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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金門、歐亞水獺、族群遺傳分析、生物地理資訊、個體鑑定 

一、研究緣由 

早年金門為軍事重地，對於居民的生活作息及觀光發展有著諸多限制，意

外地保全了野外的棲地環境，成為現今華南沿海地區重要的野生動物棲地。根據

金門結束戒嚴、開放觀光之初的調查，全島大部分水域及沿海地區均可發現歐亞

水獺活動的蹤跡，特別是東半島人口密度較低之地區。戰地戒嚴任務結束後，金

門陸續展開各項開發，當地地形地貌、植被水系皆有相當大的變動，野生動物的

生存與地方開發的衝突日益明顯，導致當地的歐亞水獺族群的生存面臨巨大生存

壓力。除了棲地的破壞干擾外，個體被路殺和誤捕死亡的新聞時有所聞。為了妥

善策畫金門歐亞水獺族群的保育工作，持續瞭解監測金門水獺的族群動態，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臺北市立動物園辦理本計畫，進行金門水獺的族群量及族群

結構調查與研究，以建立金門水獺重要基本生物學資訊，為日後擬定物種保育策

略提供基礎資訊。本（111）年度為第三年度，工作目標如下： 

（一） 綜整分子親緣及動物地理資訊，完成金門水獺族群擴散模式假說。 

（二） 建立金門水獺棲地利用的生態學假說，支援物種保育策略制定的生態

學背景資訊。 

（三） 進行例行性野外採樣調查，並進行排遺樣本 DNA 萃取、微衛星個體鑑

定及分析等實驗室工作。規劃每年檢驗 500 件排遺樣本，以監測當年族

群動態及擴增譜系資料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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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每季定期進行一次野外調查，一年共四次，除金門本島以外，對於周邊離

島也會做非例行性的調查。每季的排遺樣本將帶回臺北市立動物園分生實驗室進

行後續個體分析，以取得水獺遺傳資訊並完成個體鑑定，累積基礎個體動態資料。

今年為計劃執行最後一年，除持續進行野外調查、族群動態鑑測及個體分析外，

亦整合三年累積資料，探討歐亞水獺不同個體在這段時間棲地利用的差異、各地

族群結構的消長、找出水獺對於棲地利用的選擇偏好，建構金門水獺對於空間資

源需求的生態假說。 

三、重要發現 

    111 年度完成 1 月、3 月、6 月和 9 月（冬、春、夏和秋季）野外調查採樣工

作，共採得 507 件新鮮排遺樣本。全數樣本已完成個體資料分析。另 109 至 111

年所有記錄個體資訊已完成彙整。連續的長期資料對於棲息在金門的水獺個體提

供完整的棲地利用資訊。彙整計畫執行期間累積資訊，重要的發現與結論如下: 

調整金門水獺族群動態假說—金門水獺族群應非封閉族群，個體有能力跨越海域

自由出入金門。然而在鄰近地區並無發現其他穩定發展的水獺族群的前提下，

推測只會有水獺個體移出金門，族群應為只出不進的半開放狀態。但也有記

錄顯示有些個體可能長期離開金門後再次渡海回到金門島上棲息，具有更寬

廣的生存領域，金門只是其棲地的一部分，不會時時定居於此。 

金門為華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的繁殖熱點—每年的調查資料都可發現比例極高

的新個體，但是這些個體絕大部分在出現一兩季後就消失於金門，不再被

調查到，推測應為幼獸離乳成長後離開金門另覓棲地，不再停留於金門。

這些數量眾多的外移新個體顯示金門是歐亞水獺重要的繁殖場域，也是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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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華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活動及繁殖的核心棲地，具有相當重要的生態功

能，需要持續嚴密的保護跟關注。 

金門水獺個體間親緣具有地區關聯性—透過親緣譜系的分析，金門水獺族群可

依地理位置分為四個小族群，分別為東半島海岸族群、金沙溪水系族群、

太湖水系族群，以及西半島地區族群等。同一個小族群內的個體相互配對

進行繁殖的機率比跨地區個體來得高；而雄性個體比雌性個體有更高比例

會在各個小族群地區間移動遊走，尋求更多的配對機會。 

構成金門水獺族群主體的定居個體數量有限—每年的金門水獺若單就目擊次數

及排遺調查數量，很容易給人族群規模持續穩定發展的印象。然而分析每

年個體的留存情況後，發現個體數量扣除重複鑑定後其實總數並不多，各

個的重要水獺棲地在以排遺鑑定個體後也得知數量比預料中為少。其中定

居在金門的成年個體數量在年度整體出現個體的比例約只在 3 成左右，而

這些水獺才是維繫金門繁衍族群的重要關鍵。歐亞水獺在明顯處重複排遺

標定的行為容易讓人誤判水獺數量，產生棲地內水獺個體眾多的錯誤印

象。 

水域通道的暢通可提高棲地被水獺利用的機率—水域環境的改善必須伴隨著鄰

近水路通道的暢通，才有機會讓水獺願意前來利用那些棲地。棲地的維護

及改善需伴隨著周遭水域通路的整理一併考量。 

乾旱時期棲地劣化干擾的效應影響金門水獺原來的族群結構—乾旱時期許多中

小型棲地劣化程度嚴重，水獺被迫遷移應對。111 年降雨恢復正常、各棲地

逐漸恢復改善後水獺族群變動頗大，各地區的個體多有異動。族群穩定後

與之前原有族群結構的差異程度將會是需要注意研究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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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建議一 將周緣溝渠清淤清理納為湖庫疏濬固定工作項目 

主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縣政府、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協辦機關: 各地鄉鎮公所 

 今年水量充沛，各水域棲地水量多已恢復舊觀，然而不易觀察到的水溝涵管

大多因長期缺水而陸化，生長於其中的植物阻礙了水獺的活動，這些包括各村落

的蓄水池塘連通涵洞。本計畫執行期間金門各主管機關皆利用大片湖底露出水面

的機會進行湖庫清淤深峻工程，如古崗湖、太湖、小太湖、光前溪等前後都進行

了規模不等的工程施作，希望能在旱象解除後增加湖庫水體的儲水能力。建請各

主管機關能將目標水體周緣溝渠水道清淤清理納為湖庫疏濬工程的固定工作項

目，並積極協助所屬單位注意各水塘進排水道疏濬暢通，除能維護儲水場域的功

能性外，也能協助水獺在各棲地間的活動網路暢通，維護水獺移動安全，增加棲

地被利用的機會。 

建議二 淡水域原生種魚類的族群補充 

主辦機關: 金門縣政府 

協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魚類是歐亞水獺主要的食物，充沛可利用的魚類資源是歐亞水獺賴以存活

的關鍵因素。計畫執行前兩年的旱情對於許多水域棲地中的水生動物群聚造成毀

滅性的破壞，魚類死亡殆盡，但也同時一併移除了其中的外來種魚類。棲地恢復

後，部分獨立水域尚無淡水魚類進駐，建議可以人為引入方式引入魚類資源，加

速恢復棲地被水獺利用的可能性。而水獺對魚類的捕食不分原生種魚類還是外來

種魚類，或可主動引入人工繁殖復育的原生種魚類進入該棲地，協助放大其族群

規模，也同時進行原生物種的保育工作。長久下來或許極強勢的慈鯛科外來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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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還是會侵入到每一個水域中繁衍，但主動放大原生種魚類族群規模的操作或可

協助該原生魚類在共域外來種捕食壓力過大之前及早建立足夠的族群規模，足以

自行繁衍於金門水域中，生生不息。 

建議三 設置金門水獺族群資料庫科普網路推廣平台 

主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 臺北市立動物園 

本計畫三年長期的調查研究得到許多金門水獺個體活動的珍貴資料，並衍生

各項族群動態的分析推論。這些資訊的最終目標當然是能夠用在制定保育策略規

劃中，提供精準的參考訊息；而學術上的發表可讓國內外水獺保育工作人員能夠

接收到本計畫執行的研究成果，應用在自身的保育工作上，也能增加金門水獺保

育工作的國際能見度。然而，這些科學資訊與一般大眾有著相當程度的隔閡，如

何將之科普化、轉化成國人能夠接受的通俗故事及語言，也應是持續進行並且完

成的目標。若能建構金門水獺族群動態資訊的網路頁面，將資料庫內容科普化、

公開開放國人自由瀏覽，將可讓本計畫執行成果更廣為流傳，大幅提升金門水獺

保育工作的能見度，爭取民眾的支持。 

建議四 加強金門歐亞水獺沿海食性生態調查 

主辦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縣政府 

協辦機關: 臺北市立動物園 

    金門水獺面臨的生存壓力因金門的繁榮發展而持續存在著，其生態行為也仍

有許多未解之處。金門水獺的族群過於集中，棲地規模太小的族群很容易在沒有

其他族群可支援緩衝的情況下，一旦面臨生存危機旋即在短時間內瓦解消失。金

門水獺這樣的小族群若要永續發展，在保育執行面上必須掌握能在族群面臨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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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前即時警覺反應的重要原則，以便爭取尋求解決方法的關鍵時間。食物資源

可能是充足完整的生存空間以外，對於野生動物最重要的生存要素之一，而金門

水獺的食性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見，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個體被發現在海邊活動覓

食，牠們的營養需求有無異於棲息於淡水棲地的水獺，是相當值得探究的議題。

金門水獺的長期保育管理在族群動態監測外可以增加類似食性分析的生態研究

規劃，更全面性的認識金門水獺的生態特性，掌握其生存基本需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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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stud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phylo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Kinmen otter. In 2022, the wild sampling was completed in January, 

March, June and September (winter,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and a total of 507 

fresh spraints were collected. All samples have completed individual data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information of all recorded individuals from 2020 to 2022 was compiled, 

and the continuous long-term data provided complete habitat use information for otter 

individuals living in Kinmen. The individual changes of important habitats during the 

three years reflect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Kinmen otter population to the huge 

habutat interference within these years.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Kinmen otter 

population of each year shows that most of the young newborn cubs leave Kinmen 

when in weaning, which shows that the Kinmen otter is not a closed population. It is 

possiblle that Kinmen should be the breeding hotspot of Eurasian otters in the southern-

eastern China region. In the individual data accumulated over three years, we also found 

that some repeated adult individuals did not seem to have settled in Kinmen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recorded frequenc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settled individuals, and 

they may have wandered among the surrounding habitats, suggesting that Kinmen This 

is only a part of the habitat that the otter population will use, and the complete range of 

the habitat needs to be re-investigated and confirmed. 

After three years of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n population dynamics of Kinmen 

otter,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provided: 

1. Modification of the dynamic hypothesis of the Kinmen otter population—the 

Kinmen otter population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closed pop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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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have the ability to freely move into/from the Kinmen across the sea. 

However,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no stable other otter population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it is speculated that only individual otters will move 

out of the Kinmen, showing a semi-open state that only exits but does not enter. 

However, there are also records showing that some individuals may have left 

Kinmen for a long time and crossed the sea to return to Kinmen Island to inhabit, or 

they may have a wider territory. In such cases, Kinmen is only a part of their habitat 

and will not settle here always. 

2. Kinmen is a breeding center for Eurasian otter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outh China—

a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new individuals can be found in the annual survey data, 

but most of them disappear in Kinmen after one or two surveys and are no longer be 

found again. It is supposed that the youngs left Kinmen to find another habitat after 

weaning and growing up, and would no longer stay in Kinmen. These large numbers 

of new individuals show that Kinmen is an important breeding habitat for Eurasian 

otters, and also the core habitat for Eurasian otter distribution and breeding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outhern China. This island serves very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requires continuous and strict protection and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3. The kinship of Kinmen otter individuals has regional correlations—through the result 

of the hypothesis phylogenetic pedigrees, the Kinmen otter popul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mall populations according to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dividuals 

in the same small population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mating with each other 

than individuals across regions, and males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than females to 

move between various small populations to seek more mating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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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number of settled individuals in Kinmen is under estimation—after analyzing 

the individual survival situation every year, it is found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s 

less than expected after spraint samples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adult individuals living in Kinmen accounts for only about 30% of the total annual 

appearance of individuals, and these otters are the key to maintaining the Kinmen 

reproductive population.  

5. Unimpeded water routes can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the usage of habitats—

improvement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unimpeded 

surrounding water routes, so that otters are willing to come and use those habitats. 

The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habitat should be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urrounding water routes. 

6. The disturbance occurred during the drought period 2020-2022—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habitats deteriorate severely during the drought period, and the otters 

are forced to migrate from these ponds and lakes. After the climate returned to 

normal in early 2022, the habitats gradually recovered and improved. However, the 

otter populations changed a lot, and the individuals in each habitat changed. Th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Kinmen otter before and after the drought 

period will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of otters and 

habitats in Island. 

Keywords: Kinmen Island, Eurasian otter,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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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歐亞水獺為生態系中的頂級掠食者，相對於生態系中的其他物種，歐亞水

獺需要更大的領域空間、更多的食物資源及多種形態的棲地。這樣的野生動物理

應非常容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干擾而放棄原有的棲地，然而，在人口稠密度極高的

金門島上，水獺棲地卻與人類活動高度重疊，顯示有些水獺已習慣與人類共存，

能忍受對相當程度的人類活動干擾。但近年來金門地區開發幅度加大，各村鎮規

模拓展、道路拓寬，各項大型港灣交通、河道水泥化等建設所造成的棲地干擾、

破碎化已成為常態，加上觀光業興起所帶動的交通壓力，使得金門水獺的生存面

臨巨大的威脅。此外，金門島面積不大，所能承載的水獺數量有限。從族群遺傳

的考量，若是無法與其他地區的水獺有所交流，小族群累代繁衍後，恐因遺傳多

樣性下降而不利長期存續。 

本研究案承續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團隊運用的個

體排遺鑑定技術與研究基礎進行金門水獺族群調查監測。執行方式為每季進行一

次野外調查，收取新鮮排遺樣本進行個體鑑定及遺傳分析。透過本計畫執行多年

的累積資訊，才得以對金門歐亞水獺的族群結構才得有比較完整的認識；而其與

鄰近地區殘存族群的親緣關係也有了基本的瞭解與討論，後續在親緣譜系架構、

族群移動動態、新生個體特擴散模式和棲地空間利用等研究方向才能有初步的討

論及假說。整合三年整體資料為本年度重點目標，工作執行項目如下： 

（一） 綜整分子親緣及動物地理資訊，完成金門水獺族群擴散模式模擬。 

（二） 建立金門水獺棲地利用的生態學假說，支援物種保育策略制定的生態學

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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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例行性野外採樣調查，並進行排遺樣本 DNA 萃取、微衛星個體鑑

定及分析等實驗室工作。規劃檢驗 500 件排遺樣本，以監測年度族群動

態及擴增譜系資料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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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具體工作項目 

基於 109、110 年的調查結果，111 年工作執行重點如下： 

一、 每季一次野外調查及樣本採集，蒐集個體排遺進行 DNA 定序分析，實地

走訪金門各水獺棲地利用現況，了解目前歐亞水獺在金門的族群及個體狀

況。 

二、 持續在原來穩定有鑑定出個體的樣點跨季重複採樣，評估個體移動動態，

並提供族群規模估算的參考依據，藉此找出水獺活動熱點，在其樣點棲地

營造改善、增設友善水獺之設施等面向給予意見。 

三、 建立個體資料庫，透過整理、分析往年數據，檢討出更具全島代表性的採

樣點規劃。新採獲排遺完成個體數鑑定判讀後，在資料庫中與往年個體資

料進行比較。 

四、 比較 109-111 三年間金門水獺族群基礎資料，分析各樣本族群消長狀態，

比較各棲地水獺族群對於環境變化的適應方式及恢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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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度說明 

111 年度依據工作目標已完成進度（表 1-1） 

一、已完成 1 月、3 月、6 月及 9 月樣本採集。 

二、已完成 1 月、3 月、6 月及 9 月樣本萃取。 

三、已完成 1 月、3 月、6 月及 9 月樣本分析。 

四、完成期初報告、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 

表 1-1 計畫執行進度表 

   

   

 月

份 

工作內容      

111 年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水獺排遺收集                                          

水獺排遺分析                                                               

金門水獺 GIS 

地理資訊模組分析 

                                 

資料分析與撰寫報告                                                                                            

報告進度 

 

              

期中

報告 

              

期末

報告 

成果

報告 

累計工作進度 15% 20% 35% 40% 40% 50% 65% 75% 85% 90% 95%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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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蒐集 

第一節 我國歐亞水獺的調查歷史 

歐亞水獺過去分布於臺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下山區的溪流附近，三峽、臺中、

花蓮、新竹、高雄各地均有發現的報告（陳與于，1984）。現今臺灣本島歐亞水

獺的狀況未明，過去也缺乏系統化的調查以查明其現況。近年來臺灣本島一直未

有野外發現該種的確實紀錄，在馬祖也僅有零星出現的個案（李 1996a, 1996b, 

1997a）。李（2015） 透過彙整相關文獻、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國家公園、縣市政府、生態顧問公司之田野工作人員及登山溯溪山友

等方式，收集臺灣地區過去水獺出現之紀錄，結果不僅文獻紀錄相當零星，許多

公部門有長期田野工作經驗的巡山人員也多已退休訪查不易；新進人員則多無野

外紀錄水獺之經驗。目前訪查到的紀錄多屬數十年前之資料，且紀錄地點多為區

域性而非確定地點。現勘幾處民間人士提供疑似有水獺出沒處的地點也尚無任何

發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於 107年開始臺灣本島水獺狀況調

查及評估工作，希能確認臺灣本島歐亞水獺狀況，提供規劃臺澎金馬整體地區歐

亞水獺域內與域外保育策略與行動之背景資料。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證據顯

示臺灣還有歐亞水獺族群存在（張等，2019）。107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團隊前往馬

祖進行調查，並未發現任何水獺蹤跡，且島上主要水域獨立分隔，不利於水獺棲

息及族群個體移動，南北竿兩座主要島嶼目前應已無歐亞水獺棲息分布。目前國

內只有在金門尚有數量不多的穩定族群，因此該種已名列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

之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並在「2017 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列為國家極

度瀕危（NCR）的保育等級（鄭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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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早期金門歐亞水獺的族群調查研究 

根據金門結束戒嚴、開放觀光之初的調查，金門和烈嶼全島大部份的水域與

沿海地區均可發現歐亞水獺活動的痕跡，特別是金門東側的礁岸及南部沙岸水獺

痕跡較多，西側海岸明顯較少（李，1994；Lee, 1996）。然而隨著當地對外開放

的幅度益發增加，各地陸續展開各項開發建設，使得金門地貌、植被與水系產生

相當大的變動。自然野地與水岸植被的大幅縮減，內陸水道與海岸的水泥化，用

水量的增加與水質汙染的問題日益嚴重，水域棲地間因開發、道路、缺水、陸化

等因素而被阻隔，再加上道路闢建拓寬與交通量增加導致水獺遭撞死的事件時有

所聞，使得水獺的分布模式有相當明顯的改變（李，1996a; 1997b; 李與林，1994; 

Lee, 1996; 李與莊，2000; 李，2013）。民國 92 年陳與李（2003）在金門地區（金

門與烈嶼）40 餘處內陸水域進行歐亞水獺分布普查時，發現超過八成的內陸水

域（36/44）仍可發現水獺活動所遺留的排遺。但是民國 102 年在同樣的地點調

查僅在 30 處發現水獺活動痕跡，特別是金門西部許多過去有水獺活動的地點，

已經少見或沒有水獺活動（李，2013）。在棲地干擾未見改善下，103 年度更接

連有三隻或因工程干擾而失親的幼獸進入臺北市立動物園收容。人類活動造成野

生動物棲地破碎化及消失，常常是造成物種或族群滅絕的重要因素（Fahrig, 1997; 

Brooks et al., 2002; Wiegand et al., 2005）。歐洲歐亞水獺族群在上個世紀的衰退與

人類活動造成的棲地破壞有相當大個關連（Cortés et al., 1998）。金門水獺的棲息

地與人類活動空間高度重疊，非常容易受到人類活動干擾而放棄原有棲地，特別

是育幼中的母獸，可能會因為人為干擾而棄巢。計畫執行期間各種規模的道路施

工、河川整治、水域疏濬工程對水獺的干擾陸陸續續進行，在一些干擾較小的工

程場域中可發現水獺排遺樣本，應為其通過工地往來休息棲地及覓食時所留下，

可推測歐亞水獺對於人類活動有一定的忍受程度。縱使如此，還是必須避免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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獺核心活動區域如巢位、育幼熱點等直接破壞干擾，並且確保水域環境及水系間

通道的暢通，且任何時間點都應保留可以水獺可躲避、覓食的空間。工程期間盡

可能保留、提供豐富的棲地多樣性、完整性及規模是必須的。由於相關研究資料

不足，目前無法知道工程干擾對水獺族群變動等生態行為的影響有多大，但可以

理解在考慮周詳、合理規模的施工規劃下，藉由生態與工程專業人員的充分討論，

可以有效降低道路環境工程對於水獺族群的干擾。 

  



金門歐亞水獺親緣譜系及族群動態研究（3/3）  

8 
 

第三節 金門水獺的地理資訊研究 

金門島面積不大，所能承載的水獺數量有限。根據文獻敘述傳統上水獺的生

態上都為小格局的調查模式（Bueno & Bravo, 1998），只會調查當地棲地內的水

獺個體活動情形，難以涵蓋整個族群的狀況，而當地族群大小也會隨著人文歷史

及環境的更動有所改變（Levin, 1992）。最好監測動物族群變化的方式會是以大

尺度的模型，做一個全面性的規劃，而 GIS 生物地理資訊分析就是目前最普遍及

全面性的做法（Barbosa et al., 2003）。但以上所引用之文獻皆在歐亞大陸進行，

而金門全島環海，東、西半島的棲地沒有因為區域氣候上的變化，島嶼的南北端

也幾乎沒有緯度上的變化，若要向歐洲借鏡同樣的地理分析模式，未必有相同顯

著的結果。本研究團隊曾引入 GIS 的概念，以當地微棲地、氣候和地理情形做為

基礎，特別是當地儲水池（人工建物）的稠密程度（Juhasz et al., 2013），希望可

以評比出適合金門水獺的生物地理模組系統，並將每季出差時發現的各棲地工程

施作情形加入考量，進而了解水獺的生活環境及其行為模式，包括單身的公水獺

的棲地利用範圍，或帶幼獸的母子對活動範圍。藉著這套推演模式，搭配個體辨

識和族群連結，打造出更適合水獺生活的區域。國外類似的研究能依據 GIS 推算

找出路殺熱點，也在這些熱點中統計出有沒有哪種特殊的地形或建物是會降低或

提升路殺機率，為此作為調查的根基，讓路殺事件防範於未然（Jancke & Giere, 

2011）。然而，一般 GIS 必須搭配詳細的環境地理資訊做為參考背景，而相關資

料的空間尺度規模往往大於金門島面積，經過實際操作並不適用於金門島嶼上的

棲地空間利用討論。因此在實務操作上改採用評量棲地狀態連結個體使用頻率的

方式對各個主要棲地進行討論。在 110 年的年度報告中已有初步結果，在本報告

中則將三年的棲地環境變化及個體對於空間利用的消長做一個連續性的討論，探

討金門水獺對於各項棲地環境的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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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金門鄰近地區水獺分布現況 

金門鄰近地區的歐亞水獺族群研究資料非常少。國立臺灣大學李玲玲教授

於 104 年赴福建漳州的漳江口紅樹林自然保護區、龍海的九龍江河口溼地、泉

州的泉州灣河口溼地及一些內陸水庫等現勘，發現漳州因以農業為主，尚有大片

森林綠地，訪談結果當地居民對水獺仍有印象，認為內陸與沿海地區應該有水獺

活動，且在漳江口紅樹林自然保護區訪談到居民在 104 年 3-4 月間在海岸發現到

一具纏在漁網中的幼獸屍體，顯示福建沿海仍有水獺活動，值得結合在地人員進

行後續調查，評估與金門水獺的交流狀況（李，2016）。108 年 4 月在中國四川

唐家河舉辦第 14 屆 IUCN 水獺專家群會議，臺北市立動物園也派員參加，報告

金門歐亞水獺的族群現況與保育行動。會中另討論到香港及珠江口地區少量的歐

亞水獺殘存個體，但在金門鄰近則無任何族群或個體被發現。中國地區最近的歐

亞水獺族群在福州北方，至少有一對配對個體，由當地 NGO 東南荒野曹恆菘先

生進行調查監控中。排遺 DNA 的初步比較結果顯示該個體與金門族群親緣關係

並不接近，由金門散逸播遷過去的個體的可能性低。其它鄰近地區已知的水獺族

群尚有福建東北方與江西交界的山區族群、浙江舟山韭山群島的海島及最新發現

的溫州海岸礁岩地區小族群，都與金門族群都有相當大的地理隔離 （韓和史，

2019）。 

107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於臺北、金門兩地舉辦「歐亞水獺保育暨再引入國際

研討會」，邀請近 20 位國際水獺專家拜訪金門並對金門歐亞水獺保育工作做出具

體建議，並與香港大學、香港嘉道理的水獺研究人員建立聯繫管道，掌握金門周

邊地區的歐亞水獺族群的資訊。108 年國內的水獺保育工作在國際交流上有較多

的突破，包括與中國水獺保育 NGO 工作人員聯合野外調查，取得兩個福建族群

的遺傳資訊；也與日本學者合作取得臺灣早期水獺剝製樣本的珍貴粒線體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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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序列訊息，並完成初步的地區性族群親緣結構探討（圖 2-1），得知金門水獺

與其他已知的福建族群雖同屬華南亞種，但親緣上並不緊密；反而與一海之隔的

臺灣個體親緣上最為接近（Jang-Liaw et al., in review）。 

109 年後由於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前往中國地區進行野外棲地

調查活動受到限制，除了透過網路與中國水獺保育團體進行資訊交流外無法得到

更細緻的資訊，殊為可惜。在疫情緩和前難以到金門島附近地區進行實質的野外

調查，目前僅能藉著與對岸保育團隊的聯繫，繼續更新、交流金門鄰近地區水獺

族群及分布狀態。 

 

 

圖 2-1 金門歐亞水獺在目前已知粒線體 DNA序列族群中的位置。黃色色塊為本

團隊完成資料。FD: 福州北方的排遺樣本；DK: 收容個體大金的序列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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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金門水獺的域外保育活動 

104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邀請  IUCN 水獺專家群專家，荷蘭水獺基金會

（Stichting Otterstation Nederland）執行長 Addy de Jongh 博士與 Lena de Jongh-

Nesterko 女士來臺參加動物園舉辦之「2015 瀕危小型食肉目動物保育繁殖和再

引入國際研討會」會議，講授並討論歐亞水獺圈飼照養訓練野放之原則、技術及

注意事項，並與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交流棲地改善及救傷體系規劃事宜。

在 106 年動物園認養計畫執行人員赴德國參訪德國水獺中心，取回該機構保育救

傷相關作業資訊。 

106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認養計畫執行人員赴德國參訪德國水獺中心，取回

該機構保育救傷相關作業資訊。105 至 108 年間，臺灣大學與臺北市立動物園野

外調查團隊在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計畫的支持下與金門地區目前第一線野

生動物救傷及保育行動的執行單位─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金門縣政

府維持密切聯繫，合作建立了路殺救傷個體的通報機制並協助分析救傷個體身分

與過往資料庫比較；倘若為雄性新鮮屍體，亦合作運送生殖器官至臺北市立動物

園實驗室進行遺傳物質保存，於金門當地營造屬於歐亞水獺活體救傷、收容及野

放的場域設計、人員訓練等目標持續努力。此外，也本著調查時現地觀察的結果

給予金門當地主管機關水系連接溝渠疏通的建議，移除多條聯繫水道的布袋連及

水芙蓉等塞滿河道的外來浮水性植物，讓水獺得以利用水系通道進行移動，不必

要冒著被路殺的危險爬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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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研究團隊近年來金門水獺調查的研究心得 

歸納臺北市立動物園認養計畫近年調查成果，水獺分布主要集中東半島，

西部水域僅有零星活動痕跡。107 年 8 月開始加強探勘西部狀況不佳且長久未進

行例行探勘的偏僻水域，並涵蓋對於沿海、離島棲地的調查，期盼了解水獺對於

海岸棲地路徑使用的狀況，提供在地執行單位制訂更為實際的棲地改善資訊。106

至 108 年調查期間在多處海岸棲地發現不少水獺排遺，顯示水獺確實可能利用沿

海地帶棲地。惟海邊棲地排遺出現頻率不穩定，透過徵詢東海大學研究團隊意見，

得知從自動相機紀錄中發現水獺並不會每天造訪海邊的棲地，說明一般海岸環境

水獺利用的機率頻率較低，也增加採樣上的困難。 

從族群遺傳的考量，金門的歐亞水獺族群若是無法與其他地區的水獺有所

交流，小族群累代繁衍後，恐因遺傳多樣性下降而不利族群長期存續。然而，本

團隊分析 95 年至 103 年間 41 件路殺死亡、收容圈養的金門水獺個體 DNA，令

人意外地發現，縱使在粒線體 DNA 層級的分析研究如預期般觀察到金門水獺的

遺傳歧異度相當低，但在同一批樣本中微衛星層級的核 DNA（nDNA）卻沒有觀

察到基因窄化的情況出現（Jang-Liaw et al., in review）。這類 mtDNA 與 nDNA 不

同調的狀況可以在其他具有領域性的動物上觀察到（如 Dubey et al. 2008; Dessi 

et al. 2022），因為這類型的雄性動物領域相當廣，相對於傾向定居在較優質棲地

育幼的雌性個體其跨區活動繁殖的能力更強。但是雄性的個體並無法將自身的

mtDNA 這類母系遺傳物質隨著自己的活動擴散開來，mtDNA 的親緣地理結構只

隨著雌性個體的分布而有所演變；經長時間的演化遂造成兩者不同調的親緣結構。

這推論相當符合歐亞水獺的生態習性，說明金門水獺短期內應該還沒有基因窄化

的疑慮，但由於其母系遺傳多樣性分析結果相當單一，長遠來看金門水獺的族群

的遺傳結構仍有劣化的可能性，需要持續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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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金門水獺保育整體規劃 

金門水獺的保育工作需要一個整體規劃，找出工作項目優先順序，擬定族

群管理策略，結合域內及域外的保育計畫進行資源整合。一個成功的保育計畫的

制定勢必建立在物種的基本資料上建立共識。金門水獺族群狀況與歐洲地區族群

相差甚大，其族群密度、棲息地與人類活動的距離都讓到訪過金門的國外水獺學

者相當驚訝與好奇，但也說明國外的保育策略及經驗可能難以直接套用在金門族

群上，各項保育規劃勢必得小心地將國外研究成果資訊在地化，參考金門甚或周

邊可能族群的現況後方能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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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野外採集過程及調查方法 

    本研究團隊以蒐集新鮮水獺排遺為野外調查的主要目標。排遺樣本帶回實驗

室後萃取其 DNA 分析並鑑定個體，藉以推測歐亞水獺在金門島的分佈情況。調

查頻度為每季一次，完整蒐集到 111 年金門水獺的活動分布資訊以比較水獺在各

季間的活動差異。同時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等團隊也提供少數新鮮

排遺樣本供本計畫分析研究。進行野外採集調查時所需工具如附錄二。樣區分述

約略把金門地區分為東、中、西、烈嶼四個區塊進行調查。今年亦延續往年的採

樣規劃，每次調查都盡量涵蓋整個金門地區、重複在各樣點持續採樣監測。111

年度各採樣點分布位置如圖 3-1。 

 

圖 3-1 111年度調查採樣點分布位置圖。黑點是有採到新鮮水獺排遺的樣點，

白圈是調查過但沒有採集到新鮮排遺的樣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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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排遺樣本的新鮮，採樣時間選定在水獺夜間活動時間後，日出前開

始進行。調查方式因環境地形而異，湖庫棲地盡量以步行繞湖庫一周，溪流則以

橋岸邊較為突出之人工建築物如橋墩、涵管出入口、階梯為主，而海岸線將以附

近有淡水水源的小河河口及可供水獺躲藏的海邊碉堡為主要勘查地點。執行方式

主要是利用穿越線調查法，若有發現新鮮排遺首先以手持式全球衛星儀（Garmin 

GPSmap 60CAX）以 TWD97 格式紀錄座標，並蒐集新鮮的排遺樣本約 1~2 毫升，

置入寫好樣本編號的五毫升的酒精採樣管，並將酒精管放在保冷袋中低溫保存。

採樣同時並利用線上 Google 表單做現場的排遺樣本紀錄。樣本在運輸過程中盡

可能在低溫下保存，攜回實驗室後則冰存於-80 度超低溫冷凍櫃，待後續個體鑑

定及遺傳分析之用。以上調查方式若在河川流域或湖庫範圍較大的樣點，會以兩

到三人分組的方式進行，步行、騎乘機車或是驅車以穩定時數 2-3 公里緩慢進行

巡視。 

除了排遺的採集，本研究也盡可能採用自動相機進行影像捕捉紀錄及夜間

觀察，本年度影像收集分別在金沙水庫、寒舍花、等地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並

記錄水位、植被的覆蓋率、周邊工程情況等棲地概況，在日後檢視各體資料的同

時比對微棲地相關資訊，找出影響水獺棲息及行為模式的關鍵因子。 

表 3-1 排遺判定標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等級 程度 判別標準 紀錄方式 

A 新鮮 
內外濕軟、顏色較深、

魚腥味重 
採樣 

B 

不新鮮 

外表乾燥、顏色較淺、

魚腥味重 
不採樣 

C 
外觀堅硬、顏色泛白、

較無魚腥味 
不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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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排遺 DNA 萃取與分析 

本研究團隊持續優化水獺排遺的 DNA 萃取過程，以臺北市立動物園年度

預算於 109 年添購 DNA 自動萃取儀 LabTurbo 48 Compact System (Labturbo, 

Taiwan)、110 年添購自動移液分注平台 EzMate™ 601 (Arise Biotech, Taiwan)、

111 年更新電泳照相整合系統等設備，大幅增加 DNA 萃取、實驗試劑分裝、PCR

產物判斷解讀等各項實驗操作效率，降低實驗操作的時間及人力成本，並縮短樣

本處理時間，提高實驗室大量分析水獺排遺樣本的能力。 

一、 樣本前處理 

將市售的 35 目直徑五公分濾茶器和直徑五公分的漏斗放在 15 毫升的離心

管上，將浸泡於酒精的排遺樣本倒入濾茶器，濾掉魚刺、魚鱗、魚眼睛、毛髮以

及骨片等大部分的雜質，並以酒精洗去殘留在網目上的糞泥。泥狀物置於 15 毫

升的離心管，加入無水酒精至 14 毫升，以 4000 轉 10 分鐘離心後，將產物轉至

於 2 毫升的連蓋離心管，完成前置處理作業。 

二、 DNA 萃取操作—本計畫採用兩方法進行排遺樣本 DNA 的萃取: 

（一） 利用商用試劑組 DNeasy Blood &Tissue Kit（QIAGEN, Hilden, Germany）

進行萃取操作，操作流程依使用說明書修改如下： 

1. 刮取約 200 ul 之糞便至 2 毫升離心管並置於冰上。 

2. 加入 360 ul ATL buffer 至每管糞便樣本。 

3. 加入 40 ul proteinase K 至管內，震盪後攝氏 56 度乾浴槽隔夜繼續實

驗。 

4. 加入 400 ul 之 AL buffer 至管內，乾浴攝氏 56 度 10 分鐘。若有白色

凝結物形成，則延長加熱 10 分鐘；依難溶程度或可提高至攝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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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5. 加入 400 ul 純酒精，震盪混勻。 

6. 加入產物至純化管並離心 1 分鐘（9500 轉）；棄置舊管，改置純化管

於一新的 2 毫升的集液管。重複本步驟直到所有產物全被吸至管內，

但切勿吸到凝結物或糞塊。於下一步驟倒掉廢液並延用原來的集液

管。 

7. 加入 500 ul AW1，離心 1 分鐘（9000 轉）；倒掉廢液改換新的離心

管。 

8. 加入 500 ul AW2，離心 3 分鐘（14000 轉）；倒掉廢液改換新的離心

管。 

9. 置 spin column 於新 1.5 ml 離心管，棄加入 80 微升 AE buffer 於

column membrane，於 65℃加熱 10 min 後，離心 2min（9000 轉）取

得第一次 DNA 原液，將 DNA 產物轉入 0.2ul 的離心小管。 

10. 重複步驟（9），取得第二次析出的 DNA 液體。 

11. DNA 原液皆於 65℃置 20 min，使 DNase 失活，以第一次取得的 DNA

原液進行實驗，第二次原液作為備份。若立即操作實驗則冷藏於 4℃，

否則置於至少-20℃之冰箱保存。 

（二） 利用 DNA 自動萃取儀 LabTurbo 48 Compact System 進行萃取操作： 

1. 將前處理好的樣本轉移到有鋼珠的 1.5 毫升冷凍離心管。 

2. 打開蓋子，以攝氏 90 度加熱 10-15 分鐘，直到酒精被烘乾。 

3. 添加 500 ul 的 RLL，再用均質機作用一分鐘，確保樣本及溶液完全均

質。 

4. 再利用乾浴槽作用攝氏 90 度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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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離心 12000 轉，兩分鐘，曲上清夜 300 ul 進行機器萃取。 

6. 交由儀器自動萃取約兩個小時即可得到 DNA 樣本。 

三、 樣本定序 

所萃取到之排遺 DNA 以 Dallas & Piertney（1998）和 Huang et al.（2005）所

篩選的 14 對微衛星引子及 1（附錄三）對針對歐亞水獺性別設計的引子進行聚

合酵素連鎖反應（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以進行個體辨識、性別鑑定

與親緣關係判定依據。 

微衛星 PCR 產物根據電泳膠圖分析結果，委託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公司進

行定序，回傳資訊將以 GenMaker V2.2.0 軟體進行人工判讀。數據分析判讀參考

黃（2005）： 

（一） 連續三次相同同型合子 aa 判定為同型合子。 

（二） 呈現兩次相同異型合子 ab 判定為異型合子。 

（三） 呈現一次異型合子 ab 與同型合子 aa 與 bb 各一次，即判定為異型合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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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族群及親緣關係 

所有通過 GeneMaker V2.2.0 成功判讀的樣本接續以軟體 CERVUS 

（Marshall et al. 1998）進行個體判定。由於本研究並未捕捉野外個體，調查中取

得的排遺樣本的判定結果無法獲得驗證。為避免潛在性的系統誤差，本計畫加入

臺北市立動物園園內飼養的歐亞水獺家族個體一併分析做為比較參考依據。 

本研究團隊利用來自金門的收容個體兄弟大金、小金及繁殖配對小金、金

莎及其繁殖的家族個體的健檢後殘留血液樣本進行微衛星相似程度評估，確認只

要比對到 6 個重複 loci 相同即可及判定為同一個體，並依此測試結果作為野外

樣本鑑定個體的基本數量，不用像往常般浪費時間跟資源在完成所有的微衛星操

作。但若確認為新發現的個體，則會盡量做完所有的微衛星引子 PCR 檢測，建

置個體資料庫，做為日後比對個體之重要依據。若發現為之前未被辨識、鑑定過

的個體，則給予新的個體編號方式。本計畫放棄 108 年之前以 3 碼數字編號的方

式，以學名縮寫（Lu）+當年樣本採集年份（西元紀元後 2 碼）+性別+當年流水

序號（2-3 位數）等排列方式進行編號，例如”Lu21M01”代表 110 年（2021 年）

紀錄到的第一隻新出現的公水獺。後續則更進一步對資料庫內的水獺個體進行年

齡估算。在目前金門鄰近地區並未發現其他水獺穩定族群的已知現實下，本研究

團隊假設現存的金門水獺都為島內出生的個體；而之前未被記錄到的新個體由於

不會是由鄰近地區遷入，則假設牠是在金門出生、剛開始離巢活動的新生個體。

一般新生水獺約在三個月左右開始由母獸帶離巢活動，其後才有機會留下排遺被

採集到，因此本研究團隊把第一次採到該個體排遺的時間點加上 0.5 歲，當作日

後再發現同一個體時估算年齡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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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水獺棲地利用偏好 

 相較於歐洲或是中國大陸地區，金門並沒有明顯的四季變化，但可依雨量

的多寡區分出乾濕兩季。而在本計畫調查期間，109、110 兩年金門遭遇到 50 年

來最嚴重的乾旱，各棲地都受到極大的影響。111 年雖然旱情解除，但是各棲地

狀況並未全恢復舊觀，如原本可為水獺活動通路的村落間的水溝、涵洞在兩年的

乾旱氣候下發生陸化現象而被茂密植物充填，在今年並未因水位回復而完全解除。

另外，水域間的魚類資源受創嚴重，今年水位回補後水域中的魚類密度短時間內

較往年大為降低，如在部分村落間曾經完全乾涸的蓄水池在有水之後還是沒有食

物誘因可以吸引水獺前來覓食，因此在 111 年的調查中各水域的水獺個體數量與

棲地環境恢復的狀況並未同步發生。 

本研究團隊在每次調查時記載當時天氣狀況、棲地環境水位高低、植被覆蓋、

湖庫密度比以及農業灌溉等微棲地環境資訊，搭配分析排遺樣本後得知的水獺公、

母組成比例或個體數量多寡、年齡等資訊分析水獺在不同條件下對於棲地的利用

狀況，並配合時間推測出該棲地是否有育幼的母子對的出現，並由個體資料庫中

推論個體留存或出走的情況。在個體組成及對棲地偏好的綜合分析中會著重在東

半島海岸族群、金沙溪水系、太湖水系以及西半島地區等地為重點分析區域進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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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11 年度調查研究結果 

第一節 野外調查及樣本採集 

111 年度調查已完成執行四季野外調查樣本採集，分別為 1 月 17 日至 22 日

（冬季）、3 月 6 日至 11 日（春季）、6 月 20 日至 25 日（夏季）及 9 月 26 日

至 10 月 1 日（秋季）。調查地點以金門本島之內陸淡水樣點為主，而海邊調查

樣點規畫則參考近期水獺在鄰近水體出沒的頻率，推論其活動路線，決定是否將

該海岸地區列為調查樣點的參考（表 4-1）。本年度總共調查了 61 個樣點，包括

金門本島東半島 36 個樣點、西半島 15 個樣點、中央地區 7 個樣點，以及烈嶼 3

個樣點。調查紀錄方式為前一天先造訪選定棲地觀察紀錄環境資訊，尋找該地區

有無水獺新舊排遺，判定當時是否有水獺在該棲地活動。若發現新鮮排遺、評估

該地區短期內有水獺造訪，隔天清晨則再次返回該棲地，尋找最新鮮的排遺後採

集冰存，後續帶回實驗室進行 DNA 萃取、微衛星 PCR、分析及個體鑑定。 

一、第一季冬季調查 

第一季野外調查工作在 22 個樣點中採得新鮮排遺樣本，其中有 3 個樣點為

海岸樣站。當季共採得 122 件排遺樣本進行後續 DNA 分析研究（表 4-1）。111

年 1 月仍延續之前的旱象，各湖庫溪流水域水量比上一季調查更低，部分水域已

乾涸多時，陸化狀況明顯，已長期不見水獺造訪。本季調查採到的新鮮排遺數量

較以往紀錄為少，直接反映了水獺的活動頻率。大部分湖庫調查到新鮮排遺的比

例都比以往更少，如太湖水系、田浦水系、斗門溪光前溪等往年水獺聚集的棲地，

本次採集的數量皆較往年為少。而西園湖、山后村、洋山等聚落的儲水池還是沒

有發現水獺的蹤跡。較多的排遺地點集中在湖尾溪出海口。不過這次調查也在蘭

湖發現久違的新鮮排遺樣本，顯示有水獺嘗試回到島中部的水域中之趨勢，另兩 



金門歐亞水獺親緣譜系及族群動態研究（3/3）  

24 
 

表 4-1 111年度金門地區水獺排遺採集紀錄 

    一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小計 

行政區 分區 水域 樣點 管數 管數 管數 管數 管數 

金城鎮 西南 古崗 古崗湖 0 0 0 0 0 

 西南 歐厝 歐厝 0 0 0 0 0 

 西南 金門大學 金門大學 0 2 0 0 2 

 西南 水試所 水試所 0 0 0 0 0 

 西南 水試所 空中大學 0 0 1 0 1 

 西南 莒光 莒光湖 0 0 0 0 0 

 西南 賢聚 賢聚 0 0 0 0 0 

 西南 燕南書院 燕南書院 0 0 0 0 0 

 西南 建功嶼 建功嶼 0 0 0 0 0 

金湖鎮 中央 蘭湖 蘭湖 5 6 1 0 12 

 中央 瓊林 瓊林水庫 0 0 0 0 0 

 中央 太武山 太武池 0 0 0 - 0 

 中央 太武山 鑑潭 0 0 0 - 0 

 中央 太武山 明潭 0 0 0 - 0 

 中央 成功 成功海岸 0 0 0 0 0 

 中央 尚義 尚義海堤 0 0 0 0 0 

 中央 植物園 植物園 0 0 0 0 0 

 東南 太湖 太湖 6 11 13 11 41 

 東南 太湖 映碧潭 0 2 7 1 10 

 東南 太湖 黃龍潭 5 6 9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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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小計 

行政區 分區 水域 樣點 管數 管數 管數 管數 管數 

 東南 下湖 農試所 5 11 2 2 20 

 東南 前埔 陽明湖 0 0 0 0 0 

 東南 太湖 白龍溪 1 1 0 0 2 

 東南 下湖 下湖 4 0 3 6 13 

 東南 復國墩 復國墩 0 0 0 2 2 

 東南 咕力岸 咕力岸 6 4 2 10 22 

 東南 金湖 天后宮 3 4 2 0 9 

 東南 金湖 金湖水庫 0 0 4 1 5 

 東南 太湖 狗嶼灣 0 0 0 0 0 

 東南 太湖 82 據點 1 2 6 1 10 

金沙鎮 東北 金沙 擎天水庫 7 0 1 - 8 

 東北 金沙 劉澳 0 0 8 2 10 

 東北 山西 山西水庫 7 18 2 8 35 

 東南 前埔 南莒湖 0 0 0 0 0 

 東南 前埔 前浦溪 6 6 0 4 16 

 東南 前埔 田埔水庫 4 8 2 3 17 

 東北 金沙 洋山 0 0 0 0 0 

 東北 山后 山后 0 0 0 0 0 

 東北 金沙 何厝 1 1 0 0 2 

 東北 前埔 寒舍花 0 3 0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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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小計 

行政區 分區 水域 樣點 管數 管數 管數 管數 管數 

 東北 前埔 后扁 0 0 1 0 1 

 東北 金沙 青嶼海岸 0 1 0 3 4 

 東北 金沙 三獅山 0 0 0 0 0 

 東北 金沙 塘頭 0 0 0 0 0 

 東北 金沙 西園湖 0 0 0 0 0 

 東北 金沙 金沙水庫 8 5 7 3 23 

 東北 金沙 忠孝新邨 0 0 1 0 1 

 東北 金沙 榮湖 0 0 0 0 0 

 東北 金沙 金沙溪 0 1 6 2 9 

 東北 金沙 光前溪 4 1 7 6 18 

 東北 金沙 龍陵湖 0 0 0 0 0 

 東北 金沙 斗門溪 3 14 8 16 41 

金寧鄉 西北 慈湖 慈湖 0 0 12 1 13 

 西北 雙鯉湖 雙鯉湖 10 13 1 1 25 

 西北 湖尾溪 湖尾溪 32 27 9 2 70 

 西北 湖尾溪 沙崗 1 23 0 2 26 

 西北 湖尾溪 安東一營區 0 0 0 0 0 

 西北 瓊林 后沙 1 0 0 0 1 

烈嶼鄉 烈嶼 陵水湖 陵水湖 0 0 0 - 0 

 烈嶼 習山湖 習山湖 2 0 0 - 2 

 烈嶼 西湖 西湖 0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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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22 170 115 100 5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年多來烈嶼的習山湖也發現新鮮排遺，顯示還有個體在附近逗留。東半部以往的

熱點如山后村雖然已無水獺出現，但附近山西水庫、東南端靠近天后宮、金湖水

庫周遭的水域池塘或海邊有著比以往較多的新鮮排遺樣本，表示為水獺在這地區

的出現頻率在本季有所增加。而斗門溪上游的擎天水庫這次也發現許多新舊排遺，

數量上多於之前任何一次的調查。本次調查尾聲在 1 月 21 日金門有個零星的少

量降雨，22 日雨量稍大，連續兩年的旱象終將告一段落。 

  

圖 4-1 111年 1月份金門各地旱象仍然嚴重。左為烈嶼陵水湖，右為斗門溪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二、第二季春季調查 

3 月份進行年度第二次野外調查，瞭解春季金門水獺的族群分布狀況。第二

季野外調查在 23 個樣點中採得 170 個新鮮排遺樣本，其中有 5 個樣點為海岸樣

站。1 月下旬開始金門有著間歇性的降雨，雨勢雖不大，但在各水域棲地也開始

有水量回填的跡象。最明顯的改變發生在各地的儲水池，如洋山、斗門、何厝等

聚落，上一季的儲水池水位幾乎見底，但在三月大多的池塘儲水量已經恢復到一

半左右。太武山上的太武池也脫離乾涸狀態開始儲水，而太湖水系連結太武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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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山澗水塘及山外溪、太湖水域的重要通道映碧潭也戲劇性的由 1 月份的幾近乾

涸轉化成滿水位，但還不見溢流到山外溪，因此山外溪水量仍低，靠近映碧潭端

溪床雜草灌木仍茂密叢生。映碧潭在這次調查中重新發現到新鮮的水獺排遺。有

趣的是，斗門溪上游的擎天水庫水位稍有恢復，但是上一季新舊排遺大量出現的

盛況卻已不再。本季偕同金門國家公園保育課同仁在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派員協

助下共同前往擎天水庫進行棲地環境現勘及採樣工作，然並未如預期般調查到與

前一季一樣的大量排遺，只發現少量舊排遺，並未採集到新鮮排遺樣本，顯示水

獺在這個地方活動頻度也降低。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舊排遺體積相當巨大，大約

是一般舊排遺的 2-3 倍大，且充斥著玉米及木耳等非水獺常見的食物，僅見少量

魚刺夾雜其中，懷疑應該是該個體取食附近軍營丟棄的廚餘，無法消化而排出的

異常排遺。在之前的調查中並未發現過類似吃食廚餘的情況。 

  

圖 4-2 111 年 3 月在擎天水庫觀察到的異常水獺排遺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3 月份採樣調查發現西部棲地水文狀態也開始有改善現象，如賢聚聚落通往

空大金山池的小溪已有流水竄流其中，這是 109 年開始本計畫執行以來未見的景

象。但西半島最大的水體古崗湖水位仍低，裸露的湖底草禾灌木叢生，陸化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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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深工程仍持續在進行。西半島的排遺仍集中在湖尾溪出海口出現，另外古寧頭

東南方沙崗農場的水塘也出現為數不少的排遺。以往水獺出現的熱點慈湖、雙鯉

湖的排遺採集數量在本季仍然偏少。本季在國立金門大學大學池中發現大量新舊

排遺，確認當時有水獺個體在該處頻繁活動。此次海邊地區多有發現舊的排遺，

顯示水獺在海邊的活動仍頻，但海邊的樣點在採樣上較為困難。藉由金門縣政府

團隊提供的自動相機記錄的資訊，海邊的個體並不像在內陸水域那樣會定期的造

訪棲地，可能是海邊的食物資源比較分散，水獺需要跑更多不同的地點覓食，因

此在海邊樣站拾獲新鮮排遺的機率往往比在淡水域還來得低。重要的海邊樣點有

天后宮、田浦水庫、寒舍花、青嶼海岸和咕力岸等樣點，除了排遺外也有腳印及

爬沙等不同的水獺活動痕跡。 

三、第三季夏季調查 

6 月份進行本年度第三季野外調查，總共在 26 個樣點中採得 115 個新鮮排遺

樣本，其中有 3 個樣點為海岸樣站。6 月抵達金門每日氣溫高達攝氏 30 度，相

當炎熱，但許多湖庫河流的水位又比上季更高些，部分河床上原本繁茂的雜草也

開始消失。洋山、何厝、斗門、劉澳等聚落的池塘盡復舊觀，但是由目視觀察發

現池塘裡的魚類密度很低，大多為剛孵化的新生幼魚。類似現象也在金沙溪、斗

門溪、光前溪等東半島溪流中出現。雖然本研究團隊並未實際捕抓水域中的水族

估算基礎生物量，但也由目視發現河裡的魚絕大部分是不滿 5 公分的幼魚，表示

雖然環境水量恢復到以往水準，但其中的魚類資源尚未恢復過來，且相對的魚的

密度甚至比乾旱季節低水位時更低許多，對水獺來說這段時間應該還算是一個食

物資源匱乏的艱困時期。這季在金沙溪、光前溪採獲的新鮮排遺樣本很多內容物

中含有疑似福壽螺的殼、內臟、卵粒等殘骸，而以往常見的包含魚刺、鱗片、魚

骨的排遺的比例相對減少，顯示該季該地區有些水獺會撿拾淡水螺類食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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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魚類主食。這也是在這三年調查中未曾發現的跡象。金門水獺在不同季節、

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捕食策略是否有所調整改變，以及對於食物資源的基本需求等

等問題，在金門水獺的保育及族群管理上應該也是重要的生態議題。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西半島幾處重要的棲地如雙鯉湖、湖尾溪、前兩季出現大量排遺的沙崗

農場等地，在這次的調查中新鮮排遺數量都大幅減少，只有在慈湖新鮮排遺量有

比前兩季增加。推測這些棲地的魚類資源密度也在水位提高後大幅下降，而附近

其他水域環境略有改善，原本阻塞的水路通道也漸疏通，鼓勵原來密集棲息於上

述幾個棲地的水獺再次擴散出去。日後各水域棲地中定居的水獺分布是否會朝以

往的分布模式聚集，還是會因環境依在波動而有所更動，需要持續進行個體監測

才成掌握其後續的族群動態。 

四、第四季秋季調查 

本年度第四季的採樣調查在 9 月底進行。9 月的金門仍相當炎熱，各棲地水

位穩定。該季總共在 23 個樣點中採得 100 個新鮮排遺樣本，其中有 5 個樣點為

海岸樣站。這一季各樣站發現的新鮮排遺數量較往常普遍減少，僅在太湖、斗門

溪及咕力岸等棲地採獲 10 個以上的新鮮排遺樣本。這次調查在咕力岸碉堡內目

擊到一隻年輕的水獺個體，由眾多新舊排遺的數量推估該個體在該處頻繁活動。

這季湖尾溪、雙鯉湖的新鮮排遺數量非常少，西半島其他棲地如金門縣水產試驗

所、國立金門大學、賢聚、空中大學金山池等處都未採到新鮮排遺樣本，連舊的

排遺樣本也不多見；慈湖、雙鯉湖、湖尾溪、沙崗農場等棲地也只發現 1 或 2 件

的新鮮樣本。西半島水獺族群的未來動態著實令人擔憂。 

 整體而言，111 年度的排遺調查結果在新鮮排遺採集的樣本數量上比往年略

少，全年採獲樣本為 507 件，東半島水獺活動比較活躍。全年度東北部採獲 159

件新鮮排遺，主要來自斗門溪沿岸(41 件樣本)、山西水庫(35)、金沙水庫(23)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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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溪(18)沿岸等棲地；東南部採獲 196 件，主要來自於太湖(41) 、黃龍潭(29)、

咕力岸(22)、田浦水庫(17)及前埔溪(16)等棲地。本島中部則指在蘭湖採到 12 件

排遺樣本。西半島及烈嶼依然個體活動頻率偏低。西半島北部全年採獲 135 件排

遺樣本，主要來自於前半年的湖尾溪(70)，其次為沙崗農場(26)及雙鯉湖(25)。烈

嶼則僅在年初第一季調查時於習山湖發現兩件新鮮排遺樣本；在 9 月時曾接獲訊

息疑似於烈嶼西湖發現舊水獺排遺，然本研究團隊並未採集到可供分析的新鮮排

遺樣本，未能確認當時是哪隻個體在烈嶼棲息。 

 

表 4-2 111年度各季樣點總樣本數 

 調查樣點（處） 

樣本數 

 內陸 海岸 

1月（冬季） 112 10 122 

3月（春季） 156 14 170 

6月 （夏季） 93 22 115 

9月（秋季） 21 79 100 

全年總計 382 125 5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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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DNA 萃取與個體鑑定結果 

111 年每季調查樣本皆已完成 DNA 萃取及個體鑑定程序，結果如表 4-3。

111年度 1月份冬季調查總共採集 122份樣本，其中 75個樣本成功鑑定到個體，

排除重複後為 47隻個體，包含 38隻新個體；另外 9隻為舊個體。新、舊個體比

例懸殊。公母比例為 26:11，性別比例上有失衡的現象。 

表 4-3 111年 DNA萃取及鑑定概要 

*鑑定個體數的全年數量已扣除重複個體，並非為各季數量加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4-3 1月份調查水獺個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總樣本數 可鑑定為個體樣本數     鑑定個體數*  

1 月 （冬季）  122 75 47 

3 月 （春季）  170 100 45 

6 月 （夏季）  115 67 43 

9 月（秋季）  100 64 42 

全年數量  507  30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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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春季共採集 170 個排遺樣本，其中 100 個樣本成功鑑定到個體，排除

重複後為 45 隻個體，包含 24 隻新個體；另外 21 隻為舊個體(包括 1 隻 1 月份鑑

定到的個體)。新、舊個體比例約為 1:1。公母比例為 2:1。 

 
圖 4-4 3月份調查水獺個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6 月夏季調查共採集到 115 個排遺樣本，其中 67 個樣本被鑑定到個體，實

際鑑定到個體為 43 隻（表 4-3）。公、母比例為 29:10，另有四隻個體沒有成功確

認性別；新、舊個體比例為 35:8（表 4-4）。這次的調查持續發現到新的個體。 

 

圖 4-5 6月份調查水獺個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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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秋季調查共採集到 100 個排遺樣本，其中 64 個樣本被鑑定到個體，

實際鑑定到個體為 42 隻（表 4-3）。公、母比例為 31:11；新、舊個體比例為 34:8

（表 4-4）。這次的調查持續發現到新的個體。 

 

 

圖 4-6 9月份調查水獺個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表 4-4 111年每季調查到的個體性別及新舊比例 
 

總個體隻數  雄 雌 未知 新     舊      

1 月（冬季）     47    36 11 0 38       9       

3 月（春季）     45    30 15 0 27      20 

6 月（夏季）     43    29 10 4 38       8 

9 月（秋季）     42    31 11 0 34       8 

111 年全年*    162   114 44 4 133     29 

     *全年數量已扣除重複個體，並非為各季數量加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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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年度族群變動分析結果 

雖然 111年度的排遺調查結果在採集樣本數量上比往年略少，但年度個體調

查數量卻比往年多上許多。彙整全年鑑定資訊，本年度在金門被調查到的水獺個

體數有 162隻。在連續兩年乾旱的環境干擾後水獺新生個體數量不減反增，非常

令人意外。前兩年的鑑定個體總數分別為 78(109 年)及 108 隻(110 年) (表 4-

5)。111年金門水獺公母比例為公-114隻、母-44隻，未知性別 4隻。公母比約

為 3:1，公水獺的數量為母水獺的 3 倍。年齡結構如圖 4-7，兩歲以上可能達性

成熟的個體僅有 17 隻，其他的 145 隻都是 2 歲以下的年輕個體，其中第一次被

記錄到的新個體多達 133隻，佔整年度鑑定個體的 82.10%。 

 

圖 4-7 111年全年水獺年齡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野生動物在對抗惡劣環境時有些物種會改變生殖策略，如魚類會減短生殖週

期讓個體提早成熟盡快產卵，並且縮小卵的體型藉以增加一次產卵的數量。這樣

的策略可以在個體被吞食、淘汰前提早產下大量子代，由子代等待機會熬過惡劣

環境，尋求族群存活的契機。在哺乳動物中這類的研究相對較少，比較確定的例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5
0.5~1

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Male Female



金門歐亞水獺親緣譜系及族群動態研究（3/3）  

36 
 

子在齧齒類這類的小型哺乳動物曾被觀察到。有些老鼠在面對環境時也會改變生

殖策略，但會往兩極化發展。有些會停止繁殖，將能量留存於個體中以捱過惡劣

環境；另一類則會快速繁殖，雖然生下的個體往往體型小、存活能力更差，但是

以數量取勝、藉由增加子代數量的模式提高族群延續的機會。在像歐亞水獺這種

中型的食肉目動物以往很少被觀察到這類改變繁殖策略以對抗惡劣環境的現象；

而金門水獺可能就是一個物種以改變繁殖策略對況生態環境衝擊的例子。 

本年度紀錄到的個體中最年長的個體為編號 210 的雌性個體，103 年 1 月

15 日首次在太湖被紀錄到，其後多次在太湖水系中的太湖、黃龍潭、山外溪、映

碧潭以及太武山下的明潭等地被記錄到過。今年被記錄到 3 次，最後一次於 6 月

出現在太湖，估計當時至少已經有 8.86 歲，是目前在野外記錄到最老的個體。 

表 4-5 計畫執行期間金門水獺族群數量變化 

年份 
性別 年齡 

總數 
公 母 未知 一歲以下 一至二歲 二歲以上 

109 46 30 2 45 13 20 78 

110 65 43 0 70 13 25 108 

111 114 44 4 136 9 17 162 

109-111* 188 105 6 240 23 36 299 

 *109-111 三年數量欄位中已扣除重複個體，並非為三年個別數量加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其他今年出現、比較活躍的個體有編號 267、271、Lu20F03 的雌性個體以

及編號 323、334、Lu20M05、Lu20M24 等雄性個體，分別描述於下。 

267 號雌性個體—首次於 106 年 11 月 19 日在山后村被記錄到，其後持續在山

后村及寒舍花海邊兩地出現，今(111)年 1 月開始出現在山西水庫旁的生

態池附近。全年被記錄到 13 次(有 13 件新鮮排遺被鑑定為 267 號)，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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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水庫出現。最後一次出現於 9 月 29 日，估計當時為 5.36 歲。 

271 號雌性個體—首次於 106 年 4 月 20 日在前埔溪被記錄到，其後主要在前埔

溪及田浦水庫出現，但在 109 年 6 月曾在榮湖被記錄到一次。今年全年被

記錄到 13 次，最後一次於 9 月 29 日出現在前埔溪，估計當時為 5.95 歲。 

Lu20F03 雌性個體—首次於 109 年 4 月 15 日在雙鯉湖被記錄到，其後出現於

雙鯉湖及慈湖兩地；110 年 7 月開始出現於湖尾溪，今年被記錄到 11 次，

1 月及 3 月出現在湖尾溪，最後一次於 9 月 29 日出現在沙崗農場，估計

當時為 2.96 歲。 

323 號雄性個體—首次於 108 年 2 月 22 日在太湖被記錄到，其後當年 5 月、9

月分別在黃龍潭及太湖被再次記錄；後續在 109 年 4 月出現於擎天水庫及

斗門溪。在 109 年 9 月及 11 月持續在斗門溪被記錄到。110 年 7 月出現

在太湖及黃龍潭，今年則在 3 月及 6 月於太湖及映碧潭被記錄到 8 次，最

後於映碧潭在 111 年 6 月 24 日被記錄到，估計當時年齡為 3.84 歲。是隻

在東半島跨流域活動的活躍個體。 

334 號雄性個體—首次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在湖尾溪被記錄到，其後持續在西

半島的湖尾溪、雙鯉湖及慈湖地出現，今年被記錄到 8 次，在 1 月及 3 月

出現於雙鯉湖，但最後 9 月 28 日在東半島的太湖水系黃龍潭被記錄到，

估計當時年齡為 4.33 歲。 

Lu20M05 雄性個體—首次於 109 年 4 月 15 日在湖尾溪被記錄到，其後持續停

留在湖尾溪，今年 3 月 10 日則在附近的沙崗農場儲水池被發現，當天被

記錄到 9 次。估計當時為 2.4 歲。 

Lu20M24 雄性個體—首次於 109 年 6 月 21 日在湖尾溪被記錄到，其後持續在

湖尾溪出現，今年 3 月則同時出現於附近的沙崗農場儲水池。最後一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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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時間為今年的 9 月 30 日，出現於慈湖、雙鯉湖，估計當時為 2.78 歲。

全年被記錄到 15 次，是活躍於東半島的雄性年輕個體。 

從 110 年整年度鑑定到的水獺個體年齡結構得知大部分的個體可能都是年

輕新生的幼獸或亞成年個體，佔整年度鑑定個體的 82.10%，且絕大部分在年度

四季的調查中只被記錄到一次，達到 128隻。數量眾多且出現短暫的新紀錄個體

是否表示水獺族群面對環境改變的適應，需要更多的討論及資料累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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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水獺棲地利用偏好 

由本研究案完成的親緣譜系分析結果得知，金門地區的歐亞水獺可由棲地

位置分為四個族群，分別為東半島海岸族群(包括青嶼、山西、寒舍花、後扁、田

浦水庫、狗嶼灣、復國墩、金湖水庫、天后宮等海岸棲地及山后、前埔溪、農試

所、下湖小溪等淡水棲地)、金沙溪水系(包括斗門溪、光前溪及匯流後的金沙溪

河段棲地、榮湖、金沙水庫、斗門溪上游的擎天水庫、以及斗門、光前、洋山、

劉澳、官澳等金沙溪水系流域間的聚落儲水池)、太湖水系(包括太武山南側山麓

的鑑潭、明潭、映碧潭、山外溪、太湖、黃龍潭、白龍溪、82 據點等棲地)，以

及西半島地區(包括湖尾溪、慈湖、雙鯉湖及水試所、賢聚、沙崗農場、空大金山

池、金門大學大學池、莒光湖等零星散布於西半島的水域棲地)。其他棲地如烈

嶼、本島中央的蘭湖、瓊林水庫等棲地則因本計畫執行期間幾乎無定居於這些地

區的個體、可分析的排遺樣本極少，因此不納入族群分區的討論中。 

一、 東半島海岸地區 

本年度在東半島海岸地區共記錄到 45 隻個體，其中有 7 隻個體超過兩歲，

分別為常出現在山西水庫海邊生態池的267 (母、最後記錄年齡為5.36歲)及Lu20-

F13 (母、2.95 歲)；田浦水庫的 271 (母、5.95 歲)、Lu20M11 (公、2.26 歲)；寒舍

花海邊的 305 (母、5.38 歲)；農試所的 303 (母、2.82 歲)；以及活動於天后宮海

邊及農試所兩地的 352 (公、4.57 歲)。而低於一歲，可能為新生個體的則有 34

隻，散佈於西半島各棲地，在農試所、下湖小溪、咕力岸海邊調查到比較多的新

個體，分別為 9 隻、7 隻及 5 隻。 

二、 金沙溪水系地區 

本年度在東半島海岸地區共記錄到 31 隻個體，其中只有 2 隻個體超過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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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分別為出現在斗門溪的 256(公、最後記錄年齡為 5.95 歲)及 351(母、5.95 歲)。 

今年在這地區發現的低於一歲的個體有 27 隻，主要集中於斗門溪、金沙溪及金

沙水庫等棲地。 

三、 太湖水系地區 

本年度在太湖水系各棲地共記錄到 33 隻個體，其中有 4 隻個體超過兩歲，

分別為 210 (母、最後記錄年齡為 8.86 歲)、323 (母、3.84 歲)、334 (公、4.53 歲)、

364 (公、3.62 歲)；其中 334 本來穩定出沒於西半島的雙鯉湖，在今年 9 月份調

查時在太湖水系的黃龍潭被記錄到，其他三隻個體則長期出現在太湖水系。低於

一歲的個體有 27 隻，其中 24 隻集中出現於太湖及黃龍潭。 

四、 西半島地區 

本年度在東半島海岸地區共記錄到 42 隻個體，其中有 6 隻個體超過兩歲，

分別為穩定出現在雙鯉湖的 334 (公、最後記錄年齡為 4.33 歲)、本來棲息於東半

島地天后宮、農試所，卻在今年 6 月出現在水試所的 352 (公、4.57 歲)、活躍於

湖尾溪、沙崗農場的 Lu20F03 (母、2.96 歲) 、Lu20M05 (公、2.22 歲)、Lu20M24 

(公、2.78 歲)、Lu20M44 (公、2.11 歲) 等。其中 Lu20M24 最後在今年 9 月於慈

湖、雙鯉湖被記錄到。低於一歲的個體有 34 隻，散佈於西半島各棲地，數量較

多的地點為湖尾溪 (記錄到 15 隻)以及沙崗農場池水池 (7 隻)。另外，Lu21M64 

(公、1.15 歲)在今年 3 月出現於金門大學大學池中，6 月份已離開金門大學，在

東半島的黃龍潭被記錄到。在這之前 Lu21M64 於 110 年 10 月、11 月在烈嶼習

山湖被記錄到，是一隻頻繁移動的年輕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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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親緣譜系資料更新 

由於本研究採用排遺樣本內的微衛星 DNA 資訊鑑定個體，這些分子生物學

的資料也提供了進一步進行兩兩個體親緣比較的機會。本報告採用 ML- relate 軟

體進行親緣關係之鑑定，並設定 95%的信賴區間 (randomization = 1,000) 作為滿

足統計顯著標準。該軟體專為微衛星基因座分析設計，使用最大似然率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估算個體之間最可能的親緣關係，宣稱可以判斷

包括親子對(PO)、全手足(FS)、半手足(HS)及無關聯(U)等親緣關係。然而實際操

作發現，在全盲模式的資料輸入過程中 ML-relate 軟體根本無法考慮到樣本出現

時間軸的先後順序，進而從手足對-親子對間做出正確判別，加上由粒線體 DNA

分析結果得知金門水獺彼此間都有非常緊密的親緣關係，個體間的親緣關係評估

結果相當接近，因此本研究團隊認為軟體估算結果只能做為兩兩個體是否具有相

近親緣的參考，必須要再配合個體出現的時間 (依據其判斷其親子從屬關係) 及

出現地點 (依據其判斷手足關係或是推論是否母子育幼親子對) 加以佐證推論，

才有機會找出可能、最接近正確的親緣關係。並且族群間個體親緣關係的比對必

須建立在完整的個體資料架構上，儘可能把所有個體囊括進去。 

109 年完成的親緣譜系分析將金門水獺分為四個族群，本報告中進一步將

110、111 年的個體鑑定資料納入金門水獺親緣譜系的分析及建置。在這項分析中

長久居住於某一地區且持續生產幼獸之母獸，稱之為優勢母獸，本研究將聚焦優

勢母獸呈現其親緣系譜，避免被過多的短暫出現個體混淆模糊化整體的金門水獺

譜系分析結果。譜系圖中方框代表雄性個體，圓框代表雌性個體；框內第一層為

個體編號，第二層、第三層分別標是首次在資料庫中被記錄到的時間及地點，可

協助本研究團隊對於該個體的年齡及活動區域進行判斷，藉以與 ML-Relate 分析

結果整合估算可能的親屬關係。目前的譜系分析上主要以 ML- relate 軟體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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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進行評估，雖已盡量將分析個體出現的時間及地點列為判定參考依據，但仍有

許多細節需要更深入的討論，未來結果將會視新證據資料出現後再行修正。 

(一)金沙水庫-榮湖-斗門溪地區 (金沙溪水系) 

該地區存在兩隻優勢母獸 (圖 4-8)，分別為個體編號 379 (最早於 2018/11 /2

出現於斗門溪)以及 382 (最早於 2019/11/12 出現於金沙水庫)。優勢母獸個體編

號 379 (圖 4-8 A)分別於三年間與五隻公獸 329 (最早於 2019/2/28 出現於金沙水

庫)、391 (最早於 2019/11/15 出現於斗門溪)、330 (最早於 2019/2/28 出現於榮

湖)、Lu20M10 (最早於 2020/4/16 出現於田埔水庫)以及 256 (最早於 2020/4 /16 出

現於斗門溪)進行配對後，生下共 8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產下 2 隻、2021 年產下

2 隻以及 2022 年產下 4 隻)。幼獸第一次出現之地點包含斗門溪、金沙溪、何厝、

光前溪、前埔溪以及青嶼海岸。另外，優勢母獸個體編號 382 (圖 4-8 B)可能分別

於三年間與四隻公獸 377 (最早於 2019/9/19 出現於榮湖)、331 (最早於 2016/11/8 

出現於榮湖)、260 (最早於 2019/8/7 出現於榮湖)、Lu20M49 (最早於 2020/11/14 

出現於金沙溪)進行配對後總共產下 11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產下 4 隻、2021 年

產下 2 隻以及 2022 年產下 5 隻)，幼獸第一次發現地點包含金沙溪、金沙水庫、

斗門溪以及三獅山。以 382 號的例子來說，若在三年內繁殖四胎的推論正確，則

表示金門的歐亞水獺可能並不嚴格維持一年生產一次的繁殖頻率，與以往的水獺

繁殖頻率認知有所不同，但比較符合臺北市立動物園域外圈養個體中雌性個體的

賀爾蒙周期的觀察結果。在圈養個體中雌性成年水獺的賀爾蒙週期全年都有規律

變化，並無好發於限定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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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湖-太武山地區 (太湖水系) 

    該地區亦存在兩隻優勢母獸 (圖 4-9)，分別為個體編號 210 (最早於 2014 

/2/15 出現於太湖)以及 324 (最早於 2019/2/22 出現於太湖)。優勢母獸個體編號

210 (圖 4-9 A)分別於 2020 與 2022 兩年與四隻公獸 265 (最早於 2017/11/17 出現

於映碧潭)、364 (最早於 2019/5/14 出現於雙鯉湖)、352 (最早於 2018/5/29 出現

於田埔水庫)以及 Lu20M39 (最早於 2020/11/11 出現於太湖)進行配對後，生下 13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產下 5 隻以及 2022 年產下 8 隻，應為不同胎；一般水獺懷

孕期為 60 天左右，由圈養的個體賀爾蒙分析發現金門水獺全年皆可繁殖，有可

能在一年內生產兩胎)，幼獸第一次出現之地點包含太湖、金湖水庫、映碧潭以

及 82 據點。2021 年個體鑑別紀錄中並沒有優勢母獸 210 之新生幼體，可能因為

採樣誤差或當年未有生產。優勢母獸個體編號 324 (圖 4-9 B)分別於三年間與五

隻公獸 265 (最早於 2017/11/17 出現於映碧潭)、358 (最早於 2019/5/13 出現於太

湖)、357 (最早於 2019/5/13 出現於黃龍潭)、364 (最早於 2019/5/14 出現於雙鯉

湖)以及 Lu20M39 (最早於 2019/11/11 出現於太湖)進行配對後行配對後總共產下

12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產下 4 隻、2021 年產下 5 隻以及 2022 年產下 3 隻)，幼

獸第一次出現地點包含太湖、黃龍潭以及 82 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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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金沙溪水系優勢母獸之親緣譜系圖。圖 A 及圖 B 之核心為優勢母獸，個體編號分別為 379 及 382。第二圈為公獸 (灰底)，最

外圈為子代。圓形代表雌性個體，方形代表雄性個體，六角形代表該個體性別還未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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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山后-田埔地區 

該地區這地區包括了山后村池塘、寒舍花海岸、前埔溪、田埔水庫、后扁、

山西水庫等棲地。目前只存在一隻優勢母獸 (圖 4-10)，為個體編號 267 (最早於

2017/11/19 出現於山后)。優勢母獸個體編號 267 (圖 4-10 A)分別於三年內與四隻

公獸 265 (最早於 2017/11/17 出現於映碧潭)、287 (最早於 2017/11/17 出現於光

前溪)、143 (最早於 2015/7/7 出現於太湖)以及 Lu21M13 (最早於 2021/ 1/16 出現

於寒舍花)進行配對後，生下 9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產下 4 隻、2021 年產下 1 隻

以及 2022 年產下 4 隻)，幼獸第一次出現之地點包含山后、山西水庫、蘭湖以及

寒舍花。 

(四) 湖尾溪-慈湖-雙鯉湖地區 

該地區存在兩隻優勢母獸 (圖 4-11)，分別為個體編號 294 (最早於 2017/8 

/10 出現於慈湖)以及 276 (最早於 2014/2/15 出現於慈湖)。優勢母獸個體編號 294 

(圖 4-11 A)分別於三年間與兩隻公獸 254 (最早於 2017/11/17 出現於映碧潭)以及

334 (最早於 2019/5/14 出現於湖尾溪)進行配對後，生下 10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

產下 5 隻、2021 年產下 4 隻以及 2022 年產下 1 隻)，幼獸第一次出現之地點包

含雙鯉湖、湖尾溪以及慈湖。優勢母獸個體編號 276 (圖 4-9 B)分別於三年間與

兩隻公獸 334 以及 24(最早於 2018/2/24 出現於水試所)進行配對後，總共產下 14

隻新生幼獸 (2020 年產下 4 隻、2021 年產下 2 隻以及 2022 年產下 8 隻)，幼獸

第一次出現地點包含雙鯉湖、湖尾溪、慈湖以及沙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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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太湖水系族群優勢母獸之親緣譜系圖。圖 A 及圖 B 之核心為優勢母獸，個體編號分別為 210 及 324。第二圈為公獸 (灰底)，

最外圈為子代。圓形代表雌性個體，方形代表雄性個體，六角形代表該個體性別還未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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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山后-田埔地區優勢母獸之親緣譜系圖。圖 A 之核心為優勢母獸，個體編號為 267。第二圈為公獸 (灰底)，最外圈為子代。圓

形代表雌性個體，方形代表雄性個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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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湖尾溪-慈湖-雙鯉湖地區優勢母獸之親緣譜系圖。圖 A 及圖 B 之核心為優勢母獸，個體編號分別為 294 及 276。第二圈為公

獸 (灰底)，最外圈為子代。圓形代表雌性個體，方形代表雄性個體，六角形代表該個體性別還未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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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年度族群結構及個體組成 

一、各年度族群年齡結構及其變化 

首先，本研究團隊感謝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三年連續型的研究計畫，

讓這個金門水獺族群動態變化的長期研究得以延續。除了可以每年持續進行野外

個體的鑑定分析外，並能在穩定、較長期的工作條件下妥善規劃填補過往因各項

人力、經費、分析設備及技術等條件未完善時未能完成的重要歷史樣本分析及資

訊整合，讓金門水獺族群能有長時間、連續性的完整記錄資料，本計畫中最核心

的水獺個體鑑定及年齡估算等分析工作也得以在最充足的參考資訊中完成，展開

後續各項分析研究工作。若沒有這三年的長期穩定計畫支持，許多零星分散的樣

本及資料勢必無法規畫進度妥善整合，而後續的個體分析、族群估算則只能在一

個參考資料隨時可能被更新的情況下進行假設性的評估。本計畫完成後，日後新

增的調查資訊將可加速個體鑑定及年齡估算等分析流程，並大幅提高估算結果的

可信度。計畫執行三年中金門水獺的族群數量分別為 78 隻(109 年)、108 隻(110

年)以及 162 隻 (111 年)，整體有增加的趨勢(表 4-5)。由於計畫前兩年恰逢金門

嚴重乾旱、各水域環境狀況急速劣化，在兩年長期干擾下本預估水獺族群規模會

因環境擾動造成萎縮，但很意外地雖然水獺利用的水域環境總量雖確有減少，但

整體數量在三年中卻不降反升，這可能是野生動物以改變繁殖策略對抗惡劣環境

的一個生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增加的一歲以下、第一次被記錄到的新生個體，

數量在三年間每年倍增，在每年族群估算內所佔的百分比為 57.7% (109 年)、

64.82% (110 年)以及 83.95% (111 年)。在本 108 年本研究團隊所記錄的金門水獺

總個體數為 77 隻，一歲以下的新生個體為 46 隻，佔當年族群的 59.74%，和 109

年狀況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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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比例變化 

連續三年本研究團隊記錄到的水獺個體性別前兩年處於公母比 3:2 的比例

趨勢，第三年則公母比例差距則擴大到接近 3:1，似有失衡情況。然則，檢視每

年兩歲以上個體的公母性別比，109 到 111 年分別為 19: 14、11: 14 以及 15: 21，

並無明顯的性別偏差，可見性別失衡的情況主要發生在一歲以內的新生個體。由

於性別判定的標準也是藉由分析排遺內少量的水獺 DNA 來決定，經過資料彙整

後發現同一隻個體若經長期追蹤，有些會有性別判定產生變化的情況發生。這樣

的性別判定結果誤差可能是因為歐亞水獺除了用排遺標定領域外，牠們也會單用

尿液進行標定行為，由先前自動相機的記錄發現有些還尿在其他個體遺留的排遺

上，可能因此造成汙染、造成性別誤判。而且這樣的誤判只會把雌性誤判為雄性，

因為在本計畫引用的 DNA 的判定方法中，雌性的電泳分析結果為單一條帶，雄

性則會增加另一條帶，呈現兩條條帶，若雌性的尿液汙染雄性的排遺，結果還是

會呈現兩條條帶，最後判定還是為雄性。長期追蹤的個體因為有機會進行多次確

認，若發生誤判將有機會修正，但若是只出現一次的新生個體則會有一次判定資

料，沒有修正的機會，很有可能出現偽雄性的誤判。 

三、三年個體紀錄總和及重複出現的次數 

若將計畫執行期間記錄到的水獺個體數量合併計算，三年期間調查到的個

體為 299 隻，性別上分別為公 188 隻、母 105 隻及未知性別 6 隻。性別比將近

2:1，主要還是年輕新生個體的性別比例可能在判斷上有偏向雄性的趨勢，而三

年彙整的資料中成年個體在整體數量上所佔的比例又因扣除每年重複出現次數

而比一年一年估算時為低，因此最後性別比例的呈現還是會受到大量年輕個體判

定結果的影響。在被記錄到的 299 隻個體中，有 188 隻只在單獨一次調查中被記

錄到 (紀錄為 0.5 歲)，推測為當年出生的新生個體，在往後的調查中就沒再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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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到了。這些個體可能稍大離乳後離開金門，也可能在哺乳階段因各項因素夭折

死亡。這類只出現一次的個體紀錄在長期的金門水獺族群監測記錄中相當常見，

由此推論金門很有可能是整個鄰近華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育幼的繁衍的重要棲

地。而離開金門的水獺有無個體在附近建立新的族群，應該也是金門水獺族群整

體保育規劃應該要了解的訊息，未來必須尋求對岸的合作保育調查團隊，共同進

行更廣域的水獺活動棲息調查。 

四、三年內出現個體的年齡結構與性別比例 

在年齡結構上，一歲以下的個體高達 240 隻，1 至 2 歲的個體有 23 隻，2-

3 歲的個體有 16 隻，3-8 歲則有 20 隻個體(表 4-5)。若設定 2 歲以上為有繁殖能

力的成年水獺，則成年個體共計錄到 36 隻，雄雌性別比為 15:21，反而有較多的

雌性個體被記錄到。另外，由個體出現的頻率也可以推測該個體的活躍程度。在

本計畫三年的調查紀錄中編號 267 的雌性個體在 11 次野外調查中被記錄到 45

次，也就是說有多達 45 件排遺樣本最後的鑑定結果都指向 267 號。其次為活躍

於田浦水庫及前埔溪的雌性個體 271 號，在 9 次野外調查中被記錄到 33 次。267

號在 111 年 9 月底還出現在前埔溪，估算年齡為 5.95 歲。其他還有 14 隻個體被

重複記錄超過 10 次以上。2 歲以下的亞成體共有 263 隻，其中只有 27 隻個體重

複出現於 2 季或 2 季以上的採樣調查中。推測這些重複出現過的個體較有可能

會留在金門，成為金門水獺的定居個體。 

267 號最早於 106 年 11 月 19 日在山后村被記錄到，其後持續出現於山后

村及寒舍花海岸兩地，推測山后村有溝渠通道前往寒舍花海邊，讓包括 267 號在

內的水獺持續在兩地被發現。但是在 110 年 4 月最後一次在山后村被記錄到後，

隔一季 110 年 7 月份的調查就出現在寒舍花，當時山后村池塘的水塘已乾涸見

底，殘留的爛泥讓水質惡化嚴重，在往後的調查中(至 111 年 9 月底)就沒有在山



金門歐亞水獺親緣譜系及族群動態研究（3/3）  

52 
 

后村再發現水獺的排遺蹤跡。267 號在今年(111)1 月出現於山西水庫海邊生態池

附近，一直活躍至最後一次 9 月底的調查，當時估算年齡是 5.36 歲。在 267 號

的例子中，可以發現寒舍花與山后村這兩個棲地與同時能被利用，才能吸引水獺

在此定居。寒舍花海邊棲地在 267 於 110 年 7 月被記錄到後，直到 111 年 3 月才

記錄到另一隻雌性個體 305 號，中間偶有水獺利用活動足跡等蹤跡，但未遺留排

遺，顯示活動頻度不高。而當時大約 5.38 歲的 305 號近年來主要在后扁與寒舍

花兩個海邊棲地間活動，也沒有進到山后村。111 年 9 月則在寒舍花記錄到 4 隻

第一次出現的年輕個體(Lu22F119、Lu22F120、Lu22M121、Lu22M130)，希望這

些個體後續能在水文條件改善後的山后村定居下來，繼續貢獻金門水獺的族群發

展。 

五、成年個體的重要性 

由三年累積的資料中發現絕大部分的當年新生個體大部分會在一年內消失。

推測是在母獸停止哺育後新生個體隨即面臨尋找領域的本能驅動，在無法挑戰金

門原有優勢個體的情況下離開金門，另覓棲地。因此，雖然在每年的調查資料中

可發現多達最多上百隻的個體，但是大部分都不會留在金門定居繁衍，擴大金門

水獺族群的規模。最主要的原因其實還是在金門島嶼的有限面積，無法滿足更多

歐亞水獺對空間的需求。然而，由於往年戰地任務的需求，金門以人工方式創造

上百個各種大小的水池及湖庫，其中又孕育了大量的強勢的外來種淡水魚類，因

此金門已經比一般面積相仿的島嶼能提供歐亞水獺更好的棲息空間跟食物資源；

事實上，金門島的水獺密度也高於目前已知的其他水獺棲地。只是歐亞水獺終究

是具有強烈領域的食肉目動物，本能上並無法與太多其他個體和平共存於特定區

域，新生年輕個體出走勢所難免。相形之下，留下來長年定居的少數個體就更為

重要，滿足其生存需求，或可視為穩定金門水獺族群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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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年個體的棲地利用 

在金門，目前記錄到最老的野外個體為 210 號，最後出現時的估算年齡為

8.86 歲。計畫執行三年期間記錄到五歲以上的個體還有 245 號(母，最後出現時

的估算年齡為 7.5 歲)、276 號(母，7.43 歲)、306 號(母，6.79 歲)、143 號(公，

6.03 歲)、256 號(母，5.95 歲)、271 號(母，5.95 歲)、路殺死亡個體 KC-331 號

(母，5.62 歲)、138 號(公，5.53 歲)、305 號(母，5.38 歲)以及 267 號(母，5.36 歲)

等，連同 210 號共有 11 隻個體。這些個體最後被記錄到的地點分別為斗門溪(138

號、256 號)、田浦水庫及前埔溪(143 號、271 號)、太湖(210 號)、農試所(245 號)、

山西水庫海岸(267 號)、雙鯉湖(276 號)、寒舍花海岸(305 號)、青嶼海岸(306 號)

以及金沙水庫(KC-331 號)。其利用的棲地頗為分散，並非集中在如太湖、田浦水

庫等水量及食物資源相對穩定之棲地環境，具體呈現出歐亞水獺成年個體的領域

行為(圖 5-1)。而包括些年老個體的不同年齡層水獺的食性需求、掠食偏好可能

是重要的生態資訊。對於金門水獺的族群管理規劃，這類生態資料的收集是日後

必須進行的工作目標。 

在 108 年初，曾有兩隻衰弱的水獺在被收容救傷後死亡，其犬齒皆已磨平，

難以有效捕食魚類等獵物。在英國歐亞水獺的研究報導指出牙齒的磨損將直接影

響到其生存能力，而越年長的個體牙齒的損耗越形嚴重(Sherrard-Smith and 

Chadwick, 2010)，食物的種類會直接影響到水獺牙齒的磨損程度。檢視連續三年

的成年個體資訊，成年個體主要應該是逐漸衰老而消逝於金門。但也有可能是因

為調查強度不足，在一年四次的調查中恰巧都沒被辨識到，其後有可能隔一段時

間後再次被發現。如年長的雌性個體 210 在 110 年整年都沒被記錄到，但在 111

年後又再度被發現。檢視其出現記錄，應該是一隻長期穩定定居於太湖的雌性個

體，以雌性個體傾向選擇良好育幼場地的天性推測 210 這隻個體應該不會離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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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流域四處移動；但牠在每季的調查記錄中還是常常缺席。而目前以每年 500 件

的排遺樣本及分析工作量實以已達到一般團隊的工作上限，增加採樣及樣本分析

數量並不可行。日後類似太湖這類大面積湖庫的水獺調查方法必須更為謹慎精進。 

 

圖 5-1 本研究調查期間超過 5 歲的金門水獺分布圖。白色圓圈代表最後在 109

年出現的個體；灰色為 110 年，綠色為 111 年。圈內的號碼水獺個體編號。底

圖為本研究調查三年期間所有的紀錄個體分布。黑色實心點為有確認到個體的

樣點；空心小圓為有前往調查但沒有成功採獲新鮮排遺或鑑定到個體的樣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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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地區棲地消長及族群變化趨勢 

一、金門水獺棲地的變化 

111 年新生個體的增加並非反映棲地改善及各項資源穩定豐富，相反的是前

段期間全島棲地水域面積的縮減、當地居民對水資源的競爭、通道的陸化及阻斷、

食物資源的枯竭等等諸多不利因素，新生個體的增加反而像是金門水獺在面對惡

劣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在本計畫執行期間，也發現多處海邊棲地有逐漸

被頻繁利用的趨勢，如天后宮、寒舍花、咕力岸等海邊棲地，在這三年的調查中

被水獺利用的情況逐漸普遍，甚至在 110、111 年間都曾在調查時在海邊廢棄碉

堡中遇見在其中活動的水獺，金門的水獺在這段期間似乎有由劣化的淡水棲地轉

向沿海棲地發展、覓食的趨勢。 

109、110 年間金門各水域受旱情影響而普遍水位下降，部分棲地本身注入

水源或集水區面積有限，在當地農民競爭用水的情況下水域環境急遽惡化甚至乾

涸，是水獺最先放棄的棲地型態。比較明顯的有洋山、何厝、斗門、劉澳等各聚

落的儲水池，以及賢聚、山外溪等小型溪流水道，旱象一開始率先水位下降、鄰

近水道通路雜草叢生，在 109 年水獺就漸次減少這些棲地的利用。往年水獺的活

動熱點山后村儲水池雖然當時尚未全乾，但在 109 年 4 月以後就沒有採集到可

供 DNA 鑑定的新鮮排遺，往後連舊排遺都沒再出現，顯示水獺已放棄這個棲地。

109 年底開始一些稍大的水域也有相當明顯的影響，如斗門溪、光前溪水流中斷，

山外映碧潭、烈嶼的陵水湖等水域底部裸露面積漸增，前埔溪上游及南莒湖更早

已乾涸見底。110 年甚至連太湖、古崗湖、金沙水庫這些大型湖庫都受到影響而

水位大幅下降，西園湖底也長成一片草原。110 年中期乾旱最高峰時幾乎所有的

聚落儲水池全都見底，若有殘水也充滿爛泥惡臭，其間水族大多死亡殆盡。乾涸

見底的棲地在現場目視就可以確認不會有水獺棲息其中。這樣的棲地形態持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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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 月後開始有較正常的降雨後才逐漸改善，但在 111 年 9 月底的調查結果

顯示，縱使各棲地水位盡復舊觀，前一波棲地干擾對水獺族群造成的影響並未恢

復到原來的樣態。 

    

圖 5-2 計畫執行期間洋山聚落儲水池水位變化。由左而右分別拍攝於 109年 4

月、110年 4月、110年 10月以及 111年 6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乾旱期間部分供水湖庫因民生及農業用水的需求進行調節，水量有時反而

較往年充沛，如蘭湖、瓊林水庫等，但是這些地區的水獺族群仍舊如同其他水位

降低的棲地般持續下降。瓊林水庫在 108 年後就沒有採獲新鮮排遺樣本成功鑑定

到個體；蘭湖則在僅在 110 年間有零星的排遺出現，顯現兩地的族群在水量充足

的情況下仍不穩定。湖庫周緣連繫各棲地的水路通道的重要性在此再度顯現。缺

乏提供水獺進出的聯外通道，水域環境即使已經改善，還是可能沒辦法讓水獺利

用棲息。111 年後雨量充沛，可能是聯外的水道有機會儲水恢復提供水獺活動的

功能性，蘭湖在111年開始有較多新舊排遺出現，在1月及3月份記錄到Lu22F05、

Lu22M06 兩隻新個體，只是在下半年在蘭湖又沒有發現到水獺排遺。這例子說

明水獺棲地的保育應該要跳脫單一棲地整理管理的思維，將周邊水域通道系統、

鄰近棲地維護一併納入思考，才有機會達到吸引水獺棲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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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門水獺族群規模在三年內的改變 

近年來，金門水獺的族群主要分布在東半島，南北兩個重要水系流域(金沙

溪水系、太湖水系)、東部海岸水域棲地(山西水庫、田浦水庫、金湖水庫等)及參

雜其間的大小水域(農試所、陽明湖、山后等)。這些水域提供了複雜良好的棲息

環境，並由河流溝渠形成複雜的水域連通網路，維持較其他地區更為穩定的水獺

族群。109 年乾旱開始時水獺的活動範圍逐漸退出河系河道及較小的池塘，個體

集中於相對穩定的較大水體。田浦水庫、山西水庫海邊池塘、太湖、金沙水庫在

乾旱時期的惡劣環境下成為金門水獺的庇護所，特別是在太湖及田浦水庫出海口

濕地，在這段期間還是有許多新生幼獸的排遺及活動痕跡(腳印等)出現。但也隨

著這些湖庫水位隨著乾旱時間的拉長而下降，其中的個體分布及棲地利用情況失

去了以往的規律性，多處原本採集或觀察的熱點也乾旱陸化。而田浦水庫在 111

年的調查中也發現當地的水獺族群規模開始萎縮。這樣的情況於西半島更為普遍。

由於西半島人口密度較高，道路開發、交通車輛等人為活動對水獺的干擾甚為明

顯，小型的棲地已多年未見水獺活動蹤跡，只在慈湖、雙鯉湖、湖尾溪河口池塘

等靠近海岸的開放棲地還能保有部分水獺個體。其他西半島各水域出現水獺活動

痕跡的機率相當低，能蒐集到的新鮮排遺相當少。西南端的古崗湖在 108 年 2 月

以後至今都沒有發現新鮮排遺，僅在 109 年 4 月發現過一隻死亡個體。古崗湖在

111 年仍持續進行湖底疏濬工程，雖然水獺已多年未利用這個棲地，但持續的工

程干擾還是會抑制水獺回來利用的可能性。倘若後續能將古崗湖周遭連外水路通

道一併清淤疏濬，則會有利於增加未來水獺利用古崗湖作為棲地的機會。 

在 111 年後半年金門氣候水文狀況偏向穩定，各地區湖庫水位普遍回升，

然而這段期間水獺曾頻繁聚集的雙鯉湖、湖尾溪河口附近池塘、田浦水庫河口濕

地及金沙水庫出水口等棲地，原本活動頻繁水獺卻消失大半，如在前兩次(1 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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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調查中在湖尾溪河口池塘共記錄到 17 隻個體，但在後兩次(6 月及 9 月)

只剩下 3 隻個體。在金門降雨恢復正常、水域環境普遍改善的情況下，這些棲地

品質並無持續退化跡象，但是棲息的個體卻大幅減少。可能的解釋是這類在乾旱

期間水量相對穩定充沛、具有類似庇護所功能的棲地在其他水域環境惡化期間已

收容過多個體，在今年下半年其他棲地逐漸改善後本來活動其中的個體各自離開、

尋找其他棲地棲息。這些離開的個體未來是否會再次出現在金門其他地區，有待

後續進一步的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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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棲地及繁殖熱區的辨識 

在一般的物種保育計畫中，選定重點保育棲地是建立實質保育行動的有效

方法。藉由詳盡完整的調查、瞭解物種對棲地利用的模式及依賴程度，可以讓保

育主管單位將工作重點放在保育物種偏好棲息的重要棲地(如核心分布區域)，或

是進行特殊行為的關鍵區塊(如遷移廊道路線、育幼熱點)等較小的區域，以有限

的人力物力有效地進行域內物種保育工作。 

金門水獺的棲地在以往也有些活動較為頻繁的觀察熱點，如太湖、慈湖等

地。由於歐亞水獺外形沒有色塊花紋，夜間在野外短時間觀察很難確認個體，因

此由目擊的資料很難估算各地個體數量。將三年的個體紀錄就太湖、田浦水庫、

金沙水庫、農試所、慈湖及雙鯉湖、以及湖尾溪溪口等幾個水獺出現常出現的熱

區進行數量統計，發現在這些棲地範圍內記錄到的水獺數量並沒有很多(表 5-1)。

如太湖在 109 年整年被記錄到的個體數量只有 8 隻；然而，當年在太湖總共採獲

61 件樣本，最後有 21 件完成個體鑑定。只是扣除重複紀錄同一個體的資料筆數

(包括該年度不同調查季節記錄到的也給予扣除)，剩下個體數量只剩下 6 隻兩歲

以下的幼獸及 2 隻 2 歲以上的成年個體。同一年在田浦水庫共採集到 57 件新鮮

排遺樣本，其中 27 件成功鑑定到個體，但扣除重複後最後整年只調查到 7 隻個

體。在湖尾溪 109 年全年採獲 63 件排遺樣本，其中 20 件成功鑑定到個體，扣除

重複後最後只剩 10 隻個體。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在 111 年 3 月 10 日在沙崗農場

儲水池採的 20 件排遺中，其中有 9 件鑑定後指向 Lu20M05 這個個體，顯示一隻

水獺在同一天晚上可以留下多達 9 件的排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水獺會將排遺分

散開來標定牠的領域範圍，在很小的區塊中拾獲這麼多重複個體的排遺的狀況以

往很少發生。由於從外觀上無法判斷是不是同一個體的排遺，因此在採樣、實驗

的過程中勢必遭遇到許多重複鑑定到同一個體的狀況。有些棲地看來充斥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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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水獺排遺，但很有可能是由少數個體重複留下的，讓人造成很多水獺個體在

此活動的錯誤印象。 

          表 5-1 計畫執行期間幾處重點棲地的年度水獺個體鑑定數量  

  太湖 田浦水庫 金沙水庫 農試所 慈湖雙鯉湖 湖尾溪 

年度 總數 幼體 成體 總數 幼體 成體 總數 幼體 成體 總數 幼體 成體 總數 幼體 成體 總數 幼體 成體 

109 8 6 2 7 4 3 3 1 2 3 2 1 6 4 2 10 7 3 

110 15 12 3 7 5 2 8 6 2 7 5 2 8 5 3 8 7 1 

111 17 15 2 3 1 2 11 11 0 11 9 2 13 11 2 20 17 3 

幼體包括亞成體，為記錄當時估算為 2歲以下之未成年個體；成體則為 2歲以上，進入繁殖年齡的個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若單獨查看這些棲地的成體數量，所有的地點每一個年度調查到的數量都

是個位數。而兩歲以下的幼獸數量普遍較多，單以數量來說，太湖、慈湖雙鯉湖

以及湖尾溪長年都有比較多的新生個體在活動，而 111 年湖尾溪的新生個體幾乎

都集中在前半年出現，等於是短時間內在面積不大的湖尾溪溪口高密度聚集。若

就保護繁殖育幼熱點的角度來看，這三處棲地是可以優先保護的重點棲地。 

整體而言，這些棲地的個體數量都少，特別是成體的水獺，出現紀錄相當

零星。而田浦水庫、金沙水庫水獺個體的波動比較大，且湖尾溪 111 年下半年個

體數量大幅減少，這些是後續追蹤金門水獺族群要特別關注的地方。但是如前所

言，歐亞水獺的領域範圍應該要跳脫單一棲地的思維，可以以這些常發現水獺的

地點作為核心區域，但是在進行棲地利用評估及管理還是必須要以區域整體來考

量，如太湖雖然是重要的水獺棲息、繁殖棲地，但是往下有通往出海口的黃龍潭、

白龍溪、82 據點潮間帶等棲地的暢通可以確保太湖的族群與外界透過海域前來

的個體接觸的機會；而往上游的山外溪、映碧潭、明潭、鑑潭及其他太武山區儲

水池塘等棲地保存可以提供太湖族群進入太武山區的路線，甚至有機會安全地接

觸到東半島北邊的金沙溪族群。維持這些水路通道暢通，可避免水獺在棲地被切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61 
 

割孤立後族群萎縮，最後被迫放棄這一連串的棲地。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本研究團隊有機會能運用更為細膩的技術來進行金門

水獺的個體辨識，進而記錄牠們在不同時空的活動軌跡，精確的知道每個棲地樣

點的被利用狀態。雖然本計畫執行的每季調查頻率跟樣本分析數量在執行上相當

緊湊，在野外的調查活動中必定還是會有遺珠之憾，但透過三年來多次實地調查

資料的累積，相信所掌握的資料必定是最接近金門水獺族群真實狀況的訊息，也

會是主管單會在執行物種保育計畫的重要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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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金門水獺族群假說 

一、計畫執行初期金門水獺族群被視為島內封閉族群 

金門的歐亞水獺為我國重要的瀕危保育類動物，近年來更成為國人關注的

焦點物種，除了可愛討喜的外形外，金門水獺的面臨的嚴峻生存危機也因各有關

單位大力宣導下普遍受到大家的關注。以往對於金門水獺的瞭解來自於少數野外

現地的觀察研究，以及參考其他水獺保育先進國家的經驗及資訊；另外也一直未

在對岸鄰近地區發現到任何水獺活動的實證或訊息，因此在本計畫執行之初，一

般認為金門水獺可能是一個單單棲息在大小金門島上的封閉族群，金門水獺主要

的棲息地以內陸淡水棲地為主，只有少數的個體會到海邊活動。在這樣的概念前

提下，可用每季觀察到的個體重複出現的比例，即標示-再捕捉的族群估算概念，

來推算金門水獺的族群數量。這樣的估算與之前曾用島上河流長度加上海岸線長

度參考其他國家水獺密度的估算結果相似。但經過現地調查與觀察後，其估算基

準的正確性，即金門水獺為一封閉族群的想法頗似乎有修正的必要。 

二、基於年輕個體高比例消失資訊的半開放族群假說 

經過文獻閱讀得知歐亞水獺的渡海游泳能力頗強，在英國甚至有長期觀察

中的海上活動族群。而 108 年在日本對馬島重新發現了歐亞水獺個體，後來用基

因比對法確認是來自朝鮮半島的擴散個體，而兩地海域的最短直線距離有 50 公

里寬。幾乎同時期在中國浙江舟山群島海域也發現了一個歐亞水獺的海上族群。

這些例子表明金門周邊的海域不會成為歐亞水獺擴散到對岸大陸地區的地理屏

障。本計畫執行期間累積許多個體資料，觀察檢視長時間的水獺個體出現資料後，

發現出現過許多新個體在一兩次的紀錄後就消失不見，數量之多很難簡單的全以

夭折看待(109 年記錄到 1 歲以下的個體只有 45 隻，110 年有 70 隻，分別佔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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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到個體總數的 57.69%及 64.81%；參考表 4-5。而 111 年的數據上看來一歲

以下個體的數量佔比雖然高達 83.95%，但是在接下來的調查中有些個體還是有

可能被再記錄到，成為定居個體，因此要討論是否為離開的個體通常會經過一年

的調查確認後才會決定，即 111年的資料需要比對 112年的結果方能判定是否為

已離開金門的個體)，頗讓人困惑。但若結合歐亞水獺的跨海域移動能力與領域

性的天性，不難推論在金門島上新出生的個體在經過一定時間的成長、慢慢發展

出領域行為後就會有尋求自身領域的天性驅使而離開母獸。這樣的行為模式在許

多食肉目動物中都可以看到。而金門各適合水獺棲息的棲地都有優勢的年長個體

棲息著，年輕的個體在體型及打鬥經驗上往往趨於劣勢，在無法成功挑戰原有優

勢個體的情況下，年輕的金門水獺游過周邊海域前往大陸地區尋找棲地應是合理

的推論。也因此本研究團隊對金門水獺的族群假說修正成半開放的模式，在鄰近

地區未有其他族群個體被確認、有可能進入到金門的情況下，金門水獺族群可能

是一個只出不進的半封閉狀態，每年都有新生個體擴散到鄰近大陸地區，讓金門

像是一個區域性繁殖熱點，提供補充個體拓展領域、日後形成地區性華南地區歐

亞水獺族群的機會。而半開放的族群並不適合以標示-再捕捉的概念估算族群數

量，因此本計畫不再進行族群整體數量估算，直接以每年調查到的金門水獺個體

數量來呈現金門水獺族群規模。而播遷出去的個體有無可能在大陸地區成功建立

族群，需要日後更積極、全面性的鄰近地區實地調查方能驗證。 

三、雄性優勢個體可能不只在金門活動的推論 

在經過本計畫三年的執行後，本研究團隊在 111 年將之前的個體出現完成

資料整合，將以往的個體資訊併入這三年的調查資料一併排列在時間軸上進行討

論。最後的整合資料中發現有些成年個體的出現頻率很低，如雄性個體 256 號，

在 106 年 4 月 19 日首次於洋山聚落被記錄到，其後在 110 年月才在光前溪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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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到，然後在 111 年的 3 月、6 月、9 月的調查中比較密集的出現在光前溪及擎

天水庫，最後出現時估計年齡為 5.95 歲。256 號在第二次被記錄前有長達 4 年的

時間消失在個體資料庫中，當然有可能是每次調查都剛好沒有採到這隻個體的新

鮮排遺成功完成鑑定操作，但是否真有可能 256 號在這段時間離開金門，在附近

大陸地區或其他鄰近海島的棲地間棲息遊走，最後選擇回到金門定居?另外，在

資料庫中也發現 107 年 2 月在忠孝新邨被民眾發現行動異常，當月 28 日闖入金

沙湖畔飯店倉庫後被救傷、死亡的雄性個體 KC-103 號，在被目擊到行為異常前

曾在 103 年 2 月及 7 月在光前溪及金沙溪被記錄到三筆資料，兩個時間點中間

的活動紀錄也是一片空白。這樣的例子雖然不多，但也不只有一兩個個案。空白

的缺席紀錄是否表示著某些金門水獺，特別是雄性個體，其棲息活動領域並不限

定於金門及烈嶼兩島?是否像英國、浙江舟山群島的海上族群般在海上幾個島嶼

中巡弋遊走，尋找合適的覓食棲地及配對個體? 金門的族群是否擁有比目前認知

更大的領域範圍，族群保育管理的思惟應該與其他棲地納入一併考慮? 或許在日

後更多個體資料的累積及鄰近地區棲地更完整的棲地調查後，能對金門水獺的族

群規模有不同的想法，進而提出更新、更貼近現實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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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水獺保育整合規劃 

一、 協助水獺救傷流程建立 

本研究團隊雖未直接參與水獺救傷、醫療業務，但仍在水獺平臺會議的架

構下協助金門水獺救傷流程的建立與執行。在多次平臺會議討論後，由金門縣野

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製作歐亞水獺救傷收容通報流程(圖 5-3)；金門水獺的救

傷收容工作擬就三個面向執行: 

a. 需要醫療、短期收容照養的個體，由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進

行醫療救護及短期收容照養。 

b. 需要長期收容、照養的個體(如失怙幼獸)，後送至臺灣由臺北市立動物園

進行長期收容照養。 

c. 路殺等死亡個體: 由金門縣政府、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現場

處理、進行初步的外形觀察測量、X 光檢測、死因推論後將屍體冰存送

至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進行解剖，並分送肌肉檢體至臺北市立動物園、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進行遺傳物質保存。 

二、 各項會議參與 

    本計畫執行期間恰逢新冠肺炎爆發的防疫高峰期，各類會議及講座都被迫取

消或轉為線上辦理。本計畫執行期間曾參與進行的會議活動 (表 5-2)，除了吸收

各方專家的建議也將團隊的研究結果與相關單位分享，尋求改善水獺棲地和妥善

進行族群保育管理的最佳方案。也將本計畫執行成果科普化，提升國人的水獺保

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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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門水獺保育策略建議 

    金門水獺的保育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管

理處、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臺灣大學、臺北市立動物園等諸多單位

的共同努力下頗有進展，已成為東南亞地區歐亞水獺保育的代表案例，並吸引包

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水獺保育人員的注意及重視。然而，金門水獺保育至今仍遭遇 

 

 

            圖 5-3 金門水獺救傷收容流程    

資料來源: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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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參與會議及公民科學列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109.04.13 金門縣林務所 水獺保育平台會議 林務局 

109.05.30-31 金門縣農試所 

野生動物棲地 

保育工作坊 

金門縣政府及金

門縣野生動物救

援暨保育協會 

110.02.26-28 

線上會議 

(主辦國:克羅埃西亞) 

第一屆 EOW 歐亞水獺 

保育工作坊 

IUCN 

水獺專家群 

110.05.04-05 林務局 

瀕危野生動物保育行動

研討會 

林務局 

110.5.28 線上會議 

金門國家公園 109 年度

保育研究成果發表會 

金門國家公園 

110.05.26 

線上會議 

(主辦國:英國) 

世界水獺水獺日工作坊 

International Otter 

Survival Fund 

110.11.08-12 

線上會議 

(主辦國:菲律賓) 

2021 The 29th Annual  

SEAZA Conference 

Philippine Zoos 

and Aquariums 

Association 

(PHILZOOS) 

111.5.19 線上會議 

金門國家公園 110 年度

保育研究成果發表會 

金門國家公園 

111.04.18 新竹六福村 

金門保育基地 

交流座談會 

莊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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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許多的瓶頸跟困難，需要各單位戮力合作、共同努力克服。本計畫執行的結

尾茲就短程、中程及長程三個階段對金門歐亞水獺的保育工作做出建議。 

短程工作規畫: 

a. 持續進行水獺族群監測及相關研究，累積族群動態等長期生態資

訊。  

b. 即時改善道路設計及維護水獺棲地及水路通道之功能性。 

c. 落實遊蕩犬隻管理，監測有無疾病傳染狀況。 

d. 建立救傷收容體系及處理 SOP 流程(已完成)。 

e. 建立冷凍配子照養技術，建立生殖細胞保存樣本庫，保留路殺個體

基因延伸的機會。 

f. 發展水獺野放及訓練流程及技術，為未來收容個體移地野放或進行

再引入等保育操作預作準備。 

g. 推展水獺保育、提升國人保育意識。 

 中程工作規畫: 

h. 與大陸保育團體合作，進行鄰近地區歐亞水獺族群調查，掌握華南

地區完整族群動態。  

i. 架構專責金門水獺保育資訊分享網路平台，更新最新水獺保育或研

究訊息，維持民眾對金門水獺保育議題的關注(部分進行中)。 

j. 建立域外保障族群，發展歐亞水獺人工照養及繁殖技術，維護域外

保育繁殖個體的族群規模及遺傳多樣性。 

k. 主動規劃棲地復育行動，改善未被水獺頻繁利用的潛在棲地(如烈

嶼)，擴展金門水獺可用棲地規模。 

l. 檢測族群遺傳健康傳況，與其他水獺保育機構緊密合作，評估及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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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因救援規劃。 

長程工作規畫: 

m. 成立類似德國水獺保育中心等專責機構，統籌水獺保育資源及工作

分配，擬定工作目標，確認各項金門水獺保育任務被妥善地持續執

行。 

n. 協助對岸保育工作者推展東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保育工作，提升當

地人民保育意識，尋求可能合作的鄰近地區潛在棲地管理單位，建

立金門水獺安全擴散的實體網路通道。 

o. 評估建立異地保障族群的必要性，擴大金門水獺永續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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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金門水獺族群動態假說 

金門水獺族群應非封閉族群，個體有能力跨越海域自由出入金門。然而在

鄰近地區並無發現其他穩定發展的水獺族群的前提下，推測只會有水獺個體移

出金門，族群應為只出不進的半開放狀態。但也有記錄顯示有些個體可能長期

離開金門後再次渡海回到金門島上棲息，具有更寬廣的生存領域，金門只是其

棲地的一部分，不會時時定居於此。 

二、金門為華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的繁殖熱點 

每年的調查資料都可發現比例極高的新個體，但是這些個體絕大部分在出

現一兩季後就消失於金門，不再被調查到，推測應為幼獸離乳成長後離開金門

另覓棲地，不再停留於金門。這些數量眾多的外移新個體顯示金門是歐亞水獺

重要的繁殖場域，也是鄰近華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活動及繁殖的核心棲地，具

有相當重要的生態功能，需要持續嚴密的保護跟關注。 

三、金門水獺個體間親緣具有地區關聯性 

透過親緣譜系的分析，金門水獺族群可依地理位置分為四個小族群，分別

為東半島海岸族群、金沙溪水系族群、太湖水系族群，以及西半島地區族群等。

同一個小族群內的個體相互配對進行繁殖的機率比跨地區個體來得高；而雄性個

體比雌性個體有更高比例會在各個小族群地區間移動遊走，尋求更多的配對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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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成金門水獺族群主體的定居個體數量有限 

 每年的金門水獺若單就目擊次數及排遺調查數量，容易給人其族群規模持

續穩定發展的印象。然而分析每年個體的留存情況後，發現個體數量扣除重複鑑

定後其實總數並不多，各個的重要水獺棲地在以排遺鑑定個體後也得知數量比預

料中為少。其中定居在金門的成年個體數量在年度整體出現個體的比例約只在 3

成左右，而這些水獺才是維繫金門繁衍族群的重要關鍵。歐亞水獺在明顯處重複

排遺標定的行為容易讓人誤判水獺數量，產生棲地內水獺個體眾多的錯誤印象。 

五、水域通道的暢通可提高棲地被水獺利用的機率 

    水域環境的改善必須伴隨著鄰近水路通道的暢通，才有機會讓水獺願意前來

利用那些棲地。棲地的維護及改善需伴隨著周遭水域通路的整理一併考量。 

六、乾旱時期棲地劣化干擾的效應影響金門水獺原來的族群結構 

    乾旱時期許多中小型棲地劣化程度嚴重，原棲息其中的水獺被迫遷移應對。

111 年降雨恢復正常、各棲地逐漸恢復改善後水獺族群變動頗大，各地區的個體

多有異動。族群穩定後與之前原有族群結構的差異程度將會是需要注意研究的重

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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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立即可行建議 

建議一 將周緣溝渠清淤清理納為湖庫疏濬固定工作項目 

主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縣政府、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協辦機關: 各地鄉鎮公所 

 今年水量充沛，各水域棲地水量多已恢復舊觀，然而不易觀察到的水溝涵管

大多因長期缺水而陸化，生長於其中的植物阻礙了水獺的活動，這些包括各村落

的蓄水池塘連通涵洞。本計畫執行期間金門各主管機關皆利用大片湖底露出水面

的機會進行湖庫清淤深峻工程，如古崗湖、太湖、小太湖、光前溪等前後都進行

了規模不等的工程施作，希望能在旱象解除後增加湖庫水體的儲水能力。建請各

主管機關能將目標水體周緣溝渠水道清淤清理納為湖庫疏濬工程的固定工作項

目，並積極協助所屬單位注意各水塘進排水道疏濬暢通，除能維護儲水場域的功

能性外，也能協助水獺在各棲地間的活動網路暢通，維護水獺移動安全，增加棲

地被利用的機會。 

建議二 淡水域原生種魚類的族群補充 

主辦機關: 金門縣政府 

協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魚類是歐亞水獺主要的食物，充沛可利用的魚類資源是歐亞水獺賴以存活

的關鍵因素。計畫執行前兩年的旱情對於許多水域棲地中的水生動物群聚造成毀

滅性的破壞，魚類死亡殆盡，但也同時一併移除了其中的外來種魚類。棲地恢復

後，部分獨立水域尚無淡水魚類進駐，建議可以人為引入方式引入魚類資源，加

速恢復棲地被水獺利用的可能性。而水獺對魚類的捕食不分原生種魚類抑或外來

種魚類，或可主動引入人工繁殖復育的原生種魚類進入該棲地，協助放大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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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也同時進行原生物種的保育工作。長久下來或許極強勢的慈鯛科外來種魚

類還是會侵入到每一個水域中繁衍，但主動放大原生種魚類族群規模的操作或可

協助該原生魚類在共域外來種捕食壓力過大之前及早建立足夠的族群規模，足以

自行繁衍於金門水域中，生生不息。 

 

中長期建議 

建議三 設置金門水獺族群資料庫科普網路推廣平台 

主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 臺北市立動物園 

本計畫三年長期的調查研究得到許多金門水獺個體活動的珍貴資料，並衍生

各項族群動態的分析推論。這些資訊的最終目標當然是能夠用在制定保育策略規

劃中，提供精準的參考訊息；而學術上的發表可讓國內外水獺保育工作人員能夠

接收到本計畫執行的研究成果，應用在自身的保育工作上，也能增加金門水獺保

育工作的國際能見度。然而，這些科學資訊與一般大眾有著相當程度的隔閡，如

何將之科普化、轉化成國人能夠接受的通俗故事及語言，也應是持續進行並且完

成的目標。若能建構金門水獺族群動態資訊的網路頁面，將資料庫內容科普化、

公開開放國人自由瀏覽，將可讓本計畫執行成果更廣為流傳，大幅提升金門水獺

保育工作的能見度，爭取民眾的支持。 

建議四 加強金門歐亞水獺沿海食性生態調查 

主辦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縣政府 

協辦機關: 臺北市立動物園 

    金門水獺面臨的生存壓力因金門的繁榮發展而持續存在著，其生態行為也仍

有許多未解之處。金門水獺的族群過於集中，棲地規模太小的族群很容易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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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族群可支援緩衝的情況下，一旦面臨生存危機旋即在短時間內瓦解消失。金

門水獺這樣的小族群若要永續發展，在保育執行面上必須掌握能在族群面臨崩解

危機前即時警覺的重要原則，以便爭取尋求解決方法的關鍵時間。食物資源可能

是充足完整的生存空間以外、對於野生動物最重要的生存要素之一，而金門水獺

的食性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見，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個體被發現在海邊活動覓食，

牠們的營養需求有無異於棲息於淡水棲地的水獺，是相當值得探究的議題。金門

水獺的長期保育管理在族群動態監測外可以增加類似食性分析的生態研究規劃，

更全面性的認識金門水獺的生態特性，掌握其生存基本需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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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ㄧ 109 和 110 年度工作進度 

 

*紅色表示已完成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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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野外採集工具列表 

器材： 

⚫ 手持式 GPS 

⚫ 手機 

⚫ 手電筒 

⚫ 5ml 冷凍小管（以乾淨的滴管將 4ml 無水酒精裝入每一支冷凍小管中。) 

⚫ 無水酒精 

⚫ 奇異筆或抗酒精筆 

⚫ 夾鏈袋 

⚫ 保冷箱 

⚫ 冷劑或冰塊（將冷劑或冰塊裝入保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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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序列引子列表 

 

基因座 

名稱 
重複單元 引子序列（5’-3’) Ho* 

基因座大小 

（鹼基對

數) 

對偶 

基因數 

Genebank 

accession no. 

Lut 701 
（GATA)11GAA（GATA)2GAA

（GATA)4 

F GGAAACTGTTAAAGGAGCTCACC 

R CAGTGTTCATAAGGATGCTCCTAC 
0.57 192-208 5 Y16302 

Lut 715 
（GATA)6GAT（GATA)7GAT

（GATA)5 

F TTCACAATAGCCAAGATATGGAC 

R TGGCATAATATCCTTTCTCATGG 
0.52 197-217 6 Y16303 

Lut 717 （GATA)12 
F TGTTGCCTTCAGAGTCCTGTG 

R GTCAGGCATTGTAACATATTCTCAG 
0.61 175-203 6 Y16304 

Lut 733 （GATA)4GAT（GATA)12 
F GATCTCATTTTAAATGTTCTTACCAC 

R TGGTTCTCTTGCAGGATCTG 
0.56 164-192 5 Y16293 

Lut 782 （GATA)6GAT（GATA)10 
F GAGATATCACTAAGCAATACACGATG 

R ACAAAGACTGAGCAAAACAAGC 
0.47 161-197 6 Y16294 

Lut 832 （GATA)11 
F TGATACTTTCTACCCAGGTGTC 

R TCCTTAGCATTATCTTATTTACCAC 
0.44 178-198 6 Y16296 

Lut 833 （GATA)15 
F CAAATATCCTTTGGACAGTCAG 

R GAAGTTATCTAATTTGGCAGTGG 
0.59 155-183 8 Y1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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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座 

名稱 
重複單元 引子序列（5’-3’) Ho* 

基因座大小 

（鹼基對

數) 

對偶基

因數 

Genebank 

accession no. 

04OT04 （GAAA)16 F AACTCTGACTCTGGGTGGAGGTGTT 

R GCCTGGGAGGCAGCATGATTAGT 

0.586 178-210 5 AY786984 

04OT05 （GAAA)14 F TGGAGAAAAGCATTATCTTACTG 

R ATTCAGGGAGGCAGGAGAGC 

0.828 165-191 4 AY786985 

04OT07 （GAAA)12GAAGG（GAAA)9 F CACAGTGAAGGGTGACCAGATCACC 

R CCACCTCATCCCAAATGATCCTCT 

0.621 182-200 4 AY786986 

04OT14 （GAAA)13 F GGTCCAAGTCCAAGCCTGCCT 

R TTCATATTCTTCAGGTGAATCCCAT 

0.621 123-139 5 AY786987 

04OT22 （GAAA)16 F CTATCTGACCATTGTCCCATGA 

R ACCCATGTAGGGTGCCATGCT 

0.586 149-157 3 AY786990 

*Ho （observed heterozygosity)：觀察所得異型合子率，意為異型合子在此基因座中所佔比例，某種程度反映此基因座的遺傳多型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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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受託單位回覆情形 

本處綜合意見 

一、從本案研究中可否討論金

門歐亞水獺有無基因窄化議

題?若金門歐亞水獺目前確知

有基因窄化疑慮，對於族群的

存續是否有負面影響? 

本案曾分析 40 件金門歐亞水獺不同個體樣本的粒線

體 DNA序列片段，發現在 3,220個鹼基對中並無任何

變異，其所代表的母系遺傳基因庫相當窄化。然則近

期分析同一批個體的微衛星結果發現，來自父系及母

系的微衛星遺傳資訊並未顯示金門水獺族群有基因

窄化的疑慮，推測在近期可能斷斷續續有金門族群外

的雄性個體來到金門產下子代，增加金門族群的基因

多樣性，但卻沒有遺留下粒線體 DNA基因在金門族群

中。 

因此目前金門族群可能沒有立即顯著的基因窄化疑

慮，但長久看來若無附近其他不同族群的雌性個體遷

入，母系方面的基因多樣性還是無法增長，長久下來

並不利族群的發展。另外，目前推估金門水獺的族群

狀況在個體數量上還是呈現擴張趨勢，跟一般老化、

基因劣化的萎縮中族群特徵(新生個體少於死亡淘汰

個體)不同，從這角度看來目前水獺族群應還屬於一

個健康、成長的狀態，尚無基因窄化的負面影響顯現。 

二、本案若有相關學術研究報

告或研討會發表請，應揭露為

本處研究計畫。 

遵照辦理。 

三、工程干擾對水獺影響的程

度如何?如雙鯉湖在前兩年乾

旱時期的疏濬工程結束後，水

獺的族群是否恢復? 

這幾年的調查結果發現，金門的歐亞水獺對於包括工

程干擾在內的各種人為干擾有著出乎意料的適應能

力。如在山外菜市場旁繁忙的鐵便橋下之前就有水獺

長期棲息甚至繁殖育幼，當地往來人車喧嚷吵雜並沒

有嚇跑牠們；在這一年來因旱情的影響牠們才放棄了

這處棲地。 

本調查團隊也在多處中輕度干擾的工地附近發現水

獺的排遺，證明牠們還是會利用這些棲地。雙鯉湖的

水獺活動範圍其實還包含廣大的慈湖，疏濬工程期間

水獺比較不會在雙鯉湖岸邊留下排遺，但在水尾塔側

的小池塘則一直都有水獺前來造訪棲息，族群似乎沒

有受到太大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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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水頭港擴建及金門大橋這麼大規模的工程，

對於水獺的干擾還是很強烈的，縱使在以往的調查中

這些地點也曾出現過水獺，但本計劃案執行期間在這

2處基地附近都沒再發現任何水獺的蹤跡。 

四、報告中提到 370 號個體曾

在烈嶼被發現，後來也在金門

本島出現。 

370 號雄性個體於 108 年 9 月在小金門習山湖首次被

記錄到，其後在 109年 6月出現在金門島東北端的寒

舍花海邊，110 年 1 月則出現於寒舍花海邊及山西水

庫。這隻個體是歐亞水獺能在大小金門間跨海移動的

一個例證。 

五、今年前 2 季的調查中有記

錄到很高比例、年齡在 0.5 歲

的水獺個體，所以年齡分布是

否為正常現象? 

倘若金門周緣地區已幾無其他歐亞水獺族群可以移

入金門，金門出現的歐亞水獺皆為當地族群繁衍的個

體的前提下，假設第 1 次被撿到排遺的個體大概是離

巢不久、開始離乳且學會自行捕捉食物的大小，約為

出生後 4-6個月左右，因此將第 1次出現的個體排遺

時間點紀錄為 0.5歲。 

高比例的 0.5歲個體在這幾年來的調查中是相當普遍

的現象，表示這些個體只在幼年時被記錄到 1次，推

測離乳後一旦離巢獨立可能會因無法與當地的優勢

個體競爭而離開金門，前往大陸地區尋找其他棲地，

無法再被追蹤記錄到。 

因此本調查團隊推論，金門是 1個歐亞水獺育幼的熱

點，對於周遭地區整體水獺族群未來發展是 1個重要

的個體擴散中心。此外目前記錄到的 0.5歲個體在接

下來的幾季中還是有可能會再被記錄到，前 2 季的調

查結果在年底 4季樣本分析完成後將會有所修正。 

六、本年度工作項目第 4項「依

據各項累積生態資料制定適用

於金門水獺族群之保育策略，

擬定個體收容救傷通報流程、

物種再引入及個體野放評估規

劃準則」為本案重要工作項目

之一，請受託單位於期末報告

呈現。 

將依建議於本年度期末報告中予以說明 

七、報告書中部分錯別字及格

式，請受託單位修正。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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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計畫與其他單位合作的

方式為何?是否與參加生態給

付之社區巡守隊進行合作? 

 

因為排遺樣本品質的需求頗高，本計畫團隊與其他單

位合作的形式僅限於資訊交流，尋求水獺出沒的最新

資訊，將地點排入調查規劃後於下次調查期間派員前

往採樣。目前並無與參加生態給付之社區巡守隊有合

作關係。 

九、本年度為第 3 年調查，請

受託單位於期末報告呈現 3 年

的親緣譜系，並依親緣譜系圖

呈現的水獺生態特性予以說

明。 

將依建議於本年度期末報告中予以說明。 

十、水獺在金門本島的移動距

離為多少? 根據受託單位野外

觀察母水獺會固守一定區域範

圍，方便育幼，而公水獺比較會

往其他區域擴展領，但本次調

查發現古寧頭區編號 242(母)

個體，2019年原在西園湖發現，

如何說明雌性個體離開原棲地

的情形。 

金門歐亞水獺的出現紀錄顯示他們在短時間內活動

距離是有限的，大致上每次採樣期間同 1個個體被記

錄到的地點不會相差太遠，比較遠的紀錄大概在農試

所到天后宮距離(編號 352 號的雄性個體 3/7 出現在

天后宮海邊，3/9出現在農試所)；但在國外的紀錄牠

們一天其實有能力移動超過 20 公里遠，金門島的空

間距離對於水獺的移動能力來說應該不是問題，只要

路線暢通沒有阻礙的話。 

另外，原出現於西園湖編號 242(母)的個體並未出現

在古寧頭地區，而是牠可能的子代在古寧頭地區被記

錄到。我們將於期末報告時修改辭句避免造成閱讀者

的誤解  

十一、水獺野外壽命約為 5年，

惟根據本案 109 年成果報告顯

示，但在金門本島紀錄最久的

為編號 107個體(2013年-2019

年)，約為 7歲，本次期中報告

古寧頭區編號 394 個體(2015

年-2022年)，亦約為 7歲，如

何說明此 2個案。 

歐亞水獺野外壽命的估算主要來自國外的研究報告，

甚至在英國一個歐亞水獺族群的調查中發現當地野

生個體年齡絕大部分不超過 4歲。然而，在妥善照養

的圈養環境下，歐亞水獺的壽命有時可以達到 10 年

以上。這可能是因為野生個體受到的威脅與挑戰遠比

圈養個體來得多，絕大多數的野外個體並沒有機會活

到終老。 

因此，5 歲的年齡估算是一個平均值。部分的水獺可

能有到達七歲或以上的壽命，但依本計畫的資料觀察

評估大部分追蹤到的個體的確不會超過 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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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編號 394個體，於 2015

年發現後至今，中間都無採集

到其排遺，原因為何? 

本調查團隊有發現部分個體被記錄到的次數很多，但

是有些個體被記錄的次數很少，中間往往有一大段時

間點是空白的。本調查團隊推論這些個體是否有離開

金門到其他地區生活過一陣子後再回來?然這樣的推

論需要在鄰近地區進行更多的調查與資訊交流合作

才有機會被證實。希望疫情過後能盡速恢復與對岸水

獺保育團體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釐清金門水獺的族

群移動模式。 

十三、有關金門歐亞水獺的年

齡結構、公母比例、新舊個體分

布等綜整分析亦請一併於期末

報告補充說明。 

將依建議於期末報告中予以說明。 

十四、本案 3 年調查與 2015 年

的調查樣點相比較，各樣點水獺

分布消長情形為何? 

將依建議完成本年度 4季調查資料彙整後於期末報告

中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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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受託單位回覆情形 

金門縣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淡水原生魚種族群之補充，縣府

本年度執行「金門地區淡水原生魚

之種原建立及棲地改善計畫」，與

再生魚坊共同合作，除了現地的調

查及建議，針對金門地區各種原生

魚類的自然棲地之野外族群復育

進行建議與建立可行的實作保育

措施，保種物種計有：大鱗梅氏鯿、

高體鰟鮍、餐條、攀鱸等，營造並

評估魚種合宜之棲地環境，適時野

放回歸原始棲地。 

感謝金門縣政府的說明。引入在地魚類保育

團體的協助相信更能妥善進行原生種淡水魚

類的保育及族群野放復育行動。另也建議將

金門原有的蓋斑鬥魚納入保育目標魚種中，

其為金門早年極為普遍之原生淡水魚、為老

一輩金門人的共同記憶外，也有清除病媒蚊

的傳染病防治功能。 

二、埤塘、湖庫等蓄水設施，為辦理抽泥

清淤作業，先前多以抽乾陸挖方式

進行，不僅影響生物移動、被迫遷

移及降低食物量（如水獺），更直接

造成生物棲地的破壞及水生生物

死亡，故近期案件已建議相關工程

單位先行評估棲地現況，評估採用

抽泥或水面浚挖等工法執行，以不

降水不抽乾為原則，將原生水生生

物移地保育，以保有原生珍稀魚種

的保育安全臨界族群的存在。 

感謝金門縣政府的說明。各項可能干擾到水

獺或其他重要物種棲息環境的相關工程請盡

量與當地生態調查團隊或保育團體機關充分

溝通，避免過度影響原有生物的棲息空間。 

本處綜合意見 

一、3年鑑定出的個體有 299隻，其中具

有繁殖能力的 2 歲以上個體僅有 36

隻，這些個體是否有穩定棲息在金

門? 

在本研究建立的水獺個體出現紀錄資料中這

些成年個體都多次重複在金門出現，應為定

棲個體。在性別上雌性個體出現的地點相當

穩定，但少數雄性個體出現的地點較不穩定

且被記錄到的頻率較其他個體來得低。推論

雄性水獺個體活動範圍較雌性個體為大，且

有可能部分雄性個體的活動範圍不限於金門

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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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調查，部分村落因前 2年乾旱

許多乾涸的蓄水池在今年有水之

後還是沒有食物誘因可以吸引水

獺前來覓食，而整體水獺族群數量

卻增加的原因? 

金門水獺的總體數量在乾旱最為嚴峻的時刻

中連續 2 年增加，令人感到相當意外。雖然

在 2 年中有不少中小型水域整個乾涸，完全

沒有魚類可供水獺捕食，但是其他還有水的

湖庫則因水位低反而保有高密度的魚類資源

可供水獺輕易捕食。這 2 年的個體數增加主

要是新生個體的大幅增多所導致，而成年個

體的數量並無增加，在族群中的佔比反而因

新生個體數增多而降低。在環境惡劣時有些

動物如齧齒類會改變生殖策略，以多產對抗

短時間增加的生存壓力，以量取勝希冀能有

倖存的子代延續族群的繁衍。金門水獺很可

能也是採用同樣的生存策略對抗大環境的改

變。 

三、本案是否能夠有更多的個案質性調

查?如 P41提及的 267個體，以利

後續解說教育推動本案保育研究

的教育推廣使用 

本研究案的資料主要以 Excel 形式保存，優

點是可以多軸搜索，連貫找出想要知道的水

獺族群訊息。但若要以書面形式完整呈現所

有內容則難度很高，且描述的資料會太過零

碎。若貴處後續有解說教育推動的規劃及需

求，本研究團隊將密切配合，共同討論整理

出具有故事性的水獺族群結構內容，達到提

升全民水獺的保育意識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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