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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 探究海洋資源之生物與生態資訊，尤其頭足類之生物學及生態學，以及生物多樣性。研究主題有族群
結構，族群動態，分布型態，適合棲地，及變動趨勢。其目的為了解開發物種之生活史參數，空間型
態及時間趨勢之變動，並探索可能機制。以提供資源保育及漁業管理策略。

• 目前研究主題為，(1)萊氏擬烏賊之族群結構；(2)劍尖鎖管之族群結構；(3)美洲大赤魷及赤魷漁業管
理；(4)寶石珊瑚漁業管理。



Chih-Shin Chen, Ph.D.
Biology and Ecology of Marine Resources Lab

Education：
• Ph.D., Department of Zo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NTOU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NTOU

• Technician, Institute of Fisheries Biology, NTU

• Technician, Fisheries Bureau,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Expertise：
Fisheries Ecology, Cephalopod Biology, Population Ecology, Fisheri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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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erests：

• My current research is mainly in biology and ecology of the exploited species, particularly on the biology and 

ecology of cephalopods, but also on biodiversity. The topics include population structure, population dynamics, 

distribution pattern, suitable habitats and temporal trends. The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life-history traits of 

exploited species, variability in spatial patterns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e 

resulting information may be applied to strategies for ecosystem approaches to fisheries.

• Current topics are: (1)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bigfin reef squid, (2)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swordtip squid, (3) 

Fisheries management of jumbo flying squid and neon flying squid, (4) Management of precious coral fishery.



Fisheries Science (2020) 86: 1005–1017; doi: 10.1007/s12562-020-01465-7
重要研究成果

• 劍尖鎖管為西北太平洋水域海洋生態系之關鍵
組成，亦為許多漁業之目標物種。但目前對其
族群結構及動態之瞭解仍相當有限。本研究首
度與東京大學合作，分析日本南部水域及臺灣
北部水域之劍尖鎖管雌性個體之生活史參數。
結果顯示在二地區不同季節產卵群間之生活史
參數具相當變異。而日本夏季產卵群之孕卵數
及卵粒大小，與臺灣春、秋季產卵群相近，由
此推測二地區之鎖管族群可能存在族群連通性。

• 此結果有助於瞭解西北太平洋水域劍尖鎖管之
族群結構與連通性，亦提供永續漁業管理規劃
之參考。

日本南部與臺灣北部水域雌劍尖鎖管生活史參數之變異
龐雨萌1*、陳志炘2,3、岩田容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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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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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西南部水域萊氏擬烏賊類群之生活史參數及平衡石型
態之變異
金子芸1,2、陳志炘3,4*、柳下直己2、山口敦子2、王佳惠1 、沈康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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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5.農業科技研究院

重要研究成果

• 萊氏擬烏賊為具經濟價值之漁業對象，但其物
種分類仍有問題，使難進行相關資源評估及管
理規畫。本研究應用生活史參數及平衡石形態
分析日本長崎水域6個樣點之類群組成。結果顯
示，萊氏擬烏賊有三類群，其中Sepioteuthis sp.

2A為首次發表。生活史參數及平衡石形態皆反
映環境因子之效應，高於遺傳因子之影響。

• 本研究分析日本西南水域擬萊氏烏賊類群之組
成及結構，其結果有助於瞭解其族群結構及可
能之族群連通性，可提供後續規劃資源保育及
管理措施之重要資訊。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2021) 8: 675560; doi: 10.3389/fmars.2021.675560

西南大西洋阿根廷魷食性轉移及攝入人造物風險
張思維1、陳瑞谷2、柳宗翰1、李耀昌3 、陳志炘4 、丘臺生5,6 、柯佳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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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魷類為海洋生態系關鍵組成，探查其食性組成
及變動有助於了解海洋生態系不同食階生物之
互動。本研究分析2018-2019年2-4月阿根廷魷之
胃內容物組成。結果顯示，阿根廷魷在成長過
程，食物組成由甲殼類轉為魚類為主。攝入人
造物比例為19.9%。

• 本研究顯示阿根廷食性組成與先前研究類似，
但組成比例不同。而攝入人造物之結果亦建議
應對此水域之海洋環境加強監測，以確保水產
品之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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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峽三種梭子蟹科的分佈及棲地與環境因子間之關係
Muhamad Naimullah1、藍國瑋1,2*、廖正信1、蕭博元1、梁晏榕1、邱鼎宸1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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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紅星梭子蟹(Portunus sanguinolentus)、鏽斑
蟳(Charybdis feriatus)和遠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 是台灣海峽重要的蟹類資源，本研
究透過大數據漁船動態與漁業活動獲資料之
收集與分析顯示，鏽斑蟳與紅星梭子蟹之分
佈與捕獲率，主要受葉綠素a濃度所影響，而
遠海梭子蟹則與底層海水溫度有顯著關係。

• 本研究結果除可做為臺灣梭子蟹科漁海況預
報之資訊外，亦可做為梭子蟹科資源管理政
策擬訂時之重要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