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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與下標 

 

Class: ______  No.: 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        10703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看完全文後，在此下大標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魚類體色千變萬化，有些用於示警、有些則是溝通或是保護色。不同體色背後

蘊含著不同的意義，形成魚類不同的生存之道，魚體顏色的奧妙，有些已被確認，

但仍有些需進一步的探究。 

海裡如同陸地一樣潛藏著無限危機，在撲朔迷離的食物網中，掠食者與被掠食

者都必須發展出獨特的生存方式。大部分魚類都恨不得將自己隱藏起來的時候，卻

有色彩鮮豔的魚類敢明目張膽地悠游於危機四伏的大海中，不怕掠食者的毒爪。 

其實躲避天敵的方式，巧妙各有不同，除了靠體型或使用毒刺、放電…等特殊

功能以外，有更多的魚類是依靠體色的變化避敵生存，達成延續種族的使命。 

魚類體色的變化由分佈在皮膚真皮層中的基本色素細胞所調和而成的，色素細

胞通常分成黑色素細胞 (Melanophore)、黃色素細胞 (Xanthophore)、紅色素細胞

(Erythrophore)及光彩細胞(Iiridophore)四種。其中黑色素細胞及黃色素細胞在魚類的

皮膚上較為常見，魚類體色的深淺變化主要受到黑色素細胞的調節。何大仁、蔡厚

才在魚類行為學一書中提到，黃色素細胞顆粒較小，當在皮膚表面分佈不密集時，

魚類體色會呈黃色或深橙色，細胞分佈較為密集時則會呈紅色甚至出現紫色，側帶

擬花鱸就是其中的一例。至於紅色素細胞在一般魚類中較為少見，大多出現在熱帶

魚身上，且多呈現局部分佈，如腋斑狐鯛。光彩細胞(Iiridophore)或稱反光體，因含

有鳥糞嘌呤的結晶顆粒而有強烈的反光效果，魚體腹部呈現出銀白色，就是因為

黑、黃、紅等色素細胞密度較少，加上光彩細胞的折光效果所導致的結果。 

在海中，千變萬化的魚類體色各自具有獨特的生存意義，甚至可從其中看出魚

類的生活方式。一般而言，生活在大洋中的魚類體色大多是背部顏色深沉，腹部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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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淺白，此因由上往下看的時候，魚體背部顏色深沉能融入海底漆黑的色調，猶如

黑衣人躲入陰影一般，不易被敵人發現。同樣的道理，由海底往上看時，因淺白色

的魚腹與發亮的天空顏色相似，形成若隱若現的效果，使魚體自然而然的與環境背

景相融合，魚體宛如消失於天空中一樣，不易被掠食者發現。大洋洄游魚類體色的

變化，大致依循這樣的規則，鯡魚即是明顯的例證。 

然而珊瑚礁魚類除了具有單一體色的基本色澤外，還有條紋及斑點的變化。條

紋大致分成橫紋及縱紋兩類。具類似＂|||＂的橫紋（即由魚背部延伸至魚腹的條

紋）魚類，如角鐮魚大多棲息在水草繁生或是珊瑚礁區的海域，魚體上的斑紋遠觀

的效果如同搖擺的水草，讓牠們可以輕易地隱藏在水草或珊瑚之間，不易被發現蹤

跡；有些魚類只在眼睛有深色橫紋色帶，將眼睛隱藏在色帶之中，使掠食者無法輕

易辨識出眼睛的位置，因而降低頭部被直接攻擊的危險性，但有些魚類反而在深色

頭部加上淺色色帶，將眼睛藏在深色部位，使掠食著誤以為淺色色帶才是眼睛，如

花斑擬鱗魨。而具有＂≡＂字型縱紋（即由魚吻部至魚尾的縱紋）的魚類，如柴

魚，縱紋會令人產生游泳速度看起來比實際速度要快的錯覺，而使敵人放棄追逐

牠。另魚體上的斑點，並非只為了裝飾，還有許多功能。有些魚類在背鰭下方有一

個看似眼睛的斑點，目的在於混淆敵人的視覺，讓掠食者看不出來哪裡是真正的頭

部，以保護頭部，不被攻擊，增加逃生的機會，如長吻蝶魚。 

有些魚類也如同人類女大十八變，或醜小鴨變天鵝，年幼時與長大後的體態，

有些由美變醜，有些由醜變美，而「魚大十八變」就端看自己的造化。一般剛孵化

的仔魚體色呈透明狀，隨年齡增長，體型小者出現色點，體型大者會形成色帶。有

些魚類在成長過程中，體色會一再的產生變化，像是蓋刺科、蝶魚科、隆頭魚科…

等都屬此類。 

以疊波蓋刺魚為例，稚魚體色呈藍黑色，再加上一條一條白色的波紋，讓掠食

者看不清楚魚的整體外型而放棄攻擊的企圖；等到魚長大一點，身上的白色波紋逐

漸褪去，體色由藍黑色轉變成褐色，也開始出現小斑點，此時白色波紋與斑點並

存；到了成魚時期，身上的白色波紋全數消失，只剩滿佈的斑點，體色也變成褐

色。因為三個時期有三種變化，當不同時期的疊波蓋刺魚同時出現時，常被誤認為

是三種完全不同的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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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魚體色的變化來自於生理的調控，簡單來說，就是因應環境而變色的避敵

行為，變色的原因起於色素細胞受外界環境刺激而擴散所產生的結果，例如隨著環

境背景迅速變換體色的比目魚，科學家曾對比目魚變換體色的能力進行過一個有趣

的實驗，將黑白格相間的西洋棋盤放入水族箱底部，結果箱中的比目魚在短時間

內，竟將自己的體色變出黑白相間的顏色，令科學家嘖嘖稱奇，這種奇妙的本事使

比目魚就算靜靜地躺在沙底，也不容易被掠食者發現，又能不費吹灰之力突襲游過

眼前的小魚，飽餐一頓。 

人生病了，有醫生照顧，魚在海裡生病了，則有魚醫生來照料，牠專為大型魚

類清除皮膚上的寄生蟲，但魚兒們要如何辨識魚醫生呢？以裂唇魚 (Labroides 

dimidiatus）為例，這個魚醫生身體體側有一條黑色＂－＂字型的縱紋，那就是牠們

的正字標記！魚醫生幫魚顧客清潔身體前，會先以”跳舞”示意，讓魚兒確定魚醫生

的身份，而不會一口誤吞了牠。但有一種魚長相類似魚醫生的縱帶劍齒鳚

(Aspidontus taeniatus taeniatus)，覓食時也在海中巡游，當有魚類誤認牠是魚醫生，

並示意要清潔身體時，牠便光明正大地靠過去，假冒的魚醫生利用接近對方的機

會，狠狠地咬一口，然後銜著「偷」來的魚肉逃逸無蹤，真可謂奸詐成性，偽裝成

功啊！誰說魚兒不聰明呢？ 

在大海中，有些魚類不但體色鮮豔，也明目張膽地漂浮在水層之中，無憂無慮

悠游海中，為什麼呢？以獅子魚為例，牠之所以能這麼地悠游於大海之中，是因為

它身上的背鰭、腹鰭與臀鰭中都具有毒的硬棘，不怕掠食者襲擊。獅子魚全身紅白

相間的體色，火辣辣地警告掠食者不要輕舉妄動，以免被毒刺刺傷，否則後果自行

負責！ 

人類的性別可以從穿著打扮分辨出來，男生有男生的衣服，女生有女生的衣

服，兩性分野相當明確，而魚類體色亦有雌雄不同之分，學者稱之為「雌雄兩(雙)

色」型，簡單的說，便是雄性與雌性在外表型態上大不相同。以側帶擬花鱸為例，

雄魚全身呈橘黃色，身上又有一塊紫方斑，而雌魚全身只呈現單一的淡黃色。 

另有些魚類具有明顯的社會階級，魚群社會中個體最大者通常統領其他體型較

小的個體，”頭目”魚不幸意外死亡時，為了種族的存續，魚群中體型次大的個體，

便會發生＂性轉變＂繼承領導地位，在此過程完成之前，變性中的魚就會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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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繁殖行為，舉例來說若是轉為雄魚的話便會開始向其他雌魚展開求歡的動

作，一開始只是模仿而已，經過幾天或一個禮拜後，性轉變完成後，就真正成為雄

魚繼續帶領群體。而在「海底總動員」電影中的小丑魚，反而是雌魚統領魚群，因

此性轉變的過程正好相反，反而是由體型次大的雄魚轉換成統領魚群的雌魚。 

然而，當魚發生性轉變時，只是性別改變而已嗎？其實不然，有雌雄雙色的魚

類在性轉變的同時，也會產生體色的轉變。舉例來說，側帶擬花鱸的雌魚，全身呈

現鮮豔黃色，性轉變時，雌魚的體色逐漸由黃色轉成深橘色，也開始出現紫方斑，

一開始顏色不明顯，但持續加深，直到性轉變完成，成為真正的雄魚，擁有極鮮艷

的體色。 

人們結婚時，新郎會穿著光鮮亮麗的燕尾服，而新娘穿著耀眼迷人的白紗。在

魚類的求偶的過程中，在繁殖期間性成熟魚體也會產生迷”人”的婚姻色。有些種類

雌雄魚都會產生婚姻色，但有些種類只僅限於雄魚或雌魚，完全視種類而定。婚姻

色的目的在於吸引異性的注意，以提高交配的機會。以雄魚為例，處於繁殖期的雄

魚會產生異於一般情況的體色變化，就像新郎穿上燕尾服一樣，有著「結婚時幸福

的顏色」。這種變化源自於雄性激素的刺激，也只有在繁殖期才會出現婚姻色，以

吸引雌魚的注意，贏得雌魚的青睞，進而繁衍後代。 

雖然，海裡的魚類顏色鮮豔，但也有一些魚類沒有顏色，也就是身體透明，因

為長得透明，能直接與背景顏色融合，被掠食者發現的機率較小，就算掠食者看得

到，透明的魚體靜止不動，遠觀之下，只像隻被咬得支離破碎的死魚，由此可知，

透明色也是很好的保護色。 

雖說魚類體色有不同的功能，但有些魚體顏色變化的功能，到目前仍是一個

謎。例如中國管口魚，體色偶有黃化的現象，卻沒有固定的規律可歸納，其成因眾

說紛紜；有些魚類像條紋鯡鯉、金鱗魚等，白天活動時的體色與夜間休息時的體色

不同；霓虹雀鯛受到驚嚇時，體色立刻變成深藍色，和人類一緊張就氣血上升而滿

臉通紅的道理一樣。這些體色的變化對魚類有什麼意義，目前仍是大自然千萬年祕

而不宣的奧秘之一，也令人在窺探大自然的過程中，對大自然的創造力多了幾分尊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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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以下12個副標題和編號抄到適當的段落前，當成是副標題。 

1. 溝通的顏色 

2. 魚體顏色如何變？ 

3. 雌雄大變色 

4. 緣起 

5. 火辣辣的警告色 

6. 謎樣的顏色 

7. 色不色有關係 

8. 透明也是一種顏色 

9. 摘要 

10. 幸福的顏色--婚姻色 

11. 隱藏自己的變色魚 

12. 魚大十八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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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取自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http://fishcolor.nmmba.gov.tw 

全文下載：http://fishcolor.nmmba.gov.tw/data/fishcol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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