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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李光前自然歷史博物館( Lee Kong Ch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是國立新加坡大學新成立的博物館，其前身為萊佛士自然歷史博物

館，過去便已收藏許多來自英國萊佛士爵士在東南亞國家旅遊時所收

集到的標本，當中涵蓋許多珍貴的海洋生物標本。而在近幾年來，由

新加坡大學主導了許多在東南亞地區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計劃，也收集

增加許多南中國海周邊鄰近國家海域的海洋生物標本，因此申請人申

請前往新加坡進行研究交流，並參與該博物館所進行的一連串於林勁

海域所進行的海洋生物採集調查，除了一方面能進行學術交流來增加

兩國間的研究合作機會外，也能獲取許多東南亞海域的海洋生物標

本，進而豐富充實海洋生物博物館的標本典藏，使本館之典藏能更為

完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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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研究之背景與目的 

    Lee Kong Chian 自然歷史博物館在 2015 年四月於新加坡國立大學內開幕，

其前身為新加坡國立大學生命科學系附屬之 Raffles Museum。此博物館所收藏的

標本可追朔至 1820 年，且收集的對象包羅萬象，從動植物到歷史文物皆有，目

前生物典藏品超過 100 萬筆以上，是東南亞相當重要的典藏單位。而其中海洋生

物的館藏標本超過三十萬筆以上，而尚未分類鑑種的海洋生物標本更還有超過

20 萬筆，而其中標本的採集來源主要是以印尼、馬來西亞以及新加坡三個國家。

近年來該館積極參與在印度西太平洋所舉辦的生物普查計劃，且本身也與新加坡

大學合作，帶領學生前往東南亞海域各個國家進行採集調查，也曾舉辦數次針對

特定區域(如新加坡周遭海域、澳洲聖誕島、印尼偉島等)的野外採集調查，，因

此對於整個東南亞海洋生物的標本典藏可以說是相當豐富且全面的。而且 Lee 
Kong Chian 自然歷史博物館在國際上也是相當有名及重要的博物館，因此許多

在東南亞海域所發表的海洋生物新種中，都會將部分模式標本放置在該博物館的

典藏中。本計劃申請人近幾年因在台灣珊瑚礁地區積極調查，採集到相當多的海

洋生物標本，並一直與新加坡李光前自然歷史博物館的研究學者有相當密切的聯

繫與交流，本次出國案藉由前往新加坡自然歷史博物館進行學術交流外，也將配

合該館所進行的東南亞相關海域野外採集調查計劃，一同前往進行海洋生物標本

的蒐集，並預計將部分珍貴特殊或是具有研究價值的標本帶回館內典藏，以豐富

本館的典藏資料庫。 
。 
 

二、研究之過程(11/29-12/12) 

11/29 (四)-11/30(五) 
    凌晨由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出發，飛行四個半小時後在新加坡樟宜機場降落，

經過通關手續後，因未抵達時間為隔日清晨六點，便自行搭乘計程車前往自行預

訂位於小印度區的 Hostel，辦理完入住手續後，稍事休息完便前往博物館，與博

物館學者用過午餐後，下午開始洽談後續的採集行程，在了解及溝通後，先完成

後續超過一周的野外調查計畫的規劃，然後便前往該館的標本典藏室，檢視部分

過去已經洽談合作項目的標本，於傍晚離開博物館後，便返回住宿處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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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2/10 
    這段時間主要是配合新加坡博物館原本既有規畫的海洋生物普查計劃，主要

是先在新加坡南部聖約翰島的周遭海域進行潛水調查，早上九點搭乘交通船前往

位在聖約翰島上的熱帶生物中心，先前博物館已將相關的潛水調查裝備運送於

此，因此稍做清點後，便將個人專用的裝備整理集中，等待調查行程開始。本次

潛水調查行程由該博物館租用潛水船，每天前往兩個前點進行水下生物採集，每

次潛水時間約莫 60-90 分鐘，潛水深度大概 5-25 米，在為期十天的調查期間，

另外有特別安排 3 次的夜間潛水調查，整體來說，新加坡周遭海域底質大多屬細

沙或泥土，可能由於陸上河流容易沖刷加上開發過度，因此整個水域能見度都非

常差，有時甚至不到 15 公分，但海底下的狀況卻是令人詫異，許多種類的軟硬

珊瑚族群狀況都非常好，雖然常可見到珊瑚表面覆蓋泥沙，但或許因為周圍海流

較為強勁，能在短時間內便能去除掉，另外在採集過程中，申請人煮要負責甲殼

動物的採集調查，也發現到許多甲殼動物的存在，並沒有如一開始所想的，因為

海洋環境較為惡劣，所以多樣性應該較低的現象。 
除此之外，也有適度安排一些潮間帶的採集與紅樹林的採集，可以發現在新加坡

的潮間帶往往潮差是非常大的，也因此相當容易可以在潮間帶採集，新加坡大學

也經常性的會安排學生或帶領民眾進行潮間帶的調查，一方面能攘一般人接近大

自然，了解海洋環境，另一方面也能也足夠的人手協助調查，這方面是值得學習

的。 
而每天採集回來的標本除了立即拍照記錄體色外，還需將採集時的深度，環境，

宿主等資料一併填寫記錄，才能進行後續典藏保存，並將部份特別值得研究的標

本獨立出來，等待最後結束行程時要攜帶回台灣進行更進一步的研究。 
 
12/11-12 
    結束野外工作後，主要都待在博物館中，將先前採集到的標本做初步分群，

並將要岩就的標本進一步鑑定檢視，並打包整理好，將一同攜帶回台灣。也抽空

與該博物館的研究人員針對先前已進行的合作項目進行討論，預計將於近期內完

成兩篇新種報告的發表。 
由於 12 號的班機是深夜起飛，因此在完成上述研究工作後，便返回住宿處整理

行哩，並於晚間搭機返抵國門。 
 

三、研究之心得與建議 

    本次出國期間實際參與新加坡所舉辦的野外生物普查計劃，除了能親自體會

新加坡周遭海域的水下生物多樣性狀況外，也能了解如何安排規畫短期的海洋生

物調查，以及相關的後勤支援與協調方式，對於未來在台灣進行相關海洋生物普

查計劃會有相當大的幫助。另外能與國際上最為權威的蟹類研究學者面對面進行

長時間的討論交流，除了拓展研究視野外，也增加許多研究課題與能量，另一方



 5

面也確立申請人與新加坡方面在未來上能有更多且更深入的合作關係。 且參訪

國外其他博物館也可以吸收他人之長，來改進自身不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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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提升台灣學者在國際研究上的能見度外，跨國合作的成功也能增加台灣在海洋

研究上的影響力。 
 

 
圖一  聖約翰島上的熱帶生物研究中心 
 

 
圖二  所搭乘的潛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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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水下環境 
 

 
圖四  水下珊瑚 
 

 
圖五  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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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紅樹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