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之大，放眼天下-臺灣遠洋鮪延繩釣漁業混獲海龜海鳥現況 

  本研究室自2008年以來，使用觀察員數據，分析三大洋臺灣鮪延繩釣漁業的海鳥與海龜混獲
狀況，證實海鳥混獲的熱點則是在北太平洋(冬季)(Huang, 2015b)、紐澳外海、以及東南、西南大
西洋，藉由台灣海鳥混獲率估計，推估南大西洋每年混獲海鳥數量約在三千五百到六千隻之間，
特別是南非外海水域情況非常嚴重(Yeh et al., 2013)。有鑑於此，臺灣在2013年於南非外海進行的
避鳥措施試驗也發現，如果能夠採行避鳥繩以及支繩加重，對於減少海鳥混獲有顯著的成效，但
也因為因此也降低長鰭鮪的釣獲率，而成為兩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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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室主要領域之一是「遠洋鮪延繩
釣漁業對海洋生態系中相關物種 (特別是海鳥
與海龜)的衝擊與保育」。臺灣的遠洋延繩釣
漁業自1960年代以開始發展，在1990年代快
速成長，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遠洋漁業國家。
龐大的船隊帶來沉重的資源管理負擔，特別
是延繩釣漁業意外混獲海鳥與海龜更是世界
保育團體關注的焦點。早期台灣缺乏此領域
的研究或公開資訊，更被外界所詬病。本研
究室自2008年以來，在漁業署委託計畫支持
下，藉由觀察員提供的海上紀錄資料與訪談
資訊，深入分析三大洋台灣鮪延繩釣漁業的
海鳥與海龜混獲狀況，估計其混獲率、混獲
數量、及可能衝擊，並探討台灣的保育措施，
希望了解問題，進而降低台灣鮪釣漁業對於
海洋生態系的衝擊(Huang, 2011)。 

圖一、臺灣遠洋鮪釣觀察員觀測水域分佈(Hu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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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從大西洋混獲海龜季節分佈尋找海龜保育熱點(Hua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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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顯示，臺灣延繩釣漁業混獲海龜較高的水域在於大西洋熱帶水域，以大西洋2002年至
2013年共18142筆資料分析，767頭被捕的海龜中，包含革龜(59.8%)，欖蠵龜(27.1%)及赤蠵龜
(8.7%)。當中81.7%的欖蠵龜及82.1%的赤蠵龜的混獲是被魚鉤釣獲，革龜則有44%釣獲，另外
有31.8%被漁線纏繞。各物種之死亡率介於21.4%至57.7%之間。大部分海龜混獲於熱帶海域，
又以幾內亞灣(15°N-10°S, 30°W-10°E)混獲為多，赤蠵龜混獲則發生在南大西洋(25°S - 35°S, 
40°W - 10°E and 30°S - 40°S, 55°W - 45°W)。革龜於熱帶水域的混獲率最高可達每千鉤0.030頭。
欖蠵龜則是每千鉤0至0.010頭。特別赤蠵龜的混獲率在大西洋南、北邊較高，混獲率介於每千
鉤0.0128頭至0.0239頭。由於臺灣延繩釣漁船下鉤深的特點，混獲率較其他沿近海延繩釣低，
然因為較長的作業時數，造成海龜的死亡率相對較高(Huang, 2015a)，相對太平洋的海龜混獲
率比較低，然小型延繩釣海龜混獲率則較高(Huang 2015b)。2013年於大西洋鮪釣船進行圓形釣
鉤試驗，發現圓形鈎與傳統的J型鉤對於海龜的混獲率並無顯著差異，倒是能釣獲較多大目鮪。
同時發現混獲海龜都在最表層兩鉤，因此若能減少淺層釣鉤，將可望降低海龜混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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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談到本研究室有關海洋事務研究的多元化研究，首先針對臺灣本土的海洋環境的相
關議題。所以進行臺灣民眾海洋意識調查、臺灣北部沿岸海灘廢棄物的組成、潛水客對海洋環
境的衝擊與保育意識，以及台灣北部海域漁業資源與經濟效益等相關研究，目前研究重點之一
在於臺灣北部地區漁業動態調查以及海洋保護區規劃，希望能累積資料以及透過漁民訪談，提
供臺灣研近海更具體的保育建議。關懷本土的同時，我們放眼國際。海資所近年有來自吐瓦魯、
越南、印尼、聖露西亞、巴拿馬等多國外籍生，藉由彼此交流與教學相長的過程，能將海洋漁
業事務管理的研究經驗與視角拓展到東南亞國家乃至太平洋島國，近而藉由期刊發表，讓國際
間可以知道吐瓦魯身為島國、印尼之為全球第一大鮪釣國家的管理措施，乃至越南的地方型刺
網經營狀況，對於本國籍學生也是極佳的學術與文化交流。 

時間 演講者 演講題目 

1 2015.11.11 
10:30-12:00 

Phoebe Y. CHEN教授 Widespread splicing changes in brain development and 
aging 

資訊工程學系白敦文老師邀請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Phoebe Y. CHEN教授(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蒞校訪問並
進行專題演講(個人簡歷請參閱連結)，敬邀各位老師同仁及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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