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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 ILa FORMOSA



台灣 日本 英國 菲律賓

面積（1000km2） 36,000 372,313 244,046 300,000

分類群 全種

單位面
積所含
種數
（spp./

1000km2）

全種

單位面
積所含
種數
（spp./

1000km2）

全種

單位面
積所含
種數
（spp./

1000km2）

全種

單位面
積所含
種數
（spp./

1000km2）

陸生哺乳類 78 2.2 97 0.3 50 0.2 153 0.5

繁殖鳥類 200 5.6 247 0.7 230 0.9 395 1.3

爬蟲類 90 2.5 63 0.2 8 0.03 190 0.6

兩生類 30 0.8 55 0.1 7 0.03 63 0.2

高等植物 4200 116.7 5,300 14.2 1,623 6.7 8,931 29.8

四個島國之主要生物種數及單位面積所含種數
（spp./ 1000km2）



秘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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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調查研究史
• 第一階段是自1860年至日據時代結束（1945）

• 第二階段則是1945至1980年止

• 第三階段則因80年代環境保護意識抬頭起

國家公園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森林法(修訂)

• 第四階段1990年相關科系及研究機構成立

• 第五階段2000年研究經費抬頭及NGO、生態公司

• 第六階段2010年公民科學興起



• 英國博物學家

Robert Swinhoe

1862/18種哺乳動物描述

• 標本寄回大英博物館(BM)

• 紀念鄭成功命名刺鼠

Mus coxinga

(Niviventer conniga)





日本明治維新

冒險＝研究

帝國經濟與文化的優越感
＝
落後殖民地啟蒙的使命感



• 感激

楊南郡

吳永華





翠池－冰蝕湖



「台灣次高山（雪山）的動物地理學研究」
(Zoo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Tsugitaka mountains 

of Formosa)

鹿野忠雄1925年至1933年，前後8年
間，足跡踏遍了雪山山脈與周邊山
區，路線包括：雪山西北坡、雪山
東向坡、由大甲溪上溯到雪山、由
志佳陽上雪山，經雪山西稜下至大
甲溪畔的烏來社以及縱走雪山山脈
各峰（主峰往南的稜線）

共計調查到的脊椎動物有：哺乳動
物14科42種、鳥類35科94種、爬行
類11科49種以及兩生類5科17種
（內不含蝙蝠、遷移性鳥類與守宮
類）。



山的文學

• …..對於成長於台灣，
正在待命前往東南亞
探險的我，本書雖然
微不足道，感覺好像
是小學時候努力畫出
的一張幼稚圖畫，但
是仍然帶給我一連串
懷念線索。



• 鹿野說：「我與原住民去過一些動
物學者未曾採集過的地方，我與他
們共同狩獵，在山谷之間尋覓野生
動物蹤跡，他們和其祖先一樣，對
動物習性非常瞭解，我很幸運與他
們在一起……」

原住民
摯友

『高山的讚嘆』



舊琉球群島陸塊成立

舊本洲陸塊（含四國、九州）及台灣高
山生物相發源

舊北海道陸塊

台灣島、隱歧島、對馬成立

四國、九州分離

第三世紀中新世

第四世紀更新世前期
(160 my)

更新世中期

更新世末期

全新世

動物地理 Zoogeography

動物地理來源可分成
兩大系統
1.低地
2.高山



台灣生物多樣性
與冰河期的關係

•第四紀多次冰河期海進海退

•最近一次約18,000年前的
「冰期鼎盛期」

•南北極的冰原擴張，使得全
球海水面下降約120公尺，
台灣海峽(水深70公尺)成陸，
台灣與中國大陸連結成一片
相通的廣闊大地。東海、黃
海、渤海也因海水面下降，
而露出大片的大陸棚。

（魏國彥，1997）



冰河期孑遺生物的避難所



溫帶或寒帶型



• 南湖柳葉菜台灣特有種高山植物，也是台灣少數存留的
冰河孑遺植物，為多年生小型草本植物。

• 分布於台灣高海拔3,400公尺以上山區，多集中在南湖大
山、中央尖山一帶，少在馬博拉斯山等其它山區可見，
在高海拔呈現孤島狹隘之點狀分布，族群數量稀少。

•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1988年8月22日公告為珍貴稀有
植物之一。

• 生長喜好有日照的裸生地，如南湖圈谷碎石坡。花色：
淡紅紫或淡粉紅。花期：7月至8月。



• 2007年發表

• 為紀念鹿野忠雄對台灣
自然史的貢獻，命名為
Mogera kanoana。



我感念的謝孝同博士
1940-2015



八通關加速開發地區野生動物調查
1980-1981

• 台灣整個國家公園保護系統還在縹緲雲端
• 台灣高山區野生動物的狩獵行為如火如荼
• 台灣第二條中橫公路的開發說法甚囂雲上

謝孝同博士與林俊義教授就帶著幾位年輕研
究生跋涉八通關古道、玉山、秀姑巒山、大
水窟山等尋找野生動物蹤跡，記錄分析棲息
地重要因子。





台灣野生動物調查先導者
• 他對台灣野生動物的感情是無比深厚

• 他開創台灣野生動物野外生態調查史

我始終記得他講過這樣的話

製造好人秘訣，讓他在大自然中成長



>200 peaks higher than 3000 m; 30 
peaks above 3,500 m

台灣高山林立，>3,000m海拔的山峰有100座，
>3,500m的有30座，迤邐140km。

（金恆鑣提供照片）

高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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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es
zone
Tsuga-

Picea zone

Quercus zone

Machilus-
Castanopsis zone

Ficus-Machilus zone

3600 m

3100 m

2500 m

1500 m

500 m

subarctic

tropical

subtropical

temperate

氣候分層、植被多樣



• 提供冰河期孑遺生物的避難所，特有性高

• 提供棲地分離可容納相似物種而避免競爭，
物種豐富度增加

山地生態系於野生動物多樣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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嚙齒目動物於中部地區海拔分布之區隔



人向大地爭
人與自然鬥



台灣的森林裡雲豹還在嗎？



石虎
被誤解的石虎？



黑熊常見嗎？



河流中還有水獺嗎？
水獺的溪流乾淨嗎？



離島的悲歌台灣狐蝠





奈我如何？



最大型的狩獵動物
水鹿



矯健斷崖攀壁者野山羊



觀高山屋旁發現之黃喉貂
黃喉貂



食蟹獴



麝香貓



無尾葉鼻蝠



水鼩



中央山脈廊道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7,759公頃
雪霸國家公園：76,850公頃
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109,952公頃
玉山國家公園：105,490公頃
出雲山自然保留區：6,279公頃
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55,991公頃
太魯閣國家公園：92,000公頃
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11,415公頃
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69,078公頃
雙鬼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47,724公頃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47,000公頃

野生動物保護區域





台灣海拔1000公尺
以下，以農田生態
系為主的淺山丘陵、
平原到海岸地區，
是多數人居住的主
要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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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山(里山)生態系

• 現今低海拔地區呈現
面積大小不一破碎化、
鑲嵌的地景

• 淺山生態系如何於生
物多樣性保育與環境
資源永續利用的原則
下定位

• 淺山生態系如何能面
對變遷而結合生產、
生活與生態的永續經
營模式





里山倡議 SATOYAMA
• 2010年日本名古屋
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
約會議

• 類似日本里山地景的
複合式農村生態系為
對象，它是因人類的
生活方式與大自然長
時間的交互作用所形
成，其願景是「實現
人類與自然和諧共
生」，





林業及自然保育台中分署



里山動物的悲歌



高砂族調查書：
昭和8年(1933)年中到年末

州、廳 地點 山貓 豹

臺北州 蘇澳郡 128 2
羅東郡 35
文山郡 35

新竹州 大溪郡 59
新竹郡 7
竹東郡 11
竹南郡 4
大湖郡 77

臺中州 東勢郡 5
能高郡 46 3
新高郡 52 1

州、廳 地點 山貓 豹

高雄州 旗山郡 53 1
屏東郡 12
潮州郡 26 1
恆春郡 21

臺東廳 大武支廳 7 4
臺東支廳 4 5
里壠支廳 153 2

花蓮港廳 玉里支廳 85
鳳林支廳 55
花蓮支廳 62
研海支廳 216 1



高砂族調查書：
昭和8年(1933)年中到年末

• 總數 1150山貓被捕獲，
數據正確與否無可考

但就當時日本警察治理

之威嚴。原住民回報資

料應無太大虛報。

• 豹應是指以絕滅的雲豹

• 當時可能有毛皮交易
（含雲豹皮）



族群現況

• 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

• 侷限分布台灣西北區淺
山

• 已知分布範圍日漸縮小

• 主要分佈地區為苗栗、
南投與台中等

?

?



石虎在台灣可能的棲息
地分布模擬

本圖的產生係使用石虎活
動核心範圍（Fix Kernel
50%）內的：
 平均海拔或出現點海拔
 農地面積（不含稻田）
 森林面積
 草地灌叢荒地面積
 900m半徑道路密度

（不含快速道路）



石虎重要棲地
關鍵棲地 潛在棲地

可
能
棲
地



階層名稱 次階層名稱 定義 開發時要求

預
測
石
虎
適
合
棲
地

石虎重要棲地

關鍵棲地

已知石虎分布地點加

上緩衝範圍，套疊分

布預測圖層後的區域。

需保育計畫書

潛在棲地

與關鍵棲地相鄰，可

能有石虎分布但目前

仍缺少野地調查資料

的區域

需加強調查，

若發現石虎，

則再提出保育

計畫書

石虎可能棲地
Maxent分布預測結果

範圍

依過往調查量，

規劃補充調查

石虎重要棲地保育評析



台灣石虎族群數量知多少？

・2016年估計全台石虎
的估計數量為 449到
662隻 (林良恭等 2016)

・2022年苗栗縣石虎數
量推估約 340-360隻
(裴家騏等 2022)

1



Habitat loss and 
fragmentation

棲地破碎化

Stray 
dogs and 
cats犬貓

Road
-kill
路殺

Poison 
baits
中毒

Illegal 
capturing
非法捕獵

Conflicts with human

61

生存危機原因



石虎棲地Habitat



2015/01/14

2015/01/25

2015/02/01

石虎攻擊
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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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路殺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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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路殺統計
苗栗 南投 台中 彰化 嘉義

(至2022/10/29止)(參考特生中心於國土生態綠網成果交流研討會資料)





Wildlife Corridor野生動物廊道



辨識相機 辨識相機

通道內相機架設示意圖



苗栗縣卓蘭鎮老庄溪石虎專用友善通道



跨越混凝土3面光水利工程障礙





石虎使用老庄溪通道情形-行為
母子㇐起穿越通道 攜帶獵物

伏低警戒通過 通道內嗅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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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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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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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 白鼻心 貓 犬

A內 A外 B內 B外

石虎、白鼻心、貓、犬使用老庄溪通道次數比較圖

統計時間為:2022/1/4~2022/10/21

A

B

2022/10/28 空拍照



苗栗石虎重要棲息
環境規劃範圍：面
積約21,000公頃



公有地的分
佈狀況

設保護區
不易

怎麼辦？



• 一、友善石虎農地生態系服務給付：實際耕作
農民。

• 二、社區參與棲地維護獎勵：在地民間團體或
社區發展協會等立案團體，每村(里)限 1 個團
體申請，超過 1 個申請時，由縣市政府評選最
優者執行。

• 三、石虎入侵放養家禽場域通報獎勵：飼養戶。

實施方案與對象

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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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尚可位點 (23)
藍色腳印：尚可，有水獺痕跡位點 (11)
紅色：亟需立即改善位點 (15)
紅色腳印：亟需立即改善且有水獺痕跡位點 (8)合計57處

金門全島道路涵洞水獺友善程度評估



78位於環島北路的金湖二號橋，橋下大量鋼筋水泥塊堵塞 (水道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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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砂壩高度過高 (通道類型
或設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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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季時該涵洞周邊與鄰
近泥塘均⾧滿布袋蓮與各類
雜草，水獺痕跡消失

地點05涵洞位於蘭洋路去
年調查時涵洞暢通，有發
現水獺足跡與排遺



81

今年5月時布袋蓮完全淤
滿，水獺無法通行，穿越
道路並留下排遺

8月後縣政府清淤完成，
水獺於涵洞內留下足跡



立即通知金門縣政府派員前往處理，現場布袋蓮生⾧茂
盛完全淤積堵塞涵洞，水獺無法穿越因此改行走道路



金湖鎮公所派怪手前往現場清淤



清淤完成，還水路予水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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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景生態學進行廊道與棲地連結規劃

棲地類型
(Type)

障礙值
(Resistance Value)

資源來源
(Source)

建物
(Building)

500
內政部2007年版國土利用調查成果代碼: 50X、

60X、701

道路(Road) 50 內政部2007年版國土利用調查成果代碼:30X

坡度(Slope) 0-41.75 日本ASTER 衛星30m x30m DTM 資料.

離水距離
(Distance from nearest water)

(10m/per unit)
0-98.75

金門縣政府水域圖層及內政部2007年版國土利
用調查成果代碼:40X、 902、903

以最低成本路徑分析(low-cost corridor modeling )計
算金門地區的水獺在21個湖庫棲地間可能的遷移路徑，
不同棲地類型衍生的障礙值考慮4個不同因子，包括建
物、道路、坡度與離水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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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計算圖A中的二個棲地之間
最低成本連結：

1. 先計算由左下角棲地出發會遇
到的累計成本值(圖B)

2. 再計算右上角棲地出發會遇到
的累計成本值(圖C)
(顏色越深代表成本越大)

3. 綜合上面的運算，求出連結此
二棲地的最低成本路徑
(越接近黃色成本越低)

(McRae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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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代表高障礙值區域

路殺發生地方與水域棲地連結限制相關



遺傳證據；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field mouse (Apodemus speciosus)

(Hirota et al. 2004)

Continuous 

Isolated 

City                Tama river

Woodland



Continuous populations 
have higher nucleotide and 
haplotype diversity and 
more haplotypes.

Popul
ation

Nucleotide 
diversity

No. of 
haplotypes

Haplotype 
diversity

C1 0.029 8 0.80

C2 0.027 6 0.73

C3 0.023 4 0.70

C4 0.024 8 0.86

C5 0.016 5 0.77

C6 0.013 8 0.77

I1 0.000 1 0.00

I2 0.004 2 0.45

(Modified from Hirota et al. 2004)

遺傳證據
雖地理相隔遠但河道
相連，基因多樣



河岸環境重要性



筏子溪位於台中盆地西側，屬於大肚溪（烏溪）水系，主流長度
21.25 公里，沿著大肚山東麓南北貫穿台中市，是台中市人口密
集區裡自然生態最完整的溪流。筏子溪溪床密佈卵石，自淨力強，
有別於其他溪流，是城市中難得的自然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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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

筏子溪

大肚溪(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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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里焚化廠-紅外線相機石虎拍攝成果 烏日焚化廠-紅外線相機石虎拍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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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法
（ ecotechology）係指
人類基於對生態系統
的深切認知，為落實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
續發展，採取以生態
知識為基礎、安全為
導向，減少對生態系
統造成傷害的永續系
統工程皆稱之

生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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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的利用



自竹塹迄南崁
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
求一樹就蔭不得
………………………..
途中遇麋鹿、麇、麂
逐隊行
甚夥

郁永河 (1698)裨海紀遊

＊1638 荷自台輸往日本
鹿皮151400張
＊1969年，最後一隻梅花鹿在東部海岸
山脈的山區被捕後，就再沒有人見過
野生的台灣梅花鹿了



Reintroduction of Cervus nippon
墾丁再引入梅花鹿

•

種
源
問
題(

野
外
已
絕
滅)

•
復
育
棲
地
問
題



1995/2/27  自立早報



墾丁國家公園進行梅花鹿復育逾30年，2021
年總數超過2000頭，造成森林退化。



港口村
梅花鹿危害紅龍果實痕-整株啃食



The deer Stepping on the soy bean plant

港口村
梅花鹿危害黑豆農地



墾管處補助圍網



Death of sika: Soft fence causes additional casualties



photo by 自由時報



車禍



墾丁高位珊瑚礁熱帶森林的悽慘





水鹿啃食

水鹿的為害

灌叢生物的消失



？



？

Top Predator



Mesopredator release



？



重新引入頂級捕食者，恢復捕食者與獵物
之間的關係

爭議

北海道狼的滅絕發生在1896年到1903年之間



追蹤埃及聖鹮

南投林管處成果分享



進行埃及聖鹮移除
工作情形

南投林管處成果分享



驗收情況
南投林管處成果分享



民國70年以後獼猴危害為何發生事件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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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敵
不見
了

棲地
變少
了

行為
改變

了



猴子不要來：驅趕

•讓獼猴一定要懼怕人
•讓獼猴無法有機會跑到
附近農地找到食物

•要選對時間(作物生長
收或與獼猴活動期)

•要聯合作戰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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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i.imgur.com/9Zbf7ZA.jpg



猴子進不來：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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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圍網優點
• 農民不需長時間駐點
看守

• 有效阻擋猴群而非零
星個體

• 不易傷害保育類動物
等觸法問題

• 亦可防治其他野生動
物的危害，例如:山
豬、鹿等野生動物的
危害



猴子於碰觸電網前後的行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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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KTFqQJ



餵食與觀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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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食獼猴的影響

• 雌猴生殖年齡提
早，從五歲提早
自三歲

• 生殖間隔縮短，
平均兩年生一次
至年年可生

• 一群獼猴有十五隻雌猴，
內有五隻年齡恰好三歲，
其餘皆超過三歲

• 請問餵食與否兩年間將造
成猴子的數量變化多少?
沒有餵食: 10 x 1 = 10
餵食:15 x 1 x 2 = 30

三倍！ ！

獼猴數量暴增生殖年齡提早



陽明山國家公園臺灣獼猴公路邊
排排坐等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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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毛蝠



新竹



Protection their roosts





蝙蝠住進來



每一種動物都
有其在自然界的
地位也都具有其
本身自演化所來
的奧妙

牠們的一切都
可串成無數有趣
的研究主題

只是我們對牠
們的瞭解程度仍
是滄海中一粟

人與生物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