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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魚生結弦---探討影響漁業衰竭的因素 

一、摘要 

    為了探究台灣魚產量的影響因子，我們提出假設更進一步做了溶氧量、pH 值、懸浮

物實驗和查詢溫度對於產量的影響、並做出結論。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不管是在新聞抑或是近期去漁市或漁港時不難發現台灣自己補的魚大小、種類和總數

都不如以往，根據漁業署的真實數據也是如此，這無疑是漁業永續的一個警訊，除了未來

可能沒魚吃之外，對生物的多樣性也有很大的影響，且因為大魚與小魚的價差非常大，對

漁民的經濟來說也是非常大的損害。 

    綠色和平組織曾觀察發現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集中在過度捕撈以及不正當的禁漁措

施，但是真的只有這一個原因嗎？我們針對其他有可能的原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並進

行實驗及資料對比希望能找出更多造成漁業衰竭的因素。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試著找出除了過度捕撈外的其他影響漁業衰竭的原因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鳳) 

由上述資料可知人為因素和氣候變遷也會造成漁業衰竭，因此我們制定了下面的假設和實

驗。 

    假設一:假設溶氧量、pH、懸浮物會影響魚產量 

    假設二:全球暖化造成海溫上升會導致魚產量減少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一、 

因為桃園工廠林立，水汙染也相對嚴重，因此我們選用桃園沿岸的海水做為水樣，更能測

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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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氧量: 

(1)將水樣加入硫酸亞錳溶液及氫氧化鈉溶液生成氫氧化亞錳沉澱，水中溶氧會將氫氧化亞

錳氧化成較高價的二氧化錳  

(2)將水樣酸化並加入碘離子，使錳氧化物還原為二價亞錳，並產生碘分子，再以硫代硫酸

鈉滴定溶液中之碘分子，即可反推溶氧量為 4.8mg/L。 

 
 

           圖(一) 硫代硫酸鈉滴定                        圖(二) 反應式     

 

pH 值:我們使用 pH 儀器測量海水的 pH 為 8.11 

  

            圖(三) pH 值測定                         圖(四)pH 值測定結果 

 

懸浮物:我們使用明礬吸附懸浮物並和自來水純水做比較。 

使用明礬比較後發現，三杯水的懸浮微粒數差不多，看不出明顯差別。 

 

      圖(五)明礬測定懸浮物結果 

 

 

  

 

圖(五)海水、自來水、純水吸附明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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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我們利用氣象資料開放平台的歷年海溫資料與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中的歷年沿岸

捕撈漁獲產量做對比，並取了桃園、雲林、高雄、花蓮北中南東各縣市為範本，並去除統

計中的極端值，計算產量與海水年平均溫度的相關係數，結果如下表: 

 

 

表(一)北部與中部海溫、海水平均溫度折線圖與相關係數 

區域 北部 中部 

圖表 

  

相關係數 0.384 0.085 

 

表(二)南部與東部海溫、海水平均溫度折線圖與相關係數 

區域 南部 東部 

圖表 

  

相關係數 -0.093 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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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二)為高雄、雲林去除掉極端值之後的數據，下表為去除前與去除後，折線圖與相

關係數之對比: 

 

表(三)高雄去除 2014 極端值前後的折線圖與相關係數，皆顯示低度相關 

區域 南部修改前 南部修改後 

圖表 

  

相關係數 0.01 -0.093 

 

表(四)雲林去除 2009 極端值前後的折線圖與相關係數，皆顯示低度相關 

區域 中部修改前 中部修改後 

圖表 

  

相關係數 -0.229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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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表(一)~(四)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根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說明與 SPSS 操作與相關性，相關係數-

0.3~0.3 以下為低相關，-0.3~-0.7 及 0.3~0.7 為中等相關，-0.7 以下及 0.7 以上為高度相關，

我們的資料結果顯示除了桃園以外，其餘縣市資料皆屬於低相關，且除了高雄的負相關外

其他縣市的正相關結果也與我們的假設不相符。 

 

2.2004~2023(台東為 2008~2023)年間各區域海溫的趨勢皆為上升，此點與預期相同。 

 

3.南部與東部魚產量較多，都有超過 1000 噸的產量，變化幅度數值最大在約 4000~5000 噸

左右，變化幅度數值較大；北部與中部魚產量較少，產量大部分都少於 1000 噸且變化幅度

介在 200~400 左右，變化幅度數值較小，可能需要更仔細的討論不同時間點，氣候洋流等

因素的影響，不同的地點可能差異大。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由實驗一及實驗二的結果顯示桃園竹圍漁港海水中的溶氧量、pH 值及懸浮物，根據台

灣五大港區海水水質調查分析中:溶氧量約介於 4.5~8.4 mg/L ，酸鹼度約介於 pH 7.25~8.99 ；

都是在正常範圍內，且海溫與近海漁產量的相關性也不高，可知與我們的假設都是不相符

的，也許有更多複雜的因素需要更深入探討，如:下圖(取自中國時報) : 「水產試驗所長張錦

宜指出，近年確實愈來愈多漁民反映在沿近海很難抓到高經濟魚種，為此，2 年前沿近海資

源研究中心、東港生技研究中心及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盼藉由人工繁

殖、魚苗培育等技術，解決沿近海漁業資源量下滑的窘境。」，且可能有部分魚種受環境影

響較大，而我們取的是沿海總量，也可能使結果表現不顯著。 

 

 

 

 

 

我們對未來相關研究提供建議: 

1.水要取多個樣本測試 

2.在多個不同時間取樣測試 

3.多測量一些其他水汙染指標如:重金屬等 

4.再搜尋資料研究是否有特定魚種漁獲量會受到某些環境因素的影響，並了解其相關性 

雖然結果不盡理想，但也給我們更多的動力繼續深入追查其他和漁業衰竭相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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