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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族群動態與海洋生態環境變動之關係，包括資源評估
與漁業管理策略模擬，以提供保育科學建議基礎，研究目
標為大洋洄游性魚種與沿近海重要經濟漁業資源，並以此
發展海域空間規劃及相關漁業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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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the relationships to the variation of oceanographic 

variables and marine environment. Stock assessment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strategy evaluation, as the bas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advices 

on conservation. We study fishery resources in pelagic waters and coastal 
areas and use the result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利用漁業與遙測資料建構劍旗魚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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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旗魚是具有重要經濟性魚種，廣泛分布於三大洋中，其

有喜好的棲息環境海域並且垂直回游至表面覓食。然而，
由於劍旗魚分布較廣，因此在太平洋海域較少研究劍旗
魚的空間分布模式及喜好的棲息地。

• 本研究利用兩種方法：GAM和HSI模式去驗證在不同的
時空資料尺度下，劍旗魚空間分布和其喜愛的環境因子。

• 結果指出海表溫度為決定劍旗魚空間分布的主要因子。
透過不同模式評估，棲地空間分布和其喜好環境範圍與
時空資料尺度具有高度相關。其結果顯示劍旗魚預測值
在中太平洋熱帶水域有較高的密度，並沒有明顯的季節
性移動。

Remote Sensing 2020, 12(6):947; https://doi.org/10.3390/rs12060947



利用耳石微結構和體長資料判定台灣西北沿近海域經
濟性捕獲多鱗四指馬鮁幼魚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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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多鱗四指馬鮁為沿近海小型漁業中具有經濟價值魚種，

但很少研究去了解其生活史，包含年齡與成長。在此篇
研究中主要利用耳石微結構分析去研究其早期生活史時
耳石的日周輪，並且利用其他資訊與方法證實其年齡估
計。

• 日周輪的形成是具有規律性且有間距，而成長174-652
天的魚樣本成功被定齡，而個體間的成長率也相對穩定。
套適成長方程式，多鱗四指馬鮁一歲時的尾叉長估計為
29.7公分，利用日周輪和捕獲日期回推產卵期為四月到
八月。爾後我們利用每月體長頻度資料的峰值驗證其年
齡估計。結果顯示，利用最佳套適的成長方程式預測數
值與體長資料的峰值是完全吻合。在本研究中顯示，在
此架構下發展結合不同的方法的資訊可判定且驗證魚的
年齡估計。

Fisheries Research 2020, 227:105560; doi: 10.1016/j.fishres.2020.105560



以兩階段方法整合船舶軌跡資料和作業日誌
作為沿近海漁業活動監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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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漁獲量與努力量是資源評估和漁業管理上最基礎的資料，

然而由於沒有行政部門支持與健全漁業資料蒐集系統而
難以獲得。本研究以簡單的船舶地理軌跡系統和沿近海
刺網漁民的作業日誌進行整合。我們發展以階層式集群
分析法為基礎的兩階段方法去分辨作業狀態並且判斷漁
業上的漁業行為。結果顯示可針對各種不同作業漁船大
小且結合其作業日誌中的漁獲組成及漁獲資訊可準確的
估計其作業努力量也就是持續作業時間，因此我們呈現
了利用漁船大小和漁期間監測其在地理位置上的漁獲努
力量和漁業強度。本研究所發展的方法有利於了解漁船
動態以及捕撈型態，從而克服由於在不同季節上目標魚
種的轉換和各種捕撈策略的複雜度而導致的漁業管理困
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