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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太魯閣國家公園、礦業用地回收、生態復育 

 

本計畫為 98 年度「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復育計

畫第一期」，收集太魯閣國家公園內禁採補償後之礦場位置、面積等基礎資

料，整理太魯閣國家公園所轄區域之礦業用地回收後的現況資料，選擇可行

性較高的礦場進行樣區的物種普查工作；其中，特別以保育類、特有種動物

作為監測重點之焦點物種，以提供後續長期生物監測的基礎依據。 

目前本計畫調查結果顯示，正德-東豐礦場樣區、正大礦場樣區、立東三

棧礦場樣區共記錄哺乳類 4 目 6 科 9 種；鳥類 8 目 26 科 44 種；爬蟲類 6 科

11 種；兩棲類 3 科 9 種；蝶類 5 科 53 種。調查的結果顯示，正德-東豐礦場

樣區不管在哺乳類、鳥類等生物資源上，皆是所有調查樣區中種類及數量較

豐富者，這可能與環境較豐富、調查路線較長、人為干擾較少等有關。 

綜合野外調查結果，以及 18 位太管處及相關保育人員進行的的復育程序

準則問卷調查結果，提出礦業用地回收後復育建議。正德-東豐礦場及正大礦

場採掘面非常陡峭，疑為早期使用下拔法開採所致，因此植被復育困難，需

注意其水土保持的狀況，並避免崩塌的危險。建議於此二個礦場做平台部份

的植被復育，即先改良平台土地以適合植被成長。而立東北三棧礦場植被復

育良好，依目前狀況讓植被自然復育即可。三個樣區以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及

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具有發展生態旅遊潛力，本計畫針對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及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進行 SWOT 分析，並提出發展生態旅遊之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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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為因應全球暖化、物種雌性化及環境變遷等趨勢，暨爭取太魯閣國家公

園加入世界襲產，提升國家國際地位等目的，藉由長期生態研究及群體整合

型研究，調查釐清衝擊對象與程度，並協助建立標準資料格式之資料庫平台，

以連結國際保護區網路及強化國際研究伙伴關係，期共同保護台灣珍貴稀有

物種襲產等，爰辦理本項計畫。 

高山峽谷與豐富的生態環境特色是太魯閣國家公園重要的自然資產，也

是國人進行自然探知、環境教育與遊憩休閒的場域。然而藉由人類的系列活

動(如：礦業的開採等)，均會影響周邊區域的生態環境。 

鑑於瞭解國家公園轄區內禁採補償礦場資源恢復情形與土地變遷等狀

況，擬以動物群落與人為土地利用為調查對象，結合相關文獻及現場調查資

料，予以定位標示並建立資料庫，評估禁採補償後之礦場資源復育成效，並

提出一套調查、監測、評估之生態復育計畫，以供未來進一步相關經營管理

之參考。且為轉化應用原有產業活動人才於生態旅遊，並針對生態旅遊資源

蒐集規劃，增進解說教育素材，及試行相關培力與操作，並對於可能之環境

衝擊研擬監測計畫與進行初步之監測。 

第二節  計畫背景 

近年來，由於大眾生態保育意識高漲，加上政府以及社區的推動，生態

旅遊便成了目前熱門的話題。生態旅遊的概念源自於 1960-1970 年代人類對

於環境倫理的覺醒，一般而言，生態旅遊的基本原則是尊重自然、尊重當地

居民，並且提供遊客直接參與保育行動的機會(薛，2006)。相較於生態旅遊，

傳統旅遊以遊客為導向，藉由旅遊活動達到娛樂與放鬆心情之目的，旅遊業

者為追求最大的利潤，其旅遊性質多為團體且密集的活動，因此容易對環境

造成負面的衝擊(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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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旅遊經營的目標則是強調尊重環境，所獲得之利益用來維持環境資

源的價值，不破壞自然資源且永續利用，故管理方式是以自然資源為中心，

所有觀光資源的開發，必須詳細評估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衝擊，並加強監督、

控制與管理工作。生態旅遊的特色是提供未受破壞的自然、文化或野生動物，

生態旅遊者則欣賞與體驗這些環境特色，並從中學習生態保育及尊重大自然

的觀念(陳，2003)。 

相對於一般大眾旅遊，生態旅遊是一種以自然為取向的觀光旅遊概念，

同時也是兼顧自然保育與遊憩發展目的之活動。然而，只要有旅遊活動，必

定會對當地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造成衝擊，改變生態系之平衡。生態旅遊

主體為自然環境，參與對象包括當地居民、業者、遊客及管理單位，為維持

自然資源完整，應對相關對象進行環境教育，改變民眾以往不良的態度(如亂

丟垃圾、攀折花木等)，進而保護自然資源。 

但是，目前台灣許多標榜生態旅遊的觀光景點，由於管理策略失當、國

民素質較低或業者所辦的促銷活動等因素，使該地區受到人為的汙染及破

壞，造成對環境的永久性傷害。一旦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不僅對當地經濟、

文化等造成影響，更對所生存的自然環境形成可怕的衝擊。據林等(1999)研

究報告指出，生態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若生態系失去平衡，想恢復到

之前的狀態，則有某一程度的風險與未確定性。復育有很多的定義，例如

Cairns(1990)、Henry 與 Amoros(1995)曾提出生態復育以自然再生為基礎，且

成功的建立一自我維持正常生態過程的系統。梁世雄(1998)定義復育為再造

生物和其環境間因人類干擾而喪失的連繫。而 Nation Research Council (1992)

有更詳細定義如下：復育(Restoration)是恢復生態系到一個接近它原來非受干

擾的狀態；復原(Rehabilitation)是改善這系統到一可以運作的程序；管理

(Management)是操作這系統確保維持一或多項的功能。綜合而言，生態復育

的定義包括恢復到接近某一歷史狀態為一目標。然而，自然生態系統是一非

常複雜的系統，此生態系統之復育應包括相關領域的科學家、行政人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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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民眾之參與。進行生態復育前，則需要一詳盡的生態規劃內容、流程與

架構，並給與充份的時間，以達到最小成本與最成功之復育。 

太魯閣國家公園位於中央山脈北段，橫跨花蓮、臺中、南投三縣，園區

包括太魯閣峽谷、立霧溪流域、中橫公路以及部分蘇花公路景觀，全部面積

共計九萬二千公頃。海拔高度從低海拔 60m 的閣口到 3740m 的南湖大山，

所含林相包括低、中海拔闊葉林、混生林、高海拔針葉林、高山草原、苔原

以及開墾過後的次生林，如此多樣的生態環境，其生物多樣性資源實屬可貴。 

然而，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內含有礦產，可分為石材、工業原料礦物及

金屬礦產三類，主要分布於立霧溪流域及東側山區(圖 1-1)。民國 75 年太魯

閣國家公園成立之前，已有 19 家業者進行礦產開採，使得園區內的礦場因人

為活動而受到破壞，如樹木遭到砍伐以及大面積的裸露地，因此週遭的野生

動物勢必也會受到影響。民國 75 年太管處成立後，即針對園區內的 19 家礦

場展開「禁採補償」作業，經過太管處 20 餘年的努力，除在太魯閣口的亞泥

花蓮廠礦場仍在經濟部礦物局允許下維持採礦作業外，其他在園區內的 19

家採礦業者，去年 5 月已完成徵收，礦場面積達 2570 公頃。 

在太管處完成徵收作業後，除了委託學者專家進行礦場監測及自然復原

規劃外，並展開生態復育計畫，相關的綠美化作業部份，包括林班地的樹種

栽種及復育部份，已初步擇定包括山黃麻、相思樹、銀合歡、山芙蓉、大葉

溲疏、通條木等樹種。據張等(2008)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發現採礦跡地植

被組成簡單，主要植種喬木為銀合歡，灌木為密花苧麻，草本為象草、大花

咸豐草和南美蟛蜞菊。禁採礦場植被恢復情形可分為兩類：1.全區植被良好

的有 9 家，都是未開採、坑內開採及停採 17 年以上者；2.部分採掘跡尚未完

全綠化之礦場有 7 處，除正大石礦外皆是停採 15 年以下，而正大石礦因早期

使用下拔法造成的陡峭裸壁則較難回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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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太魯閣國家公園礦場分布圖 

 

根據 Clewell et al. (2005) <Guidelines for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2nd Edition >所提出的復育方案共分為以下六

大主題：概念規劃、前期工作、擬訂復育計畫、實施復育工作、實施後的工

作、評估與宣傳，其中確認所有權、確認復育目標、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

策略、與公眾聯絡並宣導方案、安排公眾參與計畫設計和完成文化目的等準

則等，皆有明確提及需要當地社區居民的參與。以下條例六大主題及相關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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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規劃 

1. 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 

2. 確認所有權 

3. 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 

4. 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 

5. 確認復育目標 

6. 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 

7. 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壓力因子 

8. 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 

9. 確認地景限制 

10. 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 

11. 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 

12. 確認需要的生物性資源及其來源 

13. 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 

14. 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 確認計畫案期限 

16. 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 

 

前期工作 

17. 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者 

18. 任命復育團隊 

19. 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 

20. 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 

21. 提供一份當地的歷史資料做為復育計畫的參考 

22. 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 

23. 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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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 

25. 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做先導性研究 

26. 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是他們需要變更的 

27. 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的每個目標 

28. 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許可 

29. 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 

30. 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 

31. 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成文化目的 

32. 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 

33. 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才 

 

擬訂復育計畫 

34. 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將實施的干預 

35. 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 

36. 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測量每個欲達成的目標 

37. 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 得到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39. 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實施復育工作 

40. 標記界線和工作地區 

41. 設置永久性監測設備 

42. 實施復育工作 

 

實施後的工作 

43. 保護計畫案地區對抗破壞者和草食者 

44. 計畫完成後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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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定期勘查計畫案地點，以確認執行過程中是否需要校正 

46. 依需要執行監測以提供標準數據文件 

47. 適當的彈性管理是必要的 

 

評估與宣傳 

48. 評估監測數據去決定哪一個計畫目標是達成的，且是符合標準的 

49. 對該新完成的計畫擬定一個生態評估 

50. 確定哪一個文化計畫案目標是符合的 

 

公布完成復育計畫的描述(成果發表) 

 

本計畫延續張等(2008)之研究報告，針對東豐礦場、正德礦場、正大礦

場以及立東北三棧礦場進行動物資源調查，以了解這些礦業用地目前之生態

復育概況，進而提出生態旅遊規劃及監測模式。 

 

第三節  工作內容 

(1)蒐集歷年礦場開採的位置、面積等基礎資料，並配合相關的研究、保育計

畫之書面資料，整理太魯閣國家公園所轄區域之礦業用地回收後的現況資

料，作為相關調查之參考。 

(2)在生態系結構及現況問題分析上，以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之航空照片及

1/10,000相片基本圖為基圖，配合現地衛星定位儀(GPS)定位輔以數位相片

所建立之樣區資料庫，分析礦業用地回收後之生態復育情況。 

(3)在生物資源的調查監測上，訂定各生物資源調查的執行標準，進行樣區的

物種普查工作；其中，特別以保育類、特有種動物作為監測重點之焦點物

種，以提供後續長期生物監測的基礎依據。 

(4)在生態旅遊規劃與解說教育培訓上，藉由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復育現況，

規劃包含步道設施之改善、相關解說資訊之建議等，並實施當地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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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育志工人員之培訓課程，強化國家公園與地方社區、團體之夥伴關係，

協助推動生態旅遊。 

(5)進行生態旅遊之操作，並藉由持續進行的焦點物種之調查資料，監測境內

生態旅遊地環境變遷，以達到生態資源保育目的。 

 

第四節  計畫目標 

(1)瞭解回收礦業用地之生態復育概況。 

(2)完成回收礦業用地之動物資源現況，特別是焦點物種的復育情況。 

(3)協助完成當地社區及保育志工人員之訓練課程，以協助推動參與式生態旅

遊。 

(4)規劃生態旅遊操作及監測模式。 

 

第五節  預期成果 

(1)瞭解回收礦業用地之動物資源及人為土地利用現況。 

(2)探討回收礦業用地之現況問題，提出可執行之改善方案。 

(3)蒐集環境復育、遊憩及人類活動對於生態系結構影響之相關文獻。 

(4)結合當地社區及志工人員之訓練課程，協助達成生態旅遊操作及生態資源

保育之目標。 

(5)提出生態旅遊及生態復育監測模式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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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範圍與方法 

第一節  調查樣區 

(一)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由匯德隧道北口西側進入匯源產業道路，沿途兩側植被豐富，林相完整，

有正德(海拔 332m)與東豐石礦場(海拔 298m)，採礦面積以正德石礦場較大，

東豐石礦場較小(圖 2-1)。正德與東豐石礦場內植被皆以銀合歡、密花苧麻、

大花咸豐草為主，礦場內仍有採礦後植被尚未恢復的裸露地。根據張等(2008)

報告結果，匯源產業道路調查共記錄維管束植物 89 科 204 種，顯示兩側山林

仍維持很好的林相。正德石礦場於 2007/07/13 主要採掘跡的裸露地面積為

13.87 公頃，較 2004/10/17 的 15.80 公頃減少了 12.2%。 

(二)正大礦場樣區 

正大石礦位於崇德車站對面(圖 2-2)，海拔為 45m，早期以開採石灰礦石

為主；礦場有數個平台，後面有一大片裸露且陡峭的大山壁，因為近乎垂直

的採掘壁過於陡峭，植被恢復極為困難，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呈現裸壁景觀。

礦場平台的坡面主要以銀合歡為優勢植物。礦場內有草生平台、灌木林、平

台坡面、樹林和峭壁採掘面等。根據張等(2008)報告結果，礦場內的植物種

類，共記錄到 30 科 58 種，蕨類植物 2 科 2 種，雙子葉植物 23 科 43 種，單

子葉植物 5 科 13 種。2007/07/13 正大石礦主要採掘跡的裸露地面積為 2.35

公頃，已較 2004/10/17 的 3.48 公頃減少了 32.5%。正大礦場周邊林相良好，

張等(2008)報告中曾發現山猪等大型哺乳類之足跡。 

(三)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立東北三棧礦場位於三棧北溪旁(圖 2-3)，海拔為 90m，沿著三棧北溪行走便

可到達。礦場旁仍可看見舊採礦道路路基與隧道，隧道與行進道路落差約 10

公尺，必須攀爬才能到達隧道。礦場內為大量的銀合歡及密花苧麻所形成的

次生林，北方臨河的採掘跡已有植被覆蓋，但仍留有開採石礦後所遺留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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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地。三棧北溪沿途林相豐富，植物茂密，溪水較豐沛，因此生物資源豐富。

在三棧北溪除了立東北三棧礦場外，在礦場北邊選擇一處未開發之地區作為

立東北三棧礦場對照樣點，海拔為 135m，林相良好，植物茂盛，調查樣區如

圖 2-3。 

 

圖 2-1 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調查樣點及樣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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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正大礦場樣區調查樣點及樣線圖 

 
圖 2-3 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調查樣點及樣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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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行程序與工作內容 

 

 

 

 

 

 

 

 

 

 

 

 

 

 

 

 

 

 

 

 

 

 

 

 
圖 2-4  研究調查執行程序圖。 

環境背景資料 
生物資源文獻蒐集 

標準化調查表格 

正德-東豐礦場 

資料分析 

正大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野外調查 

研究調查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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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背景資料與生物資源文獻之蒐集 

收集太魯閣國家公園回收之礦業用地動物資源種類及分布位置、人為土

地利用現況，作為後續動物資源普查、焦點物種(保育類、特有種)監測之參

考。 

(二)調查樣區之樣線及樣點之設立 

分別選擇正德-東豐礦場、正大礦場以及立東北三棧礦場等礦場設立樣

區，調查分別以礦場沿線的穿越線調查以及礦場內的定點調查。為了比較結

果，正德-東豐礦場樣區以進入礦場之匯源產業道路(沿線總長約 2 公里)作為

對照組；正大礦場樣區因地形關係，陡峭不易接近，故未設置對照組；而立

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以三棧北溪沿線(約 1 公里)及礦場北邊一處未開發地區作

為對照組。 

(三)調查時間 

本計畫執行時間為 2009 年 2 月~12 月，調查頻度為每 1~2 個月進行調查，

調查與否則視天候狀況而定。於 2009 年 2 月進行樣區探勘，3~9 月及 11 月

各進行 1 次調查，10 月因連續颱風來襲，無法進行調查，總共完成 8 次調查。 

(四)調查方法 

設計標準的調查表格，以利進行生物長期監測及生物資源資料之統合。 

1.哺乳類 

哺乳類監測方式有二種，分別為穿越線調查法與誘捕法。穿越線監測是

配合鳥類調查時段，主要調查一些在樹間或是森林底層活動的獸類，如獼猴、

鼬獾、松鼠、飛鼠等。穿越線監測的時段如同鳥類一樣，有白天及夜間之分，

監測過程中，除了記錄直接目擊個體外，路死、死屍、叫聲、排遺、掘痕、

食殘等亦列入記錄。誘捕法是以薛氏捕鼠器進行小型獸類誘捕，在正德-東豐

礦場樣區(礦場與產業道路沿線)、正大礦場樣區、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三棧

北溪沿線、礦場與對照樣點)分別設置 30、20、30 個薛氏捕鼠器，每次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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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 3 天 2 夜。誘捕籠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於計畫區內挑選環境較適合點

位佈設。此外，為使監測能夠全面，則以自動照相機輔助監測。 

2.鳥類 

鳥類是以穿越線調查法以及定點調查法為主，沿既有的道路與在礦場內

以雙筒望遠鏡進行監測。記錄沿途所目擊或聽見的鳥種及數量。由於不同鳥

類有其特定的活動時間，為避免遺漏所有可能物種，監測時段分成白天及夜

間兩時段。  

3.爬蟲類 

爬蟲類主要以穿越線調查法為主，在監測路線上遇到爬蟲類時，除直接

可判別的物種外，其餘以徒手或蛇夾的方式捕捉鑑定，待鑑定拍照完後原地

野放，同時，隨機翻找環境中可能提供躲藏隱蔽之掩蓋場所(石塊、倒木、石

縫)。由於不同種類有其特定的活動時間，為避免遺漏所有可能物種，調查時

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等兩時段進行。 

4.兩棲類 

兩棲類主要為穿越線調查法及繁殖地調查法，利用目視或聲音記錄沿線

步行所發現物種，除直接可判別的物種外，其餘以徒手的方式捕捉鑑定，待

鑑定拍照完後原地野放。而繁殖地調查法則是在蛙類聚集繁殖的溪澗、水溝、

山區蓄水池、林下潮濕落葉層等處，記錄目擊個體、卵泡、蝌蚪與鳴叫。 

5.蝶類 

蝶類主要是利用穿越線調查法、網捕法進行調查。在調查樣區內記錄所

出現的蝶種，若因飛行快速而無法準確判定時，則以網捕法捕捉進行鑑定。 

6.復育規劃程序準則 

根據 Clewell et al. (2005)提出的復育方案及張(2008)彙整之表格，分別擬

定正德-東豐礦場樣區、正大礦場樣區及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之復育程序準則

表(附錄二)，並 10 月 14 日於太管處針對管理處人員召開復育準則說明會，

會中發問卷給管理處人員填寫，彙整分析後提出復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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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 

第一節 哺乳類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錄哺乳類 4 目 6 科 9 種 126 隻次，種類包括

獼猴科的臺灣獼猴；松鼠科的赤腹松鼠、大赤鼯鼠、白面鼯鼠；鼠科的刺鼠、

小黃腹鼠；獴科的食蟹獴；牛科的臺灣長鬃山羊；猪科的臺灣野猪(表 3-1 )。

其中屬於台灣特有種者有臺灣獼猴、白面鼯鼠、刺鼠與臺灣長鬃山羊 4 種，

佔本計畫哺乳類調查種類比例為 44.4%；屬於台灣特有亞種者有大赤鼯鼠與

臺灣野猪 2 種，佔本計畫哺乳類調查比例為 22.2%。總計特有(亞)種哺乳類共

6 種，佔本計畫哺乳類調查比例為 66.7%。 

依農委會所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本計畫調查中屬於 II 級保育類野生

動物者有食蟹獴與臺灣長鬃山羊 2 種，屬於 III 級保育類野生動物者有臺灣獼

猴 1 種，保育類動物佔本計畫調查鳥種比例為 33.3%。優勢物種部份，以台

灣獼猴發現數量最多(72 隻次)，佔哺乳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57.1%；其次為

白面鼯鼠(33 隻次)，佔哺乳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26.2%。 

依調查時間區分，3 月份調查共記錄 6 種 16 隻次，4 月份共記錄 4 種 13

隻次，5 月份共記錄 3 種 20 隻次，6 月份記錄 3 種 15 隻次，7 月份記錄 3 種

15 隻次，8 月份記錄 3 種 20 隻次，9 月份記錄 5 種 22 隻次，11 月份記錄 2

種 5 隻次。在調查種類上，以 3 月份(6 種)的調查結果最多，數量方面，則以

9 月份(22 隻次)調查結果最多(表 3-2)。 

比較各不同樣區之結果，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8

種 75 隻次、正德礦場記錄 4 種 23 隻次、東豐礦場共記錄 3 種 11 隻次，總和

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共記錄 8 種 109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記錄 3 種 6 隻次；立

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2 種 6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共記

錄 1 種 3 隻次、對照組樣點紀錄 1 種 2 隻次，總和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共記

錄2種11隻次。在種類及數量方面，皆以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記錄較多(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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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1 月共 8 次的調查中，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在 3 月及 9 月份調查所

記錄的種類最多(皆為 5 種)，而以 5 月與 9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皆為 19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方面，除了 8 月記錄 2 隻次之外，其他月份皆僅記錄

0~1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方面，種類與數量皆以 3 月份調查的記錄最

多(表 3-4~6)。 

 

以下為調查紀錄之保育類或特有種描述： 

1.臺灣獼猴： 

台灣特有種，III 級保育類，分布於低海拔至 3000 公尺以上山區，主要

在日間活動，為群體生活。毛髮主要為灰褐色，一般雄猴比雌猴大，喜好棲

息於濃密之天然林環境，或於裸露之岩石、水源地附近活動。本計畫調查結

果，分別於正德礦場、匯源產業道路沿線、三棧北溪沿線、立東三棧礦場等

地區皆有發現其蹤跡，都是在茂密的樹林或樹冠層活動。 

2.臺灣長鬃山羊： 

草食性，分佈從 200 公尺到高海拔山區，全身深褐色，喜好於晨昏活動，

有強烈領域性，會將分泌液塗在樹上標示領域。通常為單獨活動，常出現於

裸露岩石崩塌處和險峻陡峭山區。本計畫調查結果，分別於東豐礦場與匯源

產業道路沿線紀錄 3 隻次，發現其活動環境為東豐礦場的裸露岩石崩塌處以

及匯源產業道路旁的樹林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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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本計畫調查哺乳類名錄 

目名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靈長目 獼猴科 臺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E III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大赤鼯鼠 Petaurista petaurista grandis Es  
  白面鼯鼠 Petaurista alborufus lena E  
 鼠科 刺鼠 Niviventer coxingi E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食肉目 獴科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II 
偶蹄目 牛科 臺灣長鬃山羊 Capricornis crispus swinhoei E II 
  猪科 臺灣野猪 Sus scrofa taivanus Es   
註 1：特有性一欄中，「E」表台灣特有種；「Es」表台灣特有亞種。 

2：保育等級一欄為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其中「II」

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I」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表 3-2、各月份調查之哺乳類種類與數量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臺灣獼猴 9 10 15 9 7 9 9 4 72 
赤腹松鼠 3 1 4 1 1 1   11 
大赤鼯鼠 1        1 
白面鼯鼠    5 7 10 10 1 33 
刺鼠       1  1 
小黃腹鼠 1 1       2 
食蟹獴       1  1 
臺灣長鬃山羊 1 1 1      3 
臺灣野猪 1      1  2 
種數 6 4 3 3 3 3 5 2 9 
隻次 16 13 20 15 15 20 22 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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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各調查樣區之哺乳類種類與數量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臺灣獼猴 41 16 4 2 5 3 1 72 
赤腹松鼠 6 1  2 1  1 11 
大赤鼯鼠 1       1 
白面鼯鼠 22 5 6     33 
刺鼠 1       1 
小黃腹鼠    2    2 
食蟹獴 1       1 
臺灣長鬃山羊 2  1     3 
臺灣野猪 1 1      2 
種數 8 4 3 3 2 1 1 9 
隻次 75 23 11 6 6 3 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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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哺乳類種類及數量(1/2)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臺灣獼猴     5 2   6 5 3 7 3  6 
赤腹松鼠   1   1 1  2   1 
大赤鼯鼠   1          
白面鼯鼠           2 3 
刺鼠             
食蟹獴             
臺灣長鬃山羊  1    1   1    
臺灣野猪 1                   

 

 

表 3-4、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哺乳類種類及數量(2/2)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臺灣獼猴 2  5 2  5 2  4  1 3 
赤腹松鼠      1       
大赤鼯鼠             
白面鼯鼠 1 1 5 1 1 8 2 2 6 1   
刺鼠         1    
食蟹獴         1    
臺灣長鬃山羊             
臺灣野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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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正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哺乳類種類及數量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臺灣獼猴         2   
赤腹松鼠   1  1    
大赤鼯鼠         
白面鼯鼠         
刺鼠         
小黃腹鼠 1 1       
食蟹獴         
臺灣長鬃山羊         
臺灣野猪                 
 

表 3-6、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哺乳類種類及數量(1/2)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臺灣獼猴 4     1 1        
赤腹松鼠 1  1          
 

表 3-6、立東三棧礦場各月份調查哺乳類種類及數量(2/2)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臺灣獼猴        2 1    
赤腹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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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鳥類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錄鳥類 8 目 26 科 44 種 1457 隻次，種類包括

鷺科的小白鷺；鷲鷹科的大冠鷲、鳳頭蒼鷹；鴟鴞科的黃嘴角鴞、褐鷹鴞、

領角鴞、鵂鶹；雉科的竹雞、深山竹雞；鳩鴿科的珠頸斑鳩；杜鵑科的中杜

鵑、番鵑；鬚鴷科的台灣擬啄木；啄木鳥科的小啄木；鵯科的烏頭翁、紅嘴

黑鵯；伯勞科的紅尾伯勞；鶇科的藍磯鶇、台灣紫嘯鶇；鶲科的鉛色水鴝；

畫眉科的繡眼畫眉、冠羽畫眉、白耳畫眉、綠畫眉、小彎嘴、大彎嘴、頭烏

線、山紅頭；山椒鳥科的灰喉山椒鳥；山雀科的黃山雀；黃鸝科的朱鸝；鶯

科的棕面鶯；扇尾鶯科的褐頭鷦鶯；鶺鴒科的灰鶺鴒、白鶺鴒、黃鶺鴒；王

鶲科的黑枕藍鶲；燕科的洋燕；繡眼科的綠繡眼；麻雀科的麻雀，梅花雀的

黑頭文鳥；卷尾科的小卷尾；鴉科的巨嘴鴉、樹鵲，除了紅尾伯勞、藍磯鶇、

灰鶺鴒、白鶺鴒與黃鶺鴒等 5 種為冬候鳥以及中杜鵑為夏候鳥外，其餘均為

留鳥，其所佔調查鳥種比例為分別 11.4%、2.3%與 86.4%(表 3-7 )。屬於台灣

特有種者有台灣擬啄木、烏頭翁、台灣紫嘯鶇、冠羽畫眉、白耳畫眉與黃山

雀等 6 種，佔本計畫調查鳥種比例為 13.6%；屬於台灣特有亞種者有大冠鷲、

鳳頭蒼鷹、黃嘴角鴞、領角鴞、鵂鶹、竹雞、深山竹雞、珠頸斑鳩、紅嘴黑

鵯、鉛色水鴝、繡眼畫眉、小彎嘴、大彎嘴、頭烏線、山紅頭、朱鸝、褐頭

鷦鶯、黑枕藍鶲、黑頭文鳥、小卷尾與樹鵲等 21 種，佔本計畫調查鳥種比例

為 47.7%。總計特有(亞)種鳥類共 27 種，佔本計畫調查鳥種比例為 61.4%。 

依農委會所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本計畫調查屬於 II 級保育類野生動

物者有大冠鷲、鳳頭蒼鷹、黃嘴角鴞、褐鷹鴞、領角鴞、鵂鶹、烏頭翁、黃

山雀與朱鸝等 9 種，屬於 III 級保育類野生動物者有深山竹雞與紅尾伯勞 2

種，保育類動物佔本計畫調查鳥種比例為 25.0%。優勢物種部份，以紅嘴黑

鵯(148 隻次)、山紅頭(122 隻次)、台灣擬啄木(109 隻次)、頭烏線(109 隻次)

發現數量較多，分別佔鳥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10.2%、8.4%、7.5%、7.5%。 

依調查時間區分，3 月份共記錄 33 種 225 隻次，4 月份共記錄 29 種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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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次，5 月份共記錄 31 種 264 隻次，6 月份記錄 29 種 236 隻次，7 月份記錄

22 種 114 隻次，8 月份記錄 28 種 132 隻次，9 月份記錄 30 種 181 隻次，11

月份記錄 21 種 127 隻次。在調查種類上，以 3 月份(33 種)的調查結果最多，

而在數量方面，則以 5 月份(264 隻次)的調查結果最多(表 3-8)。所紀錄的夏

候鳥中杜鵑在 3、4、5 月份的調查皆有發現，冬候鳥白鶺鴒在 3、4、5、9

月份的調查皆有發現，根據觀察，部份白鶺鴒個體在台灣整年皆可發現，因

此在台灣某些地區則是留鳥狀態。 

比較各不同調查樣區之結果，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匯源產業道路沿線共

記錄 28 種 540 隻次、正德礦場共記錄 22 種 186 隻次、東豐礦場共記錄 19

種 102 隻次，總和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共記錄 32 種 828 隻次；正大礦場記錄

20 種 365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22 種 146 隻次、

立東北三棧礦場共記錄 15 種 39 隻次、對照組樣點則紀錄 17 種 79 隻次，總

和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共記錄 28 種 264 隻次。在種類及數量方面，皆以正德

-東豐礦場樣區所記錄較多(表 3-9)。 

3 月~11 月共 8 次的調查中，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在 3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

種類最多(26 種)，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15 種)；5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

(162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47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方面，4、5、6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皆為 15 種)，3、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10 種)；

6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67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22 隻次)；立東

北三棧礦場樣區方面，3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16 種)，7 月份記錄的種

類最少(8 種)；11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56 隻次)，7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15

隻次) (表 3-10~12)。 

 

以下為調查紀錄之保育類或特有種描述： 

1.大冠鷲： 

台灣特有亞種，II 級保育類，是相當普遍的留鳥，廣泛分佈於全省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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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闊葉林，飛行時喜歡鳴叫，聲音呈悠長蒼涼的「忽溜…」。主食蛇類，

亦會捕食小型哺乳動物、鳥類及蛙類、蜥蜴等。本計畫調查結果，分別於正

德礦場、匯源產業道路沿線、三棧北溪沿線、立東北三棧對照樣點等共記錄

32 隻次，發現時多半在天空盤旋、鳴叫。 

2.鳳頭蒼鷹： 

台灣特有亞種，II 級保育類，頭頂有冠羽，喉部有喉央線，尾下覆羽為

白色，蓬鬆且明顯，飛行中有下壓抖翅的行為，以小型的哺乳類、蜥蜴、蛙

類、大型昆蟲及鳥類為食，主要棲息在中海拔以下的闊葉林。本計畫調查結

果，僅於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6 隻次，短暫在空中盤旋後便進入樹林內。 

3.黃嘴角鴞： 

台灣特有亞種，II 級保育類，屬於中型貓頭鷹，無耳羽，全身大致灰黃

褐色，腹面有黑褐色縱橫交錯斑紋。主要棲息於中、低海拔之闊葉林及針闊

葉混和森林中，喜單獨活動，白天於樹洞或林中休息，夜晚活動、覓食。本

計畫調查結果，分別於正德礦場、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與對照樣點紀錄 22 隻

次，發現其活動環境多為周邊的樹林中，其如「呼」－「呼」－的口哨聲在

夜裡非常好辨識。 

4.褐鷹鴞： 

II 級保育類，分布於大陸東北、韓國、日本、台灣、亞洲南部及印度一

帶，部分族群為留鳥，而大多數則為冬候鳥。主要棲息於海拔 2000 公尺以下

的森林，夜間活動，以昆蟲或小型鳥類為食。本計畫調查結果，於正德礦場

紀錄 2 隻次，其鳴叫聲為 2 聲「嗚」－「嗚」為 1 組，天色昏暗後便開始活

動。 

5.鵂鶹： 

台灣特有亞種，II 級保育類，為台灣貓頭鷹中體型最小的，普遍棲息於

中、低海拔山區闊葉林或針闊葉混合林。日夜均會活動，性極凶猛，以野鼠、

小鳥、爬蟲、兩棲類或大型昆蟲為食。本計畫調查結果，於正德礦場夜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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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其叫聲共紀錄 2 隻次。 

6.烏頭翁： 

台灣特有種，II 級保育類，分布於楓港至東台灣花蓮一帶，棲息於平地

至中海拔地區之公園、庭園、果園及山坡上稀落之闊葉林中，喜好在開墾環

境中活動，生性活潑，其形態與習性和白頭翁極為相似。鳴聲嘹亮，為多變

化之「巧克力、巧克力」，以植物果實為主要食物，亦會捕食中小型昆蟲。

本計畫調查結果，於正大礦場以及三棧北溪之開闊地記錄 70 隻次。 

7.黃山雀： 

台灣特有種，臉部、腹面黃色，有冠羽，主要棲息於海拔 2,000 公尺以

下之闊葉林，常與其他山雀科鳥類，或畫眉科小型鳥等混群生活，以昆蟲為

主食，亦取食植物之漿果、嫩芽、種籽、果實、嫩葉等。本計畫調查結果，

於匯源產業道路沿線以及三棧北溪沿線記錄 2 隻次，發現時在樹林中活動、

鳴叫。 

8.朱鸝： 

台灣特有亞種，II 級保育類，雄鳥頭至頸部、上胸中央及翼為黑色，背

至尾羽、胸側、下胸以下則為鮮朱紅色。雌鳥大致似雄鳥，但胸至腹雜有白

色羽毛及黑色縱斑。主要分布在三百至一千公尺間的亞熱帶闊葉林中，以漿

果，昆蟲為主，鳴叫聲為低沈婉轉之哨音。數量稀少，喜歡單獨活動，本計

畫調查結果，於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9 隻次，往往只聽其聲而不見其影，

生性非常害羞。 

9.台灣擬啄木： 

原稱五色鳥，以前為台灣特有亞種，目前已躍升為台灣特有種。普遍留

鳥，除了頭與喉部有黃、紅、藍、黑色之外，全身為翠綠色。體型圓胖，嘴

巴粗厚，常會靜立在枯枝上，或是停在喬木的中上層枝葉間，鳴叫聲為「郭、

郭、郭」單調渾厚的叫聲，有如和尚敲打木魚的聲音。本計畫調查結果，除

了正大礦場外，其他樣區皆有記錄，共記錄 109 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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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灣紫嘯鶇： 

台灣特有種，全身深藍至黑色帶光澤，眼睛栗紅色，嘴、腳黑色，棲息

於海拔 100 至 2100 公尺山澗溪流附近，領域性強，其鳴叫聲如腳踏車煞車聲

「濟-----」一長音，非常好辨認。本計畫調查結果，分別於正德礦場、東豐

礦場、匯源產業道路沿線、三棧北溪沿線、立東北三棧礦場與對照樣點記錄

32 隻次，發現多半在溪流旁的樹林或岩石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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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本計畫調查鳥類名錄(1/2) 

目名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居留狀態

鸛形目 鷺科 小白鷺 Egretta garzetta    留鳥 

鷹形目 鷲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Es II 留鳥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Es II 留鳥 

鴞形目 鴟鴞科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Es II 留鳥 

  褐鷹鴞 Ninox scutulata  II 留鳥 

  領角鴞 Otus lettia Es II 留鳥 

  鵂鶹 Glaucidium brodiei Es II 留鳥 

雞形目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a Es  留鳥 

  深山竹雞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Es III 留鳥 

鴿形目 鳩鴿科 斑頸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Es  留鳥 

鵑形目 杜鵑科 中杜鵑 Cuculus saturatus   夏候鳥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留鳥 

鴷形目 鬚鴷科 台灣擬啄木 Megalaima nuchalis E  留鳥 

 啄木鳥科 小啄木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留鳥 

雀形目 鵯科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E II 留鳥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madagascariensis Es  留鳥 

 伯勞科 紅尾伯勞 Lanius cristatus  III 冬候鳥 

 鶇科 藍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a   冬候鳥 

  台灣紫嘯鶇 Myiophonus insularis E  留鳥 

 鶲科 鉛色水鴝 Rhyacornis fuliginosus Es  留鳥 

 畫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Es  留鳥 

  冠羽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E  留鳥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E  留鳥 

  綠畫眉 Yuhina zantholeuca   留鳥 

  小彎嘴 Pomatorthinus ruficollis Es  留鳥 

  大彎嘴 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Es  留鳥 

  頭烏線 Alcippe brunnea Es  留鳥 

  山紅頭 Stachyris ruficeps Es  留鳥 

 山椒鳥科 灰喉山椒 Pericrocotus solaris   留鳥 

 山雀科 黃山雀 Parus holsti E II 留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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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本計畫調查鳥類名錄(2/2) 

目名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居留狀態

雀形目 黃鸝科 朱鸝 Oriolus trailli Es II 留鳥 

 鶯科 棕面鶯 Abroscopus albogularis   留鳥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subflava Es  留鳥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候鳥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冬候鳥 

  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冬候鳥 

 王鶲科 黑枕藍鶲 Hypothymis azurea Es  留鳥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留鳥 

 繡眼科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a   留鳥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留鳥 

 梅花雀科 黑頭文鳥 Lonchura malacca Es  留鳥 

 卷尾科 小卷尾 Dicrurus macrocerus Es  留鳥 

 鴉科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留鳥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留鳥 

註 1：特有性一欄中，「E」表台灣特有種；「Es」表台灣特有亞種。 

2：保育等級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其中「II」為珍貴

稀有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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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與數量(1/2)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小白鷺  2 1   1 2 2 8 
大冠鷲 4 6 7 4 2 5 3 1 32 
鳳頭蒼鷹   2 1  1 2  6 
黃嘴角鴞 2 3  6 3 4 4  22 
褐鷹鴞 2        2 
領角鴞    2 1 3 2  8 
鵂鶹 2        2 
竹雞 6 5 7 6 2 5 3 1 35 
深山竹雞      1 2 1 4 
斑頸鳩  3 3 5 3 3 4 3 24 
中杜鵑 2 2 3      7 
番鵑  1 1 1     3 
台灣擬啄木 15 13 21 19 9 10 16 6 109 
小啄木 1  2 1     4 
烏頭翁 9 9 12 10 7 10 8 5 70 
紅嘴黑鵯 29 19 29 27 12 11 16 5 148 
紅尾伯勞       2  2 
藍磯鶇      2 1  3 
台灣紫嘯鶇 6 5 3 2 2 3 5 6 32 
鉛色水鴝 2 1     2 7 12 
繡眼畫眉 7 9 18 12 2 6 17 37 108 
冠羽畫眉 2        2 
白耳畫眉 6  2      8 
綠畫眉 3 1 8 3   4 7 26 
小彎嘴 11 10 17 12 6 7 10 8 81 
大彎嘴 8 7 5 7 1 3 4 3 38 
頭烏線 14 12 18 18 13 12 14 8 109 
山紅頭 14 10 24 23 14 12 18 7 122 
灰喉山椒 3 1 4 7     15 
黃山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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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與數量(2/2)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朱鸝 1 2 2 1 1 1 1  9 
棕面鶯   3      3 
褐頭鷦鶯 1 2 4 2 3 2   14 
灰鶺鴒        3 3 
白鶺鴒 1 1 1    2  5 
黃鶺鴒      1   1 
黑枕藍鶲 11 14 18 14 6 5 5 6 79 
洋燕 3 3 9 3 3 2 3  26 
綠繡眼 4 5 5 6 4 4 9 3 40 
麻雀 7 3 7 8 6 7 5 3 46 
黑頭文鳥 7   5     12 
小卷尾 18 20 15 22 9 7 11 5 107 
巨嘴鴉 20 4 5 2  1 3  35 
樹鵲 2 5 8 7 5 3 3   33 
種數 33 29 29 29 22 28 30 21 44 
隻次 225 178 264 236 114 132 181 127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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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各調查樣區之鳥類種類與數量(1/2)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小白鷺    2 4  2 8 
大冠鷲 13 5   9 1 4 32 
鳳頭蒼鷹 6       6 
黃嘴角鴞 13 7     2 22 
褐鷹鴞  2      2 
領角鴞 6  2     8 
鵂鶹  2      2 
竹雞 19 7 4  4  1 35 
深山竹雞 4       4 
斑頸鳩    23 1   24 
中杜鵑 3 2 2     7 
番鵑    3    3 
台灣擬啄木 59 21 13  9 2 5 109 
小啄木 3 1      4 
烏頭翁    63 7   70 
紅嘴黑鵯 54 30 17 20 8 3 16 148 
紅尾伯勞     1 1  2 
藍磯鶇   3     3 
台灣紫嘯鶇 8 4 4 1 3 5 7 32 
鉛色水鴝 2    3 5 2 12 
繡眼畫眉 55 17 3  25  8 108 
冠羽畫眉 1 1      2 
白耳畫眉 8       8 
綠畫眉 17 2 2  5   26 
小彎嘴 35 14 9 17 2 1 3 81 
大彎嘴 16 6 1 1 8 3 3 38 
頭烏線 43 7 5 32 15 3 4 109 
山紅頭 48 19 7 37 11   122 
灰喉山椒 4 8 3     15 
黃山雀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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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各調查樣區之鳥類種類與數量(2/2)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朱鸝 9       9 
棕面鶯       3 3 
褐頭鷦鶯    14    14 
灰鶺鴒 1    1  1 3 
白鶺鴒    2  3  5 
黃鶺鴒       1 1 
黑枕藍鶲 33 8 8 10 6 5 9 79 
洋燕   4 22    26 
綠繡眼    37  3  40 
麻雀    43 3   46 
黑頭文鳥    12    12 
小卷尾 59 12 12 13 1 2 8 107 
巨嘴鴉 3 10 1 1 19 1  35 
樹鵲 17 1 2 12  1  33 
種數 28 22 19 20 22 15 17 44 
隻次 540 186 102 365 146 39 79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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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1/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大冠鷲 2  1   3  1  2   1 
鳳頭蒼鷹          2   1 
黃嘴角鴞 1   1  1     2  4 
褐鷹鴞 2             
領角鴞            1 1 
鵂鶹 2             
竹雞 1  2 1 1 2  2 1 3 2  4 
深山竹雞              
中杜鵑 1  1  1 1  1 1 1    
台灣擬啄木 2 2 9 4 2 7  4 2 11 4 3 10 
小啄木   1     1  1   1 
紅嘴黑鵯 5 5 12 3 2 9  5 2 13 8 3 7 
藍磯鶇              
台灣紫嘯鶇  1 2 1  1   1 2  1 1 
鉛色水鴝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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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2/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繡眼畫眉   7  3 6 5  8   9 
冠羽畫眉 1  1          
白耳畫眉   6      2    
綠畫眉   3   1 2 1 5  1 2 
小彎嘴  1 5 2 1 5 4 3 7 2 2 5 
大彎嘴 2  3 1  2  1 3 1  3 
頭烏線 1  8   7   8 3  6 
山紅頭   10 2  5 5  11 3 3 8 
灰喉山椒 2  1   1 2  2 4 3  
黃山雀   1          
朱鸝   1   2   2   1 
黑枕藍鶲 2 1 6  2 5 3 2 8 2 1 6 
洋燕        4     
小卷尾  3 15 1 1 12  2 9 4 2 11 
巨嘴鴉 3  2 3   2 1  1   
樹鵲     2     3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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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3/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大冠鷲   1 1  2 1  2   1 
鳳頭蒼鷹      1   2    
黃嘴角鴞 1  2 1  3 1  3    
褐鷹鴞             
領角鴞   1  1 2   2    
鵂鶹             
竹雞   2  2 3   3 1   
深山竹雞      1   2   1 
中杜鵑             
台灣擬啄木 1 1 4 2 1 5 3 2 9 1  4 
小啄木             
紅嘴黑鵯 2 2 3 2  2 5 2 5  1 3 
藍磯鶇     2   1     
台灣紫嘯鶇 1    1 1 1  1 1   
鉛色水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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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4/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繡眼畫眉   2 3  3 4  13 5  7 
冠羽畫眉             
白耳畫眉             
綠畫眉         4   2 
小彎嘴 1  3 2  2 2 1 5 1 1 3 
大彎嘴   1 1  1 1  2   1 
頭烏線 2 1 3 1 1 2  2 7  1 2 
山紅頭 2 1 3 2 1 3 3 2 6 2  2 
灰喉山椒             
黃山雀             
朱鸝   1   1   1    
黑枕藍鶲   2 1  2  1 3  1 1 
洋燕             
小卷尾 2 1 3 2  3 2 2 4 1 1 2 
巨嘴鴉       1  1    
樹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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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正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小白鷺     1   1   
斑頸鳩  2 3 5 3 3 4 3 
番鵑  1 1 1     
烏頭翁 6 7 12 10 7 8 8 5 
紅嘴黑鵯  3 4 4 2 3 3 1 
台灣紫嘯鶇       1  
小彎嘴 1 2 3 3 2 3 2 1 
大彎嘴 1        
頭烏線 2 4 4 6 5 5 4 2 
山紅頭  3 6 8 6 5 7 2 
褐頭鷦鶯 1 2 4 2 3 2   
白鶺鴒 1 1       
黑枕藍鶲  2 2 1 2 1 1 1 
洋燕 3 3 5 3 3 2 3  
綠繡眼 4 5 5 6 4 4 6 3 
麻雀 4 3 7 8 6 7 5 3 
黑頭文鳥 7   5     
小卷尾  1 2 3 2 2 2 1 
巨嘴鴉       1  
樹鵲   2 3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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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1/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小白鷺     2           
大冠鷲 1   2  1 2  2 2  1 
黃嘴角鴞   1   1       
竹雞 2  1 1   1      
斑頸鳩    1         
台灣擬啄木  2     3  1   2 
烏頭翁 3   2         
紅嘴黑鵯 2  5 2     5 2  3 
紅尾伯勞             
台灣紫嘯鶇 1  2  1 2       
鉛色水鴝   1          
繡眼畫眉         5   3 
綠畫眉             
小彎嘴 1 1 2          
大彎嘴 1  1 1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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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2/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頭烏線 2 1    1 4 2  2  1 
山紅頭 4      2   1   
黃山雀 1            
棕面鶯         3    
灰鶺鴒             
白鶺鴒        1     
黃鶺鴒             
黑枕藍鶲   2 2  3  3  2  2 
綠繡眼             
麻雀 3            
小卷尾      5  2    2 
巨嘴鴉 15    1  2   1   
樹鵲             1       

 
 



第三章 結果 

 

 39

表 3-12、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3/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小白鷺       1  1 1  1 
大冠鷲 1   1 1        
黃嘴角鴞             
竹雞             
斑頸鳩             
台灣擬啄木 2  1 2   1  1 1   
烏頭翁    2         
紅嘴黑鵯 1 1 1 1 2 1   1    
紅尾伯勞       1 1     
台灣紫嘯鶇  1   1   2  2  3 
鉛色水鴝        2  3 3 1 
繡眼畫眉          25   
綠畫眉          5   
小彎嘴          1  1 
大彎嘴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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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鳥類種類及數量(4/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頭烏線 1  1 3     1 3   
山紅頭 2   1      1   
黃山雀             
棕面鶯             
灰鶺鴒          1  1 
白鶺鴒        2     
黃鶺鴒      1       
黑枕藍鶲  1 1   1    2 1  
綠繡眼        3     
麻雀             
小卷尾 1        1    
巨嘴鴉    1         
樹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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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爬蟲類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錄爬蟲類 1 目 6 科 11 種 150 隻次，種類包括

石龍子科的麗紋石龍子；壁虎科的無疣蝎虎、蝎虎、鉛山壁虎；飛蜥科的斯

文豪氏攀蜥；蝮蛇科的赤尾青竹絲；蝙蝠蛇科的雨傘節、眼鏡蛇；黃頷蛇科

的青蛇、紅斑蛇、茶斑蛇(表 3-10 )。其中屬於台灣特有種爬蟲類者有斯文豪

氏攀蜥 1 種，佔本計畫爬蟲類物種調查比例為 9.1%。依農委會所公告之保育

類野生動物名錄，本計畫調查屬於 III 級保育類野生動物者有雨傘節及眼鏡蛇

2 種，保育類動物佔本計畫爬蟲類調查比例為 18.2%。優勢物種部份，以斯

文豪氏攀蜥發現數量最多(96 隻次)，佔爬蟲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64.0%；其

次為麗紋石龍子(22 隻次)，佔爬蟲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14.7%。 

依調查時間區分，3 月共記錄 7 種 22 隻次，4 月共記錄 3 種 16 隻次，5

月共記錄 4 種 32 隻次，6 月共記錄 4 種 24 隻次，7 月共記錄 3 種 19 隻次，8

月共記錄 4 種 22 隻次，9 月共記錄 3 種 13 隻次，11 月共記錄 1 種 2 隻次。

在調查種類上，以 3 月份的調查結果最多；數量方面，則以 5 月份的調查結

果最多(表 3-11)。 

比較各不同調查樣區之結果，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匯源產業道路沿線共

記錄 6 種 55 隻次、正德礦場共記錄 1 種 13 隻次、東豐礦場共記錄 1 種 17

隻次，總和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共記錄 6 種 85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記錄 4 種

36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4 種 12 隻次、立東北

三棧礦場共記錄 4 種 8 隻次、對照組樣點紀錄 3 種 9 隻次，總和立東北三棧

礦場共記錄 6 種 29 隻次。在種類方面，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與立東三棧礦場

所記錄種類數最多，同為 6 種；數量方面，則以正德-東豐礦場樣區所記錄最

多(表 3-12)。 

3 月~11 月共 8 次的調查中，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在 3~5 月份調查所記錄

的種類最多(皆為 3 種)，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0 種)；5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

最多(17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0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方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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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皆為 3 種)，3、4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皆為 1 種)；

6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8 隻次)，3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1 隻次)；立東北三

棧礦場樣區方面，3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5 種)，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

少(0 種)；3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12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0 隻次) 

(表 3-16~18)。 

 

以下為調查紀錄之特有種及保育類物種描述： 

1.斯文豪氏攀蜥： 

台灣特有種，廣泛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是台灣的攀蜥中分佈最廣

者。體背以黃褐色為主，背部兩側有菱斑連貫成黃綠色縱帶，白天可在林道

上或樹林邊緣發現曬太陽的個體。本計畫調查結果，在所有調查樣區內皆有

發現，共記錄 96 隻次，為目前調查紀錄最多的爬蟲類。白天可在林道、樹林、

灌叢、石頭上等環境發現其活動，晚上則可見到抱著枝條睡覺的個體。 

2.雨傘節： 

III 級保育類，頭部為橢圓形，體色黑白相間，極為分明，中型蛇類，具

有強烈的神經毒性，為臺灣所產的陸生毒蛇中毒性最強者，但性情溫馴，不

太會主動攻擊。夜行性，以魚類、爬蟲類、小型哺乳類為食，普遍分布於全

省低海拔地區。本計畫調查結果，於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較空曠處記錄 1 隻次。 

3.眼鏡蛇： 

III 級保育類，俗稱飯匙倩，中大型蛇類，頸背部有一條較寬的黑白環紋，

乍看似人戴眼鏡，故名為眼鏡蛇。攻擊性強，具有神經毒性，受激怒時身體

前半段會撐起，頸部變扁平並發出噴氣聲。以魚類、蛙類、蜥蜴、蛇、鳥、

鳥蛋及鼠類為食，主要棲息於 500 公尺以下山區或農墾地。本計畫調查結果，

於正大礦場空曠處記錄 1 隻次，發現後眼鏡蛇便往岩石裂縫處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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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本計畫調查爬蟲類名錄 

目名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有鱗目 石龍子科 麗紋石龍子 Eumeces elegans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E  
 蝮蛇科 赤尾青竹絲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stenjnegeri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III 
  眼鏡蛇 Naja atra  III 
 黃頷蛇科 青蛇 Eurypholis major   
  紅斑蛇 Dinodon rufozonatum   
    茶斑蛇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註 1：特有性一欄中，「E」表台灣特有種。 

2：保育等級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其中「III」為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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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各月份調查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 

 

表 3-15、各調查樣區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麗紋石龍子 9    4 3 6 22 
無疣蝎虎    3  1  4 
蝎虎    18    18 
鉛山壁虎     1   1 
斯文豪氏攀蜥 41 13 17 14 6 3 2 96 
赤尾青竹絲 1    1  1 3 
雨傘節 1       1 
眼鏡蛇    1    1 
青蛇 2       2 
紅斑蛇      1  1 
茶斑蛇 1       1 
種數 6 1 1 1 4 4 3 7 
隻次 55 13 17 36 12 8 9 150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麗紋石龍子 4 3 4 2 4 3 2  22 
無疣蝎虎    2  2   4 
蝎虎    5 4 4 3 2 18 
鉛山壁虎 1        1 
斯文豪氏攀蜥 11 12 26 15 11 13 8  96 
赤尾青竹絲 2 1       3 
雨傘節   1      1 
眼鏡蛇   1      1 
青蛇 2        2 
紅斑蛇 1        1 
茶斑蛇 1           1 
種數 7 3 4 4 3 4 3 1 11 
隻次 22 16 32 24 19 22 13 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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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1/2)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麗紋石龍子          2      2   1 
斯文豪氏攀蜥  2 4 1 2 7  4 3 7 3 3 8 
赤尾青竹絲      1        
雨傘節          1    
青蛇   2           
茶斑蛇     1                  

 

 

表 3-16、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2/2)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麗紋石龍子   1   2    1    
斯文豪氏攀蜥 1 2 6 2 3 6  2 2 3    
赤尾青竹絲              
雨傘節              
青蛇              
茶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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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正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麗紋石龍子            
無疣蝎虎    2  1   
蝎虎    5 4 4 3 2 
鉛山壁虎         
斯文豪氏攀蜥 1 2 5 1 2 2 1  
赤尾青竹絲         
雨傘節         
眼鏡蛇   1      
青蛇         
紅斑蛇         
茶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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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1/2)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麗紋石龍子 4      1   1 1   1 
無疣蝎虎             
鉛山壁虎 1            
斯文豪氏攀蜥 2 1 1    4 2 1    
赤尾青竹絲 1  1          
紅斑蛇  1            
 

 

表 3-18、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爬蟲類種類與數量(2/2)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麗紋石龍子  2 1   1   1    
無疣蝎虎     1        
鉛山壁虎             
斯文豪氏攀蜥             
赤尾青竹絲             
紅斑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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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兩棲類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錄兩棲類 3 科 9 種 976 隻次，種類包括蟾蜍

科的黑眶蟾蜍、盤古蟾蜍；赤蛙科的澤蛙、斯文豪氏赤蛙；樹蛙科的日本樹

蛙、褐樹蛙、白頷樹蛙、莫氏樹蛙、艾氏樹蛙(表 3-19 )。其中屬於台灣特有

種兩棲類者有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褐樹蛙與莫氏樹蛙 4 種，佔本計畫

兩棲類物種調查比例為 44.44%。依農委會所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本

計畫兩棲類物種調查中並無發現任何保育類野生動物。優勢物種部份，以日

本樹蛙(354 隻次)、澤蛙(212 隻次)、艾氏樹蛙(189 隻次)發現數量較多，分別

佔兩棲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36.2%、21.7%、19.4%。 

依調查時間區分，3 月共記錄 9 種 129 隻次，4 月共記錄 9 種 184 隻次，

5 月共記錄 9 種 212 隻次，6 月共記錄 8 種 133 隻次，7 月共記錄 6 種 94 隻

次，8 月共記錄 6 種 82 隻次，9 月共記錄 7 種 100 隻次，11 月共記錄 5 種 42

隻次。在種類紀錄上，3、4、5 月的調查紀錄皆為 9 種；數量方面，則以 5

月的調查最多(表 3-20)。 

比較各不同調查樣區之結果，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匯源產業道路沿線共

記錄 5 種 210 隻次、正德礦場共記錄 4 種 55 隻次、東豐礦場共記錄 4 種 56

隻次，總和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共記錄 5 種 321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記錄 6 種

353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7 種 66 隻次、立東北

三棧礦場共記錄 6 種 150 隻次、對照組樣點則紀錄 6 種 86 隻次，總和立東北

三棧礦場樣區共記錄 7 種 302 隻次。在種類上，以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所記

錄種類數最多；數量方面，則以正大礦場樣區所記錄最多(表 3-21)。 

3 月~11 月共 8 次的調查中，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在 3~6 月份調查所記錄

的種類最多(皆為 5 種)，8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2 種)；4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

最多(89 隻次)，8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13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方面，3~6 月

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皆為 5 種)，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2 種)；5 月份

所記錄的數量最多(132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9 隻次)；立東北三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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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樣區方面，3、4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皆為 6 種)，7、8 月份記錄

的種類最少(皆為 3 種)；4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59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

數量最少(9 隻次) (表 3-22~24)。 

以下為調查紀錄之特有種描述： 

1.盤古蟾蜍： 

台灣特有種，有耳後腺可分泌毒液，體色變化很大，從黃褐色、紅褐色

到灰黑色都有，皮膚粗糙、散佈突起的疙瘩，有些個體有背中線。廣泛分佈

於台灣全島各地，從平地到三千公尺的高山，都可見到牠們的蹤跡。本計畫

調查結果，分別於匯源林道沿線、正大礦場、三棧北溪沿線、立東三棧北礦

場及對照樣點等共記錄 35 隻次，盤古蟾蜍在調查樣區多半在產業道路上、礦

場裸露地、溪流旁或林道旁的樹林底層發現。 

2.斯文豪氏赤蛙： 

台灣特有種，屬於大型蛙類，背部顏色變化多端，身體修長，趾端膨大

成吸盤狀，以適應溪流生活。主要在溪澗附近活動，白天躲在石縫或溪邊草

叢，晚上則單獨出現在水邊草叢或石頭上。叫聲如同鳥叫般的「啾－」一聲，

常讓人誤認是鳥叫聲。本計畫調查結果，分別於正德礦場、東豐礦場、匯源

產業道路沿線、三棧北溪沿線、立東三棧北礦場與對照樣點共紀錄 55 隻次，

在夜間調查多在有水環境附近活動，如溪流，或是在雨後出現在林道上。 

3.褐樹蛙 

台灣特有種，背部顏色以褐色調為主，但會隨環境從黃褐色、綠褐色到

黑褐色而有所變化。廣泛分佈於中、低海拔山區，喜歡棲息在河邊的樹上或

石縫中，但到了繁殖季節，則會大量遷移到溪流裏，叫聲為細碎的「嘓-嘓-

嘓-」。本計畫調查結果，於三棧北溪沿線、立東三棧北礦場與對照樣點共紀

錄 38 隻次，本調查在三棧北溪溪流中的石頭或溪流旁皆有發現。 

4.莫氏樹蛙 

台灣特有種，廣泛分布於海拔 2500 公尺以下地區，體背為青綠或墨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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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腹部乳白或淡黃色，側面及後大腿內側有黑色斑紋，大腿後側還雜有鮮

紅斑紋。叫聲響亮，如同火雞叫般的一長串「呱-阿，呱阿阿阿」。本計畫調

查結果，於所有樣區皆有發現，共紀錄 26 隻次，常在樣區內樹林底下的積水

處附近草叢或灌叢中鳴叫；此外，在東豐礦場內發現一積水鐵桶，在鐵桶以

及附近樹上共紀錄 6 隻雄蛙。 

5.艾氏樹蛙 

廣泛分布於全島中低海拔的山區，是典型的樹棲性蛙類。雄蛙喜愛在樹

洞鳴叫，叫聲為有規率的「ㄅ一，ㄅ一，ㄅ一」單音，吸引雌蛙產卵於樹洞

中。體色多變，可從淺褐色到綠色，趾端有吸盤，手部內側掌突大而明顯。

本計畫調查結果，除正大礦場，在其他樣區皆有發現，共紀錄 189 隻次，夜

晚喜愛在樣區的樹林中鳴叫。 

 

 

表 3-19、本計畫調查兩棲類名錄 

註：特有性一欄中，「E」表台灣特有種。 

目名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E  
 赤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斯文豪氏赤蛙 Rana swinhoana E  
 樹蛙科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us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E  
  白頷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E  
    艾氏樹蛙 Kurixalus eiffing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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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各月份調查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 

 

 

表 3-21、各調查樣區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黑眶蟾蜍    48    48 
盤古蟾蜍 8   10 6 4 7 35 
澤蛙    202 10   212 
斯文豪氏赤蛙 10 3 1  3 16 22 55 
日本樹蛙 65 30 25 88 11 97 38 354 
褐樹蛙     9 19 10 38 
白頷樹蛙    4    4 
莫氏樹蛙 15 3 8 1 6 5 3 41 
艾氏樹蛙 112 21 20  21 9 6 189 
種數 5 4 4 6 7 6 6 9 
隻次 210 57 54 353 66 150 86 976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黑眶蟾蜍 4 8 21 7 4 2 2  48 
盤古蟾蜍 9 14 7 4   1  35 
澤蛙 7 14 84 47 23 17 13 7 212 
斯文豪氏赤蛙 10 10 3 11 5 5 5 6 55 
日本樹蛙 27 33 74 46 50 48 66 10 354 
褐樹蛙 15 1 1 5 7 8 1  38 
白頷樹蛙 1 1 1 1     4 
莫氏樹蛙 11 15 5     10 41 
艾氏樹蛙 45 88 16 12 5 2 12 9 189 
種數 9 9 9 8 6 6 7 5 9 
隻次 129 184 212 133 94 82 100 42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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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1/2)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盤古蟾蜍   1   4   2   1 
斯文豪氏赤蛙 1 1 1   1   1 1  2 
日本樹蛙 2 2 2 3 5 9 10 7 14 4 3 10
莫氏樹蛙 1 1 4  4 4  3 2    
艾氏樹蛙 1 5 35 7 5 47 5 3 8 3 2 6 

 

 

表 3-22、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2/2)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盤古蟾蜍             
斯文豪氏赤蛙   1    1  1   3 
日本樹蛙 3 2 7 3 2 6 5 4 10   7 
莫氏樹蛙           2 5 
艾氏樹蛙 1 1 3     2 2 2 8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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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正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黑眶蟾蜍 4 8 21 7 4 2 2  
盤古蟾蜍 4 3 2 1     
澤蛙 7 14 74 47 23 17 13 7 
斯文豪氏赤蛙         
日本樹蛙  10 34 21 11 6 4 2 
褐樹蛙         
白頷樹蛙 1 1 1 1     
莫氏樹蛙 1        
艾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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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1/2)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盤古蟾蜍 2  2 1 2 4 3    1 1 
澤蛙       10      
斯文豪氏赤蛙  2 5 3 1 5  2   3 5 
日本樹蛙 11 2 8  4 2  9   7 1 
褐樹蛙 9 2 4   1  1   4 1 
莫氏樹蛙 2 1 1 4 1 2       
艾氏樹蛙 2 1 1 19 8 2        1 

 

表 3-24、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兩棲類種類與數量(2/2)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盤古蟾蜍         1     
澤蛙              
斯文豪氏赤蛙  2 2  2 3   2 1  2 1 
日本樹蛙  17 10  23 8   35 8   1 
褐樹蛙  6 1  6 2    1    
莫氏樹蛙            3  
艾氏樹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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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蝶類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錄蝶類 5 科 53 種 969 隻次，種類包括鳳蝶科

的木蘭青鳳蝶、青鳳蝶、寬青帶鳳蝶、多姿麝鳳蝶、白紋鳳蝶、翠鳳蝶、大

鳳蝶、臺灣琉璃翠鳳蝶、玉帶鳳蝶、黑鳳蝶；粉蝶科的雲紋尖粉蝶、異色尖

粉蝶、白粉蝶、圓翅鉤粉蝶、橙端粉蝶、纖粉蝶、遷粉蝶、黃蝶；蛺蝶科的

異紋紫斑蝶、大絹斑蝶、斯氏絹斑蝶、旖斑蝶、絹斑蝶、淡紋青斑蝶、小紋

青斑蝶、虎斑蝶、波蛺蝶、黯眼蛺蝶、異紋帶蛺蝶、雙色帶蛺蝶、網絲蛺蝶、

黃襟蛺蝶、幻蛺蝶、鱗紋眼蛺蝶、枯葉蝶、豆環蛺蝶、散紋盛蛺蝶、藍紋鋸

眼蝶、森林暮眼蝶、切翅眉眼蝶、小波眼蝶、寶島波眼蝶、密紋波眼蝶；小

灰蝶科的紫日灰蝶、藍灰蝶、藍丸灰蝶、黑點灰蝶；弄蝶科的黑星弄蝶、台

灣瑟弄蝶、白斑弄蝶、禾弄蝶、黃星弄蝶、臺灣脈弄蝶(表 3-25 )。優勢物種

部份，以密紋波眼蝶(114 隻次)、黃蝶(99 隻次)、纖粉蝶(74 隻次)發現數量較

多，分別佔蝶類發現數量百分比之 11.8%、10.2%、7.6%。 

依調查時間區分，3 月共記錄 37 種 242 隻次，4 月共記錄 24 種 82 隻次，

5 月共記錄 33 種 133 隻次，於 6 月共記錄 36 種 144 隻次，7 月共記錄 32 種

85 隻次，8 月共記錄 28 種 83 隻次，9 月共記錄 38 種 121 隻次，11 月共記錄

20 種 79 隻次。在種類上，以 9 月份的調查結果最多；數量方面，則以 3 月

份的調查結果最多(表 3-26)。 

比較各不同調查路樣區之結果，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匯源產業道路沿線

共記錄 48 種 355 隻次、正德礦場共記錄 33 種 115 隻次、東豐礦場共記錄 22

種 82 隻次，總和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共記錄 48 種 552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記

錄 22 種 153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45 種 175 隻

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共記錄 14 種 30 隻次、對照組樣點紀錄 26 種 59 隻

次，總和立東北三棧礦場共記錄 48 種 264 隻次。在種類上，以正德-東豐礦

場樣區與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記錄最多；數量方面，則以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所記錄最多(表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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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1 月共 8 次的調查中，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在 3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

種類最多(33 種)，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15 種)；3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

(120 隻次)，11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33 隻次)；正大礦場樣區方面，3 月份調

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17 種)，11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7 種)；3 月份所記錄的

數量最多(30 隻次)，9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13 隻次)；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方面，3 月份調查所記錄的種類最多(27 種)，4 月份記錄的種類最少(7 種)；3

月份所記錄的數量最多(92 隻次)，4 月份記錄的數量最少(7 隻次) (表

3-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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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本計畫調查蝶類名錄(1/2) 

科名 物種 舊名稱 學名 

鳳蝶科 木蘭青鳳蝶 青斑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寬青帶鳳蝶 寬青帶鳳蝶 Graphium cloanthus kuge 

 多姿麝鳳蝶 大紅紋鳳蝶 Byasa polyeuctes termessus 
 白紋鳳蝶 白紋鳳蝶 Papilio helenus fortunius 
 翠鳳蝶 烏鴉鳳蝶 Papilio polyctor thrasymedes 
 大鳳蝶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臺灣琉璃翠鳳蝶 琉璃紋鳳蝶 Papilio hermosanus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asikrates  
 黑鳳蝶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amaura 

粉蝶科 雲紋尖粉蝶 雲紋粉蝶 Appias indra aristoxemus 
 異色尖粉蝶 臺灣粉蝶 Appias lycida formansana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圓翅鉤粉蝶 紅點粉蝶 Gonepteryx amintha formosana 
 橙端粉蝶 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纖粉蝶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蛺蝶科  異紋紫斑蝶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大絹斑蝶 青斑蝶 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斯氏絹斑蝶 小青斑蝶 Parantica melaneus swinhoei 
 旖斑蝶 琉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絹斑蝶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淡紋青斑蝶 淡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小紋青斑蝶 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septentrlonis 
 虎斑蝶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波蛺蝶 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黯眼蛺蝶 黑擬蛺蝶 Junonia iphita 
 異紋帶蛺蝶 單帶蛺蝶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雙色帶蛺蝶 台灣單帶蛺蝶 Athyma cama zoroas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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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本計畫調查蝶類名錄(2/2) 

科名 物種 舊名稱 學名 

 網絲蛺蝶 石牆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黃襟蛺蝶 臺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幻蛺蝶 琉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鱗紋眼蛺蝶 眼紋擬蛺蝶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枯葉蝶 枯葉蝶 Kallima inachis formosana 
 豆環蛺蝶 琉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散紋盛蛺蝶 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藍紋鋸眼蝶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森林暮眼蝶 黑樹蔭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切翅眉眼蝶 切翅單環蝶 Mycalesis zonata  
 小波眼蝶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寶島波眼蝶 大波紋蛇目蝶 Ypthima formosana 
 密紋波眼蝶 臺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 motschulskyi multistriata 
小灰蝶科  紫日灰蝶 紅邊黃小灰蝶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藍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藍丸灰蝶 烏來黑星小灰蝶 Pithecops fulgens urai 
 黑點灰蝶 姬黑星小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 
弄蝶科 黑星弄蝶 黑星弄蝶 Suastus gremius 
 台灣瑟弄蝶 大黑星弄蝶 Seseria formosana 
 白斑弄蝶 狹翅弄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禾弄蝶 台灣單帶弄蝶 Borbo cinnara 
 黃星弄蝶 狹翅黃星弄蝶 Ampittia virgata myakei 
  臺灣脈弄蝶 黃條褐弄蝶 Thoressa varia horis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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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1/2)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木蘭青鳳蝶 2 1 1 3 1 2 1  11 
青鳳蝶 13 5 7 5 6 8 6  50 
寬青帶鳳蝶      1   1 
多姿麝鳳蝶 3   1   1 1 6 
白紋鳳蝶 2  1  1 2 1  7 
翠鳳蝶 1    1 2 1 2 7 
大鳳蝶 10 6 10 4 4 1 1 1 37 
臺灣琉璃翠鳳蝶   2 4 2 1   9 
玉帶鳳蝶       1  1 
黑鳳蝶 8 1  4 2 3 5 1 24 
雲紋尖粉蝶   5      5 
異色尖粉蝶   5 15 8 11 9  48 
白粉蝶 19 10 3      32 
圓翅鉤粉蝶   2      2 
橙端粉蝶 5 4 4 2     15 
纖粉蝶 7 3 10 10 8 11 10 15 74 
遷粉蝶 10 2 8 2  1 2  25 
黃蝶 21 7 18 10 6 9 10 18 99 
異紋紫斑蝶 6 1    1   8 
大絹斑蝶 6 3 2 3   2 1 17 
斯氏絹斑蝶 4 1       5 
旖斑蝶    3 1 3 5 1 13 
絹斑蝶 3   1 2  2 1 9 
淡紋青斑蝶 2   2  2 1  7 
小紋青斑蝶 5 1 1 3 2  3 1 16 
虎斑蝶    1     1 
波蛺蝶   5 2 1 1 1  10 
黯眼蛺蝶 1  3 2 2 1   9 
異紋帶蛺蝶 3        3 
雙色帶蛺蝶  2 2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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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2/2)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總計 

網絲蛺蝶 3 3 3 4 2  5 6 26 
黃襟蛺蝶 1  1 1     3 
幻蛺蝶 3 1 4 2 1 1 3  15 
鱗紋眼蛺蝶 4   4 1 2 2  13 
枯葉蝶   2 2 1  1  6 
豆環蛺蝶 11 5 4 2 2  1  25 
散紋盛蛺蝶   2 1 1  1  5 
藍紋鋸眼蝶 6 1 3 5 1 1 1 5 23 
森林暮眼蝶 3  1 1 2 1 1  9 
切翅眉眼蝶       1 2 3 
小波眼蝶 9 1 3 1 2 1 1 1 19 
寶島波眼蝶    2 1  3 2 8 
密紋波眼蝶 33 13 15 15 12 8 10 8 114 
紫日灰蝶 4 1 1  1  1 1 9 
藍灰蝶 3 2       5 
藍丸灰蝶 1      1 2 4 
黑點灰蝶   1 1  1 2 3 8 
黑星弄蝶 4  1 7 3 3 6  24 
台灣瑟弄蝶 3        3 
白斑弄蝶 1  1 6 2 1 6  17 
禾弄蝶 11 3  10 3 2 11 7 47 
黃星弄蝶 11 5 2 3 2 2   25 
臺灣脈弄蝶         1   1 
種數 37 24 33 36 32 28 38 20 53 
隻次 242 82 133 144 85 83 121 79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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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各調查樣區之蝶類種類與數量(1/2)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木蘭青鳳蝶 1 2   6 1 1 11 
青鳳蝶 13 7  9 9 5 7 50 
寬青帶鳳蝶      1  1 
多姿麝鳳蝶 3 1   1  1 6 
白紋鳳蝶 2    4  1 7 
翠鳳蝶 2 1 1  3   7 
大鳳蝶 10 5 6 1 10 1 4 37 
臺灣琉璃翠鳳蝶 4    5   9 
玉帶鳳蝶     1   1 
黑鳳蝶 9 4 3 3 3  2 24 
雲紋尖粉蝶     3  2 5 
異色尖粉蝶 20 1 1 15 11   48 
白粉蝶 15   11 6   32 
圓翅鉤粉蝶       2 2 
橙端粉蝶 10 2   1 1 1 15 
纖粉蝶 28 9 4 14 17  2 74 
遷粉蝶 7 2 2 7 5 2  25 
黃蝶 24 16 18 20 11 3 7 99 
異紋紫斑蝶 4   1 2  1 8 
大絹斑蝶 6 2 2 2 3 1 1 17 
斯氏絹斑蝶 1 2 1  1   5 
旖斑蝶 6 1 2  1 2 1 13 
絹斑蝶 1   5 1  2 9 
淡紋青斑蝶 2 2   3   7 
小紋青斑蝶 6 2 2  1 2 3 16 
虎斑蝶     1   1 
波蛺蝶 4 3  2 1   10 
黯眼蛺蝶 6 2 1     9 
異紋帶蛺蝶 1    1  1 3 
雙色帶蛺蝶 3 1 2     6 
網絲蛺蝶 6   6 13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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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各調查樣區之蝶類種類與數量(2/2) 

正德-東豐礦場 立東三棧礦場 
物種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總計

黃襟蛺蝶 2    1   3 
幻蛺蝶 1 3  4 4  3 15 
鱗紋眼蛺蝶 8   3 1  1 13 
枯葉蝶 2 2   2   6 
豆環蛺蝶 9 3 4 4 3  2 25 
散紋盛蛺蝶 2  1  2   5 
藍紋鋸眼蝶 5 3 1 4 6 2 2 23 
森林暮眼蝶 2 2 2 3    9 
切翅眉眼蝶 2    1   3 
小波眼蝶 9 2 3 1 2 2  19 
寶島波眼蝶 6 1 1     8 
密紋波眼蝶 39 15 15 22 10 6 7 114
紫日灰蝶 1 5   2  1 9 
藍灰蝶 3    2   5 
藍丸灰蝶 1    3   4 
黑點灰蝶 4 1   3   8 
黑星弄蝶 16 2 4  2   24 
台灣瑟弄蝶 2      1 3 
白斑弄蝶 13 3   1   17 
禾弄蝶 22 6 6 7 3 1 2 47 
黃星弄蝶 11 2  9 3   25 
臺灣脈弄蝶 1       1 
種數 48 33 22 22 45 14 26 53 
隻次 355 115 82 153 175 30 59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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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1/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木蘭青鳳蝶                1  1 
青鳳蝶 1  3   2 1  1 2  2 
多姿麝鳳蝶 1  2         1 
白紋鳳蝶   1          
翠鳳蝶   1          
大鳳蝶 2  2 1 1 3 1 2 4  1 1 
臺灣琉璃翠鳳蝶            2 
黑鳳蝶  1 2   1    1 1 2 
異色尖粉蝶         5 1  6 
白粉蝶   8   4   3    
橙端粉蝶   5 1  2 1  2   1 
纖粉蝶   7   3 2 2 4 3  4 
遷粉蝶   3  1 1 2 1 3    

黃蝶 5 6 2 3 2  3 1 6 2 2 3 
異紋紫斑蝶   3   1       
大絹斑蝶 1    1 2  1 1 1  1 
斯氏絹斑蝶 1 1 1 1         
旖斑蝶           1 1 
絹斑蝶   1          
淡紋青斑蝶 1  1       1  1 
小紋青斑蝶 1 1    1 1     1 
波蛺蝶       1  3 1   
黯眼蛺蝶 1        3  1 1 
異紋帶蛺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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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2/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雙色帶蛺蝶      2  1 1    
網絲蛺蝶      2   1   1 
黃襟蛺蝶   1         1 
幻蛺蝶       1   1   
鱗紋眼蛺蝶   3         1 
枯葉蝶         1   1 
豆環蛺蝶 1 1 2 1 1 2 1 1 2   2 
散紋盛蛺蝶         2    
藍紋鋸眼蝶   4       1 1  
森林暮眼蝶 1  1     1  1   
切翅眉眼蝶             
小波眼蝶  1 3   1   3  1  
寶島波眼蝶          1  1 
密紋波眼蝶 4 3 8 2 2 5 2 3 7 3 3 5 
紫日灰蝶 1  1    1      
藍灰蝶   1   2       
藍丸灰蝶             
黑點灰蝶         1   1 
黑星弄蝶   3      1  2 5 
台灣瑟弄蝶   2          
白斑弄蝶   1    1   2  4 
禾弄蝶  1 5   3    2 2 4 
黃星弄蝶 2  4   3   1   2 
臺灣脈弄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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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3/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木蘭青鳳蝶       1      
青鳳蝶 1  1 1  1 1  3    
多姿麝鳳蝶             
白紋鳳蝶      1       
翠鳳蝶  1  1     1    
大鳳蝶  1   1     1   
臺灣琉璃翠鳳蝶   1   1       
黑鳳蝶 1     1 2 1 2   1 
異色尖粉蝶   2  1 2   5    
白粉蝶             
橙端粉蝶             
纖粉蝶 1  2  1 2 2  3 1 1 3 
遷粉蝶             

黃蝶  2 2  2 3 2 2 4 1 1 4 
異紋紫斑蝶             
大絹斑蝶         2    
斯氏絹斑蝶             
旖斑蝶     1 1 1  3   1 
絹斑蝶             
淡紋青斑蝶             
小紋青斑蝶   1     1 2   1 
波蛺蝶 1        1    
黯眼蛺蝶 1  1   1       
異紋帶蛺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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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正德-東豐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4/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 沿線

雙色帶蛺蝶  1     1      
網絲蛺蝶         2    
黃襟蛺蝶             
幻蛺蝶       1  1    
鱗紋眼蛺蝶   1   1   2    
枯葉蝶 1      1      
豆環蛺蝶   1     1     
散紋盛蛺蝶        1     
藍紋鋸眼蝶       1   1  1 
森林暮眼蝶  1    1       
切翅眉眼蝶         1   1 
小波眼蝶 1  1   1 1    1  
寶島波眼蝶   1      3  1 1 
密紋波眼蝶 1 2 3  1 2 2  6 1 1 3 
紫日灰蝶 1      1   1   
藍灰蝶             
藍丸灰蝶            1 
黑點灰蝶      1   1 1   
黑星弄蝶 1  2  1 2 1 1 3    
台灣瑟弄蝶             
白斑弄蝶   2   1   5    
禾弄蝶  1 1   2 3 2 4 1  3 
黃星弄蝶      1       
臺灣脈弄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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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正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 

物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青鳳蝶 2 2 2 1  2   
大鳳蝶 1        
黑鳳蝶 1    1 1   
異色尖粉蝶    4 3 5 3  
白粉蝶 6 5       
纖粉蝶   2  3 4 2 3 
遷粉蝶 2  2 2  1   
黃蝶 3 2 3 3 1 2 2 4 
異紋紫斑蝶 1        
大絹斑蝶 1   1     
絹斑蝶 1   1 1  1 1 
波蛺蝶   1 1     
網絲蛺蝶 1  1 1 1  1 1 
幻蛺蝶  1 1 1   1  
鱗紋眼蛺蝶 1   1  1   
豆環蛺蝶 2 1   1    
藍紋鋸眼蝶  1 1 1    1 
森林暮眼蝶 1    1  1  
小波眼蝶 1        
密紋波眼蝶 3 4 3 4 2 2 1 3 
禾弄蝶 1   2 1  1 2 
黃星弄蝶 2 2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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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1/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木蘭青鳳蝶 2     1     1   1   
青鳳蝶 4 1 2  1   2 1    
寬青帶鳳蝶             
多姿麝鳳蝶             
白紋鳳蝶 1      1      
翠鳳蝶             
大鳳蝶 2 1 2 1   2  1 2   
臺灣琉璃翠鳳蝶       2   2   
玉帶鳳蝶             
黑鳳蝶 3  1          
雲紋尖粉蝶       3  2    
異色尖粉蝶          4   
白粉蝶 5   1         
圓翅鉤粉蝶         2    
橙端粉蝶    1    1    1 
纖粉蝶          3   
遷粉蝶 3 2           

黃蝶 2 1 2    3  2    
異紋紫斑蝶 1  1          
大絹斑蝶 2 1 1          
斯氏絹斑蝶 1            
旖斑蝶           1  
絹斑蝶   1          
淡紋青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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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2/4)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小紋青斑蝶 1 1 1         2 
虎斑蝶          1   
波蛺蝶             
異紋帶蛺蝶 1  1          
網絲蛺蝶 2   1   1   2   
黃襟蛺蝶       1      
幻蛺蝶 2  1    1  1    
鱗紋眼蛺蝶          1  1 
枯葉蝶       1   1   
豆環蛺蝶 3  2          
散紋盛蛺蝶          1   
藍紋鋸眼蝶 1  1    1  1 2   
切翅眉眼蝶             
小波眼蝶 2 2           
密紋波眼蝶 7 3 5          
紫日灰蝶 1  1 1         
藍灰蝶 2            
藍丸灰蝶 1            
黑點灰蝶             
黑星弄蝶 1            
台灣瑟弄蝶   1          
白斑弄蝶             
禾弄蝶 2  2          
黃星弄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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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3/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木蘭青鳳蝶 1   1  1       
青鳳蝶 1 1 2 2  2 2      
寬青帶鳳蝶     1        
多姿麝鳳蝶         1 1   
白紋鳳蝶 1     1 1      
翠鳳蝶    1      2   
大鳳蝶 2  1    1      
臺灣琉璃翠鳳蝶 1            
玉帶鳳蝶       1      
黑鳳蝶      1       
雲紋尖粉蝶             
異色尖粉蝶 3   3   1      
白粉蝶             
圓翅鉤粉蝶             
橙端粉蝶             
纖粉蝶 2   4   2  1 6  1 
遷粉蝶       2      

黃蝶   1   2    6 2  
異紋紫斑蝶    1         
大絹斑蝶          1   
斯氏絹斑蝶             
旖斑蝶  1    1 1      
絹斑蝶   1    1      
淡紋青斑蝶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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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立東三棧礦場樣區各月份調查之蝶類種類與數量(4/4)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物種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沿線 礦場 對照樣點

小紋青斑蝶  1           
虎斑蝶             
波蛺蝶    1         
異紋帶蛺蝶             
網絲蛺蝶 1      1  1 5   
黃襟蛺蝶             
幻蛺蝶   1 1         
鱗紋眼蛺蝶             
枯葉蝶             
豆環蛺蝶             
散紋盛蛺蝶 1            
藍紋鋸眼蝶 1    1     1 1  
切翅眉眼蝶          1   
小波眼蝶             
密紋波眼蝶  2 2 2 1  1      
紫日灰蝶             
藍灰蝶             
藍丸灰蝶       1   1   
黑點灰蝶       1   2   
黑星弄蝶       1      
台灣瑟弄蝶             
白斑弄蝶       1      
禾弄蝶        1  1   
黃星弄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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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復育規劃程序準則 

18 位管理處(保育課、解說課、企劃課、蘇花站、巡山員)及保育相關人

員(太魯閣志工、花蓮林管處)填寫礦場復育程序準則表，再將結果彙整如表

3-31(灰色表示較重要選項)。 

問卷調查說明如下： 

1、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1).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由匯源產業道路進入，路途大約 2 公里。 

(2).確認所有權：中華民國。 

(3).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18 人（100%）勾選「生態的」；12 人（66.7%）

勾選「教育的」；4 人（22.2%）勾選「美學的」； 4 人（22.2%）勾選「科

學的」；3 人（16.7%）勾選「經濟的」；3 人（16.7%）勾選「文化的」；

本選項以「生態的」與「教育的」較重要。 

(4).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低海拔常綠闊葉樹林 

(5).確認復育目標：11 人（61.1%）勾選「改變成不同的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

式」；6 人（33.3%）勾選「恢復至破壞前原來的生態系」；2 人（11.1%）

勾選「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本選項以「改變成不同的

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式」較重要。 

(6).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13 人（72.2%）勾選「物理環境是否能夠

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7 人（38.9%）勾選「土壤；3 人（16.7%）勾

選「地表水」；本選項以「物理環境是否能夠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較

重要。 

(7).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17 人（94.4%）勾選「不穩定的基質」；

11 人（61.1%）勾選「颱風」；7 人（38.9%）勾選「外來種」； 4 人（22.2%） 



第三章 結果 

 73

表 3-31 復育規劃程序彙整表(1/4) 

 一、概念規規 

3 生態復育需求 5 復育目標 6需復育地區的環

境條件 
7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 8需要的生物性介

入種類 
10 計畫案

資金來源 
準 
則 

 
 
 
 

樣 
區 

1 
位置與範

圍 

2 
所

有

權
生

態

的

教

育

的

美

學

的 

科

學

的 

經

濟

的 

文

化

的 

4 欲復

育成

的生

態系

改變成

不同的

生態系

或土地

利用方

式 

恢復至

破壞前

原來的

生態系

重建一生

態系取代

完全摧毀

的生態系

物理環境

是否能夠

使物種存

活及繁衍

族群 

土

壤 

地

表

水 

不穩

定的

基質

颱

風

外

來

種

持續

的人

類活

動

長

期

乾

旱

火

清

除

外

來

種

土壤

引入

固氮

菌、

根菌

等

復育

珍稀

物種

客

土

9    
地景限制 

管理

處編

列預

算 

其

他

機

構 

正德

-東
豐礦

場 

由匯源產

業道路進

入，路途約

2 公里 

中

華

民

國

18
人

12
人

4
人 

4
人 

3
人 

3
人 

11 人 6 人 2 人 13 人 
7
人 

3
人 

17 人
11
人

7
人

4 人
3
人

1
人

13
人

5 人 4 人
3
人

不會受到

計畫區外

影響 
16 人 2 人 

正大

礦場 
位於崇德

車站對面

省道台 9
線旁 

中

華

民

國

15
人

7
人

4
人 

3
人 

3
人 

1
人 

11 人 4 人 3 人 12 人 
9
人 

4
人 

14 人
11
人

7
人

4 人
6
人

1
人

10
人

2 人 3 人
3
人

近台 9
線，附近

有民宅及

私地 

13 人 2 人 

立東

北三

棧 

於三棧北

溪旁，沿三

棧北溪行

走便可到

達 

中

華

民

國

17
人

11
人

5
人 

5
人 

7
人 

5
人 

低海

拔常

綠闊

葉樹

林 

7 人 6 人 

6 人， 
復育良

好，建議此

項 

12 人 
6
人 

4
人 

7 人
10
人

8
人

7 人
4
人

2
人

10
人

3 人 6 人
2
人

近三棧社

區入口處

為私有地 
15 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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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復育規劃程序彙整表 (2/4) 

  一、概念規規 二、前期工作 

11 勞動力

來源和需

要的設備 

12 需要的生物資源及

其來源 
13 政府機構所需

的安全許可證 
17 任命一位主管

所有復育工作的

復育實踐者 
18 任命復育團隊 

準 
則 

 
 
 
 

樣 
區 

義

工 
雇

工 
設

備

種

子

計畫區內欲復

育的物種 

繁

殖

體 

考

古

挖

掘

溪流

注水 
殺草劑

使用 

16 長期的保

護和管理策

略 

保

育

課

蘇

花

站

企

劃

課 

環

境

維

護

課 

保

育

課

環

境

維

護

課

遊

憩

服

務

課

解

說

課

企

劃

課

蘇

花

站

19 籌畫

一筆能

完成初

步工作

的經費

20 提供

一份計

畫案的

環境因

子與生

物描述

的文件 

21 提供

一份的

當地歷

史資料

作為復

育計畫

的參考 

正德-
東豐礦

場 
11
人 

14
人 

5
人

10
人

9 人          
以數量較稀少

或保育類動物

為主，如台灣長

鬃山羊 

  
6
人

2 人 4 人 

由政府(如太

管 處 ) 或

NGO( 如 崇

德 社 區 ) 管
理。 

9 人
8
人

2 人 2 人
14
人

6
人

6
人

5
人

5
人

4
人

正大礦

場 
10
人 

15
人 

4
人

8
人

11 人         
但目前無需復

育之物種 

1
人 

4
人

5 人 1 人 

由政府(如太

管 處 ) 或

NGO( 如 崇

德社區、亞

泥)管理。 

8 人
8
人

3 人 3 人
12
人

7
人

3
人

3
人

7
人

4
人

立東北

三棧 13
人 

14
人 

5
人

8
人

10 人，以數量較

稀少或保育類動

物為主，如台灣

長鬃山羊、猛禽 

1
人 

4
人

8 人 3 人 

14 計畫

書的許

可性、契

約和其

他法律

的約束 

15 確認

計畫案

期限 

由政府 (如太

管 處 ) 或

NGO(如三棧

社區)管理。 

10
人

7
人

3 人 3 人
12
人

6
人

4
人

5
人

5
人

3
人

勞務

費、材料

費和印

刷費 

本次的

調查結

果 

本次的

調查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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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復育規劃程序彙整表 (3/4) 

  二、前期工作 

26 哪一種

生態目標是

可行的或哪

一個是他們

需變更的 

27 列出預計達成復

育目的每個目標 

28 從管理

單位和地

方政府獲

得必須的

安全許可

29 建立和有興趣的政

府單位聯繫 

31 安排公

眾參與計畫

案的設計和

執行以完成

文化目的 

準 
則 

 
 
 
 

樣 
區 

22 實施前計畫

案的監測 

23 確認參

考的生態

系以便比

對 

24 收集關鍵物

種個體生態學

的資訊 

25 依需要對復育方

法和策略的有效性

先做先導性研究，

實施評估復育方式

和策略有效性的研

究 自然

演替

試驗

另類

植生

工法

礦場

跡地

綠化

生態步

道建置

及維護

礦場

跡地

再利

用 

用地 水權

林

務

局

礦

務

局 

水

保

局

原

民

局

河

川

局

觀

光

局

30確定和

公眾聯繫

並且宣導

計畫案 
當地

社區 
其他

NGO 

正德-
東豐礦

場 
採礦跡地

是否恢復

楠榕林帶 

關鍵物種如何

重現、存活及繁

殖，如台灣長鬃

山羊等保育類

動物。 

15 人 4 人 12 人 11 人 5 人
1 4
人 

3 人
16
人

12
人 

7
人

2
人

3
人

3
人

12
人 

5 人 

正大礦

場 
正大礦場較無

關鍵物種 
10 人 9 人 11 人 5 人 5 人

15
人 

4 人
12
人

11
人 

5
人

5
人

3
人

2
人

13
人 

3 人 

立東北

三棧 

建立計畫實施

前的監測，如水

質、裸露面積、

森林結構、生物

資源。 

  

採礦跡地

是否常綠

闊葉林帶 

 

關鍵物種如何

重現、存活繁

殖，如台灣長鬃

山羊、猛禽保育

類動物 

可參考本次調查結

果 

15 人 3 人 8 人 9 人 4 人
12
人 

4 人
13
人

11
人 

7
人

7
人

5
人

3
人

當地居民

在計畫案

中自動變

成權益關

係人 

14
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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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復育規劃程序彙整表 (4/4)

    三、復育計畫的擬定 

33 吸引

和培訓

完成監

督和管

理計畫

案的人

員 

34 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

標期間可能需要做的事 
35 認同

被動的復

育角色 

36 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毎個欲達成的目標 準 
則 

 
 
 
 

樣 
區 辦

理

人

員

培

訓 

公

開

徵

才 

清

除

外

來

種

維護

既有

的植

生復

育計

畫 

培

植

當

地

苗

木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自

然

演

替 

使

用

潛

在

植

被 

現況 完成標準 原作物種轉

型成草地的

面積和時間 

一定密度的

森林的時間

表 

監測計畫 建議

正德-
東豐

礦場 

18
人 

6
人 

14
人

14 人 11
人 

12
人 

13 
人 

6
人 

正大

礦場 
15
人 

5
人 

11
人

10 人 10
人 

15
人 

10
人 

 5
人 

有大片垂直

裸露地，需注

意水土保持

的狀況，並避

免崩塌的危

險。僅能於平

台部份復育

植被。 

土地改

良、草地

覆蓋、天

然下種更

新 

平台植被復

育步驟 
1.平台客土   
2.轉型成草

地處理 
3.初期成果

覆蓋提升 
4.目標天然

更新 

達到土地改

良、草地覆

蓋、天然下種

更新、木本物

種增加，植物

即依其生長

期自然生長 

土地改良

面積、草地

覆蓋面

積、天然下

種更新面

積、水土保

持狀況 

先改

良平

台土

地以

適合

植被

成長

立東

北三

棧 

15
人 

6
人 

12
人

11 人 8 人 12
人 

14
人 

4
人 

植被復育良好，依目前狀況讓植被自然復育即可 

37
將

工

作

需

要

完

成

的

每

一

目

標

表

列

出

來 

38
取得

設

備、

供應

品和

生物

資源 

39
準備

一筆

為了

完成

工

作、

維護

狀況

和偶

發事

件的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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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持續的人類活動」；3 人（16.7%）勾選「長期乾旱」；1 人（5.6%）

勾選「火」；本選項以「不穩定的基質」與「颱風」較重要。 

(8).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13 人（72.2%）勾選「清除外來種」；

5 人（27.8%）勾選「土壤引入固氮菌、根菌等」；4 人（22.2%）勾選「復

育珍稀物種」； 3 人（16.7%）勾選「客土」；本選項以「清除外來種」

較重要。 

(9).確認地景限制：不會受到計畫區外影響。 

(10).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16 人（88.9%）勾選「管理處編列預算」；2 人

（11.1%）勾選「其他機構」；本選項以「管理處編列預算」較重要。 

(11).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11 人（61.1%）勾選「義工」；14 人（77.8%）

勾選「雇工」； 5 人（27.8%）勾選「設備」；本選項以「雇工」較重要。 

(12).確認需要的生物資源及其來源：10 人（55.6%）勾選「種子」；9 人（50.0%）

勾選「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本選項以「種子」與「計畫區內欲復育

的物種」較重要。「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主要以數量較稀少或保育類

動物為主，如台灣長鬃山羊等。 

(13).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6 人（33.3%）勾選「考古挖掘」；4

人（22.2%）勾選「溪流注水」；2 人（11.1%）勾選「殺草劑使用」；本

選項以「考古挖掘」較重要。 

(14).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確認計畫案期限。 

(16).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由政府(如太管處)或 NGO(如崇德社區)管

理。 

(17).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者：9 人（50.0%）勾選「保育課」； 

8 人（44.4%）勾選「蘇花站」2 人；（11.1%）勾選「企劃課」；2 人（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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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環境維護課」；本選項以「保育課」與「蘇花站」較重要。 

(18).任命復育團隊：14 人（77.8%）勾選「保育課」；6 人（33.3%）勾選「環

境維護課」；6 人（33.3%）勾選「遊憩服務課」；5 人（27.8%）勾選「解

說課」；5 人（27.8%）勾選「企劃課」；4 人（22.2%）勾選「蘇花站」；

本選項以「保育課」較重要。 

(19).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包括勞務費、材料費和印刷費。 

(20).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本次的調查結果。 

(21).提供一份的當地歷史資料作為復育計畫的參考：本次的調查結果。 

(22).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建立計畫實施前的監測，如水質、裸露面積、森

林結構、生物資源。 

(23).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採礦跡地是否恢復楠榕林帶。 

(24).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關鍵物種如何重現、存活及繁殖，如

台灣長鬃山羊等保育類動物。 

(25).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先做先導性研究，實施評估復育方式

和策略有效性的研究：可參考本次調查結果。 

(26).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是他們需要變更的：15 人

（83.3%）勾選「自然演替」；4 人（22.2%）勾選「試驗另類植生工法」；

本選項以「自然演替」較重要。 

(27).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目的每個目標：12 人（66.7%）勾選「礦場跡地綠化」，； 

11 人（61.1%）勾選「生態步道建置及維護」；5 人（27.8%）勾選「礦場

跡地再利用」；本選項以「礦場跡地綠化」與「生態步道建置及維護」較

重要。 

(28).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許可：1 4 人（77.8%）勾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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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3 人（16.7%）勾選「水權」；本選項以「用地」較重要。 

(29).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16 人（88.9%）勾選「林務局」；12 人

（66.7%）勾選「礦務局」；7 人（38.9%）勾選「水保局」；6 人（33.3%）

勾選「原民局」；3 人（16.7%）勾選「河川局」； 3 人（16.7%）勾選「觀

光局」；本選項以「林務局」與「礦務局」較重要。 

(30).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當地居民在計畫案中會自動地變成權

益關係人。 

(31).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成文化目的：12 人（66.7%）勾

選「當地社區」；5 人（27.8%）勾選「其他 NGO」；本選項以「當地社

區」較重要。 

(32).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尚無需要。 

(33).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員：18 人（100.0%）勾選「辦理

人員培訓」；6 人（33.3%）勾選「公開徵才」；本選項以「辦理人員培訓」

較重要。 

(34).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期間可能需要做的事：14 人（77.8%）勾選「清

除外來種」；14 人（77.8%）勾選「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11 人（61.1%）

勾選「培植當地苗木」；12 人（66.7%）勾選「水土保持計畫」；本項的

4 個選擇皆同樣重要。 

(35).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13 人（72.2%）勾選「自然演替」；6 人（33.3%）

勾選「使用潛在植被」；本選項以「自然演替」較重要。 

(36).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每個欲達成的目標：參考亞泥保

育人員張詠智先生意見。 

(37).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取得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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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2.正大礦場樣區 

(1).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位於崇德車站對面，省道台 9 線旁。 

(2).確認所有權：中華民國。 

(3).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15 人（83.3%）勾選「生態的」；7 人（38.9%）

勾選「教育的」；4 人（22.2%）勾選「美學的」；3 人（16.7%）勾選「經

濟的」；3 人（16.7%）勾選「科學的」；1 人（5.6%）勾選「文化的」；

本選項以「生態的」較重要。 

(4).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低海拔常綠闊葉樹林 

(5).確認復育目標：11 人（61.1%）勾選「改變成不同的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

式」；4 人（22.2%）勾選「恢復至破壞前原來的生態系」；3 人（16.7％）

勾選「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本選項以「改變成不同的

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式」較重要。 

(6).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12 人（66.7%）勾選「物理環境是否能夠

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9 人（50.0%）勾選「土壤」；4 人（22.2%）

勾選「地表水」；本選項以「物理環境是否能夠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

較重要。 

(7).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14 人（77.8%）勾選「不穩定的基質」；

11 人（61.1%）勾選「颱風」； 7 人（38.9%）勾選「外來種」；6 人（33.3%）

勾選「長期乾旱」； 4 人（22.2%）勾選「持續的人類活動」；1 人（5.6%）

勾選「火」；本選項以「不穩定的基質」與「颱風」較重要。 

(8).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10 人（55.6%）勾選「清除外來種」；

3 人（16.7%）勾選「復育珍稀物種」； 3 人（16.7%）勾選「客土」；2

人（11.1%）勾選「土壤引入固氮菌、根菌等」；本選項以「清除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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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要。 

(9).確認地景限制：鄰近省道台 9 線，附近有民宅、私有地。 

(10).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13 人（72.2%）勾選「管理處編列預算」；2 人

（11.1%）勾選「其他機構」2 票；本選項以「管理處編列預算」較重要。 

(11).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15 人（83.3%）勾選「雇工」；10 人（55.6%）

勾選「義工」；4 人（22.2%）勾選「設備」；本選項以「雇工」較重要。 

(12).確認需要的生物資源及其來源：11 人（61.1%）勾選「計畫區內欲復育

的物種」；8 人（44.4%）勾選「種子」；1 人（5.6%）勾選「繁殖體」；

本選項以「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較重要。但根據調查結果，正大礦場

內目前較無需要復育的物種。 

(13).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5 人（27.8%）勾選「溪流注水」；；

4 人（22.2%）勾選「考古挖掘」1 人（5.6%）勾選「殺草劑使用」；本選

項以「溪流注水」較重要。 

(14).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確認計畫案期限。 

(16).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由政府(如太管處)或 NGO(如崇德社區、亞

泥)管理。 

(17).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者：8 人（44.4%）勾選「保育課」； 

8 人（44.4%）勾選「蘇花站」；3 人（16.7%）勾選「企劃課」；3 人（16.7%）

勾選「環境維護課」；本選項以「保育課」與「蘇花站」較重要。 

(18).任命復育團隊：12 人（66.7%）勾選「保育課」；7 人（38.9%）勾選「企

劃課」；7 人（38.9%）勾選「環境維護課」；3 人（16.7%）勾選「遊憩

服務課」；3 人（16.7%）勾選「解說課」3 票；4 人（22.2%）勾選「蘇花

站」；本選項以「保育課」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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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包括勞務費、材料費和印刷費。 

(20).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本次調查的結果。 

(21).提供一份的當地歷史資料作為復育計畫的參考：本次調查的結果。 

(22).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建立計畫實施前的監測，如水質、裸露面積、森

林結構、生物資源。 

(23).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採礦跡地是否恢復常綠闊葉樹林。 

(24).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關鍵物種如何重現、存活及繁殖。根

據本計畫調查結果，正大礦場較無關鍵物種。 

(25).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先做先導性研究，實施評估復育方式

和策略有效性的研究：本次調查的結果。 

(26).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是他們需要變更的：10 人

（55.6%）勾選「自然演替」；9 人（50.0%）勾選「試驗另類植生工法」；

本選項以「自然演替」較重要。 

(27).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目的每個目標：11 人（61.1%）勾選「礦場跡地綠化」；

5 人（27.8%）勾選「礦場跡地再利用」；5 人（27.8%）勾選「生態步道

建置及維護」；本選項以「礦場跡地綠化」較重要。 

(28).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許可：15 人（83.3%）勾選「用

地」；4 人勾選（22.2%）「水權」；本選項以「用地」較重要。 

(29).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12 人（66.7%）勾選「林務局」；11 人

（61.1%）勾選「礦務局」；5 人（27.8%）勾選「原民局」；5 人（27.8%）

勾選「水保局」；3 人（16.7%）勾選「河川局」；2 人（11.1%）勾選「觀

光局」；本選項以「林務局」與「礦務局」較重要。 

(30).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當地居民在計畫案中會自動地變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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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關係人。 

(31).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成文化目的：13 人（72.2%）勾

選「當地社區」；3 人（16.7%）勾選「其他 NGO」；本選項以「當地社

區」較重要。 

(32).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尚無需要。 

(33).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員：15 人（83.3%）勾選「辦理

人員培訓」15 票；5 人（27.8%）勾選「公開徵才」；本選項以「辦理人

員培訓」較重要。 

(34).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期間可能需要做的事：15 人（83.3%）勾選「水

土保持計畫」；11 人（61.1%）勾選「清除外來種」；10 人（55.6%）勾

選「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10 人（55.6%）勾選「培植當地苗木；

本項的 4 個選擇皆同樣重要。 

(35).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10 人（55.6%）勾選「自然演替」；5 人（27.8%）

勾選「使用潛在植被」；本選項以「自然演替」較重要。 

(36).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每個欲達成的目標：參考亞泥保

育人員張詠智先生意見。 

(37).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取得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39).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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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1).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位於三棧北溪旁，沿著三棧北溪行走便可到達。 

(2).確認所有權：中華民國。 

(3).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17 人（94.4%）勾選「生態的」；11 人（61.1%）

勾選「教育的」；7 人（38.9%）勾選「經濟的」；5 人（27.8%）勾選「文

化的」；5 人（27.8%）勾選「美學的」； 5 人（27.8%）勾選「科學的」；

本選項以「生態的」及「教育的」較重要。 

(4).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低海拔常綠闊葉樹林。 

(5).確認復育目標：7 人（38.9%）勾選「改變成不同的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

式」；6 人（33.3%）勾選「恢復至破壞前原來的生態系」；6 人（33.3%）

勾選「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本選項以「改變成不同的

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式」較重要。但根據目前現況，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因植被復育良好，因此建議為「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 

(6).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12 人（66.7%）勾選「物理環境是否能夠

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6 人（33.3%）勾選「土壤」；4 人（22.2%）

勾選「地表水」；本選項以「物理環境是否能夠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

較重要。 

(7).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10 人（55.6%）勾選「颱風」； 8

人（44.4%）勾選「外來種」；7 人（77.8%）勾選「不穩定的基質」；7

人（38.9%）勾選「持續的人類活動」；4 人（22.2%）勾選「長期乾旱」；

2 人（11.1%）勾選「火」；本選項以「不穩定的基質」與「颱風」較重要。 

(8).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10 人（55.6%）勾選「清除外來種」；

6 人（33.3%）勾選「復育珍稀物種」；3 人（16.7%）勾選「土壤引入固

氮菌、根菌等」； 2 人（11.1%）勾選「客土」；本選項以「清除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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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要。 

(9).確認地景限制：不會受到計畫區外影響，但鄰近三棧社區，入口處為私有

地。 

(10).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15 人（83.3%）勾選「管理處編列預算」；2 人

（11.1%）勾選「其他機構」；本選項以「管理處編列預算」較重要。 

(11).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14 人（77.8%）勾選「雇工」；13 人（72.2%）

勾選「義工」；5 人（27.8%）勾選「設備」；本選項以「雇工」及「義工」

較重要。 

(12).確認需要的生物資源及其來源：10 人（55.6%）勾選「計畫區內欲復育

的物種」；8 人（44.4%）勾選「種子」；1 人（5.6%）勾選「繁殖體」；

本選項以「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較重要。「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

主要以數量較稀少或保育類動物為主，如台灣長鬃山羊、猛禽等。 

(13).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8 人（44.4%）勾選「溪流注水」；

4 人（22.2%）勾選「考古挖掘」；3 人（16.7%）勾選「殺草劑使用」；

本選項以「溪流注水」較重要。 

(14).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確認計畫案期限。 

(16).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由政府(如太管處)或 NGO(如三棧社區)管

理。 

(17).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者：10 人（55.6%）勾選「保育

課」；7 人（38.9%）勾選「蘇花站」7 票；3 人（16.7%）勾選「企劃課」；

3 人（16.7%）勾選「環境維護課」；本選項以「保育課」與「蘇花站」較

重要。 

(18).任命復育團隊：12 人（66.7%）勾選「保育課」； 6 人（33.3%）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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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維護課」；5 人（27.8%）勾選「企劃課」；5 人（27.8%）勾選「解

說課」； 4 人（22.2%）勾選「遊憩服務課」；3 人（16.7%）勾選「蘇花

站」；本選項以「保育課」較重要。 

(19).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包括勞務費、材料費和印刷費。 

(20).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本次調查的結果。 

(21).提供一份的當地歷史資料作為復育計畫的參考：本次調查的結果。 

(22).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建立計畫實施前的監測，如水質、裸露面積、森

林結構、生物資源。 

(23).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採礦跡地是否恢復常綠闊葉林。 

(24).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關鍵物種如何重現、存活及繁殖，如

猛禽等保育類動物。 

(25).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先做先導性研究，實施評估復育方式

和策略有效性的研究：本次調查的結果。 

(26).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是他們需要變更的：15 人

（83.3%）勾選「自然演替」；3 人（16.7%）勾選「試驗另類植生工法」；

本選項以「自然演替」較重要。 

(27).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目的每個目標：9 人（50.0%）勾選「生態步道建置及

維護」；8 人（44.4%）勾選「礦場跡地綠化」；4 人（22.2%）勾選「礦

場跡地再利用」；本選項以「礦場跡地綠化」與「生態步道建置及維護」

較重要。 

(28).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許可：12 人（66.7%）勾選「用

地」；4 人（22.2%）勾選「水權」；本選項以「用地」較重要。 

(29).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13 人（72.2%）勾選「林務局」；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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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勾選；「礦務局」；7 人（38.9%）勾選「水保局」；7 人（38.9%）

勾選「原民局」；5 人（27.8%）勾選「河川局」； 3 人（16.7%）勾選「觀

光局」；本選項以「林務局」與「礦務局」較重要。 

(30).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當地居民在計畫案中會自動地變成權

益關係人。 

(31).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成文化目的：14 人（77.8%）勾

選「當地社區」；2 人（11.1%）勾選「其他 NGO」；本選項以「當地社

區」較重要。 

(32).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尚無需要。 

(33).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員：15 人（83.3%）勾選「辦理

人員培訓」；6 人（33.3%）勾選「公開徵才」；本選項以「辦理人員培訓」

較重要。 

(34).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期間可能需要做的事：12 人（66.7%）勾選「清

除外來種」； 12 人（66.7%）勾選「水土保持計畫」；11 人（61.1%）勾

選「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8 人（44.4%）勾選「培植當地苗木」；

本選項以「清除外來種」、「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與「水土保持計

畫」較重要。 

(35).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14 人（77.8%）勾選「自然演替」；4 人（22.2%）

勾選「使用潛在植被」；本選項以「自然演替」較重要。 

(36).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每個欲達成的目標：由於立東北

三棧礦場植被復育良好，依目前狀況讓植被自然復育即可。 

(37).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取得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39).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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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保育志工培訓課程 

為了結合當地社區及志工人員之訓練課程，協助達成生態旅遊操作及生

態資源保育之目標，10 月 17 日於太管處舉辦保育志工培訓課程，共有 31 人

參與(附錄三)。 

一、補助單位：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花蓮縣野鳥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立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四、研習對象：當地社區及保育志工、太管處相關人員、學生 

五、培訓目的：太魯閣國家公園轄區內已禁採補償礦場資源，為瞭解生態恢

復情形與土地變遷等狀況，以動物群落與人為土地利用為調查對象，評

估禁採補償後之礦場資源復育成效。為推動本區之生態旅遊，藉由本研

習課程讓學員瞭解礦場回收地之生態現況，及生態旅遊之規劃與經營策。 

六、研習日期：2009 年 10 月 17 日【星期六】 

七、研習地點：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環境教育中心 

八、研習人數：30 人。 

九、研習費用：免費研習【交通自理】。 

十、授課方式：室內課程。 

十一、相關事項：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6 小時。 

十二、聯絡電話：(03)8339434(社團法人花蓮縣野鳥學會) 

十三、聯絡地址：花蓮市德安一街 94 巷 9 號(社團法人花蓮縣野鳥學會)。 

十四、報名方式：一律採 E-mail 報名，bird.hl@msa.hinet.net【全為英文小寫】 

十五、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5 日前受理報名，10 月 6 日傳送學員錄取

通知手機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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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注意事項： 

(1) 因研習名額有限，將由社團法人花蓮縣野鳥學會一報名先後篩選錄取

名單，以手機簡訊、E-mail 方式通知研習錄取人員研習相關事宜，本

研習不接受現場報名。 

(2) 研習期間，如因天候、人等因素影響，造成研習日期、時間、地點、

講師…等而有所異動時，將由社團法人花蓮縣野鳥學會以電話通知錄

取學員。 

(3) 課程表： 

時間 內容 講師 
10:00~12:00 礦業用地環境與常見生物

介紹 
曾志明老師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生物資源調查方法與攝影

技巧 
曾志明老師 

15:00~16:30 生態旅遊之規劃與經營 楊懿如老師 
16:30~17:00 綜合討論與經驗交流 楊懿如老師/曾志明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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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哺乳類 

根據本計畫 8 次調查的結果，正德礦場共記錄哺乳類 4 種 23 隻次，東豐

礦場共記錄 3 種 11 隻次，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8 種 75 隻次，正德礦場、

東豐礦場與匯源產業道路沿線比較，不管在種類、數量上，皆以匯源產業道

路沿線記錄較多，除了因為匯源產業道路沿線範圍較長之外，也顯示礦場因

人為活動關係，環境受到破壞後，影響哺乳類在此活動，因此在記錄上較沒

受到破壞的匯源產業道路沿線少。立東北三棧礦場記錄哺乳類 1 種 3 隻次，

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2 種 6 隻次，對照組樣點記錄 1 種 2 隻次，立東北三棧

礦場與三棧北溪沿線、對照組樣點在種類及數量上差異不大。雖然立東北三

棧礦場因採礦後留下裸露的採礦場域，但在禁止採礦後，礦場植被恢復情況

良好，縮小與周邊環境的差異，所以結果顯示礦場與三棧北溪沿線、對照樣

點差異較小。 

 

第二節 鳥類 

根據本計畫 8 次調查的結果，正德礦場共記錄鳥類 22 種 186 隻次，東豐

礦場共記錄 19 種 102 隻次，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28 種 540 隻次，正德礦

場、東豐礦場與匯源產業道路沿線比較，不管在種類、數量上，皆以匯源產

業道路沿線記錄較多。匯源產業道路沿線林相仍保持良好，因此可發現許多

鳥類活動、覓食，而礦場因人為活動導致環境受到破壞後，目前仍有大面積

的裸露地，一些生性較隱密的鳥類便不會在此活動，所以礦場在種類、數量

上皆較匯源產業道路沿線少。立東北三棧礦場記錄鳥類 15 種 39 隻次，三棧

北溪沿線共記錄 22 種 146 隻次，對照組樣點記錄 15 種 39 隻次，在種類及數

量上，皆以三棧北溪沿線較多。三棧北溪沿線有樹林、溪流等環境，且林相

較茂密，故在環境比較上，仍以三棧北溪沿線最好，所以在鳥類的記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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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棧北溪沿線發現的種類及數量最多。 

 

第三節 爬蟲類 

根據本計畫 8 次調查的結果，正德礦場共記錄爬蟲類 1 種 5 隻次，東豐

礦場共記錄 1 種 7 隻次，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6 種 27 隻次，在種類、數量

上，皆以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較多。正德礦場與東豐礦場環境以裸露地為

主，缺乏茂密的森林，因此本計畫調查在 2 個礦場僅記錄斯文豪氏攀蜥 1 種

爬蟲類。匯源產業道路沿線環境較多樣，因此除了斯文豪氏攀蜥之外，尚記

錄 4 種蛇類，在種類及數量方面，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較多。立東北三棧

礦場記錄爬蟲類 3 種 5 隻次，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4 種 12 隻次，對照組樣點

記錄 3 種 5 隻次，從結果來看，立東北三棧礦場與三棧北溪沿線、對照組樣

點在種類上差異不大，而三棧北溪沿線則記錄較多數量。 

 

第四節 兩棲類 

根據本計畫 8 次調查的結果，正德礦場共記錄兩棲類 4 種 30 隻次，東豐

礦場共記錄 4 種 36 隻次，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5 種 135 隻次，在種類、數

量上，皆以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較多。正德與東豐礦場目前雖然以裸露地

環境為主，但周圍仍有少許樹林，因此可發現森林性蛙類，如艾氏樹蛙，另

外，在下雨過後，礦場內可發現暫時性水域環境，可發現日本樹蛙、斯文豪

氏赤蛙等蛙類聚集，所以雖然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較多種類，但與礦場記

錄差異不大。立東北三棧礦場記錄兩棲類 6 種 36 隻次，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7 種 66 隻次，對照組樣點記錄 6 種 37 隻次，三棧北溪沿線不管在種類及數

量上，皆較礦場與對照組樣點多，但在種類方面差異不大。三棧北溪沿線有

樹林、溪流等環境，因此除了森林性蛙類以外，還可發現溪流性蛙類，如褐

樹蛙、斯文豪氏赤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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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蝶類 

根據本計畫 8 次調查的結果，正德礦場共記錄蝶類 20 種 50 隻次，東豐

礦場共記錄 14 種 36 隻次，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 40 種 177 隻次。由於正德

與東豐礦場環境以裸露地為主，缺乏蝶類的食草植物與蜜源植物，所以在種

類及數量上，較環境多樣的匯源產業道路沿線記錄少。立東北三棧礦場記錄

蝶類 10 種 17 隻次，三棧北溪沿線共記錄 30 種 77 隻次，對照組樣點記錄 18

種 35 隻次。三棧北溪沿因保有較好的環境，所以在蝶類的記錄上，仍比立東

北三棧礦場多。 

 

第六節 復育規劃 

根據調查結果以及復育程序準則表結果，正德-東豐礦場及正大礦場採掘

面非常的陡峭，疑為早期下拔法開採所致，植被復育困難，需注意其水土保

持的狀況，並避免崩塌的危險。建議於此二個礦場做平台部份的植被復育，

即先改良平台土地以適合植被成長，建議由鄰近太魯閣國家公園、礦場植被

復育經驗豐富的亞泥認養協助復育。而立東北三棧礦場植被復育良好，依目

前狀況讓植被自然復育即可。 

 

第七節 生態旅遊操作及監測模式 

調查結果顯示，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與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環境較多樣，

動物資源較豐富，而正大礦場樣區動物資源較貧乏，因此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與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較適合發展生態旅遊。另外，藉由 SWOT 分析，正德

-東豐礦場樣區與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的優勢、劣勢、機會及威脅如下： 

1.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優勢(Strength)： 

(1).生物資源豐富。 

(2).鄰近蘇花公路休息區，停車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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劣勢(Weakness)： 

(1).路徑較長。 

(2).附近無社區。 

(3).基質不穩定。 

(4).較缺乏水源。 

(5).匯源產業道路兩旁無樹冠遮蔽。 

(6).入口在省道台 9 線旁，穿越馬路時較危險。 

(7).社區較不熟悉此區域，需加強社區培訓。 

機會(Opportunity)： 

鄰近蘇花公路休息區，可吸引遊客前往。 

威脅(Threat)： 

遊客通常僅路過，不會停留太久。 

2.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優勢(Strength)： 

(1).林相茂密。 

(2).路徑較短。 

(3).礦場旁有溪流。 

(4).鄰近社區。 

劣勢(Weakness)： 

(1).腹地小。 

(2).雨季時溪水水量較多，危險較高。 

(3).入口不明顯，停車不方便。 

機會(Opportunity)： 

三棧溪生態旅遊資源豐富，可吸引遊客前往。 

威脅(Threat)： 

(1).位於國家公園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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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管理單位較多。 

(3).社區需溝通協調。 

 

綜合調查結果、復育程序準則表與 SWOT 分析，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與

立東北三棧礦場盎區發展生態旅遊之建議如下： 

1.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1).時間：春季，建議早晨或黃昏。 

(2).路線：匯源產業道路前半段(1 公里內)。 

(3).可設置解說牌於入口處。 

(4).進行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領。 

(5).可由社區認養與管理，加強人員培訓。 

2.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1).時間：春季，建議早晨或黃昏。 

(2).路線可使用路標或整理行走路線。 

(3).可設置解說牌於入口處。 

(4).進行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領。 

(5).可由社區認養與管理，加強人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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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未來監測方式與建議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春季所記錄的種類與數量較豐富，因此未來每年

可於春季進行一次礦區焦點物種(如優勢物種、保育類物種)調查，而每 3 年

進行各類群物種調查(每季 1 次，共 4 次)，以了解礦區動物的族群變化。另

外，建議可與亞泥、林務局合作，於礦區內進行植生復育以及自然演替之比

較，以獲得對礦區植被復育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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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動物調查記錄表 
發現方式 

種類 數量 
目擊 鳴叫聲 屍體 陷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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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正德-東豐礦場樣區復育規劃程序準則表 
一、概念規劃 

1 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 由匯源產業道路進入，路途大約2公里。 
2 確認所有權 中華民國。 
3 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 ■生態的(18) □經濟的(3) □文化的(3) 

□美學的(4) ■教育的(12) □科學的(4) 

4 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 低海拔常綠闊葉樹林─楠榕林 
5 確認復育目標 □恢復至破壞前原來的生態系(6) 

□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2) 
(但仍與原生態系同) 
■改變成不同的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式(11) 
(當原有生態系已變得無法回復時) 

6 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 □土壤(7) □地表水(3) 
■物理環境是否能夠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13) 

7 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 □火(1) ■颱風(11) □長期乾旱(3) □外來種(7) 
■不穩定的基質(土石流)(17) 
□持續的人類活動(4) 

8 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 □復育珍稀物種(4) ■清除外來種(13) 
□客土(3) □土壤引入固氮菌、根菌等(5) 

9 確認地景限制 是否會受計畫區外的影響 
10 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 ■管理處編列預算(16) 

□其他機構：__________(2) 

11 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 ■雇工(14) □義工(11) □設備(5) 
12 確認需要的生物資源及其來源 ■種子(原生種)(10) □繁殖體(0) 

■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9) □其他(2) 

13 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 □溪流注水(4) □殺草劑使用(2) 
■考古挖掘(6) □其他(4) 

14 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 確認計畫案期限 
16 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 由政府或NGO管理 

二、前期工作  

17 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

者 
■保育課(9) □企劃課(2)  
□環境維護課(2) 

18 任命復育團隊 ■保育課(14) □企劃課(5) □環境維護課(6) 
□遊憩服務課(6) □解說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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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 包括勞務費、材料費和印刷費 
20 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 

21 提供一份的當地歷史資料作為復育計畫

的參考 
如歷年的航照圖，顯示破壞前及破壞情形。 

22 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 建立計畫實施前的監測，如水質、裸露面積、森

林結構、生物資源。 
23 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 採礦跡地是否恢復楠榕林帶 
24 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 如關鍵物種如何重現、存活及繁殖 
25 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先做

先導性研究，實施評估復育方式和策略有

效性的研究 

如設置實驗樣區或尺度小的先導性計畫 

26 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

是他們需要變更的 
■自然演替(15) 
□試驗另類植生工法(4) 

27 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目的每個目標 ■礦場跡地綠化(12) □礦場跡地再利用(5) 
■生態步道建置及維護(11) 

28 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

許可 
■用地(14) 
□水權(3) 

29 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 ■林務局(16) □水保局(7) □河川局(3) 
■礦務局(12) □原民局(6) □觀光局(3) 

30 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 當地居民在計畫案中會自動地變成權益關係人。 

31 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

成文化目的 
■當地社區(12)：___________ 
□其他NGO(5)：____________ 

32 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 通常復育計畫會移除道路及一些設施，但運輸便

道、驛站、工寮、防火巷是必須的，當然有些設

施在計畫完成後應該拆除。 
33 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

員 
■辦理人員培訓(18) 
□公開徵才(6) 

三、復育計畫的擬定  
34 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期間可能需要 做

的事 
■清除外來種(14) 
■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14) 
■培植當地苗木(11) 
■水土保持計畫(12) 

35 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 ■自然演替(13) 
□使用潛在植被(6) 

36 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每

個欲達成的目標。 
例如訂定要達成某樹種到達一定密度的森林的時

間表，或原作物種轉型成草地的面積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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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 取得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例如變形的樹 

(可能是野生動物的棲所)、有機肥料可以使用，

不使用栽培種。 
39 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附錄三、正大礦場樣區復育規劃程序準則表 

一、概念規劃 
1 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 正大礦場，位於崇德車站對面，省道台9線旁。

2 確認所有權 中華民國。 
3 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 ■生態的(15) □經濟的(3) □文化的(1) 

□美學的(4) □教育的(7) □科學的(3) 

4 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 低海拔常綠闊葉樹林 
5 確認復育目標 □恢復至破壞前原來的生態系(4) 

□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3) 
(但仍與原生態系同) 
■改變成不同的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式(11) 
(當原有生態系已變得無法回復時) 

6 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 ■土壤(9) □地表水(4) 
■物理環境是否能夠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12) 

7 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 □火(1) ■颱風(11) □長期乾旱(6) □外來種(7) 
■不穩定的基質(土石流)(14) 
□持續的人類活動(4) 

8 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 □復育珍稀物種(3) ■清除外來種(10) 
□客土(3) □土壤引入固氮菌、根菌等(2) 

9 確認地景限制 是否會受計畫區外的影響(否) 
10 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 ■管理處編列預算(13) 

□其他機構(2)：__________ 

11 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 ■雇工(15) □義工(10) □設備(4) 
12 確認需要的生物資源及其來源 □種子(原生種)(8) □繁殖體(1) 

■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11) □其他(0) 

13 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 ■溪流注水(5) □殺草劑使用(1) 
□考古挖掘(4) □其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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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 確認計畫案期限 
16 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 由政府(太管處)或NGO(崇德社區)管理 

二、前期工作  
17 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

者 
■保育課(8) □企劃課(3)  
□環境維護課(3) ■蘇花站(8) 

18 任命復育團隊 ■保育課(12) □企劃課(7) □環境維護課(7) 
□遊憩服務課(3) □解說課(3) □蘇花站(4) 

19 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 包括勞務費、材料費和印刷費 
20 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 

21 提供一份的當地歷史資料作為復育計畫

的參考 
如歷年的航照圖，顯示破壞前及破壞情形。 

22 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 建立計畫實施前的監測，如水質、裸露面積、森林

結構、生物資源。 
23 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 採礦跡地是否恢復常綠闊葉樹林 
24 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 如關鍵物種如何重現、存活及繁殖 
25 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先做

先導性研究，實施評估復育方式和策略

有效性的研究 

如設置實驗樣區或尺度小的先導性計畫 

26 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

是他們需要變更的 
■自然演替(10) 
■試驗另類植生工法(9) 

27 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目的每個目標 ■礦場跡地綠化(11) □礦場跡地再利用(5) 
□生態步道建置及維護(5) 

28 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

許可 
■用地(15) 
□水權(4) 

29 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 ■林務局(12) □水保局(5) □河川局(3) 
■礦務局(11) □原民局(5) □觀光局(2) 

30 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 當地居民在計畫案中會自動變成權益關係人。 
31 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

成文化目的 
■當地社區(13)：___________ 
□其他NGO(3)：____________ 

32 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 通常復育計畫會移除道路及一些設施，但運輸便

道、驛站、工寮、防火巷是必須的，當然有些設施

在計畫完成後應該拆除。 
33 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

員 
■辦理人員培訓(15) 
□公開徵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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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復育計畫的擬定  
34 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期間可能需要

做的事 
■清除外來種(11) 
■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10) 
■培植當地苗木(10) 
■水土保持計畫(15) 

35 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 ■自然演替(10) 
□使用潛在植被(5) 

36 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

每個欲達成的目標。 
例如訂定要達成某樹種到達一定密度的森林的時

間表，或原作物種轉型成草地的面積和時間。 
37 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 取得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例如變形的樹 

(可能是野生動物的棲所)、有機肥料可以使用，不

使用栽培種。 

39 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附錄四、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復育規劃程序準則表 

一、概念規劃 
1 確認計畫案的位置與範圍 立東北三棧礦場，位於三棧北溪旁，沿著三棧

北溪行走便可到達。 
2 確認所有權 中華民國。 
3 確認生態復育的需求 ■生態的(17) □經濟的(7) □文化的(5) 

□美學的(5) □教育的(11) □科學的(5) 

4 確認欲復育成哪一種類型的生態系 低海拔常綠闊葉樹林 
5 確認復育目標 □恢復至破壞前原來的生態系(6) 

■重建一生態系取代完全摧毀的生態系(6) 
(但仍與原生態系同) 
□改變成不同的生態系或土地利用方式(7) 
(當原有生態系已變得無法回復時) 

6 確認需要修復地區的環境條件 □土壤(6) □地表水(4) 
■物理環境是否能夠使物種存活及繁衍族群(12)

7 確認需要管理或再開始的壓力原因 □火(2) ■颱風(10) □長期乾旱(4) □外來種(8)
■不穩定的基質(土石流)(14) 
□持續的人類活動(7) 

8 確認並列出需要的生物性介入種類 □復育珍稀物種(6) ■清除外來種(10) 
□客土(2) □土壤引入固氮菌、根菌等(3) 

9 確認地景限制 是否會受計畫區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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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確認計畫案資金來源 ■管理處編列預算(15) 
□其他機構(2)：__________ 

11 確認勞動力來源和需要的設備 ■雇工(14) □義工(13) □設備(5) 
12 確認需要的生物資源及其來源 □種子(原生種)(8) □繁殖體(1) 

■計畫區內欲復育的物種(10) □其他(0) 

13 確認政府機構所需要的安全許可證 ■溪流注水(8) □殺草劑使用(3) 
□考古挖掘(4) □其他(4) 

14 確認計畫書的許可性、契約和其他法律的約束 

15 確認計畫案期限 
16 確認長期的保護和管理策略 由政府或NGO管理 

二、前期工作  
17 任命一位主管所有復育工作的復育實踐

者 
■保育課(10) □企劃課(3) 
□環境維護課(3) □蘇花站(7) 

18 任命復育團隊 ■保育課(12) □企劃課(5) □環境維護課(6) 
□遊憩服務課(4) □解說課(3) 

19 籌畫一筆能完成初步工作的經費 包括勞務費、材料費和印刷費 
20 提供一份計畫案的環境因子與生物描述的文件 

21 提供一份的當地歷史資料作為復育計畫

的參考 
如歷年的航照圖，顯示破壞前及破壞情形。 

22 實施前計畫案的監測 建立計畫實施前的監測，如水質、裸露面積、森

林結構、生物資源。 
23 確認參考的生態系以便比對 採礦跡地是否恢復常綠闊葉樹林 
24 收集關鍵物種個體生態學的資訊 如關鍵物種如何重現、存活及繁殖 
25 依需要對復育方法和策略的有效性先做

先導性研究，實施評估復育方式和策略有

效性的研究 

如設置實驗樣區或尺度小的先導性計畫 

26 決定哪一種生態目標是可行的或哪一個

是他們需要變更的 
■自然演替(15) 
□試驗另類植生工法(3) 

27 列出預計達成復育目的每個目標 ■礦場跡地綠化(8) □礦場跡地再利用(4) 
■生態步道建置及維護(9) 

28 從管理單位和地方政府獲得必須的安全

許可 
■用地(12) 
□水權(4) 

29 建立和有興趣的政府單位聯繫 ■林務局(13) □水保局(7) □河川局(5) 
■礦務局(11) □原民局(7) □觀光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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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確定和公眾聯繫並且宣導計畫案 當地居民在計畫案中會自動地變成權益關係人。

31 安排公眾參與計畫案的設計和執行以完

成文化目的 
■當地社區(14)：___________ 
□其他NGO(2)：____________ 

32 設置道路和其他基礎以促進計畫完成 通常復育計畫會移除道路及一些設施，但運輸便

道、驛站、工寮、防火巷是必須的，當然有些設

施在計畫完成後應該拆除。 
33 吸引和培訓完成監督和管理計畫案的人

員 
■辦理人員培訓(15) 
□公開徵才(6) 

三、復育計畫的擬定  
34 描述為達到每一項目標期間可能需要 做

的事 
■清除外來種(12) 
■維護既有的植生復育計畫(11) 
□培植當地苗木(8) 
■水土保持計畫(12) 

35 認同被動的復育角色 ■自然演替(14) 
□使用潛在植被(4) 

36 訂定完成標準及監測計畫草案，以估量每

個欲達成的目標。 
例如訂定要達成某樹種到達一定密度的森林的

時間表，或原作物種轉型成草地的面積和時間。

37 將工作需要完成的每一目標表列出來 
38 取得設備、供應品和生物資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例如變形的樹 

(可能是野生動物的棲所)、有機肥料可以使用，

不使用栽培種。 
39 準備一筆為了完成工作、維護狀況和偶發事件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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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保育志工培訓活動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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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保育志工培訓活動記錄(續) 

 

 

 

 

 

 

 

 

 

 

 

 

 

 

 

 

 

 

 

 

 

 

 

 

 

 

 

 

 
楊懿如教授引言介紹 

 
曾志明老師講授野生動物資源及野外拍照技巧 

 

楊懿如教授講授生態旅遊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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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保育志工培訓課程簽到單 

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管理－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復育計畫第一期 
保育志工培訓課程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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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保育志工培訓課程簽到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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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保育志工培訓課程簽到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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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保育志工培訓課程簽到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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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期中審查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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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略） 

討論： 

 

朱何宗技正： 

  1.管理處本年度亦有委請許育誠等教授進行鳥類及其他相關調查研究，

成果資料可提供參考。 

  2.三至五月的調查工作進行期間似乎天氣不太穩定，對資源調查應有影

響，是否會再擇一個天氣較晴朗的時間進行調查，作為補充？ 

陳俊山課長： 

  報告書第 54 頁有關復育規劃程序準則表乙節，是否會另覓時間討論？ 

楊懿如老師： 

  預計安排在 9或 10 月份進行，將配合管理處的時間，本研究室進行簡報，

邀請相關人員共同與會研商。 

鄒月娥技士： 

  本處 97 年度完成之研究生研究計畫「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硿仔步道之鱗翅

目昆蟲群聚之初探」有進行匯源林道周邊地區之調查，成果報告可提供參考。 

 

結論： 

1.物種數量請參考比對周邊地區之相關研究成果，或針對開採區內、區外調

查比對。 

2.本年度管理處亦有其他一些相關調查研究案進行，可互相聯繫，提供參考。 

3.本案期中簡報內容審核通過，並請依合約辦理後續研究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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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期末審查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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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略） 

二、討論： 

游處長：立東北三棧入口附近有一廢棄之隧道，以前曾有蝙蝠紀錄，不知

是否還有發現？ 

楊教授：工作人員有進去調查，但均未發現。 

朱何宗技正：首先謝謝受託單位協助進行本監測計畫，調查項目極多。未

來若由管理處自行進行監測工作，是否需選擇那些物種？頻度為何？ 

楊教授： 

1.建議以保育類等較具代表性之焦點物種為主。 

2.以本次調查之結果，鼠類調查成果不佳。未來可考慮大型之長鬃山羊，猛

禽等焦點物種，每季調查一次即可。 

3.另依個人長期進行兩棲類之調查研究，監測工作至少需持續 2 年進行，資

料才較準確。 

聶士詔課長：今年度已建立一些基礎資料，未來是否考慮選擇一些樣區進

行植生復育試驗，進行比較？ 

楊教授： 

1.部份禁採礦區（如：正德－東豐礦區）可嘗試進行植生復育及自然演替之

比較試驗。 

2.亞泥對於礦區植生復育之經驗極為豐富，建議部份禁採礦區（如：正大石

礦）可請亞泥認養，以恢復當地之自然景觀。 

三、結論： 

1. 感謝受託單位協助進行現場調查工作事宜，提供管理處相關政策施行

之參考。 

2. 與會人員之建議請受託單位納入參考，並請依合約規定，增補相關內

容，完成報告書定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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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照片 

 

 

 

 

照片 1、匯源產業道路入口 照片 2、匯源產業道路 

照片 3、匯源產業道路周圍環境 照片 4、11 月調查時道路崩塌情形 

照片 5、東豐礦場 照片 6、正德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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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7、立東北三棧礦場入口 照片 8、三棧北溪 

照片 9、立東北三棧礦場樣區 照片 10、礦場採礦面 

照片 11、立東北三棧礦場對照樣區 照片 12、對照樣區溪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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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13、正大礦場入口 照片 14、礦場採礦面 

  
照片 15、礦場邊的建築物 照片 16、礦場內的裸露地 

照片 17、黃嘴角鴞 照片 18、台灣獼猴排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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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19、麗紋石龍子 照片 20、蝎虎 

照片 21、正在曬太陽的斯文豪氏攀蜥 照片 22、在枝條末端睡覺的斯文豪氏攀蜥

照片 23、赤尾青竹絲 照片 24、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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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25、盤古蟾蜍 照片 26、黑眶蟾蜍 

照片 27、澤蛙(有背中線個體) 照片 28、澤蛙(無背中線個體) 

照片 29、澤蛙配對 照片 30、斯文豪氏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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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31、日本樹蛙 照片 32、日本樹蛙配對 

照片 33、日本樹蛙 照片 34、莫氏樹蛙 

照片 35、莫氏樹蛙幼蛙 照片 36、莫氏樹蛙卵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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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37、異色尖粉蝶 照片 38、絹斑蝶 

照片 39、波蛺蝶 照片 40、黯眼蛺蝶 

照片 41、枯葉蝶 照片 42、散紋盛蛺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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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43、小波眼蝶 照片 44、密紋波眼蝶 

照片 45、紫日灰蝶 照片 46、淡青雅波灰蝶 

照片 47、藍丸灰蝶 照片 48、黑點灰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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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照片(續) 

 

 

照片 49、玉帶弄蝶 照片 50、臺灣脈弄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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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復育計畫第一期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復育計畫第一期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復育計畫第一期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復育計畫第一期

執行單位：花蓮縣野鳥學會
計畫主持人：楊懿如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人員：曾志明、施心翊、陳盈伸、顏瑞瑤

中華民國 99 年 4月 22 日



簡報綱要

一、緒論
計畫背景

二、調查範圍與方法
調查樣區、執行程序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
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蝶類、
復育規劃程序準則

四、結論與建議

五、其他
保育志工培訓



一、緒論
• 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

• 民國75年太管處成立後，展開「禁採補償」作
業。2008年5月已完成徵收礦區面積達2,570公
頃。

• 張惠珠老師曾在2008年進行16處禁採補償樣區植
生復育研究。

• 延續張等(2008)之研究報告，針對部分採絕跡尚
未完全綠化的東豐礦場、正德礦場、正大礦場以
及立東北三棧礦場進行動物資源調查。

• 了解這些礦業用地目前之生態復育概況，進而提
出生態旅遊規劃及監測模式。



二、調查範圍與方法

（（（（一一一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
正德-東豐礦場

�由匯德隧道北口西側進入，沿途兩側植被豐富，林相完整。

�正德(海拔332m)與東豐石礦場(海拔298m)，採礦面積以正德
石礦場較大，東豐石礦場較小。礦場內仍有採礦後植被尚未恢
復的裸露地，正德石礦場1999年停採，東豐石礦場1995年停
採。

�根據張 (2008)報告結果，調查共記錄維管束植物89科204種，
顯示匯源產業道路兩側山林仍維持很好的林相。

�以匯源產業道路約2公里沿線作為對照組。



東豐礦場海拔298m停採14年

正德礦場海拔332m停採10年

裸露面積13.87公頃

匯德隧道入口匯源產業道路



二、調查範圍與方法

（（（（一一一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
正大礦場

�正大石礦位於崇德車站對面，海拔為45m，早期以
開採石灰礦石為主，，，，1987年停採。

�礦區因近乎垂直的採掘壁過於陡峭，植被恢復極
為困難，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呈現裸壁景觀。

�根據張 (2008)報告結果，礦區內的植物種類，共
記錄到30科58種，蕨類植物2科2種，雙子葉植物23
科43種，單子葉植物5科13種；屬於海邊人為干擾植
物相。

�因地形陡峭，未設置對照組。



正大礦場海拔45m停採22年

裸露面積2.35公頃



二、調查範圍與方法

（（（（一一一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調查樣區
立東北三棧礦場

�位於三棧北溪旁，海拔為90m，沿著三棧北溪行走便可到
達。

�礦場旁仍可看見舊採礦道路路基與隧道，已恢復近似自然
的次生林（張，2008），礦場內為大量的銀合歡及密花苧麻
所形成的次生林，北方臨河的採掘跡已有植被覆蓋，但仍留
有開採石礦後所遺留的空曠地，1997年停採。

�三棧北溪沿途林相豐富，植物茂密，溪水較豐沛，生物資
源豐富。

�三棧北溪沿線及在礦場北邊選擇一處未開發之調查樣點作
為對照組，海拔為135m，林相良好，植物茂盛。



礦場海拔90m停採12年

裸露面積3.5公頃

礦場的聯外橋樑遺跡

對照樣點海拔135m



二、調查範圍與方法
（（（（二二二二））））野外調查方法野外調查方法野外調查方法野外調查方法

於2009年2月進行樣區探勘，3~9月及11月各進行1次

調查，每次調查以三天二夜為基準，共完成8次調查。

物種物種物種物種 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

昆蟲 以沿線調查法及網捕法進行調查。

兩棲類 晚間以目視遇測法及鳴叫計數法進行調查。

爬蟲類 以沿線調查法目視調查，分成白天及夜間等兩時段。

鳥類 鳥類是以沿線進行目視觀察法及聲音辨別法為主。

哺乳類 選取特定地點為樣點，設置薛門氏捕鼠器（每次80

個），另以沿線記錄法調查個體、足跡、排遺等大型
哺乳類資料，並輔以自動照相機進行監測。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1/7）

• 哺乳類哺乳類哺乳類哺乳類

• 共記錄哺乳類4目6科9種126隻次。

• 屬於台灣特有種與台灣特有亞種者6種，佔本計畫哺乳類
調查比例為66.7%。屬於保育類動物有3種，佔本計劃調查
物種比例為33.33% 。

• 優勢物種部份，以台灣獼猴發現數量最多(72隻/57.1%)；

其次為白面鼯鼠(33隻次/26.2%)。

自動照相機在正德-東豐礦場拍攝之長鬃山羊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1/7）

• 哺乳類哺乳類哺乳類哺乳類-不同月份比較不同月份比較不同月份比較不同月份比較
• 以3月份的種數最多(6種)，9月份的數量最多(22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1/7）

• 哺乳類哺乳類哺乳類哺乳類-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
在種類及數量方面，皆以正德-東豐礦場記錄較多。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2/7）

• 鳥類鳥類鳥類鳥類

• 本計畫調查共記錄鳥類8目26科44種1457隻次。冬
候鳥、夏候鳥及留鳥的比例為11.4%、2.3%、
86.4%。屬於台灣特有(亞)種鳥類共27種(61.4%)。

• 保育類有11種，佔本計畫調查鳥種25.0%。

• 優勢物種部份，以紅嘴黑鵯(148隻次/ 10.2%)、山
紅頭(122隻次/ 8.4%)、台灣擬啄木(109隻次/ 7.5%)
發現數量較多。

• 依調查時間區分，以3月份的種數最多(33種)，5月
份的隻數最多(264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2/7）

• 鳥類鳥類鳥類鳥類-不同樣區比較不同樣區比較不同樣區比較不同樣區比較
•正德-東豐礦場：匯源產業道路沿線共記錄28種
540隻次、正德礦區共記錄22種186隻次、東豐礦
區共記錄19種102隻次，正德-東豐礦場共記錄32
種828隻次。
•正大礦場記錄20種365隻次
•立東北三棧礦場：三棧北溪沿線共記錄22種146隻
次、立東北三棧礦區共記錄15種39隻次、對照組
樣區則紀錄17種79隻次，立東北三棧礦場共記錄
28種264隻次。
•在種類及數量方面，皆以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記錄
較多。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2/7）
• 鳥類鳥類鳥類鳥類-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

• 正德-東豐礦場：

正德礦區22種186隻次，東豐礦區19種102隻次，匯源產業
道路28種540隻次，不管在種類、數量上，皆以匯源產業
道路沿線記錄較多。

• 立東北三棧礦場：

礦場15種39隻次，三棧北溪沿線22種146隻次，對照組樣
點15種39隻次，在種類及數量上，皆以三棧北溪沿線較
多。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3/7）

• 爬蟲類爬蟲類爬蟲類爬蟲類
• 本計畫共記錄爬蟲類1目6科11種150隻次。屬於台灣特有
種爬蟲類者有斯文豪氏攀蜥1種(9.1%)。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有2種(18.2%)。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3/7）

• 爬蟲類爬蟲類爬蟲類爬蟲類-各月份比較各月份比較各月份比較各月份比較
• 依調查時間區分，在調查種類上，以3月份調查種數最多

(7種) ，5月份的調查數量最多(32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3/7）

•爬蟲類爬蟲類爬蟲類爬蟲類----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
•在種類方面，正德-東豐礦場與立東三棧礦場所記錄種類
數最多；數量方面，則以正德-東豐礦場記錄最多 。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4/7）

• 兩棲類兩棲類兩棲類兩棲類

•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共記錄兩棲類3科9種976隻次，屬
於台灣特有種有4種(44.4%)。

• 優勢物種部份，以日本樹蛙(354隻次/ 36.2%)、澤蛙(212隻

次/ 21.7%)、艾氏樹蛙(189隻次/ 19.4%)發現數量較多。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4/7）

• 兩棲類兩棲類兩棲類兩棲類-各月份比較各月份比較各月份比較各月份比較
• 依調查時間區分，3、4、5月－9種；在數量方面，則以5
月數量最多(212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4/7）

• 兩棲類兩棲類兩棲類兩棲類-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三個樣區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比較
• 以立東北三棧礦場的種類數最多(7種)；正大礦場所記錄數
量最多(353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5/7）

• 蝶類蝶類蝶類蝶類

• 5科55種976隻次。

• 優勢物種部份，以密紋波眼蝶(114隻次/ 11.7%)、
黃蝶(99隻次/ 10.1%)、纖粉蝶(74隻次/ 7.6%)發現
數量較多。

• 依調查時間區分，種類以9月最多；數量以3月最
多。

• 比較三個樣區之結果:不論種類及數量，皆以正德-

東豐礦場樣區所記錄最多(50種/559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5/7）

• 蝶類蝶類蝶類蝶類-礦區和對照組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的比較礦區和對照組的比較

正德正德正德正德-東豐礦場東豐礦場東豐礦場東豐礦場：：：：

正德礦區20種50隻次，東豐礦區14種36隻次，匯源產業
道路沿線40種177隻次，匯源產業道路較多。

立東北三棧礦場：

立東北三棧礦區10種17隻次，三棧北溪沿線30種77隻
次，對照組樣點18種35隻次。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6/7）
• 動物資源現況彙整：

1. 月份：3月-5月數量及物種較多，9月其次。

2. 三個樣區比較：

正德-東豐礦場樣區的哺乳類、鳥類、爬蟲類、
蝶類的物種及數量都最多：海拔範圍較廣、環
境較多樣、路線較長、人為干擾較少。

立東北三棧礦場樣區的蛙類種類最多：三棧北
溪水域。

正大礦場樣區蛙類數量最多：平地常見的澤蛙。

正大礦場樣區立東北三棧礦場樣區正德-東豐礦場樣區



3.礦場和對照組比較：
正德-東豐礦場：對照組＞礦區。

礦區停採10-14年，尚有大面積的裸露地，缺乏食草植物及蜜源植物。

對照組匯源產業道路沿線林相良好，環境較多樣。

立東北三棧礦場：

哺乳類及爬蟲類對照組及礦區差異不大：礦區植被恢復情況良好，縮
小與周邊環境的差異。

鳥類、蛙類、蝶類以三棧北溪較豐富：林相較茂密，環境較多樣。

對照組匯源產業道路 礦區

礦區三棧北溪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7/7）
• 復育規劃程序準則復育規劃程序準則復育規劃程序準則復育規劃程序準則
18位管理處及保育相關人員填寫礦場復育程序準則表，再彙整結果

正德-東豐礦場 正大礦場 立東北三棧礦場



四、結論與建議（1/2）
• 復育規劃建議復育規劃建議復育規劃建議復育規劃建議

根據調查結果以及復育程序準則表調查結果建議：

• 平台植被復育平台植被復育平台植被復育平台植被復育：：：：正大礦場已停採22年，但因採掘面非常陡
峭，植被復育困難，需注意水土保持的狀況，並避免崩塌
危險。可於礦場做平台部份的植被復育，即先改良平台土

地以適合植被成長。建議由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礦場
植被復育經驗豐富的亞泥認養。

• 植被自然復育植被自然復育植被自然復育植被自然復育：：：：正德-東豐礦場停止開採10-14年，根據張
（2008）報告，停採16年以上植生可能恢復良好，建議採
植被自然復育，持續監測。立東北三棧礦場停止開採12
年，但植被復育良好，依目前狀況讓植被自然復育即可。

• 持續監測持續監測持續監測持續監測：：：：在調查樣區，每年春天進行一次焦點物種的
調查，每3年進行一次普查（每季一次，共4次）比較，建
議和花蓮林管處合作。



四、結論與建議（2/2）

• 生態旅遊操作生態旅遊操作生態旅遊操作生態旅遊操作

綜合調查結果綜合調查結果綜合調查結果綜合調查結果、、、、復育程序準則表與復育程序準則表與復育程序準則表與復育程序準則表與SWOT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正德正德正德正德-東豐礦場樣區與立東北三棧礦場樣區發展生東豐礦場樣區與立東北三棧礦場樣區發展生東豐礦場樣區與立東北三棧礦場樣區發展生東豐礦場樣區與立東北三棧礦場樣區發展生

態旅遊之建議如下態旅遊之建議如下態旅遊之建議如下態旅遊之建議如下：：：：

• 正德正德正德正德-東豐礦場樣區東豐礦場樣區東豐礦場樣區東豐礦場樣區

1.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春季春季春季春季，，，，建議早晨或黃昏建議早晨或黃昏建議早晨或黃昏建議早晨或黃昏。。。。

2. 路線路線路線路線：：：：匯源產業道路前半段匯源產業道路前半段匯源產業道路前半段匯源產業道路前半段(1公里內公里內公里內公里內)。。。。

3. 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

4. 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

5. 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加強人員培訓加強人員培訓加強人員培訓加強人員培訓。。。。



四、結論與建議（2/2）

• 立東北三棧礦場立東北三棧礦場立東北三棧礦場立東北三棧礦場

1.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春季春季春季春季，，，，建議早晨或黃昏建議早晨或黃昏建議早晨或黃昏建議早晨或黃昏。。。。

2. 路線可使用路標或整理行走路線路線可使用路標或整理行走路線路線可使用路標或整理行走路線路線可使用路標或整理行走路線。。。。

3. 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可設置解說牌於入口處。。。。

4. 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進行夜觀時需要有專業人員帶領。。。。

5. 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可由社區認養與管理，，，，加強人員培訓加強人員培訓加強人員培訓加強人員培訓。。。。



五、其他

• 保育志工培訓課程保育志工培訓課程保育志工培訓課程保育志工培訓課程

• 為了結合當地社區及志工人員，協助達成生態旅
遊操作及生態資源保育之目標，10月17日於太管
處舉辦保育志工培訓課程，共有31人參與。





• 簡報完畢，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