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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旨在對於現有大鱗梅氏鳊自然棲地族群監測並建議對於

現況的改善措施，以及陸域淡水水域珍稀魚類資源生態調查。 

  大鱗梅氏鳊現有最主要自然棲地：金沙溪水系，其中大部分的溪

流堤岸都以水泥化破壞殆盡，近年來也僅能於光前溪中游較原始的河

岸，保有較完整的小族群，由 2014年調查夏秋兩季的魚類族群生態

資料可推估野外族群達 4000尾以上，此生態恢復速率超乎我們預期

結果，更證明我們這幾年在大鱗梅氏鳊族群生態復育進程的努力上，

有明顯的成效。在 2015年由於雨季較短加上農民灌溉用水，導致光

前溪木棧道只剩第一段有水的存在，目前看到成群的大鱗梅氏鯿成群

在水中游，實際數量藉由「族群標示及採捕推算法」，推估現有族群

數量目前僅存去年調查的 50 %，我們需加以加強規劃回復原有水域

棲地，以及以自然力回復野外族群的方法。 

    本計畫並將持續調查淡水水域珍稀魚類資源的生態現況。本研究

室在 2013年前，金門魚類調查到大小金門各水域及河口共計有 27科

56屬 69種淡水及河口種魚類，我們在 2014年下旬到 2015年調查結

果採集到 9科 12屬 12種初級淡水種魚類，包括 7科 9屬 9種原生淡

水魚及 2科 3屬 3種外來種淡水魚。在金門魚類總名錄上，也確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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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一種新發現種-攀鱸 (Anabas testudineus)，並更新了大小金門各

水域及河口總名錄為 28科 57屬 70種魚類。 

    在分子遺傳分析上，雖然於 mtDNA D-loop序列沒有基因型的差

異，但是終於在微衛星之基因座中，從 30尾魚類鰭膜樣本分析上，

共有 14尾存在其他較少比率之基因對偶子，足以證明族群內不同個

體之間遺傳基因上的差異，仍然存在，未來仍需持續低追蹤。 

    由此可見，大小金門為低海拔物種水域物種棲息的天堂，更加需

要眾人的努力去維護這塊完美的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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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project would process the native population monitoring 

of the endangered cyprinid species, Metzia mesembrinum as well as the 

native, rare inland-water fish ecological survey of Kinmen island, Fujian 

Province, R.O.C.  

    The native habitats with the fish population around 4000 individuals 

during middle of 2014, then reduced about 1/2 populations in total during 

May 2015 via mark and recapture method in the field.  

Till 2013, there are 27 families 56 genera 69 species of freshwater 

and estuarine fishes of Kinmen islands. Purely freshwater fishes merely 

got 9 families 12 genera 12 species in 2014-2015 including 3 invasive 

species. The confirmation of existence of climbing perch from small 

Kinmen have been recorded.  

In molecular genetics, there is only one haplotype revealed from 

mt-DNA D-loop sequences from over 50 tested individuals. Anyway, it is 

good progress to see the chromosome genetic markers have been found 

the minor variation among them 30 tested individuals.  

It is worth to make more effort for freshwater fish conservation and 

monitoring for the very important lowland freshwater and estuarine fish 

fauna in Kinmen island by joining local people progress and 

governmental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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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金門地區的淡水水域的溪河、湖沼之原生淡水魚類已調查到的有

12種。長期以來，受到人類開發導致棲地破壞，但金門原生淡水魚產

生的生存壓力向來有增無減，且外來種魚類威脅與競爭壓力亦與日俱

增。在近年來的一次調查中發現到有多個初級淡水魚種，已經從金門

上絕跡，如：沙鰍、史尼氏小鲃等等。此外，曾經相當普遍的蓋斑鬥

魚以及大鱗梅氏鯿的族群規模也在急遽萎縮中，對其進行有效的保育

工作時為燃眉之急。 

大鱗梅氏鯿 (又稱：大鱗細鯿)，2009年來，已被農委會決議列為

國家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淡水魚類。極可能已經在台灣本島已完全絕

跡，目前僅知在金門本島的水域中殘存少數不穩定的族群。如何能掌

握現有淡大鱗梅氏鯿的族群現況，並且如何維持、復育金門溪溝及湖

庫等水體原本自然的良好棲地環境，並研提適切的保育規劃、關切保

育類物種的生存危機及棲地改善建議，並且考慮於金門縣境內，整合

跨單位的力量，如：金門水試所等，來進行共同保種的保育規劃與措

施，成為本計劃之整體重要執行目標，亦為當前金門淡水魚類保育工

作的重要課題。除了現場的調查及建議，期望本計劃的執行能有效的

針對大鱗梅氏鯿的自然棲地之野外族群復育，進行建議與建立可行的

實作保育措施，協助其族群的再恢復及延續。並積極進行保育復育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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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魚類保種之推行。 

淡水魚類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包括於溪流、河川、

湖泊及野塘的岸邊觀察與浮潛觀測法、垂釣法、網捕法、誘捕法與電

魚法等屬於台灣水域較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其中以電魚法為近年來，

最常被使用之採集法，因為於沿岸 1 m淺的水體之內，具有高效率的

捕獲率及便利性，但是在湖泊及野塘的棲地環境中，則要多加輔以其

它的採捕方式，才能具備更完整之魚類群聚調查。故本調查將在申請

許可之後，採用電魚法進行淡水魚類生態調查方法，再輔以其它所列

出之採捕方式進行。 

本計畫最主要目標，旨在對於 2014年起之大鱗梅氏鳊現有自然

棲地族群監測並建議對於現況的改善措施等，以及陸域淡水水域珍稀

魚類資源的生態調查等。全力配合中央與金門縣政府，來針對大鱗梅

氏鳊族群復育工作上，貢獻對大鱗梅氏鳊專業學術試驗與生態復育研

究成果，為水域生態保育，更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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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魚類生態習性除記錄現地調查所見者（實際調查水深、流速、

底質、水質），亦將配合訪談及鄰近河川及湖沼水體既有調查資料，

再做整合性之分析。每次採集所得之各類群水生生物種數、體長組

成、總數量等，用以記錄不同樣站間或同一樣站不同季節的魚類群聚

結構與歧異程度。 

 

(一)、魚類生態調查採集方法: 

    1.岸邊觀察及手抄網採集： 

      在水質條件之較為清澈水體環境，可以採用岸邊直接觀察    

   的方式，與直接利用手抄網作撈捕採集的方式，以避免敏感     

   高的魚種，受到干擾而無法正確的調查記錄到。 

    2.網捕法：（手投網及刺網） 

      在湖沼或溪岸邊以手投網的採捕方式，徒手投擲入潭中採 

   集，以採獲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樣本。 

    3.誘捕法：(大部分以此方法採集) 

      在魚籠中，放入誘補之餌料，以吸引中小型魚類進入籠具 

  中作採集，以觀測更加完整的湖泊、野塘的緩水域淡水魚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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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電魚法：  

      電魚法是以電力形成電場進行捕捉魚類，背負式電魚法多 

  使用於溪流中上游之可涉水河段，在中下游河段、湖泊與水庫 

  內，國外可利用電魚船，進行魚類採集，採集時可以固定河段 

  長度作為採集範圍，採集時使用之時間，可利用以計算單位時 

  間之捕獲量。台灣常用之電魚器具為背負式電魚器，即可背負 

  於使用者背部運動之電魚器具，包括變壓器、8 V 或 12 V 之   

  蓄電池、與長 1.5 至 2 公尺之陰極與陽極之電極棒。電力來  

  源有來自於蓄電池的直流電與國外較常用之交流發電機之交 

  流電兩種，採集時由發電機或蓄電池產生電流，經由變壓器，  

  在兩極間產生電流迴路，形成電場，經過電場的魚類即受電擊  

  而呈現昏迷或死亡之狀態。背負式電魚器採集，可以適用於不  

  同棲地，但需一人操作電魚器，並以間歇式放電儘量降低對魚   

  體之傷害，後方則另需一至二人協助採集被電昏之魚隻，在河  

  段中，通常由下游往上游以〝 Z〞字型前進，來進行野外調查。 

 

捕獲魚體之體長計算: 

     魚體的標準體長（Standard Length）的測定，則是利用游  

  標尺現場作測量，最小刻度為 0.1釐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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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鱗梅氏鯿之自然野外推算族群標示及採捕推算法 

      「標誌-再放流法」為研究魚類的洄遊和魚類資源的一種推算

方法，是將野外逢機採集及捕獲到的魚類，作上標記後再放回原棲地

中，當下一次重新補獲時可研究魚類的分布、成長及資源量等現況。

本研究團隊採此種方法來調查光前溪主要棲息棲地，以「標誌-再放

流法」推估光前溪主要棲息棲地大鱗梅氏鯿的族群量，採剪鰭法標

記，在 2014年度採剪左腹鰭當作標示；而 2015年度採剪右腹鰭以做

為區分。使用剪腹鰭是能把傷害降至最低，不至於影響到魚體及游泳

等生存能力，我們將本次所捕獲的魚體數 X今年度所有被剪鰭的魚

體數 / 本次被捕獲的魚體數之被剪鰭的魚體數。 

推算族群的公式如下: 

捕獲量 (C) X 累積捕獲數量(Nm)/捕獲有被標計的量(Cm) 

EX: 本次所捕獲的魚體數為              100隻 (C) 

    今年度所有被剪鰭的魚體數           30隻 (Nm) 

    本次被捕獲的魚體數之被剪鰭的魚體數  3隻 (Cm) 

    那我們則可以推估出此棲地族群現有量 

    100 X 30 / 3 =100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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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魚類繁殖期觀察  

利用沿岸及浮潛觀察的方式，瞭解野外現地的優勢魚類野生族

群之仔稚魚出現期以及魚類求偶或產卵繁殖行為之記錄，以為能推

算其特定魚種的繁殖特性，作為未來淡水魚類生態保育工作，與其

之生殖生物學的重要參考依據。 

 

(四)、水質環境因子測定 

(1) 棲所底質環境：記錄調查棲所的底質環境特性，並瞭解物   

    種出現頻度與底質特性的相互關系。  

(2) 水質環境因子：於調查樣區中，任選水表層之三個採樣點，

以 Conductivity Meter測量現場的水溫（ Water 

Temperature）、導電度 （ Conductivity）、總懸浮固體量

（ TDS,WTW-LF330）；並以濁度計來測量水中濁度值 

( Turbidity， AQUALYTIC PC Compact)；以 pH Meter測

量酸鹼值（ pH，Suntex TS-1）等水質環境因子。 

 

（五）、枯水期原生魚種保種措施 

每到下半年秋冬時節的枯水期來臨時，特別要注意到金沙溪的相

關主棲地的水位監控，以防止農民超抽乾枯中的溪水，因而造成當

地大鯿梅氏鯿之魚類族群因乾旱而滅絕的情形。當主棲地水位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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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立預警查核溪水水位狀況，必要時，也要配合縣府工作人員

先搶救部份魚類族群，以保有原生珍稀物種的保育安全臨界小族群

的存在。 

（六）、現有自然棲地外來種族群之持續清除 

    每到了下半年秋冬時節的枯水期來臨時，除了要搶救與關心原

生族群以外，並要利用枯水期的季節，在縣府同意下，共同來移除

外來魚類，特別是中大個體的慈鯛科魚類，以確保本種魚類的棲息

環境，免除太多的外來種之侵擾，以確保原生大鯿梅氏鯿族群的族

群的生存機會。 

 

（七）、規劃擬自然棲地之復育基地   

    配合縣府的相關建議復育場所，建立後備族群的環境，來復育大

鯿梅氏鯿本種魚類的生存。 

 

（八）、枯水期水源補充系統的規劃與實作修整 

    配合縣府的已建置的系統，來規劃與評析主棲地枯水期的相關大

鯿梅氏鯿的魚類生態保種措失與基本生存溪流水位等之維持等之標

準作業程序的建置與實作測試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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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抽選現有大鱗梅式鯿原生族群的mtDNA萃取及微衛

星體DNA序列分析 

採集本年度活魚的小部份的鰭膜樣本，作為 mtDNA與微衛 

星體DNA序列品系鑑別的個體資料庫的參數依據。 

魚類mt DNA萃取及序列增幅及分析 

(1).魚類DNA的粗製萃取。(Crude DNA extraction). 

   魚類DNA的粗製萃取，將採用GeneMark公司生產的Purification 

DNA試劑組依照操作手冊進行crude DNA的萃取，相關執行操作步驟

如下： 

1. 去酒精：去離子水 1000 ul，置入 70度 C乾浴槽 5分鐘。 

2. 去除去離子水，加入 200 ul Extraction Buffer，並於其中將組織

剪碎。 

3. 加入 20 ul之 Proteinase K，vortex。 

4. 置入 56℃之乾浴槽 1-3小時或更久直至組織完全溶解，並於

incubation期間進行數次 vortex。 

5. Binding Solution 200 ul，gently vortex，於 70℃乾浴 10分鐘。 

6. 99% EtOH 200 ul, 迅速混合，vortex (此時總體積約 600 ul)，轉

換至 column，以 13000 rpm離心 1 min。 

7. 倒除離心液，加入 300 ul之 Binding buffer以去除 conta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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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nuclease，13000 rpm, 1 min。 

8. 加入 700 ul之 washing buffer (EtOH added)，13000 rpm, 3 min。 

9. 倒除離心液，13000 rpm, 3 min移除多於 washing buffer。 

10. 移除 collection tube，將 spin column置入新的 1.5 ml eppendorf

中，蓋子打開，整組置入乾浴槽加溫 5 min。 

11. 加溫後加入 60~100 ul之去離子水，靜置 90秒，13000 rpm，1 

min。Elution完畢置入-20℃冰箱保存。 

(2). DNA片段增幅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連鎖反應（PCR）則採用同公司生產的 Master Mix 或是

一般之Taq polymerase 試劑組完成。 

1. 5X MMX (Taq, dNTP, MgCl2)：10 ul 

Primer 5’ D-loop forward 10 uM：1 ul 

Primer 3’ D-loop reverse 10 uM：1 ul 

Crude DNA：2 ul 

去離子水：36 ul           

               50 ul / each 

2. 10X taq buffer：5 ul 

dNTP 2.5 mM：4 ul 

MgCl2：3 ul 

Primer 5’ D-loop forward 10 uM：1 ul 

Primer 3’ D-loop reverse 10 uM：1 ul 

Taq polymerase 5U/ul：0.5 ul 

Crude DNA 

去離子水：33.5 ul          

               50 ul / each 

 

(3).洋菜膠 DNA電泳分析。(DNA electropho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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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 TBE agarose gel進行電泳分析。 

(4). DNA片段純化。(Purification of DNA fragment) 

1. 100 ul PCR產物加入 500 ul Binding Buffer 

2. 均勻混合將混合物加入High Pure Filter Tube，13000 rpm, 1 min。 

3. 倒除離心液，加入 500 ul Wash Buffer，13000 rpm, 1 min。 

4. 倒除離心液，加入 200 ul Wash Buffer，13000 rpm, 1 min。 

(5). DNA分子定序。(DNA automatic sequencing) 

      需先配製好定序混合液，送至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定序中心，利用自動定序儀 (ABI Model 3700 DNA sequencer) 進行定

序。 

(6). DNA分子序列分析匯整。(DNA data analyses)  

      將定序完成的結果資料，首先將自動定序儀所繪出的定序圖譜

以Chromas 2.23 圖譜程式列印下來並進行人工判讀修正，再以

BioEdit Sequence Alignment Editor vers. 7.0.5.3 (Hall, 1999) 軟體進行

序列之排列 (alignment) 比對。 

    完成序列排序後，以MEGA (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 ver. 3.1) (Kimura et al., 2004) 軟體，分析序列轉換(transition, 

Tv) 的發生率R(Ts/ Tv) ；再以DAMBE(Data analysis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ver. 4.5.45) (Xia,2000；Xia and Xie, 2001) 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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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置換與異類置換飽和分析散佈圖；並利用MrModeltest ver. 

2.2(Nylander, 2004) 根據核甘酸變異程度找出最合乎DNA演化的模

式。 

    緊接利用套裝軟體PAUP (Phylogenetic Analysis Using Parsimony, 

vers. 4.03)  (Swofford, 2002) 選用演化最簡約分析法 (Maximum 

parsimony ； MP ； Felsenstein, 1978) 以及相鄰連接法 

(Neighbor-joining method ; NJ) (Saitou and Nei, 1987) 根據遺傳距離來

建構合乎自然演化的親緣關係樹；若簡約樹超過一種以上，則須藉由

多數決共同法 (majority rule consensus) 以嚴格 (strict) 的方式篩選

出出現頻率超過50%的分支來獲得共同類緣關係樹；MP及NJ所得到

的類緣關係樹皆取1000次重複bootstrap值以進行樹形可性度之檢

測。此外，亦選用MrBayes ver. 3.01 (Huelsenbeck and Ronquist, 2001) 

軟體進行貝氏分析(Bayesian inference analysis) ，並選用MrModeltest

所測試出最適model，以重建分子之類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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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衛星體DNA序列分析 

微衛星體 DNA分子檢測技術，為近十多年以來，繼形態分析

學、免疫遺傳分析、細胞染色體分析等之新的遺傳學標記技術。 

(1). 魚類 DNA的粗製萃取。(Crude DNA extraction)。 

使用套裝 Kit(High Pure PCR Template Preparation Kit; Roche)進行

DNA的萃取。首先將剪下大鱗梅氏鯿右鳍部分樣本分別置於裝有

tissue lysis buffer的 tube中，以滅菌過的剪刀將大鱗梅氏鯿右鳍樣本

剪碎，再加入 Proteinase K，以消化樣本的蛋白質，最後混合均勻，

再予以離心。隨之將樣本置於恆溫乾浴槽，溫度設定為 55℃，歷時

1-12小時不等的時間，視肌肉組織樣本消化的實際情況而定。溶解完

成的樣本再加入 binding buffer及 Isopropanol後，再將樣本取至 filter 

tube中，依序加入兩次 washing buffer後再離心機進行離心，然後再

進行空管離心。最後將 filter tube取至新的 tube中，加入 ddH2O進行

回溶，靜置 2分鐘之後予以離心，最後將回溶的濾液收集在 tube後

保存於-20℃之中，即完成 DNA的萃取。 

 

(2). 全基因體定序以及微衛星體DNA分子的篩選。 

    利用微衛星體 DNA分子生物技術的最新開發模式，即是使用高

通量的定序儀，作為定序與篩選出相關的核微衛星體 DNA之標示技

術。抽取大鱗梅氏鯿 genomic DNA為了進行大鱗梅氏鯿的全基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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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序，必須先抽取其 genomic DNA，得到 genomic DNA後，再將

genomic DNA以 Roche 454次世代定序儀 GS-FLX進行全基因體定

序。 

    GS-FLX定序分成四階段:將樣品 genomic DNA破碎、接上

adapter、emPCR以及焦磷酸定序。樣品 genomic DNA會先碎裂成 500 

bp 以下的片段，並經由接上 adaptor後固定在 bead上。由於每個 bead

上只帶一個 DNA，可想成全部帶有 DNA的 bead即為 genomic 

library。這些 bead經過 emPCR和焦磷酸定序後即可得到全基因體序

列。 

    在 GSFLX定序開始前首先必須將大鱗梅氏鯿 genomic DNA以

30 psi的氦氣撞擊 1分鐘進行霧化作用 (nebulization)，使 genomic 

DNA破碎斷裂。經過破碎的樣品以 Agilent Bioanalyzer High 

Sensitivity DNA chip微流體電泳晶片系統來確認霧化用後的 genomic 

DNA破碎是否完整。接著將破碎的 genomic DNA樣品加熱，使雙骨

分離後將 adaptor A 和 B分別接上至每個單股 genomic DNA片段 3’

端和 5’端，用以進行 emPCR。成功帶有 adaptor的單股 genomic DNA

片段以表面帶有和 adaptor A序列互補的 bead捕捉，使得每一個單股

genomic DNA片段固定在一個 bead上。固定完成後將 bead上的單股

genomic DNA片段可以和 adaptor B序列互補的 olgonucleotides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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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primer)，進行 emPCR，將 genomic DNA片段進行增幅。完成

emPCR後將 bead取出，放置在 Pico TiterPlate上面，加入 DNA 

polymerase、sulfurylase、APS、Luciferin以及 luciferase。接著把加好

的 bead和試劑 PicoTiterPlate送入 GS-FLX定序儀中，進行焦磷酸定

序法(pyrosequencing)定序。定序儀的 CCD鏡頭會記錄定序反應的冷

光訊號，轉換為序列。定序完成後得到的序列以 GS-FLX定序儀中的

軟體進行整理和合併。經由次世代定序，可到大量的序列資料。藉由

生物資訊(bioinformatics)的方法，將定序資料進行基因註解。 

 

(3) 聚合酶連鎖反應(PCR) 

    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來增幅所要

的微衛星片段。所使用的正向引子(Forward primer)及反向引子

(Reversed primer)如前所述。在聚合酶連鎖反應中，進行 PCR反應

的藥物配置完成之後，將樣本置入 PCR溫度循環控制器，其溫度的

流程設定如下: 第一步驟先以 94℃進行 1分鐘的DNA變性，再以 55

℃進行 1分鐘的黏合，接著 72℃進行 2分鐘的 DNA複製，最後以

72℃進行 7分鐘的 DNA延長反應，共進行 40次的循環增幅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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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型水平電泳槽 

    將每一管 PCR產物樣本皆與 DNA染色與核酸結合內染劑(Easy 

vision)在石蠟紙上混合後，在電泳槽中進行約 180分鐘的電泳。隨後

將膠體電泳置於紫外光燈箱中檢視，視欲增幅的片段是否存在，若檢

測結果為增幅成功，再將 PCR產物送往生技公司進行定序。 

(5). 利用 Genotyping 偵測基因座差異之類型。 

    利用已篩選出核微衛星體 DNA之標示的 Genetic markers，以

PCR增幅作用，並採用 ABI Autoseuqencer 作 Genotyping 的品系區

隔，以及分子類群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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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調查結果 

第一節： 金沙溪之光前溪木棧道區段調查樣站之環境與水質資料： 

    金沙溪大部分的溪流樣站堤岸都以水泥化，僅光前溪中游一段生

態步道旁的溪段保有較原始的河岸，但這段溪流易被水泥小霸截流切

割，成為一小塊一小塊在枯水期期間幾乎無法交流的水塘，我們於

2014年 5月份開始持續追中調查，得到今年夏秋兩季的生態資料，

經過分析比對，調查結果如下 

    調查位置，如圖一及圖二所示，水質調查結果整理如表 1，各樣

站照片如圖三~五。金沙溪之光前溪木棧道以攔沙壩區分為三個河

段，分別為第一段、第二段及第三段，每個河段又選定五個樣區，分

別採樣。 

 

(1) 各樣站環境與水質分述如下：(表 1-1) 

    光前溪水質條件在五月份水溫為 35.6℃、pH 7.46、溶氧 5.2 ppt、

導電度 374 μs / cm、TDS 256 ppm；六月份水溫為 35.1℃、pH 7.8、

溶氧 6.3 ppt、導電度 333 μs / cm、TDS 250 ppm；七月份水溫為 36.2

℃、pH 7.77、溶氧 6.44 ppt、導電度 430 μs / cm、TDS 323 ppm；8

月份我們提高採樣頻率是因為在 8月 12日的一場大雨沖走了許多的

魚籠、造成數據不穩定，並於隔日馬上進行補救措施，然而我們想要

去比較大雨前後有無對棲地生態造成太大的影響，經實驗調查，並無



22 
 

太大的差異，由此可推論出光前溪為一個穩定的生態系統，一場大雨

並無對生態系造成太大的影響。 

     八月平均水溫為 31.9℃、pH 7.25、溶氧 9.1 ppt、導電度 354 μs 

/ cm、TDS 152.8 ppm；九月平均水溫為 32.1℃、pH 7.18、溶氧 5.8 ppt、

導電度 150.3 μs / cm、TDS 133.8 ppm。十月份平均水溫為 31.6℃、

pH 7.22、溶氧 6.1 ppt、導電度 154.4 μs / cm、TDS 131.3 ppm；十一

月平均水溫為 17.2℃、pH 7.14、溶氧 7.1 ppt、導電度 163.2 μs / cm、

TDS 268 ppm，由於 11月份降雨較少加上農民種植高粱等農作物，造

成光前溪第二河段及第三河段河水的乾枯，導致魚隻族群數量的減

少；十二月平均水溫為 14.6℃、pH 7.23、溶氧 7.5 ppt、導電度 166.7 

μs / cm、TDS 272 ppm，由於多次大陸高壓冷氣團的來襲造成水溫大

大降低，導致魚隻索餌意願下降，所以從 12月份開始改以手抄網代

替魚籠捕捉調查。一月份平均水溫為 15.6℃、pH 7.11、溶氧 6.1 ppt、

導電度 215.3 μs / cm、TDS 311 ppm；二月份平均水溫為 16.9℃、pH 

7.32、溶氧 8.1 ppt、導電度 241.2 μs / cm、TDS 267 ppm；三月份平

均水溫為 18.7℃、pH 7.46、溶氧 7.6 ppt、導電度 205.3 μs / cm、TDS 

251 ppm；四月份平均水溫為 23.6℃、pH 7.21、溶氧 7.4 ppt、導電度 

255.4 μs / cm、TDS 158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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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光前溪第一溪段 (圖三) 

      為光前溪最上游地區河道寬廣流速平緩，終年有水，兩側雜 

   草茂密，底質為細沙以及微細軟泥，適合大鱗梅氏鯿生存，以    

   水泥攔沙壩和第二溪段區分。 

 

(A1) N24°27’06.7”  E118°2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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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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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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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採集到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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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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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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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蓋斑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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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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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loticus) 15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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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4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11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7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6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6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5隻、吉利

慈鯛 (Tilapia zillii) 8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8隻。 

     12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1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2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7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

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2隻。 

3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9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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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cularis) 5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8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5隻、大肚

魚 (Gambusia affinis) 2隻。 

4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 3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0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4隻、大肚

魚 (Gambusia affinis) 2隻。 

 

(A2) N24°28’43.3”  E118°25’18.7”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無採集到。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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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inis)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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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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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ulate) 1隻。 

     10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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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1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3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5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12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吉

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1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5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5

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2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9隻、蓋斑

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3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 

4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 7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極樂吻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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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A3) N24°28’43.4”  E118°2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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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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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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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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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1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4隻、吉

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2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9隻、鯽

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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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 

      2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5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3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吉

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4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 12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9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6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2隻。 

 

(A4) N24°28’44.4”  E118°2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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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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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urinus) 3隻。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隻、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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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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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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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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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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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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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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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隻、蓋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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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 

 11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2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1隻、鯽

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9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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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3隻。 

3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7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

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 

4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 3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1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4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A5) N24°28’45.5”  E118°2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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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無採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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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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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尼羅口孵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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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ochromis niloticus) 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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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 5隻。 

    11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隻、蓋斑

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 

    12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1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 

2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8隻。 

3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7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大

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4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 4隻、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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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本溪段綜合而言，為大鱗梅氏鯿的最主要棲息區之中，最

重要區段；採集結果發現，大都是以(A3)及(A4)的區域，大鱗

梅氏鯿的採獲率最好，也是最重要的天然棲息區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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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光前溪第二溪段 (圖四) 

      為光前溪中游地區，河道較寬，水質乾淨，水流平緩，有兩 

   岸聯絡木橋，河面佈滿了布袋蓮，覆蓋率超過80％的水域表面， 

   布袋蓮生長快速，此現象可能容易造成水中溶氧量不足。 

(B1) N24°28’45.5”  E118°2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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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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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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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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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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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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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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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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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3隻、蓋斑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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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 

10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5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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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4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B2) N24°28’45.8”  E118°25’14.7”  

   5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0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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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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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urin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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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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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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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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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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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9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3隻、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7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5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4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B3) N24°28’46.3”  E118°25’14.6”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隻。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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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llii) 7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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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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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5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4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4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B4) N24°28’46.9”  E118°25’13.8” 

5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 

6月份無採集到。 

7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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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7隻、蓋斑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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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4隻、大肚魚 (Gambu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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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nis) 1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B5) N24°28’47.3”  E118°25’12.8”  

    5月份無採集到。 

    6月份採集到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7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6隻、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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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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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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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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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4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5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C) 光前溪第三溪段 (圖五) 

本溪段為整段原始棲地的最下方一段，底質為細沙以及微細

軟泥，仍有綠色溪岸植被，但本段落水體，於旱季則極易乾枯，

生態穩定度較低。旱季常要積極搶救大鱗梅氏鯿的族群。 

 

(C1) N24°28’47.3”  E118°2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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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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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採集到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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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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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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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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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4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8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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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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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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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urinus) 1隻。 

    7月份採集到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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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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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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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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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蓋斑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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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urinus) 2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蓋斑

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4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

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C3) N24°28’47.8”  E118°25’12.0” 

5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 

6月份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9隻、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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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採集到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隻、羅

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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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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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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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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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0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3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C4) N24°28’48.9”  E118°25’09.9” 

調查期間 5月份無採集到。 

6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隻、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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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 

7月份無採集到。 

8月份共採集到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蓋斑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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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0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2

隻、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隻、鯽魚 (Caras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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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C5) N24°28’49.5”  E118°25’07.5”  

6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6隻。 

7月份無採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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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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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inis) 1隻，此月有意外發現美國螯蝦一隻。 

9月份共採集到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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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ratus) 1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10月份共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隻、蓋

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7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隻、。 

      1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1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2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3月份因河川缺水導致無法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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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金門島淡水水域珍稀魚類資源調查 

    本年度從 2014年 6月份執行計畫以來，以每 2個月進行一次的

方式，選定幾個固定樣站調查，調查結果與分析如下。 

 

    6月份及 8月份調查，可發現水溫及氣溫都非常的高，各樣站測

量水溫皆在攝氏 30至 35度之間，而八月份水位明顯低於 6月份水

位，甚至田埔溪在 8月份採集時，已成無水乾枯及雜草叢生的狀態。 

    除了在大鱗梅氏鯿主要棲地：金沙溪之光前溪木棧道流域，調查

外，我們也到田埔水庫及金門本島東南端的區探勘採樣。6月份及 8

月份共進行了數個樣站的調查，分別為龍陵湖 (圖九，使用魚龍進行

採集調查作業)、前埔溪 (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田埔

水庫 (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 、金沙溪渠道 (圖九，使

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南莒湖 (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

作業)、榮湖 (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 

     為了使調查更加普及化，我們改以每兩個月增加 6個樣點來調

查大小金門各河川及湖泊等水域，分別為金沙水庫(圖九，使用魚龍

進行採集調查作業)、山西水庫(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

金湖水庫(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太湖(圖九，使用魚龍

進行採集調查作業)、陽明湖(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斗

門溪(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蘭湖下游(圖九，使用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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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採集調查作業)、蘭湖(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孝潭

(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虎尾溪(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

集調查作業)、金水溪(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雙鯉湖(圖

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蓮湖水庫(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

集調查作業)、菱湖水庫(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西湖水

庫(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業)、陵水溪(圖九，使用魚龍進行

採集調查作業)、雙鯉濕地自然中心(圖九，使用魚龍進行採集調查作

業)。在 10月及 11月份時發現，農民為了種植灌溉高粱等農作物，

大量引用溪水及湖泊水，導致水位不斷下降，甚至有許多的水域，面

臨乾枯等危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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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樣站-龍陵湖(表 1-2) N24°47’35”  E118°4270.5” 

    為一岸邊植被完整之較大型湖泊，但被裕璋陸橋分割為兩半，此

處有不少水鳥棲息於其中，幾乎沒有水流。而在靠近軍營的方向，深

入草叢可以發現似乎是匯入龍陵湖的小溪流，溪水清澈，水深約 50

公分，底質多落葉及軟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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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319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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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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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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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inis) 13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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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296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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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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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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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樣站-前埔溪(表 1-2) N24°46’94.7”  E118°4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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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358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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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5隻。 

8月份水溫為 32.1℃、pH 6.89、溶氧 7.3 ppt、導電度 122 μs / 

cm、TDS 231 ppm。 

本月份河水乾枯，雜草叢生，無任何魚類蹤跡。 

 

(T3)樣站-田埔水庫(表 1-2) N24°47’86.9”  E118°4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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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286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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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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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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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25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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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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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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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樣站-金沙溪渠道(表 1-2) N24°49’19.6”  E118°40’32.2” 

    金沙溪為金門東北主要溪流，水源來自太武山太武池東面的汶水

溪(也稱後水溪)和太武山西側的斗門溪流域。金沙溪流域為重要的農

耕區，水流平緩且少污染，旱季倒有乾涸之虞．但沿岸樹影婆娑，河

床不時出現浮洲綠草，景觀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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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538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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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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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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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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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276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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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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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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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樣站-南莒湖(表 1-2) N24°47’19.7”  E118°43’72.2” 

     位於本島中部，該湖區周邊植被條件良好，但湖水的溶氧量略

為偏低，未來會持續地追蹤水質與魚類生態情勢。 

6月份水溫為 32.4℃、pH 7.31、溶氧 2.9 ppt、導電度 547 μs / 

cm、TDS 41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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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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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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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287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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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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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1隻。 

 

(T6)樣站-榮湖(表 1-2) N24°48’71.6”  E118°41’60.9” 

榮湖本來是沙美出入的水道，故南側地名叫水頭且北岸叫浦

頭，又為與金城之水頭’浦頭區分，就有前水頭’後水頭和西浦頭’後浦

頭之分，很有意思．除了水道，原有水塘眾多，且常有海水倒灌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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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DS 256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8隻、極樂吻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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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nogobius giurinus) 3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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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m、TDS 345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6隻、極樂吻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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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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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7)樣站-金沙水庫(表 1-3) N24°50’24.3”  E118°39’87.6” 

金沙水庫位於金門島北部沿海一帶，此區包括榮湖、田墩海堤、

漁塭、西園鹽場及周圍田野，金門雁鴨科過冬的棲地之一，每年冬季

有為數眾多的赤頸鴨、赤膀鴨、小水鴨、花嘴鴨等鳥類棲息於此，另

有數十隻豆雁過境。田墩海堤及周圍漁塭，為雁鴨科及鷸科鳥類冬季

停棲地，數百隻大杓鷸飛行，十分壯觀，是賞鳥人士最佳場所。 

      10月份水溫為 24.1℃、pH 7.21、溶氧 8.1ppt、導電度 223 μs 

/ cm、TDS 287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8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5隻、尼羅口孵

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7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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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樣站-山西水庫(表 1-3) N24°50’61.8”  E118°42’82.8” 

雨季來臨時從虎螺山、面前山、美人山及虎山的雨水，在山麓

匯流後，從山西村前流過，再從東割灣出海，這些水資源如能善加利

用，必可俾民生，山西水庫正是建在山西村西北、獅山北麓近東割灣

的出海處。 

      10月份水溫為 24.6℃、pH 7.45、溶氧 8.4ppt、導電度 251 μs 

/ cm、TDS 241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2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5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尼羅口孵

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3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6隻。 

 

(T9)樣站-金湖水庫(表 1-3) N24°43’29.6”  E118°45’76.4” 

為人工湖，下湖在太武山的東南方，地處低漥，從太武山以下

的水都是往下湖方向流出海，地下水充沛，所以才在沿海沿著岩石打

下截水牆，建立人工湖以提供東半島的民生用水。 

      10月份水溫為 24.5℃、pH 7.63、溶氧 8.3ppt、導電度 148 μs 

/ cm、TDS 233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0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3隻、大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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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usia affinis) 7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7隻。 

 

(T10)樣站-太湖(表 1-3) N24°44’00.1”  E118°42’57.1” 

     太湖金門最大的人工湖，金門由於是個小海島，淡水水源取的

不易，當初因戰備及民生用水關係，國軍在金門建立大大小小人工水

庫湖泊，太湖便是其中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 

      10月份水溫為 24.7℃、pH 7.26、溶氧 7.9ppt、導電度 264 μs 

/ cm、TDS 335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隻、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7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3隻、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4隻。 

 

(T11)樣站-陽明湖(表 1-3) N24°46’00.9”  E118°43’12.0” 

      為了解決金門居民用水問題，金防部看中田埔溪河床寬廣，兩

岸一片窪地草埔，適合築成水庫，因此工兵部隊在修建金門環島路網

時，也順便在鄰近陽明村的田埔溪築堤為路，並且從太武山區集水而

成為人工湖，稱為陽明，民國八十年代並加浚深整治，蓄水量大增。 

      10月份水溫為 24.2℃、pH 7.22、溶氧 7.7ppt、導電度 268 μs 

/ cm、TDS 321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極樂吻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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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nogobius giurinus) 15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7

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 

 

(T12)樣站-斗門溪(表 1-3) N24°46’44.7”  E118°39’94.6” 

      10月份水溫為 23.6℃、pH 7.48、溶氧 8.2ppt、導電度 223 μs 

/ cm、TDS 289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2隻、極樂吻鰕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0隻、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8

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7隻、斑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 

 

(T13)樣站-蘭湖下游(表 1-3) N24°46’16.6”  E118°37’64.4” 

      早期為儲水而開挖的湖庫，據記載蘭湖民國 57年完工，後來

也為農作灌溉使用，經於 90年代金門縣政府再將蘭湖竣深工程，週

邊砌石築堤美化，有很好的步道，為近居民健行、休憩的優質環境，

也成為小徑很好風景區。 

      12月份水溫為 14.6℃、pH 7.45、溶氧 7.8ppt、導電度 235 μs 

/ cm、TDS 277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8隻、極樂吻鰕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5隻、大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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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usia affinis) 1隻。 

 

(T14)樣站-蘭湖(表 1-3) N24°45’21.2”  E118°38’29.6” 

       早期為儲水而開挖的湖庫，據記載蘭湖民國 57年完工，後來

也為農作灌溉使用，經於 90年代金門縣政府再將蘭湖竣深工程，週

邊砌石築堤美化，有很好的步道，為近居民健行、休憩的優質環境，

也成為小徑很好風景區。 

       12月份水溫為 14.3℃、pH 7.68、溶氧 8.1ppt、導電度 229 μs 

/ cm、TDS 264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極樂吻鰕

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5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5隻、尼羅口

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7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隻、斑

鱧 (Channa maculate) 3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 

 

(T15)樣站-孝潭(表 1-3) N24°45’41.5”  E118°39’53.2” 

        為廢棄之湖潭，本為長江發電廠隻蓄水池。 

        12月份水溫為 14.9℃、pH 7.21、溶氧 8.5ppt、導電度 278 μs 

/ cm、TDS 299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5隻、極樂吻

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5隻、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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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Carassius auratus) 2隻。 

 

(T16)樣站-虎尾溪(表 1-3) N24°46’74.4”  E118°33’42.1” 

         12月份水溫為 14.1℃、pH 8.15、溶氧 7.6ppt、導電度 254 

μs / cm、TDS 284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7隻、極樂吻

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4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0隻、尼

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3隻。 

 

(T17)樣站-古崗湖(表 1-3) N24°39’69.5”  E118°31’34.4” 

         古崗湖位於舊金城東郊、古崗村南方，是一座天然兼人工

的湖泊，周圍百燕南山、湖南山等名山圍繞，湖畔百座雕樑畫棟的古

崗褸，美輪美奐。湖西面的獻台山是發現明朝魯王疑塚處，名勝古蹟

蘊於一處。 

         12月份水溫為 14.8℃、pH 7.6、溶氧 7.5ppt、導電度 115 μs 

/ cm、TDS 198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6隻、吉利慈

鯛 (Tilapia zillii) 3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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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樣站-金水溪(表 1-3) N24°41’13.3”  E118°29’91.9” 

         12月份水溫為 14.3℃、pH 8.79、溶氧 8.1ppt、導電度 168 

μs / cm、TDS 213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2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4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隻、尼

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隻、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6

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 

 

(T19)樣站-雙鯉湖(表 1-3) N24°47’83.7”  E118°31’24.1” 

          2月份水溫為 15.8℃、pH 7.1、溶氧 7.5ppt、導電度 221 μs 

/ cm、TDS 214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5隻、斑

鱧 (Channa maculate) 1隻。 

 

(T20)樣站-蓮湖水庫(表 1-3) N24°45’00.9”  E118°24’92.4” 

          蓮湖原本是個內凹的蝕谷地形，後來因為水庫工程，而被

兩座橋切割成三個小湖泊，集水區主要來自庵頂一帶。 

          2月份水溫為 16.7℃、pH 7.6、溶氧 7.4ppt、導電度 236 μs 

/ cm、TDS 23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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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6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7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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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 

 

(T21)樣站-菱湖水庫(表 1-3) N24°44’72.8”  E118°24’42.6” 

          2月份水溫為 15.4℃、pH 8.1、溶氧 7.1ppt、導電度 254 μs 

/ cm、TDS 241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7隻、極樂吻

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5隻、大

肚魚 (Gambusia affinis) 2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隻。 

 

(T22)樣站-西湖水庫(表 1-3) N24°43’57.1”  E118°23’01.8” 

          本水庫與蓮湖、菱湖水庫都送水給紅山淨水廠，每日約可

提供 1,715立方公尺民生用水，但湖庫水源珍貴，淡季時小金門每日

需水量約 1,000立方公尺，其中 600立方公尺是由大、小金門間海底

管線支應，400立方公尺才由湖庫水供給。 

          2月份水溫為 15.9℃、pH 8.3、溶氧 7.3ppt、導電度 241 μs 

/ cm、TDS 278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隻、極樂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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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5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7隻、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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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3)樣站-陵水湖(表 1-3) N24°42’50.9”  E118°22’65.8” 

          2月份水溫為 16.1℃、pH 7.8、溶氧 7.4ppt、導電度 244 μs 

/ cm、TDS 233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5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6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13隻、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5

隻。 

(T24)樣站-雙鯉濕地自然中心(表 1-3) N24°46’65.0”  E118°31’58.4” 

         位於雙鯉湖畔，主要展示金門自然資源，外面種滿蓮花，

地下一樓以玻璃窗打造透明有如海底隧道般的視覺效果，讓遊客們可

以觀察到池水生態系的生物象。 

          2月份水溫為 16.2℃、pH 7.9、溶氧 7.8ppt、導電度 234 μs 

/ cm、TDS 275 ppm。 

          本月份採集到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6隻、極樂

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隻、吉利慈鯛 (Tilapia zillii) 20隻、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8隻、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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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24個樣點規劃，皆是針對「大鱗梅氏鯿」曾經出現野外族

群主要棲息區為主。但很可惜的是，2014年迄今所有的努力進行調

查紀錄顯示，仍然是未曾見到史尼氏小鲃與大鱗梅氏鯿任何現生族群

的出現。本計畫將持續增加調查樣點或頻度，以了解更多史尼氏小鲃

與大鱗梅氏鯿可能現存族群生態的最後小族群可能現蹤的水域或是

現有棲地應該再努力進行的改善方向。 

     經實驗室團隊努力的調查下，在小金門發現了稀有種的攀鱸存

在的蹤跡和邱郁文博士調查研究報告為同種，由此可見，大小金門為

物種棲息的天堂，更加需要眾人的努力去維護這塊完美的淨土。 

 

 

第三節：金門地區移地保育規劃及原棲地保育： 

  (1).在農委會的許可同意下，進行移地復育以及增殖，由水試所以

及農試所場域配合，規劃以 6 (m)*5 (m)五座小型土塘(圖十)，執行飼

育、養殖研究以及不同條件下來比較大鱗梅氏鯿的生存情形。分別為

1. 池水中放養大鱗梅氏鯿 100隻及羅漢魚 100隻 

2. 池水中放養大鱗梅氏鯿 100隻、羅漢魚 100隻及水草 

3. 池水中放養大鱗梅氏鯿 100隻、羅漢魚 100隻及水草並裝設馬達   

   增加水流 

4. 池水中放養大鱗梅氏鯿 100隻及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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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池水中放養大鱗梅氏鯿 100隻及極樂吻鰕虎 100隻 

    實驗結果後發現，我們所規畫出來的五種不同條件下大鱗梅氏鯿

生存競爭情形效果無顯著差異，時間及季節也未達大鱗梅氏鯿產卵季

節，因此我們需花更長時間及觀察，才會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並於下

年度計畫中執行並與相關結果。 

    本項目之進行，需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

准後，再行由金門縣政府及金門水產試驗所來進行移地復育以及增殖

之行動等。 

  (2).原生棲地保育或重建之重要建議及規劃方向: 

    大鱗梅氏鯿的族群最新情勢現況與保育建議。今年的金門淡水魚

群現況調查，皆以集中再把大鱗梅氏鯿當作一個調查重點。參考之前

的調查(陳等，2002)，大鱗梅氏鯿曾在前埔溪及金沙溪重要支流：斗

門溪，及本島東南方的下湖水系中被記錄到過。 

     本年度夏秋兩季的現況調查，以光前溪為例子我們可以在光前

溪木棧道流域，看到大大小小群大鱗梅氏鯿，至少有 30~40群，而每

群數量 50至 60尾不等，我們以標誌-再放流法，推估出大約有四千

餘條大鱗梅氏鯿生活在此水域，也印證了我們的努力對大鱗梅氏鯿野

外族群生態復育，確實是有很大的貢獻。 

      不幸的我們在秋冬春等 3個季節，農民為了種植農作物栽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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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水灌溉，因而需抽取大量的溪水來灌溉而甚至偷埋暗管，以抽水

機任意大量抽水，造成總水域棲地不斷地減少，水位不斷下降，導致

大鱗梅氏鯿的生存空間不足，引來各種鳥類及哺乳類等來捕食，加上

各溪段小型攔沙壩的阻隔，該大鱗梅氏鯿族群，其未來的前景實在甚

為堪憂。本年度 5月份發現，第一區段之野外族群，已降至約 800~1200

尾，應再特別關注其族群動態趨勢。 

  (3)於 103年 10月 3日在金門縣植物園由縣長帶領大家舉辦的示範

行放流復育活動，共流放 500隻大鱗梅氏鯿個體。2015年春天我們

趁冬季雨量較少，徹底逕行外來種的清除動作，將植物園池水抽乾並

將外來種移除，該河段淤積嚴重，底泥厚度達 50-70㎝之深，為配合

枯水季節，予以辦理浚深，同時移除外來種魚類，並觀察自 103年

10月中旬於植物園第一河段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的實際存活情形。 

    於 104年 3月 19及 20日的清除過中發現，該河段魚種計有羅漢

魚（原生種）、大肚魚（外來種）、朱文錦（外來種）捕獲到 5隻、

錦鯉（外來種）捕獲到 3隻、吳郭魚（吉利慈鯛、尼羅河口孵魚-外

來種）捕獲到 198隻成熟個體、極樂吻鰕虎（原生種）及大鱗梅氏鯿

（原生種），其中以大肚魚及吳郭魚為最大宗。而大鱗梅氏鯿計回收

157隻（原移地復育放流 300隻、存活率 52.3％），個體生長情形良

好，目前先暫時蓄養，依棲地改善、引水後再移入大鱗梅氏鯿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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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魚種，期望在沒有外來物種的干擾情形下，能順利生長繁衍，未

來將針對植物園其他河段陸續辦理外來魚種清除，因應「原生」目標，

也呼籲地區民眾，勿任意放生及棄養，因為不經意的一舉，將會造成

生態鏈的嚴重破壞。 

    在未來保育作為上，我們應該在僅存的現有生態棲地內，應主動

規劃出「溪流生態保護區」，以保育現地的僅存魚種，並嚴禁旱季之

任意抽水，防止嚴重威脅與危及溪流內的珍稀魚類生存。 

 

第四節：抽選現有大鱗梅氏鯿原生族群的 mtDNA萃取及微衛星體

DNA序列分析  

本年度持續採集活魚的小部份的鰭膜樣本，已達100尾以上魚的

鰭膜組織，作為mtDNA分析的依據。將持續增加本年度樣本，追蹤

全部仍是屬於單一基因型 (single haplotype)。 

本次使用微衛星體DNA序列品系，用以鑑別分析的隨機判斷全

序列高通量之次世代定序法(NGS)，設計大鱗梅氏鯿的微衛星

(Microsatellite)的引子(primer)。以次世代定序的方法總共設計出1551

條引子，本研究從中評估並挑選出10對可確認完全增幅，較為合適的

引子，設計好送至定序公司合成，作為PCR增幅中所使用的引子。來

建置「微衛星體DNA序列」的分析，利用基因體分析技術，選取大

鱗梅氏鯿特有微衛星體DNA分子序列，來作為復育品系鑑別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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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基因，利用已篩選出核微衛星體DNA之標示的Genetic markers，

以PCR增幅作用，並採用ABI Autoseuqencer 作Genotyping 的品系區

隔，以及分子類群的界定。 

     目前將於族群基因遺傳學的詳細分析後，可簡單敘述整個實驗

流程：獲得微衛星體 DNA 序列→設計專一引子→PCR擴增→對擴增

產物進行分析。由於微衛星體DNA技術為近十年來暨形態學分析、

生化免疫和細胞遺傳學染色體分析後之新的遺傳標記技術，依據

DNA高度區域來進行生物遺傳物種之鑑定工作，為相當複雜且困難

的，由次世代全序列中我們設計出數十組primer，僅只有少少十對

primer可夾出所需極小片段。本實驗十組的 primers (圖十一、十二)

都為極小的片段(約200-300 bp)。分析結果，可以推論在第一組基因

座 Micro-256 有 26 個 A 型基因及 4 個 B 型基因；第二組基因

座 Micro-440 無顯著差異、第三組基因座 Micro-469 無顯著差異；

第四組基因座 Micro-876 有 26 個 A 型基因及 4 個 B 型基因；

第五組基因座 Micro-981 無顯著差異；第六組基因座 Micro-1038 有 

23 個 A 型基因及 7 個 B 型基因；第七組基因座 Micro-1282 無

顯著差異；第八組基因座 Micro-1512 無顯著差異；第九組基因座 

Micro-2005 無顯著差異；第十組基因座 Micro-2382 有 26 個 A 型

基因及 4 個 B 型基因。合計總共十對基因型中，有四對基因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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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為 Micro-256、Micro-876、Micro-1038 及 Micro-2382 四

段基因型。總共30個族群個體，可推論區分出14個明顯的獨立基因型

有效個體。因此，在極有限的少量瀕危族群之下，仍是保有遺傳多樣

性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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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1) 金門淡水魚類群聚現況與物種多樣性，將持續追蹤。本計畫彙整

國內各機關曾經進行委託金門地區的湖泊、野塘淡水魚類的計畫

與調查報告，作出總整體分析。最早期的文獻中，以鄭昭任 (1960) 

的野外魚類調查算是最早。然而，對金門地區，最為完整的調查

工作，則是陳等 (2001-2002) 所完成了「金門淡水及河口魚類

誌」。陳 (2011) 在林務局的委託案中，共計有調查共紀錄 27科

43種的淡水及河口魚類。與以往陳等 (2001-2002) 研究結果相互

仔細做比較，共以累計達到 28科 65種之金門島上淡水及河口魚

類。 

(2) 本年度將參考以往的詳實資料與文獻，以更深入地了解到所有溪

流湖泊的魚類群聚動態，特別是國家已於 2009年後，列入保育類

的原生魚種。 

  大鱗梅氏鯿的持續最新動態與族群趨勢，在今年夏秋季以來，

已成功地估計出可達 4000尾以上的野外族群。更是從兩年前冬天

的 200-300多尾的最後搶救族群，成功地保留下來繁衍後代，順利

形成區段內的優勢鯉科魚類。然而今年 5月份，野外族群已降至

大約 900~1200尾(第一段水域)，推估此段族群已嚴重減少了 50 % 

  未來希望往光前溪木棧道上游開始清除外來魚種及挖深河道，



66 
 

周邊農塘有外來魚種進駐且不易魚管控，會影響主棲息區的保育

工作，造成本末倒置的後果，須加以評估。 

(3)  於 103年 10月 3日在金門縣植物園由縣長帶領大家舉辦的示範

行放流復育活動，將池塘內的外來種大量清除，僅留下原生種魚

類，創造出大鱗梅氏鯿一個新增的復育與生存空間。相關本次活

動本團隊參與活動資訊與流程與媒體報導，都將羅列於附錄之中。 

(4) 在農委會的許可同意下，經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核准後，再行金門縣政府及金門縣水產試驗所來進行移地

復育以及本灣本島原生族群增殖之行動等。 

(5) 枯水期原生魚種保種措施 

    每到下半年秋冬時節的枯水期來臨時，特別要注意到金沙溪

的相關主棲地的水位監控，以防止農民超抽乾枯中的溪水，因而造

成當地大鯿梅氏鯿之魚類族群因乾旱而滅絕的情形。當主棲地水位

過低時，建立預警查核溪水水位狀況，必要時，也要配合縣府工作

人員先搶救部份魚類族群，以保有原生珍稀物種的保育安全臨界小

族群的存在。 

     2014年10月份，我們已發現到主棲地的第三段族群，已經漸

受到枯水期的威脅，因此更要密切注意到水體面積與深度，可能要

加強回添水源或是搶救現有族群等，以落實保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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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枯水期水源補充系統的規劃與現有自然棲地外來種族群之持續   

清除 

    每到了下半年秋冬時節的枯水期來臨時，除了要搶救與關心原生

族群以外，並要利用枯水期的季節，在縣府同意下，共同來移除外來

魚類，特別是中大個體的慈鯛科魚類，以確保本種魚類的棲息環境，

免除太多的外來種之侵擾，以確保原生大鯿梅氏鯿族群的族群的生存

機會。配合縣府的已建置的補充生態用水之系統，來規劃與評析主棲

地枯水期的相關大鱗梅氏鯿的魚類生態保種措失與基本生存溪流水

位等之維持等之標準作業程序的建置與實作測試之探討。 

(7) 規劃大鱗梅氏鯿擬自然棲地未來可能進行「移地復育」的水系與

區域或是復育基地   

    大鱗梅氏鯿未來可能進行「移地復育與種魚放流」的水系與區域

之初步評估工作上，以正在進行。 

    因此，另外本年度配合縣府建議相關復育場所，建立後備族群的

環境，來復育大鱗梅氏鯿本種魚類的生存。水試所已建置了最完備的

人工繁殖的技術流程，可為未來嚴防滅絕族群上，擔起最後一道防線。 

    但積極面上，我們已規劃了具有公家保護約束的移地保育示範區

系的大武山區的「植物園」獨立水體內，開始來進行第一階段的復育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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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然棲地方面，加強評估移地保育的水域，例如：蘭湖水系

與其他獨立水系等，調查發現，蘭湖水系為獨立不連通水系，河道

短，在管理上更加容易實施及方便，並進行本種移地復育保育的場

域做評估，為將來縣政府最後積極保育作為之決策參考依據。 

(8) 移地放流的基本作業流程 S.O.P.流程 

1. 評估該水域是否有淡水原生魚種，如果有則再尋找其他棲地。 

2. 評估該水域的上下游流域，是否有外來種的存在或可否清除，

如果有則加以清除或再尋找其他棲地。 

3. 評估一年四季的水流量及河流附近的魚類生態，如果有乾旱季

則竣深或再尋找其他棲地。 

4. 評估基因多樣性原則，人工及原生比例，需在50 % 以上，如果

無法則再考慮放流。 

5. 評估放流後的效果，使用族群標示及採捕推算法推出魚類族群

是否增加，如果沒有則需再加以檢討評估。 

(9) 對淡水水域保護區相關設置 

於光前溪大鱗梅氏鯿主要棲地，設立淡水水域保護區，限制農民

超抽光前溪流域之水源，以保障大鱗梅氏鯿棲地在乾季缺水時，

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並減少被鳥類捕食的機會；另外需加以保護

龍陵湖水域，龍陵湖為大鱗梅氏鯿生存棲地的源頭，雖然在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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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調查中，並未發現其存在的蹤跡，但是不代表大鱗梅氏鯿在

此消失，我們將此設立淡水水域保護區，來保存及保護大鱗梅氏

鯿最後野外族群的棲息地，讓此魚種能在金門這塊淨土永遠生存

下去。 

(10)發現攀鱸棲地 

   於小金門陵水湖水域中發現了稀有物種的原生攀鱸之存在，須加

以加強保護其生活的棲地，避免受到威脅汙染等人為汙染的干擾，

造成棲地的消失，希望縣府多設立警告標語或提倡宣導，多留意保

護野生生物族群的棲息地，讓物種能在這世上永遠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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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金門水域及各樣站採集樣點位置圖(綠色為新增加樣點) 

A. 光前溪主要棲地第一河段       T12 斗門溪 

B. 光前溪主要棲地第二河段       T13 蘭湖下游 

C. 光前溪主要棲地第三河段       T14 蘭湖 

T1 龍陵湖                     T15 孝潭 

T2 前埔溪                     T16 虎尾溪 

T3 田埔水庫                   T17 古崗湖 

T4 金沙溪渠道                 T18 金水溪 

T5 南莒湖                     T19 雙鯉湖 

T6 榮湖                       T20 蓮湖水庫 

T7 金沙水庫                   T21 菱湖水庫 

T8 山西水庫                   T22 西湖水庫 

T9 金湖水庫                   T23 陵水湖 

T10 太湖                      T24 雙鯉濕地自然中心 

T11 陽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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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金沙溪之光前溪主要棲地各採樣點編號(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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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光前溪主要棲地第一河段棲地照片 A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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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光前溪主要棲地第二河段棲地照片 B1~B5 



85 
 

 

 

 

 

 

 

 

 

 

 

 

 

 

 

 

 

 

 

 

 

 

 

 

 

 

 

 

 

 

 

 

 

圖五、光前溪主要棲地第三河段棲地照片 C1~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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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本年度調查到的淡水主要魚類 :  A : 大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B :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C :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D :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E :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F : 斑鱧 Channa mac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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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本年度調查到的淡水主要魚類 :  G :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H :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I :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J :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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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工作人員實際現場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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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1、金門水域河段棲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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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2、金門水域河段棲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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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3、金門水域河段棲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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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4、金門水域河段棲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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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農試所試驗土塘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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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大鳞梅氏鯿微衛星 PCR 電泳圖 

A. Micro-256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60 bp，1-11、14-24、27-30 為 A 型

基因，12、13、25、26 為 B 型基因。 

B. Micro-440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20 bp，基因型無差異。 

C. Micro-469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195 bp，基因型無差異。 

D. Micro-876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90 bp，1-18、23-30 為 A 型基因，19、

20、21、22 為 B 型基因。 

E. Micro-981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30 bp，基因型無差異。 

F. Micro-1038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30 bp，1-4、7、10、14-30 為 A 型

基因，5、6、8、9、11、12、13 為 B 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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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大鳞梅氏鯿微衛星 PCR 電泳圖 

G. Micro-1282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75 bp，基因型無差異。 

H. Micro-1512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20 bp，基因型無差異。 

I. Micro-2005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195 bp，基因型無差異。 

J. Micro-2382 片段 PCR 產物，片段長度約 290 bp，1-18、21-25、27、28、30 為

A 型基因，19、20、26、29 為 B 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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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時間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流域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棲地類型 緩流溪流 緩流溪流緩流溪流緩流溪流緩流溪流緩流溪流

溫度(℃) 35.6 35.1 36.2 31 32.5 31.6

pH 7.46 7.8 7.77 7.17 7.13 7.22

溶氧(ppm) 5.2 6.3 6.44 9.4 5.4 6.1

導電度( μs / cm) 374 333 430 354 146.2 154.4

TDS(ppm) 265 250 323 157.1 136.2 131.3

鹽度(ppt) 0 0 0 0 0 0

採樣時間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流域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光前溪

棲地類型 緩流溪流 緩流溪流緩流溪流緩流溪流緩流溪流緩流溪流

溫度(℃) 17.2 14.6 15.6 16.9 18.7 23.6

pH 7.14 7.23 7.11 7.32 7.46 7.21

溶氧(ppm) 7.1 7.5 6.1 8.1 7.6 7.4

導電度( μs / cm) 163.2 166.7 215.3 241.2 205.3 255.4

TDS(ppm) 268 272 311 267 251 158

鹽度(ppt) 0 0 0 0 0 0

表 1-1. 光前溪主要棲地樣站棲地水文環境因子數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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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時間6月 龍陵湖 前埔溪 田埔水庫 金沙溪渠道 南莒湖 榮湖

棲地類型 緩流溪流 緩流溪流 靜止水域 緩流溪流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溫度(℃) 35.5 32.1 34.4 35.2 32.4 34.8

pH 7.82 6.89 8.48 7.54 7.31 8.8

溶氧(ppm) 7.5 7.3 6.4 4.2 2.9 11.5

導電度( μs / cm) 266 122 383 715 547 194.5

TDS(ppm) 319 231 286 538 410 345

鹽度(ppt) 0 0 0 0 0 0

採樣時間8月 龍陵湖 前埔溪 田埔水庫 金沙溪渠道 南莒湖 榮湖

棲地類型 緩流溪流 緩流溪流 靜止水域 緩流溪流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溫度(℃) 33.4 34.4 33.1 29.5 33.5 34.2

pH 7.61 8.48 7.21 7.69 7.28 8.8

溶氧(ppm) 7.3 6.4 6.4 4.7 4.6 11.5

導電度( μs / cm) 221 383 146 263 396 194.5

TDS(ppm) 296 286 251 276 287 345

鹽度(ppt) 0 0 0 0 0 0

表 1-2. 6 月及 8 月金門水域各樣站棲地水文環境因子數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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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時間10月 金沙水庫 山西水庫 金湖水庫 太湖 陽明湖 斗門溪

棲地類型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緩流溪流

溫度(℃) 24.1 24.6 24.5 24.7 24.2 23.6

pH 7.21 7.45 7.63 7.26 7.22 7.48

溶氧(ppm) 8.1 8.4 8.3 7.9 7.7 8.2

導電度( μs / cm) 223 251 148 264 268 223

TDS(ppm) 287 241 233 335 321 289

鹽度(ppt) 0 0 0 0 0 0

採樣時間12月 蘭湖下游 蘭湖 孝潭 虎尾溪 古崗湖 金水溪

棲地類型 緩流溪流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緩流溪流 靜止水域 緩流溪流

溫度(℃) 14.6 14.3 14.9 14.1 14.8 14.3

pH 7.45 7.68 7.21 8.15 7.6 8.79

溶氧(ppm) 7.8 8.1 8.5 7.6 7.5 8.1

導電度( μs / cm) 235 229 278 254 115 168

TDS(ppm) 277 264 299 284 198 213

鹽度(ppt) 0 0 0 0 0 0

採樣時間2月 雙鯉湖 蓮湖水庫 菱湖水庫 西湖水庫 陵水湖 雙鯉濕地

棲地類型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靜止水域

溫度(℃) 15.8 16.7 15.4 15.9 16.1 16.2

pH 7.1 7.6 8.1 8.3 7.8 7.9

溶氧(ppm) 7.5 7.4 7.1 7.3 7.4 7.8

導電度( μs / cm) 221 236 254 241 244 234

TDS(ppm) 214 235 241 278 233 275

鹽度(ppt) 0 0 0 0 0 0

表 1-3 大小金門各水域水文環境因子數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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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ata 捕獲(隻) 回收(隻) 累積捕獲數量 推估族群量 標記方式

2014.05.31 32 0 32 剪右腹鰭

2014.06.28 29 0 61 剪右腹鰭

2014.07.27 51 0 112 剪右腹鰭

2014.08.12 5 0 117 剪右腹鰭

2014.08.13 73 0 190 剪右腹鰭

2014.08.23 51 3 241 4097 剪右腹鰭

2014.09.09 103 9 344 3937 剪右腹鰭

2014.09.13 110 12 454 4162 剪右腹鰭

光前溪全域之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Time/Data 捕獲(隻) 回收(隻) 累積捕獲數量 推估族群量 採集方式

2014.05.31 15 0 15(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4.06.28 12 0 27(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4.07.27 24 0 51(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4.08.12 3 0 54(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4.08.13 17 0 71(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4.08.23 21 1* 92(剪右腹鰭) 1932 誘捕法

2014.09.09 35 2* 127(剪右腹鰭) 2223 誘捕法

2014.09.13 45 4* 172(剪右腹鰭) 1935 誘捕法

2014.11.18 27 0 199(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4.12.19 0 0 199(剪右腹鰭) 手抄及電捕

2015.01.21 3 0 202(剪右腹鰭) 手抄及電捕

2015.02.10 7 0 209(剪右腹鰭) 手抄及電捕

2015.03.18 9 0 218(剪右腹鰭) 手抄及電捕

2015.04.20 3 0 221(剪右腹鰭) 誘捕法

2015.5.21(1) 5 0 3(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1(2) 11 0 14(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1(3) 7 0 21(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1(4) 9 0 30(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2(1) 6 0 36(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2(2) 7 0 43(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2(3) 6 0 49(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2(4) 2 0 51(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3(1) 15 0 66(剪左腹鰭) 誘捕法

2015.5.23(2) 12 1** 78(剪左腹鰭) 936 誘捕法

2015.5.23(3) 13 1** 91(剪左腹鰭) 1183 誘捕法

2015.5.23(4) 10 1** 101(剪左腹鰭) 1010 誘捕法

2015.5.24(1) 15 2** 116(剪左腹鰭) 870 誘捕法

2015.5.24(2) 10 1** 126(剪左腹鰭) 1260 誘捕法

2015.5.24(3) 17 2** 143(剪左腹鰭) 1216 誘捕法

*剪右腹鰭 **剪左腹鰭

光前溪第一段之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表 2-1 光前溪全域之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表 2-2 光前溪第一段 A1~A5 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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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ata 捕獲(隻) 回收(隻) 累積捕獲數量 推估族群量 標記方式

2014.05.31 10 0 10 剪右腹鰭

2014.06.28 8 0 18 剪右腹鰭

2014.07.27 11 0 29 剪右腹鰭

2014.08.12 1 0 30 剪右腹鰭

2014.08.13 43 0 73 剪右腹鰭

2014.08.23 16 1 89 1424 剪右腹鰭

2014.09.09 48 5 137 1315 剪右腹鰭

2014.09.13 38 5 175 1330 剪右腹鰭

2014.11.18 0 0 175

2014.12.19 - - -

2015.01.21 - - -

2015.02.10 - - -

2015.03.18 - - -

2015.04.20 0 0 175

光前溪第二段之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Time/Data 捕獲(隻) 回收(隻) 累積捕獲數量 推估族群量 標記方式

2014.05.31 7 0 7 剪右腹鰭

2014.06.28 9 0 16 剪右腹鰭

2014.07.27 16 0 32 剪右腹鰭

2014.08.12 1 0 33 剪右腹鰭

2014.08.13 10 0 43 剪右腹鰭

2014.08.23 14 1 57 798 剪右腹鰭

2014.09.09 20 2 77 770 剪右腹鰭

2014.09.13 27 3 104 936 剪右腹鰭

2014.11.18 0 0 175

2014.12.19 0 0 175

2015.01.21 - - -

2015.02.10 - - -

2015.03.18 - - -

2015.04.20 0 0 175

光前溪第三段之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表 2-3 光前溪第二段 B1~B5 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表 2-4 光前溪第三段 C1~C5 剪鰭回收的大鱗梅氏鯿樣本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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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ata 捕獲(隻) 地點 3cm 4cm 5cm 6cm 7cm 8cm 9cm 10cm 平均體長(cm)

2014.05.31 32 光前溪 6 6 9 6 3 2 6.24

2014.06.28 29 光前溪 10 11 6 1 1 6.48

2014.07.27 51 光前溪 2 21 10 8 9 1 5.63

2014.08.12 5 光前溪 1 2 1 1 6.4

2014.08.13 73 光前溪 1 9 31 22 8 2 5.88

2014.08.23 51 光前溪 1 13 22 10 3 2 7.78

2014.09.09 103 光前溪 1 8 26 38 18 10 1 1 6.49

2014.09.13 110 光前溪 3 25 52 21 7 2 6.55

2014.11.18 27 光前溪 7 15 5 5.93

2014.12.19 0 光前溪

2015.01.21 3 光前溪 2 1 1 6.75

2015.02.10 7 光前溪 3 3 1 5.71

2015.03.18 9 光前溪 1 1 5 2 6.12

2015.04.20 3 光前溪 1 2 5.67

2015.5.21(1) 5 光前溪 2 2 1 4.82

2015.5.21(2) 11 光前溪 2 1 4 3 1 5.73

2015.5.21(3) 7 光前溪 1 3 2 1 5.43

2015.5.21(4) 9 光前溪 1 3 2 3 5.13

2015.5.22(1) 6 光前溪 2 1 1 2 5.52

2015.5.22(2) 7 光前溪 1 1 3 1 1 6.18

2015.5.22(3) 6 光前溪 2 1 1 2 5.57

2015.5.22(4) 2 光前溪 1 1 6.43

2015.5.23(1) 15 光前溪 4 3 2 4 2 5.74

2015.5.23(2) 12 光前溪 1 3 2 6 5.75

2015.5.23(3) 13 光前溪 3 5 3 2 5.46

2015.5.23(4) 10 光前溪 3 1 2 3 1 5.76

2015.5.24(1) 15 光前溪 5 1 3 4 2 5.87

2015.5.24(2) 10 光前溪 1 1 3 2 2 1 5.63

2015.5.24(3) 17 光前溪 3 5 7 2 4.48

Total 20 78 154 217 116 41 10 1 5.90

大鱗梅氏鯿捕獲體長分布表

總捕獲量( n =648)

表 3.大鱗梅氏鯿樣本捕獲體長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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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樣
點

/魚
種

雙
鯉
湖

連
湖
水
庫

菱
湖
水
庫

西
湖
水
庫

陵
水
湖

雙
鯉
濕
地

羅
漢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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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溪A1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2 11.2 10.8 1.2 2.8 3.6 1.2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4 3.2 1.6 10.4 2.4 2.4 3.2 14.4 6 5.2 3.2 2.8 4.8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0.4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4 0.4 2 1.6 0.8 1.2 2 1.2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1.6 1.2 6.4 1.6 3.2 4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4 0.4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4 0.8 2 0.8 0.4 1.2 0.8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3.2 2.4 0.4 3.2 0.4 2 1.6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6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4 0.4 3.2 0.8 0.8 0.8

光前溪A2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4 6.4 0.4 1.2 13.2 2 2.8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4 3.2 11.2 2 4 1.2 2.4 10 3.2 4 3.6 5.2 6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2 0.8 0.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8 2 0.4 1.2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4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2 0.4 0.4 1.2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8 2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4 0.4 0.4

光前溪A3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4 0.8 0.4 0.4 2 1.2 4.8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4 2 3.2 3.2 3.6 5.2 0.4 2 2 5.6 3.6 3.2 6 6 3.6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4 0.4 1.2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2 1.2 2.4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4 0.8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2 0.4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6 2.8 0.8 0.8 1.2 0.8 1.2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0.4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4 1.2 0.8

表 21. 樣站 A1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22. 樣站 A2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25. 樣站 A3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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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溪B1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8 0.8 2.4 15.2 3.2 2.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6 0.8 0.4 0.4 0.4 14 3.2 18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8 4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4 0.4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2 1.6 0.8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8 2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光前溪A4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6 1.6 0.4 3.6 8.4 8.4 0.8 0.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3.6 2 0.8 4 0.8 18 2 2.8 2.4 4 4.4 3.6 0.4 6.8 1.2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4.4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4 0.4 0.8 0.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0.8 1.2 1.2 0.4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4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2 0.8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4 1.6 0.8 0.8 0.8 0.4 0.4 1.2 1.6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2 0.4

光前溪A5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4 3.2 0.4 1.2 1.6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 1.6 4 2.8 5.2 1.2 0.8 2.4 4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4 1.2 0.4 0.4 2.8 1.2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4 1.2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4 0.8 0.4 1.2 0.8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0.4 2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3.2 0.4

表 23. 樣站 A4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24. 樣站 A5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26. 樣站 B1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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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溪B2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8 0.4 8.8 4.8 0.4 0.4 7.6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6.4 0.4 0.4 0.8 6.4 3.2 21.2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2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4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光前溪B3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8 6 2.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8 0.8 0.8 0.4 1.2 4 10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6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2.4 0.4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0.4 1.6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光前溪B4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4 2.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5.2 0.4 6 30.4 0.4 6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4 0.4 0.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8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4 0.8 0.8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1.6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4

表 27. 樣站 B2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28. 樣站 B3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29. 樣站 B4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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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溪B5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0.4 0.4 1.2 6.4 9.6 10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8 0.4 6 8 1.6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0.4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2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4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6 0.8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4

光前溪C1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2 0.4 19.2 7.2 2.8 0.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4 2 2 2 5.6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4 3.2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2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8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4 0.4 1.2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光前溪C2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1.6 0.4 2 1.6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4 10 0.8 3.2 4.8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 1.6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2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2 0.8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4 0.4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0.4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表 30. 樣站 B5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31. 樣站 C1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32. 樣站 C2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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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溪C3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3.6 0.4 2.4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4 1.2 15.6 0.8 4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0.4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0.8 1.2 0.4 1.2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4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1.2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光前溪C4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4 4.8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 1.2 0.8 2.4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6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0.8

斑鱧 Channa maculata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8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4 0.4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光前溪C5     網次(N=5)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1 8月份-2 8月份-3 9月份-1 9月份-2 10月份

採樣時程(hrs)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大林梅氏鯿 Metzia mesembrinum 0.4 3.6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0.4 2 1.2 15.6 27.2 2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蓋斑鬥魚 Macropodus opercularis 2.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4 1.2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4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8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4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4 美螯*1

表 33. 樣站 C3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34. 樣站 C4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35. 樣站 C5 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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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網次(N=5)

樣點/魚種 龍陵湖 前埔溪 田埔水庫 金沙溪渠道 南莒湖 榮湖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7.6 17.5 13.2 5.6 6.3 5.8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2.8 1.5 2.6 1.5 2.7 3.1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7.5 0.3 1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4.6 0.5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3.5 3.2 2.5 1.3

8月  網次(N=5)

樣點/魚種 龍陵湖 前埔溪 田埔水庫 金沙溪渠道 南莒湖 榮湖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8.8 0 1.45 6.7 6.1 7.6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1.5 3.5 2.6 2.1 1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6.4 0.2 1.7 0.3 1.5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5.5 1.5 1.1 1.1 1.7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1.6 1.3 0.3

10月  網次(N=5)

樣點/魚種 金沙水庫山西水庫金湖水庫 太湖 陽明湖 斗門溪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2.8 3.2 1.3 0.8 1.2 2.2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2 0.5 1 0.7 1.5 1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5 0.1 0.3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5 0.1 0.3 0.7 0.8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7 0.3 0.7 0.7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1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3 0.3 0.7 0.4 0.3 0.2

表 365. 6 月份各樣站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37. 8 月份各樣站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38. 10 月份各樣站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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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網次(N=5)

樣點/魚種 蘭湖下游 蘭湖 孝潭 虎尾溪 古崗湖 金水溪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3.8 1.5 2.5 3.8 5.6 4.2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3 0.5 0.2 0.4 0.4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5 0.7 1.5 2 0.3 0.1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1 0.3 0.5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1 0.6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3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2 0.3 1.2 0.3

2月  網次(N=5)

樣點/魚種 雙鯉湖 蓮湖水庫菱湖水庫 西湖水庫 陵水湖 雙鯉濕地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1.2 1.6 1.7 1.2 15 1.6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0.3 0.7 0.2 0.5 1.6 0.3

吉利慈鯛 Tilapia zillii 0.5 1.2 1.5 0.7 1.3 2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0.1 0.3 0.1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0.1 0.2 0.3 0.8

斑鱧 Channa maculata 0.1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0.3 0.1 0.5 0.3

表 39. 12 月份各樣站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表 40. 2 月份各樣站單一魚龍每小時捕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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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pecies

 

中文學名

 

Cheng(1960)

 

Chen et al .(2002)

Current studies

freshwater

 

brackish

 

mangrove

 

光前溪A

 

光前溪B

 

光前溪C

 

龍陵湖

 

前埔溪

 

田埔水庫

 

金沙溪渠道

 

南莒湖

Elopidae Elops machnata 大眼海鰱 v

Anguillidae Anguilla japonica 日本鰻鱺 v v v v

Muraenesox bagio 百吉海鰻 v

Clupeidae Konosirus punctatus 窩斑鰶 v

Sardinella lemuru 黃小沙丁魚 v

Cyprinidae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 v v v v v v

Cyprinus carpio 鯉 v v

Metzia mesembrinum 大鱗梅氏鯿 v v v v v v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v v v v v v v v v v

Puntius snyderi 斯奈德小鲃 v v

Cobitidae Cobitis sp. v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泥鰍 v v

Mugilidae Liza affinis 前鱗龜鮻 v v v

Liza haematocheilus  龜鮻 v

Liza macrolepis 大鱗龜鮻 v v v

Liza subviridis 綠背龜鮻 v

Mugil cephalus 鯔 v v v

Poeciliidae Gambusia affinis 食蚊魚 v v v v v v v v v v

Syngnathidae Parasyngnathus pencillus 筆狀多環海龍 v

Synbranchidae Monopterus albus 黃鱔 v v v v v v

Ambassidae Ambassis urotaenia 尾紋雙邊魚 v v

Percichthyidae Lateolabrax japonicus 日本花鱸 v v v

Leiognathidae Leiognathus nuchalis 頸斑頸鰏 v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銀紋笛鯛 v v

Lutjanidae Lutjanus russelli 勒氏笛鯛 v

Gerreidae Gerres erythrourus 短鑽嘴魚 v v

Sparidae Acanthopagrus latus 黃鰭棘鯛 v v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黑棘鯛 v

Terapontidae Pelates quadrilineatus 四帶牙鯻 v

Terapon jarbua 花身鯻 v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v v v v v v v v

Oreochromis spp. 口孵魚 v v

Tilapia zillii 吉利非鯽 v v v v v v v v

Labridae Halichoeres dussumieri 黑帶海豬魚 v

Blenniidae Omobranchus punctatus 斑點肩鰓鳚 v

Praealticus striatus 吻紋矮冠鳚 v

Eleotridae Bostrychus sinensis 中華烏塘鱧 v

Butis koilomatodon 花錐脊塘鱧 v

Butis melanostigma 黑斑脊塘鱧 v v

Eleotris oxycephala 尖頭塘鱧 v v

Gobiidae Acanthogobius ommaturus 斑尾刺鰕虎 v v v

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青斑細棘鰕虎 v v

Amoya brevirostris 短吻韁鰕虎鱼 v

Apocryptodon punctatus 短斑叉牙鰕虎 v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大彈塗魚 v v

Glossogobius olivaceus 點帶叉舌鰕虎 v v

Hemigobius crassa 霍氏間鰕虎 v

Luciogobius sp. 竿鰕虎魚 v v

Mugilogobius abei 阿部氏鯔鰕虎 v v v

Mugilogobius chulae 諸氏鯔鰕虎 v v v

Mugilogobius myxodermus 黏皮鯔鰕虎 v v v

Oxyurichthys ophthalmonema 眼瓣溝鰕虎 v

Papillogobius reichei 雷氏斑點鰕虎 v v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彈塗魚 v v v v

Psammogobius biocellatus 雙眼斑砂鰕虎 v

Pseudogobius javanicus 爪哇擬鰕虎 v v

Pseudogobius masago 小口擬鰕虎 v v v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Scartelaos histophorus 青彈塗 v v

Tridentiger barbatus 髭縞鰕虎 v

Tridentiger bifasciatus 雙帶縞鰕虎 v v

Wuhanlinigobius polylepis 多鱗漢霖鰕虎 v

Yongeichthys caninus 犬牙韁鰕虎 v

Scatophagidae Scatophagus argus 金錢魚 v

Siganidae Siganus fuscescens 褐臭肚魚 v v

OsphronemidaeMacropodus opercularis 蓋斑鬥魚 v v v v v v

Channidae Channa maculata 斑鱧 v v v v v

TetraodontidaeTakifugu niphobles 黑點多紀魨 v v

Anabantidae Anabas testudineus 攀鱸

表 41. 捕捉魚類種類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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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pecies

 

中文學名

 

榮湖

 

金沙水庫

 

山西水庫

 

金湖水庫

 

太湖

 

陽明湖

 

斗門溪

 

蘭湖下游

 

蘭湖

 

孝潭

 

虎尾溪

 

古崗湖

 

金水溪

 

雙鯉湖

 

蓮湖水庫

 

菱湖水庫

 

西湖水庫

 

陵水湖

 

雙鯉濕地

Elopidae Elops machnata 大眼海鰱

Anguillidae Anguilla japonica 日本鰻鱺

Muraenesox bagio 百吉海鰻

Clupeidae Konosirus punctatus 窩斑鰶

Sardinella lemuru 黃小沙丁魚

Cyprinidae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Cyprinus carpio 鯉

Metzia mesembrinum 大鱗梅氏鯿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Puntius snyderi 斯奈德小鲃

Cobitidae Cobitis sp.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泥鰍

Mugilidae Liza affinis 前鱗龜鮻

Liza haematocheilus  龜鮻

Liza macrolepis 大鱗龜鮻

Liza subviridis 綠背龜鮻

Mugil cephalus 鯔

Poeciliidae Gambusia affinis 食蚊魚 v v v v v v v v v v

Syngnathidae Parasyngnathus pencillus 筆狀多環海龍

Synbranchidae Monopterus albus 黃鱔

Ambassidae Ambassis urotaenia 尾紋雙邊魚

Percichthyidae Lateolabrax japonicus 日本花鱸

Leiognathidae Leiognathus nuchalis 頸斑頸鰏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銀紋笛鯛

Lutjanidae Lutjanus russelli 勒氏笛鯛

Gerreidae Gerres erythrourus 短鑽嘴魚

Sparidae Acanthopagrus latus 黃鰭棘鯛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黑棘鯛

Terapontidae Pelates quadrilineatus 四帶牙鯻

Terapon jarbua 花身鯻

Cichlidae Oreochromis niloticus 尼羅口孵非鯽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Oreochromis spp. 口孵魚

Tilapia zillii 吉利非鯽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Labridae Halichoeres dussumieri 黑帶海豬魚

Blenniidae Omobranchus punctatus 斑點肩鰓鳚

Praealticus striatus 吻紋矮冠鳚

Eleotridae Bostrychus sinensis 中華烏塘鱧

Butis koilomatodon 花錐脊塘鱧

Butis melanostigma 黑斑脊塘鱧

Eleotris oxycephala 尖頭塘鱧

Gobiidae Acanthogobius ommaturus 斑尾刺鰕虎

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青斑細棘鰕虎

Amoya brevirostris 短吻韁鰕虎鱼

Apocryptodon punctatus 短斑叉牙鰕虎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大彈塗魚

Glossogobius olivaceus 點帶叉舌鰕虎

Hemigobius crassa 霍氏間鰕虎

Luciogobius sp. 竿鰕虎魚

Mugilogobius abei 阿部氏鯔鰕虎

Mugilogobius chulae 諸氏鯔鰕虎

Mugilogobius myxodermus 黏皮鯔鰕虎

Oxyurichthys ophthalmonema眼瓣溝鰕虎

Papillogobius reichei 雷氏斑點鰕虎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彈塗魚

Psammogobius biocellatus 雙眼斑砂鰕虎

Pseudogobius javanicus 爪哇擬鰕虎

Pseudogobius masago 小口擬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極樂吻鰕虎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Scartelaos histophorus 青彈塗

Tridentiger barbatus 髭縞鰕虎

Tridentiger bifasciatus 雙帶縞鰕虎

Wuhanlinigobius polylepis 多鱗漢霖鰕虎

Yongeichthys caninus 犬牙韁鰕虎

Scatophagidae Scatophagus argus 金錢魚

Siganidae Siganus fuscescens 褐臭肚魚

Osphronemidae Macropodus opercularis 蓋斑鬥魚

Channidae Channa maculata 斑鱧 v v v

Tetraodontidae Takifugu niphobles 黑點多紀魨

Anabantidae Anabas testudineus 攀鱸 v

表 41. 捕捉魚類種類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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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Micro-256 Micro-440 Micro-469 Micro-876 Micro-981 Micro-1038 Micro-1282 Micro-1512 Micro-2005 Micro-2382

樣本(N)

1 A – – A – A – – – A

2 A – – A – A – – – A

3 A – – A – A – – – A

4 A – – A – A – – – A

5 A – – A – B – – – A

6 A – – A – B – – – A

7 A – – A – A – – – A

8 A – – A – B – – – A

9 A – – A – B – – – A

10 A – – A – A – – – A

11 A – – A – B – – – A

12 B – – A – B – – – A

13 B – – A – B – – – A

14 A – – A – A – – – A

15 A – – A – A – – – A

16 A – – A – A – – – A

17 A – – A – A – – – A

18 A – – A – A – – – A

19 A – – B – A – – – B

20 A – – B – A – – – B

21 A – – B – A – – – A

22 A – – B – A – – – A

23 A – – A – A – – – A

24 A – – A – A – – – A

25 B – – A – A – – – A

26 B – – A – A – – – B

27 A – – A – A – – – A

28 A – – A – A – – – A

29 A – – A – A – – – B

30 A – – A – A – – – A

Location Micro-256 Micro-440 Micro-469 Micro-876 Micro-981 Micro-1038Micro-1282Micro-1512Micro-2005Micro-2382

A型 26 – – 26 – 23 – – – 26

B型 4 – – 4 – 7 – – – 4

表 42.評估大鱗梅氏鯿微衛星 DNA 基因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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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活動報導 

2014 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保育」試驗活動 

活動名稱 : 2014 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保育」試驗活動 

活動地點：金門縣植物園 

活動說明：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金門縣政府水產試驗所、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活動日期 : 103 年 10 月 03 日（五） 9:00~12:00 

活動地點 : 金門植物園生態池 (停車場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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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人數 : 開放報名人數 30 人 

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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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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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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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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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的指標，為何會在臺灣本島消失九十餘年，這次活動都將會有介紹與解答，這也

會是金門保育大鱗梅氏鯿很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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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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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大鱗梅氏鯿在金門的消失，縣政府與相關團隊在光前溪棲地惡化前，將部分

族群個體移出保種，以達「移地保育」之目的。並在金門縣政府水試所團隊的努力

下，「復育」出上萬隻的個體。同時，縣府也對光前溪棲地加以改善，浚深河道、遷

管補水、移除外來種，並避免河川邊坡水泥化，光前溪的大鱗梅氏鯿族群受到穩定

的「就地保育」。但是要恢復金門其他溪流的族群需要審慎而嚴格的評估，本次活動

將會說明評估的研究過程，以做為下階段野放大鱗梅氏鯿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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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場域，靜緩水域的生態池有著大鱗梅氏鯿適合的棲地環境，池邊水草分佈，適

合大鱗梅氏鯿躲藏棲息，半封閉的水系，更有利於族群的監測掌控，本次活動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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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消長與變化，對下階段的野外溪流移的保育將會是重要的參考數據。本活動將

舉辦大鱗梅氏鯿的放流活動，希望民眾可以參與這重要又具意義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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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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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溪流生態系裡的生物，如何在河川施工中，顧及自然的生態環境，利用考慮生

物棲息的生態工法，讓人工整治工程與自然環境保育並行共存，在本活動中將邀請

專家學者提出建議，利用現有成功範例，做為大鱗梅氏鯿自然棲地恢復的參考，以

期望恢復金門溪流自然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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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鱗梅氏鯿的保育理念可以向下扎根，因此在同時段特別為學童舉辦「大鱗梅氏

鯿調查現場」活動，學習研究人員調查研究方式，了解大鱗梅氏鯿的特徵、生態特

性、共域的其他魚種，也從檢測水質、測量溪流形式中了解其對棲息環境的需求，

再從這些試驗所得到的資訊，體認大鱗梅氏鯿的保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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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 

8:30- 9:0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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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鱗梅氏鯿放流生態池 

 

 

 

 

 

 

 

 

 

9:30-10:00 邁向大鱗梅氏鯿的保育之路 

走到活動教室、填寫活動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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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鱗梅氏鯿的發現、定名、追查過程的介紹。 

2.大鱗梅氏鯿的分佈區域。 

3.大鱗梅氏鯿的生存危機。 

4.金門大鱗梅氏鯿棲地環境調查。 

5.植物園生態池的臨時住所介紹，與自然棲息地的環境比較。 

6.重返野溪之路的進程。 

 

 

 

 

 

 

 

 

 

 

11:00-12:00 大鱗梅氏鯿的返家之路 (曾晴賢 教授) 

1.溪流魚類的保育與復育-以櫻花鉤吻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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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大鱗梅氏鯿調查現場 (適合國小學童參加) 

9:30-10:00 認識「大鱗梅氏鯿」 

藉由圖卡解說大鱗梅氏鯿的型態、特徵、生活習性與現今分布等，了解這應予保育

的特殊物種。 

 

 

 

 

 

 

 

 

 

10:00-11:00 探訪大鱗梅氏鯿的家 

了解大鱗梅氏鯿的棲息環境。 

跟著研究人員實地操作實驗儀器，檢測各項水質，測量溪流，並對魚種進行調查等。

近距離觀察，了解大鱗梅氏鯿居住的環境。 

 

 

 

 

 

 

 

 

 

 

11:00-11:30 搶救大作戰，大鱗梅氏鯿的生存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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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門日報 

大鱗梅氏鯿守護者  

2014/10/4 

記者張建騰/圖文報導 

 

   光前溪的「大鱗梅氏鯿」去年原本只有六百尾，經後育之後，今年九月已達

三千尾以上！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的陳光耀（見圖）目前是海洋大學的碩士班研究生，他是

大鱗梅氏鯿的實地的守護者之一。他表示，這個物種，絕不能在金門消失；若大

鱗梅氏鯿在金門消失了，世界上就再也沒有大鱗梅氏鯿了！ 

   陳光耀表示，由於大鱗梅氏鯿目前僅在金沙溪流域的光前溪金沙溪有穩定族

群出沒，他們在溪中分三段進行保育並設置警界線，水位逼進警戒線時，就請農

友停止灌溉；又在溪中挖鑿深潭，讓大鱗梅氏鯿在低水位時，也能夠有地方生存。 

   根據陳光耀的監測，近三週來，光前溪的大鱗梅氏鯿已經有群聚的現象，有

三十、四十成群的，甚至也有約兩百尾成群的！ 

   陳光耀表示，大鱗梅氏鯿的保育最終應回到自然棲地；人工繁殖的魚苗，在個

體上容易出現若干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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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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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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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鱗梅氏鯿催生者  

2014/10/4 

記者張建騰/圖文報導 

 

   

  十二隻生出兩萬尾！瀕臨絕種的「大鱗梅氏鯿」經金門縣水試所技工鄭文生（見

圖）以人工方式復育之後，目前已經繁殖出兩萬尾。 

  雨水一滴又一滴滴下，魚卵一顆又一顆萌孳，瀧漉刺激大鱗梅氏鯿，十二尾繁

殖成兩萬隻！鄭文生表示，他用蒐集來的雨水，模擬大自然下雨時瀧瀧的情狀，

以此刺激大鱗梅氏鯿產卵；從端午節到中秋節，每十天就會產一次卵；這個方法

很管用，但中秋節之後就不再產卵了。 

  前年（民國一○一年），鄭文生在水試養殖十二尾大鱗梅氏鯿，用兩年不到的

時間就成功地繁殖出兩萬多尾。 

  為了避免基因窄化，去年他曾把在光前溪捕獲的四十尾野生的大鱗梅氏鯿加入

繁殖行列；如今，這四十尾親代做了「阿公」，繁衍出許多「魚子魚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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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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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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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昨天上路  

2014/10/4 

記者張建騰/綜合報導 

 

  「大鱗梅氏鯿」在臺灣原本已經消失約八十年之久，在金門原本也只剩下約二

百尾，但金門縣政府已經在「光前溪」原棲地成功復育了三千尾大鱗梅氏鯿，又

在水試所成功繁殖了兩萬尾大鱗梅氏鯿；昨天，縣府在金門植物園舉辦「2014

重返自然—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活動，為三百尾大鱗梅氏鯿覓得新家—在這三

百尾大鱗梅氏鯿中，有一百尾是來自光前溪天然棲地，有兩百尾來自水試所的人

工魚塭。 

  參加大鱗梅氏鯿移地復育活動的人員約有一百五十人，包括金門縣副縣長吳友

欽、農發會林務局保育組組長管立豪、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學會祕書長謝伯娟、清

華大學教授曾晴賢、海洋大學教授陳義雄、金門縣政府建設處處長翁自保、水試

所所長蔡輝詩、林務所所長楊慧明、復育人員鄭文生、陳光耀、卓環國小師生、

正義國小師生及校長陳順德等。 

  根據金門縣政府的說明，大鱗梅氏鯿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

物。2001 年，海洋大學教授陳義雄執行金門國家公園委辦的金門淡水域魚類資

源調查時，發現金門還有大鱗梅氏鯿；於是，金門政縣府立即展開原生棲地的維

護及相關的保育工作。 

  大鱗梅氏鯿屬初級淡水魚，生活在河川中下游靜緩水域，以浮游動植物為食，

分佈在臺灣西部與金門平原河川中下游，但自 1920 年以後就未曾被記錄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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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類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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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島保種」、「現地保育」為目標，希望保有其族群基因遺傳的多樣性，後續

將會進行完整的原生棲地魚種調查及長期監測。 

   陳義雄表示，大鱗梅氏鯿目前最大的生存危機有二：一為外來種入侵，二為河

道水泥工法。在以科學方式進行長期監測的前提下進行移地復育，將是確保大鱗

梅氏鯿能永續生存的關鍵。 

  為了在金門植物園的自然棲地進行復育活動，相關人員已進行一週的外來魚種

捕撈作業，目的是將吳郭魚、朱文錦、錦鯉等外來種魚類移除；另外，為了避免

移地復育族群出現基因窄化問題，本次復育的魚種來源，有一百尾來自光前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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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的子代。 

  金門植物園是金門地區重要的自然教育場所，裡頭的生態池是適合大鱗梅氏鯿

的靜緩水域；池邊有水草分佈，適合大鱗梅氏鯿躲藏及棲息；半封閉的溪流生態

水系，則有利於族群的監測掌控及外來種的入侵防範；此外，此區還可以提供穩

定的供水。這一行動若符合計畫成效，未來將選擇其他的合宜的水系進行本島異

地復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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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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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放流大鱗梅氏  期待現生機  

2014/10/4 

李金生  

 

金門昨於太武山植物園放流，進行移地復育。（李金生攝） 

 

 

 

 

 

 

 

 

 

 

 

 

 

 

 

保育類「大鱗梅氏鯿」在台灣野外絕跡 90 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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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梅氏鯿，金門縣水試所昨於太武山植物園生態池放流 300 條，首度進行移地

復育，期待再現盎然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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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為食，但在台灣野外已消失 90 餘年，2001 年才於金門重新發現，由於族群

不斷減少，2009 年公告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加以保護。 

海洋大學陳義雄教授主持的研究團隊在 2013 年調查發現金門也僅光前溪仍有

穩定族群，為避免大鱗梅氏鯿也在金門消失，因此在陳義雄研究團隊和清大教

授曾晴賢等人的協助下，進行系列搶救措施，包括趕在光前溪棲地惡化前，將

部分族群個體移出保種，以達移地保育的目標。 

在縣政府團隊與學者專家的努力下，目前已復育 2 萬餘隻新個體，包括進行浚

深河道、遷管補水及移除外來種如吳郭魚、朱文錦、錦鯉，並避免河川邊坡水

泥化後，估計族群也有 6000 隻左右，整體保育成果讓人振奮。 

昨天上午在副縣長吳友欽的帶領下，100 餘位正義、卓環國小學童和社會人士

在太武山植物園參加首度移地復育，為避免移地復育族群基因「窄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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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魚復育出來的 200 尾新生子代，一起放流重返大自然。 

吳友欽強調，移地保育在建立本島保種與現地保育雙重目標，同時也維護族群

基因遺傳多樣性，未來持續進行的原生棲地魚種調查與後續長期的監測數據，

將作為日後推動水域生態保育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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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育保育魚野放場域放流  

2014/10/4 

李漢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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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場域後放流，讓溪流與湖庫充滿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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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大鱗梅氏鯿，遷移到水源豐富的上游，生長狀況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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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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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產卵 4 次，並孵化出 3000 尾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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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飼料及孓孑；稚魚則先餵食輪蟲、仔魚飼料，再依成長狀況循序餵食橈腳類幼生、

人工配合飼料、孓孑。  

 

   金門縣府建設處已委託海洋大學生物研究所教授陳義雄調查大鱗梅氏鯿適合生

長的場域，等出爐後，將復育成功的大鱗梅氏鯿野放。  

 

   目前只有光前溪上游有較大族群大鱗梅氏鯿，龍陵湖有小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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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光前溪。縣府建設處去年起積極展開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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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鱗梅氏鯿現有自然棲地族群監測及改善研究與陸域淡水水域特

有生物資源調查」期中審查會議                    2014/11/03 

邱委員天火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參調查結果，有關水文分析，是否

應改為水質，可細分為水溫、溶氧、

溫度、導電度、營養鹽等，而水文係

包括水收支、水位變動、水流速向及

底質土壤分析等，因檢視報告內容並

沒有與水文資料相符，景有地表及地

質描述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

指教。 

Q2: 今年金門 5~10 月水溫，期中報告

光前溪 8 月份水溫 31.9 度，以往調查

似乎比較低。 

 

8 月份大量降雨及颱風等因素影響，造

成水溫普遍較低，謝謝委員指教。 

 

Q3: 金門冬天的雨量因沒有高山不受

地形影響往往與台灣現象評估有所不

同，簡單說金門冬天雨量是相當少，

因此在經營管理是與老師報告不一

樣。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正，謝謝委員

指教。 

 

蔡委員輝詩 

本所就執行保種復育提出說明 

縣府建設處去(102)年 11 月初將金沙鎮光前溪下游的 400 多隻保育類大鱗梅氏

鯿，遷移到水源豐富的上游，生長狀況很好，水試所選取 80 尾野生大鱗梅氏

鯿種魚,以及去年復育的 20 尾種魚進行繁殖試驗。6 月 2 日端午節過後，梅雨

季節來臨時大鱗梅氏鯿開始有自然產卵現象，6 月 13 日起大量產卵，每 2 周

產卵 1 次，到 8 月 31 日產卵 12 次，並成功孵化飼育出 18000 尾幼苗，本(103)

年繁殖約 20000 尾。 

本所研究發現，大鱗梅氏鯿生長水溫攝氏 27 到 32 度種魚餵食人工配合飼料及

孑孓；稚魚則先餵食輪蟲，仔魚飼料，再依成長狀況循序餵食橈腳類幼生、人

工配合飼料、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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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種原保種工作，除了保存原生魚種的工作外，也要注意其後代的延續，目

前保有的原種魚的族群數量不多，且保存空間有限，容易造成近親繁殖，造成

基因窄化、抗病力弱的疑慮，水試所的預防策略是盡量使用野生的種魚進行第

一代魚苗培育工作，避免其子代近親繁殖，建議本計畫調查適合的野外場域。 

 

翁委員自保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為符法定格式，報告章節內容，其

第一章前言部分，應有計畫緣起、工作

目標、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執行與流

程等。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指

教。 

Q2: 有關期中報告及其報告應完成何

作項目等，其期程如何安排?似應以甘

特圖表示。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指

教。 

Q3: 簡報資料之圖表，建請列入報告

中。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指

教。 

Q4: P45，建議以金門水系圖表示。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指

教。 

Q5: 族群量之推估公示及推估結果，請

於報告中說明，另光前溪第一、二、三

之族群量推估總和，建議能彙總於一

表。但本年度總量達 4 千餘尾，能否比

較以前調查數據，以了解復育保育成

效。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指

教。 

Q6: 本案辦理陸域淡水水域特有生物

資源調查，其主要目的在於建構金門基

礎背景科學資料，為金門魚類誌撰寫鋪

路，因此調查方向應朝此原則辦理。 

本團隊會遵照意見作修改，謝謝委員指

教。 

Q7: 淡水水域之特有生物資源，係僅指

淡水魚類或甲殼類等亦包括在內，請釐

清合約應工作項目。令整理淡水水域調

查成果，建請彙總一總表。 

本團隊於表.41 作總表彙整，謝謝委員

指教。 

Q8: 本案調岔範圍為及於西半島及小

金門水系，是否應納入，方致週圓。 

本團隊會於期末報告中呈現全金門各

水域(大小金門)的調查，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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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外來種有明顯減少，但其成效為

何，建請補充說明，及提出未來作法。 

於結果討論中加以詳細說明，謝謝委

員。 

Q10: 10 月 3 日之一地放流成效，乃應

加以追蹤了解，以評估其復育成效。 

於期末報告中詳細說明，謝謝委員。 

Q11: DNA 鑑定成果圖譜，建請於報告

中說明。 

於期末報告中詳細說明，謝謝委員。 

 

鍾委員立偉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報告格式為符一般體例，且圖表說

明過少且多載列於復建，建議將大鱗梅

氏鯿及金門過往的相關淡水魚類研究

或調查文獻增加於期末報告中。 

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期末報告加以述

明。 

Q2: 報告中僅列部分調查區域，可能是

紙本過高提早提供有關，其中報告書中

應詳細列出各河域調查情形，將努力量

呈現，並作為未來相關調查或保護計畫

的參考。 

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期末報告加以述

明。 

Q3: 報告中載名金門僅 12 種淡水魚類

(包括外來種)，是否屬實，亦或未完全

載列，另其他島嶼是否有類似的狀況。 

金門淡水與河口及紅樹林區水域，共計

約 70 種魚類，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

期末報告加以詳加述明。 

Q4: 委託計畫調查範圍涵蓋金門全島

(含小金門)，請執行單位應保握時效，

並於期限內完成應辦工作。 

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期末報告加以述

明。 

Q5: 光前溪河域目前調查大鱗梅氏鯿

總量約 4000 餘隻，其評估方式與公示

應說明，另目前族群量已達近年高峰，

請執行單位訂定後續監測計畫的評估

指標數量，以應長期環境監控參考。 

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期末報告加以述

明。 

Q6: 光前溪魚類避難池是否有設置需

求?高陽路以上河段的水泥工法是法有

改善機會或方式，亦請納入期末報告分

析。 

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期末報告加以述

明。未來年度，會規劃高陽路以上河段

的棲地改善措施。 

Q7:植物園的移地復育活動是為台灣近

年少數具科學研究基礎下的放流試

驗，執行單位應將過程與種魚與復育魚

本團隊會依照指示，於期末報告加以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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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設定說明等，以專節紀錄，以提

供相關單位執行之參考 

Q8: 水試所在本次計畫中協助人工復

育的工作，不僅成效卓越也發現許多細

鯿的繁殖關鍵，若所方允諾建議將部分

成果或資訊載列期末報告中，且評估發

表於相關期刊的可能性。 

會向水試所相關單位詢問相關資訊，謝

謝委員指教。 

Q9: 委託計畫的目的在於希望未來能

讓大鱗梅氏鯿重返於地區各適合河

域，目前除光前溪外，僅在植物園進行

移地復育，後續其他水系是否可納入放

流工作，請執行單位協助評估或建議 

本團隊會積極調查全金門適合進行移

地復育的天然流域，並評估各樣站是否

為未來移地復育的適宜棲地，謝謝委員

指教。 

Q10: 以太陽能板等綠能設施做輔助生

態復育的構想極佳，為須在符合地區為

氣候特性與條件下進行評估，若有實際

效用或個案，亦請執行單位協助提供。 

本團隊會將想法及預算經過討論後，向

金門縣政府提出可行計劃方案，謝謝委

員指教。 

 

鄭委員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 金門水產試驗所已成功培育出 F1

與 F2 之子代，共達 20000 尾以上，請

多加規劃保育放流與利用。 

謝謝金門水試所提供未來保育資源之

供應。 

 

Q2: 金門水產試驗所的培育子代，未來

可否”田埔水庫”以及”金沙水庫”作放

流地點。 

目前評估結果，所有大型水庫棲地，並

不適宜大鱗梅氏鯿棲息，不適宜作放流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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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鱗梅氏鯿現有自然棲地族群監測及改善研究與陸域淡水水域特

有生物資源調查」期末審查會議                    2015/05/27  

邱委員生火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 摘要中推估大鱗梅氏鯿野外族群

達 4000 尾以上，若從 P59 業所述至少

有 30~40 群，每群數量 50~60 尾不等，

頂多 40*60 尾=2400 尾，不知計畫團隊

是如何計算，可否詳加說明。 

本實驗團隊採用「標誌-再放流法」計

算出光前溪水域中大鱗梅氏鯿族群數

量，詳細族群推論計算方式，已於材料

方法之章節中說明  

Q2: 本案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與回

覆情形，請列在附件。 

已作修正，謝謝指教。 

Q3: P60、P64 (4)由縣長帶領大家….應

為由吳副縣長帶領，P53 (T15)樣站…電

廠之蓄水池「隻」似乎是錯的。 

已作修正，謝謝指教。 

Q4: P67 發現攀鱸棲地，於小金門陵水

湖水域中發現了稀有物種的原生攀鱸

存在；因 2013 年邱郁文老師(海生館研

究人員)就已發現，因此這段文字可能

要稍加修改才好，例如 2013…邱郁

文…，本團隊復於2014年又確實證明…

存在。 

攀鱸在中國可分布於九龍江口附近，因

此本報告在金門地區發現相當合理，已

作修正，謝謝指教。 

 

楊委員文璽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 期末報告肆、討論與建議 保護區

建設的條件為何。 

保育區設立，於討論建議(8)及(9)加以

說明，謝謝指教。 

Q2: 於期末報告中提及調查方法有 4

種，哪一種方法最好。 

以不同水深來說，淺水域以電魚法效果

為最好；較深水域部分則以誘捕法效果

為佳，並於各樣站會說明主要採樣方

式，謝謝指教。 



140 
 

Q3: P61 頁 DNA 分析有 14 尾存在差異

性，金門高職養殖科董老師有養少數大

鱗梅氏鯿，好像是由後龍溪採集到的，

建議老師可否做個比對。 

會再向董老師確認其來源，如果真屬於

不同水域及棲地，會做差異性比較，謝

謝委員指教。 

 

翁委員自保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Q1: 植物園的移地復育，所得到調查詳

細數據，以及詳細調查日期，請載明於

報告中。 

已作修正，謝謝指教。 

Q2 金門地區增加魚種數、可否列表呈

現。 

已於表 40 總表修正，謝謝指教。 

Q3: 推估大鱗梅氏鯿野外族群達 4000

尾以上，但到了 10 月份幾乎沒有，5

月高峰數與枯水期數量變化，應加以證

明。 

10 月份光前溪水域，因農民灌溉用

水，造成嚴重缺水，導致無法採集調查

及測量，謝謝指教。 

Q4: 14 個樣站到查結果不一樣，其結果

請轄細說明。 

本研究團隊調查光前溪流域 15 個樣站

及全金門(大小金門)24 個樣站，共 39

個樣站，並於成果報告中結果詳細調查

結果，謝謝指教。 

Q5 :蘭湖壩體、白龍溪水體長年不會

乾，且水質很好應可來評估作為移地保

育區域。 

本團隊設立一套移地放流 S.O.P.流

程，於討論與建議(8)呈現 

Q6: P97 表 2-1 之回收部分請再說明。 已作修正，謝謝指教。 

Q7: P99 表 3 大鱗梅氏鯿的族群估算與

體長分布結構，以及所有表個的詳細日

期與年份，請載明於報告中。 

已作修正，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