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碩士論文計畫書 
 

 

 

 

 

台灣東部黑潮流域海洋環境之劃分及與基

礎生產力之關係 

 

 

 

 

 

 

 

指導老師：方新疇教授  ___________  

學生：劉欣侑   _________ 
               學號：M945010005 

 
 



 15

前言： 

    黑潮的位置處於太平洋的西部，也正好是太平洋環流中，由南邊赤道發源的

暖水團向北流以完成整個循環的路線上。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黑潮除了高溫外，

也因為其旺盛的蒸發作用與分解作用，形成了黑潮水高鹽和低營養鹽的特性。而

黑潮在流動的過程中，不斷的跟周圍的環境因子混和、作用，對周圍的環境造成

了相當的影響，此種影響不僅僅限於海洋中，更包含了氣候、陸上生態、海洋生

態，甚至是人文歷史方面，都具有潛在且深層的影響。台灣正好位於黑潮的路徑

上，而黑潮對於台灣的影響更是巨大，且台灣周遭的海水組成複雜，有從北方往

南流經台灣海峽的親潮、還有大陸的沿岸流、南海表層水等的水流，不斷的與黑

潮混和並且作用，加上因為海底地形的關係，這樣許多不同的物理化學因子作用

在一起，便造就了台灣特殊的海洋生態，在研究上相當複雜，本研究擬把重點放

在台灣東部的黑潮流域，先厘清該區的環境及生態系統表現之持性，作為未來進

一步經由生物方面的資訊進行比對，以了解黑潮對該區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摘要： 

本研究收集了台灣周圍海域不同季節的表水溫、水深、流向流速、葉綠素濃

度、EKE(Eddy Kinetic Energy)等的海洋因子，以網格的方式呈現，並將以上的

資料以統計分析方式中的 GLM（general linear model）方式，整合這數種的因

子，探討其中的相互關係，藉以瞭解黑潮影響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因

素。最後希望可以用模糊劃分的方式區分出不同性質水域，將漁場的分佈資料配

上，並加以討論。 

 

研究動機： 

    黑潮自赤道發源後，經呂宋海海峽進入南海，繼續往北流經台灣，部分的海

水注入台灣海峽，與許多不同型態的海水水團混和。而黑潮的主流由台灣的東部

海域經過，雖然沒有與太多不同的海水混和，但是因為海底地形的高低所引起的

湧升流，而造成了東部海域豐富的漁產。本研究希望可以藉由整合不同海洋環境

因子的關係，劃分且比較出台灣東部海洋的特性。 

 

研究目的： 

    有些台灣海域的研究多是以單一環境因子來呈現，很少就其之間的相互關係

做討論，而有關生物相的更少，本實驗希望可以就統計上的方法整合諸多的海洋

因子進行統計分析並且劃分區域和討論其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探討環境區分與

生物多樣性的關係，所得到的結果更能精確地表現出環境因子的互動及其統一

性。 

 

欲探討之問題： 

從東部海域諸多的海洋環境因子中，確認出與東部海域基礎生產力的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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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藉由整合的方式劃分出東部海域環境的特性，建立起東部海域海洋特性

之模型，而所建立的模型可作為探討黑潮流域生物多樣性之平台。 

實驗材料與方法： 

    所需資料： 

        台灣周圍海域每半度（30＇）經緯度（18~27。N；117~125。E）下之表水

溫、分層溫鹽度、水深、日照、雲量、海流的流向流速、葉綠素 a 濃度、

EKE(Eddy Kinetic Energy)、底質…等之海洋物理及海洋化學資料。 

資料來源： 

        台灣大學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1999 年海洋資料圖文集 

        中央氣象局數位資料 

        其他國內外研究文獻 

資料轉換： 

        將所得之資料以各種軟體（如：GIS、GMT、Surfer、EPRmapper）讀出 

後，以 Excel 中的樞紐分析讀取，並將之轉換為以格網（Grid-based）

方式呈現後，再轉入 SAS 中進統計分析。 

分析方法： 

        綜合同一經緯度中許多不同的環境因子為指標，利用通用線性模型

（GLM）進行複回歸分析，以葉綠素的濃度作為依變數，而其他的因子

作為自變數，以 SAS 計算出之間的相互關係，找出影響黑潮流域中葉綠

素濃度之顯著因子，加以探討。再利用模糊分析、聚類分析…等的方法，

將台灣東部海域的黑潮流域劃分出環境因子相似的區域，進一步作為生

物多樣性之表現平台。 

 

目前進度： 

    已收集近年之葉綠素濃度、水深、表水溫、雲量、海流的流向流速、EKE(Eddy 

Kinetic Energy)等資料，在 EXCEL 中將資料照經緯度整理後，以 SAS 進行初步

的分析，包含了除去缺失值、將各因子對葉綠素濃度做相對關係分析以挑選出影

響葉綠素濃度較高的因子、以迴歸分析中的逐步分析找出最合適之方程式。 

 

預期結果： 

希望經由本研究的整合方式，可以找出影響台灣東部黑潮流域最顯著之環境 

因子，並藉由此種整合性分析方式所建立之模型作為探討黑潮流域生物多樣性之

平台。最後希望可以以模糊分析劃分出台灣東部海域環境區域的特性，並與東部

海域的漁場進行比對。 

 

所預期可能遭遇之困難： 

1.資料的格式不一或是無法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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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網系統程式的不適用 

3.所選用的劃分歸類方式不適合 

4.生物多樣性之表現層次未定或無適用之資料 

 

已修畢與未來欲修的課程： 
    已修：專題討論（1，一上）、海洋動物生理（3，一上）、海上實習一（1，

一上）、海洋學導論（3，一上）、專題討論（1，一下）、試驗設計及

資料處理（3，一下）、海洋生態學（3，一下）、海上實習二（1，一

下） 

    擬修：專題討論（1，二上）、漁業生物學（3，二上）、水產生物資源管理特

論（2，二上）、高級潛水調查技術（3，二上）、專題討論（1，二下）、

海洋生態模擬（3，二下）、非介量統計學（2，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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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各海文資料依照經緯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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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各因子的屬敘述性統計資料 

 

圖3.葉綠素濃度與各因子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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