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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往日本研習穩定同位素相關技術期間，參加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舉辦

之「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此講座開放給日本國內外穩定同位學者、專

家或未來可能利用穩定同位素的研究人員。講座期間實地操作碳、氮穩定同位素

測量儀器 EA conflo IV 及 DELTA V Plus，並分組實際測量及分析研究樣本。另參

訪東北大學、東京大學、海洋研究開發機構、熊本大學等穩定同位素相關研究室，

瞭解此技術應用於不同領域的研究例。於研習間完成 50 筆西南海域底棲魚類及

中層魚類碳、氮穩定同位素樣本的分析，初步建構西南海域底棲生物食物網與櫻

蝦漁場食物網的魚類食物網位階。研習期間所完成的成果，以「Food web analysis 

of Sergia lucens (Hansen, 1922) fishing ground」為題，在 11 月 2-4 日京都舉行的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sotope Ecology 2010 in Kyoto」上 1 分鐘口頭及壁

報展示的方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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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1. 目的 

近年來生物體內穩定同位素測量相關技術被廣泛應用於食物網、生態系的建

構及污染源的追蹤等研究。傳統上食物網的建構以各物種的食性研究逐步建

構，但食性研究通常難以定位食物網的位階且多數胃內容物難以鑑定。故建

立穩定同位素比值的食物網位階技術後，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相繼引進相關研

究方法。近年來國際漁業組織呼籲生態系管理的永續漁業模式。生態系管理

的漁業模式頇建構食物網或生態系才能提供良好的漁業管理及監測。但目前

國內尚缺乏海洋食物網或生態系的建構資料，以提供漁業、環境污染及氣候

變遷等對漁業資源利用的影響監測。本計畫為了彌補此等缺憾，前往日本研

習生物體內穩定同位素測量相關的基礎及生態環境應用研究。擬在台灣西南

海域逐步結合群聚生態、傳統食性及食物網等研究，建立生態系管理漁業模

式，所得結果有助於未來研擬生態系管理的永續漁業模式。 

 

2. 過程 

2010/08/30 (一) 桃園國際機場 (台灣) → 關西國際機場 (日本) → 京都

08:30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BR2132 班機飛往日本大阪，飛行時數 2

小時 40 分鐘於當地時間 12:10 降落大阪關西國際機場。經入國審查及領取行

季後，搭乘 13:16 往京都的特急電車於 14:31 到達京都車站。於車站轉乘市內

巴士約 20 分後，到達預約的旅館辦理住宿手續後，約 16:00 入房。當天晚上

準備隔日的資料及預計在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上介紹目前拖網相關研究內容的簡報檔。 

 

2010/08/31 (二)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早上 08:13 從京都搭 JR 琵琶湖線至瀨田站，再搭 08:40 的巴士前往京都大學

生態學研究中心。於 09:00 到達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前往本次穩定同

位素生態學講座的主辦人陀安一郎准教授研究室。陀安准教授以共同研究者

的名義向研究中心申請到桌椅及網路的使用權限，並介紹講座的另一課程講

師奧田昇准教授及課程中擔任助手的研究生及職員。上午陀安一郎准教授帶

領參觀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的內外設施及研究儀器室。下午陀安准教授

介紹近 10 本的穩定同位素生態研究相關書籍，翻閱尚未購讀書籍並記下購書

用相關資訊及閱讀。17:52 搭中心前的末班車後，於 20:00 左右回到旅館。 

 

2010/09/01 (三)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搭前日同班公車於早上 09:00 到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後，開始利用瑪瑙

缽磨碎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肌肉樣本至粉末狀。10:00 陀安准教授招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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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同位素講座相關工作人員至教室。陀安准教授於教室講授同位素標本樣

本的意義及實際校正儀器側量值的數學式到中午。13:00 繼續台灣西南海域底

棲魚類肌肉樣本的磨碎作業。今日完成 12 肌肉樣本的磨碎作業，並取重覆的

12 詴料，放入丙酮離心分離，拋棄上清液。重覆 3 次動作後，完成脫脂作業。

並於抽氣櫃中放置 1 晚待丙酮完全蒸發。17:52 搭中心前的末班車後，於 20:00

左右回到旅館。 

 

2010/09/02 (四)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早上 09:00 到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後，取出前晚放置於抽氣櫃中的脫脂

肌肉樣本，放置於攝氏 60 度的烘箱 24 小時。10:30 開始製作本次研習介紹筆

者的過去研究成果及規劃利用穩定同位素技術於台灣西南海域漁場生態系簡

報檔。17:52 搭中心前的末班車離開。 

 

2010/09/03 (五)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早上 09:00 到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後，取出烘箱內的脫脂肌肉樣本。將

脫脂及未脫脂魚類肌肉樣本共 24 個封裝於穩定同位素分析用鍚杯。17:52 搭

中心前的末班車離開。 

 

2010/09/04 (六)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本日為「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課程開始的第 1 日。六、日兩天的課

程為針對 A 課程學員(利用同位素應用於生態學研究且本次課程自備樣本)或

自願參加的 B 課程學員(即將利用同位素的研究學者)。京都大學為日本國內

的穩定同位素儀器中心。去年由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輔助購買

Delta V Plus 及 EA Conflo IV，可測量樣本中碳、氮、氧及氫等元素的穩定同

位素比。課程開始時間為 13:30，預計課程時間為 13:30-17:00。前往生態學

研究中心的公車每 2 小時才 1 班車，故早上約 11 點左右從京都的旅館出發，

於 JR瀨田站搭上13:15的公車。課程開始由陀安准教授介紹課程安排及目的，

並由參加這 2 日課程的學員自我介紹服務機構及目前的研究方向(B1 課程學

員另加介紹未來利用穩定同位素的研究方向)。自我介紹結束後，前往穩定同

位素分析儀器室介紹本課程所使用的 Delta V Plus 及 EA Conflo IV，另同時介

紹較舊型的 Delta S 及 EA1108。本次課程目標之一為習得穩定同位素儀器的

操作及秏材更換，使研究人員能自行操作為原則。故每個步驟都詳細解說並

實務操作儀器。首先教導如何關閉暖機中的 Flash EA，並進行穩定同位素儀

器的消秏品之更換作業。首先取下燃燒管及還元管並更換管中的石英棉、金

屬銅及氧化鈷。另同樣實地操作舊型儀器 EA1108 的燃燒管及還元管秏材更

換作業。更換秏材後，確認氩、氧、氮及二氧化碳的鋼瓶壓力計指示在指定

數值後，記入數值至使用記錄薄。玻璃管破裂測詴前，先啟動 Flash EA。再

開啟操作軟體 Acquisition 關閉燃燒爐、還原爐及烘箱後，確認氩氣的壓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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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為設定值，另開啟氧氣確認 Carrier, Oxygen 及 Reference 氣體壓力為正常

值後，下指令送氣體至儀器內。各氣體壓力上升至設定值後，開始以操作軟

體進行玻璃管破裂測詴。測詴結束確認壓力無異常後，以操作軟體設定燃燒

爐、還原爐及烘箱溫度後開始加熱升溫至預設值，並暖機至隔日使儀器穩定。

17:45 左右新儀器的 Delta V Plus 及 EA Conflo IV 已設定結束，由於已接近中

心前公車的末班車時間，故僅留下學習舊型 Delta S 及 EA1108 的操作的學員

留下來繼續聽講。Delta S 及 EA1108 的操作介面為 DOS 系統介面外，其餘操

作原理與新儀器相似。學習舊儀器操作至設定結束已過 19:30，走路至 2 公里

外的滋賀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公車站搭公車，回到京都的旅館已近 22:00。 

 

2010/09/05 (日)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早上從京都搭 JR 琵琶湖線至瀨田站，於 08:30 搭上第一班往生態學中心的公

車，08:50 前至辦公室閱讀電子信件及溫習前一日的儀器操作流程。09:00 前

往教室由陀安准教授解說穩定同位素生物樣本分析的檢體前處理方法及已保

存樣本分析的注意點。主要重點為(1)福馬林固定的歷史性生物樣本可用於氮

穩定同位素的測量上，但碳穩定同位素因組織中的碳同位素比值受到福馬林

的碳穩定同位素的干擾而比值已改變，無法測出原來生物樣本的碳穩定同位

素值。(2)具碳酸鈣質外殼或骨針的生物在穩定同位素測量前需用鹽酸處理。

目前碳、氮穩定同位素的基準物質分別為 VPDB 及 Air-N2。穩定同位素測量

比值定義式為(以氮為例) 

      
         

      

         
  

        

做為不同儀器測量穩定同位素比值比較用。測量校正用樣本的丙氨酸為消除

穩定同位素儀器在測量時因氣壓或 carrier gas 的微量變化所造成的同位素比

值的變動。另可用來計算氮穩定同位素的量依存效果的大小。另說明本次課

程中，實際的樣本及校正樣本的放入順序及數量。 

 

吸水管更換 

09:30 離開教室前往儀器室，將烘箱溫度由 120 度設定為 45 度後，放置至自

然降溫為設定溫度。儀器降溫前，預先製作更換用吸水管。待儀器降至設定

值後，更換儀器上的吸水管。本次更換前發現 Delta V Plus 的吸水管已破裂，

故順便教導破裂吸水管的更換方法。重新安裝吸水管時，頇避免玻璃綿纖維

附著於 o-ring(加熱後吸水管會破裂)並進行漏氣測詴。測詴後，確認電腦顯示

carrier flow 的流量為 88~92 ml/min 並儘量調整至 90ml/min。 

 

離子偵測探針的開啟 

打開儀器離子偵測探針前，先確認離子源的真空度為 1.0~1.2e-007 mbar，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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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數值在儀器使用記錄簿上，並確認 MS state。打開探針前點一下軟體的

accessories 右端的 source off，關閉 Ion source 的電源。這時儀器前面顯示板

上的 Voltage 和 Emission 會轉為橘色並電腦螢幕上的 Ion source 之 HV, Box 及

Trap 的數值變為 0。將探針往反時針方向緩慢旋轉 1/4 轉並確認真空度從

1.0~1.2e-007 mbar 變為 1.5~1.8e-0.06 mbar(如真空度為 e-006 mbar 後段及

e-005 mbar 顯示無氩流入儀器中，故馬上關閉探針後向管理者報告)。如 Ion 

source的真空度穩定於上述數值後，點一下 accessories 右端第 2 個的 source on

打開 Ion source 的電源並記錄數值至使用記錄薄。5~10 秒後，儀器前面顯示

板上的 Voltage 和 Emission 會轉為綠色並電腦螢幕上的 Ion source 之 HV, Box

及 Trap 的數值開始上昇。於 Flash EA Window 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 Display 

Method 的 Detector 頁。選 Filament on 並按下 Send 開啟 TCD 電源。於 Flash EA 

Window 上按下滑鼠右鍵，選擇 Display status 開啟 Flash Status、Detector 並確

認探針已開啟，等待背景值下降。通常待機器運轉 1 日再放樣本測量，但時

間有限時可立即開始測量，此時頇注意測量環境尚未開始穩定。另舊儀器操

作也同樣進行，A 組人員則先離開開始製作標準樣本。課程結束已過 17:30，

收拾行李並趕至研究中心前公車站搭上 17:52 未班公車，回到京都的旅館約

20:00。 

 

2010/09/06 (一)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早上 09:00 到達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本日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正式

開始的第 1 日。課程內容安排如下:  

09:00-09:40 講座課程的解說(陀安一郎 准教授)，學員的自我介紹 

09:40-10:30  A 組研究主題簡報及學員分組 

10:30-12:00  課程 1 「穩定同位素的基礎」 講座教授 陀安一郎 准教授 

13:00-15:00  測量樣本的粉碎、脫脂及封裝 

15:00-17:00  blank、標準樣本的分析 

課程結束至研究中心前公車站搭上 17:52 未班公車，回到京都的旅館 20:00。 

 

2010/09/07 (二)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早上 09:00 到達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課程內容安排如下:  

09:00-10:00 質譜儀 Delta V 操作的解說 

13:00-14:00 課程 2 「琵琶湖的食物網」講座教授 奧田昇 准教授 

14:00-17:00 分析結果的整理、各班的指導 

課程結束至研究中心前公車站搭上 17:52 未班公車，回到京都的旅館

20:00。 

 

2010/09/08 (三)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早上 09:00 到達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課程內容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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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00 分析結果的整理、各班的指導 

13:00-15:00 A 組學員的穩定同位素相關研究簡報 (各 30 分) 

14:00-17:00 分析結果的整理、各班的指導 

課程結束至研究中心前公車站搭上 17:52 未班公車，回到京都的旅館

20:00。 

 

 

2010/09/09 (四)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早上 09:00 到達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課程內容安排如下: 

09:00-12:00  分析結果的整理、各班的指導 

13:00-15:00  B1 組學員(包括筆者)的研究介紹及穩定同位素研究規劃簡

報 (各 30 分) 

15:00-17:00 各組開始整理分析的結果及製作簡報檔 

課程結束至研究中心前公車站搭上 17:52 未班公車，回到京都的旅館

20:00。 

 

 

2010/09/10 (五) 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 

早上 09:00 到達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課程內容安排如下: 

09:00-12:00 各班學員的指導 

13:00-14:00 各班學員的指導 

14:00-17:00  B1 組學員的研究及穩定同位素研究規劃簡報 (各 30 分) 

17:00 結束餐會後，於 21:00 由京都大學准教授開車送回旅館。 

 

2010/09/11 (六) 京都 

在旅館整理分析「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期間分析之台灣西南海域

底棲魚類碳、氮穩定同位素測量結果，並製作返國期末報告用之 ppt 檔。 

 

2010/09/12 (日) 京都 → 東京 → 以台 

早上於旅館繼續整理分析「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期間分析之台灣

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碳、氮穩定同位素測量結果，並製作返國期末報告用之

ppt 檔。中午完成退房手續於 16:29 從京都移動至宮城縣以台市內的旅館。

行程如下: 

出發時間及地點 到達時間及目的地 交通方式 

16:29 京都 19:10 東京 東海道新幹線 

19:36 東京 21:18 宮城縣以台 東北新幹線 

 

2010/09/13 (一) 東北大學水圈資源生態學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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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00 於東北大學水圈資源生態學研究室拜會佐佐木浩一准教授，並簡

略說明來意及感謝提供研習機會後，由佐佐木准教授帶領介紹實驗室成員。

伊藤絹子助教為該研究主要負責穩定同位素分析的教師。於東北大學研習期

間主要由伊藤助教負責教導穩定同位的分析方法。實驗室內學生及職員共約

15 人。大略介紹個人的研究內容後，參觀研究室及儀器設施。伊藤助教提

供主要的穩定同位素分析相關書籍及碩博士論文後，討論研究方向及構想，

並閱讀相關文獻。13:00 前往穩定同位素儀器室聆聽穩定同位素分析儀器操

作方法，並更換耗材後，開始暖機。伊藤助教願意提供機會分析台灣西南海

域底棲魚類樣本的穩定同位素分析，故開始製作校正用標準詴料 30 件，取

0.8mg 的丙氨酸封裝於穩定同位素測量用錫杯。約 18:30 結束 30 件標準詴料

的包裝作業，並於 19:00 離開實驗室返回旅館。 

 

2010/09/14 (二) 東北大學水圈資源生態學研究室 

上午 08:00 至穩定同位素儀器室，以瑪瑙缽磨碎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肌肉

樣本，並取 0.8mg 封裝於穩定同位素測量用錫杯。於下午 5 點放入第 1 批

15 個測量樣本，開始測量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帄均處理一個樣本頇 7~10

分鐘，與其他研究生的分析樣本共放入 100 個樣本，待隔天早上再從電腦讀

取分析資料。18:00 離開實驗室返回旅館。 

 

2010/09/15 (三) 東北大學水圈資源生態學研究室 

與前日相同於上午 08:00 至穩定同位素儀器室，以瑪瑙缽磨碎台灣西南海域

底棲魚類肌肉樣本封裝於錫杯。約上午 10 點研究生從電腦讀取前日分析資

料，利用隨身碟轉存至筆記型電腦。上午完成最後 8 個穩定同位素樣本封裝

作業，並交給研究生放入儀器分析。下午 1 點開始參加日本水產年會口頭報

告的研究生要預講，佐佐木准教授請筆者協助提供建言。研究生的發表練習

至 21:00 結束，於 21:30 離開實驗室返回旅館。 

 

2010/09/16 (四) 東北大學水圈資源生態學研究室 

本日東北大學農學部校區因維修機電系統，全校區由 07:30 停電至 14:00。

因伊藤助教需前往東北大學農學部附屬女川臨海研究中心，帶筆者前往該中

心參觀。07:30 研究室會合後，08:00 由伊藤助教開車前往女川。約 11:00 到

女川魚市場參觀並享用午餐用後，中午進入該中心。伊藤助教介紹該中心設

施、研究人員及研究生，並處理公事後，於 2 點離開中心。17:00 左右回到

東北大學的研究室，17:30 離開實驗室返回旅館。 

 

2010/09/17 (五) 東北大學水圈資源生態學研究室 

08:00 至東北大學的研究室，因部分學生還在修改參加日本水產年會口頭報

告用簡報檔。原排定下午由筆者介紹水詴所研究內容的簡報，提前至上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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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講結束後，參加研究生的發表練習至 19:00。19:30 離開實驗室返回旅

館。  

  

2010/09/18 (六) 以台 → 東京 

早上完成旅館的退房手續後，由以台搭新幹線移動至東京都上野附近的旅館。

於 14:00 完成入宿手續。行程如下: 

出發時間及地點 到達時間及目的地 交通方式 

09:26 宮城縣以台 11:08 東京 東北新幹線 

11:08 東京 12:00 上野 JR 山手線 

 

2010/09/19 (日) 東京大學大氣海洋研究所 

13:00 到達今年搬遷到柏市的東京大學大氣海洋研究所，該研究所生元素動

態研究室為利用穩定同位素技術的研究室，也是目前為止研習期間所遇到最

大的穩定同位素研究團隊。永田俊教授的專長為海洋微生物相關的海洋物質

循環。小川浩史准教授的專長為海洋溶解性有機碳分布及分解機制。宮島利

宏助教的專長為生物群聚及微生物的氧化還元機制研究。與永田教授約見於

研究室後，簡單介紹研究方向及帶領參觀穩定同位素儀器設備。永田教授提

供重要參考文獻及書籍並說明明日已安排學生分析樣本。因永田教授另有事，

故 15:00 離開研究室返回上野。 

 

2010/09/20 (一) 東京大學大氣海洋研究所 

09:00 由永田教授安排之研究生介紹分析海洋有機物採集樣本的碳氮穩定同

位素，有幸參觀整個樣本處理及儀器分析的過程。研習至 20:00 離開實驗室

返回旅館。 

 

2010/09/21 (二) 海洋開發研究機構 

早上 07:30 從上野搭 JR 鐵路轉換私鐵前往位神奈川縣追浜町的海洋開發研

究機構。該研究機構為日本政府出資的獨立行政法人，故門口警備森嚴，有

別於其他研究機構及學校。10:30 登記換證後，前往本次研習的連絡人 渡部

裕美研究員辦公大樓。渡部博士安排前往會見所屬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主持人 藤原義弘博士。藤原博士因熟知筆者具深海底棲魚類相關專業，故

介紹目前在該機構研習的西班牙博士班研究生。希望筆者能提供建議改進論

文，故聽取研究生簡報後，提供個人看法及本研究在學術上的地位等意見。

14:00 渡部博士帶領參觀該研究計畫所管轄設施及儀器設備並聽取該計畫的

成果簡報至 17:00。17:35 搭交通車前往車站返回旅館。 

 

2010/09/22 (三) 海洋開發研究機構 

與前日相同於 10:30 抵達該機構，由渡部博士安排前往海洋環境‧生物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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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過程研究計畫研究大樓。該計畫主持人為大河內直彥博士，也是穩定同位

素研究方面的負責人。該研究團隊值得注意之處在具備 CSIA-AA 技術定位

食網位階，目前全世界只有少數研究室具備此分析技術。該機構具此分析技

術的研究人員為力石嘉人博士。參觀該大樓的設施及儀器設備後，13:00 聽

取該計畫的成果簡報，並介紹筆者在水詴所研究成果及未來穩定同位素相關

研究方向。於 17:35 搭交通車前往車站返回旅館。 

 

2010/09/23 (四) 海洋開發研究機構 

與前 2 日相同的 10:30 至該機。由力石博士安排之研究生介紹分析深海熱泉

採集生物樣本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技術，參觀整個樣本處理及儀器分析的過程。

至 17:35 離開實驗室返回旅館。 

 

 

2010/09/24 (五) 東京 → 新大阪 → 白浜 → 京都大學瀨戶臨海研究所 

早上完成旅館的退房手續後，由東京都上野利用鐵路移動至和歌山縣白浜的

京都大學瀨戶臨海研究中心。行程如下: 

出發時間及地點 到達時間及目的地 交通方式 

08:33 東京 11:30 新大阪 東海道新幹線 

12:03 新大阪 14:27 白浜 JR 紀伊本線 

14:27 在白浜車站由瀨戶臨海研究所所長 白山義久教授及日本水產研究所

日本海區研究所退休官員 林育夫室長親自接送前往該所貴賓招待所辦理住

房手續。 

 

2010/09/25 (六) 京都大學瀨戶臨海研究所 

09:00 白山所長介紹該所研究設施、教職員及學生，並由學生解說目前的研

究內容。簡報會議中，以演講方式筆者也介紹目前在水詴所的研究成果及未

來規劃的穩定同位素生態學研究。白山所長研究團隊的研究重心為全球氣候

變遷下海洋酸鹼度改變對大型底棲生物(macrobenthos)及微底棲生物

(meiobenthos)的影響研究，另探討深海棄置二氧化碳對徵底棲生物的影響及

大洋底錳塊形成機制等研究。同位素方面，以微底棲生物對生態系有機碳循

環研究著名。筆者詢問關於穩定同位素樣本採樣及分析方法的細節，討論中

白山提供微生物及大型底棲生物研究分析的注意點，會議至 16:00 結束。由

於該研究所無供膳設施，晚上由白山所長開車前往商店街享用晚餐。 

 

2010/09/26 (日) 京都大學瀨戶臨海研究所 

09:00 與白山所長熟識之日本水產研究所退休官員林育夫 室長安排前往黑

鮪養殖設施參觀。京都大學瀨戶臨海研究所位於日本紀伊半島的西南方，該

半島為日本有名的黑鮪及鯛魚箱網養殖海域。該養殖區兼觀光遊憩用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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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購買餌料用魚餵食黑鮪及釣獲鯛魚。另該半島東部海域有海洋深層水取

水口，參觀海洋深層水利用的商品展示室。半島東部養殖海域參觀結束後，

折返臨海研究所宿舍已過 22:00。 

 

2010/09/27 (一) 京都大學瀨戶臨海研究所 → 新大阪 → 熊本  

              → 熊本大學 

05:00 林育夫室長有事至大阪出差，故順路開車送至新大阪搭乘新幹線前往

熊本大學。行程如下: 

出發時間及地點 到達時間及目的地 交通方式 

10:59 新大阪 13:40 福岡縣博多 山陽新幹線 

13:52 福岡縣博多 15:16 熊本縣熊本 JR 熊本本線 

15:16 本次研習的連絡負責人熊本大學合津海洋實驗站嶋永元裕助教授在熊

本車站接送至日本國土交通省有明‧八代海海洋環境中心參觀。16:40 該中

心研究員野仲裕文博士解說八代海在部分填海造陸後，模擬天然泥岸的復育

計畫成效及長期監測結果。該中心發現模擬天然海岸後，底棲生物、蝦、蟹、

貝等種類數及棲息密度持續增加，各種鳥類相繼聚集。目前該復育地種數與

原天然棲地的生物種數已無太大的差別。目前該中心也利用穩定同位素技術

追蹤填海物質經由生物代謝作用釋放至地表的可能性。解說結束即前往該中

心的野外長期監測站。於 19:00 前往旅館休息。 

 

2010/09/28 (二) 熊本縣水產研究中心及熊本大學 

08:00 與嶋永助教授約於旅館大廳，嶋永助教授好意事先預約熊本縣水產研

究中心參觀。該中心離旅館約 1 小時路程，於 9:00 由該中心職員帶領前往

參觀養殖設施及研究船等設備，並於中午前離開該研究中心。下午與熊本大

學合津海洋實驗站逸見泰久教授見面，逸見教授的專長為二枚貝生態相關研

究。逸見教授成功利用穩定同位素技術分析蛤蜊的食物來源，並將結果應用

於蛤蜊商業養殖上。15:00 前往由養殖戶提供的魚塭實驗地參觀實驗設計及

設施後，返回該海洋實驗站，於 17:00 起程返回旅館。 

 

2010/09/29 (三) 熊本大學 

08:00 出發前往熊本大學本部，約中午左右到達位於熊本市的總校區。下午

13:00 與該校地質學科秓元和實准教授見面。秓元准教授的研究重點為利用

化石上的氫氧穩定同位素推估古地球的氣候動態研究。秓元准教授安排研究

生分析有孔蟲化石樣本的氫氧穩定同位素，有幸參觀整個樣本處理及儀器分

析的過程。研習整個分析過程後，於 20:00 離開實驗室前往旅館。 

 

2010/09/30 (四) 熊本大學 → 熊本 → 新大阪 

09:00 與秓元准教授約見於研究室。秓元准教授帶領參觀熊本大學地質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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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施及儀器設備。目前除古地球的氣候動態研究外，也利用氫氧穩定同位

素技術追蹤地下水脈的動態研究及聽取學生的研究簡報。14:00 由筆者簡報

目前的研究成果及未來穩定同位素方向後，15:20 離開熊本大學前往熊本車

站搭火車回新大阪。 

出發時間及地點 到達時間及目的地 交通方式 

16:28 熊本縣熊本 17:50 福岡縣博多 JR 熊本本線  

18:04 福岡縣博多 20:45 新大阪 山陽新幹線 

 

2010/10/01 (五) 新大阪 → 關西國際機場 (日本) → 桃園國際機場 (台灣)  

早上完成旅館的退房手續後，利用鐵路移動至關西機場，再搭長榮航空的班

機回到桃園機場。行程如下: 

出發時間及地點 到達時間及目的地 交通方式 

09:46 新大阪 10:34 關西機場 JR 關西空港線  

13:10 關西機場 15:05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3. 心得 

(1) 穩定同位素相關技術過去廣泛應用在地質學研究上，目前生態、漁業、

環境及污染物的追蹤等研究也相繼導入穩定同位素技術。此技術隨生物

體內穩定同位素比值標準化的確立及新方法的開發而在生態學上應用漸

有多樣化及深度化趨勢。近年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確立優於傳統利用

混合模式估算的食物網位階定位方法，不需測量初級生產者穩定同位素

即可直接定位食物位階的穩定同位素新技術。明年(2011 年)日本文部省補

助學校及研究機構購買 30 台穩定同位素測量儀器即可知此技術受到重視

的程度。 

(2) 出國研習時，參加京都大學生態學研究中心舉辦之「穩定同位素生態學

講座 2010」，此講座開放給日本國內外穩定同位學者、專家或未來可能利

用穩定同位素的研究人員。講座期間實地操作碳、氮穩定同位素測量儀

器 EA conflo IV 及 DELTA V Plus，並分組實際測量及分析研究樣本。另

參訪東北大學、東京大學、海洋研究開發機構、熊本大學等穩定同位素

相關研究室，瞭解此技術應用於不同領域的研究例。日本對本技術不但

廣泛應用研究於研究上，也積極編列在大學部課程，以培養具先進技術

及國際化的研究人才。 

 

4. 建議事項 

(1) 穩定同位素技術可廣泛應用於生態及漁業研究，特別在建構生態系管理

的永續漁業模式上此技術可很快建立食物網位階及追蹤生態系的有機碳

流向。建議未來積極導入相關技術於國內漁業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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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廣泛應用穩定同位素技術於各領域研究，建議增加與日本學術研究

機構之研究交流，學習此技術的應用經驗，供國內應用發展的參考。 

 

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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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同位素分析儀器 EA Conflo IV + DELTA 

V Plus 

 

 

穩定同位素分析儀器 EA 1108 + DELTA S 

 

 

 

 

穩定同位素測量樣本封裝於專用錫杯 

 

 

 

 

穩定同位素原理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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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紀念照 

 

 

 

 

「穩定同位素生態學講座 2010」分組碳、氣

穩定同位素分析成果發表 

 

 

 

東北大學農學院穩定同位素分析儀器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類碳、氮穩定同位素樣本

封裝於分析用錫杯作業 

 

 

 

碳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 

 

 

 

 

東北大學農學院附屬女川臨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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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農學院女川臨海研究中心研究船 

 

 

 

 

東京大學大氣海洋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 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JAMSTEC) 

 

 

海洋研究開發機構穩定同位素研究室 

 

 

 

 

JAMSTEC 應用 Compoundspecific nitrogen 

isotope analysis of amino acids (CSIA-AA)技術

於生態系研究的壁報。 

 

 

京都大學瀨戶臨海實驗所 白山義久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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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學瀨戶臨海實驗所研究船 

 

 

 

 

 

日本三重縣沿岸黑鮪人工養殖箱網 

 

 

 

 

日本 國土交通省 九州地方整備局 熊本港

灣‧空港整備事務所 有明‧八代海海洋環境

中心  野仲裕文 博士 

 

 

有明‧八代海海洋環境中心在有明海的長期監

測站及實驗樣區 

 

 

 

熊本縣水產研究中心 

 

 

 

 

熊本縣水產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展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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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大學合津臨海實驗站 

 

 

 

 

九州有明海養殖魚塭上的實驗測站 

 

 

 

 

熊本大學沿岸域環境科學教育研究中心  

秓元和實 准教授 

 

 

熊本大學沿岸域環境科學教育研究中心穩定

同位素儀器(氫、氧用) 

 

 

 

熊本大學沿岸域環境科學教育研究中心穩定

同位素儀器(氫、氧用) 

 

 

 

 

 

台灣西南海域 23 種底棲魚類的碳、氮穩定同

位素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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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南海域底棲及中層魚類碳、氮穩定同位

素比值 

 

  



 

11 月 2-4 日京都「2010 國際同位素生態學研討會」發表壁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