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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珍稀保育類之大鱗梅氏鯿，在台灣野外水域中，已不見其蹤跡，

國內僅剩金門於2012年曾經極度瀕危到僅數百尾的野外族群，如何有

效保育此魚種與建立台灣保育基礎族群，實則是刻不容緩。藉由學術

文獻搜尋與野外現地魚類生態調查資訊，完成適合與需進行人工環境

之自然繁養殖的標的魚種繁養殖參數與相關研究分析。2014 年 9 月

至 12 月於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位於新北市貢寮復

育園區內)，順利建置完成台灣原生珍稀淡水魚類復育保種繁養殖生

態系統缸，完成了三座主要高效能循環水之過濾生態系統缸及六個透

明可供觀察及紀錄之繁養殖缸，以利於本研究計畫用以最適條件統合

分析與運作。 

11 月初從金門水產試驗所經由空運引進大鱗梅氏鯿 F1 健康子

代，共 50 隻，順利進駐到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此

批族群經測量後，平均體長約為 4.3 公分、平均體重為 3.9 公克。

放置於高效能循環水之過濾生態系統缸 (A桶)，系統缸中放置水生植

物及陶瓷甕供大鱗梅氏鯿躲避及休憩，如陰性水草 (小榕)、浮萍、

布袋蓮等。並投放打氣石增加水中溶氧，確保魚隻能獲得充足的氧

氣，仿照大鱗梅氏鯿原棲地環境。 

在餌料飼育規劃方面，本研究投餵三種不同營養成分的飼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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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食物多樣性，每日餵食兩次，並於缸中多添加擬多齒新米蝦增加動

物性蛋白的來源。且於投餵前測量水文條件，包括水溫、溶氧、pH、

導電度、鹽度、氨氮、硝酸、亞硝酸等。照明設備方面，使用 28 瓦

四尺長 T5 燈管提供照明，比照自然環境光照週期，經由使用定時器

依不同月份微調光照比時間長短。 

本年度已順利完成大鱗梅氏鯿順利進駐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

究暨保育中心的最重要執行目標，並由海洋生物研究所魚類學研究室

之研究團隊，悉心執行全程照養，以預期明年復育出本島大鱗梅氏鯿

未來復育規劃的最基礎的健康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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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台灣地區的淡水水域的溪河、湖沼之原生淡水魚類，已經100

多年沒有發現大鱗梅氏鯿的蹤跡，而本實驗室在陳義雄老師帶領的團

隊在金門地區的淡水水域的溪河、湖沼發現了消失已久的大鱗梅氏

鯿。目前金門的僅存棲地，也因為高粱農民在每年高粱結穗時期對大

鱗梅氏鯿生態棲地水域進行抽水，造成棲地環境壓縮，甚至消失，而

觀光的發展也間接的對族群生態棲地造成破壞，僅存的族群數量也急

遽減少中。因此，大鱗梅氏鯿的生態習性探討與復育實則是需要立刻

進行的工作。本研究藉由對大鱗梅氏鯿進行蓄養、人工繁殖、受精卵

發育、孵化及育苗等實驗，探討此魚種的棲息與繁殖習性、魚卵孵化

條件與過程、魚苗成長等項目，期望能爲大鱗梅氏鯿生態習性與生殖

特性做進一步的瞭解與補充，建立一完整的種原庫生態資料。長期以

來，受到人類開發導致棲地破壞，台灣島及離島原生淡水魚產生的生

存壓力向來有增無減，且外來種魚類威脅與競爭壓力亦與日俱增。在

最近的一次調查中發現到有多個初級淡水魚種已經從台灣島及離島

上絕跡，如泥鰍、沙鰍、史尼氏小鲃等等。此外，曾經相當普遍的蓋

斑鬥魚以及大鱗梅氏鯿的族群規模也在急遽萎縮中，對其進行有效的

保育工作時為燃眉之急。因此在陳老師努力的推導指揮下，我們在海

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建立了台灣原生珍稀淡水魚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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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及復育生態系統缸。 

    大鱗梅氏鯿 (又稱：大鱗細鯿)為近年來已列為國家保育類野生

動物的淡水魚類。極可能已經在台灣本島已完全絕跡，目前僅知在金

門本島的水域中殘存少數不穩定的族群。如何能掌握現有淡大鱗梅氏

鯿的族群現況，並且如何維持、復育金門溪溝及湖庫等水體原本自然

的良好棲地環境，並研提適切的保育規劃、關切保育類物種的生存危

機及棲地改善建議，並且考慮於金門縣境內，整合跨單位的力量，如：

金門水試所及海洋大學等，來進行共同保種的保育規劃與措施，成為

本計劃之整體重要執行目標，亦為當前金門淡水魚類保育工作的重要

課題。除了現場的調查及建議，期望本計劃的執行能有效的針對大鱗

梅氏鯿的自然棲地之野外族群復育進行建議與建立可行的實作保育

措施，協助其族群的再恢復及延續。並積極進行保育復育此稀有魚類

保種之推行。 

    淡水魚類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包括於溪流、河川、

湖泊及野塘的岸邊觀察與浮潛觀測法、垂釣法、網捕法、誘捕法與電

魚法等屬於台灣水域較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其中以電魚法為近年來，

最常被使用之採集法，因為於沿岸 1 m淺的水體之內，具有高效率的

捕獲率及便利性，但是在湖泊及野塘的棲地環境中，則要多加輔以其

它的採捕方式，才能具備更完整之魚類群聚調查。故本調查將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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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之後，採用電魚法進行淡水魚類生態調查方法，再輔以其它所列

出之採捕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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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委託計劃報告及相關文獻蒐集 

本年度將彙整國內各機關所曾經進行之台灣本島與金門地區的

淡水魚類的計劃與調查報告，並分析各報告資料的有效性資訊，與淡

水魚類物種資訊的正確性之後，作出總綜合整理，評估選出最有需

要，並配合政府保育類或珍稀魚種的保育對策與規劃，且最確切急需

進行保種的稀有原生淡水魚類之飼育與保育。 

2.稀有原生淡水魚類保種復育中心的階段性規劃 

(2.1) 於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建立繁養殖系統缸 

(1) 場地空間規劃 

在有限的空間條件及不影響實驗流程及人員操作動線下，並結

合進水、排水及氣管之走向，規劃出能達到最多缸數，有效利

用場地及預留管線之概念。 

(2) 大型玻璃纖維桶之購買 

建立保育中心台灣原生珍稀淡水魚類棲息環境，以最自然方法

還原成原棲地之現況，作為生態缸、繁殖缸及檢疫缸，來完成

一整套繁養殖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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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循環過濾系統設置 

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水循環過濾系統，硝化過濾系統的形成，培

養良好的菌象，有利於硝化菌發揮最大功效，降低水中有害物

質的濃度，如阿摩尼亞、硫化物、殘餌及生物排遺等有機物。

在使用最少水資源下，達到最高的效果，配合進水管線及排水

管線，使主體缸不需常換水，以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4) 標準化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制定 

一個完善成功的繁養殖場，須建立一套能和養殖中心及人員的

相關規範，達到一定的標準，使實驗能順利進行，養殖生物不

會因為人為疏失而死亡及生病，避免造成不可挽救之因素。 

(2.2) 稀有原生淡水魚類的野外棲地調查與保種個體採樣 

淡水魚類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包括於溪流、河川、

湖泊及野塘的岸邊觀察與浮潛觀測法、垂釣法、網捕法、誘捕

法與電魚法等屬於台灣水域較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其中以電魚

法為近年來，最常被使用之採集法，因為於沿岸1 m淺的水體之

內，具有高效率的捕獲率及便利性，但是在湖泊及野塘的棲地

環境中，則要多加輔以其它的採捕方式，才能具備更完整之魚

類群聚調查。故本調查將在申請許可之後，採用電魚法進行淡

水魚類生態調查方法，再輔以其它所列出之採捕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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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魚類生態調查採集方法: 

(1).岸邊觀察及手抄網採集： 

在水質條件之較為清澈水體環境，可以採用岸邊直接觀察的方

式，與直接利用手抄網作撈捕採集的方式，以避免敏感高的魚種，受

到干擾而無法正確的調查記錄到。 

 

(2).網捕法：（手投網及刺網） 

在湖沼或溪岸邊以手投網的採捕方式，徒手投擲入潭中採集，以

採獲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樣本。 

 

(3).誘捕法： 

在魚籠中，放入誘補之餌料，以吸引中小型魚類進入籠具中作採

集，以觀測更加完整的湖泊、野塘的緩水域淡水魚類相。 

(4).電魚法：  

電魚法是以電力形成電場進行捕捉魚類，背負式電魚法多使用於

溪流中上游之可涉水河段，在中下游河段、湖泊與水庫內，國外可利

用電魚船，進行魚類採集，採集時可以固定河段長度作為採集範圍，

採集時使用之時間，可利用以計算單位時間之捕獲量。台灣常用之電

魚器具為背負式電魚器，即可背負於使用者背部運動之電魚器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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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變壓器、8 V 或 12 V 之蓄電池、與長 1.5 至 2 公尺之陰極與陽

極之電極棒。電力來源有來自於蓄電池的直流電與國外較常用之交流

發電機之交流電兩種，採集時由發電機或蓄電池產生電流，經由變壓

器，在兩極間產生電流迴路，形成電場，經過電場的魚類即受電擊而

呈現昏迷或死亡之狀態。背負式電魚器採集，可以適用於不同棲地，

但需一人操作電魚器，並以間歇式放電儘量降低對魚體之傷害，後方

則另需一至二人協助採集被電昏之魚隻，在河段中，通常由下游往上

游以〝 Z〞字型前進，來進行野外調查。 

 

(2.4)捕獲魚體之體長計算: 

魚體的標準體長（Standard Length）的測定，則是利用游標尺現場作

測量，最小刻度為 0.1釐米（mm）。 

 

(2.5)魚類繁殖期觀察  

利用沿岸及浮潛觀察的方式，瞭解野外現地的優勢魚類野生族

群之仔稚魚出現期以及魚類求偶或產卵繁殖行為之記錄，以為能推

算其特定魚種的繁殖特性，作為未來淡水魚類生態保育工作，與其

之生殖生物學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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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水文環境因子測定 

(1) 棲所底質環境： 

記錄調查棲所的底質環境特性，並瞭解物種出現頻度與底質特性

的相互關系，作為在人為環境中繁養殖的參考依據。 

(2) 水質環境因子： 

於調查樣區中，任選水表層之三個採樣點，以Conductivity Meter

測量現場的水溫（Water Temperature）、導電度 （Conductivity）、

總懸浮固體量（TDS,WTW-LF330）； pH Meter測量酸鹼值（pH，

Suntex TS-1）；使用市售的氨氮 (NH4
+)、硝酸 (NO3

-)及亞硝酸 (NO2
-) 

之Kit 等水質環境因子，作為在人為環境中繁養殖的參考依據。 

 

3.枯水期原生魚種保種措施 

每到下半年秋冬時節的枯水期來臨時，特別要注意到金沙溪的相

關主棲地的水位監控，以防止農民超抽乾枯中的溪水，因而造成當地

大鯿梅氏鯿之魚類族群因乾旱而滅絕的情形。當主棲地水位過低時，

建立預警查核溪水水位狀況，必要時，也要配合縣府工作人員先搶救

部份魚類族群，以保有原生珍稀物種的保育安全臨界小族群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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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有自然棲地外來種族群之持續清除 

每到了下半年秋冬時節的枯水期來臨時，除了要搶救與關心原

生族群以外，並要利用枯水期的季節，在縣府同意下，共同來移除外

來魚類，特別是中大個體的慈鯛科魚類，以確保本種魚類的棲息環

境，免除太多的外來種之侵擾，以確保原生大鯿梅氏鯿族群的族群的

生存機會。 

(3) 珍稀魚類繁養殖標準保育作業流程的建立: 

本研究規劃於完成野外的稀有淡水魚種的初步調查與繁養殖種

魚的採樣後，將於原生淡水魚類的保種與復育中心營造適合其繁養殖

的人為環境，並建立台灣各個稀有淡水魚種在繁養殖生態的標準保育

作業流程，可作為後續在研究、保育與保種的重要參考。 

(4) 規劃於自然棲地進行復育 

由於人工營造的棲地空間與自然棲地相較之下，極為有限，能

維持的稀有魚種族群數量也因此受限。因此本研究規劃於原生淡水魚

類的保種與復育中心完成稀有魚種的繁養殖，並對各繁養殖魚種達到

有效的經營管理之後。擬於尋找或設立一個野外的自然棲地，經過完

整的評估之後，讓稀有魚種重新回到自然棲地之中，再不定期評估後

續族群消長，以此達到該物種存續的永續經營與發展，並成為本土原

生魚類之自然生態保育的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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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儀器及設備之配合使用情形 

(5.1) 淡水魚繁養殖系統，包括養殖池與維生過濾系統等硬體設備將

新購置，以營造各種稀有原生淡水魚種適合的人為環境，有效進行稀

有原生淡水魚種的繁養殖工作。 

(5.2) 水文檢測之相關儀器，用以測定相關水文環境因子者，要維 持

保養妥當，以維繫各相關因子測定的穩定性與品質。 

(5.3) 電捕器、手撈網、手拋網以及魚籠等野外採樣工具應適當保養

及測試，以維持野外採樣的品質。 

(5.4) 電腦及數位相機可輔助記錄野外採集與保種復育中心淡水魚繁

養殖之數值資訊，並有利於資料之匯整，與後續工作之順利推動與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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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 

一、型態及分佈 

大鱗梅氏鯿之分類形態為：背鰭 2, 7；臀鰭 3, 14–15；側線鱗 35–37。

體側扁，背側土黃色，腹側銀白色。眼大，口裂亦較大，無鬚，腹部

自腹鰭基至肛門有明顯的腹稜。鱗片易剝落，體側在側線上方有 6–7

條細小縱紋，側線完全。體長可達 10 cm。 

過去在 1920年以前，臺灣本島曾有不同之採集紀錄(宜蘭、嘉義、

屏東)，但數十年來各地調查未再發現本種，已被視為於臺灣本島原生

族群已滅絕。目前僅在金門地區發現極少量野生族群，中國大陸福建

南部亦產。但目前僅在金門當地大鱗細鯿之棲地迭經破壞，保存狀況

極不穩定，應及早妥加規劃保存野生群體並積極展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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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養殖回顧 

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  (Jordan &Evermann, 1902)屬鯉

形目 (Cypriniformes)、鯉科 (Cyprinidae)、鮊亞科(Cultrinae)，早期曾

發表成不同種名為大鱗細鯿、大鱗麥氏鯿、高木氏黃鯝魚或蘭嶼石

鮒，英文為 large-scale lesser bream (Chen and Fang 2002; 陳及張

2005)。大鱗梅氏鯿屬於初級性淡水魚種，主要棲息地為水色稍稍混

濁之優養化水體中，食性為雜食性，生活於水生植物生長茂盛之淺水

區域，尤以水岸兩旁有水草叢生之地理型態最為適合，以小型水棲生

物、落水之昆蟲及有機碎屑腐植質為食 (陳及張 2005)。魚體狹長略

高，頗側扁，體色呈土黃色，體側在側線上方有 6-7條細小縱紋，側

線完全。成熟魚體無論雌雄魚都無明顯之婚姻色，但雌魚腹部較雄魚

膨大，此為大鱗梅氏鯿主要且較容易辨識雌雄之處(陳及方 1999；陳

及張 2005) 。 

    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Jordan & Evermann, 1902)，過

去在台灣各地曾有不同之採集紀錄，然近數十年來僅在金門地區發現

極少量野生族群，而台灣西部的水塘中以及溪流和緩流段，兩岸水草

叢生之水域曾發現其族群記錄，但本島數十年來各地調查均未再發現

本種(陳及方 1999；陳及張 2005)，推測是由於台灣本島水域近年來

西部工廠林立，家庭廢水排放造成本島水域水體汙染，而溪流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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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泥化造成大鱗梅氏鯿棲地嚴重破壞，加上外來魚種吳郭魚、泰國

鱧等魚類的引進，對大鱗梅氏鯿造成資源的競爭以及掠食，致使大鱗

梅氏鯿族群銳減，甚至滅絕。而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8 年

對台灣淡水魚類資源與保育的研究中，已經將大鱗梅氏鯿列入需優先

保育的名單中 (曾等 2008)。因此其復育必須儘快進行。 

 

    在大鱗梅氏鯿繁殖中，主要發現親魚會將卵產在水生植物基部或

是石塊上，魚卵卵徑平均為 1.3mm，透明且光滑，卵為黏性卵且帶沉

性，水溫在 22-24℃的環境中經過 30-35個小時後孵化，初孵化魚苗

全長平均為 3.4mm，孵化後第 3天即可開始攝食餌料，第 7天觀察到

背鰭與臀鰭逐漸發育，第 17天腹鰭開始發育，第 30天鱗片開始發育，

第 36天鱗片發育至可清楚觀察，此時魚苗外表型態已類似於成魚(賴

等 2009)。 

     大鱗梅氏鯿種魚飼養過程中，發現種魚雖為雜食性，但稍偏藻

食性，尤其嗜食絲藻或水棉等較柔軟性的藻類；此外，也發現此魚嗜

食水生植物嫩芽。成熟種魚，除雌魚腹部稍膨大，雄魚體色稍深外，

並未發現其他明顯之性徵。其卵

為圓形卵徑約1.3mm，為透明的沉

性帶黏性卵(賴等 2009)。 



18 
 

     在大鱗梅氏鯿種魚蓄養期間，可觀察到其食性與繁殖過程等數

項特徵，其中在食性方面，經餵食各類餌料的攝食結果比較，發現本

種魚的食性為雜食偏藻食，且嗜食水棉、絲藻與水生植物嫩芽，此點

是與偏肉食性的台灣梅氏鯿 (賴等 2006) 有較大的不同之處。在領

域性方面，成熟種魚即使已經出現成熟體色，在蓄養期間仍未發現有

明顯領域行為。在種魚性別鑑別上，本種魚主要依靠 

體色與體型來區別，尚未成熟的魚體色澤不明顯，整體而言，雌雄並

不容易區分，也造成最小繁殖體型不易判別。其繁殖環境與過程與多 

數小型生活於緩水區的溪流魚類相似，主要也是需要水生植物或石塊

來黏附受精卵，並讓孵化後的仔魚有黏附、躲藏與遮蔽的場所。其受 

精卵一旦沈落於底部時，便會因為發霉或被沈積物覆蓋而導致孵化率

降低。因此在復育環境的規劃上，石塊、挺水植物或沈水植物的設置 

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在金門縣水產試驗所詢問部分，經過口頭調查請教養殖多年大

鱗梅氏鯿的鄭文生鄭大哥意見，詢問結果下，水試所在多年努力的成

果歸納出，大鱗梅氏鯿野外族群通常在一年之中的端午節後到中秋節

前左右為繁殖季節。鄭大哥表示每個月中平均可以 1~2 次卵，通常

為農曆初一、十五或每逢大量降雨時，排精排卵，完成受精，完成繁

衍後代的重責大任，在人工繁殖的條件下，經多年繁養殖的成果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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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察到一年生大鱗梅氏鯿成熟的年輕個體在產卵下及成功受精

率，其卵量及比例上來看，遠遠比不上 2~3 年老當益壯的大鱗梅氏

鯿，可以從中看出母體越大，可以增加排卵的數量。至於健康無生病

的大鱗梅氏鯿從卵、成熟可繁殖一直到死亡，其可生存的歲數，仍待

我們在鑽研及套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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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門野外族群調查 

1.金沙溪之光前溪木棧道區段調查樣站之環境與水文資料： 

    金沙溪大部分的溪流樣站堤岸都以水泥化，僅光前溪中游一段生

態步道旁的溪段保有較原始的河岸，但這段溪流易被水泥小霸截流切

割，成為一小塊一小塊在枯水期期間幾乎無法交流的水塘，我們於

2014年 5月份開始持續追中調查，得到今年夏秋兩季的生態資料，

經過分析比對，調查結果如下 

    金沙溪之光前溪木棧道以攔沙壩區分為三個河段，分別為第一

段、第二段及第三段，每個河段又選定五個樣區，分別採樣。 

 

(1) 各樣站環境與水文分述如下： 

    光前溪水文條件在五月份水溫為 35.6℃、pH 7.46、溶氧 5.2 

ppt、導電度 374 μs / cm、TDS 256 ppm；六月份水溫為 35.1℃、

pH 7.8、溶氧 6.3 ppt、導電度 333 μs / cm、TDS 250 ppm；七月份

水溫為 36.2℃、pH 7.77、溶氧 6.44 ppt、導電度 430 μs / cm、TDS 

323 ppm；8月份我們提高採樣頻率是因為在 8月 12日的一場大雨

沖走了許多的魚籠、造成數據不穩定，並於隔日馬上進行補救措

施，然而我們想要去比較大雨前後有無對棲地生態造成太大的影

響，經實驗調查，並無太大的差異，由此可推論出光前溪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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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生態系統，一場大雨並無對生態系造成太大的影響。 

     8 月平均水溫為 31.9℃、pH 7.25、溶氧 9.1 ppt、導電度 354 

μs / cm、TDS 152.8 ppm；9 月平均水溫為 32.1℃、pH 7.18、溶氧 5.8 

ppt、導電度 150.3 μs / cm、TDS 133.8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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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光前溪第一溪段 

      為光前溪最上游地區河道寬廣流速平緩，終年有水，兩側雜 

   草茂密，底質為細沙以及微細軟泥，適合大鱗梅氏鯿生存，以    

   水泥攔沙壩和第二溪段區分。 

 

(A1) N24°27’06.7”  E118°25’00.5”  

      5 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隻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6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 

     7月份採集到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1隻。 

     8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0隻、黃

鱔 (Monopterus albus) 1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5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2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5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4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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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N24°28’43.3”  E118°25’18.7”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無採集到。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7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6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A3) N24°28’43.4”  E118°25’18.1”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0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

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3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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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1

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A4) N24°28’44.4”  E118°25’17.0”  

    5 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9隻、羅漢

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4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隻、羅漢

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0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7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2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5

隻。 

 

(A5) N24°28’45.5”  E118°25’15.9”  



25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無採集到。 

     8月份共採集到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尼

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2隻。 

 

本溪段綜合而言，為大鱗梅氏鯿的最主要棲息區之中，最

重要區段；採集結果發現，大都是以(A3)及(A4)的區域，大鱗

梅氏鯿的採獲率最好，也是最重要的天然棲息區域 。 

 



26 
 

(B)光前溪第二溪段 

      為光前溪中游地區，河道較寬，水質乾淨，水流平緩，有兩 

   岸聯絡木橋，河面佈滿了布袋蓮，覆蓋率超過80％的水域表面， 

   布袋蓮生長快速，此現象可能容易造成水中溶氧量不足。 

(B1) N24°28’45.5”  E118°25’14.4”  

     5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

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6月份採集到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7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8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4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2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3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6 隻、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 

 

(B2) N24°28’45.8”  E118°25’14.7”  

   5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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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6隻。 

   6 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7 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2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8 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3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9 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2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B3) N24°28’46.3”  E118°25’14.6”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7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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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5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 

 

(B4) N24°28’46.9”  E118°25’13.8” 

5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8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7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3 隻、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4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B5) N24°28’47.3”  E118°25’12.8”  

    5 月份無採集到。 

    6月份採集到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7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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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6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4隻、大

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0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4隻。 

 

 

(C) 光前溪第三溪段 

本溪段為整段原始棲地的最下方一段，底質為細沙以及微細

軟泥，仍有綠色溪岸植被，但本段落水體，於旱季則極易乾枯，

生態穩定度較低。旱季常要積極搶救大鱗梅氏鯿的族群。 

 

(C1) N24°28’47.3”  E118°25’12.0” 

    5 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極樂吻

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5隻。7

月份採集到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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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8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C2) N24°28’47.6”  E118°25’12.3” 

    6 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7月份採集到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5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2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5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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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N24°28’47.8”  E118°25’12.0”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9隻、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7月份採集到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 

8月份共採集到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

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1隻、黃鱔 (Monopterus 

albus) 1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4隻。 

 

(C4) N24°28’48.9”  E118°25’09.9” 

調查期間 5月份無採集到。 

6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7月份無採集到。 

8月份共採集到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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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4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

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C5) N24°28’49.5”  E118°25’07.5”  

6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6隻。 

7月份無採集到。 

8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尼

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此月有意外發現美國螯蝦一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0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7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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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門島淡水水域珍稀魚類資源調查 

 

    本年度從 2014年 6月份執行計畫以來，以每 2個月進行一次的

方式，選定幾個固定樣站調查，調查結果與分析如下。 

 

    6 月份及 8月份調查，可發現水溫及氣溫都非常的高，各樣站測

量水溫皆在攝氏 30至 35度之間，而八月份水位明顯低於 6月份水

位，甚至田埔溪在 8月份採集時，已成無水乾枯及雜草叢生的狀態。 

    除了在大鱗梅氏鯿主要棲地：金沙溪之光前溪木棧道流域，調查

外，我們也到田埔水庫及金門本島東南端的區探勘採樣。6月份及 8

月份共進行了數個樣站的調查，分別為龍陵湖，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

查作業、前埔溪 ，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田埔水庫 (使用魚

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 、金沙溪渠道 (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

南莒湖 (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榮湖 (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

作業)。 

 

(T1)樣站-龍陵湖 

    為一岸邊植被完整之較大型湖泊，但被裕璋陸橋分割為兩半，此

處有不少水鳥棲息於其中，幾乎沒有水流。而在靠近軍營的方向，深

入草叢可以發現似乎是匯入龍陵湖的小溪流，溪水清澈，水深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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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底質多落葉及軟泥。 

6月份水溫為 35.5℃、pH 7.82、溶氧 7.5 ppt、導電度 266 μs / 

cm、TDS 319 ppm。 

本月份調查期間，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6隻、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8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75

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46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35隻。 

8月份水溫為 33.4℃、pH 7.61、溶氧 7.3 ppt、導電度 221 μs / 

cm、TDS 296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8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5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64隻、尼羅口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6隻。 

 

(T2)樣站-前埔溪 

6月份水溫為 32.6℃、pH 7.29、溶氧 3.19 ppt、導電度 269 μs / 

cm、TDS 358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75隻、極樂吻鰕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5隻。 

8月份水溫為 32.1℃、pH 6.89、溶氧 7.3 ppt、導電度 122 μ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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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DS 231 ppm。 

本月份河水乾枯，雜草叢生，無任何魚類蹤跡。 

 

(T3)樣站-田埔水庫 

6月份水溫為 34.4℃、pH 8.48、溶氧 6.4 ppt、導電度 383 μs / 

cm、TDS 286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2隻、極樂吻鰕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6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 

8月份水溫為 33.1℃、pH 7.21、溶氧 6.4 ppt、導電度 146 μs / 

cm、TDS 251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45隻、極樂吻鰕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5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尼羅

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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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樣站-金沙溪渠道 

    金沙溪為金門東北主要溪流，水源來自太武山太武池東面的汶水

溪(也稱後水溪)和太武山西側的斗門溪流域。金沙溪流域為重要的農

耕區，水流平緩且少污染，旱季倒有乾涸之虞．但沿岸樹影婆娑，河

床不時出現浮洲綠草，景觀賞心悅目。 

6月份水溫為 35.2℃、pH 7.54、溶氧 4.2 ppt、導電度 715 μs / 

cm、TDS 538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6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5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0隻、尼羅口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32隻。 

8月份水溫為 29.5℃、pH 7.69、溶氧 4.7 ppt、導電度 263 μs / 

cm、TDS 276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7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6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7隻、尼羅口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3 隻。 

 

(T5)樣站-南莒湖 

     位於本島中部，該湖區周邊植被條件良好，但湖水的溶氧量略

為偏低，未來會持續地追蹤水文與魚類生態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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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水溫為 32.4℃、pH 7.31、溶氧 2.9 ppt、導電度 547 μs / 

cm、TDS 410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3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7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25隻。 

8月份水溫為 33.5℃、pH 7.28、溶氧 4.6 ppt、導電度 396 μs / 

cm、TDS 287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1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尼羅口孵

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1隻。 

(T6)樣站-榮湖 

榮湖本來是沙美出入的水道，故南側地名叫水頭且北岸叫浦

頭，又為與金城之水頭’浦頭區分，就有前水頭’後水頭和西浦頭’後浦

頭之分，很有意思．除了水道，原有水塘眾多，且常有海水倒灌情事． 

6月份水溫為 34.8℃、pH 8.63、溶氧 6.84 ppt、導電度 343 μs / 

cm、TDS 256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8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3隻。 

8月份水溫為 34.2℃、pH 8.8、溶氧 11.5 ppt、導電度 194.5 μs 

/ cm、TDS 34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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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6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0隻、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5隻、尼羅口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7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3隻。 

 

    以上此 6個樣點規劃，皆是針對「大鱗梅氏鯿」曾經出現野外族

群主要棲息區為主。但很可惜的是，2014年迄今所有的努力進行調

查紀錄顯示，仍然是未曾見到史尼氏小鲃與大鱗梅氏鯿任何現生族群

的出現。本計畫將持續增加調查樣點或頻度，以了解更多史尼氏小鲃

與大鱗梅氏鯿可能現存族群生態的最後小族群可能現蹤的水域或是

現有棲地應該再努力進行的改善方向。 

 

3.金門地區移地保育規劃及原棲地保育： 

  (1).在農委會的許可同意下，進行移地復育以及增殖，由水試所以

及農試所場域配合，以 6 (m)*5 (m)小型土塘，執行飼育、養殖研究以

及不同條件下來比較大鱗梅氏鯿的生存情形。 

     本項目之進行，需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核准後，再行由金門縣政府及金門水產試驗所來進行移地復育以及增

殖之行動等。因此下半年起，會加速進行與試行推動此實驗研究的前

期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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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生棲地保育或重建之重要建議及規劃方向: 

    大鱗梅氏鯿的族群最新情勢現況與保育建議。今年的金門淡水魚

群現況調查，皆以集中再把大鱗梅氏鯿當作一個調查重點。參考之前

的調查(陳等，2002)，大鱗梅氏鯿曾在前埔溪及金沙溪重要支流：斗

門溪，及本島東南方的下湖水系中被記錄到過。 

     本年度夏秋兩季的現況調查，以光前溪為例子我們可以在光前

溪木棧道流域，看到大大小小群大鱗梅氏鯿，至少有 30~40群，而每

群數量 50至 60尾不等，我們以標誌-再放流法，推估出大約有四千

餘條大鱗梅氏鯿生活在此水域，也印證了我們的努力對大鱗梅氏鯿野

外族群生態復育，確實是有很大的貢獻。 

      不幸的在秋冬季節，農民為了種植農作物栽培大量取水灌溉，

因而需抽取大量的溪水來灌溉而甚至偷埋暗管，以抽水機任意大量抽

水，造成總水域棲地不斷地減少，水位不斷下降，導致大鱗梅氏鯿的

生存空間不足，引來各種鳥類及哺乳類等來捕食，加上各溪段小型攔

沙壩的阻隔，該大鱗梅氏鯿族群，其未來的前景實在甚為堪憂。 

    在未來保育作為上，我們應該在僅存的現有生態棲地內，應主動

規劃出「溪流生態保護區」，以保育現地的僅存魚種，並嚴禁旱季之

任意抽水，防止嚴重威脅與危及溪流內的珍稀魚類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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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建立 

1.建立繁養殖系統缸: 

  已於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建置了台灣原生珍稀淡

水魚類復育保種與棲地生態循環系統缸，在本實驗室及新北市政府的

合作下，共完成了三大座主要高效能循環水之過濾生態系統缸，包括

主體缸及完整的硝化過濾系統(圖)，硝化過濾系統包括第一道物理性

防線-大型毛刷(可以阻擋大型雜質如排泄物、掉落的水草葉及根，培

養硝化菌床)；第二道生物性防線-珊瑚砂石過濾(可增加水中硬度、提

高 pH 值及培養硝化菌床)；第三道化學性防線-生化球、陶瓷環(增

加水中稀有離子，如鐵、鈉、鉀、鈣、硼等及培養硝化菌床)；第四

道物理及化學防線-過濾白棉及生化棉(為最基本的物理性過濾及最

大面積培養硝化菌床)，以供大鱗梅氏鯿及台灣梅氏鯿等保育魚類作

為保種蓄養隻生態系統，本系統缸為了達到與原棲地生活環境相似，

在水體中增加了水草及擬多齒新米蝦(圖)，使大鱗梅氏鯿除了飼料以

外，能攝取較天然、動物性蛋白及植物性的營養來源；另外在繁殖缸

部份，我們採用六個以壓克力做為觀察箱的玻璃纖維桶，透明地方可

方便研究人員觀察及記錄該缸魚中的生活狀況，如遇問題，可以在第

一時間做最佳處理，降低死亡或染病的機率，增加健康可繁殖隻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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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準化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制定(圖) 

  繁養殖場成功，需靠一套完善S.O.P流程來規範著，以防外來疾病

的進入繁養殖池，影響整個系統的運作，故本計畫直接建議以一套評

斷S.O.P流程，作為新進魚隻之檢疫，如下列各項次所示: 

1. 當魚隻進駐前，將養殖缸及循環過濾系統缸安裝、打氣及開始養 

水，養水之目的為減少自來水中氯氣的殘留，避免影響魚體健康

度。如果無先前養水，使用自來水的話，則加入海波及水質穩定

劑，去除水中餘氯的殘留，傷及到魚的鰓及呼吸系統。 

2. 將運送到保育中心的魚隻移入系統缸之前，將魚隻試水溫、充分

打氣，待魚隻適應後，放入檢疫缸中，作為期 3 ~ 4 天的檢疫觀

察。如果沒有時間讓魚之適應，需馬上移入缸中，則需加入粗鹽

調節魚體對水的滲透壓，讓魚可以舒緩移入新缸及運送過程的緊

張壓迫感，並每20~30分鐘觀察魚體狀況，有症狀需加以做適當處

理。 

3. 觀察結果發現有個體魚隻較為虛弱、帶有體外寄生蟲或有外傷等

疾病，依據魚隻狀況恢復程度給予適當藥物作處理，如: 黃藥、甲

基藍、過錳酸鉀等藥品，並定期更換檢驗池中藥物的治療效果及

定期更換池水，讓魚隻病情好轉。如果沒有適當的藥品，可以投

放，則加以粗鹽，改變水中鹽度，來殺死魚體上的寄生蟲或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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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染之疾病。 

4. 經檢疫無帶病健康個體或經藥物治療過後的健康個體，移入循環

過濾系統中飼養，養殖期間維持循環缸水質及水位等條件，並每

日觀察記錄。如有漏網之魚，無挑到帶有病原體的魚隻進入系統

缸中，則需迅速將帶有病原體之魚體進行不同缸隔離，並長期觀

察整個系統缸中的魚隻，有無類似狀況發生。 

5. 健康個體蓄養至明年夏秋兩季之順利增殖而繁衍後代，形成一套

完整的魚類繁衍生活史之生命週期。如無法以自然繁殖方法讓健

康種魚繁殖，則加以人為因素，如:換水或控制光照周期等，來刺

激魚隻個體排精排卵，增加受精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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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貢寮繁養殖缸水文資料 

A缸11月份 上午 

11月13日 

上午水溫為20.5℃、p H 7.71、TDS 160.4 us/cm、DO 7.8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5℃、p H 7.68、TDS 138.4 us/cm、DO 7.6 ppm、 

鹽度 0 ppm。 

11月14日 

上午水溫為20.6℃、p H 7.63、TDS 156.5 us/cm、DO 7.6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3℃、p H 7.42、TDS 146.3 us/cm、DO 7.9 ppm、 

鹽度 0 ppm。 

11月15日 

上午水溫為20.5℃、p H 7.85、TDS 225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1℃、p H 8.04、TDS 215.0 us/cm、DO 7.4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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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上午水溫為21.2℃、p H 8.18、TDS 188.3 us/cm、DO 7.2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6℃、p H 8.17、TDS 187.1 us/cm、DO 6.8 ppm、 

鹽度 0 ppm。 

11月17日 

上午水溫為21.7℃、p H 7.7、TDS 196.9 us/cm、DO 6.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6℃、p H 8.17、TDS 187.1 us/cm、DO 6.8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11月18日 

上午水溫為20.6℃、p H 7.6、TDS 189.5 us/cm、DO 6.4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0.5℃、p H 7.60、TDS 180.0 us/cm、DO 6.2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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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 

上午水溫為20.5℃、p H 7.5、TDS 185.2 us/cm、DO 6.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0.4℃、p H 7.50、TDS 180.5 us/cm、DO 6.3 ppm、 

鹽度 0 ppm。 

11月20日 

上午水溫為22.0℃、p H 7.7、TDS 165.2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8℃、p H 7.60、TDS 167.5 us/cm、DO 6.5 ppm、 

鹽度 0 ppm。 

11月21日 

上午水溫為23.5℃、p H 7.6、TDS 157.2 us/cm、DO 5.2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4.3℃、p H 7.70、TDS 163.5 us/cm、DO 5.8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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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上午水溫為22.3℃、p H 7.93、TDS 106.5 us/cm、DO 8.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2.6℃、p H 7.91、TDS 196.5 us/cm、DO 8.2 ppm、 

鹽度 0 ppm。 

11月23日 

上午水溫為22.8℃、p H 8.05、TDS 95.1 us/cm、DO 6.4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3.0℃、p H 7.98、TDS 202.3 us/cm、DO 5.4 ppm、 

鹽度 0 ppm。 

11月24日 

上午水溫為23.6℃、p H 7.99、TDS 154.7 us/cm、DO 8.2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3.7℃、p H 7.95、TDS 248.0 us/cm、DO 5.1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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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上午水溫為23.2℃、p H 7.69、TDS 212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1.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10 ppm。 

下午水溫為23.0℃、p H 7.54、TDS 208.0us/cm、DO 6.8 ppm、 

鹽度 0 ppm。 

11月26日 

上午水溫為25.6℃、p H 7.89、TDS 234 us/cm、DO 6.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 ppm、亞硝酸 0.25 ppm及硝酸 5.0 ppm。 

下午水溫為24.8℃、p H 7.72、TDS 236.0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 

11月27日 

上午水溫為24.0℃、p H 7.63、TDS 226.0 us/cm、DO 6.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0 ppm、亞硝酸 0.25 ppm及硝酸 5.0 ppm。 

下午水溫為24.2℃、p H 7.58、TDS 230.0 us/cm、DO 7.7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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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 

上午水溫為23.8℃、p H 7.20、TDS 228.0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50 ppm、亞硝酸 0.25 ppm及硝酸 5.0 ppm。 

下午水溫為24.0℃、p H 7.18、TDS 234.0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 

11月29日 

上午水溫為23.5℃、p H 7.88、TDS 95.2 us/cm、DO 9.1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50 ppm及硝酸 20.0 ppm。 

下午水溫為23.9℃、p H 7.73、TDS 224.8 us/cm、DO 8.9 ppm、 

鹽度 0 ppm。 

11月30日 

上午水溫為24.2℃、p H 7.85、TDS 96.4 us/cm、DO 9.2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20.0 ppm。 

下午水溫為24.3℃、p H 7.85、TDS 214.0 us/cm、DO 8.8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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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缸12月份 上午 

12月1日 

上午水溫為22.3℃、p H 7.85、TDS 238.0 us/cm、DO 3.5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22.4℃、p H 7.86、TDS 213.0 us/cm、DO 3.2 ppm、 

鹽度 0 ppm。 

12月2日 

上午水溫為19.7℃、p H 8.10、TDS 237.0 us/cm、DO 3.6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7℃、p H 8.15、TDS 237.0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12月3日 

上午水溫為19.7℃、p H 7.98、TDS 233.0 us/cm、DO 3.1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1.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7℃、p H 8.00、TDS 233.0 us/cm、DO 3.6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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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上午水溫為19.4℃、p H 7.82、TDS 243.0 us/cm、DO 5.0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0℃、p H 8.25、TDS 242.0 us/cm、DO 3.2 ppm、 

鹽度 0 ppm。 

12月5日 

上午水溫為19.7℃、p H 8.16、TDS 244.0 us/cm、DO 3.1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0℃、p H 8.13、TDS 242.0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12月6日 

上午水溫為16.4℃、p H 8.18、TDS 244.0 us/cm、DO 2.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6.8℃、p H 8.30、TDS 246.0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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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 

上午水溫為18.0℃、p H 8.21、TDS 246.0 us/cm、DO 2.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5.0 ppm。 

下午水溫為18.7℃、p H 8.21、TDS 250.0 us/cm、DO 3.2 ppm、 

鹽度 0 ppm。 

12月8日 

上午水溫為18.2℃、p H 8.13、TDS 241.0 us/cm、DO 3.1 ppm、 

鹽度 0.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1℃、p H 8.04、TDS 248.0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12月9日 

上午水溫為18.9℃、p H 8.12、TDS 252.0 us/cm、DO 3.1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8℃、p H 8.10、TDS 249.0 us/cm、DO 3.3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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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 

上午水溫為19.2℃、p H 8.01、TDS 251.0us/cm、DO 3.0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5℃、p H 8.16、TDS 255.0 us/cm、DO 3.3 ppm、 

鹽度 0 ppm。 

12月11日 

上午水溫為19.1℃、p H 8.0、TDS 249.0 us/cm、DO 4.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15 ppm。 

下午水溫為18.9℃、p H 8.03、TDS 237.0 us/cm、DO 5.3 ppm、 

鹽度 0 ppm。 

12月12日 

上午水溫為18.7℃、p H 7.93、TDS 231.0 us/cm、DO 5.4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10 ppm。 

下午水溫為19.2℃、p H 8.21、TDS 249.0 us/cm、DO 4.9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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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缸11月份 上午 

11月13日 

上午水溫為20.6℃、p H 7.52、TDS 160.8 us/cm、DO 7.8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19.0℃、p H 7.31、TDS 154.7 us/cm、DO 7.4 ppm、 

鹽度 0 ppm。 

11月14日 

上午水溫為21.6℃、p H 7.45、TDS 163.2 us/cm、DO 7.3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3℃、p H 7.61、TDS 171.5 us/cm、DO 7.4 ppm、 

鹽度 0 ppm。 

11月15日 

上午水溫為20.4℃、p H 7.52、TDS 157.5 us/cm、DO 5.6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1℃、p H 7.75、TDS 140.2 us/cm、DO 6.1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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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上午水溫為21.3℃、p H 7.41、TDS 198.7 us/cm、DO 6.6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8℃、p H 7.50、TDS 138.6 us/cm、DO 7.2 ppm、 

鹽度 0 ppm。 

11月17日 

上午水溫為21.7℃、p H 7.80、TDS 140.3 us/cm、DO 6.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0.5℃、p H 7.80、TDS 166.5 us/cm、DO 6.8 ppm、 

鹽度 0 ppm。 

11月18日 

上午水溫為20.5℃、p H 7.70、TDS 186.2 us/cm、DO 6.3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0.6℃、p H 7.50、TDS 175.0 us/cm、DO 6.5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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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 

上午水溫為20.5℃、p H 7.50、TDS 172.9 us/cm、DO 6.3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0.5℃、p H 7.50、TDS 168.3 us/cm、DO 6.3 ppm、 

鹽度 0 ppm。 

11月20日 

上午水溫為22.0℃、p H 7.70、TDS 182.9 us/cm、DO 6.8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1.9℃、p H 7.70、TDS 179.8 us/cm、DO 6.2 ppm、 

鹽度 0 ppm。 

11月21日 

上午水溫為23.5℃、p H 7.70、TDS 162.3 us/cm、DO 5.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4.3℃、p H 7.20、TDS 179.5 us/cm、DO 5.8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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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上午水溫為21.9℃、p H 7.80、TDS 187.6 us/cm、DO 7.0 ppm、 

鹽度 0 ppm、氨氮 2.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2.6℃、p H 7.82、TDS 181.5 us/cm、DO 7.3 ppm、 

鹽度 0 ppm。 

11月23日 

上午水溫為22.7℃、p H 7.91、TDS 181.6 us/cm、DO 7.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2.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2.9℃、p H 7.62、TDS 182.6 us/cm、DO 4.5 ppm、 

鹽度 0 ppm。 

11月24日 

上午水溫為23.3℃、p H 7.48、TDS 166.8 us/cm、DO 7.8 ppm、 

鹽度 0 ppm、氨氮 1.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3.6℃、p H 7.78、TDS 192.5 us/cm、DO 4.8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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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上午水溫為23.0℃、p H 7.77、TDS 189.1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1.0 ppm、亞硝酸 0.3 ppm及硝酸 10 ppm。 

下午水溫為23.2℃、p H 7.68、TDS 191.3 us/cm、DO 6.8 ppm、 

鹽度 0 ppm。 

11月26日 

上午水溫為25.0℃、p H 7.43、TDS 184.4 us/cm、DO 6.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1.0 ppm、亞硝酸 0.5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25.0℃、p H 7.70、TDS 186.2 us/cm、DO 6.6 ppm、 

鹽度 0 ppm。 

11月27日 

上午水溫為24.0℃、p H 7.10、TDS 186.8 us/cm、DO 5.8 ppm、 

鹽度 0 ppm、氨氮 1.0 ppm、亞硝酸 0.5 ppm及硝酸 20.0 ppm。 

下午水溫為24.0℃、p H 7.89、TDS 187.2 us/cm、DO 5.6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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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 

上午水溫為23.8℃、p H 7.60、TDS 194.2 us/cm、DO 6.0 ppm、 

鹽度 0 ppm、氨氮 1.0 ppm、亞硝酸 0.5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4.2℃、p H 7.58、TDS 190.2 us/cm、DO 6.23 ppm、 

鹽度 0 ppm。 

11月29日 

上午水溫為23.4℃、p H 7.46、TDS 165.8 us/cm、DO 7.1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5 ppm及硝酸 0 ppm。 

下午水溫為23.6℃、p H 7.21、TDS 164.5 us/cm、DO 7.0 ppm、 

鹽度 0 ppm。 

11月30日 

上午水溫為23.9℃、p H 7..05、TDS 156.5 us/cm、DO 6.9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5 ppm及硝酸 20.0 ppm。 

下午水溫為24.1℃、p H 7.63、TDS 159.3 us/cm、DO 7.1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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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缸12月份 上午 

12月1日 

上午水溫為22.0℃、p H 7.56、TDS 156.3 us/cm、DO 2.0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1.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22.2℃、p H 7.60、TDS 156.1 us/cm、DO 1.9 ppm、 

鹽度 0 ppm。 

12月2日 

上午水溫為19.9℃、p H 7.63、TDS 156.3 us/cm、DO 2.0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1.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8℃、p H 7.61、TDS 157.3 us/cm、DO 2.0 ppm、 

鹽度 0 ppm。 

12月3日 

上午水溫為19.9℃、p H 7.30、TDS 154.9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1.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20.0℃、p H 7.25、TDS 155.1 us/cm、DO 3.2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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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上午水溫為19.2℃、p H 7.53、TDS 156.7 us/cm、DO 2.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2℃、p H 7.49、TDS 157.2 us/cm、DO 3.2 ppm、 

鹽度 0 ppm。 

12月5日 

上午水溫為19.1℃、p H 7.64、TDS 160.7 us/cm、DO 3.4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9℃、p H 8.01、TDS 158.9 us/cm、DO 3.2 ppm、 

鹽度 0 ppm。 

12月6日 

上午水溫為16.6℃、p H 7.89、TDS 163.2 us/cm、DO 2.7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6.9℃、p H 7.64、TDS 160.7 us/cm、DO 2.7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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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 

上午水溫為17.6℃、p H 7.66、TDS 160.8 us/cm、DO 3.3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5℃、p H 7.74、TDS 166.8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12月8日 

上午水溫為18.7℃、p H 7.72、TDS 161.4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9℃、p H 7.81、TDS 161.2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12月9日 

上午水溫為18.8℃、p H 7.82、TDS 165.1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8.8℃、p H 7.81、TDS 168.2 us/cm、DO 3.5 ppm、 

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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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 

上午水溫為19.3℃、p H 7.91、TDS 166.2 us/cm、DO 3.5 ppm、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2.0 ppm及硝酸 20 ppm。 

下午水溫為19.5℃、p H 7.85、TDS 165.3 us/cm、DO 3.4 ppm、鹽度 0 

ppm。 

12月11日 

上午水溫為19.1℃、p H 7.81、TDS 158.0 us/cm、DO 4.6 ppm、鹽度 0 

ppm、氨氮 0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15 ppm。 

下午水溫為18.7℃、p H 7.84、TDS 172.0 us/cm、DO 4.3 ppm、鹽度 0 

ppm。 

12月12日 

上午水溫為18.7℃、p H 7.63、TDS 149.3 us/cm、DO 4.3 ppm、鹽度 0 

ppm、氨氮 0.25 ppm、亞硝酸 0 ppm及硝酸 15 ppm。 

下午水溫為18.3℃、p H 7.72、TDS 152.5 us/cm、DO 4.7 ppm、鹽度 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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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以上數據來看，在溫度方面(圖12、圖20)，12月平均水溫(19.1

℃)明顯較11月平均水溫(22.5℃)較為低，而低水溫魚隻攝食量會明顯

降低，故每天觀察偵測水溫以便增減飼料投餵量，避免過多殘餌；pH 

值方面11月 pH 最低及最高值分別為 7.05 及 8.18；12月 pH 最低

及最高值分別為 7.25 及 8.30，以兩個月別來看並無明顯波動，穩定

在大約在 7.05~8.30 之間，為維持一個偏中性的水質中，受光合作用

的強弱影響，光合作用旺盛時pH 較高，我們可以從(圖13、圖21)看

出看出12月份A缸部分在4日時上下午 pH 差異極大上午為7.82，下

午為8.25，是因為在上午測量水質後，有更換帶有較多鹼性離子的新

水進入A缸導致下午測得的 pH 值較高上午時高；導電度(TDS) 數值

較有變異(圖14、圖22)，TDS合理的範圍為100~400 us/cm，11月數值

範圍最低為95.1 us/cm，最高為248.0 us/cm；12月份數值範圍最低為

149.3 us/cm，最高為255.0 us/cm，會因當時有無驚動魚隻，使沉在缸

底的沉澱物質，漂浮於水體中，造成數值頗動起伏較大；鹽度方面(圖

16、24)，因引進的魚隻健康狀況良好，經檢疫後均無夾帶任何病原

體，所以缸中無添加任何有機鹽類，導致測得鹽度值一直維持在0 

ppt；氨氮、硝酸及亞硝酸方面均維持在正常範圍內，氨氮方面(圖17、

圖25)  11月份測得最低值為 0 ppm，最高值為 1.0 ppm；而12月份測

得最低值為 0 ppm，最高值為 0.5 ppm，A缸在11月份和12月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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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1月份氨氮值波動起伏大，可得知是因為11月份我們魚隻在剛放

入系統缸中飼養，而水中及過濾系統中的消化菌等益菌菌床尚未形成

一個非常穩定的狀態，造成波動起伏落差極大，於12月份消化系統整

個穩定後幾乎無波動起伏的現象，而在12月11日時因為有換水，使水

中氨氮值又降為0 ppm；亞硝酸測得合理的範圍為 0 ppm~10 ppm，11

月份最低值為 0 ppm，最高值為 0.5 ppm；而12月份測得最低值為 0 

ppm，最高值為2.0 ppm (圖18、圖26)；硝酸測得範圍11月份最低值為 

0 ppm，最高值為 20 ppm；而12月份測得最低值為 5 ppm，最高值為

20 ppm，A缸部分硝酸在11月份一直穩定在 0 ppm直到24號後有上升

的趨勢，但都在正常範圍下，直到12月7日我們有換水，硝酸的值有

明顯的降到5 ppm，但是相隔一天值又恢復成20 ppm (圖19、圖27)，

我們可以得到系統缸中氮的循環以達到一個非常完美的平衡點，可推

估本實驗室所培養過濾系統中的消化益菌效果如此顯著，在未來保育

魚種繁殖的挑戰上，有如虎添翼般的，增添一筆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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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儀器設備採購 

    感謝在貴局提供的資金下，讓我們有足夠的金費採購計畫用之貴

重儀器，讓撰寫未來的報告上能提供更加完善的數據及增添報告內容

的豐富度，因此在以最精簡的花費下來達到最高的採買成果如下: 

一、解剖顯微鏡、攝影或繪圖儀器系統：魚卵、仔稚魚及幼魚型態特

徵發育觀察並紀錄，更了解魚類體外及體內的結構，得知從魚卵

到成魚不同階段的型態。 

二、水質檢測儀器：測量繁養殖系統之水質條件如溫度、溶氧、pH、

導電度、氨氮、硝酸及亞硝酸等基本水文資料，以供持續性的監

測觀察，在問題發生的第一時間馬上做緊急處理，降低魚隻患病

或死亡的機率，提高存活率，維持生態系統之穩定。 

三、高速離心機：提供 DNA實驗，作為分離兩種不同比重之物質， 

四、PCR溫度循環儀：提供 DNA實驗，觀察保育之魚種的親緣關係，

有無因為近親交配，而導致基因窄化的現象發生。如有可以增加

多一點親代或早點想出補救措施，來挽回窄化的問題存在。 

五、FRP繁養殖桶：養殖珍稀保育魚種，提供復育魚種良好的繁養殖

系統缸，仿照與原棲地相似的生態環境，提供最完善的照顧與生

活品質，讓保育及復育魚種能在缸中優游活存並繁衍後代。 

六、塑膠與玻璃製養殖缸與設施等：作為繁殖缸用，採用透明壓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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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便觀察做紀錄，設計成方形小缸，能嚴格監控水質變化、操作

方便及在最有效的空間下發揮到最大的效益，最為示範性生態標

準缸呈現原棲息地的生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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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及建議 

1. 貢寮保育中心志工及實驗室同仁的輪班，因為人數眾多，每個人

想法不盡相同，認為餵食量、水質及魚隻觀察無法達到統一或將誤

差值降低，需要持續進行多次開會討論，達到共通點，完成工作人

員在保育中心值班時的基本訓練及階段性教育課程，來降低誤差值

的程度。 

 

2. 大鱗梅氏鯿為一種生性膽小的一種淡水魚類，因進出保育中心人

員繁雜，希望加以管制閒雜人員等或是將養殖池部分用擋板隔離。

明年更是繁殖的重點時期，需加以規範訂規則，這樣才能如期完成

成功自然繁殖配對產卵，完成階段性保育目標。 

 

3. 規劃大鱗梅氏鯿擬自然棲地未來可能進行「移地復育」的水系與

區域或是復育基地。大鱗梅氏鯿未來可能進行「移地復育與種魚放

流」的水系與區域之初步評估工作上，以正在進行。因此，另外本

年度配合縣府建議相關復育場所，建立後備族群的環境，來復育大

鯿梅氏鯿本種魚類的生存。水試所已建置了最完備的人工繁殖的技

術流程，可為未來嚴防絕滅族群上，擔起最後一道防線。在天然棲

地方面，明年度將會再加強評估移地保育的水域。本年度調查也外



68 
 

資源量，夏秋兩季在光前溪木棧道部分，藉由「族群標示及採捕推

算法」推估今年野外族群，達到4000尾以上，此生態恢復速率超乎

我們預期結果，更證明我們這幾年在大鱗梅氏鳊族群生態復育進程

的努力上，有明顯的成效。目前正積極規劃回復原有水域棲地，以

及以自然力回復野外族群的方法。 

 

4. 於103年10月3日在金門縣植物園由縣長帶領大家舉辦的示範行放

流復育活動，將池塘內的外來種大量清除，僅留下原生種魚類，

創造出大鱗梅氏鯿一個新增的復育與生存空間。相關本次活動本

團隊參與活動資訊與流程與媒體報導，都將羅列於附錄之中。 

 

5. 在不影響原棲息地的原則下，對建議對新北市貢寮保育中心附近

的小溪流，做生態棲地的評估與調查，統計出附近溪流中的魚群

組成類型、型態及調查水流是否會因為缺水季節時而使水流乾枯

斷流，造成野放之保育魚種被鳥類殘食或棲地的消失而有面臨滅

絕的危機存在，因為保育中心附近的溪流，為河道短且都是獨立

流入海洋，在持續觀察及追蹤，都是非常能控制及調查。必要時

再向林務局申請補助經費，向適合的溪流做擴闊及浚深工程，讓

小溪流流水，不會因為肝季缺水時斷流等問題出現，增加保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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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魚種，能有個深潭供其躲避休憩及長年棲息生存的棲息地。 

 

6. 規畫封棲復魚保護區及生態保護區，在生態保護區的部分，因區

域範圍小破碎，不易統合劃分，故建議可優先規劃「封溪復魚保

護區」，特別是保育中心附近的小溪，讓最須優先被保護的魚種

存活、增加族群量，這一是本計畫最核心關鍵之目標訴求，之後

達到一定的族群量，再來劃分大範圍的生態保護區，以利貢寮保

育中心附近溪有魚種適應及延續其子代繁衍。 

 

7. 在決定放流的溪流中，比定會有攔沙壩的存在，我們須加以整治

攔砂壩及魚道建立，因攔沙壩的設立，除了會造成原生棲地的劣

化之外，魚種被迫分開造成族群及端的破碎化，建議市政府能在

過於密集建造攔沙壩的河段，拆除部分老舊或多餘的攔砂壩，使

破壞生態環境程度降為最低；但如因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造成

無法立即拆除等原因，可以先改建成魚道，以利於種洄游繁殖，

且建造魚梯的費用不高，可水泥建造，亦可鐵箱搭建，若水壩高

度致使流域高度差異大，只要拉長魚道設計、減緩坡度，魚種即

會藉助魚道洄游，進行交流繁殖，並使復育計畫更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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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圖 

 

 

 

 

 

 

 

 

 

 

 

 

 

圖 1、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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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保育中心養殖缸之概念圖(上圖) 與水循環過濾系統之概念圖(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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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保育中心養殖缸實照圖(上圖) 與水循環過濾系統實照圖(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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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工作人員建置現場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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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循環系統缸建置  1. 完成實體照  

                      2. 過濾進水系統   

                      3. 進水管線及出氣管線  

                      4 .過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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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繁殖缸建置  1.排水系統   

                  2.進水管線及出氣管線   

                  3.完成實體照   

                  4.預留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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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主體缸系統完成圖 



77 
 

 

 

 

 

 

 

 

 

 

 

 

 

圖 8、繁養殖缸位置編號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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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 LEICA研究級解剖顯微鏡 

       2. 記憶式多功能水質檢測儀 

3. GC101D高速離心機 

4. 聚合酶反應器 

5. FRP繁養殖桶 

6.塑膠與玻璃製養殖缸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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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大鱗梅氏鯿在 A缸及 A1缸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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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金門大鱗梅氏鯿野外棲地 (光前溪木棧道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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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標準化流程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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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月及 12月份 A缸上下午水溫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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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月及 12月份 A缸上下午 pH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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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1月及 12月份 A缸上下午 TDS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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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1月及 12月份 A缸上下午溶氧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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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1月及 12月份 A缸上下午鹽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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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1月及 12月份 A缸 氨氮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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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1月及 12月份 A缸 亞硝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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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1月及 12月份 A缸 硝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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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1月及 12月份 A1缸上下午水溫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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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月及 12月份 A1缸上下午 pH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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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1月及 12月份 A1缸上下午 TDS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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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1月及 12月份 A1缸上下午溶氧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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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1月及 12月份 A1缸上下午鹽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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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1月及 12月份 A1缸氨氮折線圖 



96 
 

 

 

 

 

 

 

 

 

 

 

 

 

 

 

圖 26、11月及 12月份 A1缸 亞硝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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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1月及 12月份 A1 硝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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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1月份人員輪值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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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3 20.5 7.71 160.4 7.8 0 0.00 0.00 0.0

14 20.6 7.63 156.5 7.6 0 0.00 0.00 0.0

15 20.5 7.85 225.0 6.9 0 0.00 0.00 0.0

16 21.2 8.18 188.3 7.2 0 0.25 0.00 0.0

17 21.7 7.70 196.9 6.5 0 0.25 0.00 0.0

18 20.6 7.60 189.5 6.4 0 0.25 0.00 0.0

19 20.5 7.50 185.2 6.5 0 0.25 0.00 0.0

20 22.0 7.70 165.2 6.9 0 0.25 0.00 0.0

21 23.5 7.60 157.2 5.2 0 0.50 0.00 0.0

22 22.3 7.93 106.5 8.5 0 0.50 0.00 0.0

23 22.8 8.05 95.1 6.4 0 0.50 0.00 0.0

24 23.6 7.99 154.7 8.2 0 0.50 0.00 0.0

25 23.2 7.69 212.0 6.9 0 1.00 0.00 10.0

26 25.0 7.89 234.0 6.7 0 0.50 0.25 5.0

27 24.0 7.63 226.0 6.5 0 0.50 0.25 5.0

28 23.8 7.20 228.0 6.9 0 0.50 0.25 5.0

29 23.5 7.88 95.2 9.1 0 0.25 0.50 20.0

30 24.2 7.85 96.4 9.2 0 0.00 0.00 20.0

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3 21.5 7.68 138.4 7.6 0 0.00 0 0

14 21.3 7.42 146.3 7.9 0 0.00 0 0

15 21.1 8.04 215.0 7.4 0 0.00 0 0

16 21.6 8.17 187.1 6.8 0 0.25 0 0

17 20.5 7.80 189.2 6.2 0 0.25 0 0

18 20.5 7.60 180.0 6.2 0 0.25 0 0

19 20.4 7.50 180.5 6.3 0 0.25 0 0

20 21.8 7.60 167.5 6.5 0 0.25 0 0

21 24.3 7.70 163.5 5.8 0 0.50 0 0

22 22.6 7.91 196.5 8.2 0 0.50 0 0

23 23.0 7.98 202.3 5.4 0 0.50 0 0

24 23.7 7.95 248.0 5.1 0

25 23.0 7.54 208.0 6.8 0

26 24.8 7.72 236.0 6.9 0

27 24.2 7.58 230.0 7.7 0

28 24.0 7.18 234.0 6.9 0

29 23.9 7.73 224.8 8.9 0

30 24.3 7.85 214.0 8.8 0

陸、表 

表 1  11月份 A缸上午水質條件總表 

 

 

 

 

 

 

 

 

 

 

 

 

表 2  11月份 A缸下午水質條件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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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 22.3 7.85 238.0 3.5 0 0.25 2.00 20.0

2 19.7 8.10 237.0 3.6 0 0.25 2.00 20.0

3 19.7 7.98 233.0 3.1 0 0.25 1.00 20.0

4 19.4 7.82 243.0 5.0 0 0.25 2.00 20.0

5 19.7 8.16 244.0 3.1 0 0.25 2.00 20.0

6 16.4 8.18 244.0 2.7 0 0.25 0.00 20.0

7 18.0 8.21 246.0 2.7 0 0.25 0.00 5.0

8 18.2 8.13 241.0 3.1 0 0.25 0.00 20.0

9 18.9 8.12 252.0 3.1 0 0.25 0.00 20.0

10 19.2 8.01 251.0 3.0 0 0.25 0.00 20.0

11 19.1 8.00 249.0 4.7 0 0.00 0.00 15.0

12 18.7 7.93 231.0 5.4 0 0.00 0.00 10.0

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 22.4 7.86 213.0 3.2 0

2 19.7 8.15 237.0 3.5 0

3 19.7 8.00 233.0 3.6 0

4 18.0 8.25 242.0 3.2 0

5 19.0 8.13 242.0 3.5 0

6 16.8 8.30 246.0 2.8 0

7 18.7 8.21 250.0 3.2 0

8 19.1 8.04 248.0 3.5 0

9 18.8 8.10 249.0 3.3 0

10 19.5 8.16 255.0 3.3 0

11 18.9 8.03 237.0 5.3 0

12 19.2 8.21 249.0 4.9 0

表 3  12月份 A缸上午水質條件總表 

 

 

 

 

 

 

 

 

 

表 4  12月份 A缸下午水質條件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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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3 20.60 7.52 160.8 7.8 0 0.00 0.0 0.0

14 21.60 7.45 163.2 7.3 0 0.00 0.0 0.0

15 20.40 7.52 157.5 5.6 0 0.00 0.0 0.0

16 21.30 7.41 198.7 6.6 0 0.25 0.0 0.0

17 21.70 7.80 140.3 6.7 0 0.25 0.0 0.0

18 20.50 7.70 186.2 6.3 0 0.25 0.0 0.0

19 20.50 7.50 172.9 6.3 0 0.25 0.0 0.0

20 22.00 7.70 182.9 6.8 0 0.25 0.0 0.0

21 23.50 7.70 162.3 5.9 0 0.25 0.0 0.0

22 21.90 7.80 187.6 7.0 0 2.00 0.0 0.0

23 22.70 7.91 181.6 7.5 0 2.00 0.0 0.0

24 23.30 7.48 166.8 7.8 0 1.00 0.0 0.0

25 23.00 7.77 189.1 6.9 0 1.00 0.3 10.0

26 25.00 7.43 184.4 6.7 0 1.00 0.5 20.0

27 24.00 7.10 186.8 5.8 0 1.00 0.5 0.0

28 23.80 7.60 194.2 6.0 0 1.00 0.5 0.0

29 23.40 7.46 165.8 7.1 0 0.25 0.5 0.0

30 23.90 7.05 156.5 6.9 0 0.00 0.5 20.0

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3 19 7.31 154.7 7.40 0 0.00 0 0

14 21.3 7.61 171.5 7.40 0 0.00 0 0

15 21.1 7.75 140.2 6.10 0 0.50 0 0

16 21.8 7.50 138.6 7.20 0 0.25 0 0

17 20.5 7.80 166.5 6.80 0 0.25 0 0

18 20.6 7.50 175.0 6.50 0 0.25 0 0

19 20.5 7.50 186.3 6.30 0 0.25 0 0

20 21.9 7.70 179.8 6.20 0 0.25 0 0

21 24.3 7.20 179.5 5.80 0 0.25 0 0

22 22.6 7.82 181.5 7.30 0 2.00 0 0

23 22.9 7.62 182.6 4.50 0 2.00 0 0

24 23.6 7.78 192.5 4.80 0

25 23.2 7.68 191.3 6.80 0

26 25.0 7.70 186.2 6.60 0

27 24.0 7.89 187.2 5.60 0

28 24.2 7.58 190.2 6.23 0

29 23.6 7.21 164.5 7.00 0

30 24.1 7.63 159.3 7.10 0

表 5  11月份 A1缸上午水質條件總表 

 

 

 

 

 

 

 

 

 

 

 

 

表 6  11月份 A1缸下午水質條件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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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 22.0 7.56 156.3 2.0 0 0.25 1.00 20.0

2 19.9 7.63 157.4 2.0 0 0.25 1.00 20.0

3 19.9 7.30 154.9 3.5 0 0.25 1.00 20.0

4 19.2 7.53 156.7 2.7 0 0.25 2.00 10.0

5 19.1 7.64 160.7 3.4 0 0.25 2.00 20.0

6 16.6 7.89 163.2 2.7 0 0.25 2.00 20.0

7 17.6 7.66 160.8 3.3 0 0.25 2.00 20.0

8 18.7 7.72 161.4 3.5 0 0.25 2.00 20.0

9 18.8 7.82 165.1 3.5 0 0.25 2.00 20.0

10 19.3 7.91 166.2 3.5 0 0.25 2.00 20.0

11 19.1 7.81 158.0 4.6 0 0.00 0.00 15.0

12 18.7 7.63 149.3 4.3 0 0.25 0.00 15.0

日期 水溫 pH TDS DO 鹽度 氨氮 亞硝酸 硝酸

天 ℃ us/cm ppm ppt ppm ppm ppm

1 22.2 7.60 156.1 1.9 0

2 19.8 7.61 157.3 2.0 0

3 20.0 7.25 155.1 3.2 0

4 18.2 7.49 157.2 3.2 0

5 18.9 8.01 158.9 3.2 0

6 16.9 7.64 160.7 2.7 0

7 18.5 7.74 166.8 3.5 0

8 18.9 7.81 161.2 3.5 0

9 18.8 7.81 168.2 3.5 0

10 19.5 7.85 165.3 3.4 0

11 18.7 7.84 172.0 4.3 0

12 18.3 7.72 152.5 4.7 0

表 7  12月份 A1缸上午水質條件總表 

 

 

 

 

 

 

 

 

 

表 8  12月份 A1缸下午水質條件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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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育瑋 育瑋 育瑋 在恆

16 17 18 19 20 21 22

在恆 世彬 世彬 世彬 世彬 世彬 冠宇

23 24 25 26 27 28 29

冠宇 佳勤 佳勤 佳勤 佳勤 佳勤 丞甫

11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30 1 2 3 4 5 6

丞甫 方聰 方聰 方聰 新倩 新倩 郁蓮品蓁

7 8 9 10 11 12 13

郁蓮品蓁 維倫 維倫 維倫 育瑋 育瑋 瑋倫

14 15 16 17 18 19 20

瑋倫 世彬 世彬 世彬 世彬 世彬 毓琦品蓁

21 22 23 24 25 26 27

毓琦品蓁 佳勤 佳勤 佳勤 佳勤 佳勤 振宇

28 29 30 31

振宇 帥旗 帥旗 帥旗

12月份

表 9  11月及 12月份研究人員及保育志工輪值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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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一 會議記錄 

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營運計畫(1/3)-台灣原生珍

稀淡水魚類復育保種與棲地現況保育之研究(1)大鱗

梅氏鯿族群的台灣島復育保種研究建置計畫 

業務執行會議 

一、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3年9月26日中午11點30分 

二、開會地點：海生所509教室  

三、會議編號：1                              

四、主席：陳義雄老師                            記錄：白佳勤 

五、出席人員：陳義雄老師、黃世彬、白佳勤、劉育瑋、蔡維倫 

周新倩、方聰、朱帥旗、陳光耀、蘇友寬 

六、審查議案： 

案由一：提請討論相關設備費採購一案相關品項，總設備費規劃約

50萬。 

說明：  

  一、解剖顯微鏡、攝影或繪圖儀器系統：魚卵及仔稚魚發育型態 

   觀察。 

   二、水質檢測儀器：測量繁養殖系統之基本水質條件來維持生態 

    系統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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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型離心機：提供 DNA實驗。 

   四、PCR溫度循環儀：提供 DNA實驗。 

   五、FRP繁養殖桶：提供復育保種魚類良好的繁養殖之生態展示 

   教育層面。 

   六、塑膠與玻璃製養殖缸與設施等：做為示範生態標準缸呈現出  

    原棲息地的生態樣貌。 

   七、照明燈具：以不同光週期來控制親魚產卵時間以利於觀察生  

    殖情形。 

   八、空氣幫浦：增加水中溶氧 使生態系統缸能維持最佳狀態。 

   九、馬達：做為過濾系統 水位差之平衡。 

 

決議：規劃出之採購品項與主要內容(詳如表一) 

表一 

編號 品項 預估金額 實際花費 負責人 

１ 解剖顯微鏡、攝影或繪圖儀器系統 180000 
 

世彬 

2 水質檢測儀器 50000 
 

育瑋 

3 小型離心機 30000 
 

世彬 

4 PCR 溫度循環儀 98000 
 

世彬 

5 FRP 繁養殖桶 100000 97200 育瑋 

6 塑膠與玻璃製養殖缸與設施等 42600 42600 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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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提請討論並規劃例行水質檢測應有項目 

決議：現場養殖設施之規劃例行水質檢測項目，如表二所列出 

    表二 

編號 品項 預估金額 實際花費 負責人 備註 

1 水溫 

 

37200 

育瑋 水質儀器 

2 pH 
 

育瑋 水質儀器 

3 TDS 
 

育瑋 水質儀器 

4 DO 
 

育瑋 水質儀器 

5 鹽度 

 

育瑋 水質儀器 

6 氨氮 

 3500 

育瑋 Kit 

7 亞硝酸/硝酸   育瑋 Kit 

 

 

水質檢測注意事項 

  一、水溫：檢測養殖池水溫度避免溫度過高或太低導致魚之死亡。 

  二、pH：一般魚類可生存於 pH 4~11之間，在這範圍以外魚類即

會死亡，但一般認為魚類 6.5~9為適當之 pH 

  三、DO：水域中之氧氣一般來自植物及浮游生物之光合作用，以

及空氣中氧之供給，其含量隨著水溫、大氣壓力以及鹽

度而異，於但水中飽和溶氧量約 7~14 ppm之間。 

  四、鹽度：自然界鹽度在 0-40ppt，海水約在 33-37ppt之間，平均 

            35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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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氨氮：氨氮中的非離子氨是引起水生生物毒害的主要因素之

一，當水體 pH 值較高時，氨對魚類等水生生物具有

毒性，其對水生生物的毒性比銨鹽大幾十倍。 

  六、亞硝酸/硝酸：養殖過程中，常會因養殖動物代謝後的排泄物

以及飼料殘餌分解等，導致池中氨氮與硝酸鹽氮的累

積，造成池水優養化，影響養殖成效；氨氮濃度太高時，

甚或會對水產動物產生急性毒性，引發大量死亡，故必

須予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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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營運計畫(1/3)-台灣原生珍

稀淡水魚類復育保種與棲地現況保育之研究(1)大鱗

梅氏鯿族群的台灣島復育保種研究建置計畫 

業務執行會議 

一、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1日中午11點30分 

二、開會地點：海生所509教室  

三、會議編號：2                               

四、主席：陳義雄老師                            記錄：白佳勤 

五、出席人員：陳義雄老師、黃世彬、白佳勤、劉育瑋、蔡維倫 

周新倩、方聰、朱帥旗、陳光耀、蘇友寬   

六、審查議案： 

案由一：提請討論相關設備費實際運用操作情形。 

  說明： 

一、 檢討上週設備費規劃及實際運作。 

二、 花費總額水質檢測儀器三萬七千兩百元採購及實驗用離心

機兩萬八千元及 PCR溫度循環儀九萬九千元。 

三、 擬増購 FRP養殖桶。 

四、 解剖顯微鏡及其攝影或繪圖儀器系統進行公開招標，與廠商

聯繫需附圖程式意圖包含圖面及零件。 

五、 水質檢測 Kit套組(氨氮、硝酸、亞硝酸)採購，並教導實驗

室學員及保育志工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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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照明設備的添購，每組系統中需要一組照明設備提供照明比

照自然環境的光週期。 

決議：規劃出之採購品項與主要內容(詳如表一) 

  表一 

編號 品項 預估金額 實際花費 負責人 

１ 解剖顯微鏡、攝影或繪圖儀器系統 180000 196000 世彬 

2 水質檢測儀器*2 50000 37200 育瑋 

3 小型離心機 30000 28000 世彬 

4 PCR 溫度循環儀 98000 99000 世彬 

5 FRP 繁養殖桶 100000 97200 育瑋 

6 塑膠與玻璃製養殖缸與設施等 42600 42600 育瑋 

 

 

案由二、提請討論並規劃貢寮輪班進駐事宜。 

   說明： 

一、 規劃實驗室人員及保育志工輪班機制，申請進出海洋大學

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通行證，以利研究人員及保育

志工出入。 

二、 依照飼養規範擬出現場飼養 SOP流程表，進駐人員需每日 

填寫水質檢驗流程、現場實際操作情形之紀錄。 

    三、 詢問新北市府是否同意陸生及海外生出入保育中心進行輪 

         班。 

    四、派住研究人員及保育志工輪班，最晚日期為 11月中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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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前，將設備啟動，於循環過濾系統缸及繁養殖缸先進行養 

        水作業，減少自來水中氯氣的殘留問題。 

  決議：新北市政府同意陸生及海外生出入保育中心進行輪班，以   

        利研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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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營運計畫(1/3)-台灣原生珍

稀淡水魚類復育保種與棲地現況保育之研究(1)大鱗

梅氏鯿族群的台灣島復育保種研究建置計畫 

業務執行會議 

一、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22日中午11點30分 

二、開會地點：海生所509教室  

三、會議編號：3                               

四、主席：陳義雄老師                            記錄：白佳勤 

五、出席人員：陳義雄老師、黃世彬、白佳勤、劉育瑋、蔡維倫 

周新倩、方聰、朱帥旗、陳光耀、蘇友寬 

六、審查議案： 

案由一、提請設備費購置各項繁養殖系統及實驗用儀器設備。 

  說明： 

      一、水質儀器、離心機及解剖顯微鏡採購定案。 

      二、貴重物品使用年限超過 2年價值超過兩萬將貼財產單。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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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請討論進並規劃進駐貢寮行前規劃及需求。 

   說明: 

一、 本周完成海洋大學之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所有管線

的配置，馬達及水族濾材置於過濾系統中進行過濾已達到

除氯效果。 

      二、11月中旬規畫大鱗梅氏鯿進駐，進駐前先試放溪魚做為 

          水質測試，觀察是溪魚否有無異狀徵兆。 

      三、提供餵食大鱗梅氏鯿及溪魚的飼料及餌料有哪些?一天餵 

          食幾次? 

      四、將循環系統缸放置布袋蓮、水草及燈照，而燈照比照自然 

          環境的光週期。 

      五、添購擬多齒新米蝦可提供不同攝食需求供大鱗梅氏鯿增加 

          動物性蛋白的來源。 

      六、循環系統過濾缸中放些石頭、塑膠管、水草(可採買盆栽 

          式)等提供大鱗梅氏鯿遮蔽，模擬外界自然環境的生長。 

   決議：1.提供餵食飼料目前選定溪魚寶、薄片飼料及香魚飼料， 

           每日早晚各餵食一次。 

         2.購買擬多齒新米蝦放置透明缸中蓄養及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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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研究暨保育中心營運計畫(1/3)-台灣原生珍

稀淡水魚類復育保種與棲地現況保育之研究(1)大鱗

梅氏鯿族群的台灣島復育保種研究建置計畫 

業務執行會議 

一、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5日中午11點30分 

二、開會地點：海生所509教室  

三、會議編號：4                             

四、主席：陳義雄老師                            記錄：白佳勤 

五、出席人員：陳義雄老師、黃世彬、白佳勤、劉育瑋、蔡維倫 

周新倩、方聰、朱帥旗、陳光耀、蘇友寬 

六、審查議案： 

案由一、提請討論相關研究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申請程序。 

   說明： 

     一、發文至金門縣政府，請貴府同意及協助提供大鱗梅氏鯿， 

         供保種及復育研究，由金門水試所提供 F1子代繁衍族群。 

     二、於林務局及新北市動保處申請保育類野生動物申請及繁殖  

         計畫書。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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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請貢寮保育中心現場設施情形。 

   說明： 

     一、保育中心設施完成，水錶、管線接好，馬達濾材放置運作           

         即可啟動，經濾材過濾靜放幾天可達到減少氯氣的殘留。 

二、下週四實驗室人員即將進駐，大鱗梅氏鯿於週四下午從金        

    門空運到台北松山機場，由實驗室人員接送至貢寮保育中  

    心。 

     三、11/07 (週五)帶保育志工到貢寮保育中心觀看了解現場實際 

         狀況，與緊急應變措施。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提請討論本計畫中心營運維護管理之臨時人員按日案件計資 

        酬金之運作 

   說明： 

     一、臨時工津貼:高中畢業 600元、大學畢業 990元。 

     二、交通費:火車 瑞芳-福隆 31元 

                公車 基隆-瑞芳 18元 

                租摩托車   2500元/月 

                免費提供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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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驗室值班建議:研究助理世彬、佳勤每月各輪一週(1-5) 

         研究生育瑋、維倫兩人共一週(1-5)，陸生新倩、方聰、 

         帥旗三人共一週(1-5)，六日由保育志工輪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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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活動報導 

2014 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保育」試驗活動 

活動名稱 : 2014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保育」試驗活動 

活動地點：金門縣植物園 

活動說明：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金門縣政府水產試驗所、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活動日期 : 103年 10 月 03日（五） 9:00~12:00 

活動地點 : 金門植物園生態池 (停車場集合) 

活動對象 : 金門地區對自然保育有興趣之民眾、公務機關人員、小學中高年級學生 

活動人數 : 開放報名人數 30 人 

活動說明： 

    大鱗梅氏鯿，初級淡水魚，生活在河川中下游靜緩水域，活動在中上水層，雜

食性，以蜉蝣動植物為食，分佈在臺灣西部與金門平原河川中下游。1920年以後再

無發現記錄，直至 2001年才於金門重新發現，由於族群不斷減少，2009 年被公告

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加以保護。 

    大鱗梅氏鯿有個曲折的發現過程，與離奇的消失經歷，牠是平原溪流生態系建

全的指標，為何會在臺灣本島消失九十餘年，這次活動都將會有介紹與解答，這也

會是金門保育大鱗梅氏鯿很好的參考。 

    金門地區仍保有大鱗梅氏鯿的族群，十分珍貴難得，但是 2012年研究團隊調查

發現，大鱗梅氏鯿在金門的族群逐漸減少，2013年調查僅剩光前溪仍有穩定族群，

為避免大鱗梅氏鯿在金門的消失，縣政府與相關團隊在光前溪棲地惡化前，將部分

族群個體移出保種，以達「移地保育」之目的。並在金門縣政府水試所團隊的努力

下，「復育」出上萬隻的個體。同時，縣府也對光前溪棲地加以改善，浚深河道、遷

管補水、移除外來種，並避免河川邊坡水泥化，光前溪的大鱗梅氏鯿族群受到穩定

的「就地保育」。但是要恢復金門其他溪流的族群需要審慎而嚴格的評估，本次活動

將會說明評估的研究過程，以做為下階段野放大鱗梅氏鯿的重要依據。 

    為了解大鱗梅氏鯿在野外的適應情形，特選金門植物園生態池做為「移地保育」

試驗場域，靜緩水域的生態池有著大鱗梅氏鯿適合的棲地環境，池邊水草分佈，適

合大鱗梅氏鯿躲藏棲息，半封閉的水系，更有利於族群的監測掌控，本次活動將依

專家學者建議，放流 500隻個體，再藉由科學性的觀察與監測，了解大鱗梅氏鯿的

族群消長與變化，對下階段的野外溪流移的保育將會是重要的參考數據。本活動將

舉辦大鱗梅氏鯿的放流活動，希望民眾可以參與這重要又具意義的一刻。 

    大鱗梅氏鯿棲息於平原溪流，他的分佈代表穩定的生態系，但是平原河川常因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f=q&hl=zh-TW&geocode=&q=%E9%87%91%E9%96%80%E6%A4%8D%E7%89%A9%E5%9C%92%28%E9%87%91%E9%96%80%E6%A4%8D%E7%89%A9%E5%9C%92%29&z=16&output=emb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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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灌溉、治水防洪等等的需求加以施工整治，工程常會造成自然棲地的消失，也

影響溪流生態系裡的生物，如何在河川施工中，顧及自然的生態環境，利用考慮生

物棲息的生態工法，讓人工整治工程與自然環境保育並行共存，在本活動中將邀請

專家學者提出建議，利用現有成功範例，做為大鱗梅氏鯿自然棲地恢復的參考，以

期望恢復金門溪流自然風貌。 

    除了了解大鱗梅氏鯿在金門溪流的現況調查與引回進程介紹外，本活動更希望

對大鱗梅氏鯿的保育理念可以向下扎根，因此在同時段特別為學童舉辦「大鱗梅氏

鯿調查現場」活動，學習研究人員調查研究方式，了解大鱗梅氏鯿的特徵、生態特

性、共域的其他魚種，也從檢測水質、測量溪流形式中了解其對棲息環境的需求，

再從這些試驗所得到的資訊，體認大鱗梅氏鯿的保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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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 

8:30- 9:00 報到 

9:00- 9:15 大家長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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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9:30 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保育 

大鱗梅氏鯿放流生態池 

 

 

 

 

 

 

 

 

 

9:30-10:00 邁向大鱗梅氏鯿的保育之路 

走到活動教室、填寫活動問卷 

活動一：大鱗梅氏鯿的野放之路 (適合一般民眾、工務單位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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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00 一探大鱗梅氏鯿 (陳義雄 教授) 

1.大鱗梅氏鯿的發現、定名、追查過程的介紹。 

2.大鱗梅氏鯿的分佈區域。 

3.大鱗梅氏鯿的生存危機。 

4.金門大鱗梅氏鯿棲地環境調查。 

5.植物園生態池的臨時住所介紹，與自然棲息地的環境比較。 

6.重返野溪之路的進程。 

 

 

 

 

 

 

 

 

 

 

11:00-12:00 大鱗梅氏鯿的返家之路 (曾晴賢 教授) 

1.溪流魚類的保育與復育-以櫻花鉤吻鮭為例 

2.溪流保育在河川工程上的應注意事項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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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知識滿載而歸 午餐 

活動二：大鱗梅氏鯿調查現場 (適合國小學童參加) 

9:30-10:00 認識「大鱗梅氏鯿」 

藉由圖卡解說大鱗梅氏鯿的型態、特徵、生活習性與現今分布等，了解這應予保育

的特殊物種。 

 

 

 

 

 

 

 

 

 

10:00-11:00 探訪大鱗梅氏鯿的家 

了解大鱗梅氏鯿的棲息環境。 

跟著研究人員實地操作實驗儀器，檢測各項水質，測量溪流，並對魚種進行調查等。

近距離觀察，了解大鱗梅氏鯿居住的環境。 

 

 

 

 

 

 

 

 

 

 

11:00-11:30 搶救大作戰，大鱗梅氏鯿的生存遊戲 

遊戲中利用食物鏈與棲地減少、消失的概念，探討大鱗梅氏鯿的保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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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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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1)金門日報 

大鱗梅氏鯿守護者  

2014/10/4 

記者張建騰/圖文報導 

 

   光前溪的「大鱗梅氏鯿」去年原本只有六百尾，經後育之後，今年九月已達

三千尾以上！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的陳光耀（見圖）目前是海洋大學的碩士班研究生，他是

大鱗梅氏鯿的實地的守護者之一。他表示，這個物種，絕不能在金門消失；若大

鱗梅氏鯿在金門消失了，世界上就再也沒有大鱗梅氏鯿了！ 

   陳光耀表示，由於大鱗梅氏鯿目前僅在金沙溪流域的光前溪金沙溪有穩定族

群出沒，他們在溪中分三段進行保育並設置警界線，水位逼進警戒線時，就請農

友停止灌溉；又在溪中挖鑿深潭，讓大鱗梅氏鯿在低水位時，也能夠有地方生存。 

   根據陳光耀的監測，近三週來，光前溪的大鱗梅氏鯿已經有群聚的現象，有

三十、四十成群的，甚至也有約兩百尾成群的！ 

   陳光耀表示，大鱗梅氏鯿的保育最終應回到自然棲地；人工繁殖的魚苗，在個

體上容易出現若干缺陷。 

 

http://www.kmdn.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244547&PageType=1&Language

=0&CategoryID=6&DepartmentID=&Keyword=

http://www.kmdn.gov.tw/ch/MultiMedia_ImageResize.ashx?guid=ab508ca4-6b1f-4bb9-91e4-8a3556aca5c3
http://www.kmdn.gov.tw/ch/MultiMedia_ImageResize.ashx?guid=ab508ca4-6b1f-4bb9-91e4-8a3556aca5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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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門日報 

大鱗梅氏鯿催生者  

2014/10/4 

記者張建騰/圖文報導 

 

   

  十二隻生出兩萬尾！瀕臨絕種的「大鱗梅氏鯿」經金門縣水試所技工鄭文生（見

圖）以人工方式復育之後，目前已經繁殖出兩萬尾。 

  雨水一滴又一滴滴下，魚卵一顆又一顆萌孳，瀧漉刺激大鱗梅氏鯿，十二尾繁

殖成兩萬隻！鄭文生表示，他用蒐集來的雨水，模擬大自然下雨時瀧瀧的情狀，

以此刺激大鱗梅氏鯿產卵；從端午節到中秋節，每十天就會產一次卵；這個方法

很管用，但中秋節之後就不再產卵了。 

  前年（民國一○一年），鄭文生在水試養殖十二尾大鱗梅氏鯿，用兩年不到的

時間就成功地繁殖出兩萬多尾。 

  為了避免基因窄化，去年他曾把在光前溪捕獲的四十尾野生的大鱗梅氏鯿加入

繁殖行列；如今，這四十尾親代做了「阿公」，繁衍出許多「魚子魚孫」。 

 

http://www.kmdn.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244548&PageType=1&Language

=0&CategoryID=6&DepartmentID=&Keyword= 

http://www.kmdn.gov.tw/ch/MultiMedia_ImageResize.ashx?guid=2e48eee6-b8db-40d6-9962-e02fdee27a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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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門日報 

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昨天上路  

2014/10/4 

記者張建騰/綜合報導 

 

  「大鱗梅氏鯿」在臺灣原本已經消失約八十年之久，在金門原本也只剩下約二

百尾，但金門縣政府已經在「光前溪」原棲地成功復育了三千尾大鱗梅氏鯿，又

在水試所成功繁殖了兩萬尾大鱗梅氏鯿；昨天，縣府在金門植物園舉辦「2014

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活動，為三百尾大鱗梅氏鯿覓得新家—在這三

百尾大鱗梅氏鯿中，有一百尾是來自光前溪天然棲地，有兩百尾來自水試所的人

工魚塭。 

  參加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活動的人員約有一百五十人，包括金門縣副縣長吳友

欽、農發會林務局保育組組長管立豪、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學會祕書長謝伯娟、清

華大學教授曾晴賢、海洋大學教授陳義雄、金門縣政府建設處處長翁自保、水試

所所長蔡輝詩、林務所所長楊慧明、復育人員鄭文生、陳光耀、卓環國小師生、

正義國小師生及校長陳順德等。 

  根據金門縣政府的說明，大鱗梅氏鯿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

物。2001 年，海洋大學教授陳義雄執行金門國家公園委辦的金門淡水域魚類資

源調查時，發現金門還有大鱗梅氏鯿；於是，金門政縣府立即展開原生棲地的維

護及相關的保育工作。 

  大鱗梅氏鯿屬初級淡水魚，生活在河川中下游靜緩水域，以浮游動植物為食，

分佈在臺灣西部與金門平原河川中下游，但自 1920年以後就未曾被記錄過，一

直到 2001 年才又在金門被重新發現；由於野生族群不斷減少，2009 年被公告為

「保育類野生動物」。 

http://www.kmdn.gov.tw/ch/MultiMedia_ImageResize.ashx?guid=1af5ca15-938f-4b4e-9765-e44653a61f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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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移地復育行動是要以原生種的大鱗梅氏鯿與新生繁衍的子代放流，並以

「本島保種」、「現地保育」為目標，希望保有其族群基因遺傳的多樣性，後續

將會進行完整的原生棲地魚種調查及長期監測。 

   陳義雄表示，大鱗梅氏鯿目前最大的生存危機有二：一為外來種入侵，二為河

道水泥工法。在以科學方式進行長期監測的前提下進行移地復育，將是確保大鱗

梅氏鯿能永續生存的關鍵。 

  為了在金門植物園的自然棲地進行復育活動，相關人員已進行一週的外來魚種

捕撈作業，目的是將吳郭魚、朱文錦、錦鯉等外來種魚類移除；另外，為了避免

移地復育族群出現基因窄化問題，本次復育的魚種來源，有一百尾來自光前溪（即

101年旱季在金沙溪流域搶救的 100尾成魚的種魚），另有兩百尾來自水試所繁

衍的子代。 

  金門植物園是金門地區重要的自然教育場所，裡頭的生態池是適合大鱗梅氏鯿

的靜緩水域；池邊有水草分佈，適合大鱗梅氏鯿躲藏及棲息；半封閉的溪流生態

水系，則有利於族群的監測掌控及外來種的入侵防範；此外，此區還可以提供穩

定的供水。這一行動若符合計畫成效，未來將選擇其他的合宜的水系進行本島異

地復育工作。 

 

http://www.kmdn.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244549&PageType=

1&Language=0&CategoryID=6&DepartmentID=&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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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電子報 

金門放流大鱗梅氏  期待現生機  

2014/10/4 

李金生  

 

金門昨於太武山植物園放流，進行移地復育。（李金生攝） 

 

 

 

 

 

 

 

 

 

 

 

 

 

 

 

保育類「大鱗梅氏鯿」在台灣野外絕跡 90 餘年。 

1920年以後在台灣野外絕跡，2001年才於金門重新發現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大

鱗梅氏鯿，金門縣水試所昨於太武山植物園生態池放流 300條，首度進行移地

復育，期待再現盎然生機。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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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鱗梅氏鯿是初級淡水魚，生活於河川中下游靜緩水域，屬雜食性，以蜉蝣動

物為食，但在台灣野外已消失 90餘年，2001年才於金門重新發現，由於族群

不斷減少，2009 年公告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加以保護。 

海洋大學陳義雄教授主持的研究團隊在 2013 年調查發現金門也僅光前溪仍有

穩定族群，為避免大鱗梅氏鯿也在金門消失，因此在陳義雄研究團隊和清大教

授曾晴賢等人的協助下，進行系列搶救措施，包括趕在光前溪棲地惡化前，將

部分族群個體移出保種，以達移地保育的目標。 

在縣政府團隊與學者專家的努力下，目前已復育 2萬餘隻新個體，包括進行浚

深河道、遷管補水及移除外來種如吳郭魚、朱文錦、錦鯉，並避免河川邊坡水

泥化後，估計族群也有 6000隻左右，整體保育成果讓人振奮。 

昨天上午在副縣長吳友欽的帶領下，100 餘位正義、卓環國小學童和社會人士

在太武山植物園參加首度移地復育，為避免移地復育族群基因「窄化」問題，

特別選擇光前溪流域在 101年旱季搶救的 100尾成魚種魚，加上水試所從這批

種魚復育出來的 200尾新生子代，一起放流重返大自然。 

吳友欽強調，移地保育在建立本島保種與現地保育雙重目標，同時也維護族群

基因遺傳多樣性，未來持續進行的原生棲地魚種調查與後續長期的監測數據，

將作為日後推動水域生態保育的重要依據。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004000440-2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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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日報(網路報) 

復育保育魚野放場域放流  

2014/10/4 

李漢揚 

 

   金門縣政府水產試驗所復育大批保育類大鱗梅氏鯿，將等海洋大學調查出適合野

放場域後放流，讓溪流與湖庫充滿生機。  

 

   中央社 8日報導，縣府建設處去年 11月初將金沙鎮光前溪下游的 400多隻保育

類大鱗梅氏鯿，遷移到水源豐富的上游，生長狀況很好。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選取 80尾野生大鱗梅氏鯿種魚，以及去年復育的 20尾種魚進

行繁殖試驗。6月 2日端午節過後，13日起大量產卵，每 2週產卵 1次，到 7月 1

日產卵 4次，並孵化出 3000尾幼苗。  

 

   金門縣水試所研究發現，大鱗梅氏鯿生長水溫攝氏 27到 28度，種魚餵食人工配

合飼料及孓孑；稚魚則先餵食輪蟲、仔魚飼料，再依成長狀況循序餵食橈腳類幼生、

人工配合飼料、孓孑。  

 

   金門縣府建設處已委託海洋大學生物研究所教授陳義雄調查大鱗梅氏鯿適合生

長的場域，等出爐後，將復育成功的大鱗梅氏鯿野放。  

 

   目前只有光前溪上游有較大族群大鱗梅氏鯿，龍陵湖有小族群。  

 

   大鱗梅氏鯿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類保育野生動物，台澎金馬唯一的野生棲地在

金門光前溪。縣府建設處去年起積極展開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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