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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海洋永續是目前備受重視的領域，

然而其中捕撈管理的進展卻因為人為因

素而不如預期。因此，我們創建了一個

管理平台。搭配機器視覺以及特別訓練

過的 Yolo 模型，直接將每一次的漁獲資

料紀錄進資料庫。 

關鍵詞：YoloV4、海洋永續、捕撈管理 

 

二、 緣由與目的 

 

1968 年，美國生態學者 Hardin 發表 

一篇名為「草原的悲劇」的文章。[1] 深

入分析，共有財之所以會產生悲劇，最

主要的原因便是非排他性。然而共有財

卻是有限的，因此為了避免悲劇的發

生，某種程度上的管理是必須的。 

       自古以來，漁業資源便是人類重要的

蛋白質來源，同時也是深受矚目的共有

財。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大量濫捕的情

形層出不窮。[2] 為此，現行其實已經存

在諸多管理方式。主要可分為三大類：

投入管理、產出管理，以及配額管理。

[3] 我們發現現行的管理中，有一個制度

叫做隨行觀察員。他們的工作除了監督

漁船是否有違法行為以外，也負責觀察

與紀錄漁撈量。原本立意良好的制度卻

發生了不少憾事。2020 年 3 月，一位來

自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的漁業觀察員，

被發現在台灣籍的圍網漁船「穩發  636 

號」上身亡。同時，美國的「專業觀察

家協會」也指出，過去 10 年有 14 關觀察

員死亡、失蹤，5 年內更有 4 個案件與台

灣有關。[4] 為此，我們分析了觀察員的

工作。隨著機器視覺的發展，影像的辨

識已經有長足的進步[5] ，所以我們決定

製作一個辨識漁獲的平台來協助觀察員

的工作，讓觀察員安心當個單純的科學

家而不必去關心法律的問題。如此一

來，不僅可以減輕觀察員的生命威脅，

還可以做出更精確且快速的紀錄。 

因此，我們致力於研究在保障觀察員安

全的前提下，取得精確的漁撈紀錄來進

行更好的管理以達到海洋的永續發展。 

 

三、 研究範圍 

 

近年來，各國不斷出現新的海洋養

殖科技。在智能監測技術這方面，以現

在的科技來講已經是相當成熟。然而，

海洋養殖要邁向商業化還是有不小的障

礙。 [6] 開源節流，開源是養殖，而節流

則是捕撈管理。因此我們的研究方向為

遠洋漁業的捕撈管理。遠洋漁業的管理

目前可分為三大類。而我們的研究範圍

則是鎖定在產出管理的魚種限制、產量

限制、混獲管理及拋棄管理，還有針對

鮪魚的配額管理。 

 

四、 使用技術方法 

 

(一) 輸入輸出端 

React、Express.js、Node.js、ngrok、

LineBOT、MySQL、Nvidia tx2 

(二) 影像辨識 

YoloV4 da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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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架構流程 

 

 
(如圖 1. 為架構流程圖) 

 

六、 工具說明 

 

我們將訓練好的深度學習模型架設

在 tx2 上運行，透過後端框架 Django 與

ngrok建立與Linebot的溝通連結。在 Line

上建立個人資料後，將圖片傳送給辨識

魚種的 linebot 帳號，使用者能立即得到

tx2 上 yolo 模型辨識出的漁獲資訊。同

時，透過 node.js 的 API 將資料上傳至資

料庫及雲端。 

使用者後續想要追蹤漁獲量可以上

我們的網站取得歷史紀錄，上面有透過

node.js 向資料庫取得的資訊。 

 

七、 實驗結果 

 

(一) 辨識系統 

能夠正確辨識出各種類別的魚

種，若辨識為魚卻不在我們特別紀

錄的魚種之中，還是能夠辨別，並

記錄至其他(others)(如圖 2)。 

 
(圖 2. 為辨識其他類魚種輸出) 

(二) 系統連接 

我們的專案除了有網頁、資料

庫、運算裝置還有 linebot 各種不同

系統，成功透過API的呼叫傳遞資料

(如圖 3)。 

 
(圖 3. 為網頁從資料庫中提取之歷史紀錄) 

 

八、 結論 

 

我們的專題大致上符合所預期的功

能，除了為連續影像進行一次性蒐集資

料的演算法還沒加進去，以及沒有將整

個專案架設到雲端上。而這也是未來繼

續發展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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