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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出國研習計畫是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108)年度國際農業科

技政策及人才培育推動小組動物(含水產)資源技術研習與學術交流

計畫補助旅費，於本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8 日，總計 14 日赴日研習。

主要目的是至日本靜岡清水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研習，針對臺日雙方

進行之正鰹族群特徵探討，包括利用記錄型標識器解析西北太帄洋正

鰹的移動行為、未來生殖生物學研究成果資料結合及產卵活動海域解

析等項目，並針對在臺灣與日本海域之正鰹標識放流研究成果資料進

行整合分析，以精進相關研究之發展，提供資源評估之重要參數。自

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止，總計於臺灣東部海域標識放流正鰹

239 尾，配置 148 枚電子式紀錄器，至目前(2019 年 11 月)為止再捕獲

15 尾(回收率 6.3%)，其中有 3 枚電子式標識器回收，但 1 枚沒有解

讀出資料。由標識器配置在魚體時間為 26 及 31 天資料顯示，正鰹日

間比夜間下潛至較深的海域，棲息之溫度與深度有顯著性差異，環境

水溫最低為 13.0°C 及 13.2°C，腹腔溫度則為 17.0°C 及 18.5°C。正

鰹(#5885)棲息深度及水溫為 0-271m 與 13.1-27°C；正鰹(#6312) 棲息

深度及水溫為 0-310.6m 及 13.2-28.3°C。臺灣東部正鰹喜好棲息在

50m~300 m 水層經常性的深潛與上浮，本次正鰹標識放流研究結果是

首次揭示正鰹在臺灣東部棲息海域之環境偏好及游泳行為特徵等漁

業獨立(fishery-independent)資料。 

關鍵詞：記錄型標識器(archival tag)；傳統號碼籤(conventional tag)；

棲 所 喜 好 (habitat preference) ； 族 群 動 態 (population 

dynamic)；游泳行為(swimm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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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太帄洋正鰹生物特徵與移動研究 

一、目的 

正鰹(Katsuwonus pelamis)分布於熱帶及亞地區海域，是重要的高

度洄游性魚種，其漁獲量排名全球第三。該魚種在太帄洋、印度洋及

大西等三大洋皆可捕獲，但中西太帄洋(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WCPO)正鰹的漁獲量佔全世界鮪魚 70%，是世界上最大的正

鰹漁場。在此所獲的正鰹 86%來自鰹鮪圍網，主要漁業國為臺灣、美

國、日本及南韓，這些漁獲物主要被用來製成罐頭供應全球人民食

用，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針對太帄洋正鰹族群動態解析及漁業資源

永續利用，為刻不容緩及責無旁貸之重要課題。 

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水産研究˙教育機構國際水産資源研究

所自 2009 年起，結合產官學界共同執行之正鰹"永續漁業(Sustainable 

Fishing)"計畫，並大規模於西北太帄洋日本經濟性海域及鄰近公海進

行正鰹標識放流試驗，逐步解析黑潮流域正鰹族群移動特徵與族群結

構。於 2014 年研究海域延伸至日本與那國島海域，並於 2017 年與本

所共同合作於臺灣東部海域進行標識放流研究。結合臺灣與日本的正

鰹族群移動特徵研究，將有利於掌控西北太帄洋正鰹族群的資源現

況，進而解析魚群的時空分布特性，無論是對區域性的漁業管理、太

帄洋島國及公司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幫助，並達該魚種資源永續利用

之目標。 

此次出國研習的主要目的是至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針對臺日雙

方進行之正鰹族群特徵探討，包括利用記錄型標識器解析西北太帄洋

正鰹的移動行為、未來生殖生物學研究成果資料結合與產卵活動海域

解析，並針對在臺灣與日本海域之正鰹標識放流研究成果資料進行整

合分析等項目，以精進相關研究之發展，提供資源評估之重要參數，

以及國際漁業管理組織未來進行該魚種進行管理策略擬定的重要科

學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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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會議日期
及時間 

會議地點 會議機構 會議目的及討論主題 

8/26(星期
一) 

桃園→日本東京
→靜岡→清水 

去程  

8/27～
9/7(星期
二至星期
六) 

國際水產資源研
究所鮪類資源解
析室 

日本水產研究˙教育機構
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 

西北太帄洋正鰹生物特徵
與移動解析及學術交流 

 

9/8～(星
期日) 

日本清水→靜岡
→東京→桃園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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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過程及心得 

此次赴日研習計畫自本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8 日，總計 14 日。

筆者 8 月 25 日由臺東北上，8 月 26 日早上 7:30 由桃園國際機場啟

程，歷經 3 小時 15 分即抵達日本東京羽田國際機場，再由機場搭

乘快速火車至品川站，轉搭乘日本鐵路(JR)至靜岡，再由靜岡轉乘

通勤列車至清水，已經是日暮西沉，而日本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松

本隆之(Takayuki Matsumoto)研究員佇立在清水火車站西口等待著

筆者，甚為感動。 

8 月 27 日早上筆者由松本研究員引領進入國際水產資源研究

所業務推廣課辦理報到換證，余川浩太郎(Kotaro Yokawa)課長親自

接待筆者，巧合的是余川課長是舊識，曾數次一同參與區域性國際

管理組織會議，2013 年筆者前來該研究所參加北太帄洋旗魚小組

會議時，余川課長為日本旗魚科學家首席代表。隨後拜會正鰹及鮪

類資源部南浩史(Hiroshi Minami)部長、本多仁(Hitoshi Honda)顧

問、甲斐幹彥(Mikihiko Kai)主任研究員、井嶋浩貴(Hirotaka Ijima)

研究員、先波靖子(Yasuko Semba)研究員及岡本慶(Kei Okamoto)研

究員等人，並於下午展開研習行程。 

資料分析 

針對在臺灣東部海域進行正鰹標識放流研究資料進行整合分

析，松本研究員提供日方回收資訊與電子式標識器紀錄資料及筆者

所整理的東部回收資料。松本研究員並展示該研究所長期使用的資

料分析流程與使用通用製圖工具(Generic Mapping Tools, GMT)，

GMT 是一套開放的地理繪圖軟體。與一般的地理繪圖軟體如 

QGIS、ArcGIS 最大的不同是，GMT 完全可以在命令列介面底下

運行。對於有大量繪圖需求，想用程式語言或腳本批次檔處理這些

繪圖工作的人而言，GMT 非常值得一學。由於該研究所長期使用

該軟體，已建立了完善的流程及工具對照碼，但由於 GMT 採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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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列方式執行工作，對於程式語法不熟悉者不易上手。 

筆者彙整臺日雙方的標放及再捕獲資料顯示，自 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止，總計於臺灣東部海域標識放流正鰹 239 尾，

配置 148 枚電子式紀錄器，至目前(2019 年 11 月)為止再捕獲 15 尾

(回收率 6.3%)，其中有 3 枚電子式標識器回收，但 1 枚電子標識器

無法讀出資料。標識後再捕之天數為 2~112 天，直線距離為 0 至

1,539 公里(Table 1; Fig. 1)。11 尾正鰹在標放附近海域被捕獲，其

中 2 尾正鰹(43 and 44 cm FL, #5885 and #6312)，配置植入型標識記

錄器(Lotek LAT2910)，標放時間為 2018/12/16 及 2019/3/14，標識

器配置在魚體時間為 26 天及 31 天。日間比夜間下潛至較深的海域

(p<0.001)，棲息之溫度與深度有顯著性差異，環境水溫最低為

13.0°C 及 13.2°C，腹腔溫度則為 17.0°C 及 18.5°C(Fig. 2; 3)。正鰹

(#5885)棲息深度及水溫為 0-271m 與 13.1-27°C (日間帄均深度與溫

度為 44.4±31.2m 及 24.5±1.7°C；夜間帄均深度與溫度為 29.4±26.9m

及 25±0.8°C)(Fig. 4)。正鰹(#6312) 棲息深度及水溫為 0-310.6m 及

13.2-28.3°C(日間帄均深度與溫度為 86.7±43.1m 及 24±2.5°C；夜間

帄均深度與溫度為 73.2±35.3m 及 24.4±1.6°C)(Fig. 4)。臺灣東部正

鰹喜好棲息在 50~300 m 水層，並有經常性的深潛與上浮游泳行為

(Fig. 5)，本正鰹標識放流研究結果是首次揭示正鰹在臺灣東部棲息

海域之環境偏好及游泳行為特徵等漁業獨立(fishery-independent)資

料。 

專題演講 

本次在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研習期間，在余川課長的安排

下，於 9 月 4 日早上 10 點於該中心富士廳國際會議廳進行公開演

講(該中心第 125 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Northwest Pacific Billfish Tagging Program: Status of Electronic 

Tagging in Eastern Taiwan (北太帄洋國際合作型旗魚類標識放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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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臺灣東部電子式紀錄器標識試驗現況)。演講內容涵蓋近 10年

來陸續發表(雨傘旗魚及立翅旗魚)及尚未發表(黑皮旗魚、劍旗魚

及紅肉旗魚)之標識放流成果。 

總計旗魚類標放及標識器脫離魚體的直線距離為 73~3,579 公

里，移動速動帄均為 0.1~9.6公里/小時。由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

模式估算最有可能的移動路徑(Most probable track, MPT)顯示立翅

旗魚具有季節性移動習性，然而黑皮旗魚則未具有任何季節性移動

特徵，但其移動路徑具有很高洄游能力及不同個體間之差異，雨傘

旗魚在臺灣東部標放之後游往東海棲息，紅肉旗魚則是往西南洄游

至南中國海、劍旗魚往東南洄游最後標識器在菲律賓東部外海彈

脫，綜合以上結果顯示無論是標放的季節與地點之不同，黑皮旗魚

雖有跨越赤道之洄游行為，但目前在本研究中未有跨越中太帄洋之

記錄。 

此研究中旗魚類下潛深度及海域水溫為從表層至 737 公尺

深，水溫 6~33°C。5 種旗魚皆有由表層深潛至混合層甚至深達

200~700 公尺，且具有明顯的日夜別棲息型態差異，夜間棲息於較

淺海域，白天則可下潛至更深海域，本研究為全球首次闡明 5 種旗

魚類在西北太帄洋的垂直分佈區位。該研究所出席演講會的漁業科

學家對於臺灣東部海域的旗魚漁業資源現況非常有興趣，尤其是傳

統鏢旗魚漁法自日本傳承至臺灣東部漁民沿用至今，所進行的變革

與改進，並進一步結合運用於漁業科學研究，有許多好奇及不同的

想法與問題。 

四、心得與建議 

此次赴日本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研習，主要由松本研究員進行安

排，松本研究員早於 2010 年本所於本中心舉辦之標識放流國際研討

會即已到訪過本中心，當時他的研究工作著重於黃鰭鮪與大目鮪的標

識放流試驗，隨後進行正鰹標識放流試驗時，臺灣東部的漁民亦曾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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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日方標識的正鰹且透過筆者回報該研究所。因此藉由短期的學術交

流與研習，也讓目前積極進行之臺日漁業科學研究項目推動，彼此得

以更進一步溝通與了解，進而共享研究成果並籌畫共同發表。返國

後，筆者也將這次研習的主要成果，於 11 月 11~13 日在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舉辦的第 13 屆亞細亞水產音響學會年會 (The Thirteen 

Annual Meeting of Asian Fisheries Acoustics Society)，進行

海報論文發表，讓此臺日漁業科學合作計畫內容吸引國際關注。 

研習期間也與松本研究員前往日本食品味之素公司(Ajinomoto 

Inc)拜會國際交流處太田史生(Fumio Ohta)處長，共同討論近三年來該

公司贊助正鰹國際合作標識放流計畫執行成果。該公司自 1970 年開

始販售鰹魚風味食品調理，一直是高人氣商品之一，其素材為太帄洋

正鰹，再經由專家嚴選，採用獨家製成乾燻鰹魚。被挑中的鰹魚脂肪

含量低、品質絕佳，經過嚴謹的品質、衛生管理及加工後，再經過烘

焙，製成具獨特的香氣與風味。因此，該公司也秉持著「Eat Well, Live 

Well」企業精神，特別關注太帄洋正鰹資源的永續利用，並自 2009

年贊助日本學術及研究單位進行執行永續漁業計畫。太田處長也著手

進行 50 枚紀錄型標識器的採購，將運用於本年 12 月在臺灣東部進行

之正鰹標識放流研究。 

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座落於靜岡清水，居住在市區的旅館比鄰清

水港，除了有生鮮的海鮮之外，每日前往研究所皆可欣賞清水港沿岸

的優美景色，更有很多機會清楚遠觀富士山，而清水港和神戶港及長

崎港更被並列為『日本三大美港』。清水港的歷史悠久，西元 600 年

代即有前往朝鮮百濟的支援船隻出港的紀錄。從日本戰國時代至江戶

時代，更作為軍事要地受到重用，後於明治時代開港至今。在經濟方

面，清水港也是各種原材料的進口港，是對高度經濟成長期的日本有

重大貢獻的港口。另外，在日本國內消費的鮪魚約半數在清水港卸

魚，鮪魚卸魚量堪稱日本第一。港口周邊還有餐館「清水魚市場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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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之市」及港內觀光船等遊客可享用及遊玩的設施，也有大型的外國

客船等停靠，展現了港口熱鬧的一面，皆是假日漫遊參觀最佳景點。 

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隔街就是日本東海大學海洋學部，也是中午

用餐及購買相關書籍及文書用具的最佳地點。經濟實惠的餐點，學生

的菜費量與收費，是筆者每天中午用餐時段的唯一選擇。學校文具部

也正好在餐廳食堂的樓上，東海大學出版品也享譽國際，尤其是魚類

圖鑑類，標本照及生態照魚類圖鑑，是漁業科學家必備的參考書籍，

也是筆者參考及添購參考書的絕佳時刻。此外，生命科學類的參考書

籍收錄的非常完整，對於求學過程所需的相關參考書籍一應俱全，是

在此就讀海洋科學相關課程學者們的一大福祉。  

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雖屬日本國家級水產資源研究重鎮，人員進

出及網路安全管理相當嚴格，但亦設置有展覽室，提供教育推廣使

用，除了各項漁具漁法之圖說介紹及各種海洋野生動物標本展示外，

對於積極進行的高經濟大洋性魚類(鮪類與正鰹)標識放流之研究過

程與成果展示，有完善的內容展示，值得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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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017 年至 2018 年於臺灣東部海域標放之正鰹再捕獲情形(含外部傳統號碼簽及植入型電子式標識器)。 

Conventional 

tag #ID 

Archival 

tag #ID 

Deployment 

date 

Deployment 

location 
Fork length 

(cm) 

Recapture 

date 

Recapture 

location 

Recapture 

fork length 

(cm) 

Day at 

liberty 

Straight line 

distance 

(km) 

Note 

Lat Lon Lat Lon 

EN2017080068 - 20180311 22.90 121.45 38 20180402 22.82 121.40 40 23 10  

EN2017080084 - 20180311 22.90 121.45 43 20180517 32.37 132.87 48 68 1,539  

EN2017080093 - 20180311 22.90 121.45 44 20180320 22.90 121.45 47 10 0  

EN2017080132 - 20180312 22.90 121.45 43 20180401 23.77 121.78 0 21 102  

EN2017080154 - 20180312 22.90 121.45 40 20180322 22.90 121.38 43 11 7  

EN2018060068 5885 20181216 22.90 121.45 44 20190115 22.82 121.40 45 31 10  

EN2018070016 - 20190305 22.82 121.43 40 20190613 30.50 128.00 43 101 1074  

EN2018070038 - 20190309 22.82 121.43 43 20190321 22.82 121.42 45 13 1  

EN2018070041 - 20190309 22.82 121.43 47 20190628 32.58 127.38 56 112 1,233  

EN2018070065 6286 20190309 22.82 121.43 43 20190625 29.90 129.53 40 109 1,127 Not data 

EN2018070136 - 20190319 22.82 121.43 42 20190409 22.82 121.42 47 22 1  

EN2018070146 - 20190319 22.82 121.43 41 20190320 22.82 121.42 43 2 1  

EN2018070156 - 20190319 22.82 121.43 43 20190320 22.82 121.42 46 2 1  

EN2018080002 6312 20190314 22.66 121.44 44 20190408 22.82 121.42 47 26 18  

EN2018080035 - 20190317 22.61 121.46 46 20190613 30.53 127.88 53 89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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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正鰹標放後野放地點(綠三角型)及再捕獲地點(紅色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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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正鰹(#5885)棲息深度紀錄(黑色線)及環境水溫(藍色線)與體內溫度(紅

色線)，灰色條狀帶為夜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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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正鰹(#6312)棲息深度紀錄(黑色線)及環境水溫(藍色線)與體內溫度(紅

色線)，灰色條狀帶為夜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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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正鰹(#5885)及(#6312)日夜棲息深度與環境水溫剖面圖，直方線條為標

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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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正鰹(#5885)及(#6312)棲息深度與環境等水溫線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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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正鰹標識放流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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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日本水產研究˙教育機構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 

 

 

 

圖二、拜會余川浩太郎課長(圖左)及本多仁顧問(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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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拜會正鰹及鮪類資源部南浩史部長(圖左)及甲斐幹彥主任研究

員(圖右)。 

 

圖四、筆者在國際水產資源研究所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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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筆者專題演講摘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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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標識放流相關器具及電子式標識記錄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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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日本東海大學海洋學部。 

 

 

 

圖八、日本東海大學出版品及生命科學類群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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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筆者與松本隆之研究員拜會日本味之素公司暨討論回收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