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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著重於台灣西南海域的沙勞越頭鯊（Cephaloscyllium sarawakensis），又稱為沙勞越

絨毛鯊）。透過在高雄梓官區的蚵仔寮下雜魚場將近二年的觀察和採集，記錄沙勞越頭鯊的

數量、大小、性別等重要資料，再透過數據分析，推算出牠的繁殖週期。近期學界發現沙勞

越頭鯊特殊的生殖方式-持續單一卵生(sustained single oviparity)，我根據這個理論分析採集

紀錄的數據推測沙勞越頭鯊的產地及繁殖季節，而且我在將近兩年的調查記錄沙勞越頭鯊

發現了牠們有不少特點。文中可以完整地把我這近兩年來調查記錄的所有發現一一陳述。 

 

壹、研究動機 

到 2016 年 3 月底為止，目前全世界的鯊魚總共被分類為 9

個目，34 個科，105 屬，約 506 種。鯊魚的分類主要有幾種

以下方式： 

1.牙齒：許多鯊魚因為食性的差異，種類間演化出不同形

狀的牙齒，這種牙齒的差異性就很常被科學家拿來當

鑑定的種類依據之一。 

2.鰭的位置：每種鯊魚的背鰭、胸鰭、腹鰭、臀鰭和尾鰭

的相對位置都不一樣。各種鯊魚的行為模式都不一

樣，因此他們的背鰭、胸鰭、腹鰭、臀鰭和尾鰭的相

對位置也會不一樣。  

3.盾鱗：每種鯊魚盾鱗的形狀位置都不同。盾鱗的形狀及排列影響各種鯊魚的游泳效

率，因此會隨著鯊魚的不同行為模式而也所改變，所以也是相當重要的鑑定特徵，不

過要注意的是在身體不同部位的盾鱗形狀並不完全一致，在比對鑑定中時要採用身體

相同部位的盾鱗進行才有效。 

4. 交尾器：每種雄鯊魚的交接器都不一樣。 

5.有些深海鯊魚會利用不同的方式發光，一種是反射螢光(Biofluorescence)，另一類會是利

用自身合成，經過化學反應產生的一種冷光稱為發射螢光(Bioluminescence)。 

6.其他像是脊椎骨的節數、肌肉或軟骨的形態等，都是可以幫忙鑑定物種的指標。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鯊魚，雖然台灣海洋生物物種的多樣性高，但鯊魚依然不是容易觀察或取

得的物種，我們對牠們的了解程度遠不如硬骨魚類。之前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的副研究員何宣慶老師，便於 2016 年開始跟著他一起在魚市場及下雜魚場進行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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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採集，希望能藉由在下雜魚場的調查與採集，知曉更多鯊魚的秘密。 

我之所以會選擇沙勞越頭鯊（又稱為沙勞越絨毛鯊）作為主要觀察對象，除了牠如氣球般的

獨特外型。在與 Kazuhiro Nakaya (北海道大榮譽教授)的訪談中，發現了沙勞越頭鯊非常特

別，不同於其他一般卵生鯊魚的卵鞘顏色較深，沙勞越頭鯊的卵鞘是接近透明的，這樣的模

式在野地是非常危險，幼鯊和卵鞘非常容易被發現且吃掉，違反大自然保護色的機制，同時

也想進一步了解牠們的成長、食性、棲息地、生殖週期等更多資訊。除了研究沙勞越頭鯊以

外，何老師也建議我，可以同時進行伯氏豹鯊（又稱為梅花鯊）、哈氏原鯊和梭氏蜥鯊的觀

察，因為在這些貓鯊科鯊魚的比較之下，更能夠突顯出絨毛鯊數量和族群的異同。 

雖然沙勞越頭鯊在 2005 年就被發表為新物種，但我們對牠們的了解甚少(Nakaya et al.,2013)。 

沙勞越頭鯊常見於高雄外海底拖船的混獲中，因此我選擇在高雄梓官區的蚵仔寮下雜魚場進

行長期觀察，希望能藉此更了解沙勞越頭鯊的習性。我根據這個理論分析採集紀錄的數據

推測沙勞越頭鯊的產地及繁殖季節，而且我在接近兩年的調查記錄沙勞越頭鯊發現了牠們有

不少特點。在本文中完整的把我這近兩年來調查記錄的所有發現一一陳述、討論。 

 

貳、研究目的 

一、藉由在高雄市梓官區蚵子寮漁港的下雜魚場中收集沙勞越頭鯊，分析它們在南台灣的數

量、性別、成熟度，以了解沙勞越頭鯊的生活環境與生活史，並取得其成長、食性、

棲息地、年齡與生殖週期等相關資料。 

二、分析並比較沙勞越頭鯊與梭氏蜥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等出現季節與相關性。 

三、研究的過程中了解收集資料的程序、觀察標本的細節，訓練邏輯推理的能力與解決收集

資料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生物來源：高雄市梓官區蚵仔寮漁港下雜魚場 

二、採集器材：籃子、雨鞋、水桶、冰桶、手套、鐵夾、夾鏈袋 

三、研究器材： 手機、筆、紀錄本、測量板、解剖用具、酒精、標本瓶 

四、研究地點：梓官區蚵子寮下混獲雜魚場、自家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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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樣本取得與量測：自 2019 年 4 月起每兩個禮拜前往高雄蚵仔寮下雜魚場對當日的沙勞

越頭鯊進行量測及記錄。 

   

由一箱箱的下雜魚中找出目標（沙勞越頭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及梭氏蜥鯊） 

   

利用測量板量測其吻部至尾鰭末端的長度，以釐米為單位記錄 

伯氏豹鯊 

 

沙勞越頭鯊(公) 

 

沙勞越頭鯊(母) 

根據鯊的交尾器判斷其性別 

   

若有發現卵鞘或斷尾等特殊情況也加以備註。(上圖中)沙勞越頭鯊的卵鞘可能是在捕撈

過程由母體中擠出，因為卵鞘並沒有纏著大陸棚上的底棲物。 

梭氏蜥鯊卵鞘 沙勞越頭鯊卵鞘 

小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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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1.探討沙勞越頭鯊的棲息環境、形態構造與共棲生物的種類 

2.探討沙勞越頭鯊在不同月份族群數量（公母、大小）的變化 

3.了解哪些月份可以找到卵鞘，以及卵鞘數量的變化 

4.推測沙勞越頭鯊的動物行為與生活習性（生存防禦機制、求偶模式、生殖策略等） 

三、統計與分析收集到的數據，收集相關論文資料。 

四、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一)、沙勞越頭鯊 Cephaloscyllium sarawakensis 

1.脊索動物門、軟骨魚綱、真鯊目、貓鯊科、頭鯊屬、沙勞越頭鯊種。沙勞越頭鯊在

2005 年由 Yano, Ahmad & Gambang 命名。 

2.體粗壯如紡錘形，向後逐漸尖細。吻端寬圓而吻短 。前鼻

瓣呈三角形，沒有皮瓣。體呈黃褐色，體背斑紋在成長

過程中變化大，成魚在第一背鰭前有兩個棕色鞍狀斑，

幼魚則有 3 個；第一個棕色鞍狀斑約於眼睛後方，第二

個位於胸鰭 1/3 處；幼魚的第三個鞍狀斑位於第一背鰭之前，隨著成長而變淡；

體側散佈許多黑色圓斑。 

3.棲息於近海、沿岸的砂泥底區。主要以硬骨魚類為食，偶亦捕食其它小型鯊魚或烏

賊。  

 

 

   

將沙勞越頭鯊帶回家解剖，以了解其食性與構造 

左圖：幼鯊體側散佈

許多黑色圓斑，而黑

色圓斑會隨著成長而

變淡。 

沙勞越頭鯊口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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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息於水深度上下限約 100 - 200 m，分布於太平洋亞熱帶海域（圖 4），包括台灣南

部、西南部海域的深海、砂泥底、近海沿岸（圖 5） 。 

5.漁業用途：只有當成混獲處理。 

6. 繁殖方式：傳統軟骨魚生殖方式分為卵生與胎生，胎生又分沒有胎盤連結（也就是

以前的卵胎生）與有胎盤連結。沙勞

越頭鯊的「持續單一卵生」方式，就

是母鯊在體內將鯊寶寶孵化到成形，

再將罕見的透明卵鞘掛在海中（普通

卵生鯊魚的卵鞘是暗褐色），因此已經

擁有擬態斑點的小鯊魚，就不容易被

其他魚類攻擊。出生後的沙勞越頭鯊

更是接近 13 公分大，與成年的父母體

型 45 公分差距不大，很快就達到下一

個繁殖週期 (大型鯊魚出幼體和成體體

長差異非常大，例如鯨鯊剛出生約 55-

70 厘米但成體可達 20 公尺) ，擁有哺乳類動物保護孩子到一定大小特性，但這

樣的方式每次僅能生產兩個卵鞘，相較於一般鯊魚每年生產的卵數，僅約四分

之一。註：因為標本經過冷藏，所以卵鞘變得混濁。 

7.沙勞越頭鯊遇到天敵時會將大量的海水吸到肚子裡將自己膨脹來嚇唬天敵（如下

圖），讓天敵沒有辦法將他吃掉，或是將自己卡在礁岩間，不被潮浪沖走。 

圖 5 

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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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前 吸水後 

 
 

 
 

  

 

(二)、伯氏豹鯊 Halaelurus buergeri  

1.真鯊目貓鯊科，分佈於西北太平洋棲息

80 - 210m 的大陸棚到大陸坡的底棲性魚

類（圖 6），卵生，在子宮中有數卵囊，

胎兒在卵囊中發育至早期產出，為卵生

和卵胎生之間的中間類型。 （複卵生）

最大約 50cm 身體細長，茶褐色皮膚遍

佈黑色斑紋。 

2.長的似哈氏原鯊，很容易認錯，伯氏豹鯊的第一背鰭位置比腹鰭後面一些，可從這

點分辨。 

膨脹 
 

膨脹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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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體型修長，近似圓柱形或稍縱扁。頭短而寬扁；尾部細長側扁。吻短，小於口寬之

半。眼大，橢圓形，下眼瞼上部分化成瞬褶。鼻孔斜列，位於口前，前鼻瓣近似三

角形，與上頜有一短距離，無鼻鬚；無口鼻溝。口寬大，亞弧形；上下唇褶短，見

於口隅；齒細小，3-5 齒尖型，多行使用。噴水孔小，半月

形，位於眼後。 

4.盾鱗細如絨化，3 棘突 1 脊突。背鰭 2 個，小型，第一背鰭略

大，形狀略同，皆上角圓鈍，下角鈍尖，但不突出；第一背

鰭起點與腹鰭基底後部相對；臀鰭比第二背鰭小，後端微

凹，後角微凸；腹鰭大於背鰭；胸鰭寬而圓；尾鰭略小，上

緣不具 2 縱行鋸齒狀大鱗，上葉發達；尾鰭下葉前部微突出，與中部連合，中部與

後部間有一缺刻，後部與上葉相連呈圓形。體淡褐色，體側具暗色橫帶及黑色斑

點，三五成群夾雜，似梅花狀排

列；各鰭亦具黑色斑點。 

(三)、梭氏蜥鯊 Galeus sauteri  

1.真鯊目貓鯊科。分佈於西太平洋、卵

生、棲息於大陸棚斜坡（圖 7）。最

大約 45cm，體型修長，近似圓柱形

或稍縱扁。頭平扁，頭寬大於頭

高；尾部細長側扁。吻端呈窄拋物

線。 

2.眼大，橢圓形，下眼瞼上部分化成

瞬褶，瞬褶下方具一深溝。鼻孔斜

列，位於口前，前鼻瓣具一個三角

形突出，無鼻鬚；無口鼻溝。口寬

大，弧形，口閉時齒暴露；上下唇

褶發達；齒細小，3-5 齒尖型，多

行使用。噴水孔小，新月形，位於眼後。 

伯氏豹鯊 
 

梭氏蜥鯊 

梭氏蜥鯊 
 

圖 7 

 

伯氏豹鯊口喙 
 

伯氏豹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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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盾鱗細如絨化，3 棘突 1-3 脊突。背鰭 2 個，小型，大

小和形狀略同，第一背鰭起點與腹鰭基底後端相對；臀

鰭低而延長，內角突出，末端達第二背鰭下角後方；腹

鰭大於背鰭；胸鰭寬而圓；尾鰭狹長，上緣具 2 縱行鋸

齒狀大鱗，上葉頗發達；尾鰭下葉前部不顯著突出，與

中部連合呈倒三角形，中部與後部間有一缺刻，後部與上葉相連呈圓形。體褐色，

體背無鞍狀暗斑；背、尾鰭後端黑色。 

(四)、哈氏原鯊 Proscyllium habereri   

1.真鯊目原鯊科。棲息於西北太平洋

的大陸棚或大陸棚邊緣，的底棲

性魚類。卵生 ，最 大體長約

65cm。日本原鯊與哈氏原鯊同屬

原鯊科，黑色斑紋的密度比哈氏

原鯊高，這是外觀上唯一不同

的，因此很難分辨。 

2.有學者認為哈氏原鯊純粹是日本原鯊的突變個體， 體型頗為修長。頭平扁，頭寬比

頭高大。頭蓋骨具眶上脊。吻短而鈍圓。眼狹長，兩端尖，下眼瞼上部分化成瞬

褶。前鼻瓣細長，幾達口裂部，無鼻鬚；無口鼻溝。口寬大，亞弧形形；唇褶短

小；口裂內部及鰓耙邊緣具乳突；齒細小密列，5 齒尖型。噴水孔中大，卵形，

位於眼後。 

3.盾鱗 3 棘突 2 脊突。背鰭 2 個，第一背鰭位於胸鰭與腹鰭間，靠近腹鰭起點，上角

圓鈍，後角凹入，下角尖突延長；第二背鰭大小及形狀略同於第一背鰭；腹鰭小

於背鰭；臀鰭低平，與第二背鰭約略相對；胸鰭扇形；尾鰭狹長，上葉發達；尾

鰭下葉前部與中部連合，狹長低平，中部與後部間有一缺刻，後部與上葉相連呈

圓形。體淺褐色，腹部灰白，體側分散著大小不一之暗色斑點，有時具不明顯之

鞍狀斑。  

圖 8 

哈氏原鯊 

梭氏蜥鯊

口喙 

哈氏原鯊

口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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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我於 2019 年 4 月開始收集並記錄蚵子寮沙勞越頭鯊的資料，2020 年老師與我討論，整

理資料並利用科展的機會將其發表。在 2020 年 5 月時，何宣慶老師建議我可以將體型

與棲息環境類似的梭氏蜥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的資料加入一併討論。但因梭氏蜥

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的資料較為不足，所以這次的研究主要以沙勞越頭鯊為主。 

二、沙勞越頭鯊與梭氏蜥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的棲息地 

1.根據台灣魚類資料庫的描述，沙勞越頭鯊棲息於近海沿岸的砂泥底區，水深度上下限

約 100 - 200 m（圖 1）。 

                  

圖 1  台灣周圍海域的海底地形圖 

紅圈顯示台灣西南方海域海底地形為水深 0 - 200m 的區域 

https://kknews.cc/society/jzreavy.amp 

 

 

 

 

2.下雜魚船的捕撈方式主要是以底拖漁網，沿著海床捕撈漁獲，而蚵仔寮漁船作業海域

正好是在台灣西南海域近海的大陸棚和大陸棚邊緣（圖 2、圖 3），與沙勞越頭鯊

https://kknews.cc/society/jzreavy.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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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棲息地吻合，這就是本研究以高雄市梓官區的蚵仔寮下雜魚場為主要採集

觀察的原因。 

 

 

 

 

 

 

 

 

 

 

 

 

 

 

 

圖 2 台灣西南部近海大陸棚地形示意圖 

紅圈顯示台灣近海區大陸棚所在位置 

http://www.ork.org.tw/education_detail.asp?seq=58&fbclid=IwAR1FxmBO1a3vV_KOwKzaaQMSS62q0

CP5ePVKMiMAZdI_DjEf_YPVcwFgOpM 

 

 

 

 

 

 

 

 

 

 

 

 

 

 

圖 3 台灣近海、經濟海域與大陸棚相關位置地形圖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7%E9%99%B8%E6%A3%9A&source=lnms&tbm=i

sch&sa=X&ved=2ahUKEwiFhv3208XvAhVmyIsBHVmOCuIQ_AUoAXoECAIQAw&biw=1536&bi

h=754#imgrc=CMt-u1kGIM4OuM 

 

http://www.ork.org.tw/education_detail.asp?seq=58&fbclid=IwAR1FxmBO1a3vV_KOwKzaaQMSS62q0CP5ePVKMiMAZdI_DjEf_YPVcwFgOpM
http://www.ork.org.tw/education_detail.asp?seq=58&fbclid=IwAR1FxmBO1a3vV_KOwKzaaQMSS62q0CP5ePVKMiMAZdI_DjEf_YPVcwFgOp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7%E9%99%B8%E6%A3%9A&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iFhv3208XvAhVmyIsBHVmOCuIQ_AUoAXoECAIQAw&biw=1536&bih=754#imgrc=CMt-u1kGIM4Ou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7%E9%99%B8%E6%A3%9A&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iFhv3208XvAhVmyIsBHVmOCuIQ_AUoAXoECAIQAw&biw=1536&bih=754#imgrc=CMt-u1kGIM4Ou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7%E9%99%B8%E6%A3%9A&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iFhv3208XvAhVmyIsBHVmOCuIQ_AUoAXoECAIQAw&biw=1536&bih=754#imgrc=CMt-u1kGIM4O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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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勞越頭鯊出現的季節與性別比例 

表一：沙勞越頭鯊、梭氏蜥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性別紀錄 

日期 
沙勞越頭鯊 梭氏蜥鯊 伯氏豹鯊 哈氏原鯊 

公 母 公 母 公 母 公 母 

 2019/4 1 4             

 2019/5 0 0             

 2019/6 0 0             

2019/7 沒去採集 

 2019/8 1 2             

 2019/9 2 1             

 2019/10 4 4             

 2019/11 5 1             

 2019/12 0 0             

 2020/1 8 5             

 2020/2 0 0             

 2020/3 6 10             

 2020/4 2 2             

 2020/5 6 4 0 0 1 0 0 3 

 2020/6 0 0 0 0 0 0 0 0 

 2020/7 17 6 0 0 0 1 1 1 

 2020/8 0 0 0 0 0 0 2 1 

 2020/9 10 12 5 1 1 0 0 0 

 2020/10 5 9 0 3 2 0 0 0 

 2020/11 5 0 2 0 1 0 0 0 

 2020/12 沒去採集 

 2021/1 62 41 20 6 10 13 0 1 

 2021/2 7 3 12 0 1 0 0 0 

小計 141 104 39 10 16 14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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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表一，沙勞越頭鯊的公母數量 2019 的 4 月、8

月，還有 2020 的 3 月、9 月、10 月母鯊的數量較高。

而 2019 的 11 月與 2020 的 1 月、5 月、7 月、11 月，

以及 2021 的 1 月、2 月公鯊的數量較多。 

2.2019 的 7 月、2020 的 12 月因故沒有去漁港紀錄，所

以紀錄為 0。 

3.由 2019 採集兩次及 2020 採集一次

兩年的統計數量發現 6 月總量為

0，推測可能與漁船作業地點有

關。所以今年會在 6 月繼續觀察此

現象，若此現象再次發生，就可能

與天氣、海流有關。 

4.由表格二發現，2020 的 1 月(太陽

每月日照時間為 228 小時)與 2021 的 2 月(太陽每月日照時間為 228.6 小時)，這兩個月

日照時間都有超過 206.2 小時，把紀錄的 23 個月太陽每月日照時間平均後發現沙勞越

頭鯊出現的太陽每月日照時間平均大約是 220.2 小時，而沒有出現的平均太陽每月日

照時間大約是 206.2 小時，我推測太陽每月日照時間等於或超過 206.2 小時就會有沙勞

越頭鯊出現，也就是沙勞越頭鯊有可能會在天氣溫暖時來到近海大陸棚，而天氣只要

開始變差，牠們可能就會離開近海大陸棚，我總共紀錄了 23 個月，其中有 15 個月符

合我的推論，但有 8 個月不符合，經過計算那個月太陽每月日照時間大約等於或超過

206.2 小時沙勞越頭鯊的出線可能性就會有 65％。 

5.哈氏原鯊是紀錄裡最罕見的鯊魚，原因可能是因為在台灣的族群量本身就不好，或者

主要棲息地不在蚵仔寮附近海域所以捕撈到的數量才會這麼少，會繼續追蹤紀錄。 

6.根據 2019.4~2021.2 的觀察，蚵仔寮外海幾乎整年都可以收集到梭氏蜥鯊的卵鞘，可以

推測此處是牠們的繁殖地，且梭氏蜥鯊本身即為整年度繁殖；沙勞越頭鯊的卵鞘則相

對較少，僅發現數個；哈氏原鯊及伯氏豹鯊的卵鞘則無發現，但有發現少數伯氏豹鯊

和沙勞越頭鯊的孕卵個體。 

 

 

 

 

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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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我的推

論 

 符合我的推

論 

 不符合我的

推論 

 不符合我的

推論 
日期 太陽每月日

照時間大於

或大約等於

206.2 小

時，沙勞越

頭鯊也有出

現 

日期 太陽每月日

照時間小於

206.2 時，沙

勞越頭鯊沒

有出現 

日期 太陽每月日

照時間大於

或等於

206.2 小

時，但沙勞

越頭鯊沒有

出現 

日期 太陽每月日

照時間小於

206.2 小

時，但沙勞

越頭鯊有出

現 

2019.4 每月日照量

239.4 小時 

2019.5 每月日照量

143.4 小時 

2020.2 每月日照量

218.7 小時 

2019.9 每月日照量

198.9 小時 

2019.10 每月日照量

232.7 小時 

2019.6 每月日照量

201.1 小時 

2020.6 每月日照量

287.6 小時 

2020.10 每月日照量

178.9 小時 

2019.11 每月日照量

215.2 小時 

2019.8 每月日照量

129.6 小時 

2021.3 每月日照量

239.4 小時 

2020.11 每月日照量

182.5 小時 

2020.1 每月日照量   

228 小時 

2019.1

2 

每月日照量   

171 小時 

2021.5 每月日照量

282.1 小時 

2021.1 每月日照量

204.1 小時 

2020.3 每月日照量

227.8 小時 

2020.8 每月日照量

182.5 小時 

    

2020.4 每月日照量

218.3 小時 

      

2020.5 每月日照量   

221 小時 

      

2020.7 每月日照量

244.2 小時 

      

2020.9 每月日照量

263.3 小時 

      

2021.2 每月日照量

228.6 小時 

      

 

 

沙勞越頭鯊與梭氏蜥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體長與季節比例 

表三：沙勞越頭鯊、梭氏蜥鯊、伯氏豹鯊、哈氏原鯊體長紀錄(單位：mm) 

日期  沙勞越頭鯊 梭氏蜥鯊 伯氏豹鯊 哈氏原鯊 

 最

小 

最

大 

平

均 

最

小 

最

大 

平

均 

最

小 

最

大 

平

均 

最

小 

最

大 

平

均 

2019/04 
公 152 152 152          

母 157 190 171          

2019/05 
公 0 0 0          

母 0 0 0          

2019/06 
公 0 0 0          

母 0 0 0          

2019/7 沒去採集 

表二 

 

(資料參考自中央氣象局 https://www.cwb.gov.tw/V8/C/C/Statistics/monthlydata.html，表格為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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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 
公 197 197 197          

母 153 223 188          

2019/09 
公 180 180 180          

母 154 154 154          

2019/10 
公 238 300 263          

母 190 400 302          

2019/11 
公 140 210 175          

母 160 160 160          

2019/12 
公 0 0 0          

母 0 0 0          

2020/01 
公 177 234 211          

母 159 220 190          

2020/02 
公 0 0 0          

母 0 0 0          

2020/03 
公 155 215 186          

母 141 235 183          

2020/04 
公 176 243 210          

母 183 185 184          

2020/05 
公 133 191 161 0 0 0 305 305 305 0 0 0 

母 165 182 176 0 0 0 0 0 0 385 495 442 

2020/06 
公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0/07 
公 140 398 201 0 0 0 0 0 0 425 425 425 

母 145 200 179 0 0 0 397 397 397 385 385 385 

2020/08 
公 0 0 0 0 0 0 0 0 0 455 456 456 

母 0 0 0 0 0 0 0 0 0 450 450 450 

2020/09 
公 151 281 204 272 362 317 260 260 260 0 0 0 

母 148 224 177 403 403 403 0 0 0 0 0 0 

2020/10 
公 179 237 197 0 0 0 267 287 277 0 0 0 

母 142 182 169 372 433 395 0 0 0 0 0 0 

2020/11 
公 128 181 165 309 329 319 300 300 300 0 0 0 

母 0 0 0 389 389 389 0 0 0 0 0 0 

2020/12  沒去採集 

2021/01 
公 137 289 180 282 383 342 201 322 256 0 0 0 

母 140 258 180 277 382 318 196 454 299 364 364 364 

2021/02 
公 157 203 179 341 383 325 302 302 302 0 0 0 

母 147 199 174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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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台灣魚類資料庫和國立

海洋生物博物館的生物典藏

管理系統，沙勞越頭鯊最小

個體為 155 mm，最大為

441 mm。 

2.表格三可以完整呈現不同月

份出現個體之大小。而要知

道最小個體和最大個體的出

現月份，是為了瞭解沙勞越

頭鯊從卵鞘中出生會是多

大，進而確定持續單一卵生的說法，因為在持續單一卵生的說法中，幼鯊是在卵

鞘中到了快成熟時才會以卵鞘的形式由輸卵管中產出，卵鞘生出後一段時間內

幼鯊就會突破卵鞘孵化。所以只要最小個體和卵鞘樣本中大小差異不大就可以

完全證明這個論述。2005 年官方紀錄的幼體是 155 mm 所以低於 155 mm 的個體

我們都叫他幼體，參照表三統計數字發現只有 2019 的 5 月、6 月、10 月和 12

月還有 2020 的 1 月、2 月、4 月、6 月和 8 月有幼體的紀錄，這說明了沙勞越頭

鯊沒有固定的孵化期，在全年間皆有孵化。  

3.再來要知道最大個體出現的月份或季節，是為了推斷沙勞越頭鯊的繁殖月份或季

節，進而更加了解沙勞越頭鯊的習性。我們在 2019.10 月還有 2020.7 月都有發

現成熟的大鯊魚，大約在夏季至秋季間，但合併全年都有發現幼體來推論，沙

勞越頭鯊的繁殖月份或季節可能沒有固定。 

 

陸、討論 

一、由於在蚵仔寮海邊尚未放置消波塊時並沒有發現沙勞

越頭鯊的蹤跡，但自從放了消波塊之後陸續有捕到沙

勞越頭鯊的紀錄，所以推測放置消坡塊可能改變了整

個生態，導致蚵仔寮海域出現沙勞越頭鯊。我推測造

成這現象的可能原因為投擲消波塊後在海潮日積月累

的沖刷下會形成類似珊瑚礁的地形，消波塊上的藻類會吸引石蟳、黑齒牡蠣大量繁殖，

也會出現會海葵、藻類等生物進而形成潮間帶食物網，吸引沙勞越頭鯊前來覓食以及護

幼。 

表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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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蚵仔寮位於臺灣西南部海域，面台灣海峽，水深較

淺約 200 多公尺，南部與巴士海峽相鄰。冬天時，

台灣有東北季風的吹拂，而夏天則有西南季風影

響，造成海面擾動混合均勻，在海裡更有終年不斷

的海流經過台灣的海域，帶動海域中整個海水水團

的移動，在這樣的交替作用下，波浪、湧浪複雜多

變，水中溶氧充足，外海水質佳，近岸海灣內則潮

汐海流平緩且穩定。因為緯度的關係，整年陽光照

射充足，溫度適中（年均溫 20℃），更是許多海洋生物喜愛的棲息地，北方魚群會集體

遷移南下渡過寒冷的冬天，南方魚則會北上避暑。 

三、一般卵生鯊魚 v.s 沙勞越頭鯊的生殖方式比較 

        一般卵生鯊魚 沙勞越頭鯊 

產卵量 一次生兩個至很多個 
一次只生兩個卵 

（兩側輸卵管各一） 

護卵行為 無 將卵放在輸卵管內保護 

卵殼顏色 暗褐色 透明 

生殖方式 卵生 
不具胎盤連結胎生 

（趨向於以前的卵胎生） 

幼鯊存活率 幼鯊在體外孵化後生長期較

長，存活率也相對較低 

成鯊小型化可以加速進入生殖週期以

彌補產卵數少的劣勢 

生殖策略 R-selection K-selection 

 

註： 

R-selection 之個體體型較小、繁殖力高、早熟，壽命短，並能廣泛散播子代。子代活到

成熟的生存率較低，但通常仍有足夠子代個體數以維持族群。 

K-selection 之個體體型較大大，壽命長，子代數量較少，親代對子代的完善照顧至子代

成熟。因此子代活到成熟的機率較高。 

四、關於沙勞越頭鯊、梭氏蜥鯊、伯氏豹鯊還有哈氏原鯊的每月卵鞘的數量，還有發現的個

體是否具有繁殖能力等都是之後我會繼續調查的，目的就是為了更了解這些鯊魚的特

性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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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經由這段期間的觀察，發現我的觀察符合 Nakaya 等人的描述： 

 

1.卵佔母體比例大 

2.卵會留在輸卵管很長一段時間（時間多久未知） 

3.小鯊在卵中發育，直接長出複雜的斑紋 

4.卵產出後小鯊就已經有足夠的擬態 

5.卵是透明的（多數鯊魚卵有保護色） 

6.小鯊出生約 12-13 公分左右 

7.母鯊年間產卵量相當少，是維持族群的劣勢 

8.為了可以維持族群，所以母鯊在 40 公分左右就可

以繁殖（其他絨毛鯊要到一公尺左右）， 成鯊身

上的斑點會漸漸退掉，跟其他頭鯊成鯊斑紋越來

越複雜不一樣。 

9.雖然沙勞越頭鯊捕捉到的個體數量不少，但捕撈到的卵鞘數量卻異常的稀少，所以更

能證實持續單一卵生，也就是卵鞘生下後，小鯊魚不久後就會孵化。  

10. 從我的研究結果發現，幼魚出現沒有特定季節，最大成魚出現也沒有特定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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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09  

1. 本研究透過在高雄蚵仔寮下雜魚市場，進行約二年的採

集，記錄沙勞越頭鯊的數量、大小、性別等資料並透過數

據分析，推算出牠的繁殖週期。對單一作者兩年的調查研

究辛勞，值得鼓勵與嘉許，研究作品的內容具鄉土教材性

及實用價值。 

2. 建議作品說明書的書寫，針對圖與表宜給予編號，以利釐

清、討論、避免混淆。摘要不宜當成簡介，需將發現擇要

說明。 

3. 作者提出日照時間長時，採集到沙勞越頭鯊的數量也較

多，推論出有可能在天氣溫暖時來到近海大陸棚，但 2021

年 1，2 皆是冬季海水應較低時，但採集到大量的沙勞越頭

鯊、結果似乎與推論不相符。故僅從魚獲量中分析沙勞越

頭鯊的大小、數量與日照及環境因子等關係就依此下觀察

結論，不是很科學。 

C:\Users\cutes\Downloads\030309-評語 

  



 

 

 

 

 

 

 

 

 

作品簡報 


























	030309-封面
	030309-本文
	摘要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伍、研究結果
	陸、討論
	柒、結論
	捌、參考文獻資料

	030309-評語
	030309-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