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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感謝晨星出版社的邀請，為這本《台灣淡水及河口魚圖鑑》寫序及

審查，讓我有機會再來多認識一些台灣淡水魚的新發現和新知識。過去

我曾為多本台灣淡水魚圖鑑類的書籍寫過序，但多半是已相識的作者本

人，而此書的作者高瑞卿及周銘泰二人則與我素昧平生。但遺憾的是高

先生在此書尚未完成出版前，即因野外調查時意外過世，讓弟亦無緣再

去結識這位熱愛淡水魚的朋友，實在令人遺憾，所幸銘泰兄為告慰高先

生在天之靈，仍能獨立將此書編撰完成並付梓出書，其重諾之情誼亦令

人感佩。

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所收錄的魚種高達三百種之多，可說是坊間不

下十本同樣是在介紹台灣淡水及河口魚類的圖鑑中，物種最多最為齊全

的一本。書中各種魚類的生態照片拍攝亦十分清晰，文字說明亦淺顯易

懂，物種鑑定之正確性亦高，由此可見作者在淡水魚的野外採集、觀

察、辨識及收集整理相關資料上所投入的心力甚多，使此書成為一本值

得購買與參考介紹台灣魚類的書籍。特別是書中所收錄的40餘種台灣

尚未發表的新記錄種或可能尚未被描述過的世界新種在內，作者還特別

加入一些特寫照片來呈現局部的型態特徵，這對從事分類研究工作而言

亦有其學術參考價值。如果這些魚種能夠有標本，包括酒精或組織標本

的留存，並能與學界合作再進一步的確認及發表，則將更具其價值及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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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淡水魚種究竟有多少？從過去在1986年《台灣淡水魚類》的

90種，1991年《溪河池釣的魚》的150種，《台灣淡水及河口魚類誌》

的224種，到本書的近300種。此數量的直線上升，實令人一則以喜、一

則以憂。喜的是知道台灣居然還有這麼多的淡水魚種依然生活在這塊土

地上，這應是由於過去調查研究還不夠透徹，從事魚類分類工作的研究

人才仍然不足的緣故。當然種數的增加也是因為一直不斷地有分類學家

在發現或發表新種，之後，才能被大家所認識和記錄下來。但另方面也

令人感到憂心的是，這許多尚未被發表的魚種應該都是稀有或罕見的魚

種，如果再不趕緊去深入調查研究，了解牠的分布範圍、生態習性並監

測其族群之變動狀況，很可能在牠們尚未被評估是否應列入瀕危物種或

紅皮書之保育類名錄內時，即已銷聲匿跡了，或是被人為因子的非法捕

撈、汙染、棲地破壞和外來入侵種等等原因所趕盡殺絕了。

台灣淡水魚的保育，這些年來由於民眾保育意識提升，社區自發性

的封溪護魚行動、汙染整治、下水道的建設、野動法在保育物種名錄之

修訂、紅皮書之出版、以及加強管理取締工作等等，都使得台灣淡水及

河口的生態有好轉的跡象。惟獨宗教的不當放生及觀賞魚和養殖魚種，

常未經合法管道引入外來種，仍對本土河川生態造成很大的破壞。希望

政府主管單位及民眾能大家一齊努力，積極謀求改善之道，讓這些生活

在台灣河川湖泊或河口的淡水魚類，能永續地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

謹識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院兼
系統分類與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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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老爸熱愛釣魚活動，小時候常常見他到一些溪流中釣獲許多

肥美的漁獲，或與一些釣魚友人大談釣魚經，談論內容不外乎是所釣的

魚體型多大，或是發現某些釣點有大苦花、大石 賓，那時耳濡目染的我

漸漸地也被釣魚這項休閒活動所深深吸引。記得筆者高中時期最常去的

就是淡水河系的南北勢溪及基隆河等地。當時的魚兒又大又肥，15公分

以上的粗首 、20公分的大石 賓、30公分的大苦花比比皆是，曾幾何

時，台灣的溪流由於天災、人為的濫捕、外來種的入侵及河川整治，使

得魚兒的棲地漸漸消失，魚類資源已大不如前。近年來，為了維護魚類

資源的永續經營，溪流也開始實施封溪護魚政策，然而所得之成效還是

無法與從前相比擬。由此可知，若不好好保護台灣的淡水魚類資源，相

信若等到失去了再要來恢復，恐將困難重重。

近年來，台灣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淡水魚類的活體圖鑑，由此可知

在喜歡原生魚類之民眾不在少數，筆者有幸與任職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所森林生物組的高瑞卿大哥應晨星出版社之邀，共同撰寫這本

台灣淡水魚類圖鑑，深感榮幸。

這本書筆者與高大哥耗時了4年時間，走遍台灣各地的大小溪流進行

淡水魚類的探索，書中記載了台灣300餘種的淡水及河口魚類。不幸的

是，在這圖鑑即將完成之際，敬愛的高大哥於2010年8月初的一次水生

生物調查中不慎失足溺水過世，當時得知這噩耗後，一度以為是高大哥

的學弟妹在開玩笑，久久無法相信。

▉ 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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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那段共同努力的日子，記得有一次我們坐在台北林業試驗所

附近的南機場吃著海鮮相互討論著這書架構，說要在2010年完成這本

書，當時高大哥告訴筆者，魚是他最喜歡的生物之一，探索台灣淡水魚

類進而出本圖鑑一直是他的心願之一，然而他在這心願還未完成時就這

樣走了，實在讓人感到遺憾。不過為了完成與高大哥之間的心願，筆者

還是會繼續努力將這本書完成，以告慰高大哥在天之靈。

筆者與逝世作者雖然皆不是淡水魚類專家，但有著對淡水魚類的認

真與執著，當中有許多內容是筆者在長期觀察中的一些看法及魚類鑑別

經驗，甚至收錄了台灣第一次見到或是未曾描述的物種介紹，筆者非學

術出身，撰寫此書時為求資訊的正確及避免缺漏，也參考了不少國內外

相關書籍，若書中有些錯誤或疏漏，還請各位先進不吝能提出指教，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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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特徵

體 

長

形態特徵

體 

長

體延長，前部圓筒形，後部側

扁。背緣淺弧形，腹緣平直。頭長為

體長1/3，雄魚頭部較大，頰部具紅

褐紋或紅斑點。眼上側位，眼前緣有

一紅紋，眼下有一紅斜紋。項部有4
條縱向紅紋。吻長大於眼徑。口前

位，斜裂，上頷與下頷略等長，上頷

骨可延伸至眼前部下方。

體呈黃棕色或黃褐色。雄魚腹

部白色，雌魚藍色。體側具8條黑褐

橫帶，並布滿紅褐斑點。背鰭2枚，

第一背鰭具點紋，有些個體有藍斑。

第二背鰭具6～8條紅褐點紋，鰭緣黃

色。胸鰭下部有3條弧形紋。腹鰭呈

吸盤狀。臀鰭與第二背鰭同形。尾鰭

雄魚具有明顯的紅褐點紋，鰭緣黃

色。

兩
側洄游型魚類，仔稚魚漂浮期頗長，成長至一定大

小時會上溯於溪流中，故河流全段都有可能出沒。

原為蘭嶼特有種，不過筆者在恆春半島有發現3尾紀錄。

主要活動於河口未受汙染的溪流中，喜愛棲息於稍有流

水的瀨區，常躲於石縫當中。具領域性，性情頗兇。偏

肉食性，以水生昆蟲、小型甲殼類、小魚等為食。

可達9cmRhinogobius lanyuensis蘭嶼吻 虎

體延長，前部圓筒形，後部側

扁。背緣淺弧形，腹緣平直。頭長

為體長1/3。眼上側位，眼間距具紅

紋，眼間距小於眼徑，眼前緣有一紅

紋，眼下緣有一斜紋。吻圓鈍。上頷

較下頷前突，口斜裂，口裂延伸至眼

前部下方。頰部具少許斑點。項部有

斑紋。

體呈乳黃色或黃棕色，體側布

滿橘紅色斑點。背鰭2枚，鰭緣帶

黃。第一背鰭接近基底鰭條紅褐色，

鰭膜淡紅。第二背鰭具3～4列點紋。

胸鰭長圓形，接近基底有2條紅紋，

鰭膜黃色。腹鰭呈吸盤狀。臀鰭與第

二背鰭同形，鰭膜微紅，具紅斑紋。

尾鰭長圓形，具4～8列點紋，外緣鰭

膜微紅，鰭緣黃色。

棲
息於河川中上游的底棲性魚類，活動於溪流的潭

區、較為平緩的瀨區與淺瀨區，有築穴產卵習性，

領域性強，受驚嚇時會躲入小石縫中。肉食性魚類，以

小魚、小型甲殼類及水生昆蟲為食。

可達8cmRhinogobius henchuenensis恆春吻 虎

恆春吻 虎（雌）。 蘭嶼吻 虎（雌）。

特有種特有種

虎
科

304

別名

虎
科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305

別名

海
源
性
淡
水
魚

棲息

環境
溯河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離島蘭嶼，東南部恆春半島有

3尾發現紀錄。
狗甘仔

棲息

環境
溪流中上游分布 台灣恆春半島狗甘仔

台灣山高水急，因此淡水區域不是很廣大，且受到內

陸的不斷開發，使得適合淡水魚類棲息的環境受到侷限，

然在這塊寶島上，我們依然孕育了豐富的魚類資源。

如何

使用本書

介紹有關該魚種的棲

息活動環境、生活習

性、防禦方式及攝食

種類。

主文

說明該物種的別名、

分布地及棲息環境，

以便讀者查詢。

資訊欄

以鹽度耐受度來分，

將其分為：

1. 初級性淡水魚：通

常生活於淡水水域

中。

2. 次級性淡水魚：通

常棲息於淡水水域

中，偶爾能進入汽

水域或海水中活

動。

3. 周緣性淡水魚：能

棲息於海水、汽水

域或者是淡海水雙

棲的魚類。

提供該種所屬科名以

便物種查索。

科名側欄

側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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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特徵

體 

長

形態特徵

體 

長

體延長，前部圓筒形，後部側

扁。背緣淺弧形，腹緣平直。頭長為

體長1/3，雄魚頭部較大，頰部具紅

褐紋或紅斑點。眼上側位，眼前緣有

一紅紋，眼下有一紅斜紋。項部有4
條縱向紅紋。吻長大於眼徑。口前

位，斜裂，上頷與下頷略等長，上頷

骨可延伸至眼前部下方。

體呈黃棕色或黃褐色。雄魚腹

部白色，雌魚藍色。體側具8條黑褐

橫帶，並布滿紅褐斑點。背鰭2枚，

第一背鰭具點紋，有些個體有藍斑。

第二背鰭具6～8條紅褐點紋，鰭緣黃

色。胸鰭下部有3條弧形紋。腹鰭呈

吸盤狀。臀鰭與第二背鰭同形。尾鰭

雄魚具有明顯的紅褐點紋，鰭緣黃

色。

兩
側洄游型魚類，仔稚魚漂浮期頗長，成長至一定大

小時會上溯於溪流中，故河流全段都有可能出沒。

原為蘭嶼特有種，不過筆者在恆春半島有發現3尾紀錄。

主要活動於河口未受汙染的溪流中，喜愛棲息於稍有流

水的瀨區，常躲於石縫當中。具領域性，性情頗兇。偏

肉食性，以水生昆蟲、小型甲殼類、小魚等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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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延長，前部圓筒形，後部側

扁。背緣淺弧形，腹緣平直。頭長

為體長1/3。眼上側位，眼間距具紅

紋，眼間距小於眼徑，眼前緣有一紅

紋，眼下緣有一斜紋。吻圓鈍。上頷

較下頷前突，口斜裂，口裂延伸至眼

前部下方。頰部具少許斑點。項部有

斑紋。

體呈乳黃色或黃棕色，體側布

滿橘紅色斑點。背鰭2枚，鰭緣帶

黃。第一背鰭接近基底鰭條紅褐色，

鰭膜淡紅。第二背鰭具3～4列點紋。

胸鰭長圓形，接近基底有2條紅紋，

鰭膜黃色。腹鰭呈吸盤狀。臀鰭與第

二背鰭同形，鰭膜微紅，具紅斑紋。

尾鰭長圓形，具4～8列點紋，外緣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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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
息於河川中上游的底棲性魚類，活動於溪流的潭

區、較為平緩的瀨區與淺瀨區，有築穴產卵習性，

領域性強，受驚嚇時會躲入小石縫中。肉食性魚類，以

小魚、小型甲殼類及水生昆蟲為食。

可達8cmRhinogobius henchuenensis恆春吻 虎

恆春吻 虎（雌）。 蘭嶼吻 虎（雌）。

特有種特有種

虎
科

304

別名

虎
科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305

別名

海
源
性
淡
水
魚

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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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河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離島蘭嶼，東南部恆春半島有

3尾發現紀錄。
狗甘仔

棲息

環境
溪流中上游分布 台灣恆春半島狗甘仔

本書完整收錄台灣305種淡水及河口魚類，除介紹牠們的形態特徵，詳細說明

其體長、食性、活動習性、分布及棲息型態外，另外還記錄了30餘種未描述種及

10餘種新紀錄魚類，帶您全面認識台灣淡水及河口魚類。

詳述該魚種的外部形

態、魚鰭、體色、斑

紋及特殊器官等特

徵，以讓讀者輕鬆掌

握辨識重點。

形態特徵

台灣特有種：一

群自然分布的生

物，僅侷限於在

台灣生長。

台灣特有亞種：

一群自然分布的

生物在鄰近國家

也有分布，但台

灣的族群已再行

演化成有差異但

卻不足以成為個

別種群之生物。

未描述種：生物

種群尚未有學名

或不明確的皆可

稱之。

新紀錄種：分布

區原本不在台

灣，受到非人為

影響，自然出現

於台灣的生物。

外來種：該物種

原本不屬於台

灣，卻以非自然

方式出現並分

布、生長。

特有亞種

特有種

未描述種

新紀錄種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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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魟科 

黃土魟 30

海鰱科 

夏威夷海鰱 31

大眼海鰱科 

大眼海鰱 32

鰻鱺科 

雙色鰻 33

白鰻 34

鱸鰻 35

蚓鰻科 

大鰭蚓鰻 36

鯙科 

長鯙 37

蛇鰻科 

民多羅龍口蛇鰻 38

短身龍口蛇鰻 39

線細龍口蛇鰻 40

食蟹荳齒蛇鰻 41

褐色龍口蛇鰻 42

鯷科 

漢氏綾鯷 44

鯡科 

環球海鰶 45

日本海鰶 46

高鼻海鰶 47

虱目魚科 

虱目魚 48

鯉科 

台灣石  49

菊池氏細鯽 50

鱅	 51

爪哇  52

施氏  53

台灣縱紋鱲 54

屏東縱紋鱲 56

鯽 57

魚類與水域環境	 13

▲

大型溪流	 13

▲

小型獨立溪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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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進入鹽度低於千分之三的淡水域之魚類，不管是產卵、覓食或是

棲息在這水域者，均可稱之為「淡水魚類」。

魚與水的關係密不可分，除了少數幾種能在乾旱環境度過枯水期的魚

種之外，多數魚類在無水狀態下會立刻窒息，短時間內便會喪命。水對魚類

如此重要，但並非所有的水域環境都適合魚類生存，如同陸域環境有高山原

野，水域環境也有不同的風貌與特性，各種棲息環境都為不同魚類所喜好，

即使同樣是不受人類干擾所影響的自然水域，也不見得就適合各種魚類棲

息，例如：受雨季洪水所致，棲息在山區沼澤的蓋斑鬥魚游到水勢湍急的溪

流，或是台灣間爬岩鰍被沖到下游混濁的池塘中，處在這樣難以適應的環境

下，雖然短期內不至於殞命，但魚隻長期以來所積累的壓力，對存活勢必有

負面影響。因此，在自然狀態下，魚類會找尋最適合的環境生存、繁衍，各

種水域環境便伴隨著不同的魚種棲息。因應台灣環境的特色，水域環境大致

可區分為大型溪流、小型獨立溪流、野塘池沼與水田溝渠、湖泊水庫及汽水

域等五類，茲介紹如下：

▲ ▲
大型溪流

擁有廣闊集水區的大型溪流，其所蓄積的水量十分豐沛，斷流情形相當

罕見。大型溪流源遠流長，自溪流源頭至感潮河口，隨著不同海拔高度而有

著多樣的環境變化。從上游開始，高海拔的溪段山高水急、倒木巨礫，溪水

清澈冷冽，且往往座落在森林之中；再逐漸往低海拔的中下游前進，溪段進

入丘陵低地，水勢趨緩，溪底多為小石與泥沙，溪水相對溫度較高且混濁，

並流經人口密集的開發區，如淡水河、大甲溪、高屏溪、卑南溪、花蓮溪等

標準的大型溪流，也是台灣重要的市鎮地所在。

通常棲息在大型溪流的魚類主要為陸封型的成員，少數為洄游型，

上、中、下游各有不同類型的魚類棲息，上游溪段魚類適應低溫、清澈

且巨石林立的環境，因此主要分布魚種為以石頭上的附著藻為食的 固魚屬

（Onychostoma）與間爬岩鰍屬（Hemimyzon），以漂流無脊椎生物、水棲

昆蟲為主食的鮭屬（Oncorhynchus）與縱紋 屬（Candidia），以及吻

虎屬（Rhinogoius）的細斑吻 虎、紅斑吻 虎與明潭吻 虎等成員；中

魚類與水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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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的清澈溪水。

↑溪哥與石魚賓喜好的緩流。

↑標準的中游溪段。

↑下游底質主要為泥與沙。

游溪段的特性為介於上游與下游之間的緩衝段，魚種有藻食偏雜食的中華

爬岩鰍屬（Sinogastromyzon）與石魚賓屬（Acrossocheilus）等成員，蟲食偏

雜食的有馬口 屬（Opsariichthys）、唇魚骨屬（Hemibarbus）、圓吻 固屬

（Distoechodon）、棘 巴屬（Spinibarbus）等成員，以及蟲食偏肉食的鮠屬

（Leiocassis）、 回屬（Liobagrus）及吻 虎屬（Rhinogoius）的南台吻

虎、大吻 虎與台灣吻 虎等成員；下游溪段的水域環境特色為溪面寬闊，

流速緩，溪床底質以泥沙為主，岸邊多為草本植物，魚種為雜食性的鰍鮀

屬（Gobiobotia）、花鰍屬（Cobitis）、小鰾鮈屬（Microphysogobio）、小

票屬（Puntius）等成員，以及雜食性偏肉食性的吻 虎屬（Rhinogoius）成

員，如下游常見的斑帶吻 虎與極樂吻 虎。

▲ ▲

小型獨立溪流

小型獨立溪流主要分布在台灣南部、東北部與花東，特色為集水區面積

不大，溪流短且水量小，枯水期有斷流現象，由於流域的溪谷窄小，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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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塘池沼與水田溝渠

野塘池沼與水田溝渠接近於封閉的水域環境，最大特色在於流速趨近於

零，水深通常為0.5～3公尺之間。一般而言，野塘池沼的周圍會長有茂盛的

草本植物，水田溝渠則有水稻等作物，兩者的底質皆以泥為主，並沉積許多

有機碎屑物，且由於水體肥沃，營養鹽含量高，故浮游藻類與浮游動物的數

量相當豐富。魚類主要以雜食性的 將魚屬（Oryzias）、鯽屬（Carassius）、

條屬（Hemiculter）、羅漢魚屬（Pseudorasbora）、 旁 皮屬（Rhodeus）、

泥鰍屬（Misgurnus）、鬥魚屬（Macropodus）與肉食性的 白屬（Culter）、

黃鱔屬（Monopterus）、鱧屬（Channa）成員所組成。

↑獨立溪流的林下風貌。 ↑日本禿頭鯊喜好開闊的獨立溪流。

開發、居住與農耕，因此小型獨立溪流常有茂密森林覆蓋且水質良好，不像

大型溪流下游的高汙染水體阻斷洄游路徑，加上鮮少有陸封型魚種棲息，小

型溪流係為洄游魚類的天堂。

雖然小型獨立溪流的長度短，但依據溪流的坡度、距海遠近與植物

覆蓋度等環境不同，每個溪段各有相對應的魚類群聚組成。整體而言，

小型獨立溪流的魚類以藻類、水棲昆蟲與小型無脊椎動物為食，魚種組

成以 虎科（Gobiidae）與塘鱧科（Eleotridae）最為大宗，包含禿頭鯊

屬（Sicyopterus）、塘鱧屬（Eleotris）、頭孔塘鱧屬（Ophiocara）、無

孔塘鱧屬（Ophioeleotris）、裸身 虎屬（Schismatogobius)、黃瓜 虎屬

（Sicyopus）、韌 虎屬（Lentipes）、枝牙 虎屬（Stiphodon）等成員，其

他還包括鰻鱺屬（Anguillidae）、溪鱧屬（Rhyacicthys）、湯鯉屬（Kuhlia）

與腹囊海龍屬（Hippichthys）等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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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泊水庫

大多數的湖泊水庫皆為人工所建造的水域環境，水源為欄蓄溪流而來，

並在水壩固定釋出基流水量，故水體流速雖緩，但相較於野塘池沼，水庫湖

泊並不算是靜止水體。水庫湖泊的蓄水量大，深度可達數米至數十米，除了

在溪流進入水庫湖泊的匯流處偶有溪流魚類出現外，由於開闊的湖面缺乏棲

息地，且湖心深水區域有著一般魚類難以承受的巨大水壓，故湖泊水庫通常

放養大型的經濟性深潭魚種，如草魚、青魚、鯉、白鰱、 庸、鯁魚、團頭魴

等魚類成員。

↑沼澤水色較為混濁。

↑此處溝渠住了許多高體 旁 皮。

↑茂盛的草本植物是野塘的特色。

↑水庫的湖面相當遼闊。 ↑水庫深度遠遠超過水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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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是汽水域的代表植被。 ↑小溪流的鹽度受每日漲退潮影響。

▲ ▲

汽水域

汽水域為溪流河川的感潮段，受潮汐漲退影響，鹽分變化劇烈，因此，

滲透壓的調節是生存在汽水域魚類的重要能力。感潮帶範圍在每處的溪流

河川各有不同，主要受坡度所影響，大型溪流的坡度緩，因此感潮帶可往上

延伸到內陸，距離為數公里至數十公里不等，主要底質為泥與沙，岸邊常可

見紅樹林濕地；小型溪流的坡度較陡，感潮帶僅侷限在溪流入海的一小段匯

流口，通常僅有數公尺至數十公尺，底質通常為碎石與砂礫，岸上多為裸露

地。

汽水域出現的魚種繁多，包含一小部分隨著海水漲潮進入河口的海水

魚，但這些海水魚在退潮後即不見蹤影，所以並不歸類為汽水域魚類。常見

的汽水域魚類成員為虱目魚、海鰱、大眼海鰱、金錢魚、銀鱗鯧，及雙邊魚

屬（Ambassi）、 屬（Terapon）、鯛屬（Acanthopagrus）、 屬（Liza）、

鯔屬（Mugil）、塘鱧屬（Eleotr is）、肩鰓 屬（Omobranchus）、

凹鼻魨屬（C h e l o n o d o n）等魚類，其中數量最龐大的就屬 虎科

（Gobiidae）的擬 虎屬（Pseudogobius）、鯔 虎屬（Mugilogobius）、

彈塗魚屬（Periophthalmus)、叉舌 虎屬（Glossogobius）、鴿鯊屬

（Oxyurichthys）、深 虎屬（Bathygobius）等魚種， 虎科魚類是汽水域的

重要成員，常常一處小面積的水體就有數種的 虎魚棲息其中，魚隻個體更

是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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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縱紋 。↑羅漢魚。

以鹽度耐受度來分，可分為三大類：

▲ ▲

初級性淡水魚類

對於鹽度的忍受力最差，一

生均居住於淡水水域中，故初級性

淡水魚類又可稱之為「純淡水魚

類」。若再以演化來分，又可分成

海源性淡水魚類及陸源性淡水域：

1. 海源性淡水魚類：源於洄游或海

水域而演化成純淡水魚類者，例

如：鮭科的台灣櫻花鉤吻鮭；

虎科的明潭吻 虎、細斑吻 虎、南台吻 虎和短吻紅斑吻 虎等。

2. 陸源性淡水魚類：河川中的純淡水魚類，例如：分布在溪流中上游的台灣

縱紋 、台灣石魚賓、粗首 、台灣鏟頷魚等鯉科魚類；平原性的台灣石

鮒、高體 旁 皮、羅漢魚；鯰科的鯰魚；平鰭鰍科的埔里中華爬岩鰍等。

淡水魚類的生態類型

▲ ▲

次級性淡水魚類

通常棲息於淡水水域中，偶

爾能進入汽水域或海水中活動；例

如：慈鯛科魚類、胎鱂科魚類都屬

於次級性淡水魚類。

↑短吻紅斑吻 虎。

↑吉利慈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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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口區汽水域之魚類：大部分時

間都在海洋中生活，然而某些時

期會在河口區或汽水域產卵、生

長、覓食等行為都可以稱之為此

類魚種，例如：雙邊魚、某些笛

鯛科魚種、鯔科、 參科、 科甚

至是藍子魚科或刺尾鯛科都是此

類型魚種。

▲ ▲

周緣性淡水魚類

能棲息於海水、汽水域或者是淡海水雙棲的魚類都可以稱之為周緣性淡

水魚類。依不同洄游方向與棲息型態又可以分成下列三種：

1. 溯河型洄游魚類：此魚種在淡水

域中產卵。孵化後的仔稚魚由於

泳力極差，順流漂至河口或海

洋，仔稚魚具有長時間的漂浮

期，成長至能上溯之幼魚型態，

上溯至河川中的純淡水域繁衍，

具有上述周期之魚種皆可稱之。

例如：禿頭鯊、黃瓜 虎、韌

虎、大吻 虎、蘭嶼吻 虎、枝牙 虎等都屬於這類型魚類。

2. 降海型洄游魚類：其生活史大都棲息於河川淡水域中，到了成魚之後會降

海進行繁衍動作。繁殖孵化後，仔稚魚隨波漂流至島嶼與大陸的河口區，

然後上溯至溪流或河川之中生活成長。例如：白鰻、鱸鰻。而龍口蛇鰻亦

有可能為此類型。

↑鱸鰻。↑白鰻。

↑黑邊 。

↑韌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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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各部位及相關名詞介紹

↑魚類各部位介紹。（長鰭）

尾鰭 背鰭

臀鰭 肛門
腹鰭 胸鰭 鰓蓋骨

下唇（上頷）

頰部

側線

眼

鼻孔

上唇（上頷）

↑魚類各部位介紹。（黃足笛鯛）

全長

尾叉長

標準體長

背鰭基底長

眼徑

吻長

頭長

體高

臀鰭基底長

尾柄長

尾柄



21

魚
類
各
部
位
及
相
關
名
詞
介
紹

↑  背鰭具硬棘部與軟條部但無缺刻。

（尼羅口孵魚）

↑脂鰭。（香魚）

↑  背鰭具有硬棘部與軟條部的說明。

（條紋雞魚）

↑具2背鰭。（恆春吻 虎）

背鰭軟條

脂鰭

背鰭軟條

第二背鰭

背鰭硬棘 背鰭硬棘

第一背鰭

↑圓斑。（金錢魚）

↑ �頭部至尾部方向的體紋—

縱帶。（台灣馬口魚為例）

↑  背部至腹部方向的體紋—橫帶或橫

斑。（台灣石魚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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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錘形。（何氏棘魚巴）↑  圓柱形。（環帶黃瓜 虎）

↑  �球形。（菲律賓叉鼻魨） ↑  �蛇形。（太平洋雙色鰻）

↑  平扁形。（台灣間爬岩鰍）↑  �側扁形。（短棘魚 ）

體態類型

魚
類
各
部
位
及
相
關
名
詞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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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端位。（尖吻鱸）

↑  �喉位。（兇猛肩鰓魚尉）

↑  �下位。（圓吻魚固）

↑  �胸位。（浪人魚參）

↑  �亞端位。（白頸赤尾冬）

↑  �
�
腹位。（鯉魚）

↑  上位。（翹嘴魚白）

口位類型

腹鰭類型

魚
類
各
部
位
及
相
關
名
詞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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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鰭類型

↑�圓形。（台灣吻 虎）

↑�
�
新月形。（蓋斑鬥魚）

↑�凹形。（灰鰭鯛）

↑無明顯尾鰭。（鱸鰻）

↑�
�
截形。（尼羅口孵魚）

↑�菱形。（丁氏叫姑魚）

↑�叉形。（虱目魚）

↑�尖形或茅形。（維沙亞鴿鯊）

魚
類
各
部
位
及
相
關
名
詞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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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處季風氣候帶上，乾濕季分明，季節的變化成為牽動溪流河川生

物命脈的重要因素之一。整體而言，台灣中北部的降雨較為平均，一年四季

無明顯乾濕季之分，但往南部前進，乾濕兩季越趨分明。在乾季之時，河川

主流僅剩涓涓細流；而濕季之時，大雨傾盆，溪水有如萬馬奔騰。然而，對

於已在台灣溪流河川裡生存千萬年的魚隻來說，乾旱與洪泛的差異就僅止於

水少水多，對魚類族群的生存與繁衍絲毫不構成威脅。

颱風是台灣的自然氣候現象之一，古時對颱風的意象是風大雨大，只

要三兩天避避風頭，雨過天青的大地即會因豐沛雨量而充滿生機。但曾幾何

時，颱風在人們心中已成為一種具有毀滅性破壞力的極端氣候現象。尤其近

年來，颱風帶來罕見的暴雨，洪水挾帶土石，泥石流巨大的破壞力使得居住

在低地平原的人們流離失所，人身安全受到極大威脅，而陸地如此，更遑論

住在溪流河川裡的魚隻們，往往是凶多吉少。

魚類現況與保育觀

↑泥石流侵襲前後的溪流地貌。

before after

魚
類
現
況
與
保
育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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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物種終將會消失在地球上，這是確切且非常緩慢的自然過程，但

現在許多生物所面臨的絕種，是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立即性迫害，因為天然

災害對物種的威脅僅是微不足道的開端，人類活動所加諸的才是物種滅絕關

鍵。以台灣為例，颱風所帶來的強風暴雨，只是推動山川地貌與生物群聚自

然演替的過程之一，但大規模開發山林與都市化，暴雨沖蝕裸露地後形成的

泥石流才是致命的威脅。居住在溪流的魚隻對泥石流毫無招架之力，近乎全

軍覆沒，若有倖存的魚隻，仍需忍受混濁水體對呼吸系統的長期傷害，且日

光難以穿透濁水以供藻類行光合作用，使得做為餌食的藻類、昆蟲與無脊椎

生物的復原遙遙無期；再者，溪流棲地與繁殖場遭破壞殆盡，僅剩單調且流

速強勁的水域型態，沒有可供棲身的緩流或深潭，所以魚隻在惡劣的環境條

件下存活已是極限，有殘存能量成功進行繁衍者更是微乎其微。

↑
�
護魚有成的魚故鄉，洪災後已成黃土一片。

before

after

魚
類
現
況
與
保
育
觀



27

↑�溪水中懸浮的泥沙阻礙魚類呼吸與日

光穿透。

↑  地表逕流的溪水消失，形成看不見的

伏流。

洪患過後，魚隻們的苦難並未結束。由於坡地嚴重崩塌，大量土石覆

蓋在河床上，許多支流在數周後將不見地表逕流水，轉而形成在土石下的伏

流，而地表上少數成為魚隻暫時棲所的水漥與積水，在崩塌河床地上受烈日

長期曝曬，魚隻終因難以承受缺氧與高溫的惡劣環境，短期內將相繼死亡。

此外，水澇過後的工程，更是造成溪流河川水體長期混濁、棲地淤沙的

主要原因，只是疏濬、修堤等工事無可避免，也只能盼望魚隻能夠就近找到

合適的庇護所存活。

從暴雨所帶來的一系列災難，終究歸因於人類活動的干擾所引起。檢

視人類歷史，所有古文明與文化重鎮都構築在鄰近溪流河川的土地上，原因

在於能夠方便取得生存所需的重要民生物資—淡水。台灣也不例外，大型

都市皆座落在大型溪流河川的流域內，但台灣地狹人稠，高密度的人口與產

業，積累了許多的環境壓力，而川流不息的溪流河川，就成了人們直接或間

接宣洩環境壓力的主要出口。

汙染物的排放是破壞溪流河川環境生態最常見且主要的形式，包含家

庭、畜牧、農墾、工業等活動所排放的廢水，在此要強調的是，通稱的汙染

物並非全為有害的物質，其中多為生物所需的有機物與營養鹽，所以低量的

汙染物可藉由河川的自淨能力加以吸收分解，將能量釋放後循環在水生態系

之中。但大規模的市鎮所排放的往往是高量的汙染物，遠大於溪流河川的自

淨負載力，使得水體產生缺氧、汙濁、酸化與優養化等不利魚類生存的環境

條件，長期下來終將使魚類消失在受汙染的溪流河川之中。

魚
類
現
況
與
保
育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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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的是，近年來國內環境生態保育的意識高漲，政府機關與民間團

體陸續進行一系列的生態資源調查，希望掌握生物資源，保護與改善棲地環

境，並擬定合理的保育策略。

↑滿山遍野的芒果園就位在水源保護區內。

↑渠道化的溪流已喪失生態功能。

此外，隨著人口日漸增加，人們的足跡也開始往山林擴展，將森林坡地

闢墾為果樹茶園，坡陡易坍的溪流則以水泥構築補強，人為干擾漸漸的從低

地往高山逼近，隨之而至的是山林與溪流的棲地破壞，魚隻生存的空間也日

漸縮小，在人禍天災接踵而來的情況下，夾縫中求生存成為台灣魚隻當今處

境的最佳寫照。

魚
類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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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流長的山川與不擇細流的江河，如今已有無法承載的哀愁。對於保

護溪流河川的環境生態，除了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積極的治理與補救之外，

唯有宣導環境保育及教育事宜，方能讓環境保護的概念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

言行舉止，達到預防勝於治療之效。

相信人類身為生態系的一員，終將自覺綠野山川才是生命源起的搖籃，

進而珍惜與愛護，並傳承文明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理念，這會是我們

給下一代最好的禮物。

↑保護溪流河川的魚隻，需要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努力。

在現今生態資源調查的物種中，魚類是外來種入侵極其嚴重的一類生

物，如大肚魚、吳郭魚、琵琶鼠、線鱧、類小 巴、爪哇 巴等外來魚種在野外

已有繁殖紀錄，族群量也相當可觀，這些外來魚種透過競爭與掠食，已危害

許多台灣原生魚種的生存，甚至導致部分原生魚種的滅絕。

在此勸導宗教放生團體，善施功德的方式有許多，實無必要購買動物

來進行放生，因為此種行為的深層意義並非施善，而是殺生。然而，相較之

下，外來種入侵所產生的危害是需要時間的，但棲地破壞對魚類的傷害是立

即且致命的，因此，強調棲地保護是當今片刻不得容緩之事，生物可以忍受

水深火熱與飢寒交迫，但絕無法忍受沒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分布狹隘的瀕臨

絕種、珍貴稀有與應予保育的生物，政府除了公告為保育類動物之外，更應

為其出沒地點詳加規劃與管理，並施以法律效力的保護。

魚
類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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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特徵

體 

長

底
棲性魚類，主要出現於沙泥底質海域，具有季節性遷移習

性。夏季時往北移動，冬季則往南移動。在每年春雨時節，

也就是清明前後則會大量出現於西部近海或是河口。尾刺具毒

腺。肉食性，以底棲生物為食。

可達50cmDasyatis bennettii黃土魟

體態平扁，呈菱盤狀。背緣平

直，腹部平扁。體盤寬大於體盤長。

吻部頗尖，吻長為體盤寬的1/4。兩

眼間距頗寬，眼間距大於眼徑但略小

於吻長，眼徑與噴水孔相等。口部頗

小，口吻長大於口吻寬。　

體呈黃褐色，體背中央具一列

小棘。腹部平扁呈雪白色。腹鰭頗

大。尾鰭如鞭，尾長大於體盤長的

2.5倍，具尾刺。

土
魟
科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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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
棲息

環境
河口汽水域分布

台灣東部、西部、南部、

北部、東北部

白肉鯆、白玉鯆、

黃魟、笨氏土魟



形態特徵

體 

長

體延長，前半部呈圓筒狀，後

半部側扁。頭背緣頗為平直。頭部約

體長的1/3。眼上側位，無脂眼瞼。

眼間距有內凹。吻長大於眼徑。口

大，端位，上頷與下頷等長，上頷骨

可延長至眼後下方處。

體背呈青綠色，鱗片細小，體

側與腹部銀白。側線完全，側線稍下

斜後平直延伸至尾柄處。背鰭居背緣

中央偏後處，鰭條上部為黑色，下部

白色，鰭緣黑色，下部鰭膜透明。胸

鰭黃色。腹鰭與背鰭相對，上部鰭膜

黃色，下部鰭膜白色。臀鰭前部鰭膜

白色，後部鰭條微黑。尾柄頗細，尾

鰭分叉深，鰭緣黑色，鰭膜白色。

外
洋性之洄游魚類，活動水層為中上層，通常出現於沙質底的

海岸、沙泥底的潮溝、沿海溝渠、海邊內灣、河口以及河川

下游處。泳力佳、泳速快。此魚不會進入純淡水域，通常會進入

河口與河川下游的為較小之魚體，大型魚體均在外海出沒。肉食

性魚類，以小魚、小蝦為食。幼魚有柳葉型的變態，小型魚以浮

游生物為食。

可達100cmElops machnata夏威夷海鰱

海
鰱
科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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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 海鰱、爛曹
棲息

環境
河口汽水域分布 台灣各地均有



形態特徵

體 

長
可達100cm

體延長，呈側扁狀。頭背緣稍

斜，至背鰭之背緣平直，尾柄長大於

尾柄高，尾柄高約為體高的1/3～1/2
間。頭長略小於體長的1/3。眼大，

具脂眼瞼，上側位。吻短尖鈍。口

大，端位。下頷較上頷突出。口斜

裂，上頷骨可延伸至眼中部下方處。

體背呈青灰色，體側鱗大，無

任何斑點。腹部為銀白色。體高約體

長1/3。側線完全而平直。背鰭最後

之鰭條延長呈絲狀，鰭膜黑色。胸鰭

鰭膜透明帶黃。腹鰭腹位，與背鰭相

對應，鰭膜亦與胸鰭相同。臀鰭前半

部鰭條較長至後半部漸短，基底為黑

色，上半部微黑。尾鰭深叉形，鰭膜

黑色。

近
海之中上層魚類，一般出現於近海內灣、潟湖、河口、河口

紅樹林一帶以及河川下游處，可溯游至純淡水域中。泳力

強，泳速快，是典型的掠食性魚類。此魚呼吸頗為特殊，可用泳

鰾來輔助呼吸，故可忍受低溶氧環境，幼魚有柳葉型變態。屬肉

食性魚類，以小魚、小蝦、浮游生物為食。

Megalops cyprinoides大眼海鰱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別名

32

棲息

環境
河口汽水域分布 台灣各地均有大海鰱

大
眼
海
鰱
科



形態特徵

體 

長
可達100cm

體延長，體態如蛇狀。頭長約

體長的1/7，體前半部呈圓筒狀，肛

門以後則漸側扁。頭大於身體直徑。

吻短而圓鈍，吻前端有一對明顯的鼻

管。眼小，口裂可達眼末下方。口寬

大，前位，下頷較上頷突出。

體有細小之鱗片隱藏於皮下，

表面光滑附黏液。胸鰭短小，呈圓

形，透明無色。無腹鰭。背鰭、臀鰭

與尾鰭相連。身體上半部呈深褐色或

灰褐色。胸鰭至背鰭起點之距離大於

背鰭起點至肛門的距離。背鰭與臀鰭

偏灰色帶透明，無任何之斑點。尾鰭

圓鈍如船槳，顏色則與背鰭、臀鰭相

同。

夜
行性，降海產卵之洄游型魚類，生活史與白鰻類似，只是產

卵地點未知。幼苗從柳葉型變成鰻線後，便會上溯至河口未

汙染的河流中生活。屬肉食性魚類，以魚、蝦、蟹類為主食，幼

鰻則大多以水生昆蟲及小型甲殼類為食。在台灣此鰻並不常見，

見到幼鰻的機會較高，大型成鰻則極為罕見。

Anguilla bicolor pacifica雙色鰻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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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
鱺
科

棲息

環境
降河性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短鰭鰻、太平洋雙色鰻、赤鬚仔



形態特徵

體 

長
可達100cm

體態細長如蛇狀。前半部至肛

門為圓柱狀，肛門以後至尾部稍呈側

扁狀。頭長約體長的1/8。眼小。吻

稍長而尖。口前位，稍斜裂。下頷比

上頷突出，上頷骨可延伸至眼後下方

處。 
體背呈墨綠色或灰色，腹部則

為白色帶些微黃。體表光滑具黏液。

鱗片細小，體側線完全。胸鰭短小而

圓，無腹鰭，背鰭、臀鰭與尾鰭相

連。尾鰭圓鈍。胸鰭後緣至背鰭起點

約等於背鰭起點至肛門間之距離。背

鰭與臀鰭為灰黑色帶透明，尾鰭亦為

灰黑而透明，但鰭緣處則帶些黑色。

夜
行性魚類，屬降海產卵洄游型魚類，成魚棲息於河流中下

游之深潭中。秋天時會下海產卵，孵化之柳葉型幼魚會在

冬末～春初時大量出現於港灣、河口處，經柳葉型變態成鰻線時

會溯溪至河川中生活。白天躲藏於石穴或枯樹中，夜間再出來覓

食，通常以小魚、甲殼類之蝦、蟹等為食。

Anguilla japonica白鰻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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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

環境
降河性洄游鰻鱺、日本鰻、溪鰻 分布 台灣各地均有

鰻
鱺
科



形態特徵

體 

長
可達150cm

棲
息於溪流中上游，通常藏匿於深潭大石之中，屬兩側洄游型

魚類。冬末春初時以柳葉型之鰻苗出現在內灣與河口處，稍

大之鰻線會上溯至溪流成長，河口至下游處則以幼鰻居多。性情

兇猛，常於夜間活動覓食，魚、蝦、蟹水生昆蟲無不是牠的食物

來源，巨大型的鱸鰻更有吞食兩生類、爬蟲類以及小型哺乳類的

情形發生。受到保育觀念的提倡，其數量已比白鰻還多。

附註： 曾為保育類魚種，目前已除名。

體延長，如蛇狀，體態粗壯，

前半部至肛門前呈圓筒狀，肛門後之

體態則較為側扁。頭部稍大於身體之

直徑。頭大，眼小。吻大而平直，吻

前端有一對短小的鼻管。眼間距寬

平。口裂可至眼後下方處。上頷較下

頷稍短。

體呈黃褐色，體側有黑褐色斑

點，腹部為白色。背鰭、臀鰭、尾鰭

相連。體側線完全。無腹鰭。胸鰭呈

長圓形，鰭之顏色則偏黃，胸鰭基部

則呈現白色。體有小鱗附有黏液。胸

鰭末端至背鰭起點則小於背鰭起點至

肛門的距離。尾鰭則圓鈍。

Anguilla marmorata鱸鰻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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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
鱺
科

棲息

環境
降河性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南部、北部、

東北部
別名

石喬仔、花鰻、烏耳鰻、

花鰻鱺



形態特徵

體 

長

體極長，如蛇形。剖面為圓柱

形，至尾鰭為側扁狀。頭部極小，頰

部有許多皺摺。眼小，側位。吻短而

鈍。口大斜裂。下頷稍上頷突出，上

頷骨可延伸至眼後下方處。

體呈粉紅色，背鰭與臀鰭至尾

鰭相連，背鰭短，背鰭起點在肛門之

後上方處，臀鰭與背鰭相對，臀鰭起

點亦為肛門之後，背鰭與臀鰭鰭高極

低。側線平直由鰓蓋拉至尾鰭。無胸

鰭。

生
態頗為神祕，在沙泥底質的近海至深海處都有紀錄，河口與

河川下游之半淡鹹水區亦有此魚的行蹤。通常穴居於泥穴

中，夜間出來覓食。泳力極差，遇危險時會躲入泥穴中。一般以

小型甲殼類、多毛類為食。

可達45cmMoringua macrochir大鰭蚓鰻
新記錄種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別名

36

棲息

環境
河口汽水域、下游淡水域分布 台灣西部、東北部蚓鰻

蚓
鰻
科



形態特徵

體 

長

體極為延長，呈長條狀。背緣

與腹緣平直。眼小，眼睛接近於吻端

處。前鼻孔呈管狀。口大，上下頷等

長，口裂為吻長的3倍，下頷前端上

鉤，牙齒呈尖牙狀。

體呈紅褐色，體具黏液，體無

鱗。背鰭與臀鰭及尾鰭相互連接。背

鰭起點在頭部鰓孔之前。無胸鰭。尾

鰭、背鰭及臀鰭具黑緣。

廣
鹽性魚類，適應力極強，出現於沙泥底質略深的海域、河

口、紅樹林、潟湖、河川下游汽水域，也可進入淡水域中，

是淡海水皆可棲息的魚種，通常躲在泥穴或泥穴旁的礁岩石縫

中。嗅覺極為靈敏，常誤入陷籠裡。性情頗為兇猛，底棲性，常

被底拖網所捕獲，生命力極強，可離水後數小時還不易死亡。肉

食性，以小魚、小型蝦蟹為食。

可達200cm以上Strophidon sathete長鯙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別名

37

棲息

環境
河口汽水域分布 台灣南部、東北部、東南部紡車索、竹管仔鰻

鯙
科



形態特徵

體 

長

體延長，體態呈圓筒形。尾尖

硬。體如蛇形。頭長為體長1/6。眼

小，上側位，眼間距約眼徑的2倍。

吻短如鉤狀。口大，端位，口裂可延

伸至眼後緣下方。項部有一道橫向

白色圓斑。口裂後方具L形白色圓斑

群。而鰓蓋前有一白色圓斑形成的斜

紋。體背則具5～7個圓斑。

體背呈墨綠色，腹部白色。側

線上有一道由白色斑點所形成的縱

線。尾部尖銳，顏色為粉紅色。背鰭

起點由頭部後方背緣處為起點，而後

延伸至尾部前方，在尾部前方處之背

鰭有隆起現象。臀鰭鰭高較低，起點

由肛門處延伸至尾部前方。無胸鰭。

降
河型兩側洄游魚類，幼苗期通常在河口半淡鹹水區

出沒，而幼鰻與成鰻可在河川下游的純淡水域發

現，甚至可溯游至河川中游處。一般來說，要在未汙染

的河流才有機會見到此魚。以棲息環境來說，偏向小細

沙與小石礫底質的平緩區域，含泥量過高的地方並不太

能見到此鰻。性情溫馴，較少咬人，有時張口只不過是

虛張聲勢。以小魚、甲殼類為食。

可達120cmLamnostoma mindora民多羅龍口蛇鰻

民多羅龍口蛇鰻尾部前方

背鰭有隆起。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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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
棲息

環境
降河性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東北部、

東南部

粗犛鰻、淡水蛇鰻、

淡水土龍

蛇
鰻
科



體 

長

形態特徵

體延長，體呈圓筒形，尾部圓

尖。體呈蛇形。頭長約體長的1/7。
眼上側位，眼間距大於眼徑。吻短尖

成鉤狀。口裂平直，口裂可至眼後方

下方處。頭背緣上有一橫向圓斑群，

兩側各有兩短縱列圓斑與橫列圓斑，

縱列圓斑與橫列圓斑相連呈垂直狀。

鰓裂有一圓弧之圓斑群。背鰭與頭背

緣間有7～9顆分散的圓斑，眼後亦有

一縱列圓斑群，圓斑群幾近結合成一

大斑。

體背呈銀灰色，腹部白色。尾

部紅色。體中央為一縱列圓斑群，此

列圓斑至後半部漸小而變得不明顯。

背鰭頗長，可延伸至尾部前方。尾部

前方無隆起現象。臀鰭則由肛門為起

點，延伸至尾部前方。無胸鰭與腹

鰭。

棲
息於河川下游純淡水域，可於河口發現幼苗與幼鰻蹤跡，棲

息環境為小石礫或細沙區。尾部極硬，通常利用尾部來鑽沙

與鑽洞，屬洞穴型魚類，平時躲藏於洞穴中，晚上再出來覓食。

以小魚及小型甲殼類為食。

可達70cmLamnostoma sp.1短身龍口蛇鰻
未描述種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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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

環境
降河性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粗犛鰻、淡水土龍、土龍

蛇
鰻
科



體 

長

形態特徵

體延長，呈圓筒狀，體態極為

細長，體呈蛇形狀。尾部露出，尾

尖。項部隆起。頭長約體長的1/15。
眼小，上側位，眼間距頗為圓凸，眼

間距約眼徑3倍或以上。吻尖，吻端

呈鉤。上頷突出下頷。口裂可延伸至

眼部後方下方處。頭部布滿許多小細

黑點。眼後方與鰓蓋處均有一塊紅色

斑塊。

體呈黑褐色，腹部微黃。體側

中央側線處有一白色圓斑群。尾部呈

紅色。背鰭起點由頭部後方之背緣一

直延伸至尾部前方處，尾部前方之背

鰭無隆起。臀鰭則由肛門處延伸至尾

部前端亦無隆起。無胸鰭與腹鰭。

棲
息於河口與河川下游處，甚至可游入河川中游的純

淡水域。性情膽小，甚少咬人，遇驚嚇時會用尾巴

鑽沙以躲入洞穴中。屬穴居性，白天躲藏於小石礫灘之

洞穴，夜間露出頭來伏擊經過的小生物。一般以小魚及

小型甲殼類為食。

可達50cmLamnostoma sp.2線細龍口蛇鰻

線細龍口蛇鰻頭部極小，

吻部頗尖。

未描述種

周
緣
性
淡
水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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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
棲息

環境
降河性洄游分布 台灣東部

蛇
鰻
科

粗犛鰻、小土龍、淡水土龍、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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