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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為什麼烏魚不見了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興達港地區氣候變化與烏魚洄游的關係，並找出本烏魚為什麼不來的

原因。透過學校百葉箱，自製海水面表溫度測量器等儀器，每天固定觀測記錄百葉箱內儀器

所顯示氣象資料，並採期間觀測方式，收集海水表面溫度。藉著校園氣象站累計的資料及行

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公佈之「台灣週邊海域衛星海面水溫速報」、烏魚漁況速報並經過 Excel 

軟體分析，研究本區冬至前後十天氣溫變化、水溫變化與烏魚洄游的關係，我們發現本地區

沿海海水表面溫度正逐漸升高，加以南方暖流增強向北推進阻擋大陸沿岸冷水流南下，大陸

沿岸寒冷海流減弱，烏魚不易越過雲彰隆起南下產卵。所以興達港地區的烏金已不在後昔日。 

 

壹、研究動機 

  

  毎當冬季時節，幾乎全村的人都忙著製作烏魚子，曬烏魚子的盛況，成為我們家鄉的一

種特殊景觀，奇怪的的是，為什麼都在快過年的時候？是否因烏魚子很貴，到過年時才捨得

買來吃呢？這些的是我們的疑惑？直到有一天鄰居又開始製作烏魚子，我就好奇的問說：「為

什麼有這麼多的烏魚子啊？」。鄰居的爺爺說：「這哪算多！以前我們漁船一次就捉到好幾萬

尾？這算什麼！不過這些都是魚塭飼養，海上捕到的已經很少了」。我又好奇的問；為什麼？

鄰居爺爺說：「掠無了（台語），烏魚不見了！」。這時我心中一片納悶？為什麼烏魚不來了？

我們就把這問題請教學校老師們，校長還說以前曾買過一條 20 元、三條 50 元的公烏魚，而

且是堆積如山！校長說：要了解捕烏魚的盛況，先把烏魚有關的生活習慣了解清楚再來和他

討論。結果我們發現烏魚是洄游魚類，它會隨著海水溫度游動，真稀奇！剛好我們也是負責

學校氣象觀測的小組，我就跟一年來的觀測資料，及參考以往的資料分析比對進一步了解氣

候變化與烏魚洄游的關係，以及找出本烏魚為什麼不來的原因。 

 

貳、研究目的 

 

一、延伸課本內短期一週的觀測，學習長期觀測家鄉興達港區天氣變化 

二、能正確使用儀器觀測天氣，進而認識居住環境之天氣概況。 

三、了解本地變化，進而氣候對居住環境的影響。 

四、根據測量海水溫度與全全氣候變化探究烏魚洄游特性。 

 

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溫度計、乾溫度計、最高最低溫度計、風向、風速計、碼表、自製海水面表溫度測量器［保

特瓶、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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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根據前面研究動機與訪問爺爺、奶奶、知道烏魚冬季才會隨寒流游到台灣西南部沿海，

而且越冷它們就會成群。因此，造成烏魚往南洄游的原因與氣候可能有關，而且我們從鄉公

所及烏魚生態介紹很多資料中發現最適合烏魚生活的水溫是 20 度～21 度，這就更引起我們

想知道氣候變化影響烏魚的洄游的相關問題。於是我們我們延續去的研究（興達港氣象觀測）

加入海水表面溫度得觀測，探索氣候變遷對烏魚洄游的影響，其觀測方法如下： 

 

一、興達港地區全年氣象觀測：利用本校簡易氣象觀測站百葉箱內儀器、風向風速計，進行 

興達港地區長期觀察，觀測方法如下： 

（一）.觀測時間：每天固定在上午 9 時 20 分（第二節下課）進行固定觀察。 

（二）觀測氣象要素包括：興達港地區之雲量、天氣狀況、最高及最低溫度、相對濕度、風

向風速、氣壓及降水量等。 

二、海水面溫度觀測: 

（一）觀測方式：採期間觀測方式，收集海水表面溫度。觀測時間為每週一利用中午 1 時休 

  息時間進行觀測記錄海水表面溫度。 

（二）觀測器具:自製海水表面溫度測量計［將溫度計固定在保特瓶外，在保特瓶瓶頸用繩等， 

  利將測量計往海中拋出，及拉回，每個 5 分鐘觀察一次海水表面溫度，連續觀測三次後 

  做為當天海水表面溫度 

 

  

圖一：自製海水溫度計 圖二：將海水溫度計拋擲海中 

  

圖三：讓海水充分進入溫度計內 圖四：讀取記錄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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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據上述一及二的觀測記錄，彙整完成本地區 98 年 12~99 年 1 月冬季氣象觀測記錄表，

如表一、二、三、四內容： 

表一： 

 
 

○
○
縣
○
○
國
民
小
學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份   

天
氣
觀
測
紀
錄
表 

 雲 

天氣 

溫度 相對濕度 風 
氣    壓 

(毫巴)  

降 水 量  

 (公厘)  

海水 

表面 

溫度 

備註 狀 量 氣溫 最高 最低 乾球 濕球 ％ 向 速 

1.     卷雲 2 晴 18.1 25 15 18.1 16.5 69 東北東 3.1 1019.2 0 24   

2.     無 0 晴 18.6 25 15 18.6 17 68 東北東 2.3 1016.8 0 24   

3.     無 0 晴 22 25 18 22 21 60 東南 0.5 1013.5 0 25   

4.     積雲 7 陰 21.3 27 18 21.3 19.2 59 東北 3.5 1015.5 0 23   

5.     卷雲 2 晴 18.1 23 16 18.1 16.5 64 北 5.5 1019.5 0 23   

6.     積雲 9 陰 15.9 18 12 15.9 13 63 北 3.8 1020.8 0 25   

7.     無 0 晴 14.7 23 11 14.7 12.6 67 北 2.4 1020.2 0 23   

8.     積雲 8 陰 18.5 25 16 18.5 17.1 63 北 3.3 1017.8 0 24   

9.     積雲 8 陰 18.4 25 18 18.4 16.5 71 北 4.2 1014.8 0 24   

10.     無 0 晴 22 29 13 22 20 82 西北 0.5 1018 0 24   

11.     無 0 晴 23 26 22 22 20 82 北 1.3 1016 0 25   

12.     積雲 7 陰 23 27 22 21 20 91 北 1 1018 0 23   

13.     層雲 6 陰 21.3 27 18 21.3 29.2 70 東 3.7 1014.7 0 24   

14.     積雲 9 陰 17.8 24 15 17.8 16.1 64 北 5 1016.7 0 25   

15.     無 0 晴 22 26 22 21 20 91 北 1.3 1015 0 24   

16.     卷雲 2 晴 28 27 17 17 16 90 北 0.8 1017 0 24   

17.     卷雲 2 晴 19 23 16 18 17 90 北 1.3 1017 0 23   

18.     無 0 晴 16 22 13 11 10 90 北 1.3 1017 0 24   

19.     無 0 晴 20.4 24 16 20.4 19.3 65 南 0.3 1018.2 0 25   

20.     無 0 晴 19 26 15 19 18.6 64 東北東 1 1017.3 0 25   

21.     無 0 晴 14 20 12 14 12 79 北 1.8 1023 0 23   

22.     卷雲 1 晴 17 21 12 16 15 90 北 1 1020 0 24   

23.     積雲 9 陰 19 21 14 18 17 91 東北 2.7 1017 0 23   

24.     積雲 9 陰 20 24 13 19 18 91 東北東 1.9 1017 0 23   

25.     積雲 7 陰 23 24 18 21 19 79 東北東 5.5 1018.3 0 23   

26.     卷雲 1 晴 18 25 16 18 16.9 69 東北 3.9 1016.3 0 24   

27.     無 0 晴 19.6 25 16 19.6 17.6 73 東北東 0.5 1015.7 0 23   

28.     卷雲 2 晴 19.9 25 18 19.9 18.1 84 東北 0.8 1015 0 23   

29.     積雲 9 陰 20.9 26 19 20.9 19.1 80 東北 3.3 1016.2 0 25   

30.     積雲 10 陰 18.3 21 17 18.3 16.8 82 東北 4.8 1018.8 0 25   

31.     積雲 10 陰 15 17 14 15 13 84 東北 4.7 1018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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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
縣
○
○
國
民
小
學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份   
天
氣
觀
測
紀
錄
表 

 雲 

天氣 

溫度 相對濕度 風 
氣  壓       

(毫巴)  

降 水 

量   

(公厘)  

海水 

表面 

溫度 

備

註 
狀 量 氣溫 最高 最低 乾球 濕球 ％ 向 速 

1.  卷 0.5 晴 28 30 21 28 27 92 東北 0.7 1013 0 26   

2.  層雲 6 陰 29.6 32 25 29.6 26.6 75 東南 0.9 1012.3 0 26   

3.  卷雲 1 晴 28.2 33 23 28.2 26.2 83 北 3.5 1013.5 0 26   

4.  卷 1 晴 27 32 21 26 23 76 東北 0.75 1013 0 26   

5.  層 0.5 晴 28 30 22 28 26 84 東 0.3 1012 0 26   

6.  捲 0.25 晴 28 30 22 27 25 84 東南 0.85 1009 0 26   

7.  積 0.25 晴 28 30 22 28 25 76 東北 0.95 1010 0 26   

8.  捲 0.5 晴 29 29 22 28 26 84 東 0.4 1010 0 26   

9.  積雲 10 陰 21.1 23 19 21.1 23 87 北 5.7 1011 29 26   

10. 積雲 10 陰 20.2 23 18 20.2 21.6 76 北 5.6 1013 0 26   

11. 層 0.25 晴 30 31 21 29 26 76 東 0.6s 1013 0 26   

12. 層 0.75 晴 31 31 22 30 27 76 東北 0.65 1013 0 26   

13. 層 0.5 晴 30 32 23 29 27 84 東南 0.6 1011 0 24   

14. 積 0.75 晴 29 31 24 28.5 27 92 西北 2 1010 0 25   

15. 積 0.25 晴 30 31 24 30 28 84 東北 0.55 1011 0 25   

16. 捲 0.5 晴 31 33 21 30 28 84 西 0.9 1009 0 25   

17. 層雲 4 晴 31 32 25 30 28 84 北 3.6 1014 0 25   

18. 無 0 晴 29 31 22 28 25 76 北 4.8 1018.8 0 25   

19. 捲 0.5 晴 31 33 21 30 28 84 西 0.9 1009 0 25   

20. 無 0 晴 30 32 25 30 28 84 西北 2.9 1009 0 25   

21. 積雲 1 晴 33 35 26 32 29 77 東 0.4 1011 0 25   

22. 積雲 1 晴 33 35 26 32 29 77 東 0.7 1011 0 24   

23. 積雲 8 陰 23 27 21 23 22 83 北 3.6 1017.8 0 24   

24. 積雲 8 陰 24 24 20 24 22.6 79 北 6.7 1016.5 0 24   

25. 捲 1 晴 32 31 26 31 29 84 東 1.1 1009.8 0 23   

26. 捲 0.5 晴 33 34 25 31 28 74 西北 0.4 1010 0 24   

27. 層 1 陰 26 34 24 26 27 92 東 0.4 1008 0 23   

28. 積 1 陰 27 27 24 27 26 92 北 3.2 1020.8 0 24   

29. 層 1 陰 26 30 24 25 24 71 東北 0.3 1020.8 0 24   

30. 捲 0.75 晴 29 31 22 28 26 84 西北 0.2 1021 0 24   

31. 層 0.75 晴 29 33 22 28 26 84 南 0.1 1020.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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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
縣
○
○
國
民
小
學  

九
八  

年       

十
月
份   

天
氣
觀
測
紀
錄
表 

 雲 

天氣 

溫度 相對濕度 風 氣    

壓       

(毫巴)  

降 水 

量       

(公厘)  

海水 

表面 

溫度  

備

註 狀 量 氣溫 最高 最低 乾球 濕球 ％ 向 速 

1.  卷 0.5 晴 28 30 21 28 27 92 東北 0.7m/s 1013 0 29   

2.  層 0.5 晴 28 30 22 28 26 84 東 0.3m/s 1012 0 29   

3.   捲 0.25 晴 28 30 22 27 25 84 東南 0.85m/s 1009 0 27   

4.   卷 1 晴 27 32 21 26 23 76 東北 0.75m/s 1013 0 28   

5.   層 0.5 晴 28 30 22 28 26 84 東 0.3m/s 1012 0 28   

6.   捲 0.25 晴 28 30 22 27 25 84 東南 0.85m/s 1009 0 28   

7.   積 0.25 晴 28 30 22 28 25 76 東北 0.95m/s 1010 0 27   

8.   捲 0.5 晴 29 29 22 28 26 84 東 0.4m/s 1010 0 25   

9.   捲 0.5 晴 29 29 22 28 26 84 東 0.4m/s 1010 0 27   

10. 捲 0.5 晴 31 32 25 30 28 84 東 0.6m/s 1013 0 26   

11.  層 0.25 晴 30 31 21 29 26 76 東 0.6m/s 1013 0 23   

12.  層 0.75 晴 31 31 22 30 27 76 東北 0.65m/s 1013 0 27   

13.  層 0.5 晴 30 32 23 29 27 84 東南 0.6m/s 1011 0 27   

14.  積 0.75 晴 29 31 24 28.5 27 92 西北 2m/s 1010 0 27   

15.  積 0.25 晴 30 31 24 30 28 84 東北 0.55m/s 1011 0 27   

16.  捲 0.5 晴 31 33 21 30 28 84 西 0.9m/s 1009 0 28   

17.  積 0.25 晴 31 32 25 30 28 84 西 0.9m/s 1009 0 27   

18.  捲 0.5 晴 29 31 22 28 25 76 西北 2.8m/s 1009 0 23   

19.  捲 0.5 晴 31 33 21 30 28 84 西 0.9m/s 1009 0 27   

20.  無 0 晴 30 32 25 30 28 84 西北 2.9m/s 1009 0 27   

21.  層 1 晴 33 35 26 32 29 77 東 0.4m/s 1011 0 27   

22.  捲 1 晴 33 35 26 32 29 77 東 0.7m/s 1011 0 26   

23.  捲 1 陰 26 34 24 26 27 92 東 0.4m/s 1019.8 0 26   

24.  層 1 陰 26 34 24 26 27 92 東 0.4m/s 1008 0 26   

25.  捲 1 晴 32 31 26 31 29 84 東 1.1m/s 1009.8 0 26   

26. 捲 0.5 晴 33 34 25 31 28 74 西北 0.4m/s 1010 0 26   

27.  層 1 陰 26 34 24 26 27 92 東 0.4m/s 1008 0 26   

28.  積 1   27 27 24 27 26 92 東 0.4m/s 1008 0 26   

29.  層 1 陰 26 30 24 25 24 71 東北 0.3m/s 1010 0 26   

30.  捲 0.75 晴 29 31 22 28 26 84 西北 0.2m/s 1008 0 26   

31.  層 0.75 晴 29 33 22 28 26 84 南 0.1m/s 1008 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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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
○
縣
○
○
國
民
小
學  

九
九  

年       

一
月
份   

天
氣
觀
測
紀
錄
表 

 雲 

天氣 

溫度 相對濕度 風 
氣壓       

(毫巴)  

降水量 

(公厘) 

海水 

表面 

溫度  

備

註 
狀 量 氣溫 最高 最低 乾球 濕球 ％ 向 速 

1.  卷積雲 3 晴 14.9 16.8 11.9 14.9 10.9 69 北 6.5 1019.8 0 24   

2.   無 0 晴 13.7 18.6 10.7 13.7 10.7 65 東北 5.6 1022.3 0 24   

3.   無 0 晴 15.6 19.6 11.2 15.6 12.6 79 東北 3.5 1020.7 0 25   

4.   層雲 10 陰 16.2 21.6 15.4 16.2 13.2 76 東北 3.5 1018 0 23   

5.   積 1 陰 19 23 14 13.7 10.7 81 東北 0.5 1018 0 23   

6.   積 0.75 晴 19 23 15 15.6 12.6 90 東北 0.5 1015 0 25   

7.   積 1 陰 18 21 15 16.2 13.2 90 東北 2 1017 0 23   

8.   層 1 晴 16 22 15 15 14 90 北 0.8 1016 0 24   

9.   無 0 晴 15 22 13.5 14 16 80 東北 8 1020.3 0 24   

10. 無 0 晴 13 19 10 12 14 79 東北東 8.2 1021.5 0 24   

11.  積 2 晴 18 27 12 17 16 90 北 1.3 1013 0 25   

12.  積 7 陰 14 23 13 13 12 89 北 1 1017 0 23   

13.  積 6 陰 15 22 10 14 14 89 北 1 1019 0 24   

14.  無 2 晴 12 20 9.5 20 14 89 西北 0.5 1022 0 25   

15.  無 2 晴 16 17.5 9 17 16 89 西北 0.3 1021.5 0 24   

16.  無 0 晴 16 21 10 10 14 61 北 2.2 1024.1 0 24   

17.  卷積雲 6 陰 14 23 13 14 13 90 東北 3.8 1021.5 0 23   

18.  卷積雲 2   18 23 12 17 16 90 北 2.2 1021 0 24   

19.  卷積雲 2 晴 19 23 12 13 12 90 東北 3.8 1017.5 0 25   

20. 無 2 晴 24 27 15 13 12 90 南 1.5 1016 0 25   

21.  積 1 陰 23 27 16 23 22 91 東南 0.5 1018 0 23   

22.  無 0 晴 19 27.5 18 19 18 90 東北 1.5 1020 0 24   

23.  層雲 8 陰 18.5 25 16 12 13 91 東北 7.2 1015 0 23   

24.  卷積雲 3 晴 20 24 7 20 16 67 東北 4 1020.3 0 23   

25.  層 0.75 陰 24 26 16 24 21 75 東 0.5 1017 0 23   

26.  層 1 陰 17 25 14 17 16 89 東北 0.5 1021 0 24   

27.  層 0.5 多雲 24 26 16 24 21 75 東 0.5 1018 0 23   

28.  積 0.5 多雲 23 25 16 23 21 83 東 0.3 1015 0 23   

29.  無 0 晴 22 27 18 22 21 82 東北 0.5 1016.5 0 25   

30.  層雲 9 陰 19.7 20.1 17 19.7 16.7 77 東北 2.8 1012.4 0 25   

31.  無 0 晴 17 25 17 17 15 73 東北 3.2 1015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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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地區冬季氣溫、氣壓、海水表面溫度發展 

（一）根據表一~表四之全日觀測記錄，完成 98 年 10 月~99 年 1 月份之氣溫、氣壓及海水表

面溫度全月發展曲線圖如圖五~圖八所示，以了解本地區冬季氣溫、氣壓、海水表面溫度發展

趨勢。結果發現氣溫低，氣壓高，海水表面溫度就低，反之氣溫高，氣壓低，海水表面溫度

即高。結果如圖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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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98年１０月氣候、氣溫及海水表面溫度關係曲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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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98年11月氣候、氣溫及海水表面溫度關係曲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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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98年12月氣候、氣溫及海水表面溫度關係曲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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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99年1月氣候、氣溫及海水表面溫度關係曲線分析 

 

（二）由圖五~圖八分析可知本地區十二月份及一月份海水表面溫度，平均在 23.9℃，冬至前

後 10 天的水溫大部分與月均溫 23.9℃並無明顯差異。 

 

五、文獻比較分析： 

    再根據（一）之所得結果與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公佈之「台灣週邊海域衛星海面水

溫速報」台灣西部海水溫度等溫線圖（如圖九）做比對，發現本地區海水表溫度等溫線分佈

趨勢。 



9 

 

（一）從 93 年至 98 年十二月所觀測海水表面溫度統計分析結果可發現： 

    １.本地區海水溫度終年維持在 20 °C 以上。 

    2. 海水溫度通常變化不大，所以對氣溫的反應比較不明顯，夏季時海面氣溫比陸地低， 

   冬季時又比陸地高（表五）。 

    3. 從 93 年至 98 年冬至前後 10 日海水表面溫度觀察：溫度有逐年上昇趨勢，98 年比 93 

      年高出約 2℃（表六）。  

 

表五：98 年十二及六月冬夏二季所觀測氣溫、海水表面溫度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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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灣西部海水溫度等溫線圖 

 

表六：93-98 年興達港海水表面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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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地區烏魚捕獲量文獻比較分析：參考水產試驗所發佈之烏魚漁況速報及台灣省漁業局

拓漁台灣了解台灣地區民國 55 年至 95 年台灣烏魚漁獲量與近年漁獲量比較分析： 

 

  （一）整理民國 55 至 95 年度台灣烏魚漁獲量表： 

    表七、民國 55 至 95 年度台灣烏魚漁獲量 

年次（民國） 尾數 年次（民國） 尾數 

55 1,149,361 76 629,817 

56 1,047,604 77 726,468 

57 687,164 78 398,542 

58 445,290 79 680,416 

59 735,698 80 506,594 

60 1,090,039 81 1,220,025 

61 383,089 82 517,002 

62 929,909 83 625,670 

63 680,230 84 1,077,204 

64 1,317,508 85 927,333 

65 1,395,965 86 577,388 

66 1,020,545 87 167,294 

67 2,373,949 88 240,942 

68 2,539,642 89 260,935 

69 2,037,129 90 367,309 

70 1,905,034 91 244,267 

71 1,379,438 92 80,925 

72 1,257,355 93 104,489 

73 1,961,187 94 261,238 

74 1,881,434 95 39,700 

75 843,559   

資料來源：1.民國 55-83 年：胡興華《拓漁台灣》，頁 113，臺灣省漁業局，1996。          2.

民國 84-95 年：水產試驗所發佈之〈烏魚漁況速報〉。 

 

（二）繪製折線圖 

表八：民國 55 至 95 年度台灣烏魚漁獲量折線圖 

 



12 

 

1. 我們發現：民國 69、70 年代，一年可以捕獲二百萬尾烏魚。但是從水試所沿近海資

源中心的統計，民國 87 年只剩 167,294 尾，95 年只剩 39,700 尾，今年詢問興達港區漁

會這次捕烏季更只捕獲 8000 多尾烏魚。烏魚漁獲量大減。 

 

七、烏魚漁場探討 

（一）分析冬季洋流及台灣海峽地形，我們發現： 

    1. 冬季間，和東北季風同方向大陸沿岸水盤踞在北半部。南來黑潮支流水由於受制於東 

       北季風和地形（如雲彰隆起）的阻擋，難以向北入侵。黑潮支流水則被侷限於東南部 

       海域（圖七）。 

    2. 冬季時，台灣海峽裡的海水由大陸沿岸的低溫水和由黑潮分支來的高溫水分別盤據於 

       海峽之北部和南部。 

    3. 兩股水團對峙於雲彰隆起附近而形成海洋鋒面（下圖紅色位置），是最佳漁獲位置。 

   

 

    圖十：台灣海峽的冷、暖水團間形成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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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台灣海峽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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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本地區興達港及安平港捕獲烏魚最多時之衛星遙測圖，了解海水溫度與烏魚洄游

的關係。 

 

圖十二：86 年度烏魚海漁況速報第 7 號 -- 台灣西部表面海溫分佈圖 

 

1. 根據烏魚漁況速報 85-86 年第 8 號，觀察 85 年 12 月 24 日興達港、安平捕獲烏魚最多的

時候（55732 尾）水溫圖，我們發現 

（１） 大陸沿岸流貫穿雲彰隆起，19℃以下的大陸沿岸流已盤據臺灣海峽北部及中部

海域，冷水舌前緣 19℃等溫線突入大安及梧棲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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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當大陸沿岸流冷水前緣（21℃）通過澎湖向南延伸至臺灣西南海域，並與臺灣

沿岸水及黑潮支流交匯於臺灣西南海岸，形成狹窄海洋鋒面帶，此時水溫線密集（溫

度梯度大），對魚群之阻隔作用大，有助於魚群聚集洄游，且西南部漁場大都為

30∼50 m 海底急坡、範圍較狹小可能促使魚群集中，而成為最佳作業漁場。 

（３） 大陸沿岸流愈向南深入，茄萣漁獲量則愈豐。 

 

（四） 再分析 94 年 12 月 30 日衛星遙測圖，我們發現 

 

 

圖十三：94年12月30日衛星遙測圖 

     

    1.臺灣西海岸中部以北之大安、梧棲一帶，水溫約20℃ 

    2.西南沿海岸並未形成良好的海洋鋒面漁場 

    3.依水產試驗所發布之烏魚漁況速報記載，當時主要捕獲量於（大安、梧棲）佔 43.42  

      ％。 

（五） 分析98年12月份衛星遙測圖，我們發現： 

    1.興達港附近無21℃冷水域盤踞，亦無海洋鋒面漁場出現。 

    2.依水產試驗所及報紙發布之烏魚捕擭量，有漁擭地為大安、梧棲及基隆、宜蘭一帶海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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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98年12月21日衛星遙測圖 

 

（五）綜合分析上列三張圖： 上列兩張圖顯示黑潮支流之強弱，可判斷魚場位置偏南或偏北。 

1. 我們發現烏魚主要作業漁場向北、向南移動，黑潮支流流勢是重要變異因素。 

2. 當黑潮支流持續強勁且異於往年，則會經常於中部以北形成漏斗狀之良好漁場，該漁

場漁獲量僅次溫度鋒面漁場。 

   3, 近年來，基隆、宜蘭一帶海域也可捕撈到烏魚，是否是新的洄游路線及產卵場，仍待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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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探討本地區冬季氣候、氣溫與海水表面溫度的展趨勢：再根據表一、二、三、四資料彙

整，進行氣候、氣溫及海水表面溫度關係曲線分析（圖五~圖八）從所觀測統計分析結果可發

現： 

（一）海水溫度終年維持在 20 °C 以上。 

（二）由圖五~圖八分析可知本地區十二月份及一月份海水表面溫度，平均在 23.9℃，冬至前 

   後 10 天的水溫大部分與月均溫 23.9℃並無明顯差異。 

（三）海水溫度通常變化不大，所以對氣溫的反應比較不明顯，夏季時海面氣溫比陸地低， 

   冬季時又比陸地高。 

 

二、本地區海水等溫線分佈分析結果: 

（一）利用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從 93 年至 98 年冬至前後 10 日海水表面溫度觀察：溫度 

      有逐年上昇趨勢，98 年比 93 年高出約 2℃（表六）。 

（二）從台灣周邊海域海面水溫等溫線圖分析，發現本地區冬至前後海水表面溫度正逐漸升

溫，而且 18、19、20 度等溫線在 2005 年(94 年)還呈漏斗狀，延伸到台灣西南部海域，

其年度烏魚漁獲量尚有 261238 尾，而 2008 年(民國 97 年)台灣西南部海水表面溫度等

溫線分佈在 22 度~24 度之間，根據興達區漁會表今年興達港漁漁獲只有 8000 尾左右。 

 

三、再從冬季洋流及台灣海峽地形探討烏魚魚場： 

（一）發現台灣海峽的冷暖水圍問形成鋒面，水溫線密集（溫度梯度大），有助於魚群聚集洄 

      游。 

（二）綜合上述分析台灣西南部海水表面溫度的改變及洋流時漁場的改變對台灣歷年烏魚漁 

      獲量比較分析： 

     1.分析本地烏魚漁獲最好時候水溫等溫線圖分析：當大陸沿岸流冷水前緣（21℃）通過

澎湖向南延伸至臺灣西南海域，並與臺灣沿岸水及黑潮支流交匯於臺灣西南海岸，形

成狹窄海洋鋒面帶，此時水溫線密集（溫度梯度大），有助於魚群聚集洄游，且西南部

漁場大都為 30∼50 m 海底急坡、範圍較狹小可能促使魚群集中，而成為最佳作業漁場。

大陸沿岸流愈向南深入，茄萣漁獲量則愈豐。 

     2.我們發現烏魚主要作業漁場向北、向南移動，黑潮支流流勢是重要變異因素。 

     3.當黑潮支流持續強勁且異於往年，則會經常於中部以北形成漏斗狀之良好漁場，該漁 

      場漁獲量僅次溫度鋒面漁場。 

 

三、烏魚洄游現象，主要還是受到海水水溫的影響。 

 （一）烏魚以沿岸沙泥底環境為主要棲息環境，又以 20～22°C 的水溫為其所好，所以在冬 

      季（約冬至前後）因為受東北季風吹送，烏魚會從寒冷的北方向溫暖南方洄游。 

 （二）依分析衛星遙測圖及各地漁獲量，我們發現絶佳的烏魚捕獲地點恰好在 20～22°C 之 

間。 

 （三）烏魚為變溫動物，些許水溫變化對其棲息環境必有重大影響，當西南海域的表面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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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往年前上升，表面水溫升高，使烏魚不再往南洄游；傳統的烏魚魚場已不復當年。 

 （四）近年來，基隆、宜蘭一帶海域也可捕撈到烏魚，是否是新的洄游路線及產卵場，仍待 

      調查。 

陸、結論 

    由上推論： 

一、烏魚洄的特性，甚受習性影響，烏魚為變溫動物，些許水溫變化對其棲息環境必有重大

影響。根據本地區氣象觀測估果發現本地區沿海海水表面溫度正逐漸升高，加以南方暖

流（黑潮支流）增強向北推進阻擋大陸沿岸冷水流南下，大陸沿岸寒冷海流減弱，烏魚

不易越過雲彰隆起南下產卵。兩者造成烏魚不再南下的主要原因。所以興達港地區的烏

金已不在後昔日。 

二、近年來，基隆、宜蘭一帶海域也可捕撈到烏魚，是否是新的洄游路線及產卵場，仍待調

查。 

三、烏魚的產量大減，可能受附近海域氣象變化的影响，因此，如能針對本地區海域氣象變

化進行深入探究，可能對台灣西南部漁場方向與位置有新現，值得後續研究。因此海洋

變動速度超乎人類預期，未來要如何確保海洋生物資源與人類生存永久持續，是重要研

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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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503 

基本氣象資料收集詳盡，各項現地測量資料可以配合海面不

同距離以及研究主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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