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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任何自然生態的保護均應進行持續且全面性的生態系統經營與管理，而詳細且持續的

生物族群資料則為經營與管理之重要參考依據；其中，野生動物族群的監測和分族群的布

模式（distribution pattern）及豐富程度（abundance）即為重要的資料。各物種在保護區內

分布模式及豐富程度的建立，除有助於確認區域內野生動物歧異度高的重要環境，並可了

解各物種對棲息地的選擇性，或影響分布的環境因子，亦可進一步評估環境變遷對族群分

布和數量之影響。太魯閣國家公園座落於台灣東北部，橫跨花蓮、臺中及南投三個縣，面

積遼闊約 92,000公頃，海拔範圍則由海平面到南湖大山最高峰 3,740公尺，區域內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 27座。由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地形多變，植被豐富且複雜，因此

野生動物資源豐富，根據目前的資料，園區內至少記錄有哺乳類 25種、鳥類 139種、爬行

類 25種及兩棲類 14種。 

為強化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野生動物之保育及經營管理，本研究將以自動照相設備為

主要工具，以一林班一相機為原則，研究各中、大型哺乳動物之族群分布模式、相對密度

之分布，並研究個物種之棲地選擇及建立族群長期監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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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1. 物種出現環境和出現頻度、相對數量資料之收集方法 

由於在地形地貌複雜的地方，行進困難，若以目擊、耳聞、誘捕及搜尋痕跡（包括：

巢穴、足跡、抓痕、掘痕、食痕、糞便和屍體）等直接觀察或捕捉的方式，來進行哺乳動

物相關之研究，不但耗時費力，且適用之物種有限。根據近年之研究（林宗潁，1996；裴

家騏，1993, 1994, 1997, 1998, 2000, 2001a, 2001b, 2001c, 2002a, 2003；裴家騏、姜博仁，

2002；裴家騏、孫元勳，1997, 1998a, b, 1999；裴家騏等，1997；Pei，1995, 1999；McCullough 

et al., 2000；Suen et al., 2002），以自動照相設備進行森林野生動物之調查研究，或收集

其活動及習性之資料，具備以下之優點：(1)可確認物種之存在，及收集其棲息活動之位置

和環境特徵資料，並進一步探討對棲地之選擇；(2)可較有效的偵測到稀有或不易見到之物

種，強化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之保育；(3)可同時收集多種共棲物種之相對數量資料，並進一

步探討群聚之生態學；(4)可用來研究野生動物的活動及行為模式；(5)可結合自動照相設備

及模糊地理資訊系統，研究野生動物族群之空間分布型式，增加族群管理之工具；(6)可有

效的在人員不易到達之山區進行連續的資料收集；(7)所需經費及人力少；及(8)資料品質較

統一等。自動照相設備之使用，不但將可協助吾人在野外，進行長期野生動物族群之監測，

亦將有助於吾人進行生態系統之經營與管理。 

本研究將分年度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所有林班各架設 1台自動照相設備，將視各林班

土地利用的現況，將自動照相設備架設在林班的中心地帶或主要土地利用型的交界處。於

2003年的 3-5月間，在沿中橫公路兩側的 18個林班內收集資料（表一）。18個樣點的海

拔高範圍在 288m到 2319m之間，以 1000-2000m的樣點最多（=9個），1000m以下（=5

個）和 2000m以上（=4個）較少；所處的環境包括：竹林（=1個）、次生林（=5個）、

天然闊葉林（=7個）和天然針闊葉混合林（=5個）（表一）。 

本自動照相設備係採用被動式紅外線感應系統，連接一台自動對焦照相機。研究期間，

每月一至兩次至各樣點收集已拍攝完畢之底片卷，同時進行現場的觀察及訪談，以彌補自

動照相設備資料收集之不足。不過，一般而言，若在某分區的照相設備都沒有記錄到某物

種，則牠們在該地區即使有分佈，密度也應該不高，甚至可能沒有穩定的族群。同時，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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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所使用的自動照相設備是以研究森林性物種為設計對象，但近年在台灣南部（裴家騏、

姜博仁，2002）或香港（Suen et al., 2003）樹冠鬱閉度低的次生林環境中所獲結果顯示，

它們也能穩定的收集包括穿山甲、麝香貓和石虎在內的森林邊緣物種的資料。 

一個物種在某一分區的相對密度，係以在該分區的出現指數（Occurrence Index）來估

計【Occurrence Index (OI) = 該區所有相機每 1,000個工作小時中所拍得的個體（或群體）

照片數】；其中，群體 OI 值的計算僅適用於群體生活的台灣獼猴。本文中，以各林班 OI

值的總平均代表各物種在目前樣區內整體的密度現況，而各林班 OI 值再分別與此平均值

比較，以獲的種內的（intra-specific）相對密度關係，並據此產生各物種在國家公園內的相

對密度分布現況示意圖。各林班 OI值依相對關係分成「0」、「Low」、「Medium」和「High」

等四個等級，其中「0」代表該區的 OI值= 0（亦即在該區目前沒有分布）、「Medium」

代表該區的 OI值介於平均 OI值± 0.5 SD（= Standard Deviation）的範圍內、「Low」代表

在該區的 OI值小於平均 OI值-0.5 SD、「High」代表在該區的 OI值大於平均 OI值+0.5 SD。

雖然目前並不清楚 OI值（或校正後的 OI值）與不同物種密度的絕對關係，無法做物種間

的密度比較（亦即無法依 OI值的高低來探討物種間的優勢程度），但以 OI值做同一物種

跨區域密度的比較應該是合理的，因為對同一物種而言，族群密度越高的地方，被自動照

相設備拍攝到的機會也會越高（Liu 2003）。 

 

2. 日活動模式 

部份常見物種所獲得的自動照相資料較多，足以分析其日活動模式，本研究因此將一

物種所獲得照片的拍攝時間整理後，得到各個小時照片佔該物種總照片數的百分比，以做

為活動程度的指標，並以一天 24個小時的分佈來產生在各動物的日活動模式。以各小時

的活動指標來架構動物的日活動模式，乃根據以下之假設：動物若在某一時段的活動（或

移動）程度越高，則該時段中被自動照相機拍攝到的個體（或照片）數也會越多（裴家騏，

1998）。 

 4 



 

參、結果與討論 

調查期間，總共收集了 37,210.0小時的資料，拍攝到 618張野生哺乳動物的照片，包

括：赤腹松鼠、長吻松鼠、台灣獼猴、黃鼠狼、鼬獾、白鼻心、食蟹 、山羌、長鬃山羊、

台灣野豬等 10種較大型的物種，以及刺鼠、高山白腹鼠和台灣森鼠 3種小型的鼠科動物；

同時，也拍攝到藍腹鷳、帝雉和深山竹雞等 4種雉科鳥類共 46張照片（表二）。 

在本次的調查範圍內，台灣獼猴（17個樣點）和山羌（16個樣點）是分布海拔和棲地

適應最廣的較大型動物；鼠科中的刺鼠的海拔及棲地分不也非常廣（=16個樣點）；在 4

種雉科鳥類中，僅深山竹雞出現的樣點較多（=6處）（表二）。就物種數而言，低海拔

（<1000m）樣點所紀錄到的物種數較少，而高海拔（>2000m）的樣點紀錄到的物種較多

（表二）。 

本文將截至目前為止的資料，製作成物種的分布圖和活動模式圖（圖一到圖十二）；

其中有部分物種應資料太少，無法產生活動模式圖。同時，對於台灣森鼠、黃鼠狼、食蟹

、帝雉和竹雞等 5種動物，則因為紀錄的樣點太少，無法產生相對的數量。各物種的狀

況分述如下： 

 

鼠科 

在 3種鼠科動物中，刺鼠僅在 2個樣點沒有紀錄過，總共獲得 133張的有效照片（表

二）。總 OI值為 3.6張照片/1000小時，有紀錄樣點的 OI值在 0.3到 34.1之間；絕大多數

（=81.3%）樣點的 OI值都在 5.0以下（表三）。本地刺鼠的分布海拔（高達 2200-2300m）

明顯的較南部大、小鬼湖和大武山山區（1700m以下；裴家騏、姜博仁，2002）高出了許

多，有待進一步研究。至於高山白腹鼠和台灣森鼠則都僅在 2000m以上的樣點有紀錄（表

二），為數量都不多，總 OI值分別為 0.5和 0.1（表三）。由於本調查係針對較大型的動

物，因此體型較小的鼠科動物的相對數量應該是低估的。 

資料較多的刺鼠和高山白腹鼠均呈現典型的夜型性活動模式（圖一、圖二）。 

 

赤腹松鼠 

本種零星分布於 1000m以上的樣點（表二），唯整體數量並不多（總 OI值僅 0.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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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吻松鼠 

本種分布於 1000m以上的樣區，而且以 2000m以上的樣點紀錄較多（表三），整體

數量同樣的不多。 

 

台灣獼猴 

只有在第 64林班的樣點沒有紀錄過台灣獼猴（表二），而且以 1000m到 2000m之間

的數量最高，1000m以下次之，2000m以上的密度最低（表三）。由於獼猴可以分布到接

近 3000m的森林環境，且第 64林班並沒有明顯的狩獵活動，獼猴沒有紀錄的原因應該是

棲息地不佳所致。與其他森林內的猴群一樣，本區域的獼猴也是呈現上午和下午兩個活動

或移動高峰，晚間則沒有活動（圖五）。 

 

黃鼠狼 

本種僅在 1000m-2000m左右的兩個樣點被紀錄過（表二），數量及資料都很少（表三），

有待持續的資料收集。 

 

鼬貛 

鼬貛出現在 2000m以下的樣區，數量並不多，且區域間的差異不大（表三）。 

 

白鼻心 

與鼬貛相似，白鼻心也只出現在 2000m以下的樣區，但分布及數量更零星，但低海拔

樣區的密度有較高的趨勢（表三）。 

 

食蟹  

僅有一筆資料（表二），有待持續的資料收集。 

 

山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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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羌非常普遍的分布於各海拔樣區，但以 1000m到 2000m之間的樣區密度較高，而

低海拔地帶的密度較低（表三）。本種呈現全日活動的模式，並在每日的清晨和傍晚各有

一個活動高峰，整體而言，日間的活動程度高於夜間（圖八）。 

 

長鬃山羊 

本種以 1000m-2000m之間的樣區密度較高，也較普遍（表三）。長鬃山羊的活動呈現

間歇模式，在清晨以前、中午和入夜前後各有一個活動高峰，其餘時間的活動較少（圖九）。 

 

台灣野豬 

野豬分布於各海拔，但以 1000m-2000m之間的密度較高（表三）。 

 

雉科鳥類 

本次調查的範圍內，僅藍腹鷴和深山竹雞的紀錄較多，其中，藍腹鷴各海拔都有，但

以 1000m以上的密度較高，帝雉和深山竹雞則在海拔較高的樣區才有紀錄（表三）。本結

果顯示，自動照相設備也可以監測雉科動物的分布及數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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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太魯閣國家公園較大型哺乳動物分布調查各樣區之基本資料。2003年 3-11月。 

樣點座標 林班 
編號 Easting  Northing

海拔高度(m) 架設日期 架設區植被狀況 備    註 

19       308923.799 2675535.773 288 2003/3/20 天然闊葉林

20     
       
     
     
     

     

     

     

     
     
     
     
     

     

     
     
     

305850.000 2675450.000 800~1000 2003/3/27 天然闊葉林 具狩獵活動 
26 301164.093 2675589.302 754 2003/3/22 次生林(原為耕地)
27 300269.956 2676487.165 779 2003/3/21 天然闊葉林 具狩獵活動 
31 305800.000 2675500.000 1000~1150 2003/3/26 次生林,芒草地邊緣 附近有耕地,僅有一戶耕農 
32 300210.000 2681275.000 1250~1350 2003/4/16 天然闊葉林 具狩獵活動 

53 297600.000 2678725.000 1200~1300 2003/3/28
次生林(附近有平台為
舊耕地或部落) 

未發現狩獵行為 

54 294450.322 2679034.629 1320 2003/4/11 次生林 狩獵活動頻繁 

60 291300.000 2678100.000 1700~1850 2003/4/17
天然針闊葉混合林(旁
有果園) 

旁邊為果園，人為活動頻繁 

61 293250.000 2676250.000 1000~1200 2003/5/20 竹林 (舊部落耕地) 具狩獵活動 
62 289600.000 2677400.000 2200~2300 2003/4/15 天然針闊葉混合林 狩獵活動頻繁 
63 287667.022 2676457.144 2319 2003/4/9 天然針闊葉混合林 具狩獵活動 
64 290331.611 2674939.663 2181 2003/4/10 天然針闊葉混合林 未發現狩獵行為 
66 286353.952 2674881.297 2304 2003/4/10 天然針闊葉混合林 未發現狩獵行為 

79 297986.021 2674261.008 1164 2003/5/1 天然闊葉林 
較低海拔有狩獵活動,相機附近則
無近期的狩獵活動 

80 300250.000 2673875.000 1200~1300 2003/5/21 天然闊葉林 無人為活動 
81 302350.000 2673150.000 900~1100 2003/4/14 次生林(原為耕地) 具狩獵活動 
88 309825.000 2671215.000 750~900 2003/4/30 天然闊葉林 具狩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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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18個林班所獲得之哺乳動物及 4種雉科鳥類之照片數。2003年 3-11月。 

海拔範圍 < 1000 m 1000 m – 2000 m > 2000 m 
林班編號 19             26  27 88 20 81 31 61 79  80 53 32 54 60 64 62 66 63

Total 

刺鼠                    1 1 18 11 3 8 2 3 1 7 1 1 47 10 18 1 133

高山白腹鼠               3  5 14 22 

台灣森鼠                3   3 

赤腹松鼠                    1 1 1 1 2 1 3 1 1 12

長吻松鼠                    1 1 1 1 1 1 4 10

台灣獼猴                    1 17 1 4 1 5 11 19 6 8 20 11 2 1 1 3 1 112

黃鼠狼             1  1    2 

鼬獾                    2 1 5 1 1 2 12

白鼻心     1    2     2     5 

食蟹        1            1 

山羌                    2 19 1 1 26 21 37 6 32 21 14 8 26 11 6 17 248

長鬃山羊                    8 5 4 2 4 3 10 3 1 40

台灣野豬                    1 2 3 4 6 1 1 18

藍腹鷳                    3 4 1 3 4 15

帝雉                 4 1 5 

竹雞       6            6 

深山竹雞                    1 7 8 2 1 1 20

物種數                    3 6 3 6 4 4 6 5 7 7 7 7 5 6 9 8 8 9 17

 11 



表三、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18個林班所獲得之哺乳動物及 4種雉科鳥類之 OI值 1。2003年 3-11月。 

海拔範圍 < 1000 m 1000 m – 2000 m > 2000 m 

林班編號                   19 26 27 88 20 81 31 61 79 80 53 32 54 60 64 62 66 63
Total 

總工作時 745.5 3493.8 1635.6 4147.9 322.7 852.5 2268.2 1993.2 1496.3 1284.5 3418.1 2760.4 820.5 3802.5 3031.5 1497.9 1516.4 2122.6 37210.0 

刺鼠                    1.3 0.3 4.3 34.1 3.5 3.5 1.0 2.0 0.8 2.1 0.4 1.2 12.4 4.0 12.0 0.5 3.6

高山白腹鼠                    0.3 3.3 6.6 0.5

台灣森鼠                2.0   0.1 

赤腹松鼠                    3.1 1.2 0.4 0.8 0.7 0.3 1.0 1.3 0.5 0.3

長吻松鼠                    0.4 0.5 0.4 0.3 0.7 0.7 1.9 0.3

台灣獼猴                    1.3 4.9 0.6 1.0 3.1 5.9 4.9 9.5 4.0 6.2 5.9 4.0 2.4 0.3 0.7 2.0 0.5 3.0

黃鼠狼                    1.2 0.3 0.1

鼬獾                    0.6 0.6 1.2 0.7 0.8 0.6 0.3

白鼻心                    3.1 1.3 0.5 0.1

食蟹                     0.4 0.03

山羌                    2.7 5.4 0.6 0.2 30.5 9.3 18.6 4.0 24.9 6.1 5.1 9.8 8.6 7.3 4.0 8.0 6.7

長鬃山羊                   1.9 3.3 3.1 0.6 1.5 3.7 2.6 1.0 0.5 1.1

台灣野豬                    0.3 0.5 1.5 3.1 1.8 0.3 0.7 0.5

藍腹鷳                    0.9 2.7 0.3 2.0 2.6 0.4

帝雉                    2.6 0.5 0.1

深山竹雞                    0.3 2.5 2.6 1.3 0.7 0.5 0.5

竹雞       2.7            0.2 
1. OI值 = (有效照片數*1000)/有效工作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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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刺鼠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上圖）及一日

間的活動模式（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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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高山白腹鼠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上圖）

及一日間的活動模式（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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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台灣森鼠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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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赤腹松鼠（上圖）和長吻松鼠（下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

相對密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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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台灣獼猴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上圖）及

一日間的活動模式（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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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黃鼠狼（上圖）和鼬貛（下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

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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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白鼻心（上圖）和食蟹 （下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

密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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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台灣山羌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上圖）及

一日間的活動模式（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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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長鬃山羊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上圖）及

一日間的活動模式（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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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台灣野豬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密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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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藍腹鷴（上圖）和帝雉（下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

密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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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深山竹雞（上圖）和竹雞（下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已取樣的 18個林班內的相對

密度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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