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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議紀錄 

一、會議名稱：「北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2/2)」民眾參與小平台 

二、開會時間：112年6月26日（星期一）上午11時00分 

三、開會地點：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會議室 

四、主持人：吳 局長明華                       紀錄：施宇謙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冊 

六、主席致詞：略 

七、討論事項：(Q&A) 

(一) 第五河川局 吳 局長明華 

Q1：自行養殖的義大利蜂是否屬於外來種？ 

A1：是的，義大利蜂雖對台灣農業有幫助，但仍屬於外來種。 

(二) 荒野保護協會雲林分會 古組長國順 

Q1：美洲牛蛙在台灣生存許久，是否還算是外來種需移除？ 

A1：美洲牛蛙是外來種，但因台灣的微棲地比國外複雜，所以美洲

牛蛙的數量在過去十年並無急遽增長，目前也無對台灣原生蛙類

造成太大影響，但因屬於外來種，所以如有民眾通報或是志工在

野外觀察到數量多的美洲牛蛙，還是必須蒐集移除。 

Q2：在雲林、嘉義一帶常出現的的虎皮蛙，算是外來種需移除嗎？ 

A2：虎皮蛙在台灣的確有些是養殖場從國外引進，此情況屬於外來

種，如果志工在野外發現的虎皮蛙，如有受傷或皮膚潰爛情形，

通常都是被棄養的個體，還是需移除。 

Q3：像斑腿樹蛙、亞洲錦蛙等外來種蛙類數量多，如何更有效的移

除？ 

A3：除了志工每月定期去移除，其實最主力的移除方式還是在地居

民的幫忙，能一起合作將會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所以讓在地居民

更多認識外來種也是重點之一。 

Q4：一般民眾移除外來種蛙類時，後續處理很麻煩，除了通報相關



 2

單位，是否有可能在每個縣市設立中途蒐集站，或是有更好的應

對方式？ 

A4：除了將外來種蛙類冷藏再冷凍，後續送去協會處理以外，另外

就是把外來種蛙類，請志工移送到在地鳥會及救傷中心，讓外來

種蛙類成為受傷鳥類的糧食，盡最後的自然職責，也是屬於目前

較人道的處理方式。 

(三) 雲林海線社區大學 黃秘書 

Q1：有什麼民間單位或資源可以協助ㄧ般民眾更多認識外來種？ 

A1：兩棲類的部分，很歡迎大家加入「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FB 社

團，上面有許多專家，民眾只要將不知道的蛙類照片或是問題 PO
上網，會有許多專家及志工協助指認及分享專業知識，也會定期

在社團內分享研習及講座資訊活動；另外在特生中心也可告知研

究員，如社區需要講座課程，研究員可提供協助幫忙上課，或是

找大專院校的老師，像台大、師大、嘉義大學或中正大學，也可

邀請這些老師做分享。 

八、結論： 
九、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