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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海豹迷航成因大數據探究

一、摘要

2021年10月24日一隻港海豹出現在鼻頭角，之前2023年8月6日又有一隻海豹出沒於屏

東，引發我們想探討不常出現在熱帶地區的海豹之所以會來台灣的原因。

我們使用國家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以下稱NODASS）以海流、海溫等相關數據去推

測海豹來台可能的原因，根據初步的資料並繼續驗證，認為其與海流及海溫有直接影

響並認為海豹來台灣的原因極有可能跟台灣東北方冷丘有直接關係，因日本原生態因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環境或人類活動而漁獲量減少，迫使海豹往南遷徙尋找漁場。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研究動機:一、看到新聞報導（右圖）不太尋常的海豹活動，但關於原因的推測說法，

在我們產生興趣後想要以大數據來驗證新聞的說

法是否正確並且得出最後真正的來台原因。

二、因應海洋方面所公民科學發展，希望能這個

有趣的案例跟青少年推廣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第13

項氣候行動以及第14項保育海洋生態目標，喚起

大眾關懷海洋議題。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研究目的:一、用相關數據去推測2021/10/24、2023/8/6海豹在台灣附近海域出現可能的

原因，海豹不可能無緣無故地來到台灣，我們假設其與環境和食物有關。

二、透過NODASS預測類似情況的可能性，海豹來台路線等。探究假設: 1.海豹的來台

與台灣海溫的降低有關係 2.海豹的來台與海流黑潮的逆流有關 3.海豹的來台與海水鹽

度有關 4. 海豹來台和上岸和地震有關 5.冷丘提供了良好的食物場域影響海豹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有鑑於過去極少有相關海豹來台的研究，所以無法像其他動物一樣有專家去追蹤他們

的行徑軌跡，但我們想到可以從NODASS的大數據資料庫的方式去推論其來台原因。

研究步驟由下列幾個步驟貫穿：

一、海豹生態資料調查

（一）港海豹（學名：Phoca vitulina）

港海豹是分佈在北半球溫帶及極地海域的海豹。牠們出沒於大西洋及太平洋的海岸

水域，與及波羅的海及北海，是分佈最廣的鰭足類。

（二）斑海豹也叫大齒斑海豹、大齒海豹，是一種在在北半球的西北太平洋分布的海

豹。分布：斑海豹分布的西北太平洋的高緯度寒冷水域，主要分布在楚科奇海、白令

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中國的渤海、黃海北部。

（三）由於氣候暖化的緣故，北海道斑海豹的數量在2003年到2013年間從300頭增

長到3000頭，夏天的數量也跟著上漲，導致經濟損失年年攀升。

二、從海豹棲息地、生活特性找出來台可能原因

利用大數據分析時間與空間資料，比對是否符合海豹棲息地、生活特性的結果，

得出與海豹來台相關的數據資料，並推測最有可能的原因。我們利用NODASS比較

2021年10月24東北鼻頭角和2023年8月6號屏東地區的是否有相似之處，或者此二地與

同一時間的日本東南海岸海豹棲息地相似的環境，用於判別是否有可能是影響海豹來

台的成因。以下是我們先假設海溫、海流、鹽度、地震、食物會影響海豹迷航來台。

根據生物學的研究海豹還是適合在低水溫水域活動，對比2023/08/05-08/06、

2021/10/23-10/24的海溫變化圖，可以明顯看

出海豹來台的兩日溫度比來台的前一日溫度

低出許多，因此溫度納入考量。

（二）討論變因2：海流與風向

有關於海豹的時常逆流覓食，對比

2023/08/05-08/06、2021/10/23-10/24的海溫及

海流變化圖由下圖可看出明顯逆流線，海

流方向也是逆流，所以海流也是他來台的可能原因之一。

（三）討論變因3：鹽度



考慮鹽度是否影響海豹來台，2023/08/05-08/06、2021/10/23-10/24兩個日期皆沒有出現

明顯 的鹽度變化（無法證明海豹為何那日來台），且海豹生存地 區範圍廣，亦無法

證明登入地點的鹽度和生存地區的關係。

（四）討論變因4：地震與其間

接影響

在新聞上看到的有專家認

為可能是大地震影響洋流，才

會上演這齣 海豹漂流記，我們

實際查詢2021/10/23-10/24、

2023/08/05-08/06這兩天確實有地震的發生，但台 灣地震極多無法證明其與海豹的關係

（地震對海洋會影響海 溝海嘯等但是與海豹較無關聯），但不排除是他們感受到地 震

波受到驚嚇才沖進港口。

（五）討論變因5：食物來源

探討食物（葉綠素或氧氣濃度）對海豹來台的影響海豹會進食很多不同種類的魚

，但通常都是吃底棲魚類（ demersal fish），且是在水深至70米的位置進食，有時甚至

或會比這更深。 很多時候，玉筋屬魚（Sand eel，Ammodytes spp）在海豹的菜單中佔

著很重要的地位。 鱈魚、比目魚、鯡魚和鰩在某程

度上對灰海豹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食糧之一，而會回

游的有包括鮭魚和鯖魚，我們懷疑有可能是食物引

誘海豹來台。

（一）研究結果1:海豹生活環境和範圍斑海豹分布範

圍(最南屋久島)和在2014年6月在日本沖繩出沒的紀

錄，我們可以發現斑海豹的出沒和2010的這篇研究

有所差異並結合研究背景。海豹有往南遷息的趨

勢。

（二）研究結果2:探討海溫對海豹來台的影響

如下兩表可知溫度在海豹來的兩個時段變化確實是急速下降



，符合海豹生存低溫的特性 ，且在

兩天的溫度變化圖發現海

豹來台附近幾天的低溫會剛好連接

一個低溫線。 2021/10月和2023/8月

各標點深度80的平均海溫(C°)可以發現

海溫在這幾點上有明顯低於黑潮的海

溫，且台灣的溫度甚至比日本原本生存範圍還低，溫度上也與墨西哥讓海豹南移的海

溫有重疊的區域，所以這條路徑是海豹有可能來台的。

（三）研究結果3:探討海流(風向)方向與大小對海豹來台的影響

前面提到海豹會跟加利福尼亞涼流向南由是順

流的狀況，所以和台灣北部至日本南部不符。

8月6號前夕的時間海流路線都呈現斷掉狀況，

10月24前夕海流更是呈現直接往西流的狀況，黑

潮確實有增強情況，但是逆流線與低溫區域線並

不重合，且考慮海豹只有覓食時間順著魚群逆流而更喜歡低溫的區域，因此與溫度的

變因互相不符，但海豹只有一種實際來台路線情形，所以這裡推測海豹來台與海流並

無直接關聯。

【研究2-3-1】海流數值

台灣北部外海:degree平均=190.5422流速平均=0.092(M/S)

黑潮:degree平均=48.3164流速平均=0.854(M/S)

（四）研

究結果4:驗證海豹感受到地震波受到驚嚇才沖進

港口

許多動物對地表下深層的壓力變動、釋放在空

氣中的電荷，以及正電荷引發四周化學物質變化



的改變非常敏銳，能感知這些地震跡象。地震的預知，主要是 [次聲波] 的傳導。次

聲波是低於20Hz以下的波頻。所以這個新聞的敘述何我們查到的不吻合

（五）研究結果5:冷丘對海海豹來台的影響

海溫

黑潮碰到東北海域大陸棚斜坡的黑潮次表層水，即水深大約100、200 公尺以下的水，

會發生什麼情形?當次表層水的動能足夠轉成爬坡需要增加的位能，次表層水會沿斜坡

爬上來，形成湧升現象，在東北角外海產生一個經常性的冷丘。冷丘的湧升流若強一

點，有時候丘頂冷水會冒出水面，從人造衛星遙測的海表面溫度很容易看出一灘冷水

在東北海域。湧升流帶來的生物效應非常重要，世界各海域皆同。臺灣東北冷丘及周

邊海域，即是很好的漁場，白帶魚、鎖管漁獲豐富。冬季時，冷丘可能不存在或是表

層被東海黑潮入侵陸棚的暖水所掩蓋，是以從衛星遙測海溫圖上便往往會看不出來。

冷丘東側為較溫暖的黑潮水，西側則為比黑潮水稍冷的臺灣海峽水，冷丘中心位置

位於25.625°N，122.125°E

冷丘溫度數值(25.64715185°N,122.10642891°E)因為NODASS點數值查詢的限制，所

以我們以這個座標(25.64715185°N,122.10642891°E)深度80作為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在冷丘

中心的範圍都有低於 21 度。2023年和2021年的月平均溫度數值有些異常2023年8月可

能和海豹的異常有所

關聯，並且冷丘所帶

來的食物和低溫是海

豹來台的主要原因。

根據我們上述六點的NODASS數據研究分析，我們可以推測海豹是因為生存環境不佳

， 一.海豹生活環境和範圍:斑海豹分布範圍(最南屋久島)和在2014年6月在日本沖繩出

沒的紀錄，我們可以發現海豹有往南遷息的趨勢。

二.海溫對海豹來台的影響:深度80的平均海溫(C°)可以發現海溫在這路徑上有明顯低於

黑潮流經的海溫度，所以推斷海溫是影響海豹的關鍵。

三.海流方向與大小對海豹來台的影響:豹會跟加利福尼亞涼流向南游是順流的狀況，和

台灣北部至日本南部的流向都是向北，所以推測和海流關西較小。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我們使用我們使用NODASS以海流、海溫等相關數據去推測海豹來台可能的

原因，根據初步的資料並繼續驗證，認為其與海流及海溫有直接影響。其中極有可能

跟台灣東北方冷丘有直接關係，其環境背景為溫帶的日本海洋生態因氣候變遷、全球

暖化等環境或人類活動而漁獲量減少，迫使海豹往南遷息尋找漁場造就在台灣發現海

豹蹤跡。如果全球暖化繼續嚴重，造成海豹的生存空間限縮，他往高溫海域探尋生存

地的頻率會越來越高。希望以未來可以在台灣發現海豹時，將其捕捉並植入GPS標記

，讓我們對海豹的行蹤逕行追查，就可以讓全球認識到全球暖化嚴重，和生物所面臨

的威些。生活應用:學習驗證海洋與生物相關新聞的正確性，並了解海洋各海象的特性

，藉由生物行為知道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如果繼續研究下去或者套模型，就能直接預

測海報來台的可能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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