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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門縣政府於1999年12月劃設「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

育區」，但歷年調查範圍侷限於小範圍區域且方法各異，尚難整體掌

握不同齡期稚鱟在潮間帶分布的空間差異。有鑑於此，本年度以每季

一次、夏季每月一次(共計6次) ，於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及古寧頭

鱟保育區內進行大面積稚鱟族群數量分布調查，調查方法採用穿越線

搭配樣框法進行調查。研究期間於兩處潮間帶總計紀錄487隻稚鱟個

體，分別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紀錄337隻稚鱟個體，齡期分布介

於2齡至9齡，齡期結構較為完整；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總計紀錄150

隻稚鱟個體，以3、4齡稚鱟為大宗，齡期結構呈現斷層現象。 

本年度稚鱟棲地環境因子監測主要包括水體鹽度、水體溫度、底

泥pH值以及底泥溫度。為了解稚鱟密度與前述4項環境因子的相關程

度，利用斯皮爾曼等及相關性（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R）進行分

析。分析結果顯示稚鱟密度與海水鹽度及pH值並未達顯著相關，僅海

水溫度(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R=0.243；古寧頭鱟保育區R=0.378)與底

泥溫度(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R=0.258；古寧頭鱟保育區R=0.428)呈現

顯著正相關。綜合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溫度(海水溫度及底泥溫度)是

影響稚鱟密度分布之重要影響因子，稚鱟觀察數量進入夏季隨溫度上

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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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稚鱟族群主要棲地及其時空變化，本研究使用Arc.Map 

10.8.1整合本年度調查之稚鱟族群量進行密度分布繪圖，結果顯示建

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是稚鱟分布熱區區域，特別是雄獅堡潮間帶稚鱟

空間密度明顯高於其他區域，是稚鱟棲息重要環境；建功嶼潮間帶涵

蓋歷年調查樣區之樣點則顯示稚鱟分布熱區集中於歷年未調查過之

區域，且靠近潮間帶逕流水道附近樣點稚鱟密度相對更高。古寧頭鱟

保育區北山東側沙灘近岸樣點區域無淤泥淤積，潮間帶環境良好，是

稚鱟數量較高之區域；南山則發現新的稚鱟分布區域。據此，本研究

確立二處潮間帶之稚鱟族群熱區分別位於雄獅堡潮間帶及北山東側

沙灘。 

兩處潮間帶是稚鱟族群之重要棲息地，然而存在不同程度的棲地

環境改變。舉例而言，沿近海工程建設、互花米草入侵、底質泥濘化、

淤沙、立竿網、廢棄漁具等仍是金門潮間帶面臨的普遍問題。因此，

三棘鱟保育必須仰賴強度更高的漁撈行為管制措施及棲地環境開發

限制政策，防止棲地無限制、無規劃的開發與利用，並提高現有保護

區的管理效益。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1) 訂定三棘鱟調查與監測標準，逐步完成三棘鱟資源普查，建

立整合的科學資料庫，在此基礎上定期執行族群資源調查與

監測，建立生態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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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潮間帶人流管制制度，限制遊客數量或禁止踩踏、進入

潮間帶等相關規範或具體管理措施。 

(3) 針對古寧頭鱟保育區訂定長期管理計畫，除明訂族群調查範

圍與頻率外，更應增加漁撈管制措施，並定期滾動檢討評估

管理成效。 

(4) 建功嶼至雄獅堡潮間帶應規劃新增保護區，盡早保護該區三

棘鱟族群與主要棲地。 

(5) 提高保護管理強度，針對保護區內漁具使用，研擬漁具及漁

期限制措施。 

(6) 「三棘鱟」公民科學家之實踐融入在地高中、大學等通識教

育課程，並積極推動社區科普宣導活動，逐步落實公民參與、

擴展公民科學之保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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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1999年12月成立的「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是屬

於漁業資源保育區的多功能使用區，總面積為7.86平方公里，以三棘

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為保育物種，在保育範圍內投放或除去水產

生物繁殖上所需之保護物或進行學術之研究，除經縣府書面同意之外，

全年禁止於保育區範圍內採捕鱟或從事破壞其棲息地環境之行為。三

棘鱟是全球四種現生鱟種中，唯一分布於臺灣的鱟種，早期於本島西

部沿岸、金門、澎湖、馬祖皆有分布，但隨著沿海經濟的發展，各地

三棘鱟的棲息地受到破壞、族群量大幅下降，現今僅剩金門的部分潮

間帶仍較易發現稚鱟族群的蹤跡（吳，2019）。近年來金門發展觀光

而大量開發沿岸，加上大陸抽砂等因素造成三棘鱟的產卵地與稚鱟棲

地銳減。對金門三棘鱟生態最大的影響當屬水頭碼頭開發案，因水頭

潮間帶是金門三棘鱟稚鱟數量最多的棲地，但碼頭興建致使鱟族群量

明顯減少，因應當時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要求，促使1999年金門

縣政府依據漁業法第44條及45條劃設「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

保育區」 (陳章波，2008；圖1)。金門縣水產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試所)

於1999年起便投入三棘鱟的人工繁殖與放流工作，以增殖野外稚鱟族

群，達到棲地保護與鱟族群復育之目的。隨後於2000年設立金門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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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育展示館（2013年更名「鱟生態文化館」），宣導鱟的科學知識

與歷史文化，輔以實體成鱟的展示，提升民眾對鱟的保育意識。此外，

為瞭解金門縣稚鱟族群量之變化，每年持續投入稚鱟分布及棲地環境

監測，至今已累積多年基礎資料，是金門鱟保育工作推展之重要參考

依據。 

水試所歷年調查計畫結果顯示，金門各潮間帶區域的稚鱟數量均

呈下降趨勢，尤其古寧頭鱟保育區內北山及南山潮間帶的稚鱟族群未

見回復，南山潮間帶從2015年後便再無稚鱟個體的記錄(黃，2013、

2015；楊和黃，2017；吳，2019、2020)。前述結果顯示了古寧頭鱟保

育區內的稚鱟族群未隨保育區設立而成長。近幾年的調查研究亦指出，

建功嶼及雄獅堡潮間帶的稚鱟族群相對較為穩定，可作為未來潛在保

育區規劃之參考（吳，2020）。金門縣各潮間帶稚鱟的族群數歷年均

有所變動，過去雖對有稚鱟分布的潮間帶與微棲地變化進行調查研究，

但古寧頭鱟保育區稚鱟族群之消長是否因整體潮間帶棲地劣化或其

他因素所導致，尚無法提出明確定論（吳，2020）。檢視歷年調查報

告得知，過去的調查樣點主要集中在近岸處，且長年並未對保育區進

行全面調查以確定是否達成管理目標。 

稚鱟在潮間帶的分布與棲地環境相互關係，一直以來缺乏地理資

訊整合之資料，因此無法清楚了解稚鱟族群隨著季節變化是否產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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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分布推移。爰此，本計畫擇定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

及浯江溪口潮間帶（建功嶼至雄獅堡）為調查範圍，進行大面積稚鱟

族群分布與棲地環境調查，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將歷年各測線調查之稚鱟數量進行數化建立

資料庫，套用空間分析工具分析稚鱟分布熱區及時空變化，為現有保

育區範圍及潛在保育區之規劃提供長期比對之基礎資料；最後評析金

門三棘鱟保育管理現況，提供三棘鱟族群保護管理方案建議。 

 

1.2 計畫目標 

1. 完成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及建功嶼潮間帶四季共 6

次的稚鱟分布熱區、稚鱟族群量、齡期結構及棲地環境因子調查。 

2. 透過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工具分析稚鱟於各

潮間帶之熱區分布及微棲地環境之關聯性。 

3. 評析金門三棘鱟保育管理現況，提供鱟族群保護管理方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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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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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三棘鱟 

「鱟」，又稱為馬蹄蟹(Horseshoe Crab)，在分類上屬於節肢動物門

(Arthropoda)、肢口綱(Merostomata)、劍尾目(Xiphosura)、鱟科

(Limulidae)。鱟從四億五千萬年前古生代奧陶紀就已出現，至今仍

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因此又有「活化石」之稱。如圖 2、3 所

示，全球現存的鱟科主要有四種，只有一種分布在美洲，為美洲鱟

（Limulus polyphemus，又稱大西洋鱟）；其他三種均分布於亞洲，

分別為圓尾鱟(Carcinoscorpius rotundicauda)、南方鱟(Tachypleus 

gigas)和三棘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又稱中國鱟)。其中，三棘鱟

分布範圍廣泛而復雜，從較高緯度氣候溫和的日本，穿過中國、臺

灣、香港、菲律賓至低緯度熱帶氣候的越南、汶萊、東馬來西亞及

印度尼西亞均有歷史紀錄（Morton and Lee, 2011）。台灣海域曾經是

三棘鱟分布的熱區，如今僅金門與澎湖較易於野外發現稚鱟個體，

但數量逐漸減少。 

三棘鱟因其背部有三排棘而得名，又因生存於東亞及東南亞，因

此又名東方鱟、中國鱟及日本鱟（水產專訊，2011）。鱟的外觀型態分

為頭胸部（圖 3-A）、腹部（圖 3-A）以及劍尾（圖 3-B）等三部分。

三棘鱟的主要視覺構造由頭胸部上方兩側刺棘上的一對複眼和 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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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眼所組成（圖 3-C），而腹面的中央則為口器，其四周圍繞著六對附

足（肢口綱的特色，圖 4）。成年雌鱟體型會較雄鱟來得大，成年雄鱟

在腹部的外緣具有六對長的沿刺，而雌鱟則是三對長三對短的沿刺

（圖 3-E），此外，雄鱟在頭胸部的前緣具有一個凹陷弧的型態，由背

側觀看則呈雙凹的型態，以及第 2、3 對附足會由鉗狀特化成勾狀（圖

3-D、圖 5、圖 6），以利交配時能攀附在母鱟身上（圖 7）。三棘鱟為

海洋底棲雜食性動物。生活在潮間帶的稚鱟以底質共棲的昆蟲幼蟲

（如搖蚊屬）、多毛類、幼蟹、薄殼雙殼貝、海葵以及端足類等無脊

椎動物為主要的攝食對象。稚鱟也會選擇有機碎屑、海藻和海草作為

食物（Morton et al., 2011，吳，2020）。成鱟對食物沒有選擇性，只要

牠所能觸及的底棲生物及腐植質都能為其所食。除了會以底棲生物為

食外，也會攝食較大型的螺貝類，例如文蛤、蚵等（翁，2012）。   

 

 
圖 2 美洲鱟、圓尾鱟、南方鱟及三棘鱟於全球的分布狀況(擷取自 Morton and 

Le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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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棘鱟 

 

 
南方鱟 

   

圖 3 四種鱟的外型特徵 (擷取自 ERDG, 1995) 

 

美洲鱟 圓尾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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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三棘鱟稚鱟腹側特徵 

 

圖 5 雄鱟與雌鱟頭部特徵的差異 (擷取自 Aini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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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雌鱟與雄鱟第 2、3 對附足型態之差異(擷取自 Horseshoe crab monitoring 

site） 

    

圖 7 雄鱟魚繁殖時會攀附於雌鱟腹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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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棘鱟每年的 4-5 月就會開始上岸產卵，一直持續至 9-10 月，不

同地區會有些許的時間差異，低緯度的族群可能會較高緯度的族群提

早上岸產卵（翁，2012；Mohamad et al., 2019；吳，2020）。成鱟會於

每個月的新月(new moon)及滿月(full moon)滿潮時上岸至潮間帶高潮

線的沙灘地產卵。「產卵場」的底質顆粒粗大、沙石縫隙間寬大，且

通氣良好，能為受精卵提供溫暖、潮溼，又氧氣充足的孵化環境。雌

鱟會分批產卵，通常平均會產下 2-9 窩，而每一窩平均約有 163-2282

顆卵(Mohamad et al., 2019)。在實驗室條件下，三棘鱟於孵化前大約

50 天會在卵膜內經過 4 次脫殼後成為 1 齡幼體，脫殼至第 4 次時為

回轉卵時期。回轉卵時期的胚體已經長成像鱟的體形。剛孵化出的稚

鱟稱之為 1 齡稚鱟。第 1 齡期由其形態看，與成體的鱟相似但劍尾尚

未成形。1 齡稚鱟發育至 2 齡需要 180 天，此時劍尾明顯。日本研究

指出，1 齡稚鱟在第一年不會脫殼，第二年脫殼三次、第三年脫殼 2

次，之後每年脫殼一次(佐藤及惣路，1993)。野外的發育時間與實驗

室條件接近（翁，2012，圖 8）。孵化後的幼體隨後移至產卵場下方的

「孕育場」，繼續在潮間帶的泥灘地上成長一段時間。鱟的成長會透

過脫殼逐漸讓體型增長，每脫殼一次就成長一齡。一般鱟在鱟齡 2 至

15 齡期時期都稱為稚鱟，需歷時 10-15 年左右才能成長至成鱟，並在

淺海海底的沙質地生活（圖 9）。雄、雌鱟成長週期略有差異，雄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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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間經過 14 次脫殼、雌鱟要 14 年間經過 15 次脫殼，方可達到性

成熟。鱟的壽命雖無定論，一般而言，野生的鱟大約可活 20 至 25 年

之久(Tanacredi et al., 2009)。 

圖 8 鱟的生命週期 (擷取自 Morton and Lee, 2011) 

 

 

圖 9 三棘鱟棲地示意圖（吳松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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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棘鱟於亞洲各地所面臨的威脅與現況 

儘管三棘鱟於亞洲的分布範圍廣泛，但由於對產卵場及稚鱟棲息

環境的需求條件較高，最適棲息區域面積相對較小，例如稚鱟偏好沙

質泥灘地(sandy mudflaus)，且一旦底質有所變動，將不利稚鱟生存

(Morton et al., 2011; Laurie et al., 2019)。三棘鱟的產卵區域及稚鱟的

棲地為較接近陸域的近岸潮間帶，因此易受沿海基礎設施建設、海水

養殖、汙染、填海造陸、海砂開採等諸多人為活動影響，造成棲地的

退化或喪失，進而導致族群數量銳減或消失。雖然棲地喪失是目前三

棘鱟消失的最大原因，上岸產卵的成鱟個體數量也逐漸減少，是影響

族群量另一項關鍵因素(Laurie et al., 2019；朱，2020)。亞洲各國三棘

鱟面臨的威脅不盡相同，整合各國調查研究顯示(表 1)，大部分地區

族群分布大幅下降，其生活史各階段均面臨著多重威脅，包括以成鱟

為目標的高價值鱟血試劑醫療市場、甲殼素和卵的食用需求，無管制

的持續捕撈壓力，棲地嚴重退化、喪失等，使得三棘鱟面臨滅絕的危

機。三棘鱟族群銳減逐漸受到許多國家的關注，部分國家已將三棘鱟

列為保育物種。中國福建省於 1993 年將三棘鱟列為省級重點保護物

種， 2004 年廣東省設立三個鱟自然保護區，2021 年更是將三棘鱟列

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陳，2009；Kwan, 2016；李，2018；中國林業

和草原局，2021）。日本於 2006 年將三棘鱟評估為極度瀕危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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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於 2007 年將三棘鱟評估為易危(VU)物種(Laurie et al., 2019)，

2019 年 IUCN 更是將三棘鱟由資料不足(DD)改列為瀕危物種(EN)。

臺灣早在 1999 年已於金門劃設「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

區」，但目前未被列入保育類物種，管理策略有待評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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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亞洲各個國家三棘鱟的過往與現況 

國家 過往盛況 現今狀況 威脅 

日本 

(SekiGchi, 1988; 

Tanacredi et al., 2009; 

Laurie et al., 2019) 

曾經於瀨戶內海的海岸大量出

現。 

1930 年至 1994 年間，80%的棲地消失。1970 年

至 2000 年間，稚鱟族群減少了 40%。 

2006 年被評估為極度瀕危的物種。 

日本沒有三棘鱟的漁業活動，因此主要的威脅來自

海岸開發及環境污染，導致產卵場及稚鱟棲地惡化

或消失。 

中國 

（廖，2001；陳，

2009；翁，2012；

Laurie et al., 2019，

朱，2020） 

歷史上，曾廣泛分布於長江口

以南的東海和南海海域，最北

達舟山群島的岱山，最南分布

於北部灣海域，大規模產卵事

件是一種常見的景象。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間，潮間帶急遽縮小。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潮間帶面積減少約

66%，三棘鱟的棲地嚴重退化。2006 年至 2010

年針對中國境內 27 個產卵場進行調查，均沒有

觀察到上岸產卵個體，並且僅在其中 6 個地點

發現了些許稚鱟個體，這意味著棲息地利用率

下降了 88%。於 2004 年被評估為瀕危物種。 

在中國，三棘鱟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經濟物種，其殼

可被作為甲殼素的原料，肉供為食用，血液則可被供

為生物醫藥產業利用，因此導致被大量的捕捉。直至

2011 年，廣西政府仍持續在北部灣推廣三棘鱟的漁

業。除大量捕捉外，為因應大量人口及快速的經濟發

展，填海造陸、海岸開發及隨之而來的環境汙染，導

致棲地嚴重退化及消失。 

臺灣 

（陳，2009；楊和

黃，2017；Laurie et 

al., 2019；吳，2019、

2020；台江國家公

園，2022） 

曾經廣泛分布於台灣海域，本

島西海岸及北海岸、澎湖及金

門過往均可見大量稚鱟於潮間

帶上。 

臺灣本島的自然海岸線至今已經消失了 55%。

自 1960 年代以來，本島完全沒有紀錄到成鱟上

岸產卵，金門則只有零星紀錄。至今除金門仍

有存續的稚鱟族群外，於新竹香山、嘉義布袋

及澎湖偶有零星稚鱟個體出現。2022 年於臺南

的台江濕地再次發現一隻稚鱟個體。 

因填海造陸、沿海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導致台灣本

島的棲地大量消失。金門目前也面臨海岸開發、潮下

帶疏浚及海砂抽取等問題，三棘鱟的產卵場及稚鱟

棲地正逐漸被破壞。 

香港 

(Shin et al., 2009；

Morton et al., 2011；

曾經在香港廣泛分布且數量眾

多。 

1980 年代之前，香港的三棘鱟族群仍繁盛，但

到了 1990 年代初，已從大部分的分布範圍內消

失。香港海域潮間帶上的稚鱟數量在 2002-2009

過度捕撈以供應生物醫學產業。海岸開發及隨之而

來的環境汙染，都導致棲地嚴重退化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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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 et al., 2016；

Laurie et al., 2019；

朱，2020) 

年的 7 年間减少了九成。根據 2012 年和 2014

年的稚鱟資源分布調查，顯示目前香港僅有後

海灣和東涌灣沿岸存在小而分散的稚鱟群體，

且低齡的稚鱟相對較少，表示低齡期的稚鱟較

脆弱，局部滅绝的可能性高。 

越南 

(Laurie et al., 2019) 

1980 年代之前在越南沿海，至

少在芽莊南部都可以發現三棘

鱟的主要集中地。 

於 1990-2007 年間，越南的三棘鱟數量和分布

面積均下降了 50%，漁業捕撈量下降了 20%。

2007 年三棘鱟在越南被評估為易危(VU)物種。 

越南中部沿海省份的海岸自 1999 年以來通過蝦養

殖、旅遊基礎設施建設及採砂，已經破壞了數千公頃

的生態系統，使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嚴重削弱。三棘

鱟在越南是一種合法可開採的資源，過度捕撈以供

應中國的生物醫學產業及滿足中國消費者的需求，

嚴重導致族群量下降。 

菲律賓 

(Laurie et al., 2019) 

曾經廣泛分布於整個蘇綠海

(Sulu Sea) 

在 2000 年之前的幾十年裡，三棘鱟的數量顯著

下降。2001 年和 2002 年的調查顯示，在巴拉望

島仍有少量稚鱟族群存在。 

由於棲地接近人口中心，因此受人類活動嚴重影響，

再加上沿海建設及採砂的威脅，棲地嚴重破壞。 

馬來西亞 

(Mohamad et al., 2019; 

Laurie et al., 2019) 

 

研究起步較晚，因此沒有歷史

資料。 

目前僅在婆羅洲的沙巴 (Sabah) 及砂拉越

(Sarawak)仍有低密度的族群存在。對三棘鱟族

群的系统研究起步較晚，尚未對其進行瀕危等

级評估。 

鱟是馬來西亞貧困漁民的重要收入來源，也是他們

重要的食物來源。根據漁民的報告，三棘鱟的數量正

在減少，且性別比(OSR)雄性有偏高的跡象，指出當

地漁民對成鱟進行了選擇性的捕撈，偏好捕食上岸

產卵的雌鱟。沿海建設與開發，也導致棲地嚴重破碎

化及消失。 

文萊 研究起步較晚，因此沒有歷史

資料。 

正式研究剛剛開始，因此無法獲得族群、棲息

地和威脅數據。 

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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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 

(Laurie et al., 2019; 

Meilana et al., 2021) 

 

研究起步較晚，因此沒有歷史

資料。 

在爪哇島北部海岸的渔民走訪調查數據表明當

地三棘鱟的捕獲量正在下降。於 2021 年的一篇

研究顯示，於婆羅洲島東邊的巴里巴半

(Balikpapan)沿海仍有少量至鱟個體。 

由於棲地靠近人口中心，加上沿海開發工程，嚴重影

響三棘鱟的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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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臺灣三棘鱟分布現況 

臺灣三棘鱟曾在沿海濕地繁衍生息，主要遍布臺灣本島北海岸以

及西海岸，但目前只在少數地區生存 (Hsieh & Chen, 2009；圖 10)。

隨著海岸開發及環境污染造成潮間帶棲地破壞，加上過度捕撈之壓力，

三棘鱟已非常稀少。時至今日，除了新竹香山、嘉義布袋和連江縣清

水濕地有零星稚鱟個體新聞報導外，在台灣僅剩澎湖縣跟金門縣有較

多稚鱟族群，也有成鱟穩定上岸產卵紀錄(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2022)。亦有研究指出，自 1960 年代以來在台灣本島的潮間帶，沒有

成鱟上岸產卵記錄，稚鱟種群較為豐富的金門島，也只有零散的成鱟

上岸紀錄 (Hsieh & Chen, 2015)。  

圖 10 三棘鱟在臺灣過往與現今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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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金門歷年三棘鱟族群調查 

金門縣政府自 2013 年持續對金門潮間帶稚鱟族群進行調查與監

測，至 2020 年金門水試所完成了 6 次委託研究，相關調查成果彙整

如表 2、表 3、表 4 及圖 11。各調查報告顯示多數潮間帶稚鱟族群量

皆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然而，比對各年度調查報告發現，多數研究報

告之調查範圍侷限於高潮帶局部範圍，再從高潮帶往低潮帶設定 3 到

4 條不等測線，每條測線長約 100 公尺，並設定 3 個測點以 2m×2m

採樣方框進行觀察與計數。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之調查方法雖以相

同測線規劃，卻是沿測線左右各 1 公尺之範圍內連續計算，顯見不同

報告之調查方法不同，更缺乏相同標準之量化指標可供評估。 

 

表 2 金門水試所歷年稚鱟分布調查地點 

年度 調查地點 

2013 青嶼 西園 洋

山 

瓊林 南山 北山 建功嶼 浯江溪口 - 上林 埔頭 

2015 青嶼 西園 - 瓊林 南山 北山 建功嶼 浯江溪口 - 上林 埔頭 

2017 - 西園 - - 南山 北山 建功嶼  雄獅堡 上林 埔頭 

2019 - 西園 - - 南山 北山 建功嶼 - 雄獅堡 上林 埔頭 

2020 - 西園 - - - - 建功嶼 - 雄獅堡 上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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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門水試所歷年稚鱟族群調查結果 

年份 計畫名稱 調查方法 調查結果 

2013 

金門縣沿海域潮間

帶稚鱟生態環境調

查報告 

➢ 調查時間：6~11 月。 

➢ 普查：採用 Zig Zag 型大面積的普

查。 

➢ 稚鱟族群量調查： 

⚫ 每個樣站設置 4 條穿越線，每條穿

越線設置 3 個 2m×2m 的採樣框。 

⚫ 每個樣站總採樣面積為 48m2。 

➢ 水溫介於 19.9~37.3℃時，可記錄到稚鱟族群(未統計

分析)。 

➢ 稚鱟族群普查豐度由高至低，依序是建功嶼 750 隻、

北山 305 隻、西園 210 隻、埔頭 112 隻、上林 58

隻，南山 16 隻。 

➢ 第一次於烈嶼鄉上林測站、埔頭測站發現記錄稚鱟。 

➢ 夏墅成鱟產卵場的調查，未發現成鱟產卵蹤跡。 

2015 

金門縣北山等 9 處

潮間帶稚鱟與生物

多樣性資源調查 

➢ 調查時間：5~12 月。 

➢ 稚鱟族群量調查： 

⚫ 每個樣站設置 4 條穿越線，每條穿

越線設置 3 個 2m×2m 的採樣框。 

⚫ 每個樣站總採樣面積為 48m2。 

➢ 總共紀錄 2197 隻，建功嶼 467 隻、北山 289 隻、西

園 69 隻、上林 774 隻、埔頭 598 隻。 

➢ 族群數量與環境因子相關性:pH 正，鹽度負相關 

(PCA)。 

➢ 溫度升高且鹽度介於本次調查中平均數 29.55 psu ± 

3.93 psu 時的環境條件下，較適合稚鱟族群與其共棲

生物於表層的活動。 

2017 

金門縣潮間帶稚鱟

與生物多樣性資源

調查 

➢ 調查時間：6~11 月。 

➢ 稚鱟族群量調查： 

⚫ 每個樣站設置 3 條穿越線，每條穿

越線設置 3 個 2m×2m 的採樣框， 

➢ 總共紀錄 189 隻，建功嶼測站共捕獲 34 隻、雄獅堡

測站 23 隻、北山測站 15 隻、南山測站 0 隻、西園測

站 79 隻、上林測站 24 隻、埔頭測站 11 隻。 

➢ 南山、北山有機質含量及含水量過高棲地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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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樣站總採樣面積為 36m2。 ➢ 族群數量與環境因子相關性:水溫、泥溫、PH 顯著正

相關。但以上三者應該僅為季節性變化。 

2019 

金門縣潮間帶稚鱟

與生物多樣性資源

監測 

➢ 調查時間：3、5、7、9、11 月。 

➢ 稚鱟族群量調查： 

⚫ 每個樣站設置 3 條穿越線，每條穿

越線設置 3 個 2m×2m 的採樣框 

⚫ 每個樣站總採樣面積為 36m2。 

➢ 總計記錄 171 隻，建功嶼 61 隻、西園 48 隻、雄獅堡

34 隻、上林 14 隻、北山 12 隻、埔頭 2 隻，南山則

無記錄。 

➢ 稚鱟密度與水溫、底泥溫度、粒徑大小互為低度正相

關(RS)。 

➢ 棲地劣化的主要原因:潮間帶大量淤泥堆積和互花米

草入侵。 

2020 

金門縣潮間帶稚鱟

族群與棲地環境調

查 

➢ 調查時間：2020.09~2021.05 月。 

➢ 稚鱟族群量調查： 

⚫ 每個樣站設置 5 條穿越線，每條穿

越線為 100 公尺，沿穿越線左右各 1

公尺為調查範圍 

⚫ 每個樣站總採樣面積為 1000 m2。 

⚫ 西園第 1 和第 2 穿越線 50 公尺，總

採樣面積為 800 m2。 

➢ 總共記錄 1887 隻，其中以雄獅堡潮間帶採獲數量最

高，達 1194 隻次。 

➢ 建功嶼潮間帶的稚鱟族群在四處潮間帶當中數量最

低。 

➢ 稚鱟密度與水溫、底質溫度以及粒徑中值等三項因子

互為正相關(RS)。 

➢ 底質溫度、粒徑組成和有機質含量是影響稚鱟活動的

主要因子(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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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過往金門水試所委託三棘鱟主要相關調查研究 

地點 年份 水體溫度 

(℃) 

水體鹽度 

(PPT) 

底質溫度 

(℃) 

底質 PH 值 稚鱟密度 

(隻次/m2/月) 

青嶼 2013 23.5~30.5 25.6~31.6 - - 普查發現 2 隻 

2015 14.6~32.8 25.1~34.4 - 7.49~8.62 0 

西園 2013 26.7~33.5 27.3~31.3 - - 普查發現 210 隻 

2015 15.0~31.7 25.5~33.9 - 7.83~8.39 0.18 

2017 25.6~40.3 34.3~36.2 24.4~35.3 7.80~8.41 0.37 

2019 25.9~36.6 34.2~38.3 23.4~34.7 7.55~8.33 0.27 

2020 16.6~32.8 31.4~35.5 14.6~31.5 7.43~8.22 0.02 

洋山 2013 26.3~36.2 28.4~33.3 - - 0 

瓊林 2013 21.6~32.1 24.1~30.1 - - 0.01 

2015 14.7~32.0 25.6~33.9 - 8.05~8.23 0 

南山 2013 25.6~31.9 27.1~29.7 - - 普查發現 16 隻 

2015 17.6~31.9 25.3~33.5 - 8.00~8.33 0 

2017 24.2~37.6 31.7~36.2 23.9~33.3 7.40~8.20 0 

2019 17.7~31.3 31.0~34.3 18.6~30.8 7.19~7.95 0 

北山 2013 26.7~31.6 18.4~29.4 - - 普查發現 305 隻 

2015 23.8~32.8 25.3~34.2 - 7.48~8.37 0.75 

2017 23.6~37.6 31.1~36.0 23.4~30.9 7.20~8.08 0.07 

2019 13.4~34.8 32.8~36.7 14.8~30.5 7.20~8.03 0.07 

建功嶼 2013 26.3~30.8 25.9~32.2 - - 普查發現 75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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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4.5~31.1 24.5~33.1 - 7.80~8.61 1.22 

2017 25.6~39.7 33.5~39 23.2~35 7.88~8.10 0.16 

2019 25.3~36.9 31.5~40.7 23.4~33.8 7.59~8.16 0.34 

2020 15.7~31.4 27.3~39.9 14.5~28.9 7.60~8.760 0.01 

浯江溪口 2013 23.3~30.6 25.2~32.3 - - 0 

2015 14.7~32.8 24.3~32.5 - 7.69~8.30 0 

雄獅堡 2017 28.8~39.0 26.9~33.4 24.5~34.7 8.00~8.10 0.11 

2019 22.7~35.6 29.1~34.2 19.1~31.2 7.64~8.00 0.19 

2020 16.6~32.7 29.8~36.8 14.9~32.2 6.92~8.73 0.08 

上林 2013 19.8~32.0 26.5~32.0 - - 普查發現 56 隻 

2015 20.9~30.0 18.4~33.0 - 8.24~8.65 2.02 

2017 24.0~36.9 30.4~34.9 22.6~34 7.21~7.55 0.11 

2019 31.2~35.3 18.9~33.5 17.8~30.4 7.64~8.39 0.08 

2020 15.0~34.9 30.5~34.6 12.4~32.8 7.83~8.52 0.02 

埔頭 2013 20.0~36.6 25.7~30.6 - - 普查發現 112 隻 

2015 20.2~31.4 17.0~33.8 - 7.97~8.76 1.56 

2017 27.7~39.6 29.0~34.1 25.4~37.7 7.91~8.26 0.05 

2019 20.1~36.9 30.8~34.8 19.7~34.1 7.72~8.8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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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金門水試所歷年稚鱟分布調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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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稚鱟空間分布密度分析 

國內海洋保護區多數缺乏長期而可比較之監測數據可供評估管

理成效。以彰化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區為例，2006 年至 2020 年間雖

僅有 5 次調整報告可供參考，但利用 GIS 系統彙整後之空間分析結

果顯示，螻蛄蝦密度分布最高之熱區並非在現有保護區內，反而落在

兩保護區間之非管制區域。此一結果顯示保護物種之量化指標若經標

準化處理及時空變化分析後，可做為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通盤檢討之

依據，保護區範圍及管理措施更應有滾動修正檢討機制(Hung et al., 

2021)。 

本研究蒐集歷年三棘鱟調查報告得知，所有報告皆以各測線或點

位數量以表格方式呈現，尚無利用 GIS 系統分析空間分帶熱區，因此

本研究參考 Huang et al. (2021)之螻蛄蝦個體密度時空分析方法，比較

金門各潮間帶及現有鱟保護區之稚鱟密度分布差異，亦做為後續保育

管理計畫推動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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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材料與方法 

3.1 調查地點 

本年度於稚鱟分布熱區區域之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以及古寧

頭西北海域鱟保育區(以下簡稱鱟保育區)等兩處潮間帶進行大面積

稚鱟族群分布調查。以高潮線為基準向海方向設置穿越線及60個樣

點(每個潮間帶分別設置30個樣點)，並於本年度2月進行現勘，根據

潮間帶實際現況適度調整，取得正式調查樣點之經緯度座標。調查

樣點均使用手持式衛星定位儀(GPS)記錄經緯度座標(WGS84)，如表

5所示。 

本研究於第二季(5月)基於實際調查經驗、稚鱟出現點位或安全

考量調整部分調查樣點：建功嶼新增發現稚鱟個體之兩處調查樣點，

即J31、J32；古寧頭鱟保育區於北山潮間帶發現新的稚鱟棲息環境，

新增G31、G32兩處調查樣點，再將原安岐G27、G28移至此調查區

域；同時因採樣作業進行困難，適度調整G23、G24調查樣點。第三

季(7月)安岐潮間帶於兩次大潮乾潮並未退至調查樣點區域，無法進

行調查，且此潮間帶淺灘面積狹小，底質砂礫粗糙、偏硬，經評估

此環境較不宜稚鱟棲息，故取消G25、G26、G29、G30等4處樣點。

調整後建功嶼至雄獅堡潮間帶總計32個調查樣點，古寧頭鱟保育區

總計28個調查樣點，兩處潮間帶合計60個調查樣點(圖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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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潮間帶之採樣點之座標位點 

潮

間

帶 

樣點編號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第四季 

緯度 經度 緯度 經度 緯度 經度 

建

功

嶼

至

雄

獅

堡 

J01 N24°25'38.3" E118°18'22.6" N24°25'38.3" E118°18'22.6" N24°25'38.3" E118°18'22.6" 

J02 N24°25'41.1" E118°18'24.6" N24°25'41.1" E118°18'24.6" N24°25'41.1" E118°18'24.6" 

J03 N24°25'43.3" E118°18'26.2" N24°25'43.3" E118°18'26.2" N24°25'43.3" E118°18'26.2" 

J04 N24°25'39.1" E118°18'06.2" N24°25'39.1" E118°18'06.2" N24°25'39.1" E118°18'06.2" 

J05 N24°25'37.4" E118°18'16.0" N24°25'37.4" E118°18'16.0" N24°25'37.4" E118°18'16.0" 

J06 N24°25'40.1" E118°18'18.0" N24°25'40.1" E118°18'18.0" N24°25'40.1" E118°18'18.0" 

J07 N24°25'43.1" E118°18'20.2" N24°25'43.1" E118°18'20.2" N24°25'43.1" E118°18'20.2" 

J08 N24°25'45.7" E118°18'22.3" N24°25'45.7" E118°18'22.3" N24°25'45.7" E118°18'22.3" 

J09 N24°25'48.2" E118°18'24.1" N24°25'48.2" E118°18'24.1" N24°25'48.2" E118°18'24.1" 

J10 N24°25'51.7" E118°18'27.1" N24°25'51.7" E118°18'27.1" N24°25'51.7" E118°18'27.1" 

J11 N24°25'54.5" E118°18'29.0" N24°25'54.5" E118°18'29.0" N24°25'54.5" E118°18'29.0" 

J12 N24°25'57.6" E118°18'31.2" N24°25'57.6" E118°18'31.2" N24°25'57.6" E118°18'31.2" 

J13 N24°25'39.1" E118°18'11.8" N24°25'39.1" E118°18'11.8" N24°25'39.1" E118°18'11.8" 

J14 N24°25'42.0" E118°18'14.0" N24°25'42.0" E118°18'14.0" N24°25'42.0" E118°18'14.0" 

J15 N24°25'44.9" E118°18'16.3" N24°25'44.9" E118°18'16.3" N24°25'44.9" E118°18'16.3" 

J16 N24°25'47.4" E118°18'18.3" N24°25'47.4" E118°18'18.3" N24°25'47.4" E118°18'18.3" 

J17 N24°25'50.1" E118°18'20.5" N24°25'50.1" E118°18'20.5" N24°25'50.1" E118°1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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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8 N24°25'53.7" E118°18'23.5" N24°25'53.7" E118°18'23.5" N24°25'53.7" E118°18'23.5" 

J19 N24°25'56.1" E118°18'25.3" N24°25'56.1" E118°18'25.3" N24°25'56.1" E118°18'25.3" 

J20 N24°25'58.6" E118°18'27.4" N24°25'58.6" E118°18'27.4" N24°25'58.6" E118°18'27.4" 

J21 N24°25'41.1" E118°18'07.7" N24°25'41.1" E118°18'07.7" N24°25'41.1" E118°18'07.7" 

J22 N24°25'44.2" E118°18'10.4" N24°25'44.2" E118°18'10.4" N24°25'44.2" E118°18'10.4" 

J23 N24°25'47.4" E118°18'12.7" N24°25'47.4" E118°18'12.7" N24°25'47.4" E118°18'12.7" 

J24 N24°25'49.9" E118°18'15.0" N24°25'49.9" E118°18'15.0" N24°25'49.9" E118°18'15.0" 

J25 N24°25'52.3" E118°18'17.1" N24°25'52.3" E118°18'17.1" N24°25'52.3" E118°18'17.1" 

J26 N24°25'56.6" E118°18'20.0" N24°25'56.6" E118°18'20.0" N24°25'56.6" E118°18'20.0" 

J27 N24°25'58.1" E118°18'21.8" N24°25'58.1" E118°18'21.8" N24°25'58.1" E118°18'21.8" 

J28 N24°26'00.1" E118°18'23.1" N24°26'00.1" E118°18'23.1" N24°26'00.1" E118°18'23.1" 

J29 N24°25'52.4" E118°18'11.1" N24°25'52.4" E118°18'11.1" N24°25'52.4" E118°18'11.1" 

J30 N24°25'57.5" E118°18'16.4" N24°25'57.5" E118°18'16.4" N24°25'57.5" E118°18'16.4" 

J31*   N24°25'44.6" E118°18'03.0" N24°25'44.6" E118°18'03.0" 

J32*   N24°25'48.5" E118°18'04.3" N24°25'48.5" E118°18'04.3" 

古

寧

頭

鱟

保

育

區 

G01 N24°28'28.6" E118°17'15.4" N24°28'28.6" E118°17'15.4" N24°28'28.6" E118°17'15.4" 

G02 N24°28'38.2" E118°17'15.4" N24°28'38.2" E118°17'15.4" N24°28'38.2" E118°17'15.4" 

G03 N24°28'51.4" E118°17'15.3" N24°28'51.4" E118°17'15.3" N24°28'51.4" E118°17'15.3" 

G04* N24°29'03.8" E118°17'59.0" N24°29'03.2" E118°18'00.5" N24°29'03.2" E118°18'00.5" 

G05 N24°28'38.1" E118°17'28.9" N24°28'38.1" E118°17'28.9" N24°28'38.1" E118°17'28.9" 

G06 N24°28'51.3" E118°17'28.9" N24°28'51.3" E118°17'28.9" N24°28'51.3" E118°17'28.9" 

G07 N24°29'03.7" E118°17'29.1" N24°29'03.7" E118°17'29.1" N24°29'03.7" E118°1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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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8 N24°29'07.1" E118°17'26.4" N24°29'07.1" E118°17'26.4" N24°29'07.1" E118°17'26.4" 

G09 N24°29'11.8" E118°17'57.6" N24°29'11.8" E118°17'57.6" N24°29'11.8" E118°17'57.6" 

G10 N24°28'52.1" E118°17'48.0" N24°28'52.1" E118°17'48.0" N24°28'52.1" E118°17'48.0" 

G11 N24°29'03.7" E118°17'46.3" N24°29'03.7" E118°17'46.3" N24°29'03.7" E118°17'46.3" 

G12 N24°29'12.9" E118°17'47.2" N24°29'12.9" E118°17'47.2" N24°29'12.9" E118°17'47.2" 

G13 N24°29'16.6" E118°17'52.4" N24°29'16.6" E118°17'52.4" N24°29'16.6" E118°17'52.4" 

G14 N24°29'13.1" E118°18'16.4" N24°29'13.1" E118°18'16.4" N24°29'13.1" E118°18'16.4" 

G15 N24°29'23.0" E118°18'16.8" N24°29'23.0" E118°18'16.8" N24°29'23.0" E118°18'16.8" 

G16 N24°29'29.9" E118°18'16.6" N24°29'29.9" E118°18'16.6" N24°29'29.9" E118°18'16.6" 

G17 N24°29'15.1" E118°18'25.6" N24°29'15.1" E118°18'25.6" N24°29'15.1" E118°18'25.6" 

G18 N24°29'23.5" E118°18'26.1" N24°29'23.5" E118°18'26.1" N24°29'23.5" E118°18'26.1" 

G19 N24°29'30.8" E118°18'22.9" N24°29'30.8" E118°18'22.9" N24°29'30.8" E118°18'22.9" 

G20 N24°29'15.7" E118°18'29.9" N24°29'15.7" E118°18'29.9" N24°29'15.7" E118°18'29.9" 

G21 N24°29'23.6" E118°18'30.9" N24°29'23.6" E118°18'30.9" N24°29'23.6" E118°18'30.9" 

G22 N24°29'30.2" E118°18'25.7" N24°29'30.2" E118°18'25.7" N24°29'30.2" E118°18'25.7" 

G23* N24°29'25.5" E118°18'40.9" N24°29'18.9" E118°18'35.5" N24°29'18.9" E118°18'35.5" 

G24* N24°29'24.1" E118°18'46.2" N24°29'24.1" E118°18'46.5" N24°29'24.1" E118°18'46.5" 

G25** N24°28'51.4" E118°19'35.6" N24°28'51.4" E118°19'35.6"   

G26** N24°28'52.1" E118°19'36.5" N24°28'52.1" E118°19'36.5"   

G27* N24°28'54.5" E118°19'29.9" N24°29'20.3" E118°18'34.6" N24°29'20.3" E118°18'34.6" 

G28* N24°28'56.0" E118°19'31.3" N 24°29'20.8" E118°18'33.7" N 24°29'20.8" E118°18'33.7" 

G29** N24°28'43.8" E118°19'43.9" N24°28'43.8" E118°1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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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0** N24°28'45.2" E118°19'44.3" N24°28'45.2" E118°19'44.3"   

G31*   N24°29'22.1"  E118°18'32.7" N24°29'22.1"  E118°18'32.7" 

G32*   N24°29'14.0"  E118°18'18.2" N24°29'14.0"  E118°18'18.2" 

註：*於第二季(5 月)調整或增加之調查樣點   **於第三季(7 月)刪除之調查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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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建功嶼至雄獅堡潮間帶第一季之調查樣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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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建功嶼至雄獅堡潮間帶第二、三、四季之調查樣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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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第一季之調查樣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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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第二季(5 月)與第三季(6 月)之調查樣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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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古寧頭鱟保育區第三季(7、8 月)與第四季(10 月)之調查樣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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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稚鱟族群數量調查 

(1)調查時間 

本年度四季共計進行 6 次調查，於稚鱟出沒高峰的夏季，調查增

為每月一次，分別為 3 月、5 月、6 月、7 月、8 月以及 10 月。 每次

調查時間安排在大潮前後，並依潮汐時間表規劃，採最低潮前 2 小時

至最低潮後 2 小時內進行調查。 

(2)調查方法 

調查採穿越線搭配定點設置樣框調查法，如圖 12-13 所示，建功

嶼—雄獅堡潮間帶由高潮線至低潮線設置間隔約 200 公尺的穿越線

(根據潮間帶實際現況適度調整穿越線長度) ，每條穿越線間隔 200 公

尺設立調查樣點，使用 GPS 進行座標定位。古寧頭鱟保育區海域分

布面積廣，大部分潮間帶為石蚵養殖區，且淤泥、積沙嚴重。因此根

據潮間帶分布現況，初步以海岸沙灘泥沙交接處向北至低潮線設置穿

越線，再以每 400~500 公尺為間隔設置樣點，直到最低潮線(圖 15-

16)。在此基礎上，調查人員實地走訪潮間帶，再依潮間帶實際現況以

及棲地環境適度調整調查樣點，並於每個調查樣點設立 4m2(2m×2m)

的採樣方框進行稚鱟族群數量調查(圖 17a)。 

調查過程中均以 GPS 儀器引導至定位樣點，觀察並蒐集 4m2樣

框範圍內的稚鱟個體，再以游標尺量測所有稚鱟之頭胸甲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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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b），並記錄稚鱟數量，完成後稚鱟進行原地野放。本次調查之稚

鱟分齡係參照成勇生(2004)之分齡法進行(表 6)。 

 

表 6 稚鱟分齡與頭胸甲寬對照表(資料來源:金門水產試驗所，2020) 

 

 

圖 17 蒐集 4m2樣框(a)內之稚鱟及游標尺量測稚鱟之頭胸甲寬(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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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棲地水文環境調查 

棲地水文調查與稚鱟族群數量調查同時進行，分別於 3 月、5 月、

6 月、7 月、8 月以及 10 月，共進行 6 次調查。棲地水文調查使用水

質儀測量每個樣點之表層水體溫度、鹽度以及底泥溫度、pH 值。如

遇調查樣點表層無水體，調查人員會往下挖約 5~10 公分左右的洞使

底質的水滲出，以測量水體溫度。 

3.4 資料分析 

(1) 空間分析 

本研究利用地理資訊系統ArcGIS軟體整合本年度調查之稚鱟族

群量進行數化，進一步套用空間分析工具中的自然鄰點內插法(Nature 

Neighbor Interpolation)分析稚鱟數量分布熱區之空間變化。自然鄰點

內插法是指，在相鄰樣點間規劃等間距之新點位，再由新點位對照周

圍鄰近上下左右樣點的稚鱟數量值估算內插值。本研究即以內插後之

相對密度高值區域定義為稚鱟分布熱區。 

(2)統計分析 

本研究利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析稚鱟密度與海水鹽度和溫度、底泥 pH、底泥溫度等

四項環境因子間的相關性，P值<0.05標示達到9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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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流程 

 

 

圖 18 研究流程圖 

 

背景及文獻資料蒐集 

現勘－確認樣點位置 

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資料整理 

資料分析 

現況研析與探討－提出對策建議等 

現地調查 

1.分布熱區調查   2.族群量、齡期結構、棲地水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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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 

4.1 潮間帶棲地環境概況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位於金門西海岸，由建功嶼潮間帶向東貫

穿夏墅、浯江溪口至雄獅堡海域(圖19)。建功嶼潮間帶以淺泥灘為主，

浯江溪口淤泥淤積嚴重，分布紅樹林、護花米草等海岸植物，且紅樹

林呈現向建功嶼潮間帶、入海水道(潮溝)擴張之趨勢。浯江溪口於2021

年進行大面積機具移除互花米草工程，底質遭大型機具嚴重擾動，棲

地破壞嚴重（附錄一）。浯江溪口至雄獅堡之間的潮間帶底質較硬且

黏性高。雄獅堡海岸沙灘面積較窄，高潮線為泥沙交界處，向海至低

潮帶分布廣泛泥灘地。其中近岸高潮線部分調查樣點粗泥淤積約30-

40公分不易行走；低潮帶為底質較硬的砂質區域，蚵田內外分布立竿

網以及長年荒廢的石條與漁具，且部分區域特別是調查範圍的西側與

北側積沙嚴重。 

古寧頭鱟保育區位於金門島之西北方，範圍由南山林道延伸至安

岐海域之潮間帶與部分海域，總面積為7.86平方公里(圖20)。南北山

海岸地形以沙灘為主，面積狹窄，北山斷崖附近分布小範圍礁岩。高

潮帶分布寬廣泥灘地，底質泥濘，淤泥淤積約50-60公分，不易行走；

中低潮帶是金門最大面積的石蚵養殖區，石蚵養殖區內淤泥淤積嚴重；

低潮帶底質以粗硬砂質為主，其中北山低潮帶積沙嚴重形成幾處沙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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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低潮帶之潮間帶是立竿網、籠具或一支釣等漁業活動主要區域，

亦是廢棄漁具集中區域（附錄二，附錄三）。調查過程中發現本年度

樣點G03周圍為螻蛄蝦採捕區域，為數不少的釣客會前往採捕螻蛄蝦

(附錄四)。使用GPS初步定位判斷螻蛄蝦採捕區域緊鄰保護區西側邊

界線，儘管如此，螻蛄蝦採捕活動對底質環境擾動非常大，可能會影

響底棲動物移動與覓食，進而造成底棲自然系統之破壞。安岐海域海

岸地形以沙灘為主，沿海岸線布有軍防設施—軌條砦。安岐潮間帶範

圍狹小，底質粗硬，低潮線則多為垂掛式的蚵田與廢棄立竿網(各潮間

帶之當地名稱與範圍詳如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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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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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古寧頭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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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棘鱟稚鱟族群量調查 

本年度調查期間於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及古寧頭鱟保育區內

進行6次大面積稚鱟族群數量分布調查。兩處潮間帶均以定點設置採

樣框進行調查，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調查樣點編號為J01-J32，古寧

頭鱟保育區潮間帶調查樣點編號為G01-G32(第三季7月始取消G25、

G26、 G29、 G30等4處樣點)。 

調查結果顯示，本年度於兩處潮間帶總共計紀錄487隻稚鱟個體，

分別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總計紀錄337隻稚鱟個體；古寧頭鱟保

育區潮間帶總計紀錄150隻稚鱟個體，鱟齡分布均介於2齡至9齡。各

潮間帶稚鱟族群量與發現並記錄稚鱟調查樣點詳見表7–表12、圖31-

32，調查結果詳述如下: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第一季(3月)於雄獅堡部分調查樣點總計

紀錄7隻稚鱟個體，分別為5齡稚鱟3隻、6齡稚鱟2隻、7齡稚鱟1隻、8

齡稚鱟1隻；第二季(5月) 總計紀錄15隻稚鱟，分別為5齡稚鱟2隻、6

齡稚鱟3隻、7齡稚鱟8隻、8齡稚鱟2隻；第三季於大多數調查樣點均

有紀錄至鱟個體。第三季(6月) 總計紀錄93隻稚鱟，分別為3齡稚鱟22

隻、4齡稚鱟7隻、5齡稚鱟22隻、6齡稚鱟9隻、7齡稚鱟25隻、8齡稚鱟

7隻、9齡稚鱟1隻；第三季(7月) 總計紀錄101隻稚鱟，分別為3齡稚鱟

12隻、4齡稚鱟41隻、5齡稚鱟30隻、6齡稚鱟5隻、7齡稚鱟11隻、8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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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鱟2隻；第三季(8月) 總計紀錄130隻稚鱟，分別為2齡稚鱟1隻、3齡

稚鱟3隻、4齡稚鱟63隻、5齡稚鱟37隻、6齡稚鱟17隻、7齡稚鱟9隻；

第四季(10月) 雄獅堡潮間帶稚鱟發現數量明顯多於建功嶼。第四季

(10月)總計紀錄31隻稚鱟， 2齡稚鱟2隻、3齡稚鱟5隻、4齡稚鱟1隻、

5齡稚鱟15隻、6齡稚鱟3隻、7齡稚鱟4隻、8齡稚鱟1隻。 

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第一季(3月) 無發現稚鱟個體；第二季(5

月) 總計紀錄4隻稚鱟，分別為3齡稚鱟2隻、5齡稚鱟1隻、6齡稚鱟1隻；

第三季(6月) 總計紀錄78隻稚鱟，分別為3齡稚鱟44隻、4齡稚鱟23隻、

5齡稚鱟8隻、6齡稚鱟1隻、8齡稚鱟1隻、9齡稚鱟1隻；第三季(7月) 總

計紀錄18隻稚鱟，分別為3齡稚鱟1隻、4齡稚鱟14隻、5齡稚鱟2隻、6

齡稚鱟1隻；第三季(8月) 總計紀錄47隻稚鱟，分別為3齡稚鱟1隻、4

齡稚鱟39隻、5齡稚鱟3隻、6齡稚鱟4隻；第四季(10月) 總計紀錄3隻

稚鱟， 2齡稚鱟1隻、4齡稚鱟1隻、5齡稚鱟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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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第一季(3月)稚鱟族群及各潮間帶水文因子調查結果 

調查地點 樣站 齡期 合計 水體 底質 

建功嶼潮間帶 

 1 2 3 4 5 6 7 8 9 9+  鹽度(ppt) 溫度(℃) PH 值 溫度(℃) 

J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4 19.5 8.53 18.3 

J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8 18.7 8.80 17.9 

J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9 18.9 8.56 17.8 

J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5 16.4 7.38 16.7 

J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2 25.4 7.50 23.1 

J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1 18.7 7.58 18.8 

J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3 18.2 8.70 17.5 

J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9 18.1 7.97 19.3 

J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1 19.5 7.79 19.6 

J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4 19.7 7.75 20.0 

J11 0 0 0 0 1 0 1 0 0 0 2 29.2 19.5 7.76 20.1 

J12 0 0 0 0 1 0 0 0 0 0 1 30.1 20.7 7.36 21.2 

J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9 23.9 8.15 22.6 

J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9 23.5 7.84 22.1 

J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1 18.6 8.44 18.9 

J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2 18.7 8.35 19.2 

J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0 19.6 8.67 19.9 

J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8 21.4 7.59 22.0 

J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6 20.9 6.9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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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7 20.9 7.93 21.7 

J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7 16.6 7.49 16.8 

J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6 16.8 8.06 16.7 

J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9 22.4 8.06 21.4 

J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8 21.8 7.83 21.4 

J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2 20.0 7.42 20.1 

J26 0 0 0 0 1 1 0 0 0 0 2 23.6 217 7.82 22.8 

J27 0 0 0 0 0 1 0 0 0 0 1 29.9 20.7 7.36 21.2 

J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8 23.1 7.65 21.4 

J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6 22.8 7.57 22.5 

J30 0 0 0 0 0 0 0 1 0 0 1 28.5 22.9 7.65 23.2 

總計 0 0 0 0 3 2 1 1 0 0 7     

古寧頭鱟保育區 

G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5 15.2 7.24 16.2 

G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0 15.8 7.50 18.0 

G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8 14.3 7.64 16.0 

G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6 15.9 7.78 15.1 

G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9 21.1 7.49 22.0 

G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27.0 19.3 7.85 19.6 

G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4 14.5 8.50 16.3 

G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2 17.2 8.02 18.4 

G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2 16.0 7.16 16.1 

G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6 14.9 7.6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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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4 17.6 7.80 18.4 

G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3 17.7 8.35 17.9 

G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6 16.2 8.23 17.9 

G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1 19.2 8.23 17.9 

G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5 17.5 7.09 18.2 

G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1 15.6 7.60 16.5 

G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1 20.1 7.66 20.4 

G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4 16.4 8.13 17.6 

G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1 15.5 7.44 16.3 

G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5 16.9 8.31 19.8 

G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9 16.4 7.13 16.3 

G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0 15.8 6.60 16.0 

G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5 17.7 7.84 18.2 

G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0 17.4 8.04 17.9 

G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1 17.7 7.15 17.4 

G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5 17.4 6.51 17.3 

G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8 18.3 7.89 19.8 

G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7 174 7.77 17.3 

G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1 17.8 6.16 18.1 

G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2 17.5 6.02 18.5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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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第二季(5月)稚鱟族群及各潮間帶水文因子調查結果 

調查地點 樣站 齡期 合計 水體 底質 

建功嶼潮間帶 

 1 2 3 4 5 6 7 8 9 9+  鹽度(ppt) 溫度(℃) PH 值 溫度(℃) 

J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4.8 8.65 24.4 

J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4.9 7.79 23.9 

J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4.9 7.79 23.2 

J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9.8 7.47 19.3 

J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0 29.9 7.59 26.7 

J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2.6 6.97 25.6 

J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4.1 7.45 25.2 

J08 0 0 0 0 1 1 0 0 0 0 2 35.0 27.3 7.15 24.8 

J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4.5 7.34 22.5 

J10 0 0 0 0 0 0 2 0 0 0 2 35.0 21.3 7.62 20.9 

J11 0 0 0 0 1 0 3 0 0 0 4 37.0 30.8 6.83 27.9 

J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0 29.1 7.10 26.7 

J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0 23.1 7.60 20.5 

J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2.8 8.32 20.7 

J15 0 0 0 0 0 1 0 0 0 0 1 35.0 20.7 7.50 22.2 

J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0 24.5 8.80 23.3 

J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0 26.7 8.12 23.4 

J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1.1 7.33 20.5 

J19 0 0 0 0 0 1 2 0 0 0 3 38.0 28.8 7.4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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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 0 0 0 0 0 0 1 0 0 0 1 38.0 27.2 7.84 24.6 

J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9.8 8.37 20.3 

J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3.1 7.43 20.6 

J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2.1 7.68 20.5 

J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0 20.8 7.78 19.8 

J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1.2 8.65 19.5 

J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1.3 7.40 21.0 

J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5.0 7.12 22.6 

J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6.3 8.31 23.7 

J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9.8 7.84 19.2 

J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0 22.5 7.39 21.1 

J31 0 0 0 0 0 0 0 1 0 0 1 35.0 23.8 7.07 23.2 

J32 0 0 0 0 0 0 0 1 0 0 1 35.0 24.2 8.02 23.3 

總計 0 0 0 0 2 3 8 2 0 0 15     

古寧頭鱟保育區 

G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0 23.9 7.24 23.4 

G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4 7.24 24.9 

G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3 7.31 24.9 

G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4.0 7.51 23.6 

G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6.2 7.27 25.5 

G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3 8.03 24.3 

G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3 7.92 24.6 

G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6 7.75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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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7.9 7.40 18.4 

G10 0 0 1 0 0 0 0 0 0 0 1 31.0 27.6 7.41 26.0 

G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19.1 7.06 19.3 

G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18.7 7.32 19.7 

G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7.6 7.52 18.6 

G14 0 0 1 0 0 0 0 0 0 0 1 34.0 23.7 7.10 22.8 

G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0 29.5 7.08 27.8 

G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1 7.92 24.8 

G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0 26.6 7.13 26.2 

G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9.0 7.53 29.0 

G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4 8.01 25.1 

G20 0 0 0 0 0 1 0 0 0 0 1 33.0 25.3 7.15 26.1 

G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9.3 7.95 18.6 

G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5.4 7.75 25.6 

G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0 22.5 7.38 20.8 

G24 0 0 0 0 1 0 0 0 0 0 1 35.0 23.5 7.50 22.0 

G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0 23.2 7.89 23.2 

G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3.2 7.97 23.0 

G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0 21.4 7.49 20.0 

G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19.1 7.34 19.6 

G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0 24.2 7.37 23.8 

G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0 23.8 7.89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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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0 20.6 7.69 18.5 

G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0 26.2 7.21 25.6 

總計 0 0 2 0 1 1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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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第三季(6 月)稚鱟族群及各潮間帶水文因子調查結果 

調查地點 樣站 齡期 水體 底質 

1 2 3 4 5 6 7 8 9 9+ 合計 鹽度(PPT) 溫度(℃) PH 值 溫度(℃)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 J01 0 0 0 0 1 0 0 0 0 0 1 26 36.0 7.62 34.5 

J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9 34.9 7.41 33.1 

J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5.6 7.79 32.6 

J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5.9 7.89 32.7 

J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 27.8 8.34 27.7 

J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9 32.4 8.00 31.7 

J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 32.7 7.84 32.1 

J08 0 0 12 2 0 0 0 0 0 0 14 35 34.0 8.23 33.9 

J09 0 0 0 0 0 1 2 0 0 0 3 31 33.7 7.35 31.3 

J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7.4 7.19 30.0 

J11 0 0 0 1 5 5 9 0 0 0 20 26 35.0 8.32 32.4 

J12 0 0 2 0 9 0 0 0 0 0 11 22 29.0 7.90 28.2 

J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3.2 8.05 32.2 

J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7.9 8.60 27.6 

J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 32.9 7.91 32.1 

J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3.0 7.60 32.9 

J17 0 0 1 0 0 1 1 0 0 0 3 37 33.4 8.56 32.6 

J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 28.2 7.4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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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 0 0 2 0 3 0 1 0 0 0 6 27 31.4 8.78 30.8 

J20 0 0 4 1 0 0 2 0 0 0 7 20 28.3 80.00 281.0 

J21 0 0 0 1 1 0 0 0 0 0 2 35 36.6 8.29 32.6 

J22 0 0 0 2 0 0 0 0 0 0 2 35 34.5 8.56 32.8 

J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8.2 7.62 27.1 

J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7.8 8.61 27.3 

J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8.2 753.00 27.6 

J26 0 0 0 0 2 1 0 0 0 0 3 30 35.1 7.94 31.1 

J27 0 0 1 0 0 1 1 0 0 0 3 29 31.5 8.92 31.4 

J28 0 0 0 0 0 0 6 4 1 0 11 20 27.5 7.70 27.6 

J29 0 0 0 0 0 0 0 1 0 0 1 30 27.3 7.37 27.1 

J30 0 0 0 0 1 0 3 0 0 0 4 28 30.5 7.74 31.5 

J31 0 0 0 0 0 0 0 2 0 0 2 32 29.0 7.90 28.2 

J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28.8 8.65 27.6 

總計 0 0 22 7 22 9 25 7 1 0 93 

    

古寧頭鱟保育區 

  

G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25.8 7.33 25.2 

G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6.1 7.33 29.8 

G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5.9 7.44 25.1 

G04 0 0 1 0 0 1 0 0 0 0 2 29 36.8 6.93 34.0 

G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36.2 7.28 33.9 

G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5.5 7.28 25.1 

G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25.6 7.68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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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5.1 7.43 24.8 

G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5.8 7.46 25.5 

G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5.9 7.73 33.3 

G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26.6 8.05 25.7 

G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6.7 7.86 25.9 

G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6.4 7.26 25.8 

G14 0 0 5 2 0 0 0 0 0 0 7 31 39.1 7.32 33.8 

G15 0 0 0 0 0 0 0 0 1 0 1 32 26.2 7.73 25.7 

G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5.7 7.53 25.4 

G17 0 0 2 2 0 0 0 0 0 0 4 30 32.7 7.38 30.8 

G18 0 0 0 0 0 0 0 1 0 0 1 32 26.6 7.55 25.9 

G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6.0 7.61 25.2 

G20 0 0 6 8 3 0 0 0 0 0 17 30 32.7 7.38 30.8 

G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1.7 7.60 31.4 

G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5.6 7.48 25.1 

G23 0 0 0 1 0 0 0 0 0 0 1 37 36.3 7.48 34.1 

G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4.7 7.19 24.6 

G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31.7 8.85 30.5 

G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1.5 8.14 30.3 

G27 0 0 9 4 0 0 0 0 0 0 13 35 34.4 7.24 34.5 

G28 0 0 13 3 3 0 0 0 0 0 19 38 30.7 7.09 33.3 

G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1.1 8.39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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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1.3 8.49 30.5 

G31 0 0 4 2 2 0 0 0 0 0 8 37 31.5 7.37 32.6 

G32 0 0 4 1 0 0 0 0 0 0 5 30 27.5 7.76 31.2 

總計 0 0 44 23 8 1 0 1 1 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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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第三季(7 月)稚鱟族群及各潮間帶水文因子調查結果 

調查地點 樣站 齡期 水體 底質 

1 2 3 4 5 6 7 8 9 9+ 合計 鹽度(PPT) 溫度(℃) PH 值 溫度(℃)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 J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8.4 7.27 28.6 

J02 0 0 0 0 1 0 0 0 0 0 1 34 28.1 7.17 28.2 

J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7.7 7.38 28.1 

J04 0 0 0 1 2 0 0 0 0 0 3 35 31.2 7.54 31.8 

J05 0 0 3 12 2 0 0 0 0 0 17 34 30.3 7.72 29.4 

J06 0 0 1 6 1 0 0 0 0 0 8 33 29.1 7.60 29.8 

J07 0 0 3 2 5 0 0 0 0 0 10 35 28.5 7.33 28.9 

J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8.1 7.55 28.6 

J09 0 0 0 14 10 0 1 0 0 0 25 32 27.7 7.38 28.1 

J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1.7 8.14 30.4 

J11 0 0 2 1 3 1 2 0 0 0 9 31 30.2 6.58 28.5 

J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9 37.3 8.74 34.5 

J13 0 0 0 1 0 0 0 0 0 0 1 35 31.6 7.36 31.6 

J14 0 0 0 0 1 0 0 0 0 0 1 35 30.7 7.52 30.7 

J15 0 0 0 0 0 2 0 0 0 0 2 30 36.0 7.47 30.3 

J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9.2 7.55 29.9 

J17 0 0 0 1 0 0 3 0 0 0 4 35 28.9 7.38 29.1 

J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8.8 8.4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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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 0 0 2 0 3 0 0 0 0 0 5 35 34.8 8.14 34.0 

J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34.5 8.92 34.1 

J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31.4 7.51 31.7 

J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0.5 7.62 30.8 

J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9.3 7.93 30.0 

J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8.7 7.47 31.6 

J25 0 0 0 0 0 0 1 1 0 0 2 35 28.7 7.10 29.3 

J26 0 0 0 0 1 0 2 0 0 0 3 31 35.4 7.64 30.8 

J27 0 0 0 1 1 0 0 0 0 0 2 35 36.0 8.77 33.3 

J28 0 0 0 1 0 1 0 0 0 0 2 33 35.1 8.41 33.5 

J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4.7 8.42 32.4 

J30 0 0 1 1 0 1 2 1 0 0 6 30 31.6 7.70 32.5 

J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 31.4 8.52 29.8 

J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1.8 8.48 30.3 

總計 0 0 12 41 30 5 11 2 0 0 101 
    

古寧頭鱟保育區 G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30.2 7.87 30.3 

G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1.0 7.36 30.3 

G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0.5 7.65 30.0 

G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4.0 8.32 32.8 

G05 0 0 0 4 0 0 0 0 0 0 4 32 33.3 7.50 32.5 

G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1.1 7.56 31.0 

G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1.0 8.3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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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1.0 7.52 30.8 

G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3.7 7.45 33.0 

G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3.3 7.79 34.9 

G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35.8 8.39 33.4 

G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4.6 7.71 33.4 

G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4.5 8.71 32.8 

G14 0 0 1 2 0 0 0 0 0 0 3 34 33.9 7.69 33.8 

G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5.6 7.64 33.9 

G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5.6 8.04 32.8 

G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36.5 7.13 34.0 

G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5.2 7.86 33.6 

G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3.8 7.41 31.9 

G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6 32.8 7.17 33.9 

G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34.8 7.80 32.9 

G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4.3 7.12 31.9 

G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 33.5 7.85 33.3 

G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0.1 8.30 30.1 

G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3.8 7.75 33.4 

G28 0 0 0 0 1 0 0 0 0 0 1 40 32.9 7.96 32.8 

G31 0 0 0 8 1 1 0 0 0 0 10 37 35.2 8.10 34.0 

G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 33.5 8.47 33.2 

總計 0 0 1 14 2 1 0 0 0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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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第三季(8 月)稚鱟族群及各潮間帶水文因子調查結果 

調查地點 樣站 齡期 水體 底質 

1 2 3 4 5 6 7 8 9 9+ 合計 鹽度(PPT) 溫度(℃) PH 值 溫度(℃)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 J01 0 0 0 2 1 0 0 0 0 0 3 32 32.8 7.73 30.5 

J02 0 0 0 4 2 1 0 0 0 0 7 31 31.3 8.71 30.6 

J03 0 0 0 0 0 3 0 0 0 0 3 33 33.0 7.83 31.3 

J04 0 0 0 1 0 0 0 0 0 0 1 33 31.0 8.03 30.7 

J05 0 0 1 7 1 0 0 0 0 0 9 30 32.2 8.02 31.0 

J06 0 0 0 1 1 0 0 0 0 0 2 32 32.0 7.07 30.5 

J07 0 0 0 0 2 4 1 0 0 0 7 31 31.2 8.34 30.5 

J08 0 0 0 8 4 0 0 0 0 0 12 31 31.6 7.29 30.9 

J09 0 0 0 0 1 0 1 0 0 0 2 30 32.5 7.84 31.2 

J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7.8 7.75 27.7 

J11 0 0 0 2 0 0 0 0 0 0 2 33 27.8 7.59 27.9 

J12 0 0 0 15 9 1 0 0 0 0 25 28 33.7 8.35 31.5 

J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8 33.5 8.00 31.5 

J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3.1 8.50 31.6 

J15 0 0 0 0 2 3 0 0 0 0 5 35 33.5 8.01 31.7 

J16 0 0 0 1 2 1 0 0 0 0 4 34 33.6 7.66 31.4 

J17 0 0 0 7 0 0 2 0 0 0 9 31 33.0 8.25 31.5 

J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8.9 7.66 28.9 



 60 

J19 0 0 1 9 5 0 1 0 0 0 16 34 28.4 7.56 28.4 

J20 0 0 0 2 0 0 0 0 0 0 2 32 32.7 7.43 31.4 

J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0.3 7.41 30.1 

J22 0 0 0 0 2 1 1 0 0 0 4 33 31.5 7.27 30.2 

J23 0 0 0 0 2 1 1 0 0 0 4 34 31.7 7.55 30.2 

J24 0 0 0 1 1 2 1 0 0 0 5 34 32.2 8.61 30.7 

J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2.6 7.24 30.8 

J26 0 1 1 2 1 0 0 0 0 0 5 31 31.8 7.32 30.0 

J27 0 0 0 0 1 0 0 0 0 0 1 31 32.2 7.75 30.7 

J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2.5 7.43 31.1 

J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9.6 8.14 28.9 

J30 0 0 0 0 0 0 1 0 0 0 1 30 31.1 8.06 30.3 

J31 0 0 0 1 0 0 0 0 0 0 1 32 29.6 8.42 29.1 

J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9.5 7.73 29.0 

總計 0 1 3 63 37 17 9 0 0 0 130 
    

古寧頭鱟保育區 

  

G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1.8 7.69 31.1 

G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4.4 7.49 32.0 

G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32.4 7.71 31.7 

G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 28.0 7.92 28.9 

G05 0 0 0 4 0 0 0 0 0 0 4 31 31.7 7.78 32.0 

G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3.3 7.59 31.9 

G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4.9 7.35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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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33.2 7.30 30.9 

G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9.1 7.60 29.5 

G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 29.1 7.67 28.3 

G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0.8 8.10 30.9 

G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30.4 7.80 30.4 

G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9.5 7.27 29.7 

G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7 35.7 7.36 33.8 

G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9.2 8.12 29.6 

G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9.2 7.77 29.3 

G17 0 0 0 7 1 0 0 0 0 0 8 35 35.2 7.18 33.8 

G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30.8 7.44 30.8 

G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9.4 7.81 29.5 

G20 0 0 1 10 0 0 0 0 0 0 11 36 35.2 7.55 34.0 

G21 0 0 0 2 0 0 0 0 0 0 2 36 30.6 7.80 31.3 

G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9.5 7.66 29.8 

G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34.0 8.22 33.9 

G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31.1 7.49 31.1 

G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32.7 8.41 33.0 

G28 0 0 0 2 0 0 0 0 0 0 2 38 32.5 7.83 32.1 

G31 0 0 0 13 2 4 0 0 0 0 19 32 32.5 7.30 32.0 

G32 0 0 0 1 0 0 0 0 0 0 1 35 35.4 7.67 34.0 

總計 0 0 1 39 3 4 0 0 0 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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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第四季(10 月)稚鱟族群及各潮間帶水文因子調查結果 

調查地點 樣站 齡期 水體 底質 

1 2 3 4 5 6 7 8 9 9+ 合計 鹽度(PPT) 溫度(℃) PH 值 溫度(℃)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 J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3.8 7.85 25.1 

J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3.0 8.52 24.3 

J03 0 2 1 0 0 0 1 0 0 0 4 35 23.7 8.83 23.7 

J04 0 0 0 0 1 0 0 0 0 0 1 36 18.0 7.85 20.3 

J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22.2 8.40 22.7 

J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2.5 8.30 23.1 

J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3.3 8.61 23.4 

J08 0 0 0 0 0 1 0 0 0 0 1 34 23.2 8.28 23.5 

J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23.6 8.11 24.0 

J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1.1 7.88 21.2 

J11 0 0 2 1 1 1 2 1 0 0 8 35 27.1 8.58 25.6 

J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7.1 7.92 26.6 

J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2.4 7.94 25.2 

J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1.5 8.03 22.6 

J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1.3 8.12 21.8 

J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0.5 8.37 21.7 

J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20.7 8.15 21.3 

J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1.9 7.96 22.0 

J19 0 0 2 0 9 0 1 0 0 0 12 35 23.4 9.19 2.4 

J20 0 0 0 0 4 0 0 0 0 0 4 38 26.2 8.00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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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18.5 8.01 20.6 

J22 0 0 0 0 0 1 0 0 0 0 1 32 18.6 8.17 20.3 

J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18.4 8.03 20.6 

J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18.7 8.23 20.9 

J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19.6 8.04 22.0 

J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22.9 8.35 24.1 

J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5.0 8.28 23.4 

J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5.2 8.04 23.8 

J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1.9 7.98 21.0 

J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5.6 8.42 23.3 

J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1.8 8.40 22.7 

J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2.1 8.36 22.3 

總計 0 2 5 1 15 3 4 1 0 0 31 
    

古寧頭鱟保育區 G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22.2 8.08 22.3 

G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2.1 7.67 22.5 

G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22.5 7.94 23.2 

G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21.1 8.39 19.5 

G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21.9 7.38 22.9 

G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22.3 8.08 22.4 

G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23.3 7.81 23.9 

G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3.4 7.86 23.8 

G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18.7 8.28 20.6 

G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22.3 8.56 22.1 

G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18.6 7.6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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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18.9 7.48 21.1 

G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18.9 8.22 20.0 

G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22.9 8.30 22.2 

G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18.9 8.01 19.6 

G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19.9 7.79 20.9 

G17 0 0 1 0 0 0 0 0 0 0 0 35 23.0 7.73 21.9 

G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19.1 8.00 19.7 

G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0.5 7.50 21.2 

G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21.4 8.54 21.6 

G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19.3 8.59 19.7 

G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0.1 8.04 20.7 

G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20.5 8.34 20.1 

G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0.1 8.37 20.2 

G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0.5 8.77 20.5 

G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20.6 7.99 20.7 

G31 0 0 0 0 1 1 0 0 0 0 0 35 19.6 7.99 20.7 

G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23.0 7.97 22.2 

總計 0 0 1 0 1 1 0 0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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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潮間帶棲地環境水文因子調查 

本年度調查期間，與稚鱟族群數量調查同步於各調查樣點進行棲

地環境水文因子調查。調查項目包括海水鹽度、海水水溫、底泥pH值

以及底泥溫度，調查結果如表7–表12所示，茲述如下: 

(1)水鹽 

本年度調查結果顯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海水鹽度範圍介於

20ppt~40ppt，分別為第一季(3月)介於23.6ppt~32.2ppt；第二季(5月)介

於33ppt~40ppt；第三季 (6月 )介於20ppt~40ppt；第三季 (7月 )介於

29ppt~39ppt；第三季 (8月 )介於28ppt~38ppt；第四季 (10月 )介於

30ppt~38ppt。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海水鹽度範圍介於26ppt~40ppt。

分別為第一季(3月)介於27.0ppt~30.1ppt；第二季(5月)介於31ppt~35ppt；

第三季(6月)介於29ppt~38ppt；第三季(7月)介於26ppt~40ppt；第三季

(8月)介於27ppt~38ppt；第四季(10月)介於30ppt~37ppt。 

影響海水鹽度的因素主要有降水、蒸發等，在近岸地區則主要受

到河川流入之影響。調查期間，如遇天氣炎熱、氣溫較高，則加快底

泥表層水分蒸發，測量之鹽度相對更高。此外，如圖22所示，建功嶼

潮間帶受到浯江溪流入之影響，於水道附近普遍海水鹽度較低；古寧

頭鱟保育區除了受到降水與蒸發的影響外，海水退潮方向影響了近岸

潮間帶裸露之時長，底泥水分蒸發相異，造成北山潮間帶海水鹽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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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南山潮間帶(圖23)。 

(2)水溫 

調查結果顯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海水溫度範圍介於

16.4℃~37.3℃，分別為第一季(3月)介於16.4℃~25.4℃；第二季(5月)

介於19.8℃~30.8℃；第三季(6月)介於27.3℃~36.6℃；第三季(7月)介

於27.7℃~37.3℃；第三季(8月)介於27.8℃~33.7℃；第四季(10月)介於

18.0℃~27.1℃ 。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海水溫度範圍介於

14.3℃~39.1℃，分別為第一季(3月)介於14.3℃~21.1℃；第二季(5月)

介於17.6℃~29.5℃；第三季(6月)介於24.7℃~39.1℃；第三季(7月)介

於28.5℃~36.5℃；第三季(8月)介於28.0℃~35.7℃；第四季(10月)介於

18.6℃~23.4℃。潮間帶暴露於空氣中時，氣溫、季風等對表層水溫的

影響快，如圖24、25所示，兩處潮間帶海水溫度主要受到季節影響，

於夏季明顯高於其他季節；第四季調查期間受到東北季風影響，兩處

潮間帶海水溫度均明顯下降。 

(3)底泥pH值 

調查結果顯示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底泥pH值範圍介於

6.58~8.92，分別為第一季 (3月)介於6.98~8.80；第二季 (5月 )介於

6.83~8.80；第三季(6月)介於7.19~8.92；第三季(7月)介於6.58~8.92；第

三季(8月)介於7.07~8.71；第四季(10月)介於7.85~9.19。古寧頭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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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潮間帶底泥pH值範圍介於6.02~8.85，分別為第一季(3月)介於

6.02~8.50；第二季(5月)介於7.06~8.03；第三季(6月)介於6.93~8.85；第

三季(7月)介於7.12~8.71；第三季(8月)介於7.18~8.41；第四季(10月)介

於7.38~8.77。 

整體而言，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因受到浯江溪之流入、金烈水

道之船舶活動、海岸工程等諸多因素影響，底泥pH值波動較大(圖26)。

相較於此，古寧頭鱟保育區較無過多人為活動干擾，底泥pH值相對較

高(圖27)。 

(4)底泥溫度 

潮間帶面臨兩次的漲退潮，週期性的被水覆蓋和暴露於空氣中。

暴露於空氣中的底泥溫度與水溫變化趨勢一致(如圖28、29)。建功嶼

—雄獅堡潮間帶底泥溫度範圍介於16.7℃~34.5℃，分別為第一季(3月) 

16.7℃~23.2℃；第二季(5月)介於19.2℃~27.9℃；第三季(6月)介於

27.1℃~34.5℃；第三季(7月)介於28.1℃~34.5℃；第三季(8月)介於

27.7℃~31.7℃；第四季(10月)介於20.3℃~26.6℃。古寧頭鱟保育底泥

溫度範圍介於15.0℃~34.9℃，分別為第一季(3月)介於15.0℃~22.0℃；

第二季(5月)介於18.4℃~29.0℃；第三季(6月)介於24.6℃~34.5℃；第

三季(7月)介於28.8℃~34.9℃；第三季(8月)介於28.3℃~34.0℃；第四

季(10月)介於19.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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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海水鹽度空間分布圖 

(a) 3 月 

(d) 7 月 (e) 8 月 

(b) 5 月 (c) 6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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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古寧頭鱟保育區海水鹽度空間分布圖 

(a) 3 月 

(d) 7 月 (e) 8 月 

(b) 5 月 (c) 6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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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海水溫度空間分布圖 

(a) 3 月 

(d) 7 月 (e) 8 月 

(b) 5 月 (c) 6 月 

(f) 10 月 



 71 

圖 24 古寧頭鱟保育區海水溫度空間分布圖 

(a) 3 月 

(d) 7 月 (e) 8 月 

(b) 5 月 (c) 6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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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底泥 pH 值空間分布圖 

(f) 10 月 (e) 8 月 (d) 7 月 

(a) 3 月 (b) 5 月 (c)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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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古寧頭鱟保育區底泥 pH 值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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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底泥溫度空間分布圖 

(a) 3 月 (b) 5 月 (c) 6 月 

(d)7 月 (e) 8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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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古寧頭鱟保育區底泥溫度空間分布圖

(a) 3 月 (b) 5 月 ( c) 6 月 

(d)7 月 (e )8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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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稚鱟族群密度與棲地水文因子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分析稚鱟密度與海水鹽度和溫度、底泥 pH、底泥溫

度等四項環境因子間的相互關係，分析結果分別如表13、14所示。建

功嶼—雄獅堡潮間帶之水溫(R=0.243)、底泥PH值(R=0.160)及底泥溫

度(R=0.258)與稚鱟密度呈正相關，海水鹽度(R=-0.132)與稚鱟密度負

相關。古寧頭鱟保育區水溫(R=0.378)及底泥溫度(R=0.428)與稚鱟密

度正相關、海水鹽度(R=-0.025)及底泥pH值(R=-0.236)與稚鱟密度負

相關。建功嶼—雄獅堡之pH值受到浯江溪的陸上水源及金烈水道商

船活動影響，調查樣點底泥pH值普遍較低，故異於古寧頭pH值與稚

鱟密度之負相關而呈正相關。儘管統計分析結果均顯示四項棲地環境

因子與稚鱟密度呈正、負相關，但海水鹽度與pH值並未達顯著標準，

僅海水溫度與底泥溫度呈現顯著相關。因此，溫度(海水溫度及底泥溫

度)為影響稚鱟密度分布之重要因子。 

 

表 13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稚鱟密度與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 

Coefficient 水鹽 水溫 pH 泥溫 

Rs -0.132 0.243 0.160 0.258 

N 76 76 76 76 

T statistic 1.147 2.160 1.396 2.302 

P value 0.255 0.034 0.167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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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古寧頭鱟保育區稚鱟密度與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 

Coefficient 水鹽 水溫 pH 泥溫 

Rs -0.025 0.378 -0.236 0.428 

N 28 28 28 28 

T statistic 0.126 2.079 1.238 2.413 

P value 0.901 0.047 0.226 0.023 

 

4.5金門水試所歷年三棘鱟放流與收購資料分析 

蒐整金門水試所提供之歷年稚鱟及成鱟放流資料(如表 15 所示)，

截止 2022 年 4 月 25 日，本年度於建功嶼、雄獅堡、烏沙頭、南山、

北山、上林、貓公石田墩、西園、雄獅堡海岸等地共放流 1-2 齡稚鱟

20 萬隻。2022 年全年收購之成鱟共計 1191 隻，其中雄鱟 691 隻、雌

鱟 500 隻(表 16)。成鱟捕獲地點如圖 31 所示，遍布金門島周圍海域，

其中雄獅堡南門海域捕獲數量最多，結合稚鱟分布熱區結果，本研究

推測雄獅堡周邊沙灘是成鱟重要產卵棲地。成鱟次收購地點為料羅外

海以及成功外海，顯示該海域是成鱟棲息重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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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歷年稚鱟及成鱟放流資料(水試所提供) 

日期 地點 稚鱟齡期 數量 成鱟數量 

2010/06/10 北山 1-2 100000 30 對 

2011/01/01 北山 1-2 150000 15 對 

2012/03/30 北山 1-2 150000 15 對 

2013/03/13 嘉義布袋 1-2 20000 3 對 

2014/05/19 埔頭 2-3 5000 3 對 

2015/03/23 夏墅、建功嶼 1-2 40000  

2015/03/25 青嶼、瓊林、西

園、洋山 
1-2 

各 10000 
 

2015/03/26 埔頭 1-2 50000  

2015/04/15 北山 1-2 60000  

2015/04/21 北山   18 對 

2017/05/19 北山 1-2 80000 5 對 

2018/05/25 料羅港外海   30 對 

2018/08/07 尚義機場海域   55 隻 

2018/11/20 尚義機場海域   44 隻 

2019/04/30 建功嶼 1-2 30000  

2019/04/30 南山、北山 1-2 各 15000  

2019/05/01 埔頭、上林 1-2 各 15000  

2019/05/02 西園、田墩 1-2 各 15000  

2019/05/02 官澳 1-2 30000  

2020/03/30 建功嶼 1-2 40000  

2020/10/21 尚義機場海域   89 隻 

2021/03/24 金城鎮翟山近海

域 
 

 
10 對 

2021/05/28 古崗外海域   32 對 

2022/04/20 建功嶼、雄獅

堡、烏沙頭、南

山、北山 
1-2 200000 

 

2022/04/22 上林、貓公石  

2022/04/25 田墩、西園、 

雄獅堡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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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歷年成鱟收購資料(水試所提供) 

地點 2013-2016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雄 雌 

成功外海 43 42 26 27 35 22 76 47 27 21 

湖下 13 15 10 10 8 8 21 19 49 36 

建功嶼 39 37 10 11 2 2 12 12 13 12 

雄獅堡南門海 258 266 18 18 37 33 114 95 167 142 

后湖 5 6 2 2 2 2 2 2     

塔山外海         1 1 7 9 47 42 

新湖漁港外海 5 5     1 1     34 36 

尚義外海         20 13         

料羅 114 103 3 3 35 29 244 87 222 82 

下埔下 7 3       1     1 1 

夏墅     1 1 4 4 17 17     

前水頭     1 1 1 1 1 1     

慈湖         2 2 1 1     

埔後海邊         1 1         

金城門(舊金城) 2 3             4 3 

峰上 1 1         1       

復國墩 3 3                 

新頭 2 2         5 5 8 8 

未知(其他) 3 3             11 7 

西園     3 3     9 9 38 39 

古崗海邊     2 2     7 7 2 2 

歐厝     2 2     1 1 2 2 

沙崗             6 5 15 17 

沙美港                 1 1 

同安渡頭             33 34 26 27 

大岩嶼                 3 2 

林厝                 2 1 

金湯港             8 9 3 3 

浦頭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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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果山外海             3 3 13 14 

海龍沙灘             1 1     

浦邊               1 1 1 

安岐             1 1     

湖南高地             1       

合計 495 489 78 80 149 120 571 366 69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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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歷年成鱟收購來源及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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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5.1 三棘鱟稚鱟族群之季節變動 

本年度於第一季(3月)調查期間，受鋒面及冷氣團影響，多為陰雨

天氣且氣溫低，發現並紀錄的稚鱟個體數量並不多。如圖31- a、圖32- 

a所示，第一季(3月)僅於雄獅堡潮間帶幾處樣點發現少數個體，古寧

頭鱟保育區潮間帶則未發現稚鱟個體。水試所歷年調查研究均指出底

泥溫度低於20℃時，較不易發現稚鱟蹤跡(黃，2013、2015；楊，2017；

吳，2019、2020)。本年度第一季底泥溫度約19~20℃時，於雄獅堡潮

間帶發現稚鱟蹤跡，與過往調查結果相符。 

第二季(5月)為金門歷年來氣溫第二低溫的一年，氣溫相差較大，

多為陰雨天，且雨水豐沛。儘管較往年氣溫偏低且多雨水，但於調查

期間氣溫已漸漸回升至20℃以上，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平均海水溫

度為24.1℃、平均底泥溫度為22.7℃，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平均海

水溫度為23.7℃、平均底泥溫度為23.2℃。如圖31- b、圖32-b所示，本

次調查分別於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高、中、低潮帶的幾處樣點均有

發現稚鱟，相較於第一季(3月)記錄之稚鱟族群數量較多；古寧頭鱟保

育區靠近海岸沙灘的高潮線樣點發現並記錄4隻稚鱟個體，且於過往

沒有發現稚鱟個體的南山與北山播音牆下方潮間帶均有發現其蹤跡，

推測於古寧頭鱟保育區內稚鱟族群分布空間可能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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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考量到天氣炎熱、底泥表層水分蒸發較快，沙灘含水量影

響稚鱟覓食。因此隨著退潮時間從近岸開始調查。6月、7月、8月三

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發現並記錄稚鱟之樣點及個體數量大幅增加，

分布空間明顯趨廣(如圖31-c d e、如圖32-c d e)。建功嶼—雄獅堡潮間

帶調查樣點均有發現並記錄稚鱟個體，期間於8月調查過程中紀錄稚

鱟族群數量最多，且分布範圍最廣。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亦是本年

度調查期間發現、紀錄稚鱟個體數量最多的季節，儘管南山大部分調

查樣點以及北山低潮線調查樣點並未發現稚鱟個體，但於北山潮間帶

高、中潮位線之調查樣點均有發現稚鱟個體，且記錄數量為本年度之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山潮間帶G5樣點分別於7月、8月兩次調查中各紀

錄4隻4齡稚鱟個體，兩次紀錄的稚鱟個體是否為同一群，尚無法得知。 

第四季(10月)調查期間，受到東北季風影響，氣溫大幅下降。建

功嶼—雄獅堡潮間帶記錄之最低海水溫度為18.0℃、最低底泥溫度為

20.3℃，但平均海水溫度仍達到22.3℃、平均底泥溫度達到22.3℃。發

現並記錄稚鱟族群數量高於第一季(3月)及第二季(5月)，但相較於第

三季明顯減少，且大部分紀錄於雄獅堡潮間帶。如圖31-f所示，建功

嶼潮間帶於此次調查期間，僅於四處調查樣點共發現紀錄7隻稚鱟個

體。本月調查發現建功嶼潮間帶棲地環境變動大，原有水道(潮溝)已

不明顯、幾近消失，潮間帶分布廣泛、密集且有規則的海茄冬樹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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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是否與稚鱟是族群量驟減相關，有待進一步追蹤。雄獅堡潮間帶

發現多處明顯稚鱟爬行痕跡，卻沒有發現稚鱟個體。考量到稚鱟有潛

沙行為，追尋爬行蹤跡往下挖3-4公分，僅於兩處各找到1隻潛沙之稚

鱟。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高潮帶泥灘地表層已被潮間帶藻類覆蓋，

平均海水溫度較低，為20.9℃，平均底泥溫度為21.3℃，僅於北山潮

間帶兩處樣點發現3隻稚鱟(如圖32-f)，且未發現稚鱟爬行之痕跡。 

 

 

圖 30  建功嶼潮間帶海茄冬苗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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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調查樣點(黃色)及發現稚鱟之樣點(藍色)分布圖 

(a) 3 月 (b) 5 月 (c) 6 月 

(d) 7 月 
(e) 8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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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調查樣點(黃色)及發現稚鱟之樣點(藍色)分布圖 

(a) 3 月 (b) 5 月 (c) 6 月 

(d) 7 月 (e) 8 月 (f)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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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三棘鱟稚鱟族群量與齡期結構分析 

本年度於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總計紀錄337隻稚鱟個體。調查

結果顯示，第三季三次調查過程中發現並記錄稚鱟族群數量最多，依

次為8月、7月以及6月，分別佔本年度紀錄數量之34.48%、26.79%、

24.67%；其次為10月，佔8.22%。稚鱟族群齡期分布以4齡稚鱟個體數

量最多，為112隻，其次為5齡稚鱟個體，紀錄109隻，分別佔本年度於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所記錄稚鱟個體數量之29.71%及28.91%(表17、

圖33)。本年度於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總計紀錄150隻稚鱟個體。如

表18所示，夏季(第三季)發現並記錄稚鱟族群數量最多，依次為6月、

8月、7月，分別佔本年度紀錄數量之52.00%、31.33%、12.00%；其次

為5月，記錄4隻稚鱟，佔2.67%。5月調查過程中於北山潮間帶高潮線

記錄2隻3齡稚鱟。齡期結構則以3齡以及4齡稚鱟為大宗，分別為49隻

及77隻，佔本年度鱟保育區所記錄稚鱟個體數量之32.67%及51.33%。  

本年度於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2齡至9齡稚鱟均有紀錄，顯示稚

鱟族群齡期結構較為完整，且不同齡期稚鱟之頻度分佈可明顯看出7

齡稚鱟於5月及6月為高峰，4齡稚鱟則於7月及8月為高峰，全年呈現4

齡與7齡之雙峰結構(圖33)，此結果顯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不僅

是成鱟產卵重要環境更是稚鱟生存之優良棲地。相較古寧頭鱟保育區

內，南山潮間帶多未發現稚鱟蹤跡(僅G05及G10有發現)，北山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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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鱟數量稍多，但稚鱟族群齡期結構則主要分布以3齡及4齡為高峰

(圖34)，6齡以上稚鱟族群數量極少，僅紀錄7齡、8齡各1隻。由稚鱟

齡期結構斷層推測，古寧頭鱟保育區棲地環境可能較不宜6齡以上稚

鱟成長。金門水產試驗所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歷年調查均指出古寧

頭鱟保育區棲地環境不宜稚鱟生存成長，亦無成鱟上岸產卵之紀錄。

本年度調查中古寧頭鱟保育區於亦未發現1齡及2齡稚鱟。儘管水試所

本年4月於烏沙頭、北山潮間帶放流之1至2齡稚鱟，但本年度調查過

程中並未發現2齡稚鱟。此外，參考稚鱟脫殼之週期，且前一年(2021)

無放流稚鱟，推測北山於6~8月發現數量較多的3齡及4齡稚鱟應不是

水試所於本年度放流存活之稚鱟(圖34)。綜上推論古寧頭鱟保育區之

棲地環境已明顯不利較大齡期之三棘鱟稚鱟生存，是否與棲地劣化或

其他因素有關則尚難究明。 

每年6月-9月大潮時是成鱟上岸產卵的最佳時節，金門水試所歷

年調查結果中僅於109年5月至7月紀錄5對成鱟上岸產卵。106年調查

報告指出7月於雄獅堡潮間帶發現1隻1齡稚鱟，可能為原生鱟(指野外

自然孵化成長)。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於雄獅堡潮間帶8月及10月各

發現紀錄1隻2齡稚鱟，於建功嶼潮間帶10月紀錄2隻2齡稚鱟，參考稚

鱟脫殼之週期，是成鱟上岸產卵並成功孵化之證據。歷年水試所調查

報告指出，潮位線會影響稚鱟族群齡期之分布，例如高潮區泥灘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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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稚鱟生長(108年報告)；中潮區為稚鱟喜好之棲地(102年報告)；2 

齡稚鱟在灘地分布位置為高潮線至中潮線間(104年報告)。根據本年

度調查之結果分析不同潮位線1的稚鱟齡期分布，並無明顯差異，特別

是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不同齡期之稚鱟廣泛分布於研究區域內。例

如，低潮線之調查樣點發現2齡稚鱟，中、高潮線亦普遍發現6齡以上

相對較大齡期之稚鱟。顯示潮位線會影響稚鱟族群齡期分布之推論與

本研究結果相異。此差異可能原因在於歷年之調查範圍過於侷限(圖

12-16)，以空間尺度而言古寧頭潮間帶之樣點距岸最遠約300公尺之

高潮區，建功嶼歷年樣點最遠則位於400公尺之中潮區，與本研究最

遠樣點離岸1公里以上貼近低潮區水線位置而言，歷年報告對高中低

潮位區之定義明顯不符實際潮位分布。因此，本研究推論整體潮間帶

範圍之稚鱟空間分布與齡期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年

度調查結果顯示，調查樣點如有水道(金門漁民俗稱水路)經過，發現

並紀錄之稚鱟族群齡期相對較大。舉例而言，建功嶼潮間帶調查樣點

J17以及J25均有水道經過，當中發現6齡至8齡稚鱟居多，且水道之底

泥顆粒相較於潮間帶其他樣點之顆粒較粗。有鑑於底質顆粒大小會影

響底質的穩定性及透氣性，底棲動物的數量與分布結構也隨之改變。

因此合理推測底質粒徑是影響不同齡期稚鱟分布之重要因素。 

 
1 本小節討論之高、中、低潮線是指以海岸線基準向海方向延伸至最低潮線，最近岸樣點列為

高潮線、依次為中潮線、低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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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三棘鱟稚鱟齡期與數量 

月份 齡期 

1 2 3 4 5 6 7 8 9 9+ Q 百分比(%) 

3 月 0 0 0 0 3 2 1 1 0 0 7 1.86 

5 月 0 0 0 0 2 3 8 2 0 0 15 3.98 

6 月 0 0 22 7 22 9 25 7 1 0 93 24.67 

7 月 0 0 12 41 30 5 11 2 0 0 101 26.79 

8 月 0 1 3 63 37 17 9 0 0 0 130 34.48 

10 月 0 2 5 1 15 3 4 1 0 0 31 8.22 

總計 0 3 42 112 109 39 58 13 1 0 377 100.00 

百分比(%) 0.00 0.80 11.14 29.71 28.91 10.34 15.38 3.45 0.27 0.00 100.00  

 

表 18 古寧頭潮間帶三棘鱟稚鱟齡期與數量 

 

月份 齡期 

1 2 3 4 5 6 7 8 9 9+ Q 百分比(%) 

3 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 

5 月 0 0 2 0 1 1 0 0 0 0 4 2.67 

6 月 0 0 44 23 8 1 0 1 1 0 78 52.00 

7 月 0 0 1 14 2 1 0 0 0 0 18 12.00 

8 月 0 0 1 39 3 4 0 0 0 0 47 31.33 

10 月 0 0 1 1 1 0 0 0 0 0 3 2.00 

總計 0 0 49 77 15 7 0 1 1 0 150 100.00 

百分比(%) 0.00 0.00 32.67 51.33 10.00 4.67 0.00 0.67 0.67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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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建功嶼—雄獅堡稚鱟數量與齡期分布圖 

 

 

圖 34 古寧頭鱟保育區稚鱟數量與齡期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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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三棘鱟稚鱟族群密度分析 

(1)稚鱟族群密度分析 

圖35為各潮間帶稚鱟密度之月別變化圖，結果顯示建功嶼—雄獅

堡稚鱟族群分布平均密度明顯高於古寧頭鱟保育區，分別為1.97隻

/4m2、0.89隻/4m2。基於樣點分布之空間地理位置將每個樣點區域分

別分為兩處潮間帶2，即建功嶼潮間帶、雄獅堡潮間帶、南山、北山潮

間帶。雄獅堡潮間帶平均密度3.08隻/4m2最高，依次為北山潮間帶 

(1.54隻 /4m2)、建功嶼潮間帶(1.45隻/4m2)、南山潮間帶(0.89隻/4m2)。

建功嶼潮間帶與北山潮間帶平均密度相近，其他潮間帶之間密度差距

較大，特別是雄獅堡潮間帶平均密度明顯高於其他潮間帶，分別高於

北山潮間帶及建功嶼潮間帶約2倍、高於南山潮間帶約3.5倍。顯示雄

獅堡潮間帶為稚鱟棲息重要環境，最為適宜稚鱟生存與成長。值得關

注的是，本年度調查結果顯示北山潮間帶稚鱟分布密度略高於建功嶼

潮間帶，與歷年調查研究結果相反，研判主因為本年度於北山潮間帶

發現之新的稚鱟分布熱區，且北山潮間帶稚鱟主要分布區域並未局限

於歷年調查之近岸區域。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整體稚鱟族群密度於5月開始逐漸增加，

至8月達到最高峰；古寧頭鱟保育區稚鱟族群分布密度波動較大， 6

 
2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以退潮時浯江溪流入海域水道為基準，畫分為左右兩個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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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密度達到本年度最高，7月明顯下降，至8月有所增加後再次下降。

細分而言，雄獅堡潮間帶、北山潮間帶分別與各調查區域之整體潮間

帶稚鱟族群分布密度變化趨勢相近，於7月稚鱟族群密度明顯下降。

雄獅堡、北山潮間帶於7月調查期間，因天氣炎熱、溫度高(圖24-d)潮

間帶底泥表層水分蒸發快、較無積水而不利稚鱟棲息。建功嶼潮間帶

潮間帶夏季表層積水豐富，有別於雄獅堡、北山潮間帶，發現紀錄之

稚鱟族群數量較多，密度呈上升趨勢。根據Kwan et al. (2020)於香港

下白泥潮間帶之研究顯示，相較於乾燥表面或更深的水漥，稚鱟傾向

在1–10 mm深的底泥表面覓食。由此可知，潮間帶灘地的蓄水情形亦

是影響稚鱟分佈的重要原因之一。相較於其他三處潮間帶，南山潮間

帶因稚鱟發現之數量極少，故密度變化較不明顯。10月調查期間受到

東北季風影響，氣溫明顯下降，最低氣溫達到19oC，最低水溫則為18oC，

較不易發現稚鱟蹤跡，發現記錄之稚鱟數量明顯減少，各潮間帶密度

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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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各潮間帶月別稚鱟族群分布密度圖 

 

(2)歷年稚鱟族群密度比較 

根據水試所歷年調查報告顯示，上林、埔頭、建功嶼至雄獅堡、

北山均有三棘鱟稚鱟族群分布，然族群密度整體呈現下滑趨勢。如圖

36所示，上林於2015年密度達到最高之後逐漸衰退；埔頭於前三次調

查中，稚鱟分布密度上升，於2019年密度達到最高(1.78隻/4m2)，卻於

隔年迅速下降至0.005隻/4m2。建功嶼稚鱟群數量分布密度下降趨勢最

為明顯，從2013年2.06隻/4m2逐年下降至2020年的0.06隻/4m2。主要是

互花米草蔓延以及大規模的移除工作改變底質環境，水頭商港建設改

變潮間帶海流，突堤效益造成嚴重淤積等諸多因素引起棲地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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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Mar May Jun Jul Aug Oct

密
度

(隻
/4
m
2
)

建功嶼 雄獅堡 建功嶼雄獅堡

南山潮間帶 北山潮間帶 古寧頭鱟保育區



 95 

而水試所三次(2017年、2019年、2020年)調查，稚鱟分布密度波動較

大，其變化趨勢有待持續監測。北山地區(涵蓋本年度樣點G17)長期

都有觀測到稚鱟，除2015年密度較高之外亦呈現下滑趨勢。南山地區

(本年度樣點G10周邊)因棲地環境劣化、腐植土過高、底泥黏性等因

素影響，僅於2013年觀測紀錄稚鱟，接續三次調查均無觀測紀錄，而

後於2020年調查中則並未涵蓋此調查地區。 

綜上所述，歷年調查研究均指出因海岸工程等人為活動及棲地環

境持續劣化等諸多因素導至稚鱟族群密度急速下降。為了與歷年調查

結果進行系統性比對分析，本年度設置調查樣點J05、J12、G10、G17

與歷年調查研究樣區建功嶼、雄獅堡、南山、北山相近，然而歷年調

查樣點與調查方法有所差異，為了較為完整呈現稚鱟密度變化之趨勢，

根據歷年研究報告之地理座標為參考，選擇最為接近的樣點進行歷年

密度比較分析。2013年、2015年建功嶼、南山、北山使用中低潮線調

查結果，雄獅堡無調查資料；2017年、2019年因沒有更為詳細的調查

數據資料，故使用建功嶼、雄獅堡、南山以及北山全部測站之平均密

度進行比較；2020年建功嶼使用中潮線調查資料，雄獅堡使用高潮線

調查資料。分析結果如圖37所示，建功嶼密度由2013年的11.33隻/4m2，

下降至2020年的0.04隻/4m2，於本年度上升至4.33隻/4m2；雄獅堡族群

密度近4年來呈現波動，然而於本年度密度明顯上升。歷年南山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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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有發現並記錄稚鱟，密度為0.06隻/4m2，本年度密度上升至0.17

隻/4m2；北山密度亦呈下降趨勢，由2013年的4.28隻/4m2，下降至2020

年的0.38隻/4m2，於本年度密度上升至6.17隻/4m2。整體而言，相較於

歷年調查，本年度調查建功嶼、雄獅堡、北山稚鱟族群密度均明顯上

升。此一變化趨勢推測與過去未發現高密度稚鱟之點位有關。例如，

北山調查樣點稚鱟密度之增加，來自於新稚鱟族群分布熱區之影響。

儘管因歷次調查方法以及棲地環境時空變化存在差異，可能導致分析

結果之不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與北山潮間帶

稚鱟族群分布範圍極其廣泛，本研究之結果補充過去未發現之稚鱟優

良棲地。 

 

圖 36 歷年稚鱟族群密度分布（參考水試所調查報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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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以及古寧頭鱟保育區歷年稚鱟族群密

度分布（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金門水試所） 

 

5.3 三棘鱟稚鱟空間分布熱區分析 

有鑑於水試所歷年調查樣點區域較為固定、樣點鄰近且集中於距

岸300公尺內之高潮帶(如圖13及圖14)，較無法呈現潮間帶整體稚鱟

數量及其相對空間分布熱區差異，因此本研究於兩處潮間帶進行大範

圍稚鱟族群數量調查，並使用地理資訊軟體(ArcGIS 10.8.1)進行稚鱟

分布熱區空間分析。如圖38所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稚鱟族群廣

泛分布，分布熱區從雄獅堡潮間帶向西南方向延伸至建功嶼潮間帶。

雄獅堡潮間帶高、中、低潮線均有較多的族群量，特別是J11、J19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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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鱟分布熱區，該區域潮間帶完整度高、棲地環境佳，其間未有蚵道

以及蚵田分布，較不易受到人為干擾。相較於此，J12、J20密度較低，

推測主要原因是樣點北側有積沙現象，導致棲地環境微變化較大(蓄

水差異)。J10、J18旁有浯江溪入海河道，高程差異大、底質泥濘、表

層幾無積水而乾燥，僅於5月J10調查樣點發現紀錄2隻7齡稚鱟。建功

嶼潮間帶於高潮線稚鱟族群分布密度較高，歷年未調查且靠近水道的

樣點J07、J08、J09、J17(圖38) 之密度相對高於歷年調查之J05樣點，

其他高潮線調查樣點區域則密度較低。整體而言，J01樣點區域粗泥

淤積嚴重約30-40公分，J03樣點近浯江溪入海河道水質黑臭，J06樣點

分布岩石與大量蚵殼，推測前述棲地環境不宜稚鱟棲息。 

古寧頭鱟保育區潮間帶範圍內，稚鱟主要分布於北山潮間帶(圖

39)，且集中於靠近東側海岸線沙灘之高潮線泥灘地。水試所歷年調查

研究均涵蓋G17樣點且指出該區域為稚鱟分布熱區。然而根據本年度

調查結果分析，儘管G17樣點仍有一定數量稚鱟分布，但過去未調查

過之G20樣點稚鱟分布密度相對更高，尤其樣點G31為稚鱟分布密集

區域，發現並記錄之稚鱟族群數量最多、密度最高，為古寧頭鱟保育

區稚鱟棲息熱區。於10月最後一次調查中，因受到東北季風影響，溫

度普遍偏低，大部分潮間帶未發現稚鱟蹤跡之際，於此樣點發現並記

錄2隻稚鱟。此外，G31、G28、G27為同一片潮間帶，然而微棲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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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特別是G27與G23樣點以一條沙帶為隔，底質以粗沙為主，較為

粗硬。因此實際調查過程中，於G27樣點較不易發現稚鱟。G05樣點為

南山潮間帶稚鱟族群分布的重點區域，本年度調查結果於南山潮間帶

高潮線之G04、G05、G10紀錄少量稚鱟(6次調查中共紀錄11隻稚鱟個

體)。其中G5樣點分別於7月、8月兩次調查中共紀錄8隻稚鱟個體。G10

樣點(歷年水試所調查樣區)於5月調查紀錄1隻2齡稚鱟；G04樣點分別

記錄1隻3齡、6齡稚鱟。整體而言，古寧頭鱟保育區除北山稚鱟熱區

外，普遍粗泥淤積嚴重，深度達到50-60公分，僅於鄰近海岸線的高潮

線樣點發現零星稚鱟，其他樣點均未發現稚鱟。 

綜上所述，雄獅堡潮間帶為稚鱟分布熱區，建功嶼潮間帶有別於

歷年調查區域，稚鱟族群普遍分布於整片潮間帶，且熱區除J05歷年

調查樣點之近岸區域，靠近水道區域亦為稚鱟分布熱區。古寧頭鱟保

育區潮間帶範圍內，稚鱟主要分布於北山潮間帶。相較於歷年調查區

域(G17)， 發現G31、G20等稚鱟分布的新熱區，需持續調查與監測；

南山潮間帶調查樣點中(G1-G9)，G5樣點無粗泥淤積，相較於其他樣

點環境較為優良，是否可成為稚鱟棲息環境，值得進一步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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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建功嶼—雄獅堡稚鱟族群分布熱區分析圖 

 

圖 39 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稚鱟族群分布熱區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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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三棘鱟潛在保護區與既有保護區 

在人工海岸填平海岸線、外來物種入侵潮間帶之際，保留下來的

原始自然海岸顯得彌足珍貴。金門海岸線88.47%屬天然海岸，由沙岸

及沿岸交錯分布，其中北海岸以及西海岸廣泛分布泥灘地，是三棘鱟

稚鱟重要棲息環境。根據水試所歷年調查研究與本研究結果顯示，建

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為稚鱟族群分布熱區，雄獅堡潮間帶更是稚鱟重

要棲息地與產卵地。本研究認為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稚鱟族群量仍

然豐富，族群結構較健康(2齡至9齡鱟均有紀錄)。根據空間熱區分析

顯示，歷年建功嶼、雄獅堡樣區之稚鱟族群分布範圍廣泛(本年度所有

調查樣點均有發見並紀錄稚鱟)；建功嶼潮間帶靠近水道區域以及雄

獅堡潮間帶為稚鱟分布熱區，尤其水道發現稚鱟齡期均為6齡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調查期間於研究區域外(圖40紅色點位)發現9

齡以上之稚鱟個體，更有13齡以上之成鱟纏繞於廢棄漁網(圖41)。分

別於7月發現7至9齡稚鱟7隻、10齡1隻、纏繞於漁網成鱟1隻(殼體寬

26cm)及已脫殼之鱟殼三個，分別為8齡一個、10齡以上兩個。此外，

10月於雄獅堡蚵道入口右側潮間帶發現1隻2齡稚鱟。進一步分析歷年

水試所收購成鱟來源及數量分布可知（圖31），收購之成鱟大多捕捉

於建功嶼至雄獅堡海域。整合本年度調查結果與歷年水試所收購資料，

建功嶼至雄獅堡高潮線沙灘不僅是成鱟重要產卵場，近岸泥灘地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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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齡期稚鱟棲息環境，低潮線(建功嶼西側石蚵田內外)有較大齡期

之稚鱟分布，更深之金烈水道海域應為成鱟重要棲地。由此可見，建

功嶼—雄獅堡潮間帶與海域適合且滿足三棘鱟生命史中各階段的發

展。換言之，從潮間帶棲地環境以及三棘鱟族群分布與齡期結構，可

推論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充分具備潛在保護區之自然環境與生態

基礎。針對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是否進一步規劃為三棘鱟第二保育

區，要以更為完整的科學數據為基礎，在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與參與

規劃的基礎下，制定既能滿足建功嶼發展旅遊之需求，又能保護潮間

帶生態系統的整合性保育政策。建議未來應持續調查，自建功嶼—雄

獅堡潮間帶，延伸至低潮線，特別是建功嶼以西蚵田分布範圍，進行

稚鱟族群普查，以進一步掌握稚鱟族群分布熱區、齡期結構與時空分

布變化趨勢，相關單更應盡早啟動新增三棘鱟保護區之規劃評估，強

化金門三棘鱟保育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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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建功嶼潮間帶於研究區域外發現稚鱟之地點 

 

圖 41 建功嶼潮間帶研究區域外發現石蚵田下的九齡稚鱟(左)及廢

棄漁網纏繞的成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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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調查結果均指出古寧頭鱟保育區稚鱟密度逐漸下降，南山潮

間帶更是無三棘鱟稚鱟發現之紀錄，棲地環境不宜稚鱟棲息。然而綜

合本年度調查之結果，除了涵蓋歷年調查範圍之樣點區域(G17)，發

現新的稚鱟分布熱區(如圖39之橘紅色區域)，且稚鱟分布密度略高於

建功嶼潮間帶，且潮間帶以沙質淺泥灘地為主，相異於其他地區粗泥

淤積深，棲地環境較適宜稚鱟生存，值得鱟保護區管理單位重視並研

擬較嚴格之保護措施。此外，於南山潮間帶亦發現稚鱟蹤跡，或可供

稚鱟棲息之新的棲息環境。調查結果之不同，主要原因在於歷年調查

研究範圍與方法有所差異，且並未涵蓋至本年度調查發現之稚鱟分布

熱區，較無法完整體現古寧頭鱟保育區之族群分布現狀與變化趨勢。

建議有關單位持續三棘鱟普查與監測，建立標準化的科學數據資料庫。

保護區成效評估除了族群密度變化趨勢作為判斷依據，未來應考量社

會經濟、管理制度等方面，進行現有三棘鱟保護區經營管理成效評估

之重要依據，並進一步擬訂完善之管理計畫與定期通盤檢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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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三棘鱟已在台灣本島大部分海域消失殆盡，目前於金門海域尚且

容易觀察到稚鱟。金門水試所作為三棘鱟保育與復育的重要單位，十

餘年來積極從事三棘鱟人工增值放流，以彌補自然生產之不足，並定

期進行潮間帶稚鱟分布與族群量調查，積極推動三棘鱟保育與復育工

作，雖然本年度調查發現過去未報告過之稚鱟分布熱區，然而諸多因

素造成三棘鱟族群資源量整體呈現下降趨勢是不爭的事實。本計畫之

主要結論如下： 

(1) 族群分布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稚鱟族群分布空間範圍寬廣，於本年

度調查樣點均有發現稚鱟個體。古寧頭鱟保育區稚鱟族群主要分

布於北山東側海岸線靠近沙灘之近岸潮間帶；南山潮間帶於高潮

線調查樣點發現並記錄極少量稚鱟個體。 

(2) 齡期分布: 

a.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2齡至9齡稚鱟均有紀錄，全年齡期頻度

分佈呈現4齡及7齡二個高峰，不僅顯示齡期結構完整，更證明

該潮間帶是成鱟重要產卵之地，且有不同齡期之族群加入，若

能採取保護措施，將有利於資源復育。 

b. 古寧頭鱟保育區以3、4齡稚鱟族群數量最多，齡期結構呈現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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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現象，顯示該海域之棲地環境不利於三棘鱟之不同生活史階

段之棲息。 

c. 古寧頭北山發現新的稚鱟熱區，顯示該海域應有潛在成鱟產卵

沙灘及不同齡期之稚鱟棲息環境，值得相關單位投入調查。 

(3) 族群密度 

a. 雄獅堡潮間帶稚鱟族群密度最高，為3.08隻/4m2；南山潮間帶密

度最低，為0.14隻/4m2；北山潮間帶密度略高於建功嶼潮間帶，

分別為1.54隻/4m2、1.45隻/4m2。 

b. 本年度建功嶼、雄獅堡、南山、北山潮間帶平均密度明顯上升。

此一變化趨勢不排除歷年調查方法之異，並且須充分考量金門

水試所稚鱟個體之放流活動。 

(4) 稚鱟分布熱區空間分析: 

a. 雄獅堡潮間帶為稚鱟分布熱區，建功嶼潮間帶則靠近水道區域

稚鱟分布密度較高，且齡期較大。北山潮間帶東側海岸靠近沙

灘之近岸潮間帶為新的稚鱟分布熱區。 

b. 上述兩處潮間帶之稚鱟分布熱區分析結果，可供日後稚鱟放流

選址之參考依據。 

(5) 棲地環境: 

a. 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於本年度調查樣區範圍內，僅近岸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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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部分樣區淤泥淤積較為嚴重，其他區域以淺泥灘為主，整體

棲地環境較為優良。於本年度調查樣區範圍外，浯江溪口分布

紅樹林，以及大面積的互花米草。此外，紅樹林呈現向建功嶼

潮潮間帶、入海水道擴張之趨勢；雄獅堡調查樣區西側、北側

均有沙石淤積。 

b. 稚鱟空間分佈與潮間帶底質之蓄水性有關，出現時間則與水體

溫度及底泥溫度有關。 

c. 整合本年度稚鱟族群調查與發現(蚵田內外較大齡期之稚鱟)，

以及水試所成鱟收購之紀錄，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棲地環境

較為優良，可滿足三棘鱟生命史中的各個成長階段之需求。 

d. 蚵田內外分布立竿網、籠具以及廢棄漁具等對於成鱟上岸產卵

及亞成鱟遷移至深海等行為容易造成危害。 

e. 南山低潮線為螻蛄蝦採捕區域，於調查期間使用GPS初步認定

螻蛄蝦之採捕範圍臨界於保護區之外圍。採捕螻蛄蝦之活動對

底質之擾動是否影響稚鱟棲息，需持續監測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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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三棘鱟保育成效，落實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本

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完善三棘鱟稚鱟資源調查與監測，建立生態基線(baseline)： 

基礎數據有助評估族群資源量變動，確認管理措施成效，故主

關單位有必要建立三棘鱟調查的各項標準，例如調查方法、時

間、頻度、棲地環境因子項目等，例如在未知的潮間帶先以穿

越線左右1公尺先行調查單位面積密度，經大範圍調查確認相

對分布熱區後再選定大範圍區域進行普查，估算稚鱟族群量。 

(2) 建立潮間帶人流管制制度： 

建功嶼是金門旅遊勝地，退潮時間會吸引大量遊客前往，石板

廊道人滿為患，其中也不乏踏入潮間帶尋鱟跡之遊客，有破壞

潮間帶之虞。然而，現階段暫無限制遊客數量或禁止踩踏、進

入潮間帶等相關規範或具體管理措施，保護棲地環境與潮間

帶生物，僅由駐站工作人員進行勸導。雄獅堡潮間帶雖未如建

功嶼有遊客聚集，然而因其稚鱟分布熱區一側形成沙帶容易

踏入，並可輕鬆發現到稚鱟，故有人帶領小團隊(遊客、親朋

好友等)前來觀察稚鱟。有鑑於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是屈指

可數的三棘鱟重要棲息環境與產卵地，亦是三棘鱟稚鱟分布

熱區，建議充分考量其環境乘載量基礎上，擬定整合生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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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景點經營管理計畫，加強具體管理措施，並採取積極保育行

動。例如建功嶼限制登島人數、配合三棘鱟生態導覽、培訓專

業生態導覽人員駐點帶領三棘鱟生態導覽、制定景點管理規

範與具體限制事項等。未來是否將建功與—雄獅堡潮間帶規

劃為三棘鱟保護區，有待持續蒐集完整科學調查後盡早啟動

專案規劃計畫。 

(3) 建立古寧頭鱟保育區長期管理計畫： 

金門古寧頭鱟保育區是全台灣唯一三棘鱟保育區。金門水試

所十餘年來致力於三棘鱟的保育與復育工作。根據本年度調

查顯示古寧頭鱟保育區整體稚鱟族群密度明顯上升，於北山

東側海岸之高潮線發現新的稚鱟分布熱區，南山潮間帶亦有

發現少量稚鱟，保育成效有此可見。未來仍需針對古寧頭鱟保

育區訂定長期管理計畫，維持原有族群調查與環境監測，更應

建立漁撈管制措施，定期滾動檢討，並實施成效評估。 

(4) 提高保護管理措施之強度： 

歷年調查監測報告均指出，金門三棘鱟族群呈下降趨勢，主因

為大興海岸工程、淤泥淤沙嚴重、互花米草入侵等等造成棲地

環境改變與破壞。然而這些調查結果並未引起相關單位更多

注意，採取相應的具體行動解決問題。此外，兩處潮間帶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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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分布立竿網以及籠具，對三棘鱟覓食及移動路線造成威脅。

因此，未來金門海岸工程開發應落實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規

範，確實評估大型工程建設對潮間帶生態之衝擊；針對漁具使

用，應研擬保護區內漁具及漁期限制措施。 

(5) 加強民眾保育與參與意識： 

傳統的物種保育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導下根據相關

法規將頻臨滅絕、物種稀少、特有物種等訂為保育類物種，或

限制人類活動、劃設保護區等，但三棘鱟棲息在人類活動區域，

需要提高民眾的保育意識。儘管金門縣水試所長年推動三棘

鱟生態教育與宣導活動，但是源自社會民眾的自下而上的保

育意識需要長期推動。2018年海委會成立，海洋保育署加入生

態保育行列；在地最高學府金門大學亦成立海洋保育相關社

團「海洋保育社」，應加化金門縣政府與金門大學之合作關係，

共同爭取海洋保育署推動之在地守護計畫，為推動民眾參與

海洋保育行動帶來實質助益。 

(6) 實踐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奧杜邦協會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早在1900年，在北美

進行聖誕節鳥類調查 (Christmas Bird Count)，是最早且具規

模的公民科學計畫，其成果形成重要的鳥類調查資源。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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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謂的「公民科學」是「用來形容一系列的想法，從公眾

參與科學論述的理念到社會良知驅動科學家的研究等」。公民

科學的實踐，可跳脫科學研究者的時間、地域等侷限性，特別

是可以（但不限於）擴大收集科學數據的機會。然而公民科學

的實踐過程通常存在許多障礙。例如未受過正式科學訓練的

個人參與在知識生產的活動中提供暴力觀察或暴力分析。因

此建議科學家與志工合作，提供民眾獲取科學資訊的管道。金

門三棘鱟的保育與復育面臨的問題，收集數據本身就是非常

重要的目標之一。其次潮間帶巡視、環境監測等亦是不可忽視

的重要環節之一，建議將「三棘鱟」公民科學家之實踐融入在

地高中、大學等通識教育課程，並積極推動社區科普宣導活動，

逐步落實公民參與、擴展公民科學保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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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建功嶼潮間帶環境 

建功嶼潮間帶環境 建功嶼潮間帶低潮線 

建功嶼潮間帶蚵田 浯江溪口潮間帶環境 

雄獅堡潮間帶環境(a) 雄獅堡潮間帶環境(b) 

浯江溪口互花米草移除區 雄獅堡潮間帶蚵田低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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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一）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近岸(a)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近岸(b)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蚵田(a)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蚵田(b)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蚵田低潮區(a)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蚵田低潮區(b) 

 

古寧頭鱟保育區波音牆下方潮間帶 

 

古寧頭鱟保育區北山潮間帶環境 



 116 

附錄三 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二）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近岸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潮間帶環境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蚵田(a)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蚵田(b)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蚵田低潮區(a)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蚵田低潮區(b) 

 

古寧頭鱟保育區安岐潮間帶 

 

古寧頭鱟保育區安岐潮間帶蚵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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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潮間帶漁網及螻蛄蝦採集 

潮間帶低潮帶的漁網 廢棄漁網 

潮間帶低潮帶的漁網 潮間帶低潮帶的長沉籠 

潮間帶低潮帶的漁網 潮間帶低潮帶的廢棄漁網 

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螻蛄蝦挖取(a) 尖古寧頭鱟保育區南山螻蛄蝦挖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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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建功嶼潮間帶及古寧頭鱟保育區相關地名 

 

（a）建功嶼潮間帶調查範圍之地名代表之區域範圍 

 

(b)古寧頭鱟保育區調查範圍之地名代表之區域範圍 



 119 

附錄六 委員評審意見及廠商回覆 

期初報告委員評審意見及廠商回覆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黎錦超委員意見： 

1. 目前的調查區域為南北山古寧頭

鱟保育區以及浯江溪口一帶潮間

帶，請問涵蓋範圍多大？觀測的

點有多少個？在人力安排是否足

夠在一個漲退潮完成調查？ 

本計畫調查區域範圍，古寧頭鱟保育

區會橫跨整個保育區範圍，亦會涵蓋

部分保育區外圍的區域；建功嶼潮間

帶則會橫跨建功嶼至雄獅寶區域。每

個潮間帶會規畫至少包含 30 個觀測

點，以達到地理資訊系統分析的有效

性。執行時會在每個觀測點框 2x2 公

尺觀察範圍，相較穿越線帶狀調查能

夠使作業標準化，可提升人力運用並

降低調查時間。 

2. 請詳述地理資訊系統的操作方

式，倘得標請於計畫書中增列調

查過程及分析方法。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工作計畫書中

補充。 

3. 計畫書經費的部分，人事費的比

例很高，而國內旅費及膳雜費明

顯不足，請稍微敘述一下編列的

基準。 

本計畫經費聘請一位駐地研究助理，

調查期間會安排兩位學生到金門協助

調查，或招募在地學生、公民科學志

工協助調查。國內旅費及膳雜費因計

畫經費有限不能滿編，將從其他計畫

經費支應。 

楊明哲委員意見： 

1. 穿越線調查所花費時間要掌握，

依目前調查的範圍可能不容易在

一次漲退潮內完成一個潮間帶的

調查，請敘述如何解決這個問

題。 

感謝委員的建議，因潮間帶範圍大，

不會以一天做一個潮間帶為目標，依

據過去在彰濱螻蛄蝦調查的經驗，會

在大潮退潮的期間進行調查，並將每

個潮間帶範圍分區，連續數日執行調

查。 

2. 認同在會議時提出觀測點的變

更，以較大的範圍涵蓋，以盤點

稚鱟熱區與分析。 

感謝委員的支持。 

3. 新的調查方式與歷年調查方式不

同，請問如何整併過去的文獻資

料？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案採樣地點會涵

蓋歷年調查的樣區，以利後續比較長

期變化。 

4. 人力規劃部分，建議每次安排 4

個人以上執行調查，或是將潮間

帶分區，在大潮前後 3 至 5 天內

完成。 

感謝委員的建議，每次調查時間會安

排在中、大潮時，並依潮汐表規劃，

採最低潮前 3 小時至最低潮後 1 小時

內進行。由於本案採大範圍調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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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調查時間會安排 3 天以上，分小區

方式完成全部潮間帶的調查，調查行

動實際執行會依現況調整。 

李佳發委員意見： 

1. 本次調查別於以往加入地理資訊

系統的分析，以及管理模式的妥

適性分析，期望能看到對現行保

育區管理的評估與建議。 

感謝委員的支持。 

徐維駿委員意見： 

1. 水試所長年在三棘鱟棲地放流稚

鱟，是否能在調查中評估放流效

益？ 

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本次計畫的調

查能量顯不足以評估稚鱟放流效益評

估，可能需另外起案調查評估。 

2. 樣框內稚鱟調查部分，會只看表

層或是會翻找表內的稚鱟？如挖

開約 10 公分的土層？ 

稚鱟調查主要記錄表層稚鱟，雖稚鱟

有潛沙行為，但通常不會深於 5 公

分，在觀察過程中如果有必要時會稍

微翻掘泥土堆。 

柯逢樟委員意見： 

1. 計畫書提到在乾濕季進行調查，

請解釋乾濕季為何？ 

感謝委員的建議，調查時間已於工作

計畫書中修正敘述為四季。 

2. 本所長年向漁民收購罹網成鱟，

本次調查區域亦為成鱟罹網的熱

區區域，是否會對稚鱟資源有所

影響？ 

有關成鱟收購由所內提供收購數據，

研究數據品質方能進行混獲對三棘鱟

族群影響做討論。 

3. 保育區固定一段時間會重新修正

公告。 

感謝委員的建議，金門縣政府最新的

保育區修正公告為，民國 104 年 03 月

19 日府建漁字第 10400182731 號，修

正後之範圍及面積並無變動。 

4. 110 年下半年建設處於浯江溪口

範圍進行互花米草移除作業，是

否考慮將互花米草移除成效納入

計畫，並觀察潮間帶復原情形。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團隊已至浯江溪

口現勘互花米草移除執行情形，目前

浯江溪口的互花米草移除作業已結

束，但發現現場由於大面積的機械移

除，造成作業區域的潮間帶受到劇烈

的變化，目前評估不適合做為稚鱟的

棲地，需要長時間觀察監測潮間帶恢

復的情形，但會於本計畫執行時觀察

潮間帶資源恢復狀況。 

 

 

期中報告委員評審意見及廠商回覆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黎錦超委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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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調查方法與以往有很大的不

同，而這次調查範圍較過去為大，

希望調查結果能有一個全新的樣

貌，或可回答稚鱟放流相關的問

題。 

感謝委員的支持，目前還有四次的調

查正在進行，希望於期末報告能呈現

出與過往調查不一樣的結果。 

楊明哲委員意見： 

1. 建議文獻回顧參考海保署 2022 年

4 月公布的三棘鱟保育計畫互補更

新資料。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2. 本計畫研究方法與中國發起的亞

洲三棘鱟稚鱟族群調查方法相似，

可供其他地區資料比較參考。 

感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持續收集各

國相關資料進行參考比較。 

3. 2003-2009 年水試所有稚鱟穿越線

調查，有建功嶼及古寧頭調查位點

與稚鱟數量，可跟水試所要資料進

行空間分析。 

感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跟水試所拿

取相關資料，並進行整理，之後呈現於

期末報告。 

4. 圖 13 以及 p.29 結果。關於調查樣

站設置：1-2 齡稚鱟常分布於沙灘

與泥沙灘交界處，不過本次樣點設

置都沒有此區樣點，可能會造成稚

鱟分布熱區的嚴重偏差。建議各樣

區至少平均增加設置 2 個樣點，約

為泥沙交界處外約 1-3 公尺處，其

中也可選擇與過去調查位點重疊。

以 2013-2019 年調查結果中，雖然

樣區範圍相對於本年度計畫小很

多，但也可發現近岸區的潮線樣點

的稚鱟密度是較高的。 

感謝委員的建議，今年度調查樣點的

設置均有參考過往水試所的調查報

告，近岸的樣點是有與過往調查的樣

點重疊，以進行後續比較。今年度的

調查著重在過往較少調查的區域，希

望能夠以大範圍潮間帶面積的尺度，

更詳細的去了解稚鱟在整個潮澗帶的

分布狀況，以提供給相關單位擬定後

續的管理及保育作為參考。 

5. 圖 14 南北山樣點設置較不規律，

雖然可以理解因受水深或石蚵條

或淤泥影響，但調查樣點的分布是

否可能會影響結果？例如北山樣

點分布較南山明顯較密集，是否可

能影響分析結果？ 

感謝委員的建議，今年度的調查除了

了解整體潮間帶的稚鱟數量外，最重

要的是希望能夠清楚了解稚鱟於鱟保

育區內的分布情況，未來提供給管理

單位進行有效的管理策略。 

6. p.27、p.39 如果調查過程有發現立

竿網，或廢棄漁網也請紀錄其 GPS

位點配合照片，並標註位點在期末

報告中，因其為成鱟或亞成鱟的潛

在威脅，可供水試所後續研究或縣

府管理，並可討論如通報環保局等

相關單位處理。 

感謝委員的建議，立竿網、廢棄漁網等

分布，未來倘於調查中發現將記錄

GPS 點位，於期末加入討論。 

 

7. Kwan et al., 2017 及 2020 曾提及蚵

田會影響稚鱟分布與密度，由於本

感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持續收集各

國相關資料進行參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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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涵蓋範圍包含蚵田區，也請分

析其影響。但也請注意是底質淤

積、石蚵柱物理性或蚵田養殖產生

的擬糞影響？由於本計畫不含底

質分析，但也請在期末報告中的空

間分析上，進行分析與討論。古寧

頭蚵田分布與底質淤積近幾年有

參考資料。 

8. p.27 及圖 16：有關互花米草的清

除，也請在期末報告中繪製 2021年

清除的區域，並討論是否有可能是

影響稚鱟分布的因子。 

感謝委員的建議，相關資料會於期末

報告中提供。 

9. p.29 研究結果也請分析討論，大小

潮、最低潮時間與調查時間是否會

影響稚鱟分布。相較於小潮，大潮

時可能會有較大齡期的稚鱟出現

潮間帶，本計畫可分析討論之。 

本案三棘鱟調查時間皆選擇在大潮前

後進行採樣，並在 2-3 小時內完成調

查，應可減少日照、潮汐對溫度、鹽度

的影響。 

10. 圖 19、21 水溫以及底質溫度分布

圖，由於會隨調查時間有明顯差

異，例如清晨或傍晚溫度較低，可

能會有影響在溫度空間上分布的

判斷。 

感謝委員的建議，野外調查天氣是一

個非常難控制的因子，我們每次的調

查盡量控制在最少的天數完成兩個潮

間帶的調查，每天的調查時間都控制

在 4 小時以內，因此同一個月份的調

查時間不會落差太大，所以溫度落差

不會有從清晨做到中午的巨大落差。 

11. p.37「於 G10 及 G14 兩個觀測點各

發現 1 隻 2 齡的稚鱟，可能為金門

水試所於 4/2 在烏沙頭及北山放流

稚鱟個體」：但是圖 20 G10 沒有標

示為有稚鱟出現之藍色，請核對表

8 與圖 18、20 是否吻合。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12. 表 10 成鱟收購紀錄，2021 年統計

應該僅為上半年，請再跟水試所要

原始數據，應該有多達 900隻成鱟。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13. 其他細部問題： 

(1) p.4 line3 四億五千萬年前古生

代泥盆紀，應為奧陶紀。 

(2) p.4 line5 美 洲 鱟 (Limulus 

polyphemus)，又稱西洋鱟應為

「大西洋鱟」。 

(3) p.4 line6 圓 尾 鱟

(Carcinosvorpius rotundicauda)：

屬 名 有 誤 ， 應 為

Carcinoscorpius。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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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雄鱟在頭胸部的前緣具有「雙

凹」的型態，事實上只有一個凹

陷弧，僅是從背側視角會有兩

個凹陷。 

(5) p.8 野外的發育時間與實驗室

條件相當「相」(翁，2012，圖 

8)，相當相？ 

(6) IUCN, 2019 ：正確引用應為

Laurie et al., 2019。 

(7) p.12 表 1 馬來西亞：對三棘鱟

除群的系统研究：族群。且性別

比(OSR)「男性」有偏高：改為

雄性。 

李佳發委員意見： 

1. 成鱟收購的地點與數量請再確認。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2. 過去調查皆著重於稚鱟族群調查，

鮮少對成鱟的分布作進一步的研

究探討，請教有何方式可進行調查

研究。 

感謝委員的建議，參考國外的研究，

成鱟上岸產卵的行為並非是在海水漲

到最高時，衝到高潮線沙灘挖洞產

卵。而是漲潮的同時，成鱟會慢慢往

岸上游邊挖洞產卵，因此一對成鱟會

產 3~4 窩卵。如果往後要進行成鱟調

查，會需要更多的人力及調查時間，

因此需要完善及長期的規劃。 

徐維駿委員意見： 

1. 摘要部分結果顯示建議敘明第一

季和第二季發現個數。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2. p.1 海洋保護區定義請補上出處，

或使用 IUCN 定義海域資源保育區

應為海域資源保護區。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3. p.6 四種鱟於全球分布少一種分布

範圍(圖示)。 

感謝委員的提問，圖 3 四種鱟於全球

的分布資料中，圓尾鱟與南方鱟的分

布區域是重疊的，因此用同一種顏色

所呈現。 

4. p.8南方和北方建議改為緯度高低。

補充生活史稚鱟的定義。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5. p.13台灣西部分布與大標金門過往

針對鱟調查關聯性教低，建議新增

小節。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6. p.22 樣點的調整請敘明原因。文章

段落「增加兩個發現稚鱟的新點

位」應修正。請增加測量水體、底

質溫度的方式，無表水時如何測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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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底質測量深度等。 

7. p.27底質狀態建議採用粒徑分析之

粗細分級敘述。 

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今年沒有進行

底質粒徑的分析，而過往的調查範圍

並沒有這麼廣，因此無法利用過往的

粒徑資料呈現今年調查區域的底質狀

況。 

8. p.23 缺乏圖示(歷年調查區塊)。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陳盈廷委員意見： 

1. 報告中彙集水試所例年調查的資

料外，金門國家公園例年來亦有定

期從事北山、建功嶼各 2 條穿越線

之調查，該資料是否能夠利用分

析？再請評估。 

感謝委員的建議，目前已在進行金門

國家公園稚鱟調查的資料整理，於期

末加入討論。 

2. 南北山、安歧等地名對在地民眾及

調查人員來說不難理解想像，但對

於一般大眾而言十分模糊，建議在

地圖上進行範圍標示，提升報告可

閱讀性。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提供於附件。 

3. 報告中對於調查方法及修改之敘

述圖片解析度、圖說、表註解等不

完整之處，請再加以審視修正；字

體大小及錯字等也請參考委員意

見修改。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中進行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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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委員評審意見及廠商回覆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楊明哲委員 

1.綜觀計畫成果，研究團隊的努力對

於金門三棘鱟保育區與建功嶼-雄獅堡

潮間帶三棘鱟族群狀態與熱區，能提

供區域性歷年來最完整資訊呈現值得

肯定！同時建議相關單位未來依照適

當工作量設計計畫標案。 

2.圖 19 調查樣點，由於成鱟產卵場

在沙灘，1-2 齡稚鱟常分佈於沙灘與

泥沙灘交界處，不過本次樣點設置都

沒有此區樣點。建議未來調查加入沙

泥交界處樣點。 

3.如果要整合歷年稚鱟調查資料進行

比較時，請建議要如何進行？ 

4.圖 38、39，密度單位請加上單位，

若為相對密度，也請於圖文說明。 

5.全文結果如 P.93 等密度提及單位為

「/4m2」，建議改為「隻/m2」。 

6.稚鱟族群結構，2022 年的年級群 3-

4 齡期，應該是 2020-2021 年出生。 

7.金門稚鱟放流主要以 1 齡稚鱟為

主，因此如果是當年 6 月發現有高

峰，但非 1 齡族群時，應該是季節性

變化，而非放流造成。 

8.將建功嶼調查區列入保育區的建

議，加入成果報告中。 

9.p.15 表 1 馬來西亞:鱟是「越南」貧

困漁民的重要收入來源，也是他們重

要…且性別比(OSR)「男性」有偏

高：改為雄性，越南改成「馬來西

亞」。 

10.全文 PH 值應修正為 pH 值。 

11.P.109 陳紹倫，原文有誤請修正為

「昭」。 

1.感謝委員的肯定。 

2.感謝委員的建議。 

3.歷年稚鱟族群調查較集中於近岸地

區，建議未來可先換算相同面積下的

個體密度，再用 GIS 套疊後得到相對

高密度區域，在此基礎上決定大範圍

普查樣區，評估族群資源量。 

4.族群熱區分析為核密度值，如材料

方法中所述之 Nature Neighbor 

Interpolation 內插後之相對高值，單

位為隻。  

5.歷年稚鱟族群調查方法均有所不

同，整合分析後發現以 2x2m 樣框的

調查方法最多人使用，故以密度單位

4m2 比較分析歷年稚鱟密度變化。 
6.7. 蒐整已有文獻並整合金門水產試

驗所提供之三棘鱟人工繁殖過程與稚

鱟脫殼週期等相關資料，研判本年度

6 月調查結果之 3-4 齡稚鱟，應為

2020 年出生之稚鱟。已於成果報告中

修正。 

8.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加入成果報告

中。 

9.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修正。 

10.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修正。 

11.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修正。 

徐維駿委員 

1.P 90，雄獅堡潮間帶，低潮帶、中

高潮帶的範圍及離岸距離“建議改為

離岸距離”。 

2.僅有兩個樣點有水道分佈？水道的

1.根據內政部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

已界定平均高潮線。本報告中以利於

敘述及比較分析，參考歷年水試所三

棘鱟調查成果報告之定義:離岸最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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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因子及人為擾動與其他區域差異

甚大，可能不僅有底泥顆粒因素。 

3.P89，推測建議修改（仍有發現 8、

9 齡），原生鱟是？ 

4.P94，請加入氣溫佐證推論。 

5.P98，熱點的定義？出現頻率 or 數

量。 

6.建議修改本研究調查點位範圍較

廣…。 

 

調查樣點分布區域為高潮線，最低區

域為低潮線，中間區域為中潮線。此

外，考量建功嶼潮間帶含蓋浯江溪入

海之河道，北山潮間帶間分布沙帶等

現況，實際操作上較難以計算 “離岸

距離”，請委員見諒。 

2.如報告中所述，稚鱟族群分布受到

溫度(水溫、底泥溫度)影響之外，底

質蓄水性是另一重要因素之一。在調

查過程中發現有水道分布，稚鱟齡期

相對較大。此一發現並未局限於報告

中舉例樣點，而是多數樣點皆符合。 

3.本年度調查過程中於古寧頭鱟保育

區 6 齡以上稚鱟僅紀錄 7 齡、8 齡各

1 隻，並未發現 9 齡稚鱟。故推測古

寧頭鱟保育區可能較不宜 6 齡以上稚

鱟棲息。參考歷年水試所調查報告中

所述，原生鱟為成鱟上岸產卵並成功

孵化之三棘鱟。 

4.已於報告中加入中央氣象局公布之

氣溫。 

5.修改熱點為熱區，此定義為 Nature 

Neighbor Interpolation 內插後之相對

稚鱟密度高值區域，單位為隻。 

6.報告中 P96 所述，本年度調查結果

為單一樣點，而歷年數據為相鄰點位

9-12 個樣點之平均值，因此密度變化

與計算方法差異有關。 

黎錦超委員 

1.本次調查的兩地，位處金烈大橋的

南北兩側，現金烈大橋已經峻工，能

否評估在大橋的構建對三棘鱟族群的

影響。 

2.報告中有提及建功嶼-雄獅堡可作為

三棘鱟第二保護區的參考點。但現況

是：建功嶼是金門的觀光熱區。若打

造為三棘鱟保護區應如何操作？ 

3.建議：期末報告的圖片部份，應以

彩圖顯示為佳。 

1.根據本年度調查，於雄獅堡潮間帶

調查樣點區域北側已發現積沙現象，

是否為受到大橋興建之影響，建議未

來使用高解析衛星影像圖，科學分析

歷年沙帶之變化。 

2.若將建功嶼-雄獅堡潮間帶規劃為三

棘鱟保護區，建議分區規劃為核心區

及多元利用區。具體而言，雄獅堡潮

間帶建議規劃為核心區，建功嶼潮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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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規劃為緩衝區，在此基礎上，有效

管理漁民之漁捕活動。 

3.感謝委員的建議，於成果報告中以

彩色圖呈現。 

陳盈廷主席 

1.請參考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

定，研究報告封面請註明「委託機關

全銜」及「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

研究小組意見，不代表本機關意

見」。 

2.成鱟收購數據請註明資料起迄，並

請協助更新至年底。 

3.109 年度的研究調查是否涵蓋 2020

至 2021 年? 

4. 是否可以提供具體建議、策略等，

看縣政府能否執行，加強管理? 

5.保護區是否能給予稚鱟合適的庇

護？ 

6.北山族群是否多由本所野放，或可

請放流選址調查（配合明年調查）。 

7.是否有季節性水平遷移或是垂直遷

移？ 

8.PH 值是大寫，互花米草的互寫錯，

表 4「相關調查 2」，文字錯誤的部

分，再麻煩進行修改，臺灣或台灣的

台，請統一文字的使用，圖說及表說

明，再請核對無錯誤。 

 

1.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封面註明。 

2.已於成果報告中更新至 111 年 9 月

12 日最新數據。 

3.109 年度調查時間自 109 年 9 月至

110 年 5 月。 

4.建議推動漁具漁網實名制，制定相

關管理規範。例如制定漁民主動通報

遺失漁網漁具可免責，鼓勵民眾通報

廢棄漁網漁具，獎勵移除廢棄網具等

具體管理規則。 

5.本年度於北山間帶發現並記錄較多

的 3.4 齡稚鱟，且發現新的稚鱟分布

熱區。根據此調查結果，儘管保護區

對成鱟保護效益無法評估，然而針對

稚鱟族群仍達到保護效益。 

6.參考稚鱟脫殼之週期，推測北山於

6~8 月發現數量較多的 3 齡及 4 齡稚

鱟應不是水試所於本年度放流存活之

稚鱟，文字已修改。 

7.文獻多指出成鱟近岸海域生活，稚

鱟分布於潮間帶且有潛沙行為。然而

本年度調查過程中，調查人員挖至 1-

2 公分深，並未發現潛沙之稚鱟。無

法推論三棘鱟稚鱟是否為水平遷移亦

或潛沙過冬，仍有待持續研究。 

8.已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