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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漁領航產業執行團隊

智能系統點亮海上明燈　
遠征汪洋　群魚前仆後繼

日正當中，全臺灣漁獲量最多的高雄前鎮

漁港，北岸碼頭停滿從南大西洋福克蘭群島海

域捕撈魷魚滿載而歸的遠洋漁船，緊鑼密鼓展

開整裝運補作業，準備秋天出發到日本北海道

東北方海域圍捕秋刀魚。初體驗LED燈就被驚

豔的祥發八號船長高明德說，以前用傳統HID

（高壓氣體放電燈）集魚燈耗電很凶，捕魚時

要3部發電機全開同步運轉，改用「智能LED集

魚燈」以後，燈全部打開只要1台副機，浮游生

物就全部靠過來，魷魚跟著聚集在那邊開始吃

鉤，很好用。

隸屬於中信造船集團的祥發八號，是魷釣

兼營秋刀魚遠洋漁船，相對於國內秋刀魚遠洋

漁船已超過90%完成改裝LED集魚燈，魷釣漁

 裝設智能LED集魚燈的試驗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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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受限於魷魚趨光性與棲息水深影響，船東對

LED燈誘捕效益仍有疑慮，僅有少數幾艘換裝

智能LED集魚燈，祥發八號因打頭陣而備受矚

目。「我們不做，誰要做？」中信造船公司特

別助理沈士勛指出：「中信造船當然要走在前

面，魷釣漁船的開發設計不能一成不變，我們

希望有所突破，用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讓國內

外船東慕名而來。尤其是近幾年油價這麼貴，

節能減碳的智能燈具是未來必然的趨勢，我們

當然樂觀其成。」

中信造船集團領航測試　
老船長肯定集魚效率

在智能LED集魚燈之前，中信造船也透過

智慧農業計畫引進「秋刀魚自動選別系統」在

遠洋漁船做場域測試。「中信造船跟成功大學

合作相當密切，獲悉我們在尋找遠洋漁船做魷

釣／秋刀魚雙用智能LED集魚燈測試場域，就

推薦祥發八號試試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

機電工程學系教授沈聖智透露，祥發八號今年

啟航到福克蘭群島前，同屬中信造船的祥豪六

號2021年到福克蘭群島作業時，因發電機故障

無法負荷傳統HID燈，剛好那趟航程有裝魷魚

智能LED集魚燈，緊急啟用LED燈具發現效果

還不錯，就想讓祥發八號再測試看看。

「用智能LED集魚燈捕撈秋刀魚，我要設

定幾秒開1顆燈，例如30秒，系統就會按照指

令自動開燈。魷魚的話，我覺得還是用手動控

制比較好，讓船長依個人經驗決定打開每顆

燈的間隔時間。」16歲開始跑船，資歷達47

年的高明德指出，智能LED集魚燈的好處就是

亮，把燈打開，浮游生物就會靠過來，在水深

100∼180米的集魚效果很好，魷魚直接就上

鉤了，但是這個水域魷魚體型較小；大魷魚主

要棲息在300米深的海底，還要用水中燈把牠

們引上來，「我們的目的是測試LED的集魚效

果，收集數據跟傳統HID做比較。」

隨著每個船長抓魚的方式各有不同的考

量，到底要讓系統自動操作，還是維持手動控

制，研究團隊尊重船長的個人習慣。沈聖智透

露：「高船長習慣用自己的經驗判斷哪個燈要

開哪個不開，一個一個手動慢慢開。我們在裝

設智能集魚的時候，都會跟船長討論按照他們

的習慣設定自動操作或手動控制，系統會自動

記錄收集船長的操控動作，搭配環境溫度和海

洋水溫，同步記錄船長開關燈的時間，還有當

時的漁獲量跟地點，做為建置專家系統的數據

資料庫，以後就可以提供每個地點過去幾年的

大概漁況，提出並建議船長採取最適當的捕撈

方法。」

高明德手把手教出來的祥豪六號船長吳東

耀，則是喜歡自己在系統裡面調整設定開燈順

序跟節奏，到達漁場探測到魚群蹤跡後再按下

啟動鍵，讓系統根據他的設定自動依序開燈。

研發團隊統計分析，祥豪六號跟祥發八號改用

智能LED集魚燈的漁獲量雖然沒有明顯增減，

但聚集浮游生物的效率明顯比傳統HID更好，

快速吸引深處的魷魚往上游，更快進入誘魚狀

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博士後

研究員郭正元強調，更重要的是，智能LED集

魚燈能夠在維持既有捕撈能力下，節省20%燃

油消耗。

節省燃油　使用壽命倍增　
船員不再工傷

「我們看過幾乎整個前鎮地區的漁船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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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排名，改裝智能LED集魚燈的排名大概在中

間偏高的位置。」沈聖智斬釘截鐵地說，測試

結果顯示改裝智能LED集魚燈並不會影響漁獲

量，破除大家認為裝設LED燈可能捕不到魚的

迷思，「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講，他們的觀念是

不對的。」漁獲差異主要原因跟燈具的改變沒

有必然關係，應該是整個海洋資源與環境年際

波動的問題，「好比今年魷魚整個漁獲明顯比

去年差，拿今年跟去年比就不公平，應該把今

年所有漁船的年度捕獲量抓進來做比較。」

除了節省燃油，高明德還說，船員在甲

板作業難免會被燈照到，傳統HID燈是360度

擴散照射，全部打開時，溫度高到皮膚都會燒

焦，紫外線很強，「我們都要戴面罩戴墨鏡保

護。有時候不小心照到眼睛，一個星期都不會

好。尤其是高溫滾燙的HID燈被濺起的海水打

到，就會砰地一聲爆炸！如果有船員站在下面

很危險，都要戴安全帽。LED燈具就不會，好

很多。福克蘭群島歸英國管轄，他們很關心紫

外線傷害的問題，經常派遣無人機在海上巡邏

做工安稽查，沒照他們的規矩做，就會被叫去

『喝咖啡』一到兩個星期。」

「LED燈有指向性直接照射海面，不會

照到甲板上的船員，對船員工作環境改善很

多。」沈士勛補充，使用壽命倍數延長也是智

能LED集魚燈的優點，HID燈每次返航就要全

部換新，傳統燈具因為高熱故障耗損率很高，

換LED燈的故障率是零，使用壽命明顯延長很

多。「漁船接觸的是海水而且在低溫環境作

業，我們跟研發團隊討論的時候，就明確提出

防水係數設計規範要求，希望學校和研製燈具

的廠商能夠依照我們的要求把它做出來。」

相較於傳統燈具，LED燈具儘管有特殊規格要

求，長期使用成本卻沒有比較高。

研發團隊統計，傳統燈具每個航次返回

即使沒有損壞，也因為亮度衰減到僅剩一半或

更低，船東乾脆全部換掉。每趟出航除了裝設

300顆，還要準備400顆備品，壞了就換掉，返

航到港就直接報廢300顆，使用壽命只有3∼6

個月。LED雖然對外宣稱3年使用壽命，但實際

燈具壽命測試都能達到5年，讓沈士勛忍不住

說，長期而言，使用LED真的比較便宜。高明

德更讚賞，「這個燈真的很亮，重量也不會很

重，改進是不用啦！」

老船長手把手　智能加持　
年輕船長更順手

沈士勛指出，魷魚／秋刀魚漁船捕了魚還

要分級裝箱冷凍，並不會因為使用智能集魚燈

而精簡人力，船東改用智能LED集魚燈還有個

目的，研發團隊在燈具控制晶片裡面裝設感測

器，記錄每盞燈具使用時間與使用期間溫度，

推算每盞LED光衰比例判斷燈具剩餘壽命，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燈泡還可以用多久，不

用花錢檢測就知道需不需要更換，在漁船返港

前提早準備，節省靠岸運補時間並提升年度檢

修效率，不像傳統燈泡不管好壞全部換掉，所

謂的智能包括這個點。」

智能LED集魚燈儘管有這麼多優點，但要

達到政府期待透過智慧農業推動海洋漁業捕魚

科技化，改善遠洋漁船工作環境，媲美半導

體產業吸引年輕世代「跑船捕魚」，還有相

當的距離亟待躍進。受限於「類世襲制」的手

把手傳統，沈士勛觀察，從事遠洋漁業原本

就有較高的相對風險，「船長在臺灣是高薪行

業，高雄這邊感覺有點家族傳承，船長知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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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行業賺錢訣竅在哪裡（魚群出沒熱區跟捕魚

方法），既然這麼好賺，我就教自己的兒子就

好，形成另類的家族企業。」

「祥豪六號船長吳東耀就是我姪兒，現

在祥豪八號大副也是我的姪兒，培養他們這些

年輕人就是這樣子啊！」高明德透露，每個船

長都有自己專用的海圖，詳細記錄每個航次在

哪裡捕到魚，什麼時候魚會往這邊跑，「現在

連日本漁民都抓不過我們，他們到漁場就到處

找臺灣漁船的蹤跡。我們今天在這裡抓到魚，

明天就很多船跑過來，因為船上有AIS自動識

別系統，他們就會發現那艘船幹嘛在那邊停那

麼久，好幾個小時都沒有動或是一、兩天都不

走，就會慢慢移過來。」

高明德16歲開始在漁船當練習生，從三

副、二副到大副，跑了20年船才當上船長。

「現在姪兒是我親自教他的，差不多3到4年

就當船長了。我當船長，他當大副，我說怎麼

操作，他就跟在旁邊學。聲納打下去沒有微生

物，代表這個地方沒有魚，再到別的地方找；

怎麼看水溫圖找秋刀魚，水溫線有個坳很可能

就有魚躲在下面；抓魷魚也要看水溫圖，浮游

生物是跟著水溫跑的。我當學徒的時候還沒有

水溫圖，那時候抓魚全靠經驗。現在除了水溫

圖，還有聲納可以探測魚群所在位置，船長訓

練養成時間隨著技科進步明顯縮短。」

屢敗屢戰　
成功挑戰遠洋漁業數十年傳統　
然而高明德到現在還無法完全放手讓智能LED

 祥發八號船長高明德「跑船」近半世紀，見證遠洋漁業科技化設備進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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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魚燈自主操作，亙順科技董事長莊家毅坦

言，智能系統從實驗室推廣到海上作業過程遇

到很多困難跟挑戰，第一個問題就是漁民不

接受！他們幾十年都是使用傳統燈具，已經很

習慣原有的操作方式，看到智能LED集魚燈第

一句就說：「這個能捕魚嗎？」再怎麼麼解釋

LED光譜很接近傳統HID，光子量甚至更強，

大家還是聽不懂。漁民認為HID是靠熱光源捕

魚，LED冷光源不可能捕到魚，就說：「你把

燈點亮，我用眼睛看。明天眼睛睜不開，我才

相信。」 

「這個問題我們經過6年測試才找到答

案！」莊家毅指出，研發團隊剛開始根本不知

道魚會靠近什麼光譜，設計開發跟安裝測試過

程屢試屢敗，屢敗屢試，偏偏就是抓不到魚。

但團隊還是不放棄，失敗1次、2次、3次⋯慢

慢從挫敗中尋求答案，然後越做越有心得。

「我們確實曾懷疑這套系統很可能行不通，因

為同艘船配置同套燈具出海測試，有時候覺得

效果不錯，有時候效果又不好，經過一次次檢

討發現LED有個毛病，魚過來又會游走，不像傳

統燈具開燈以後，魚被吸引過來就會定在那邊，

台達電子工業公司最後研究發現關鍵就在光譜。

台達電把傳統燈具的光譜全部測試出來，

再去測試LED的光譜，不斷地測試磨合，才把

LED光譜調整到最接近傳統燈具。尤其是魷魚

／秋刀魚漁船半年到北太平洋抓秋刀魚，半年

到南大西洋福克群島抓魷魚，兩種光譜的應用

完全不同，困難度更高，「我們的目標是做個

漁民可以用、用得起又好用而且能夠推廣到全

世界的產品。」莊家毅挺著胸脯說：「LED的

優點是可以調光譜吸引不同的魚種，我們的燈

 魷釣LED集魚燈。  魷釣LED集魚燈捕撈成果。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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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台達電努力下，很可能是全世界目前最好

的，可以變色一燈兩用，捕秋刀魚用紅光，抓

魷魚換白光，建置成本馬上減半。」

「這應該是我目前經手過最嚴苛的產業

照明設備。」負責工業相關產品研發的台達電

照明解決方案事業部經理賴彥志指出，集魚

燈屬於應用科學，台達電是電子公司，可以針

對任何客戶所需做出符合規格的產品，「但是

集魚燈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魚到底是怎麼樣被吸

引住？生物科學比工程更嚴苛更難達成。」

更何況還有海上鹽霧侵蝕和航行振動的難題，

「我們發現實驗室測試不足以涵蓋海上的實際

狀況，如在實驗室通過漏水測試，到海上還是

漏，都要慢慢找出問題克服補強。」

免費安裝試用　突破漁民刻板印象
儘管研發團隊的突破發展引起日本最具

規模的集魚燈廠商東和電機製作所矚目，探詢

臺日合作的可能性，但賴彥志說：「我們現在

最困難的是，如何讓漁業者採用這個魷魚集魚

燈。」為突破漁民傳統觀念，亙順科技免費幫

遠洋漁船裝設測試，驗證智能LED集魚燈的捕

魚效率。「臺灣漁船第一個成功案例是我們創

造出來的。為了拜託船東試用，那艘船改裝花

了好幾百萬台幣，免費喔！」莊家毅回憶，結

果漁民使用後效果不錯，就一試成主顧。

目前為止，除了與智農計畫合作試驗場域

的4艘遠洋漁船，換裝魷魚／秋刀魚智能LED

集魚燈的遠洋漁船依舊屈指可數，不過從秋刀

 魷釣漁船船艙內部整理漁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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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遠洋漁船改用LED焦魚燈經驗，農委會漁業

署樂觀認為，研發團隊從2011年開始推廣秋刀

魚LED燈，直到2015∼2016年突然爆發換裝潮

才被大家普遍接受。魷魚捕撈技術困難度比秋

刀魚還高，推廣LED燈應該也要經過慢慢教育

市場的歷程，配合專家系統現在正在測試，等

到爆發的陡坡出現應該就可以水到渠成，這是

每個產業特定的問題。莊家毅語氣堅定的說，

 沈聖智（左2）帶領研發團隊成為臺灣遠洋漁業的強力後盾。

 LED集魚燈可以變色，一燈兩用。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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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業推出去，讓全世界的

燈火漁業都改用臺灣研發的技術跟產品。」

放眼全球　永續經營代代傳承
「這個市場應該有幾十億美金，絕對夠

大，為了地球環境更應該要做！」台達電照明

解決方案事業部處長郭啟鐘強調：「我們在

等時間，現在專注做市場教育把船長教育好，

技術布局甚至業務行銷方面，我們都已經準備

好。臺灣在地市場的測驗場所，台達電看的是

整個全球市場，只要是晚上用集魚燈捕魚的，

通通是我們的機會；尤其是魷魚在福克蘭群島

海域、阿根廷，印度洋都有。更重要的是台達

電從能源起家，重視環保節能是我們的宗旨，

可以做節能又可以做環保，我們才會堅持下

去。」

沈聖智更在農委會的支持下，帶領團隊

積極籌畫並號召相關漁撈廠商加入智農聯盟，

「大家都在等待那個點，串聯台達電、亙順

跟中信造船⋯我們所有努力就是為了營造這個

點。當年秋刀魚也是這樣的做法，讓大家都覺

得這個燈很好用，當有1個、2個、3個⋯都覺

得很好用的時候，下個年度可能就是20個、30

個⋯持續上去，我們要把新科技帶到漁業，讓

年輕人因為科技進步願意投入這個產業，例如

正在測試的專家系統，讓他們的工作越來越輕

鬆。漁業科技發展從20年前到現在，很多東西

都是從無到有。我們希望現在的努力可以讓20

年後的船長告訴我們的子子孫，20年後他們的

捕魚事業比20年前的今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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