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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布亞紐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因擁有豐富的熱帶珊瑚礁環境，加上多

數地區仍保持原始未開發的風貌，而被稱為太平洋中的珍珠。本次海洋生物普查

計畫是第二年在巴布亞紐幾內亞，前年是在南部進行深海生物調查，本次則選擇

在中北部的馬當(Madang)，進行一個涵蓋 15 個國家近 80 人的調查研究計畫，除

了延續去年使用法方研究船”Alis”進行深海底拖採集外，更著重在近海珊瑚礁地

區進行為期六週的採集調查。過去報告人在這類國際性調查團隊中主要負責甲殼

動物的標本拍攝，鑑定與協助解說的工作，本次則主動參與各項野外實際的採集

活動，除了觀察其他學者如何使用不同的採集工具或方法進行採集外，也親自實

地操作各式國外特別設計之採樣器具。而在這樣長時間的參與國際調查團隊中，

也與許多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進行學術交流以及心得交換，除了本身獲益良多

外，也間接替台灣其他領域的學者架構起潛藏之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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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研究之背景與目的 

    法國巴黎自然歷史博物館是世界知名且歷史悠久的博物館之ㄧ，尤其對於生

物多樣性特別重視，早從十八世紀開始便經由許多探險調查隊伍在歐洲以外的大

陸進行生物種類的採集與蒐藏，也因此其生物標本的典藏在種類與數量上堪稱世

界第一。而在十九世紀開始，法國巴黎自然歷史博物館也開始注意到海洋生物多

樣性的重要，也開啟由博物館策劃研究團隊針對全球各大洋進行大規模的生物採

集，甚至在 New Caledonia 建立一長期調查的海洋研究基地，對中太平洋鄰近地

區持續進行長達數十年的採集調查計畫，而該機構更不斷改良與研發許多新式的

採集網具，除了有效克服海洋環境多變的地形外，更提升海洋生物採集的效率，

以目前來看，由法國巴黎自然歷史博物館所領軍的海洋生物採集調查團隊是目前

世界上最有能力也最具規模並積極活動的研究單位。報告人從 2000 年於研究所

期間便開始與法國巴黎自然歷史博物館有所接觸，除了兩度親赴法國巴黎自然歷

史博物館進行短期研究外，更參與台法雙方首次合作在台灣周邊海域進行深海生

物採集調查研究計畫，之後也與法方研究單位數次將其所設計之網具利用於民間

漁船上，並獲良好的採集成效。由於在台合作期間配合良好，且報告人所研究的

目標生物在海洋生物多樣性上亦相當具重要性，另外報告人對於生物標本採獲之

後相關的後續處理與作業流程有相當充足的經驗，因此從 2004 年開始由法國巴

黎自然歷史博物館所主辦的國際性海洋生物採集調查計畫便邀請報告人加入參

與其研究團隊，在 2004-2008 於菲律賓的國際性採集計劃報告人均獲邀參與，而

2009 年開始法國巴黎自然歷史博物館又在東非外海的馬達加斯加進行另一長期

的調查計劃，本人亦是當年唯一獲邀參與的亞洲成員。 
    今年(2012)亦是延續去年在巴布亞紐幾內亞的海洋生物普查計畫，但調查區

域改成中北部的馬當(Madang)地區，且更擴大規模進行調查，總共為期超過六週

的採樣時間，並除了使用 Alis 協助進行深海採樣外，更針對近海環境，包括從

潮間帶向下延伸至 100 公呎深的海域，使用各種不同的採集工具，並針對不同的

棲息環境進行採集，將所有採集到的海洋生物都加以分類分析並進行保存，並針

對特殊物種或目標物種進行組織萃取，以供未來進行生物標誌的研究。而所有採

獲的生物標本將會提供相關研究學者進行研究，如本人所研究之甲殼十足類標本

亦會全數寄至台灣，以提供本人進行分類研究等相關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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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之過程(11/3-12/16) 

11/3-4  
    傍晚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飛行四小時後在東京轉機，在機場用過晚餐後，

於晚間 11 點再度搭機直接前往巴布亞紐幾內亞，在清晨六點抵達首都莫斯比

港，經過通關手續後，隨即轉往國內機場轉搭國內線，於 12 點啟航飛往馬當，

在下午三點抵達目的地。因多數參與研究人員皆搭乘本航班，且周遭環境安全似

乎不佳，加上當地機場相當簡陋，因此主辦人有派出接機人員前來協助，並以專

車接回調查基地。在簡單說明並分派房間後，隨即簡單用完午膳，由於大多人前

晚都是在機上睡覺，因此行程上並無特別安排，大多都早早先行休息補眠。 
11/5-11/20 
    正式開始採集調查，第一天先分成野外組與實驗室組，野外組主要包括亞洲

地區(台灣、日本、新加坡等)以及提早抵達的研究人員，因為沒有時差的問題，

可以馬上進行潛水採樣。而研究室組的則主要負責將所有研究器材擺放設置在空

蕩蕩的研究室中。報告人這段期間主要為野外調查組成員，由馬當港口的 Madang 
Resort 作為潛水基地，所有船隻的搭乘、潛水器材的放置、初步採樣的清洗等都

是在這裡進行。這段時間有兩艘當地的小艇與法方提供的橡皮艇為主要交通工

具，通常四艘船會前往四個不同的地點以增加採樣點的多樣性。接下來的日子大

多每天重複相同的工作，早上六點至六點半是早餐時間，七點多由研究室搭車前

往 Madang resort，之後組裝潛水裝備與整理要用的採樣工具後，約八點半出發前

往選定的採樣地點進行潛水調查，潛水時間大約是 90 分鐘，返回研究室後將所

有採集到的樣本放置一起，由各類群負責的人領取回去進行後續分析。12 點到 1
點為午餐時間，用完餐後再度前往進行下午的潛水調查，約 4 點左右再度回研究

室，同樣將樣本交出進行後續處理。至於夜潛受限於船隻與安全考量，每兩天安

排一次並限制僅一艘船約 6 個人前往。這段研究採樣的期間，每天主辦人會在晚

上六點前將明天各野外小隊的成員有誰、使用哪艘船、進行何種採樣方式、前往

哪個區域、幾點集合等資訊寫在大佈告欄上，以方便管理或協調調度各小隊的工

作。且在一周後也開始陸續安排潮間帶的採集，包括紅樹林與淡水溪流等區域，

以提供更詳盡的調查結果。 
11/21-12/13 
    後面幾週報告人主要的研究重心轉為在研究室，主要協助新鮮標本的顏色拍

攝以及樣本的鑑定分類。但仍持續參與野外採樣調查的工作，也參加數次潮間帶

的採樣，但由於這段期間低潮期大多為夜間 10 至凌晨 2 點左右，且一次採樣所

需耗費的時間可能超過四個小時，所以往往參與一次後作息便會大亂，因此僅能

偶爾參加。另外隨著更多不同國家或領域的人員前來加入本研究調查團隊，也開

始進行前面尚未嘗試的採樣方法(如 tangle net, trap 等)，報告人也積極加入該團

隊觀摩學習。而期間法國的調查船”Alis”協助在 Madang 外海進行為期一周的深

海底拖採樣，因此增加許多深海生物的標本，也使得此週在處理樣本上幾乎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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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休息。直到 12/13 為最後一天的採集日，當天仍有將近七個團隊出外進行採

樣的工作，但由於隔天為調查研究的最後一天，因此當天晚上大多人都是熬夜處

理樣本。 
12/14 
當天九點開始進行整個研究團隊撤離的工作，除了野外組需要將各自的潛水裝備

帶回整理外，研究室中所有東西都需要打包裝箱，包括貴重儀器(主要是顯微鏡)
與其他生活用品(如檯燈、延長線、塑膠容器、甚至是椅子)，並清潔環境，由於

這次的研究室是由當地大學提供禮堂當作使用場地，所以需要將其回復原貌。在

下午 3 點前便將整個禮堂清空只剩數個大型儲物櫃。 
12/15 
由於從 Madang 飛往首都的班機僅早上七點一班，因此多數人於清晨 5 點便將行

李拿出在外等候，到首都後，由於飛往東京班機是在下午 3 點，因此需在機場等

候 6 個小時，由於機場外甚至在首都城市內都是屬於極度不安全的區域，因此只

能在機場內消磨時間。待三點搭乘飛往東京的班機後返回台灣。 
 
    本次研究採集調查的過程中，較為特別的是，本計畫的贊助單位之一為摩洛

哥基金會，其代表人為摩洛哥王室之安德魯王子，在 12 月初曾以私人訪問的方

式前來巴布亞紐幾內亞參觀巡視，本調查團隊特地為其安排個小團隊之解說，報

告人以代表甲殼動物類群的身分為來訪貴賓解釋說明甲殼類鮮活標本的拍攝方

式以及這段時間所鑑定發現的物種成果。 
 
 

三、研究之心得與建議 

    國際性的採集調查研究相當稀少，有其如此具規模以及全面性的更是難得，

維持經常性地參與此類的採集調查團隊，除了增加自身對於團隊採集合作方式的

了解外，在提升台灣研究人員在國際上的曝光度也有相當大的幫助，另外也可以

經由與國外學者在言談交流中間接增加台灣在其他類群甚至領域上的合作契

機，如本次與國外學者談論到珊瑚相關的學術問題，因而順帶談到本館相關進行

的一些研究，讓國外學者有興趣與本館研究同仁進行聯繫與合作。 
   目前台灣對於相關的海洋生物普查相當缺乏，尤其大多都是各個研究人員自

己做自己的，缺乏有效整合與運用，相對造成許多資源上的重複使用而浪費，如

能有效學習國外團隊的運作模式，甚至邀請國外的研究團隊來台進行一個整合性

的調查計畫，相信其成果必然會是相當豐碩的。 
    報告人本次前往參與此計畫，主辦方提供一名食宿免費之學生名額，因此本

人自行張羅機票費用促成碩士生前往參與此國際性調查計畫，除了能拓展學生國

際觀與研究視野外，更讓年輕學生親身體驗真正的野外研究調查是如何進行，並

增加對於了解生物多樣性的興趣。另一方面，雖然本次調查報告人親身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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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特殊採集工具的設計，然而在使用上往往是需要一個小團隊的配合才能有效

順利地使用採集，因此讓青年學子親身體驗實際操作，有助於將來要在台灣實際

操作這些採樣工具時，不至於需要花上許多時間重新訓練培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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