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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10 年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營運 21 周年，過去 21 年來，本館全力推

動海洋生物方面的研究、標本典藏以及科學教育的發展。並以齊全的

海洋生物學研究人才、精良現代化的研究設備做為推動博物館業務的

原動力，而在水族館部分則與委外廠商通力合作，每年吸引上百萬遊

客，讓本館成為全國吸睛之遊憩勝地。

109 年至 110 年全球持續受到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我國挺過

一波波疫情難關控制得宜，但現在又面臨具有高度傳染力的變異株病

毒 Omicron 的快速傳染，使得台灣疫情又呈現高度緊張的局面。雖然

疫情嚴峻，本館這二年一直加強生物的健康維護與防疫措施，為維護

館內各種水族生物的健康、生態平衡，也日夜發展偵測各種生物健康

的指標，對症下藥治療傷患或疾病，以確保水族館得以呈現優良的展

示與科教品質。

儘管世局紛擾，海生館於 110 年度還是進展了很多重要的海洋科學研

究、展示與教育的推動。重點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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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辦理「2021 第二屆臺灣科學節」包含六大活動，分別為「城市遇見海生館」、

「漁識場 – 科學市集」、「營在海洋 – 探究實作營隊」、「沿河而上找母語」、「海

洋的未來進行式」和「跟著海洋去旅行」。另還有辦理「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

推動閱讀海洋，提升學生海洋文化素質。希望藉以上各項活動，有效地推動實質有

益的海洋生物及相關的科學教育，以建立海洋立國的科學與文化根基。

二、本館在教育部推動的「智慧博物館計畫」下，持續發展完成以水下遙控無人載

具（ROV）的海洋探勘任務，並規劃二樓特展區於 110 年 11 月推出「南藍繫語 - 潛

進珊瑚海」海底實境特展，將智慧博物館計畫之成果展出，轉譯為科普資訊，讓民

眾了解水下研究成果及臺灣周遭的水下環境，並希望能將海洋的瑰麗景色也如實直

播，讓遊客走進海生館，就如同進入海洋裏。

三、海生館 110 年度也進行了一個特別展示的籌建計畫，即是將 109 年 2 月大年初

一在台東長濱海岸擱淺死亡的藍鯨骨骼，展示於本館世界水域館永久展示，供民眾

親眼觀看這世界級最大的動物，也是首度在臺灣外海記錄到的藍鯨個體，意義非凡。

四、政府為幫助國立社教機構博館所脫胎換骨重獲新生，以優化的環境迎接遊客，

讓民眾能真實感受到館所服務的躍升，海生館共計爭取到三大項補助計畫經費，推

動「典藏展示教育大樓建置」、「打造智慧型海洋生物圖書館」、「新型態混合實

境水下博物館」等大型推案，相信在這些硬體設施項目完成後，將可為海生館的發

展帶來更多的無窮潛力。

本年報的出刊，希望能將過去一年來本館所走過的點點滴滴匯集呈現，作為展望未

來的美好種子，一步步朝向國際一流的海洋博物館為目標前進。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長　　　　　　　　　　謹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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