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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緣起-主任序 
踩在細柔的沙灘，向後看著已走過的

足跡隨著海浪的進退，使得腳印消失的無
影無蹤，我依然漫步走著，思緒隨風飄然，
這裡除了大海和沙灘，甚麼都沒有，這裡
的人們該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如何繁衍下一代?一縷縷的為什
麼如何解? 

土地，孕育出該地文物之風貌特色；相對的，在地文物也
會具體且清楚地傳達出與土地之間的連結。在地人除了平時的
耕作外，還可以做哪些事情?賴以生存，足以溫飽全家，那農閒
時，又做了哪些事情?補貼家用呢?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既然這裡靠海，一定有靠海生存的漁夫，那以前的漁夫又如何
討海生活呢? 

浪濤聲依舊隨著風入耳，海浪依循著潮汐一波波地敲打著
海岸邊，足跡仍舊編織著故事於沙灘上，古往今來許許多多美
麗與哀愁的故事，只要海水退盡後，在地故事就隨著足跡慢慢
被海水淹沒了。放眼望去，裸露的海岸邊竟浮現出未曾見過的
景色，這些不可思議的景象，猶如田野間一畦一畦稻田景觀，
無聲無息的一片一片地呈現在我眼前，讓人驚豔! 

哇! 這些一畦一畦的特殊奇幻稻田景觀是誰建造的?在海
中，當然不會有稻田。這應是在地人的另一種生存方式，他們
以海為生，因而產生以海為田以耕海的農作方式，這便是傳說
的新屋石滬群。這些石滬的擁有權人是誰？是何時建造的呢？
在一群一群的石滬群中能有什麼魚貨呢？這些田，為何足以讓
先民願意留下來，守在這裡綿延子孫，且能夠一代一代相傳至
今，必有其可貴之處!先人既然願意留下，以之捕魚，迄今還有
魚貨可供撈捕嗎？心中一串串的疑惑，等待著我們一一去解答。 

石滬因應當地土地環境，而發展出來屬於當地的特殊之建
築面貌，原本就與其生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乃直接面對需求
而生，就地取材地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實際需要。此種有別於土
地上之構築物，營建時喚醒了人類的勞務本能、自然觀察能力、
社群關係等，牽繫著人與物質、人與土地、人與社會之種種原
初的脈絡，此為高度之原生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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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緣起-理事長序  
在地特色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一塊

瑰寶，如何將這美麗的瑰寶加以發揚及維

護，需要在地人努力的經營與挖掘，方能

有璀璨的特色產出，營造地方美好未來。

新屋沿海地區有著上天獨厚的天然寶藏

與資源，正等待地方有心人的經營。 

「學習生活，生活學習」，生活處處

都是學習的場所。海岸場域是孩子最佳的

學習場所，地方特有人文歷史與地景當然是學習最好的活教

材。笨港國小在歷屆校長努力經營校務及卓越領導下，深耕地

方文化，更在 102 年度獲得教育部評薦為全國空間美學與發展

特色學校之標竿學校殊榮，學校與社區綿密的結合，更是教育

孩子們日後能愛護家鄉最好的途徑。燕校長自上任以來，積極

致力校務經營，並與社區緊密合作，開發地方特色教材，融入

在地特色課程，永續經營校務，努力實踐教育理念，使得校務

蒸蒸日上。 

新屋區愛鄉協會，這幾年來在全體會員用心經營，步步扎

實努力耕耘之下，一步一腳印將沿海地區的文史資料調查完成

付梓，用文字保留當地特色文化，建構地景歷史資料，藉以保

存與承傳，並積極與學校合作分享。現今，已初步小有成果，

103年度協會繼續承辦學校客家漁村體驗營計劃，與碧妍主任一

起為孩子們築夢，獲得校長及地方人士的肯定與支持，希望築

夢計畫能夠永續經營與發展，把在地美好的特色與外界共同分

享。今天，很高興看見了孩子們因為我們的努力而更加的認識

地方上的美好，自己的土地自己來疼惜，我們的努力終究是跨

出了一大步，深印於孩子的心田。於是，校長與主任利用了很

多公餘時間，去瞭解並整理出來有關於桃園地區最美西海岸的

珍珠，藻礁與石滬的相關手冊即將問世。在此，特別要感謝子

明校長與碧妍主任的這份心，把這份影響地方深遠的軟實力，

用不同的視野逐步建構起來，並把綠色校園永續經營的精神延

續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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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屋這個農漁之鄉 

新屋沿海是目前全台灣本島擁有石滬最多的地方，當中又

以擁有二座石滬的深圳村及八座石滬的蚵間村最具代表性。這

裡是一個典型農村及人口外流嚴重的農漁業社區，背山環水，

由於農漁資源日趨匱乏，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年輕人只好離鄉

背井外出工作，只剩下守住家園的老人以及年紀小的孩子，形

成了許多特殊隔代家庭教育現象。 

而在農村、漁村人力凋落，年輕人社會同儕稀少，文化傳

承與文化刺激更出現嚴重世代斷層與城鄉落差問題，老一代傳

統文化難以傳承，面臨文化後繼無人的危機，民眾對公共事務

的不關心與無力感，社區居民對社區的一無所識與茫然，鄉土

文化於焉沒落。有鑑於此，期許透過本刊物之發行以喚醒居民

對自己所居住地方有所認同並關心，藉此凝聚居民之共同意

識，關心社區的人、文、地、景、產，大家一起努力守護自己

的家園，為社區創造出更多的創新與活力，繼而將當地文化特

色傳承並發揚之。 

二、石滬簡介 

石滬的生態文化是人類最古老

的誘魚、捕魚設計之一。石滬漁撈起

於何時，根據師大地理系陳憲明教授

的說法，早在新石器時代石滬就已經

存在。它是人類在岸礁上觀察潮汐起

落的現象，創造出一種省時省力的漁

撈特殊文化。 

目前地球上遺留的石滬已不多了；還有一些石滬遺跡的地

區，石滬分別散落在玻里西亞群島(Polynesia)、美拉尼西亞群島

(Melanesia)、菲律賓群島(Philippine)、澎湖群島(Pescadores)、日

本九州(Kyushu)、琉球群島(Ryukyu)等群島。 

石滬這種捕魚陷阱在台灣，是平埔族、原住民或是漢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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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前還沒有定論。石滬適用於礁石岸的潮間帶，依照潮流

的方向，以大石頭慢慢堆砌而成，沒有固定形狀；漲潮時，海

水灌入石滬中，魚群會跟著飄流入內的浮游生物慢慢進入石滬

內，等到退潮時滬內的海水一下減退，「魚困淺灘」，魚因貪吃

肇禍，就這麼斷送性命，這就是石滬捕魚的原理。 

石滬捕魚是一種潮間帶強制性的陷阱漁法；潮水退下後，

潮間帶海溝留有積水，魚蝦陷入海溝，漁民就可輕易捕捉，有

此經驗做為基礎，聰明的人類進而會想到利用當地的石材在礁

棚上堆砌成形的石牆，使漲潮時洄游在岸邊的魚群，在退潮時

〝卡〞在人工的陷阱之內，人類即時就可輕易捕捉。 

石滬是漁民利用潮汐誘捕魚群的老工具也是地景中一個結

合聰智和美感的海岸景觀。在傳統觀念裡認為擁有土地的人叫

「田橋仔」，在早期時代，早期永安地區擁有「石滬」的人就是

一種地位、權力、財富的象徵。石滬看起來外型簡單，但做起

來可是一件大工程，沒有人能夠獨立完成；堆砌石滬的石頭每

個都重達 1、20 公斤，由附近的濱海沿岸找尋適合的石材，運

到現場，等到退潮才能下水工作，一天能工作的時間也不過 4

個小時，一群人共同施作，這樣的堆疊石滬過程，花費的時間

大約為 5 年。就因為工程浩大，石滬很少屬於個人所有，大部

分都是幾戶共有，甚至也有全村共有，若是全村共有，漁獲就

歸村內的宮廟。就地取材，在沿岸背負重達十幾斤的石頭，必

須眾人之力一起來共同完成，這重大的石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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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滬形成 
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就懂得使用石頭作為求生的工具，

生活在海島的子民也懂得開始使用石頭來捕捉魚蝦以求取生

存。早年，海島的居民無法克服風浪的天然災害，退而求其次

只好仿照陸上的圍籬畜牧的方式，在海岸地區圍石，設陷阱引

魚入甕的方式求生；在潮間帶順乎潮汐，疊築石堤以阻擋魚群

退路的石滬，這種捕魚法無疑是當今人類最原始的捕魚方法。

它確實也是我們老祖先智慧的結晶；最安全、最省力，在礁棚

上所創造一種特殊的漁撈文化。 

四、石滬建造的地理條件:  
老祖先建造石滬的時候，大致考量的地理條件有四點： 

(一)海岸延伸到外海的海底平面傾

斜度不宜過大。 

(二)石滬底部的海平面地質必須堅

硬。 

(三)海岸附近需有構築用的石頭以

做為建造石滬的材料。 

(四)海域的潮差必須適宜。 

五、探索石滬建築構造  

   (一) 建築構造思維  

溯源人類的工程，不難發現其實在自然界自有一套循環的

方式，如何將自然的循環運用在適合當地的生存的法則下，不

但符合資源有限的現代建築需求，同時也提升整體社會的永續

發展。 

綜觀許多人類先祖們的建設，往往師法自然、就地取材，

和當地的土地、生態保持和諧共存的關係。台灣先民在科技與

交通不發達的年代，因地制宜巧妙地運用自然界素材在各種建

設的智慧，令後人讚嘆。建材會依照各地民情與材料取得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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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有所取捨，這些建材混合的成分比例多依賴老行家經驗而

有所微調，因此展現出當地文化多樣性背後的建築智慧。 

在種種天然素材的工法並未使用鋼筋與水泥，相較於鋼筋

混凝土，建物不但取材方便、經濟實用，更重要的是，這些來

自於自然的素材可以回歸自然界的循環。除了就地取材，先民

的建築思維。自有一套屬於當地配合自然運行的文化機制，以

配合變幻莫測的自然環境共生共存。 

石滬，是地球上少有的水中建築物，石頭是石滬取材中既

天然又符合在地生態的建材，也創造出更多的生物棲息空間。

這種遵循自然，與文化相依的建築思維，其實在所有建造石滬

漁村聚落中也看得見。 

說到堆石頭，許多漢人先民來台開疆闢土之初，巧妙運用

石頭或石塊的能力，和早期排灣族的房舍建築有異曲同工之

妙。這些砌石工程常見於台灣傳統建築的地基、圍牆、水圳、

與梯田。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傳統農漁村常見的設施，巧妙運用

石材之間疊砌的方位與接觸表面的摩擦力，隨著四季膨脹收

縮，一顆顆緊密咬合。 

這些傳統工程撐過甲子的比比皆是，水泥完全派不上用

場，卻比水泥耐久堅固又防震，遇到大水，可以從砌石縫流走，

減少泥土沖刷不至於成為土石流。砌石技術運用在石滬捕魚，

成為一種特有的產業。怎麼捕呢？將石材在礁硼上堆砌成矮

牆，稱之為「石滬」。漲潮時，魚群順著海流游入，在退潮時被

陷在石牆內無法游出，石滬內積水處就可輕易捕捉魚兒。 

這項工程涉及當地人對於在地海岸生態系的了解與掌握能

力，除需考量設置地點、水流、與當地漁產的習性外，疊石的

石材與方向上因需求而略有差異。加上和當地人的生計緊密相

連，為此也發展出管理與維護這項建設的組織。 砌石工法的原

理相同，卻因不同的材質，不同地理的生態條件，發展出迥異

卻又符合當地需求的特色，同時也讓人在自然運作體系當中安

身立命，並仰賴自然資源維生。不論從當代建築美學或生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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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審視，皆與原始地景更能契合。然而隨著了解傳統工法的老

人家陸續凋零，這些智慧也大量消失，我們不禁該思考如何將

這些寶貴的文化資產融入當代工程主流的思維體系，以延續這

些自然工法大智慧？ 

(二)石滬建造方式 

石滬的堆砌過程是長久，而且辛苦，更需要多人團結合作

才能完成的。首先，將願意一起填滬的人糾集起來，選定適當

的填造地點，訂定嚴格的契約，選定吉日，才開始動工填造。

由於填造並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進行，必須利用天氣比較好的

季節，才可填造，所以填一個石滬往往要好幾年，甚至十幾年

才能完成。石滬建造的形狀，剛開始大都以半圓形為主，後來

覺得不足需要，在滬內增加滬牙，增加漁獲量，但仍然有限，

在人力足夠下，改建或新建成漁獲量較多有滬目的石滬。 

堆疊石滬需要技巧，滬石該如何疊才不會毀於潮汐的沖

蝕，這可是專門的學問，石滬堆完之後，也要長期維護；如果

不維護或是任由崩落，隨著潮汐日日夜夜的敲打，石滬終將漸

漸失去其捕魚功能。 

石材:  

1. 大多就地取材，在岸邊搬運大小不一的鵝卵石。 

2. 靠個人或多人分工合作搬運。 

   

施工時段:  



 

9 

1. 農曆四至五月最為適合，此時東北季風已近尾聲，颱風也不

多，潮間帶作業較為穩定。 

2. 建造與修補石滬的時段，均依潮水漲退之時間來決定，每日

有兩次的漲退潮。原則上退潮時較方便進行填滬的工作，然

而若遇到需要搬運大量石材時，則會利用漲朝時以至沿岸處

採石來運送石材至填滬處。此外，利用潮水尚未完全退盡時，

可藉助水的浮力來搬運石滬周圍之較重的石材；此時考量人

工搬運石材的姿勢，潮水位置以位於腹胸部之間為佳。 

工法:  

1. 由於石滬之穩固主要是依靠石頭本身重量之交互壓擠所形

成，因而石頭直立比平放要來的有效。 

2. 石滬的滬堤是以大石頭包小石頭的方式堆疊，這樣的工法，

每當海水退潮時海浪撞擊石滬，大石頭不為所動，安穩的站

立在原位，小石頭卻因受海浪撞擊而產生聲響，讓魚群嚇得

不敢逃走，這真是充滿了巧思的智慧設計。 

3. 石滬的構造形式並非在完成後就定型，而會隨著時間變化成

長。主要是日後海中的附著性動物–「笠藤壺」，會生長於石

材之間的縫隙上，待其錐狀的甲殼生成後，便會增加石材間

的摩擦力，而使得結構更為穩固。 

收穫時間: 

退潮，是石滬主人前來「巡滬」捕撈收獲的時間，在石滬內

巡滬捕魚，一定要配合潮汐，水退到一半就可看出是否有魚要

不要下網，水退到太低則會容易卡沙石不好牽網。 

石滬撈魚方式: 

須由工作人員事先準備，再現場操作示範  (工具如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9B%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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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叉網操作示範圖 (一)         手叉網操作示範圖(二) 

巡滬口訣: 

口訣就是；「初一十五中午滿，初十二十五中午滬」，滿就是

海水滿潮，就是海水低潮可以下滬抓魚，潮汐高低每日較前一

天遞減，一天慢 48 分，依此類推，即可精準算出正確潮汐。 

   

形狀: 

採北高南低方式建造成弧形或倒 L 型，設有 1 或 2 個石頭疊

砌而成的排水孔。因為是併排，所以看起來像ㄇ字型，石滬依

北高南低方式建造，主要原因在於這裡的風浪多從北方來，滬

中水窪北方迎風浪較高，南方背風浪較低，形成迴流，才容易

留住衝向海岸的洄游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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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滬名稱 

  石滬建造完成後，該給它一個名稱，而我們的老祖先往往

依它的形狀或特徵來命名，如形狀像畚箕，就取名「畚箕滬仔」；

石滬內有兩礁石像奶頭，就取名「奶頭滬仔」；整座石滬的鵝卵

石又粗又大，就取「粗石」；滬深且可停靠船隻，取名「船仔頭」；

很難到達，就取名「蹋仔」等。 

  溯源人類的工程，不難發現其實在自然界自有一套循環的

方式，如何將自然的循環運用在現代建設，不但符合資源有限

世代的建築需求，同時也有助提昇整體社會的永續發展。綜觀

許多人類先祖們的建設，往往師法自然、就地取材，和當地的

土地、生態保持和諧的關係。台灣先民在科技與交通不發達的

年代，因地制宜巧妙地運用自然界素材在各種建設的智慧，令

後人讚嘆。 

  先民們具有因地制宜並強調建設應與環境互動良好的觀

點，如先民們有許多外人無法理解的禁忌或傳說，其實是老祖

先們與環境互動的結晶智慧，同時可規範子孫和自然互動模

式，在這互動下可以避開違反自然運作所帶來的災難，同時得

以永續在此，透過自身環境與人、環境與生物的互動關係的觀

察，以及對於核心價值的反省，運用當地生產的素材，設計出

適合當地生態循環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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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石滬區潮間帶生態     
     石滬設計及滬內可捕抓到的海底生物石滬是由鵝卵石填

造而成，滬內佈滿礁石，蔓生各類螺類及藻類，由於食物鏈的

牽引，各種魚蝦隨潮汐自然進駐在滬內、外。因此，石滬內外

經常有鮸魚、鐘螺、水尖魚、石斑魚、水母、吻仔魚、午魚、

鱸魚、蟹類…等經濟性魚種吸引漁友採捕，另外冬季還可以採

拾螺類，形成一項重要的地方產業。 

 

 

 

 

 

 (一)螺貝類 

藤壺 

藤壺 

藤壺是每個人在海邊潮間

帶的礁石上、舊船底或漂

流物上都可輕易地發現他

的蹤跡。牠們堅硬的外殼

酷似某些軟體動物，看起

來像是一座座小型的火

山。藤壺與蝦蟹類的親緣

關係相當接近，也具有分

節的附肢。我們所看到的

藤壺成體都是固定不動地

黏附在底質上生活。在藤

壺的生命初期，牠們選定

了某個特定的石頭、木頭或其他堅硬的底質，一旦附著上去，

那兒便成為牠們一輩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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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 

蚵(牡蠣) 

牡蠣產於海水或鹹淡水交界

處，以食浮游生物為生。台灣

牡 蠣 養 殖 究 竟 始 於 何

時 ？ 一 說 是 相 傳 三 百 多

年前，由中國大陸傳至鹿

港以插竹式養蚵；二說是

萱場三郎於西 1899 年發

表 的 「 台 灣 的 養 蠣 事

業」，泉州人來台灣從事

漁業，將牡蠣養殖技術引

進嘉義沿海，是為台灣養

殖事業的開始。  

 

漁舟石螺 

漁舟石螺 

漁舟石螺貝殼呈現半球形，

螺塔低平，殼表有細縱紋

肋，但淺而不明顯。殼表黑

色底，有大小不一的白色雲

斑或條紋，偶而有淡紅色條

紋。殼口面寬平，殼口半圓

形，呈現白色微黃，軸唇處

的滑層發達，有三個左右的

小齒突起，另有大小不等的

顆粒密布，內側有一鉤狀突

起能強而有力地將口蓋封閉

於殼口上，以防鳥類、甲殼

類或其他動物的侵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AE%E6%B8%B8%E7%94%9F%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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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螺 

 

法螺 

法螺科是腹足網盤足目中

十分美麗的一科，貝殼多呈

紡綞形，常有華麗的色彩，

肉食性，齒舌為紐舌型，喜

歡捕食各種棘皮動物，如海

星和海膽，多數分布於溫暖

的淺海，大型的法螺可用來

當號角吹奏，全世界共有一

百餘種，台灣已發現有四十

三種。 

 

 

 

草蓆鐘螺 

 

草蓆鐘螺 

草蓆鐘螺殼表有一連串小

方塊雕刻凸起狀，有立體質

感的美，吃青苔藻類的牠經

常爬行岩壁石礫間，潮水退

去時牠們會躲入岩壁石礫

的縫隙中，等待下次潮水再

出來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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笠螺  

笠螺 

笠螺是軟體動物門腹足綱

的動物，他們外觀的殼看起

來像個斗笠，所以叫笠螺，

笠螺的殼花紋有很多的變

化，其中笠螺圓圓的外形中

間有錐高起，很像斗笠，但

你要捉它可不容易，當你碰

觸它時它會將殼蓋緊縮貼

緊岩壁，讓你怎麼拔都拔不

下來。 

 

 

 

玉螺 

 

玉螺 

玉螺屬(學名:Natica)是一屬

細小至中型的掠食性海蝸

牛。它們最早可以追溯至白

堊紀。殼高約 3 公分餘,殼表

白色而密佈褐色細條紋 ,殼

頂紫黑色,臍孔部白色,口蓋

外緣有二道粗凹溝。常棲息

在潮間帶或潮下帶。玉螺外

表呈球狀,殼口為半月形。內

唇滑層厚,有時呈肋狀,幾乎

把臍孔遮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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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螺 

 

珠螺 

珠螺（學名：Lunella 

coronata），是原始腹足目蠑

螺科珠螺屬 Lunella 的一

種。主要分布於中國大陸、

台灣，常棲息在沿海岩礫或

岩礁的潮間帶，以岩礁上的

海藻生物為食。 

 

 

 

 

 

 

寶螺 

寶螺 

寶螺喜歡在岩壁、消波樁底

部活動，以海藻為食，大退

潮時來不及隨潮水撤退，它

會入消陂樁底部躲藏只要

細心觀察，便可發現長得像

顆雞蛋，棕色，配上許多黑

點，光澤亮麗，光滑外殼的

黑星寶螺。目前數量很少，

偶而才遇見，若你幸運看

到，懇請純觀察欣賞即可，

千萬手下留情別抓走，獨樂

樂不如眾樂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7%8B%E8%85%B9%E8%B6%B3%E7%9B%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7%8B%E8%85%B9%E8%B6%B3%E7%9B%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D%BE%E8%9E%BA%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D%BE%E8%9E%BA%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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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岩螺 

蚵岩螺 

蚵岩螺沒有天敵，退潮時

就地休息不用回到水裏，

目前沒有防治方法，只有

退潮時一顆一顆抓。被蚵

農或在地的居民，將大顆

的蚵岩螺撿拾，用開水川

燙後用牙籤挑出螺肉涼

拌，挑揀完後的空殼會被

丟回海灘，剛好成了寄居

蟹的家。蚵岩螺，故名思

意喜歡在有蚵的岩壁或蚵

串中活動的螺類。 

 

 

 

捲螺 

捲螺 

捲螺-印度扁卷螺（學

名：Indoplanorbis 

exustus）為扁蜷螺科印度

扁卷螺屬的動物，俗名扁

蜷螺。分布於印度、緬

甸、斯里蘭卡、印度尼西

來、泰國、馬來西亞以及

中國大陸的雲南等地，主

要生活於湖泊沿岸帶、池

塘以及沼澤地等淡水和

微鹹水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81%E8%9C%B7%E8%9E%BA%E7%A7%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81%E8%9C%B7%E8%9E%BA%E7%A7%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E6%89%81%E5%8D%B7%E8%9E%BA%E5%B1%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9%87%8C%E5%85%B0%E5%8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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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瓜子 

海瓜子 

海瓜子這些貝類在外形上

除了，竹蟶長得像國畫竹子

的節一樣比較特別外，其餘

不是箕形、圓形、楕圓形加

上厚薄不一樣的殼，迫使它

們選擇不一樣的地質環境

居住。如文蛤、花蛤，它們

殼厚，表面光滑，可減低水

流阻力而不易被潮流沖

走，所以它們選擇鬆軟的沙

質地居住，並且潛藏 3 至

10 公分深。 

 

 

 (二)蝦蟹類 

痕掌沙蟹(斯氏沙蟹) 

痕掌沙蟹 

痕掌沙蟹（學名：Ocypode 

stimpsoni），又名斯氏沙

蟹，為沙蟹科沙蟹屬的動

物。分布於朝鮮東岸及日

本、台灣島以及中國大陸的

廣東、福建、山東、渤海灣

等地，生活環境為海水，多

見穴居於高潮線的沙灘

上，穴道斜而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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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窗蟹(搗米蟹) 

股窗蟹(搗米蟹) 

股窗蟹(搗米蟹)頭胸甲呈

球形的股窗蟹，「股窗」之

名乃因步足的大腿（長節）

內外側面各具有寬扁的卵

形鼓膜而得名。鼓膜內面密

佈血管類似肺泡，可在陸地

上進行氣體交換。在台南縣

較常見的為雙扇股窗蟹及

長趾股窗蟹。穴居於高潮線

下方的沙灘上，洞口常有像

巧克力球的小泥球成輻射

狀遺留於洞口。 

 

角眼沙蟹 

 

角眼沙蟹 

角眼沙蟹角眼沙蟹（學名：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為沙蟹科沙蟹屬的動物。分

布於日本、夏威夷、南太平

洋、澳大利亞、泰國、印度、

紅海、非洲東岸及南岸、台

灣島以及中國大陸的廣

西、廣東、海南島、福建等

地，生活環境為海水，多見

於印度太平洋熱帶區近高

潮線的沙灘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8%81%E5%A4%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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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蟹(兵蟹) 

和尚蟹(兵蟹) 

和尚蟹(兵蟹)短趾和尚蟹

（學名:Mictyris 

brevidactylus），又名和尚

蟹、兵蟹、海珍珠或海和

尚。分布在日本、中國(包

含香港等)、台灣、新加坡

及印尼部分地區(卡拉克隆

島、巴韋安島及安汶島). 

生活在潮間帶沙土的地道

中，退潮時出來活動。雌雄

間沒有明顯差異，需將腹部

打開才能分辨。平均體重約

為 2 克，能夠直立行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8B%89%E5%85%8B%E9%9A%86%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8B%89%E5%85%8B%E9%9A%86%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9F%8B%E5%AE%89%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1%B6%E5%B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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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岩瓷  

日本岩瓷蟹 

日本岩瓷蟹習性及特徵:背甲

的長與寬均約 1 公分左右。

黑褐色表面平滑無毛。鉗腳

寬且厚，腕節基部前緣有一

齒。步腳上有淡色斑紋。屬

異尾類，外型像螃蟹，構造

卻與蝦子相似。外殼扁平無

毛，經常在礫石灘的石縫中

匍匐而行，螯腳比背甲大而

重。棲息於鬆動的礫石灘

地。由於兩只大螯比背甲還

要厚重，舉起不易，因此，

行走時為倒退爬行方式。 

 

平背蜞 

平背蜞 

平背蜞（學名：Gaetice 

depressus）為方蟹科蜞屬的

動物。分布於朝鮮、日本、

台灣島以及中國大陸的廣

東、福建、浙江、江蘇、山

東等地，生活環境為海水，

主要生活於低潮線的石塊

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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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皺蟹(石蟹)  

肉球皺蟹 

肉球皺蟹為扇蟹科皺蟹屬

的動物。分布於日本、夏

威夷、玻里尼西亞、澳大

利亞經印度洋至紅海及非

洲東岸、台灣島以及中國

大陸的西沙群島、海南島

等地，生活環  

境為海水，常見於沿岸帶

的岩石下及石縫中或珊瑚

礁淺水中。 

 

 

 

 

 

司氏酋婦蟹   

司氏酋婦蟹 

司氏酋婦蟹（學名：Eriphia 

smithi）為扇蟹科酋婦蟹屬

的動物。分布於日本、夏威

夷、澳大利亞、經印度洋至

紅海、非洲東岸及南岸以及

中國大陸的海南島、福建等

地，生活環境為海水，常生

活於低潮線的岩石縫洞中

或珊瑚礁叢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7%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7%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8%81%E5%A4%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8%81%E5%A4%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88%A9%E5%B0%BC%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2%99%E7%BE%A4%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7%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7%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8%81%E5%A4%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8%81%E5%A4%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E7%A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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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近方蟹   

肉球近方蟹 

肉 球 近 方 蟹 （ 學 名 ：

Hemigrapsus sanguineus）

為弓蟹科近方蟹屬的動

物。分布於朝鮮、日本、

庫頁島、台灣島以及中國

大陸的廣東、福建、浙江、

江蘇、山東、渤海灣、遼

東半島等地，生活環境為

海水，一般棲息於低潮線

的岩石下或石縫中。現在

成為歐洲及北美的入侵物

種。 

 

 

短槳蟹(石蟳)幼蟹 

短槳蟹(石蟳)幼蟹 

短槳蟹(石蟳)幼蟹為梭子

蟹科短漿蟹屬的動物。分

布於朝鮮、日本、澳大利

亞、馬來群島、新加坡、

印度、波斯灣、紅海、馬

達加斯加以及中國大陸的

廣西、廣東、福建、浙江

等地，生活環境為海水，

常棲息於珊瑚礁或低潮線

附近的岩礁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93%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93%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AB%E9%A0%81%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4%E6%B5%B7%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4%B8%9C%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4%B8%9C%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5%E4%BE%B5%E7%89%A9%E7%A8%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5%E4%BE%B5%E7%89%A9%E7%A8%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AD%E5%AD%90%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AD%E5%AD%90%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AD%E6%B5%86%E8%9F%B9%E5%B1%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BE%BE%E5%8A%A0%E6%96%AF%E5%8A%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BE%BE%E5%8A%A0%E6%96%AF%E5%8A%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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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點黎明蟹  

紅點黎明蟹 

紅點黎明蟹原屬饅頭蟹科

黎明蟹屬，今屬饅頭蟹總科

黎明蟹科月神蟹屬。分布於

朝鮮、日本、澳大利亞、印

度尼西亞、馬來群島、泰

國、印度、紅海、馬爾地夫、

拉克代夫群島、台灣島以及

中國大陸的海南島、福建等

地，生活環境為海水，一般

生活於淺水中沙岸潮間帶

或水深 10-15 米海底上。 

 

 

 

 

鋸緣青蟳 

鋸緣青蟳 

鋸緣青蟳又稱青蟹屬，梭子

蟹科的一個屬。多可食用，

肉質鮮美。 

青蟳屬有四品種，其中最常

見為鋸緣青蟹。青蟳屬常見

於印度洋-太平洋海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2%E5%A4%B4%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2%E5%A4%B4%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6%98%8E%E8%9F%B9%E5%B1%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85%E9%A0%AD%E8%9F%B9%E7%B8%BD%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85%E9%A0%AD%E8%9F%B9%E7%B8%BD%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6%98%8E%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6%98%8E%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7%BE%A4%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B0%94%E4%BB%A3%E5%A4%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85%8B%E4%BB%A3%E5%A4%AB%E7%BE%A4%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AD%E5%AD%90%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AD%E5%AD%90%E8%9F%B9%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4%AF%E7%BC%98%E9%9D%92%E8%9F%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4%8B-%E5%A4%AA%E5%B9%B3%E6%B4%8B%E6%B5%B7%E5%9F%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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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節蝦  

斑節蝦 

斑節蝦體被藍褐色橫斑花

紋，尾尖為鮮艷的藍色。額角

微呈正彎弓形。雌性交接器囊

狀，前端開口，有一圓突；雄

性交接器中葉突出，並向腹面

彎折。體表具土黃色和藍色相

間的鮮明橫斑，尾肢具棕色橫

帶。在波浪較小的海灣內的沙

泥底棲息。主要活動在夜間。

食性為雜食，主要捕食對象為

藻類、貝類、多毛類、小魚等。

天敵除了人之外還有黑棘

鯛、章魚等。 

  

 

槍蝦 

槍蝦 

鼓蝦又名槍蝦，在飲食領域叫做嘎

巴蝦，顏色呈泥綠色，擁有一對一

大一小的蝦螯，身長約 5 厘米，但

巨螯的長卻達約 2.5 厘米。卡搭蝦

獵食時會將牠的巨螯快速合上，將

獵物如小魚、小蟹震懾、擊昏，甚

至殺死。這道高速水流會觸發空穴

現象，成形一個極微小的低壓氣

泡，當水壓回復正常，氣泡會崩裂

並發出劈啪聲，鼓蝦因此得名。鼓

蝦也被稱為「共生蝦」，原因是牠

與蝦虎魚奇妙的共生關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BB%E7%B1%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7%B1%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AF%9B%E9%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5%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B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A3%98%E9%AF%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A3%98%E9%AF%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A0%E9%B1%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7%A9%B4%E7%8F%BE%E8%B1%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7%A9%B4%E7%8F%BE%E8%B1%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D%A6%E8%99%8E%E9%AD%9A%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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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魚類 

河豚 

河豚 

河豚科的哺乳動物。河魨，

具有劇毒河魨毒素，須經過

仔細處理方可食用 

 

 

 

 

 

 

 

 

蝦虎魚 

蝦虎魚 

蝦虎魚是魚類中最大的科

之一，已知品種超過 200

種。絕大多數體型細小短於

10 厘米。蝦虎魚類最突出

的形態特徵就是其腹鰭癒

合成一吸盤狀。經常可以看

到野生的蝦虎魚以吸附在

岩石或珊瑚上，在水族箱中

它們也很吸在魚缸的玻璃

上。蝦虎魚基本上生存於淺

海環境，包括潮間帶水坑、

珊瑚礁和海草牧場，也大量

存在於海水和河口棲息

地，包括河流下游、紅樹林

濕地和鹽沼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8%B1%9A%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9%AD%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9%AD%A8%E6%AF%92%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1%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8D%EF%BC%88%E7%94%9F%E7%89%A9%EF%BC%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9%97%B4%E5%B8%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E7%A4%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8%8D%89%E7%89%A7%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B3%E6%B5%81%E4%B8%8B%E6%B8%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A2%E6%A0%91%E6%9E%97%E6%B9%BF%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A2%E6%A0%91%E6%9E%97%E6%B9%BF%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90%E6%B2%BC%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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鯔魚   

鯔魚 

鯔魚又稱烏魚，俗名青頭仔（幼

魚）、奇目仔（成魚）。本魚體

圓而長，頭部略扁而尾部稍側

扁。成魚之脂性眼瞼發育完

善，有時將瞳孔完全掩蓋。主

上頜骨不向下彎至前頜骨下

方。背部中央無隆起稜脊。體

側有 6 至 7 條暗色縱帶，胸鰭

基部上半 1/2 處有一黑色斑

塊。具有巨大的背鰭上有硬棘 4

枚和軟條 8 枚，臀鰭鰭條 8 枚。

整個身體有櫛鱗，並常有黏液

分泌，以增加保護性。其身體

無側線。 

 

(四)藻類 

海綿 

海綿 

海綿是多孔動物門為原始的

多細胞生物，也稱海綿動物

門，一般稱為海綿。海綿的

體型多種多樣，小的不過幾

克，大的卻有 45 公斤，最大

的海綿跨度能有 4.2 米。海綿

的顏色同樣是豐富多彩。海

綿沒有神經系統，但海綿細

胞共同捕食、分工消化，所

以被認為是動物界器官形成

的開始。大多為雌雄同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BC%E7%9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E%B3%E5%AD%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B4%B0%E8%83%9E%E7%94%9F%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B%8F%E7%B3%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C%E9%9B%84%E5%90%8C%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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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葵 

海葵 

海葵是海葵目六放珊瑚亞

綱的一目。雖然海葵目動物

看上去很像花朵，但其實是

捕食性動物。這種無脊椎動

物沒有骨骼，錨靠在海底固

定的物體上，如岩石和珊

瑚。它們可以很緩慢的移

動。海葵非常長壽。寄居蟹

有時會把海葵背在背上作

為偽裝。珊瑚也利用觸手捕

捉小動物,牠像植物,但牠其

實是動物。海葵形態，顏色

和體形各異。 

 

 

 

無節珊瑚藻 

無節珊瑚藻 

無節珊瑚藻也被稱為殼狀

珊瑚藻，藻體不具有分節

現象，呈表覆型薄片狀或

厚殼狀，有的種類表面突

起具有瘤狀結構，往往覆

蓋在可附著的基質上，如

岩石、珊瑚骨骼及海藻葉

片等，是堆積成藻礁的重

要關鍵。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D%E6%94%BE%E7%8F%8A%E7%91%9A%E4%BA%9A%E7%BA%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D%E6%94%BE%E7%8F%8A%E7%91%9A%E4%BA%9A%E7%BA%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8%84%8A%E6%A4%8E%E5%8A%A8%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8%84%8A%E6%A4%8E%E5%8A%A8%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A%A8%E9%AA%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5%B1%85%E8%9F%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5%B1%85%E8%9F%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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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藻 

珊瑚藻 

珊瑚藻又名鈣化藻，即珊瑚

藻科。它們的葉狀體堅硬，

原因是在細胞壁中含有石

灰。珊瑚藻一般都呈粉紅

色，有些呈紅色、紫色、黃

色、藍色、白色或灰綠色。

沒有附著的珊瑚藻標本會

形成較為光滑的小球狀或

土灌木狀的葉狀體，大部份

都是殼狀及像岩石的。珊瑚

藻在珊瑚礁的生態上有重

要角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海洋，覆蓋著接近 100%的

岩石下層。 

無節珊瑚藻 

無節珊瑚藻 

無節珊瑚藻是鞏固熱帶珊

瑚礁時，不可缺乏的重要生

物。它們匍匐低矮的身影，

常出現在飛沫帶及礁湖的

溝壑(lagoon)邊緣，每一次的

潮起潮落，都像是一次試

煉，看它們是否能屹立不

搖，堅守崗位。每通過一

次，它們的生活版圖就可以

向海洋推進一點兒。 

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向前邁

進，漸漸地，它們跨出了生

活安逸、寸土寸金的礁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E8%97%BB%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E8%97%BB%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89%E7%8B%80%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E5%A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1%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1%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E7%A4%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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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藻 

珊瑚藻 

珊瑚藻是珊瑚藻中不分

節的一群，是最耐風浪

的。它們的族群常形成厚

實的節瘤，或像蛋殼一樣

將岩石包裹得滴水不

穿，要把它們刮下來，還

不容易呢！所以，若珊瑚

礁是房子的鋼骨支架，這

類群的藻類就像是不可

或缺的混凝土，將鋼骨支

架牢牢的黏合在一起。它

們也會在珊瑚礁的前

緣，慢慢地堆疊，形成突

出水面的結構，為其身後

的眾生萬物遮蔽風浪。枝

節簇雜的有節珊瑚藻，雖

然沒那麼厲害，不畏風

浪；但是，一叢叢低矮錯

落的群體，是小魚、小

蝦，甚至是其他細弱藻類

的最佳避難所，它們像母

親一樣的保護著珊瑚礁

中的弱者，讓它們有機會

成長茁壯。所以，若是我

們要選出有利於珊瑚礁

生物的藻類，珊瑚藻一定

會雀屏中選的。 

 

 

http://info.nmns.edu.tw/algae/more/1-3-1.ht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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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石滬與社區的關係 
石滬建設目的無非是增進人類的幸福，強調節能減碳的社

會，或許更需要重新審視建設如何與自然互益共生。建築有限

的生命物質循環，如何融入自然環境，將有助人類因應氣候變

遷的考驗。除了需要師法自然，觀察敏銳的建築文化之外，建

築設計者對於生活意義的理解，以及和土地互動經驗智慧，也

是重要的關鍵。 

(一) 石滬代表社區血緣組織與地緣組織的一種結合。 

(二) 擁有石滬是早期社區地位的一種象徵：漁獲價格低時，石

滬通常是無田產又無帆船可運貨之人才會閒來無事跑到海

邊填石滬，然隨魚價好轉後，擁有石滬便等於擁有財富。 

(三) 石滬與廟宇的關係，廟宇在漁村社區中是漁民尋求心靈慰

藉的場所，維持廟內的香火鼎盛是漁村社區一項重要的工

作。 

近十年來，由於科技發達漁船機動化，網魚工具與日俱新，

石滬這種傳統的漁法對漁民已不再具吸引力，甚至逐漸為人淡

忘，形同廢墟。石滬產業雖日益沒落，其生態觀光的價值卻不

容忽視。目前政府正極力推動觀光休閒漁業，石滬的生態觀光

正可做為轉型典範，再重振石滬漁業休閒活動生機。 

昔日先人不分春夏秋冬地找地造滬、利用海岸石塊，觀察

潮汐起落規則，想出一種最安全最省力的捕魚方法--石滬，早年

日夜巡滬，捲衣衲褲的捕撈，確實為沿海居民帶來相當多的財

富。每當我們從高處俯視石滬或置身石滬當中，難免令人發思

古幽情，「石滬是漁具活化石，漁民是石滬活字典」的傳奇故

事，永安海濱有「北藻礁、南石滬」美譽。目前，新屋石滬

依循著自然法從古至今屹立不搖於此，必有其因應之道，身為

後人的我們應珍惜並維護之。眼前，新屋石滬群的凋零有待後

人努力維護，將這漁具活化石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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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石滬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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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屋潮汐表 

潮別 日期 滿潮時間 乾潮時間 

大潮 

1 16 11:00 4:48 

2 17 11:48 5:36 

3 18 12:33 6:24 

中潮 

4 19 1:24 7:12 

5 20 2:12 8:00 

6 21 3:00 8:48 

7 22 3:48 9:36 

小潮 

8 23 4:36 10:24 

9 24 5:24 11:12 

10 25 6:12 12:00 

長潮 

11 26 7:00 12:48 

12 27 7:48 1:36 

13 28 8:36 2:24 

14 29 9:24 3:12 

15 30 10:1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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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石滬工作假期上工表 

 

季節 流水 農  曆  日  期 

春末 
上午流 6、7、8、9、21、22、23、24 

下午流 1、2、14、15、16、17、29、30 

夏季 

上午流 4、5、6、7、8、19、20、21、22、23 

下午流 3、18 

秋季 

上午流 4、5、6、7、8、19、20、21、22、23 

下午流 1、2、15、16、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