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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國計畫為派員至日本研修有關赤鯥 (Doederleinia berycoides) 之繁養殖技術

暨參加日本水產學會秋季大會。出國期間係 105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18 日止。本所於 2013

年開始投入赤鯥之人工繁養殖技術開發，至 2015 年底首度完成人工繁殖但仔魚育成率

偏低。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水產研究．教育機構日本海區水產研究所及新潟市水族

館 MARINEPIA 日本海等單位在 2013 年底成功達成世界首次赤鯥人工授精繁殖並順利

養殖迄今，因此本次至前述單位研習本種之繁養殖技術細節及交流研究成果，並至西

海區水產研究所進行本種之漁業資源評估流程討論。希望藉由學術研究交流，學習日

方的繁養殖細節經驗，同時觀摩日方在漁業資源評估上的研究方向，提供未來在深海

經濟性魚種繁養殖技術改良及沿近海漁業資源管理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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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本所致力於臺灣沿近海重要經濟性魚種研究，並進行相關的基礎生物學

研究及新一代養殖潛力物種之開發。 

赤鯥(Doederleinia berycoides)在日本和臺灣均屬於高經濟價值之魚種，有必

要針對其族群動態及資源狀況進行研究，同時評估成為未來養殖物種之可能性

並進行繁養殖技術開發。爰此本次透過臺日漁業科研交流平台向日方提出赤鯥

繁養殖技術研習，希望能藉由學術研究交流，學習日方的繁養殖細節經驗，同

時觀摩日方在漁業資源評估上的研究方向，提供未來在經濟性魚種繁養殖技術

改良及沿近海漁業資源管理的參考，進一步加強台日雙方水產研究合作交流。 

 

貳、 目的 

赤鯥在臺灣俗稱紅喉、紅佳夢，主要分布於臺灣東北部、東部、西南部

沿海水深 200~400 m，屬於高經濟底棲性魚種。赤鯥為臺灣東部拍賣魚市場中

單價最高的經濟性魚種，600 g 大型魚拍賣價可超過 1200 元/kg。 

赤鯥在日本主要分布在日本海沿岸，近年來大量捕撈造成魚體小型化的

隱憂，2013 年日本海區水產研究所 (以下簡稱日水研 )、新潟市水族館

MARINEPIA 日本海(以下簡稱新潟市水族館)與富山縣農林水産總合技術中心

水産研究所(以下簡稱富山水研)等三單位合作，首次達成本種人工授精及育苗

試驗，成效卓越。 

國內消費市場針對高價深海魚類之需求與日漸增，本所為達到有效管理

及開發深海魚類資源之目的，於 2013 年開始展開赤鯥的族群動態調查計畫，

2015年進行繁養殖技術開發計畫，初步成果包括了解東部族群分佈、棲息水深、

生殖期及年齡組成等基礎生物學資訊，2015 年研究團隊更成功進行親魚確保存

活及海上人工授精試驗等兩項重大突破，但仔稚魚平均孵化率僅約 10-20 %。

因此本次透過台日農業科技交流平台，與日水研及新潟市水族館取得短期研習

的許可，希望透過本次交流能學習日方對赤鯥繁養殖方面的技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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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請日水研及新潟市水族館同意研習日數為 2 日，之後考量本所未

來在漁業資源評估方面之需求，經日水研輾轉介紹至西海區水產研究所(以下

簡稱西水研)進行資源評估工作之交流學習。位於長崎縣的西水研為全日本赤

鯥產量最高的海域，長期進行東海海域各種重要底棲魚類資源評估及管理工作，

經聯絡後獲得西水研同意參訪。 

最後本次參訪期間適逢日本水產學會秋季大會於 9 月 8 日至 9 月 11 日假

奈良市近畿大學農學部舉辦，藉此次赴日研習時機展示本所對臺灣東部海域赤

鯥底刺網漁獲的生殖生物學研究初步成果，並期待能觀摩日本水產學會整合產

官學各方面對水產研究的努力成果，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果。 

 

參、 計畫期程 

本計畫規劃期程為下： 

日期 地點 行程 

9 月 7 日 臺灣至大阪  

9 月 8-10 日 奈良 參加日本水產學會秋季大會 

9 月 11 日 奈良-東京 移動 

9 月 12-13 日 東京-新潟 日本海區水產研究所 

新潟市水族館 MARINEPIA 日本海 

研習赤鯥繁養殖方面的技術細節 

9 月 14 日 新潟-長崎 移動 

9 月 15-16 日 長崎 西海區水產研究所 

研習赤鯥等底棲魚類資源評估流程 

9 月 17 日 長崎至大阪 移動 

9 月 18 日 大阪至臺灣 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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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過程 

本次行程安排主要以參訪日本海區水產研究所及新潟市水族館

MARINEPIA 日本海，西海區水產研究所等三機構為主要目的，同時參加日本

水產學會年會秋季大會。 

 

一、 參加日本水產學會年會秋季大會 

本次平成 28 年日本水產學會年會秋季大會在奈良縣近畿大學農學部舉辦

(圖 1)，時間為 9 月 8 日至 11 日。本次會議研究發表主題分為五大類，包括：(一) 

漁場、漁具、漁法、漁海況及生態；(二)營養、飼料及餌料生物；(三) 魚病、

生物防治及環境微生物；(四) 色素、維他命、生理活性物質及鮮度保持；(五) 食

品加工、食品衛生及社會科學。口頭發表共 205 位，海報發表共 144 位。水產

學會秋季大會現場還有特別給高中學生練習發表說明的專區，對於培養後進不

遺餘力。 

本次口頭發表眾多題目中，筆者最感興趣的是西水研佐々千由紀研究員

發表的「春季東海大陸棚邊緣五條鰤仔魚分布變動研究」，五條鰤(Seriola 

quinqueradiata)分布在日本海至東海一帶，是日本海重要的經濟性魚種之一，

臺灣俗名為青甘，但在臺灣魚類資料庫內尚未正式記錄。西水研早在 2001 年

起每年在東海海域劃定約 100 個測點定期進行仔稚魚及動植浮相關調查，大致

以北緯 29 度 30 分劃定為南北兩處海域進行比對。最新結果發現，春季為青甘

繁殖期，仔魚分布熱點在東海北部靠近九州附近海域，自 2010 之後發現繁殖

場及分布熱點有往南部海域擴散的現象，此結果與近 1-2 年臺灣北部海域作業

之漁民常反應混獲紅甘鰺幼魚時，有發現少量的青甘幼魚之現象相吻合，造成

青甘繁殖場往南擴散的原因是洋流動向或是水團分布的影響還待確認，東海漁

類資源變動會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筆者在現場以壁報發表在 2015 年針對臺灣東部海域赤鯥族群動態調查計

畫之部分結果，主要成果為確認東部海域族群主要繁殖期為 9 月至 10 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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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日本西南海域研究結果相同。現場海報發表時，西海區水產研究所的佐々

千由紀研究員也對赤鯥相關研究頗感興趣，聊天之後才發現 9 月 14 日預計前

往西水研拜訪的酒井猛研究員和佐々研究員同是資源海洋部的研究員，也就東

海海域青甘繁殖場範圍變動及赤鯥漁業資源交換意見。 

 

二、 參訪日水研及新潟水族館 

9 月 11 日水產學會秋季大會結束後由京都轉新幹線至東京，12 日早上與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王副參事官清要及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水產研究．

教育機構連攜協力課的木村量課長會合之後，搭乘上越新幹線至新潟市日水研

參訪。抵達日水研後，首先由本多仁所長親切的簡介日水研業務範圍及部門編

制，日本海業務範圍包括整個日本海沿岸北起青森縣西部往南延伸至山口縣，

是水研機構下轄 9 個研究所管轄海岸線最長的單位，所內分成新潟、小浜、宮

津三個廳舍，主要業務單位分成資源管理部、資源環境部、資源生產部及業務

推進部等四單位。資源管理部主要針對日本海重要經濟性水產物種包括太平洋

魷(スルメイカ)、松葉蟹(ズワイガニ) 、五條鰤(ブリ)及鮭魚進行長期調查及

資源評估工作，資源環境部則以海洋環境及動植浮監測等環境變動對漁業資源

影響評估，資源生產部分成兩部門：資源增殖群位於宮津及小浜廳舍主要飼養

比目魚、紅馬頭、太平洋魷、松葉蟹及岩牡蠣等重要物種，而位於宮津廳舍的

初期餌料群負責培育高品質的輪蟲等仔稚魚專用育成餌料。日水研目前下轄研

究船為 156 噸級的みずほ丸，由於船齡已屆 30 年最近也積極在進行汰舊換新

的程序，據本多所長表示由於日本海氣候及海岸地形多變，未來研究船發展會

採取體積更小型更靈活，研究裝備更專門的方向開發，目前預計汰除 2 艘舊船

換建 1 艘舊船的速度進行，新船預計在 2018 年服役。本多所長表示他和本所

前主秘劉燈城同是東北大學研究所同學，因此也非常高興這次本所能派研究人

員和日水研的研究人員直接交流，本多所長表示：「第一線研究人員直接面對

面交流最有效率，畢竟研究同一種魚種互相都了解對方經歷過的困難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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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能有更多機會雙方直接交流。」。接著轉往會議室進行本次研究主題正式

交流，筆者先簡單進行 15 分鐘投影片說明本所對赤鯥研究成果，並提出有關

平均受精成功率僅 10-20%的問題。 

日水研主要負責赤鯥研究專案的是資源管理部沿岸資源群的八木佑太研

究員，他也特地進行一場非常詳細的簡報說明近年來之研究成果(圖 2)。在日

本赤鯥是高人氣高單價的重要魚種，因此在 5 年前日水研結合了鄰近的新潟市

水族館以及富山水研共三個單位的研究人員，共同針對赤鯥資源進行長期分工

研究。由於日水研新潟廳舍並無足夠的養殖能量，因此各單位的分工是由日水

研負責本種之族群動態及資源評估之研究，希望能建立資源評估模式達到永續

經營的目的；新潟市水族館負責幼魚及成魚的繁養殖工作，主要目的是可以提

供足夠的展示用魚苗及成魚；富山水研則偏重於魚苗增殖放流。八木研究員說

明日本全國赤鯥主要產區分成三區：日本海區、太平洋區及對馬海峽周邊，平

均年產量分別為 50、100、500 噸，所以全日本漁獲量最大的區域是在長崎縣，

但是品牌包裝做得最好的卻是新潟縣，這造成長崎縣的雙船底拖漁獲大量輸往

新潟進行加工包裝，之後再以新潟地產的名義行銷全國，這部分宣傳成功得力

於日水研和當地漁會和漁民的密切合作。 

新潟赤鯥族群的主要繁殖期也是集中在每年 9-10 月左右。2013 年 9 月於

新潟縣寺泊港配合刺網業者會同三單位一同出海進行人工授精試驗，捕捉成熟

含有水卵的母魚，直接在船上進行乾導法人工授精之後，受精卵以表層水(水

溫約 20-22 度)打氣包裝，同時捕捉減壓狀況優良的魚隻亦分別打包並以冷水(約

10-12 度)遮光保持存活減少緊迫，盡速送至新潟市水族館後場處理。人工授精

卵徑約 0.80 - 0.83 mm，在水溫 21°C 時約 37 小時後孵化，孵化 3 日後形成開口。

初期餌料投餵以 DHA 強化劑浸泡過 17 - 23 小時之營養強化輪蟲(Branchionus 

plicatilis sp. complex，SS 型約 100-125μm)，確保密度為 5 隻/L 以上每日 2 回。

6 日齡以上仔魚投餵 S 型輪蟲(約 180μm)；孵化 21 日後改投餵相同營養處理

3-7 小時之豐年蝦無節幼蟲。60 日齡之後體長超過 15 mm 進入稚魚階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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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投餵營養強化飼料，光線控制在 10-15 Lux，水溫降至 15 -18 °C。10 月則一

般深海冷水魚要確保活存必須滿足低水溫及減壓此兩大條件，八木研究員表示

檢視過我方的授精處理流程，大致上和新潟市水族館標準流程相同，但是含水

卵母魚只採到 3 次有點少，日方表示通常每次出海作業均會捕獲 3-10 隻飽含水

卵母魚，且採取人工授精流程後授精成功率可達 50-80%，經過初步討論對於我

方魚卵的授精率偏低的原因，可能與臺灣東部海域赤鯥捕捉深度深達 300m，

日本海側捕獲深度僅80-100m，從中網到船上較長的捕捉時間或水溫變化過大，

可能造成母魚感到緊迫而提前釋放成熟水卵，造成上船授精時剩餘的水卵品質

欠佳導致授精率過低。日方的建議是：(1) 增加出海次數捕捉更多的母魚；(2) 調

整成魚捕撈作業深度至 150-200 m。 

繁養殖技術方面討論告一段落後，接著討論有關資源評估及禁限捕措施

方向時，八木研究員表示為了能有效掌握產量最大的日本海及對馬周邊海域產

區，日水研已和西水研的酒井猛研究員合作多年，雙方也充分掌握本區的漁獲

狀況，研究船定期調查航次也提供仔稚魚空間時間分布與環境因子的相關資訊，

未來工作重點將是將本種正式納入目前每年資源評估的魚種之一。另外筆者針

對本計畫詢問，根據 2013 年的赤鯥繁養殖計畫目標項目是包括人工繁養殖，

但在 2013 年底水研機構正式發表繁殖成功的消息後，後續並未有技術轉移給

民間廠商的動作的原因。八木研究員也非常坦白的說明，和漁民朋友合作捕捉

成熟母魚時，其實漁民們也幫了很多忙同時也對一旦技轉之後的魚價表示憂心，

因此在多次協調並考量漁民生計之下，現階段日水研的赤鯥專案仍續進行，但

是養殖部分建立 SOP 之後暫時凍結技術轉移。 

緊接著參觀日水研研究棟主要設施，包括解剖實驗室、標本室及超低溫

冷凍室，在標本室看到整齊陳列的各式實驗魚種及日本海特有魚種的標本，令

人大開眼界，最後八木研究員贈送筆者近年有關赤鯥的論文共 3 篇，並邀約第

二天凌晨 3 點參訪新潟市魚協拍賣市場，也和新潟市水族館養殖組負責人新田

誠組長約好隔日上午參觀新潟市水族館及後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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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凌晨 2 點 30 分集合後前往新潟市魚協拍賣市場參觀(圖 3-4)。凌

晨 3 點不到拍賣市場的新鮮漁獲已經一箱箱包裝陳列完備，所有的漁獲-小從

10 cm 的小赤鯥，大到 90cm 的五條鰤-全部都整齊排列在鋪好保冷碎冰的保麗

龍箱裡，沒有任何一尾魚體是直接接觸到地面的！這在臺灣幾乎是看不到的景

象，舉例來說筆者待過新港漁港是東部最具規模的拍賣市場，各魚種也有依體

長分級過磅後直接貼上船名及體重的標籤紙，但是魚體不落地這種做法只在少

數像赤鯥等高單價魚種才會放在碎冰上。日本拍賣市場除了意料之中的整齊劃

一之外，更能讓人充分感受到從業人員們對漁獲物的尊重，漁民尊重漁獲所以

對大小魚隻一視同仁冰鎮裝箱，拍賣業者對漁民的辛勞尊重所以絕不直接任意

翻找檢視漁獲物，消費者尊重專業生產者，所以支持地產地消的在地漁產品，

這是一種互相尊重的良性循環，但國內似乎對水產品鮮度的要求還在起步教育

的階段。 

早上 10 點移師至新潟市水族館參觀，由新田誠組長帶領我們至館內參觀

介紹(圖 5-6)。新潟市水族館是日本海方面占地規模最大的水族館，自 1990 年 7

月開館後營運至 2013 年重新整修開放，主要展覽區可分成潮間帶及珊瑚礁展

示區、日本海區大水槽、暖流區及戶外的海豚海獅表演區。本次重點是赤鯥繁

養殖特展水槽及其後場設施。自 2013 年成功繁殖後，赤鯥便成為鎮館之寶大

力宣傳，從入口至展場處處可見館方用心的宣傳，目前展示用赤鯥高達 500 尾，

是全日本赤鯥展示數量最多的水族館。 

2015 年本所剛開始進行赤鯥親魚蓄活試驗，以刺網魚法陸續捕獲超過 100

尾以上親魚攜回東部中心後場以 10-15 度低溫飼養，最後僅 1 尾存活超過 110

日，其餘均在 3 日內死亡。為了瞭解深海魚飼育的重點，筆者在 2015 年 9 月

特地拜訪靜岡縣沼津市深海水族館的石垣浩二館長，石垣館長除了大方地介紹

小而巧的深海水族館各式展出魚種、後場設施及日常照料之外，也大力推荐筆

者有機會前往新潟市水族館拜訪新田誠組長。本次啟程前就已經和新田組長

e-mail 互相聯絡，看到一大群的赤鯥悠遊在大水槽內，真是非常感動。新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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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表示，和其他難伺候的敏感魚種相比，赤鯥屬於容易照顧種類，對水質要求

並不嚴苛，但幼魚期需要特別注意水溫及光線變化，光線的緊迫常造成幼魚大

量暴斃。接著介紹其他冷水魚類飼養須注意的溫度控制及餌料供給，仔魚孵化

後 2-3 日開口後須投餵 SS 尺寸(約 100-150 μm)輪蟲，水溫控制在 12-16 度，餌

料分為仔魚以輪蟲為主、稚魚投以豐年蝦無節幼蟲，飼育第一年體長即可達

12-13 cm，但之後成長速度趨緩， 2013 年首批誕生的 3 歲魚體長約 16-18 cm。

現場觀察可發現許多人工繁殖的魚隻下顎無法正常關閉，且體色偏為暗紅色，

與野外捕撈魚隻明顯有差異，市場拍賣價格應該無法與野生個體相提並論，這

或許也是暫時不進行商業養殖的原因之一。新田組長表示希望這批人工繁殖的

赤鯥在不久的將來能順利繁殖出第二代，達到完全人工繁殖。新潟市水族館將

赤鯥定位為明星物種藉以吸引觀光人潮的作法，或許可為本所附屬台東及澎湖

兩個水族館未來營運時借鏡的行銷商法。 

 

三、 參訪西水研 

告別了新潟市水族館，輾轉搭乘新幹線經東京轉往本次行程第三站長崎

西水研。西水研位於長崎市多以良町新長崎漁港東側碼頭，西水研往南依序為

長崎大學環東海海洋環境資源研究中心(ECSER)及長崎縣總合水產試驗場(長

崎水試)，三個研究中心互相支援，形成一個完整的研究群。ECSER 的河邊玲

教授長期與本所東部中心江偉全博士合作鮪旗魚標識放流計畫，今年也和海洋

漁業組洽談合作紅甘鰺計畫，本次順道簡短拜會河邊教授。本次拜訪西水研的

酒井猛研究員是今年 6 月在高雄參加石首魚保育平台國際研討會上結識。本次

至西水研主要參訪重點包括：(1) 雙方針對赤鯥分布及資源狀況交流；(2) 參觀

西水研相關研究設施；(3) 參觀長崎拍賣漁市場。 

筆者簡單介紹臺灣赤鯥資源現況後，酒井研究員介紹近年來對赤鯥的系

群構造及資源量變動之研究，分析mtDNA發現日本海南側至東海為單一系群，

能登半島至新潟則有另一系群的可能性。資源捕撈量部分，由於近年來赤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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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高漲，連帶使得市場消費量大增，長崎縣近 5 年本種之平均漁獲量約為 500

公噸，由西水研及長崎水試共同合作針對對馬群島周邊海域延繩釣漁業及東海

東經 130 度以西雙船拖網漁業進行研究，包括市場拍賣漁獲量及相關作業鈎數

或網數資料收集、推算各漁法 CPUE 等資料，並同步更新年齡成長及繁殖期等

生物學資料，製作本種資源評估調查報告書(附錄 1)，預計未來會將本種納入

每年定期資源評估報告。酒井研究員接著說明，初步推估東海及對馬群島總資

源量約為 15000 公噸，以日本平均年漁獲量約 500-700 公噸來看，本種資源利

用尚屬合理範圍，但比較憂心的是 2003 年之後南韓的漁獲量從 500 公噸暴增

到每年 2000-3700 公噸，由於對馬群島附近是由日韓共享的重要漁場，因此日

韓未來有必要針對本區資源利用進行相關談判協商，這些漁獲資料和資源評估

報告都是未來談判重要的籌碼。 

第二天凌晨 3 點參觀長崎拍賣漁市場，酒井研究員帶領筆者觀看卸魚及

拍賣實況(圖 7)。在船上漁獲早已分類裝箱完畢，從漁船自動輸送帶運送到拍

賣場、打標籤、由堆高機分送至各漁種分區堆放。當日所有的卸貨量初步資料

早在漁船回港前即電傳回漁協和西水研，拍賣後正確數字則會公開在看板上隨

後回報給西水研等相關單位(圖 8)進行彙整。目前臺灣北部海域缺乏拍賣機制，

所有底拖漁獲經大盤收購後直接在基隆崁仔頂市場轉賣，因此並無正確魚獲量

資料。這對未來本所預計進行漁業資源評估工作會是一大挑戰。  

拍賣市場參觀完畢後前往西水研研究棟參觀，他特地安排一批赤鯥樣本

現場進行解剖作業示範(圖 9)。筆者向酒井研究員請教有關本種的漁業資源評

估資料建立流程，他也十分熱心地進行經驗分享。其次參觀耳石年齡鑑定及生

殖腺成熟階段判讀等實驗室，還有在 2 年前甫落成的魚類標本棟(圖 10)收藏約

1200種，32000個體魚類。看到 15年份的赤鯥耳石及生殖腺研究樣本整齊陳列，

對日方執行長期研究計畫的用心表示佩服。最後，9 月 18 日完成本次研習後順

利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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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及建議 

赤鯥在日本和臺灣都屬於高單價的重要魚種，日本除了達成本種人工授

精及育苗試驗的光輝成就之外，各研究單位能齊心協力進行長期的調查研究完

成資源評估工作，達成有效管理的永續發展目的，實為我們真正值得借鏡之處。

本次行程共參訪日水研等單位總結以下心得與建議供參： 

1. 赤鯥繁養殖部分：須注重水溫、光線等環境因子調控、優質初期餌料的供

應，本所目前較欠缺優質初期餌料如 SS 級營養強化輪蟲之培育，這是仔

稚魚順利成長的關鍵點之一。現階段日方能達到種苗供應及育成階段，但

暫停推動大規模技轉及養殖計畫。未來新養殖魚種大規模投產前，應該做

好對現有產業及環境保護的相關配套影響評估。 

2. 跨單位技術合作：日水研、富山水試及新潟市水族館分工合作達成各單位

不同需求目的的作法，值得本所參考可就近與海大、台大及基隆海科館等

單位加強合作。 

3. 未來我國沿近海漁業資源評估工作的落實：參考美國 NOAA 現行的 ABC

資源評估方法，A 是代表 Abundance，由獨立於漁業活動之外的科學研究提

供；B 是代表 Biological，包括年齡及生殖期等生物學研究；C 是代表 Catch，

正確的漁獲量資料。現階段有關 Catch 的資料品質有待提升，北臺灣現階

段缺少公開的拍賣機制，代表無法獲得正確的漁獲量狀況，未來欲推動資

源評估工作無異是緣木求魚。例如東海為多國共享的海域，需要正確的漁

獲資料作為科學證據，才能在談判時維護我方的權益。 

4. 台日漁業科學研究單位交流機制：現階段透過漁業署再透過台日科研交流

平台進行交流申請的步驟層層堆疊，研究工作交流曠日廢時需要重新思考

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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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照片及附錄 

 
圖 1 日本水產學會年會秋季大會會場 

 

 

 
圖 2 日水研近年赤鯥研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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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潟市魚協拍賣市場作業情形 

 

 

 

 
圖 4 體長超過 40cm, 體重 1kg 級大型赤鯥拍賣價可超過 1 萬日圓 

 

  



 16 

 

圖 5 新潟水族館的赤鯥大水槽 

 

 

 

 

圖 6 群游赤鯥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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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長崎漁港拍賣場 

 

 

 

圖 8 公開的當日拍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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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赤鯥形值測量 

 

 

 
圖 10 魚類標本棟 

 

 

  



 19 

 

附錄 1 西海區水產研究所平成 27 年度資源評估調查報告-赤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