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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接到記者來電詢問：「被魟魚刺到要怎麼處理？」、「被獅子魚刺到

要如何處置？」、「被水母或珊瑚螫到怎麼辦？」、「吃了一般海鮮，

怎麼也會食物中毒？」，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當真正遇到時，卻往往不知所

措，不知如何處理。因此海生館在幾年前，策辦了「毒領風騷─有毒海洋生物

特展」，就是要將相關訊息傳達給民眾，例如，哪些海洋生物有毒？有些甚麼

毒？受到毒害之後要怎麼處理？有毒的海洋生物又可做些甚麼利用呢？

當特展結束後，深感這些資料從此封存實為可惜，因此決定深化內容，再充

實更多的物種圖片，出版成書，希望能將這一方面的知識與更多民眾分享。本

書採用的圖片大部分是生態照，方便民眾從事海洋相關活動時，容易認出這群

有毒的海洋生物，避免造成傷害。萬一不幸被刺到、螫到或誤食，本書也提供

緊急應變處理方式，是一本喜愛從事水上活動的朋友必備的實用書籍。

雖然有毒的海洋生物有其危險性，但不少海洋生物的毒素具有非常高的醫學

應用價值，目前有許多國家都投入相關資源開發這塊極具潛力的市場，本書最

後也介紹了相關知識，只要針對這些毒素進行深入的藥理研究，化毒為用，就

非常有可能開發成為造福人類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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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於珊瑚礁淺水處，常見於退潮時於珊瑚礁的礁池帶有海藻繁盛處。

夜間因攝餌而行動範圍廣闊，雜食性，其他底棲生物也會攝食。體圓背面隆

起，分區明顯。表面光滑，全身背面呈青綠至紫褐色，期間有白色、褐色和

黃橙色之不規則花紋。毒性部位以螯腳最毒，蟹殼其次，另外內臟和肌肉均

有毒，中毒後會造成下痢、嘔吐及全身乏力。（摘錄自P.101）

棲息於岩礁、珊瑚礁海域。游泳迅速，夜間在岩礁暗處躲藏。體藍色，體

上半部從胸鰭中央至尾炳全為黑色，胸鰭後方則有長橢圓形藍斑，尾鰭黃色，

上下葉緣黑色，為色彩鮮艷的觀賞魚。鱗為細砂狀，尾炳部有向前的棘，腹鰭

有1棘3軟條。背鰭有棘有毒，被刺則激烈疼痛。（摘錄自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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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刺尾鯛

Paracanthurus hepatus                     31cm          
│刺尾鯛科

銅鑄熟若蟹 
Zosimus aeneus                              甲寬約10cm          

│善蟹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