾鯛

數量變多，雖為近年潛水打魚的主要魚種，但數量還是較以往多。但是 6種礁區生活之

刺尾鯛（線紋刺尾鯛、黑刺尾鯛、頭斑刺尾鯛、褐斑刺尾鯛、火紅刺尾鯛、綠刺尾鯛）

則數量減少，其中頭斑刺尾鯛從以往之豐富種減成偶見種。本科鼻魚屬之魚則大多從稀

有種略增為偶見種。 

蝶魚科有 13 種數量增多了，白吻雙帶立旗鯛在礁斜坡之邊緣成群出現，數量更從

以往之稀有變變成常見。礁區之黑背蝴蝶魚與黑身立旗鯛也從稀有變成常見。隆頭魚的

數量也明顯增加。5 種狐鯛（Bodianus spp.）不論深與淺水域種、成群覓食浮游生物的

絲鰭鯛（Cirrhilabrus spp.）、淺水域礁區之清尾全裸鸚鯛（Hologymnosus doliatus）、虹

紋紫胸魚均增多了。以往數年才看到一尾的東方唇魚（Oxycheilinus orientalis）今年則

成常見種。另外，多種虎鱚、雀鯛科及鸚哥魚數量也增多。 

有些魚則正處於減少中，鯵科（紅甘鰺除外）、鯙科（Muraenidae）、金鱗魚（鰃科

Holocentridae）為代表；四齒魨科（Tetradontidae）也有減少。 

另外，由於調查點的多年累積，對此類生物的分佈較了解後，豐富度因而變動。如：

潮間帶生活的數種鳚科（動齒鳚屬 Blenniella spp.、蛙鳚屬 Istiblennius、及冠鳚屬

Praealticus）在龍坑、後灣一帶數量極多；墾丁豐富度推升；但生活於礁平台之頸鬚鳚

（Cirripectes spp.）則明顯變少。飛魚類重新採集鑑定核對發現，墾丁海域最多者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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鰭飛魚(Cheilopogon cyanopterus，俗名藍翅)與白鰭飛魚(Cypselurus antoncichi，俗名白翅)

是主要漁獲對象；體型較小之斑鰭飛魚(C. poecilopteru，俗名花翅)及白短鰭擬飛魚

(Parexocoetus brachypterus brachypterus，俗名草蜢仔)，蘇氏飛魚(C. suttoni) 是伴隨漁

獲，數量亦多。紅鰭飛魚(C. spilonotopterus，俗名紅翅)則在蘭嶼捕捉。 

 

 

 

 

 

臺灣特有珍稀種描述   

 
Myripristis formosa  Randall & Greenfield, 1996 

台灣松毬，附圖 1,2 
 
科名:  Holocentridae  鰃科 
模式標本採集地 
後壁湖漁市場 

形態特徵描述 
背鰭硬棘 11，軟條 14；臀鰭硬棘 4，軟條 12；側線鱗片數 27-32；背鰭硬棘部分無黑
色斑紋；鰭緣不呈黑色；一對下頷齒；胸鰭腋部有腋鱗；鰓弧上支鰓耙數 10-13；下支
鰓耙數 22；體長為體高的 2.1倍；為頭長的 2.6倍；頭長為眼徑的 4.3-4.7倍；體色銀紅；
鱗片後緣顏色較深；鰓膜有一黑紋；背鰭、尾鰭、臀鰭、腹鰭外緣均有白邊；往內有較

深紅之區塊。 
比較本種和其他相似種之差異，高知松毬(Myripristis kochiensis)之背鰭硬棘區外緣呈橙
紅色；鰓膜黑紋延伸至胸鰭基部前方；鰓弧下支鰓耙數 21-24；體高較窄，體高為體長
的 2.2-2.6倍；頭長較長，體長為頭長的 2.1-2.45倍；且背鰭軟鰭區上方有黑色區塊。赤
松毬(Myripristis mudjan)背鰭硬棘區鰭膜外緣紅色深；鰓膜黑紋延伸至胸鰭基部前方；
鰓弧下支鰓耙數 23-29；體長為體高的 2.2-2.6倍；為頭長的 2.1-2.45倍 
生態 
本種魚為夜行性的魚類，白天棲息於大型礁洞內，晚上出來覓食。目前本種魚只在台灣

之彭佳嶼與龜山島水深 10-50米之海域，南部則棲息於水深 80-150米的海域被釣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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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nogobiops formosa  Randall, Shao & Chen, 2003 
台灣櫛鰕虎，附圖 3 

 
科名: Gobiidae 鰕虎魚科 
模式標本採集地 
南灣 

形態特徵描述 
背鰭硬棘 11，軟條 11；臀鰭硬棘 5，軟條 11；體側縱列之櫛鱗有 45-49枚較相似種少；
頭, 頸及胸鰭基部裸露；鰓裂向前祇至前鰓蓋下方；體長為體高的 4.2-5.15 倍；體寬約
為 1/2體高；尾長相當於頭長；體長為尾長的 3.2-3.6倍；第 2或第 3背棘延長；體側有
3列縱向黑斑；最下面一列之黑斑最大且位在體中央；鰓蓋上方有兩條黑色條紋；胸鰭
基部有一卵形白斑；體呈淺黃褐色；雌魚身上有亮藍色小斑點。 
本種魚和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之絲棘櫛鰕虎(Ctenogobiops feroculus)相似。本種魚背鰭
第二或第三硬棘最長，體長為其長度之 4.25-5.8倍；頰部上兩條黑色條紋；眼上到頸背
無亮藍色小斑點。可將此兩種分開。但後種背鰭第一硬棘長且會延長為絲狀，且體長為

其長度之 3.2-3.5倍；頰部上僅一條黑色條紋；眼上到頸背不具亮藍色小斑點。 
生態 
本種於棲息在珊瑚礁區旁的砂地上，與槍蝦共生，大多成對出現，本種魚目前祇在南灣

海域出現。 
 
 

Gorgasia taiwanesis  Shao, 1990 
台灣圓鰻，附圖 4 

 
科名:  Congridae 康吉鰻科 
模式標本採集地 
萬里桐 
形態特徵描述 
背鰭與臀鰭無硬棘，背鰭有 458-469軟條，臀鰭有 267-295軟條。脊椎骨數 156-167。胸
鰭短。側線孔數 90-110，孔小且間距大。體淡黃棕色，密佈黃色斑點。 
生態 
本種魚目前祇分布於台灣南部與日本琉球。成群定棲於礁區外之平坦砂地上，掘洞而

居，洞大小約大於體高。平常頭與身體直立出洞外，尾於固定洞內，隨波搖擺，覓食水

中之浮游生物。一遇危險靠近，迅速躲入洞內。 
 

 
Pseudocoris ocellatus  Chen & Sha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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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結果 

眼斑擬盔魚，附圖 5,6 
 
科名:  Labridae  隆頭魚科 
模式標本採集地 
萬里桐；澳底 
形態特徵描述 
背鰭硬棘 9，軟條 12；臀鰭硬棘 3，軟條 12；體長；體長為體高的 4.1-5.3倍。體長為
臀鰭基長的 2.9-3倍；頭長為尾柄基長的 2.2-2.5倍；側線鱗片數 66-69(68)；成魚公母有
明顯的體色差異；幼魚及母魚身體有兩條明顯縱向黑紋；尾柄有一黑色斑點；雄魚條紋

模糊;尾柄斑消失；體側有一啞鈴似斑點 
本屬魚，世界上只有六種。本種與布氏擬盔魚(Pseudocoris bleekeri)比較，體長較修長(標
準體長為體高之 4.1-5.3 vs 3.7-4.1倍)；側線鱗片數較少(66-69 vs 69-78)，且體側有亞鈴
斑。菲律賓擬盔魚 (Pseudocoris philippina)則有鰓蓋斑；異鰭擬盔魚 (Pseudocoris 
heteropterus)體高較高(標準體長為體高的 2.9-3.7 倍)，側線鱗片數較多(69-78)；擬盔魚
(Pseudocoris yamashiroi)之胸鰭基有一斑點；橘紋擬盔魚(Pseudocoris aurantiofasciatus)
也體高較高(標準體長為體高之 3.2-4.1倍)，側線鱗片數較多(69-78)。 
生態 
成魚成對，或單獨，活動於獨立礁之上方 1-4米處，覓食浮游動物，祇在萬里桐及後灣
海域發現過，且極稀有。小魚在台灣北部礁斜坡與砂地交界處，水深 5-15 m 之中水層
覓食，大多成群出現，尾數可達 200尾以上。 

 
 

Cirrimaxilla formosa  Chen & Shao, 1995 
台灣鬍鯙, 附圖 7 

 
科名:  Muraenidae  海鱔科 
模式標本採集地 
南灣潮池 
形態特徵描述 
體延長而呈圓柱狀，尾部側扁。口裂大，下頜突出且稍微向上彎曲，上、下頜較尖；上

下頜的周緣具有許多稍微捲曲的鬍鬚狀構造。頭部側線孔小，但可明顯分辨；鰓孔的略

前方背側不具鰓位側線孔構造。前鼻管位於吻端的兩側，呈略扁的管狀。後鼻管位於眼

睛前緣的上方，具有花瓣狀突起的邊緣。嘴可完全閉合。上下頜的牙齒皆為彎勾狀的尖

牙，牙的邊緣不為鋸齒狀。前上頜齒板的中央部位具有排列成 3列不太規則的 9個牙齒，
正中央列的 3 個牙齒最大；前上頜齒板的周緣列有 11個牙齒；鋤骨齒板包含 9 個小型
直排單列的牙齒；上頜齒 2列，外側列約有 15-16個小型牙齒，內側列有 5-7個較長的
尖牙；下頜齒 2列，外側列較小、緊鄰，每邊約有 27-28個，內側列較大，每邊約有 9
個。保存在酒精中的魚體底色為黃褐色，全身具有許多褐色虎斑狀的條紋，且在體側互

相連結，形成粗厚的網狀斑紋。魚體腹側的斑紋較不明顯。上下頜的周緣具有 1列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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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淺交錯的斑塊；嘴角為深褐色；前鼻管基部的前腹側區域為深褐色；眼睛的前方部位

及背後區域具有一些周緣飾有細小深褐小點的淺色斑塊。 
本屬之特徵；背鰭及臀鰭受限制於尾尖端；尾部短於軀幹；上下頜的周緣具有許多稍微

捲曲的鬍鬚狀構造；下頜突出且稍微向上彎曲；後鼻管位於眼睛前緣的上方；具有花瓣

狀突起的邊緣；上下頜的牙齒皆為彎勾狀的尖牙；鰓孔不明顯；成魚體型小。 
生態 
主要棲息於沿岸潮池中。由於皮膚厚且會分泌黏液，再加上肌肉強健，故穿梭在礁石中

不致受傷。肉食性，大多較喜夜間活動，聽覺、嗅覺靈敏，受侵擾時具攻擊性，可造成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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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結論與建議 

第三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墾丁國家公園擁有台灣最豐富的珊瑚礁魚類資源，離種源中心(2500 種以上)最

近，且隨黑潮帶送，多種熱帶珊瑚礁魚類到本域生活。根據推估本海域魚類至少有 1300

種，且應有些特有種存在。本研究專注於以往調查較少之地點、生態棲地及深度為主

要調查工作，為臺灣生物多樣性研究盡力。結果，發現一些新種與新記錄種，且將本

域之魚類相推至 131科 1176種。合計至今正式記錄之魚種從沈等(1990)之 1027種，

增至 1176種，增加迅速，然離估計值尚有研究之空間。如要使墾丁海域魚種更完善，

未來應以隱密性之鰕虎魚與三鰭鳚科的研究，或者本年度調查範圍外之墾丁海域東面

海之龍坑與西面之紅柴區域為優先。 

 

第二節  建議 

整體而言，本海域今年魚種與數量均有增加情形，可能是聖嬰過後，魚種從熱帶隨

黑潮進入臺灣棲息。如能較妥善的予以管理與經營，應會逐漸恢復海域生機。但是，目

前本海域岸邊之淺水域，人為游憩壓力大，魚類明顯地較深水區少。淺礁區之鯙、刺尾

鯛與金鱗魚都減少，可能即是受到休閒活動與人為捕捉之影響，值得注意。岸邊休閒保

護區的禁漁(含職業或休閒垂釣)是可行方式。深水域，目前自然景觀較正常，魚種也較
多，但漁民漁獲壓力較大，還需要想辦法來保護。 

建議一 

保護區之優先設立區 
主辦機關 :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 : 臺灣電力公司 
建議將魚種較相似地形海域多的淺水域之核三入水口外，20餘米深之船帆石外 500米之
獨立礁，超過 30米之大浮礁是的地點，優先納入保護區。 

建議二 

特有種棲地保護區之設立 : 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 :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灣特有種中，台灣松毬(Myripristis formosa)、台灣櫛鰕虎(Ctenogobiops formosa)，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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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分布於臺灣海域；後者分布區更狹小，祇在墾丁海域，急需要予以保護。眼斑擬盔魚

(Pseudocoris ocellata)、台灣鬍鯙(Cirrimaxilla formosa)目前也只在萬里桐亞潮帶與南灣潮
池採獲，世界上之分布未明，建議棲地優先保護。台灣圓鰻(Gorgasia taiwanensis)則祇
分布於墾丁與日本琉球，也應保護。但是此種魚大多上千成群棲息，棲地破壞才會影響

此族群，南灣跳石外與萬里桐外亞潮帶之沙地是其棲地也應予保護。陳氏天竺鯛(Apogon 
cheni )亦祇分布於臺灣墾丁至小琉球一帶與日本琉球，惟其棲息水域較深 60-100m，目
前除少數被釣獲外，無絕種的壓力，目前較不需要保護。 



表一 

表一、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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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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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一)、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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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二)、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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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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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三)、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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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四)、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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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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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五)、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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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六)、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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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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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七)、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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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八)、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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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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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九)、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26
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十)、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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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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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十一)、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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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十二)、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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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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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十三)、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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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十四)、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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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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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十五)、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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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一 

表一(續十六)、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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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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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十七)、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潛水測站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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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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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附表一、一隻釣測站經緯度 

測站 第一次釣點  日期及經緯度 第二次釣點  日期及經緯度 

貓鼻頭外 2004.03.29 

( N21°53.150’ ; E120°45.015’) 80m 

 

2004.09.09 

( N21°50.630’ ; E120°42.940’ ) 70-90 m 

( N21°51.610’ ; E120°43.099’ ) 80 m 

出水口外 2004.04.11 

( N21°53.110’ ; E120°46.270’ ) 60-100 m

 

2004.09.23 

( N21°53.033’ ; E120°46.411’ ) 65 m 

 

大浮礁外 2004.04.08 

(N21°53.337’ ; E120°46.381’ ) 50-80 m  

 

2004.09.22 

( N21°51.944’ ; E120°47.950’ ) 90 m 

( N21°52.167’ ; E120°47.847’ ) 80 m 

鵝鸞鼻外 2004.04.07 

(N 21°51.860’ ; E120°47.180’ ) 80-120 m

 

2004.09.21 

( N21°52.700’ ; E120°49.500’ ) 60 m 

( N21°53.100’ ; E120°49.400’ ) 70 m 

南灣外 2004.06.30 

(N21°54.033’ ; E120°46.280’) 110 m 

(N21°53.360’ ; E120°46.357’) 60-80 m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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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附表二. 潛水測站經緯度 

測站 經緯度 日期 日期 

貓鼻頭外 (N21°55.032’ ; E120°44.407’) 93/05/28 93/09/21 

貓鼻頭內(下潭子灣) (N21°55.589’ ; E120°44.447’) 93/05/28 93/09/21 

鵝鸞鼻外(砂島外船礁) (N21°54.636’ ; E120°49.940’) 93/05/12 93/09/23 

鵝鸞鼻內  (N21°54.423’ ; E120°50.656’)  93/05/12 93/09/23 

大浮礁 深水斜坡 (N21°55.590’ ; E120°47.525’) 93/05/11 93/09/22 

大浮礁內 淺區 (N21°55.951’ ; E120°47.487’)  93/05/11 93/09/23 

大咾咕(南灣獨立礁) 深 (N21°56.588’ ; E120°45.522’) 93/05/29 93/09/22 

大咾咕(南灣獨立礁) 淺 (N21°56.586’ ; E120°45.522’) 93/05/29 93/09/22 

船帆石外 (N21°55.556’ ; E120°49.383’)  93/10/21 

跳石外 (N21°56.927’ ; E120°46.173’)  93/10/21 

跳石 (N21°57.248’ ; E120°46.078’)  93/10/22 

核三入水口 (左側) (N21°57.212’ ; E120°45.360’)  93/10/22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60



附錄二 

 

【九十三年度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相多樣性調查及其保育研究-稀有魚類相委託研究計畫】 

期中簡報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十五時三十分記錄：陳信宏 
貳、開會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參、主持人：李處長養盛   （李副處長登志代） 
肆、評審委員：莫顯蕎教授 
伍、出席單位人員  

一、參與研究人員：陳正平 
二、本處參加人員：李登志、劉新明、許書國、潘武治、王雪花、陳信宏、吳宗祐、

蔡乙榮、陳文明、莫清芬 

陸、主席致詞：略 
柒、討論： 
一、莫顯蕎教授： 
（一）稀有魚種之定義為何？以明確定義出符合稀有魚種的資格。 
（二）因南灣的人為活動頻繁，是否影響魚種豐度與種類。並與其他人為活動影響

較少的海域一同做比較。 

（三）建議持續統計魚市場與釣獲的魚種及數量記錄。 
（四）對於報告中，所指的稀有魚類具有增加之趨勢，是否進一步探究其原因。因

此在期末報告時，可針對此現象做為討論。 
（五）在研究報告中有四條測線，建議將所獲得的資料，可分析測線之間的差異性

或相同性，作為資料整合上的比較。 
（六）在報告中所指的特有種，對於墾丁國家公園是相當重要的資產。建議墾丁國

家公園管理處，繼續支持對特有種魚類的生物調查，並做專題的研究報告，

可做為國際上重要的著作。 
二、李副處長： 
（一）對於莫教授所建議的部份，請陳博士加以改進。 
三、許課長： 
（一）建議將調查地點的座標放入資料庫做為彙整。 
（二）對特有種的研究，應先進行棲地環境的調查。 

捌、結論：本案「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相多樣性調查及其保育研究-稀有魚類相委託
研究計畫」期中簡報，照案通過審查，請受理委託單位儘速依合約規定辦理經費

核銷事宜。 
玖、散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下午十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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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度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相多樣性調查及其保育研究-稀有魚類相委託研究計畫】 

期末簡報會議紀錄 

 

壹、開會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廿六日下午二時正  記錄人：唐洪軒 
貳、開會地點：本處大型會議室 
參、主持人：李處長養盛   （李副處長登志代）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陳正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莫顯蕎 

本處出（列）席單位人員：許書國、徐茂敬、周進山、劉新明、吳俊彰、林欽旭、

蔡正壽、曾添丁、陳海戊、蔡乙榮、陳榮祥、王素華 
伍、主席致詞：略 
 
陸、委託研究單位報告：略 
 
柒、討論： 
一、李副處長登志：請問陳博士，台灣特有種及墾丁特有種之區別？墾丁特有種是否可

列入保育生物裏？ 
＊陳博士回應：台灣特有種指墾丁以外其它地方也有，像台灣櫛蝦虎這裡是主產地。墾

丁特有種是只有這裡才有。目前為止，農委會對於魚類還沒有開始作規劃，我們也很想

把一些魚類列入，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假設牠是台灣特有種，如列進去的話，漁民

捕魚時伴隨被捕獲，那漁民可能會反彈的，所以我們也會努力的。 
 
二、蔡技士乙榮：現在這份調查成果出爐了，那本處之生物資料庫就可以更新，資料庫

裏除了文字之外，還需要有圖片，不知往後如需要圖片，那一千多種的魚不知是否

有合法可的圖片來源，包括標本照。 
＊陳博士回應：我自己的部份可以提供，但是有些圖片可能有困難，像今年新增加的我

有，可以提供，但是以前的有部份是邵老師的，所以屆時看情況儘量協助了。魚類圖鑑

部份，像今年魚類增加許多，如貴處有意願要重做的話，我也樂意配合。 
 
三、林秘書欽旭：生態保護區是保護生物多樣性資源或特殊景觀，未來通盤檢討可能會

在五年後，所以此資料可以當作歷史文獻，當然往後也還要再增加一些資料，如稀

有魚類或珊瑚種類數量或特殊環境需要保護的，那下次通盤檢討時就可作為建議之

用。 
＊陳博士回應：理論上，魚多的地方一定是其環境甚佳，除了少數特例。入水口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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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有受到些許影響，可是另外兩區其生態環境就比較完整豐富，如果以優先順序，當

然以入水口優先，如果不善加保護，可能那些特有種會受到傷害而消失，入水口要保護

也較容易，因為原本就有圍起來，而且反彈也可能較小。另外兩區只是經濟壓力比較大，

可是其自然景觀很完整，只是要怎樣與漁民協調的問題。 
 
四、李副處長登志：陳博士對於棲地保育的建議非常好，要如何去推動？還請保育課去

思考推動。 
 
五、劉課長新明：國家公園法中就有規定禁止捕捉魚類，如果能嚴格執行真正落實國家

公園法的話，其實不劃設保護區不重要，因為魚類牠是游動的，除非那是牠特殊的

棲地，不會到處游動。 
六、李副處長登志：現在陸域方面，哪一個地方有開墾，遙測中心馬上就會知道並立即

通知企劃課去取締，但是海域就有其困難度，長久以來沒有執行，現在去執行的話，

可能警察隊的人員配備不足亦要考量進去，那現在沒辦法全面去取締的話，只能選

擇幾個點來做，如果結合地方社區可能力量就更大。 
 
七、許課長書國：報告裏面有些前後數據不一致的情形，可能要再作修正。 
＊陳博士回應：資料回去會再作修正的。 
 
八、李副處長登志：生態保護區邊界之豎立標示，請保育課研辦。 
 
九、莫教授顯蕎：陳博士所作報告非常好，資料也很完備，以下有幾點建議： 
1.對於稀有魚種，什麼時候定為稀有？那其分佈情形及數量。那以後引用時會更清楚些。 
2.第二頁第三段提到有 1015種以上的魚類大部份屬稀有種，可不可以對稀有種稍作說
明，可能會清楚些。 
3.第十頁，台灣特有珍稀種是否稍作說明。 
4.第十三頁的結論裏面，台灣櫛蝦虎只分布於台灣海域，是否於後面括弧（南灣海域）
會更好一些。 
5.後面的一些表格，表三有提到沈老師 1990年資料，裏面大部份都沒用斜體，不妨改一
下。 
＊陳博士回應：回去會再檢視修正。 
 
捌、結論：感謝陳博士一年來的辛苦，本次期末簡報就原則通過，後續工作請依契約來

進行。 
 
玖、散會。（同日下午三點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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