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4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 

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Monitoring Mammal Activities and Mammal-Human Interactions 

in Nan-an/Bao-ai at the Eastern Area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受委託者：國立東華大學 

計畫主持人：吳海音 

計畫助理：姚中翎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目次 

目次 

中文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英文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第一章 緒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5 

 第一節 研究地描述------------------------------------------------------------------------5 

 第二節 研究方法------------------------------------------------------------------------6 

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11 

 第一節 沿線與自動相機調查結果---------------------------------------------------11 

 第二節 步道上人與動物的活動---------------------------------------------------15 

 第三節 問卷調查結果---------------------------------------------------17 

 第四節 園區內犬隻活動的紀錄---------------------------------------------------19 

 第五節 台灣黑熊的活動紀錄---------------------------------------------------20 

第四章 在地調查人力的培訓-------------------------------------------------------------45 

第五章 部落座談會-------------------------------------------------------------47 

第六章 建議事項-------------------------------------------------------------49 

謝辭-----------------------------------------------------------------------------51 

參考資料------------------------------------------------------------------------------53 

附錄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7 

附錄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9 

附錄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1 

附錄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3 

附錄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5 



 

 



表次 

表次 

表 3-1  2008 年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沿線動物調查所得不同動

物各類活動痕跡紀錄的頻度分布-----------------------------------------------40 

表 3-2  2008 年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沿線自動相機設站所得不

同動物之有效照片數量分布-----------------------------------------------------41 

表 3-3  2008 年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所

得動物有效照片的日均頻度-----------------------------------------------------42 

表 3-4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抱崖沿線所見野生動物問卷調查所得之發現物種數

與發現方式--------------------------------------------------------------------------42 

表 3-5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抱崖沿線所見野生動物問卷調查所得發現各類動之

方式的頻度--------------------------------------------------------------------------43 

表 3-6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抱崖沿線所見野生動物問卷調查所得各路段所見動

的頻度--------------------------------------------------------------------------------43 

表 3-7 本年度調查所得台灣黑熊的出現紀錄------------------------------------------43 



 

 V



圖次 

圖次 

圖 2-1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的調查路線圖----------------------------9 

圖 2-2 本年度佈設之自動相機樣站位置圖。相機設站位於步到兩側 10-100 公尺

外的林中------------------------------------------------------------------------------9 

圖 2-3 本年度佈設之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位置圖（此些相機組設於步道及其

旁明顯獸徑上）--------------------------------------------------------------------10 

圖 3-1 本年度各次沿線調查所得各類動物活動痕跡紀錄的頻度總數 ----------21 

圖 3-2 本年度各次沿線調查所得瓦拉米與抱崖段動物見聞與排遺－拱痕紀錄的

頻度與出現路段單位數-----------------------------------------------------------23 

圖 3-3 本年度沿線調查中動物見聞與排遺拱痕記錄在不同路段單位的出現率

-----------------------------------------------------------------------------------------25 

圖 3-4 本年度沿線調查中動物在不同路段單位的出現率（八次調查中有活動痕

跡紀錄之調查次數所佔比例）（紅點）與在相機設站（方格箭頭所指）

所得有效照片的日均頻度--------------------------------------------------------27 

圖 3-5 歷年（2003-2007）（灰色）與本年度（黑色）沿線調查中動物見聞與排

遺拱痕記錄在不同路段單位的出現率-----------------------------------------31 

圖 3-6 歷年各自沿線調查所得各類瓦拉米段與抱崖段動物見聞與排遺拱痕記錄

出現路段單位數--------------------------------------------------------------------32 

圖 3-7 於各相機設站記錄到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種類數------------------------------34 

圖 3-8 各月份有四種動物出現之自動相機設站佔所有相機設站數的比例------34 

圖 3-9 動物於各自動相機設站記錄的日均頻度及出現月份比---------------------35 

圖3-10 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紀錄到人與中大型哺乳動物的日均頻度--------36 

圖 3-11 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紀錄顯示過往人數的時間分布--------------------37 

圖 3-12 2002-2008 年間南安至大分沿線自動相機記錄中各類動物有效照片紀錄

的日周性分佈-----------------------------------------------------------------------38 



 

圖3-13 本年度調查所得犬隻出現紀錄的位置分佈-----------------------------------39 

圖3-14 本年度調查所得台灣黑熊出現紀錄的位置分佈-----------------------------39 

 

 

 VII



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關鍵詞：哺乳動物，偶蹄目，監測，自動相機， 

一、 研究緣起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相對數量高，但其在南安至抱崖間步

道沿線的活動，卻可能受到日趨頻繁之遊憩活動的影響，有監測與管理的必要，

而以此為傳統生活領域的在地部落，是協助進行資源監測與管理的最佳人力。本

計劃擬對此區進行監測，探討人類活動對野生動物的衝擊，試行部落保育巡查人

員培訓，在部落中辦理座談會，與部落分享該區野生動物資源的特色，並蒐集部

落對此區域山區資源保育與管理的想法。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已 2008 年 4 月至 12 月間，每月一次進行野外調查，包括沿線步行調查與自

動相機架設巡視。另於八月底，以直接發放與定點發放的方式，對遊客進行問卷

調查。九月開始步道－獸徑相機組的紀錄，並進行部落協同調查人員的訓練與實

習。各項調查工作持續到十二月，並於計劃結束前於南安部落舉辦座談會。 

三、 重要發現 

本年度研究痕跡調查結果顯示，研究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的分布與數量，在瓦

拉米與抱崖兩區段間有別。各類動物中，山羌、台灣獼猴與食蟹獴活動痕跡的頻

度、出現的路段單位數、與在兩區段中的出現率，皆以瓦拉米段較高，其他動物

則是在抱崖區段的出沒與活動較為頻繁且普遍。利用自動相機記錄到的物種數

量，以抱崖段較少，各類動物中以山羌最為普遍，且在瓦拉米與抱崖段的情形相

似，而台灣獼猴則是在瓦拉米段較為活躍。 

比對本年度歷年沿線痕跡調查資料顯示，瓦拉米區段水鹿與長鬃山羊的活動

狀況較歷年少，而抱崖區段有上升趨勢。瓦拉米段的山猪亦較前減少，台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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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則是在瓦拉米段有增加，而在抱崖段則較前減少。 

利用架設在步道及與之相鄰之獸徑上的自動相機組，紀錄人與動物的活動，

及兩者間的關連。結果發現人的數量自南安往大分遞減，在步道上的紀錄多於獸

徑上的儘力，而野生動物的情形正好相反。此外，以日間為主的人類活動，是否

對偏日行性之山猪的分布造成影響，則有待後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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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 

Keywords:  Mammal, artiodactyla, carnivora, monitoring, automatic camera, track 
survey 

The medium-to-large sized mammals (Artiodactyla, Primate, and Carnivora) 

at the eastern part of Yushan Naitonal Park was monitored by signs tracking and 

automatic cameras on a monthly basis from April to December, 2008.  Paired 

cameras designed to compare human and wildlife activity simultaneusly on four 

sites on the trail were set.  A questionair survey was performed to collect travel 

information and wildlife sightings of visi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each species in Walami and Pao-ai were different, 

which can partly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 in tourist disturbance of the two 

areas.  Among the species, muntjac and monkey were more easily found in Walami 

area, others showed higher activity records in Pao-ai area.  When themonitoring 

data of the study area collected since 2003 were examined, some species were less 

common or abundanct this year than the years before, such as wild boar in Walami 

area.  However, the observations on sambar and seorw increased in Walami area.  

The records from the paired cameras showed tourist pressure is decreasing from 

Nan-on to Pao-ai, while records on trail were more than records off trail.  

Questionair survey showed only about 20% of tourists hike beyond Walami, and 

80% have observed or heard monkeys or muntjacs on trail.  Some reported to have 

seen pet dogs in the area.  The spatial variation and temporal trend of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wildlife species between Walamiand Pao-ai areas and during the past 

six years may be animals’ responses to tourist disturbance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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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論 

在長期的保護下，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保有完整而珍貴的山林資源，供養

著豐富而特殊的野生動物資源，具有保育、觀賞、教育與研究價值，也是當地原

住民傳統的活動領域與資源使用對象。南安到瓦拉米一帶是八通關古道越嶺路線

出入口，及東部居民遊客尋幽踏青的勝地。在山林旅遊漸成風尚下，造訪此區的

遊客日增，對生態體驗與解說上的需求，及對環境與野生動物的衝擊，亦日益提

升。 

過往調查與監測結果顯示，東部園區瓦拉米步道的南安到大分沿線，有多種

的偶蹄目與食肉目動物，不同種類在沿線各區段的相對量不一。在此段路線上，

最靠近園區核心的大分一帶，水鹿的數量較多，而接近園區邊緣的登山口到瓦拉

米一帶，除台灣獼猴外，各類動物的出現紀錄皆低。然而，南安至瓦拉米間較遠

離步道之自動相機對動物活動的記錄，卻未少於其他路段。由於瓦拉米段是此區

遊客人數最多的路段，該段偏低的動物出現紀錄，被認為與人類活動造成的干擾

有關，有持續監測的必要。 

遊憩行為或是其他人類活動可能會影響到野生動物個體的的活動時間、活動

地點、行為或生理，也可能影響到區域內動物的數量。不同種類的野生動物，由

於習性、數量及對人類干擾耐受度的差別，對人類活動的反應亦有所差別。過去

對此區動物活動與分布監測工作，主要是利用沿線調查與自動相機記錄的方式，

蒐集動物在特定路線與樣點上的相對活動量，並比較其在植被與對一般遊客可及

性有別之區段間的差異，或是在時間上（季節與年間）的變動趨勢，循此推論人

類活動對野生動物之分布與各區域相對數量的影響。然而，過去缺乏對此路線不

同區段過往人數與時段的紀錄，僅有管理單位對入山與登記住宿人數的紀錄可資

參考，對動物活動量的評估，也僅利用在步道上記錄到動物排遺或見聞等活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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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頻度，因此無法量化人類活動的頻度或時段分佈，亦無法分析人類活動與動

物出沒間的關聯。 

傳統的保護區與自然資源管理，多以命令－控制的方式推動與執行業務，並

常忽視在地社區的傳統與權益。在缺乏地方的認同下，不僅容易造成管理者與資

源使用者間的衝突，且無法達成保育的目標。有鑒於此，國外許多地區自 80 年

代起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計劃，重視地方社區的權益與參與，與之共謀建構

與推動兼顧保護與持久使用的方案，期使社區在自保育獲益的同時，能體認保育

的重要性與價值，建立資源管理的能力。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也是周邊原住民社區傳統的活動領域，不僅區內有舊

部落遺址，部落住民迄今仍進入山區舉辦尋根或祭祀等活動，甚至有重返山林與

使用山區資源的期盼與訴求。如能借重原住民的山林技能於野生動物的調查與監

測上，甚或提供傳承與轉型的機會，不僅回應部落重返傳統領域的期盼，同時也

有助於國家公園保育目標的達成。 

保育、社區與旅遊間的結合，在國內已有多處已存在或發展中的例子，而玉

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的資源特色，正適合發展以野生動物為核心資源的生態管理

模式。本計畫將以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過往哺乳動物的調查與監測資料為基

礎，規劃並試行可與在地部落協力執行的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並與部落分享及

討論此區野生動物的資源特色，彙整與蒐集部落對山區野生動物資源保育與管理

的想法，作為日後評估部落與國家公園協力執行保育管理計劃的參考。 

  基於上述，本計劃的目的在於：持續對哺乳動物的監測；探討人類活動對動

物的影響；規劃並試行與在地部落協力執行的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與部落分享

與討論此區野生動物資源的特色。 

  在哺乳動物監測上，本計劃對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登山口至抱崖間，

利用沿線步行調查與紅外線自動相機記錄的方式，持續進行哺乳動物的監測，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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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區段間及各月份動物相對活動量的差異。在人類活動對野生動物的影響上，將

在步道上與步道旁設置成對的紅外線自動相機與錄影裝置（步道－獸徑相機

組），記錄過往的動物與人類活動，分析兩者間的關聯性。並將設計問卷，蒐集

遊客在步道沿線與野生動物相遇的經驗與資訊，補充定點調查的不足。 

  在與部落的協力上，將自當地社區中找尋及訓練能協力執行山區調查的人

力，協同進行沿線的調查及自動相機的架設與換裝。另將在部落舉辦座談會，與

部落分享過往對此區的調查成果，共同檢視與分析試行計畫中所得的資料，並記

錄部落對此區野生動物資源使用的想法。 

  本計劃除可做為後續推動社區保育管護的準備外，所得成果可作為對本區資

源解說與生態旅遊的教材與基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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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 

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 

本計劃的工作項目包括：沿線動物痕跡調查與自動相機記錄；步道－獸徑自

動相機組之人與動物活動紀錄；遊客遊程與動物觀察紀錄之問卷調查；部落協同

調查人力訓練；部落座談會。以下將先概述研究地的植被與路線，而後就野外調

查與資料分析的方法進行說明。協同調查人力的訓練與部落座談會的執行情形，

將於結果後另章陳述。 

第一節 研究地描述 

本計劃以八通關越嶺道東段南安登山口（海拔高約300公尺）至抱崖間約28

公里的步道為調查路線，自南安進入，沿線經佳心、黃麻、瓦拉米、土沙多、石

洞、至抱崖而止。南安登山口到佳心間屬一般景觀區，佳心以後屬生態保護區。

此區域植被在18K以前為天然闊葉混淆林，部份路段緊鄰或穿過人造闊葉混淆林

或是針葉樹造林地，18K以後為針闊葉混淆林，闊葉林主由樟科楠屬的樹種組

成，造林樹種則包括有櫸木（Zelkova formosana）、廣東油桐（Aleurites montana）、

柳杉（Cryptomeria japonica）、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與紅檜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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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2008 年四月，進行野外調查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路線探勘、定位點校正、

自動相機設站位置評估、調查人員訓練等。於五月起，每月一次進行野外調查，

包括沿線步行調查與自動相機架設巡視，並設計與測試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的

架設方式與使用效能。八月底，以直接發放與定點發放的方式，對遊客進行問卷

調查。九月開始步道－獸徑相機組的紀錄，並進行部落協同調查人員的訓練與實

習。各項調查工作持續到十二月，並於計劃結束前於南安部落舉辦座談會。各項

調查工作的方法說明如下。 

  於五月至十二月間，以步行調查及設置自動相機的方式，每月對南安登山口

至抱崖間步道進行一次動物調查。 

  進行沿線步行調查時，以兩公里時速行進，沿線搜尋中大型哺乳動物（含靈

長目、食肉目與偶蹄目動物）的出現與活動痕跡，紀錄動物種類、活動跡象類別

與數量、發現的時間、地點（GPS 座標），並在記錄後將痕跡移除，以避免重複

計數。記錄之動物活動跡象類別包括：目擊、叫聲、動物的屍體或部分殘骸、排

遺、足印、食痕、黑熊的爪痕或折枝、山猪的拱痕、水鹿的磨角痕、山猪或熊的

窩或棲臥處等。對動物的排遺以其外觀判斷新鮮度，並以在同一地點集中出現的

為一筆記錄。偶蹄目動物的排遺或是多粒成堆出現，或是短距離間隔出現的單粒

排遺，對前者以一堆為一筆記錄，對後者則視連續出現者為一筆記錄。對足印、

食痕與山猪拱痕的紀錄，則將相鄰出現者合併為一筆記錄。對於動物出現地點的

紀錄，除以衛星定位儀紀錄 GPS 座標外，另將全線以 500 公尺為單位，區分成

不同的路段單位（圖 2-1），作為痕跡出現地點的紀錄與後續資料分析的單位。 

  在自動相機的設置上，先後設置了十五個自動相機設站（圖 2-2），於沿線

調查時回收與佈設底片，帶回沖洗後，進行相機影像紀錄的整理與登錄。十五個

相機設站設置在調查路線兩側距離步道 10-100 公尺外的林中，各設站的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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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如附錄 I 所示。   

對沿線調查資料的分析上，取可代表動物當下出現的見聞（目擊與叫聲）記

錄，與會在野外留存一段時間，可代表動物曾經出現過的痕跡記錄（包括排遺、

拱痕、足印、食痕、窩或棲息處等），進行動物出現與分布之時空差異的比較。

對於沿線發現動物屍體的紀錄，則不列入相關分析中。 

對個別物種計算每次在各路段單位上所得各類出沒紀錄與見聞－排遺（拱

痕）紀錄的頻度，及在八次調查中有出沒紀錄的出現率（動物在該路段單位上有

出現記錄之調查次數在總調查次數中所佔比例），以指示動物在各路段單位的相

對活動量與出沒的持續性。在此，相對活動量是對動物數量與活動頻繁程度的複

合指標。另取 2003 年至 2007 年間對南安登山口至抱崖 29 次完整的調查紀錄，

計算物種在各路段單位上的出現率，並與本年度調查結果相比對，作為後期於步

道旁架設自動相機位置的參考。 

進行相機記錄的資料分析時，利用相機的照片與時間記錄，作為各樣站有

無某種動物與其出現頻度分析的資料。對各底片逐張檢視與登錄拍攝時間與拍攝

到的動物種類與數量。以單張照片上辨識出個別物種的紀錄為一筆有效資料。若

單張照片上有不同物種，則登錄為不同筆的紀錄。對短時間連續拍攝到同種動物

的照片，若可判斷為不同個體，則區分為不同筆有效資料，若無法區別，則將相

距不到十分鐘者視為同一筆資料。分析時僅計算有效資料筆數，不計算其中個體

數。台灣獼猴經常成群活動，各猴群大小不一，此外，也有單獨活動的孤猴。然

而，利用自動相機記錄到的獼猴記錄，無法區分孤猴與猴群，也無法計數猴群大

小，因此對獼猴的照片記錄不論其中個體數為何，皆視為一筆資料。以各次架設

相機時之開機時間與相片上最後一張照片之時間顯示的間隔，計算該次的有效工

作日，並將同樣站同一月份不同卷底片的工作日與資料合併，用以計算個別物種

於各月份各樣站出現的日均頻度（動物在相機記錄中的有效資料數，除以該相機

在該段期間的有效工作日總和）。取五月到十一月的自動相機記錄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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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調查路線前後段的遊客量有別。短程遊客多半到佳心（4.5K）附近折返，

二日遊行程者會到瓦拉米(13.5K)山屋過夜，少數會到抱崖（27.5K）過夜。另有

一些隊伍自西往東越嶺而來，由南安登山口出山。為比較遊客量有別之路段間動

物痕跡相對頻度的差異，將調查路線依上述說明區分成不同區段（登山口到佳

心，佳心到瓦拉米，瓦拉米到抱崖），取沿線調查資料與自動相機資料，檢視與

比較動物在不同區段的相對活動量。 

  為記錄並比較可及性有別之步道區段的遊客行為與遊客量，自九月起，於南

安到瓦拉米及瓦拉米到抱崖兩區段，各選取兩處做為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的設

置地點。於各處架設兩台紅外線自動相機，一台架設在步道上，另一台架設在步

道旁有明顯獸徑處（圖 2-3）。利用相機的記錄分析過往遊客與野生動物的數量、

活動時間、及兩者間的互動，並比較步道與其旁獸徑，以及遊客量有別之區段間

遊客與動物數量的差異。 

  為了解遊客在步道沿線發現與察覺野生動物的情形，及提示遊客此區所擁有

的野生動物資源，本研究設計了包含此區常見野生動物簡要介紹的問卷（附錄

II），蒐集遊客至此遊憩及與野生動物遭遇的資訊。問卷以兩種方式發放，一是

對進行野外調查時遇到的遊客發放，另一是在步道入口、佳心休息點、瓦拉米及

抱崖山屋處設置信箱，提供並回收問卷。 

  在地調查人力的培訓上，諮詢部落人士招募有興趣或山林經驗者，訓練以協

助進行調查工作。於計劃執行期間，共有兩位人員參與計畫，學習自動相機架設

與巡查紀錄的流程與方式，並協助調查工作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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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的調查路線圖。 

 
 
 

圖 2-2 本年度佈設之自動相機樣站位置圖。相機設站位於步到兩側 10-100

公尺外的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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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本年度佈設之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位置圖。此些相機組設於步道

及其旁明顯獸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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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沿線與自動相機調查結果 

  於本年度五至十二月間，完成八次的沿線調查，並自十五個自動相機設站

回收 94 卷有效的底片，自動相機的有效工作日共 1597.1 日。沿線調查共記錄到

四種偶蹄目動物、兩種野生食肉目動物與台灣獼猴的活動痕跡（表 3-1）。自動

相機記錄到至少十一種包括偶蹄目、食肉目及靈長目的中大型哺乳動物，與其

他齧齒目哺乳動物及數種鳥類（表 3-2）。各類動物學名參見附錄 III。 

沿線調查 

  沿線調查的各類痕跡紀錄，以排遺的紀錄最多，且多種動物的紀錄全為排

遺或以排遺為主（表 3-1）。在可確認種類的各類動物中，以山羌的資料最多，

台灣獼猴與長鬃山羊次之。黃鼠狼與（或）黃喉貂的排遺量甚多，但無法確認

種類。食蟹獴也是以排遺為主要發現方式的物種。此外，本年度共發現台灣黑

熊排遺四次，其中七月時在南安登山口附近發現的兩個新鮮黑熊排遺中，有多

量北五味子的果皮與種子。其它黑熊排遺的內容物包括有動物的毛及植物纖

維。沿途曾經直接目擊或是聽到叫聲的動物，以台灣獼猴與山羌為主。此外，

本年度調查中尚發現山羌與長鬃山羊的屍體各兩次。 

  在沿線調查記錄到的中大型哺乳動物中，扣除資料量較少的黑熊，比較其

他各種在各月調查中各類痕跡紀錄的數量（圖 3-1）。除水鹿有數量較多的足印

與磨啃痕等其他痕跡紀錄外，其他各類動物的紀錄都是以排遺－拱痕紀錄為

主，見聞紀錄次之。水鹿的磨啃痕各月可見，但以七至九月較多。各月痕跡量

的變化種間差異大。偶蹄目中，山羌各月的痕跡頻度皆高，以 6 月為甚；長鬃

山羊的排遺各月可見，五月與八、九月間較多，秋冬季較少；水鹿的活動痕跡

量不高，有些月份甚至沒有排遺紀錄；山猪是沿線痕跡量最少的偶蹄目動物，

 11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各月紀錄量都不到 10 筆。 

  步道沿線台灣獼猴的活動痕跡，在 5 月、8 月與 12 月時較多。五月時，沿

線記錄到多量的食蟹獴排遺。另於步道上經常可見黃鼠狼與黃喉貂的排遺，由

於無法確認所屬種類，故將之合併計算。部份黃鼠狼／黃喉貂排遺的內容物以

毛為主，這類排遺在各月穩定出現。自 7 月起，開始出現因含花粉而成鮮黃色

的排遺，其頻度逐月增加。在這些排遺中尚可發現成蜂與白色蜂蛹。十二月時，

黃鼠狼／黃喉貂的排遺頻度達 261，其中有四分之一富含果實，其餘排遺中則有

蟲殼、鳥羽、青蛙與骨頭歲片。 

  取動物各月的見聞與排遺（拱痕）痕跡紀錄，比較瓦拉米與抱崖兩路段的

痕跡紀錄量與路段單位數，結果可發現各類動物活動的區段差異（圖 3-2）。整

體而言，各類動物各月的相對活動量（活動痕跡頻度）與普遍性（痕跡出現路

段的路段單位數）的變化趨勢相似，而山羌、台灣獼猴與食蟹獴在瓦拉米段沿

線的相對活動量與普遍性較抱崖段高，水鹿、長鬃山羊與山猪在抱崖段較為活

躍，黃鼠狼／黃喉貂則是在春夏季時在瓦拉米段較活躍，但自九月起在兩區段

的出沒情形相近，而在十二月時活動量與出現地點大幅提升。 

  在其他三種本年度所得痕跡記錄頻度較低的三種動物（水鹿、山猪與台灣

黑熊）中，黑熊出現的地點已如前述，水鹿與山猪的活動紀錄則主要出現在抱

崖段。本年度調查中山猪的活動痕跡甚少，僅五月份有三筆拱痕紀錄，歷年資

料顯示山猪在各路段單位的出現率雖低（多不及 0.4），但每次調查皆可發現其

活動痕跡紀錄。在水鹿方面，歷年資料顯示在瓦拉米與抱崖沿線發現水鹿蹤跡

的機會甚低，而本年度三次調查中皆在此些區段紀錄到水鹿的活動，頻度較歷

年各次皆高，甚至在瓦拉米山屋處有兩次的目擊紀錄。 

  以出現率（有紀錄的調查次數在總調查次數中所佔比例）檢視各種動物在

各路段單位上出現的持續性（圖 3-3，圖 3-4）。山羌在瓦拉米區段中至後段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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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率略高，台灣獼猴在瓦拉米段全段的出現率皆高，食蟹獴在瓦拉米中段有較

高的出現率。自佳心以後，除少數路段單位外，其餘各處黃鼠狼或黃喉貂排遺

的出現率皆高。水鹿、長鬃山羊與山猪是出現路段單位較少的種類，且出現率

亦不高。水鹿在抱崖中段有較連續出現的路段，山羊的分布以抱崖段為主，而

山猪的出現則極為零星。 

  在食肉目動物方面，沿線調查時有多量食蟹獴、黃鼠狼／黃喉貂的排遺。

調查期間曾目擊白鼻心與食蟹獴至於黃喉貂，雖無目擊紀錄，但有山友表示在

瓦拉米山屋處見到黃喉貂的活動。 

  對四種偶蹄動物與台灣獼猴，取自 2003 年至 2007 年各路段單位見聞與排

遺拱痕紀錄的出現率，與 2008 年的結果並列，以比較變遷情形（圖 3-5）。除少

數路段單位外，本年度山羌的出現率較往年低。本年度水鹿與長鬃山羊在瓦拉

米段幾乎絕跡，但在抱崖段的出現率則較前為高。獼猴在瓦拉米段的出現率較

高。過去數年間在抱崖中段有山猪活動紀錄的路段單位，本年度幾乎全無所見，

顯示其在步道附近活動狀況，近年間有極大的改變。 

  動物的見聞與排遺痕跡，於歷年各次調查中在瓦拉米段與抱崖段出現的路

段單位數如圖 3-6，由圖可見沿線動物活動分布的歷年變化。例如，山羌在抱崖

的出現地點在本年度較前減少，瓦拉米段的長鬃山羊，瓦拉米與抱崖段的山猪，

在本年度的出現地點亦較往年減少。水鹿與台灣獼猴出現的地點，則逐漸增加。 

自動相機 

  本年度各自動相機設站分別累積了 43.8 日到 246.3 日不等的工作日，回收

10 到 498 筆有效資料（表 3-1）。在中大型哺乳動物中，記錄到四種偶蹄目、六

種食肉目與靈長目，另有熊鷹、鳳頭蒼鷹、藍腹鷴與褐林梟等鳥類，與無法辨

識種類的松鼠與蝙蝠。 

  在十一種中大型哺乳動物中，各自動相機設站記錄到種類數在三種到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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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其中以 A02 喀西帕南站及瓦拉米前後的 A04 與 B04 站記錄到的物種較多（圖

3-7）。 

  在十一種動物中以山羌的出現最為普遍，在十五個相機設站都有紀錄，台

灣獼猴與長鬃山羊次之（十四站），水鹿在十二站上有出現紀錄（圖 3-8）。食肉

目動物目中以黃喉貂的出現最為普遍，曾經出現在十個設站，在 A02 站的有效

照片最多，而在十月與十一日時有紀錄的樣站數較多，分別為五與六個設站。 

  各類動物在所有相機設站的平均日均頻度，以山羌最高（平均 0.45/日），水

鹿與台灣獼猴次之（0.19/日與 0.13/日），長鬃山羊紀錄的日均頻度為 0.05/日。

四種食肉目動物不僅出現的設站數少，被紀錄到的日均頻度亦低。 

  取在自動相機設站上記錄較多的山羌、水鹿、台灣獼猴及長鬃山羊四種動

物，比較其在各設站與各月份的出現情形（圖 3-9）。山羌在各樣站的出現穩定，

但有效照片日均頻度的變化大，而以在抱崖段部份設站的頻度高。水鹿在抱崖

段的出現月份穩定，活動量（日均頻度）高。長鬃山羊只在三個樣站穩定出現，

而活動量皆低。台灣獼猴是四種中唯一在瓦拉米段出現穩定且活動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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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步道上人與動物的活動 

  自十月份起，於瓦拉米與抱崖段各選兩處設置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佳

心、黃麻、瓦拉米與十里）（圖 2-3），同時紀錄步道與步道旁獸徑上人與動物的

活動情形。至十二月初共累積 415.9 工作日，取得有效動物照片 284 張，其中屬

於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紀錄 192 筆。此外，有人過往的紀錄 693 筆，共計 1941 人

次。 

  圖 3-10 比較不同站及各站成對相機的紀錄。步道上的過往人數自佳心往內

遞減，而步道旁獸徑上則少有人跡。瓦拉米站步道上的過往人數雖略高於十里，

但這是受該處相機架設角度的影響，未能完整紀錄過往的人跡。至於各站所得

中大型哺乳動物有效照片的日均頻度，在步道上以瓦拉米站最高，佳心與十里

站較低，而除瓦拉米站外，其他三站都是以獸徑上動物的出沒紀錄較多。 

  在步道與其旁獸徑設站記錄到的中大型哺乳動物，計有山羌、水鹿、長鬃

山羊、山猪、台灣獼猴、黑熊、食蟹獴、與黃喉貂（表 3-3）。各設站動物紀錄

的日均頻度，除瓦拉米外，皆是以獸徑上較高，步道上較低。在各站出沒較頻

繁（有效照片的日均頻度較高）的物種有別，在佳心站是台灣獼猴，在黃麻與

瓦拉米站為山羌，瓦拉米站步道上水鹿的活動亦屬頻繁，而在十里站則是以山

猪與水鹿的活動紀錄略高。山羌與水鹿在瓦拉米站的出沒頻繁，或許是受此處

空曠草地的吸引前來覓食之故。若與沿線調查中位置相近之自動相機設站的紀

錄相比，佳心、黃麻與十里步道－獸徑相機組山羌與獼猴紀錄的日均頻度都低

於附近的相機設站。 

  為探討人類活動對動物的影響，利用自動相機記錄檢視人與動物通過時間

上的關連性，及動物對接近中之人的行為反應。然在所有的紀錄中，僅觀察到

一次山羌對接近中之登山隊伍的反應。由影像紀錄可知，當時一隻在步道旁灌

叢中覓食突然舉尾警戒，之後有一登山隊通過山羌旁的步道，山羌只是站定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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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逃開，待隊伍通過後才緩步移開。 

  步道上過往人數的時間分布，如圖 3-11 所示。人的過往，大抵在日間進行。

但仍有少數人於夜間通過相機設站。利用 2002 年至今之自動相機記錄，建構偶

蹄目與台灣獼猴的活動模式，結果如圖 3-12。五種動物中，山羌為晨昏活動型，

水鹿為夜行性，山羊主要的活動高峰在早上，台灣獼猴與山猪為偏日行性的晨

昏活動型，早上七到八點有一個活動高峰。比對動物與過往人數的時間分布，

可發現在五種動物中，以台灣獼猴及山猪與人活動時間的重疊性較大，亦即與

人相遇的機會較高。台灣獼猴成群及樹棲的習性，可無懼於人的接近。而僅能

在地面活動的山猪，較可能減少在步道上的活動以迴避人類。這或許是近年在

步道上記錄到山猪活動日漸減少的原因。 

  在步道上相機對過往路人的紀錄中，曾有三人騎自行車進入園區，有兩人

帶狗前往，另有人在瓦拉米山屋外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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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調查結果 

  計畫期間，親自請遊客填答的問卷有 20 份，放置各處信箱由遊客自行填答

的問卷，共計發出 313 份，回收 56 份，回收率 24.3％。 

  在遊客自行取答的問卷中，自各發放點取用的問卷數分別為：登山口 160

份，佳心 90 份，瓦拉米 36 份，抱崖 27 份；而在四處回收的數量為：登山口 11

份，佳心 25 份，瓦拉米 15 份，抱崖 4 份，另有一份由遊客直接交回南安遊客

中心。大部分的問卷都是在其發放點回收的，僅有兩份在抱崖發出的問卷，分

別在佳心與瓦拉米處回收。問卷在四發放點被取走數量的差異，與步道各區段

遊客量的差異一致，而自登山口取走之問卷的回收率最低，在佳心與瓦拉米處

的回收率較高。 

  在遊客的行程方面，回收問卷中有 25%未到達佳心，25%到達佳心但未到瓦

拉米，27.6%往返南安與瓦拉米間，17.1%為途經抱崖山屋的東向或西向，另有

5.3%未回答。同行的隊員人數，2 人以下 36.8%，3-5 人 15.8%，6-10 人 18.4%，

11-20 人 10.5%，21 人以上 17.1%，1.31%未回答。 

  在沿線發現的野生動物方面，85.5%回答曾發現動物或活動痕跡。而在這些

問卷中，81.5%曾見聞或發現台灣獼猴活動痕跡，30.8%曾見聞或發現山羌活動

痕跡，10.8%曾目擊藍腹鷳，9.2%曾見聞或發現水鹿活動痕跡，山猪、長鬃山羊、

黃喉貂、白鼻心、黑熊之見聞與痕跡者各有 4.6%（n=3），目擊食蟹獴者 3.1%

（n=2），目擊鼬獾者 1.6%（n=1），另有 18.5%回答曾發現如蛇、各種鳥類、飛

鼠、松鼠等其他動物。  

  在回收的 76 份問卷中，在步道上沒發現過問卷上介紹之動物的佔 21.1%，

而在有發現動物者中，以發現一或兩種者佔多數（表 3-4）。在各物種中，以台

灣獼猴最為常見，山羌次之，遊客主要是目擊與聽到牠們的叫聲（表 3-5）。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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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各路段所見的動物，在登山口至佳心段以台灣獼猴最為常見，佳心到瓦拉米

段被記錄到的物種數最多，而此段與瓦拉米至抱崖段皆是以台灣獼猴與山羌的

紀錄較多（表 3-6）。上述結果與本計畫調查所得一致，顯見台灣獼猴與山羌不

僅是此區數量較多的物種，一般遊客也較易發現或察覺牠們的活動。 

  在非野生動物的發現紀錄上，有 17 份問卷回答曾在步道上看到人類飼養的

寵物，其中有看到動物飼主者有 12 份，發現時寵物是可自由活動的有 12 份，

由飼主抱著的有 2 份，而動物被繩子拴住、關在籠中者各有一份。至於寵物的

種類，看到狗的有 12 份，另有一人看到的是烏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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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園區內犬隻活動的紀錄 

  整理沿線調查、自動相機記錄與問卷所見犬隻在園區的活動資料，共計有

六筆的活動紀錄與 12 筆的問卷資料（圖 3-13）。 

  在本年度固定的沿線調查曾在步道上發現狗的足印兩次，分別是 7 月與 10

月時在 4K 與 0K 路段單位上的記錄。另在非固定調查時，曾兩次目睹遊客帶狗

進入園區。一次是 8 月 31 日時見一原住民嚮導與兩位遊客帶一隻混種狗走到佳

心後返回，另一次是 10 月 5 日時，兩遊客帶一隻拉布拉多犬走到瓦拉米後返回。 

  在自動相機記錄中共有兩筆：七月份 B14（19.5K 山陰附近）樣站記錄到兩

隻狗路過樣站，步道－獸徑相機組樣站中佳心站的相機在拍到前述 10 月 5 日進

入園區的拉布拉多犬。兩者分別為犬隻在步道外與步道上的活動紀錄。 

  此外，遊客問卷中共有分屬六天的十二份表示在步道上看到狗。 

  綜上所述，遊客攜帶犬隻進入園區的情形似乎甚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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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黑熊的活動紀錄 

  本年度共記錄到十一筆台灣黑熊的出現與活動紀錄，包括沿線調查所得的

排遺紀錄四筆，爪痕紀錄一筆，自動相機樣站的紀錄三筆，步道－獸徑相機組

的紀錄三筆。上述各紀錄的出現地點散佈於南安登山口（0K）與瓦拉米（27.5K）

間共九個路段單位（圖 3-14），時間上則包括了七月到十一月的日夜間。詳細資

料整理後列於表 3-7。 

  在地調查人力的培訓上，諮詢部落人士招募有興趣或山林經驗者，訓練以協

助進行調查工作。於計劃執行期間，共有兩位人員參與計畫，學習自動相機架設

與巡查紀錄的流程與方式，並協助調查工作之進行。 

 20



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 

 
圖 3-1 本年度各次沿線調查所得各類動物活動痕跡紀錄的頻度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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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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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年度各次沿線調查所得瓦拉米與抱崖段動物見聞與排遺－拱痕紀錄的頻度與出現路段單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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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續 

玉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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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本年度沿線調查中動物見聞與排遺拱痕記錄在不同路段單位的出現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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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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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本年度沿線調查中動物在不同路段單位的出現率（八次調查中有活動痕

跡紀錄之調查次數所佔比例）（紅點）與在相機設站（方格箭頭所指）

所得有效照片的日均頻度。 

山羌 

 

水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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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續 

長鬃山羊 

 

山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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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續 

台灣獼猴 

 

食蟹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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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續 

貂科（包含黃鼠狼與黃喉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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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歷年（2003-2007）（灰色）與本年度（黑色）沿線調查中動物見聞與排

遺拱痕記錄在不同路段單位的出現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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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歷年各自沿線調查所得各類瓦拉米段與抱崖段動物見聞與排遺拱痕記

錄出現路段單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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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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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於各相機設站記錄到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種類數。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01 A02 A13 A12 A14 A04 B04 B15 B19 B14 B02 B17 B06 B16 B18

中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種

類

數

 
 

 

 

圖 3-8 各月份有四種動物出現紀錄之自動相機設站佔所有相機設站數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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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動物於各自動相機設站記錄的日均頻度及出現月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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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紀錄到過往人類與中大型哺乳動物的日均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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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紀錄顯示過往人數的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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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2002-2008年間南安至大分沿線自動相機記錄中各類動物有

效照片紀錄的日周性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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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本年度調查所得犬隻出現紀錄的位置分佈。 

 

 
 

 

圖 3-14 本年度調查所得台灣黑熊出現紀錄的位置分佈。 

 

 
 

 39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表 3-1 2008 年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沿線動物調查所得不同

動物各類活動痕跡紀錄的頻度分布。 

  見聞 排遺/拱痕 其他痕跡 
物種 目擊 叫聲 排遺 拱痕 腳印 磨啃痕 其他 屍骸 總計 
山羌 14 96 273  20   2 405 
水鹿 5 5 26  21 15 1  73 
長鬃山羊 9 4 230  11   2 256 
山猪 2   1 17 2    22 
台灣獼猴 76 54 160    7  297 
台灣黑熊     4    1  5 
食蟹獴 4   183  1    188 
狗       2    2 
黃鼠狼/ 
黃喉貂 2   822      824 
總計 112 159 1699 17 57 15 9 4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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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08 年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沿線自動相機設站所得

不同動物之有效照片數量分布。 

 
註：其中松鼠、蝙蝠與鳥的紀錄為無法辨識種類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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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08 年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步道－獸徑自動相機組

所得動物有效照片的日均頻度。 

  佳心 黃麻 瓦拉米 十里 
  步道 獸徑 步道 獸徑 步道 獸徑 步道 獸徑 
山羌 0.04  0.05  0.29 0.45 0.55 0.54 0.03  0.08 
水鹿         0.23 0.05 0.08  0.10 
長鬃山羊   0.02      0.05      
山猪              0.14 
台灣獼猴 0.13  0.23  0.07 0.20   0.02  0.04 
台灣黑熊 0.01            0.03  0.02 
食蟹獴       0.08 0.03 0.02    
黃喉貂   0.02          0.05    
不明動物 0.03  0.02      0.23       

 
 

表 3-4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抱崖沿線所見野生動物問卷調查所得之發

現物種數與發現方式。 

物種數 全部 
（見聞+痕跡）

目擊 叫聲 

0 16(21.1%) 29(38.2%) 34(44.7%) 
1 31(40.8%) 31(40.8%) 32(42.1%) 
2 19(25%) 11(14.5%) 9(11.8%) 
3 7(9.2%) 4(5.3%) 1(1.3%) 
4 1(1.3%) 1(1.3%) 0 
5 2(2.6%) 0 0 
總計 76 76 76 

※以問卷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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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抱崖沿線所見野生動物問卷調查所得發現各

類動之方式的頻度。 

 目擊 叫聲 排遺 其他 未交代 總計 
台灣獼猴 37 38 1   76 
山羌 13 12    25 
藍腹鷳 6    1 7 
水鹿 3 1   3 7 
山猪 2    1 3 
長鬃山羊 1 1   1 3 
黃喉貂 3     3 
白鼻心 2 1    3 
台灣黑熊   2  1 3 
食蟹獴 2     2 
鼬獾    1*  1 
總計 69 53 3 1 7 133 
※以問卷為單位，例如，共 37 份問卷回答曾目擊台灣獼猴；*挖掘痕。 

 
表 3-6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至抱崖沿線所見野生動物問卷調查所得各路段所見

動的頻度。 

物種 
登山口-
佳心 

佳心-瓦拉米 
(含瓦拉米山屋)

瓦拉米-抱崖

(含抱崖山屋)
其他地點 總計 

台灣獼猴 36 15 8 4 63 
山羌 6 10 6 2 24 
藍腹鷳 2 3 1 1 7 
水鹿  4 1 2 7 
山猪   1 2 3 
長鬃山羊  1 2  3 
黃喉貂 1 1  1 3 
白鼻心  3   3 
台灣黑熊 2   1 3 
食蟹獴 1   1 2 
鼬獾  1   1 
總計 48 38 19 14 119 
註： 以問卷為單位，例如，共 36 份問卷回答於登山口-佳心路段發現台灣獼猴

（見聞+痕跡）；其他地點：一筆位於南安至登山口車道上，其餘分布於

多美麗-大水窟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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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本年度調查所得台灣黑熊的出現紀錄。 

日期 路段單位 發現方式 備註 
07-05 0K 排遺  
07-08 0.5K 排遺  
09-04 19.5K 自動相機 山陰站，15:23 
09-04 16.5K 排遺  
10-05 9.0K 排遺  
10-20 27.5K 自動相機 抱崖站，01:36 
10-29 24.5K 自動相機 石洞站，11:54，連續三張，母子 
10-31 22.5K 自動相機 步道-獸徑相機組，12:54，母與雙子 
11-04 22.5K 爪痕  
11-06 4.5K 自動相機 步道-獸徑相機組，22:11 
11-21 22.5K 自動相機 步道-獸徑相機組，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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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地調查人力的培訓 

  在地調查人力的培訓上，諮詢部落人士招募有興趣或山林經驗者，訓練以協

助進行調查工作。於計劃執行期間，共有兩位人員參與計畫，學習自動相機架設

與巡查紀錄的流程與方式，並協助調查工作之進行。 

  訓練的方式以野外實地的操作實習為主。先準備各式裝置操作與野外巡查所

用的流程與解說小手冊，示範與教導如 GPS、紅外線自動相機、衛星電話、看

片機等裝置的使用方式，而後進行野外實作。 

  訓練與實作期間發現，部分裝置上的英文操作介面，對人員的學習及野外實

作表現的影響最大。此外，更換數位式自動相機電池與記憶卡時的防水步驟、檢

查與佈設相機的登錄、長時間持續的專注與工作等，也是會有疏漏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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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部落座談會 

第五章 部落座談會 

  於2008年12月12日假花蓮縣玉里鎮卓溪鄉卓樂村的卓樂活動中心，舉辦座

談會。會議說明如附錄IV。當日與會的部落居民逾二十人，包括有村長、部落

發展協會理事長、部落耆老、參加協力調查的人員、任職於玉山國家公園南安

管理站的部落居民等。 

  會議的議程如下： 

1.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與監測成果 

2. 以野生動物為焦點的社區保育計畫 

3. 社區對山林資源利用方式的傳統與現況 

4.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野生動物資源的未來 

  前兩項為過往調查發現與成果的介紹，他處社區保育計畫經驗的分享，後

兩項則邀請部落居民表達意見。 

  部落居民對於禁止打獵表達最多的不滿與反對態度，對執行團隊架設在山

區的自動相機感到興趣，對本年度黑熊的出沒與活動狀況十分關心，提出近年

山區山猪數量漸減的觀察與疑問，對執行團隊介紹的生態旅遊計畫與社區保育

計畫好奇，但對部落本身可如何著手則無回應。此外，村長表示歡迎將遊客引

入部落，但不知應如何開始及能如何作，甚至希望外部力量協助進行。 

  座談會進行期間，部落人士在看到簡報中野生動物影像時，多表現出興奮

且好奇的反應，交相討論影像紀錄的地點，其他相關的經驗等，甚至一再要求

重新播放，顯見部落對山區資源與活動的感情與記憶。 

  此次座談會僅是首次試辦，無法提出未來工作的實質規劃，但執行團隊一

再委請與會者將要如何借重山區資源特色協助部落發展的事放在心上，並在部

落中多加討論，以便能有後續的發展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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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建議事項 

第六章 建議事項 

建議一 

步道沿線遊客與動物監測系統的建立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本年度試行步道沿線自動相機的架設與紀錄，結果可有效紀錄沿線遊客的數

量、活動形式、出入時間等資訊，也可偵測並紀錄野生動物的活動。此些資料可

協助分析人類與動物間的互動關係，並提供經營管理所需參考資訊。建議可在步

道沿線與山屋處，設置固定的設站，設計長效的紀錄裝置，或是無線資料傳輸系

統的規劃，以提升紀錄與資料的數量與品質。 

 

建議二 

加強研究區食肉目動物調查與園區內犬隻活動的管理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沿線排遺紀錄顯示，東部園區內食肉目動物的族群量穩定，沿著步道可發現

多量的黃鼠狼、黃喉貂與食蟹獴排遺。近年相關研究指出，野生食肉目動物可能

自犬隻動物傳染疫病，對野生族群造成威脅。建議對東部園區的食肉目動物進行

相對數量調查與疫病檢測，並對遊客加強宣導與管理。 

 

建議三 

加強對遊客的服務與管理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步道上的自動相機記錄以及問卷調查顯示，造訪東部園區的遊客有相當數

量，且不乏大型隊伍與團體遊客的來訪。部份遊客會到南安管理站取得相關資

訊，但仍有許多遊客是在不明沿途景點與管制狀況下企圖入山，且沿線可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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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服務十分有限，並可能因不了解此區的野生動物資源，而以行動或行為對野

生動物造成騷擾。建議以圖文、帶隊或現場駐點的方式，並與部落結合，提升對

此路線的生態解說。 

 

建議四 

加強與在地部落建立夥伴關係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本計劃嘗試借重部落人力協助資源調查，並與部落居民舉行座談會，發現

部落居民對山區資源有一定的感情與熟悉，對部落發展也有相當的渴望。但對於

在不違法的前提下，享用由山區資源衍生的利益，則缺少想法與動力，有待外部

團體的協助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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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 

附錄 I  

2008 年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登山口到抱崖間沿線自動相機設站環境與位置相關資訊。 

設站代號 路段 海拔(m) 類型 坡度 距步道 植被 

A01 瓦拉米段 810 獸徑 緩 10 公尺 針葉人造林 

A02 瓦拉米段 850 獸徑 緩 20 公尺 針葉人造林 

A13 瓦拉米段 985 獸徑 緩 80 公尺 天然針闊混+箭竹草地 

A12 瓦拉米段 1018 獸徑 陡 10 公尺 天然闊葉林 

A14 瓦拉米段 1030 獸徑 緩 30 公尺 箭竹草坡，天然針闊混林的邊緣 

A04 瓦拉米段 970 獸徑 緩 50 公尺 天然闊葉林,20 公尺外為針葉人造林

B04 抱崖段 1190 獸徑 緩 10 公尺 天然闊葉林,10 公尺外為針葉人造林

B15 抱崖段 1443 獸徑 陡 15 公尺 天然闊葉林 

B19 抱崖段 1502 獸徑 緩 15 公尺 針葉人造林 

B14 抱崖段 1673 獸徑 緩 30 公尺 天然闊葉林 

B02 抱崖段 1640 泥灘 緩 100 公尺 天然闊葉林 

B17 抱崖段 1659 泥灘 緩 100 公尺 天然闊葉林 

B06 抱崖段 1710 獸徑 緩 15 公尺 天然闊葉林 

B16 抱崖段 1694 獸徑 緩 40 公尺 天然闊葉林 

B18 抱崖段 1692 獸徑 緩 20 公尺 天然闊葉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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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I 

附錄 II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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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I 續 

 



附錄 III 

附錄III  

調查所得野生動物名錄 
中名  學名 
偶蹄目 鹿科 Cervidae 
 山羌 Muntiacus reevesii micrurus 
 水鹿 Cervus unicolor swinhoei 
 牛科 Bovidae 
 長鬃山羊 Naemeorhedus swinhoei 
 猪科 Suidae 
 山猪 Sus scrofa taivanus 
靈長目 獼猴科 Cercopithecidae 
 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食肉目 貂科 Mustelidae 
 黃喉貂 Martes flavigula chrysospila 
 黃鼠狼 Mustela sibirica 
 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靈貓科 Viveriidae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wana 
 獴科 Herpestidae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熊科 Ursidae 
 台灣黑熊 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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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V 

附錄IV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 

  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南安座談會 

時間：97年12月12日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地點：卓樂活動中心 國立東華大學 

說明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保有完整而珍貴的山林資源，供養著豐富而特殊的野

生動物資源，具有保育、觀賞、教育與研究價值，也是當地原住民傳統的活動領

域與資源使用對象。對此區資源的保育，是國家公園的首要任務，然而相關的監

測與管理，也具有急迫性。 

野生動物保育、原住民權益的維護、在地部落的發展、這些以自然資源為中

心，過去各自獨立甚或對立的議題，在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發展的思維

下，逐漸採行由各方權益關係人聯手建構公平合理分享由自然資源衍生之利益的

機制。 

本座談會擬邀請南安地區在地部落與管理單位，分享過去對玉山國家公園東

部園區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與監測的成果與心得，介紹國內外以野生動物為焦點的

社區保育計畫，交換彼此對此區野生動物資源之保育與管理的想法與期待，以期

共構人與自然雙贏的遠景。 

議程 

＊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與監測成果 

＊ 以野生動物為焦點的社區保育計畫 

＊ 社區對山林資源利用方式的傳統與現況 

＊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野生動物資源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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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V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

類 活 動 的 關 係 」 委 託 案 期 中 審 查 會 議 紀 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5 日下午 3時 

貳、地點：本處三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許處長文龍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影本） 

伍、委託機構（國立東華大學）簡報：（略） 

陸、審查意見： 

一、由於調查地點較為偏遠，能得如此豐碩資料顯現研究團隊的努

力與成果，值得肯定。 

二、資料成果中顯示山友觀察與自動相機在實際操作上的挑戰，建

議可在報告中鋪陳其限制，會使敘述更為完整。 

三、報告中較少有描述棲地環境與照片，若能予以補強，不只呈現

報告完整性，也可增加其生動性。 

四、如調查的步驟、程序、路線都已固定，或可發展相關表單，配

合在地能力的互動與培養，也許在後續的社區參與、監測或巡

護上，做出關鍵的貢獻。 

五、建議管理處能支援，甚至配合社區組成志工培力的計畫，這對

未來與在地社區的夥伴建構十分重要。 

六、常見的物種是否可作為監測當地之棲地環境與生態系的指標，

值得大家一起思考。 

七、自動相機設點 A04、B04 累積的數量多，可以思考其意涵。 

八、建議調查資料與空間資訊結合。 

九、自動相機資料分季方式是否有特殊考量，會不會影響後續結果

的呈現？請說明所劃分季節之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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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議本計畫所獲得之痕跡資料的路段數與痕跡數嘗試作檢測分

析。 

十一、有關動物活動頻度之比較探討，建議考量增加分區的數量。 

十二、人類活動與動物活動之關聯性的分析，待期末應有進一步資

料的呈現。惟建議該分析能朝不同人類活動量之影響的角度

來設計或探討。 

十三、本區已進行多年之調查，建議作較深入探討或有突破性的分

析研究，供經營管理參考。 

十四、建議自動相機架設位置靠近步道，以監測遊客活動對動物的

影響。 

十五、同一物種在同一區段的時間變化，有特別差異者，請在期末

加以探討。 

十六、請評估、規劃在山屋附近裝設監視設備，以記錄動物與人的

互動。 

柒、會議結論： 

一、請計畫執行單位依上述審查意見辦理，並將對應處理情形列表

納入期末報告書之附錄中。 

二、本計畫期中報告審查通過。請依契約書之規定辦理第一期款核

銷及撥付第二期款事宜。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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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與辦理情形 

一、如調查的步驟、程序、路線都已固定，或可發展相關表單，配合在地能力

的互動與培養，也許在後續的社區參與、監測或巡護上，做出關鍵的貢獻。 

＊ 此部份將於下半年度部落協力調查人力培訓部分執行。 

二、自動相機設點 A04、B04 累積的數量多，可以思考其意涵。 

  ＊ 部分相機設站設置於獸徑上或水池邊，動物的出沒較為頻繁。 

三、建議調查資料與空間資訊結合。 

 ＊ 本計劃所有資料的整理與呈現，是以空間資訊系統協助進行的。 

四、自動相機資料分季方式是否有特殊考量，會不會影響後續結果的呈現？請

說明所劃分季節之月份。 

  ＊ 大抵依照實際氣候的變化執行，惟每年度初計劃尚未開始時幾個月份

的資料闕如，致使缺少某些月份的資料，而剩餘不成季之少數月份的

資料若盡皆刪除，又十分可惜，遇此會有將之併入相連季節的情形。 

五、建議本計畫所獲得之痕跡資料的路段數與痕跡數嘗試作檢測分析。 

  ＊日後進行綜合分析時，會將此建議納入考量。 

六、有關動物活動頻度之比較探討，建議考量增加分區的數量。 

  ＊ 將納入期末報告的資料分析中。 

七、人類活動與動物活動之關聯性的分析，待期末應有進一步資料的呈現。惟

建議該分析能朝不同人類活動量之影響的角度來設計或探討。 

  ＊同上 

八、本區已進行多年之調查，建議作較深入探討或有突破性的分析研究，供經

營管理參考。 

  ＊ 將朝此努力。 

九、建議自動相機架設位置靠近步道，以監測遊客活動對動物的影響。 

  ＊ 已列入下半年度計畫執行規劃中。 

十、同一物種在同一區段的時間變化，有特別差異者，請在期末加以探討。 

  ＊ 已列入下半年度計畫執行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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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

類 活 動 的 關 係 」 委 託 案 期 末 審 查 會 議 紀 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19 日下午 2 時 40 分 

貳、地點：本處三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呂秘書志廣代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影本） 

伍、委託機構（國立東華大學）簡報：（略） 

陸、審查意見： 

一、相關研究與執行成果斐然，不僅路線、方法、執行方式與成果

分析皆有相當的水準。 

二、管理處委託的時程係自 4 月 1 日至 12 月，建議未來相關資源

調查監測事項可跨年度，以求資料收集的完整性。 

三、召募在地或鄰近部落族人參與計畫執行頗能增進與部落的關

係，惟可晉用人力較為有限，或許管理處可思考彙整可能召募

的人力來與部落互動。 

四、座談會的記錄與互動情形建議加入期末報告。 

五、相關田野記錄表單及相關動物痕跡的照片建議可納入報告書，

俾供參考。 

六、研究所得資料的應用，建議管理處可綜合各課室做比較整體的

思考，尤其是否可列為定期監測的機制。 

七、與部落的座談會建議宜以管理處為主召開，比較能配合整體經

營管理作業與政策。 

八、本研究資料累積豐富，對後續的經營管理有相當助益。 

九、報告中部分圖表說明座標標示不清，請於後續報告修正。 

十、建議增加物種學名附錄。 

十一、請增加參考文獻與相關討論建議，於方法中敘明相關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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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式。 

十二、建議歷年的調查資訊能作不同年度與路段間的比較，嘗試評

估此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的改變趨勢。 

十三、人為干擾與野生動物之活動頻度能否就所獲得資料區分為不

同的干擾程度來比較其數量，以避免因棲地空間的差異造成

影響。 

十四、建議在期末報告中呈現相關資訊與後續執行方向的評估與建

議。 

柒、會議結論： 

一、本計畫經審查委員之審查，其工作內容及執行成效與契約書大致

相符，期末報告原則通過。 
二、請計畫執行單位依上述審查意見修正報告，並將各期報告之審查

意見對應處理情形製表納入報告書之附錄中。依本處結案報告格

式製作報告書，並依契約書規定，連同正式報告書、光碟等資料

函送本處認可後，辦理第三期請款與結案相關事宜。 

捌、散會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哺乳動物監測及與人類活動的關係 

 70

回應與辦理情形 

一、座談會的記錄與互動情形建議加入期末報告。 

  ＊ 已比照辦理。 

二、報告中部分圖表說明座標標示不清，請於後續報告修正。 

  ＊ 已修正。 

三、建議增加物種學名附錄。 

  ＊ 已比照辦理。 

四、請增加參考文獻與相關討論建議，於方法中敘明相關分析與檢測方式。 

  ＊ 已比照辦理。 

五、建議歷年的調查資訊能作不同年度與路段間的比較，嘗試評估此區中大型

哺乳動物的改變趨勢。 

  ＊ 已比照辦理。 

六、人為干擾與野生動物之活動頻度能否就所獲得資料區分為不同的干擾程度

來比較其數量，以避免因棲地空間的差異造成影響。 

  ＊ 嘗試一一檢視比對資料，但無明顯趨勢。 

七、建議在期末報告中呈現相關資訊與後續執行方向的評估與建議。 

  ＊ 已比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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