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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苗栗後龍溪水系中，飯島氏銀鮈的核心棲息區範圍為後龍溪支流老田寮溪、沙

河溪、南湖溪、桂竹林河一帶。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秋季網捕法平均努力量為 0.06 網

/尾，相較於 107 年度網捕法平均努力量 0.26 網/尾，減少 76.9%，相較於 108 年度網

捕法平均努力量 0.04 網/尾，增加 50%；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秋季網捕法平均密度為

0.02 尾/m2，相較於 107 年度網捕法平均密度 0.08 尾/m2，減少了 75.0%，相較於 108

年度網捕法平均密度 0.01 尾/m2，增加 100%；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網捕法魚類總群

聚百分比為 2.1%，相較於 107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網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9.5%，減

少 77.9%，相較於 108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網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6.3%，減少 66.7%；

109 年度推估飯島氏銀鮈在沙河溪核心流域中總共有 418 尾，相較於 107 年度推估飯

島氏銀鮈在沙河溪核心流域中總共有 3677 尾，減少 88.6%，相較於 108 年度推估飯島

氏銀鮈在沙河溪核心流域中總共有 118 尾，增加 226.6%。 

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秋季釣捕法平均努力量為 0.08 小時/尾，相較於 107 年度釣捕

法平均努力量 4.30 小時/尾，減少了 98.1%，相較於 108 年度釣捕法平均努力量 0.14

小時/尾，減少了 42.9%；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釣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13.1%，相

較於 107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釣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47.5%，減少了 72.4%，108 年度

飯島氏銀鮈佔釣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23.2%，減少了 43.5%。 

109 年度於本團隊除了持續對於瀕稀淡水魚類作保種或增殖以外，特別在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順利成功繁殖孵育出飯島氏銀鮈的新生子代初期階段共約 180~200 尾，成

功取得室內與室外復育之繁殖條件，並完成飯島氏銀鮈的早期生活史紀錄。剛孵化的

仔魚，具有透明的頭及身體，身體缺乏黑色素沉澱，卵黃囊大(約佔全長的 53%)，仔

魚的卵黃囊前端可達到眼睛下緣，眼在頭部前端偏下側，眼睛有黑色素沉澱，耳石位

於卵黃囊上側，剛孵化出來的魚苗游泳能力差，多沉在水草或缸體底部；孵化後 1 日，

眼睛可轉動，卵黃囊顯著縮小，囊部前端後縮至頭部耳石位置的後方，腹側卵黃囊至

尾柄出現星狀黑色素，口部尚未發育完全，胸鰭出現並開始發育，尾鰭出現鰭褶；孵

化後 2~3 日，卵黃囊縮小更多，口部、消化道及肛門逐漸發育，並未觀察消化道有食

物跡象，魚鰾雛形開始發育，身體兩側出現點狀色素沉澱，尾鰭出現軟條；孵化後 4~6

天，卵黃囊已吸收完，消化道內有食物的跡象，眼在頭部前端偏中側，胸鰭出現鰭褶；

孵化後 9 日，頭頂部出現星狀黑色素，魚體兩側出現間段斑點狀黑色素，背鰭逐漸發

育；孵化後 12~15 日，眼在頭部前端偏上側，背鰭出現鰭褶，尾鰭型狀逐漸由原型尾

分岔形成叉型尾，臀鰭逐漸發育；孵化後 21 日，背部及背鰭、尾鰭、臀鰭上的點狀黑

色素增加，背鰭出現鰭條，腹鰭逐漸發育，臀鰭出現鰭條；孵化後 39 日，各鰭皆發育

完全，無硬棘，背鰭軟條 3(不分枝軟條)+7(分枝軟條)，臀鰭 3(不分枝軟條)+7(分枝軟

條)；，鱗片逐漸從尾部發育；孵化後 49 天，鱗片發育完全。 

關鍵字：淡水魚保育、鯉科魚類、銀鮈、飯島氏銀鮈、巴氏銀鮈、繁養殖物種、魚類

生態調查、保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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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為配合溪流魚類生態資源保育工作，本計畫初期，開始投入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繁

養殖研發，第一階段，會對台灣已滅絕，且僅存於金門之大鱗梅氏鯿做復育。而今年

計畫重點將對國家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淡水魚類飯島氏銀鮈進行復育並記錄其人工繁殖

條件與數據。 

目前於苗栗後龍溪水域中，所棲息之國家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淡水魚類飯島氏銀

鮈，因棲地近年來遭受到人為與大水的破壞及外來魚種的嚴重威脅之下，野外族群量

每況愈下，數量越來越少。因此為了能讓飯島氏銀鮈魚野外族群量恢復穩定，將對飯

島氏銀鮈進行人工復育及持續的野外調查。人工復育方面將於室內與室外進行養殖與

復育，並找出飯島氏銀鮈繁殖條件與數據及記錄幼魚早期發育影像，以利於日後進行

大量人工繁殖復育，並將幼魚飼育至可野放之體型，將其野放回苗栗原棲地，增加其

飯島氏銀鮈野外族群之數量，以達到復育之目標。 

另目前於苗栗飯島氏銀鮈野外棲地 80%已遭人為及大水與外來種迫害，所以將持

續對飯島氏銀鮈野外棲地進行監控與調查，包含棲地樣態之改變與水質方面之變化，

以便能即時掌握所有原始棲地之動態。除此之外也對外來種魚類進行調查，以利於未

來對復育出之幼魚野放回原棲地可作分析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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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 全程目標 

臺灣淡水魚類生物多樣性高，但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加上人為活動與經濟發展影

響，使得臺灣原生性淡水魚類棲息所面臨之威脅越趨嚴重，政府機關及相關團體雖有

持續保育行動，惟對於淡水魚類消逝狀況的減緩卻仍舊有限。故加強受脅淡水魚類之

基礎調查工作，彙整過往初級性淡水魚類調查資料，整合淡水魚類資源監測調查並分

析資源變化，以釐清我國受脅的原生淡水魚類當今所面臨之重大威脅，提供相關政府

機關訂定正確之保育策略，是當務之急。 

完成臺灣飯島氏銀鮈之基礎生物資源調查，利用分子生物技術之親緣關係鑑定與

域外人工復育技術之結合減緩物種消逝之速度並輔以域內田野調查釐清所受威脅與施

行正確棲地改善策略，增進其生物資源永續之可能，訂定針對瀕危野生動物飯島氏銀

鮈、保育行動綱領，執行棲地保育工作與域外人工復育技術，消除不利生存因子，避

免族群滅絕或調降其保育等級。 

持續進行「大鱗梅氏鯿」、「臺灣梅氏鯿」、「青鱂魚」、「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等之珍稀或瀕危淡水魚保種工作，作為未來野放淡水魚種種源資料庫。規劃及評估未

來可野放之封閉水域，擴大野生族群生存面積，降低族群滅絕發生之機率。 

二、 本年度目標 

針對人工復育飯島氏銀鮈技術之結合，找出其繁殖條件、數據，以利於日後能大

量孕育出幼魚，並進行原棲地野放，以減緩物種消逝之速度，增進其生物資源永續之

可能。除此之外亦完成飯島氏銀鮈現今基礎生物資源調查工作，釐清目前族群量現況

與面臨威脅。執行棲地保育工作，消除不利生存因子，避免族群滅絕或調降其保育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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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內容材料及方法 

一、 溪流水文因子測定 

記錄野外自然棲底質環境，並瞭解物種出現頻度與底質特性的相互關係。測定

野外溪流水質因子於野外調查樣區中，任選水表層之一個採樣點，以下列各項目進行

測量： 

 

1. 水溫(Water Temperature) 

水溫可影響水的密度、黏性、蒸氣壓、表面張力等物理特性，在化學方面可影

響微生物的活動及生化反應的速率等。因此為測量環境因子重要的基本項目。測量使

用攝氏溫標，量測範圍 0 至 100℃，準確度誤差最大至 0.1℃。以 ConductivityMeter(型

號 WTWCond330i)測量現場的水溫。 

 

2. 總溶解固體含量(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 

總溶解固體指水中全部溶質的總量，包括無機物和有機物兩者的含量。測量單

位為毫克/升（mg/L）,它表明 1 升水中溶有多少毫克溶解性固體。TDS 值越大，說明

水中含有的雜質或有害物質(可能包含重金屬 鉛、 銅、鋇、鉻、水銀、鎘)含量越大。

以 Conductivity Meter (型號 WTWCond330i)測量現場的總溶解固體含量。 

 

3. 溶氧量(Dissolved Oxygen, DO) 

氧氣為所有生物維持代謝程序的重要元素，並藉此產生能量來生長與再生細

胞，水中溶氧濃度對水生生物相當重要。水中溶氧含量單位為 mg/L 或 mg/L。水中溶

氧對魚類的生殖棲息有很密切之關係，一般河川裡對魚類的良好棲息環境，溶氧量至

少須高達 5.0mg/L 以上，大多數魚類在溶氧量低於 3.0mg/L 時，即不利生長或甚至導

致死亡，在溶氧量低於 2.0mg/L 時，大多魚類已不能生存。因此水中溶氧相當之重要，

為水中污染性的指標。將以溶氧 meter(型號 YSI52)測得溶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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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酸鹼值(pH) 

水中酸度之大小，由溶液中所含氫離子（H+）濃度來決定，通常用氫離子濃度

指數（簡稱 pH 值）來表示，pH 值的範圍在 0～14 之間，純水為中性，pH 值為 7.0，

低於 7.0 為酸性，高於 7.0 為鹼性。大部分的水生生物，對水環境中 pH 值相當敏感，

故為重要測定項目之一。以 pH Meter 測量酸鹼值（pH，型號 Suntex TS-1）。 

 

二、 溪流淡水魚野外調查之相關標準作業流程 

1. 網捕法(手投網)： 

手投網網捕法為在湖沼或溪流岸邊的採捕方式，以徒手投擲手投網入潭中採集，

以採集獲得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樣本。建議本「手投網網捕法」應選用 3 分或 5 分網

目為宜，12 尺至 15 尺較為適中。至少要投擲 10 網次以上，來估算單位河段內的魚類

出現總量與密度(individuals/m2)與魚類群聚組成比例((individuals/total)*100%)。缺點為

使用過後，網具耗損度大，常要保養與修補網具，甚至更換新網具等。另外，也可採

用放置刺網的方式，但若非不得已，盡可能少用刺網，以期能減少本土魚類採集受傷

及死亡機會。但利用大型網目的流刺網，應該可用於移除水域內的外來魚種群聚。 

 

2. 垂釣法： 

垂釣法為在湖沼或溪流岸邊的採捕方式，釣竿和魚餌用釣線及魚鉤連接，並用魚

餌誘引魚類上鉤，以採集獲得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樣本。垂釣時間期程為 2 小時，並

可以來估算出單位努力魚類捕獲量(individuals/hr)。相對於網捕法是比較耗時的調查方

法，但可以針對魚種作調整，以提供特定魚種的捕獲率。本計畫使用釣具條件如下： 

(1) 釣竿：使用溪釣桿 15 尺軟桿(使用軟桿中魚時可降低對魚的衝擊，增加存活率) 

(2) 母線：使用 1.2 號尼龍線 

(3) 浮標：使用重量 10 號之溪流浮標(可視魚的索餌狀況與水流速度作調整) 

(4) 子線：使用 0.6 號尼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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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魚鉤：使用 2.5 號之秋田鈎(秋田鈎屬細長鈎，對小嘴魚類效果較好) 

(6) 魚餌：一般黃色萬能餌即可(但水溫較低時使用魚蟲就餌率較高) 

 

三、 珍稀淡水魚類養殖飼育 

飯島氏銀鮈的飼育繁殖 

 

      目前於海洋大學共有二類型缸體做蓄養，分別為 1 個四尺 FRP 桶，放置於戶外、

所有條件均依照自然環境改變，除正常投餵飼料外，並且補強魚類所需之動物性與植

物性蛋白質之食物，利用天然降雨改變水溫，刺激魚類進行繁殖。並固定每星期 2 次

測量水質，留意水質的變化。每個缸內約有 20 尾成魚作繁殖研究。 

      另為 1 類型為三尺魚缸，每缸約有 20 尾魚。放置於室內，依照室內之條件變化

蓄養，並補強魚類所需之動物性與植物性蛋白質之食物，設定較長照明時間之條件，

且多次使用水流降溫法，以模凝大自然中強降雨與四季變換的水溫差異，因而達到刺

激魚類繁殖的目的。並固定每星期 2 次測量水質，留意水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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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

一、苗栗後龍溪水系之飯島氏銀鮈野外採樣調查 

(一) 飯島氏銀鮈調查結果

後龍溪位於台灣苗栗偏北，屬於中央管河川。橫貫苗栗縣的中南部，主要灌溉苗

栗縣公館鄉、苗栗市、頭屋鄉、造橋鄉和後龍鎮等以稻米為主的農產地區，是苗栗縣

重要的水利河川之一。發源於雪山山脈中的鹿場大山，上游為汶水溪。主流河長為 58.30

公里，流域面積約有 536.59 平方公里。 

後龍溪水系內共調查區系為 1 個主流及 10 個支流，由北往南、由上游往下游方向，

依序規劃出 11 個樣站。 

溪流名 代號 序號 GPS 位置 

老田寮溪 
老田寮 1 H13 

老田寮 2 H14 

沙河溪 

沙河 2 H16 

沙河 2.5 H16.5 

沙河 3 H17 

沙河 4 H18 

南河 

(沙河溪上游) 

南河 2 H21 

南河 3 H22 

八角林河 八角林 1 H35 

桂竹林河 桂竹林 1 H36 

南湖溪 南湖 2 H27 

在 109 年度，針對 108 年調查到飯島氏銀鮈的核心棲息區範圍—南河中下游到沙

河溪一帶(南河 2、南河 3、沙河 2、沙河 2.5、沙河 3、沙河 4)、老田寮溪一帶(老田 1、

此部分網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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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2)、南湖溪一帶(南湖 2)及八角林河(八角 1)、桂竹林河(桂竹 1) (見圖 1)，共 11

個核心樣站，進行一季共 11 次的水質測試(見表 1)與棲地現場調查(見表 2)。 

[老田寮溪] 

測站 1 老田寮 1 (H13)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位於明德水庫下游，老田寮橋附

近。屬緩流，沿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域旁有一小部分有

人工消波塊，大約 10 個左右(見圖 2)。 

在 108 年秋季開始因大水沖刷，使河床底部出現許多障礙物，因此秋季開始不易

使用網捕法。且於 108 年冬季，發現整個樣站已完全遭人為破壞怠盡，沿岸邊植被減

少約 80%，109 年秋季調查時，棲地已恢復 90%的原貌。107 年平均溪寬為 510.2 公

分，平均溪深為 74.7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420.0 公分，平均溪深為 49.0 公分。109

年秋季平均溪寬為 502.3 公分，平均溪深為 68.7 公分，相較於 108 年，雖此棲地環境

有遭人為大幅的破壞，非常不利於飯島氏銀鮈生存。但 109 年秋季調查時，棲地雖已

恢復 90%的原貌，沿岸邊植被長回，但是否利於飯島氏銀鮈生存?則需繼續追蹤調查。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75%、礫石 15%、塊石 10%。 

水質描述：水溫：為 31.9℃；溶氧(DO)：為 5.8mg/L；酸鹼值(pH)：為 8.1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433.4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2 屬 3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

餐條 3 尾 37.5%、吉利慈鯛 3 尾 37.5%、臺灣石鮒 2。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

量 37.5%(見表 3)。 

GPS此部分網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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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5 屬 6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石鮒 9 尾 36.0%、餐條 6 尾 24.0%、吉利慈鯛 6 尾 24.0%、長鰭馬口鱲 2 尾 8.0%、

短吻小鰾鮈 1 尾 4.0%、粗首馬口鱲 1 尾 4.0%。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24.0%(見

表 4)。 

109 年水下攝影觀察沒有拍到飯島氏銀鮈的蹤跡。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0.50 尾/小時，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5.5%。108 年的調查，採獲 3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0.38 尾/

小時，佔總捕獲量百分比 3.8% 。109 年完全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網捕努力量僅為 0.10 尾/網次，佔總

網捕量百分比 1.9%，108 年完全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109 年完全沒有採獲到飯島

氏銀鮈。 

測站 2 老田 2 (H14)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OOOOO，位於獅豐橋附近。屬緩流，沿岸

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域一徹為岩石峭壁，上方有一路橋。

107 年平均溪寬為 5570.2 公分，平均溪深為 715.3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5565.0 公

分，平均溪深為 714.5 公分。109 年平均溪寬為 5496.7 公分，平均溪深為 707.3 公分。

與 108 年的棲地型無太大差異，但還適合飯島氏銀鮈生存(見圖 2)。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 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60%、礫石 35%、塊石 5%。 

水質描述：水溫：為 30.7℃；溶氧(DO)：為 5.8mg/L；酸鹼值(pH)：為 8.61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372.0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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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3 科 4 屬 4 種魚類，未採獲到飯島氏銀鮈。為吉利

慈鯛 6 尾(50.0%)、䱗條 3 尾(25.0%)、極樂吻鰕虎 2 尾(16.7%)、臺灣石鲋 1 尾(8.3%)。

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50.0%(見表 3)。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3 科 5 屬 5 種魚類，未採獲到飯島氏銀鮈。為高體

鰟鮍 12 尾(38.7%)、臺灣石鲋 8 尾(25.8%)、吉利慈鯛 5 尾(16.1%)，鯽魚 3 尾(9.7%)，

極樂吻鰕虎 3 尾(9.7%)。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16.1%(見表 4)。 

109 年水下攝影沒有拍到飯島氏銀鮈的蹤跡。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0.33 尾/小時，佔總釣

捕量百分比 8.7%。於 108 年的垂釣到 2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0.25 尾/小

時，佔總捕獲量百分比 6.7%。109 年的垂釣法調查，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見表 3)。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108 年的網捕法調查，也沒有

採獲到飯島氏銀鮈。109 年的網捕法調查，也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沙河溪] 

測站 3 沙河 2 (H16)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附近有竹子林。屬緩流，沿岸邊

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域前方有一人工小橋，小橋下方有一深

潭，旁邊則有一小片竹林，但 109 年已遭人為開墾，且設有階梯，方便出入。此樣站

人為捕獵壓力大，大型捕漁網與蝦籠時時可見。107 年平均溪寬為 739 公分，平均溪

深為 165.3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699.8 公分，平均溪深為 159.5 公分。109 年平均

溪寬為 731.4 公分，平均溪深為 148.7 公分。與 108 年的棲地型無太大差異，但還適合

飯島氏銀鮈生存(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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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50%、礫石 30%、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28.1℃，溶氧(DO)：為 4.6mg/L，酸鹼值(pH)：為 8.1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452.6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1 科 3 屬 3 種魚類，共採獲飯島氏銀鮈 7 尾(36.8%)，

平均努力量為 3.5 尾/小時，其餘為臺灣石𩼧6 尾(31.6%)、臺灣縱紋鱲 6 尾(31.6%)。未

採獲到外來種(見表 5)。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1 科 3 屬 3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為短吻小

鰾鮈 4 尾(50.0%)，臺灣縱紋鱲 3 尾(37.5%)，台灣石魚賓 3 尾(12.5%)，未採獲到外來

種(見表 6)。 

水下攝影觀察有飯島氏銀鮈的蹤跡，平均佔總群聚比例為 36.8.8%。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17.08 尾/小時，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73.5%。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36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

為 3.6 尾/小時，109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飯島氏銀鮈 7 尾，平均努力量為 3.5 尾/小

時，佔總釣捕量百分比 36.8%。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108 年的網捕法調查，也沒有

採獲到飯島氏銀鮈。109 年的網捕法調查，也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此樣站本為銀鮈穩定棲息的區域，然而今年 109 年此樣站的飯島氏捕獲量相較於

去年大幅下降很多，推測是由於人為捕獵壓力大所導致的。 

測站 4 沙河 2.5 (H16.5) 

(1) 水文棲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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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樣站地理位置為OOOOO。屬緩流，沿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

域邊，水域前方有一人工攔水堰，攔水堰下方有一深潭，河道兩岸植被茂盛，以草本

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底障礙物多、不易使用網捕法。108年平均溪寬為 599.7 

公分，平均溪深為 120.3 公分。109 年平均溪寬為 621.4 公分，平均溪深為 109.7 公

分。相較於 108 年的棲地型無太大差異，但還適合飯島氏銀鮈生存(見圖三)。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45%、礫石 35%、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30.1℃；溶氧(DO)：為 5.9mg/L；酸鹼值(pH)：為 8.0mg/

L；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449.0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3 屬 3 種魚類，共採獲飯島氏銀鮈 1 尾(9.1%)，

平均努力量為 0.5 尾/小時，其餘為台灣石魚賓 7 尾(63.6%)、尼羅口孵魚 3 尾(27.3%)，

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27.3%(見表 5)。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3 科 5 屬 5 種魚類，未採獲到飯島氏銀鮈，其餘為

台灣石魚賓 5 尾(26.3%)、中華花鰍  4 尾(21.1%)、尼羅口孵魚 4 尾((21.1%)、短吻小鰾

鮈 3 尾(15.8%)、粗首馬口鱲 3 尾(15.8%)、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21.1%(見

表 6)。 

109 年水下攝影沒有拍到飯島氏銀鮈的蹤跡。 

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11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1.83 尾/

小時，佔總垂釣捕獲量百分比 30.6%， 109 年採獲到 1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

努力量為 0.5 尾/小時，佔總垂釣捕獲量百分比 9.1% 。 

108 年因地形影響無法以網捕法調查，109 年未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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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 5 沙河 3 (H17)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位於曲洞宮附近。屬緩流，沿岸

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域前方有一人工小壩堤，旁邊則有一

戶養鵝人家。(見圖 3) 

於 108 年第一季大水過後，水底障礙物變多，不易使用網捕法，以及人為因素，

溪流兩旁植披遭人為破壞怠盡，減少約 90%，水潭也積淤嚴重，棲地原貌大幅改變，

原本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的情況，已減少 80%。109 年還是未見改善，相

較 108 年狀況無太大差異，已不利飯島氏銀鮈生存。107 年平均溪寬為 853.2 公分，平

均溪深為 90.0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536.3 公分，平均溪深為 53.3 公分。109 年平

均溪寬為 498.3 公分，平均溪深為 47.5 公分。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45%、礫石 40%、塊石 15%。 

水質描述：水溫：為 31.6℃；溶氧(DO)：為 5.1mg/L；酸鹼值(pH)：為 8.4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438.6mg/。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3 屬 3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縱紋鱲 7 尾(58.3%)、吉利慈鯛 3 尾(25.0%)，台灣石魚賓 2 尾( 16.7%)。有採獲到外

來種，佔總採獲數量(25.0%)(見表 5)。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吉

利慈鯛 8 尾 47.1%，台灣石魚賓 4 尾(23.5%)，臺灣縱紋鱲 4 尾(23.3%)、唇䱻1 尾(5.9%)。

吉利慈鯛 11 尾(37.9%)、台灣石魚賓 2 尾(16.7%)。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47.1%(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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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水下攝影有發現約 1 尾飯島氏銀鮈。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46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7.67 尾/小

時，佔總網捕量百分比 43.0%。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7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

釣捕努力量為 0.7 尾/小時，佔總垂釣捕獲量百分比 24.1%， 109 年無採獲到飯島氏銀

鮈。推測是由於棲地型態變化過大，導致飯島氏銀鮈不適應，壓迫其生存空間。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採獲 4 尾飯島氏銀鮈，飯島氏銀鮈的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4 尾/網次，佔總網捕量百分比 16.7%。108 年的調查沒有採獲到飯島氏銀鮈，109 年

亦無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測站 6 沙河 4 (H18)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附近有福德宮。屬緩流，沿岸邊

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域上下均有一座小壩堤，也有許多方形

人工水泥塊。(見圖 3) 

在 107 第一季大水過後，水底障礙物多，不易使用網捕法，且 108 年由於人為因

素，棲地原貌大幅改變，原本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的植披已減少 80%，109

年溪流一側植披遭人為破壞，水草量較 108 年恢復約 10%。107 年平均溪寬為 543.6

公分，平均溪深為 90.3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452.0 公分，平均溪深為 56.5 公分。

109 年平均溪寬為 489.5 公分，平均溪深為 53.1 公分。與 108 年的棲地型態無太大差

異。勉強適合飯島氏銀鮈生存。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40%、礫石 40%、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32.1℃，溶氧(DO)：為 5.7mg/L，酸鹼值(pH)：平均為 8.2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平均為 347.2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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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5 屬 5 種魚類，共採獲飯島氏銀鮈 8 尾(36.4%)，

平均努力量為 4 尾/小時，其餘為臺灣縱紋鱲 6 尾(27.3%)、台灣石魚賓 3 尾(13.6%)、

吉利慈鯛 3 尾(13.6%)、尼羅口孵魚 2 尾(9.1%)。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22.7%)(見表 5)。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3 科 9 屬 9 種魚類，共採獲飯島氏銀鮈 4 尾

(7.14%)，平均努力量為 0.4 尾/網次，平均密度 0.13(尾/平方公尺)，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 776.98(平方公尺)，推估平均魚群量 98.98(尾/潭區面積)。其餘為臺灣縱

紋鱲 13 尾(23.2%)、長鰭馬口鱲 11 尾(19.6%)、唇䱻7 尾(12.5%)、短吻小鰾鮈 7

尾(12.5%)、台灣石魚賓 6 尾(10.7%)、吉利慈鯛 5 尾(8.9%)、羅漢魚 2 尾(3.5%)、

豹紋翼甲鯰 1 尾 (1.8%)。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10.7%)(見表 6)。 

水下攝影觀察，有發現約 6 尾飯島氏銀鮈的蹤跡，佔總群聚比例為 7.7%。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5.50 尾/小時，佔總釣

捕量百分比 52.4%。108 年的調查，採獲 12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6 尾/

小時，佔總垂釣捕量百分比 22.2%。109 年採獲 8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4

尾/小時，佔總垂釣捕獲量百分比 36.4% 。相較於 108 年，109 年的平均釣捕努力量增

加 1.5%，佔總釣捕量百分比增加 13.7%。推測是由於棲地型稍有恢復，勉強適合飯島

氏銀鮈生存。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4 尾/網次，佔總網捕

量百分比 16.7%。108 年採獲 2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2 尾/網次，佔總

網捕量百分比 100%。109 年採獲 4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4 尾/網次，佔

總網捕量百分比 7.1%。 

[南河(沙河溪上游)] 

測站 7 南河 2 (H21) 

(1) 水文棲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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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屬緩流，沿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

水域邊。107 年平均溪寬為 360.5 公分，平均溪深為 48.2 公分，108年平均溪寬為

356.8 公分，平均溪深為 39.3 公分。109 年平均溪寬為 348.5 公分，平均溪深為 41.1 公

分。與 108 年的棲地型態無太大差異，但也不利於飯島氏銀鮈生存。 調查發現從 108 

年，均未捕獲飯島氏銀鮈，水中攝影也未見其蹤影，加上於秋、冬兩季調查時發現，

有人為攔截河面網捕魚類的活動，109 年無太大變化，但人為活動頻繁，有用石頭堆

砌成的抓魚陷阱(見圖 4)。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40%、礫石 40%、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29.6℃，溶氧(DO)：為 6.2 mg/L，酸鹼值(pH)：平均為 9.8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473.7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3 屬 3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縱紋鱲 7 尾 58.3%、吉利慈鯛 4 尾 33.3%、長鰭馬口鱲 1 尾 8.3%。有採獲到外來種，

佔總採獲數量(33.3%)(見表 7)。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7 屬 7 種魚類。，共採獲飯島氏銀鮈 2 尾(5.7%)，

其餘長鰭馬口鱲 14 尾(40.0%)、短吻小鰾鮈 8 尾(22.9%)、吉利慈鯛 5 尾(14.3%)、臺

灣縱紋鱲 2 尾(5.7%)、唇䱻2 尾(5.7%)、尼羅口孵魚 2 尾(5.7%)。有採獲到外來種，佔

總採獲數量(20.0%)(見表 8)。 

109 年水下攝影沒有拍到飯島氏銀鮈的蹤跡。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 12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2.0 尾/小時，佔

總垂釣捕量百分比 25.0%。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未採獲飯島氏銀鮈， 109 年亦無採

獲到飯島氏銀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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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未捕獲飯島氏銀鮈。108 年的網捕法調查因地形影響無法以

網捕法調查，109 年採獲到 2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2 尾/網次，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5.7% 

測站 8 南河 3 (H22)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屬緩流，沿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

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水域前方有一小片竹林與深潭。107 年平均溪寬為 612.0

公分，平均溪深為 180.1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581.8 公分，平均溪深為 165.3 公分。

109 年平均溪寬為 579.5 公分，平均溪深為 167.3 公分。與 108 年的棲地無太大變化，

但人為活動頻繁。在 108 春季與夏季則發現人為破壞樣站河岸，導致沿岸邊植被減少，

雖在秋季、冬季期間植被有逐漸恢復成原來的樣貌，109 年較 108 年植被有恢復茂盛，

但飯島氏銀鮈魚量已減少許多(見圖 4)。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45%、礫石 45%、塊石 10%。 

水質描述：水溫：為 29.3℃；溶氧(DO)：為 4.9mg/L；酸鹼值(pH)：平均為 8.1 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平均為 352.2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1 科 2 屬 2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縱紋鱲 11 尾 91.7%、唇䱻1 尾 8.3%。未採獲到外來種(見表 7)。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5 屬 5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石鮒 13 尾(35.1%)、長鰭馬口鱲 9 尾(24.3%)、臺灣縱紋鱲 6 尾(16.2%)、吉利慈鯛 6

尾(16.2%)、尼羅口孵魚 3 尾(8.1%)。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24.3%)(見表 8)。 

水下攝影觀察，未發現飯島氏銀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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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3.67 尾/小時，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31.9%。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3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

為 0.2 尾/小時，佔總垂釣捕獲量百分比 6.3%， 109 年無採獲到飯島氏銀鮈推測是由

於棲地型態變化過大，人為活動頻繁，導致飯島氏銀鮈不易生存，壓迫其生存空間。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50 尾/網次，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83.3%。108 年的網捕法調查，採獲到 2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網捕努力量

為 0.1 尾/網次，佔總網捕量百分比 9.1% ，109 年無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八角林河] 

測站 9 八角林 1(H35)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屬緩流，沿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

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上方有一陸橋，正前方有一壩體，壩堤旁有一深潭，107

年平均溪寬為 525.8 公分，平均溪深為 176.2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582.5 公分，平

均溪深為 157.3 公分。109 年平均溪寬為 579.5 公分，平均溪深為 168.7 公分。與 108

年的棲地型態無太大差異。但從未捕獲及釣獲飯島氏銀鮈，水中攝影也未有發現。水

底障礙物多，不易使用網捕法(見圖 5)。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50%、礫石 30%、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26.3℃；溶氧(DO)：為 5.2mg/L；酸鹼值(pH)：為 7.5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378.1mg/。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1 科 2 屬 2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縱紋鱲 7 尾 70.0%、長鰭馬口鱲 3 尾 30.0%。未採獲到外來種(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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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1 科 5 屬 5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長

鰭馬口鱲 6 尾 33.3%、臺灣縱紋鱲 4 尾 22.2%、唇䱻3 尾 16.7%、鯝魚 3 尾 16.7%、短

吻小鰾鮈 2 尾 11.1%。未採獲到外來種(見表 10)。 

[桂竹林河] 

測站 10 桂竹林 1 (H36)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OOOOO，在汶水老街附近。屬緩流，沿

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見圖 5)。 

於 109 年秋季，河岸邊被大水沖擊，雖沒有破壞棲地，但稍有淤泥，且發現水邊

有許多魚屍，懷疑遭人下毒，仔細觀察後發現其中數量最多的為尼羅口孵魚 、其次為

吉利慈鯛 、臺灣縱紋鱲 、長鰭馬口鱲 、台灣石魚賓 、鯽魚 、臺灣纓口鰍、極樂吻

鰕虎 與長脂瘋鱨，全部只見小魚，不見大魚，約 150-200 尾，未發現有飯島氏銀鮈。

依照魚屍的狀況推斷，因尚未腐爛，魚眼還算清楚，因是前一天晚間或是調查當天早

上所發生的事，且應是取走大魚而留下小魚。107 年平均溪寬為 625.3 公分，平均溪深

為 110.9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582.5 公分，平均溪深為 157.3 公分。109 年平均溪

寬為 576.5 公分，平均溪深為 134.4 公分。與 108 年的棲地型態無太大差異。但飯島

氏銀鮈數量大幅下降。 

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50%、礫石 30%、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28.7℃，溶氧(DO)：為 5.1mg/L，酸鹼值(pH)：8.3mg/L，總

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356.2mg/。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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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魚類，共採獲飯島氏銀鮈 3 尾(30.0%)，

平均努力量為 1.5 尾/小時，其餘為長鰭馬口鱲 4 尾(40.0%)、飯島氏銀鮈 3 尾(30.0%)

吉利慈鯛 2 尾(20.0%)、台灣石魚賓 1 尾(10.0%)。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20.0)% (見表 9)。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3 科 4 屬 4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長

鰭馬口鱲 7 尾(43.8%)、吉利慈鯛 4 尾(25.0%)、台灣石魚賓 4 尾(25.0%)、台灣纓口鰍

1 尾(6.3%)。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25.0%)(見表 10)。 

109 年水下攝影未發現飯島氏銀鮈。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6.33 尾/小時，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28.6%。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44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

為 5.5 尾/小時，佔總垂釣捕量百分比 53.0%， 109 年採獲到 3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

捕努力量為 1.5 尾/小時，佔總垂釣捕獲量百分比 30.0% 。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15 尾/網次，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3.2%。108 年採獲到 1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05 尾/網次，

佔總網捕量百分比 16.7%，109 年無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推測是由於人為捕獵壓力過大，導致飯島氏銀鮈生存不易，壓迫其生存空間。 

[南湖溪] 

測站 11 南湖 2 (H27) 

(1) 水文棲地資料

本樣站地理位置為 OOOOO，在南湖國中及許多草莓園附近。

屬緩流，沿岸邊植被茂盛以草本植物為主並延伸至水域邊。 

於 108 夏季開始，河岸邊被大水沖擊，沿岸邊植被減少約 40%，107 年平均溪寬

為 525.6 公分，平均溪深為 80.6 公分，108 年平均溪寬為 623.8 公分，平均溪深為 73.0

公分。109 年平均溪寬為 542.9 公分，平均溪深為 64.5 公分。與 108 年的棲地型態無

太大差異，但大水過後，水底障礙物變多，不易使用網捕法。且 109 年也多了人為的

塊石攔水堰(為方便抽取溪水灌溉) (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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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由沙粒及礫石組成。各類型底質粒徑大小佔河道表面積的比例分別為：沙粒 

45%、礫石 35%、塊石 20%。 

水質描述：水溫：為 29.7℃，溶氧(DO)：為 6.1mg/L，酸鹼值(pH)：為 8.1mg/L，

總溶解固體物含量(TDS)：為 357.2mg/L。 

(2) 魚種組成與群聚結構

本樣站共計 1 次水域魚類生態調查。

垂釣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臺

灣縱紋鱲 7 尾 41.2%、尼羅口孵魚 5 尾 29.4%、台灣石魚賓 4 尾 23.5%、唇䱻1 尾 8.9%。

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29.4%(見表 11)。 

網捕法調查共計 1 次，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魚類，未採獲飯島氏銀鮈，其餘為尼

羅口孵魚 8 尾 44.4%、臺灣縱紋鱲 4 尾 22.2%、台灣石魚賓 3 尾 16.7%、唇䱻3 尾 16.7%。

有採獲到外來種，佔總採獲數量 44.4%(見表 12)； 

水下攝影觀察未發現飯島氏銀鮈。 

於 107 年的垂釣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釣捕努力量為 6.33 尾/小時，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28.6%。108 年的垂釣法調查，採獲到 8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釣捕努力量

為 1 尾/小時，佔總網捕量百分比 11.1%， 109 無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於 107 年的網捕法調查，飯島氏銀鮈的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15 尾/網次，佔總網

捕量百分比 3.2%。108 年採獲到 1 尾飯島氏銀鮈，平均網捕努力量為 0.1 尾/網次，佔

總網捕量百分比 6.7% ，109 年無採獲到飯島氏銀鮈。 

推測是由於大水沖刷棲地改變及人為設塊石攔水堰等因素導致棲地形態變化過

大，導致飯島氏銀鮈生存不易，壓迫其生存空間。 

(二) 飯島氏銀鮈的核心棲息區之族群分析

1. 飯島氏銀鮈的採捕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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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垂釣法調查，分析飯島氏銀鮈釣捕量，沙河 4 釣獲 8 尾飯島氏銀鮈，釣捕

平均努力量 (4.00 尾/小時)；占該區全釣獲魚類的 36.4% ；沙河 2.5 釣獲 1 尾飯島氏

銀鮈(0.5 尾/小時)；占該區全釣獲魚類的 9.1% ；沙河 2 釣獲 7 尾飯島氏銀鮈(3.5 尾/

小時)；占該區全釣獲魚類的 36.8% ；桂竹林釣獲 3 尾飯島氏銀鮈(1.5 尾/小時)；，占

該區全釣獲魚類的 30.0%(見圖 7 及見圖 8)。 

分析飯島氏銀鮈佔總釣捕百分比，沙河 4 最多(36.4%)、其次為沙河 2(36.8%)、沙

河 2.5(9.1%)、桂竹林(30.0%)。 

飯島氏銀鮈佔 107 年到 109 年的總垂釣法百分比:老田寮 1(4.2%)、老田寮

2(6.2%)、沙河 2(64.4%)、沙河 2.5(25.5%)、沙河 3(35.8%)、沙河 4(35.6%)、南河 2(14.8%)、

南河 3(19.4%)、南湖 2(20.7%)、桂竹林(50.5%)、八角林(0%)(見附錄 15)。 

109年相較於 108年垂釣法調查；沙河 4:109年釣捕平均努力量較 108年增加了(1.0

尾/小時) 、沙河 2.5:109 年釣捕平均努力量較 108 年減少了(2.25 尾/小時) 、沙河 2:109

年釣捕平均努力量較 108 年減少了(0.1 尾/小時) 、桂竹林:109 年釣捕平均努力量較 108

年減少了(4.0 尾/小時) 、。其餘樣站 109 年垂釣法均無查獲到飯島氏銀。 

109 年相較於 107 年垂釣法調查；沙河 4:109 年釣捕平均努力量為 4.00(尾/小時)

較 107 年下降了(1.5 尾/小時) 、沙河 2:109 年釣捕平均努力量為 3.50(尾/小時)較 107

年減少了(13.58 尾/小時) 、桂竹林:109 年釣捕平均努力量為 1.50(尾/小時)較 107 年增

加了(1.5 尾/小時) 。其餘樣站 109 年垂釣法均無查獲到飯島氏銀鮈。 

109 年網捕法調查，分析飯島氏銀鮈網捕量，沙河 4 面積約為 777.0 m2 捕獲 4 尾

飯島氏銀鮈；占該區全捕獲魚類的 7.1%，每網次努力量 0.40 尾/網次，平均密度 0.13

尾/ m2，推估平均魚群量 99.0 尾/潭區面積；南河 2 面積約為 173.0 m2 捕獲 2 尾飯島

氏銀鮈；占該區全捕獲魚類的 5.7%，每網次努力量 0.20 尾/網次，平均密度 0.06 尾/ m2，

推估平均魚群量 11.0 尾/潭區面積(見圖 9 及見圖 10)。 

飯島氏銀鮈佔 107 年到 109 年的總網捕百分比:老田寮 1(1.3%)、老田寮 2(0%)、

沙河 2(20.0%)、沙河 2.5(0%)、沙河 3(9.3%)、沙河 4(12.2%)、南河 2(3.3%)、南河

3(10.8%)、南湖 2(3.2%)、桂竹林(2.1%)、八角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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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相較於 108 年網捕法調查；沙河 4:109 年網捕平均努力量較 108 年增加了

(0.20 尾/網次)，平均密度增加了 0.07 尾/m2，推估此潭區平均魚群量增加了 84 尾/潭

區面積 ， 南河 2:109 年網捕平均努力量較 108 年(未捕獲)增加了(0.20 尾/網次)，平均

密度增加了 0.06 尾/m2，推估此潭區平均魚群量增加了 11 尾/潭區面積。其餘樣站 109

年網捕法均無查獲到飯島氏銀。 

109年相較於 107年網捕法調查；沙河 4:109年網捕平均努力量較 107年同樣為(0.4

尾/網次)，平均密度同樣為 0.13 尾/m2，推估此潭區平均魚群量增加了 68(尾/潭區面

積) ， 南河 2:109 年網捕平均努力量較 107 年(未捕獲)增加了(0.20 尾/網次)，平均密

度增加了 0.06(尾/m2)，推估此潭區平均魚群量增加了 11 尾/潭區面積。其餘樣站 109

年網捕法均無查獲到飯島氏銀。 

2. 核心潭區之族群數量推論

以網捕法調查推估，沙河 4 面積約為 777.0 m2 捕獲 4 尾飯島氏銀鮈；占該區全捕

獲魚類的 7.14%，每網次努力量 0.4 尾/網次，平均密度 0.13 尾/ m2，推估平均魚群量

99.0 尾/潭區面積；南河 2 面積約為 173.0 m2 捕獲 2 尾飯島氏銀鮈；占該區全捕獲魚

類的 5.7%，每網次努力量 0.2 尾/網次，平均密度 0.06 尾/ m2，推估平均魚群量 11.0

尾/潭區面積。 

3. 核心流域之族群數量推論(沙河溪)：

109 年南河 2 至南河 3 樣站的河川總長約為 1.1 km，流域面積約為 3745 m2，推估

兩樣站間約有 112 尾；沙河 3 至沙河 4 樣站的河川總長約為 0.7 km，流域面積約為 4708 

m2，推估兩樣站間約有 306 尾。由上述推估整個核心流域面積 17850 m2，共約有 418

尾飯島氏銀鮈，相較 108 年推估數量 192 尾增加 226 尾，117.7%，相較 107 年推估數

量 3677 尾減少 3259 尾，88.4%，顯示 109 年較 108 年飯島氏銀鮈在沙河溪流域的數

量稍有增加的趨勢(因 109 年網捕法捕獲較 108 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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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飯島氏銀鮈於各季的體長分布與繁殖期推測：

109 年秋季(第三季)，捕獲飯島氏銀鮈的體長在 3.0-5.9 公分間，以 3.0-3.9 公分的

數量為主共 14 尾，百分比為 56.0%(見圖 11) (見表 13 及見表 14)。調查發現於秋季時

開始捕獲到體長較小為 3.0 公分的飯島氏銀鮈，推測約為 3-5 月齡，因此推測飯島氏

銀鮈的繁殖季節可能在春夏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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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珍稀淡水魚種於海大復育基地的保種及繁養殖結果 

(一) 水質監測結果

1. 飯島氏銀鮈(室內繁殖缸)

(1) 溫度：

為了找出飯島氏銀鮈的繁殖條件，成長及性成熟，因此使用是內地自然

溫度，但室內溫度變化不大。 

7 月份：溫度最大為 29.3℃，最小為 27.8℃，平均為 28.6℃；8 月份：溫

度最大為 29.3℃，最小為 27.8℃，平均為 28.6℃；9 月份：溫度最大為 28.9

℃，最小為 27.6℃，平均為 28.3℃；10 月份：溫度最大為 28.6℃，最小為 26.6

℃，平均為 27.6℃；11 月份：溫度最大為 27.1℃，最小為 25.1℃，平均為 26.1

℃；12 月份：溫度最大為 26.3℃，最小為 24.8℃，平均為 25.6℃(見圖 12) (見

表 15)。 

(2) pH：

隨著蓄養時間越長，食物與排泄物會讓水質會由鹼性漸漸變成酸性，但

可藉由換水來做部分改善。 

7 月份：pH 值最大為 9.13，最小為 7.86，平均為 8.46；8 月份：pH 值最

大為 9.52，最小為 7.41，平均為 8.37；9 月份：pH 值最大為 9.52，最小為 8.17，

平均為 8.46；10 月份：pH 值最大為 8.59，最小為 7.96，平均為 8.28；11 月

份：pH 值最大為 8.97，最小為 7.12，平均為 8.00；12 月份：pH 值最大為 8.24，

最小為 6.23，平均為 7.24(見圖 13) (見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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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溶解固體含量(TDS)：

隨著蓄養時間越長，汙染源越多，總溶解固體含量會逐漸上升，但可藉

由定期清洗過濾系統改善。 

7 月份：TDS 最大為 531mg/L，最小為 406mg/L，平均為 469mg/L；8 月

份：TDS 最大為 521mg/L，最小為 451mg/L，平均為 486mg/L；9 月份：TDS

最大為 526mg/L，最小為 432mg/L，平均為 479mg/L；10 月份：TDS 最大為

573mg/L，最小為 444mg/L，平均為 509mg/L；11 月份：TDS 最大為 390mg/L，

最小為 324mg/L，平均為 537mg/L；12 月份：TDS 最大為 395mg/L，最小為

305mg/L，平均為 350mg/L(見圖 14) (見表 15)。 

(4) DO：

蓄養缸內供氧系統穩定，不會有太大差異。 

7 月份：溶氧最大為 6.7mg/L，最小為 5.3mg/L，平均為 6.0mg/L；8 月份：

溶氧最大為 6.3mg/L，最小為 5.1mg/L，平均為 5.7mg/L；9 月份：溶氧最大

為 6.3mg/L，最小為 5.6mg/L，平均為 6.0mg/L；10 月份：溶氧最大為 6.6mg/L，

最小為 5.9mg/L，平均為 6.3mg/L；11 月份：溶氧最大為 6.4mg/L，最小為

5.1mg/L，平均為 6.3mg/L；12 月份：溶氧最大為 6.5mg/L，最小為 6.1mg/L，

平均為 6.3mg/L(見圖 15) (見表 15)。 

(5) 亞硝酸：數值皆為零。

(6) 氨氮：數值皆為零(見附錄 16)。

2. 飯島氏銀鮈(室外繁殖缸)

(7)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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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找出飯島氏銀鮈的繁殖條件，成長及性成熟，因此使用自然溫度，

但室外溫度變化較大。 

7 月份：溫度最大為 30.8℃，最小為 28.9℃，平均為 29.9℃；8 月份：溫

度最大為 29.7℃，最小為 28.1℃，平均為 28.9℃；9 月份：溫度最大為 29.6

℃，最小為 27.9℃，平均為 28.8℃；10 月份：溫度最大為 28.5℃，最小為 23.4

℃，平均為 26.0℃；11 月份：溫度最大為 24.7℃，最小為 20.2℃，平均為 22.5

℃；12 月份：溫度最大為 20.7℃，最小為 15.8℃，平均為 18.3℃。(見圖 12) (見

表 16) 

(8) pH：

隨著蓄養時間越長，食物與排泄物與室外接收自然下雨的雨水，會讓水

質會由鹼性漸漸變成酸性，但可藉由換水來做改善。 

7 月份：pH 值最大為 7.14，最小為 6.23，平均為 6.58；8 月份：pH 值最

大為 6.98，最小為 6.02，平均為 6.45；9 月份：pH 值最大為 6.60，最小為 5.99，

平均為 6.23；10 月份：pH 值最大為 6.60，最小為 6.11，平均為 6.23；11 月

份：pH 值最大為 6.24，最小為 6.01，平均為 6.14；12 月份：pH 值最大為 6.17，

最小為 6.06，平均為 6.13(見圖 13) (見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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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溶解固體含量(TDS)：

隨著蓄養時間越長，汙染源越多，總溶解固體含量會逐漸上升，但可藉

由定期清洗過濾系統改善。 

7 月份：TDS 最大為 708mg/L，最小為 556mg/L，平均為 632mg/L；8 月

份：TDS 最大為 771mg/L，最小為 523mg/L，平均為 647mg/L；9 月份：TDS

最大為 756mg/L，最小為 652mg/L，平均為 704mg/L；10 月份：TDS 最大為

789mg/L，最小為 617mg/L，平均為 703mg/L；11 月份：TDS 最大為 779mg/L，

最小為 671mg/L，平均為 725mg/L；12 月份：TDS 最大為 764mg/L，最小為

638mg/L，平均為 701mg/L(見圖 14) (見表 16)。 

(10) DO：

蓄養缸內供氧系統穩定，不會有太大差異。 

7 月份：溶氧最大為 6.8mg/L，最小為 5.1mg/L，平均為 6.0mg/L；8 月份：

溶氧最大為 6.7mg/L，最小為 5.4mg/L，平均為 6.1mg/L；9 月份：溶氧最大

為 6.3mg/L，最小為 5.2mg/L，平均為 5.8mg/L；10 月份：溶氧最大為 6.8mg/L，

最小為 5.3mg/L，平均為 6.1mg/L；11 月份：溶氧最大為 6.4mg/L，最小為

5.1mg/L，平均為 5.8mg/L；12 月份：溶氧最大為 5.7mg/L，最小為 5.3mg/L，

平均為 5.5mg/L(見圖 15) (見表 16)。 

(11) 亞硝酸：數值皆為零。

(12) 氨氮：數值皆為零(見附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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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大復育基地的建置與飯島氏銀鮈復育現況與成果

1. 目前已成功將成年且體長達 5.5 公分之飯島氏銀鮈建置到繁養殖中心。

(1) 飯島氏銀鮈：

飯島氏銀鮈來源為後龍溪水系之沙河溪(主要)、老田寮溪、南湖溪。目

前共有二缸做蓄養，分別為 1 個四尺 FRP 桶，放置於戶外、所有條件

均依照自然環境改變，僅補強魚類所需之動物性與植物性蛋白質之食

物，缸內約有 20 尾成魚，並於 109 年 7 月 10 日日產下第一批魚卵，

且順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70 尾左右，體長約 2~3.5 公分，均屬健康

之魚體。

另為 1 個三尺魚缸，每缸約有 20 尾魚。放置於室內，依照室內之條件

變化蓄養，拉長照明時間，且多次使用水流降溫法，以模凝大自然中

強降雨與四季變換的水溫差異，因而達到刺激魚類繁殖的目的。並於

今年 109 年 8 月 20 日產下第一批魚卵，且順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4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109 年 8 月 24 日產下第二批魚卵，且順

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4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109 年 9 月 2 日

產下第三批魚卵，且順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6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均屬健康之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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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功紀錄飯島氏銀鮈的早期發育史：

109 年度，於 2020/07/10、2020/08/20、2020/08/24、2020/09/02、成功

繁殖孵育出飯島氏銀鮈的新生子代，並得出飯島氏銀鮈在繁殖季節屬於分批

產卵的魚類，繁殖數量約 150~200 尾，並詳細紀錄完整的飯島氏銀鮈的早期

幼苗發育的型態變化，做更深一層的研究了解(見圖 16)。 

(1) 卵的型態及孵化

我們透過調控水體溫度方式促進親魚產卵。產卵後約 5 小時，產出的魚

卵發育階段進入原腸期(Gastrula stage)，此時可於魚卵中見到由胚環凹陷所

形成之原口。在產卵後 8 小時可見卵中形成的胚體已形成心臟並已開始跳

動，且可觀察到呈現”V”字型的肌節在胚體上形成。仔魚在產卵後約 12

至 24 小時自卵中孵化，孵化前仔魚會藉劇烈扭動尾部突破卵膜以完成孵化。 

(2) 仔魚及幼魚的發育

剛孵化 0 日【0 DAH】：

全長約 3.01 mm，體長約 2.90 mm，體延長，通體透明，身體上缺

乏黑色素細胞沉澱，眼睛位在頭部前端偏下側並已經有黑色素沉澱。仔

魚於出生即具有卵黃囊以提供仔魚剛出生時所需的養分，卵黃囊的體積

大(約佔全長的 53%)，且其前端可達到仔魚眼睛的下緣，耳石就位在卵

黃囊上側。剛孵化出來的仔魚苗游泳能力較差，多沉在缸體底部或棲於

水草上(見圖 17) (見表 17)。 

孵化後 1 日【1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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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魚全長約 3.52 mm，體長約 3.30 mm，體延長，眼睛已可轉動，

卵黃囊顯著縮小，囊部前端後縮至頭部耳石位置的後方，腹側卵黃囊至

尾柄出現星狀黑色素細胞沉澱，口部仍未發育完全，胸鰭膜已出現並開

始發育，尾部開始出現將會發育成尾鰭的鰭褶，背鰭、臀鰭、腹鰭皆未

發育(見圖 17) (見表 17)。 

孵化後 2 日【2 DAH】： 

全長約 4.15 mm，體長約 3.90 mm，體延長，卵黃囊縮小更多，口

部、消化道及肛門已有發育，不過並未觀察到消化道中出現食物，表示

仔魚仍未開口進食，仍須仰賴僅剩卵黃囊提供養分。可觀察到仔魚魚體

中央出現一不明顯空腔，此即為魚鰾的雛形。魚體兩側開始出現點狀黑

色素沉澱，尾鰭發育出現軟條，背鰭、臀鰭、腹鰭皆未發育(見圖 18) (見

表 17)。 

孵化後 3 日【3 DAH】： 

全長約 4.22 mm，體長約 4.06 mm，體延長，卵黃囊已吸收完畢，

已可觀察到消化道內出現食物，代表仔魚已開口進食，不再仰賴卵黃囊

提供養分。可看見仔魚魚體前中段處出現一氣泡狀構造，此為已開始發

育之魚鰾。眼睛發育至此時期已位在頭部前端偏中側，魚體兩側有點狀

黑色素沉澱，尾鰭仍為圓形狀，開始發育出現軟條，胸鰭開始發育出鰭

褶，背鰭、臀鰭、腹鰭皆未發育(見表 17)。 

孵化後 6 日【6 DAH】： 

全長約 4.37 mm，體長約 4.19 mm，體延長。可看見仔魚的魚鰾為

銀色狀。眼睛位在頭部前端偏中側，耳石周圍開始發育出星狀黑色素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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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魚體心臟周圍出現斑點狀黑色素細胞，尾鰭仍為圓形狀，背鰭、臀

鰭、腹鰭皆未發育(見圖 18) (見表 17)。 

孵化後 9 日【9 DAH】： 

全長約 4.75 mm，體長約 4.42 mm，體延長。眼睛位在頭部前端偏

中側，頭頂部開始發育出星狀黑色素細胞，魚體兩側出現間段分布的斑

點狀黑色素細胞，可觀察到背鰭開始發育，其鰭膜逐漸隆起成三角狀，

臀鰭、腹鰭皆未發育(見圖 19) (見表 17)。 

孵化後 12 日【12 DAH】： 

全長約 5.99 mm，體長約 5.84 mm，體延長。眼睛位在頭部前端偏

前側，頭頂部有星狀黑色素細胞，鰓蓋周圍有星狀黑色素細胞，鼻孔出

現，吻端有點狀黑色素細胞，側線、背脊、腹脊有成排列狀的星狀黑色

素細胞，尾鰭外型輪廓逐漸由圓形分岔形成叉型，尾柄末端下緣發育出

大塊黑色素細胞，上緣發育出點狀黑色素細胞，尾鰭發育出點狀黑色素

細胞，背鰭出現鰭褶現象，臀鰭、腹鰭皆未發育(見圖 19) (見表 17)。 

孵化後 15 日【15 DAH】： 

全長約 7.91 mm，體長約 7.00 mm，體延長。可看見仔魚魚鰾開始

發育為兩個。眼睛位在頭部前端偏上側，頭部及吻端的點狀黑色素開始

增加，鰓蓋周圍有點狀黑色素細胞，鼻孔變大，吻端也發育出大塊點狀

黑色素，腹脊由魚膘上緣至尾柄下緣末端發育出成線型的黑色素，背鰭

已發育出現鰭條，尾鰭外型輪廓逐漸成叉型，尾柄末端下緣有大塊黑色

素細胞，尾柄上緣及下緣有大塊黃色素，尾鰭上有點狀黑色素，可觀察

到臀鰭開始發育，鰭膜逐漸隆起呈弧形、腹鰭未發育(見圖 20) (見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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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後 21 日【21 DAH】： 

全長約 8.61 mm，體長約 7.76 mm，體延長。可看見仔魚魚鰾已發

育為兩個。眼睛位在頭部前端偏上側，頭頂部黑色素細胞發育呈細小的

點狀，鼻孔變大，吻端有黑色素細胞斑塊，側線發育出兩排點狀黑色素

細胞，已有成魚新月狀側線之雛形、腹脊由魚膘上緣至尾柄下緣末端有

出成線型的黑色素，腹部後半至肛門發育出大的黑色素，背鰭基部有點

狀黑色素細胞，尾鰭外型輪廓分岔形成叉型，尾柄末端斑塊移至脊椎下

側，尾柄上緣及下緣大塊黃色素變得更大，背鰭已發育完成，臀鰭出現

鰭褶現象，腹鰭開始發育(見圖 20) (見表 17)。 

孵化後 39 日【39 DAH】： 

全長約 15.63 mm，體長約 14.21 mm，體延長。可觀察到鱗片自尾

部開始發育生長，各鰭皆發育完全，並無硬棘的發育。背鰭具 3 條不分

枝軟條與 7 條分枝軟條；臀鰭具有 3 條不分枝軟條和 7 條分枝軟條。頭

頂部、吻端黑色素細胞發育成大量的點狀，鰓蓋黑色素細胞發育成少量

的點狀，側線發育出縱向點狀黑色素，並沿側線排列，背部發育出沿鱗

片外框的黑色素，尾柄末端與尾鰭連接處有許多大的黑色素斑塊，尾柄

上緣及下緣大塊黃色素消退，各鰭沿鰭條有黑色素沉澱(見圖 21) (見表

17)。

孵化後 49 日【49 DAH】： 

全長約 22.23 mm，體長約 16.87 mm，體延長。鱗片已發育完全。

各鰭發育已經完全，無硬棘發育。背鰭具 3 條不分枝軟條與 7 條分枝軟

條；臀鰭具有 3 條不分枝軟條和 7 條分枝軟條，分支軟條上開始有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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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岔的現象。頭頂、鰓蓋、吻端黑色素細胞皆已發育成大量的點狀黑色

素細胞形成之小型斑塊，側線發育出縱向的點狀黑色素。並沿側線排

列，背部沿鱗片外框分布許多黑色素，尾柄末端與尾鰭連接處有許多大

型黑色素斑塊，在背鰭前端、肛門至腹鰭中間和臀鰭前端有大型黑色斑

塊，各鰭沿鰭條有黑色素沉澱(見圖 21) (見表 17)。 



34 

伍、 結論 

一、 飯島氏銀鮈生物資源調查及研究 

在 109 年度，針對 107、108 年調查到飯島氏銀鮈的核心棲息區範圍—南河

中下游到沙河溪一帶(南河 2、南河 3、沙河 2、沙河 2.5、沙河 3、沙河 4)、老田

寮溪一帶(老田 1、老田 2)、南湖溪一帶(南湖 2)及八角林河(八角 1)、桂竹林河(桂

竹 1)，共 11 個核心樣站，進行一季共 11 次的棲地現場調查。除了沙河 4 飯島氏

銀鮈稍有增加，其餘樣站均大幅下降。 

5. 核心潭區之族群數量推論

109 年網捕法調查，分析飯島氏銀鮈網捕量，沙河 4 面積約為 777.0 m2 捕

獲 4 尾飯島氏銀鮈；占該區全捕獲魚類的 7.14%，每網次努力量 0.4 尾/網次，平

均密度 0.13 尾/ m2，推估平均魚群量 99.0 尾/潭區面積；南河 2 面積約為 173.0 m2

捕獲 2 尾飯島氏銀鮈；占該區全捕獲魚類的 5.7%，每網次努力量 0.2 尾/網次，

平均密度 0.06 尾/ m2，推估平均魚群量 11.0 尾/潭區面積。 

6. 飯島氏銀鮈於各季的體長分布與繁殖期推測：

109 年秋季(第三季)，捕獲飯島氏銀鮈的體長在 3.0-5.9 公分間，以 3.0-3.9

公分級距的數量為主(56.0%)(見圖七)。調查發現於秋季時開始捕獲到體長較小為

3.0 公分的飯島氏銀鮈，推測約為 3-5 月齡，因此推測飯島氏銀鮈的繁殖季節可

能在春夏之間。 

二、 飯島氏銀鮈族群瀕危現況 

在苗栗後龍溪水系中，飯島氏銀鮈的核心棲息區範圍為後龍溪支流老田寮

溪、沙河溪、南湖溪、桂竹林河一帶，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秋季網捕法平均努力

量為 0.06 網/尾，相較於 107 年度網捕法平均努力量 0.26 網/尾，減少了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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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108 年度網捕法平均努力量 0.04 網/尾，增加了 50%(見圖 22)；109 年度

飯島氏銀鮈秋季網捕法平均密度為 0.02 尾/m2，相較於 107 年度網捕法平均密度

0.08 尾/m2，減少了 75.0%，相較於 108 年度網捕法平均密度 0.01 尾/m2，增加

了 100%(見圖 23)；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網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為 2.1%，相

較於 107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網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9.5%，減少了 77.9%，相

較於 108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網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6.3%，減少了 66.7%(見圖

24)；109 年度推估飯島氏銀鮈在沙河溪核心流域中總共有 418 尾，相較於 107

年度推估飯島氏銀鮈在沙河溪核心流域中總共有 3677 尾，減少 88.6%了，相較

於 108 年度推估飯島氏銀鮈在沙河溪核心流域中總共有 418 尾，增加 226.6%(見

圖 25)。 

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秋季釣捕法平均努力量為 0.08 小時/尾，相較於 107 年

度釣捕法平均努力量 4.30 小時/尾，減少了 98.1%，相較於 108 年度釣捕法平均

努力量 0.14 小時/尾，減少了 42.9%(見圖 26)；109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釣捕法魚類

總群聚百分比 13.1%，相較於 107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釣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47.5%，減少了 72.4%，108 年度飯島氏銀鮈佔釣捕法魚類總群聚百分比 23.2%，

減少了 43.5%(見圖 27)。 

三、 建立珍稀淡水魚種野外族群之繁養殖之研發流程與保種措施 

1. 目前已成功將所有珍稀魚類(銀鮈、飯島氏銀鮈、巴氏銀鮈、臺灣梅氏鯿、大

鳞梅氏鯿、青鱂魚)的野外採集個體建置到繁養殖中心，並已繁殖出新生子代。 

2. 108 年成功繁殖巴氏銀鮈：與民間團體共同合作下，成功繁殖孵育出巴士銀鮈

的新生子代，目前已記錄到巴氏銀鮈出生後 19 天至 83 天的仔稚魚成長之形態

及影像，初期生活史階段繁殖數量約 180~200 尾，目前最大幼魚體長達約 2.5

公分。本實驗室並於今年 108 年 10 月 2 日產下第一批魚卵，且順利孵化，至

今魚苗約有 20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均屬健康之魚體。並有詳細紀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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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銀鮈出生後完整的早期幼苗發育之型態變化。 

3. 109 年成功繁殖飯島氏銀鮈：今年於海洋大學魚類培育室成功繁殖孵育出飯島

氏銀鮈的新生子代，目前已記錄到飯島氏銀鮈出生後 0 天至 49 天的仔稚魚成

長之形態及影像，初期生活史階段繁殖數量約 180~200 尾，目前最大幼魚體長

達約 2.5 公分。本實驗室於今年 109 年 7 月 10 日室外缸產下第一批魚卵，且

順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70 尾左右，體長約 2~3.5 公分，均屬健康之魚體。

室內缸於今年 109 年 8 月 20 日產下第一批魚卵，且順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4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109 年 8 月 24 日產下第二批魚卵，且順利孵化，

至今魚苗約有 4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109 年 9 月 2 日產下第三批魚卵，

且順利孵化，至今魚苗約有 60 尾左右，體長約 1~2 公分。均屬健康之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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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9 年後龍溪支流各樣站野外調查水質紀錄表 

溪流名 調查點位 季別 溫度 PH DO(mg/L) TDS(ppm)

老田寮溪 老田寮1 秋季 25.9 8.12 6.3 352

老田寮2 秋季 26.3 8.46 5.7 269

沙河溪 沙河2 秋季 27.1 8.37 6.4 387

沙河2.5 秋季 28.9 8.21 6.8 321

沙河3 秋季 28.1 8.27 6.1 356

沙河4 秋季 27.5 8.73 6.3 323

南河2 秋季 27.4 8.91 6.7 389

南河3 秋季 27.2 8.54 6.7 285

八角林河 八角林1 秋季 27.5 8.14 5.9 201

桂竹林1 秋季 29.1 8.47 5.6 211

南湖溪 南湖2 秋季 28.6 8.52 6.2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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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7、108、109 年後龍溪支流各樣站之溪寬、溪深紀錄表 

年分 流域 南湖溪

季節 樣站 老田寮1 老田寮2 沙河2 沙河2.5 沙河3 沙河4 南河2 南河3 八角林1 桂竹林1 南湖2

溪寬 510.2 5570.2 739.0 - 853.2 543.6 360.5 612.0 525.8 625.3 525.6

溪深 74.7 715.3 165.3 - 90.0 90.3 48.2 180.1 176.2 110.9 80.6

溪寬 477 5510 690 - 489 461 358 570 585 624 605

溪深 75 750 147 - 134 73 45 177 189 95 79

溪寬 475 5570 700 600 793 482 361 589 580 661 645

溪深 70 710 158 120 154 81 52 181 80 110 83

溪寬 468 5580 723 610 450 453 351 593 583 652 653

溪深 65 718 188 128 70 37 35 189 181 99 85

溪寬 260 5600 686 589 413 412 357 575 582 627 592

溪深 21 680 145 113 35 35 25 114 179 56 45

溪寬 420.0 5565.0 699.8 599.7 536.3 452.0 356.8 581.8 582.5 641.0 623.8

溪深 57.8 714.5 159.5 120.3 98.3 56.5 39.3 165.3 157.3 90.0 73.0

溪寬 502.3 5496.7 731.4 621.4 498.3 489.5 348.5 579.5 579.5 576.5 542.9

溪深 68.7 707.3 148.7 109.7 47.5 53.1 41.1 167.3 168.7 134.4 64.5

沙河溪 八角林河

107年

平均

108年

春季

108年

夏季

108年

秋季

108年

冬季

109年

秋季

108年

平均

老田寮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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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

數值分析表 

日期

樣站

釣捕法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3 37.50% 3 25.0%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2 25.00% 1 8.3%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3 37.50% 6 50.0%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2 16.7%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8 12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0 0 0 0

老田寮1 老田寮2

109.09.181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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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

聚數值分析表 

日期

樣站

網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3 9.7%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6 24.0%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1 4.0%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2 8.0%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1 24.0%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9 36.0% 8 25.8%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12 38.7%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6 24.0% 5 16.1%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3 9.7%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25 31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0 0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 0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460.21 5533.61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0 0

老田寮1 老田寮2

109.09.181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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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日期

樣站

釣捕法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6 31.6% 7 63.6% 2 16.7% 3 13.6%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6 31.6% 7 58.3% 6 27.3%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7 36.8% 1 9.1% 8 36.4%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3 25.0% 3 13.6%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3 27.3% 2 9.1%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9 11 12 22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3.5 0 0.5 0 0 0 4 0

109.09.18 109.09.18109.09.23109.09.23

沙河4沙河2.5 沙河3沙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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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日期

樣站

網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1 12.5% 5 26.3% 4 23.5% 6 10.7%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3 37.5% 4 23.5% 13 23.2%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1 5.9% 7 12.5%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4 50.0% 3 15.8% 7 12.5%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1 19.6%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3 15.8%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2 3.6%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4 7.1%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4 21.1%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1 1.8%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8 47.1% 5 8.9%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4 21.1%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8 19 17 56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0 0 0 0.4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 0 0 0.13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160.68 111.74 150.39 776.98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0 0 0 99

沙河2 沙河4沙河3沙河2.5

109.09.18109.09.18109.09.231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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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南河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

數值分析表 

日期

樣站

釣捕法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7 58.3% 11 91.7%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1 8.3%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8.3%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4 33.3%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2 12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0 0 0 0

109.09.09109.09.23

南河2 南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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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南河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

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網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2 5.7% 6 16.2%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2 5.7%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8 22.9%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4 40.0% 9 24.3%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13 35.1%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 5.7%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5 14.3% 6 16.2%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2 5.7% 3 8.1%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35 37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0.2 0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06 0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173.02 20.79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11 0

109.09.23 109.09.09

南河3南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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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09 年後龍溪支流-八角林河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

析表 

日期

樣站

釣捕法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1 10.0%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7 70.0%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3 30.0% 4 40.0%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3 30.0%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2 20.0%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0 10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0 0 1.5 0

109.09.23109.09.09

桂竹林1八角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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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09 年後龍溪支流-八角林河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

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網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4 25.0%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 22.2%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3 16.7%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2 11.1%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3 16.7%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6 33.3% 7 43.8%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1 6.3%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4 25.0%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8 16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0 0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 0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283.41 268.28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0 0

109.09.23

八角林1 桂竹林1

1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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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9 年後龍溪支流-南湖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

表 

日期

樣站

釣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4 23.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7 41.2%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1 5.9%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5 29.4%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7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0 0

109.09.23

南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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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9 年後龍溪支流-南湖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

析表(續) 

日期

樣站

網捕法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3 16.7%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 22.2%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3 16.7%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8 44.4%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8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0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526.74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0

南湖2

1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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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後龍溪秋季調查各樣站之飯島氏銀鮈的體長紀錄表 

秋季

樣站名稱 採集方法 108年體長(cm) 109年體長(cm)

老田寮1 垂釣法 3.7

4.5

沙河2 垂釣法 5 3.4

5.1 3.8

5.2 3.8

5.7 3.9

3.1 4.1

3.4 4.1

3.7 4.7

沙河2.5 垂釣法 3.1 3.7

3.3

沙河3 垂釣法 3.4

3.6

沙河4 垂釣法、網捕法 2.7 3.2

3.2 3.7

3.4 3.8

3.6 3.4

4.1 4.2

4.3

4.6

4.8

3.5

3.9

4.5

5.3

南河2 網捕法 3.7

4.3

南河3 垂釣法 3.5

桂竹林1 垂釣法 5.2 3.8

5.2 3.9

5.3 4.4

5.3

5.3

5.4

5.6

5.6

5.7

6

6

6.1

6.1

6.2

6.2

6.2

6.3

6.4

6.4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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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08、109 年後龍溪水域調查秋季飯島氏銀鮈的體長分布數量及百分比 

體長 1.0-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總計

1 12 2 13 12 40

2.5% 30.0% 5.0% 32.5% 30.0%

14 10 1 25

56.0% 40.0% 4.0%

108年秋季

109年秋季

表 15、飯島氏銀鮈(室內)蓄養的各月份水質表 

pH值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最高pH 9.13 9.52 9.52 8.59 8.97 8.24

平均pH(室內) 8.46 8.37 8.46 8.28 8.00 7.24

最低pH 7.86 7.41 8.17 7.96 7.12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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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飯島氏銀鮈(室外)蓄養的各月份水質表 

水溫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最高水溫(℃) 30.8 29.7 29.6 28.5 24.7 20.7

均溫(℃) 29.9 28.9 28.8 26.0 22.5 18.3

最低水溫(℃) 28.9 28.1 27.9 23.4 20.2 15.8

pH值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最高pH 7.14 6.98 6.6 6.6 6.24 6.17

平均pH(室外) 6.58 6.45 6.23 6.23 6.14 6.13

最低pH 6.23 6.02 5.99 6.11 6.01 6.06

總溶解固體含量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最高TDS(mg/L) 708 771 756 789 779 764

平均TDS(mg/L) 632 647 704 703 725 701

最低TDS(mg/L) 556 523 652 617 671 638

溶氧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最高DO(mg/L) 6.8 6.7 6.3 6.8 6.4 5.7

平均DO(mg/L) 6.0 6.1 5.8 6.1 5.8 5.5

最低DO(mg/L) 5.1 5.4 5.2 5.3 5.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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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飯島氏銀鮈的早期發育的形態變化表 

孵化後 體長

天數 (mm)

0 2.90 可見肌節(成V字型)、卵黃囊 沒有胸鰭，背鰭、腹鰭、臀鰭、尾鰭皆呈鰭膜狀 眼睛已為黑色，腹側從卵黃囊至尾柄處有星狀黑色素

1 3.30 胸鰭開始發育出鰭膜，尾鰭出現鰭褶

2 3.90 發育出氣鰾

3 4.06 消化系統已發育完全，消化道及肛門可見食物 胸鰭出現鰭條、尾鰭出現鰭條

6 4.19 耳石周圍開始發育出星狀黑色素細胞，魚體心臟周圍出現斑點狀黑色素細胞

9 4.42 背鰭開始發育 頭頂部開始發育出星狀黑色素細胞，魚體兩側出現間段分布的斑點狀黑色素細胞

12 5.84 尾鰭出現分岔(將要從圓形尾發育成叉型尾)、背鰭出現鰭褶

15 7.00 臀鰭開始發育 尾柄末端下緣有大塊黑色素細胞，尾鰭上有點狀黑色素

21 7.76 氣鰾發育成前後兩個(前小後大) 臀鰭出現鰭褶、腹鰭開始發育 背鰭基部有點狀黑色素細胞

39 14.21 鱗片開始從尾部發育 側線發育出縱向點狀黑色素，並沿側線排列

49 16.87 鱗片發育完成 各鰭的分岔型軟條皆分成二岔

仔魚發育 鰭 色素斑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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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9 年調查苗栗後龍溪水系之飯島氏銀鮈的核心樣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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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寮 1 老田寮 1 

老田寮 2 老田寮 2 

圖 2、109 年調查苗栗後龍溪水系老田寮溪支流各樣站棲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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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 2 沙河 2 

沙河 2.5 沙河 2.5 

沙河 3 沙河 3 

沙河 4 沙河 4 

圖 3、109 年調查苗栗後龍溪水系沙河溪各樣站棲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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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 2 南河 2 

南河 3 南河 3 

圖 4、109 年調查苗栗後龍溪水系沙河溪支流南河各樣站棲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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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林 1 八角林 1 

桂竹林 1 桂竹林 1 

圖 5、109 年調查苗栗後龍溪水系八角林河支流各樣站棲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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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 2 南湖 2 

圖 6、109 年調查苗栗後龍溪水系南湖溪支流各樣站棲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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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後龍溪水系之飯島氏銀鮈於 109 年的釣捕努力量之數值圖 

藍色柱狀代表 107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橘色柱狀代表 108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灰色柱狀代表 109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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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後龍溪水系之飯島氏銀鮈於 109 年的釣捕總採獲魚類群聚之百分比數值圖 

藍色柱狀代表 107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橘色柱狀代表 108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灰色柱狀代表 109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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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後龍溪水系之飯島氏銀鮈於 109 年的網捕努力量之數值圖 

藍色柱狀代表 107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橘色柱狀代表 108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灰色柱狀代表 109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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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後龍溪水系之飯島氏銀鮈於 109 年的網捕佔總採獲魚類群聚之百分比數值圖 

藍色柱狀代表 107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橘色柱狀代表 108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灰色柱狀代表 109 年調查的捕獲分析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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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9 年調查飯島氏銀鮈秋季別體長分布數量及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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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飯島氏銀鮈(室內、室外)蓄養的各月份水溫變化曲線 

 

 

 

圖 13、飯島氏銀鮈(室內、室外)蓄養的各月份 PH 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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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飯島氏銀鮈(室內、室外)蓄養的各月份總溶解固體變化曲線 

 

 

 

圖 15、飯島氏銀鮈(室內、室外)蓄養的各月份溶氧量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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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飯島氏銀鮈幼魚體長與孵化後天數關係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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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飯島氏銀鮈幼魚早期發育影像(0~1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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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飯島氏銀鮈幼魚早期發育影像(2 DAH、6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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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飯島氏銀鮈幼魚早期發育影像(9 DAH、12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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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飯島氏銀鮈幼魚早期發育影像(15 DAH、21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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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飯島氏銀鮈幼魚早期發育影像(39 DAH、49 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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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度秋季後龍溪流域飯島氏銀鮈網捕努力量比較圖 

 

 

圖 23、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度秋季後龍溪流域飯島氏銀鮈網捕法平均密度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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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度秋季後龍溪流域飯島氏銀鮈網捕法總群聚百分

比圖 

圖 2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度秋季沙河溪流域推估飯島氏銀鮈族群總數量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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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度秋季後龍溪流域飯島氏銀鮈釣捕努力量比較圖 

 

 

 

圖 27、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度秋季後龍溪流域飯島氏銀鮈釣捕法總群聚百分

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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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 1、107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11/29 2018/12/6 2018/12/13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2018/11/29 2018/12/6 2018/12/13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 1.3 7.3%

Carassius auratus 鯽 1 0.33 4.3%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2 0.67 8.7%

Hemiculter leucisculus 䱗 23 7 3 11.0 60.0%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0.3 1.8%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0.67 8.7%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10 2 4.00 52.2%

Rhode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4 1.33 17.4%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 1 1.0 5.5% 1 1 0.67 8.7%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 4 1.7 9.1%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9 3.0 16.4%

18.3 7.7

6 6

0.50 0.33

25.5% -外來種百分比(%)

老田寮2*老田寮1*

總數量

物種數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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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07 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8/14 百分比 2018/8/14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 7.5%

Hemiculter leucisculus 䱗 8 15.1%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9 17.0%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21 39.6% 14 45.2%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1 1.9%

Rhode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11 35.5%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 1.9%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8 15.1% 6 19.4%

F487 Channidae Channa striata 線鱧 1 1.9%

53 31

8 3

0.1 -

0.03 -

400 -

12 -

17.0% 19.4%

網捕努力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平方公尺)

推估平均魚群量(尾/潭區面積)

推估棲息潭區面積(平方公尺)

老田2*

飯島氏銀鮈

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老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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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07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6/7 2018/6/12 2018/8/15 2018/10/24 2018/10/25 2018/11/9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2 4 4 3 2.2 4.7%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5 1 10 4 6 4.3 9.3%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6 5 1.8 3.9%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6 4 2 8 3.3 7.2%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1 0.2 0.4%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57 66 52 4 25 1 34.2 73.5%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 0.2 0.4%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F460  Gobiidae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1 0.2 0.4%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1 0.2 0.4%

46.5

9

17.08

0.4%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外來種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沙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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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07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續)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7/17 2018/11/9 2018/12/14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2018/7/17 2018/12/6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3 1 1.3 3.7% 6 3 14.3%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15 10 12 12.3 34.3% 5 2.5 11.9%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4 1.3 3.7%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8 8 5.3 14.8% 4 5 4.5 21.4%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2 13 21 15.3 42.6% 13 9 11 52.4%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1 0.3 0.9%

F460  Gobiidae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36 21

6 4

7.67 5.50

0.9% -

沙河3* 沙河4*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外來種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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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07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9/26 2018/9/28 2018/10/7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2018/9/26 百分比 2018/9/26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2 2 0.7 1.5%

F102 Cyprinidae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2 12 14 4.7 10.4% 7 29.2%

F102 Cyprinidae Carassius auratus 鯽 1 4.2%

F102 Cyprinidae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1 1 0.3 0.7%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駒 6 4 7 17 5.7 12.6% 4 16.7%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6 5 11 3.7 8.1% 4 16.7%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4 8 16 28 9.3 20.7% 3 12.5% 3 12.5%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台灣石鲋 2 5 6 13 4.3 9.6% 5 20.8%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1 4.2%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4 10 6 30 10.0 22.2% 4 16.7% 4 16.7%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4 4 8 16 5.3 11.9% 2 8.3% 5 20.8%

F460  Gobiidae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3 3 1.0 2.2%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2 8.3% 3 12.5%

135 45 24 24

10 10 7 7

1.00 1.00 0.40 0.40

0.32 0.32 0.13 0.13

720 720 140 240

230 230 18 31

11.9% 11.9% 8.3% 20.8%

飯島氏銀鮈
推估棲息潭區面積(平方公尺)

推估平均魚群量(尾/潭區面積)

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網捕努力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平方公尺)

沙河2* 沙河3* 沙河4*

物種數

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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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07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南河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集日期 2018/7/18 2018/12/7 2018/12/14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2018/7/18 2018/10/25 2018/12/7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4 3 3 3.3 20.8% 3 1.0 4.3%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2 11 7 6.7 41.7% 5 15 23 14.3 62.3%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3 1.7 10.4%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2 4.0 25.0% 18 4 7.3 31.9%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 0.3 2.1% 1 0.3 1.4%

16 23

5 4

2 3.67

2.1% 1.4%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外來種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南河2* 南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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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07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支流-南河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集日期 2018/8/14 2018/10/10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2018/10/10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2 0.7 7.7%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2 0.7 7.7%

Carassius auratus 鯽 1 0.3 3.8%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1 16.7%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Rhode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5 83.3%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7 4 7.0 80.8%

8.7 6

4 2

- 0.5

- 0.16

- 190

- 30

80.8% -

飯島氏銀鮈

外來種百分比(%)

推估棲息潭區面積(平方公尺)

推估平均魚群量(尾/潭區面積)

南河2* 南河3*

總數量

物種數

網捕努力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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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107 年後龍溪支流-南湖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11/29 2018/12/7 2018/12/14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9 7 4 6.7 15.0%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32 5 7 14.7 33.1%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1 0.3 0.8%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3 2 1.7 3.8%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3 1.0 2.3%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4 7 17 12.7 28.6%

F147 Siluridae Silurus asotus 鯰 1 0.3 0.8%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1 6 5.7 12.8%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4 1.3 3.0%

44.3

9

6.33

15.8%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南湖2*

總數量

物種數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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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107 年後龍溪支流-南湖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日期 2018/7/31 2018/9/27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4 3 3.5 7.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2 2 2 4.3%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駒 5 11 8 17.2%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9 24 16.5 35.5%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1 2.2%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3 1.5 3.2%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9 19 14 30.1%

46.5

7

0.15

0.05

410

21

30.1%

飯島氏銀鮈

外來種百分比(%)

推估棲息潭區面積(平方公尺)

推估平均魚群量(尾/潭區面積)

平均密度(尾/平方公尺)

總數量

物種數

網捕努力量(尾/網次)

南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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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108 年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1 1 0.3 1.3% 0.3 0.9%

Carassius auratus 鯽魚 2 3 5 1.25 16.7% 1.3 4.5%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culter leucisculus 䱗條 11 18 27 11 67 16.8 83.8% 5 2 7 1.75 23.3% 18.5 67.3%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1 0.25 3.3% 0.3 0.9%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2 0.5 2.5% 0.5 1.8%

Rhode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 2 3 0.8 3.8% 1 1 2 0.50 6.7% 1.3 4.5%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1 1 2 0.5 2.5% 1 1 0.25 3.3% 0.8 2.7%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 3 4 1.0 5.0% 3 3 0.75 10.0% 1.8 6.4%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1 1 0.3 1.3% 4 4 3 11 2.75 36.7% 3.0 10.9%

80 20.0 30 7.5 27.5

7 7 7 7 9

0.38 0.25 0.10

6.3% 46.7% 17.3%外來種百分比(%)

老田寮2老田寮1
老田寮溪 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89 

 

 

附表 10、108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1 3 9 13 2.6 14.9% 4 4 1.3 11.1%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8 4 12 2.4 13.8% 4 4 8 2.7 22.2%

Carassius auratus 鯽魚 4 4 8 1.6 9.2%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3 3 0.6 3.4%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7 8 15 3.0 17.2% 6 6 2.0 16.7%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0 18 4 3 1 36 7.2 41.4% 7 2 2 11 3.7 30.6%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3 3 1.0 8.3%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1 1 0.3 2.8%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3 3 1.0 8.3%

F460  Gobiidae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87 17.4 36 12.0

6 6 7 7

3.60 1.83

0.0% 11.1%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外來種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沙河2 沙河2.5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3 3 0.6 10.3% 4 17 7 28 7.00 51.9% 11.5 23.7%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3 2 1 6 1.2 20.7% 1 1 0.25 1.9% 6.5 13.4%

Carassius auratus 鯽魚 2 2 0.50 3.7% 2.1 4.3%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2 4 6 1.50 11.1% 2.1 4.3%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4 4 0.8 13.8% 5.8 11.9%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4 2 1 7 1.4 24.1% 2 1 5 4 12 3.00 22.2% 15.3 31.3%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臺灣石鲋 6 6 1.2 20.7% 2 1 3 0.75 5.6% 3.0 6.1%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3 3 0.6 10.3% 2 2 0.50 3.7% 1.4 2.9%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1.0 2.1%

F460  Gobiidae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29 5.80 54 13.50 48.7

6 6 7 7 9

0.70 1.50

10.3% 3.7%

沙河溪 百分比
沙河3 沙河4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外來種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沙河 2.5 為 108 年新增調查的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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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108 年後龍溪支流沙河溪上游–南河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1 1 0.1 4.8% 3 1 4 0.6 8.3% 0.7 7.2%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3 5 8 1.1 38.1% 12 8 20 2.9 41.7% 4.0 40.6%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1 1 0.1 1 1 0.1 2.1% 0.3 2.9%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7 4 11 1.6 52.4% 9 5 14 2.0 29.2% 3.6 36.2%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 1 3 0.4 6.3% 0.4 4.3%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6 6 0.9 12.5% 0.9 8.7%

21 3.0 48 6.9 9.9

4 4 6 6 6

0.00 0.21

0.0% 12.5%

南河 百分比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小時)

外來種百分比(%)

總數量

物種數

南河2 南河3

 

 

 

附錄 12、108 年後龍溪支流-南湖溪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樣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獲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3 5 5 13 3.3 18.1%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11 9 11 31 7.8 43.1%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2 2 0.5 2.8%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7 7 1.8 9.7%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5 3 8 2.0 11.1%

F147 Siluridae Silurus asotus 鯰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2 2 0.5 2.8%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4 5 9 2.3 12.5%

72 18.0

7 7

1.00

15.3%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南湖2

總數量

物種數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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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108 年後龍溪支流-八角林河各樣站「垂釣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集季節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獲量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5 7 3 15 3.75 18.1% 6 6 1.5 24.0%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3 7 10 2.5 12.0% 1 2 3 0.75 12.0%

Carassius auratus 鯽 3 3 0.75 3.6% 7 7 1.75 28.0%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3 2 1 6 1.5 7.2%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4 4 8 2 32.0%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1 1 0.25 4.0%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2 2 9 21 44 11 53.0%

F106 Cobitidae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2 2 4 1 4.8%

F409 Cichlidae Tilapia zillii 吉利慈鯛 1 1 0.25 1.2%

F460  Gobiidae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總數量 83 20.75 25 6.25

物種數 7 7 5 5

5.5 -

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6.0% 0.0%

桂竹林1 八角林1

飯島氏銀鮈釣捕平均努力量(尾/hr)

 



92 

 

 

附錄 14、108 年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溪流名稱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集季節 春季 夏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補量 百分比 春季 百分比 春季 百分比 春季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1 50.0%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2 2 1 5.4%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1 0.5 2.7%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2 2 1 5.4%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 100.0%

Tanakia himantegus 臺灣石鲋 11 14 25 12.5 67.6% 7 100.0%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7 7 3.5 18.9% 1 50.0%

總計 總數量 37 18.5 7 2 2

物種數 5 5 1 2 1

0.2

0.06

720 140 240

15.3

18.9% 0.0% 50.0% 0.0%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飯島氏銀鮈

網捕努力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平方公尺)

推估棲息潭區面積(平方公尺)

推估平均魚群量(尾/潭區面積)

沙河溪老田寮溪

老田寮2 沙河2 沙河3 沙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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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8 年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續) 

溪流名稱

樣站名稱

科號 Family Species 採集季節 春季 夏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補量 百分比 春季 夏季 總採捕量 平均採補量 百分比 春季 百分比

F102 Cyprinidae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𩼧 1 1 0.5 16.7%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2 2 1 9.1% 2 2 1 33.3%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3 20.0%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1 0.5 4.5% 1 6.7%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 1 2 1 9.1% 1 1 0.5 16.7% 1 6.7%

Tanakia himantegus 臺灣石鲋 8 8 4 36.4% 3 20.0%

F409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9 9 4.5 40.9% 2 2 1 33.3% 7 46.7%

總計 總數量 22 11 6 3 15

物種數 5 5 4 4 5

0.1 0.05 0.1

0.03 0.02 0.03

190 410

6.1 13.1

40.9% 33.3% 46.7%外來種總量百分比(%)

南湖2桂竹林1

飯島氏銀鮈

網捕努力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平方公尺)

推估棲息潭區面積(平方公尺)

推估平均魚群量(尾/潭區面積)

沙河溪 南湖溪桂竹林河

南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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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1 1.3% 1 1.3% 1 0.7% 1 0.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 7.3% 4 7.5% 8 7.4 4 2.8% 4 5.1% 8 3.6%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33 60.0% 8 15.1% 41 38 67 83.8% 67 83.8% 3 37.50% 6 24.0% 9 27.3% 103 72.0% 14 17.9% 117 52.9%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1 4.0% 1 3.0% 1 1.3% 1 0.5%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1.8% 9 17.0% 10 9.3 2 8.0% 2 6.1% 1 0.7% 11 14.1% 12 5.4%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2.5% 2 2.5% 1 24.0% 1 3.0% 2 1.4% 1 1.3% 3 1.4%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21 39.6% 21 19.4 2 2.5% 2 2.5% 2 25.00% 9 36.0% 11 33.3% 4 2.8% 30 38.5% 34 15.4%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1 19.0% 1 0.9 1 1.3% 1 0.5%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3 5.5% 1 19.0% 4 3.7 3 3.8% 3 3.8% 6 4.2% 1 1.3% 7 3.2%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9 16.4% 9 8.3 1 5.0% 1 5.0% 3 37.50% 6 24.0% 9 27.3% 13 9.1% 6 7.7% 19 8.6%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5 9.1% 8 15.1% 13 12 4 1.3% 4 1.3% 9 6.3% 8 10.3% 17 7.7%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1 19.0% 1 0.9 1 1.3% 1 0.5%

合計 55 53 108 80 80 8 25 33 143 78 221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0.5 0.38 0.38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0.1 0.05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03 0.02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400 460.21 430.11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12 9

合計

老田寮1

108年107年

老田寮1

109.09.09

老田寮1

三年總和

老田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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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龍溪之沙河溪支流-老田寮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5 16.7% 5 13.5% 5 7.7% 5 3.0%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1 4.3% 1 7.9% 2 5.4% 2 3.0% 3 9.7% 3 7.0% 1 1.5% 5 5.1% 6 3.7%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2 8.7% 2 3.7% 2 3.1% 2 1.2%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7 23.3% 7 10.4% 3 25.0% 3 7.0% 10 15.4% 10 6.1%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3.3% 1 2.7% 2 3.0% 1 1.5% 1 1.0% 2 1.2%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8.7% 2 3.7% 2 3.1% 2 1.2%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12 52.2% 14 45.2% 26 48.1% 1 3.3% 25 67.6% 26 38.8% 1 8.3% 8 25.8% 9 20.9% 14 21.5% 47 47.5% 61 37.2%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2 5.4% 2 3.0% 2 2.0% 2 1.2%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4 17.4% 11 35.2% 15 27.8% 12 38.7% 12 27.9% 4 6.2% 23 23.2% 27 16.5%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 8.7% 2 3.7% 2 6.7% 2 3.0% 4 6.2% 4 2.4%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11 36.7% 11 16.4% 6 50.0% 5 16.1% 11 25.6% 17 26.2% 5 5.1% 22 13.4%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6 19.4% 6 11.1% 3 10.0% 7 3.5% 10 14.9% 3 4.6% 13 13.1% 16 9.8%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2 16.7% 3 9.7% 5 11.6% 2 3.1% 3 3.0% 5 3.0%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23 31 54 30 37 67 12 31 43 65 99 164

釣捕平均努力量

(尾/小時)
0.33 0.25 0.25

網捕平均努力量

(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尺)
5400 5533.61

推估平均魚群量

(尾/潭區面積)

合計

老田寮2

109.09.18108年

老田寮2

107年

老田寮2

三年總和

老田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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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13 4.7% 2 1.5% 15 3.6% 13 14.9% 13 13.8% 6 31.6% 1 12.5% 7 #DIV/0! 32 8.3% 3 2.0% 35 6.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26 9.3% 14 10.4% 40 9.7% 12 13.8% 12 12.8% 6 31.6% 3 37.5% 9 #DIV/0! 44 11.4% 17 11.3% 61 11.4%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8 9.2% 8 8.5% 8 2.1% 8 1.5%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1 0.7% 1 0.2% 1 0.7% 1 0.2%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17 12.6% 17 4.1% 4 50.0% 4 #DIV/0! 21 14.0% 21 3.9%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1 3.9% 11 8.1% 22 5.3% 3 3.4% 3 3.2% 14 3.6% 11 7.3% 25 4.7%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0 7.2% 28 20.7% 48 11.6% 15 17.2% 15 16.0% 35 9.1% 28 18.7% 63 11.8%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1 0.4% 13 9.6% 14 3.4% 7 100.0% 7 1 0.3% 20 13.3% 21 3.9%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05 73.5% 30 22.2% 235 56.8% 36 41.4% 36 38.3% 7 36.8% 7 #DIV/0! 248 64.4% 30 20.0% 278 52.0%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 0.4% 16 11.9% 17 4.1% 1 0.3% 16 10.7% 17 3.2%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1 0.4% 3 2.2% 4 1.0% 1 0.3% 3 2.0% 4 0.7%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1 0.4% 1 0.2% 1 0.3% 1 0.2%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279 135 414 87 7 94 19 8 27 385 150 535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17.08 3.6 3.5 10.33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1.0 0.6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32 0.11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720 720 160.68 533.56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230 59

合計

有

沙河2 沙河2 沙河2 沙河2

107年 108年 109.09.23 三年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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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4 11.1% 4 11.1% 7 63.6% 5 26.3% 12 #DIV/0! 11 23.4% 5 26.3% 16 24.2%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8 22.2% 8 22.2% 8 17.0% 8 12.1%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3 15.8% 3 #DIV/0! 3 15.8% 3 4.5%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6 16.7% 6 16.7% 6 12.8% 6 9.1%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3 8.3% 3 8.3% 3 15.8% 3 #DIV/0! 3 6.4% 3 15.8% 6 9.1%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1 30.6% 11 30.6% 1 9.1% 1 #DIV/0! 12 25.5% 12 18.2%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4 21.1% 4 #DIV/0! 4 21.1% 4 6.1%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3 8.3% 3 8.3% 3 6.4% 3 4.5%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 2.8% 1 2.8% 3 27.3% 4 21.1% 7 #DIV/0! 4 8.5% 4 21.1% 8 12.1%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36 36 11 19 30 47 19 66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2.75 1.83 0.5 2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111.74 111.74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合計

沙河2.5 沙河2.5沙河2.5 沙河2.5

107年無此樣站 108年 109.09.23 三年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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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4 3.7% 7 29.2% 11 8.4% 3 10.3% 3 9.7% 2 16.7% 4 23.5% 6 #DIV/0! 9 6.1% 11 25.6% 20 10.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37 34.6% 37 28.2% 6 20.7% 1 50.0% 7 22.6% 7 58.3% 4 23.5% 11 #DIV/0! 50 33.8% 5 11.6% 55 27.5%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1 4.2% 1 0.8% 1 2.3% 1 0.5%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1 5.9% 1 #DIV/0! 1 2.3% 1 0.5%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0.0%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4 3.7% 4 3.1% 4 2.7% 4 2.0%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16 15.0% 3 12.5% 19 14.5% 4 13.8% 4 12.9% 20 13.5% 3 7.0% 23 11.5%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5 20.8% 5 3.8% 6 20.7% 6 19.4% 6 4.1% 5 11.6% 11 5.5%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46 43.0% 4 16.7% 50 38.2% 7 24.1% 7 22.6% 53 35.8% 4 9.3% 57 28.5%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3 25.0% 8 47.1% 11 #DIV/0! 3 2.0% 8 18.6% 11 5.5%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2 8.3% 2 1.5% 3 10.3% 1 50.0% 4 12.9% 3 2.0% 3 7.0% 6 3.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2 8.3% 2 1.5% 2 4.7% 2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07 24 131 29 2 31 12 17 29 148 43 191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7.6 0.7 2.94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0.4 0.13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13 0.04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140 140 150.39 143.46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18 6

合計

有

沙河3 沙河3沙河3 沙河3

109.09.18 三年總和107年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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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之沙河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6 14.3% 6 9.1% 28 51.9% 28 50.0% 3 13.6% 6 10.7% 9 #DIV/0! 37 31.4% 6 7.3% 43 21.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5 11.9% 5 7.6% 1 1.9% 1 1.8% 6 27.3% 13 23.2% 19 #DIV/0! 12 10.2% 13 15.9% 25 12.5%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2 3.7% 2 3.6% 2 1.7% 2 1.0%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7 12.5% 7 #DIV/0! 7 8.5% 7 3.5%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4 15.4% 4 6.1% 7 12.5% 7 #DIV/0! 11 13.4% 11 5.5%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4 15.4% 4 6.1% 6 11.1% 6 10.7% 11 19.6% 11 #DIV/0! 6 5.1% 15 18.3% 21 10.5%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9 21.4% 3 11.5% 12 18.2% 9 7.6% 3 3.7% 12 6.0%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3 5.6% 3 5.4% 3 2.5% 3 1.5%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2 3.6% 2 #DIV/0! 2 2.4% 2 1.0%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1 3.8% 1 1.5% 1 1.2% 1 0.5%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2 52.4% 4 23.1% 26 39.4% 12 22.2% 2 100.0% 14 25.0% 8 36.4% 4 7.1% 12 #DIV/0! 42 35.6% 10 12.2% 52 26.0%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1 1.8% 1 #DIV/0! 1 1.2% 1 0.5%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3 13.6% 5 8.9% 8 #DIV/0! 3 2.5% 5 6.1% 8 4.0%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5 19.2% 5 7.6% 2 3.7% 2 3.6% 2 9.1% 2 #DIV/0! 4 3.4% 5 6.1% 9 4.5%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3 11.5% 3 4.5% 3 3.7% 3 1.5%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42 24 66 54 2 56 22 56 78 118 82 200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5.5 3 4 3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0.4 0.2 0.4 0.3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13 0.060 0.13 0.33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240 240.1 776.98 419.03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31 15 99 138

合計

有

沙河4 沙河4 沙河4 沙河4

107年 108年 109.09.18 三年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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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支流沙河溪上游–南河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10 20.8% 2 7.7% 12 16.2% 1 4.8% 1 4.8% 11 13.6% 2 3.3% 13 9.2%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20 41.7% 2 7.7% 22 29.7% 8 38.1% 8 38.1% 7 #DIV/0! 2 #DIV/0! 9 #DIV/0! 35 43.2% 4 6.6% 39 27.5%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1 3.8% 1 1.4% 1 4.8% 1 4.8% 1 1.2% 1 1.6% 2 1.4%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2 #DIV/0! 2 #DIV/0! 2 3.3% 2 1.4%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8 #DIV/0! 8 #DIV/0! 8 13.1% 8 5.6%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DIV/0! 14 #DIV/0! 15 #DIV/0! 1 1.2% 14 23.0% 15 10.6%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5 10.4% 5 6.8% 11 52.4% 11 52.4% 16 19.8% 16 11.3%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12 25.0% 12 16.2% 2 #DIV/0! 2 #DIV/0! 12 14.8% 2 3.3% 14 9.9%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4 #DIV/0! 5 #DIV/0! 9 #DIV/0! 4 4.9% 5 8.2% 9 6.3%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 2.1% 21 80.8% 22 29.7% 2 #DIV/0! 2 #DIV/0! 1 1.2% 23 37.7% 24 16.9%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48 26 74 21 21 12 35 47 81 61 142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2 0.75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0.2 0.07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06 0.1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246.89 173.02 209.96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11 21

合計

南河2 南河2南河2 南河2

107年 108年 109.09.23 三年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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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支流沙河溪上游–南河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3 4.3% 3 4.0% 4 8.3% 4 5.7% 7 5.4% 7 3.6%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3 62.3% 43 57.3% 20 41.7% 20 28.6% 11 91.7% 6 16.2% 17 #DIV/0! 74 57.4% 6 9.2% 80 41.2%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1 2.1% 1 1.4% 1 0.8% 1 0.5%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2 9.1% 2 2.9% 1 8.3% 1 #DIV/0! 1 0.8% 2 3.1% 3 1.5%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1 16.7% 1 1.3% 1 1.5% 1 0.5%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 4.5% 1 1.4% 9 24.3% 9 #DIV/0! 10 15.4% 10 5.2%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14 29.2% 14 20.0% 14 10.9% 14 7.2%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8 36.4% 8 11.4% 13 35.1% 13 #DIV/0! 21 32.3% 21 10.8%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22 31.9% 5 83.3% 27 36.0% 3 6.3% 2 9.1% 5 7.1% 25 19.4% 7 10.8% 32 16.5%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6 16.2% 6 #DIV/0! 6 9.2% 6 3.1%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 1.4% 1 1.3% 6 12.5% 9 40.9% 15 21.4% 3 8.1% 3 #DIV/0! 7 5.4% 12 18.5% 19 9.8%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69 6 75 48 22 70 12 37 49 129 65 194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3.67 0.21 1.56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0.5 0.1 0.18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16 0.03 0.2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190 190 20.79 133.6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30 6 27

合計

南河3 南河3 南河3 南河3

109.09.09 三年總和107年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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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支流-八角林河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7 9.2% 7 9.2% 6 24.0% 6 24.0% 6 17.1% 7 7.4% 13 10.1%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16 21.1% 16 21.1% 3 12.0% 3 12.0% 7 70.0% 4 22.2% 11 #DIV/0! 10 28.6% 20 21.3% 30 23.3%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7 28.0% 7 28.0% 7 20.0% 7 5.4%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3 16.7% 3 #DIV/0! 3 3.2% 3 2.3%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8 10.5% 8 10.5% 8 8.5% 8 6.2%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2 11.1% 2 #DIV/0! 2 2.1% 2 1.6%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3 16.7% 3 #DIV/0! 3 3.2% 3 2.3%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16 21.1% 16 21.1% 3 30.0% 6 33.3% 9 #DIV/0! 3 8.6% 22 23.4% 25 19.4%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8 32.0% 8 32.0% 8 22.9% 8 6.2%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1 4.0% 1 4.0% 1 2.9% 1 0.8%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8 10.5% 8 10.5% 8 8.5% 8 6.2%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5 19.7% 15 19.7% 15 16.0% 15 11.6%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6 7.9% 6 7.9% 6 6.4% 6 4.7%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76 76 25 25 10 18 28 35 94 129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283.41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合計

八角林1 八角林1 八角林1 八角林1

107年 108年 109.09.09 三年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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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支流-八角林河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15 18.1% 1 16.7% 16 18.0% 1 10.0% 4 25.0% 5 #DIV/0! 16 17.2% 5 10.6% 21 15.0%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 16.0% 4 16.0% 10 12.0% 10 11.2% 10 10.8% 4 8.5% 14 10.0%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3 3.6% 3 3.4% 3 3.2% 3 2.1%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2 33.3% 2 2.2% 2 4.3% 2 1.4%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1 4.0% 1 4.0% 1 2.1% 1 0.7%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2 8.0% 2 8.0% 6 7.2% 6 6.7% 4 40.0% 7 43.8% 11 #DIV/0! 10 10.8% 9 19.1% 19 13.6%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2 8.0% 2 8.0% 2 4.3% 2 1.4%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44 53.0% 1 16.7% 45 50.6% 3 30.0% 3 #DIV/0! 47 50.5% 1 2.1% 48 34.3%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2 8.0% 2 8.0% 2 4.3% 2 1.4%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1 6.3% 1 #DIV/0! 1 2.1% 1 0.7%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1 4.8% 1 1.1% 2 20.0% 4 25.0% 6 #DIV/0! 3 3.2% 4 8.5% 7 5.0%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4 56.0% 14 56.0% 4 12.0% 2 33.3% 6 6.7% 4 4.3% 16 34.0% 20 14.3%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25 25 83 6 89 10 16 26 93 47 140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5.5 1.5 4.7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0.05 0.2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02 0.01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740 410 268.28 472.76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8 5

合計

桂竹林1 桂竹林1桂竹林1 桂竹林1

107年 108年 109.09.23 三年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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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後龍溪支流-南湖溪各樣站「垂釣法、網捕法」調查採獲魚類群聚數值分析表(續) 

日期

樣站

水下攝影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合計 百分比 釣捕法 百分比 網捕法 百分比 總和 百分比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石魚賓 20 15.0% 7 7.5% 27 11.9% 13 18.1% 13 14.9% 4 23.5% 3 16.7% 7 #DIV/0! 37 16.7% 10 7.9% 47 13.5%

Candidia barbata 臺灣縱紋鱲 44 33.1% 44 19.5% 31 43.1% 31 35.6% 7 41.2% 4 22.2% 11 #DIV/0! 82 36.9% 4 3.2% 86 24.7%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魚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紅鰭鮊

Hemibarbus labeo 唇䱻 1 0.8% 4 4.3% 5 2.2% 1 5.9% 3 16.7% 4 #DIV/0! 2 0.9% 7 5.6% 9 2.6%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條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鮈 16 17.2% 16 7.1% 3 20.0% 3 3.4% 19 15.1% 19 5.5%

Onychostoma barbatulum 鯝魚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鱲 5 3.8% 33 35.5% 38 16.8% 2 2.8% 1 6.7% 3 3.4% 7 3.2% 34 27.0% 41 11.8%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鱲 3 2.3% 2 2.2% 5 2.2% 7 9.7% 7 8.0% 10 4.5% 2 1.6% 12 3.4%

Para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石鮒 3 20.0% 3 3.4% 3 2.4% 3 0.9%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Spinibarbus hollandi 何氏棘鲃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 高體鰟鮍

Squalidus iijimae 飯島氏銀鮈 38 28.6% 3 3.2% 41 18.1% 8 11.1% 1 6.7% 9 10.3% 46 20.7% 4 3.2% 50 14.4%

Cobitis sinensis 中華花鰍  

Formosania lacustre 臺灣纓口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豹紋翼甲鯰

Silurus asotus 鯰 1 0.8% 1 0.4% 1 0.5% 1 0.3%

Coptodon zillii 吉利慈鯛 4 3.0% 4 1.8% 9 12.5% 9 10.3% 13 5.9% 13 3.7%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魚 17 12.8% 28 30.1% 45 19.9% 2 2.8% 7 46.7% 9 10.3% 5 29.4% 8 44.4% 13 #DIV/0! 24 10.8% 43 34.1% 67 19.3%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極樂吻鰕虎

Channa striata 線鱧

合計 133 93 226 72 15 87 17 18 35 222 126 348

釣捕平均努力

量

(尾/小時)

6.33 1 2.88

網捕平均努力

量(尾/網次)
0.15 0.1 0.1

平均密度(尾

/平方公尺)
0.05 0.03 0.03

推估棲息潭區

面積(平方公

尺)

410 410 526.74 448.91

推估平均魚群

量

(尾/潭區面積)

21 13 14

合計

南湖2 南湖2 南湖2 南湖2

109.09.23 三年總和107年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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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109 年飯島氏銀鮈(室內)蓄養水質紀錄表 

月份/日期 PH 溫度℃ DO(mg/L) TDS(mg/L) NO  2(mg/L) KH GH

7月3日 9.13 28.7 5.6 531 0 0 5 107 70

7月6日 7.86 27.8 5.9 411 0 0 5 107 53

7月10日 8.13 28.1 6.1 472 0 0 5 178 53

7月13日 8.21 28.5 6.7 455 0 0 5 173 53

7月17日 9.13 28.8 5.9 432 0 0 5 107 53

7月20日 8.49 28.1 5.8 498 0 0 5 107 53

7月24日 8.47 29.1 5.4 489 0 0 5 178 70

7月27日 8.17 28.4 6.3 406 0 0 5 107 70

7月31日 8.51 29.3 5.3 452 0 0 5 107 53

8月3日 8.34 28.5 6.3 487 0 0 5 107 70

8月7日 8.25 28.6 5.8 482 0 0 5 104 53

8月10日 8.31 27.8 5.1 451 0 0 5 107 53

8月14日 9.12 28.6 5.6 427 0 0 5 107 53

8月17日 9.52 28.4 6.2 468 0 0 5 53 70

8月21日 7.41 29.1 6.3 470 0 0 5 107 53

8月24日 7.56 29.3 5.6 456 0 0 5 107 53

8月28日 8.27 28.9 5.7 425 0 0 5 107 53

8月31日 8.53 28.7 5.6 521 0 0 5 107 53

9月4日 8.27 28.5 6.2 489 0 0 0.5 53 70

9月7日 8.31 28.4 6.3 432 0 0 5 107 53

9月11日 8.17 28.1 6.3 498 0 0 5 107 53

9月14日 8.51 28.5 5.9 455 0 0 5 53 70

9月18日 8.17 28.9 5.6 489 0 0 5 107 53

9月21日 9.52 27.6 6.3 531 0 0 5 107 53

9月25日 8.17 27.9 5.7 526 0 0 5 53 70

9月28日 8.53 28.6 5.9 524 0 0 0.5 107 53

10月5日 8.13 27.4 5.9 489 0 0 5 107 53

10月12日 8.47 27.1 6.1 509 0 0 5 107 53

10月16日 8.53 28.6 6.3 458 0 0 0.5 53 70

10月19日 8.27 27.5 6.2 444 0 0 5 53 70

10月23日 7.96 27.3 6.6 573 0 0 0.5 53 125

10月26日 7.94 28.3 6.3 497 0 0 5 53 70

10月30日 8.59 26.6 6.2 477 0 0 5 53 70

11月2日 8.97 27.1 6.3 382 0 0 0.5 53 125

11月6日 7.48 26.6 6.3 349 0 0 5 53 125

11月9日 7.42 26.1 6.4 390 0 0 0.5 53 125

11月13日 7.64 26.7 6.1 385 0 0 2 53 125

11月16日 7.36 26.6 6.4 356 0 0 2 53 125

11月20日 7.49 26.7 6.1 324 0 0 2 53 125

11月23日 7.12 26.3 6.1 386 0 0 2 53 125

11月27日 7.29 25.4 6.3 364 0 0 2 53 125

11月30日 6.89 25.1 6.2 345 0 0 2 53 125

12月4日 8.24 25.1 6.4 316 0 0 2 53 125

12月7日 6.95 25.3 6.4 361 0 0 2 53 125

12月11日 6.23 26.3 6.2 305 0 0 1 53 125

12月14日 7.36 25.7 6.3 317 0 0 0.5 53 125

12月18日 6.25 25.5 6.3 395 0 0 0.5 53 125

12月21日 7.89 25.1 6.5 345 0 0 1 53 125

12月25日 7.64 24.8 6.5 347 0 0 1 53 125

12月28日 7.41 24.8 6.1 382 0 0 2 5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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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109 年飯島氏銀鮈(室內)蓄養水質紀錄表 

月份/日期 PH 溫度℃ DO(mg/L) TDS(mg/L) NO  2(mg/L) KH GH

7月3日 7.14 29.5 5.3 576 0 0 5 53 53

7月6日 6.52 29.7 6.1 634 0 0 5 107 53

7月10日 6.37 28.9 5.4 563 0 0 5 53 53

7月13日 7.12 29.3 6.3 578 0 0 5 53 53

7月17日 6.23 30.2 5.1 632 0 0 2 53 53

7月20日 6.54 29.4 5.6 708 0 0 5 107 53

7月24日 6.27 30.8 6.2 556 0 0 5 53 53

7月27日 6.67 29.1 5.7 625 0 0 5 107 53

7月31日 6.38 30.1 6.8 637 0 0 5 53 53

8月3日 6.22 29.6 5.6 523 0 0 2 53 53

8月7日 6.14 28.9 5.5 698 0 0 5 104 53

8月10日 6.98 28.1 6.7 678 0 0 5 53 53

8月14日 6.27 29.7 5.6 653 0 0 5 53 53

8月17日 6.91 29.2 6.5 652 0 0 5 53 70

8月21日 6.37 29.1 5.8 663 0 0 2 107 53

8月24日 6.02 29.3 5.4 682 0 0 5 53 53

8月28日 6.85 28.9 5.5 771 0 0 5 107 53

8月31日 6.27 28.7 6.5 748 0 0 2 53 53

9月4日 6.11 29.4 6.3 756 0 0 5 53 70

9月7日 5.99 29.6 5.2 687 0 0 5 107 53

9月11日 6.23 28.1 5.6 723 0 0 5 53 53

9月14日 6.6 28.4 5.4 652 0 0 5 53 70

9月18日 6.1 28.6 5.6 732 0 0 5 53 53

9月21日 6.19 27.9 5.3 655 0 0 5 107 53

9月25日 6.48 28.4 5.6 661 0 0 5 53 70

9月28日 6.14 28.7 6.3 756 0 0 5 53 53

10月5日 6.6 28.5 6.4 741 0 0 5 107 53

10月12日 6.14 25.6 6.2 752 0 0 5 107 53

10月16日 6.16 26.1 6.8 763 0 0 5 53 70

10月19日 6.19 23.7 6.5 639 0 0 5 53 70

10月23日 6.11 24.6 5.3 628 0 0 5 107 125

10月26日 6.14 25.2 5.4 617 0 0 5 107 70

10月30日 6.28 23.4 5.5 789 0 0 5 53 70

11月2日 6.24 24.7 5.3 754 0 0 5 53 70

11月6日 6.06 24.5 5.2 713 0 0 5 53 70

11月9日 6.01 22.4 6.1 746 0 0 5 107 70

11月13日 6.12 22.6 6.4 779 0 0 2 53 70

11月16日 6.24 23.7 5.5 761 0 0 5 107 70

11月20日 6.22 21.2 5.3 743 0 0 2 53 70

11月23日 6.07 21.6 5.6 627 0 0 2 107 70

11月27日 6.11 21.2 5.1 681 0 0 2 53 70

11月30日 6.22 20.2 6.1 671 0 0 5 107 70

12月4日 6.16 20.7 5.3 638 0 0 2 53 70

12月7日 6.17 20.4 5.4 759 0 0 2 107 70

12月11日 6.12 19.3 5.6 725 0 0 5 107 70

12月14日 6.11 19.8 5.3 741 0 0 5 53 70

12月18日 6.13 19.6 5.7 764 0 0 5 107 70

12月21日 6.06 16.7 5.4 743 0 0 5 53 70

12月25日 6.12 18.2 5.6 728 0 0 5 107 70

12月28日 6.17 15.8 5.7 745 0 0 2 107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