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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計畫為申請人受邀前往琉球大學位在西表島的熱帶生物圈研究中

心進行中光層珊瑚礁大型甲殼類多樣性的研究調查，本次調查研究計畫由琉球大

學規劃進行，在西表島周圍水深 15‐40米處針對珊瑚礁區域進行調查，並比較外

海、島嶼間過道以及海灣內生物相的差異及變化。申請人主要負責採集與鑑定棲

息在此深度的珊瑚礁大型甲殼動物，除了在調查期間採集到的甲殼類標本可提供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當標本典藏及後續研究之用，另外也協助該單位針對過去所

採集到的鎧甲蝦類進行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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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研究之背景與目的 

    日本國立琉球大學是目前日本國內對於海洋生物相關研究中相當活躍的一

所大學，且為了探究熱帶海洋環境的相關研究，更在靠近南方的八重山諸島中的

西表島設立了熱帶生物圈研究中心，針對熱帶海洋進行長期觀測研究，申請人過

去曾經私下造訪該研究設施過，對於該中心積極邀請國外學者前往合作研究以及

調查印象相當深刻。該中心之無脊椎動物研究員成賴貫為申請人認識多年好友，

過去也曾合作過一些報告文章的撰寫，今年受他邀請參加琉球大學在西表島進行

的一項中光層珊瑚礁生物相的研究。中光層珊瑚礁在近幾年來逐漸受到重視，因

為淺層珊瑚礁容易受到人為干擾與氣候變異的影響導至衰竭，而中光層珊瑚礁則

可以在此狀況下成為淺層珊瑚礁的重要補給站，但由於中光層珊瑚礁所在深度較

深，受光照強度影響較大，因此在研究上較為困難，更何況其相關的生物相過去

也鮮為人知。本次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了解除了中光層珊瑚礁中的珊瑚在不同區

域以及深度上的變化外，也將嘗試採集周遭棲息在珊瑚礁中的無脊椎動物(主要

以甲殼動物為主)，除了深入究明中光層珊瑚礁之生物相外，也能利用所採集到

的甲殼動物標本建構整個東亞甲殼動物在生物地理親緣關係上的趨勢，也能提供

本館在進行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珊瑚礁甲殼多樣性標本典藏的豐富度。 
 
 

二、研究之過程(10/25-10/31) 

10/25  
    在海生館將要出國潛水採集的裝備收拾整理好後，與其他出國用品一同打包

好，便驅車前往台北，並將先前對方傳遞過來的調查研究細節列印出來，並詳細

查閱後將需要討論的地方標註好，便返回台北家中，等待明天一早的班機啟程。

10/26 
    早上搭乘華航直飛石垣島的班機，雖然僅需飛行 45 分鐘，但因 10 月底就停

飛，因此回國時並無法搭成。到石垣島後，先前往預訂的飯店稍做休息，因為琉

球大學的熱帶生物圈研究中心是位在西表島，尚須搭乘交通船前往，但另一方面

日本學者成賴貫副研究員剛好回日本本島參加國際蝦類權威Hayashi先生的榮退

典禮，因此跟他相約 27 號一同搭乘交通船到西表島，也省卻他需要另外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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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 
10/27-30 
    中午與成瀨副研究員相約在碼頭碰面，同行的還有琉球大學知名的珊瑚學者

James Davis 與他的學生，本次將一同進行西表島中光層珊瑚礁的研究調查計

劃，乘船時間約 1 小時，到西表碼頭後，由成瀨的助理開車接我們前往研究中心。

到中心後，先辦理住宿登記，到房間後便將所有潛水裝備以及採樣工具拿出到實

驗室外頭，準備明天開始的調查工作。在稍做整理休息後，便進行調查前的討論

會議，聽取他們對於實驗設計以及採樣方法的構想與流程，還有未來幾天採樣的

地點環境簡報。並針對需要採集的物種以及需其他細項進行討論後，便前往用

餐，之後等候明日開始的調查。 
 
接下來每天預計都進行 2-3 次的潛水調查，深度大多從 20 米到超過 40 米深，地

點從峽灣外的大洋區一直到峽灣內以及部分特殊環境當做樣點，而調查方式的進

行則是主要是根據他們進行的珊瑚採樣工作，我則在他們樣點周圍進行甲殼類生

物的採樣與拍照，每次潛水時間大約為一個小時。因為該中心本身具有研究小

艇，而成賴副研究員為主要調度者，因此整個調查過程都能全天後使用船隻當做

交通工具，但因樣點選擇的因素，有時為免坐船顛簸，會由成瀨副研究員駕船到

別的港口，而我們其他人則駕車搭載所有裝備與氣瓶直接前往港口碰面，使得整

體的調查效率相當高。 
 
總合幾次的調查狀況，發現西表島周圍的珊瑚也面臨極為嚴重的白化現象，在

20 米以淺的水域估計超過 50%的珊瑚都已白化，甚至是死亡，而已白化或死亡

的珊瑚礁中棲息與存活的甲殼動物，甚至是魚類也比棲息在健康狀態的珊瑚中數

量與多樣性都相對要來的少，但仍採取到不少甲殼標本，甚至有一種是台灣沒有

的種類。 
 
每天採集回來後，除了部份樣本為了要能與對方討論而暫時畜養外，大多都先以

數位相機先拍攝活體標本照後便用酒精保存，並放至於密封標本罐中。 
並於空暇之時前往該中心的標本庫中搜尋檢視我所研究的類群標本，並將其整理

分裝帶出至研究室，並與本次採集到的甲殼標本一同打包帶回台灣做後續的鑑定

與其他研究，並與成瀨副研究員達成共識，將會把大部份的標本留在台灣當作典

藏之用，僅需將鑑定結果以及 1-2 隻標本寄回即可。 
 
10/31 
將所有裝備與採集工具清洗曬乾，並把所有標本整理放好到行李箱中，將所有行

理打包完成後，準備離開該研究中心，因天候轉變，因此北面原本搭船來的港口

風浪過大停駛，因此驅車前往南面的另一個港口搭船回石垣島，隨後再由石垣島

搭國內航班前往沖繩那霸機場，再搭乘飛機返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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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之心得與建議 

    本次日本研究期間能與國際上知名的珊瑚及蟹類研究學者面對面進行長時

間的討論交流，並一同實際到野外進行採集調查，除了拓展研究視野外，也增加

許多研究課題與能量，另一方面也確立申請人與日本琉球大學在未來將能有更多

且更深入的合作關係。 且琉球大學在離島上設立研究中心並進行長期研究這個

方向來看，台灣其實也有許多珊瑚礁相當豐富的離島，且也已經有部分設立研究

中心，但在相關資源及後勤設備上仍略顯不足，且沒有實際派駐人員進行長期觀

測研究，是值得改善的地方。 
    申請人建議對於這種可以提升國內學者研究交流的申請案應多予補助，除了

能提升本國學者在國際研究上的能見度外，跨國合作的成功也能增加本國在海洋

研究上的影響力。 
 

 
圖一  熱帶生物圈研究中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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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水下作業情形 
 

 
圖三  水下珊瑚礁的狀況 
 

 
圖四  珊瑚礁內的甲殼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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