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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間間間、、、、平均航行總距離與努力量平均航行總距離與努力量平均航行總距離與努力量平均航行總距離與努力量距離距離距離距離‧‧‧‧‧‧‧‧‧‧‧‧‧‧‧‧‧‧‧‧38383838 

表表表表 4444----2222    、、、、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38383838    

表表表表 4444----3333    、、、、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    ‧‧‧‧‧‧‧‧‧‧‧‧44440000    

表表表表 4444----4444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    44443333    

表表表表 4444----5555    、、、、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    ‧‧‧‧‧‧‧‧‧‧‧‧‧‧‧‧‧‧‧‧‧‧‧‧44444444    

表表表表 4444----6666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    ‧‧‧‧‧‧‧‧‧‧‧‧‧‧‧‧‧‧‧‧44444444    

表表表表 4444----7777    、、、、金門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比例表金門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比例表金門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比例表金門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比例表    ‧‧‧‧‧‧‧‧‧‧‧‧‧‧‧‧‧‧‧‧45454545    

表表表表 4444----8888    、、、、金門金門金門金門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表表表表 ‧‧‧‧‧‧‧‧‧‧‧‧55551111    

表表表表 4444----9999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POPAN 考慮考慮考慮考慮不同參數模型結果不同參數模型結果不同參數模型結果不同參數模型結果    ‧‧‧‧‧‧‧‧55552222    

表表表表 4444----10101010、、、、MARK 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 ‧‧‧‧‧‧‧‧‧‧‧‧‧‧‧‧‧‧‧‧‧‧‧‧555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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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次圖次圖次圖次    

    

圖圖圖圖 1111----1 1 1 1 、、、、進度甘特條型圖進度甘特條型圖進度甘特條型圖進度甘特條型圖‧‧‧‧‧‧‧‧‧‧‧‧‧‧‧‧‧‧‧‧‧‧‧‧‧‧‧‧‧‧‧‧‧‧‧‧‧‧‧‧‧‧‧‧‧‧‧‧7777    

圖圖圖圖 2222----1111    、、、、2011201120112011 年金門海域的五條鯨豚調查航線圖年金門海域的五條鯨豚調查航線圖年金門海域的五條鯨豚調查航線圖年金門海域的五條鯨豚調查航線圖    ‧‧‧‧10101010    

圖圖圖圖 3333----1111    、、、、Sousa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Rice(1998)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IWC(2006)分類方分類方分類方分類方

式的式的式的式的分布分布分布分布與與與與分類地圖分類地圖分類地圖分類地圖 ‧‧‧‧‧‧‧‧‧‧‧‧‧‧‧‧‧‧‧‧‧‧‧‧‧‧‧‧‧‧‧‧‧‧‧‧‧‧‧‧11115555    

圖圖圖圖 3333----2222    、、、、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    ‧‧‧‧‧‧‧‧‧‧‧‧‧‧‧‧‧‧‧‧‧‧‧‧‧‧‧‧‧‧‧‧‧‧‧‧‧‧‧‧‧‧‧‧‧‧‧‧‧‧‧‧11118888    

圖圖圖圖 3333----3333    、、、、鉛色駝海豚鉛色駝海豚鉛色駝海豚鉛色駝海豚    ‧‧‧‧‧‧‧‧‧‧‧‧‧‧‧‧‧‧‧‧‧‧‧‧‧‧‧‧‧‧‧‧‧‧‧‧‧‧‧‧‧‧‧‧‧‧‧‧‧‧‧‧11118888    

圖圖圖圖 3333----4444    、、、、大大大大西洋駝海豚西洋駝海豚西洋駝海豚西洋駝海豚    ‧‧‧‧‧‧‧‧‧‧‧‧‧‧‧‧‧‧‧‧‧‧‧‧‧‧‧‧‧‧‧‧‧‧‧‧‧‧‧‧‧‧‧‧‧‧‧‧11119999    

圖圖圖圖 3333----5555    、、、、龍鼓洲海岸公園龍鼓洲海岸公園龍鼓洲海岸公園龍鼓洲海岸公園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    ‧‧‧‧‧‧‧‧28282828    

圖圖圖圖 3333----6666    、、、、廈門廈門廈門廈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    ‧‧‧‧‧‧‧‧‧‧‧‧‧‧‧‧‧‧‧‧‧‧‧‧‧‧‧‧‧‧‧‧33331111    

圖圖圖圖 3333----7777    、、、、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華白中華白中華白中華白

海豚範圍海豚範圍海豚範圍海豚範圍)     ‧‧‧‧‧‧‧‧‧‧‧‧‧‧‧‧‧‧‧‧‧‧‧‧‧‧‧‧‧‧‧‧‧‧‧‧‧‧‧‧‧‧‧‧‧‧‧‧‧‧‧‧‧‧‧‧33332222    

圖圖圖圖 4444----1111    、、、、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與江豚與江豚與江豚與江豚的紀錄目擊分佈圖的紀錄目擊分佈圖的紀錄目擊分佈圖的紀錄目擊分佈圖 ‧‧‧‧‧‧‧‧38383838    

圖圖圖圖 4444----2222    、、、、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 ‧‧‧‧‧‧‧‧‧‧‧‧‧‧‧‧‧‧‧‧‧‧‧‧‧‧‧‧‧‧‧‧39393939    

圖圖圖圖 4444----3333    、、、、中華白海豚與江豚三年紀錄目擊分佈圖中華白海豚與江豚三年紀錄目擊分佈圖中華白海豚與江豚三年紀錄目擊分佈圖中華白海豚與江豚三年紀錄目擊分佈圖 ‧‧‧‧44441111    

圖圖圖圖 4444----4444    、、、、金門海域水深與金門海域水深與金門海域水深與金門海域水深與海豚海豚海豚海豚目擊紀錄分佈圖目擊紀錄分佈圖目擊紀錄分佈圖目擊紀錄分佈圖    ‧‧‧‧‧‧‧‧44442222    

圖圖圖圖 4444----5555    、、、、金門海域水深與金門海域水深與金門海域水深與金門海域水深與中華白海中華白海中華白海中華白海豚豚豚豚目擊軌跡圖目擊軌跡圖目擊軌跡圖目擊軌跡圖 ‧‧‧‧44442222    

圖圖圖圖 4444----6666    、、、、金門海域金門海域金門海域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 44443333    

圖圖圖圖 4444----7777    、、、、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    ‧‧‧‧‧‧‧‧‧‧‧‧‧‧‧‧44447777    

圖圖圖圖 4444----8888    、、、、三年共三年共三年共三年共 39 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

數數數數 ‧‧‧‧‧‧‧‧‧‧‧‧‧‧‧‧‧‧‧‧‧‧‧‧‧‧‧‧‧‧‧‧‧‧‧‧‧‧‧‧‧‧‧‧‧‧‧‧‧‧‧‧‧‧‧‧‧‧‧‧‧‧‧‧‧‧‧‧‧‧‧‧48484848    

圖圖圖圖 4444----9999    、、、、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以目擊資料計算以目擊資料計算以目擊資料計算以目擊資料計算)‧‧‧‧‧‧‧‧48484848    

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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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10101010、、、、目擊次數頻度圖目擊次數頻度圖目擊次數頻度圖目擊次數頻度圖 ‧‧‧‧‧‧‧‧‧‧‧‧‧‧‧‧‧‧‧‧‧‧‧‧‧‧‧‧‧‧‧‧‧‧‧‧‧‧‧‧‧‧‧‧49494949    

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連結係數頻度圖連結係數頻度圖連結係數頻度圖連結係數頻度圖 ‧‧‧‧‧‧‧‧‧‧‧‧‧‧‧‧‧‧‧‧‧‧‧‧‧‧‧‧‧‧‧‧‧‧‧‧‧‧‧‧‧‧‧‧55550000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2009200920092009----2011201120112011 金門金門金門金門海海海海域中華白海豚域中華白海豚域中華白海豚域中華白海豚 37 隻個體隻個體隻個體隻個體年年年年 

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 ‧‧‧‧‧‧‧‧‧‧‧‧‧‧‧‧‧‧‧‧‧‧‧‧‧‧‧‧‧‧‧‧‧‧‧‧‧‧‧‧‧‧‧‧‧‧‧‧‧‧‧‧‧‧‧‧‧‧‧‧‧‧‧‧55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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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關鍵詞：族群、穿越線調查、照片辨識、標識-再捕捉 

一一一一、、、、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多見於沿岸水深二十公尺以內的水域，因棲地

鄰近人類開發區域，易受到直接或間接的人為活動衝擊，其保育重要性已受到國

際上的注意，香港與中國大陸，近十年來紛紛設立中華白海豚保護區，大陸更選

擇在鄰近金門的廈門水域設立一國家級保護區。然而金門族群過去卻缺乏系統性

的科學研究，亟待建立其基本生態資料，以供未來保育措施之擬定。本計畫以三

年期間分區完成金門島附近海域的鯨豚資源調查。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水域有系統的海上調查始於 2009年，以穿越線模式在大金門島四周海域

分為五個區塊進行調查。前兩年完成了大金門島西側與北側共 25趟調查，今年

再進行 14趟調查，主要是以南側及東側的海域為調查範圍。當發現中華白海豚

時，我們對其進行拍照、攝影與記錄其相關資料，所收得的個體資料在後續透過

照片進行個體辨識分析(Photo-identification)，另用 MARK 軟體 POPAN 

Jolly-Seber模型估算中華白海豚在金門調查範圍的族群量，並以 half-weight 

association index(HWI)來計算不同個體間的彼此關係強度。 

 

摘要 



 

 VIII  

三三三三、、、、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今年執行南側及東側的海域調查 10趟期間沒有任何中華白海豚的目擊，因

此將剩餘四趟改成調查大金門島北側海域，其中三趟目擊中華白海豚共7群次(有

效目擊 4群次)。整合三年的 39趟海上調查結果共有 18群次的中華白海豚紀錄，

均發現於大金門島北側附近海域，而 3群次的江豚卻都出現在大金門島的南側水

深較深的海域；兩種海豚似乎有棲地隔離的現象。藉由照相辨識法，總共辨認出

37隻中華白海豚個體，29隻非嬰幼個體，8隻嬰幼個體是以其母豚來辨識，金

門的族群年齡結構以青少年為主(佔 59%)，老年期特別少(3%)，三年內也目擊許

多幼年個體(8隻，22%)，整體上族群間個體的關係並不緊密。以 POPAN 

Jolly-Seber模型估算金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族群大小為 36±5隻。透過照片比對

顯示金門的中華白海豚族群與廈門的中華白海豚有族群間的交流，但與台灣的族

群個體尚未發現有相同者。 

四四四四、、、、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 

建議一建議一建議一建議一    加強教育加強教育加強教育加強教育文宣文宣文宣文宣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金門的中華白海豚族群很小且脆弱，亟須加強教育文宣工作，例如研究資料

在學術性期刊正式發表，亦可在科普相關的刊物或網站發表，另外印製精美

摺頁或明信片可以吸引民眾的注意與喜愛。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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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二二二二    推推推推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在中華白海豚的保育推動上，建議讓金門本地居民對保育類的中華白海豚有

更深的認識；舉辦志工工作坊訓練，可儲備未來長期監測工作的地方人才與

人力。 

 

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三三三三    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北側北側北側北側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

議議議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金門的中華白海豚正面臨高度威脅，宜建立監測系統。有鑑於本研究所做出

的結果當中顯示中華白海豚主要發現於大金門島西北側海域，未來白海豚在

金門的監測可以選擇在此處進行。除了目視調查外，可以採用聲音偵測儀器

來監測中華白海豚的聲音，此法較不受天候影響，可以蒐集四季變化的資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四四四四    使用聲音偵測儀器使用聲音偵測儀器使用聲音偵測儀器使用聲音偵測儀器測量測量測量測量抽砂船之噪音抽砂船之噪音抽砂船之噪音抽砂船之噪音，，，，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

議議議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在抽砂船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方面，未來也可用聲音偵測儀器測量其噪音，

評估其對白海豚生態的可能衝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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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五五五五    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未來可考慮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以全面深入了解金廈海域的中華白海

豚族群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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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population, transect line method, photo-identification, mark-recaptur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Sousa chinensis, are mostly active in waters shallower 

than 20 meters. As such, their habitats are often located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coastal regions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s and activities. The level 

of anthropogenic stress on the species has drawn considerabl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its conserv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a serie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and China, including a nation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created in Xiamen.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population of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in Kinmen, however, is still lacking. Of particular urgency is 

the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ecological aspects of this population. The current 

three-year survey of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in Kinmen has been conducted to meet 

these goals. 

The transect line survey covers the waters surrounding Kinmen that are 

segmented into 5 region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the study, 25 surveys were 

completed in the northwestern Kinmen waters. Another 14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his year (2011) in southeastern Kinmen waters. Upon sighting, photographs, and 

videos of the dolphin groups were taken,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recorded. 

The photographs were then analyzed using the photo-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of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was estimated using the “MARK” 

software. 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 was also measured by the half-weight 

association index in the “SOCPROG” program. 

Except for one encounter with a finless dolphin, no Chinese white dolphins were 

sighted in the southeastern Kinmen waters during the first 10 surveys of the year. The 

last four surveys were therefore moved to the northwestern Kinmen waters, where 

seven groups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 were sighted.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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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ata of the three-year survey shows that all of the total of 18 Chinese white 

dolphin groups were sighted in the northern Kinmen waters, while three groups of 

finless dolphins were sighted in the southern waters. The data suggests that possible 

habitat segreg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two species, with the finless dolphins active in 

the deeper waters. Based on photo-identification, we identified 37 Chinese white 

dolphin individuals in total; the majority (59%) of the population was of the mottled- 

and speckled- stage, and the unspotted adults were few (5%). In addition, at least 

eight calves (22%) were sighted over the three-year study. Based on POPAN 

Jolly-Seber model, the population size was estimated with a value of 36±5. In general 

the associa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s were not strong. 

No identical dolphin has been found between the catalogs of the Taiwanese and 

Kinmen populations of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In contrast, identical Chinese 

white dolphins have been found in Kinmen and Xiamen waters, indicating possible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populations. 

This study recommends both immediate and long-term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s follows. 

Immediat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1. Strengthen public awareness by publications. 

2. Host workshops to increase and recruit local man power for public awareness on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 

Long-term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1. Build a long-tern monitoring system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 in the 

northwestern Kinmen waters.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year-round 

monitoring,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 (PAM) is to be applied to detect 

seasonal and yearly movement patterns of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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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ise level of the sand pump dredgers in these waters should be monitored 

and measured as well by the PAM against the hearing ability of dolphins. 

Both data are to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the dredgers on dolphins. 

3. Conservation of this population also requires cooperation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administrations to ensur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optimal results.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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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的背鰭下方及後緣為駝峰狀，又分布範圍主要在

印度洋和太平洋，因此其俗名稱作「印太洋駝海豚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剛出生時全身呈現均勻的灰黑色，隨著年齡增長，體色逐漸轉淡並出

現斑點，老年時斑點則近乎消失，透出皮下微血管的粉紅色 (Jefferson and 

Karczmarski，2001)，故又被稱為「中華白海豚(Chinese white dolphin)」或「粉紅

海豚(pink dolphin)」。在廈門的漁民俗稱中華白海豚為「媽祖魚」(傳說牠們在媽

祖生日時會出現前來朝拜) 或「鎮港魚」，而台灣本島和金門漁民則稱其為「白

鯃」(台語發音為「白吳」) 或「白海豬」，在 2005 年的兩岸會議上通過將此物

種通稱為「中華白海豚」。 

中華白海豚分佈於華南長江以南、經印度半島到澳洲、東非沿岸水深二十

公尺以內水域(Hung and Jefferson，2004；Jefferson and Karczmarski，2001； 

Karczmarski et al.，2000)，因鄰近人類高度開發區域，導致白海豚容易受到直接

或間接的衝擊，如環境污染、棲地破壞、船隻撞擊、漁網纏繞等。廢水排放與噪

音污染為影響中華白海豚環境污染方面的主要因子。如香港水域的工業廢水排放

導致水質惡化，使中華白海豚體內 DDT、汞和 BT(butyltin)的含量過高而影響其

身體健康與族群繁衍(Parsons，2004)。而廈門水域也因為工業廢水的污染使得當

地中華白海豚擁有高濃度的重金屬(如汞、鉛、鎘、砷等)含量(邊等，民 96)。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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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華白海豚主要以聲納回聲定位進行覓食與探索環境，並以複雜的聲音互相

溝通，故海岸開發所產生的噪音可能干擾中華白海豚正常生活，甚至影響生存。

同時海岸開發過程中進行的挖沙或填土等工程，會導致中華白海豚的棲地遭受破

壞，隨著棲地逐漸消失，其族群數量也會銳減。船隻的密集活動或是漁網的佈放

是造成中華白海豚意外傷害的主因，周蓮香(2007)與 Wang等(2004)的調查發現，

台灣西部將近 10-30%中華白海豚身上有疑似人為造成如網具纏繞、船槳打傷等

傷痕。 

基於中華白海豚族群量稀少，棲地又面臨破壞與干擾，因此保育工作成為

國際的焦點。世界鯨豚保育協會(WDCS)在 2007年五月特別指出台灣西海岸的中

華白海豚已近絕種，2008年八月 IUCN 紅皮書也將台灣西海岸的中華白海豚族

群收錄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等級保育類動物，在中國大陸也將

該種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近十年來，香港與中國大陸瞭解到中華白海豚保育

的迫切性，紛紛成立保護區以保育中華白海豚。香港於 1996年首先於中華白海

豚主要活動範圍成立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至目前為止已經成立七個相關保護

區：包括兩個國家級保護區、一個省級保護區以及在廣東省內至少四個市級保護

區。而大陸則有兩個國家級保護區，其中一個在鄰近金門的廈門水域，自 1994

年以來，廈門當局已投入許多研究與人力物力，研究發現族群量很小(86隻，Chen 

et al.，2008；76隻，Chen et al.，2009)，且為開放族群，至少會洄游至金門水域，

可見其保育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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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Wang(2007)粗估台灣西部沿海的中華白海豚族群量平均 99 隻(範圍

37-266隻)後，近五年來周蓮香團隊對於台灣海峽東部的中華白海豚族群生態因

有持續調查而有初步的認識，族群數量的確很小約 75-86隻(周，民 98b；周，民

99b；周等，民 100)，分佈於苗栗至台南沿海離岸 0.04-5.9公里的範圍，水深約

32 公尺以內(95%在 15 公尺以內)；其中密度較高的水域區有二:(1)北區-苗栗南

部 至 彰 化 北 部 ， (2) 南 區 - 雲 林 南 部 至 外 傘 頂 洲 ， 且 經 由 照 片 辨 識

(photo-identification)後發現個體可互相交流(周，民 98b；張等，民 99)。 

然而，在台灣海峽西部的金門海域的研究資料很少，最早於 1992-94年期間

台灣大學周蓮香教授團隊與中山大學莫顯蕎、海洋大學陳哲聰教授進行全國性的

初步漁民訪查，得知金門似有中華白海豚分布(周等，民 84)。1995 年五到七月

周蓮香團隊在小金門島周圍及金烈水道共執行了七趟海上調查，並沒有發現任何

中華白海豚的蹤影。另外，1995-2002年期間金門地區四次的中華白海豚死亡擱

淺記錄，雖然也可能是從廈門水域漂流過來的，仍顯示金門海域可能有中華白海

豚在此棲息。之後於 2009 年周蓮香團隊再度於金門進行更深入的漁民問卷調

查，受訪者認為較常見海豚月份集中農曆三到六月份，目擊中華白海豚群體大小

以 1-5隻為主，近五年來數量似乎有減少趨勢，另外漁獲量也比五年前低，可能

代表中華白海豚的食餌資源下降。 

在海上調查方面，2009年(第一年)於大金門島西側水域進行 10 趟海上穿越

線調查，發現了三群中華白海豚，但發現率只有台灣西海岸的一半，因此推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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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海豚密度可能較台灣西海岸為低。2010 年調查範圍擴展至大金門島東北

側，15趟海上調查共目擊中華白海豚八群，拍攝到 14隻非嬰幼兒個體，金門海

域中華白海豚身分名錄累積至 23隻個體。這些個體與台灣族群個體並無重複，

於2010年六月就其中八隻白海豚照片與南京大學在廈門進行海上調查31隻中華

白海豚照片資料庫比對，發現有四隻相同個體，因此金廈海域可能為同一族群，

未來的保育工作有待雙方共同努力。今年本計劃擬延續前兩年工作，但移位調查

金門島東側與南側海域，以完成金門島四周海域中華白海豚的生態調查。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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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中華白海豚在金門東側及南側海域的分佈與棲地選擇。 

依據 2009年漁民訪談結果，東側及南側海域雖然較少見但也曾目擊中華白

海豚，今年將執行東側及南側海域的海上鯨豚調查確認訪談情報，確認中華白海

豚分布範圍，探究金門族群的棲地選擇。 

二、中華白海豚在金門東側及南側海域的族群量與族群結構。 

本年度將持續累積海豚照片檔案資料，接著整合三年資料來估計中華白海豚

在金門海域的數量、解析其空間分佈與族群結構，並與國內外其他族群研究成果

比較。 

三、中華白海豚在金門東側及南側海域與鄰近海域族群之交流狀況。 

金門的地理分佈上與廈門、台灣比鄰，2010 年已確認中華白海豚會同時利

用廈門及金門北側海域，今年將擴展東側及南側海域的調查，進而與鄰近區域進

行個體比對，確認族群間的交流狀況，提供相關單位未來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育政

策研擬參考。 

四、中華白海豚在金門海域的整體空間分布與棲地因子特徵。 

 今年度的調查做完後會根據過去三年的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中華白海豚的

整體空間分布與棲地因子特徵。 

五、推估金門中華白海豚族在金門整體群量及群體結構。 

 本年度將持續累積海豚照片檔案資料，接著整合三年資料來估計中華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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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門海域的數量、解析其空間分佈與族群結構，並與國內外其他族群研究成果

比較。 

六、探討金門與鄰近海域個體的交流與活動範圍，並與廈門、台灣或香港族群相

關生態狀況進行比較。 

 金門的地理分佈上與廈門、台灣比鄰，2010 年已確認中華白海豚會同時利

用廈門及金門北側海域，今年將擴展東側及南側海域的調查，進而與鄰近區域進

行個體比對，確認族群間的交流狀況。 

七、將三年調查結果進行完整歸納、分析，以提供本處未來對於中華白海豚保育

政策研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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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進度研究進度研究進度研究進度    

表表表表 1-1、、、、研究進度表研究進度表研究進度表研究進度表 

工作項目 工作百分比 預定進度 

100 年 

1-6月 7-8月 9-12月 

海上調查 70% 累計百分比 15% 90% 100% 

資料分析與

報告撰寫 

30% 累計百分比 40% 40% 1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圖圖圖圖 1-1、、、、進度甘特條型圖進度甘特條型圖進度甘特條型圖進度甘特條型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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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海上調查海上調查海上調查海上調查 

今年在大金門島東側及南側(D、E航線)進行 10趟穿越線調查，另外在大金

門島西側及北側(B、C 航線)調查四趟(圖 2-1)。選擇在浪級三級以下時出海，每

趟調查船上至少有四人參與，其中三人各於船首及船隻左右側的高處位置持望遠

鏡觀察海面，觀察人員約每 20分鐘交換一次位置以避免對同一觀察區域產生心

理上的疲乏，每個人輪替完三個不同的觀察位置後(約 1小時)，會交換到休息位

置休息約 20分鐘以保持觀察員的體力。海上調查過程中船速保持在 6-8節(海浬

/小時)，每隔 1.41海浬(北緯 1分，東經 1分)或航向轉折時設一測站，使用手持

式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map 60CSx(Garmin Corp.，Taiwan)紀錄測站衛星座標，

並利用 YSI 30鹽溫儀(Y.S.I.，U.S.A.)量測水表溫度及鹽度，YSI 60酸鹼儀(Y.S.I.，

U.S.A.)量測水表氫離子濃度(pH值)，測站 500公尺範圍內貨輪(包含抽砂船)以及

漁船數量，以及記錄當時船上漁探機顯示之深度。 

最初遇見海豚時，利用手持式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首先記錄發現海豚的目擊

位置，此外也估計海豚被發現時距離船的目測距離，慢慢接近動物後，再記錄海

豚接觸位置的精確座標，並估算隻數以及海豚行為。回航後配合 Taiwan Blue 

Chart v5地圖資料(Garmin Corp.，Taiwan)沿岸地圖，計算此接觸位置離海岸(永

久陸地)之最近距離。另外以數位單眼相機或錄影機記錄海豚影像，以便進行影

像資料分析。目擊之後如海豚群體沒有表現明顯的躲避行為則進行跟蹤，每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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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記錄該白海豚群體之行為與 GPS位置，當所跟蹤的海豚消失於視野且經過連

續 10分鐘之等待或尋找確認無再目擊，則返回航線上繼續進行下一群之搜尋。 

 

圖圖圖圖 2-1、、、、2011201120112011 年金門年金門年金門年金門海域的海域的海域的海域的五五五五條鯨豚調查條鯨豚調查條鯨豚調查條鯨豚調查航線圖航線圖航線圖航線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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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調查資料將就中華白海豚的個體辨識、行為模式、族群結構進行分析。 

在資料處理方面，進行海豚個體辨識分析，將中華白海豚數位照片經過裁切

水面上身體與背鰭部份後，依照清晰度、光線強弱分為:「可以使用」、「輔助使

用」、「無法使用」三級。比對「可以使用」照片個體的缺刻、斑點後，建立照片

身分檔案(photo-ID)，記錄每群群體大小、年齡組成，並與先前群體、台灣

(2006-2010資料)和廈門已有群體的相同個體。嬰幼兒個體身體光滑以及缺刻、

斑點少等特性，易造成辨識誤差，只能依靠母子對緊密連結之特性輔助辨識。年

齡鑑定與分期主要是依據體表顏色變化與身體大小。參考香港與大陸分成六期

(Jefferson，2000；Jefferson and Leatherwood，1997；賈等，民 89)，分別為

Unspotted calf(簡稱 UC，嬰年期，身長為成體 1/3到 1/2，全身深灰色，沒有斑

點，身體側面可能還留有胎摺)、Unspotted juvenile(簡稱 UJ，幼年期，身長為成

體 2/3 到 3/4，體色深到淺灰色，沒有斑點)、Mottled(簡稱 MT，少年期，自

spotted juvenile 修改，體色為淺灰色，身體上有白色或灰色斑點)、Speckled(簡

稱 SK，青年期，自 spotted subadult修改，已出現粉紅色體色但面積不到 50%，

幾乎滿佈白色或灰色斑點)、Spotted adult(簡稱 SA，成年期，粉紅體色面積大於

50%，斑點較 SK 少)、Unspotted adult(簡稱 UA，老年期，體色以粉紅色或白色

為主，可能帶有些許灰色或黑色斑點)。 

另外將今年度建立的照片身份檔案與前兩年的檔案比對，計算年間個體重複

第二章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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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率。在棲地忠誠性方面，記錄每隻個體被目擊的次數以進行後續分析。 

行為狀態則參考 Shane(1990)與 Parra(2006)的定義，將每一群海豚當時的行

為狀態分為「移動旅行」(travel)、「覓食」(forage)、「社交」(social)、「繞圈」(mill)、

「未知」(unknown)。「移動旅行」的群體有著一致且大約固定的游動方向，下潛

的間隔較為規律且角度較淺。「覓食」群體有可能包含群體呈散開不一致的游動

方向，且下潛角度時常伴隨著尾鰭舉起，並沒有如同移動旅行的規律可言。此外

常會觀察到海豚在游動過程中突然加速或是表現一些可能在覓食的行為(以尾鰭

拍打水面或是嘴喙咬魚等…)。「社交」群體的下潛模式難以預測，個體之間常會

近距離互相觸摸接觸甚至撞擊對方，觀察過程中常有非常多的水上動作。「繞圈」

群體的活動較慢，常僅在一小範圍海域移動，個體之間的距離很近但沒有明顯的

肢體接觸。下潛模式較為規律，角度較淺，大部分時間會在水表層附近。若是海

豚被目擊到後即下潛消失、或是受到船隻影響而躲避等情況，無法以前四種行為

定義，則被歸類為「未知」。 

族群量估算採用 MARK 6.0軟體（Department of Fishery and Wildlife Biology 

and Colorado Coop. Fish and Wildlife Uni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以

Mark-Recapture模式估算中華白海豚在金門調查範圍的族群量。此法除了可幫助

掌握此海域中華白海豚的族群的數量外，在有足夠調查努力量的狀況下，亦可瞭

解每年或每個季節間的族群數量動態變化；本法的操作方法是依據照相捕捉海豚

背鰭來辨識個體，首先將個體分為「未標識」、「已標識」或「再捕捉」個體。第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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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被目擊的所有個體定義為「已標識」（Mark）個體，之後調查中重複被辨識

出的個體為「再捕捉」（Recaptured）個體，而新個體為「未標識」個體。 

在眾多 Mark-Recapture模式中，根據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發現累積隻數未

趨穩定，且每年可能由金廈族群補充進入新的個體，所以可視為一超母體(super 

population)，選擇適合開放式族群的 POPAN Jolly-Seber法來估算族群量(Arnason 

and Schwarz，1996；Schwarz and Arnason，2006)。本分析需符合下列的假設條

件：(1)每次拍照時，每隻海豚被拍攝(捕捉)到的機率（captured probability）是相

同的；(2)從第一次捕捉到第 n次捕捉的期間內，族群中每隻海豚的存活率

（survival rate）是相同的，不受到拍照與否的影響；(3)用來辨識海豚的特徵

（marked animals）在調查期間中不會消失或發生誤認；(4)所有的捕捉都是瞬間

發生的，且海豚被捕捉後立即被釋放；(5)調查的海域範圍是不變的(Pollock et 

al.，1990)。本分析的參數估算此族群大小 ，表面生存率Φ（apparent survival rate）

同時考慮真實生存率以及遷入遷出率，整體捕捉率 P，其他海豚個體進入此調查

海域的機率 b。此外，使用(t)和(.)代表模型考慮隨時間變異或是一致的參數

(Reisinger and Karczmarski，2010)。最初的分析模型為{Φ(.) P(.) b(.)}；在此調查

中，我們假設海豚在各調查期的捕捉機率是一致的 P(.)，因此不考慮隨時間變異

的 P(t)的模型。分析完所有可能模型後，我們使用 correct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挑選最合適的模型(AICc；Lebreton et al.，1992)。 

將金門海域三年的個體出現資訊，依調查努力量區分為五個不同的捕捉時

第二章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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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9、2010五到七月、2010八到九月、2011八月、2011九月等記錄每隻個

體當時期是否曾出現，來計算「可辨識個體的族群量（ ）」。此外，未標識比率

(unmark ratio)也是一項重要的參數，其計算方法為將每群次所得照片中隨機抽取

部分非連續拍攝照片(單群次至多一百張)，分別記數可辨識與不可辨識海豚(例如

嬰幼年個體及未有明顯缺刻或斑紋)之隻次數。各群次處理後，進行下列計算： 

 

 

社會結構方面，在收集三年資料後，為瞭解中華白海豚族群間個體彼此的關

係，以 half-weight association index(HWI)計算每兩隻個體間的關係強度： 

HWI=

2
BA yy

x

x
++

 

x = 個體 A 和 B 皆被目擊的群次數，yA = 只有 A 被目擊的群次數，yB =只有 B 

被目擊的群次數。HWI 值範圍為 0-1，0 為 A 和 B 從不待在同一群體，1 為 A 和 

B 都待在同一群體。 

HWI 值則由 SOCPROG 2.4 (Whitehead 2009，in Matlab 7.1)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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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分類與分佈分類與分佈分類與分佈分類與分佈 

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Osbeck，1765)分佈於華南長江以南、經印度

半島到東非沿岸水深二十公尺之淺水域(Jefferson and Karczmarski，2001)，分布

圖見圖3-1。另外同在Sousa屬中的分類至少還有另外四個不同種(表3-1)曾被描述

過。 

 

 

 

 

1. 鉛色駝海豚 (Sousa plumbea，Cuvier，1829)，分布於孟加拉灣、阿拉伯

海、紅海到蘇伊士運河。 

圖圖圖圖 3-1、、、、Sousa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Rice(1998)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IWC(2006)分類方式的分類方式的分類方式的分類方式的分布分布分布分布與與與與分分分分

類地圖類地圖類地圖類地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Frere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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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斑駝海豚 (S. lentigenosa，Owen，1866)，主要分布於南非、馬德拉斯、

斯里蘭卡、孟加拉灣、印度南部。 

3. 大西洋駝海豚 (S. teuszii，Ktikenthal，1892)，主要分布於西非沿岸一帶

及從塞內加爾河口到麥隆河口。 

4. 加里曼丹駝海豚 (S. borneensis，Lydekker，1901)，主要分布於婆羅洲群

島沿岸、麻六甲海峽、到泰國的中國南海。 

早期認為 Sousa chinensis 與 S. borneensis 應為不同的兩個種類，但隨後

Ross(1995)與 Cockcroft(1997)等人分別依型態與基因上的研究，卻無法將兩者作

明顯的區分，因此推斷應屬相同物種。而 Ross(1995) 認為駝海豚屬只包括中華

白海豚(S. chinensis)和大西洋駝海豚(S. teuszii)兩個種，另中華白海豚(S. chinensis)

下再分為 S. chinensis chinensis 與 S. chinensis plumbea 兩個亞種(表一)，此分類目

前受到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IWC)的採納。

Ross(1995)對 Sousa chinensis 的分類階層如下：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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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Mammalia 

 Order Cetacea  

  Suborder Odontoceti 

   Superfamily Delphinoidea (dolphins and porpoises) 

   Family Delphinidae 

    Genus Sousa (humpback dolphins) 

   Sousa teuszii (Ktikenthal, 1892) (Atlantic humpback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Osbeck, 1765)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S. chinensis chinensis 

    S. chinensis plumbea 

根據Jefferson和Karczmarski(2001)在體色部份的文獻回顧中指出，S. 

chinensis與S. plumbea有較明顯體色上的差異，S. chinensis成體為粉白色帶有黑

點，而S. plumbea隨著分布區域不同體色上也有些微差異，在南非附近的族群成

體體色為均勻的鉛褐色，北印度洋的族群體色則為灰黑色帶有斑點。另外

Jefferson和Van Waerebeek (2004)就頭骨的形態則認為可以支持前述(Jefferson and 

Karczmarski，2001)分為三個群的理論(S. chinensis、S. plumbea、S. teuszii)，S. 

plumbea的頭骨最長且窄，S. teuszii則是頭骨短而齒數較少。上述比較的差異可整

理如表3-2與圖3-2、3-3、3-4。 

表表表表 3-1、、、、駝海豚屬的兩種分類方式差異比較表駝海豚屬的兩種分類方式差異比較表駝海豚屬的兩種分類方式差異比較表駝海豚屬的兩種分類方式差異比較表 

傳統分類 S. teuszii S. lentigenosa S. plumbea S. borneensis S. chinensis 

Ross分類 S. teuszii S. chinensis plumbea S. chinensis chinensis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Ro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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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S. chinensis、、、、S. plumbea、、、、S. teuszii 分類特徵上的比較表分類特徵上的比較表分類特徵上的比較表分類特徵上的比較表 

種名與 S. chinensis S. plumbea S. teuszii 

分佈區域 東印度洋與西太平洋 北印度洋 南非海域 西非海域 

成體體色 較淺，具黑點 鉛褐色 深灰，少數斑點 淺灰 

背部隆起 不明顯 明顯 明顯 明顯 

頭骨構造 頭骨型介於中間 頭骨最長且最窄 頭骨最長且最窄 

頭骨最短，齒數

明顯較少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Jefferson and Karczmarski 2001；；；；Jefferson and Van 

Waerebeek，，，，2004 

 

圖圖圖圖 3-2、、、、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周周周周蓮香實驗室蓮香實驗室蓮香實驗室蓮香實驗室 

 

圖圖圖圖 3-3、、、、鉛色駝海豚鉛色駝海豚鉛色駝海豚鉛色駝海豚    ((((Sousa plumbea))))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http://alanjone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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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大西洋駝海豚大西洋駝海豚大西洋駝海豚大西洋駝海豚    ((((Sousa teuszii))))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http://www.arkive.org/ 

但是，最近以 mtDNA 序列為依據的研究指出(Frère et al.，2008)，過去在

澳洲海域和中國海域兩地被認為是同種的 S. chinensis，在基因序列上有著相當大

的差異，應再被細分為兩個不同的獨立族群。近年內類似的研究(Chen et al.，2010)

也指出 S. chinensis 與 S. plumbea 這兩種海豚在分子親緣分析上可被分為各兩個

族群，S. plumbea 為北印度洋與南非地區，S. chinensis 則是中國與澳洲海域。甚

至另一篇親緣演化的研究認為澳洲地區是駝海豚屬最早的起源(Lin et al.，

2010)，中國地區則是遷徙後被地理隔離的族群。雖然目前研究結果大多將駝海

豚屬的物種分為不同族群，但是在分類上是否可視為不同種仍未有公認的結論，

未來還需要更多型態上與基因序列研究來幫助了解 Sousa 屬的種間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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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族群量與密度族群量與密度族群量與密度族群量與密度 

雖中華白海豚的分佈從非洲東岸、延伸到印度洋以及西太平洋沿岸

(Jefferson and Karczmarski，2001)，但目前現有的族群量與豐度調查研究，主要

為非洲東岸、南非、印度以及中國沿岸一些地區性調查(表 3-3)。由現有資料可

知，目前最大族群位於珠江口及香港水域，數量曾被估計為 1000-1500隻

(Jefferson，2000；Jefferson and Hung，2004)，最近陳濤再擴大調查後估計達 2555

隻(Chen et al.，2010)。族群量最少則是在中國的合浦海域，估計只有 39隻(Chen 

et al. 2009)。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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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中華白海豚在國際上中華白海豚在國際上中華白海豚在國際上中華白海豚在國際上族群族群族群族群量與量與量與量與豐度豐度豐度豐度的的的的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Stocks location N D SR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Algoa Bay, South 

Africa 
Africa 466 0.420  NA 

Karczmarski et al. 1999; 

Karczmarski 2000.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Africa 160-165 NA NA Durham 1994 

Maputo Bay Mozambique 105 0.095  NA 
Guissamulo and Cockcroft 

2004 

south coast of 

Zanzibar 
Tanzania 63 2.423  NA Stensland et al. 2006 

Cleveland Bay Australia 34-54 0.174  NA Parra et al. 2006 

Moreton Bay Australia 163 0.124  NA Parra et al. 2004 

Moreton Bay Australia 119 0.091  NA Corkeron et al. 1997 

GreatSandyStrait Australia 148 NA NA Cagnazzi et al. 2009 

Goa Bay India 842 3.395  0.236/km Sutaria and Jefferson 2004 

Gulf of Kachchh India 174 0.270  0.037/km Sutaria and Jefferson 2004 

Khanom, Nakhon 

Si Thammarat 
Thailand 49 0.671 NA Jaroensutasinee et al. 2010 

Dafengjiang 

River 
China 114 0.326  0.027/km Chen et al. 2009 

Hepu China 39 0.111  0.006/km Chen et al. 2009 

Hong Kong and 

PRE 
China 1028 0.409  NA Jefferson 2000  

PRE China 2555 0.218-1.357 0.364 Chen et al. 2010 

Leizhou Bay China 237 NA NA Zhou et al. 2007 

Xiamen China 76 0.109  NA Chen et al. 2009 

Xiamen China 87 0.124  0.077/km Chen et al. 2008 

West coast of 

Taiwan 
Taiwan 75-86 NA NA 周 2010 

West coast of 

Taiwan 
Taiwan 99 0.193  NA Wang et al. 200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自製自製自製自製 

註：N: 族群量(population size)，D: 族群密度(population density in 
2km

N )， SR: 目擊率(sighting rate in 
km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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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棲地相關研究棲地相關研究棲地相關研究棲地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棲地棲地棲地棲地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南非 Karczmarski等人(2000)在 Algoa Bay對白海豚進行一系列的研究，他們

分析不同區域的停留時間，發現海豚在岩岸和礁岸的停留時間顯著較沙岸久，且

大多數的白海豚棲息在近岸。不超過 15公尺深、離岸 400公尺以內的水域；Atkins

等人(2004)則在 Richards Bay由目擊群數與搜尋頻率的比值(encounter-to search 

ratio)做為棲地偏好的指標，發現白海豚偏好近岸、港灣與海底地形較陡的海域。

在香港，Jefferson(2000)在研究中指出離珠江河口較近的海域，例如北大嶼山和

伶仃洋都有海豚穩定地出沒，此外其它有深水道的區域也有較高的海豚目擊率，

他推論白海豚偏好出海口及深水道的棲地類型；香港洪家耀的博士論文(Hung，

2008)以網格分析香港白海豚的棲地選擇也得到相同的結果，另外也發現岩岸和

人工礁岸為偏好的海岸類型。澳洲的白海豚偏好近岸與河口處約十公尺深，並且

會出沒在礁岸處(Parra et al.，2006)。整理發現每個地方棲地類型、狀況不同，對

於棲地選擇的結果也不盡相同，但大體而言白海豚具有偏好近岸、出海口、岩礁

地形與海底地勢較陡的棲地。 

二二二二、、、、活動範圍活動範圍活動範圍活動範圍 

Parra等(2006)在澳洲 Cleveland Bay的研究中，以 Kernel method計算當地白

海豚族群的活動範圍，個體的活動範圍平均是 99.5平方公里，核心區範圍(50% 

UD，UD: Utilized Distribution)則是 17平方公里。洪(2008)計算出，香港地區白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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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不同個體間的活動範圍(95% UD)平均為 145.4±63.1平方公里，核心區平均

大小為 23.1±11.8平方公里(50% UD)；根據個體在香港各區海域的出現頻繁度將

海豚分為居留型(resident)、遷徙型(transient)與年度拜訪型(year-round visitor)，發

現遷徙型的個體擁有較大的活動範圍，但不論何類型的海豚，對於核心區的使用

都表現出一定強度。此外，洪與 Jefferson在 2004年的研究中發現香港的白海豚

個體的活動範圍在乾濕季有明顯的差異，可能是水深所造成；個體的活動範圍也

很少重疊，可能是香港的白海豚社會結構頗為鬆散，群體組成成員經常流動(Hung 

and Jefferson，2004)。不同地區的白海豚在個體活動範圍上有所差異，此差異可

能與其棲地選擇上的偏好有關。 

三三三三、、、、棲地棲地棲地棲地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澳洲的白海豚族群在核心區以外有較多的移動行為，而跟在拖蝦網船後攝食

則大多發生在核心區內(Parra，2006)。香港的研究也指出部分海豚也有相同的行

為，但隨船攝食並不在核心區內，而是活動範圍的邊陲地帶，研究者認為跟著拖

網船覓食的海豚，可能因此游到平常鮮少活動甚至沒去過的地方(洪家耀，

2008)。在南非 Algoa Bay，Karczmarski等人(2000)以行為利用指數(Activity Index)

計算出各種的棲地利用情形，他們發現覓食行為最常在淺礁岩岸與地形有遮蔽的

區域出現，移動過境的行為則在沙岸、海岸線平直及人為活動密集的海岸較多。

而在 Richards Bay， Atkins等人(2004)則發現近岸比在離岸的覓食行為較多。再

來，棲地利用的區域於年間、季節間有轉換的情形。南非 Algoa Bay的白海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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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一定比例的個體年度往返於鄰近海域間，可能和當地魚類豐度的變化有關

(Karczmarski et al.，1999)。香港的中華白海豚在乾、濕季在不同區域活動

(Jefferson，2000)，食餌魚類的季節性分布模式吻合，與夏季珠江口入海的水量

增加，改變當地魚類相有關 (Hung and Jefferson，2004)；但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漁

業調查數據支持此推測；另外周邊的海岸開發也可能是其中因素(洪家耀，

2008)。因此目前就南非與香港族群的資料看來，至少部分個體會於不同季節或

年度利用鄰近不同的海域。 

四四四四、、、、相關環境因子相關環境因子相關環境因子相關環境因子 

Karczmarski等人(2000)在南非發現月均水表溫和海水濁度與白海豚季節性

分布相關，但當地白海豚食餌生物隨季節的豐度、分布變化更直接影響海豚於該

區的活動(Karczmarski et al.，1999)。洪(Hung，2008)以網格分析(grid analysis)研

究，發現水深能見度為正相關因子，換言之較清澈的水域較受白海豚偏好；這有

別於以往認為白海豚因偏好河口，其分布應與較低的水深能見度(混濁水)相關的

預測。再來，深水(20-30公尺)及海底陡坡的地形為影響白海豚棲地選擇的最主

要物理因子，推測這種地勢可能扮演屏障的角色，增加捕捉獵物效率。此外，白

海豚獵物的季節性分布才是直接被影響的部分。總之，目前研究資料顯示與中華

白海豚棲地利用顯著直接相關的環境因子為水深(不超過 20公尺)，其它因子則

因不同的棲地類型而存在差異。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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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鄰近族群的研究發展概況鄰近族群的研究發展概況鄰近族群的研究發展概況鄰近族群的研究發展概況    

一一一一、、、、香港相關研究香港相關研究香港相關研究香港相關研究 

香港長年來經濟發展快速，但腹地狹小、地形起伏高低不平，經常以填海造

陸或是建築物往高處發展的策略提高土地利用率，最為著名的是香港政府在

1989年公布的「香港機場核心計畫」，整個機場的建設在 1992年於大嶼山北部

開始動工，而居住在大嶼山附近海域的中華白海豚則面臨了機場所帶來的種種威

脅，如污水處理、棲地消失、航行船隻增加等，這種背景下，香港最早開始積極

進行中華白海豚相關研究，並進行保育相關的工程減緩衝擊的管理程序，避免中

華白海豚族群健康迅速惡化。 

自 1993年起，香港大學 Morton教授領導兩位博士生 Chris Parsons及 Lindsay 

Porter進行相關研究，並在 1997年結合兩位的博士論文向香港政府提出保育建

議 (Porter et al.，1997)，文中提到了中華白海豚在香港的分布具有季節性，在大

嶼山的南北各有一個次族群，彼此間沒有基因交流；後幾年擱淺數量有增加趨

勢，且 1996年出生的幼豚全數死亡，1997年的幼豚死亡率也很高；當地的海豚

受到漁網纏繞、船隻撞擊、棲地消失、食物來源減少的壓力，重金屬尤其是汞的

累積，還有有機污染物如新型 DDT 皆會間接導致疾病。另外，Thomas Jefferson

於 1995年受聘於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會，指導洪家耀碩士進行中華白海豚的

研究。1998年洪家耀繼續博士論文的深入研究，他並同時並推動香港之海豚保

育協會。由於香港自 1993年代起上述五位主要研究人員投入相當的時間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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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行珠江口東側中華白海豚的生態基礎調查，實施海上穿越線調查、照片辨

識法、直升機調查、陸上觀察以及鯨豚擱淺處理等方法，建立基礎線(baseline)

資訊，包含生物族群、棲地、食餌、衝擊等基本要素，進而了解中華白海豚在香

港的族群變動、分佈範圍，甚至是在環境衝擊下的行為反應，使得香港族群是全

世界研究最為透徹的中華白海豚族群。中華白海豚在香港分佈面積高達 1800平

方公里，個體活動範圍平均為 99.5平方公里(範圍 24-304平方公里)(Parra et al.，

2006)，彼此間略有重疊，活動範圍大小與分佈會受到年齡、船隻出現與否、食

物分布與豐度、人類活動干擾、珠江排放淡水影響，且具有年間和季間的變化；

分布熱點為龍鼓洲、爛角咀、大小磨刀洲以及大嶼山西面，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

行為偏好，如覓食行為多在大嶼山西面、龍鼓洲北面和東面、大小刀磨刀洲、深

水角等地發現，而社交行為則是在大澳半島與雞公山之間水域以及龍鼓洲最常發

生；數量方面，在開發區域以及繁忙航道上即大嶼山的東面和北面的數量減少，

其他區域略為增加，其族群量經由 distance sampling方法估計在早期只調查香港

水域，數量約為 753隻(Jefferson，2002)。後來結合南海水產研究所陳濤研究員

的船隻調查結果，發現香港族群是開放型，與珠江口兩岸會混游，因此珠江口東

(香港屬東水域)西兩岸水域整體族群量近年被重估為 2555隻(Chen et al.，2010)。

為探索不同族群間的遺傳基因差異，也曾進行活體取樣(biopsy)，進行射擊時海

豚反應不激烈，也不因此影響長期的行為、社群結合和分布(Jefferson，2007)。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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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擱淺資料，在香港的中華白海豚體內檢測出 13種重金屬，包含

銀、砷、鎘、鈷、鉻、銫、銅、汞、錳、鎳、硒、釩和鋅，其中砷、鎘、銅、汞、

鎳含量較高，但對生命沒有危險(Hung et al.，2007)；有機污染物則有 DDTs、

PCBs、HCHs、HCB等，濃度最高的是 DDTs，這些汙染物被認為主要是陸源性

的，並被持續地被排放到海豚的棲地裡(Minh et al.，1999) ；寄生蟲與細菌感染

方面，在一隻中華白海豚有肉芽腫現象的肺部裡發現線蟲(Halocercus pingi)，這

種寄生蟲與鼻黏膜炎分泌物以及肺炎病變有高度相關(Parsons et al.，2001)，28

隻中華白海豚身體內找到 15種細菌，其中 47%菌種的傳播與人類排泄物有直接

相關，29％中華白海豚的致死原因為疾病或細菌感染，另外有六隻中華白海豚因

為船隻撞擊而死亡(Parsons and Jefferson，2000)；食性方面，藉由 29個中華白海

豚胃內含物標本共發現 24種魚類及一種頭足類動物，其中又以石首魚科為主 

(Barros et al.，2004)。 

在保育管理措施上，1995年香港成立海洋哺乳類保育小組(MMCWG)，共有

四十多位專業人士成員，如漁民、非政府組織、政府相關單位、科學研究單位代

表，其目的為整合資訊交流意見後，向政府提出保育建議。同年通過「海岸公園

條例」， 1996年十一月香港即正式成立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占地 12平方

公里。另外在珠江口西側緊鄰本保護區，大陸於 1999年十月成立省級的珠江口

中華白海豚自然保護區，2003年六月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屬珠海市水域

範圍內，總面積 460 平方公里，這兩個保護區彼此緊密比鄰(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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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5：：：：龍鼓洲海岸公園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龍鼓洲海岸公園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龍鼓洲海岸公園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龍鼓洲海岸公園與白海豚自然保護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http://www.cwd.gov.cn/protect3.asp    

二二二二、、、、廈門的研究進展廈門的研究進展廈門的研究進展廈門的研究進展    

「廈門中華白海豚省級自然保護區的工作通訊」第 1-3 期（1998年二月、

七月及 1999年三月）對廈門早期的中華白海豚研究與保育歷史有詳細的紀錄，

簡摘如後。1980年前，廈門灣的中華白海豚隨處可見，1961-1962年，水產部門

在廈門灣內捕殺了 36頭中華白海豚。1980年後，由於人為捕殺和誤捕，中華白

海豚的數量驟減，1988年中國規定了 96種野生一級保護動物，中華白海豚是其

中之一。在廈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相關研究歷程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為

1994-1995年，1994年五月，周蓮香教授與助理蔡偉立及研究生姚秋如、王愈超

前往廈門海洋局第三研究所與黃宗國研究員共同實施合作研究，分享解剖技術，

討論研究方法、共同選取中華白海豚定點觀察位置，並於海洋新村海豚觀察平臺

實際觀測，及乘船出海測試觀察方法與資料記錄方式。 

第二階段主要是廈門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研究人員的基礎奠定期，由黃宗國

領導研究及保育的推動。一方面他們由基礎型態做起，測量了四隻擱淺在廈門的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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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標本、五個來自香港的頭骨標本，分別對於外部形態、內臟器官、頭

骨、牙齒與年齡、脊椎骨進行探究，並推論中華白海豚對水中生活的適應是有別

於陸生哺乳動物，如游泳運動、呼吸、水中繁殖、感官環境等方面皆有很大的差

異（黃和劉，民 87）。另一方面在海上調查部分，劉文華與黃宗國(民 89)在

1994-1999年間於廈門海邊建立 20個觀察站，觀察共 239個月，並進行 87航次

的穿越線調查，航程 2,836公里，遍及整個廈門以及附近水域，共有 392次目擊，

另有其他單位協助出海共有 373次目擊。調查結果發現廈門西港和同安灣口內兩

側沿岸中華白海豚分佈密度較其他水域高，數量具有季節變化，例如同安灣內的

海豚春冬比夏秋多。藉由相片鑑識比對照片個體的缺刻、斑點後，建立照片身分

檔案(photo-ID)後記錄了 40 隻，再根據穿越線調查結果以 DISTANCE 軟體推估

族群量，大約 60隻左右。2000年，黃宗國和劉文華撰寫了「中華白海豚及其他

鯨豚」一書，初步總結了廈門中華白海豚的形態、生態等資訊(黃和劉，民 89)。

在保育的推動上，在黃宗國各方奔波努力下，1997年 10月成立了廈門中華白海

豚自然保護區，2000年提升為國家級的保護區。 

第三階段為在 2000年以後，研究團隊更換。為了追蹤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

家自然保護區內中華白海豚族群狀況，南京大學周開亞、楊光與陳炳耀等進行大

規模調查(Chen et al.，2008)，於 2004年 2-12月使用穿越線調查法調查了廈門將

近 700平方公里的海域，以 DISTANCE 進一步計算得到族群量 67-93隻，平均

86 隻(CV＝20.16%)，2009年後續調查更正為 76 隻。在西港、大嶝、雞嶼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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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現有季節性的數量變動，故推論在春天之後，中華白海豚會從內港往外移

動。然而就多方詢問照相辨識個體結果，目前尚未有超過 50隻者。目前，國家

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祝茜教授課題組正在拓展研究區域，試圖瞭解涵蓋廈門水

域在內的大範圍種群狀況。 

廈門主要依《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生野

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與《廈門市中華白海

豚保護規定》，於廈門灣內與金門之間劃有三大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圖 3-6)，

即中華白海豚保護區(圖 3-7灰色區域)、白鷺保護區與文昌魚保護區，區內皆採

常年禁漁的管制措施。爾後於 1998年更進一步就文昌魚和白鷺等十二種物種規

劃了「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於 2000年獲批。目前，保護區管

理辦公室設在廈門市海洋漁業局，負責保護區的管理與保護工作，整個管理工作

卓有成效，每年廈門市財政都會投入相應的資金資助海豚研究，中華白海豚救護

中心也於 2011年在火燒嶼落成。2004年後依據後續的海上調查修正保護區範

圍，總面積增為 33,088公頃(見圖 3-7斜線區域)，其範圍甚至涵括金門北部海域，

也正是本計畫調查的焦點區域，目前管理單位為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 

廈門市依省海洋與漁業局，從政策的逐步落實、區域監察的加強可見廈門

市實際上對白海豚保育政策已有一定的作為以及其保育工作落實的決心，同時，

也極積仿傚香港而發展出類似的管理模式，例如巡航船隊的建構、法律效力的加

強、減緩措施的施行等，例如在加強巡航的同時對白海豚出沒頻率較高的區域或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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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採取監督員駐點監督的方式加強監管，以及時阻止各種違規施工行為。 

金廈海域相鄰甚近，已有相同的中華白海豚在兩邊海域皆有發現(周，民

99b)，共用同一海域。可見在金門海域族群量同樣非常稀少，保育迫切性極高，

未來的規劃與管理勢必牽涉雙方當局合作默契。 

 

圖圖圖圖 3-6、、、、廈門廈門廈門廈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市三大自然保護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李政諦實驗室李政諦實驗室李政諦實驗室李政諦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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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7、、、、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級級級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中華白海豚範圍中華白海豚範圍中華白海豚範圍中華白海豚範圍)。。。。深深深深

灰色區域為灰色區域為灰色區域為灰色區域為 1998-2004 年劃設年劃設年劃設年劃設，，，，2004 年之後年之後年之後年之後，，，，斜線區域則依照調查結斜線區域則依照調查結斜線區域則依照調查結斜線區域則依照調查結

果修正並擴大保護區範圍果修正並擴大保護區範圍果修正並擴大保護區範圍果修正並擴大保護區範圍，，，，點狀虛線是中台中線點狀虛線是中台中線點狀虛線是中台中線點狀虛線是中台中線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Chen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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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台灣的研究進展台灣的研究進展台灣的研究進展台灣的研究進展    

台灣沿海的中華白海豚研究一直到近幾年才受到政府相關單位的重視，相

較於香港十多年的研究史，台灣的起步較晚，然而在多位學者與保育團體的努力

之下，台灣近幾年來在中華白海豚的研究也有一些進展。最初漁民問卷普查顯示

除金門水域外，台灣的澎湖及彰化王功亦有中華白海豚出沒，不過海上調查記錄

一直到 2002年才有正式紀錄確定苗栗、台中與彰化沿海有中華白海豚分佈(Wang 

et al.，2004)。三年後 Wang等(2007)由 35群資料估算中華白海豚在台灣的族群

量僅 99隻(範圍 37-266隻，CV=52%)，分佈範圍約 515 km2，密度較中國珠江口

族群偏低。 

本研究團隊在農委會委託下，自 2005年起連續進行了五年的中華白海豚生

態研究，在循序漸進的科學調查之下，於第一年鎖定中華白海豚分佈範圍介於苗

栗至台南沿海之淺海域；第二年發現該種在台灣西部海域似乎呈現叢集分佈，以

港口、河口與外傘頂洲為分佈熱點，每群 1-5隻，偶有 10隻以上大群聚集(周，

民 95)。第三年則針對台中與雲嘉沿海進行更深入研究，並確定本種繁殖育幼棲

地至少包含外傘頂洲沿海，以及大甲溪至大肚溪口沿海(周，民 96)。2008-2010

年本研究團隊擴大海上調查規模，幾乎涵蓋所有範圍水域，由苗栗至嘉義縣的沿

海執行海上調查 300趟(天)以上，結果並非是原來以為的叢集分布現象，而是由

苗栗到台南北部全域皆有分布，亦皆有育幼群出現。但是由相對豐度來看，發現

有南、北各有一個高密度區，而彰化鹿港至雲林麥寮港則為低密度區(周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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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中華白海豚的台灣族群幾乎都分佈於西岸沿海，然而在 2005年曾於台東富

岡漁港沿海(水深<50 公尺)有一次特殊目擊記錄(葉，民 96)，其游至東岸沿海的

原因尚不明，但根據當地環境類型來推測，此個體應為重病或接近死亡的個體，

才會離開原本之棲息地而到此差異性極大之環境。 

歷年來台灣沿海中華白海豚之海上調查所目擊的棲地特徵值如：離岸距離、

水深、水表鹽度、水表溫度與流速等。中華白海豚為生活於沿岸海域的海豚，其

目擊點離岸距離約 40-5,900公尺，平均水深約 7-8公尺(範圍 2.1-32.2公尺)(周等，

民 100)。由國外文獻得知，中華白海豚會活動於溪口以及沿海，對於鹽度範圍忍

受度不小；台灣的目擊點海域水表鹽度範圍介於 29.3 ppt(溪口)至 33.5 ppt(沿近海)

之間。由於海上調查季節的不同，所測得水表溫度與流速會有所差異，然而可推

估中華白海豚至少可適應於水表溫度 23.9-31.6 ℃範圍內，以及水表流速 0-2.6海

浬/小時(0-4.7公里/小時)範圍內(周，民 95；民 96；民 97a，b，c；民 98b)。 

在周蓮香(民 95；民 96)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此種主要分佈熱點包括：苗栗冷

水溪到後龍溪口沿海、台中港至大肚溪沿海，以及外傘頂洲西北測沿海等三區

域。此外，王愈超的調查中也認為彰濱工業區沿海是分佈熱點之一(Wang et al.，

2007)。這些分佈熱點顯示本種在台灣西部海域也許呈現叢集分佈，然而當調查

趟次在 2008及 2009年擴增 5-7倍以上時叢集分布之現象已不明顯，與溪流河口

的關係也不如預期密切。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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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域的中華白海豚因數量稀少，其瀕危的情況亟需關注。目前 Wang等

(2007)經由穿越線調查公式(line transect)發現 35群，並估算台灣西部海域全區的

中華白海豚總族群量僅 99 隻(範圍 37-266隻，CV=52%)，然而其穿越線之路線

設計仍有所疑慮，因此應視為台灣海域族群數量之保守估計。周蓮香團隊曾以拍

照進行個體相片辨識法(photo-identification)，就有限照片初步推估在台灣沿海活

動的中華白海豚數量約有 75-80隻。就此稀少的中華白海豚的族群量，台灣西岸

的海上目擊率與族群密度皆偏低。Wang 等(2007)亦發現其平均里程目擊率為

0.253隻/公里，估算該種族群密度為 19.3隻/100平方公里，相較於中國珠江口海

域的資料(高密度海域：111-136隻/100平方公里，中密度海域：>60隻/100平方

公里，低密度海域：22-45隻/100平方公里，Chen et al.，2010)，台灣海域之族

群密度顯示偏低。 

台灣沿海的中華白海豚與其他海域目前調查結果相似，通常為小群活動，偶

爾會短暫聚集達 20隻以上一起覓食或進行社交行為。台灣沿海的中華白海豚傾

向於 1-5隻結群，平均每群成員數約 4.7隻，群中包含不同年齡層以及嬰幼兒(周

等，民 100)。偶爾會在外傘頂洲沿海(周，民 95)、大肚溪口與彰濱工業區沿海(Wang 

et al.，2007)聚集達 20隻以上，這些海域推測為中華白海豚覓食漁場或社交棲地，

此海域的棲地環境對其族群的穩定十分重要。 

台灣海域的中華白海豚依據外形色斑參考 Jefferson(2000)可分為六個年齡

期，初步資料顯示嬰年與幼年期的個體比例與中國珠江口族群相當，然而老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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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比例明顯偏低(周，民 96)。以斑點模式來推測其年齡其實並不是完全準

確，珠江口族群中華白海豚藉由活體組織採樣取得的資料辨識出 14隻雄性與 10

隻雌性亞成體(spotted sub-adult or speckled-stage)，其年齡分佈從 4-20歲，顯示這

樣的分類方式仍有部分疑慮(Jefferson et al.，2011)。如果台灣的老年期比例真的

過低，其可能有兩極化的含意：一方面可能是近年來出生率增加使老年期個體相

對變少，但此可能性極低，每年的新生兒約 2-4隻，三歲存活率也下降到只剩一

半，補充率並不高(張，民 100)；另一方面可能是因老年期的死亡率增加所致。

是否台灣沿海之棲地環境在近幾年來受破壞或食物資源逐漸下降，導致不利於較

脆弱的老年期白海豚存活，本推論尚待後續研究確認。 

中華白海豚生殖育幼棲地之保育攸關族群永續，必須加強監測。目前已確定

的是，在全區範圍內皆可見母子對，因此推論中華白海豚在台灣西岸沒有特定的

生殖育幼棲地。目擊到中華白海豚母子對時，其旁邊有時亦有其他同伴共游，偶

爾可見同一群內包括兩對母子對之現象，仔豚各自緊跟隨其母豚游動(周，民 95；

民 96)。由於中華白海豚雌性一般 9-10 年才達性成熟，且一胎僅生一子(孟等，

民 94)，故這些海域在保育上極為重要，唯有持續監測這些生殖育幼棲地才能讓

該族群永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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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調查調查調查調查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今年度完成 14 趟海上調查，包含 B、C 航線各 2 趟，D、E 航線各五趟。

調查期間在完成 D、E航線共 10趟調查後，因為並沒有任何中華白海豚的目擊，

為增加經費產值效率的考量下將剩餘四趟移到 B、C 航線上。 

各航線出海總時間、總航程與努力量時間、航程與各環境因子如表 4-1、表

4-2。出海時的海況尚可，蒲福浪級以 1或 2為主。 

14 趟的海上調查中，共目擊中華白海豚 7 群，其中包括四群有效目擊(on 

effort，B 航線 3群，C 航線 1群)，與 3群無效目擊(off effort)(圖 4-1)，在 D、E

航線的趟次中均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B、C(各兩趟)航次目擊率(有效目擊航次/

總調查航次數)為 40%，平均里程目擊率為 0.92群/100公里、6.46隻/100公里；

以時間為單位，則目擊率為 0.4群/天、1.17群/10小時。目擊環境因子平均為：

溫度 28℃、鹽度 31.9ppt、水深 6.53公尺、pH 值 7.76，蒲福浪級 1 級，目擊位

置離岸最短距離平均為 2.0公里。 

每次目擊到的中華白海豚族群數量平均為 7.71隻，目擊地點集中在大金門

島的西北側附近海域。因追蹤狀況良好，追蹤時間可達四十分鐘到一小時(圖

4-2)。 

另外，在 E 航線有一次江豚的無效目擊，群體大小為 1 隻，當時目擊環境

因子為：溫度 17.1℃，鹽度 29.8ppt，水深 11.6公尺，pH值 7.96，蒲福浪級 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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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位置離岸最短距離 3.0公里。 

表表表表 4-1、、、、四條航線的出海航程平均總時間與努力量時間四條航線的出海航程平均總時間與努力量時間四條航線的出海航程平均總時間與努力量時間四條航線的出海航程平均總時間與努力量時間、、、、平均航行總平均航行總平均航行總平均航行總

距離與距離與距離與距離與努力量努力量努力量努力量距離距離距離距離 
航線 平均總時間(hr) 平均努力量(hr) 航行距離(km) 努力量距離(km) 

B(n=2) 5.60 2.08 51.1 25.5 

C(n=2) 7.46 2.36 81.3 29.2 

D(n=5) 4.58 2.34 59.8 30.2 

E(n=5) 4.37 2.6 58.1 35.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表表表表 4-2、、、、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各航線航程環境因子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航線 
水溫(℃) 鹽度(ppt) 水深(m) 酸鹼度 pH值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B 28.6  0.848  31.4  0.637  8.2  5.271  7.78  0.081  

C 28.2  0.893  32.1  0.342  8.8  6.151  7.81  0.163  

D 26.3  1.380  31.7  0.555  13.8  5.684  7.80  0.136  

E 27.5  0.725  31.0  0.660  11.3  4.670  7.86  0.12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圖圖圖圖 4-1、、、、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與江豚與江豚與江豚與江豚的紀錄目擊分佈圖的紀錄目擊分佈圖的紀錄目擊分佈圖的紀錄目擊分佈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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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2、、、、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中華白海豚的目擊軌跡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今年目擊 7 群 39隻次中華白海豚共拍攝到約 3200張照片，共辨認出 21隻

非嬰幼兒個體，與 2010年鑑定出的 23隻個體比對後發現有 15隻(65%)是重複個

體，故目前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身分名錄裡共有 29隻非嬰幼兒個體，今年藉由

辨識幼豚緊密跟隨的不同母豚數，估計至少有 8隻幼豚。 

 

 

 

 

 

第四章研究發現 



 

 4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三年整合結果三年整合結果三年整合結果三年整合結果 

一一一一、、、、分佈與環境因子分佈與環境因子分佈與環境因子分佈與環境因子 

三年的海上調查資料彙整後顯示金門海域的 18群次的中華白海豚分佈非常

不均勻 (表 4-3)，A、D、E航線完全沒有任何中華白海豚的目擊率，而 B、C 兩

條航線又以 B 航線的目擊率較高，每 100公里可看到的群次與一天可看到的群

次大約是 C 航線的兩倍。 

表表表表 4-3、、、、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三年金門海域調查發現率結果比較 

  努力量 調查距離 調查時間 

 (公里) (群/100公里) (隻/100公里) (群/天) (群/10小時) 

A 航線 208.8 0 0 0 0 

B 航線 430.7 1.86 10.91 0.57 2.08 

C 航線 306.0 0.98 7.52 0.30 1.16 

D 航線 151.1 0 0 0 0 

E航線 173.1 0 0 0 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從 2009-2011年所有目擊的 18群中華白海豚位置分佈看來(圖 4-3)，中華白

海豚均在大金門島的西北側及北側附近海域活動，而江豚的三次目擊則在大金門

島的西南側與南側附近海域，東側則沒有任何海豚的目擊，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

的平均水深為 6.13公尺(範圍 2-16公尺，SD=3.66，n=18)，而江豚的平均目擊水

深則為 14.57公尺(範圍 11.6-19.1公尺，SD=3.99，n=3)，中華白海豚偏好使用較

淺的海域，與江豚在不同水深的棲地利用上有差異。海豚分佈圖加入水深資料後

可見中華白海豚的目擊點多數在 10公尺等深線以下，江豚的目擊點則是在 10-15

公尺的級距間(圖 4-4)，與實際目擊的水深有明顯差異(11.6-19.1公尺，平均 14.57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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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此外，根據圖 4-6的目擊位置與水深分布圖顯示，金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最

常出現在水深 1-5公尺的環境(55.6%，10群次)，其次為 6-10公尺的海域(33.3%，

6 群次)，89%的群體是出現在當時淺於 10 公尺的海域，僅有少數兩次的目擊水

深超過 10 公尺，且其中 11-15公尺的群次目擊後，逐漸往淺水域移動至水深 9

公尺處，另一群次(單一個體)於水深 16 公尺快速遊走(traveling)。將三年目擊到

的軌跡加上水深線(圖 4-5)，也發現中華白海豚的移動軌跡大多不會進入超過水

深 10 公尺的區域。綜合以上結果，金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較常活動在水深 10

公尺以內的海域。 

 

圖圖圖圖 4-3、、、、中華白海豚與江豚的三年目擊紀錄分佈圖中華白海豚與江豚的三年目擊紀錄分佈圖中華白海豚與江豚的三年目擊紀錄分佈圖中華白海豚與江豚的三年目擊紀錄分佈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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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金門海域水深與海豚目擊紀錄分佈圖金門海域水深與海豚目擊紀錄分佈圖金門海域水深與海豚目擊紀錄分佈圖金門海域水深與海豚目擊紀錄分佈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圖圖圖圖 4-5、、、、金門海域水深與中華白海豚目擊軌跡圖金門海域水深與中華白海豚目擊軌跡圖金門海域水深與中華白海豚目擊軌跡圖金門海域水深與中華白海豚目擊軌跡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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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6、、、、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水深分佈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表表表表 4-4、、、、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群體之環境因子 

 水溫(℃) 鹽度(ppt) 水深(m) 

平均 28.04 31.06 6.13  

標準差 2.25 2.16 3.66 

範圍 21.60-30.00 26.60-33.40 2-16 

資料筆數 17 17 1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本調查目擊中華白海豚時，初始最接近海豚群體時所量測的環境因子(水

溫、鹽度、水深、pH值)等結果詳列於表 4-4，白海豚目擊時平均水深為 6.13公

尺(2-16 公尺，SD＝3.66)，海水測量值的部份：水溫平均為 28.04℃ (21.6-30.0 

℃，SD=2.25)，鹽度為 31.06 ppt (26.6-33.4 ppt，SD＝2.16)。目擊水溫受到調查

月份的影響：5月最低平均為 22.65℃(n=2)，7月最高平均為 29.00℃(n=3)，而 8

月與 9月水溫分別平均為：28.81℃(n=9)和 28.37℃(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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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海域的整體調查水域，於航線上各測站所量測之資料，就水溫、鹽度及

水深等三項環境因子來看(表 4-5)，B、C 航線的平均水深則少於 10公尺(兩航線

間水深無顯著差異 t-test, p=0.06)，而 A、D、E航線則水深較深。在海水表層鹽

溫度上 D、E航線之水溫較低，且鹽度也較低。B 航線的海水表層水溫顯著高於

C 航線(t-test, p<0.001)，鹽度則無差異(t-test, p=0.14)。 

表表表表 4-5、、、、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金門海域環境因子結果比較 

航線 
平均水溫(℃) 平均鹽度(ppt) 平均水深(m)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A 29.04 0.74  33.22 0.73  11.86 6.18  

B 29.02  0.72  32.62  0.92  9.02  5.59  

C 28.14  0.98  32.27  1.50  9.85  6.57  

D 26.43  1.34  31.84  0.57  13.48  5.47  

E 27.52 0.68  31.18  0.68  11.24  4.5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表表表表 4-6、、、、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群體資訊 

調查航線 B(西北側) C(北側) 

平均每群次包含的母子對數 0.75 0.83 

含母子對的群次比例 50% 67% 

每群次平均隻數 5.1 6.2 

標準差 3.7 5 

隻數範圍 1-11 3-16 

樣本數 n=12 n=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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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三年紀錄的船隻發現率做成表格(表 4-7)，顯示無論是貨船、抽砂船或是

漁船，B、C 航線的數量都比其他航線要多，而 D 航線的非漁船數量平均也有達

到 2.1艘，漁船主要集中在大金門島的西北側與北側海域，與中華白海豚的目擊

熱區重疊。 

表表表表 4-7、、、、金門金門金門金門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水域分區船隻數量(平均艘數平均艘數平均艘數平均艘數////趟趟趟趟)比例表比例表比例表比例表 

 貨船或抽砂船 漁船 

A 航線 1.00 2.20 

B 航線 2.31 4.38 

C 航線 2.65 4.75 

D 航線 2.10 1.30 

E航線 0.70 0.6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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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中華白海豚群體組成與個體資訊中華白海豚群體組成與個體資訊中華白海豚群體組成與個體資訊中華白海豚群體組成與個體資訊 

金門海域三年調查共目擊 18 群次，其中有效群次為 11 群次，其餘 7 群次

為航行交通路上，或是航線之間轉折處，或是觀察海豚群體中另外發現的群次。

有效群次中共目擊 70 隻次的海豚個體，平均每公里目擊 0.055隻次海豚。根據

目擊觀察時所記錄的中華白海豚群體大小，平均每群隻數為 5.4 隻(1-16 隻，

SD=4.1，n=18)。大多數的群體為 1~4隻的群體(61%)，其次為 6~8隻(22%)，僅

有 3 群次的目擊是超過 11~16隻以上的群體(17%)，目擊資料顯示金門海域的中

華白海豚群體常以小於 8隻的數量構成。B、C航線的群體大小數量詳列於表 4-6， 

兩區海域目擊的白海豚群體大小無顯著差異(Mann-Whitney test, p=0.77)。 

在行為紀錄上，18群次中華白海豚出現最多的單一行為是遊走(travel)行為，

總共有 7次，接著就是覓食(feeding)行為共觀察到 4次，繞圈(mill)行為觀察到 1

次，另有 2次觀察到的行為是未知。在某些目擊趟次中還有觀察到多種行為，如

接續遊走與覓食的有 2 次，同時發現三種行為的也有 2 次，以 18群次來對行為

作圖則如圖 4-7。 

在群體組成方面，18 群次中共記錄到 14 對次的母子對(經過照片辨識出 8

隻不同的的育幼母豚)，B、C 航線母子對出現比例及平均對數詳列於表 4-6，金

門海域的西北側與北側海域，平均每群次所見到的母子對數為 0.75~0.83對，且

超過一半比例的群次包含有母子對(這些群體中也有其他年齡層的個體)，顯示此

海域亦是中華白海豚的育幼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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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7、、、、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中華白海豚目擊行為紀錄比例圖(n=1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繼三年完成 39趟海上調查後，為了解本海域中華白海豚個體辨識的累積狀

況，以所有趟次為 X 軸依序累計中華白海豚個體數目為 Y 軸來繪製累積成長曲

線(圖 4-8)，可看到圖中有兩段較平的線段，分別是前六趟與第 25-35趟(D、E航

線調查)之間的線段，這些趟次都是沒有海豚目擊的航次。為減少曲線誤差，排

除沒有目擊點的趟次，改以 18 次的目擊趟次來當作 X 軸，其結果如圖 4-9，辨

識累積曲線有繼續上升的趨勢，代表尚有個體還沒有被拍照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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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8、、、、三年共三年共三年共三年共 39 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數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數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數趟調查的中華白海豚個體累積隻數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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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9、、、、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以目擊資料計算以目擊資料計算以目擊資料計算以目擊資料計算)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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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經辨識的 29 隻中華白海豚個體中，每隻目擊頻度範圍為 1-6 次，超過

75%的個體只被目擊過兩次以下(圖 4-10)，顯示白海豚對此棲地忠誠性不高。可

能是調查範圍未涵蓋白海豚群體的活動範圍，或是隨著拍照次數增加後，重複目

擊的機率會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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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10、、、、目擊次數頻度圖目擊次數頻度圖目擊次數頻度圖目擊次數頻度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白海豚不同個體間彼此的關係強度結果如圖 4-11，大部分的 HWI 值落在

0.2-0.4之間，代表個體之間的關係強度不高，群體組成流動性大，但是卻有少數

個體之間的 HWI 值超過 0.7，顯示還是存在有少數關係緊密的個體小群。 

另外藉由辨識幼豚緊密跟隨的不同母豚數，估計至少有 8隻幼豚，因此整體

族群至少有 37隻個體，其年齡結構的比例為：嬰幼佔 22%、少年期 14%、青年

期 45%、壯年期 16%、老年期 3%(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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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11、、、、連結係數頻度圖連結係數頻度圖連結係數頻度圖連結係數頻度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青年期

45%

少年期

14%

嬰幼年期

22%

老年期

3%壯年期

16%

 

圖圖圖圖 4-12、、、、2009-2011 金門金門金門金門海海海海域中華白海豚域中華白海豚域中華白海豚域中華白海豚 37 隻個體隻個體隻個體隻個體的年齡結構的年齡結構的年齡結構的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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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六月於南京大學召開「中國海域中華白海豚種群間關係和保護國際研討

會」時，我們將當時金門海域確認的 8隻中華白海豚與南京大學在廈門的研究所

得照片進行比對，當時有四隻個體與廈門的族群重覆，而這四隻個體在今年也都

被再次目擊，發現時間資訊如表 4-8，個體照片集如附錄一。 

表表表表 4-8、、、、金門金門金門金門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表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表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表與廈門族群比對相同個體列表 

相同 

個體 

金門 

命名 
在金門發現時間 廈門編號 在廈門發現時間 

1 Bear paw 2009/8; 2010/9; 2011/8 E粉 6-1 2008/3; 5; 7 

2 Sole 2009/8; 2011/8 E青年多斑 5 2008/3; 5 

3 Silk 2009/8; 2011/9 E青年多斑 7 2008/3 

4 Loach 2009/8; 2011/8 E青年多斑 3 2007/12; 2008/1; 3; 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以捕捉-再標記法估算族群數量的結果，金門海域可辨識的 29隻個體中，15

隻個體只曾在某一時期出現(51.7%)，7隻個體曾在任兩時期中出現(24.1%)，4

隻個體曾在任三個時期中出現(13.8%)，2隻個體曾在其中四個時期中出現

(6.9%)，並沒有個體連續五個時期皆有出現記錄。MARK 軟體計算 POPAN 

Jolly-Seber模式的結果顯示，最佳的模型為表面生存率、整體捕捉率不隨時間改

變，海豚進入此海域機率為時間依存({Φ(.) P(.) b(t)})(表 4-9)：可辨識個體的族

群量估計為 35±5隻，95%信賴區間範圍為 30-51隻(表 4-10)。每群由 100張隨機

照片計算平均『未標識比率』的結果為：4.06 %個體為不可辨識之海豚，如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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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豚；因此推算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總族群量的估計值為 36±5隻(Wilson et 

al.，1999)。雖第二佳模型的 AICc 值只比最佳模型大了 8.62 (Burnham and 

Anderson，2002)，但由 AICc weights (0.987:0.013)和 Model likelihood (1:0.013)

得知，表面生存率隨時間改變的模型({Φ(t) P(.) b(t)})解釋金門族群動態的能力很

低，不足以考慮。 

表表表表 4-9、、、、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POPAN 考慮考慮考慮考慮不同參數模型結果不同參數模型結果不同參數模型結果不同參數模型結果，，，， 

最合適模型以粗體表示最合適模型以粗體表示最合適模型以粗體表示最合適模型以粗體表示 

Model AICc Delta 

AIC 

AICc 

weights 

Model 

likelihood 

Number of 

parameters 

{ΦΦΦΦ(.) P(.) b(t)} 109.5573    0    0.98672    1    7    

{Φ(t) P(.) b(t)} 118.1738 8.6165 0.01328 0.0135 10 

{Φ(t) P(.) b(.)} 8304.006 8194.448 0 0 6 

{Φ(.) P(.) b(.)} 8318.083 8208.526 0 0 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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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0、、、、MARK 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軟體計算族群量結果，，，，ΦΦΦΦ::::表面生存率表面生存率表面生存率表面生存率，，，，P :整體捕整體捕整體捕整體捕

捉率捉率捉率捉率，，，，bi-(i+1):海豚在海豚在海豚在海豚在 i 到到到到(i+1)期間期間期間期間進入調查海域機率進入調查海域機率進入調查海域機率進入調查海域機率(i = 1-4)，，，，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海域海域海域海域的的的的族群量族群量族群量族群量。。。。 

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差 95%CI下限 95%CI上限 

Φ 0.993841 0.013305 0.695003 0.999913 

P  0.396346 0.095278 0.231255 0.588994 

b1-2 0.116971 0.195121 0.003256 0.843059 

b2-3 0.290609 0.212153 0.051688 0.75484 

b3-4 0.151806 0.21359 0.006883 0.822117 

b4-5 0.005916 0.182302 0 1 

 34.64365≒35 4.753624≒5 29.88409 51.4267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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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三年分區調查的結果顯示，金門的西北及北側海域(B、C 航線)是中華白海

豚分佈的熱區，其他海域區(A、D、E航線)在有限的調查努力量下(各執行 5趟)，

沒有任何中華白海豚的目擊，雖然無法完全否定白海豚的存在，其出現頻率應該

是較低的。由環境因子的資料(表 4-5)可發現：影響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分佈的

主要因子為「水深」。統計資料顯示金門的西北及北側海域(B、C 航線)所經之海

域水深較其他航線淺，且根據海域水深圖與白海豚目擊位置圖(圖 4-4)顯示，白

海豚分佈熱區的金門北側海域，為大範圍的淺水平坦海域（水深 1-10公尺），其

他無白海豚目擊的海域的水深陡降之坡度明顯。再者，根據中華白海豚目擊活動

軌跡圖(圖 4-5)，若海豚群體出現在西側海底地形變化大的海域時，多是「遊走」

之行為，沿著水深 5-10 公尺的等深線往其他地區移動。而北側較平坦的淺水域

範圍，則較多「覓食」與「社交」行為，海豚群體似乎會長時間逗留於淺水海域。 

本結果與其他各地的研究結果相似，澳洲 Clevelan Bay海域的白海豚分佈

與該地的水深 2-5公尺，及利用 10公尺水道的環境（Parra，2006），南非的 Aloga 

Bay則發現大多數的白海豚棲息在近岸，不超過 15公尺深、離岸 400公尺以內

的水域(Karczmarski et al.，2000)。且根據香港海域洪 2008年的研究，深水區(20-30

公尺)及海底陡坡的地形為影響白海豚棲地選擇的主要物理因子(Hung，2008)，

推測陡降的地形可能扮演屏障的角色，增加獵物捕捉效率。 

將金門中華白海豚目擊點的平均水深 6.13公尺(SD=3.7)，89%群體分佈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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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深 8公尺以淺，與鄰近地區做比較：在臺灣西海岸的中華白海豚目擊時分佈

的平均水深為 7.61公尺(SD=4.4)，90%的群體分佈點位於水深 13 公尺以淺，且

跟據追蹤海豚群體移動的軌跡，海豚的活動範圍主要仍在 5-15公尺水深的海域，

推測此範圍白海豚之食餌生物如石首魚等較深水域多(周等人，民 100)。而與金

門為相同族群活動範圍的廈門海域，白海豚出沒平均水深則為 13.4公尺(陳，民

96），50%的群體出沒在水深淺於 10公尺的海域，44 %的群體出沒在水深 10-20

公尺的海域，僅有 6 %的群次目擊時水深超過 20公尺 (陳等人，民 96)。綜合以

上不同地區的研究，中華白海豚主要分佈淺於 20公尺的海域，但在較深處偶而

仍能發現牠們的蹤跡。 

影響鯨豚分佈的環境因子中，「水深」、「海水表層水溫(SST)」、「鯨豚食物分

佈」並列為三大最重要因子(Macleod，2009)，本調查亦有分析海水表層水溫的

數據，由於海水水溫深受季節變化的影響(四月到五月海水表溫僅有 15-20℃)，

目前僅分析 6-9 月調查的資料。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目擊時平均水溫為 28.76℃

(SD=0.97)(扣除五月份兩筆資料)，與臺灣西海岸中華白海豚目擊時的平均水溫

28.83℃非常近似(周等人，民 100)。本調查中 B 航線的水溫顯著高於 C 航線(但

鹽度與水深無顯著差異)，與海豚目擊率趨勢平行，但本水域的水溫變異對海豚

影響尚待更多調查來確認。因為在南非 Richards Bay研究結果顯示：表水溫、較

深層(5 公尺)水溫、水深能見度均與白海豚的分佈無直接相關(Atkins et al.，

2004)。但香港海域的研究則認為海水表層溫度會影響當地的魚類豐度，進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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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中華白海豚的分佈(Hung，2008)。故欲瞭解水溫與食餌豐度的共變量關係，可

能得有調查海域的食餌研究納入才可釐清。 

    此外，漁船作業的頻繁度也許可以做為海豚食物魚類資源的指標(Evangelos 

et al.，2011)，我們發現漁船空間分佈的趨勢與白海豚分佈相符，在金門海域的

西北兩側(B、C 航線)白海豚發現率高的區域，其漁船分佈數量也較多，表示該

區域的食物資源可能相當豐富。且調查期間，在 E航線的確很少有看到漁船的

蹤跡(表 4-7金門水域分區船隻數量比例表)，最後一次 E航線調查結束後，船長

曾跟我們提到之後有漁民在原調查海域發現中華白海豚，其地點在於 E航線與 A

航線的交界處；金管處的楊恭賀課長以多年在地經驗指出在水頭氣象站附近的沙

洲(A 航線)處過去曾有海豚(江豚較多見)經常出沒。周蓮香於 1994-5年進行漁民

訪問時，金烈水道曾是白海豚經常出沒的海域，如今似有明顯的改變。人為活動

是可能影響海豚分佈，尤其當原棲息地受到嚴重干擾後，甚至會遷離原棲地

(Bedjer et al.，2006)。B、C 航線中雖記錄到不少貨輪與抽砂船的航行，但根據

香港海域研究指出，中華白海豚群體對於慢速且航向穩定的船隻(如貨輪)並無明

顯躲避反應，反而對於小型、高速、且不易預測其航向的船隻則會有明顯的負向

反應(下潛，游離避開船隻)，航道區域的海豚發現率較低(Ng and Leung，2003)。

B 航線的金烈水道自小三通開航後，頻繁且快速的渡輪可能影響了海豚的活動，

且大量的船隻噪音可能也會驅使中華白海豚避免使用此海域，轉往其他鄰近海域

活動，但遺憾沒有過多白海豚的研究資料可供比對。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57 

 廈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主要分佈於西港、大嶝與雞嶼區域，主要的分佈範圍

亦包含金門本島的北側海域，並具有季節性數量上的變動，推估在春天之後會往

東(外海移動)(Chen et al.，2008)，正銜接本調查的月份(夏秋兩季)，故 B、C 航

線範圍緊鄰於廈門海域的水深 5~20公尺適合白海豚活動的水域。該研究團隊並

認為大嶝至金門水域的水質較佳，且人為干擾少，可能是中華白海豚的避難緩衝

區(陳等人，民 96)。然而金廈海域的中華白海豚是否為封閉的族群仍有不同的意

見，早期研究認為此族群不會活動超過金門與浯嶼區域(劉等人，民 89)，但後續

研究發現部分個體會在小嶝島活動(金門本島東北側)，甚至泉州石獅附近也有少

數金廈個體出現，極有可能與附近的族群有個體交流(Chen et al.，2008)。 

漁業活動可以是中華白海豚出現率的指標，我們發現本區漁船的空間分佈

與中華白海豚的分佈有重疊，B、C 航線上目擊到的多數是大陸的漁船；非漁船

之船隻部分，D 航線的高目擊率主要來自料羅漁港外的大型貨船，B、C 航線上

的則大多是來自大陸的抽砂船(詳見表 4-7)。由於船隻噪音與海底工程噪音除增

加當地海域環境的吵雜程度外，也可能會傷害生物的聽力(Richardson et al.，

1995)。為評估噪音對白海豚造成的影響，必須同時偵測白海豚的年間分布，建

議在白海豚出沒處設置聲音偵測儀器。聲音偵測儀器分為水下錄音機(Underwater 

sound recorder)與水下聲學資料記錄器(Acoustic data logger)。水下錄音機能收集

在人耳可接收的頻率範圍之內的聲音，如生態聲學記錄器(ecological acoustic 

recorder，EAR)，EAR 已經在夏威夷海域被證實適合應用在長期監測船舶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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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哨音甚至魚類的發聲(Lammers et al.，2008)。但是在超音波頻率範圍的聲

音，一般的水下錄音機將不足以進行長時間監測，因此較適合採用水下聲學資料

記錄器(Acoustic data logger，A-tag)，A-tag具備兩組水下麥克風，用來量測水下

聲音訊號，可以響應在 55-235 kHz頻率範圍的聲音，此頻率範圍剛好為中華白

海豚回聲定位聲音(echolocation click)的主要頻率分布範圍(Goold & Jefferson，

2004)，目前廣泛應用在長江、日本沿海的江豚監測上(Akamatsu et al.，2008)，

也成功應用在台灣西海岸中華白海豚的監測計畫中(周等人，民 100)。 

除了中華白海豚與江豚的目擊位置有明顯區隔，前者分布在大金門島西北

側海域，後者分布在西側與南側海域外，在 A 航線與 E 航線顯示中華白海豚在

棲地利用上似有不同的偏好，在香港亦有發現此現象。Parsons(1998)認為兩種海

豚的棲地會不同是由於競爭排斥(competitive exclusion)的關係，因為中華白海豚

的體型較大，兩者又可能有資源上的競爭，使得江豚改而尋找其他的棲地。另一

方面，由於江豚本身在野外就不易被發現，本研究中江豚的目擊也只有三次，要

憑本研究數據證明兩者棲地利用選擇上確實不同有點言之過早，因此需要更多的

資料累積才能證實。 

另外，在江豚目擊時的實測水深與其在金門水深圖的等深線位置有些差異

(圖 4-5)，主要是因為金門海域的潮差變化大，海圖的等深線是以最低潮時去計

算的深度，加上測量水深時船的位置與目擊海豚時 GPS所定位的位置不一致，

所以紀錄的水深與實際海圖上的水深才會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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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結構上，香港族群的年齡結構為成年期(包含老年及壯年期)46%、青年

期 20%、少年期 15%、嬰幼年期 19%(Jefferson，2000)；西邊的珠江口族群年齡

結構觀察結果則是老年期 21.8%、壯年期 23.2%、青年期 20.5%、嬰年期 4.7%、

少年期和幼年期未敘述(賈等，2000)。而金門的族群約 37隻中華白海豚的個體，

年齡結構上以青年期最多(45%)，少年期(14%)，嬰幼年期為 22%，而壯年老年期

最少(16%、3%)。廈門海域的調查記錄顯示，18.2%為嬰幼年期，45.2%為青少年

期，36.6％為壯年老年期(Chen et al.，2008)。相較於香港與珠江口族群，青少年

期為金門與廈門族群主要的年齡期。以人口金字塔的角度，此族群似乎呈現穩定

成長的趨勢，但根據廈門海域比較不同時期的研究結果，認為此族群的豐度近五

年來受到許多人為干擾的影響而下降中(Chen et al.，2008)，所以相較於其他海域

的年齡組成，此族群的年輕化是族群健康指標或是下降的警訊需更進一步的分析

族群存活率及生殖率等參數。 

以個體的活動範圍來說，根據南非海域的研究，中華白海豚可沿海岸線移動

約 100公里（Karczmarski et al.，1999），臺灣西海岸的中華白海豚也可在短短數

天中移動 120公里(張，2011)，而金門調查海域與廈門海域最遠相距約 30-50公

里，同時去年 6月透過照片比對確認廈門與金門間確實有族群間個體的交流，

2009年金廈水域的重複四隻相同個體都曾在 2010年與今年的金門海域目擊過，

代表目前的金門個體辨識資料只是整個金廈族群的其中一部分。根據廈門水域個

體的活動範圍研究顯示：其平均的活動範圍以最小多邊形法計算為 84.1平方公

第四章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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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95% Kernel為 162.5平方公里，50%為 29.7平方公里(n=21)(Chen et al.，2011)。

其中有 33%的個體活動範圍僅限於廈門西南海域，在金門海域被拍攝辨識到的機

率較低。此外亦有其他 67%個體活動範圍涵蓋廈門至金門附近水域，被本調查拍

攝辨識的可能性很高。若能將金門廈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個體進行比對，對於瞭

解此族群的活動範圍、季節移動、棲地選擇與忠實性。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在族群結構上分為三個部份來討論：辨認的個體累積隻數、個體之間的關

係與使用捕捉-再標記法估算族群數量。由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曲線持續上升顯

示，族群中還有未辨識的個體，個體名錄(catalog)數量應該會繼續上升。去年起

本團隊由廈門海洋第三研究所委託進行 10趟海上調查(B、C 航線各 5趟)，發現

至少另有四隻海豚不在本計畫個體名錄裡(祝等，未發表)。包含廈門海洋三所委

託計畫，因此目前金門族群共辨識出 33隻中華白海豚非嬰幼個體，大部分個體

都只被目擊 1或 2次，此現象是代表白海豚對金門海域的棲地忠誠性不強，或僅

是因為努力量尚還不足，使得目擊次數不高，仍待持續調查確認。然而，在南非

(Karczmarski et al.，1999)與澳洲(Parra，2006)海域均發現部分海豚整年使用某些

特定棲地，穩定的居留(定居者)。但也有少數個體不頻繁也不規律的進出研究海

域(遷徙者)。廈門海域長年的研究已從 21 隻已辨識的中華白海豚中定義出定居

者(Chen et al.，2011)，若金門海域可長期監測中華白海豚，除了可建立更完整個

體辨識資料庫外，亦可瞭解海豚對於此環境的利用程度，以定立相關的保育管理

措施。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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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金門海域白海豚個體間社會連結關係強度不高，但還是有少數的 HWI

值超過 0.7，南非 Algoa Bay族群以及台灣的 HWI 值皆以低強度為主，南非族群

的平均 HWI 值為 0.17(Karczmarski，1999，分析群次 60 群)，台灣族群的平均

HWI 值為 0.14(張，2011，分析群次 174群)，本研究結果可能解釋有二: (1)金門

海域存在有關係緊密的核心社群，(2)為取樣誤差的結果。在本年度八、九月份

的六次目擊中，大部分的個體是重複目擊，在目擊群次數少的情況下，會造成計

算上數值增高。廈門海域的社會連結係數也有 6對個體的 HWI 值超過 0.7，表現

出非常緊密的社會關係，由於文中未直接說明，根據年齡資訊推測其中一對可能

是母子對之外，其他個體之間的親屬關係未能瞭解，但仍有少年與少年個體緊密

的關聯(Chen et al.，2011)。雖然中華白海豚屬於社會結構較鬆散的分裂融合結構

(Fission-fusion society)，但仍有少數個體會形成緊密的關係(Parra，2005)。 

使用捕捉-再標記法估算族群數量時，不論是封閉型族群(close)或是開放型

族群(open)均需符合估算模式的假設。本調查參考前人的研究來符合假設的需

求，如拍照是非侵入行為，不會對動物造成存活率的影響，並且在觀察群次中是

瞬間發生的，調查範圍三年來均相同。分析照片時使用高品質清晰的照片，確保

辨識個體的特徵正確。此外，最重要相同的每隻個體被捕捉機率也是盡可能均

質，每群次拍攝海豚時，不論海豚身上特徵是否明顯，盡量將群體中每隻海豚拍

攝 2-3次，以符合捕捉機率相等的假設(Wilson，1999；Bearzi，2008)。然而還是

會有少量可能的誤差，例如目擊群體中的每隻個體需有同樣被捕捉(被拍照)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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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但實際調查中，壯年與老年個體因為體色較白與海面反差大，比起灰色的青

少年個體更容易被清晰的拍照，所以被捕捉機率在不同個體間可能存在差異；同

時，有些白海豚可能對船隻敏感距船較遠(trap shy)，而造成族群量低估；有些可

能對船隻好奇而主動接近，這些均會影響個體被拍照的機率，而造成族群量高估

(Chao，2005)。 

以 POPAN Jolly-Seber模型估算金門海域族群量，可以得到最佳模型為表面

生存率、整體捕捉率不隨時間改變，海豚進入此海域機率為時間依存({Φ(.) P(.) 

b(t)})，顯示金廈中華白海豚族群進入金門海域的機會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b4-5

因為和 Phi4 為共依存參數關係，其實際數值並非軟體所得結果，也無從所知

(Williams et al.，2002)；b2-3 的數值最高，此時期為五到九月份，與 Chen et al. (2008)

觀察到廈門灣海豚往金門海域移動的時間相符；b1-2 和 b3-4 的數值相仿，較 b2-3

為低了許多，兩時期也相當類似，為此年八月到隔年六月(b1-2)或八月(b3-4)，可

能在此時期海豚傾向移回廈門灣。廈門海洋局第三研究所委託的計畫在非五到九

月份進行的六個趟次調查中，並無任何目擊(祝等，未發表)，可間接證實此現象，

未來建議與廈門當局合作，以比對海豚個體的季節性遷移。若未來能以水下聲學

監測，應能輔助證實海豚在金廈海域間季節性的移動模式。 

 本調查以 POPAN Jolly-Seber模型估算金門海域族群量為 36±5隻，低於廈門

整體海域使用同樣模型的估計值(75隻，陳，民 96)。廈門海域的中華白海豚研

究分為兩個社群，分別使用廈門島東部以及西部海域，互相交流的比例不大(Chen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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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1)，但目前尚無個別社群數量分析的結果。我們推測金門海域的中華

白海豚來自廈門西部海域的可能性極低，但是與廈門東部社群的交流機率可能很

高，此與 2010年 6月在南京開會時比對兩岸白海豚照片時發現有很高的重複率

相符。活動範圍侷限於廈門西部水域 33%的個體，可能未進入金門，也就未包含

在本調查的資料中，如金門與廈門海域的白海豚個體辨識資料能整合比對，將可

以計算目前整個族群的數量與相對豐度，以利與其他地區比較族群狀況。 

然而 POPAN模式計算出來的總族群數量，代表此三年來進出過金門海域的

個體總數量(超族群，包含相鄰海域的個體)，而不是代表每年會出現在金門海域

的數量，不適合用來計算該海域的白海豚密度。根據先前使用傳統 Jolly-Seber

模式所估算各年度金門海域的族群量僅只有 19±9 隻。若需比較豐度等資訊，建

議還是需使用穿越線所估計的密度來討論，但是依照穿越線假設，至少需 60群

較精確估算的資料才可做，因此尚待累積更多資料討論金門海域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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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金門的中華白海豚根據三年 39趟海上調查，目前只發現於大金門島北側海

域，水深不超過十公尺的地方。另外，江豚的三次目擊均在大金門島的西南側與

南側海域發現白海豚與江豚有棲地隔離的現象。雖不能否認白海豚在其他海域的

出現的可能性，但相對機率應該很低。 

目前累計本區有至少 37隻中華白海豚的個體，年齡結構上以青年期(45%)

與嬰幼年期(22% )最多，老年期特少(3%)，但是根據辨識個體隻數累積圖的繼續

上升趨勢，顯示仍有個體尚未被發現。以 POPAN Jolly-Seber模型估算金門海域

的中華白海豚族群大小為 36±5隻。不同白海豚個體間的社交連結度不高，對此

棲地忠誠性也不高。 

金門的族群與廈門族群彼此有交流，而與台灣的族群目前從照片比對上則是

沒有任何相似的個體，未來會繼續與廈門方面洽談，以更新彼此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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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節二節二節二節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 

建議一建議一建議一建議一    加強教育加強教育加強教育加強教育文文文文宣工作宣工作宣工作宣工作：：：：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金門的中華白海豚族群很小且脆弱，亟須加強教育文宣工作，例如研究資料

在學術性期刊正式發表，亦可在科普相關的刊物或網站發表，另外印製精美

摺頁或明信片可以吸引民眾的注意與喜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二二二二    推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推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推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推動中華白海豚保育觀念，，，，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儲備地方人才與人力：：：：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在中華白海豚的保育推動上，建議讓金門本地居民對保育類的中華白海豚有

更深的認識；舉辦志工工作坊訓練，可儲備未來長期監測工作的地方人才與

人力。 

 

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三三三三    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未來建議選擇西北側、、、、北側北側北側北側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海域進行金門中華白海豚的監測：：：：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

議議議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金門的中華白海豚正面臨高度威脅，宜建立監測系統。有鑑於本研究所做出

的結果當中顯示中華白海豚主要發現於大金門島西北側海域，未來白海豚在

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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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的監測可以選擇在此處進行。除了目視調查外，可以採用聲音偵測儀器

來監測中華白海豚的聲音，此法較不受天候影響，可以蒐集四季變化的資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四四四四    使用聲音偵使用聲音偵使用聲音偵使用聲音偵測儀器測儀器測儀器測儀器測量測量測量測量抽砂船之噪音抽砂船之噪音抽砂船之噪音抽砂船之噪音，，，，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評估對白海豚的影響：：：：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中長期建

議議議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在抽砂船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方面，未來也可用聲音偵測儀器測量其噪音，

評估其對白海豚生態的可能衝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五五五五    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未來可考慮與廈門相關單位進行合作，以全面深入了解金廈海域的中華白海

豚族群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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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生態調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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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0年金門與廈門中華白海豚族群照片比對之四隻

相同個體照片集 

 

 

 

 

 

 

 

 

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 1、、、、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Bear paw 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 

 
 

 

 

 

 

 

 

 

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 2、、、、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Sole 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 

附錄一、2010年金門與廈門中華白海豚族

群照片比對之四隻相同個體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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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 3、、、、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Silk 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 

  

 

 

 

 

 

 

 

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附錄圖 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Loach 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之個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張維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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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0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陳處長茂春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簡報：（略） 

六、 會議討論： 

  本處各課、站（綜合） 

（一） 從相關研究資料得知，廈門西港和同安灣口內兩側沿岸中

華白海豚分佈密度較其他水域高，且數量具有季節變化，

在西港、大嶝、雞嶼等地也發現有季節性的數量變動；金

門海域中華白海豚族群數量與季節性的變動情形為何？請

受託單位說明。 

（二） 根據調查目前台灣西部海岸中華白海豚族群數不到 100

隻，金廈海域族群初步推估亦不到 50 隻，其個體間之基因

差異度為何？是否有近親繁殖現象？ 

（三） 越界抽砂等棲地破壞對中華白海豚的族群活動造成嚴峻的

威脅，請受託單位從棲地保護觀點提供具體建議。 

（四） 大陸於 1998 年結合中華白海豚、白鷺、文昌魚保護區，建

立「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請受託單位

了解其組織、經營管理概況及其法源，於期末報告中補充

說明，以供本處未來經營管理及辦理兩岸生態保育交流之

參考。 

（五） 本案係屬委託研究計畫，請受託單位書面報告撰寫格式依

照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辦理。 

（六） 本案調查內容涉及海洋事務、海域執法等面向，期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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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邀請行政院海巡署第九(金門)海巡隊派員與會。 

七七七七、、、、受託單位回應 

（一） 本案海調作業受限於氣候變化，由於冬天海上的風浪較

大， 此不利調查作業，因此目前調查時間多集中於夏秋

兩季，初期主要目的為透過系統性的穿越線調查客觀的確

認白海豚族群的空間分佈模式，將調查航線依區域分為

A、B、C、D、E航線，分年完成調查。有關金門海域中

華白海豚數量及季節變化之關聯性，尚待後續調查或持續

監測始可解析。 

（二） 根據以往擱淺之中華白海豚進行粒線體 DNA 分析(只分

析 4 隻樣本)，初步推論台灣與金門海域並無基因交流之

情形，但由於擱淺取樣樣本數不多，因此未來尚需深入研

究(例如進行 Biopsy 法採樣供 DNA 親子鑑定分析)才能

得知其社會結構與基因交流情形。 

（三） 建議管理處評估未來與大陸相關單位共同辦理研討會之

可行性，除可訓練金門當地民眾自行監測中華白海豚外，

亦可透過與大陸相關單位之交流，共同研擬金廈海域棲地

保育策略。 

（四） 「廈門海洋珍稀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屬於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是由當地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

條例》向國務院提出申請。以廈門自然保護區來說，保護

區管理機構是保護區的綜合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日常工

作，其主要職責是：貫徹執行國家有關海洋自然保護區的

方針、政策；執行管理辦法，根據管理辦法制定保護區管

理措施和規章制度並監督實施；制定保護區總體建設規劃

和年度計劃，並組織實施；組織開展保護區的調查監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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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保護和恢復保護區生態環境，建立工作檔案。

廈門市海洋管理處為保護區的主管機關，管理單位為廈門

市海洋與漁業局，其上層機關則是廈門市政府。 

（五） 本案書面資料撰寫格式將依照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

規定辦理，並於期末簡報提交修正後版本供貴單位存查。 

八、結論： 

（一） 請保育研究課先行拜會行政院海巡署第九(金門)海巡

隊，以說明本案研究內容與其業務相關性及需協助事項。 

（二） 受託單位對於委員之意見均有妥善回應並納入研究成果

報告修正之參酌。 

（三） 本案期中簡報原則通過，並請受託單位依合約規定續辦。 

九、散會：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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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七、 會議時間：100 年 12 月 05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00 分 

八、 會議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九、 主持人：陳處長茂春                        記錄：陳淑靈 

十、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十一、 簡報：（略） 

十二、 會議討論： 

  本處各課、站（綜合） 

（一） 目前抽砂船除了影響中華白海豚的棲地外，其所造的噪音

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為何？請受託單位補充說明。 

（二） 目前對中華白海豚的監測有哪些方式，台灣西部海岸採用

何種儀器，成效如何？請受託單位補充說明，以供本處未

來進行中華白海豚監測系統之評估及參考。 

（三） 中華白海豚偏好何種魚類？目前的調查或文獻是否有相

關資料，請受託單位於成果報告中補充說明。 

（四） 中華白海豚喜好水深低於 10 公尺以下的環境，和廈門的

研究文獻比較，環境因子是否雷同？另外環境是否為影響

中華白海豚活動的主要因子？請受託單位補充說明。 

（五） 根據觀察金門西北角由於岩礁多，而使魚類資源相對豐

富，以致鸕鶿或是中華白海豚多在此活動，以上觀察提供

受託單位參考。 

十三、 受託單位回應 

（一） 在一定的範圍內，噪音是可能妨礙白海豚的溝通，但是關

於影響聽力的部份也只是推測(必須有實際海豚聽力以及

環境噪音的測量質才能評估)，目前並沒有任何的研究來

證明噪音對中華白海豚的聽力影響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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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在台灣西岸已經成功的利用水下聲學技術長期監測

中華白海豚的生態活動，例如採用水下聲學資料記錄器

(Acoustic data logger)來監測中華白海豚回聲定位聲音，

此外也曾利用水下錄音機(Underwater sound recorder)來

監測中華白海豚的哨叫聲，採用水下錄音機的另一個好處

是也可以同時記錄船隻與環境噪音的變化，以瞭解中華白

海豚生態活動與各種因子之相關性。 

未來建議同步在古寧頭、后江灣、洋江灣等西北海域放三

組水下聲學儀器來監測中華白海豚生態活動，以上地點皆

在目前已知的中華白海豚活動範圍內，並且包含較高密度

與較低密度之區域。每組水下聲學資料記錄器約 40 萬新

台幣，每組水下錄音機則約 15 萬新台幣。 

（三） 在香港的研究中，石首魚科、鰏科、海鯰科、鯷科、鰨科、

帶魚科為中華白海豚的主要食餌，台灣目前尚未有正式研

究(因缺乏研究採樣品)，只是推測台灣西岸的中華白海豚

族群亦以這些魚類為主食。本案受限於經費尚無法確切了

解金門海域中華白海豚的食餌，建議未來可進一步對金門

海域的魚類資源進行調查。 

（四） 目前大陸所發表的文獻中並無當地海域的水深分布圖。由

於環境的定義很廣，不只是研究中所測量的水深、溫度、

鹽度、pH值而已，潮汐、潮流、漁業資源等等都算是在

「環境」的範圍裡面，因此尚不能肯定的說什麼樣的環境

因子會影響白海豚的分布，加上金門的白海豚族群因為會

跟廈門的族群交流，因此主要影響分布的因子尚需進一步

的調查及研究。 

（五） 謝謝委員提供之意見，漁業資源確實是影響中華白海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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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因素，但是在地理位置上西北側海域靠近廈門且水深

也不深應該也是要考慮進去的因素，在正式的研究結果證

實前可能還是要用多面向的角度來考慮。 

八、結論： 

（四） 請保育研究課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建立良好夥伴關係，未

來視經費狀況亦可對相關機關之業務人員辦理中華白海豚

保育宣導活動。 

（五） 受託單位對於委員之意見均有妥善回應並納入研究成果報

告修正之參酌。 

（六） 本案期末簡報原則通過，並請受託單位依合約規定續辦。 

九、散會：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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