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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水下立體攝影系統、珊瑚礁魚類相、魚體長 

本研究使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Diver Operated Stereo Video，Stereo-DOV）

於墾丁國家公園海域蒐集珊瑚礁魚類及棲地環境等影像，除鑑定及計算影片內

魚種數量外，以 SeaGIS EventMeasure 軟體測量影片魚體長度，並使用 Agisoft 

Metashape 軟體建構調查測站之珊瑚礁棲地環境三維模型。水下立體攝影系統可

應用於海洋生態基礎調查，以收集各式海洋生物體長資料及建立棲地環境影像

模型。未來持續以水下立體攝影系統調查珊瑚礁魚類，並建立長期調查監測資

料，以研析珊瑚礁魚類與其棲地環境之間交互作用。 

 

Abstract 

Keywords: diver operated stereo video, reef fish assemblages, fish body lengths 

This study utilized a Diver Operated Stereo Video (Stereo-DOV) system in the 

waters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to collect imagery of reef fish and habitat 

environments. Beyond identifying and counting fish species in the footage, fish length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SeaGIS EventMeasure software, and Agisoft 

Metashape software was used to create 3D models of the coral reef habitats at survey 

stations. The underwater stereo-video system is applicable to basic marine ecological 

surveys, enabling the collection of body length data for various marine organis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bitat imagery models. Continued use of the underwater stereo-

video system will facilitate the monitoring of reef fis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

term dataset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interactions between reef fish and their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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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珊瑚礁生態系對於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層面甚廣。珊瑚礁可削弱波浪

的作用以避免海岸線侵蝕，為沿海居住之民眾、財產及基礎設施提供相當程度

的保護。此外，珊瑚礁生態系可提供糧食、醫藥、遊憩、文化及宗教等面向需

求之天然資源。珊瑚礁魚類係指生活在珊瑚礁海域，或生活史與珊瑚有密切相

關的魚類，對於維持珊瑚礁生態系平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結構複雜的棲地

比結構簡單的棲地包含更多的物種及更高的總豐度（Torres-Pulliza et al., 2020）。 

根據澳洲海洋科學研究院（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AIMS）

研究指出，經由分析澳洲大堡礁珊瑚礁魚類的糞便及腸道內容物之環境 DNA

（Environmental DNA, eDNA）證實，至少有 18 種珊瑚礁魚類，包括青嘴龍占魚

（Lethrinus nebulosus）、長吻龍占魚（Lethrinus miniatus）、黑斑叉鼻魨 

（Arothron nigropunctatus）、霓虹雀鯛（Pomacentrus coelestis）、烏帽龍占魚

（Lethrinus lentjan）、火斑笛鯛（Lutjanus fulviflama）等會捕食珊瑚礁上幼年或

成年的棘冠海星（Acanthaster spp.）（Kroon et al., 2020）。後續研究指出，無論是

商業及休閒漁業捕撈，珊瑚礁魚類的漁獲量影響棘冠海星的豐度表現呈正相關

（Kroon et al., 2021）。 

數位珊瑚礁粗糙度（Digital reef rugosity）與魚類多樣性呈正相關性，即珊

瑚礁結構複雜性越高，魚類多樣性越高（Dustan et al., 2013）。利用 ROV 掛載

DOV 於中光層進行魚類群聚調查，以評估魚類群聚組成與中光層棲地結構之相

關性，陡坡和地形複雜性較高的地點擁有較高的魚類豐度和生物量，較深的魚

類群落（120 m）與地形結構複雜性及底棲覆蓋變化呈正相關。（Swanborn et al., 

2022）。 

根據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圖鑑增修壹版（陳等，2010），墾丁海域累計紀

錄到 137 科 1,382 種魚類。另查本院委託研究 110 年示範海域海洋生物資訊蒐集

及資源調查-南部海域研究成果報告指出，恆春半島樣區之萬里桐測站調查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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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科 227種魚類，眺石測站調查計有 46科 254種魚類（廖等，2021）。 

魚類多樣性、豐度、群聚結構及生物量（Biomass）等相關資訊可提供作為

漁業資源、保育管理及評估海洋保護區之成效指標，以了解海洋生態環境之時

空變化及受人為活動影響之情形（Cinner et al., 2016; Schramm et al., 2020）。魚體

長（Fish length）係重要的生物學參數之一，可為標準體長或全長，係魚類生

長、年齡、物種健康狀況及族群結構之指標。不同魚種和個體之體長分佈，可

以評估魚群年齡結構、性別比例、成熟度、繁殖狀況和族群結構。魚體長數據

可應用於推測魚群體重及生物量（Bohnsack et al.﹐1988），有助於監測魚群健

康、資源利用情形及整體生態系統的動態變化，然而前述相關資訊之建立有賴

於精確的魚體長度資料蒐集。 

由於水的折射率及水下環境之物體放大特性，傳統上魚類體長觀測多仰賴

潛水員目視、雷射光測量法及捕撈採集後測量等方式，惟前述相關方式尚有目

視觀測誤差、雷射光對魚群干擾及捕撈採樣對於魚群擾動等因素影響，爰更需

要精確的魚體長度測量方式以了解魚類族群體型大小結構、生長率及生物量預

估等 (Bennett et al., 2016; Dunkley et al., 2023)。本研究運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 

(Diver Operated Stereo Video，Stereo-DOV)，屬光學測量法 (Photogrammetry)，可

提供一種較為精確、標準化、非侵入式、減少魚類樣本採集且對於魚群有較低

干擾方式進行魚體長度之調查測量 (Knight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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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與方法 

(一) 調查樣點選擇 

本研究之調查樣點為於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選定 4 樣區進行調查（圖 1），其樣

點包括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N21.93671, E120.74721）、南灣

大咾咕北側（KT02）（N21.9425, E120.75277）、南灣獨立礁（KT03）

（N21.94225, E120.75833） 及 南 灣 雞 仔 礁 （KT04）（N21.94473, 

E120.75861）等。 

 

圖 1、本研究於墾丁國家公園海域調查樣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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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方法 

1. 2023 年 4 月 24 日及 10 月 31 日於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

區（KT01）分別於深度 5 公尺及 10 公尺之等深線範圍分別進行 1 次穿越

線（100 公尺）潛水調查，魚類調查部分使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進行影像

蒐集，並以珊瑚礁體檢方法（Reef check）紀錄穿越線上之底質型態。 

2.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於墾丁國家公園南灣海域 3 個測站（KT02、

KT03、KT04），於深度 20公尺至 30公尺之範圍使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並

以潛水員巡航調查方式（Roving Divers Surveying）(Rassweiler et al., 2020)

進行。 

3. 調查樣區所拍攝之魚類及棲地環境影片以 SeaGIS Event Measure 軟體〔廠

牌：SeaGIS，版本：6.45 (64bit)〕測量影片內之魚體長度，並鑑定種類及

計算數量，另使用 Agisoft Metashape 軟體〔廠牌：Agisoft，版本：2.1.3 

build18946 (64bit)〕接合影片內棲地環境影像，重建棲地環境三維模型。 

(三) 水溫參數測量 

執行海域生態調查時使用溫度記錄器（HOBO MX2200）蒐集水溫資料。 

(四) 水下立體攝影系統影像拍攝及處理 

1.水下立體攝影系統之設定 

(1) 立體攝影（Stereo Video）屬光學測量法（photogrammetry），使用已知

距離且水平同向之 2 臺攝影機鏡頭拍攝一目標物，並使用左、右鏡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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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影像測量目標物長度、與觀測者距離或應用於製作三維立體模型影

像。 

(2) 本研究自製水下立體攝影裝置架（Stereo-DOV rig，圖 2），將 2 臺運動

攝影機之金屬防水殼（廠牌型號：T-HOUSING Aluminium Housing for 

GoPro Hero 10）固定於一長條鋁板之 2端，使 2臺運動攝影機之金屬防

水殼相距 800 公厘（mm）(Goetze et al., 2019)，其鏡頭方向均向鋁板中

心偏 4度。另在鋁板上設置 2個相距於鋁板中心 200mm之手持握把，以

方便水下立體攝影裝置架於水下調查時之操作使用。 

 

圖 2、自製水下立體攝影系統裝置架 

(3) 運動攝影機（廠牌型號：GoPro Hero 10）之拍攝參數設定： 

i.影片解析度（RES）：1080p（影片長寬比 16:9）。 

ii.影片幀數（FPS）：60幀。 

iii. 攝錄視野（FOV）：窄角（Narrow）。 

iv.白平衡設定：自動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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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魚體長參數測量 

(1) 分別就每次水下調查所連續拍攝之影像（片長 20 分鐘）匯入 SeaGIS 

Event Measure 軟體，將水下立體攝影系統左右鏡頭之影片影格同步，使

用滑鼠左鍵點擊左右影片內各別魚隻之吻部前端至尾柄末端，以測量其

標準體長，並以 SeaGIS Event Measure 軟體之資料欄位建立魚種清單及

體長資料（圖 3）。 

(2) 使用 SeaGIS Event Measure 軟體輸出魚種清單（檔案格式：.txt）及魚體

長資料清單（檔案格式：.txt）等供後續統計軟體分析使用。 

 

圖 3、Event Measure作業視窗截圖 

3.棲地環境影像處理 

(1) 使用 PotPlayer（64bit）軟體將每次水下調查所連續拍攝之左右鏡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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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長 20 分鐘）以每 50 影格擷取影片畫面，並以 JPEG 影像檔案格式

儲存平面影像，供後續 Agisoft 軟體製作三維影像模型使用。 

(2) 將同一調查樣點之平面影片截圖匯入 Agisoft 軟體（圖 4），使用該軟體

對齊（align）照片功能進行影像處理，並後續建立點雲（point cloud）、

網格（mesh）及生成紋理（texture）等 (Short et al., 2009)。 

 

圖 4、Agisoft作業視窗截圖 

4.研究數據分析 

(1) 將魚種鑑定係依據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類圖鑑增修壹版（陳等，

2010）、臺灣魚類資料庫（https://fishdb.sinica.edu.tw/）及世界魚類資料

庫（https://fishbase.mnhn.fr/search.php）等型態說明資訊進行魚種外觀

特徵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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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魚種及魚體長等數據整理後，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進行圖表繪製及

以 SPSS作單因數變異分析（One-way ANOVA），並使用 Power Query進

行物種資料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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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一) 各調查樣區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1.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 

(1) 2023年 4月 24日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水深 5公尺穿越

線調查之珊瑚礁魚種計有 9科 20屬 28種（魚隻個體紀錄計有 46筆，表

1），該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雲斑海豬魚（Halichoeres 

hortulanus），其體長為 166.66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長之魚種個體為網

紋圓雀鯛（Dascyllus reticulatus），其體長為 28.41mm。 

(2) 2023 年 4 月 24 日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水深 10 公尺穿越

線調查之珊瑚礁魚種計有 6科 11屬 12種（魚隻個體紀錄計有 25筆，表 2），

該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古氏新魟（Neotrygon kuhlii），其體

長為 329.89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長之魚種個體為六線豆娘魚

（Abudefduf sexfasciatus），其體長為 28.97mm。 

(3) 2023 年 10 月 31 日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水深 5 公尺穿越

線調查之珊瑚礁魚種有 4 科 6 屬 7 種（魚隻個體紀錄計有 11 筆，表 3），該

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鏡斑蝴蝶魚（Chaetodon speculum），

其體長為 168.62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長之魚種個體為雙斑光鰓雀鯛

（Chromis margaritifer），其體長為 38.55mm。 

(4) 2023年 10月 31日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水深 10公尺穿越



- 10 - 
 

線調查之珊瑚礁魚種有 4 科 5 屬 6 種（魚隻個體紀錄計有 16 筆，表 4），該

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交叉笛鯛（Lutjanus decussatus），其體

長為 162.01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長之魚種個體為藍紋高身雀鯛

（Stegastes fasciolatus），其體長為 72.88mm。 

2. 南灣大咾咕北側（KT02） 

2023年 6月 30日 KT02所調查之珊瑚礁魚種有 16科 27屬 33種（魚隻個體

紀錄計有 62筆，表 5），該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金帶擬鬚鯛

（Mulloidichthys vanicolensis），其體長為 200.38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

長之魚種個體為網紋圓雀鯛（Dascyllus reticulatus），其體長為 33.23mm。 

3. 南灣獨立礁（KT03） 

2023年 6月 30 日 KT03所調查之珊瑚礁魚種有 12科 23屬 34種（魚隻個體

紀錄計有 356 筆，表 6），該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點帶石斑

魚（Epinephelus coioides），其體長為 570.22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長之

魚種個體為短身光鰓雀鯛（Chromis chrysura），其體長為 57.82mm。 

4. 南灣雞仔礁（KT04） 

(1) 2023 年 7 月 1 日 KT04 所調查之珊瑚礁魚種有 12 科 19 屬 32 種（魚隻個體

紀錄計有 189 筆，表 7），該次調查紀錄到最長體長之魚種個體為六帶鰺

（Caranx sexfasciatus），其體長為 602.45mm；而該次調查到最短體長之魚

種個體為絲鰭擬花鮨（Pseudanthias squamipinnis），其體長為 39.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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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3年 4月 24日 KT01水深 5公尺之珊瑚礁魚種及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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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3年 4月 24日 KT01水深 10公尺之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表 3、2023年 10月 31日 KT01水深 5公尺之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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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23年 10月 31日 KT01水深 10公尺之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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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23年 6月 30日 KT02之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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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23年 6月 30日 KT03之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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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3年 7月 1日 KT04之珊瑚礁魚種及魚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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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魚體長推測其魚體重量 

1. 藉由魚體重與體長關係式 W(g)=a*L(cm)^b，可依已知魚體長推測魚體重

量，惟該關係式中 a、b 值係數會隨著被調查魚種體型型態、年齡或地區等

因素而有所差異，此外同一魚種經由魚體全長、叉尾長及標準長等不同觀

測數值所產生之 a、b值亦不盡相同。 

2. 本研究運用世界魚類資料庫 (FishBase) 網頁資料提供經幾何平均之 a、b 值

係數，再以本研究所調查之各魚種平均體長 (Mean length) 推測調查樣區之

各別魚種之魚體重量如表 8所示，其中魚體重量最重前 5種魚種依序分別為

於 K04所調查之六帶鰺 (Caranx sexfasciatus) 4,078.96g，於 K03所調查之點

帶 石 斑 魚 (Epinephelus coioides) 2,594.51g、 銀 紋 笛 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1,155.02g，於 K01 所調查之古氏新魟 (Neotrygon kuhlii) 

1032.30g，以及於 K03 所調查之斑點九刺鮨 (Cephalopholis argus) 304.62g

等。 

3. 由上述結果可知，魚體重與體長關係式描述魚體長與其重量之正相關性，

因已知珊瑚礁魚種之型態多樣性高，如運用經水下立體攝影系統調查之魚

體長帶入前揭關係式，除可反映各魚種型態之差異外，加乘各魚種隻個體

數亦可推算一調查區域之生物量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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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以各樣區之各魚種平均體長預測其魚體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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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世界魚類資料庫網頁未提供 a、b值係數之魚種則未納入。 

**Unit of weight: g 

(三) 各樣區於調查期間之水溫參數變化 

1. 2023 年 4 月 24 日於 K01 水深 5 公尺及水深 10 公尺以溫度記錄器（HOBO 

MX2200）測得之海水水溫平均值±標準偏差分別為 26.63±0.11°C 及

26.24±0.19°C，2023 年 4月 24日 K01水深 5公尺及水深 10公尺之水溫無顯

著差異(P>0.05)；惟與 2023年10月31日於K01水深5公尺（28.17±0.18°C）

及水深 10公尺（27.63±0.22°C）之水溫相較，則 2023年 4月 24日 K01所測

得之水溫均顯著較低（P<0.05）。 

2.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於 K02、K03 及 K04 以溫度記錄器（H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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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2200）測得之海水水溫平均值分別為 28.36±1.44°C、28.72±0.17°C 及

25.38±3.12°C，其中 K04 之海水溫度顯著較 K02 及 K03 等海水溫度低

（P<0.05）。 

3. 2023 年各樣站於調查期間之平均溫度對照表如表 9 所示，以及各站海水溫

度變化圖如圖 5至圖 11所示。 

表 9、2023年各樣站於調查期間之平均溫度對照表 

日期 測站 平均海水溫度 (°C) 標準偏差 (SD) 

2023/4/24 K01 (Depth 5m) 26.63 0.11 

2023/4/24 K01 (Depth 10m) 26.24 0.19 

2023/6/30 K02 28.36 1.44 

2023/6/30 K03 28.72 0.17 

2023/7/1 K04 25.38 3.12 

2023/10/31 K01 (Depth 5m) 28.17 0.18 

2023/10/31 K01 (Depth 10m) 27.63 0.22 

 

 

圖 5、2023年 4月 24日調查期間 KT01樣區水深 5公尺之海水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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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23年 4月 24日調查期間 KT01樣區水深 10公尺之海水溫度變化 

 

圖 7、2023年 6月 30日調查期間 KT02樣區之海水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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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23年 6月 30日調查期間 KT03樣區之海水溫度變化 

 

 

圖 9、2023年 7月 1日調查期間 KT04樣區之海水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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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023年 10月 31日調查期間 KT01樣區水深 10公尺之海水溫度變化 

 

圖 11、2023年 10月 31日調查期間 KT01樣區水深 5公尺之海水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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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從原來山林陸域調查，延伸應用到海洋水下棲地研究。該技術可使研究

人員能夠對珊瑚礁表面進行詳細的三維 (3D) 重建，以對珊瑚礁物理結構進

行形態測量分析，並進行大規模影像馬賽克測繪（Bayley et al.,2020）。本研

究嘗試運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連續拍攝之左右鏡頭影像（片長 20 分鐘），並

以每 50 影格擷取影片畫面將同一調查樣點之平面影片截圖匯入 Agisoft 軟

體，使用該軟體對齊（align）照片功能進行影像處理，並後續建立點雲

（point cloud）、網格（mesh）及生成紋理（texture）等圖像資訊。 

2. 圖 12至圖 16分別為 K01、K02、K03及 K04等測站之棲地 3D重建圖像，可

以從圖片中黑線的路徑延伸了解到該次潛水員調查之軌跡。K01及 K02為等

深且深度變化不大之調查區域，爰可以從圖像看出調查帶之概況；K03 之棲

地環境係為獨立礁之結構，所以當環繞獨立礁拍攝一圈後，可以從 K03圖像

看出為一近似梯形之立體結構；K04 調查過程之深度變化較大，爰可從 K04

圖像看出有部分黑線呈垂直抬升之情形。 

3. 因本次分析僅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左右 2 個攝影機，且以每 50 影格擷取一

畫面，可能提供給軟體重建 3D 模型之圖像資訊量不夠充分，爰重建出來的

3D圖像較為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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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23年 4月 24日 KT01樣區水深 10公尺穿越線之三維影像 

 

 

圖 13、2023年 4月 24日 KT01樣區水深 5公尺穿越線之三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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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023年 6月 30日 KT02樣區之三維影像 

 

圖 15、2023年 6月 30日 KT03樣區之三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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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023年 7月 1日 KT04樣區之三維影像 

(五)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KT01）底質調查 

1. 本研究於KT01以珊瑚礁體檢方法（Reef check）紀錄穿越線上之底質型態。

調查結果顯示 2023年 4月 24日KT01水深 5公尺之硬珊瑚平均百分比為 31%

及軟珊瑚平均百分比為20% (表10)，KT01水深5公尺之珊瑚覆蓋率為51%；

2023 年 4 月 24 日 KT01 水深 10 公尺之硬珊瑚平均百分比為 13%及軟珊瑚平

均百分比為 21% (表 11)，KT01 水深 10 公尺之珊瑚覆蓋率為 34%；2023 年

10 月 31 日 KT01 水深 5 公尺之硬珊瑚平均百分比為 36%及軟珊瑚平均百分

比為 38% (表 12)，KT01 水深 5 公尺之珊瑚覆蓋率為 74%；2023 年 10 月 31

日KT01水深 10公尺之硬珊瑚平均百分比為 22%及軟珊瑚平均百分比為 39% 

(表 13)，KT01水深 10公尺之珊瑚覆蓋率為 61%。 

2. 綜上，K01於水深 5公尺之珊瑚覆蓋率較水深 10公尺有較高之趨勢，除 2023

年 4 月 24 日 KT01 水深 10 公尺之珊瑚覆蓋率低於 50%外，其餘均在 5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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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023年 4月 24日 KT01水深 5公尺底質覆蓋百分比 

底質種類 

(Substrate) 

每調查區段之平均百分比 

(Mean % per segment) 
標準偏差 (SD) 

硬珊瑚 (Hard Coral, HC) 31% 4% 

軟珊瑚 (Soft Coral, SC) 20% 4% 

新死珊瑚 (Recently Killed Coral,RKC) 0% 0% 

營養鹽指標藻類 (Nutrient Indicator Algae, NIA) 14% 3% 

海綿 (Sponge, SP) 3% 2% 

岩石 (Rock, RC) 13% 3% 

礫石 (Rubble, RB) 2% 1% 

沙 (Sand, SD) 0% 0% 

泥/灰 (Silt/clay, SI) 10% 5% 

其他(含生物) (Other, OT) 7% 3% 

 

表 11、2023年 4月 24日 KT01水深 10公尺底質覆蓋百分比 

底質種類 

(Substrate) 

每調查區段之平均百分比 

(Mean % per segment) 
標準偏差 (SD) 

硬珊瑚 (Hard Coral, HC) 13% 3% 

軟珊瑚 (Soft Coral, SC) 21% 6% 

新死珊瑚 (Recently Killed Coral,RKC) 0% 0% 

營養鹽指標藻類 (Nutrient Indicator Algae, NIA) 11% 2% 

海綿 (Sponge, SP) 0% 0% 

岩石 (Rock, RC) 19% 1% 

礫石 (Rubble, RB) 3% 1% 

沙 (Sand, SD) 1% 1% 

泥/灰 (Silt/clay, SI) 32% 8% 

其他(含生物) (Other, OT)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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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23年 10月 31日 KT01水深 5公尺底質覆蓋百分比 

底質種類 

(Substrate) 

每調查區段之平均百分比 

(Mean % per segment) 
標準偏差 (SD) 

硬珊瑚 (Hard Coral, HC) 36% 10% 

軟珊瑚 (Soft Coral, SC) 38% 11% 

新死珊瑚 (Recently Killed Coral,RKC) 3% 2% 

營養鹽指標藻類 (Nutrient Indicator Algae, 

NIA) 
6% 2% 

海綿 (Sponge, SP) 0% 0% 

岩石 (Rock, RC) 10% 2% 

礫石 (Rubble, RB) 4% 3% 

沙 (Sand, SD) 3% 2% 

泥/灰 (Silt/clay, SI) 1% 1% 

其他(含生物) (Other, OT) 0% 0% 

 

表 13、2023年 10月 31日 KT01水深 10公尺底質覆蓋百分比 

底質種類 

(Substrate) 

每調查區段之平均百分比 

(Mean % per segment) 
標準偏差 (SD) 

硬珊瑚 (Hard Coral, HC) 22% 2% 

軟珊瑚 (Soft Coral, SC) 39% 7% 

新死珊瑚 (Recently Killed Coral,RKC) 0% 0% 

營養鹽指標藻類 (Nutrient Indicator Algae, NIA) 2% 1% 

海綿 (Sponge, SP) 0% 0% 

岩石 (Rock, RC) 7% 3% 

礫石 (Rubble, RB) 21% 4% 

沙 (Sand, SD) 9% 5% 

泥/灰 (Silt/clay, SI) 0% 0% 

其他(含生物) (Other, OT)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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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一) 本研究於 2023 年 4 月、6 月及 10 月以水下立體攝影系統調查墾丁國家公園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及南灣海域之珊瑚礁魚類相及其長度，合計記錄

魚類相達 23 科 56 屬 97 種（魚隻個體紀錄計有 734 筆）。因水下立體攝影系

統之左右相機鏡頭距離達 800mm，且本研究所使用之運動攝影最短對焦距

離為 600mm，對於大型珊瑚礁魚類調查有相當助益，惟就小型珊瑚礁魚類

及隱蔽性魚種等調查則相當受限，如小型珊瑚礁魚類及隱蔽性魚種具保護

色，則增加以影像辨識魚種之難度，爰此本研究所調查之魚種類數較前人研

究少（陳等，2010；廖等，2021），但也同時新增累積魚體長度資料。 

(二)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之魚類相對豐度結果為金鱗魚科（35%）、雀鯛

科（28%）、隆頭魚科(12%)、蝴蝶魚科（6%）、笛鯛科（6%）、刺尾鯛科

（2%）、石鱸科（2%）、單棘魨科（2%）、鬚鯛科（2%）、蓋刺魚科

（2%）、凹尾塘鱧科（2%）、擬金眼鯛科（1%）、擬雀鯛科（1%）及鮨科

（1%）等。 

(三) 南灣海域之魚類相對豐度結果為烏尾鮗科（29%）、雀鯛科（14%）、蝴蝶魚

科（12%）、鮨科（12%）、笛鯛科（10%）、刺尾鯛科（8%）、鸚哥魚科

（4%）、隆頭魚科（3%）、金鱗魚科（3%）、蓋刺魚科（1%）、角蝶魚科

（1%）及擬金眼鯛科（1%）等，其餘䲁科、鰺科、單棘魨科、鬚鯛科、大

眼鯛科、鰕虎科、石鱸科、金線魚科及四齒魨科等均未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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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用水下立體攝影系統拍攝之連續動態影像經影片固定幀數截圖後，應用

SfM 技術可產出影像投影重建之珊瑚礁棲地環境 3D 結構模型，並藉由攝影

機視角及姿態計算了解水下調查作業之路徑軌跡。 

(五) 運用魚體重與體長關係式【W(g)=a*L(cm)
b】推測魚體重量，可提升水下立體

攝影系統所蒐集之魚體長資料應用範圍。本研究運用世界魚類資料庫

(FishBase)網頁資料提供之 a、b 值係數，推算調查樣區之魚體重量，惟部分

魚種之 a、b值係數仍缺乏，仍有待未來持續蒐集研析期刊報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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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及建議 

(一) 水下立體攝影系統之影片受到水下光線強度、能見度、水色、攝影機解析度

及對焦距離長短等影響，而部分魚種具有與棲地環境類似保護色，或不同魚

種混群現象，則增加電腦端魚種影像辨識困難及鑑種正確性。此外，如魚體

處於彎曲姿態，則亦影響魚體長度測量之精確性，雖如此，水下立體攝影系

統可作為配合海洋生態基礎調查之研究工具，減少研究所需之魚類樣本採

集，並廣泛應用於空中及水下無人系統載具 (Saunders et al., 2021; Piacenza et 

al., 2022; Hellmrich et al., 2023) 之相關研究，以收集各式海洋生物體長資料及

建立棲地環境影像模型。 

(二) 在潛水調查過程中發現有珊瑚礁魚類之追尾行為及觀察到附著於礁岩之沈性

卵(demersal eggs)，未來可針對產卵季之樣區內魚種及其體長增再詳加調

查，以進一步建立珊瑚礁魚類性成熟體長資訊。 

(三) 珊瑚礁魚類相及其體長資訊蒐集仍有賴於長期監測調查，以累積不同時空分

布之資料進行比對。魚類調查除探究新種魚類或新紀錄種外，亦須同步藉由

長期調查不同季節地區之已知魚種體長、年齡結構、性成熟體長及魚類族群

消長分布，進而研析海洋生態環境變化對魚類族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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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錄 1、本研究所調查之魚種科名及學名中英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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