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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針對台灣附近海域漁業資源變動進行研究，包括鯊魚及硬骨魚類之生活史如年齡成長、生殖生物
學、食性與族群動態等進行研究。

• 近年來，亦利用生活史資訊及臺灣沿近海作業延繩釣漁船長期之卸魚資料，進行多魚種資源動態分析
及以生態系為基礎的管理研究。

• 持續參與國際組織鯊魚工作小組工作，提供我國相關資料並透過合作進行鯊魚管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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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jor research theme of my lab is to conduct the life history study on sharks and teleost fishes, including age 

and growth, reproductive  biology, feeding ecology, and stock assessment. 

• Recently, we also conducted multi-species analysis and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based the life history 

information and the long-term species-specific landing data of longline fishery. 

• We continue to involve the regional shark working group activities, providing our data and promoting shark 

manage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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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合性生態風險評估探討西北太平洋表層鯊魚之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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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本研究針對西北太平洋臺灣沿近海延繩釣漁船主要捕獲之10種鯊
魚進行整合性生態風險評估(ERA)。ERA利用族群增長率來估算鯊
魚生產力指標，以及釣獲百分比、選擇性與捕獲後死亡率估算敏
感性指標。而整合性ERA採用生態風險評估、魚種瀕危狀態、漁
獲體型變化趨勢與族群成長曲線反曲點。第一群為風險最高的紅
肉丫髻鮫，第二群為風險次之的平滑白眼鮫與薔薇白眼鮫，第三
群為深海狐鮫與高鰭白眼鮫，第四群為風險較低的丫髻鮫，第五
群為風險最低的灰鯖鮫、淺海狐、污班白眼鮫與灰色白眼鮫。

• 第一、二群建議應對該種實施嚴格的管理措施；第三群的大型鯊
魚應進行總量管制以減少其漁獲壓力；第四、五群亦應持續監控
以確保資源永續利用。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s 2021, 8:664611.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21.664611

以生活史參數探討魟、鰩資源管理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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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本研究蒐集35種41系群之魟、鰩生活史特性進行分析，以主成份
分析得到主成份得點，再利用集群分析法進行分群，最後利用迴
歸分析找出生活史參數與族群成長率之關係，並建立估計各群族
群成長率(λ’)之經驗式。結果顯示41 系群可分為3 群，第一群為成
長慢、較早熟、壽命長；第二群為成長速率介於中間、較晚熟；
第三群為成長快速、壽命短、出生體長與極限體長之比值大。依
照個別魟、鰩之生活史特性帶入本研究所發展所屬群組之迴歸方
程式，即可預測該魚種之族群成長率，且與傳統族群統計學分析
法所得之結果相近。

• 此方法可減少因生活史參數估計之不
確定性所造成魟、鰩族群成長率之誤
差，並可提供做為資料缺稀物種之經
濟有效的資源預警評估工具。



利用多種模式估計板鰓類成長參數及其與生活史策
略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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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s 2021, 8:591692.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21.591692 重要研究成果

• 本研究蒐集38種板鰓類（44個系群）之年齡與體長資料，探討不
同成長方程式之套適情形。VBGE與VBGE with L0方程式較適用於
成長較慢、壽命較長的表層性中、大體型鯊魚種類；Robertson與
Gonpertz方程式則較適用於成長較快速的小型底棲性與深海底棲
之魟、鰩；而VBGE with L0與Robertson方程式較適用小型鯊魚。

• 年齡與成長的資訊是進行魚類資源評估不可或缺的資料，本研究
的結果可提供未來進行板鰓類年齡成長估計的參考，並可增進資
源評估之可靠性。



全球半世紀來表層鯊魚及魟資源下降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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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本研究以生命地球指數及紅色名錄指數針對全球半世紀以來31種
表層鯊魚及魟進行資源下降評估，結果發表於1月28日全球最具權
威的期刊Nature。

• 此研究結果顯示自1970年以來，由於漁獲壓力增加了18倍，這些
物種資源減少了71%，且3/4的指標性物種有滅絕風險。嚴格執行
禁捕或基於科學的預警式漁獲量管制，將可避免資源的崩潰。此
篇蒐集目前最完整的生物學及漁業相關文獻及資料，同時也參考
過去區域性漁業組織進行資源評估的結果，進行分析，所得到的
結果極具學術價值，也對全球表層鯊魚及魟資源管理與保育有極
大貢獻。

Nature 2021, 589: 567-57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03173-9



西北太平洋深海狐鮫生物參考點估計及保育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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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本篇係利用隨機族群統計學模式搭配蒙地卡羅模擬及單位加入量
模式針對已列入CITES附錄二的鯊魚物種—深海狐鮫估計其生物參
考點。利用傳統單位加入量模式以漁獲死亡係數為基準的參考點，
明顯會造成此物種資源持續下降。只有在以生活史階段別模式所
估己的漁獲死亡係數下，族群始有機會維持穩定。此研究結果強
烈建議應採取較保守的生物參考點，才有可能達到深海狐鮫資源
的永續利用。

• 本研究提供了西北太平洋深海狐鮫嶄新且策略性的重要資源動態
資訊，此結果可供管理者進行更有效率的管理措施的參考。同時，
此方法也可應用至其他資料缺稀的鯊魚物種。

Sustainability 2020, 12, 8646. https://doi.org/10.3390/su12208646



智利北部家計型漁業的永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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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2020, 12, 7290. https://doi.org/10.3390/su12187290 重要研究成果

• 智利與漁業相關的立法包括設置家計型漁民專屬的“底棲資源管
理及開發區”(AMERBs)，其最新版本包含了在AMERB範圍內，
投放人工魚礁的可能性。此方法與目前智利家計型漁民的習慣不
同，因此本研究以智利北部Caleta Pisagua為例，探討其可行性，
並提供理論依據以及未來實施立法參考。本研究分析了不同的資
訊來源，包含漁民、活動、資源和人工魚礁四個基本主題的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不管是在技術或是社會因素下，在AMERBs內
投放人工魚礁是可行的。此外，由於高度經濟利益的沿岸底棲資
源受到過度開發利用的影響，以及缺乏底棲資源所依賴的堅硬底
質，家計型漁民認為投放人工魚礁對社會經濟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20, 35: 101234.
https://doi.org/10.1016/j.rsma.2020.101234 重要研究成果

• 本研究利用傳統胃內容物與肌肉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探討臺灣北
部海域斑竹狗鮫之攝食生態。斑竹狗鮫隨著個體成長而改變攝食
對象，未成熟個體攝食較多甲殼類，而成熟個體攝食較多硬骨魚
類。成熟雌性在交配及產卵期前攝食比例有增加的現象。δ15N在
不同季節有顯著差異，夏季明顯低於其他季節。比較餌料生物與
斑竹狗鮫碳氮同位素值，發現斑竹狗鮫在發育至成熟時，可能有
餌料生物轉換的情形。

• 此研究結果可完整瞭解斑竹狗鮫個體的不同發育階段攝食生態，
並提供本種資源管理及本海域生態系管理的參考依據。

臺灣北部海域斑竹狗鮫個體發育之攝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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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ia 2020, 65(2): 261‒263. https://doi.org/10.6165/tai.2020.65.261 重要研究成果

• 紅肉丫髻鮫(Sphyrna lewini)已被 CITES列入附錄II名錄，而
IUCN最新的評估將其保育等級提升至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紅肉丫髻鮫是臺灣主要的鯊魚漁獲物種之一，然而有關西北
太平洋本種的系群結構之研究仍然闕如，這些研究缺口阻礙了本
種的資源評估與管理的進行。

• 本研究利用霰彈槍定序法製作紅肉丫髻鮫之微衛星基因座引子，
其為九個具有多形性的微衛星基因座，各基因座的變異從7到21個，
異核子基因的觀測值以及期望值為0.370到0.870以及0.505到
0.724。

• 本研究的結果可做為本種後續系群判別及親子關係研究的依據。

利用霰彈槍定序法製作紅肉丫髻鮫之微衛星基因座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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