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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的生產力模式一直是許多進行生產力研究的學者，共同找尋的目標，

若有了準確的生產力模式，則可以使原本複雜的實驗程序變得更加精簡，若搭

配衛星資料，甚至能不需出海也能得到生產力的數據。本報告是以Behrenfeld 

於1997提出的VGPM模式和龔老師於2003針對東海提出的LORECS模式對台灣

周邊的測站進行可行性研究，雖兩者的準確度都相當高(R² = 0.9434、0.8748)，

但其中所用到的參數都與我們實際在計算生產力時無異，所以若不找出其中水

下最大單位生產力(𝑃𝑜𝑝𝑡
𝐵 )和有光層深度 (𝑍𝑒)兩個參數的替代因子，生產力模式

便無用武之地。而根據上述的兩個模式中，分別提出𝑃𝑜𝑝𝑡
𝐵 為光度，和海表溫度

的函數(𝑃𝑜𝑝𝑡
𝐵 = 𝑓(𝐸0)、𝑃𝑜𝑝𝑡

𝐵 = 𝑓(SST))，但相關性非常差。依上述結果看來，目

前想以生產力模式完全取代出海採樣是不可行的。但退而求其次，因為表水的

最大生產力(𝑃𝑚
𝐵)和𝑃𝑜𝑝𝑡

𝐵 具有線性關係(𝑃𝑜𝑝𝑡
𝐵 ≈ 0.7𝑃𝑚

𝐵)，且基於Morel又於1989提出

了表水葉綠素(𝐶𝑠)和𝑍𝑒的關係經驗公式並在2001年又作了更精確的修正，因此

只要我們能確定Morel的經驗公式適用於台灣周邊海域，往後便只需要量取表面

的葉綠素資料即可，這意味著一切計算IP的因子都只需要從表水取得，代表之

後不須依賴CTD，甚至研究船，就能取得IP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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