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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關鍵詞：水鹿、分布、棲地使用、棲地預測模式、人為干擾 

 

一. 研究緣起 

了解動物對其棲地環境的使用方式，為進行保育工作的重要關鍵。台灣水鹿

為台灣特有亞種，但目前對水鹿之深入研究仍極少，因此本研究以太魯閣國家公

園為研究地區，深入探討水鹿在此區的分布情形、相對豐度、棲地環境的偏好、

環境因子與棲地選擇之關聯、及人為干擾對其分布與行為的影響。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於 2008 年在太魯閣國家公園進行，以穿越線調查普查園區內水鹿分

布情形與相對數量，並配合紅外線自動相機，分析其對棲息環境之偏好，再利用

地理資訊系統與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for rule-set prediction)分析影響水

鹿分布之環境因子，建立水鹿棲地預測模式，另外並評估人為干擾對水鹿分布與

行為之影響，作為未來經營管理之參考。 

三. 重要發現與建議 

在南湖山區及其鄰近山區、耳無溪流域、奇萊山區與磐石山區均有穩定水鹿

族群，合歡山區則除瀧奧山一帶外並未發現水鹿。水鹿痕跡密度於草坡與溪流環

境最高(9.52 次/公里、3.32 次/公里)，而草坡與針葉林交界的地區也是水鹿經常

使用的環境，GARP 運算結果顯示 NDVI 值(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植生指標)、與道路距離、土地利用型、坡度四個因子所架構的預測模式

可產生可靠的水鹿分布預測圖，小奇萊至黑水塘山屋一帶是未來水鹿擴散的可能

區域，也可作為人為重新引入的候選地點。評估狩獵壓力與遊憩壓力結果推測水

鹿主要分布在狩獵壓力低的地區，而遊憩壓力可能影響了水鹿對人類之行為反

應，但對水鹿分布之影響不如狩獵壓力之重。 

因目前調查區域未能涵蓋到太魯閣國家公園全境，且自動相機之架設數量與

工作時數尚嫌不足，建議未來可繼續至未調查區域進行調查，增設自動相機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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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鹿對環境的選擇情形，此外並可利用 GPS 項圈深入研究水鹿之棲地使用、活

動範圍、與季節性遷徙情形，以對水鹿之生態習性有更完整之了解，作為未來國

家公園經營管理的依據。 



Abstract 

Abstract 

Keywords: sambar deer, distribution, habitat use, predictive habitat model, 

human disturbance 

We studied the distribution, relative abundance, habitat prefer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habitat selection, and human 

disturbance of Formosan sambar deer (Cervus unicolor swinhoei)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in 2008.  Line transects and scouting camera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relative abundance, and habitat preference of sambar deer.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genetic algorithm for rule-set prediction (GARP) 

wer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o establish a 

predictive habitat model.  Besides, the effect of human disturbance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r of sambar deer were also documented to set up the basis of 

future management pl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mbar deer distributed mainly in 

Mt. Nanhu, Erwu river basin, Mt. Chilai, Mt. Panshih, and Mt. Longao.  The two 

highest densities of signs of sambar deer were found in arrow bamboo grassland 

(9.52number/km) and riverbank (3.32number/km) habitat through line transect study.  

In addition, the ecotone between arrow bamboo grassland and coniferous forest was 

also a preferred habitat through camera survey.  A reliable predictive habitat model 

could be generated by these factors including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distance to road, land use types, and slope through GARP.  The model 

predicted that Little Chilai is a potential site for sambar deer to disperse or for future 

reintroduction.  After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human disturbance, we suggested that 

the tourism pressure may affect the sambar deer’s behavior, and the hunting pressure 

affect the sambar deer’s distribution.  To extend our study area and to gather in depth 

information on sambar deer’s behavior and habitat use for better and future 

management plan, we suggest setting more scouting cameras and using GPS collars to 

study deer’s behavior, habitat use , home range, and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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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文獻回顧 

水鹿（samabr deer, Cervus unicolor）在分類上屬偶蹄目（Artiodactyla）鹿科

（Cervidae）鹿屬（Cervus）的反芻類（ruminant）哺乳動物。早期依形態特徵和

地理分布將之細分為16個亞種（Whitehead, 1972），後來又有研究者依照染色體

特徵和外表型態將其區分為5個亞種（Groves & Grubb, 1987），然而無論如何區

分亞種的分類地位，分布於台灣的水鹿（Cervus unicolor swinhoei）皆屬於台灣

特有亞種。水鹿廣泛分布於生物地理分區中的東洋區（oriental region），包括亞

洲大陸的印度半島、中南半島各國和中國東南部，以及島嶼型的斯里蘭卡、菲律

賓、南洋群島、婆羅洲、印尼、海南島和台灣等東南亞各國。本種的印度亞種（C. 

u. niger）曾被引進澳洲、紐西蘭（Whitehead, 1972）和美國（Lewis et al., 1990）

等地圈養或野放，目前族群狀況穩定。 

目前對其他水鹿亞種的基本習性（盛等，1992；Geist, 1998；Schaller, 1967）、

區域分布現況（Ohtaishi & Gao, 1990；Khan, 1995）、食性（Shea, 1986；Shea et 

al., 1990；Padmalal et al., 2003）、棲地利用方式（Ngampongsai, 1987；Flynn et al., 

1990；Porwal et al., 1996）、生態區位（Bagchi et al., 2003）、社群數量和結構

（de Silva, 1999；Khan et al., 1995）、族群密度（Khan et al., 1996；Mercey & 

Jayaraman, 1999；Jathanna et al., 2003）、磨樹影響（Khan et al., 1994）、嗅覺溝

通（Mary & Balakrishnan, 1984）、鹿角週期（Acharjyo, 1983；Mishra & Wemmer, 

1987；Shea et al., 1990）等基礎生態資料已有初步瞭解，但其中許多研究是針對

引進至美國的水鹿（e.g. Shea, 1986；Flynn et al., 1990；Shea et al., 1990），在水

鹿原產國的研究仍然極少，相對於歐美各國對溫帶鹿種（例如白尾鹿 Odocoileus 

virginianus 和紅鹿 C. ephalus）的深入研究，科學界對於源自熱帶地區的水鹿生

態瞭解仍屬有限。以台灣水鹿而言，目前對圈養個體所進行的研究，多是生理學

方面的研究，例如東海大學畜牧系針對野外復育的需求，對圈養台灣水鹿生理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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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養學進行探討（楊及姜，1989）；野外的研究則除族群估算（于等，1989；

李及林，2004）、食性（李及林，2003）、自動相機推估之活動模式（王等，2003；

王等，2004a；裴及姜，2002）、日間行為（郭，2005）之外，多限於地區性的

分布調查（例如：于等，1989；王等，2003b）。 

水鹿是東南亞地區體型最大的鹿科動物（Schaller, 1967），台灣水鹿可能因

島嶼矮化（island dwarf：Geist, 1998），體型較在亞洲大陸生存的亞種為小（盛

等，1992），但仍是台灣野外現存體型最大的哺乳動物之一。台灣水鹿通常以晨

昏為主要活動時間（王等，2003；王等，2004a；裴及姜，2002），水鹿經常單

獨行動，雌鹿與幼鹿也常會組成2 – 4隻的小社群，偶爾也有雄鹿的單身漢群(李

及林，2003；郭，2005)，社群的組成也可能與季節有關，例如每年9 - 11月發情

期常可看到雄鹿與雌鹿共同行動(李及林，2003)。前人研究顯示國外低海拔地區

野生水鹿的年活動範圍雄鹿為460 ha，雌鹿為200 ha，而季活動範圍除春季超過

100 ha外，其餘三季多在100 ha以內（Flynn, et al. 1990），中、高海拔地區為台

灣水鹿主要的棲地環境，其對棲地使用的方式與策略可能與低海拔地區有所不

同，對此尚待進一步研究。 

林及林（1983）認為狩獵壓力和棲息地的破壞，使得中大型哺乳動物的分布

越來越侷限在高山地區，目前水鹿基礎生態的研究仍嫌不足，而台灣山區地形險

峻，山區野生動物的調查相當困難，可能增加經營管理此一野生動物資源的難

度。近年在太魯閣國家公園所進行之研究計畫中，僅有部分動物相調查收集到水

鹿分布資料(e.g. 吳等, 2004; 裴, 2000)，但除郭(2005)對水鹿之日間行為進行詳細

觀察外，尚未有其他更深入之研究。因此本計畫目的為普查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

水鹿分布情形與相對數量，並深入探討其棲地使用偏好，嘗試建立水鹿的棲地預

測模式，並選定奇萊山區與磐石區進行深入研究，了解不同人為干擾壓力是否會

影響水鹿的行為與棲地選擇，作為未來經營管理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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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預期目標 

1.了解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分布與相對族群豐度。 

2.了解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棲地利用方式。 

3. 預測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分布情形。 

4.進行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復育棲地評估。 

5.了解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所受之人為干擾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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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 

 

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地區 

太魯閣國家公園座落於花蓮、臺中及南投三縣。其範圍以立霧溪峽谷、中部

橫貫公路沿線及其周圍山區為主，包括合歡群峰、奇萊連峰、奇萊東稜、南湖中

央尖山連峰、清水斷崖、立霧溪流域及三棧溪流域等地區，總面積約 920 平方公

里。本研究於太魯閣全區進行研究調查，其中以合歡山區、奇萊連峰、磐石山區

為重點調查區域，進行長期之監測： 

壹、合歡山區 

合歡山區位於太魯閣國家公園西方邊際，為中央山脈北段向西轉折為 C 型

山稜，擁有合歡主峰、東峰、北合歡山、西合歡山和石門山等百岳名山，又有中

部橫貫公路霧社支線南北貫穿，車流交通頻繁，為一般遊客進行觀光遊憩和輕裝

健行的地區。當地森林主要構成之樹種為冷杉，林線以上的植物概為玉山箭竹為

主的草本及灌叢植物，形成大面積的穩定高地草原。 

貳、奇萊連峰 

奇萊連峰從合歡山區松雪樓登山口進入，途經黑水塘，來到位於濁水溪上源

的成功山屋，向東往上攀升至稜線即為奇萊連峰主稜，為中央山脈北段典型的南

北縱貫走向。奇萊連峰位於太魯閣國家公園西南方邊際，擁有奇萊主山、奇萊南

峰、奇萊北峰百岳名山，以及著名的卡羅樓斷崖等。主要森林構成樹種為冷杉，

超越林線以上的植物概為玉山箭竹為主的高地植物，並有裸露的天然崩塌地。 

叁、磐石山區 

經奇萊連峰之路線上攀至奇萊北峰後繼續往東前進，抵達磐石西峰、磐石中

峰、磐石山等地，稱為磐石山區，續往東則可至太魯閣大山、立霧主山等百岳名

山，岳界稱作奇萊東稜，路途遙遠難行，為較高難度之登山路線。磐石山區主要

森林構成樹種為冷杉，並鑲嵌台灣二葉松和高山杜鵑等木本植物，超越森林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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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植物概為玉山箭竹為主的高地植物，和合歡山區的植群組成相似，形成穩

定的大面積高地草原。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水鹿空間分布與相對豐度 

一、穿越線調查 

穿越線調查選擇腹地較廣、具有水源等水鹿可能分布的地點，依現場道路、

地形狀況訂定樣線。穿越線調查過程，目擊水鹿或遇到任何一種水鹿的痕跡（排

遺、足跡、磨痕、食痕、鹿角、屍體）均予以記錄，以每單位距離發現的水鹿痕

跡次數為單位（王等，2004a），做為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水鹿相對族群豐度的

評估。並以掌上型全球定位系統（GPS）定出痕跡座標位置，將定位資料以電腦

建檔，並在 GIS 作業平台進行水鹿分布位置點的建檔。 

本研究在合歡山區設置 7 條樣線(樣線 A、B、C、D、E、F、G)，長度由 0.7

至 2.9 km 不等(表 2-1、圖 2-1)，樣線 A 由合歡山莊旁進入往合歡溪上源一帶，

樣線 B 由特有生物中心高海拔試驗站後方下切至合歡溪，樣線 A、B 因環境相似、

位置相近合併分析，樣線 C 為屏風山登山步道，樣線 D 為瀧奧山登山路線，樣

線 E 由華岡進入沿合歡溪行進，樣線 F 在合歡尖山往合歡主峰之路徑上，樣線 G

為合歡北峰登山路線下碧池。樣線 A、C 於 3、4、6 月各進行一次調查，樣線 B、

D 於 4、6、8 月各進行一次調查，樣線 E、F 於 3 月進行一次調查，樣線 G 於 8

月進行一次調查；奇萊山區設置 2 條樣線，其中樣線 H 為松雪樓登山口至奇萊

主稜的登山路徑，長度約 5.7 km，樣線 I 為奇萊主稜上之登山路徑，由奇萊主山

登山口至奇萊北峰，長度約 3.5 km，此兩條樣線於 6、7、9、10 月各進行一次調

查；磐石山區設置樣線 J 及樣線 K，樣線 J 為奇萊北峰至磐石山的登山路徑，長

度約 7.3 km，於 6、7、9、10 月各進行一次調查，樣線 K 為磐石中峰往南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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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圈谷地路線，鮮有登山客行走，長度約 3.2 km，於 9、10 月各進行一次調查；

奇萊東稜設置樣線 L，由磐石山起沿奇萊東稜登山路徑到中橫岳王亭止，長度約

28.0 km；畢祿羊頭連峰設置樣線 M，為畢羊縱走登山路徑，長度約 14.3 km，於

8 月進行一次調查；北二段設置樣線 N，由 730 林道進入分別往閂山、遠多志山、

耳無溪及米米拉喜溪等地，長度約 24.1 km，於 8 月進行一次調查；於北一段設

置樣線 O，沿北一段登山路徑行至南湖南峰及陶塞峰折返，長度約 22.3 km，於

8 月進行一次調查；於大濁水南溪設置樣線 P，為經波浪山溯大濁水南溪登南湖

東南峰路線，長度約 13.2 km，於 7 月進行一次調查。除以上樣線外，亦利用另

一進行中之研究計畫”陶塞溪流域中大型哺乳動物族群監測模式研究”所獲得之

陶塞溪流域穿越線調查資料進行分析。 

二、紅外線自動相機 

紅外線自動相機為近年來國內外用以監測野生動物族群的工具，具有取代

調查人力、全天候長時間連續工作、對動物干擾少、資料分析容易等優點（裴及

姜，2002；王等，2004a）。為彌補人力調查的時間限制，本研究亦架設自動相

機，以加強對動物分布情況的監測。並計算各動物被拍攝的 OI 値(Occurrence 

Index)，以比較各動物出現頻度。OI 値計算公式如下： 

OI = (該物種出現次數×1000)/相機工作時數 

水鹿常被認為是棲息於森林的動物，其對環境的選擇傾向於森林（Aung, et 

al. 2001；Ngampongsai, 1987），在台灣高海拔山區則偏向選擇森林和草原的交

界帶（李等，2006）。然而水鹿亦有繁殖和覓食等需求，森林或許並不能完全提

供水鹿完成生活史的各項需求，例如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磐石山區的水鹿亦會在

高地草原進行覓食、社交、泥浴等活動（郭，2005），因此本研究擬在森林、森

林草原交界、草原三種棲地類型架設自動相機，比較水鹿在各棲地類型分布的情

形。目前因器材功能問題尚無法應用於草原環境，因此目前先以森林、森林草原

交界兩種環境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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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本研究目前共設置 10 台傳統紅外線自動相機，其中 5 台在合歡山區樣線 A、

B、C、D 上(表 2-2、圖 2-2)，3 台在奇萊山區樣線 G、H 上，2 台在磐石山區樣

線 I 上。其中相機甲、庚、辛、壬、癸環境為針葉林靠近箭竹草坡處，相機乙、

丙、丁、戊、己則位在森林中。 

貳、水鹿棲地利用與分布預測 

將穿越線調查各樣線之環境分為箭竹草坡、針葉林、針闊葉混淆林、闊葉

林、溪流五種，以各種環境下發現水鹿痕跡的數量除以該環境之里程數，得到各

環境之水鹿痕跡相對數量，推估水鹿可能喜好的棲息環境。 

將穿越線調查到之水鹿及其他大型哺乳動物定位資料輸入地理資訊系統軟

體 ArcGIS 9.2 建檔，使用 1 ha 的網格，分析各定位點之環境因子，探討環境因

子與水鹿分布的關係。環境因子共有 7 個，分別為：海拔、坡度、坡向、植生指

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土地利用型、與最近道路距

離、與最近水源距離，其中海拔、坡度、坡向可由數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分析得到，植生指標由衛星拍攝之影像進行分析，其值在-1 至+1 間，值越大代

表該地點綠色植物數量越多，土地利用型將環境分為 11 種類型，包括針葉林、

闊葉林、針闊混淆林、松類純林、箭竹與草生地、竹林、裸露地、水域、人類建

設、耕作地、其他，與道路距離及與水源距離則利用 ArcGIS 軟體進行計算。 

利用軟體 Desktop GARP 進行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for rule-set 

prediction)之運算，分析 185 筆水鹿痕跡之定位資料及上述七項環境因子之關

聯，建構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分布預測圖。 

以特異度(Specificity)和 Kappa 值評估預測模式的正確性： 

A  
Specificity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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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A+D) － [(A+B)*(A+C)+(C+D)*(B+D)]  
Kappa ＝ 

(A+B+C+D)2 － [(A+B)*(A+C)+(C+D)*(B+D)]  

A 為預測有出現且實際有出現，B 為預測有出現但實際未出現(false 

negatives)，C 為預測未出現但實際有出現(false positives)，D 為預測未出現且實

際亦未出現。Specificity 值越高代表模式對實際出現地點之預測正確性越高，

Kappa 值超過 0.75 表示模式預測能力極高，0.40-0.75 代表預測能力佳，小於 0.40

代表預測能力很差(Landis and Koch, 1977) 

參、人為干擾之影響 

    本研究將人為干擾分為狩獵壓力與遊憩壓力兩部分。為了解當地狩獵情況，

對在當地工作之居民進行訪查，再配合穿越線調查，記錄狩獵行為及陷阱、營火、

獵寮等狩獵痕跡，了解具有狩獵壓力之地點，並探討其狩獵方式與壓力大小，提

供對狩獵管制與未來經營管理的參考。 

為了解遊客對動物造成的影響以及目擊水鹿的情形，收集登山記錄以及奇

萊、磐石山區申請入園人數相關資料，了解遊客目擊水鹿的位置分布、各區遊憩

壓力大小、及遊客行為對動物造成的影響。 

在調查過程記錄目擊水鹿與研究人員之最近距離，以 t-test 比較奇萊與磐石

兩區水鹿對人類適應程度之差異，為避免目測距離之誤差，亦將距離分為 3 個等

級進行比較，等級 1 為 0 – 10 m，表示水鹿極不畏人，等級 2 為 11 – 30 m，表示

水鹿會對人類保持一定的警戒與距離，等級 3 為> 30 m，表示水鹿遇到人類便遠

遠避開。 

樣線 I、J、K 位置相近環境亦類似，但樣線 I 為熱門登山路線，登山人數多，

樣線 J 雖為傳統登山路線但登山人數相對較少，而樣線 K 為少有人跡之處，因此

比較此三樣線痕跡相對數量，以了解不同遊憩壓力是否會影響水鹿的族群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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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表 2-1  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調查樣線之分布概況 

樣線 地點 起點座標 終點座標 
長度 

(km) 
林相環境 

Aa 合歡溪上游 
277157 

2671241 

277706 

2671467 
0.7 箭竹草坡、針葉林

Ba 合歡溪上游 
277513 

2673376 

277934 

2673765 
0.9 箭竹草坡、針葉林

C 屏風山步道 
280782 

2675242 

282248 

2673949 
2.9 針闊葉混淆林 

D 瀧奧山步道 
276889 

2668752 

278542 

2667472 
2.4 箭竹草坡、針葉林

E 
華岡合歡溪

步道 

273427 

2673794 

274622 

2673193 
2.0 

溪流，針闊葉混淆

林 

F 近合歡主峰 
277747 

2671178 

276996 

2671350 
1.1 箭竹草坡 

G 合歡北峰 
278428 

2673523 

277838 

2675312 
1.5 箭竹草坡、針葉林

H 
松雪樓至奇

萊主稜 

278378 

2670726 

282358 

2667403 
5.7 

箭竹草坡、針葉

林、杜鵑林 

I 奇萊主稜 
281782 

2665967 

283170 

2668373 
3.5 箭竹草坡 

J 磐石山區 
283170 

2668373 

288625 

2666878 
7.3 箭竹草坡、針葉林

K 甜甜圈谷地 
286799 

2666890 

287108 

2666866 
3.2 

箭竹草坡、針葉

林、溪流 

L 奇萊東稜 
288625 

2666878 

301436 

2674897 
28.0 

針葉林、箭竹、針

闊混淆林 

M 畢祿羊頭 
280539 

2675506 

288232 

2676873 
14.3 

針葉林、箭竹、針

闊混淆林 

N 北二段 
280935 

2687451 

287252 

2689692 
24.1 

箭竹、針闊混淆

林、闊葉林、溪流

O 北一段 
284877 

2698616 

293451 

2693968 
22.3 

針葉林、箭竹、針

闊混淆林 

P 大濁水南溪 
299368 

2685824 

294008 

2695534 
13.2 闊葉林、溪流 

a 樣線 A、B 因環境與位置相近合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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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太魯閣國家公園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地點及環境 

編號 
樣線及 

鄰近地標 
座標 

海拔

(m) 
林相 環境、地形 

設置

日期 

相機甲 
樣線 A 

合歡主峰 

277706 

2671467 
3099 箭竹、針葉林

小溪溝邊、 

陡坡 
3/19 

相機乙 
樣線 B 

合歡溪 

277934 

2673765 
2859 

杜鵑、箭竹、

針葉林 
溪流邊、陡坡 4/22 

相機丙 

樣線 C 

屏風山步

道 

282249 

2673949 
1969 

針闊葉混淆

林 

近登山步

道、緩坡 
4/23 

相機丁 
樣線 D 

瀧奧山 

278542 

2667473 
2744 箭竹、針葉林

由步道下切

150m、緩坡 
4/24 

相機戊 
樣線 D 

咖啡池 

278210 

2667529 
2811 箭竹、針葉林

近登山步

道、平緩 
8/14 

相機己 
樣線 G 

成功山屋 

281303 

2668009 
2810 

針闊葉混淆

林 

沿溪下 300 

m、溪岸平台 
7/24 

相機庚 
樣線 H 

奇萊山屋 

282532 

2667093 
3256 箭竹、針葉林

山屋下切

250m、緩坡 
9/5 

相機辛 
樣線 H 

奇萊主山 

281783 

2665967 
3326 箭竹、針葉林

由步道下切

30m、陡坡 
7/24 

相機壬 
樣線 I 

磐石西峰 

285333 

2667339 
3289 箭竹、針葉林

驚嘆池下切

100m、緩坡 
7/25 

相機癸 
樣線 I 

磐石中峰 

287554 

2666707 
3151 箭竹、針葉林

近登山步

道、平緩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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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太魯閣國家公園調查樣線分布圖 

 

圖 2-2 太魯閣國家公園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位置圖



第三章  結果 

第三章  結果 

壹、水鹿空間分布與相對豐度 

一. 穿越線調查結果 

    目前在合歡山區共劃設 7 條樣線 A、B、C、D、E、F、G(表 2-1、圖 2-1)。

結果顯示樣線 A、B 以山羌痕跡的數量較高，記錄到山羌排遺(n = 5)與腳印(n = 

2)，亦發現山羊及山猪痕跡各 1 次，但沒有任何水鹿蹤跡(表 3-1)；樣線 C 上亦

無水鹿的記錄，以山羊痕跡最多(n = 18)，山羌痕跡次之(n = 10)，另有獼猴(n = 5)

及山猪(n = 1)之痕跡，該區具有大量裸子植物，亦記錄到松鼠啃食過後的松果以

及疑似松鼠於樹洞內儲藏食物的痕跡(n = 3) (表 3-2)；樣線 D 為合歡山區唯一發

現水鹿的地方，共發現 11 處水鹿排遺及 1 處磨痕，也發現水鹿臥於箭竹叢中形

成一較平坦的休息處所，山羌則是本區發現痕跡數量最多的動物(n = 29)(表

3-3)；樣線 E 上，則發現有山羊(n = 6)及獼猴(n = 1)活動的痕跡 (表 3-4)；樣線 F

上未發現任何動物痕跡；樣線 G 上發現 1 處黃鼠狼排遺（表 3-5）。 

    奇萊山區的樣線 H 調查結果發現 3 處水鹿腳印，均位於成功山屋附近溪流

邊，此區動物痕跡以山羊最多，共記錄 36 處痕跡包括目擊 2 隻個體，此外亦有

不少黃鼠狼排遺(n = 27)，由登山口至成功一號堡之間痕跡較少，成功一號堡過

後往奇萊北峰的路上發現大量山羊排遺(表 3-6)；樣線 I 共記錄 125 處水鹿痕跡，

其中包括目擊水鹿 9 隻次，地點在奇萊山屋及靠近奇萊主山登山口一帶箭竹草坡

上，另外亦發現不少山羊痕跡(n = 30)(表 3-7)。 

    磐石山區的樣線 J 調查結果共記錄到 110 處水鹿痕跡，其中包括目擊水鹿

39 隻次（表 3-8），磐石西峰前驚嘆號水池營地固定常有水鹿活動，此外則有獼

猴（n = 21）、黃鼠狼(n = 15)等痕跡；樣線 K 上共記錄 162 處水鹿痕跡，其中包

括目擊水鹿 5 隻次（表 3-9），地點均在靠近溪流或水池的箭竹草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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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則進行了樣線 L、M、N、O、P，樣線 L 發現 1 處水鹿排遺，地點

靠近磐石山區，其他動物痕跡以獼猴(n = 77)、山羌(n = 75)、山羊(n = 41)較多(表

3-10)；樣線 M 未發現任何水鹿痕跡，動物痕跡以獼猴(n = 24)及山羌(n = 12)最多

(表 3-11)；樣線 N 共發現 45 處水鹿痕跡，絕大多數(n = 42)均在耳無溪及米米拉

喜溪的河岸上發現，此外有較多的山羌(n = 143)、獼猴(n = 65)、山羊(n = 42)痕

跡被記錄(表 3-12)；樣線 O 共記錄 106 處水鹿痕跡，此外以山羊(n = 98)、山羌(n 

= 55)、獼猴(n = 42)較多(表 3-13)；樣線 P 共記錄 9 筆水鹿痕跡，其中包括 4 筆

目擊記錄，動物痕跡則以山羊較多(n = 14)(表 3-14)。 

以單位里程發現水鹿痕跡的數量推測水鹿分布(圖 3-1)與相對數量，結果顯

示水鹿存在於合歡山區，但侷限瀧奧山一帶(1.8 次/公里)(表 3-15)，此處為較不

受人為干擾並靠近奇萊山區的區域。在奇萊山區的調查，成功山屋有少量水鹿痕

跡(0.1 次/公里)，可能是奇萊山區水鹿分布最靠近公路的地點，奇萊主稜上則發

現密度較高之水鹿痕跡(8.3 次/公里)，顯示此區應有穩定水鹿族群。在磐石山區

的調查，樣線 J 亦有密度較高之水鹿痕跡(7.0 次/公里)，在驚嘆號池及月形池均

有水鹿經常出沒，而偏離傳統登山路線的樣線 K 為本研究水鹿密度最高的地區

(34.5 次/公里)。樣線 N(1.7 次/公里)、樣線 O(4.8 次/公里)與樣線 P(0.7 次/公里)

也應有穩定之水鹿族群存在。 

調查結果顯示山羌(圖 3-2)、山羊(圖 3-3)與獼猴(圖 3-4)為太魯閣國家公園分

布較廣的物種，山猪主要分布在中海拔山區(圖 3-5)，黃鼠狼主要分布在高海拔

山區(圖 3-6)，另外亦調查到較稀有之黃喉貂(圖 3-7)與黑熊(圖 3-8)痕跡。 

將所有樣線之調查結果合併後比較各中大型哺乳動物之相對豐度，結果顯示

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水鹿之相對豐度最高(6.6 次/公里)(圖 3-9)，此外相對豐度

較高的是山羌(1.9 次/公里)、山羊(1.6 次/公里)、獼猴(1.2 次/公里)。 

二. 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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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山區共有 5 台相機甲、乙、丙、丁、戊(表 2-2、圖 2-2)，相機甲工作時

數為 521 時，未記錄到中大型哺乳動物(表 3-16)；相機乙未拍攝到動物照片；相

機丙工作時數為 465 時，拍攝到中大型哺乳類山羊 1 張(OI = 2.15)、山羌 9 張(OI 

= 19.35)、獼猴 3 張(OI = 6.45)；相機丁未拍攝到任何照片；相機戊工作時數 373

時，拍攝到中大型哺乳類山羌 7 張(OI = 18.77)、獼猴 1 張(OI = 2.68)、鼬獾 1 張

(OI = 2.68)；此區 5 台相機均未拍攝到水鹿。奇萊山區共有 3 台相機己、庚、辛，

相機己工作 641 時，拍攝到山羌 6 張(OI = 9.36)、山羊 3 張(OI = 4.68)、黃鼠狼 3

張(OI = 4.68)；相機庚工作 375 時，拍攝到 5 張水鹿(OI = 13.33)與 2 張山羌(OI = 

5.33)；相機辛工作 742 時，拍攝到 2 張水鹿(OI = 2.70)、4 張山羊(OI = 5.39)、2

張山羌(OI = 2.70)、2 張白面鼯鼠(OI = 2.70)及 1 張山猪(OI = 1.35)。磐石山區共

有 2 台相機壬、癸，相機壬工作 424 時，拍攝到 1 張水鹿(OI = 2.36)與 1 張黃鼠

狼(OI = 2.36)；相機癸工作 845 時，拍攝到水鹿 5 張(OI = 5.92)，另有獼猴 3 張(OI 

= 3.55)、山羌 1 張(OI = 1.18)、黃鼠狼 1 張(OI = 1.18) 

分析各時段所拍攝到的水鹿(n = 13)及山羌(n = 27)照片數量，水鹿在 18 - 19

時活動頻度最高(n = 6)(圖 3-10)，22 – 8 時亦時有活動，而 9 - 15 時的日間時段均

未發現水鹿活動。山羌則明顯在晨昏有兩個活動高峰(圖 3-11)，10 – 13 時正午前

後亦偶有活動 

貳、水鹿棲地利用 

    比較穿越線調查中不同環境下之水鹿痕跡相對數量顯示，箭竹草坡的水鹿痕

跡相對數量最高(9.52 次/公里)(表 3-17)，且因視野開闊，目擊率亦最高(1.04 次/

公里)，溪流環境之痕跡相對數量則次之(3.32 次/公里)，針葉林(0.49 次/公里)與

針闊葉混淆林(0.32 次/公里)再次之，闊葉林則最低(0.19 次/公里)，顯示水鹿經

常利用箭竹草坡與溪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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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架設之 10 台相機中有 4 台拍攝到水鹿，分別是相機庚、辛、壬、癸，架設

地點之環境均為針葉林靠近箭竹草坡處，顯示針葉林與草坡交界處為水鹿常使用

之棲地環境。 

    GARP 運算結果顯示 NDVI 值(植生指標)、與道路距離、土地利用型、坡度

四個因子所架構的模式正確性最高，其 specificity 為 0.75，Kappa 值為 0.67，此

模式顯示水鹿偏好棲息環境為 1.NDVI 值高，2.與道路距離較遠，3.針葉林、箭

竹草生地最佳，針闊葉混淆林次之，4.坡度較緩之地點(圖 3-12)，分布預測圖顯

示太魯閣國家公園北部(北一段鄰近山區及北二段西部山區)及西南部(奇萊、磐石

山區)有較大的範圍適合水鹿生存，而中橫公路沿線大多為不適合水鹿生存之地

點，因此中橫公路可能形成一條障礙阻礙了太魯閣國家公園南北水鹿族群之交

流。以分布預測圖可推測適合水鹿棲息且可能有水鹿棲息的地點，若一地區被推

測為合適棲地但實際卻未分布(如合歡北峰、小奇萊等區域)，可能是曾受其他因

素所影響以致無水鹿分布，這些地區可以作為重新引入水鹿的評估地點。 

叁、人為干擾之影響 

    關於穿越線調查所發現之狩獵痕跡，在屏風山發現一處廢棄獵寮及三處生火

痕跡，並於廢棄獵寮附近發現三處已損壞的吊腳陷阱，顯示此處可能仍有狩獵壓

力。對當地工作人員訪查得知，屏風山一帶的確常有人進去設置陷阱，巡山員定

期會進入屏風山步道及觀雲山莊後方步道拆除陷阱，此外華崗往合歡溪一帶亦常

有人進行狩獵活動。在北二段發現三處獵寮，並在耳無溪營地前發現一處陷阱，

陷阱旁有完整的山羌白骨，而在 730 林道上亦發現白面鼯鼠屍體一具，頭上有彈

孔，顯示北二段仍時有狩獵行為發生。 

在北一段訪問一名常在此區工作的研究人員及一名時常在南湖山區活動的

登山愛好者，其中一人表示此區仍時有狩獵行為，遠離步道可發現許多鐵夾陷

阱，另一人則表示先前常目擊動物出沒，但在 2008 年 6、7 月間該區進行步道里

程牌整修工程後，感到動物數量減少很多，懷疑 6、7 月這段時間可能有大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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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獵活動發生。 

    2005 年至今奇萊山區與磐石山區登山記錄共 59 篇，有 16 篇記錄中提及目

擊水鹿，共 18 次目擊記錄，其中有 3 次在奇萊主峰附近目擊，1 次在奇萊山屋

附近目擊，5 次在月形池目擊，6 次在磐石西峰附近目擊，3 次在磐石中峰附近

目擊，此結果顯示月型池及磐石西峰、中峰一帶目前常有水鹿出沒，且記錄中提

到水鹿頗不畏人，甚至同行流浪狗對其吠叫其亦無躲避動作，代表此區應久無狩 

獵壓力；而奇萊主峰與北峰稜線附近亦有水鹿分布，但記錄中未提到水鹿之行為。 

根據太魯閣國家公園入園申請資料統計，由 2005 年 9 月至 2008 年 6 月申請

進入奇萊主北線人次為 12,609 人，申請進入奇萊東稜線人次則為 1,106 人(表

3-18)，且奇萊東稜線於 2007 年 9 月已封閉，據登山記錄僅少數人進入，至 2008

年 11 月才正式開放，奇萊山區(樣線 I)之登山客人數為磐石山區(樣線 J)10 倍以

上，遊憩壓力明顯較大；但登山客人數增加可能間接降低了狩獵壓力，此區目前

未調查到狩獵痕跡，當地居民於訪查時亦表示目前無人進入奇萊山區狩獵。 

以 t-test 比較奇萊(n = 8)與磐石(n = 41)兩區水鹿與人之最靠近距離，結果顯

示兩區水鹿與人類最近距離未達顯著差異(p = 0.058)，但若以等級區分再使用

t-test 比較，奇萊之最近距離顯著遠於磐石之最近距離(p < 0.001)。 

比較樣線 I(遊憩壓力較大)、J 樣線(遊憩壓力較小)、樣線 K(遊憩壓力極小)

之水鹿相對數量，樣線 I (8.3 次/公里)與樣線 J (7.0 次/公里)痕跡相對數量相近，

但樣線 J(n = 39)之水鹿實際目擊數量高出樣線 I(n = 9)許多，而樣線 K 之水鹿痕

跡相對數量高於前兩處(34.5 次/公里)，目擊數量則為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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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表 3-1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A、B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磨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山羊    1      1 

山羌   5 2      7 

山猪   1       1 

黃鼠狼    1      1 

合計   6 4      10 

           

表 3-2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C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磨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山羊   11 4  2 1   18 

山羌  6 3 1      10 

山猪    1      1 

獼猴  1 1   3    5 

松鼠      3a    3 

合計  7 15 6  8 1   36 

a: 其中一處疑似松鼠之儲食處 

           

表 3-3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D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12    1  1 14 

山羌  3 25 1      29 

山猪     7     7 

獼猴   1   1    2 

鼠類 1     5    6 

合計 1 3 38 1 7 6 1 0 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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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E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山羊   1 4   1   6 

獼猴    1      1 

合計   1 5   1   7 

           

表 3-5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G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黃鼠狼   1       1 

合計   1       1 

           

表 3-6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H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3      3 

山羊 2  30 4      36 

山羌  2 6 1      9 

山猪     1     1 

獼猴   5   1    6 

鼠類   13       13 

黃鼠狼   27       27 

白面 

鼯鼠 
 4        4 

合計 2 6 81 5 1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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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表 3-7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I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9 1 33 79   3   125 

山羊   16 14      30 

鼠類 1         1 

黃鼠狼 1  10       11 

合計 11 1 59 93   3   167 

           

表 3-8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J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39 7 14 45   5   110 

山羊   1 2   1   4 

山羌  1 1       2 

獼猴   5   16    21 

黃鼠狼   15       15 

黃喉貂  2        2 

黑熊  1        1 

合計 39 11 36 47 0 16 6 0 0 155 

           

表 3-9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K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5 2 134 19   1 1  162 

山羊   2 3      5 

獼猴 1  2       3 

合計 6 2 138 22   1 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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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L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1       1 

山羊   39 1   1   41 

山羌 4 14 44 12   1   75 

山猪    2 11     13 

獼猴  1 28   48    77 

鼠類   1       1 

黃鼠狼   2       2 

黑熊   1       1 

白面 

鼯鼠 
 2        2 

合計 4 17 116 15 11 48 2 0 0 213 

           

表 3-11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M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山羊    3   2   5 

山羌  9     3   12 

山猪   1  1     2 

獼猴   11   13    24 

松鼠   1       1 

鼠類   1       1 

黃鼠狼   5       5 

合計  9 19 3 1 13 5 0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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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表 3-12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N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10 22  5 8   45 

山羊 1 1 15 24   1   42 

山羌 3 21 86 27   3 3  143 

山猪   2 5 4     11 

獼猴 7 1 53 2  2    65 

松鼠      8    8 

鼠類   5       5 

黃鼠狼   33       33 

黃喉貂   11       11 

黑熊    3   2   5 

白面 

鼯鼠 
 3        3 

大赤 

鼯鼠 
 1        1 

合計 11 27 215 83 4 15 14 3 0 372 

           

表 3-13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O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2  65 30   5   102 

山羊  1 77 13   7   98 

山羌  40 1 13  1    55 

山猪   3  7     10 

獼猴 9 9 23   1    42 

黃鼠狼 5  22 1      28 

黃喉貂 1  2       3 

黑熊   1    1   2 

白面 

鼯鼠 
1  1       2 

合計 18 50 195 57 7 2 13 0 0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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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太魯閣國家公園樣線 P 哺乳動物痕跡數量之分布 

動物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拱痕 食痕 摩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水鹿 4 1 2 1    1  9 

山羊 3  9 1    1  14 

山羌 4 4        8 

山猪     1     1 

獼猴  1 1     1  3 

合計 11 6 12 2 1 0 0 3 0 35 

 

表 3-15 太魯閣國家公園各樣線哺乳動物痕跡相對數量比較(次數/公里) 

 

動物 
AB C D E G H I J K L M N O P 

水鹿   1.8   0.1 8.3 7.0 34.5 0.1  1.7 4.8 0.7 

山羊 0.2 2.1  3.0  1.7 2.0 0.3 1.0 1.5 0.3 1.6 4.4 1.1 

山羌 1.5 1.1 3.8   0.4  0.1  2.7 0.8 5.3 2.5 0.6 

山猪 0.2 0.1 0.9   0.1    0.5 0.1 0.4 0.4 0.2 

獼猴  0.6 0.3 0.5  0.3  1.3 0.6 2.8 1.7 2.4 1.9 0.2 

松鼠  0.2         0.1 0.3   

鼠類   0.8   0.6 0.1   0.1 0.1 0.2   

黃鼠 

狼 
0.2    0.7 1.3 0.7 1.0  0.1 0.3 1.2 1.3  

黃喉 

貂 
       0.1    0.4 0.1  

黑熊        0.1  0.1  0.2 0.1  

白面 

鼯鼠 
     0.2    0.1  0.1 0.1  

大赤 

鼯鼠 
           0.1   

合計 2.1 4.1 7.6 3.5 0.7 4.7 11.1 9.9 36.1 8.0 3.4 13.9 15.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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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太魯閣國家公園自動相機拍攝動物次數與頻度(OI 値) 

 相機 甲 丙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水鹿 

 

有效隻數 

OI 値 

 

 
   

5 

13.33 

2 

2.70 

1 

2.36 

5 

5.92 

山羊 有效隻數 

OI 値 
 

1 

2.15 
 

3 

4.68 
 

4 

5.39 
  

山羌 有效隻數 

OI 値 
 

9 

19.35 

7 

18.77 

6 

9.36 

2 

5.33 

2 

2.70 
 

1 

1.18 

山猪 有效隻數 

OI 値 
     

1 

1.35 
  

獼猴 有效隻數 

OI 値 
 

3 

6.45 

1 

2.68 
    

3 

3.55 

鼬獾 有效隻數 

OI 値 

 

 
 

1 

2.68 
     

黃鼠

狼 

有效隻數 

OI 値 
   

3 

4.68 
  

1 

2.36 

1 

1.18 

白面

鼯鼠 

有效隻數 

OI 値 
     

2 

2.70 
  

鼠類 有效隻數 

OI 値 

1 

1.78 

3 

6.45 
 

1 

1.56 
  

5 

11.79 
 

鳥類 有效隻數 

OI 値 

3 

5.76 

7 

15.05 

1 

2.68 

7 

9.36 
 

2 

2.70 

2 

4.72 

1 

1.18 

 

表 3-17 太魯閣國家公園不同環境水鹿痕跡相對數量之比較(次/公里) 

環境 
里程

(km) 
目擊 叫聲 排遺 腳印 食痕 磨痕 屍骸 

休息 

處所 
合計 

草坡 51.8 1.04 0.19 5.02 2.93  0.23 0.02 0.06 9.52 

針葉林 50.7 0.02  0.26 0.18  0.02  0.02 0.49 

闊葉林 10.6   0.09 0.09     0.19 

針闊葉

混淆林 
44    0.07 0.09 0.14  0.02 0.32 

溪流 18.4 0.22 0.05 0.98 1.68  0.33 0.05  3.32 

合計 175.5 0.34 0.06 1.66 1.12 0.02 0.14 0.01 0.03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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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太魯閣國家公園奇萊與磐石山區歷年申請入園人數表 

年份 
奇萊主北 

(人次) 

奇萊東稜 a 

(人次) 

2005b 1979 194 

2006 4699 638 

2007 3971 274 

2008c 1960 0 

合計 12609 1106 

a: 奇萊東稜登山路線需經過磐石山區 

b: 資料為 9 月份至 12 月份 

c: 資料為 1 月份至 6 月份 

(資料來源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圖 3-1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水鹿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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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山羊痕跡分布圖



第三章  結果 

 

圖 3-3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山羌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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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圖 3-4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山猪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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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獼猴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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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黃鼠狼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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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黃喉貂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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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系－水鹿棲地使用之研究(一) 

 

圖 3-8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黑熊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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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太魯閣國家公園穿越線調查中大型哺乳動物相對痕跡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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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太魯閣國家公園自動相機拍攝水鹿出現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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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太魯閣國家公園自動相機拍攝山羌出現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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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太魯閣國家公園水鹿分布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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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論 

壹、水鹿空間分布與相對豐度 

    穿越線調查結果顯示合歡山區的水鹿僅出現在樣線 D(瀧奧山)一帶，此處沿

線森林以松類為主，發現痕跡處則為冷杉與箭竹交錯處，根據李等(2006)對中、

高海拔地區水鹿的研究指出，水鹿對森林的偏好為松類、鐵杉、冷杉林高於櫟類

森林，若為森林與草原交錯處，則對松類偏好大於鐵杉、冷杉林，瀧奧山一帶的

森林具有許多松類樹木，可能是水鹿分布在此區其中一個原因；此外，此區與奇

萊山區接壤，可能屬於同一個水鹿族群。 

奇萊山區樣線 H 由成功一號堡往奇萊北峰的路上山羊豐度較高，但也在成

功山屋南方 300 m 發現水鹿痕跡，為奇萊山區已知水鹿分布地點中最靠近中橫公

路者，訪問常進入此區的登山客亦表示曾在成功山屋附近目擊水鹿，證實此處水

鹿的存在，但其相對數量較奇萊主稜與磐石山區少(0.1 次/公里)。樣線 I 水鹿豐

度很高(8.3 次/公里)，山羊亦多(2 次/公里)，其他物種相對較少，研究人員 3 次

夜宿於奇萊山屋，其中 2 次夜間在山屋旁草坡上目擊水鹿，另 1 次天氣不佳，但

亦有聽到水鹿警戒叫聲，顯示此地點水鹿數量穩定，而在奇萊主峰登山口一帶目

擊 1 次水鹿，離開步道架設相機時亦見到大量水鹿排遺、腳印，因不在樣線上而

未予以記錄，但顯示此區水鹿數量穩定。 

樣線 J(7.0 次/公里)與樣線 K(34.5 次/公里)均有很豐富的水鹿痕跡，根據過

去的登山記錄與研究人員的觀察(郭正彥，私人通訊)，此區過去即有很穩定的水

鹿族群分布。水鹿常於夜間前往驚嘆號水池活動，本研究因常於此處紮營，可能

使得樣線 J 之水鹿目擊數量(n = 39)明顯高於樣線 K(n = 5)。樣線 L 僅在靠近樣線

K 的地區發現水鹿排遺，之後均未發現水鹿痕跡，而樣線 N(1.7 次/公里)、O(4.8 

次/公里)、P(0.7 次/公里)均顯示具有一定的水鹿族群數量存在；樣線 M 則未發

現到水鹿在此分布，與吳等(2004)調查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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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線調查結果顯示水鹿為太魯閣國家公園內相對豐度最高的中大型哺乳

動物(6.6 次/公里)(圖 3-9)，與其他地區相較，例如：丹大三分所地區(1.63 次/

公里)(王等，2005)、西林林道(1.01 次/公里)(王等，2006)、光復林道(0.79 次/公

里)(王等，2006)、能高越嶺道東段(0.31 次/公里)(王等，2007)，本區的水鹿相對

豐度亦較其他地區高。但與本區其他中大型哺乳動物比較時，因本研究之樣線選

擇以水鹿可能出現的地點為主，且在奇萊、磐石山區等水鹿相對豐度較高的地區

進行了較多次的調查，可能讓結果產生誤差，令水鹿的相對痕跡數量遠高於本區

其他物種，此結果可供作參考，尚需進行更多地點之調查後方能獲得更正確的太

魯閣國家公園中大型哺乳動物相對數量情形。 

因 9 月連續颱風之故，本研究不及至太魯閣國家公園東半部中低海拔地區進

行實地調查，由水鹿分布預測圖(圖 3-12)預測這些地點大多無水鹿分布，林等

(2005)於砂卡礑、白楊步道、洛韶、慈恩、布洛灣五地進行調查，林等(2006)於

清水山區進行調查，張等(2004)於三棧溪流域進行調查，均未發現水鹿痕跡，與

預測結果相符。另外在蓮花池東方有一較大面積的山區被評估為適合水鹿棲息，

未來可至此區進行穿越線調查驗證。 

奇萊山屋附近的相機庚為水鹿 OI 值最高之處(OI = 13.33)(表 3-16)，該處亦

有數筆目擊記錄，顯示此處目前常有水鹿出沒，相機癸的水鹿 OI 值次之(OI = 

5.92)，而相機辛與相機壬的水鹿 OI 值(OI = 2.70、2.36)低於前兩處，但相機辛附

近有 4 筆水鹿目擊記錄，相機壬靠近驚嘆號水池，附近亦有大量水鹿目擊記錄，

因此 OI 值較低可能是由於相機架設地點不佳或是相機故障所影響。 

過去三年(2005 - 2007)於丹大地區架設之自動相機拍攝到水鹿 OI 值分別為

2.35、1.50、3.04(王等, 2005；王, 2006；王等, 2007) ，與相機庚、辛、壬、癸相

比較，顯示奇萊與磐石山區水鹿相對數量應不低於丹大地區，但低於南二段地區

(OI = 17.50)(李等，2007)。但因本研究目前相機拍攝時數較短，OI 值僅可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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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待未來拍攝時數增加後才能確認本區水鹿 OI 值是否的確高於其他地區(姜

等，2007)。 

自動相機於合歡山區拍攝結果未如預期，蓋因傳統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地點

侷限於遮蔽度較高之地點，而合歡山區各樣線除樣線 C 外，多半為箭竹草坡與

針葉林混合的環境，環境較開闊因此不易尋得優良架設地點，未來類似環境應改

用新型數位自動相機以改善拍攝成果。目前由於國外訂購與運送之問題，以致新

型數位自動相機未能及時應用於本研究，未來待購入後將進一步在草原環境架設

自動相機，並利用數位自動相機之錄影功能，比較水鹿在不同環境下行為的差異。 

活動模式顯示水鹿在黃昏及入夜時活動最頻繁，夜間亦會活動，而日間活動

較少，此結果與王等(2003)在丹大地區研究結果相似，然尚待未來樣本數增加後

才能更支持此結論。而山羌在晨昏有兩個活動高峰，日間亦有活動，夜間則較少

活動，此結果與陳(2001)研究指出山羌為晨昏偏日行性之結果相符。 

貳、棲地利用 

雖然穿越線調查顯示水鹿痕跡相對數量以箭竹草坡(9.52 次/公里)與溪流環

境(3.32 次/公里)最高，但不能完全代表水鹿不偏好森林環境，因為草坡邊緣多

伴隨有針葉林存在，而溪流周圍亦多有森林存在，森林可提供水鹿躲避、休息的

環境，調查過程目擊之水鹿亦常位於草坡與針葉林交界處，因此針葉林或其他森

林應該也是水鹿經常使用之棲地，但相對數量可能以針葉林(0.49 次/公里)高於

針闊葉混淆林(0.32 次/公里)，針闊葉混淆林又高於闊葉林(0.19 次/公里)。 

架設之相機中拍攝到水鹿的 4 台都位於針葉林靠近箭竹草坡處，顯示針葉林

與草坡交界處為水鹿常使用之棲地環境，與前段推論相符。其他位於森林中的相

機均未拍攝到水鹿，但無法斷定是因水鹿不偏好森林環境所致，未來可在 4 台拍

攝到水鹿相機之森林中，深入林中架設相機，比較同一地區之森林深處與森林草

坡交界的拍攝情形是否有所差異，方能確認是否這兩種環境的差別是否影響水鹿

棲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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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P 運算結果顯示 NDVI 值、與道路距離、土地利用型、坡度四個因子影

響水鹿的棲地選擇，與張(2008)在玉山國家公園對水鹿所做之研究不完全相同，

該研究顯示海拔、坡向、土地利用型、NDVI 值、距道路距離與水鹿之分布顯著

相關，該研究多出海拔、坡向兩項，本研究多出坡度一項。本研究發現海拔 1000 

m 左右的陶塞溪及超過 3000m 的南湖、奇萊山區均有水鹿分布，因此海拔對水

鹿分布影響應不大，另外李等(2006)認為水鹿偏好坡度平緩環境，亦與本研究結

果相符。此外，雖然與溪流距離在兩項研究均為不顯著因子，但據觀察磐石山區

之水鹿常在水池附近活動，而這些水池無法於地圖上表現也難以一一定位進行分

析，因此水源仍可能為水鹿選擇棲地的因子之一。 

在水鹿分布預測圖中，合歡北峰一帶及小奇萊至黑水塘山屋之間被預測為水

鹿可能分布之地點，但根據穿越線調查結果兩處均未發現水鹿蹤跡，這兩個地區

雖然環境適合，但可能因過去的狩獵或者受到鄰近的合歡山區遊憩壓力所影響，

以致水鹿未能重新回到這些地區，具有潛力成為未來水鹿族群擴散或重新人為引

入的區域。 

本研究樣區與李等(2007)研究之南二段樣區相較，均為高海拔地區，植被組

成類似，也都具有一定的遊憩壓力與相對較少的狩獵壓力，南二段的水鹿族群目

前有增加並往公路方向擴散的趨勢，在太魯閣國家公園未來可持續監測小奇萊至

黑水塘山屋之間的草坡，了解水鹿是否有往此區擴散的情形，合歡北峰一帶因鄰

近山區目前未發現水鹿分布，水鹿族群要擴散至此的難度較高。 

叁、狩獵與遊憩概況 

訪查與穿越線調查結果顯示合歡山區具有輕微狩獵壓力，奇萊、磐石山區未

發現有狩獵壓力，但仍須繼續監測，以保護此區水鹿之種群，而南湖山區、730

林道、耳無溪一帶仍有狩獵活動在進行，對於狩獵活動的管制與對當地居民的教

育宣導仍有必要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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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及林（1983）認為狩獵壓力和棲息地的破壞，使得哺乳動物的分布越來越

侷限在高山地區，中大型哺乳動物更是符合此趨勢。本研究顯示，中海拔的陶塞

溪、大濁水南溪、耳無溪等地區仍有水鹿分布，這些地區距離人類村落較遠，干

擾相對減少，顯示中海拔未受到破壞的棲地適合水鹿生存，但前提是要降低狩獵

壓力。 

李等(2007)研究指出，嘉明湖地區 2006 年及 2007 年遊客人數均超過 7,000

人次，但此區的水鹿密度高於其他遊客人數較少的樣區；奇萊山區 2006 年及 2007

年入園人數約為 4,700 與 4,000 人次，較嘉明湖少，推測此區水鹿尚能承載此遊

憩壓力，其他影響水鹿分布的因子可能佔有更重要的地位；磐石山區在 2006 年

及 2007 年入園人數分別約為 600 人次與 300 人次，封閉逾年後 2008 年 11 月方

才開放，遊憩壓力對此區影響應不大。 

據研究人員過去之觀察，嘉明湖地區水鹿之警戒距離(fly distance)約 10 – 

15m，一旦靠近水鹿低於此距離，水鹿會發出警戒聲或緩步遠離，並不會有奔跑

逃離等較激烈的躲避行為；另有登山記錄顯示嘉明湖之水鹿甚至會靠近人類索取

食物。而研究人員過去於磐石山區之觀察發現此區水鹿之警戒距離最短可在 3 m

以內，而奇萊山區之水鹿警戒距離約為 20 – 30 m。這兩個地區都具有一定遊憩

量，但只有極小或無狩獵壓力，水鹿之行為表現與其他具狩獵壓力但少遊憩量之

地區(e.g. 丹大地區)相較顯得很不畏人。因此推測若能在一地區長期杜絕狩獵，

即使該地有人類活動，水鹿仍可在此生活。未來若欲在合歡山區進行水鹿復育，

杜絕狩獵行為是極重要的任務。 

奇萊山區(樣線 I)與磐石山區(樣線 J)水鹿相對數量相近，但比較奇萊與磐石

水鹿與人最接近之距離，接近但未達顯著差異(p = 0.058)，若以等級區分則有顯

著差異(p<0.001)，顯示目前兩區的遊憩壓力未對其生存、分布造成太大影響，但

可能造成其對人類的反應行為改變，當遊客愈多，素質良莠不齊的可能性愈高，

對動物的干擾可能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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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議事項 

 

第五章  建議事項 

建議一 

對尚未調查之地區進行水鹿分布與相對豐度之調查：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本研究對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之水鹿分布與相對豐度進行調查，但受時間限

制尚有許多地點不及前往調查，未來可參考本研究之水鹿分布預測圖，前往其他

地點進行調查。水鹿分布預測圖顯示蓮花池鄰近山區可能具有水鹿分布，未來此

區可優先前往勘查。另外清水山區、合歡越嶺古道、三棧溪流域等地雖預測為無

水鹿分布，但亦可前往調查，以補完太魯閣全境之穿越線調查。 

建議二 

利用自動相機評估水鹿對不同環境之利用情形：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關於棲地環境偏好，本研究已有初步評估，但樣本數仍嫌不足。未來可進一

步先以針葉林為主，於森林深處、森林草原交界處、草原架設自動相機，比較水

鹿在不同環境的相對數量、活動時間，並利用數位自動相機之錄影功能比較不同

環境下行為之差異。 

建議三 

狩獵行為之管制：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狩獵壓力為影響水鹿分布之重要因子，建議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與警察機

關合作，加強對狩獵行為之控管。 

建議四 

以 GPS 項圈對水鹿進行更深入之棲地使用研究：中長程建議 

主辦機關：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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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物痕跡評估動物之棲地使用情形，可能受不同環境發現痕跡之難度不

同，研究人員個人觀察能力不同，隊員組成、人數不同，而令穿越線調查結果產

生誤差，更好的方法是於動物身上設置發報器，得知其確切的活動時間地點。 

未來欲進行深入研究，可於水鹿身上設置 GPS 項圈，此項圈可設定時間間

隔，每日數次以 GPS 定位，此法相較舊式 VHF 項圈具有節省人力、定位誤差極

小、資料數量多、涵蓋各時段等優點。項圈並同時具有遙控自動脫落裝置與 VHF

裝置，除了可藉由遙控使項圈自動脫落而取得資料外，也可以用接受器接收 VHF

訊號直接獲得定位資料，減少項圈回收的困難。 

利用 GPS 技術對水鹿進行追蹤，可了解不同季節中水鹿活動範圍的大小變

化、不同性別間的差異與重疊情形，並了解高山地區的水鹿是否會受冬季氣候影

響進行遷徙以及避冬地區的位置。若水鹿的確存在中低海拔的避冬地區，可進一

步比較冬夏棲地環境之差異，並拓展樣區至陶塞溪流域等中海拔山區，以比較不

同海拔之水鹿族群空間使用的異同。  

 



附錄一 

附錄一 期中報告問題及建議之回覆 

問題一：可用 GIS 做各種不同類型的圖層，如人為開發地區範圍、地形、未開

發區、植群類型、道路系統、水鹿分布點等，來預測水鹿可能之分布，

並分析水鹿棲地之利用。 

回答：已進行並呈現於報告書中。 

問題二：能否監測水鹿對日夜間活動以及渡冬遷移地點？ 

回答：目前進行之研究方法尚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未來希望能夠在水鹿身上設置

發報器，收集更多資料進一步解決此難題。 

問題三：水鹿分布擴散之限制因子，是否與地形、狩獵、遊憩與開發等有關？ 

回答：已針對此問題進行討論並呈現於報告書中。 

問題四：水鹿 DNA 建檔之效益如何，及比較不同地區種群之 DNA 是否有差異。 

回答：目前正在籌畫相關事宜，另行申請計畫進行。 

問題五：昆陽鄰近太魯閣國家公園界線，有可能遭受附近部落之獵捕壓力，未來

可請昆陽派出所看守狩獵情形。 

回答：昆陽派出所已經撤哨，目前未發現該區有狩獵跡象，若未來有發現狩獵跡

象需聯絡翠峰派出所。 

問題六：希望能提供水鹿調查之相關原始資料。 

回答：將提供水鹿及其他動物定位資料予太管處建檔利用。 

問題七：可否改裝自動相機之儲電裝置，延長電池時間(太陽能配合充電電池)？ 

回答：目前正購入之數位自動相機電量可維持 2 到 3 個月，已十分足夠。 

問題八：於水鹿計畫報告中加入陶塞溪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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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各種動物分布圖及預測模式均有利用陶塞溪調查資料協助進行。 

問題九：收集磐石山區植群與地形資料。 

回答：已有研究建立相關資料，本研究亦利用這些資料進行棲地選擇分析。 

問題十：今年計畫的目標應先掌握可能有水鹿分布之地區，普查太魯閣國家公園

水鹿族群分布範圍。 

回答：已經進行並呈現於報告中。 

問題十一：利用水鹿普查結果，提出水鹿於各地區之分布多寡、棲地利用類型、

不同地區之族群活動範圍有否重疊。 

回答；已經進行並呈現於報告中。 

問題十二：穿越線調查發現之水鹿排遺採回供 DNA 資料庫使用。 

回答：正進行中，未來將另行申請計畫進行後續研究。 

問題十三：是否考慮無線電發報器與衛星定位發報器之使用？ 

回答：受限於經費與人力，本年度未能進行相關研究，此為下一年度的目標。 

問題十四：訪查鄰近部落如銅門、富世村、梅園竹村、梨山、霧社、廬山等地。 

回答：本研究室過去在銅門已有許多訪查資料，梅園竹村之訪查亦已進行並呈現

在陶塞溪計畫報告中，另有訪查登山客及在合歡山區工作者，限於人力尚

未至梨山、霧社、廬山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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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期中報告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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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討論：（略） 

七、 結論： 

（一） 本年度計畫期將園區內所有可能有水鹿分佈的區域進行一次普

查，以了解目前園區內水鹿的分佈狀況，未來再針對族群狀況、

生活史等議題調查研究。 

（二） 期末報告請受託單位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IS）分析水鹿出現與

否與人為開發、環境因子之關連性。 

（三） 請受託單位於研究結束後將調查定位資料送交本處參考。 

（四） 本期中簡報審查通過，准予備查。請受託單位依合約規定備妥相

關資料請領第二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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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期末報告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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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論：（略） 

七、結論： 

（五） 本案已將園區內可能有水鹿分佈的區域進行一次調查，並了解目前

園區內水鹿的分佈狀況。建議未來建立水鹿族群數量推估模式，以

供經營管理參考。 

（六） 請受託單位於研究結束後將調查定位資料送交本處參考。 

（七） 期末報告撰寫格式請依內政部委託研究作業規定辦理。 

（八） 本期末簡報審查通過，准予備查。請受託單位依會議結論修正書面

報告，並登錄國科會網站。俟完成驗收後，依合約規定備妥相關資

料請領第三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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