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幫魚兒找到牠們的名字
採訪撰文─王玠文 海生館 出版中心

您知道嗎，世界上的物種那麼多，但不是每一隻魚都擁有自己的名

字喔！究竟我們現在看到圖鑑上的魚兒都是怎麼被發現的？學者又是怎

麼決定哪些魚和哪些魚其實是屬於同一家族呢？本文專訪魚類分類學專

家何宣慶博士，讓他來告訴我們新魚種是怎麼被發現與分類，而我們在

博物館裡看到的標本又對科學研究有什麼意義吧！

Ｑ：什麼是「魚類分類學」呀？

所謂分類學顧名思義就是「分

門別類」，分門是把長得像的東西

放在一起，別類是在這些細項中找

出不同，再把它們分開，可以說是

科學的基礎。其實分類學每個人都

會做，從我們出生開始就在分一個

東西的好與壞，喜歡或不喜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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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很簡單的分類學。所以分類學

其實是跟我們很親近的學科，最

早的出發點其實只是你想知道這個

「是什麼」，然後你再從中發現了

不一樣的地方，造成這個「不一

樣」的原因是什麼。

「魚類分類學」不只是你看

到一隻魚就能分出公的母的，並叫

—專訪魚類分類學家何宣慶博士
攝影─曾子橙、雷思瑜 海生館 出版中心

何宣慶博士

研究室

更多宣慶博

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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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牠的名字。分類學是一個理論基

礎，就是我要用什麼方法找出一個

穩定的特徵，而且這個特徵可以用

在這一整個群。這其實很難，因為

魚類並不只分公母，牠還會變性，

或是小的時候是一個顏色，長大之

後又變了，像鸚哥魚就曾經被分為

三個不同種。從另一方面來說，我

們在做分類學時，其實是提出一個

假說，而這個假說是有可能被時代

與科技的進步推翻掉的。

魚類有了名字後，我們才能去

做資源評估與生態學研究，最後再

去看牠是否需要被保育，如果沒有

名字，可能在牠滅絕之前我們都不

曉得牠曾經存在過。像我前陣子發

表了一個新種，牠只生活在宿霧，

而且是比較深海的魚種，但是牠被

當作是另一種數量比較多的魚被賣

到比利時，我發現後就說服對方捐

獻出來，讓我們發表，防止這個種

滅絕。如果我們從沒給牠們一個名

字，像ＩＵＣＮ（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之類的相關組織也沒辦法去做

更多事。

Ｑ：那麼研究要怎麼搜集樣本
呢？發現新種後又要怎麼命名
呢？

臺灣比較特別。多數的國家都

會把下雜魚丟掉，但是我們漁船會

留下下雜魚做成魚粉或飼料，有研

究人員發現後就會去跟商家買，久

了就成為臺灣獨特的「下雜魚堆採

集法」。這個方法讓外國學者很驚

艷，因為他們是開研究船去採集，

成本很高，一天開出去可能就要花

幾十萬，採集的魚種可能還沒在漁

港買得多。

我在2005年時辦了一個研討

會，包了一台遊覽車帶國外的學者

去漁港，所有學者都瘋了，因為他

們那次才發現臺灣魚類多樣性高到

很誇張，他們可以在一天抓到一兩

百種的魚類。我記得那天還下著

雨，他們就用輕便雨衣在懷裡兜著

那些魚回旅館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再帶回去作研究。這其實也是幫助

我們臺灣增加能見度，因為當學

者要發表時，他一定要註記「臺

灣」，這是政治角力無法介入的領

域，當在外的論文越多提到我們，

我們的能見度當然也會越高。

當然漁港採集也會遇到很多

問題，很熱很累，還會被魚販凶，

而且不夠精確，因為你不知道漁船

在哪裡捕到的。但經過這二十幾年

經驗的累積，就可以分辨出一籮魚

中，如果出現某幾種魚，就一定是

在某個深度，不會深也不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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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發現可能是新種的魚類

後，就要去查資料、做歸納、寫論

文，建立大家可以依循的規矩，這

樣你提出的新種才算數。我們有一

個法規叫「動物命名規約」，就是

發現新種後我們要怎麼命名等都要

送去委員會申請。

Ｑ：ＤＮＡ鑑定是否可以幫助分
類研究呢？為什麼不直接把魚拿
去做鑑定就好了？

ＤＮＡ對我們的研究來說，是

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分類是由外

貌出發，ＤＮＡ則是內在。但問題

是如果我們要比較的話，必須先有

大量且正確的資料庫，這樣去比對

ＤＮＡ才有意義。有可能基因資料

庫裡根本沒有這個種的資料，甚至

於這個資料是錯的，那你還是沒辦

法判斷。研究上有一個情形是「多

數的錯誤」，比如一個物種大家一

直以為牠是Ａ，並且一直上傳資料

到資料庫，最後會變成Ａ失去了牠

的「真面目」，這時候就需要分類

學家透過標本研究，甚至是去當地

採集，讓Ａ的真面貌重新浮現。其

實基因資料庫還滿混亂的，而且還

沒有修正機制，我們科學家只能用

論文去補足。

對我來說用ＤＮＡ鑑定無法欣

賞與感知生物的美，不過ＤＮＡ鑑

定也很有趣，如果你拿市面上的魚

丸去鑑定ＤＮＡ，會發現很多不該

出現在內的東西。

Ｑ：為什麼博物館要建立標本典
藏呢？標本又是如何幫助研究
呢？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會建立

「模式標本」，牠具有絕對代表

性，讓後面的研究者能依據這個規

則去反覆驗證。我也會選一些不同

的參考性的標本，因為魚類在幼年

與成年常會有很多差異，建立這個

標本系統能夠讓我們不將牠誤判為

其他物種。

有些人會問為什麼生物學家

不要幫生物拍照、採集一些樣本就

好，為什麼要抓牠？其實標本的重

要性不是在當下，而是經過長時間

鸚哥魚因變性、變色的特性，曾經被分為三個不同

的種。

海生館標本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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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集與累積，告訴我們在演化的

過程裡，牠的族群甚至是這個世界

發生了什麼事。比如像大頭鰱的頭

越來越大，就是人為選擇的結果。

那我們怎麼發現呢？就是從以前到

現在累積的標本去分析歸納的。

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生物將遭遇

滅絕危機，如果我們不快點採集，

下一代可能連看到的機會都沒有

了。標本典藏館的功能其實與圖書

館很像，每一個標本都是一本教生

物多樣性的書。從標本中，我們可

以看牠的鱗片、看牠的生物特徵，

甚至可以將牠們放在一起互相比

較。就像歷史書籍告訴我們文化是

怎麼改變一樣，生物標本也可以告

訴我們自然是如何演化。如果這個

系統建立的越好，就可以吸引越多

人進來研究，造成的影響也越大。

甚至我覺得標本其實不一定只

能留在臺灣，如果全世界的學者都

一起做，用群體研究的方式，就可

以更快速地去建立研究方法，也能

讓這個領域能進展得更快。

1.買魚、沖洗、寫標籤

從魚市場挑選有研究或展示教育價值的魚，帶回實驗室將魚體

身上黏液或不屬於魚體本身的髒汙洗乾淨，然後在標籤寫上日

期、地點、編號，有時也會寫上概略的物種名稱。

2.取樣(肌肉組織)、展鰭

從魚身上取一小塊肉放置瓶內，並於瓶內加入濃度95%的酒

精，日後有需求時做DNA分析。再以昆蟲針固定魚鰭，塗上福

馬林，待數分鐘後拔除針即展鰭完成。

3.拍攝

因製作成標本後無法再看到原本的顏色，因此需拍攝魚展鰭後

清晰的照片，而由於每隻魚的顏色不同，可置換背景讓顏色呈

現更為清晰好看，例如紅色的魚搭配藍色的背景更容易呈現對

比。

4.打標籤、放福馬林保存、洗水

用打標籤機在魚身上打上標籤避免搞混，接下來將魚放進福馬

林可讓魚保持較接近原始的狀態、不會那麼容易緊縮，浸泡時

間視大小而定一週至數月。之後將福馬林自魚體洗淨，視大小

而定，再浸泡幾天。

5.酒精保存、鑑種、標本室保存

將整隻魚放進標本瓶中以酒精浸泡，待日後做鑑種時拿出。鑑

種時先查看外觀，再利用顯微鏡觀察細部特徵，並使用圖鑑

之檢索資料對照，找出學名。之後便可將所有標本資料輸入表

格，送到標本室登記並取得標本號，永久保存。

標
本
製
作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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