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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長期監測調查：結合科技與公民科學家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臺北辦公室 2024年 6 月 6 日發布

一、摘要

臺灣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魚類資源尤其可觀。根據最新的魚類資料庫統計，

臺灣周邊海域擁有 3,290 種魚類1，其中 499 種屬於經濟魚種。綠色和平曾於 2023 年 3 月

發布《六種臺灣漁港常見魚類體長調查》2，揭露 6 種臺灣民眾耳熟能詳的魚種均有魚體長

過小的問題，恐衝擊海洋生態及漁業的永續經營。由於魚市場中的魚種類繁多，儘管全面性

魚類資源調查工作艱鉅，仍有必要進一步調查分析。

有鑑於此，綠色和平於 2023 年間招募全臺各地志工，並與魚類學專家高雄科技大

學水產養殖系何宣慶副教授以及資訊科學專家臺灣海洋大學資工系與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

系許為元副教授合作，攜手進行更大規模的調查，擴大調查魚種類別及增加樣本數量，並開

發利用人工智慧（以下簡稱 AI）技術進行魚種及體長辨識的軟體工具，這也是全臺首次結合

魚種辨識與體長估算的人工智慧系統開發。這項結合公民科學與創新科技的計畫，旨在評

估市售魚類是否存在個體過小的問題，為制定合理的管理政策提供客觀依據。

在為期近一年的調查期間，綠色和平走訪宜蘭、高雄、屏東、澎湖等地的魚市場，針

對市場常見的 40 種魚類進行體長調查，將其與已知成熟體長數據比對，以瞭解資源現況。

本調查共計蒐集 18,180 張的魚類樣本照片，經人力鑑定種類後，挑選出 8,038 張目標魚

種的照片，並將此批巨量數據應用於開發 AI 辨識系統的訓練。

經過分析 31,353 筆有效數據3，結果顯示在調查的 40 種魚類中，計有 24 種有超過

一半以上的樣本未達 50% 性成熟體長參考值（Lm50），其中銀雞魚的樣本比率高達 99.85

% 未達 Lm50，其次為星雞魚（98.83%）、紅甘（98.6%）、星鱠（97.03%）、白腹鯖（95.82%

）、白鯧（93.35%）、黑口（92.2%）、青石斑（87.67%）、白帶（87.25%）、石狗公（87.18%）。另

外體長尺寸「縮水」最多的前五名分別是銀雞魚（52%）、紅甘（38.5%）、星雞魚（38.4%）、白

鯧（36.4%）、銀紋笛鯛（29.8%）。魚種未達成熟體長恐有成長型過漁（Growth overfishing）

的情況，亦即漁業壓力過剩（overcapacity），使魚群在尚未產出下一代之前就被捕撈，魚體

小型化即為成長型過漁的現象之一4。整體反映出多數常見經濟魚類資源恐有過渡捕撈的狀

況，也凸顯有效資源管理政策的急迫性。

4 https://www.tfrin.gov.tw/News_Content.aspx?n=309&sms=9035&s=34049
3 亦即 AI 系統鑑種正確，且測量所得到體長的數據。

2 https://www.greenpeace.org/static/planet4-taiwan-stateless/2023/03/798d9b7a-六種臺灣漁港常見魚類體
長調查-2023.pdf

1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fish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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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AI 辨識系統也展現出卓越的成效：結果顯示 AI 辨識系統的鑑種成功率高

達 97.21 %，其中辨識成功率最高者分別為日本的鯛（99.61% 正確率）、刺鯧（99.57% 正

確率）以及臭肚魚（99.48%正確率），足見 AI 辨識系統的穩定性，為漁業資源監測及管理帶

來新的可能。

二、調查方法

2.1 調查與採樣時間

2023年 0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01 月 12 日。

2.2 採樣地點與魚種

本次調查地點以魚貨拍賣市場為主要對象，零售小販為輔。地點選定宜蘭大溪與南

方澳、高雄蚵仔寮、高雄前鎮漁港、屏東東港及澎湖馬公漁港等地進行調查。調查魚種以臺

灣沿近海魚種為主，於過程中蒐集市場拍賣大宗的 40 種魚類個體照片，並盡可能地排除進

口或養殖魚體，詳細調查魚種清單以及成熟體長參考值及其文獻如附件一所示。

2.3 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以影像拍攝方式進行，為避免調查過程中過度干擾魚販工作，僅由 1 - 2 位

調查員前往漁港於拍賣或販售時間進行拍攝，並使用比例尺（4 公分正方形色版），盡可能

以與地面水平的角度拍攝圖片，以減少傾斜角度造成的誤差。所有參與調查的人員均有受

過拍照訓練。

2.4 魚種辨識開發方法

開發魚種辨識與體長測量的 AI 系統之流程如附件二所示。

2.5 體長分析方法

本調查沿用《六種臺灣漁港常見魚類體長調查》的體長分析方式5，以文獻回顧方式

查詢各魚種的生殖生物學相關文獻，其中以該魚種的 50% 雌性性成熟體長6（以下簡稱

Lm50）作為比較數值，並且將調查期間的全部照片使用上述開發的 AI 系統進行鑑種與體

長測量，並使用 AI 系統所估算的數據進行分析，以估算樣本中有多少個體小於成熟體長的

數值。

6 魚群中 50% 的個體達到性成熟，其體長即為該魚種的 Lm50。

5 https://www.greenpeace.org/static/planet4-taiwan-stateless/2023/03/798d9b7a-六種臺灣漁港常見魚類體
長調查-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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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研究限制

● 本次選定 6個臺灣底拖漁網主要拍賣的漁港市場進行調查，可能無法充分代表整體

沿近海魚類情況，因不同海域的環境與捕撈強度可能存在差異。

● 部分混雜同屬不同種的魚獲，在照片中細分具有困難度，因此以同屬或同科分類進

行體長分析，例如：瓜仔（Caragoides spp.）、白鯧（Pampus spp.）等。

● 因不同地理位置的魚類生長發育模式可能不同，現有的文獻參考資料可能無法完全

反映地方魚群的真實狀況。本次調查盡量以臺灣族群所做的文獻為參考，但由於很

多物種缺乏本地數據，因此需要採用鄰近區域（例如：日本、韓國）的文獻，或是來自

印度洋、大西洋的族群資料。

● 排除進口或養殖魚體的過程可能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尤其是對某些魚種而言，進口

和當地捕撈魚體的區分可能較為困難。

三、調查結果

3.1 魚種個體未達 Lm50 的比例

在所有的調查目標魚種中7，計有 24 種魚類的樣本中有超過一半以上（即 50 %）的

個體未達該魚種的 Lm 50（如下表一），以下為各個魚種的體長統計基本資料以及未達Lm

50 百分比前 10 名的體長分佈圖：銀雞魚的樣本中有高達 99.85 % 的個體數量未達 Lm 50

，其次為星雞魚（98.83%）、紅甘（98.6%）、星鱠（97.03%）、白腹鯖（95.82%）、白鯧（

93.35%）、黑口（92.2%）、青石斑（87.67%）、白帶（87.25%）、石狗公（87.18%）。

表一、調查魚種樣本體長統計與成熟體長。單位：公分。

編

號

魚種名稱 Lm 50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數 小於成熟體長個

體比例（%）

1 銀雞魚 47.7 11.8 59.6 22.9 21.6 99.85

2 星雞魚 47.7 11.5 53.2 29.4 28.9 98.83

3 杜氏鰤、紅甘、紅甘鰺 95.3 26.2 157.4 58.6 60.2 98.6

4 星鱠 33 18.9 67.7 27.1 25.7 97.03

5 白腹鯖、鯖魚 32.3 11.1 46.3 23.8 23.6 95.82

6 白鯧 22.5 8.2 31.7 14.3 11.8 93.35

7 黑口、黑喉、黑加網 31 5.3 83.3 23.4 22.1 92.2

7 在允許誤差 2 公分、標準差 5 公分、信心水準 95%的條件下，估算魚種的平均體長至少需要 25 個樣本，因此
樣本數少於 25 的魚種（例如：小甘鰺、嘉鱲等）排除在此統計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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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石斑 26 10.7 89.3 21.6 20.9 87.67

9 白帶 26.8 4.3 64.4 20.3 19.2 87.25

10 石狗公 26 9.4 30.4 21.6 21.6 87.18

11 瓜仔(臀鰭有白緣) 24.7 8.8 140.4 21.7 20.1 86.62

12 紅喉、紅鱸、紅加網 29.6 14.5 39 24.4 23.6 86.19

13 瓜仔(臀鰭無白緣) 24.7 11.6 51.2 19.1 17 84.16

14 花斑蛇鯔、狗母8 30.8 8.4 52.8 23.7 23.9 82.85

15 銀紋笛鯛 53.1 22.8 70 37.3 29.4 80

16 馬頭、方頭魚 30.2 10.3 93.5 26.5 25.4 76.81

17 日本竹筴魚、硬尾仔、巴攏 26.6 8 41.4 23.3 23.2 75.45

18 金線魚 18.3 5.9 42.1 16.9 16.4 72.46

19 青嘴龍占魚 35 12.8 76.1 31.7 27.4 69.55

20 三角仔、短棘鰏 16.2 8.4 27.1 15.3 15.1 68.81

21 日本的鯛、印章魚、多利魚 23.1 11.2 43.2 22.3 19.9 63.42

22 烏鯧 26.8 7.4 47.1 26.2 21.5 60.24

23 盤仔、紅鋤齒鯛、魬鯛 16.6 5.3 30.3 16.6 16.3 54.78

24 藍圓鰺、四破、硬尾仔、巴攏 20.8 8 31.3 20.8 20.5 53

25 烏尾冬 20.1 10.9 27.6 20.3 20.4 43.28

26 嘉鱲、真鯛 28 21.6 84.2 34.7 28.9 40.54

27 曳絲鑽嘴魚、哇米仔、歪米 15.4 5.5 25.7 16.4 16.1 36.5

28 赤鯮、黄背牙鯛 15.5 5.3 40 18.1 17.5 29.44

29 花腹鯖 32.3 19.5 49.2 34.6 35.2 28.57

30 火斑笛鯛、紅雞仔、赤筆仔、黑點 18.7 9.9 48.3 21.5 20.6 27.17

31 黃尾金梭魚、尖梭9 28 6.5 70.5 31.1 31.6 25.6

9 因尖梭為長條形魚類，在市場中經常呈現捲曲狀態，目前 AI 辨識系統仍無法測量捲曲狀態的個體長度，因此
若照片中的樣本呈現捲曲，體長測量數據存在較大的誤差。

8 因狗母為長條形魚類，在市場中經常呈現捲曲狀態，目前 AI 辨識系統仍無法測量捲曲狀態的個體長度，因此
若照片中的樣本呈現捲曲，體長測量數據存在較大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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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密點少棘胡椒鯛、雞仔魚、加志 31.8 12.3 82 45.2 48.5 23.47

33 刺鯧、肉魚、肉鯽仔 15.3 7.7 36.5 16.7 16.8 17.71

34 台灣棘鯛、台灣黑鯛、烏格、黑格 20.2 17.1 44.7 28 28.5 12.73

35 吉打副葉鰺、甘仔魚 14.9 10 36.3 21.2 21.5 12.64

36 沙梭、沙腸仔 13 8.9 29.7 16.3 16.2 10.31

37 藍豬齒魚、四齒仔、西齒 19 14.2 43 26.7 26.2 5.29

38 花身鯻、花身雞魚、花身仔 14.8 9.7 32 18.6 18.4 4.07

39 無斑圓鰺、赤尾、巴攏 17.2 19.1 60.5 44.6 48.8 0

40 褐籃子魚、臭肚魚、象魚 11.5 11.7 38.5 20.3 19 0

3.1.1 銀雞魚10

10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menpic.php?pic=http://fishdb.sinica.edu.tw/images/FRIP/500dpi/FRIP
21216.jpg&asiz=FRIP21216&id=FRIP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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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星雞魚11

3.1.3 杜氏鰤、紅甘、紅甘鰺12

3.1.4 星鱠13

13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menpic.php?pic=http://fishdb.sinica.edu.tw/images/ASIZP/500dpi/ASI
ZP0076175.jpg&asiz=ASIZP0076175&id=ASIZP0076175

12 圖片來源：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howpic.php?filename=a704-03&science=Seriola%20dumerili

11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menpic.php?pic=http://fishdb.sinica.edu.tw/images/NMNS/500dpi/NM
NSF00480.jpg&asiz=NMNSF00480&id=NMNSF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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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白腹鯖、鯖魚14

3.1.6 白鯧15

3.1.7 黑口、黑喉、黑加網16

16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menpic.php?pic=http://fishdb.sinica.edu.tw/images/FRIP/500dpi/FRIP
21303.jpg&asiz=FRIP21303&id=FRIP21303

15 圖片來源：https://www.fishbase.se/photos/PicturesSummary.php?resultPage=4&ID=491&what=species

14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howpic.php?filename=a799-05&science=Scomber%20japo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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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青石斑17

3.1.9 白帶18

3.1.10 石狗公19

19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menpic.php?pic=http://fishdb.sinica.edu.tw/images/FRIP/500dpi/FRIP
21693.jpg&asiz=FRIP21693&id=FRIP21693

18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menpic.php?pic=http://fishdb.sinica.edu.tw/images/ASIZP/500dpi/ASI
ZP0072778.jpg&asiz=ASIZP0072778&id=ASIZP0072778

17 圖片來源：
https://fishdb.sinica.edu.tw/chi/showpic.php?filename=a683-04&science=Epinephelus%20awo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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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魚種平均體長與 Lm 50 的差距百分比

若以各魚種的平均體長與 Lm50 進行比較並計算差值比例，可得知哪些魚種的體長

縮小最為顯著。在調查魚種中，銀雞魚的平均體長與 Lm50 之間的差異最大，高達 52%，亦

即銀雞魚的平均體長比其 Lm 50 小了將近一半。縮水程度其次依序為紅甘（38.5%）、星雞

魚（38.4%）、白鯧（36.4%）、銀紋笛鯛（29.8%）、白腹鯖魚（26.3%）、黑口（24.5%）、白帶（

24.3%）、狗母（23.1%）、瓜仔（22.7%），其他魚種如下表所示。

表二、調查魚種樣本體長平均值與 Lm50 差異。單位：公分。

編

號

魚種名稱 平均值 Lm50 小於Lm50比
例（%）

體長差值百分

比例（%）

1 銀雞魚 22.9 47.7 99.85 -52

2 杜氏鰤、紅甘、紅甘鰺 58.6 95.3 98.6 -38.5

3 星雞魚 29.4 47.7 98.83 -38.4

4 白鯧 14.3 22.5 93.35 -36.4

5 銀紋笛鯛 37.3 53.1 80 -29.8

6 白腹鯖、鯖魚 23.8 32.3 95.82 -26.3

7 黑口、黑喉、黑加網 23.4 31 92.2 -24.5

8 白帶 20.3 26.8 87.25 -24.3

9 花斑蛇鯔、狗母 23.7 30.8 82.85 -23.1

10 瓜仔(臀鰭無白緣) 19.1 24.7 84.16 -22.7

11 星鱠 27.1 33 97.03 -17.9

12 紅喉、紅鱸、紅加網 24.4 29.6 86.19 -17.6

13 青石斑 21.6 26 87.67 -16.9

14 石狗公 21.6 26 87.18 -16.9

15 日本竹筴魚、硬尾仔、巴攏 23.3 26.6 75.45 -12.4

16 馬頭、方頭魚 26.5 30.2 76.81 -12.3

17 瓜仔(臀鰭有白緣) 21.7 24.7 86.62 -12.1

18 青嘴龍占魚 31.7 35 69.55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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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線魚 16.9 18.3 72.46 -7.65

20 三角仔、短棘鰏 15.3 16.2 68.81 -5.56

21 日本的鯛、印章魚、多利魚 22.3 23.1 63.42 -3.46

22 烏鯧 26.2 26.8 60.24 -2.24

23 盤仔、紅鋤齒鯛、魬鯛 16.6 16.6 54.78 0

24 藍圓鰺、四破、硬尾仔、巴攏 20.8 20.8 53 0

25 烏尾冬 20.3 20.1 43.28 0.995

26 曳絲鑽嘴魚、哇米仔、歪米 16.4 15.4 36.5 6.494

27 花腹鯖 34.6 32.3 28.57 7.121

28 刺鯧、肉魚、肉鯽仔 16.7 15.3 17.71 9.15

29 黃尾金梭魚、尖梭 31.1 28 25.6 11.07

30 火斑笛鯛、紅雞仔、赤筆仔、黑點 21.5 18.7 27.17 14.97

31 赤鯮、黄背牙鯛 18.1 15.5 29.44 16.77

32 嘉鱲、真鯛 34.7 28 40.54 23.93

33 沙梭、沙腸仔 16.3 13 10.31 25.38

34 花身鯻、花身雞魚、花身仔 18.6 14.8 4.07 25.68

35 台灣棘鯛、台灣黑鯛、烏格、黑格 28 20.2 12.73 38.61

36 藍豬齒魚、四齒仔、西齒 26.7 19 5.29 40.53

37 密點少棘胡椒鯛、雞仔魚、加志 45.2 31.8 23.47 42.14

38 吉打副葉鰺、甘仔魚 21.2 14.9 12.64 42.28

39 褐籃子魚、臭肚魚、象魚 20.3 11.5 0 76.52

40 無斑圓鰺、赤尾、巴攏 44.6 17.2 0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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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工智慧辨識系統鑑定種類之成功率

我們將調查期間的所有照片使用 AI 辨識系統進行鑑定種類，取得電腦鑑定的魚種

後，並將之與人力鑑種的名稱進行比對，以估算鑑種成功率。在 8,038 張的調查目標魚類

樣本照片中， AI 辨識系統共鑑定出 32,217 隻個體，其中與人力鑑種相符的個體共有

31,319 隻個體，亦即成功率為 97.21 %。計有 33 個魚種的成功率在八成以上，而下表為成

功率最高的十個魚種以及其成功率。

表三、調查魚種的 AI 鑑定成功率。

編號 魚種名稱 成功率 AI 鑑別個體數量 AI 鑑別錯誤數量

1 日本的鯛、印章魚、多利魚 99.61% 258 1

2 刺鯧、肉魚、肉鯽仔 99.57 % 1,854 8

3 褐籃子魚、臭肚魚、象魚 99.48 % 192 1

4 黃尾金梭魚、尖梭 99.37 % 959 6

5 三角仔、短棘鰏 99.19 % 1,351 11

6 白帶 99.06 % 3,624 34

7 瓜仔(臀鰭無白緣) 99.02 % 102 1

8 火斑笛鯛、紅雞仔、赤筆仔 98.92 % 93 1

9 花斑蛇鯔、狗母 98.9 % 1,185 13

10 烏鯧 98.8 % 751 9
另外，體長估算方面，手動實際測量魚體長與使用影像透過 AI 辨識系統測量的誤差範圍落

在在 5 %之內（如附件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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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調查魚種名單

編號 魚種俗名 學名 Lm50(cm) 體長類型20 文獻編號

1 黑口、黑喉、黑加網 Atrobucca nibe 31 TL [1]

2 刺鯧、肉魚、肉鯽仔 Psenopsis anomala 15.3 FL [2]

3 紅喉、紅鱸、紅加網 Doederleinia berycoides 29.6 FL [3]

4 三角仔、短棘鰏 Leiognathus equulus 16.2 FL [4]

5 烏鯧 Parastromateus niger 26.8 FL [5]

6 吉打副葉鰺、甘仔魚 Alepes djedaba 14.9 TL [6]

7 瓜仔21（臀鰭有白緣） Caragoides spp. 24.7 FL [7]

8 瓜仔22（臀鰭無白緣） Caragoides spp. 24.7 FL [8]

9 無斑圓鰺 Decapterus kurroides 17.2 TL [9]

10 藍圓鰺 Decapterus maruadsi 20.8 FL [10]

11 日本竹筴魚 Trachurus japonicus 26.6 FL [11]

12 白腹鯖 Scomber japonicus 32.3 FL [12]

13 花腹鯖23 Scomber australasicus 32.3 FL [13]

14 曳絲鑽嘴魚、哇米仔、歪米 Gerres filamentosus 15.4 FL [14]

15
密點少棘胡椒鯛、雞仔魚、

加志

Diagramma pictum 31.8 FL
[15]

16 銀雞魚24 Pomadasys argenteus 47.7 FL [16]

24 此魚種引用 Pomadasys kaakan 的資料。

23 此魚種引用 Scomber japonicus 的資料。

22 此魚種引用 Carangoides bajad 的資料。

21 此魚種引用 Carangoides bajad 的資料。

20 魚體長類型包括：尾差體長（Fork length，FL）、標準體長（Standard length，SL）、全長（Total length，TL）

12



編號 魚種俗名 學名 Lm50(cm) 體長類型20 文獻編號

17 星雞魚 Pomadasys kaakan 47.7 FL [17]

18 青嘴龍占魚 Lethrinus nebulosus 35 FL [18]

19 火斑笛鯛、紅雞仔、赤筆仔 Lutjanus fulviflamma 18.7 FL [19]

20 銀紋笛鯛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53.14 FL [20]

21 馬頭、方頭魚 Branchiostegus japonicus 30.2 FL [21]

22 金線魚25 Nemipterus spp. 18.3 FL [22]

23 石狗公 Sebastiscus marmoratus 26 TL [23]

24 褐籃子魚、臭肚魚、象魚 Siganus fuscescens 11.548 SL [24]

25 盤仔、紅鋤齒鯛、魬鯛 Evynnis cardinalis 16.61 FL [25]

26 赤鯮、黄背牙鯛 Dentex hypselosomus 15.48 FL [26]

27 嘉鱲、真鯛 Pagrus major 28 FL [27]

28
台灣棘鯛、台灣黑鯛、烏格、

黑格

Acanthopagrus

taiwanensis

20.18 FL
[28]

29 黃尾金梭魚、尖梭 Sphyraena flavicauda 28 TL [29]

30 沙梭、沙腸仔 Sillago sihama 13 TL [30]

31 花身鯻、花身雞魚、花身仔 Terapon jarbua 14.8 FL [31]

32 白帶26 Trichiurus spp. 26.8 PAL27 [32]

33 白鯧28 Pampus spp. 22.5 FL [33]

28 此魚種引用 Pampus argenteus 的資料。

27 PAL 為肛前長（pre-anal length）。
26 此魚種引用Trichiurus japonicas 的資料。

25 此魚種引用 Nemipterus peronii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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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魚種俗名 學名 Lm50(cm) 體長類型20 文獻編號

34 烏尾冬29 Pterocaesio spp. 20.1 TL [34]

35 日本的鯛、印章魚、多利魚 Zeus faber 23.06 SL [35]

36 藍豬齒魚、四齒仔、西齒30 Choerodon azurio 19 TL [36]

37 青石斑31 Epinephelus awoara 26 SL [37]

38 星鱠 Variola louti 33 SL [38]

39 花斑蛇鯔、狗母32 Saurida spp. 30.8 FL [39]

40 杜氏鰤、紅甘、紅甘鰺 Seriola dumerili 95.28 FL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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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魚種辨識與體長測量人工智慧系統開發流程

1. 標記資料：

我們將 40 個不同的魚種照片（如附件一表格所示），

同時進行魚體長與魚頭長標記，並將此標記放入模型

訓練。右圖為標記範例圖片。

2. 訓練：

我們使用 yolov8 中提供用於 segmentation 的預先

訓練模型進一步訓練。由於運算資源有限，因此我們

採用最小最快速的 yolov8n-seg 為基礎進行魚種辨識的訓練。

3. 辨識：

在 Yolo 模型的輸入參數為我們所拍攝的照

片，輸出內容的範例如右圖所示，包括：魚

體的外框（bounding box）、魚種的編號、辨

識魚種的信心度等。

4. 體長估算：

我們使用一個固定大小的參照物，透過比較

辨識物體與參照物的比例來推算出實際物

體的大小與長度。本次調查使用藍色與黃色

的 4 x 4 公分色版作為參照物，並於辨識物的類別中，新增一種種類為 CP 表示為

參照物。

17



附件三、魚種體長測量準確性

在估算體長方面，我們以市面上採集到的三隻魚體樣本進行實際手動測量，並拍照

後使用 AI 辨識系統進行電腦測量，得到數據如下表所示，誤差百分比平均為 2.7 %，誤差

範圍落在在 5 %之內。

樣本魚種 手動測量（cm） 電腦測量（cm） 誤差值（cm） 誤差百分比

藍豬齒魚 27.6 26.8 0.8 2.9

肉魚 19.3 18.9 0.4 2.1

肉魚 18.9 18.3 0.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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