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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臺灣擁有豐富的原生種魚資源，這些魚類在台灣的水域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然而，由於環境變遷和人類活動的影響，許多臺灣原生種魚

正面臨生存困境。透過這次研究，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更了解這些珍貴

的生物資源，並提醒他們對於環境的保護和尊重。 

此外，這次研究由校長和主任帶領我們親身體驗製作簡易的水族箱

和進行水質監測的過程。透過觀察魚類的行為和狀態，能夠學習到魚類

的生態需求和適應能力，並提出適合原生種魚生存的最佳環境。讓我們

更加理解生物的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也激發我們對科學研究和環境保護

的興趣。 

二、研究目的 

(一)探索台灣原生種魚的多樣性：了解臺灣水域中存在的不同種類的

原生種魚，探索它們的特徵、分布範圍和生態習性。 

(二)培養學生的環境保育意識：透過自製原生種魚水缸生長環境、學

校生態池及水產培育所的三種不同生長環境，培養大家對於生態

環境保育的認識和意識，並激發他們對於環境保護的興趣。 

(三)提升學生的科學觀察和研究能力：透過觀察魚類的行為和狀態，

進行水質監測和魚類觀察等活動，培養科學觀察力和研究能力，

學習到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回顧：透過網路及圖書等相關文獻資料，了解臺灣原生種魚

的分類、生態習性、分布範圍、保育現況等資訊，並進行分析。 

(二)設計水族箱：設計並製作簡易水族箱，供學生進行魚類觀察和水

質監測，以培養學生的環境保育意識和科學觀察能力。 

(三)環境監測：選擇不同水域進行水質監測，測量水溫、pH值、溶氧

量等重要指標，以評估水域環境的健康狀態。 

(四)訪談專家：訪談學校鄰近的水培所以及縣內養魚的專家老師，了

解養魚需要注意的事項及原生種魚的環境。 

四、研究架構圖 

 

  

決定研究主題 

蒐集資料 

實驗與觀察 

統整報告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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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資料蒐集 

(一)臺灣原生種魚 

依據2017年出版的<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摘要顯示，臺灣納

入評估候選種類的原生淡水魚類共有262種1，其中我們選定三種在

花東地區可以發現的魚類，分別是菊池氏細鯽、高體鰟鮍、羅漢

魚三種魚類進行養殖觀察。 

1、菊池氏細鯽(國家瀕危<NEN>類別) 

臺灣的特有種。主要分布於臺灣東部的花蓮、臺東及宜蘭等

地。主要棲息於緩水流之河渠或池沼中，尤其是水生植物繁生之

水域，以掉落水面之昆蟲和藻類為食。體延長而側扁，腹部具不

完全的腹稜。體呈淺黃褐色，背部微黃綠色，腹部灰白，成魚體

側自眼後至尾鰭基部有一灰藍色的縱線；各鰭微黃而白色。2 

 
圖一、菊池氏細鯽(圖片來源：台灣魚類資料庫) 

2、高體鰟鮍(國家接近受脅<NNT>類別) 

為低海拔緩流或靜止的湖沼水域棲息的小型魚類，常成群活

動。雜食性，主要以附著性藻類、浮游動物及水生昆蟲等為食。

普遍分布於各平原區的河川或湖泊中，現已較少。雌魚體色較

淡，沿尾柄中央有條向前呈楔形之水藍色縱紋；雄魚背部淺藍，

瞳孔周圍紅色，尾柄中央則有數條紅色縱帶，鰓蓋後方另有一紅

色斑。繁殖期時，雌魚藉著很細長的產卵管，伸入二枚貝(蚌類)

的水管中，將卵產於二枚貝內部，藉此受到充分的保護，再由雄

魚上前授精，進而完成授精及孵化的程序。孵化後的仔魚仍繼續

會停留於二枚貝的鰓瓣間，利用二枚貝的呼吸運動得到所需要的

氧氣，到卵黃囊消化殆盡，才會離開二枚貝去覓食，展開另一階

段的生活。3 

 
圖二、高體鰟鮍(圖片來源：台灣魚類資料庫) 

                                                   
1
 資料來源：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楊正雄、林瑞興、曾晴賢、廖德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
 資料來源：台灣魚類資料庫。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home.php。 

3
 資料來源：台灣魚類資料庫。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home.php。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home.php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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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漢魚(國家無危<NLC>類別) 

為平地河川、湖泊及溝渠中常見的小型魚類。雜食性，主

要以水生植物、藻類、浮游動物及水生昆蟲等為食。雄魚在繁

殖季節，吻部有明顯之追星。雌魚及幼魚體色較淡，體側中央

有一條黑色縱帶。成魚常在水域周邊附近的木桿、水草及石塊

表面上配對產卵，而其雄魚有護卵的習性。主要分布於東亞大

陸、日本及臺灣等地。臺灣廣泛分布於平地之河川、湖泊、溝

渠及池沼等。4 

 
圖三、羅漢魚(圖片來源：台灣魚類資料庫) 

(二)河川魚類面臨的危機5： 

1、不當的水資源利用及河川汙染：人口多人為開發大，水源地的

水被水庫截斷，引用水庫的水大多往工廠、農田及自來水廠

(民生用水)，剩餘少量水流入溪流中，又混雜工業廢水、畜牧

廢水及家庭廢水，因此讓魚的生長環境很艱困。 

2、棲地破壞與外來種：下游地區為平原人口居住多，河堤兩岸開

發，修改河道縮窄及築堤防，還有民眾非法利用河川地種植，

魚棲地造成嚴重破壞。水庫也是直接破壞或淹沒原始原類的棲

地，水庫中也會有外來種破壞既有生態。 

3、人為濫捕：雖有野生動物保育法制定，讓保育觀念普及，但下

游河口處經常有定置網，隨著潮汐轉變讓下游魚類也會被捕

撈，並大量減少。 

   
       到縣立文化局圖書館借書                 借完書後進行讀書會任務分工 

                                                   
4
 資料來源：台灣魚類資料庫。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home.php。 

5
 韓僑權,方力行(1997)。台南縣河川湖泊魚類誌。台南縣政府。第161-167頁。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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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研究 

(一)專家人士訪談資料整理 

1、水質環境：養魚時，水質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其中需要注意的

項目有 

(1)pH值：淡水魚通常需要在 pH 6.5-7.5的範圍內生存，因此

需要測試水質並進行調整。 

(2)氨/硝酸鹽/硝酸鹽：這些物質是魚缸中的有害物質，需要

定期測試水質，並進行必要的更換或添加水質調節劑。 

(3)溶氧量：魚的生長代謝及老化生病，關鍵就是水中的含氧

量，建議維持在5ppm以上。 

(3)水溫：淡水魚需要在特定的水溫範圍內生存，因此要保持

恆溫的水溫，本次養的魚都屬溫熱帶魚種，所以適合的溫

度大約在25°C~30°C。 

(4)照明：照明對水族缸中的植物和魚類都非常重要，需要根

據不同的物種進行調整。 

(5)餵食：需要適當的餵食量和頻率，過度餵食會導致水質汙

染問題。 

2、魚缸環境：魚缸是魚生活的地方，因此也會影響到魚的生長，

需要注意的地方有： 

(1)空間大小：要知道在怎樣的空間養多少條魚，因為養溪流

魚，如果是1尺缸(30公分*30公分)，大約就是10-20條。 

(2)養水：養魚要件要先氧水，就是要調整魚適合的水質，俗

話說，養魚時水不能太「利」，那是對於有傷害的，一般

魚摸以來都是滑滑黏黏的，其實那是他的保護層，如果摸

起來澀澀的就表示水質很「利」，氧水至少要一週。 

(3)過濾系統：過濾系統有分上部過濾系統和過濾槽(有硝化

菌、有縫隙的石子)。 

(4)掩蔽物：掩蔽物能提供魚類避難和安全的空間，也能提供

某些魚類繁殖的場所，降低壓力和焦慮，常見的有裝飾

品、植物、岩石、樹根等。 

3、菌類的作用：水中有好的菌，也有壞的菌，好菌能幫助分解水

中的有害物質，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所以換水時也要注

意不要將它們全部清洗掉，水中常見的好菌有： 

(1)氨氧化細菌：將魚缸中的氨轉化為亞硝酸鹽。 

(2)亞硝酸氧化細菌：將亞硝酸鹽轉化為硝酸鹽。 

(3)硝酸鹽還原细菌：將硝酸鹽轉化為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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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養魚需要注意的事項有下列幾種需要記住 

(1)選擇適合的魚缸尺寸：根據你打算養的魚類，選擇一個足

夠大的魚缸，提供足夠的游泳空間和生活環境。 

(2)建立適當的生態系統：確保魚缸中有足夠的過濾系統和氣

泡石，以維持水質的清潔和氧氣的供應。 

(3)選擇合適的魚種：根據你的經驗和魚缸的大小，選擇適合

的魚種。一些適合初學者的魚種包括你們正在養的羅漢

魚、菊池氏細鯽、高體鰟鮍等，當然你們學校離水培所很

近，可以跟他們合作，請他們直接給不同的魚種給你們觀

察飼養。 

(4)注意魚缸的水質：定期測試魚缸的水質，包括pH值、氨和

硝酸鹽等指標。如果水質不正常，需要及時進行調整和處

理。 

(5)適當的餵食量：適量餵食魚類，避免過度餵食。過度餵食

會導致水質惡化和魚類健康問題。 

(6)定期清潔魚缸：定期更換部分水量，清理魚缸內的殘渣和

污物。保持魚缸的清潔有助於魚類的健康和生長。 

(7)留意魚類的行為和健康狀態：觀察魚類的游動狀態、食慾

和鰓的顏色等，如果發現異常，可能需要採取相應的措

施。包含：水質檢測、檢查魚缸設備、食物管理、魚病防

治、環境調整等。 

(8)學習相關知識：了解你養的魚種的特點和需求，學習相關

的養魚知識，這樣可以更好地照顧魚類。 

5、溪流中魚的汙染源： 

(1)人為汙染：溪流中的魚類生長環境可能會受到工業和農業

排放、河川污染、河岸開發和水質變化等汙染源的影響。

這些汙染源可能導致水體中的污染物增加，影響魚類的生

存和繁殖能力，甚至導致魚類死亡。農人使用農藥，這是

神經性毒害，農藥會造成魚神經系統受損及其紅血球破

壞。以上汙染源的主要因素。 

(2)天然災害：至於天然災害如颱風、土石流或寒流等，也可

能會對水源造成汙染。例如，颱風會帶來豐沛的降雨和洪

水，可能導致土壤侵蝕和水體污染。土石流可能會帶來大

量的泥沙和有害物質，對水質造成嚴重影響。寒流則可能

導致水溫下降，影響魚類的生長和生存。颱風算是不可抗

拒的因素，棲息地會被破壞，所以水培所的任務就在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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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種，至少水培所在非颱風季節可以再將原生種魚放流

至有此魚種足跡的溪流。 

(3)外來種侵略：例如生性兇猛的吳郭魚、魚虎(30年前被引進

台灣當觀賞魚，魚嘴大專門吃小魚，很少天敵，現在是湖

中惡霸)。台灣原生種魚都比較小條，很容易被外來種或水

質汙染影響生存空間。 

6、復育與保育： 

上面說明的人為汙染、天然災害及外來種侵襲等因素，我們

也可以改變棲息地的環境，例如，藉由生態棲地復育，經主管機

關生態調查評估後，將外來種如吳郭魚移除，再放流復育當地原

生魚種，藉此達到寓教於樂生態宣導向下扎根意義。還有就是水

培所在111年與台東池上鄉公所合作進行大坡池生態棲地復育及魚

生放流復育等教育體驗活動。 

     
    圖四、整理資料，設計訪談題目              圖五、訪談專家並做紀錄 

(二)實驗數據 

1、水質檢測快速測試劑 

(1)檢測說明：觀察與檢測時間112年9月11日-112年9月27日。

檢測項目有溶氧量(1.0-10.0)、pH值(6.0-9.4)、含氯量

(0.0-1.0)及氨氮量(0.0-1.5)。檢測時間點有放魚前，放

魚後及加入水蘊草底砂。 

(2)檢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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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張圖原本是每一次觀察紀錄的整體數據，因為數據中有大於1及

小於1的數值，帶入圖表後呈現不清楚，因此用兩張圖來呈現。 

我們發現在氧水期間，用四項數據，只有氯含量有明顯檢測到以外，

其他還算正常，但從水培所大量放入魚種後，水質明顯變化，特別是溶氧

量、pH值、氨氮量加速提高，隔日死了三十幾條魚，後來學校老師緊急詢

問水族箱的老闆之後，原來我們氧水的方法是錯誤的，之後提出補救方

法，增加過濾器、加入水質穩定劑及複合菌後，就有明顯改善。後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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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棲地底砂，也因為是外加進去，隔日也死了幾條魚，後續監控水質

都很穩定。 

      
清洗底砂，換水，使用水質改善劑及複合菌            餵食、檢測與觀察記錄 

參、結論 

一、探索台灣原生種魚的多樣性： 

(一)透過專家人士的訪談，我們瞭解到養殖觀察魚時水質環境的重要

性，包括pH值、氨和硝酸鹽等指標的控制。 

(二)透過觀察和訪談，認識到不同種類的魚缸環境對魚類生長和生存

的影響，如空間大小、養水、過濾系統和掩蔽物的重要性。 

二、培養環境保育意識： 

(一)透過參與養殖觀察魚的活動，深入了解到水質環境和魚缸環境對

魚類的重要性，進而培養了環境保育的認識和意識。 

(二)透過自己動手建立魚缸和觀察魚類的過程，體驗到環境保護的重

要性，並激發了他們對於環境保護的興趣和參與的積極性。 

三、提升學生的科學觀察和研究能力： 

(一)透過觀察魚類的行為和狀態，學習到科學觀察的方法和技巧，提

升了他們的科學觀察力和研究能力。 

(二)透過水質監測和魚類觀察等活動，學習到科學研究的過程和重要

性，培養了我們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和探索的精神。 

依據上面的結論，這項研究透過我們研究團隊的觀察和訪談整理，成

功地達到了研究目的的對應，包括探索台灣原生種魚的多樣性、培養學生

的環境保育意識和提升學生的科學觀察和研究能力。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推

動環境保護和培養未來科學家和保育人才具有重要的研究效益。 
四、省思 

一、師生參與度：在進行研究過程中，如果沒有師長積極提醒與緊迫盯人

要我們跟上進度，在上課當中我們很難抽出時間來自主研究，畢竟我

們是小學生，但我們也關注到高度參與和主動積極非常重要。確保我

們能夠積極參與養殖觀察魚的活動，並真正理解和體驗到環境保護的

重要性。 

二、研究方法的完善： 

1、在進行研究過程中，我們被老師指導用試劑檢測水質，原本是做紙

本記錄，後來認識google表單之後，原來可以透過平板快速紀錄並

產出圖案報表，以獲得更長期準確的平實數據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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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試劑檢測水質花了我們很多時間，上網查詢檢測水質的資訊後，

原來也有更快速的檢測機器，可以連結手機進行監測，目前在研究

截止前還在進行測試，如果有機會複試會將連結物聯網的機器數據

呈現出來。 

三、找資源合作：研究過程中，我們知道網路與學校圖書室資料有限，為

了讓研究結果獲取更準確的資訊，我們進一步將蒐集資料的活動延伸

到花蓮縣圖書館，並邀請水產培育所及見晴國小老師進行訪談，更直

接與水產培育所合作，他們提供給我們許多魚苗。從不同的角度來探

索養殖觀察魚的議題，豐富了研究的內容，並提供我們更多的延伸學

習的機會。 

四、全校參與和推廣：研究過程中，其他同學與學弟妹都會好奇我們在做

什麼？我們利用監測水質、餵魚及整理魚缸時順便告訴他們養魚的撇

步。校長都會說，每日經歷過的研究過程都要與家人分享。當然，最

令我們緊張的還是透過簡報發表，學校主任還會進一步指導我們，我

們會面對全校師生，還有可能到校外分享。我們相信這些大小舉動都

在推廣研究成果和環境保育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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