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研究成果

黃鰭鯛 Acanthopagrus latus 在區域性或全球漁業中
佔有重要地位, 但在臺灣的研究卻相當有限。本研
究利用巨觀與微關分析確認其產卵期、產卵型態、
孕卵數、性比及性成熟大小，並發現該魚種在台灣
水域的生殖型態為退化型的雌雄同體。並進一步配
合季節採樣與洄游分佈提出本種利用成魚養成及放
流方式作為替代目前魚苗放流的可行性，同時又可
避免放流所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如:減少野生種群的
基因多樣性和適應性等。本研究結果不但解明此經
濟性魚種在台灣水域的生殖特性，更提供台灣沿岸
漁業資源復育具體可行的替代方案。台灣西部水域雌雄同體黃鰭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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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刺鯧(肉魚)Psenopsis anomala在臺灣的捕獲
量為世界最高，但本經濟魚種的生物學研究，
特別是年齡和成長的部分卻鮮為人知。本種
經多年漁業開發後漁獲已呈明顯下降趨勢，
族群的生殖參數也受到明顯的衝擊，但其族
群結構是否也因漁業的長期開發而改變，則
因缺乏年齡與成長之研究而遲遲無法評估。
本研究根據2007年3月至2008年7月間在臺灣
東北海域作業的拖網船所捕獲的樣本進行刺
鯧的年齡與生長探討。解明其年輪的形成週
期，建構本種成長方程式，並進而估算其族
群結構。該等結果將提供本種未來資源評估
與管理的重要參考依據。。



重要研究成果

黃錫鯛Rhabdosargus sarba在許多國家的
捕撈或養殖漁業均佔有重要地位, 但在臺
灣的研究卻相當有限。而世界各地有關
本種的生殖生物學研究也出現許多不一
致的結果。本研究因此利用野生樣本的
巨觀與微關分析，解明本種生殖期、產
卵與生殖特性等重要生物參數，並發現
本種在台灣水域的生殖型態為退化型的
雌雄同體而與澳洲所產類似，但卻有別
於其他地理區域所見。本研究結果將提
供本種生殖型態多樣性的見證，並為本
種放流效益與漁業管理提供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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