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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北部地區保存淺山生態系野生動物之重要區

域，亦為人為活動相當頻繁之區域，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北部地區保存

淺山生態系野生動物之重要區域，包括鼬獾等已知可能感染狂犬病之

動物，而園區同時也因遊憩功能可能出現犬隻與野生動物接觸情形，

相關疾病監控及預防需要重視。為針對園區內動物進行救傷治療、疾

病診斷、傳染病和死亡原因追訴之調查，並了解園區內動物健康狀況

及動物疾病盛行現況以作為園區內野生動物族群控制、傳染病防治和

遊客及寵物的疾病預防和宣導之參考，特執行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

包括兩大部分：一、動物救傷：提供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野生動物

緊急醫療評估，並視情況所需進行預防性或治療性醫療操作。二、疾

病風險調查與檢疫：藉由園區內路殺動物的毛髮樣本分析探討陽明山

國家公園園區內野生動物體內重金屬鉛、砷、銅含量，觀察並分析其

分布差異，探討可能成因以及後續影響。在動物救傷部分，本計畫共

處理園區內動物救傷醫療案包括水牛、五色鳥、金背鳩等；動物毛髮

樣本分析進行 18 件路殺鼬獾毛髮採集以及重金屬檢驗、完成 27 隻路

殺動物大體病理解剖檢以及傳染病檢驗，同時回溯統整園區自民國

105 年到民國 109 年度內歷年野生動物調查結果並結果清單製表。園

區路殺鼬貛毛髮內平均鉛濃度為 1.97 ppm，總砷 0.32 ppm，銅 8.38 

ppm。結果顯示冠狀病毒、犬小病毒等傳染病在園區野生動物之間仍

持續存在，狂犬病與犬瘟熱則未有檢出。本研究結果可提供相關單位

了解園區內野生動物傳染病之傳染情形，並了解重金屬在動物毛髮中

之分布，有助於未來相關研究調查參考。 

 

關鍵字：野生動物、毛髮、重金屬、路殺、疾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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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oject was to provide timely consul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wildlife medical situation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Preventive or therapeutic measure were provided when necessary. This 

project also aimed to assess the heavy metal including lead, arsenic and 

copper, in the hair sample of road kill animals in the park.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Most of the animals were 

found dea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nd were taken or 

sampling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21 Formosan ferret-badgers, 7 

Formosan masked palm civets and 4 pale little spotted civets. Cases that 

have undergone med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one buffalo, one Muller's 

Barbet and one Oriental turtle dove. The mean concentration of lead, 

arsenic and copper in the hair sample of 21 Formosan ferret-badgers are 

1.94 ppm, 0.30 ppm, 8.44 ppm, respectively. Samples from 27 

raod-killed animals were examined and Coronavirus and Parvovirus were 

found within these animals while negative results of rabies and Canine 

distemper were found in all the cases. These results provide stakehold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requirement and infectious disease of 

animals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Keywords: wildlife, hair, heavy metal, roadkill,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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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 論 

 

一、研究背景與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北部地區保存淺山生態系野生動物之重要區

域，亦為人為活動相當頻繁之區域，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北部地區保存

淺山生態系野生動物之重要區域，包括鼬獾等已知可能感染狂犬病之

動物，而園區同時也因遊憩功能可能出現犬隻與野生動物接觸情形，

相關疾病監控及預防需要重視。基此，生活其中之野生動物常為人畜

共通傳染病之宿主，依據過去調查園區內小型食肉目(如鼬獾)和園區

內流浪貓狗曾帶有同種壁蝨，而流浪貓也曾採集到人畜共通致病性之

弓蟲(顏 and 余, 2019)，此外，園區內鼬獾其血液重金屬鉛濃度（4.48 

µg/dL，SD=2.87）亦顯著高於臺灣其他地區如花蓮及大安溪地區等

地（3.11µg/dL，SD=3.87）(Liu et al., 2020)，惟目前對園區內環境重

金屬以及野生動物族群的相關研究仍十分匱乏。 

本單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協助動物相關研究多年，包括 107

年度陽明山國家公園流浪動物族群現況調查、108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

流浪動物族群現況調查、109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動物疾病風險調

查與救傷檢疫等。此期間進行野生動物疾病調查，寄生蟲如鼬獾以及

白鼻心之血液寄生蟲及壁蝨鑑種，鼬獾以及白鼻心之弓蟲以及焦蟲盛

行率；病毒性疾病則包括有食肉目大體病原檢驗調查，包括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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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等、犬小病毒以及犬瘟熱病毒等。 

表 1、臺大動物醫院協助執行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列表 

年度 計畫 研究摘要及成果 與本計畫之關聯性 

107 年度陽明山國

家公園流浪動物族

群現況調查 

園區內遊蕩動物族

群量以及存活率計

算、問卷訪談調查園

區內家犬家貓概

況、調查民眾餵食方

式與餵食地點、檢驗

野生食肉目動物與

流浪動物共通傳染

病之感染情形等。 

鼬獾以及白鼻心之

血液寄生蟲及壁蝨

發現紀錄，其中一種

壁蝨在狗、鼬獾、白

鼻心身上皆有發

現，顯示疾病跨物種

交叉感染之風險。 

108 年度陽明山國家

公園流浪動物族群

現況調查 

調查遊蕩動物族群

量以及相關參數，比

較遊蕩犬隻數量與

往年差異、存活率改

變；追蹤放養家犬隻

空間利用；採集血液

樣本檢驗寄生蟲與

鼬獾以及白鼻心之

弓蟲以及焦蟲盛行

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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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蟲病之感染情形

等。 

109 年度陽明山國家

公園園區動物疾病

風險調查與救傷檢

疫 

園區野生動物活體

醫療以及死亡動物

死因調查；主動捕捉

野生小型食肉目動

物以及蛇類進行特

定疾病採樣；路殺動

物採樣，檢驗病原包

括狂犬病、冠狀病毒

以及壁蝨。 

食肉目大體病原檢

驗調查，包括狂犬

病、冠狀病毒以及壁

蝨。 

 

二、研究目的 

為針對園區內動物進行救傷治療、疾病診斷、傳染病和死亡原因

追訴之調查，並了解園區內動物健康狀況，以作為園區內野生動物族

群健康控制、傳染病防治和遊客及寵物的疾病預防和宣導之參考，同

時藉由園區內路殺動物樣本為園區內野生動物體內重金屬含量做初

步調查以及探討，特執行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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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 

（一）完整園區內動物相關救援機制，以減少待援動物之死亡率。 

（二）了解園區內路殺動物之健康狀況，及是否帶有傳染病之病原。 

（三）確立野生動物疾病風險管理機制與相對應之經營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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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一、野生動物疾病及健康相關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大臺北地區，相比臺灣其他國家公園，面積

雖不大，但園區內道路密集，一般道路約占全區道路 10％，包含連

接臺北市和北海岸各鄉鎮的重要道路；加之緊鄰都會區，素來即為大

眾遊憩場所，各式交通工具頻繁來往，同時也使得路殺事件頻傳。民

國 106 年園區內已有路殺情況的調查，統計路殺量較多的動物包括盤

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黃口攀蜥等，並統計路殺量高峰時段、路殺

量最高路段、動物廊道利用等資訊(陳 et al., 2017)。園區內野生動物

的活動範圍緊貼人類生活圈；此外，此區域具有一定數量的流浪動物

族群，且曾觀察過有人為餵食和接觸的跡象。在人為因素和流浪動物

的影響下，使野生動物的生存受到考驗；而野化的流浪動物更有可能

將新興疾病帶入野外中，加劇野生動物在保育上的擔憂，另外，疾病

也可能反向，由野生動物或流浪動物傳染至家中寵物甚至傳染到人身

上，無疑大大的增加公共衛生上的疑慮(顏 and 余, 2019)。 

目前認為動物疾病及健康狀況可能會影響路殺比率(Krumm et al., 

2005)，且路殺動物的大體可以提供一個簡便的方法，作為監控族群

健康情形、保育和疾病防治政策決策的一個重要因子。比如澳洲從路

殺樣本中得到袋貛面部腫瘤病(Devil Facial Tumour Disease)的個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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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病理採樣，同時發掘此疾病和路殺比率具有顯著的因果關係，且

研究人員可以藉由搭配族群總數估計和路殺總數，估計族群受到路殺

或是袋貛面部腫瘤病的影響比例(McCallum et al., 2007)。 

近年來臺灣除了野生動物狂犬病引發國際關注(Lan et al., 2017)，

臺灣各處持續有野生動物傳染性疾病的調查報告，本單位則在過去幾

年間在不同計畫中進行數種野生動物傳染疾病之調查（參見表 1）。

其中，除了狂犬病具人畜共通特性且對人類有高度致命，其他病原包

括犬瘟熱、冠狀動物、犬小病毒雖不會直接感染人類，但對野生動物

以及圈養動物都極具重要性。 

犬瘟熱唯一高傳染力之 RNA 病毒，在食肉目動物引發嚴重疾病，

感染呼吸道、皮膚、消化道以及中樞神經，通常經由呼吸道分泌物之

氣化分子傳播，因發病後治癒率極低，在家犬為全球最嚴重的傳染性

疾病之一。除了食肉目，小熊貓科(Ailuridae)、貂科(Mustelidae)、鬣

狗科(Hyaenidae)、熊科(Ursidae)、靈貓科(Viverridae)、 浣熊科

(Procyonidae)以及貓科(Felidae)都有對犬瘟熱病毒具感受性之報告。

目前沒有犬瘟熱病毒感染人類之報告。臺灣野生動物中最早的犬瘟熱

報告為 2005 年，在高雄的鼬獾上有發現到犬瘟熱病毒，研究指出其

可能之病毒來源為家犬或其他生存於同一環境中之野生食肉目動物，

且因該地區有放養家犬以及遊蕩犬，與鼬獾接觸之可能性極大(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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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8)。在圈養的石虎個體也曾檢驗出抗體陽性(Ikeda et al., 

2001)。日本曾爆發狸（Nyctereutes procyonoides）因犬瘟熱流行導致

大量死亡之案例(Machida et al., 1992)。因此在家犬及野生動物有高接

觸機會環境如國家公園境內，犬瘟熱之存在予監控有其必要。 

犬小病毒在家犬為高度傳染力之疾病，通常經由糞口傳染，發病

後會引發嚴重血痢腸炎，若未經治療及可能致命，為臺灣常見犬隻疾

病。冠狀病毒則在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以及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等新興疾病爆發後受

到全世界的重視，成為野生動物疾病調查以及新興傳染病研究之重點，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為證明冠狀病毒具有高度傳染力及變異

能力病毒之最新案例。犬小病毒以及冠狀病毒在臺灣的野生動物之間

長期以來都有發現之報告，102 到 103 年間在彰化雲林地區的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發現帶有冠狀病毒，盛行率為 53%，序列分析

發現最接近之病毒株為 Scotophilus bat CoV/Hainan/China/2005，而豬

傳染性下痢(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coronavirus)與期許列相似性為

第三，豬與高頭蝠間之傳染方式還有待研究。此研究確認臺灣高頭蝠

族群地方性冠狀病毒之存在(Su et al., 2016)。另一研究調查臺灣野生

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之病毒盛行率，檢驗包括小病毒

(protoparvovirus)、貓白血病病毒（FeLV）、貓免疫缺陷病毒（F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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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瘟熱、冠狀病毒(CoVs)五種病毒，結果只有檢出小病毒以及冠狀病

毒，小病毒之盛行率為 63.5%，冠狀病毒之盛行率為 8.8%，可見此

二種病原在臺灣野生動物族群中之重要性。此篇研究同時發現石虎所

攜帶之小病毒以及冠狀病毒之序列與多數與圈養食肉目動物相同，顯

示動物間曾有互相傳播。該篇研究也指出石虎族群感染犬小病毒之分

布並極廣，而圈養食肉目動物可能為這兩種病原的最主要傳染窩

（reservoir）(Chen et al., 2021)。在臺灣另也已經有犬小病毒感染穿

山甲之報告，顯示此病毒具有跨物種傳播之潛力(Chang et al., 2021)。 

 

二、野生動物重金屬相關研究 

雖然重金屬是自然存在的元素，但其在環境中的濃度隨著人為活

動例如：礦業、工業及燃煤事業顯著的增加，且其造成的生態及環境

衝擊可以持續數十年(Pereira et al., 2006)。野生動物因為直接曝露於

棲地中，所以經常被用來評估重金屬汙染的情形、人與野生動物的曝

露風險、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後續生態效應(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Animals as Monitors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1991)。生物體運作需要有必需的巨量元素以及微量元素，這些元素

間可能進行協同或拮抗作用，而生物性、基因性或環境性因素導致這

類元素的缺乏、過量或是失衡都可能會導致許多生理失常。現今環境

中，許多人為汙染物會在大氣、水源或土壤中堆積，而這些汙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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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導致生物體毒性反應則需要許多相關研究。野生動物長期被認

為可以當作環境汙染的生物指標，顯示其在生存環境中受暴露的重金

屬含量，在相鄰但不同的地區（如都市及郊區）的單一物種其生物體

組織內重金屬含量即有所不同(Dip et al., 2001) 。 

三、野生動物毛髮重金屬累積情形會因物種食性而異 

在一個義大利西北部的研究調查發現，雜食性動物例如狗獾

（Meles meles）、土撥鼠（Marmota marmota）、野豬（Sus scrofa）等

動物毛髮中的重金屬濃度會比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來得高。其中狗獾

毛髮中金屬生物累積量最高。因此這類動物可以做為了解環境金屬暴

露情況的有效監測指標。在這篇研究結果中，狗獾毛髮中鉛濃度為

0.83±0.054 ppm, 砷 1.1±0.22 ppm，銅 52±0.43 ppm；肉食動物中，

狼（Canis lupus）的毛髮中鉛濃度為 0.19±0.025 ppm，砷 0.43±0.0025 

ppm，銅 21±1.9 ppm；紅狐（Vulpes vulpes）的毛髮中鉛則有 0.33±0.042 

ppm，砷 0.41±0.022 ppm，銅 22± 3.2 ppm。 

四、非侵入性重金屬濃度之檢驗方式 

有毒物質可能會堆積在動物的骨骼、牙齒、肌肉、角、毛髮以及

間質組織如肝臟、肌肉、腎臟等。不同元素在這些組織之間的分布可

能隨身體代謝有不同的起伏波動(Cygan-Szczegielniak, 2021) 。要檢

驗動物體內汙染物暴露量，常見方法為採取內臟（如肝、腎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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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但考量到道德倫理以及研究限制，可替代的非侵入性採樣方法

日益重要(D’Havé et al., 2007)。 

生物介質(血、尿、毛髮、骨頭、牙齒及乳汁等)因為其中的重金屬

濃度可以反映整個生物體的承受量，所以可以做為很好的非侵入性樣

本(Merian and Clarkson, 1991) 。相較於血液檢查的普及，毛髮的檢

驗價值卻尚未被完整利用。然而，哺乳類的毛髮因其組成蛋白與多種

金屬有高的親和性(Beernaert et al., 2007)，所以在毛髮生長過程中，

血中的金屬物會持續的累積在髮幹中，除此之外，毛髮持續與外界接

觸，同時累積環境、皮脂腺及汗腺的重金屬物質(Vermeulen et al., 

2009)，這讓毛髮樣本的重金屬濃度遠高於其他的體液樣本，有時更

會高於內臟(Liu, 2003) 。 

五、以毛髮作為重金屬檢驗之優勢 

毛髮在重金屬的研究上因為其堅實耐儲存是很好的生物介質

(Pragst and Balikova, 2006)，且相較於其他樣本，有著容易取得與儲

存、採樣限制較少、不需要專業醫療人員及冷藏設備等優點

(Appenzeller and Tsatsakis, 2012)。近年已有許多研究以毛髮作為檢驗

生物體內汙染物的指標，也有研究證實不同汙染物在毛髮與其他組織

中的關聯性，如刺蝟體內溴化阻燃劑(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含量

在毛髮與內臟呈正相關(D’Havé et al., 2005) 。毛髮也已被全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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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系統選定為重要生物監控材料(Jenkins, 1980)。 

五、野生動物毛髮中重金屬含量之研究 

野生動物毛髮的研究在近年逐漸受到重視。2011 年 Curi 等人以巴

西的三種野生犬科動物之毛髮為樣本檢驗其中重金屬濃度。基於前人

的研究發現鉛(Pb)、鎘(Cd)的血液濃度和毛髮的正相關，此研究以陷

阱捕抓動物，收集毛髮並檢驗其中的銅(Cu), 鐵(Fe), 錳(Mn), 鋅(Zn), 

Cd, Pb, 鉻(Cr)等濃度。結果發現在該樣區的野生犬科動物毛髮中的

鉛與鎘的濃度比巴西其他地區、斯洛伐克以及義大利都高，依據此判

定該區動物受鉛與鎘此兩種重金屬暴露之風險較高(Curi et al., 2012)；

Rashed 等人 2004 年調查埃及山羊、綿羊、駱駝毛髮、食物、土壤重

金屬（Pb、鋅 Zn、Fe、Mn、鈷 Co、鎳 Ni）。毛髮收集方式是剪下來，

共 20 個樣本。結果可見到食物中的鉛和毛髮的呈現正相關(Rashed 

and Soltan, 2005)；Yin 等人在 2006 年的論文調查南極冰層內海豹毛

髮重金屬 Pb、Cu、砷（As）、Cd、 Zn 等 1500 年來的變化。發現 1800

年後鉛濃度上升，1980 年後稍微下降，推測和工業革命、停用有鉛

汽油等有關。由上可知，毛髮做為重金屬研究的樣材，不僅可提供特

定時間點之資訊，也可提供依據時間之變化資訊(Yin et al., 2006)。在

臺灣，黑鳶的腹羽亦曾做為重金屬相關之研究，並發現重金屬在黑鳶

體內因工業發展出現生物累積及生物濃縮的現象(張智堯(Chih-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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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2012)。 

自 2015 年起已有研究人員調查發現陽明山地區的鼬獾血液中鉛

濃度（每分升 4.48 微克，4.48 µg/dL，標準差 SD=2.87）顯著高於大

安溪地區的鼬獾血液中鉛濃度（3.11µg/dL，SD=3.87）的現象(Liu et al., 

2020)。此現象引出許多疑問，包括其詳細成因、是否有族群差異、

是否與人類活動有關，以及此現象臨床上是否影響野生動物甚至人類

健康等都尚須進一步研究探討。2015 年開始的後續研究(unpublished 

data)比較了陽明山區內鼬獾血液中以及毛髮中的鉛濃度，證實鼬獾毛

髮中的鉛濃度與血液中鉛濃度有正相關。2005 年針對陽明山國家公

園土壤重金屬含量的研究指出，陽明山地區土壤背景值中砷與銅的含

量普遍偏高，包括十處遊客較多的重點區域；其他重金屬包括鎘、鉻、

鎳、鉛、鋅等元素含量則低於一般監測基準(余, 2005)。 

在野生動物的研究對象的選擇上，食肉目動物具有壽命長、移動

範圍廣、在生態系處於食物錬最高層的特性，所以可以累積並表現環

境中長期的緊迫因子，讓牠們成為合適的指標物種

(Hernández-Moreno et al., 2013)。 

六、動物毛髮重金屬濃度之研究 

重金屬會經由生物累積效應，隨著人類進食各種食物而累積在人

類體內，嚴重時可能造成中毒效應。同時，適量補充部分金屬乃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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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動物生長所需，因此經濟動物體內的重金屬濃度也持續受到研究。

如建立俄國列寧格勒地區乳牛的毛髮中重金屬濃度參考範圍

（reference interval），包括砷、硼、鎘、鈷、銅、鉻、銅、鐵、汞、

碘、鋰、錳、鉛、硒、矽、錫、鋅、釩、鍶等元素。在此 148 隻乳牛

毛髮檢驗結果中，銅濃度 6.71-10.8ppm、砷 0.0226-0.0607 ppm、鉛 

0.0263-0.246 ppm (Miroshnikov et al., 2020)。 

七、砷之來源與可能危害 

無機砷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地下水中都存在，有機砷則多數從魚體

中進入人體。除了飲用水，在食物鏈中，肉、奶及蛋都可能是人類暴

露到砷的來源(Mandal, 2017)。砷在經濟動物如豬、家禽為飼料添加

物，目的為控制疾病並且增加動物體重。砷能夠穿透包括人類等哺乳

動物的胎盤，歐盟規定一般動物飼料內砷最高含量為 2mg/kg。砷進

入血流後會與球蛋白與血紅蛋白結合，數周後則會進入到毛髮以及皮

膚。在美國，牛飼料內最高容許量為 50mg/kg 無機砷以及 100mg/kg

有機砷。在羊則為 30mg/kg。砷在米中過度累積對以食用米飯為主的

族群有健康風險(Mandal, 2017)。砷中毒在動物可能導致致命的下痢

腸胃炎、脫水、神經性症狀包括協調障礙、失明、抽搐等(Constable et 

al., 2016)。 

在馬來西亞的研究，馬來靈貓的毛髮中砷濃度與是否接近河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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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關，成體的砷濃度比未成體低，體重低者砷濃度也相對較低。越

接近河流支流毛髮中砷濃度就越低；在此研究中，毛髮中砷濃度與該

動物之血液學數值無顯著關聯，未發現造成血液學數值異常(Evans et 

al., 2022)。 

八、銅之來源與可能危害 

急性大量的食入銅可能會導致動物消化道黏膜壞死以及致死性休

克。慢性中毒則可能導致肝臟壞死以及溶血性貧血。動物可能經由被

汙染的飲水、食入含有銅的抗黴菌劑、食入過量的銅補充飼料等原因

導致銅中毒(Constable et al., 2016)。在馬來靈貓的研究中，毛髮中銅

濃度與動物之血液學數值無顯著關聯(Evans et al., 2022)。 

九、鉛之來源與可能危害 

野生動物可能經由接觸受污染的植被、水源、食入含有鉛之無脊

椎或脊椎動物，甚至食入帶有鉛彈之活體獵物或死體組織等途徑暴露

在鉛之中(Chiverton et al., 2022)。鉛中毒在動物可能導致腦部病變、

周邊神經退化、肝腎退化、腸炎等。動物食入鉛後可以經由乳汁分泌，

乳牛之產乳也因此可能含有鉛。人類也可能因為飼養經濟動物如牛隻

與動物同時暴露在鉛中毒的風險之中(Constable et al., 2016)。 

在馬來西亞的 16 隻有 GPS 追蹤之馬來靈貓研究中，比起只在森

林活動的動物，會到棕櫚田活動的動物其毛髮中鉛濃度顯著上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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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推論此現象與農田地區過量使用肥料有關，馬來靈貓可能藉由直

接接觸肥料、食入被肥料污染的泥土或水，或是食入被汙染的棕櫚、

無脊椎動物或小型哺乳類動物而食入鉛。此研究同時也發現毛髮中鉛

濃度和血小板數值有關(Evans et al., 2022)。 

 

綜合上述結果，本計畫期能以採集以及保存相對容易，也較無道

德爭議的路殺動物毛髮為樣本，並延伸檢驗重金屬種類，除了動物毛

髮中的鉛以外，同時檢驗已知環境中濃度較高的砷與銅，以此三種重

金屬的濃度為指標進行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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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工作項目包括動物救傷、檢疫及疾病風險調查兩大部分，

分別說明如下： 

一、動物救傷 

1. 協助園區內傷病野生動物初步評估以及處置。 

2. 設置專門人力以及專線，利用通訊軟體以照片、影片等

協助第一線人員與專業獸醫溝通，以利在第一時間進行

現場狀況評估並輔醫療決策。 

3. 若需要後送醫療則由臺大動物醫院協助醫療或轉介其他

醫療單位 

4. 依據物種及臨床表現進行可能傳染病檢驗診斷，若有公

衛疑慮則需進行後續處置 

5. 臺大動物醫院內診療流程 

i. 確認動物病史：與相關單位人等溝通，儘可能了解動

物被發現的時間、地點、現場情形、動物外觀行為表

現等資訊。 

ii. 穩定動物：野生動物通常懼怕人類，人為環境干擾會

誘發動物緊迫，嚴重者可能加速動物病情惡化。因此

先給予動物安靜陰暗環境休息，同時提供必要之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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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評估是否給予氧氣支持，協助動物減少緊迫。 

iii. 理學檢查：對動物有初步了解後由負責獸醫師醫師進

行理學檢查，包括體重、心跳速率、呼吸速率、體態、

呼吸音、外觀、口腔、四肢關節活動性等等；另外觀

察排便型態，視情況可考慮採樣進行糞便檢查。 

iv. 進階操作檢查：視理學檢查結果評估是否需要以及動

物是否能夠承受進階操作及檢查，包括鎮靜、保定、

放射線檢查、超音波檢查或採血等等。 

v. 取得檢查結果並獲得初步診斷，依照診斷給予動物需

要的治療，可能包括皮下點滴、靜脈藥物給予、口服

藥物、灌食，或進一步手術住院等等相關處置。開始

治療後同時持續觀察動物反應，主治獸醫師與陽管處

負責人持續溝通回報動物狀況，隨時調整後續處置方

向。 

 

二、 疾病風險調查及檢疫 

(一)路殺動物大體採集、毛髮內重金屬濃度測量以及數據分析 

1. 本次研究預計利用被動收集路殺大體之方式，對每一樣

本同時進行毛髮重金屬檢驗、病理解剖以及病原檢驗，

期能比較分析重金屬、路殺死因以及病原檢驗結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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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較此些狀況是否有相關性。 

2. 國家公園協助收集園區內道路上發現之死亡野生動物大

體，以文字及圖像紀錄相關資訊並冷凍保存。 

3. 研究人員定期採集毛髮樣本以及紀錄物種、發現地點、

性別、外觀異常等型值，並檢驗毛髮樣本中鉛濃度。 

4. 將毛髮樣本從路殺動物大體中剪下，樣本處理標準參考

國際原子能委員會之標準（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經過丙酮以及蒸餾水輕洗，第一次丙酮，

三次蒸餾水，再一次以丙酮清洗，各清洗五分鐘，每次

清洗之間瀝乾 10 分鐘。接著以不鏽鋼剪刀將毛髮樣本裁

成小於 5mm 的大小，以烘箱於 105℃乾燥 24 小時，最後

取得 0.5-1g 之乾燥毛髮樣本送檢(Pozebon et al., 2017)。 

5. 檢體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 ICP-MS）分析其中鉛、砷、銅等重金

屬濃度。其中砷是檢驗總砷濃度，包括有機砷與無機砷。 

6. 資料蒐集及分析整理。統整每個鼬獾樣本毛髮中之鉛、

銅、砷濃度結果，與該動物之性別、被發現之地理座標、

季節、與鄰近溫泉的距離、該樣本傳染病原檢驗結果等

等因子進行分析，找出潛在風險因子，同時也與過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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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檢驗數據結果進行比較探討。 

7. 採集個體背部與四肢的毛髮作為檢測樣本。除取得毛髮

中檢驗鉛、砷、銅濃度數據，鼬獾以及其他食肉目大體

後續送合作單位進行病理剖檢以判斷可能死因，同時進

行病原檢測包括冠狀病毒、犬瘟熱以及犬小病毒。 

圖 1、鼬獾大體毛髮採樣 

(二)園區內路殺食肉目動物疾病監控 

1. 國家公園協助收集園區內道路上發現之死亡野生動物大

體，以文字及圖像紀錄相關資訊並冷凍保存。 

2. 研究人員定期採集拭子樣本以及紀錄物種、發現地點、

性別、外觀異常等型值，進行病毒檢驗。採集部位包括

大腦、小腦、結膜、鼻腔、口腔、大腸、小腸等部位；

檢驗方式為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其中犬小病毒（Parvovirus）、犬瘟熱以及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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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病毒檢驗方式為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

狂犬病檢驗方法為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T-PCR）。 

3. 結果統整，與前述過去執行計畫之監控資料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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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果與討論 

一、動物救傷 

野生動物以及野化動物救傷之重要性 

自 109 年合作以來至 111 年 11 月止，臺大動物醫院共計協助陽

管處處置救傷動物 23 件，包括哺乳類 20 隻、鳥類 2 隻、爬蟲

類 1 隻。其中以哺乳類類占多數，其中包含 18 隻野化水牛案

例，治療主訴包括創傷（外傷、骨折）以及虛弱； 有 5 隻水

牛進行健康檢查，以及 5 隻水牛為運輸進行麻醉（民國 110 年

12 月至 111 年之水牛健康檢查項目移至 110-112 陽明山國家公

園擎天崗地區野化水牛健康監測（開口契約）辦理，故未計入）。

111 年度之五色鳥、水牛以及金背鳩救傷案件病歷詳如附錄 8

（救傷動物病歷）。野化水牛案例中，在春夏季之案例常見原

因為外傷，但在其他時節仍可能有外傷案例；在冬季則常因虛

弱進行醫療診察。此現象與冬季陽明山區天候變化影響野化水

牛生存環境有關。其他哺乳類以及鳥類之醫療案例則多發於冬

末至春夏季，除了因明顯外傷，也可能因不明原因虛弱送醫，

實際病因不易判斷。救傷案例發生之月份分布可參照圖 2。可

推測在春夏之際野生動物活動量高，此段期間較容易有外傷問

題；到冬季天氣濕寒則較容易有營養缺乏虛弱等問題。此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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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日後持續觀察，並建議在不同季節預擬適當應對措施。 

圖 2、民國 110-111 年園區動物救傷案例發生時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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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陽明山國家公園歷年野生動物疾病調查結果整理 

本研究將臺大獸醫系團隊近年協助陽明山國家園區內野生動物

疾病調查結果進行統整（參見表 1 臺大動物醫院協助執行陽明山國家

公園計畫列表）。自民國 105 年開始臺大獸醫系團隊開始在園區野生

動物檢驗各類病原，包括弓蟲、狂犬病、焦蟲、壁蝨、冠狀病毒、犬

瘟熱、小病毒。其中民國 106 年至民國 108 年間以捕捉方法採樣之犬

瘟熱、冠狀病毒、小病毒、弓蟲、狂犬病樣本及結果清單整理於附錄

9。各疾病於以下分段論述時應加入各檢驗母數及陽性數 

自民國 105 年起在狗、貓、麝香貓、白鼻心均曾經發現弓蟲抗體陽性

反應(顏, 2017)，並在佈籠捕捉鼬獾調查中得出陽明山全區的抗體陽

性率約為 57.4% (31/54)，較同時期臺中地區 28.6%（2/7）高；狂犬

病自民國 106 年 10 月起到 108 年 3 月間皆無陽性檢出結果（3 白鼻

心、2 麝香貓、54 鼬獾共 59 樣本皆陰性）。壁蝨調查從民國 106 年開

始到民國 107 年 10 月，在犬（17 隻有檢出，6 隻無檢出）、貓（7 隻

有檢出，5 隻無檢出）、鼬獾（26 隻有檢出，7 隻無檢出）、白鼻心（全

部共 5 隻皆有檢出）等野生動物以及遊蕩犬貓身上皆有發現，後續並

確認犬有 Haemaphysalis hystricis 及 Ixodes ovatus 兩種，鼬獾則有

Ixodes ovatus 及 Ixodes granulatus 兩種(顏 and 余, 2018)。冠狀病毒

檢驗的部分，在民國 106 年 11 月到 108 年 4 月之間採檢遊蕩犬隻（2



 

29 
 

陽性 21 陰性）、遊蕩貓（0 陽性 7 陰性）、白鼻心（1 陽 1 陰）、鼬獾

（1 陽 38 陰）等活體樣本檢驗。結果發現在園區內犬、白鼻心、鼬

獾等動物身上有冠狀病毒。犬瘟熱在民國 106 年 11 月到民國 108 年

四月間 20 隻犬、7 隻貓、2 隻白鼻心、38 隻鼬獾皆陰性；在民國 109

年間在路殺大體中有 3 隻鼬獾呈陽性反應。犬小病毒在民國 106 年

11 月至民國 108 年 4 月間採檢活體樣本包括犬（0 陽 21 陰）、貓（1

陽 6 陰）、白鼻心（0 陽 2 陰）、鼬獾（8 陽 25 陰）；到民國 109 年度

在路殺鼬獾以及麝香貓大體中有 4 次陽性檢出(余, 2021)。上列結果

顯示園區內多種野生動物間存在有寄生蟲以及病毒疾病如弓蟲、焦蟲、

犬小病毒、冠狀病毒、犬瘟熱等。至於近年在全國各地積極監控的狂

犬病在園區內尚未有檢出。 

 延續過去監控調查，本計畫繼續進行 27 隻路殺食肉目動物病毒

檢驗。大體撿拾日期範圍自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至民國 111 年 9 月

23 日。其中有 17 隻鼬獾、3 隻麝香貓、7 隻白鼻心；結果中，狂犬

病抗體、犬瘟熱病毒檢驗皆陰性，冠狀病毒有2白鼻心1鼬獾呈陽性；

犬小病毒則有 1 鼬獾呈陽性。詳見表 2。結果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區

內目前未發現有狂犬病感染野生動物之情形，而過去曾檢出之冠狀病

毒、犬小病毒仍持續有發現陽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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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年度路殺大體傳染病檢驗陽性率 

陽性率（陽性數量/總檢

驗數量） 

鼬獾 麝香貓 白鼻心 

狂犬病 0% (0/17) 0% (0/3) 0% (0/7) 

犬瘟熱 0% (0/17) 0% (0/3) 0% (0/7) 

犬小病毒 6.67% (1/17) 0% (0/3) 0% (0/7) 

冠狀病毒 7.14% (1/17) 0% (0/3) 28.6% (2/7) 

 病毒性病原之特性為複製及變異較細菌等病原快速，在不同物種

之間傳播時更有可能與其他病毒交互作用，近年人類之新興傳染病如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 或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皆疑

似源自於野生動物(Lai, 2003; Singh and Yi, 2021, p. 2)。目前園區內曾

檢驗出的犬瘟熱病毒、冠狀病毒、犬小病毒都非人畜共通之病原，人

不會因感染發病，但在野生動物與其他動物之間可能會有互相傳染之

可能。在墨西哥有研究證明該地區野生食肉目動物感染的 CPV 病毒

株與家犬感染之病毒株極相似，因此推論家犬極有可能導致野生動物

感染該病毒(López-Pérez et al., 2019)。而犬小病毒也已經有傳染至新

物種（穿山甲）之報告，顯示此病毒的確有可能發展出感染不同物種

之潛力(Chang et al., 2021)。犬瘟熱病毒屬於麻疹病毒屬

（Morbillivirus），研究指出其可感染宿主種類極多，自然感染可達一

百零三種，另有五種動物在實驗室內可感染。而其中在靈長類包括食

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日本獼猴（Macaca fuscata）、恆河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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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ca mulatta）等都有爆發紀錄，而這些靈長類感染事件之病原

及爆發原因都不明。這表示犬瘟熱病毒除了可能感染稀有保育類生物，

也可能感染人類。人類過去因麻疹病毒之盛行，經過大量施打疫苗有

效保護族群不受感染，但若隨著麻疹清除，世界各地逐漸停止強制民

眾施打麻疹疫苗，此病毒仍有可能發展成為人畜共通疾病之潛力，需

要持續監控(Martinez-Gutierrez and Ruiz-Saenz, 2016)。由此可知，野

生動物之疾病調查監控是一重要公共衛生命題，而在國家公園此一兼

具環境生態保育與民眾遊憩功能之場域裡，如何避免野生動物與非生

存環境中原生動物之接觸，如遊蕩犬、遊蕩貓、民眾飼養之寵物（外

來種）等，以減少不同物種既有病原交流的機會，乃是為預防新興傳

染病發生所需著重之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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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殺動物大體並理解剖及毛髮內重金屬濃度測量分析 

本次研究收得 21 隻鼬獾樣本檢驗結果，送檢路殺大體 27 隻，病

理切片報告結果 27 份（參見附錄 2）。撿拾日期從 110 年 1 月 20 日

至 111 年 9 月 23 日之間。 

鼬獾毛髮樣本分析結果顯示，毛髮中的鉛濃度平均為百萬分之

1.93 （1.93ppm，SD= 1.47），大於前人研究的 0.228ppm，小於活體

鼬獾的 4.16ppm (Sun, 2017)；總砷濃度平均為 0.39 ppm，SD= 0.19，

銅濃度平均為 8.44 ppm，SD= 0.94。詳細數據參見表 3。其中，鉛、

銅的數值呈常態分佈，砷則不呈常態分布。 

本研究目的為找出可能影響動物毛髮中重金屬濃度的風險因子包

括地質溫泉的分布、季節變化等等。結果發現以下因子與三種重金屬

濃度皆沒有相關：1.發現大體日期是否於雨季期間 2.性別 3.鄰近道

路與否。病毒性傳染病（CDV, Parvovirus, Coronavirus)等因為陽性樣

本過少，無法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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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鼬獾大體毛髮中重金屬鉛、砷、銅檢驗數值 

 

 

 

 

 

 

 

 

 

 

 

 

 

 

 

 

 

 

 

 

 

編號 大體拾獲日期 拾獲地點 東西經度 南北緯度 鉛(ppm) 總砷(ppm) 銅(ppm) 
 

20210519 二坪頂界牌 121.544071 25.221829 1.05 0.24 9.58 

2 20210323 湖山里辦公室停車場 121.540833 25.153889 0.93 0.5 9.58 

3 20210120 楓樹湖產業道路 121.502569 25.186189 0.35 0.14 8.72 

4 20210616 711 往上約 300 公尺 121.544497 25.152334 0.92 0.14 6.76 

5 20210503 風櫃嘴往五指山 121.6031 25.136274 2.08 0.22 8.16 

6 20211021 陽金公路遊園公車站 121.540866 25.174877 3.2 0.61 9.45 

7 20211120 菁山路 101 巷 2.02KM 121.564185 25.162225 0.74 0.26 9.53 

8 20220108 夢幻湖停車場 121.562219 25.16851 6.5 0.89 9.33 

9 20211229 擎天崗第一休憩區 121.5756 25.1648 2.16 0.44 9.01 

10 20220108 七星公園 121.556796 25.163899 3.73 0.31 8.95 

11 20210308 北 28 鄉道 121.6218 25.148 1.82 0.31 8.05 

12 20210509 竹子湖路 211 巷 121.569333 25.179431 1.66 0.46 8.32 

13 20210503 瑞泉路 121.6057 25.1454 1.4 0.25 7.71 

14 20211004 北 28-2 鄉道 121.612 25.1463 2.82 0.08 6.91 

15 20211117 陽明書屋-梅園 121.539923 25.162972 0.31 0.26 7.98 

16 20220425 陽金公路 7.1km 121.590171 25.189079 2.52 0.26 7.45 

17 20220615 擎天崗停車場 121.57226 25.1651058 2.88 0.32 7.43 

18 20220801 天溪園蒲葵林旁 121.5941 25.1325 0.41 0.14 7.84 

19 2022/08/02 芝山屏山路 121.54112 25.23038 1.12 0.14 8.51 

20 2022/08/26 竹子湖路 30 號路口 121.5388 25.1713 0.53 0.11 10.29 

21 2022/09/23 小觀音停車場對面 121.5463 25.18 3.58 0.39 7.77 

 平均    1.93 0.30 8.44 

 標準差    1.47 0.19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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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路殺鼬獾大體發現位置與溫泉距離與毛髮中重金屬濃度分布 

 

將毛髮中重金屬濃度與該樣本發現點位與溫泉的距離作圖如圖 3，

可以發現本次調查樣本可以依照與溫泉之距離分距離溫泉約 3900 公尺

以上以及約 1020 公尺以內兩組。將此兩組樣本點位標示出來後（圖 4）

可以清楚發現，兩組樣本除了與溫泉距離不同，實際上可分為分布於園

區邊緣海拔較低處（藍色）或園區中央海拔較高地區（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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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溫泉近 

距離溫泉遠 

圖 4、大體發現點位分布圖。依照距離溫泉遠鏡可分為兩組，藍色

點位為距離溫泉距離較遠者（約 3900 公尺以上），黃色點位為距離溫泉

近者。 

 將此兩組樣本進行比較發現毛髮中三種重金屬、分布海拔高度等皆

有顯著差異（表 4）。因陽明山地區鼬獾的活動範圍尚未有研究數據可

參考，故參考 2016 年蔣杰安等人在大安溪流域之研究結果，鼬獾平均

每日移動距離為 482 公尺，範圍介於 65-977 公尺，而其中不同區域又

有可能不同，如鯉魚潭樣區個體平均每日移動距離為 516 公尺，后里樣

區個體平均每日一棟距離為 214 公尺(蔣 et al., 2016)。參照此數據，可

以推測本次研究樣本中這兩組鼬獾之生活環境很可能沒有重疊，因此其

毛髮重金屬濃度之差異可以用已代表不同環境中土壤或動植物含有之

重金屬量之差異。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鼬獾實際之活動範圍仍需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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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才得以確認。 

表 4、兩組樣本之毛髮三種重金屬與海拔高度皆有顯著差異 
 

鉛(ppm) 總砷(ppm) 銅(ppm) 海拔高度(m) 

距離溫泉近(1020m 以下) 2.5485 0.38077 8.8631 644.2 

距離溫泉遠(3900m 以上) 0.9475 0.19 7.7638 421.6 

T test 0.0135 0.02309 0.0074 0.003 

毛髮中砷濃度 

在經濟動物，過量砷累積除了造成動物本身疾病外，也可能經由人

類食用肉、乳等途徑導致人類中毒之風險。在未受砷暴露的動物毛髮中

濃度應小於 0.5 mg/kg，若是有砷暴露的動物其毛髮中砷濃度容許範圍

為 5-10 mg/kg (Constable et al., 2016)。目前文獻報導食肉目動物毛髮中

的砷濃度中，馬來靈貓(Viverra tangalunga)為 0.114 ppm，豹型海豹

(Hydrurga leptonyx )1.63 ppm 以及 0.85 ppm、菱紋海豹(Leptonychotes 

weddellii) 2.51 ppm、灰熊(Ursus arctos) 0.119 ppm 及 0.048ppm、郊狼

(Canis latrans) 0.175 ppm、浣熊(Procyon lotor) 0.092-0.456 ppm 等(Evans 

et al., 2022)。本研究結果鼬獾毛髮中砷濃度為 0.30 ppm，與上述其他食

肉目毛髮中濃度之分布相近。 

毛髮中銅濃度 

在 2009年巴西埃馬斯國家公園(Parque Nacional das Emas)的調查中，

三種動物包括鬃狼（Crysocyon brachyurus）、食蟹狐（Cerdocyon thous）、

美洲豹貓（Leopardus pardalis）毛髮中銅濃度範圍從 6.3-9.5ppm (Brait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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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9)，Curi et al.在巴西的研究結果中，三種犬科動物活體毛髮的銅

濃度平均為 9.16 ± 2.5 ppm(Curi et al., 2012)。其他銅濃度的報告數據分

布則從 0.93 ppm 到 19.6ppm，多在 10ppm 上下(Evans et al., 2022)；本

研究結果鼬獾毛髮中銅濃度為 8.44 ppm，接近此數值。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質特殊，由以具有火山以及大量溫泉著名。也因

此本研究欲探討園區內野生動物體內重金屬含量與此地質特性是否有

關連。在一篇分析過去一千五百年間南極洲海豹毛髮以及湖底沉積物重

金屬濃度的研究發現，海豹毛髮中銅濃度沒有因工業化發展而有明顯變

化(Yin et al., 2006)，該篇研究人員比照該地區火山噴發的頻度和當地海

豹毛髮中銅的濃度，發現沒有關聯，因此該篇研究判定火山噴發對於海

豹毛髮中銅濃度並無影響(Yin et al., 2006)。本研究結果發現鼬獾毛髮中

銅濃度在距離溫泉較近之組別中較高（8.8631ppm 及 7.7638 ppm），但

因本次研究無法區分與溫泉距離及海拔高度等因子，兩組樣本之差異成

因需要未來進一步研究。 

毛髮中鉛濃度 

2009 年巴西埃馬斯國家公園調查的動物毛髮其鉛濃度在 1.0-2.3 

ppm 之間(Brait et al., 2009)。，Curi et al.在巴西的研究結果中，三種犬

科動物活體毛髮的鉛濃度為 2.35 ± 0.99 ppm (Curi et al., 2012)在回溯研

究中多種食肉目動物毛髮中鉛濃度從 0.01 ppm 到 34.2 ppm，多數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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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 0-2 之間(Evans et al., 2022)。南極洲海豹毛髮研究中，毛髮鉛濃度

隨著現代工業化後上升，可見人為活動、工業化等為可能影響野生動物

鉛含量之因素(Yin et al., 2006)。本研究結果鼬獾毛髮中鉛濃度為 1.93 

ppm，較高但在此範圍內。在 106 到 108 年期間本單位執行之陽明山國

家公園園區陷阱捕捉計畫中，40個鼬獾毛髮樣本的鉛濃度為4.16 ppm，

與本次計畫結果有明顯差距。研究人員欲探討之其他因子，包括該動物

發現位置、其活動區域、進食習慣、捕捉季節等是否會影響毛髮重金屬

都需要進一步釐清，此外因兩次調查時間間隔數年，期間園區環境是否

有相關變化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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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教育訓練 

 民國 111 年 4 月 27 日進行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教育訓練(線上)，向

與會志工與相關人員報告各種常見人畜共通傳染病以及野生動物疾病

以及園區內目前調查結果，同時進行野生動物大體撿拾判定的教學，解

說如何判斷死後變化重點如屍斑、產氣、表皮容易剝落、體表綠色或暗

色斑塊、異味等，佐以現地照片為案例解說。參與人數約 60 人次。教

育訓練投影片檔案見附錄 3。議程如下： 

時間：民國 1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 2 點開始 

會議連結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aas-xycz-rgp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教育訓練(線上): 

1.認識動物疫病、救傷及路殺遺體撿拾標準作業程序 

2.動物監測訓練-大屯姬深山鍬形蟲監測紀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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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總結論 

本計畫協助園區內野生動物及野化水牛之緊急醫療諮詢以及後送

救傷，包括出診、採樣檢驗、後送動物、住院醫療以及後續治療等。同

時將路殺動物大體送病理解剖以及病原檢驗，持續監控傳染性病原包括

狂犬病、犬瘟熱、犬小病毒以及冠狀病毒等。從 106 年至今未在野生動

物檢體中發現狂犬病，冠狀病毒以及犬小病毒則持續在食肉目動物中檢

出，顯示園區內野生動物持續有地方性病毒性疾情形，需長期監控。本

計畫同時進行路殺鼬獾毛髮中重金屬濃度之檢驗，取得鼬獾毛髮中鉛、

砷、銅等重金屬濃度，為國內少有之野生動物毛髮重金屬紀錄，其相關

因子值得後續分析研究。 

 

第二節、具體建議 

建議一： 透過教育訓練提供相關救援人員野生動物救傷處置知基

礎觀念 

建議性質：短程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無 

說明：針對救傷動物後送可能出勤之人員加強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可包

含內容：無論處置何種動物，建議人員需要帶手套、口罩等，並儘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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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接觸動物身體、毛髮、體液等，處理過程中避免接觸自己口鼻。處理

後相關物品要妥善清潔。依照不同類群動物收容方式： 

◼ 鳥類：以安靜、盡力減少干擾、不失溫為原則。可安置於紙箱，內

放置毛巾、報紙等提供緩衝，避免動物衝撞導致受傷，也可視情況

提供保溫材料如毛巾、暖暖包、保溫燈等。避免過度的聲音、光線

干擾，更不要任由人類持續觸碰動物引發動物緊迫。通常收容最多

一晚後即須進一步觀察治療，因此建議在收容當日或隔日送往救傷

單位。在不確定動物食性之前不建議給食，可提供水並觀察動物是

否會自行引水，但需留意擺設避免動物有淹死在水中或打翻水盤導

致環境濕透之可能。 

◼ 小型食肉目：原則與上述類似，但因有攻擊咬傷人類之可能性，建

議須由有經驗人員進行處理，可以考慮使用防咬手套，若有強烈攻

擊性，建議經由獸醫麻醉後再行處置。另食肉目動物關在金屬或塑

膠籠子而非紙箱，之後保留在室內安靜溫暖環境。視動物物種食性

可提供飲水，食物非必須。若有醫療需求建議當日或隔日即送治療

單位，但小型食肉目比起鳥類可以耐過更長時間，可視動物情況與

專業獸醫師討論後評估後送方式。 

◼ 爬蟲類：爬蟲類比起鳥類、食肉目等較不會立即因緊迫導致生命危

險，但仍建議儘量減少人為操作之干擾。一樣收治在安靜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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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用塑膠籠盛裝。視動物物種以及環境氣溫提供保溫如保溫燈，

避免使用暖暖包以免燙傷。若是有毒蛇類操作人員區特別留意，可

將毒蛇裝入洗衣袋後再放置於籠子內，以夾子夾取洗衣袋，避免人

被蛇咬傷之風險。爬蟲類通常短時間內不需要進食，但仍可給予水

並觀察使用情形。水龜正常狀況需在水中，但若是有外傷或是疑似

生病則不建議立即置入水中，以避免呼吸性肺炎、淹死或是傷口感

染等情況發生。建議可至於塑膠箱中，墊以毛巾、布等。 

 

 

建議二：建立與救傷單位暢通之聯絡與運輸管道，盡可能縮短救傷

動物後送時間，以為動物爭取救援時效 

建議性質：短程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救傷單位 

說明：承辦單位應建立與救傷單位暢通之聯絡管道，並備有運輸動物到

醫療單位之交通工具，也可依據地理位置與交通便利之救傷單位合作，

以減少動物運輸過程中之緊迫，同時縮短運輸時間讓動物儘早接受治療。

1.在收到動物救傷案例後，在第一時間與發現動物之人員確認發現該動

物的時、地（紀錄座標）、現場發生事件、周邊有無其他野生動物、該

動物是否有異常行為、出血外傷等等異狀。比如幼雛要觀察附近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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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巢、親鳥在附近盤旋，或是有外傷鳥類是否附近有掠食者徘徊或其他

被攻擊跡象；懷疑路殺之動物可觀察是否有其他路殺動物。 

2.與第一線人員確認現場相關資訊後，承辦單位負責聯繫獸醫師，以評

估動物是否需要醫療、需要何種醫療，確認該送往哪一單位才能提供適

合之後續照顧，可能包括檢傷、進階檢查、手術或住院治療等。前項資

訊越充足越能夠協助獸醫師進行判斷評估，若無法則待動物送到醫院後

由醫師重新進行評估。 

3.運輸方面，若動物體型小，可以一般小型車運送者，安排人員儘速送

下山至相關救傷單位。在出發前確實電話知會該單位，確認該時段有人

力物力得以提供動物所需，並攜帶第一項所提與動物有關資訊以利醫療

單位診療動物。同時須考量臺北交通狀況審慎評估運輸時間。 

4.有鑑於不同之救傷單位在人力物力、地理位置、收容空間等等各有不

同，也收動物救傷後送之相關細節建議承辦單位與合作救傷單位討論出

可行方案，在每一次案例中也隨時要溝通討論，以野生動物救援為共同

目標找出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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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 長期路殺動物之大體病原監測以及確認園區內野生動物

疾病感染原及重金屬來源 

建議性質：中長程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無 

說明：利用園區內路殺動物大體持續被動式進行傳染病疾病監控，不須

額外設計進行活體動物捕捉即可有助於了解已知存在於園區的疾病如

犬瘟熱、犬小病毒、冠狀病毒、弓蟲、焦蟲等之盛行變化，同時監控如

狂犬病等尚未出現於園區但有高度風險需密切防治的傳染性疾病。 

關於韓委員提問之「本處園區內動物確有疾病或體內重金屬含量過高之

情況，後續相關措施？」做說明。首先須確認疾病感染原或重金屬來源，

確認這些事件發生在單一動物或是有群聚發生，甚至是大範圍區域內發

生之情形。若是急性發生之傳染病，或是有人畜共通、防疫考量之情形，

則視法規通報相關單位；若是屬於園區動物之間已經長期繼存之疾病，

則不一定需要特殊處置。重金屬含量部分，因目前累積之研究資料仍尚

不多，因此建議須多累積案件之詳細資訊，包括該物種可能活動範圍、

進食內容、與其他動物生活環境空間重疊區域等等資訊以利後續研究。

以本案研究成果為例，鼬獾在過去數年之間鉛濃度結果，在不同調查有

不一致之結果（參考本文 p.9、p.17、p.18），其成因仍須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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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動物活體與死體樣本是否有差異、活動範圍、習性、環境以及其食

物中重金屬等濃度、人為活動以及地質都是可以考慮進一步研究分析之

項目。確定成因後，重金屬含量過高之動物個體則可視動物臨床表現情

況與主管單位及獸醫研究團隊研擬後續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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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疾病風險調查暨動物救傷檢疫工作計畫書審

查意見回覆 

 

  

評選委員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說明 

莊士德委員： 

1.團隊簡報內容對本案時間、人力資源
規劃上著墨較少。 

2.疾病風險調查方面其內容應對野生動
物上疾病種類進行調查分析，能夠多

了解野生動物疾病種類與救傷時之背
景資料。 

3.野生動物救治方面之處理與相關資

訊，團隊簡報上亦著墨甚少。 

1.之後簡報中會詳加說明 

2.已補上過去背景資料 

3.已補充野生動物醫療相關解說 

趙榮台委員： 

1.服務建議書針對動物疾病及動物救傷
資源著墨甚少。 

2.園區內鼬獾體內的鉛從何而來？ 

3.目前取樣方法為被動，是否有主動的方
式？除了毛髮外，如為新鮮內臟應可
進行利用。 

4.預算與本案標題無法相連結，參與公會

不應放入預算中。 

1.已補充 

2.已補充 

3.在 2015-2018 年間已經有陽明山區小
型食肉目血液的重金屬調查，基於此
研究結果，這次研究以毛髮為採樣目
標，期能擴充採樣樣本數量，得到更
全面性的調查結果。 

4.已於會議中回覆並修正 

陳怡惠委員： 

1.可多加說明重金屬種類及體內重金屬
濃度對野生動物或相近分類群動物生
理上的負面影響？ 

2.為何選用鉛、砷、銅這三個重金屬？其
他種類如鎘，為何不進行檢驗或分
析？ 

3.毛髮樣本的採集部位及採集時間（如：
路殺個體死亡的天數）是否可能影響
結果？ 

1.已補上 

2.已註明於服務建議書中，由過去血中
鉛濃度調查合併陽明山區土壤背景
值調查結果延伸，本計畫期能以採集
以及保存相對容易，也較無道德爭議
的路殺動物毛髮為樣本，並延伸檢驗
重金屬種類，除了動物毛髮中的鉛以
外，同時檢驗已知環境中濃度較高的
砷與銅，以此三種重金屬的濃度為指
標進行調查研究。受限於研究物力，
進行階段性調查，若有進一步結果，
可於日後再繼續延伸調查其他重金

屬。 

3.已註明於服務建議書中。路殺個體死
亡後毛髮仍能存留較長時間，因此不
影響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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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說明 

華予菁委員： 

1.因本案有建置救傷人力，有關規劃如何
縮短動物後送之時間、流程請說明。 

2.預算編列應以勞務承攬案方式進行，
如有幸得標應加以修正。 

1.已補上 

2.已修正 

韓志武委員： 

1.如經調查結果本處園區內動物確有疾
病或體內重金屬含量過高之情況，後
續將如何解決或相關措施？ 

1.已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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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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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疾病風險調查暨動物救傷檢疫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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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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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疾病風險調查暨動物救傷檢疫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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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路殺動物病理解剖報告 

 

 

病理解剖動物列表  

病理編號 動物 臨床編號 報告日期 參照頁碼 

WA111-039 鼬獾 1 1110524 78 

WA111-040 鼬獾 2 1110524 79 

WA111-041 鼬獾 3 1110524 81 

WA1110-42 鼬獾 4 1110524 83 

WA111-043 鼬獾 5 1110524 85 

WA111-110 鼬獾 6 1110524 87 

WA111-111 鼬獾 7 1110524 89 

WA111-112 鼬獾 8 1110524 91 

WA111-113 鼬獾 9 1110524 93 

WA111-114 鼬獾 10 1110524 95 

WA111-153 鼬獾 11 1110613 97 

WA111-154 鼬獾 12 1110613 99 

WA111-155 鼬獾 13 1110613 101 

WA111-156 鼬獾 14 1110613 103 

WA111-157 鼬獾 15 1110613 105 

WA111-145 白鼻心 P111201 1110611 107 

WA111-146 白鼻心 P111202 1110611 109 

WA111-147 白鼻心 P111203 1110611 110 

WA111-148 白鼻心 P111204 1110611 112 

WA111-149 白鼻心 P111205 1110611 113 

WA111-150 白鼻心 P111206 1110611 115 

WA111-151 麝香貓 C111101 1110613 117 

WA111-152 麝香貓 C111102 1110613 119 

WA111-184 鼬獾 16 1110719 120 

WA111-185 鼬獾 17 1110719 122 

WA111-186 麝香貓 C111103 1110719 125 

WA111-187 白鼻心 P111207 1110719 12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附錄 7 教育訓練投影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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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救傷動物病歷 

(一)五色鳥  

物種：五色鳥 

病史：民國 111 年 1 月 13 日飛進屋內撞窗，無法站立，有餵食水&水

果，但無起色。當日由計畫獸醫師安排後協助運送下山診療。 

主治醫師：莊皓棻 

初步檢查：精神差，意識正常，咬人有力。 

理學檢查：BCS（體態評分） 2.5-3，RR（呼吸速率） 42，HR（心跳

速率） 420，脫水，沒有明顯外傷，右邊鎖骨疑似骨折。 

進階檢查：放射線檢查以及血液學檢驗。放射線檢查顯示無明顯骨折，

血液學檢查在抹片下發現有疑似三級毒性反應（toxic change，毒性反

應，為血球在感染狀況下呈現的一種變化） 

治療：於 1 月 14 日後送臺北鳥會進行照護 

結果：1 月 15 日發現死亡。於鳥會冷凍保存。 

解剖：1 月 19 日進行解剖。消化道發現有兩隻絛蟲，左側後腦皮膚鈍

剝後有瘀血，腦有鮮紅色鬱血；肝臟表面有黃色顆粒狀物體，顯微鏡下

看起來似油滴，大小不一；腎臟邊緣鈍，腫脹，其他無明顯異常；雌性；

心、肺無明顯異常；鎖骨、烏喙骨無明顯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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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五色鳥救傷解剖檢驗 

圖片  圖說 

 

解剖前大體外觀 

 

移除胸骨後可見內

臟；肝臟表面黃色顆粒

狀物體，顯微鏡下看起

來似油滴，大小不一 

 

腎臟邊緣鈍，腫脹 

 

肉眼可見腦部異常瘀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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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牛 

物種： 水牛 

病史： 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陽管處接獲通報有目擊水牛鼻吻處疑似中

箭，無法順利進食。經現場確認後調度安排人力於隔日(3 月 9 日)進行

處置。 

主治醫師：王柏翔、劉軒睿、文政傑  

鎮靜記錄： 

- 12:20:以 200kg估體重， Azaperone (0.3ml) + Butorphanol (3.6ml), IM；

calm but alert, mild hypersalivation；無法牽，拍手會有反應。 

- 12:50: Xylazine (0.1mg/kg), IM；same as previous status。 

- 13:15: Xylazine (0.2 mg/kg), IM；10 分鐘開始走路不穩，20 分鐘趴臥

在地上，但要牽引時會站起，跑入旁邊的樹叢，但反應遲鈍。順勢綁在

樹叢邊。 

- 13: 45 左右在樹叢臥倒。可上針、理學檢查、拍 X 光擺位。但無法順

利開嘴。 

- 14:00 左右準備開嘴，推 propofol, 2mg/kg。有自發呼吸、有 palpebral。 

-之後準備拔箭，再推 propofol, 2mg/kg；有自發，有 palpebral。 

- 結束給 tolazoline (4mL), IM。30 分鐘後可自行趴臥；45 分鐘後站立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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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檢查（外觀檢查）： 

- 弓箭由鼻中隔進入 

- 中箭處、口鼻無明顯出血 

- 牛低頭時箭尾碰到地，牛會表現較激動，故推測箭傷會造成疼痛，且

突出的箭尾也會影響低頭進食的動作 

放射線檢查（X 光） ： 

- 箭桿不顯影，因此無法良好觀察影響的部位 

- 側照下，頭骨無明顯缺損 

進階檢查（箭傷評估和開口檢查）： 

- 箭由鼻中隔進入，穿出硬顎後到達口腔中，該處組織無明顯紅腫發炎

的跡象 

- 雙側鼻腔無明顯傷口或露出箭身 

- 進入口腔後在左側舌頭造成縱向的切割傷，並一路延伸至舌根部前；

觸診時無摸到箭頭 

 

血液學檢查結果：紅白血球數值無明顯異常，無嚴重發炎感染，AST、

CK 較高可能與肌肉組織損傷有關；血鉀、維生素 E 濃度較偏低。 

註：參考值採用教科書中一般牛隻之血液學檢查參考值。因陽明山環境

非屬平常經濟動物牛隻飼養環境，且水牛與普通肉用奶用牛隻也有差異，

因此另外列出過去陽明山牛隻紀錄，參考本院自 110 年三月開始在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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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地區水牛取得之血液樣本檢驗結果。但因樣本數少且並非全為健康個

體，此數值無法作為水牛該數值是否絕對正常之參考。 

CBC 
參考值 

過去陽明山

牛隻記錄 

Hb(g/dL) 12.3 9.53–14.5 8.1-22 

Haemat(%) 37.9 27.2-44.2 23.7-70.8 

RBC (106/uL) 6.52 5.2-8.4 3.34-12.57 

MCV (fl) 58.1 46.9-61.7 20.9-71 

MCH (g/dL) 18.9 15.1-21.3 13.2-35.2 

MCHC (g/dL) 32.6 31.0-35.8 31.1-38.7 

Platelets (103/uL) 283 68.3-281 88-660 

Leukocyte differential count   

WBC (/uL) 8200 6000-12800 2300-11900 

Band (%)    

Seg (%) 44.1 24.0–61.4 12-87 

Eosino (%)  0.0–10.0 0-22 

Baso (%)  0.0–4.0 0-3 

Lympho (%) 44.9 31.7–70.0 12-73 

Mono (%) 11 0.0–8.0 1-18.2 

Biochemistry Reference  

Albumin (g/Dl) 3.9 2.53–4.66 2.7-4.5 

ALKP(U/L) 75.0 80.33-364.81  

ALT (U/L) 142.0 13.5-57.2 38-256 

AST (SGOT)(U/L) 416.0 21.2-121.1 194-2188 

BUN (mg/dl) 25.0 25.3-72.8 16-45 

Ca (mg/dl) 10.2 8.2-14.9 7.6-12.1 

Creatinine (mg/dL) 1.7 0.95-1.71 0.8-2.4 

CK (U/L) 599.0 14.66-309.8  

GGT (U/L) 18.0 3.91-18.78  

Glucose (mg/ dL) 237.0 37.8-94.9 10-264 

LDH (U/L) 2550.0 186.72-917.43  

Phosphorous (mg/dL) 9.1 4.5-8.8 4.9-28 

Mg(mg/dL)  2.0-3.9 1.84-5.18 

TP (g/dL) 8.5 6.2-9.4 5.7-10.3 

Na+ (mmol/L) 141.6 128.8-268.4 112.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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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mol/L) 3.08 3.7-6.8 2.91->20 

Cl- (mmol/L) 95.9 81.6-111.4 80.4-108.2 

 

Heavy metal and Vitamin E 過去陽明山

牛隻記錄 

Cu (μg/L) 1087  243-1017 

Zinc (μg/L) 697   

Vitamin E (mg/L) 2.83   

 

圖 6、中箭水牛救援 

圖片 圖說 

 

3 月 8 日發現傷牛 

 

3 月 8 日發現傷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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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麻醉檢查醫療 

圖片 圖說 

 

3 月 9 日放射線檢查 

 

 

箭穿入鼻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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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箭 

 

圖片 圖說 

 

口腔內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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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檢查治療後 

 

 

 處置： 

- 綜合上述檢查，因為覺得箭並無影響到骨頭且未穿過重要部位，如大

血管等， 因此可以直接將箭移除 

- 由口內將箭身一分為二，分別由鼻中隔和口腔抽出 

- 並無發現箭頭 

- 硬顎至鼻中隔處傷口無分泌物和流血 

- 舌頭傷口會滲血 用棉棒按壓後即止血 

- 用稀釋優碘刷洗舌頭傷口 

- 給消炎藥和抗生素針劑 

當日處置結束後待動物麻醉清醒，觀察其恢復並順利行動後原地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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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背鳩 

物種： 金背鳩 

病史： 民國 111 年 4 月 10 日在冷水坑遊客中心窗戶旁被拾獲，眼睛腫

脹，右眼眼球突出，精神差。當日傍晚送至動物醫院。 

主治醫師： 劉軒睿 

初步檢查： 因精神差無自行進食 

理學檢查：  

治療： 入院當日狀況不穩定不適合麻醉，尚未有完整血檢及放射線檢

查放骨髓內留置針、給予氧氣以及輸液治療及灌食。 

◼ 4 月 13 日 

進行放射線檢查，懷疑有撞擊導致臟器位移，胸骨也疑似有傷；發現有

貧血、白血球增加，少量毒性變化（toxic change）；另外採結膜、內鼻

孔以及泄殖腔樣本送凡爾賽動物醫院以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連鎖反應）檢驗披衣菌，結果發現有披衣菌感染，但不確定與臨

床症狀相關性；眼部病變目前還未找到病因，眼球無反應。持續治療觀

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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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金背鳩 

圖片 圖說 

 

4 月 10 日 

 

 

4 月 10 日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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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圖說 

1  

4 月 13 日 

 

 

4 月 13 日 

 

 

4 月 13 日 

 

 

◼ 4 月 14 日 

因傷鳥仍沒有視力，甚至沒有角膜染色，預後可能不大好，沒有視力的

話後續也無法野放，醫師討論認為以野放為目標的話機會不大。經討論

後決議進行安樂，與當日晚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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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陽明山野生動物疾病調查歷年檢驗結果清單 

NA= NOT APPLIED，未有紀錄 

製表：2022/09/23 陳儒頎 

說明：本表列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大動物科自 106

年到 108 年 4 月期間經手送檢之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活體動物數種傳染病檢驗

結果。多數結果已於過去計劃報告中呈現（可參見表 1、臺大動物醫院協助執

行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列表），在此依照疾病分類整理以利參照。 

 

犬瘟熱 CDV  

陰性結果 

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1/29 YM10731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2/23 YM107322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2/23 YM107323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12 YM10732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2 YM107325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2 YM107326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2 YM107327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4 YM10732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6 YM107201 白鼻心 天溪園 NA 

2018/3/20 YM107329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1 YM107330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1 YM107331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4 YM107332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5 YM107002 狗 大屯鞍部 NA 

2018/3/27 YM107003 狗 冷水坑 NA 

2018/3/27 YM107333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005 狗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33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4/12 YM107335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4/14 YM107336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4/20 YM107006 狗 小油坑 NA 

2018/4/20 YM107007 狗 小油坑 NA 

2018/4/20 YM107008 狗 小油坑 NA 

2018/4/20 YM107337 鼬獾 天溪園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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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7/11/19 YM106301 鼬獾 天溪園 TX05 310102, 2780696 

2017/11/20 YM106302 鼬獾 天溪園 TX06 310210, 2780707 

2017/11/22 YM106303 鼬獾 天溪園 TX04 310077, 2780677 

2017/11/29 YM10630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5 YM106305 鼬獾 冷水坑 NA 

2017/12/5 YM106306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0 YM106307 鼬獾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2 YM106308 鼬獾 冷水坑 NA 

2017/12/14 YM106309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4 YM106309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6 YM106310 鼬獾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8 YM106311 鼬獾 天溪園 TX03 309995, 2780612 

2017/12/21 YM106312 鼬獾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7/12/26 YM106313 鼬獾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8/1/2 YM106314 鼬獾 冷水坑 LS04 NA 

2018/1/3 YM107301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1/3 YM107302 鼬獾 冷水坑 LS06 NA 

2018/1/3 YM107303 鼬獾 冷水坑 LS03 NA 

2018/1/3 YM107304 鼬獾 冷水坑 LS14 NA 

2018/8/19 YM107010 狗 冷水坑 NA 

2018/8/22 YM107011 狗 陽明山小油坑 NA 

2018/8/23 YM107101 貓 天溪園 NA 

2018/9/5 YM107012 狗 馬槽 NA 

2018/9/25 YM107013 狗 小觀音山 NA 

2018/10/15 YM107014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15 YM107015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15 YM107016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27 YM10733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11/6 YM107017 狗 冷水坑 NA 

2018/11/9 YM107202 白鼻心 天溪園 TX10 NA 

2018/11/9 YM107102 貓 天溪園 TX11 NA 

2018/11/23 YM107103 貓 天溪園 NA 

2018/11/29 YM107104 貓 天溪園 NA 

2018/11/30 YM107105 貓 天溪園 NA 

2018/12/4 YM107339 鼬獾 天溪園 TX08 NA 

2018/12/6 YM107106 貓 天溪園 TX1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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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9/1/10 YM108001 狗 冷水坑 NA 

2019/1/14 YM108002 狗 冷水坑 NA 

2019/1/30 YM108003 狗 小油坑 NA 

2019/1/30 YM108004 狗 小油坑 NA 

2019/1/30 YM108005 狗 小油坑 NA 

2019/3/25 YM108006 狗 陽明山行義路大同之家 NA 

2019/4/17 YM108101 貓 天溪園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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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陽性結果 

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3/12 YM10732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11/9 YM107202 白鼻心 天溪園 TX10 NA 

2019/1/14 YM108002 狗 冷水坑 NA 

2019/3/25 YM108006 狗 陽明山行義路大同之家 NA 

冠狀病毒陰性結果 

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1/29 YM107318 鼬獾 天溪園 TX15 NA 

2018/2/23 YM107322 鼬獾 冷水坑服務站 NA 

2018/2/23 YM107323 鼬獾 冷水坑 LS15 NA 

2018/3/12 YM107325 鼬獾 天溪園 TX21 NA 

2018/3/12 YM107326 鼬獾 天溪園 TX08 NA 

2018/3/12 YM107327 鼬獾 天溪園 TX09 NA 

2018/3/14 YM10732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6 YM107201 白鼻心 天溪園 TX17 NA 

2018/3/20 YM107329 鼬獾 冷水坑 LS20 NA 

2018/3/21 YM107330 鼬獾 冷水坑 LS07 NA 

2018/3/21 YM107331 鼬獾 冷水坑 LS20 NA 

2018/3/24 YM107332 鼬獾 冷水坑 LS08 NA 

2018/3/25 YM107002 狗 大屯鞍部 NA 

2018/3/27 YM107333 鼬獾 冷水坑 LS03 NA 

2018/3/27 YM107003 狗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334 鼬獾 天溪園 TX11 NA 

2018/4/11 YM107005 狗 冷水坑 NA 

2018/4/12 YM107335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4/14 YM107336 鼬獾 天溪園 TX15 NA 

2018/4/20 YM107337 鼬獾 天溪園 TX20 NA 

2018/4/20 YM107006 狗 小油坑中湖戰備道 NA 

2018/4/20 YM107007 狗 小油坑中湖戰備道 NA 

2018/4/20 YM107008 狗 小油坑中湖戰備道 NA 

2017/11/19 YM106301 鼬獾 天溪園 TX05 310102, 2780696 

2017/11/20 YM106302 鼬獾 天溪園 TX06 310210, 2780707 

2017/11/22 YM106303 鼬獾 天溪園 TX04 310077, 2780677 

2017/11/29 YM10630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5 YM106305 鼬獾 冷水坑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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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7/12/5 YM106306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0 YM106307 鼬獾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2 YM106308 鼬獾 冷水坑 NA 

2017/12/14 YM106309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6 YM106310 鼬獾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8 YM106311 鼬獾 天溪園 TX03 309995, 2780612 

2017/12/21 YM106312 鼬獾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7/12/26 YM106313 鼬獾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8/1/2 YM106314 鼬獾 冷水坑 LS04 NA 

2018/3/25 YM107002 狗 陽明山鞍部 NA 

2018/3/27 YM107003 狗 冷水坑 NA 

2018/3/27 YM107003 狗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005 狗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005 狗 冷水坑 NA 

2018/5/12 YM107006 狗 中湖戰備道 NA 

2018/5/12 YM107007 狗 中湖戰備道 NA 

2018/5/12 YM107008 狗 中湖戰備道 NA 

2018/1/3 YM107301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1/3 YM107302 鼬獾 冷水坑 LS06 NA 

2018/1/3 YM107303 鼬獾 冷水坑 LS03 NA 

2018/1/3 YM107304 鼬獾 冷水坑 LS14 NA 

2018/3/24 YM107332 鼬獾 陽明山 LS08 NA 

2018/3/27 YM107333 鼬獾 陽明山 LS03 NA 

2018/3/27 YM107333 鼬獾 陽明山 LS03 NA 

2018/4/11 YM107334 鼬獾 天溪園 TX11 NA 

2018/4/11 YM107334 鼬獾 天溪園 TX11 NA 

2018/4/12 YM107335 鼬獾 陽明山 TX NA 

2018/4/14 YM107336 鼬獾 陽明山 TX15 NA 

2018/4/20 YM107337 鼬獾 陽明山 TX20 NA 

2018/8/19 YM107010 狗 冷水坑 NA 

2018/8/22 YM107011 狗 陽明山小油坑 NA 

2018/8/23 YM107101 貓 天溪園 NA 

2018/9/5 YM107012 狗 馬槽 NA 

2018/9/25 YM107013 狗 小觀音山 NA 

2018/10/15 YM107014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15 YM107015 狗 薇閣中學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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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10/15 YM107016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27 YM10733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11/6 YM107017 狗 冷水坑 NA 

2018/11/9 YM107102 貓 天溪園 TX11 NA 

2018/11/23 YM107103 貓 天溪園 NA 

2018/11/29 YM107104 貓 天溪園 NA 

2018/11/30 YM107105 貓 天溪園 NA 

2018/12/4 YM107339 鼬獾 天溪園 TX08 NA 

2018/12/6 YM107106 貓 天溪園 TX12 NA 

2019/1/10 YM108001 狗 冷水坑 NA 

2019/1/30 YM108003 狗 小油坑 NA 

2019/1/30 YM108004 狗 小油坑 NA 

2019/1/30 YM108005 狗 小油坑 NA 

2019/4/17 YM108101 貓 天溪園 NA 



 

171 
 

小病毒 PARVOVIRUS 

小病毒陽性結果 

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1/2 YM106314 鼬獾 冷水坑 LS04 NA 

2018/2/23 YM107323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12 YM107326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20 YM107329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4 YM107332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7 YM107333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4/12 YM107335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4/14 YM107336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12/6 YM107106 貓 天溪園 TX12 NA 

 

小病毒陰性結果 

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7/11/29 YM10630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4 YM106309 鼬獾 天溪園 NA 

2017/12/16 YM106310 鼬獾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8 YM106311 鼬獾 天溪園 TX03 309995, 2780612 

2017/12/21 YM106312 鼬獾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7/12/26 YM106313 鼬獾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8/3/25 YM107002 狗 大屯鞍部 NA 

2018/3/27 YM107003 狗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005 狗 冷水坑 NA 

2018/4/20 YM107006 狗 小油坑 NA 

2018/4/20 YM107007 狗 小油坑 NA 

2018/4/20 YM107008 狗 小油坑 NA 

2018/3/16 YM107201 白鼻心 天溪園 NA 

2018/1/3 YM107301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1/3 YM107302 鼬獾 冷水坑 LS06 NA 

2018/1/3 YM107303 鼬獾 冷水坑 LS03 NA 

2018/1/3 YM107304 鼬獾 冷水坑 LS14 NA 

2018/1/29 YM10731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1/30 YM107319 鼬獾 天溪園 TX04 NA 

2018/1/30 YM107320 鼬獾 天溪園 TX14 NA 

2018/1/30 YM107321 鼬獾 天溪園 TX06 NA 

2018/2/23 YM107322 鼬獾 冷水坑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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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3/12 YM10732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2 YM107325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2 YM107327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14 YM10732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3/21 YM107330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3/21 YM107331 鼬獾 冷水坑 NA 

2018/4/11 YM107334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4/20 YM107337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8/19 YM107010 狗 冷水坑 NA 

2018/8/22 YM107011 狗 陽明山小油坑 NA 

2018/8/23 YM107101 貓 天溪園 NA 

2018/9/5 YM107012 狗 馬槽 NA 

2018/9/25 YM107013 狗 小觀音山 NA 

2018/10/15 YM107014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15 YM107015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15 YM107016 狗 薇閣中學 NA 

2018/10/27 YM107338 鼬獾 天溪園 NA 

2018/11/6 YM107017 狗 冷水坑 NA 

2018/11/9 YM107202 白鼻心 天溪園 TX10 NA 

2018/11/9 YM107102 貓 天溪園 TX11 NA 

2018/11/23 YM107103 貓 天溪園 NA 

2018/11/29 YM107104 貓 天溪園 NA 

2018/11/30 YM107105 貓 天溪園 NA 

2018/12/4 YM107339 鼬獾 天溪園 TX08 NA 

2019/1/10 YM108001 狗 冷水坑 NA 

2019/1/14 YM108002 狗 冷水坑 NA 

2019/1/30 YM108003 狗 小油坑 NA 

2019/1/30 YM108004 狗 小油坑 NA 

2019/1/30 YM108005 狗 小油坑 NA 

2019/3/25 YM108006 狗 陽明山行義路大同之家 NA 

2019/4/17 YM108101 貓 天溪園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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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 

狂犬病 

皆陰性 

日期 物種 編號 地點 GPS 

2017/10/12 白鼻心 YM106201 冷水坑 NA 

2017/11/19 鼬獾 YM106301 天溪園 TX05 310102, 2780696 

2017/11/20 鼬獾 YM106302 天溪園 TX06 310210, 2780707 

2017/11/22 鼬獾 YM106303 天溪園 TX04 310077, 2780677 

2017/11/29 鼬獾 YM106304 天溪園 NA 

2017/12/5 鼬獾 YM106305 冷水坑 NA 

2017/12/5 鼬獾 YM106306 天溪園 NA 

2017/12/7 麝香貓 YM106401 二子坪 EZP07 NA 

2017/12/10 鼬獾 YM106307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2 鼬獾 YM106308 冷水坑 NA 

2017/12/14 鼬獾 YM106309 天溪園 NA 

2017/12/16 鼬獾 YM106310 天溪園 TX08 310056, 2780546 

2017/12/18 鼬獾 YM106311 天溪園 TX03 309995, 2780612 

2017/12/21 鼬獾 YM106312 天溪園 TX02 309895, 2780586 

2018/1/2 鼬獾 YM106314 冷水坑 LS04 NA 

2018/1/2 鼬獾 YM106315 冷水坑 LS03 NA 

2018/1/2 鼬獾 YM106316 冷水坑 NA 

2018/1/3 鼬獾 YM107301 冷水坑 NA 

2018/1/3 鼬獾 YM107302 冷水坑 LS06 NA 

2018/1/3 鼬獾 YM107303 冷水坑 LS03 NA 

2018/1/3 鼬獾 YM107304 冷水坑 LS14 NA 

2018/1/3 鼬獾 YM107305 冷水坑 LS01 NA 

2018/1/4 鼬獾 YM107306 冷水坑 LS13 NA 

2018/1/4 鼬獾 YM107307 冷水坑 LS02 NA 

2018/1/4 鼬獾 YM107308 冷水坑 LS06 NA 

2018/1/4 鼬獾 YM107309 冷水坑 LS01 NA 

2018/1/4 鼬獾  YM107310 冷水坑 LS14 NA 

2018/1/4 鼬獾 YM107311 冷水坑 LS15 NA 

2018/1/5 鼬獾 YM107312 冷水坑 LS02 NA 

2018/1/7 鼬獾 YM107313 冷水坑 LS06 NA 

2018/1/10 鼬獾 YM107314 冷水坑 LS07 NA 

2018/1/13 鼬獾 YM107315 冷水坑 LS05 NA 

2018/1/14 鼬獾 YM107316 冷水坑 LS05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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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物種 地點 GPS 

2018/1/18 鼬獾 YM107317 冷水坑（服務

站） NA 

2018/1/29 鼬獾 YM107318 天溪園 TX15 NA 

2018/1/30 鼬獾 YM107319 天溪園 TX04 NA 

2018/1/30 鼬獾 YM107320 天溪園 TX14 NA 

2018/1/30 鼬獾 YM107321 天溪園 TX06 NA 

2018/2/23 鼬獾 YM107322 冷水坑（服務

站） 

NA 

2018/2/23 鼬獾 YM107323 冷水坑 LS15 NA 

2018/3/12 鼬獾 YM107324 天溪園 TX12 NA 

2018/3/12 鼬獾 YM107325 天溪園 TX21 NA 

2018/3/12 鼬獾 YM107326 天溪園 TX08 NA 

2018/3/12 鼬獾 YM107327 天溪園 TX09 NA 

2018/3/14 鼬獾 YM107328 天溪園 NA 

2018/3/16 白鼻心 YM107201 天溪園 TX17 NA 

2018/3/20 鼬獾 YM107329 冷水坑 LS20 NA 

2018/3/21 鼬獾 YM107330 冷水坑 LS07 NA 

2018/3/21 鼬獾 YM107331 冷水坑 LS20 NA 

2018/3/24 鼬獾 YM107332 陽明山 LS08 NA 

2018/3/27 鼬獾 YM107333 陽明山 LS03 NA 

2018/4/11 鼬獾 YM107334 天溪園 TX11 NA 

2018/4/12 鼬獾 YM107335 陽明山 TX NA 

2018/4/14 鼬獾 YM107336 陽明山 TX15 NA 

2018/4/20 鼬獾 YM107337 陽明山 TX20 NA 

2018/10/27 鼬獾 YM107338 天溪園 NA 

2018/11/9 白鼻心 YM107202 天溪園 TX10 NA 

2018/12/4 鼬獾 YM107339 天溪園 TX08 NA 

2019/3/7 麝香貓 YM108401 小觀音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