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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的多樣性

國內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的
多樣性、研究、及保育展望

黃世彬

從首次被納入國內野生動物保育名錄的鰕虎
魚類說起

依據農業部在2023年10月24日公告的陸域保育類野生

動物名錄第五點修正規定（文號：農林業字第1121701494

號），計有14種淡水魚被增列為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其

中的9種是臺灣原生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砂棲瓢眼鰕

虎、尾鱗銳齒鰕虎、明仁枝牙鰕虎、棘鱗韌鰕虎、布納加

亞韌鰕虎、奇吉木納韌鰕虎、新喀里多尼亞韌鰕虎、棉蘭

老韌鰕虎、及巴拉望紅韌鰕虎），這是鰕虎魚類首次被納

入野生動物保育名錄。

鰕虎魚類的鑑定與識別相當困難，因此在今年度，

筆者受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委託，編製「臺灣保育類

及其他稀有河海洄游鰕虎科魚種鑑定手冊」一書，以圖文

並列的方式介紹本次保育類野生動物修正規定中新增的11

種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包含分布於國外的兩種）及分布

在國內外的20種非保育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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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手冊的出版，協助主管機關及執法人員準確且快速地

辨識受保育的野生鰕虎魚類。該書已於2023年10月由中

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出版。無論是新近被列入保

育的鰕虎魚類，或是其他臺灣原生的非保育河海洄游鰕虎

魚類，牠們仍是國內溪流生態中較鮮為人知的一群，因此

特撰此文，把這群在河與海之間洄游的鰕虎魚類介紹給讀

者。

國內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生態與多樣性

鰕虎魚係指系統分類上被歸屬在鰕虎科（Gobiidae）

的魚種，目前計有近兩千種，牠們是多樣性最高的魚類群

之一。大多數的鰕虎魚是海水或半淡鹹水魚類，僅有少數

圖一、 2023年10月24日被公告為保育類野
生動物的奇吉木納韌鰕虎。

圖二、 2023年10月24日被公告為保育類
野生動物的尾鱗銳齒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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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水域中完成其生活史。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的演化

源於海域環境，故稱之為「海源性淡水魚」，此類魚種的

生活史涵蓋了河川及海洋兩種水域環境，其親魚在溪流產

卵並完成授精，剛孵化的仔魚不具備游泳能力，在被河水

帶至海洋並成長至一定階段後，具備游泳能力的稚魚經由

河口上溯至溪流中棲息，最終在溪流的純淡水域或是河川

出海口的半淡鹹水域中成長至成魚。海源性淡水魚在海洋

及出海口的半淡鹹水域中可歷經多達數個月的成長期，當

牠們進入河川的中上游後，可在淡水域中存活多達數年之

久，雖然這些魚種的大部分生命歷程是在溪流或河口中渡

過，但其生命週期仍離不開海洋環境，而「河海洄游鰕虎

魚類」就是這群洄游於河川與海洋魚類的代表之一。

在臺灣，大於270種的鰕虎魚被記錄過，其中有70種

以上被歸類為河海洄游魚類，牠們是臺灣溪流生態體系的

重要成員之一。然而，人們對這群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了

圖三、 在國內僅被記錄過一次的帛琉
枝牙鰕虎。

圖四、 大吻鰕虎是一種典型的河海洄游鰕虎魚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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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卻明顯不足。舉例來說，5種在2023年10月被列為保育類

的原生河海洄游鰕虎魚（布納加亞韌鰕虎、奇吉木納韌鰕

虎、新喀里多尼亞韌鰕虎、棉蘭老韌鰕虎、及巴拉望紅韌

鰕虎）是晚至2021年才被確定是臺灣原生種。國人對這群

鰕虎魚種的陌生，主要的原因是牠們在野外較為罕見，例

如，同樣為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帛琉枝牙鰕虎（Stiphodon 

pelewensis），其在臺灣被觀察到的個體僅在2016年被筆

者於屏東捕獲並描述為新紀錄種，此後在國內未曾有再被

記錄的案例，這個例子突顯部分鰕虎魚種在臺灣的罕見程

度，也表示我們對於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基礎調查及研究

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生活史較一般淡水魚複雜，有

些魚種自海洋進入河川後會停留在河口附近，主要棲息在

河口或紅樹林等半淡鹹水域，阿部鯔鰕虎（Mugilogobius 

abei）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些魚種從海洋進入河川後，只

會在河口區停留一段時間，隨後便進入純淡水域的河段，

並在河川水域中成長、配對、及產卵，這類魚種以東部常

見的大吻鰕虎（Rhinogobius gigas）為代表。雖然河海洄游

鰕虎魚類的大部分生命歷程是在河川中渡過，但是其生活

史的早期仍離不開海洋，牠們在仔稚魚階段的播遷易受洋

流影響，西北太平洋的黑潮及臺灣周遭海域的沿岸流都是

影響其播遷的重要因子。

這種隨著洋流播遷的特性，造成多數的河海洄游鰕虎

魚類擁有廣闊的地理分布，尤其在北自日本，南抵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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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無障礙的河口水域是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繁衍的保障。

圖六、水泥溝渠不適合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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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西太平洋島鏈區，在這個這個廣袤的區域中，許

多河海洄游鰕虎魚種的分布皆橫跨上千公里，包含多個國

家，也因此這類魚種在形成區域性特有種的比例上，遠低

於一生皆在純淡水域棲息，較易受到地理隔離而產生區域

性特有種的初級性淡水魚類。然而，在洋流、地理特性、

及魚種浮游期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部分河海洄游鰕虎魚

仍演化成只生活在臺灣的特有種，分布在臺灣北部的臺灣

吻鰕虎（Rhinogobius formosanus）便是一個實例，而與牠

親緣關係最相近的魚種則分布在日本。

河海洄游鰕虎魚類擁有複雜的生活史，牠們的生活環

境涵蓋海洋與河川，因此對其生活史及洄游等生態研究的

難度頗高；此外，雖然在國內記錄過不少種類，但許多鰕

虎魚種都非常罕見且不易取得；另一方面，鰕虎魚種的鑑

別對非專業人員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上述的諸多因素造成

國內對於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研究多集中在形態或分子親

緣分析，其他的面向，例如生活史、生態、及環境適應等

研究，則皆甚少被探討，但這也表示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

研究仍有許多值得投入之處。

國內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生存危機與保育

如同其他野生動物，臺灣原生淡水魚類的生存威脅

主要來自棲地破壞、外來入侵種競爭、環境汙染、過度捕

撈、及氣候變遷等。這其中以棲地破壞、過度捕撈、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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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對河海洄游鰕虎科魚類的影響最鉅。河海洄游鰕虎

魚類的成魚及幼魚需要往返於河川與海洋，在其棲息河川

的任何施工，包括溪床與邊坡的水泥化及攔沙壩等橫向構

造物的建置，若沒有施行生態友善的工法，都可能會阻斷

鰕虎魚類的洄游路徑，也使溪流環境不再適合鰕虎魚類的

生存。棲地破壞對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影響甚鉅，若沒有

適度改善，最終將造成河海洄游鰕虎魚類消失在整條溪流

之中。所幸近年來，河川治理工程的規劃與設計已逐漸加

入生態友善的觀念，透過生態友善的新營造溪流工程，或

是適度改建舊有工程以符合洄游魚類的繁衍所需，相信這

圖七、溪流中過高的橫向構造物阻礙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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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對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的保育應有所助益。

過度捕撈是國內河海洄游鰕虎魚類在近年來所面臨的

普遍問題。部分河海洄游鰕虎魚類的體色艷麗，或是外型

奇特，常引起不肖人士的大量捕撈，受捕獲的魚隻被飼養

在捕撈者的水族箱中供玩賞，或被大批販賣至水族市場。

根據在水族市場的調查，9種被增列為保育類的臺灣原生河

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都曾被標上售價等待出售，每一尾的

價格從數百元至數千元新台幣不等。這些被標價的魚隻不

僅來自國內，也有來自國外水域，所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

失與威脅，遍及國內外多個國家。幸而國內保育主管機關

已經公告9種原生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類（砂棲瓢眼鰕虎、

尾鱗銳齒鰕虎、明仁枝牙鰕虎、棘鱗韌鰕虎、布納加亞韌

鰕虎、奇吉木納韌鰕虎、新喀里多尼亞韌鰕虎、棉蘭老韌

鰕虎、巴拉望紅韌鰕虎）以及兩種國外受脅河海洄游淡水

鰕虎魚類（異齒龍韌鰕虎、沃森氏韌鰕虎）為受法令保護

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相信在法律的保護及主管機關的監控

下，不法的採集行為將被有效地遏阻。

氣候變遷是河海洄游鰕虎魚類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其

所帶來的問題包括降雨量減少或不均而使溪流乾涸，而生

態不友善的溪流工程往往會讓河川乾涸的問題雪上加霜，

例如河床高度因設計不當的橫向構造物而抬升，如果又遇

到降雨量減少，溪流水便有可能沒入溪床底下形成伏流，

使得溪流更容易發生乾涸。一般而言，小型溪流的水量較

少，因此相對於水量較豐沛的中大型溪流，小型溪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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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威脅更大。此外，氣候變遷也可能會影響洋流

的流向與規模，而洋流改變將對各種河海洄游淡水鰕虎魚

類仔稚魚的播遷造成根本的影響。

臺灣擁有多樣的河海洄游鰕虎魚種，牠們是我國溪流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自然資源，這些魚種的存在也證實臺灣

與其他西太平洋島鏈在生態上的共通性與關聯性，為我國

引以為傲的豐富生物資源立下了一個最好的註解。棲地破

壞、過度捕撈、及氣候變遷等威脅因子也提醒我們，保育

珍貴的河海洄游鰕虎魚類仍有很大的挑戰，為應對這些挑

戰，保育主管機關與學界的合作，應針對各項危害因素與

基礎生態習性進行相關的研究，並進一步研擬相對應的保

育策略，亦要教導一般民眾杜絕購買不明來源的魚種、積

極參與溪流環境的維護、及遵守野生動物保育法的規範，

讓我們一起守護這群努力不懈，洄游於河海之間的不凡小

勇士吧。

後  記
本文作者長年來參與國內各地的魚類生物多樣性研究及水域

生態調查研究工作，因而對國內魚類的現況與其所面臨的問題有

深入的認識。有感於國內部分魚種在物種存續上飽受威脅，近年

來也協助保育主管機關進行國內瀕危魚種的保育及復育工作。除

了從事研究之外，更希望能妥善利用這些科學資訊來幫助國內各

種亟需保育的魚種，以擺脫其現有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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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隸屬於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

究中心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擔任資

深經理一職，在館內主要負責魚類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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