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背景：
1.澎湖南方四島在生態上的重要性

1) 健康完整的珊瑚礁
2) 澎湖北部海域的種原庫
3) 豐富多元的底棲生態系

2.棘皮動物在生態上的意義
1) 全球海洋四維廣泛分布的底棲無脊椎動物
2) 生態角色多元，擔任食物鏈各階層消費者
3) 部份為高單價稀有經濟性種類

計畫目的：
1. 深入調查澎湖南方四島周邊海域的棘皮動物多樣性現況與分布熱點
2. 調查列名澎湖縣禁採的黑海參、蕩皮參與糙刺參資源狀況，以作為
後續解說與經營管理之用。

1. 棘皮動物多樣性調查
1) 選定礁岩與沙底混合的潮間帶與亞潮帶測站
2) 徒手採集與標本處理、鑑定
3) 拍攝生態影像與標本照
4) 觀察共棲、共生生物、與宿主

2. 三種澎湖縣禁採海參資源量調查評估
1) 2020調查季在8個測站內海參密集處，估算

10×10公尺範圍內物種個體數，並紀錄各物種
體長範圍

2) 2021調查季因受疫情管制影響，僅重返一處測
站進行一次計數調查

3) 調查期間訪談當地漁民關於海參漁業現況

棘皮動物相調查結果
1. 共記錄5綱15目28科52種
2. 海百合綱1目2科5種（新紀錄1科4屬4種）
3. 海星綱2目7科10種（新紀錄1科2屬2種）
4. 海膽綱6目7科12種（新紀錄2目2科2屬2種）
5. 海參綱4目5科17種（新紀錄2屬3種）
6. 蛇尾綱2目7科8種（新紀錄1目2科4屬5種）

三種禁採海參資源調查
1. 黑海參與蕩皮參在南方四島淺海礁岩沙地普遍常見，但

是糙刺參極為罕見，調查期間僅有2筆2隻個體的紀錄。
2. 計畫執行期間在8個測站針對黑海參與蕩皮參進行計數

測量，結果8個測站（深度分布0~5公尺）10×10公尺樣
區內的兩種海參個體總數從30+到將近120。

3. 兩種海參在各測站的數量相當；觀察到的絕大多數體長
超過10cm的成體。

4. 調查期間並無發現當地漁民撿拾海參的情形。
5. 2021調查海參數量與體長分佈與去年同地數據相比沒有

顯著差異。

Comaster multifidus 多環櫛羽星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新紀錄種棘皮動物

Colobometra perspinosa 餘刺短羽枝 Clarkcomanthus alternans 輪替海齒花 Comanthus suavia 舒維亞海齒花

Asteropsis carinifera 脊鋸腕海星 Leiaster coriaceus 厚革滑皮海星

Ophiactis savignyi 沙氏輻蛇尾 Ophionereis porrecta 廣蜒蛇尾 Ophiothela mirabilis 錦疣蛇尾 Ophiothrix deceptor 花棘刺蛇尾

Ophiothrix purpurea 紫刺蛇尾

Clypeaster reticulatus 網楯海膽 Echinoneus cyclostomus 卵圓斜海膽

Actinopyga mauritiana 白底輻肛參 Pearsonothuria graeffei 格皮氏海參 Opheodesoma grisea 灰蛇錨參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棘皮動物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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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旨在調查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海域棘皮動物數量與分佈概況，

並進行範圍內黑海參、蕩皮參、與糙刺參的資源量調查。在109年4月到

110年9月期間，進行國家公園境內42個測站46次調查中，目前鑑定5綱25
科52種棘皮動物，其中包含海百合2科5種（新紀錄1科4種），海星7科10
種（新紀錄1科2種），蛇尾類4科8種（新紀錄2科5種），海膽7科12種
（新紀錄2科2種），海參5科17種（新紀錄3種）。黑海參與蕩皮參在國

家公園內四個主要島嶼潮間帶與近岸海域均屬常見，也有相當高的族群

密度；糙刺參則數量極少。此處淺海海域棘皮動物相的特徵是海羊齒類

極為罕見，而且蛇尾類物種多樣性也比台灣本島為低。南方四島潮間帶

和淺海珊瑚礁的黑海參與蕩皮參相當常見密度也高，是維持當地底質環

境穩定的重要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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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常見的棘皮動物

Acanthaster planci 長棘海星 Linckia laevigata 藍指海星 Culcita novaeguineae 麵包海星 Echinaster luzonicus 呂宋棘海星

Ophiocoma scolopendrina 蜈蚣櫛蛇尾 Diadema setosum 刺冠海膽 Echinothrix calamaris 環刺棘海膽 Echinometra mathaei 梅氏長海膽

Echinostrephus molaris 紫叢海膽 Stomopneustes variolaris 口鰓海膽 Toxopneustes pileolus 喇叭毒棘海膽 Tripneustes gratilla 白棘三列海膽

Bohadschia argus 蛇目白尼參 Holothuria atra 黑海參 Holothuria leucospilota 蕩皮參 Synapta maculata 斑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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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1. 本海域的棘皮動物物種多樣性雖然不如墾丁或綠島，但是生物量仍然相當可觀。
建議應視為國家公園海洋生態研究重點對象，與科學教育的良好教材。

2. 國家公園海域黑海參與蕩皮參數量與密度相當高，是維護當地海底生態環境清
潔的重要物種，應視為本國家公園的重要特色，並宣導海參種類在當地底棲生
態系扮演的角色。

3. 調查期間僅在東嶼坪附近和鐘仔礁海域觀察到3隻棘冠海星大型個體。建議明
年入春後，應加強所轄國家公園境內珊瑚礁海域的監測，防範於未然。

結論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