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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馬不是馬，而是長得不像魚的魚。牠有著原筒狀的長吻，狀似馬頭，因此得名；其

繁殖方式更特別，是由雌海馬將卵產於雄海馬腹部的育兒袋，直到小海馬從育兒袋中孵

出，可說是大自然中一群奇特而有趣的動物。

    人類使用海馬由來已久，海馬的用途也很廣泛；傳統中藥將海馬入藥，可以治療許多

疾病、或做為補身的藥材；而全球乾海馬貿易的主要目的地大部分是在亞洲地區，例如

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等地。

    由於過度的捕撈與棲息地的破壞等因素，海馬的生存危機也日益嚴重；因此瀕臨絕種

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在2002年所舉辦的第12屆締約國大會上，通過將海

馬屬（Genus Hippocampus）現生所有種列入CITES附錄II的提案，並於2004年5月15日生

效，開始對其國際貿易進行管理。

    我國雖因國際地位特殊，無法成為CITES的會員國，但有鑒於保育無國界的精神，一直

積極配合CITES物種的管理；繼先前委請台北野生物貿易研究委員會編譯出版的中文版

CITES辨識圖鑑系列--鳥類、鱷魚、龜類、蝴蝶、狩獵紀念品、及熱帶林木等，基於相同

的理念，今年特別編譯海馬辨識圖鑑中譯本，供政府相關單位之參考。

    本圖鑑出版之目的，除可提供相關單位正確辨識海馬物種，俾便進行式當之管理措施

外，也希望引起社會各界對海馬保育工作的重視；海馬是海洋生態系中極特殊而脆弱的

物種，拯救海馬就是拯救海洋，相信對於四面環海的臺灣來說，具有更特殊的意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局長                                              謹識



台 北 野 生 物 貿 易 研 究 委 員 會   簡 介                    

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Trade Records Analysis of Flora & Fauna in Commerce, 簡稱

TRAFFIC）為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目前在全球五大洲共有二十三個辦公室，構成全球野

生物貿易的監測網路。

TRAFFIC為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簡稱WWF）與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簡稱 IUCN）的附屬組織，各TRAFFIC分支辦公

室皆與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密切合作，尤其是負責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稱 CITES）事務的科學機構與管理

機構，監測全球野生物貿易市場、提供保育相關政策諮詢、協助政府建立野生物貿易管

制系統及訓練相關執行與執法人才。TRAFFIC的成立目標是確保野生物貿易不會對於自

然資源的保育造成威脅。

台北野生物貿易研究委員會（TRAFFIC Taipei）於1991年1月在台北成立。本會同時監測

研究臺灣與周圍亞洲地區野生動植物利用與貿易的情況，協調中醫藥界共同保育藥用野

生物資源，並與相關單位合作推動保育工作。 

TRAFFIC各地辦公室：劍橋、香港、台北、日本、中國大陸、比利時、法國、德國、義

大利、瑞典、俄羅斯、匈牙利、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厄瓜多爾、辛巴威、南非、坦

尚尼亞、馬來西亞、越南、澳洲及印度。

http://www.wwf.org
http://www.wow.org.tw
http://www.iucn.org
http://www.iucn.org
http://www.traffic.org
http://www.traffic.org
http://www.traffic.org
http://www.traffic.org


i

                                             

 誌謝      ii
 1.0  前言前言    1
 2.0  方法方法    1
 3.0  海馬的保育與生物學特性海馬的保育與生物學特性   3
  3.1 保育 3保育 3    3
  3.2 生物學特性 5生物學特性 5   5
 4.0  海馬形態學與鑑定海馬形態學與鑑定   7
  4.1 形態學 7形態學 7    7
  4.2 鑑定 7鑑定 7    7
 5.0 物種的描述    20

 參考文獻     88

 附錄 A. 海馬物種辨識表 A.  海馬物種辨識表海馬物種辨識表   94
 附錄 B. 如何使用物種辨識檢驗表 B.  如何使用物種辨識檢驗表如何使用物種辨識檢驗表   95
 附錄 C. 乾海馬的圖像 C.  乾海馬的圖像乾海馬的圖像   97
 附錄 D. 刺海馬 D.  刺海馬刺海馬 H. histrix 與庫達海馬 H. kuda 的分類的分類   103 
 附錄 E. 各國海馬物種的分布狀況 E.  各國海馬物種的分布狀況各國海馬物種的分布狀況   104
 附錄 F. 海馬物種的彩色圖例 F.  海馬物種的彩色圖例海馬物種的彩色圖例   109

 圖目錄圖目錄

  1. 海馬的外部形態 9. 海馬的外部形態 9海馬的外部形態 9   9
  2. 支撐背鰭的環 11. 支撐背鰭的環 11 支撐背鰭的環 11   11
  3. 乾海馬標本的形態資料範例 95. 乾海馬標本的形態資料範例 95 乾海馬標本的形態資料範例 95   95

 表格目錄表格目錄

  1. 海馬物種最大的體高記錄 13. 海馬物種最大的體高記錄 13 海馬物種最大的體高記錄 13海馬物種最大的體高記錄 13   13
  2. 海馬物種的頭長與吻長比值 (HL/SnL) 14. 海馬物種的頭長與吻長比值 (HL/SnL) 14 海馬物種的頭長與吻長比值 (HL/SnL) 14海馬物種的頭長與吻長比值 (HL/SnL) 14 (HL/SnL)   14 
  3. 海馬物種的尾環數 15. 海馬物種的尾環數 15 海馬物種的尾環數 15海馬物種的尾環數 15  15
  4. 海馬物種的背鰭鰭條數 17. 海馬物種的背鰭鰭條數 17 海馬物種的背鰭鰭條數 17海馬物種的背鰭鰭條數 17   17
  5. 海馬物種的胸鰭鰭條數 18. 海馬物種的胸鰭鰭條數 18 海馬物種的胸鰭鰭條數 18海馬物種的胸鰭鰭條數 18   18
  6. 海馬物種的軀幹環數、支撐背鰭之環數與尾環數、頰棘與眼棘數 19. 海馬物種的軀幹環數、支撐背鰭之環數與尾環數、頰棘與眼棘數 19 海馬物種的軀幹環數、支撐背鰭之環數與尾環數、頰棘與眼棘數 19海馬物種的軀幹環數、支撐背鰭之環數與尾環數、頰棘與眼棘數 1919 
  7. 以圖3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96. 以圖3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96 以圖3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96以圖3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963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96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96   96

內容目錄                                                                               



ii

致謝                                                                                      

本手冊得以出版，要感謝許多人。海馬研究計畫的James Hrynyshyn校訂手冊中的地圖，

且為手冊草稿中所有圖例的準備提供了無價的協助。感謝Adriana Suarez Blanch, Maylynn
Engler與Andrew Short校訂第4.0節中之檢索表，並測試其適用性。。

感謝 Rhema Bjorkland, Sheila Einsweiler, Boris Kwan, Richard Labossiere, Samuel Lee,
Stephen Nash, Steven Price, Adrianne Sinclair 和 Chris Woods為手冊的草稿提供具洞察力且

有用的意見。Kimberly Davis, Craig Hoover與TRAFFIC North America的Tina Leonard對此

一手冊的籌備與規畫有著相當大的貢獻。

感謝第5.0節中提及之研究人員，若無他們所完成之參考資料，第5.0節亦無法完成。。

第5.0節中所有的彩色圖說與手繪圖畫，除了丹尼斯豆丁海馬 H. denise外，都是Laurence 
Richardson的作品。丹尼斯豆丁海馬H. denise的手繪圖是由Sara A. Lourie提供。第4.0節的

手繪圖畫與附錄C的照片則是由Ernest W. T. Copper製作。

在本手冊的籌備與製作過程中，我們特別感謝CITES秘書處、美國漁業暨野生動物署、美

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管理局 (NOAA) 的支持與鼓勵。

感謝Donner Canadian Foundation 和 Curtis and Edith Munson 基金會、NOAA 之珊瑚礁保

育計畫經費使此計畫得以付諸實行。為此圖鑑編撰所進行的研究，經費來自於各個海馬

計畫的合作伙伴，包括John G. Shedd水族館(美國)，Guylian巧克力(比利時)，以及William 
Dawson 獎學金 (頒給 Amanda Vincent)。本圖鑑所根據之第一本海馬鑑定指南是由Rufford
基金會、Maurice Laing 基金會、英國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英國皇家學會與英國航空保

育小組所贊助。

本圖鑑得以印行，編者要感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贊助此翻譯計畫，以及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對本書翻譯與編輯的支持。並感謝中央研究院生物多

樣性研究中心邵廣昭博士的專業翻譯與指導。



1.0 前言                                                                                

2002年11月3至15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第十二屆締約國大會

在智利的聖地牙哥舉行；會中投票通過將海馬屬（（Hippocampus）的所有物種列入公約附

錄II的物種，並且於2004年5月15日生效。

為有效落實控管CITES附錄物種，政府主管當局與其他的相關單位，必須有能力辨識國際

貿易中常見的海馬。所以特別編撰此一圖鑑，供相關人士參考。

此一圖鑑之目的在於將正確的物種辨識技術，提供給生物專業與非專業人士參考。然

而，因為許多海馬種類外觀十分相似，要達到此目的並非易事，實具相當的挑戰性。

海馬的貿易包括活海馬與乾海馬的貿易。雖然在某些區域，活海馬貿易是造成海馬族群

生存壓力的主要因素；但大多數的海馬國際貿易是屬於作為傳統藥材的乾海馬貿易（見

3.0節）；所以此圖鑑在設計上著重於乾海馬，也就是死亡標本的鑑定。

2.0 方法                                                                                

本圖鑑對物種的描述主要是根據1999年出版，由Lourie et al 所著之「海馬：全球物種的鑑

定與保育指南」2。本圖鑑將之前出版的資料，重新修訂、整理，並加入新的內容。Lourie 
et al  著述共描述了32種海馬2。新近由Horne3與Kuiter4, 5, 6所進行的研究工作，則是為本書

中其他海馬物種的描述依據。更深入的海馬形態與遺傳研究，除了能進一步地確認本圖圖

鑑所列的一些物種的地位，同時，我們也認為海馬的分類體系日新月異，海馬新種的發

現也是指日可待。即使如此，為落實CITES附錄物種的有效管理，還是有必要將海馬的物物

種在此清楚的表列。所以本圖鑑依據1999年海馬研究計畫的表列，加入新增的丹尼斯豆

丁海馬 H. denise，將海馬共分成33個物種。

在Lourie et al 著述的分布圖中只顯示已確定的分布地點資料2。本圖鑑修正這些分布圖，

涵蓋所有確定與可能的分布，畫出每一物種大致的分布範圍。每一海馬物種所出現的國

家，根據確定的或可能的分布分成兩欄描述。。

Lourie et al 著述中的25幅海馬手繪圖在本圖鑑中重新再版2。以膨腹海馬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和
高冠海馬 H. barbouri的圖來取代原本是西澳海馬西澳海馬 H. angustus 與直立海馬直立海馬 H. erectus的圖，

重新校正虎尾海馬  H.  c o m e s 與條紋海馬  H.  z e b r a 的圖；並新增了雄性駝背海馬

H. camelopardalis與雌性條紋海馬 H. zebra圖。新增33種海馬的彩繪圖。所有圖畫的繪製

與修定都是根據已有的海馬標本或海馬研究計畫提供的相片所製作而成。

第4.0節與附錄A、B是根據Lourie et al 2，Lourie and Randall 2003 8所提供的資訊與乾燥標

本的檢驗結果而來。表2至5顯示每一特徵值測量的範圍。黑底框中的數值為眾數（計數

�

刺�������� / 海龍科 (Order Gasterosteiformes / Family Syngnathidae)      CITES 附錄 II

丹尼斯豆

丁海馬

膨腹海馬

西澳海馬

直立海馬

虎尾海馬

高冠海馬

條紋海馬

駝背海馬

條紋海馬

附錄

表

第4.0節





後，最常見的數值），例如尾環的數目；以及測量所得的平均值，例如頭長對吻長的比

值（HL/SnL）。

第5.0節中海馬的生物學資料，基本上，是依據Lourie et al 2的著述來更新，經由海馬研究

計畫的協調，更新的資料主要來自廣泛地文獻搜尋，以及海龍科研究學者與水族館專業

人士的貢獻。。

附錄C的相片是拍攝自蒙特婁McGill大學的Redpath博物館、溫哥華水族館的海洋科學中

心與TRAFFIC加拿大辦公室所收集的標本。

國家名稱的拼法是以聯合國的會員國目錄為依據9。

在本文中，H.  的縮寫是指海馬屬( Hippocampus )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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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海馬的保育與生物學                                                          

3.1 保育

本圖鑑的許多貿易與保育的資訊，來自於第一本喚起國際間重視大規模海馬貿易的報

告：海馬的國際貿易10。其他的資訊來源請見附註。

物種的鑑定對於提升海馬的保育與管理均相當的重要。有效落實CITES對海馬物種的貿易

管理，有賴於各CITES締約國努力確保國際貿易不會危害海馬的野生族群，而其成功需要

依賴正確的物種鑑定。

對海馬的威脅

海馬族群所受到的威脅來自於直接的捕捉，以及使用無選擇性的漁具所造成的混獲與棲

地的破壞。有些世界上最貧窮的漁夫是以直接捕捉海馬維生。而底拖網漁業的混獲則是

海馬國際貿易的最大貨源，同時，底拖網具亦會破壞海馬的棲息地11。我們需要更多的研

究來評估消失的海馬棲息地（尤其是海草床），與其對海馬野生族群的衝擊。

乾燥的海馬被當成傳統藥材、補品、珍玩來販售，活的海馬則當成觀賞展示品。傳統藥

材 (TM)，尤其是傳統中藥材(TCM)與其製品，佔海馬消費的最大宗。雖然大型的、偏白

的與平滑的海馬被某些人認為有較高的藥效10。但因為包裝販售的中藥製劑也很受歡迎，

促使業界開始利用原本不受傳統市場歡迎的小型稚齡海馬10,12。

根據已有的證據顯示，在1995年，共有32個國家參與海龍科物種 (海馬與其血源相近的物

種)的貿易，光是亞洲地區成交的乾海馬就達45公噸10。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將近80個國

家在2000年之前有過海龍科物種的貿易，包括許多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國家11。除此之外，

2000年，一些官方資料、貿易調查與非量化的證據都顯示在亞洲地區的乾海馬交易超過

50公噸。1995與2000年，國際間有數十萬隻的活海馬貿易11 ，包括許多小海馬也一起進入

市場。。

保育的影響

海馬貿易對海馬族群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尤其是當其脆弱的沿近海棲息地也同時受到破

壞。雖然目前無法精確估計野生海馬的族群量，以及了解個別物種如何克服持續性的捕

捉壓力；但是透過貿易記錄、大量的研究與可靠的訊息顯示，海馬捕獲與(或)貿易量已

經顯著地減少。這代表的是野生族群的消失，而非貿易需求量減少。普通估計五年來，

海馬族群量降低了15％到50％11。2003年，國際保育聯盟（IUCN）紅皮書將一種海馬列

為瀕危種，九種列為易危種，其他的海馬都是資料不足的種類（表示需要更多的研究）
13。許多國家體認到海馬族群存續的危機，已經另行建立當地的保育評估系統與法令的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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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馬與CITES
至2004年2月為止，CITES共有164個締約國14。CITES的主要目標是要確定跨國界的動、

植物貿易不會威脅其族群或物種的生存。如果物種本身的生存受到或可能受到國際貿易

的威脅，此物種將可能被納入CITES的管理規範。CITES 將其規範的物種依其不同的保護

需求分成三個附錄表列。這些附錄大約每二年在締約國大會上更新，且對所有加入的締

約國來說有其法令規範的效力。CITES直接針對的是因貿易行為所引起對物種的威脅，而

且只限定國際貿易。。

2002年11月，CITES締約國大會決定將所有海馬列入附錄II 1物種，並於2004年5月生效。

中間18個月的公告期，用意在於給締約國政府時間，針對其漁民與貿易商的需求，做出

適當地執行策略。為能有效管理乾海馬或活海馬的貿易，需要更好的資料收集方法與正

確且長期可供分析的資料。

列於CITES附錄II的物種是那些野生族群已受到或將會受到貿易威脅的種類。列入附錄

II的目的是要確保將來對此物種的使用方式是永續性的。動、植物貿易是允許的，但是

出口國必須確定此物種的輸出不會危及野生族群或沒有不利的影響。所謂沒有不利影響

「non-detrimental findings」是CITES的主要功能。CITES的出口、及（或）再出口許可證

是CITES附錄II物種國際貿易的基本需求，除此之外，有些國家可能還有更嚴格的規範。

物種列入附錄II後，由出口國負責評估何種程度的貿易量可使族群永續的生存。所以出口

國必須取得相關物種必要的生物學、漁業與貿易資料來確保對物種族群永續生存的正確

評估。表列的目的是希望貿易對物種沒有不利的影響，所以物種的辨識在此是相當關鍵

的。

表列的重要性

海馬，同鯨鯊與象鮫，是第一批被列入CITES附錄的經濟性海洋魚種。因為每年的大量

交易，這些魚種的貿易成為CITES重要的課題。落實海馬列入附錄之後的規範管理，對

CITES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為了降低海馬族群生存所受的威脅與壓力，也是一個必

須面對且只能成功的挑戰。

海馬列入附錄的一項重要意義，是我們必須為那些受貿易影響的海馬族群發展出更好的

監測與管理方法。受海馬表列影響的國家一定要評估其海馬族群的狀態，必要時必須規範

直接捕獲或混獲的海馬數量。而且，為確保這些海馬的野生族群（以及其貿易）能永續存

在，相關國家必須進行海草、珊瑚、紅樹林與河口的棲地復育，讓這些棲息地恢復他們應

有的生態功能。相關國家對於調整海馬族群的利用程度，以及使其符合永續經營的努力，

需要一系列不同的管理策略與方案，方能符合野生族群保育與漁業需求雙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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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物學特性

以下的章節取自最新的海馬生物學與生態學研究文獻回顧（Foster and Vincent, 出版中）
15，所有的原始文獻都可在內文中找到。

分類學

海馬與管魚（pipefishes）、管海馬魚（pipehorses）與海龍（seadragons）同為海龍科

（Syngnathidae）的成員16。這些魚與馬鞭魚（cornetfishes）、海蛾魚（pegasids）、鷸

嘴魚（snipefishes）、棘背魚（Sticklebacks）和管口魚（trumpetfishes）都是在棘背魚

（Gasterosteiformes）目中目中17, 18。管魚與海馬很像但是有一延伸成窄而長的管狀身軀；尾部

不適於抓握。管海馬的頭部略彎向身軀，軀幹修長，尾部成捲曲狀可盤繞物件。海龍有

一個側扁而深的身體，而且有一些延展成葉狀模樣的附肢，有助牠們匿藏在海草叢中。

本圖鑑目前確認了海馬屬（（Hippocampus）33個物種，但是進一步的分類研究可能會發現

更多的海馬物種。大多數的海馬物種並沒有在野外被研究過。

分布與遷移

海馬分布在溫帶與熱帶的沿岸水域，大約從北緯50度至南緯50度間。大部份海馬生活在

珊瑚、大型藻類、紅樹林根部與海草之間，但是有些生活在空曠的沙質或泥質海域，某

些物種可能生活在河口或潟湖。海馬的分布多是低族群密度且不連續的，人類活動所導

致的棲息地破壞特別容易影響海馬的族群。大多數的海馬物種有很高的棲地忠誠度且活

動範圍很小，至少在繁殖季節時如此。

某些海馬物種的幼魚是浮游性的，在出生之後就馬上進入水團中。雖然幼魚藉由外力而

移動的範圍是未知的，但是此特性可能提供一些族群之間基因交流的機會。。

生存

實驗室觀察所估計的海馬壽命，從小型物種的一年左右到大型物種的三到五年都有，不

同生活史階段的死亡率未知。被捕食率應在稚魚期最高，可能被許多的魚與無脊椎動物

捕食。成年海馬的捕食者應該較少，肇因於較好的避敵偽裝和身上不受捕食者喜愛的發

達骨板與棘。曾經在大洋性的魚類例如：鮪魚與鬼頭刀的胃內發現海馬，也會被鯊魚、

魟19,20,21、企鵝與其他的水鳥4捕食。

繁殖

母海馬產卵與雄海馬釋放精液後，由雄海馬懷孕孵卵。除了巴氏豆丁海馬H. bargibanti與
丹尼斯豆丁海馬 H. denise的外觀缺乏明顯的孵卵袋8以外，性成熟的雄性可以由其發育完

全的孵卵袋辨認出來。依據物種的不同，海馬的性成熟年齡約在四個月到一年左右。同

樣的，成熟海馬的體高也依不同的物種而有差異。

海馬的繁殖季節依族群所在的地點不同而有差異，而且明顯地受環境因子的影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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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光、溫度與雨季。雖然至少有一種海馬在溫帶地區是可以全年繁殖，但通常在熱帶

與溫帶的水域中，繁殖季節比較長。

野外的研究顯示，所有的海馬物種，在同一個繁殖週期內，皆行一夫一妻制的，雄性只

接受一尾雌性所提供的卵。許多海馬物種，其繁殖配對持續至少一整個繁殖季；其他一

些海馬物種，則可能在不同的繁殖週期裡擁有不同的伴侶。一夫一妻制中的配對行為一

般是藉由每日的問候來強化，此行為在雄海馬生產後，會轉化成求偶行為。

雌魚將它們的卵產在雄魚的孵卵袋內，雄魚讓卵在袋內授精、保護它們、提供養分並且

調節它們的環境。依據不同物種，孵卵期大約持續9到30天；孵卵期隨著緯度增加而增

加，隨水溫增加而縮短。雄性在一個繁殖季內，可以完成超過一次的孵卵週期。

雄性每次懷孕育卵大約釋放100至300尾幼魚，但是每批仔魚數的範圍，從小型物種的小

海馬 H. zosterae的5尾22，到太平洋海馬 H. ingens約2000尾幼魚23。每批仔魚數隨著不同物

種的雄魚體高增加而增加。仔魚數少的海馬物種可能藉由孵出的仔魚發育較好與死亡率

較低，來維持族群的數量。幼魚海馬狀似小型的成魚海馬，在出生之後即完全獨立，不

再接受進一步的親代養育。一般來說新生海馬體高約在2至12公釐之間。

保育結論

因為海馬特殊的自然史與群族動態，可能使其族群特別容易受過漁的威脅：
● 雖然孵卵袋使得幼魚發育較好，降低幼魚死亡率，，但每一繁殖週期所生的幼魚很少，限

制了其整體的生殖率的生殖率。
● 雄性懷孕育卵代表幼魚仰賴親代生存的時間遠比大多數的魚種來的長。
● 一夫一妻制的研究發現，直到找到新的伴侶之前，失去配偶的海馬是停止繁殖活動的。
● 而族群密度低意謂著失去的伴侶，無法被很快地取代。
● 族群監測得知成魚的自然死亡率很低，顯示漁撈所造成的死亡率對族群而言是嚴重的影

響。。
● 成魚的移動力低且活動範圍小，可能限制了耗損區域的再移入，雖然主要的遷移者可能

是稚魚。

對於海馬的研究已有顯著成果，但是對於關鍵的生活史參數，例如：自然死亡率、成長

率與稚魚的遷移能力等，仍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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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海馬形態學與鑑定                                                             

4.1 形態學

海馬有一個與身體成直角的頭部，彎曲的軀幹，與一個無鰭、可以捲曲抓握的尾部。海

馬的皮膚延展覆蓋在一系列的骨板之上，在軀幹與尾部形成明顯的體環。有些種類會從

這些骨質的環上出現凸出的骨質腫塊或鬃狀的皮膚突起2。骨板在尾部交會，交錯形成完

全的外骨骼24。

海馬的體色與其鬃狀的皮膚突起，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以求與其週遭環境相融合。。

求偶期、同種間互動時，可能會發生短期的顏色改變15。

海馬成魚的體高（圖1）依種類而不同，範圍從小於2公分（丹尼斯豆丁海馬 H. denise）8

到35公分（膨腹海馬H. abdominalis）25都有。海馬的體重亦會因不同的繁殖階段而改變，

帶卵的母魚與孵卵的雄魚體重會有明顯的增加。某些物種在形態上會有性別差異，雄性

的體高較雌性高；或是在比例上有所不同，雄性的尾部較長而雌性的軀幹部較長15。

海馬的身體比例會隨成長而改變。相較於同種的成魚，幼魚的頭部較大，軀幹上的刺較

細且較發達，也有相對較高的骨冠 2。當辨識幼魚的標本時，必須考慮以上的不同。鰭條

數與尾環數通常終身不變，因此應該是辨識幼魚標本時，最可靠的特徵2。

4.2 辨識 

辨識海馬標本的難易度，隨不同的種類有所不同。雖然只有很少的物種（例如巴氏豆丁

海馬 H. bargibanti與夢海馬 H. minotaur）有相當特殊的形態，可以讓人們輕易地將其與

其他的物種區分開來；但是大部分的物種，例如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與三斑海馬H. 
trimaculatus，都有可供人們鑑定、辨識的特徵。其它的物種，包括大海馬 H. kelloggi與
庫達海馬 H. kuda，可能就難以用牠們多變的或不顯著的特徵來辨識與其形態相似的物種種

（也見附錄 D）。這些難以辨識的物種，有些也常見於國際間的貿易。

直接用本圖鑑中的手繪圖、描述或第5.0節與附錄C中的相片來比對海馬的標本或許看起

來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此方法僅能適用於少數形態特殊的種類，或是對海馬辨識有經

驗的專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相似的物種通常會導致辨識錯誤。海馬辨識的關鍵是消

去特徵不符的物種，直到標本的特徵只對應到單一的物種。我們建議辨識者能遵從以下

的步驟A, B, C, D的程序，用來輔助海馬的辨識。一旦完成這個程序，最後，很重要的是

要比較標本的所有特徵與其對應物種的形態描述，以確定辨識的結果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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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 1. 重要的形態學名詞

頰棘（CS） ： 在海馬頭部兩邊的鰓蓋底部上的棘

鰓蓋環 ： 在鰓蓋正後方的骨環

骨冠 ： 在某些海馬頭部頂端增大的結構

背鰭鰭條 ： 支撐背鰭的骨骼

眼棘（ES） ： 在眼睛上方的棘

頭長（HL） ： 匙骨環的中央點到吻尖的距離。匙骨環的中央點就

  是匙骨環與從第一個軀幹環的背棘延伸出來的脊所

  交會的那一點

體高（Ht） ： 骨冠頂端到伸直的尾部頂端之間的距離

龍骨脊 ： 某些海馬在軀幹腹部中央，一道銳利的中央脊

鼻棘 ： 在吻部的上面，位於眼睛前方的單一棘

鰓蓋 ： 覆蓋鰓縫的骨蓋

胸鰭鰭條 ： 支撐胸鰭的骨骼

吻長（SnL） ： 緊鄰眼睛前方的凸起（不是鼻棘）與吻尖頂端之間

  的距離

尾長 ： 體側最後一個軀幹環的中央點到伸直的的尾部頂端

  之間的距離

尾環（TaR） ： 環繞海馬的尾部的隆起骨脊

軀幹長 ： 從最後一個軀幹環側面的中央點到匙骨環中央點的

  距離

軀幹環（TrR） ： 環繞海馬的身體的隆起骨脊

節瘤 ： 位於體環與脊交會處的圓形凸起（只有一些魚種

  有）

 

來源：Lourie et al  2 

活體辨識

活體的辨識有其特殊的問題。活海馬的運輸通常是利用塑膠袋包裝，雖然塑膠袋中的活

海馬不易觀察與鑑定，但是還是應該避免將活海馬拿出來檢查，因其易造成活海馬的傷

害或死亡。可能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將活海馬小心地轉移到較容易觀察的透明玻璃或堅硬

的塑膠容器中。或者，讓貿易運輸中的海馬運達牠們最終目的地，置入水族箱時，就能

較輕易且詳細地觀察與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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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海馬全圖：側面觀

吻

 鼻棘

眼棘 (ES)

頰棘 (CS)

骨冠

胸鰭

�鰭

第一尾環

臀鰭

最後的軀幹環

孵卵袋（雄性）

軀幹

尾部

頭端

尾端

�面

腹面

側面體高
(Ht)

(1b）頭部: 背面觀

第一個
軀幹環

(1c）頭部: 側面觀

頭長 (HL)

吻長 (SnL)

鰓蓋

鰓蓋環

脊

圖 1. 海馬的外部形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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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A：準備工作

儀器與耗材

當辨識海馬標本時，可利用下列的儀器與耗材做為輔助：
● 尺及（或）圓規
● 一般或高倍放大鏡
● 線、緞帶或柔韌有彈性的鐵絲（長度最少40公分）
● 鑷子
● 計算機
● 解剖顯微鏡（非必要，但是可能很有用）
● 鉛筆與海馬辨識圖鑑中附錄A的標本資料表與物種檢查表影印本。

        空白紙張也可用來記錄資料，然而，使用附錄中的表格將比較容易完成辨識。辨識。。

使用的特徵

在步驟B與C中，檢查下列的特徵（見圖1），有助於海馬標本的辨識

● 頭部與吻部長度的比例（HL/SnL）
● 尾環與軀幹環的數量
● 標本的高度
● 頰棘與眼棘的數量
● 支撐背鰭的軀幹環與尾環的數量
● 背鰭與胸鰭鰭條數量

附註：用來辨識海馬的特徵，在種內與種間都有所不同（見表1-6）。標本的特徵可能並

不完全符合任何物種的特徵描述，所以，可能必需以最接近的描述為依據來做鑑定，而

不是以完全符合作為標準。

步驟 B：記錄未確認標本的資料

B1. 使用尺與線、鐵絲或緞帶，測量並記錄標本的體高（Ht）（見圖1a）。

附註：測量最大體高對物種辨識來說是有用的，尤其是對較大的標本，可以用來去除一

些較不可能的小型海馬。舉例來說，一件測量有20公分高，未確認物種的海馬標本，不

可能是莫氏海馬H. mohnikei，因為其最大成魚高度只有8公分（見表 1）。然而，應該

注意的是大多數的標本是比同種內的最大體高還要小的。

B2. 測量並且記錄標本的頭長（HL）與吻長（SnL）。

B3. 計算並且記錄頭長/吻長比（HL / SnL）。

B4. 計算並記錄標本上尾環數（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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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需要放大鏡或解剖顯微鏡。

愈往尾部的尖端，尾環愈不明顯，並形成腹面脊之間的裂縫。計算這些裂縫可能比計

算脊本身來的容易2。

無經驗的觀察者很容易在尾巴的尖端錯過一些環，而造成錯誤的計數與不正確的鑑

定。如果觀察者不是正確地計算或是很確定尾環的數字的話，那麼就不應該使用這個

特徵。

B5. 計算並記錄標本上的軀幹環數（TrR）。

附註：第一個軀幹環可以定為在頭部正後方、背部表面三角形脊的基底(見圖 1b）。

最後的軀幹環是腹部的最後一環（圖1a最後的軀幹環為緊鄰臀鰭正上方的環）。

B6. 計算並記錄標本上的頰棘（CS）與眼棘（ES）數（兩者的範圍從0到2）（見圖1a）。

B7. 計算並記錄標本上支持背鰭的尾環（TaR）與軀幹環（TrR）數字（見圖 2）。

B8. 計算並記錄標本上的背鰭鰭條與胸鰭鰭條數。

附註：需要放大鏡或解剖顯微鏡。

如果是乾燥的標本，正確地計算鰭條數是非常困難或甚至不可能的。錯誤的數字可能

造成不正確的鑑定。如果觀察者不能完全的確認鰭條的計數是否正確，那麼這一個步

驟就可以省略。

圖 2. 支撐背鰭的環
TaR= 尾環；TrR= 軀幹環
圖中背鰭由1個尾環與3個軀幹環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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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C：使用表1- 6來決定可能的物種

C1. 比較待確認標本的體高與表1的資料。從圖鑑附錄A的物種辨識檢查表影印本（附錄

A）中，標示出那些最大體高大於或等於測量標本體高的種類。

C2. 比較待確認標本的頭長/吻長比與表2的資料。由已於步驟C1標出的種類中選出測量值

與此相近者。。

C3. 比較待確認的標本的尾環數與表3的資料。由已於步驟C2標出的種類中選出尾環數與

此相同者。。

C4. 比較待確認標本背鰭鰭條與胸鰭鰭條數與表4和表5的資料。由已於步驟C3標出的種類

中選出數字與此相同者。。

C5. 比較待確認標本的其他資料與表6的資料。由步驟C4標出的種類中選出特徵描述最接

近待確認標本的種類。。

步驟 D：標本的鑑定

D 1. 見第 5.0 節。把標本與在步驟C5之後所標示種類的形態描述作細部的比對。

應該考量下列的特徵：
● 骨冠的高度與形狀
● 身體上棘的數目、分布與大小
● 紋路的圖案，例如是斑紋或斑點

附註：海馬的身體顏色與皮膚的絲狀突起，會因標本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所以不是一

個可靠的鑑別特徵。有些用於傳統中藥材的乾製標本可能已經被漂白，所以不會有任

何顏色或紋路，這些標本通常也都是損壞或不完整的（見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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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名 最大的體高
	 H. denise   �.�	cm	
	 H. bargibanti   �.�	cm	
	 H. zosterae   �.�	cm	
	 H. lichtensteinii   �.0	cm	
	 H. minotaur   �.0	cm	
	 H. fisheri   �.0	cm	
	 H. mohnikei   �.0	cm	
	 H. sindonis   �.0	cm	
	 H. zebra   �.�	cm	
	 H. breviceps �0.0	cm	
	 H. camelopardalis �0.0	cm	
	 H. capensis ��.0	cm	
	 H. coronatus ��.�	cm	
	 H. whitei ��.0	cm	
	 H. jayakari ��.0	cm	
	 H. borboniensis ��.0	cm	
	 H. fuscus ��.�	cm	
	 H. barbouri ��.0	cm	
	 H. hippocampus ��.0	cm	
	 H. angustus ��.0	cm	
	 H. histrix ��.0	cm	
	 H. kuda ��.0	cm	
	 H. trimaculatus ��.0	cm	
	 H. spinosissimus ��.�	cm	
	 H. reidi ��.�	cm	
	 H. guttulatus ��.0	cm	
	 H. comes ��.�	cm	
	 H. algiricus ��.0	cm	
	 H. erectus ��.0	cm	
	 H. subelongatus �0.0	cm	
	 H. kelloggi ��.0	cm	
	 H. ingens ��.0	cm	
	 H. abdominalis ��.0	cm

	

來源：同5.0節中，個別種類的記錄

附註：體高資料來自相關文獻中的記錄。有些特殊標本的體高可能會超過最大記錄值。

表 1. 海馬物種最大的體高記錄

（學名粗體的物種為傳統中藥材貿易中常見的種類）

 中文名
丹尼斯豆丁海馬
巴氏豆丁海馬
小海馬
利可丹斯坦海馬
夢海馬
費氏海馬
莫氏海馬
苔海馬
條紋海馬
短頭海馬
駝背海馬
南非海馬
冠海馬
懷氏海馬
傑雅卡海馬
圓眼棘海馬
棕海馬
高冠海馬
歐洲海馬
西澳海馬
刺海馬
庫達海馬
三斑海馬
棘海馬
吻海馬
長吻海馬
虎尾海馬
阿爾及利亞海馬
直立海馬
虎吻海馬
大海馬
太平洋海馬
膨腹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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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馬物種的頭長與吻長比值（HL/SnL）
灰色格子表示每一物種頭長/吻長比的範圍。黑色格子為最普遍的值（眾數）。

（學名粗體的物種為傳統中藥材貿易中常見的物種）

(a)  膨腹海馬H. abdominalis頭長/吻長比值可能達5.1
(b)  巴氏豆丁海馬H. bargibanti頭長/吻長比值可能達5.4
(c)  夢海馬H. minotaur頭長/吻長比大於6
來源：Lourie et al  2

附註：有些特殊標本的頭長/吻長比值可能會超過所列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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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海馬物種的尾環數
(灰色格子表示每一物種可能的尾環數。黑色格子為最普遍的值（眾數）。

學名粗體的物種為傳統中藥材貿易中常見的物種）

來源：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 C. Woods C. Woods 34；其他所有的物種－ Lourie Lourie et al. 2

附註：有些特殊標本的尾環數可能更多或更少。

尾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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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馬物種的背鰭鰭條數
(灰色格子表示每一物種可能的背鰭鰭條數的範圍。黑色格子為最普遍的值（眾數）。

學名粗體的物種為傳統中藥材貿易中常見的物種）

來源：LourieLourie et al  2

附註：有些特殊標本的背鰭鰭條數可能更多或更少。

背鰭鰭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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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馬物種的胸鰭鰭條數
（灰色格子表示每一物種可能的胸鰭鰭條數的範圍。黑色格子為最普遍的

值（眾數）。學名粗體的物種為傳統中藥材貿易中常見的物種）

來源：LourieLourie et al  2

附註：有些特殊標本的胸鰭鰭條數可能更多或更少。

胸鰭鰭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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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海馬物種的軀幹環數、支撐背鰭的軀幹環與尾環數、頰棘與眼棘數
（學名粗體的物種為傳統中藥材貿易中常見的物種）

來源：LourieLourie et al  2

附註：有些特殊標本的特徵值可能落在給定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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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物種的描述                                                                       

5.1 物種描述頁的解說

繪圖

用詳細的繪圖與解說標明每個物種的辨識特徵。
● 繪圖是依據保存的或乾燥的標本描繪而來。雌雄在大小或外觀上的明顯不同可能是因為

個別標本的特殊狀況，而非真正的性別形態差異（性別之間一貫且明顯的形態差異）。
● 不同繪圖的尺度比例不盡相同，因此每一幅圖片均提供可參考之比例量尺（公分）。
● 雌魚的背部圖，可看出軀幹棘與骨冠的發達程度。

俗名

俗名不是指不同語言對〝海馬〞一辭的翻譯，而是當特定物種的名稱被確認時所給予的

稱謂。一般來說，最好是避免使用俗名。俗名所使用的語言與其適用的地區會在括弧中

列出。

同種異名

只列出最早的同種異名（也就是同種異名的模式標本的確為所描述的種類）。

描述

（對於形態學名詞的定義見方塊1。〝深〞是指背部到腹部的測量；〝寬〞是指側面到另

一側面的測量）。

最大成魚體高：圖鑑中使用高度而非長度，主要是因為高度（見圖1）比較容易理解。

環：軀幹與尾環的數目。括弧中的數字是從95%檢視過的標本中得到的環的數量範圍。

頭長/吻長：頭長（HL）除以吻部長度（SnL）的平均數。括弧中的數字是從95%檢視過檢視過

的標本中得到的頭長/吻長比值。

支撐背鰭的環：背鰭範圍內的軀幹環與尾環數目。

背鰭鰭條：最常見的背鰭鰭條數。括弧中的數字是從95%檢視過的標本中得到的鰭條數量。

胸鰭鰭條：最常見的胸鰭鰭條數。括弧中的數字是從95%檢視過的標本中得到的鰭條數量。

骨冠：高度與特徵的描述。

棘：高度與特徵的描述。

其他的特殊特徵：包括頰棘與眼棘的發達程度、龍骨脊的有無和用來辨識此魚種的其他

特性。

顏色/紋路：除非有特別指出，否則顏色與紋路通常是指活體時，體表呈現的特徵。死亡

個體大多呈現均勻的白褐色。此項資訊應視為上述物種辨識描述的補充，因為，海馬可

以輕易地改變顏色，而且身上的紋路通常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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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

見圖

骨冠



分布區域

確定的分布區域是指此種海馬的標本或是照片曾經被本圖鑑的原始作者確認過。若是歸

類成可能的分布區域，則有以下情形：（一）此海馬物種確定在兩邊的國家或地區均有

出現，而位在其間的國家或區域則為可能的分布區域；（二）對標本的鑑定或精確的原

始採集地點可能仍有疑問，相較於Lourieet al  2 而言，本圖鑑對海馬分布區域的推斷較為

寬鬆。在本圖鑑中，同一種海馬可能出現在已知分布的國家所圍成的大地理區塊（例如

相同的海洋區域）中的任一個國家。確定的與可能的分布區域，在地圖上皆以同樣的虛

線區塊標示。

棲息地

棲息地的深度以公尺標示。如果有任何關於棲息地的資料，文中也會列出。

生活史

關於成熟個體的最大體高資料通常零碎且不精準。所以，當研究結果有差異時，本圖鑑

是採用所記錄到的最大值。在物種描述中，所列出的開始性成熟個體的最大體高，是從

所有關於該物種的研究報告中歸納所得到的最大單性（雄或雌性）性成熟體高。

繁殖季節是指可在野外族群中，觀察到孵卵雄性個體的月份。

孵卵期是指受精卵在雄性孵卵袋開始出現到仔魚出生為止的期間。所謂出生是指仔魚從

孵卵袋釋放出來。

每批仔魚數是指每一繁殖週期裡，單一隻雄魚所釋放的仔魚數目。每批仔魚數可能由野

外或養殖（或是兩者都有）的族群所觀察而得知。

若仔魚曾經被浮游網捕獲，則認定仔魚出生後行浮游生活。

貿易

關於此物種利用的貿易相關資訊。

保育現狀

保育現狀與其他關於此物種貿易及生存威脅的資訊。

相似種

與此物種近似種間主要辨識特徵。

附註

附加的訊息，例如解釋分類上的混淆與遺傳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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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高

體高

體高



Hippocampus abdominalis                                                        Lesson 1827

俗名
膨腹海馬；big-belly seahorse; pot-bellied seahorse; manaia (Maori; New Zealand)

同種異名
H. agnesae Fowler 1908;  H. bleekeri Fowler 1908;  H. graciliformis  McCulloch 1911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35公分25

軀幹環：12 – 13
尾環：47（45 – 48）
頭長/吻長：2.6（2.2 – 5.0）
支撐背鰭的環：4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27 – 28（25 – 33）
胸鰭鰭條：15（15 – 17）
骨冠：低，近三角形狀
棘：低，近似圓形的突出
其他的特殊特徵：眼棘突出且呈圓形；後葉通常依附於頭部區域；身體下腹部有龍骨突出

（尤其雌性）；成熟的雄性有非常突出的（通常為白色）孵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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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低，呈三角狀

具大型且深色
圓斑

成熟雄性的孵卵袋
相當突出

具12-13個軀幹環

�鰭很長
 (具25-33根鰭條)

尾部長
 (至少具45個環) 通常具條紋

頰棘與眼棘呈圓形
且明顯

體深，具龍骨脊

軀幹環

尾環

眼棘



顏色/紋路：灰白、近乎白色、有斑點的黃色或是各式的褐色；在頭部與軀幹上有深色斑
點或斑塊；尾部有交錯的深色與淡色的條紋；背鰭有斑點。雄魚的黑色斑塊比雌魚多，
而且在孵卵袋的頂端附近通常有一條黃色的斜線26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紐西蘭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通常棲息於少於50公尺的淺水區區 4，但但
曾在104公尺深處被發現27；出現在有藻
類、海草與岩礁的淺海水域 28；沙質底
部29；大型藻類莖部30；依附於較深水區的海綿
與水螅群體或是碼頭堤防與其他的人造物體上
31,32；河口33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8.7公分34；全年可繁
殖，以春、夏二季為繁殖高峰期35；野外族群通
常成群出現33，飼養情形下有一夫多妻的行為30；
平均卵徑為1.8公釐15；孵卵期平均為30天15；仔
魚出生時平均高度為16公釐公釐15；每批仔魚數通常
為300尾 36，最多可達1116尾37；出生後行浮游生活38

貿易
乾燥後可當成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不見用於傳統中藥材貿易，但是有一
些從紐西蘭捕捉的個體，被當成韓國傳統藥材（hanyak）使用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 ）物種均列入CITES 附錄II 1。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被IUCN列為易危（Vulnerable）物種13。澳洲環境部 （Environmental Aus--
tralia）把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的保育狀態列為資料不足39；1998年，此種澳洲族群被
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
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沒有。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成體軀幹顏色較深，軀幹環與尾環與背鰭鰭條數較多，
可輕易與其他海馬種類區別

附註
● 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是雌雄外型差異較大的海馬種類之一：與雌性相比，雄性體重
較重，尾部占體高比例較大；有較短、較厚且較多斑塊的吻端；雌性的下腹龍骨較雄性
突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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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幹環

尾環

背鰭鰭條

吻



Hippocampus algiricus                                                                  Kaup 1856

俗名

阿爾及利亞海馬；West African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punctulatus  Kaup 1856；H. deanei  Dumeril 1857；H. kaupii Dumeril 1870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9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6（35 – 37）
頭長/吻長：2.4（2.1 – 2.6）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 – 18
胸鰭鰭條：16 – 17（15 – 17）
骨冠：相對的低、圓形且向背部彎曲，頂端平坦或有輕微的凹窪

棘：低、近似圓形的突出

其他特殊特徵：體環粗寬；眼棘與頰棘粗寬，接近一般之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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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呈圓形且
向�部彎曲

吻厚實

眼棘與頰棘粗寬、幾乎像成對

體環粗寬

棘低呈圓形

軀幹環

尾環

體環

眼棘

頰棘



顏色/紋路：可能覆蓋著白色小斑點及/或較大的褐色斑點

確定的分布區域

安哥拉、貝南、象牙海岸、甘比亞、迦納、幾內亞、賴比瑞亞、奈及利亞、聖多美與普林西

比島、塞內加爾、獅子山

可能的分布區域

阿爾及利亞、喀麥隆、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赤道幾內亞、加彭、幾內亞-比索、多哥

棲息地

未知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出現此物種。然而，這個區域被認為是海馬資源國，而阿爾及利亞海馬

H. algiricus是此區域中唯一的海馬物種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阿爾及利亞海馬 
H. algiricus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太平洋海馬 H. ingens有更多的尾環，單一的頰棘與更多的背鰭鰭條；只發現於美洲西岸外海
● 大海馬 H. kelloggi有更多的尾環，單一的眼棘與頰棘；只發現於印度太平洋海域
● 庫達海馬 H. kuda有單一眼棘與頰棘，只發現於印度太平洋海域
● 吻海馬 H. reidi有較少的尾環與較大的骨冠；只發現於加勒比海

附註
● 遺傳研究顯示此種海馬為庫達海馬 H. kuda複合種系內的一支（見附錄D）；而且親緣關係

與庫達海馬 H. kuda和吻海馬 H. reidi較為接近40

● 相較於更北方與更西方的標本，奈及利亞與安哥拉的標本有著更發達的棘
● 此種模式標本顯然來自於阿爾及利亞，但沒有在地中海其他區域發現過，可能的分布區域

侷限於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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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尾環

頰棘

背鰭鰭條

眼棘

頰棘

頰棘

眼棘

尾環

骨冠

太平洋海馬

大海馬

庫達海馬

吻海馬

庫達海馬

吻海馬

庫達海馬



Hippocampus angustus                                                           Günther 1870

俗名

西澳海馬；Narrow-bellied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erinaceus Günther	���0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6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3 – 34（32 – 35）
頭長/吻長：2.2（2.0 – 2. 5）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8（17 – 19）
胸鰭鰭條：16 – 17（15 – 19）
骨冠：中等的高度，有5個發達且銳利的棘

棘：棘發達，具銳利或鈍的尖端；在頸部區域的棘較低

其他特殊特徵：雙頰棘銳利；有2根眼下棘；以及1根突出又銳利的眼棘

顏色/紋路：軀體常有褐色網狀斑紋；吻有細的斑紋；棘有一個指向頂端的褐色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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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高度中等，
具5個棘

頸部的棘較低

頰棘成對

眼棘突出

吻具細的斑紋

棘發達軀體窄，
覆有褐色
網狀斑紋

軀幹環

尾環

頰棘

眼下棘

眼棘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曾以拖網在深度3至63公尺處捕獲2；藻礁區4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活體供水族館或愛好者養殖、展示，然而此貿易物種

可能被錯誤鑑定為虎吻海馬 H. subelongatus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

列入CITES附錄II 1。西澳海馬 H. angustus被IUCN列為

資料不足的物種13。澳洲環境部把西澳海馬 H. angustus
的保育狀態列為資料不足39；1998年，此種澳洲的族

群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後於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

多樣性保育法中（Env i ronmen ta l  P ro t ec t i 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高冠海馬 H. barbouri有較高的骨冠，更多的背鰭與胸鰭鰭條，且在頸部區域有較為發達的

棘
● 刺海馬 H. histrix有較長的吻與單一的頰棘
● 虎吻海馬 H. subelongatus有較高的骨冠，骨冠頂端呈圓形沒有棘（幼魚標本除外），體環

較厚且連接處沒有棘

附註
● 此種常被誤認成刺海馬 H. histrix，但是刺海馬 H. histrix不存在於澳洲
● 虎吻海馬 H. subelongatus過去被認為是西澳海馬 H. angustus，現在則被認為是兩個不同的物種
● 相較於在分布區域東邊的標本，分布區域西端所採集的標本通常有較長的吻端與較鈍的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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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背鰭與胸鰭鰭條

頰棘

骨冠

骨冠

吻

虎吻海馬

高冠海馬

刺海馬

虎吻海馬

刺海馬

刺海馬

虎吻海馬



Hippocampus barbouri                                   Jordan and Richardson 1908

俗名

高冠海馬； Barbour’s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aimei (arnei)	Roulé	����	（但是只限於一個描述過的標本）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5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4 – 35（33 – 36）
頭長/吻長：2.2（2.0 – 2.6）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9（16 – 22）
胸鰭鰭條：17 – 18（15 – 20）
骨冠：中等高度；有5根銳利的棘

棘：發達、銳利的眼棘；第1根軀幹背棘遠長過其它背棘且向後彎曲；尾棘長度不一，但成規

則性變化（例如，長，短，長，短的排序）

其他特殊特徵：有2根頰棘，有2根眼下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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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吻具斑紋

眼部周圍具以眼
為中心的放射狀

紋路

骨冠高度中等、具棘

體表常具有紅色
細小斑點

棘具長短規則變化

棘突出且銳
利

第1根軀幹環�面之棘
增大且向後彎曲

棘發達

頰棘成雙

軀幹環

尾環

眼棘

頰棘

眼下棘



顏色/紋路：白色、黃白色、白褐色；體表有紅褐色的斑點與條紋；吻常有斑紋；眼部周圍有

放射狀紋路

確定的分布區域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最深可達10公尺4；出現於淺灘海草床2或

附著於堅硬的珊瑚41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8公分42；孵卵期12至14天43；

仔魚出生時平均高度為5公釐43；圈養情況下，每批仔

魚數在10至250尾之間43 

貿易

乾燥標本當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水族館或愛好者

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

列入CITES附錄II 1。高冠海馬 H. barbouri被IUCN列為

易危種13。在許多區域，此種為最常見的貿易物種且供

應逐漸減少。除了貿易需求，此魚種的海草棲息地也面

臨威脅

相似種
● 西澳海馬 H. angustus只在澳洲發現，有較低的骨冠，較少的背鰭與胸鰭鰭條數，在頸部區

域的棘較不發達
● 刺海馬 H. histrix有較長的吻，較少的鰭條，較明顯的棘與單一頰棘
● 棘海馬 H. spinosissimus有較深色的體幹，較多的尾環，較少的背鰭鰭條與較低的骨冠。它

的頰棘通常是單一的，吻端與骨冠前的棘較不突出

附註
● 雄魚尾部的比例較雌性長26

● 此種常被誤鑑定成刺海馬 H. histrix
● 高冠海馬 H. barbouri可能包含一些明顯不同的變異型，有遺傳上的證據支持此物種種內的

分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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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背鰭與胸鰭鰭條

頰棘

尾環

背鰭鰭條

骨冠

吻

頰棘

西澳海馬

刺海馬

棘海馬

刺海馬



Hippocampus bargibanti                                                            Whitley 1970

俗名

巴氏豆丁海馬；Bargibant’s	seahorse	(U.S.A.);	pygmy	seahorse	(Australia)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2.4公分45

軀幹環：11 – 12
尾環：31 – 32（31 – 33）
頭長/吻長：4.6（4.3 – 5.4）
支撐背鰭的環：3個軀幹環（沒有尾環）

背鰭鰭條：14（13 – 15）
胸鰭鰭條：10（10 – 11）
骨冠：圓的癤瘤

棘：凸起的瘤不規則地散佈於在身體與尾部；圓形眼棘單一且突出；頰棘單一、低且圓

其他特殊特徵：頭部與身體多肉，沒有明顯可辨認的體環；腹部體節不完全；吻非常短

顏色/紋路：有二個已知的顏色變異：（a）體色灰白或紫色，具有粉紅或紅色的凸起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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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性

背 面

無雄性圖

吻非常短

身體具凸起的瘤

�鰭非常短

軀幹環不明顯

軀幹環

尾環

癤瘤

瘤

眼棘

頰棘

吻

體環



現於柳珊瑚 Muricella plectana）；（b）體色黃，具有橘色的凸起瘤（發現於柳珊瑚 Muricella 
paraplectana）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法國（新加勒多尼亞）、印尼、日本、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

可能的分布區域

克羅尼西亞、馬來西亞、帛琉、索羅門群島、萬那度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16至40公尺水深46；目前僅知出

現於柳珊瑚屬Muricella上面45, 46

生活史

全年可繁殖47；成魚通常成對或成群出現

（曾在一株柳珊瑚上發現過28隻個體）47；孵卵期平均為2星期48；出生時平均高度為2公釐48；

曾觀察到一胎育有34尾仔魚之雄魚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此物種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巴氏豆丁海馬 H. 
bargibanti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澳洲環境部把巴氏豆丁海馬 H. bargibanti的保育狀

態列為資料不足39；1998年，此種澳洲的族群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丹尼斯豆丁海馬 H. denise凸起瘤較少或無，沒有骨冠，沒有頰棘或眼棘，吻較長
● 夢海馬 H. minotaur只發現於澳洲東南部，體表沒有明顯凸起瘤，有較厚的頸部和較扁平的軀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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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

骨冠

頰棘

眼棘

吻

瘤

丹尼斯豆丁海馬

夢海馬



Hippocampus borboniensis                                                      Duméril 1870

俗名

圓眼棘海馬；Réunion	seahorse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4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5 – 36（34 – 38）
頭長/吻長：2.4（2.1 – 2.8）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16 – 18）
胸鰭鰭條：15 – 16
骨冠：低，有5個圓形的凸起瘤

棘：發達的圓形癤瘤

其他特殊特徵：具突出的圓形眼棘

顏色/紋路：體色灰綠褐色；頭部有灰黃色的斑點與大理石紋49，或呈均勻的暗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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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吻相當粗

骨冠低，具5個明顯的
圓形凸起 眼棘明顯呈圓形

棘呈圓形

軀幹環

尾環

瘤

瘤

眼棘



確定的分布區域

法國（留尼旺島）、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莫三比克、南非、坦尚尼亞

可能的分布區域

科摩洛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5至60公尺水深31處；軟底質海

床、海綿31或是海草床50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乾燥品用於傳統藥材與作成藝品，活體則供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 2004年五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的生物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圓眼棘海馬

H. borboniensis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棕海馬 H. fuscus身體較小，較光滑的體表，尾環較少，同時頸部上方骨冠的弓起較不明顯
● 庫達海馬 H. kuda頭部較矮，骨冠呈圓狀且向後捲曲；頰棘較突出，但是其他的棘較不發達

附註
● 遺傳研究顯示此種海馬可能為庫達海馬 H. kuda複合種系內的一支（見附錄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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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骨冠

骨冠

頰棘

見附錄

棕海馬

庫達海馬

庫達海馬



Hippocampus breviceps                                                              Peters 1869

俗名

短頭海馬；Short-snouted	seahorse	(Australia);	short-headed	seahorse	(Australia);	knobby	seahorse	
(U.S.A.)

同種異名

H. tuberculatus Castelnau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0公分31

軀幹環：11
尾環：40（39 – 43）
頭長/吻長：3.0（2.4 – 3.5）
支撐背鰭的環：3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20 – 21（19 – 23）
胸鰭鰭條：14 – 15（13 – 15）
骨冠：高、圓柱狀或癤瘤狀

棘：發達程度不一；一些棘較矮；其它則是突出且呈圓形的小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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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眼棘與頰棘明顯，
呈圓形

骨冠呈圓柱狀或像癤
瘤般突出

身上具深色環狀斑圍
繞的白點

尾部比例長，具灰白
的斑紋

成熟雄性具明顯
的孵卵袋

吻短 (有一些
西部的標本

除外)

臉部具深色斑點

頭部與頸部區域具厚
皮膚葉狀的鬃毛

偶爾具有大且呈圓形
的瘤

軀幹環

尾環

癤瘤

瘤



其他特殊特徵：在頭部與頸部區域，有時會出現厚皮膚葉的鬃毛；成熟的雄魚有突出的孵卵袋

顏色/紋路：體色呈紫褐色、淡黃色或淡紅色；軀幹有許多深色邊的白色斑點；頭部時常有深

色的斑點或區塊；尾部的腹面有灰白色的橫斑紋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分布深度可達15公尺；在馬尾藻叢生的區域；

或是在較深的海綿礁區31與巨型藻類附著的岩

礁區51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4.6公分51；成群出現51；卵徑

平均為1.6公釐26；出生時平均高度為8.9公釐26；每批

仔魚數約為100尾4。

貿易

主要供應水族館活體貿易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 ）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短頭海馬

H.breviceps被 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澳洲環境部把短頭海馬 H. breviceps的保育狀態列

為資料不足39；1998年，澳洲的族群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而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短頭海馬 H. breviceps幼魚外觀類似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幼魚，但膨腹海馬 H. abdominalis
有12 – 13個軀幹環，可藉此輕易地區分二者

附註
● 雄魚尾部比例較雌魚長51

● 從澳州西部記錄到的一些標本，明顯有較狹長的吻端，可能是一個不同的物種52,53。具細長      
吻端的標本，只有在此魚種分布範圍的北界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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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幹環

吻

吻

膨腹海馬

膨腹海馬



Hippocampus camelopardalis                                                Bianconi 1854

俗名

駝背海馬；Giraffe	seahorse;	kameel-seeperdjie	and	kroon-seeperdjie (Afrikaans;	South	Africa)

同種異名

H. subcoronatus Günther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0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8
頭長/吻長：2.8（2.7 – 2.9）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9 – 22
胸鰭鰭條：17 – 18
骨冠：很高、向後傾斜，具有一個圓形的頂端

棘：多變的

其他特殊特徵：眼棘突出；吻端較短（通常小於一半的頭長）；有些標本在骨冠之前有突出

的棘

顏色/紋路：體色多變；骨冠的頂端有深色斑點；在第1、第4與第7個軀幹環的背側表面上有

深色斑點（有時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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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吻短

骨冠高呈圓形且向後
傾斜

在第1, 4, 7 個體環與
骨冠頂端具深色斑點
（並非總是可見）

�鰭具19-22根
鰭條

具38個尾環

體表光滑

眼棘突出

軀幹環

尾環

眼棘

骨冠

骨冠

軀幹環



確定的分布區域

莫三比克、南非、坦尚尼亞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記錄深度可達45公尺54；出現在海草或海藻

床與淺灘礁區4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乾燥品用於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

駝背海馬 H. camelopardalis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種類13

相似種
● 三斑海馬 H. trimaculatus在背面同樣有三個斑點，但是骨冠非常矮，且分布不超過印度以西
● 懷氏海馬 H. whitei分布於澳洲東南部，有較長的吻，背鰭鰭條數較少，棘較發達

附註
● 於非洲的東岸外海所記錄的懷氏海馬 H. whitei應該是駝背海馬 H. camelopardalis，遺傳研究

顯示其與澳洲的懷氏海馬 H. whitei相當不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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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吻

背鰭鰭條

三斑海馬

懷氏海馬

懷氏海馬

懷氏海馬



Hippocampus capensis                                                         Boulenger 1900

俗名

南非海馬；Knysna	seahorse;	Cape	seahorse;	Knysna-seeperdjie	(Afrikaans;	South	Africa)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2公分55

軀幹環：11
尾環：34（32 – 37）
頭長/吻長：3.0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16 – 18）
胸鰭鰭條：15（14 – 17）
骨冠：沒有骨冠，頸部的弓型呈平滑曲線。稚魚可能有一個小骨冠，但是成熟時就會消失

棘：軀幹沒有棘，尾部棘短且鈍

其他特殊特徵：吻端較短；雄魚腹部有不明顯的龍骨脊

顏色/紋路：通常呈斑駁的綠色或褐色；身體上散佈深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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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龍骨脊
不明顯

吻短 不具骨冠

不具棘或瘤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骨冠

龍骨脊



確定的分布區域

南非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0.5至20公尺之水深55；河口域與

水中植物區域，鹽度的耐受性從千分之一到

千分之五十九56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5公分56；繁殖季由十一月到次年四月55；成對出現57，行一夫一妻制57；

孵卵期平均為4星期15；出生時平均高度11公釐15；已知最大每批仔魚數約為120尾56；出生後

即行浮游生活56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南非海馬 H. capensis
被IUCN列為瀕危物種13。1974年，南非海馬 H. capensis 受南非開普敦自然保育法第19章
（Cape Nature Conservation Ordnance 19, 1974）與CNC宣言109條（1988）的保護，禁止未經

許可的捕撈；同時也列入南非魚類紅皮書內。此海馬的分布區域是所有海馬中最小的，人為

開發與觀光壓力嚴重影響了Knysna河口的生態，此區域所發生的淡水洪水也會嚴重影響此海

馬的死亡率56, 58

相似種
● 發現於地中海與大西洋東部的歐洲海馬 H. hippocampus有較多的尾環，較高的、像脊一樣

或楔形的骨冠與突出的眼棘。

附註
● 雄性體型較雌性長且重，尾部比例較長55, 58

● 遺傳研究顯示此種海馬與庫達海馬 H. kuda複合種系內的成員較為相近（見附錄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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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眼棘

尾環

見附錄

歐洲海馬

庫達海馬



Hippocampus comes                                                                   Cantor 1850

俗名

虎尾海馬；Tiger	tail	seahorse	(U.S.A.)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8.7公分59

軀幹環：11
尾環：35 – 36（34 – 37）
頭長/吻長：2.2（1.9 – 2.5）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8（17 – 19）
胸鰭鰭條：17（16 – 19）
骨冠：骨冠小且矮，有5個明顯的圓形癤瘤或棘

棘：像癤瘤一樣鈍狀的棘到發達銳利的棘都有；棘頂端的附近經常有深色條紋

其他特殊特徵：成對的頰棘；2根棘在眼睛之下或上；突出、銳利的鼻棘；吻細長

顏色/紋路：通常呈黃色或黑色，有時則是兩色交互的；尾部有斑紋（雖然顏色較深的標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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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吻細長

有時具成對的眼棘

頰棘成對

皮膚具斑塊狀的圖案

眼部具以眼為中心的放射狀
的白色條紋

骨冠矮，具5個明顯的
圓形癤瘤或棘

鼻棘突出

頭部狹窄

尾部具斑紋

從癤瘤狀到發達的棘都
有，通常被深色帶圍繞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癤瘤

癤瘤

頰棘

吻

棘在眼睛之下或上



能看不見斑紋）；身體有斑塊狀或是斑點狀的圖案；眼部有時具放射狀的白色條紋

確定的分布區域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10公尺以下淺水區60；最深記錄可

達20公尺4；珊瑚礁、海綿、大型褐藻和漂浮

馬尾藻都有發現61；推測幼魚時可能偏愛馬尾

藻，成體時移動至珊瑚礁與海綿棲地62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8公分62；在菲律賓中部全年

可繁殖62；野外成對出現61；卵徑平均為1.4公釐；孵卵

期 2-3星期62；出生時平均高度9公釐 26；每批仔魚數

200-350尾63；出生後行浮游生活64

貿易

乾燥品用於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

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

入CITES附錄II 1。虎尾海馬 H. comes被IUCN列為易危的

物種13。此物種被大量捕捉且廣泛用來供應傳統藥材與水族館展示的貿易需求；族群也受到

漁業捕捉（混獲）與棲地減少的影響65。根據在菲律賓中部的漁獲估計，在1995年之前的10
年間，族群量約減少了70%66

相似種
● 庫達海馬 H. kuda有較矮的頭部與比較厚的吻，較低的圓形棘與平滑的身體，且只有一根圓

形的頰棘，它還缺乏虎尾海馬 H. comes的特殊斑紋
● 棘海馬 H. spinosissimus有較長的棘、較厚的吻、更多的尾環與較高的骨冠，它的棘比虎尾

海馬 H. comes更明顯，而且缺乏深色條紋，頰棘通常只有一個

附註
● 虎尾海馬 H. comes 過去常被認為是庫達海馬 H. kuda的同種異名，但是根據遺傳與形態特徵

的資料，並不支持此種說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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頰棘

頰棘

骨冠

尾環

庫達海馬

棘海馬

庫達海馬

虎尾

海馬



Hippocampus coronatus                                Temminck and Schlegel 1850

俗名

冠海馬；Crowned	seahorse;	tatsu-no-otoshigo	(Japanese;	Japan)	(也可能是指苔海馬	H. sindonis. 
請見本物種的附註)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2.7公分67

軀幹環：10
尾環：39（38 – 40）
頭長/吻長：2.4（2.3 – 2.5）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沒有尾環）

背鰭鰭條：14
胸鰭鰭條：12
骨冠：非常高，向後方突出，且頂端有凹槽

棘：不規則狀；大多數的體幹環節處並沒有棘；如果有棘的話，棘的形狀通常是細長且具有

鈍的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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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高，頂端具凹槽
且向後方突出

棘不規則發展

�鰭基底短

眼棘明顯

具10個軀幹環

具38-40個尾環

�鰭基底短

�鰭基底連接翼狀突
出的棘

軀幹環

尾環

體幹環



其他特殊特徵：背鰭基底較短，接攘在擴張成翼狀的突出棘上；突出的眼棘

顏色/紋路：黃色、有深褐色的大理石花紋；背部表面呈黑色49

確定的分布區域

日本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在沿岸馬尾藻之中68

生活史

繁殖季節從六月到七月68；出生時高度大約9公釐 68；每批仔魚數〝數百隻〞68（參考資料可能

是針對苔海馬 H. sindonis）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冠海馬 H. coronatus
被IUCN 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苔海馬 H. sindonis有較少的尾環；較低、有角的骨冠；較長的背鰭基底，而且在背鰭基底

的側邊上沒有翼狀突出

附註
● 冠海馬 H. coronatus此物種名曾被用來指苔海馬 H. sindonis，不過形態特徵的資料指出兩者

應是不同物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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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棘

尾環

骨冠

苔海馬

苔海馬

苔海馬



Hippocampus denise                                              Lourie and Randall 2003

俗名

丹尼斯豆丁海馬；Denise’s	pygmy	seahorse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2.14公分8

軀幹環：12
尾環：28 – 29
頭長/吻長：3.3（2.8 – 3.7）
支撐背鰭的環：3個軀幹環（沒有尾環）

背鰭鰭條：14
胸鰭鰭條：10（10 – 11）
骨冠：沒有凸起的冠

棘：沒有棘

其他特殊特徵：體表有少數的肉瘤 
顏色/紋路：整體呈現橘色，尾部有顏色略深的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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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不具骨冠

不具眼棘

不具頰棘

臀鰭小或無

吻短，但比
巴氏豆丁海馬 H. 
bargibanti 略長

肉瘤少或無

軀幹環

尾環

瘤



確定的分布區域

印尼、馬來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帛琉、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13至90公尺水深8；棲息於下列

的柳珊瑚海扇：Annella reticulate（Ellis and 
Solander 1786）、Muricella sp. Verrill 1869與
Echinogorgia  sp. Kolliker 18658

生活史

孵卵的雄魚曾經在2月、5月與10月被發現，所以應該是能夠全年繁殖8 

交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丹尼斯豆丁海馬 H. 
denise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巴氏豆丁海馬 H. bargibanti有不同形狀的頭部與身體，而且在軀幹腹部區域有數個附加的小

肉瘤，也可藉由尾環的數目來區分，此種亦無明顯的性別形態差異
● 夢海馬 H. minotaur有不同的尾環數與背鰭鰭條數，且頭部與頸部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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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尾環

背鰭鰭條

巴氏豆丁海馬

夢海馬



Hippocampus erectus                                                                    Perry 1810

俗名

直立海馬；Lined	seahorse;	northern	seahorse	(U.S.A.);	hippocampe rayé	(French);	caballito de mar	(Span-
ish;	Mexico)

同種異名
H. tetragonous Mitchill	����;	H. hudsonius DeKay	����;	H. punctulatus Guichenot	����;	H. fascicularis 
Kaup	����;	H. marginalis Kaup	����;	H. laevicaudatus Kaup	����;	H. villosus Günther	���0;	H. stylifer
Jordan	and	Gilbert	����;	H. kincaidi Townsend	and	Barbour	��0�;	H. brunneus Bean	��0�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9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6（34 – 39）
頭長/吻長：2.6（2.2 – 3.5）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 1個尾環

背鰭鰭條：18 – 19（16 – 20）
胸鰭鰭條：15 – 16（14 – 18）
骨冠：形狀多變，較低、像三角形的楔子；脊狀或具有銳利邊緣的凸起或具有銳利的棘

棘：形狀變化從沒有到發達的棘都有，有鈍或銳利的頂端

��

刺�������� / 海龍科 (Order Gasterosteiformes / Family Syngnathidae)     CITES 附錄 II

雄 性

背 面

雌 性

吻較短

某些標本
具橫過�
部與側面
的鞍狀斑

骨冠呈脊狀、或楔子形、或
具銳利的邊緣與棘 第1、3、5、7、11個

軀幹環膨大

尾部通常具白色
小斑點

頰棘單一或成對

頭部與頸部具白色線條

軀幹環

尾環



其他特殊特徵：軀體縱深；第1、第3、第5、第7與第11個軀幹環可能增大（大部分其他種，

增大的軀幹環通常是第1、第4、第7與第11個），吻長通常短於頭長的一半；頰棘可能是單一
個或成對的
顏色/紋路：體色多變，從灰色、橘色、褐色、黃色、紅色到黑色都有（褐色標本通常在腹部

的側邊為灰白色）；頸部前通常有一個特殊白線狀斑紋圖案；在尾部有極小的白點；可能有

比較黑或較灰白的鞍狀
斑橫過背部表面，且與
較大的體環並排

確定的分布區域
巴哈馬、貝里斯、加拿
大、古巴、瓜地馬拉、
海地、宏都拉斯、墨西
哥、尼加拉瓜、巴拿
馬、聖克里斯多福、英
國與北愛爾（加勒比海的領土）、美國、委內瑞拉

可能的分布區域
安地瓜與巴布達、阿根廷、巴貝多、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
加、多明尼加、多明尼加共和國、法國（加勒比海的領土）、法
國（法屬圭亞那）、格瑞那達、蓋亞那、牙買加、荷蘭（加勒比
海的領土）、聖露西亞、聖文森與格林那定群島、蘇利南、千里
達託貝哥共和國、烏拉圭、美國（加勒比海的領土）

棲息地
最深發現記錄可達73公尺18；棲息於海草、海綿或漂浮的馬尾藻 ((Saragassum ) 69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5.6公分70；繁殖季由5月至10月71；卵徑平均為1.5公釐26，孵卵期20
至21天72；出生時平均高度11公釐15；每胎仔魚數通常為250至300尾72；但最多可達1552尾73

貿易
乾燥品用於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直立海馬 H. erectus
被IUCN列為易危的物種13。墨西哥的族群在NOM-059-SEMARNAT-2001 被列為需受特別保護
的種類；墨西哥禁止有意的捕捉與野生海馬交易，只允許人工繁殖或誤捕海馬的貿易。此海
馬物種可由蝦拖網或其他漁法捕獲，而且造因於海岸的開發與污染所形成的棲息地減少也會
影響族群的生存73

相似種
● 歐洲海馬 H. hippocampus體型較小；有較短的吻；分布侷限於地中海與東大西洋
● 吻海馬 H. reidi有較狹窄的身體；圓形的骨冠；頭部比較不深

附註
● 雄魚的尾部比例較雌魚長70

● 有發育精細的皮膚葉
● 直立海馬 H. erectus有不同的形狀，可能是包含了一個以上的不同種在內
● 來自阿根廷與巴西的直立海馬 H. erectus與大西洋北方標本在遺傳上明顯不同，可能可以證
明是不同的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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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幹環

吻

頰棘

吻

骨冠

歐洲海馬

吻海馬



Hippocampus fisheri                                                  Jordan and Evermann

俗名

費氏海馬；Fisher’s	seahorse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8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7 – 38（36 – 39）
頭長/吻長：2.2（2.2 – 2.3）
支撐背鰭的環：2-3個軀幹環與1-2個尾環

背鰭鰭條：17 – 18
胸鰭鰭條：15（13 – 16）
骨冠：些微凸起，有5個極小的點尖

棘：小而銳利；有一些棘延伸擴大且扁平化

其他特殊特徵：體型小但稜角分明；成對的眼棘與頰棘些微成鉤狀；在骨冠之前的棘十分突

出、銳利；在骨冠後面有2根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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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眼棘成對且呈勾狀

骨冠前具銳利、
勾狀的棘

骨冠小，具5個
小的尖點

頰棘呈勾狀

骨冠後方具
兩根棘

鼻棘明顯而銳利

有時出現粗大且頂端
扁平的棘，其他的棘

則是小而銳利

軀幹環

尾環

眼棘

頰棘

骨冠

骨冠



顏色/紋路：金橘色、紅色或粉紅色；膨大的癤瘤顯著；頭部、冠與吻端呈橘褐色；雄魚孵卵

袋較為灰白；有些標本會有黑色的雜斑74

確定的分布區域

美國（夏威夷）

可能的分布區域

澳洲、法國（新加勒多尼亞）

棲息地

未知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費氏海馬 H. fisheri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三斑海馬 H. trimaculatus只分布於東南亞與澳洲北部；有更多的尾環、更多的背鰭和胸鰭鰭

條；較低的骨冠；單一的眼棘與頰棘；沒有鼻棘；而且背側表面上有三個黑色的斑點

附註
● 澳洲羅得豪威島（Lord Howe Island）與新加勒多尼亞的標本目前暫時被認定為費氏海馬 H. 
fisheri，但是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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癤瘤

尾環

背鰭和胸鰭鰭

條

骨冠

眼棘

頰棘

鼻棘

三斑海馬



Hippocampus fuscus                                                                 Rüppell 1838

俗名

棕海馬；Sea	pony

同種異名

H. brachyrhynchus Duncker	����;	H. natalensis von	Bonde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4.4公分75

軀幹環：11
尾環：34（33 – 37）
頭長/吻長：2.7（2.4 – 3.0）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6（14 – 17）
胸鰭鰭條：15（14 – 16）
骨冠：骨冠低矮；頸部曲線平滑，或有些微粗糙的隆起

棘：低矮、平滑或只有些微的突起

其他特殊特徵：頭部相較於身體的比例大；頭部較深

顏色/紋路：通常為暗黃色，但是也可能是鮮黃色；來自蘇伊士運河的標本在軀幹與頭部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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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低或呈粗糙隆起

頰棘與眼棘
低矮

通常具34個尾環

頭部比例較大

身體平滑或只具低矮
的棘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較灰白，且有褐色線條的大理石花紋圖案

確定的分布區域
吉布地、印度、沙烏地阿拉伯、斯里蘭卡

可能的分布區域
巴林、科摩洛、塞浦路斯、埃及、依利垂亞、法國（留尼旺島）、伊朗、以色列、肯亞、科
威特、黎巴嫩、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莫三比克、阿曼、巴基斯坦、卡達、塞錫爾群島、
索馬利亞、南非、蘇丹、敘利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坦尚尼亞、葉門

棲息地
發現深度可達10公尺75，出現在有人造結構、
石頭、礫石的港口與海灣之平靜水域75；在海藻礁區邊緣或海草床上的淺水、有遮蔽的水域4

生活史
飼養狀況下會成對出現26，行一夫一妻制26；卵徑平均為1.7公釐26，孵卵期平均為14天26；
出生時平均高度7.5公釐  15；每批仔魚數最大為150尾75

貿易
乾燥品用於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棕海馬 H. fuscus被
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印度的族群在2001年被列入野生物保護法（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的列表一（Schedule -Ι）物種，禁止任何的採集或貿易

相似種
● 圓眼棘海馬 H. borboniensis有較多的尾環；增大的、像癤瘤一樣的棘；骨冠較發達且有5個
圓形的癤瘤

● 歐洲海馬 H. hippocampus只發現於地中海與東大西洋；有較多的尾環；較多的背鰭鰭條與
較少的胸鰭鰭條數

● 庫達海馬 H. kuda有較大的軀體與較深的頭部；通常有較多的尾環；骨冠較明顯，但是呈圓狀

附註
● 雄魚尾部的比例較雌魚長且吻較短26

● 由遺傳研究資料推論，此種來自印度的標本應屬於庫達海馬 H. kuda複合種系（見附錄 D）40

��

刺�������� / 海龍科 (Order Gasterosteiformes / Family Syngnathidae)      CITES 附錄 II

尾環

骨冠

癤瘤

胸鰭鰭條

尾環

背鰭鰭條

尾環

骨冠

吻

見附錄

圓眼棘海馬

歐洲海馬

庫達海馬

庫達海馬

棕海馬



Hippocampus guttulatus                                                             Cuvier 1829

俗名

長吻海馬； Long-snouted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hippocampus microstephanus Slastenenko	����;	H. hippocampus microcoronatus Slastenenko	
����;	H. guttulatus multiannularis Ginsburg	����;	H biscuspis Kaup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8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7 – 39（35 – 40）
頭長/吻長：2.6（2.3 – 2.9）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9 – 20（17 – 20）
胸鰭鰭條：17（16 – 18）
骨冠：小但明顯，有5個圓形的癤瘤或鈍點；骨冠前有一水平骨板且與骨冠同高；前緣有一突

出的棘；骨冠與頸部接合處不平滑

棘：棘發達或略微發達，具有鈍的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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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吻的長度中等

骨冠小但明顯，具5個
圓形的癤瘤或鈍點

骨冠與頸部接合處
不平滑

深色邊的白色
斑點合成波浪
般的紋路

骨冠前具隆起的骨板

具16-18根
胸鰭鰭條

具17-20根
�鰭鰭條

常出現厚皮膚葉狀
的鬃毛 (乾燥標本

有時會脫落)

棘發達，具圓的頂端

軀幹環

尾環

癤瘤

骨冠

骨冠

骨冠



其他特殊特徵：在頸部與頭部上有圓形且突出的眼棘；常有一個厚皮膚葉的鬃毛

顏色/紋路：多變的褐色；在身體上有明顯的白色斑塊，斑塊周圍有深色環，深色環排列合成

水平的波浪紋路76；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斑點或是灰白的鞍狀斑橫過背與側表面

確定的分布區域

克羅埃西亞、塞浦路

斯、法國、希臘、義大

利、馬爾他、摩洛哥、

荷蘭、葡萄牙、西班

牙、英國與北愛爾蘭

可能的分布區域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比利時、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聯

邦、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利比亞、摩納哥、塞爾維亞共和國與蒙特內哥羅、塞內加爾、

斯洛維尼亞、敘利亞、突尼西亞、土耳其

棲息地

記錄深度達12公尺77、沿岸淺水區的海草與海藻莖部4,78、冬天棲息在較深的深度與岩石區域79

生活史

在50%性成熟的族群內平均高度約10公分77；繁殖季由3月至10月80；野外族群個體會成群出現
77；卵徑平均2公釐 15；孵卵期3至5星期76；出生時平均高度12公釐15；每批仔魚數最大達581尾
81；出生後行浮游生活81

貿易

乾燥品用於製成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長吻海馬 H. guttulatus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長吻海馬 H. guttulatus被列入法國與葡萄牙的保育紅皮書；

1993年的受威脅動物保護方案將此魚種列入保護，禁止任何貿易與人工飼養

相似種
● 阿爾及利亞海馬 H. algiricus有較厚的體環與較少的背鰭鰭條
● 歐洲海馬 H. hippocampus有較圓形的軀幹；較短的吻；較少的鰭條數；在後頸部有一個較

高的楔形的骨冠與其平滑地接合

附註
● 雄魚尾部的比例較雌魚長77

● 過去常被稱作 H. ramulosus，但是重新檢視 H. ramulosus模式標本，顯示它有別於本圖鑑中

指稱的長吻海馬 H. guttulatus
● 從黑海採集的標本，有極小的骨冠且身上的小瘤較不明顯，有可能是不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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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棘

體環

背鰭鰭條

吻

骨冠

骨冠

瘤

阿爾及利亞海馬

歐洲海馬



Hippocampus hippocampus                                                   Linnaeus 1758

俗名

歐洲海馬；Short-snouted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heptagonus Rafinesque 1810; H. antiquorum Leach	����;	H. vulgaris Cloquet 1821; H. 
brevirostris Schinz	����;	H. antiquus Risso	����;	H. europaeus Ginsburg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5公分79

軀幹環：11
尾環：37（35 – 38）
頭長/吻長：3.0（2.8 – 3.4）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16 – 19）
胸鰭鰭條：14（13 – 15）
骨冠：像脊一樣狹窄，與後頸部平滑地接合，或者是楔形狀的（前端狹窄，後半部高且

寬）；某些非洲西部的標本骨冠大型且成角狀

棘：低矮的（成魚的棘非常低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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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具14 (13-15)
根胸鰭鰭條

骨冠呈脊狀或是楔形，與
後頸部平滑地接合

軀幹呈圓形

短吻

眼棘明顯

具17(16-19)根
�鰭鰭條

棘較長吻海馬 
H. guttulatus不發達

西非標本的頭部具
較大的骨冠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其他特殊特徵：吻短，通常少於三分之一的頭長；有突出的眼棘

顏色/紋路：褐色、橘色、紫色或黑色，有時有極小的白點斑（但不像長吻海馬 H. guttulatus
的斑會排列合成水平的波浪紋路）

確定的分布區域

阿爾及利亞、法國、希

臘、幾內亞、義大利、

馬爾他、荷蘭、葡萄

牙、塞內加爾、西班

牙、英國與北愛爾蘭

可能的分布區域

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聯邦、比利時、克羅

埃西亞、塞浦路斯、埃及；甘比亞、幾內亞比索、以色

列、黎巴嫩、利比亞、茅利塔尼亞、摩納哥、摩洛哥、塞爾維亞共和國與蒙特內哥羅、斯洛

維尼亞、敘利亞、突尼西亞、土耳其、西撒哈拉

棲息地

發現深度可達60公尺82；泥濘淺水域，河口、沿海地區的藻類，岩石區，過冬時可能在較深

的水域76 

生活史

約50%的族群在性成熟的族群內平均高度約7.7公分77；繁殖季由4月至10月83；野外個體會成

對出現77；卵徑平均1.6公釐84；孵卵期3.5星期15；出生時平均高度9.3公釐15；每批仔魚數最大

達865尾81；出生後行浮游生活81

貿易

乾燥品製成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歐洲海馬 H. hippocampus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歐洲海馬 H. hippocampus被列入葡萄牙的保育紅皮書；在斯

洛維尼亞，1993年的受威脅動物保護方案將此魚種列入保護，禁止任何貿易與人工飼養

相似種
● 直立海馬 H. erectus只發現於大西洋西部；體型較大；此魚種的幼魚通常有較突出的棘
● 長吻海馬 H. guttulatus體型較大；有更多的鰭條；骨冠較小且其上有5個圓形的小點或癤

瘤，骨冠與後頸部連接處並不平滑，骨冠前有一個水平的骨板；在頭部與軀幹上背部通常

有增厚的皮膚絲狀突起；軀幹上有斑塊，周圍色環排列合成水平的波浪紋路

附註
● 一些來自非洲西部的標本有大型、角狀的骨冠，可能是不一樣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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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棘

骨冠

骨冠

骨冠

瘤

骨冠

癤

直立海馬

長吻海馬

長吻海馬



Hippocampus histrix                                                                      Kaup 1856

俗名

刺海馬；Thorny	seahorse;	ibaratatsu	(Japanese;	Japan);	stekel-seeperdjie	(Afrikaans;South	Africa)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7公分68

軀幹環：11
尾環：35（34 – 37）
頭長/吻長：1.8（1.7 – 2.0）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15 – 18）
胸鰭鰭條：18（17 – 20）
骨冠：中等高度，有4個或5個長且銳利的棘

棘：非常長且銳利；所有的棘都很發達

其他特殊特徵：吻很長（超過頭長的一半）；頰棘單一；背鰭基底短；背鰭與胸鰭鰭條數一

樣多（大多數魚種背鰭鰭條較胸鰭多）；腹部龍骨脊銳利；骨冠前方有突出的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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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長吻

骨冠上具4或5根長且
銳利的棘

身體狹窄

 龍骨脊具深色邊緣且銳
利（特別是雄�）

骨冠前具明顯銳利的棘

眼棘與鼻棘
明顯且銳利

�鰭基底短

所有的棘發達程
度都差不多

棘長且銳利、
具深色尖點

單一頰棘

軀幹環

尾環

吻

背鰭鰭條

龍骨脊

頰棘

背鰭與胸鰭鰭條

骨冠

較胸鰭多



顏色/紋路：體色底色多變，有灰白、粉紅色，黃色或綠色；棘尖端通常呈深色；可能有灰白

的鞍狀斑，常有小的深色斑點遍布在背側表面；吻部無斑紋

確定的分布區域
中國、密克羅尼西亞、法國（新加勒多尼亞，留尼旺島與大溪地島）、印度、印尼、日本、
馬來西亞、模里西斯、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美屬薩摩亞、南非、東加、坦尚尼亞；美
國（夏威夷）、越南

可能的分布區域
孟加拉、汶萊、柬埔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台
灣、科摩洛、斐濟、肯亞、吉爾巴斯、馬達加斯加、
莫三比克、緬甸、諾魯、帛琉、塞錫爾群島、新加坡；
索羅門群島、斯里蘭卡、泰國、吐瓦魯、美屬薩摩亞群
島、萬那度

棲息地
通常在超過6公尺水深處發現60；記錄深度可達20
公尺85；出現在海草床，水草叢生的岩礁、海綿85；
軟底質的軟珊瑚與海綿海域4

生活史
在野外，個體成對出現85

貿易
乾燥品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水族館或
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刺海馬 H. histrix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分布於印度的族群在2001年被列入野生物保護法（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的列表一（Schedule -Ι）物種，禁止任何的採集或貿易行為；越南將刺
海馬 H. histrix列為國家保育紅皮書之易危物種

相似種
● 西澳海馬 H. angustus只出現於澳洲外海；有較短、有斑紋的吻；頰棘成雙；尤其在軀幹上

背部的棘較鈍
● 高冠海馬 H. barbouri有較短、有斑紋的吻；較高的骨冠；成雙的頰棘與較鈍的棘；尾環上
間隔出現的棘較不發達 

● 傑雅卡海馬 H. jayakari有較多的尾環；較多的背鰭鰭條；較短的吻；在尾環上的棘間隔出
現；此物種只在紅海與波斯灣地區被發現過 

● 棘海馬 H. spinosissimus有較彎曲的身體；較多的尾環；較短的吻；棘較矮且鈍；而骨冠較
高且具有棘 

附註
● 在印度-太平洋區域，過去刺海馬 H. histrix至少被用來稱呼過其他五種有棘的海馬。
真正的刺海馬  H. histrix是一獨立的物種，是分布區域最廣泛的海馬物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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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背鰭鰭條

骨冠

尾環

吻

吻

吻

頰棘

尾環

尾環

骨冠

頰棘

西澳海馬

高冠海馬

傑雅卡海馬

棘海馬



Hippocampus ingens                                                                   Girard 1859

俗名 
太平洋海馬；Pacific seahorse (U.S.A.); caballito del Pacifico	(Spanish,	Mexico)

同種異名 
H. gracilis Gill	����;	H. ecuadorensis Fowler	����;	H. hildebrandi Ginsburg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31公分86

軀幹環：11
尾環：39（38 – 40）
頭長/吻長：2.3（2.1 – 2.5）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9（18 – 21）
胸鰭鰭條：16（15 – 17）
骨冠：中等高度；骨冠向後傾斜，頂端有5個明顯的點、邊緣銳利或凸出

棘：形態多變，從低矮、圓狀的腫塊到發達的、具鈍頂的棘都有

其他特殊特徵：有一個明顯突出的、長形（下垂狀）或圓形的頰棘；突出的眼棘（可能很寬

或幾乎像有兩根棘）；雄性通常有一突出的腹部龍骨脊；成熟雌性在臀鰭下方有一個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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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雄�的龍骨
脊略為隆起

具39 (38-40)
個尾環

骨冠的高度從中等到
高，骨冠前具一隆起

骨板 眼棘明顯

頰棘圓且長

成熟雌性在臀鰭下方
具深色斑點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頰棘

眼棘

龍骨脊



小斑塊87 

顏色/紋路：淡紅、褐紅色、灰色、黃色或金黃色；不同大小的褐色陰影；有時有白色的細紋

與深色斑紋垂直地劃過體表

確定的分布區域
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

厄瓜多、薩爾瓦多、瓜地

馬拉、墨西哥、尼加拉

瓜、巴拿馬、祕魯、美國

可能的分布區域
宏都拉斯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水深1至20公尺間87；記錄深度最深達60公尺87；棲

息在柳珊瑚或黑珊瑚間88；附著在礁區海綿、珊瑚分支4、海

草上89；曾經在太平洋黃鰭鮪與黑鮪魚胃內發現過19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5.4公分89；孵卵期14至15天87；出生時平均高度8.5公釐 15；每批仔魚

數通常約為400尾 87；每批仔魚數最大可達2000尾 23

貿易
乾燥品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太平洋海馬 H. ingens
被IUCN列為易危種13。墨西哥的族群在NOM-059-SEMARNAT-2001被列為需受特別的保護的

物種；墨西哥禁止蓄意捕捉與野生海馬貿易，只允許人工養殖或誤捕海馬的貿易。此海馬物

種可被蝦拖網或其他漁法捕獲，而且造因於海岸開發與污染所形成的棲息地減少也會影響此

海馬的族群90

相似種
● 阿爾及利亞海馬 H. algiricus有較少的尾環；較寬的、幾乎成雙的眼棘與頰棘；較少的背鰭

鰭條數。且此魚種只於非洲西部有發現  
● 大海馬 H. kelloggi有較少的背鰭鰭條；較多的胸鰭鰭條與較窄的身體。只在印度-太平洋海域

有發現  
● 庫達海馬 H. kuda有較少的尾環；較少的背鰭鰭條；可能有兩根頰棘且沒有眼棘。只在印度-太
平洋海域有發現

● 吻海馬 H. reidi有較少的尾環；較低矮的骨冠，但是骨冠頂端較寬且呈圓形。此魚種只在加勒

比海有發現 

附註
● 遺傳的證據顯示太平洋海馬 H. ingens跟吻海馬 H. reidi與庫達海馬 H. kuda在親緣上很接近，

是屬於庫達海馬 H. kuda 複合種系的一部分（見附錄 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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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鰭條數

眼棘

頰棘

背鰭

背鰭鰭條

胸鰭鰭

尾環

背鰭鰭條

頰棘

眼棘

尾環

骨冠

骨冠

阿爾及利亞海馬

大海馬

庫達海馬

吻海馬

吻海馬

庫達海馬

庫達海馬

尾環

條



Hippocampus jayakari                                                        Boulenger 1900a

俗名

傑雅卡海馬；Jayakar’s	seahorse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4公分4

軀幹環：11
尾環：38 - 39
頭長/吻長：2.1（1.9 – 2.4）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9（18 – 19）
胸鰭鰭條：17 – 18
骨冠：低矮到中等高度，有4根銳利的長棘

棘：銳利的長棘；尾環上的棘只有間隔地出現

其他特殊特徵：通常具有雙頰棘；眼下有2根眼棘；骨冠前與眼睛上方有銳利的長棘

顏色/紋路：灰白、乳黃色或淺褐色；在身體與顏面部常有白色大斑點的圖案；棘頂端附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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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面

雄 性 雌 性

來自阿拉伯灣 來自紅海

骨冠前方、眼睛上方
具銳利的長棘

骨冠具4根
銳利的長棘

雄性具深的
龍骨脊

尾環棘間隔
出現

頰棘成對

腹部深色的中線

具38-39個尾環

棘長、銳利且常
具深色頂端

軀幹環

尾環

尾環

頰棘

眼棘

骨冠

眼睛上方有銳利的長棘



深色的寬條紋；有深色的腹部中線

確定的分布區域

以色列、阿曼、巴基斯坦

可能的分布區域

巴林、吉布地、埃及、依利垂亞、伊朗、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葉門

棲息地

記錄深度可達20公尺4；棲息在海草稀疏、有藻類的碎石海底、軟底質海床的海綿上4；或是

海草床上2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傑雅卡海馬 H. jayakari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刺海馬 H. histrix有較少的尾環；較少的背鰭鰭條；較長的吻；棘出現在所有尾環上且有單

一頰棘

附註
● 紅海標本的吻部比阿拉伯海的更長
● 有一些標本在頭與頸部上依附著非常長且厚的皮膚絲狀突起，這些突起可能會脫落或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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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背鰭鰭條

吻

尾環

頰棘

刺海馬



Hippocampus kelloggi                                            Jordan and Snyder 1902

俗名

大海馬(克氏海馬)；Kellogg’s	seahorse;	great	seahorse	(U.S.A.);	offshore	seahorse	(Viet	Nam);	
o-umi-uma	(Japanese;	Japan)	

同種異名 
H. suezensis Duncker	���0	(	見附註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28公分4

軀幹環：11
尾環：40（39 – 41）
頭長/吻長：2.1（2.0 – 2.3）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8（17 – 19）
胸鰭鰭條：18（17 – 19）
骨冠：骨冠高，且在骨冠前端有5個矮棘與凸出的骨板

棘：低矮且圓；較年輕個體的棘稍微發達，但是棘頂端仍然是平鈍的

其他特殊特徵：頰棘圓、長且些微地向後指；頭部深；身體狹窄；體環厚；眼棘突出呈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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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眼棘明顯

骨冠高度中等，前方
具一隆起骨板

頰棘明顯、略微
向後指

頭部凹陷深

吻厚

軀幹窄具厚體環

棘低矮且圓

具40 (39-41) 
個尾環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骨冠

頰棘

眼棘

體環



形；吻厚

顏色/紋路：灰白色；垂直中線上常有極小的白色連續斑點；否則則為單一的體色

確定的分布區域

中國、印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巴基斯坦、菲律

賓、泰國、坦尚尼亞、越南

可能的分布區域

澳洲、巴林、孟加拉、汶萊、柬埔寨、中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台灣、吉布地、埃及、依利垂亞、伊拉克、伊朗

的回教共和國、以色列、肯亞、科威特、緬

甸、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塞錫爾群

島、新加坡、索馬利亞、斯里蘭卡、蘇丹、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葉門

棲息地

記錄深度可達152公尺60；伴隨著柳珊瑚與海鞭

出現91；喜好軟底質海床4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乾燥品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大海馬H. kelloggi
被 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種類 13。1998年，在澳洲的族群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
（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
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在中國，此種海馬被列入野
生生物保護法，且為中國生物多樣性檢討中的優先保育魚種（等級 B）92。在印度的族群於
2001年被列入野生物保護法（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的列表一（Schedule -Ι）物種，
禁止任何的採集或貿易行為；在越南，大海馬 H. kelloggi被越南國家保育紅皮書列為易危種
（雖然表列的照片為三斑海馬 H. trimaculatus）

相似種
● 阿爾及利亞海馬H. algiricus只在非洲西部有發現；尾環較少；有很寬的（幾乎兩倍）眼棘與
頰棘

● 太平洋海馬 H. ingens只在美國西岸外海發現；有較少的胸鰭鰭條與較多的背鰭鰭條數
● 庫達海馬 H. kuda有較深的軀體；較少的尾環；較少的胸鰭鰭條與較圓形的低矮骨冠
● 棘海馬H. spinosissimus有較深的身體；較少的尾環與較少的胸鰭鰭條。但在幼魚時期與大
海馬 H. kelloggi非常相似

附註
● H. suezensis曾被用來指稱分布於紅海的大型海馬，此一物種名的有效性尚未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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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眼棘

頰棘

胸鰭鰭條

背鰭鰭條

尾環

胸鰭鰭條

骨冠

尾環

胸鰭鰭條

阿爾及利亞海馬

太平洋海馬

庫達海馬

棘海馬

三斑海馬



Hippocampus kuda                                                                  Bleeker 1852a

俗名
庫達海馬；管海馬；Yellow	seahorse;	spotted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moluccensis Bleeker	����b;	H. taeniopterus Bleeker	����b;	H. polytaenia Bleeker	����b;	H. 
melanospilos Bleeker	����c;	H. chinensis Basilewsky	����;	H. rhynchomacer Duméril	���0;	H. tristis 
Castelnau	����;	H. aterrimus Jordan	and	Snyder	��0�;	H. hilonis Jordan	and	Evermann	��0�;	H. 
taeniops Fowler	��0�;	H. horai Duncker	����;	H. kuda multiannularis Raj	����;	H. novaehebudorum 
Fowler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7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6（34 – 38）
頭長/吻長：2.3（2.0 – 2.6）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17 – 18）
胸鰭鰭條：16（15 – 18）
骨冠：從低矮到中等高度，圓形，懸在背部上，在頂端中常有一個杯狀的凹窪；有時有很寬
的邊緣凸出，但不會成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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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頭部凹陷深

骨冠向後彎呈圓形、有時具
很寬的邊緣凸出

不具鼻棘

吻厚

身體光滑無棘

軀幹環

尾環



棘：低、圓的腫塊
其他特殊特徵：頭部凹陷深；軀幹凹陷深；吻很厚
顏色/紋路：體色常呈現全黑，有類似砂狀質地的圖案；或者呈灰黃色、乳黃色但有非常大的
深色斑點（尤其是雌性）；也可能與周圍環境混合，呈現沙的色彩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柬埔寨、香
港、台灣、斐濟、法
國（新加勒多尼亞與
大溪地島）、印度、
印尼、日本、馬來西
亞、巴基斯坦、巴布
亞新幾內亞、菲律
賓、密克羅尼西亞、
新加坡、索羅門群
島、泰國、東加、美
國（夏威夷）、越南

可能的分布區域
孟加拉、汶萊、中國大陸、吉爾巴斯、緬甸、諾魯、帛琉、美屬薩摩亞、斯里蘭卡、吐瓦
魯；美國（美屬薩摩亞群島）、萬那度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水深0至8公尺間60；記錄深度可達55公尺93；棲息在近岸海灣與潟湖，在海草與漂
浮的水草中85；在岩石海岸的沙質沉澱物區域94；大型藻類與海草床91；泥灘底質區95；紅樹
林、河口、港口、河川下游（能居住於淡鹹混合之水域）4

生活史
全年可繁殖96；平均卵徑1.8公釐 97；孵卵期平均為17天15；出生時平均高度7公釐 15；每批仔
魚數最大可達1405尾96

貿易
乾燥品被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 ）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庫達海馬 
H. kuda 被IUCN列為易危物種13。1998年，在澳洲的族群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
（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此種在印度的族群在2001年
被列入野生物保護法（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的列表一（Schedule -Ι）物種，禁止任
何的採集或交易行為；在越南，庫達海馬 H. kuda被越南國家保育紅皮書列為易危種

相似種
● 阿爾及利亞海馬 H. algiricus分布於非洲西岸的東大西洋；有較寬、幾乎成雙的眼棘與頰棘
● 太平洋海馬 H. ingens只發現於美國西岸外海；通常有較多的尾環與背鰭鰭條數；不會有2個
頰棘

● 大海馬 H. kelloggi有較窄的身體；較多的尾環；較高的骨冠與較突出的棘
● 吻海馬 H. reidi只分布在大西洋西部；有較少的尾環；較大的骨冠與較寬且幾乎成雙的眼棘
● 庫達海馬 H. kuda複合種系（見附錄D）顯然需要更近一步的研究，以釐清種系中各魚種的親
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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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環

背鰭鰭條

眼棘

頰棘

骨冠

尾環

尾環

骨冠

眼棘

見附錄

阿爾及利亞海馬

太平洋海馬

大海馬

吻海馬

頰棘



Hippocampus lichtensteinii                                                           Kaup 1856

俗名

利可丹斯坦海馬； Lichtenstein’s	seahorse	(English)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4公分2

軀幹環：10
尾環：31
頭長/吻長：3.9 – 4.2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沒有尾環）

背鰭鰭條：11 – 12 
胸鰭鰭條：11 – 12
骨冠：骨冠高、呈圓柱或類似凸起瘤；沒有棘

棘：只有低、圓的腫塊狀

其他特殊特徵：頭部佔全部身體的比例較大

顏色/紋路：保存的標本呈白褐色沒有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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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吻短

骨冠高、呈圓柱狀

 具31個尾環

具10個軀
幹環

棘低矮呈
圓形

軀幹環

尾環

骨冠

瘤



確定的分布區域

紅海（不確定是哪一個國家）

可能的分布區域

吉布地、埃及、依利垂亞、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葉門

棲息地

未知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利可丹斯坦海馬    
H. lichtensteinii被 IUCN 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小海馬 H. zosterae只發現於加勒比海、墨西哥灣與佛羅里達、墨西哥東部外海

附註
● 模式標本的來源未知，但是最初描述此物種的卡普（Kaup）推測應是來自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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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馬



Hippocampus minotaur                                                              Gomon 1997

俗名

夢海馬；Bullneck	seahorse	(Australia)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小於5公分2

軀幹環：8
尾環：41
頭長/吻長：6.2
支撐背鰭的環：1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7
胸鰭鰭條：11
骨冠：似低矮的土堆狀

棘：無；身體完全平坦

其他特殊特徵：頭部與身體之間沒有明顯的頸部；吻很短；頭部很大；頭部與身體非常地肉

質性，缺乏可辨認的體環、棘或其他的特徵；腹面軀幹脊不發達；身體側面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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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性

背 面

無雄性圖

吻極短

無骨冠

頸部厚實

�鰭很小

身體平滑且
側扁

某些從水深處採撈的標本，
體形會扭曲

軀幹環

尾環

體環

吻很短



顏色/紋路：只檢視過保存的標本，大部份呈乳黃色，有分散的褐色斑點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曾以底拖網自水深64至100公尺中捕獲45；細

的沙質或礁岩底質，也可能伴隨著柳珊瑚出

現45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夢海馬H. minotaur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澳洲環境部把夢海馬 H. minotaur的保育狀態列為資料不足
39；1998年，在澳洲的族群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
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巴氏豆丁海馬 H. bargibanti身體上有突出的小瘤，比較不平滑；而且有較大的背鰭基底；較

多的軀幹環與較少的尾環
● 丹尼氏豆丁海馬 H. denise的身體較不平坦；背鰭的比例較大，背鰭基底較長；較多的軀幹

環與較少的尾環

附註
● 此物種的描述是根據僅有的三尾模式標本（二尾雌魚與一尾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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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

尾環

軀幹環

軀幹

環

尾環

巴氏豆丁海馬

丹尼氏豆丁海馬



Hippocampus mohnikei                                                           Bleeker 1854a

俗名

莫氏海馬；Japanese	seahorse;	kitano-umi-uma	and	sangotatsu	(Japanese;	Japan)

同種異名

H. japonicus Kaup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8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8（37 – 40）
頭長/吻長：3.0（2.8 – 3.9）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5 – 16
胸鰭鰭條：13（12 – 14）
骨冠：低矮、像脊一樣的冠

棘：低矮、身體顯得側扁

其他特殊特徵：有成雙的圓形頰棘，在眼下方有成雙的棘；尾部佔身體比例相當長；第4、第7
軀幹環輕微增大（有時第1軀幹環也會）；第5、第10、第14尾環輕微增大（有時第9尾環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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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具13(12-14)條胸鰭鰭條

具15-16條
�鰭鰭條

骨冠呈脊狀
隆起

頰棘圓形且成對

短吻

身體扁平

第5、10、14 (有時第9) 
節軀幹環膨大尾部比例特別長，

具37-40個尾環

第4、7 (有時第1) 
節軀幹環膨大

軀幹環

尾環

頰棘

眼下方有成雙的棘

軀幹環

尾環

尾環



顏色/紋路：通常全身呈深褐色，但也可能有斑點

確定的分布區域

日本

可能的分布區域

柬埔寨、中國、泰國、越南

棲息地

在入水口處的大葉藻海草床68；在越南的河

口98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5.5公分99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 ）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莫氏海馬 
H. mohnikei 被IUCN列為易危物種13。莫氏海馬 H. mohnikei（被稱作 H. japonicus）在越

南國家保育紅皮書中，列為易危種

相似種
● 冠海馬 H. coronatus有較高的骨冠，且有較擴張的棘連接在較短的背鰭上
● 苔海馬 H. sindonis有較少的尾環；10個軀幹環與較突出的骨冠

附註
● 來自越南的標本在遺傳上不同於日本的標本，但需進一步的遺傳與形態學的研究，方能確

定來自這兩個地區的海馬是否屬於不同物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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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尾環

軀幹環

骨冠

冠海馬

苔海馬



Hippocampus reidi                                                                  Ginsburg 1933

俗名

吻海馬；Slender	seahorse;	longsnout	seahorse	(U.S.A.);	caballito de hocico	(Spanish,	Mexico)

同種異名 
H. obtusus Ginsburg	����;	H. poeyi Howell	Rivero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7.5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5（31 – 39）
頭長/吻長：2.2（2.0 – 2.5）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16 – 19）
胸鰭鰭條：16（15 – 17）
骨冠：低矮到中等高度的圓形冠；或是大且呈迴旋狀（類似皺摺紙團狀）的冠

棘：無或是呈低矮圓形的小瘤

其他特殊特徵：頰棘與眼棘寬大、幾乎成雙；吻長而厚；身體狹窄；通常無皮膚皺摺

顏色/紋路：通常有很多褐色點與眾多的白色小斑點（尤其在尾部上）；有時有較灰白的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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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大但低，呈迴旋狀具眾多的斑點

身體較窄 
(與直立海馬 H. 
erectus比較)

眼棘成對或
幾乎成對

吻長

棘低且圓

尾部具許多
白色小斑點

軀幹環

尾環

瘤

頰棘

眼棘

吻



斑橫過背側表面

確定的分布區域
巴哈馬、巴貝多、貝里斯、巴西、哥倫比亞、古巴、格瑞那達、海地、宏都拉斯；牙買加、
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英國（加勒比海的領土）、美國、委內瑞拉

可能的分布區域
安地瓜與巴布達、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多明尼加共和國、法國（加勒比海的領土）、法
國（法屬圭亞那）、瓜地馬拉、蓋亞那、荷蘭（加勒比海的領土）、聖吉斯與尼維斯、聖露
西亞、聖文森與格林那定群島、蘇利南、千里達託貝哥共和國、美國（加勒比海的領土）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15至55公尺間水深處18；在河口的紅
樹林根部，海草，大型藻類，牡蠣，刺細胞動
物，海綿，被囊類，人工結構100；柳珊瑚69；石
珊瑚101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8公分18；野外成對出
現101；卵徑平均為1.2公釐26，出生時平均高度7公釐26；每批仔魚數最大可達1572尾26

貿易
乾燥品被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吻海馬 H. reidi 被
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墨西哥的族群在NOM-059-SEMARNAT-2001被列為需受特別的
保護的物種；墨西哥禁止蓄意的捕捉與野生海馬貿易，只允許人工養殖或誤捕海馬的貿易

● 阿爾及利亞海馬H. algiricu只分布在非洲西部外海
● 直立海馬 H. erectus軀幹較深；頭部與頸部有白色線條；骨冠像楔型或三角形狀，有銳利的

邊緣或棘
● 庫達海馬 H. kuda只發現於印度太平洋海域

附註
● 雄魚的尾部較雌魚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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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種

骨冠

阿爾及利亞海馬

直立海馬

庫達海馬



Hippocampus sindonis                                           Jordan and Snyder 1902

俗名

苔海馬；花海馬；Shiho’s	seahorse;	enshûtatsu	(Japanese;	Japan)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8公分2

軀幹環：10
尾環：37（36 – 38）
頭長/吻長：3.0（2.8 – 3.3）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2（11 – 15）
胸鰭鰭條：12（12 – 14）
骨冠：中等高度、發達、有角的

棘：發達，頂端鈍平、不規則狀

其他特殊特徵：軀幹深且有稜角；龍骨脊略凸；雙眼棘明顯（前棘略短於後棘）；單一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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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性

背 面

無雄性圖

角狀骨冠發達

具10個軀幹環

身體圓且具角

眼棘一大一小

 頰棘單一

通常具37個
尾環

棘發達但頂端鈍平

軀幹環

尾環

龍骨脊

眼棘

頰



棘、突出且頂端呈圓形

顏色/紋路：可能有斑點

確定的分布區域

日本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未知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苔海馬 H. sindonis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

相似種
● 冠海馬 H. coronatus有較多的尾環；較高與更窄的骨冠，而且在頂端向後折；有翼狀的突出

物連接在背鰭基底上
● 莫氏海馬 H. mohnikei有11個軀幹環與較多的尾環；平滑的身體；低矮但成雙的頰棘；而且

骨冠在頸部上方的弓起不明顯

附註
● 此物種過去經常被誤認成冠海馬 H. coronatus或莫氏海馬  H. mohni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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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

尾環

骨冠

尾環

頰棘

骨冠

冠海馬

莫氏海馬

冠海馬

莫氏海馬



Hippocampus spinosissimus                                                      Weber 1913

俗名

棘海馬，Hedgehog	seahorse

同種異名 
H. aimei (arnei)	Roulé	����	（但是只限於一個標本的描述）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7.2公分95

軀幹環：11
尾環：36（33 – 39）
頭長/吻長：2.2（2.0 – 2.4）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 – 18（16 – 20）
胸鰭鰭條：17（16 – 19）
骨冠：低矮到中等高度；有4個或5根銳利的棘

棘：頂端發達、鈍平或銳利，通常在第1、第4、第7與第11個軀幹環上的棘較長；尾部一系列

的棘也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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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高度中等，具4或5個棘

可能具較深
的鞍狀花紋
橫過�側表

面

吻不特別的長

頰棘單一或
成對

大型雄性個體的孵卵袋上
具很長的棘

尾部可能具深
色的交叉條紋

骨冠前方的棘很小

鼻棘低矮或無

棘發達
 (頂端鈍平或銳利)

軀幹環

尾環

軀幹環



其他特殊特徵：單一或兩根頰棘；很小或沒有鼻棘；骨冠前的棘相當不發達；雄魚的孵卵袋

上有發達且顯著的鈍頂棘
顏色/紋路：多變的；單色或灰白色；有較深的鞍狀花紋橫過背側表面；在尾部上有深色的交

叉條紋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柬埔寨、台灣、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越南

可能的分布區域
孟加拉、汶萊、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巴布亞新幾內亞

棲息地
通常發現在深於8公尺的水域60；記錄深度可達70公尺102；棲息在八放珊瑚、大型藻類，而不
是硬珊瑚上，在沙底質而不是泥底質上91；出現在沙質海床上的珊瑚礁的附近95

生活史
開始性成熟的最大體高為10.4公分95；全年可繁殖，生殖高峰期在5月至10月103；每批仔魚數
最多可達683尾95

貿易
乾燥品被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活體則供應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 ）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 I I  1。棘海馬
H. spinosissimus被IUCN列為易危種13。澳洲的族群在1998年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
（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
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印度的族群在2001年被列入
野生物保護法（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的列表一（Schedule -Ι）物種，禁止任何的採
集或交易行為；在泰國，此海馬物種常被底拖漁業誤捕；保育狀態深受棲地破壞的威脅104

相似種
● 高冠海馬 H. barbouri有兩根頰棘；吻具斑紋；較多的鰭條與較少的尾環
● 刺海馬 H. histrix有較長與較薄的吻；較長與較尖銳的棘；較短的背鰭基底與較少的尾環；
單一的頰棘

附註
● 此物種過去常被誤認為刺海馬 H. his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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頰棘

鼻棘

骨冠

頰棘

尾環

尾環

吻

頰棘

高冠海馬

刺海馬

刺海馬



Hippocampus subelongatus                                                 Castelnau 1873

俗名

虎吻海馬，Tigersnout	seahorse	(U.S.A.)	;		West	Australian	seahorse	(Australia)

同種異名 
H. elongatus Castelnau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20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4（33 – 36）
頭長/吻長：2.1（1.9 – 2.3）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8（16 – 20）
胸鰭鰭條：17（16 – 18）
骨冠：高到相當高，有一擴張的圓形頂端（雌性骨冠較大，有凹槽；雄性骨冠較小較圓）

棘：只有低矮、狀似圓丘的棘

其他特殊特徵：厚的體環；狹窄的軀幹；頰棘通常成對且呈圓形；吻長（約佔頭長的一

半）；眼棘呈圓形且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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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骨冠高，頂端呈
圓形且有凹槽

吻長且具
斑紋

身體狹窄

眼棘與骨冠
前棘明顯

頰棘成對

在體環交接處具低
矮、圓丘狀的節瘤

體環厚，具網狀的褐
色線圖案

軀幹環

尾環

眼棘

吻長

頰棘

骨冠

骨冠

體環



顏色/紋路：通常呈灰白體色，身體與尾部上具有網狀的褐色線圖案；體色也可能是黃色、橘

色、黑色、紫色、白色、乳黃色或粉紅；棘的周圍有褐色環；吻具有斑紋；在軀幹背側邊緣

有深色垂直線條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1至25公尺深水域105；冬天發現於較深的水域105；出現於岩石區、泥底的邊緣或是

沈積量大的區域，突堤與繫船設備，時常伴隨著海綿或海鞘出現，或者依附於人造結構105；礁

岩區與海草叢106

生活史
季節性繁殖107；孵卵期2至3星期105；出生時平均高度11公釐15；每批仔魚數250至600尾105；

每批仔魚數最多可達700尾107

貿易
活體供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虎吻海馬 H. subelongatus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物種13。在澳洲的族群經營管理，2001年被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

保育法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數據顯示在柏斯附近

的天鵝河中的族群量有顯著地減少，原因可歸咎於水族館需求的過度採集105

相似種
● 西澳海馬 H. angustus骨冠較低且有明顯的棘；而且在體脊的接合處有明顯的棘；分布在鯊

魚灣以北

附註
● 雄魚的尾部較雌魚長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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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西澳海馬



Hippocampus trimaculatus                                                          Leach 1814

俗名

三斑海馬；Three-spot	seahorse;	 takakura-tatsu (Japanese; Japan); low-crowned seahorse and flat-
faced	seahorse	(Australia)

同種異名 
H. mannulus Cantor	���0;	H. kampylotrachelos Bleeker	����d;	H. manadensis Bleeker	����;	H. 
planifrons Peters	����;	H. dahli Ogilby	��0�;	H. takakurae Tanaka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7公分68

軀幹環：111
尾環：40 – 41（38 – 43）
頭長/吻長：2.2（1.9 – 2.4）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20（18 – 22）
胸鰭鰭條：17–18（16 – 19）
骨冠：低、與頸部弓成一直線，有5個可見的極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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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頭部窄
骨冠低矮 具深色斑點

(不一定會出現)

頰棘呈勾狀

眼棘銳利呈勾狀

具38-43個
尾環

具5個小點

具分離型斑點

棘矮

頭部具斑馬紋

軀幹環

尾環



棘：從低矮而小到略微凸起

其他特殊特徵：銳利、鉤狀的頰棘與眼棘（較平的）；頭部狹窄；無鼻棘

顏色/紋路：金橘色、沙石色或全黑色；在第1、第4、與第7個軀幹環的背側表面上可能有大

的深色斑點（在黑色的標本體表上較不明顯，且在雄性較雌性常見）；有些標本有褐色與白

色相間的斑馬紋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柬埔寨、香港、台灣、法國（大溪地島）、印度、

印尼、日本、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

越南

可能的分布區域

孟加拉、汶萊、中國、巴布亞新幾內亞、斯里蘭卡

棲息地

通常發現於超過10公尺深的水域60；記錄深度可達100
公尺108；在八放珊瑚、巨型藻類而非硬珊瑚上91；淺

水礁區周圍的礫石或砂質底部68；或是水深較深的

泥質底部95

生活史

全年可繁殖，生殖高峰期在3月至5月與10月103；卵徑平均為1公釐109，孵卵期16天15；出生時

平均高度6公釐109；每批仔魚數最多可達1783尾95

貿易

乾燥品被製成傳統藥材與藝品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 ）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三斑海馬H. 
trimaculatus 被IUCN列為易危物種13。澳洲的族群於1998年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

（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

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印度的族群於2001年被列入

野生物保護法（Wildlife Protection Act, 1972）的列表一（Schedule -Ι）物種，禁止任何的採

集或貿易行為；越南國家保育紅皮書中，將之列為易危種

相似種
● 費氏海馬 H. fisheri分布在夏威夷；體型較小；在骨冠前有成雙的頰棘與眼棘；突出的鼻棘

與一鉤狀棘；一些體棘明顯增大；且有較少的尾環與鰭條
● 條紋海馬 H. zebra沒有頰棘；有較少的尾環與背鰭鰭條數；較高的骨冠

附註
● 來自澳洲西北部的一些標本有較短的吻（頭長/吻長比值在2.3-2.7間），較深的頭部與軀

幹，通常有23條背鰭鰭條，較小的頰棘與眼棘（不呈鉤狀），在第1與第4個軀幹環上有特

殊分裂斑點。可能是一個不同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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頰棘

眼棘

鼻棘

軀幹環

骨冠

頰棘

眼棘

鼻棘

尾環

頰棘

背鰭鰭條

骨冠

吻

頰棘

眼棘

背鰭鰭條

軀幹環

數

費氏海馬

條紋海馬

尾環



Hippocampus whitei                                                                  Bleeker 1855

俗名

懷氏海馬；White’s	seahorse;	New	Holland	seahorse;	Sydney	seahorse	(Australia)

同種異名 
H. novaehollandiae Steindachner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13公分2

軀幹環：11
尾環：35（32 – 36）
頭長/吻長：2.3（2.0 – 2.7）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8（16 – 20）
胸鰭鰭條：16 – 17（15 – 18）
骨冠：高，向後傾斜，頂端有七個銳角或小點

棘：多變的；範圍從低矮到中等發達，形狀從圓形到相當銳利都有

其他特殊特徵：吻長；眼棘突出且銳利；單一或兩根頰棘；頭部相當狹窄

顏色/紋路：暗灰褐色到黃色、褐色的斑點，通常有呈網狀的深色線條；有時有橫過背側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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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頭部窄

骨冠高，向後傾斜 骨冠頂端具7個銳角

骨冠前具
一長骨板

棘多變

軀幹環

尾環

吻

眼棘

頰棘



的灰白色鞍狀斑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索羅門群島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記錄深度可達25公尺110；藻類叢生的近海海

域、海草床、海綿、堤防下大型褐藻的附著

器上110；像是防鯊網之類的人造結構上111

生活史

繁殖季節由10月到次年4月112；野外成對出現111；行一夫一妻制；卵徑平均為1.8公釐 26，孵卵

期21-22天111；出生時平均高度8.5公釐 26；每批仔魚數100-250尾26

貿易

活體供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懷氏海馬 H. whitei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種類13。澳洲環境部把懷氏海馬 H. whitei 的保育狀態列為資料不足
39；在澳洲的族群於1998年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
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駝背海馬 H. camelopardalis已知分布地只限於南非與非洲東部；有較多的尾環；骨冠頂端

呈圓形，沒有七個銳角或棘；通常在骨冠的頂端有一個深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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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冠

尾環

骨冠

駝背海馬



Hippocampus zebra                                                                   Whitley 1964

俗名

條紋海馬；Zebra	seahorse

同種異名

無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9.4公分113

軀幹環：11
尾環：38 – 39
頭長/吻長：2.1 – 2.2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與1個尾環

背鰭鰭條：17
胸鰭鰭條：15 – 16
骨冠：中等高度，錐形，在頂端有五個小點（不展開的）

棘：低、小且銳利，或者沒有

其他特殊特徵：眼棘銳利且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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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 海龍科 (Order Gasterosteiformes / Family Syngnathidae)     CITES 附錄 II

雄 性

背 面

雌 性

眼棘銳利且明顯

骨冠呈錐形，頂端具五
個銳利小點

具17條
�鰭鰭條

不具棘或是具低
矮但銳利的棘

軀幹環

尾環

眼棘



顏色/紋路：遍布黑色（或深褐色）與白色的交錯斑紋

確定的分布區域

澳洲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記錄深度可達69公尺113；發現於珊瑚礁區2

生活史

未知

貿易

尚未在國際貿易中發現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條紋海馬 H. zebra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物種13。澳洲環境部把條紋海馬 H. zebra的保育狀態列為資料不足39；，

在澳洲的族群於1998年被列入澳洲野生生物保護法（Austral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
中，然後在2001年改列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相似種
● 三斑海馬 H. trimaculatus（有類似的斑馬斑紋）有較多的尾環；較多的背鰭鰭條；骨冠較低

並有一鉤狀的頰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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頰棘

尾環

背鰭鰭條

骨冠

三斑海馬



Hippocampus zosterae                                           Jordan and Gilbert 1882

俗名

小海馬；Dwarf	seahorse	(U.S.A.);	caballito enano	(Spanish,	Mexico)

同種異名 
H. rosamondae Borodin	����;	H. regulus Ginsburg	����

描述

最大成魚體高：2.5公分2

軀幹環：9 – 10
尾環：31 – 32
頭長/吻長：4.2 – 4.3
支撐背鰭的環：2個軀幹環（沒有尾環）

背鰭鰭條：12
胸鰭鰭條：11 – 12
骨冠：高、圓柱狀或像凸起瘤一樣，沒有棘或突出物

棘：低矮或像凸起瘤一樣的

其他特殊特徵：吻較短，少於頭長的三分之一；皮膚常覆蓋有小疣

顏色/紋路：淺褐色、黃色、綠色、黑色；多變的雜斑（從明顯到不存在都有）；有些有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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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性 雌 性

背 面

通常具12根
�鰭鰭條

骨冠高呈圓柱狀或似凸起瘤狀

吻短

具31-32個
尾環

具9或10個
軀幹環

乾燥標本的皮膚絲狀突起會脫落

軀幹環

尾環

瘤

吻

瘤



的、像濺灑的油漆般的斑紋；有些標本有深色斑點

確定的分布區域

巴哈馬、墨西哥、美國

可能的分布區域

無

棲息地

夏天在海草床，冬天移動至較深海域或進入有茂盛水生植物的潮池之內，可能隨潮汐移動
114；分布與海草的出現、豐度與長度有關115。

生活史

繁殖季節由2月到11月114；飼養的個體行一夫一妻制22；每批仔魚數最多可達55尾114；平均卵

徑為1.3公釐26；孵卵期平均為11天15；出生時平均高度為8公釐15

貿易

活體供水族館或愛好者飼養、展示

保育現狀

從2004年5月起，所有海馬屬（Hippocampus）物種均列入CITES附錄II 1。小海馬 H. zosterae
被IUCN列為資料不足的物種13。墨西哥的族群在NOM-059-SEMARNAT-2001被列為需受特別

的保護的種類；墨西哥禁止蓄意的捕捉與野生海馬貿易，只允許人工養殖或誤捕海馬的貿易

相似種
● 利可丹斯坦海馬 H. lichtensteinii已知分布地只限於紅海與印度洋

附註
● 雄魚的尾巴與吻較雌魚長26

● 引至水族館養殖的個體，通常在一、兩天內，皮膚絲狀突起會脫落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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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資料表

附錄 A. 海馬物種辨識表                                                          

物種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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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如何使用物種辨識檢驗表                                              

圖3顯示一件乾燥海馬標本的圖片與根據4.2節、步驟B所收集的標本資料。在標本辨識方面，方面，

根據4.2節步驟C的程序，比較這些資料與表1 – 6中的資訊（附錄A見表7已完成的物種檢查

表）。以下的內文解釋如何利用此程序來填寫辨識表中的欄位。

1. 根據表1，只有19個物種的最大體高等於或大於14.3公分。在物種名錄中的第一欄，將

這19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2. 根據表2，在第一欄劃 x 的19個種中，只有15種的HL/SnL比值為2.4。在物種名錄中的第

二欄，將這15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3. 根據表3，在第二欄劃 x 的15個種中，只有9種有38個尾環。在物種名錄中的第三欄，將

這9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4. 根據表4，在第三欄劃 x 的9個種中，只有7種有19條背鰭鰭條。在物種名錄中的第四

欄，將這7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5. 根據表5，在第四欄劃 x 的7個種中，所有的種類都有17條胸鰭鰭條。在物種名錄中的第

五欄，將這7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6. 根據表6，在第五欄劃 x 的7個種中，所有的種類都有11個軀幹環。在物種名錄中的第六

欄，將這7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7. 根據表6，在第六欄劃 x 的7個種中，所有的種類的背鰭都有2個軀幹環和1個尾環支撐。

在物種名錄中的第七欄，將這7種所屬的的格子劃一個 x。
8. 根據表6，在第七欄劃 x 的7個種中，只有6個種類有單一的頰棘。在物種名錄中的第八

欄，將這6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9. 根據表6，在第八欄劃 x 的6個種中，所有6個種類都有單一的眼棘。在物種名錄中的第

九欄，將這6種所屬的格子劃一個 x。

此時，待鑑定的標本可能是以下6個種：直立海馬H. erectus，長吻海馬H. guttulatus，太平洋

海馬 H. ingens，吻海馬 H. reidi，棘海馬 H. spinosissimus或三斑海馬 H. trimaculatus。然後比

較待鑑定的標本與圖鑑第5.0節中種的形態特徵描述，根據下列的特徵，將此標本鑑定為

H. trimaculatus：低矮又圓的棘；銳利、鉤狀的頰棘；低矮的骨冠；而且在第1、第4與第7個
軀幹環的背側區域上有特殊的深色斑點。

圖 3. 乾燥海馬標本形態學資料的範例

體高 14.3cm
吻長（SnL） 1.1cm
頭長（HL） 2.6cm
HL/SnL（計算） 2.4
尾環 38
�鰭鰭條 19
胸鰭鰭條 17
軀幹環 11
支撐�鰭的軀幹環 2
支撐�鰭的尾環 1
頰棘 1
眼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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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以圖3中的標本為例，完成的物種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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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乾海馬的圖像                                                          

成魚 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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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腹海馬 Hippocampus abdominalis

阿爾及利亞海馬 Hippocampus algiricus 高冠海馬  Hippocampus barbouri



漂白過標本

標本尾部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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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冠海馬 Hippocampus barbouri 巴氏豆丁海馬 Hippocampus borboniensis

短頭海馬 Hippocampus breviceps 駝背海馬  Hippocampus camelopard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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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海馬  Hippocampus comes 冠海馬 Hippocampus coronatus

直立海馬 Hippocampus erectus 棕海馬 Hippocampus fu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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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吻海馬 Hippocampus guttulatus 歐洲海馬  Hippocampus hippocampus

刺海馬  Hippocampus histrix 太平洋海馬 Hippocampus in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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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馬 Hippocampus kellogi 庫達海馬 Hippocampus kuda

莫氏海馬  Hippocampus mohnikei 吻海馬 Hippocampus re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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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海馬 Hippocampus spinosissimus

三斑海馬 Hippocampus trimaculatus

虎吻海馬  Hippocampus subelongatus

小海馬 Hippocampus zosterae

（標本的孵卵袋

破裂））



附錄 D.  刺海馬 H. histrix  與庫達海馬 H. kuda  的分類                  

海馬分類學上的混淆很難輕易的解決。尤其是刺海馬 H. histrix與庫達海馬 H. kuda特別

地麻煩，因為，事實上過去在印度太平洋海域，幾乎所有有棘的海馬都被稱為刺海馬 H. 
histrix，而平滑的海馬都稱作庫達海馬 H. kuda。解決單一名稱被用在多個不同種的問題

與釐清這兩個複合種系內之關係，是相當困難的；而且唯有透過詳細的研究分析，才可

能有定論。這兩個複雜的複合種系出現在印度太平洋海域並不令人驚訝，因為此區域一

方面有最高的海馬物種多樣性，另一方面在這個區域的相關研究也最少。

當有文獻使用這兩個海馬的種名時，應該考量以下的附註說明，因為，有許多文獻的用

法可能是錯誤的2。

刺海馬 H. histrix

H. histrix，此名稱顯然已經被隨意地用在印度太平洋海域中任何有棘的海馬。本圖鑑利利

用形態測量與遺傳的資料，將真正的刺海馬 H. histrix與西澳海馬 H. angustus、高冠海馬

H. barbouri、傑雅卡海馬 H. jayakari、H. jayakari、棘海馬 H. spinosissimusH. spinosissimus等種類區分開來。有些從刺

海馬 H. histrix分出來的種，例如高冠海馬 H. barbouri，本身就可能是一個複合種系。地理

分布範圍廣大的刺海馬H. histrix (從莫三比克到大溪地島)，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隱蔽種，

也就是形態上完全無法區分，但是在生殖上是獨立的物種種 2。

庫達海馬 H. kuda

相對於刺海馬 H. histrix，庫達海馬 H. kuda則是被廣泛用來指稱在印度太平洋海域中所有

沒有棘的海馬。過去的分類學研究已經指示出庫達海馬 H. kuda有至少15個同種異名117。

相反地，高冠海馬 H. barbouri、圓眼棘海馬 H. borboniensis、H. borboniensis、虎尾海馬H. comes、費氏海

馬 H. fisheri、棕海馬 H. fuscus與大海馬 H. kelloggi則是由庫達海馬 H. kuda複合種系中被

分出來，成為獨立的種。遺傳的資料也指出，阿爾及利亞海馬H. algiricus、南非海馬H. 
capensis、太平洋海馬 H. ingens與吻海馬 H. reidi雖然是庫達海馬 H. kuda的近親，但是明

顯為不同的物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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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海馬

庫達海馬

刺海馬

庫達海馬

刺海馬

西澳海馬

高冠海馬

傑雅卡海馬

棘海馬

刺海馬

高冠海馬

刺海馬

刺海馬

庫達海馬

庫達海馬

高冠海馬

圓眼棘海馬

虎尾海馬

棕海馬

大海馬

庫達海馬

阿爾及利亞海馬

南非海馬

太平洋海馬

吻海馬

庫達海馬

費氏海馬



附錄 E. 各國海馬物種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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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海馬物種的彩色圖例                                                 

膨腹海馬  Hippocampus abdominalis

西澳海馬  Hippocampus angustus

巴氏豆丁海馬 Hippocampus bargibanti

阿爾及利亞海馬 Hippocampus algiricus

高冠海馬   Hippocampus barbouri

圓眼棘海馬 Hippocampus borboni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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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頭海馬 Hippocampus breviceps

南非海馬 Hippocampus capensis

虎尾海馬 Hippocampus comes

駝背海馬  Hippocampus camelopardalis

冠海馬  Hippocampus coro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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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豆丁海馬  Hippocampus denise

費氏海馬  Hippocampus fisheri

長吻海馬  Hippocampus guttulatus

直立海馬 Hippocampus erectus

棕海馬  Hippocampus fuscus

歐洲海馬  Hippocampus hippo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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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海馬 Hippocampus histrix

傑雅卡海馬 Hippocampus jayakari

大海馬 Hippocampus kelloggi

太平洋海馬 Hippocampus ingens

庫達海馬 Hippocampus kuda

���

刺�������� / 海龍科 (Order Gasterosteiformes / Family Syngnathidae)     CITES 附錄 II



利可丹斯坦海馬 Hippocampus lichtensteinii

莫氏海馬 Hippocampus mohnikei

苔海馬 Hippocampus sindonis

夢海馬 Hippocampus minotaur

吻海馬 Hippocampus reidi

棘海馬 Hippocampus spinosissi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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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吻海馬  Hippocampus subelongatus

懷氏海馬 Hippocampus whitei

條紋海馬  Hippocampus zebra

三斑海馬 Hippocampus trimaculatus

小海馬 Hippocampus zost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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