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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野生動物、監測、食肉目動物，餌站－自動相機陷阱 

一、緣起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野生動物資源豐富，而遊客活動對野生動物活動的影

響則尚無確切資料，且過往調查方法對食肉目動物的辨識度不足，偵測力有限，

有加強的必要。本計畫擬比較東部園區遊客量有別路段動物出沒與活動情形的差

異，改良食肉目動物的調查方法並測試其效益。 

二、方法及過程  

  對南安至抱崖間，分季進行沿線動物活動與痕跡調查，每月進行食肉目排遺

採集；於步道上與步道外選擇特定取樣點與取樣路段，利用沿線調查與自動相機

記錄，調查動物與人的出現頻率與活動情形；對食肉目動物排遺，測試多引子

PCR 增幅之分子鑑種技術的可行性，於全區設立樣站測試餌站－自動相機陷阱

的調查效益；設計調查方法，測試其效益，並補充過往對南安至抱崖間食肉目動

物的調查資料。 

三、重要發現 

  南安至多美麗沿線的偶蹄目與獼猴，以台灣獼猴較常見，長鬃山羊次之，山

猪最少。五種動物在沿線的分布有別：台灣獼猴在瓦拉米段最多，山羌分散在瓦

拉米與抱崖段，水鹿與山羊主要出現在瓦拉米之後。沿線食肉目動物排遺以 1

月到 5 月最多，而後漸少，到 11 月才見回復。食蟹獴與貂科動物各月痕跡出現

的路段單位比，在瓦拉米與抱崖兩區段的趨勢相似，而兩種之間略有差異。步道

上的遊客量在遠離登山口處較少，步道外設站少有遊客，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種類

數在遠離登山口處較多，步道中段以前步道外紀錄多於步道上，之後步道上紀錄

漸增。步道上遊客多處，紀錄到的動物種類少，紀錄頻度低。步道外遊客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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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步道外動物紀錄頻度與步道上遊客量的變動有相反的趨勢。多引子 PCR 反應

成功辨識出的樣本以黃喉貂最多，新鮮樣本的成功率較高。誘餌－自動相機陷阱

可提升食肉目動物的出現機率。卻會造成偶蹄目與獼猴的忌避。誘餌－自動相機

陷阱調查中，黃喉貂的出現率最高。餌站－相機陷阱的調查結果與痕跡調查所得

相近，皆以黃喉貂及食蟹獴較普遍，並可記錄到其他方法不易偵測的種類。此外，

黃喉貂與食蟹獴在 1K 樣站有記錄，而黑熊甚至出現在 2K 處，顯示此區食肉目

動物的活動已達人為活動較頻繁的區段。 

四、主要建議事項  

  將多引子 PCR 增幅的排遺鑑種方法及誘餌－自動相機陷阱，應用於相關的

資源調查與監測中；加強對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的宣導與垃圾的管理，以

維護黑熊與人員的安全；建立常態性的排遺蒐集與自動相機監測紀錄，提升監測

資料的品質與數量；加強與其他資源保育單位的合作與協調，進行野猪族群狀況

的全面評估，研擬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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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Keywords: wildlife, monitoring, carnivora, baited automatic camera trap 

 

  The eastern area of the Yushan National Park (YSNP) possesses a diverse and abundant 

mammalian wildlife fauna, including various artiodactyla and carnivora species.  The activity 

patterns of some species differed in zon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ourists visitation.  Impacts 

on wildlife by tourism are speculated.  In addition, tracks and signs of carnivores are easily 

found along the hiking trail, species of which is yet to be determined.  Effective survey 

method for carnivores is also needed.  Seasonal monitoring for wildlife tracks and signs along 

the hiking trail and monthly survey of carnivore signs were conducted.  Automatic cameras 

and sampling belts were set in pairs (on trail and off trail) at 6 sites along the trail.  DNA 

extracted from carnivore feces were subjected to molecula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Baited 

automatic camera traps were tested for their effectiveness.  Seasonal monitoring reveals 

patterns of occurrence of Macaca cyclopis and the four artiodactyla species along the hiking 

trail.  More Scats of Herpestes urva and Mustelidae were found in spring and winter months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along the trail were different between speceis.  Automatic camera 

records shows numbers of tourist records decrease from beginning to end of the trail and few 

tourists were found off-trail.  Number of mammal species and mammal records increased with 

decreasing tourist visitations.  A multi-primers PCR procedure were developed with 

acceptable success rate in species determination.  Most of the Mustelidae scats were identified 

to be of Martes flavigula.  It is also the most common carnivore species by any of the survey 

methods employd this year.  Baited automatic camera traps turns to be effective in carnivore 

survey and the survey result was in accord with track and sign survey.  Species seldom 

detected by other methods were recorded by baited camera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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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續論 

 1

第一章 緒 論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擁有特殊而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及多樣的野生動

物資源。山林景觀、人文史蹟、野生動物，為東部園區帶來訪古尋幽探秘的遊客

與山友，及生態與環境因不當或過度遊憩而受到衝擊的可能性。 

過去的監測調查與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現生的食肉目與偶蹄目，除台灣小黃

鼠狼、麝香貓、石虎與雲豹外，其他各種類在東部園區皆可發現。其中，屬一級

保育類之台灣黑熊的族群量，正緩慢但穩定的成長中，而如山羌、台灣野山羊、

食蟹獴、白鼻心等種類，在局部區域有較多的相對數量。 

本區野生動物數量的增加與不同物種間的消長，固然是人為活動減少與國家

公園多年保育的成效。然而，某些物種分佈區域的變遷與數量的增減，卻會對棲

地或其他物種造成影響。例如，偶蹄目動物的啃咬、啃剝樹皮與磨角，會影響地

被植物的組成與覆蓋，木本植物的存活，從而改變植被的更新與演替，也會影響

其他草食獸的食物供應，或地棲性動物的棲息地。食肉目動物的活動區域與數量

則會隨食物供應量的時空變遷而波動，並對不同獵物族群產生不同的控制效應。

在這些物種中，對台灣黑熊數量與活動區域的了解，更關係到對遊客的行為規範

與安全管理。上述種種，都須仰賴對物種與環境的監測，擬定與執行經營管理對

策。 

人類的活動，即便是不以傷害野生動物為目的的遊憩行為，也會對動物的行

為或生理造成衝擊，從而影響動物的健康、繁殖、存活，或族群的分布與數量。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以越嶺道為進出園區的主要路線，其中南安到佳心的瓦拉

米步道是遊客可自由進出的路段，佳心以西則屬生態保護區與山地管制區，依法

須辦理入園與入山許可始可出入。受路程遠近與可及性的影響，後者的遊客量又

以佳心到瓦拉米間較多，瓦拉米到抱崖間較少。至於抱崖以西路段，多半僅有越

嶺登山隊及研究與保育巡查人員的出入。過去監測調查結果顯示，在東部園區中

遊客量與人為干擾有別的不同路段間，野生動物的分布與活動量有別，且在不同

物種中有不同的狀況。然而，在遊客較多路段動物見聞與痕跡紀錄較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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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動物數量低、遊客的活動與踐踏致使步道上的動物痕跡無法存留，甚或避開

步道，則無法確認，並因此影響對監測結果的推論與應用。 

近年來對本區食肉目動物的監測資料顯示，在步道沿線雖然可見多量的食肉

目動物排遺，但在種類辨識上卻有困難。過往的監測主要利用沿線痕跡調查與自

動相機記錄，然而兩種方法所得結果不盡相同。沿線痕跡調查時所見排遺多被歸

屬為華南鼬與食蟹獴，但自動相機記錄中華南鼬的出現率甚低，而另有黃喉貂、

白鼻心與鼬獾等三種食肉目的出現，但三者的排遺在沿線調查中卻少有發現。造

成此差異的可能原因包括：不同種動物的排遺習性有別，致使排遺可偵測度不

同；現有圖鑑與參考資料之描述不足以作為區辨野外排遺所屬動物的依據。在前

一年度計畫中，曾嘗試用分子生物技術辨識排遺所屬物種，結果發現本區沿線確

有黃喉貂的排遺，且其外型隨內容物而有很大差異，部分的外型近似於華南鼬排

遺而無法區分。上述結果顯示過往的描述與辨識方法未臻完備，以致影響對食肉

目動物分布與數量的評估，有必要建立更有效的調查與監測方法。 

基於上述，本計畫擬比較東部園區遊客量有別路段動物出沒與活動情形的差

異，改良食肉目動物的調查方法並測試其效益。在遊客量對動物活動的影響部

分，將於南安至抱崖間步道上與步道外，選擇特定取樣點與取樣路段，利用沿線

調查與自動相機記錄，調查動物與人的出現頻率與活動情形。在對食肉目動物的

調查上，將嘗試利用誘餌、獸毛陷阱與自動相機的組合，設計調查方法，測試其

效益，並補充過往對南安至抱崖間食肉目動物的調查資料。最後綜合上述資料及

過往對此區的監測結果，提出對東部園區哺乳動物長期監測系統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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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地描述 

本計畫的調查與監測範圍於玉山國家公園的東部園區。此區屬花蓮縣卓溪鄉

拉庫拉庫溪流域的南岸，有八通關日據越嶺道橫貫此區。 

調查路線包括南安登山口（海拔高約300公尺）至多美麗沿線約33公里，及

（圖2-1）。南安至多美麗間的路徑經佳心、黃麻、瓦拉米、土沙多、石洞、抱崖、

新康等駐在所，緩升至海拔約1750公尺的多美麗。將這段路程依夜宿地點區分為

三區段：登山口至13.5K的瓦拉米區段、13.5K到27.5K的抱崖區段、及27.5K到33K

多美麗的大分區段。 

調查路線兩側的植被以常綠闊葉林、針闊葉混生林、落葉林與草生地為主。

闊葉林出現在步道 18.5K 以前海拔較低之區段，主由樟科楠屬之樹種組成；針闊

葉混生林出現於其後海拔較高區段，以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五葉

松（Pinus morrisonicola）、二葉松（Pinus taiwanensis）、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與威氏帝杉（Pseudotsuga wilsoniana）等針葉樹種與森氏櫟

（Quercus mori）與青剛櫟（Cyclobalanopsis glauca）等殼斗科樹種為主。步道

沿線交雜有小片的造林地，登山口附近部分路段有廣東油桐（Aleurites montana）

造林地的分布，14.5K 以前步道兩側交雜有杉類與櫸木等人造林，造林的杉樹種

類以柳杉（Cryptomeria japonica）、台灣杉與紅檜為主，14.5K 以後區段是以天然

林為主的天然闊葉混生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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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地描述 

於 2010 年 3 月至 12 月間，以偶蹄目與靈長目為調查對象，對南安至多美

麗路段步行調查沿線動物的活動跡象。每季一次，共進行四次。調查時以每小時

最多兩公里的速度行進，記錄目擊、叫聲、排遺、扒土或拱土等動物活動跡象。

發現動物活動跡象時，紀錄時間、地點、動物種類與數量、活動跡象的類型、數

量與出現位置等相關資訊，並以 GPS 定位紀錄之。 

對食肉目動物的調查，自 2010 年 1 月起，每月進行一至兩次。沿線找尋並

紀錄動物的活動與痕跡，並採集新鮮的排遺，進行分子鑑種。 

分析動物活動跡象資料時，將調查路段區分為五百公尺長的路段單位，計

算各區段中不同種類動物各式痕跡紀錄的頻度與路段單位比，作為該類動物在全

區分佈之普遍性的指標。彙整歷年監測資料，分析各種動物分佈普遍性的變遷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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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監測 

對沿線調查資料的分析上，有鑒於適用於調查與偵測各類動物的活動痕跡

有別，在分析時將活動跡象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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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對沿線發現的動物屍體，亦記錄種類與發現時

的狀況。在痕跡紀錄中，以排遺佔大多數，而山猪則會留下拱土的痕跡。這兩類

痕跡是多種動物出沒時留下的主要活動跡象，且在種類的分辨上較無疑慮，因此

在對痕跡資料的分析上，除所有資料外，另取見聞與排遺拱痕資料，檢視時空與

種間差異。 

對因開放程度不同而遊客量有別的區段，依據植群類別與地形特性，於登

山口至抱崖山屋（27.8K）間選擇六個地點（A 至 F 站）（表 2-1）（圖 2-1），於

步道上與步道外林中劃設痕跡調查樣帶，並各架設一台自動相機。於五月起每月

對樣帶進行一次調查，紀錄動物痕跡排遺，更換並取回自動相機的電池與記錄，

做為分析遊客與動物數量與活動時間的資料。 

1、 自動相機樣站 

  在各選定樣點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共 12 台），比較遊客量有別樣站

間，及步道上（A1-F1）與步道旁（A2-F2）樣站間，人與動物的數量與活

動狀況。由於各樣站旁尚需設置動物痕跡調查樣帶，故相機樣站地點的選

擇，以附近地形可供設置短程調查樣帶者為優先。自四月份起開始步道外自

動相機樣站（A2-F2）的紀錄，五月份起開始步道上自動相機樣站（A1-F1）

的紀錄，及步道上與步道外調查樣帶的動物痕跡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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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步道上與步道外自動相機的紀錄，計算沿線各月通過相機樣站之人

的數量與動物的種類及數量，作為比較各路段遊客與動物活動狀況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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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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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的紀錄，以

每一張影像為一筆紀錄，不考慮其中的人數及是否對同樣的人有重複紀錄的

情形。對動物的紀錄，先判斷短時間連續照到的動物是否為同一個體。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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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為重複紀錄，記為一筆有效資料。對各底片檢視並登錄各有效資料的動物

種類、數量、性別與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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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對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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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遊客量的評估上，取各樣站各月有效工作日內相機紀錄頻度的總數，計

算每日平均紀錄頻度。對動物活動的紀錄，則計算每日平均有效資料頻度。 

2、 調查樣帶 

  於前述六個地點，分別沿步道及自步道往外延伸 50 至 100 公尺，作為

動物痕跡的調查樣帶。調查樣帶的長度，會受地形限制而長度不一，但同組

之步道上與步道外調查樣帶的長度相同。調查時找尋樣帶上動物的活動痕

跡，紀錄種類、痕跡類別與出現位置。分析時整理各月步道上與步道外，計

算各站步道上與步道外樣帶中不同動物痕跡的數量，配合遊客量的資訊，比

較開放程度及遊客量有別之樣帶上動物的出沒與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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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食肉目動物調查方法的測試與評估 

  以沿線排遺與自動相機記錄兩種方法為基礎，測試排遺分子鑑種、誘餌－獸

毛陷阱與誘餌－自動相機陷阱三種調查方法的可行性與效益。 

1、 排遺分子鑑種 

  於沿線調查時採集新鮮的食肉目動物排遺樣本，萃取 DNA，以特定引

子增幅 12S rRNA 基因，利用粒線體 DNA 序列的種間差異，辨識排遺所屬

種類。為補充網路資料庫內物種資訊的不足，並增加更多 12S rRNA 基因的

資料，另萃取食肉目的肌肉組織，建立各物種 12S rRNA 基因的相關資訊。

由於自排遺樣本中增幅 DNA 的成功率不高，且有增幅出食肉目所攝食之獵

物 DNA 的可能，故本研究另行設計分別對五種食肉目動物具專一性之引

子，取第一次 PCR 產物進行多引子 PCR 反應，比較前後兩種方法鑑種的成

功率。 

DNA 萃取 

  備製樣本時，以自然沉澱與離心，去除排遺樣本中的殘渣與微生物，以

提高樣本的純度。隨後以 proteinase K 分解蛋白質，並以塩析及氯仿分離去

除蛋白質，再添加 100%酒精使 DNA 析出，以萃取 DNA。詳細步驟如下： 

  將保存於 95%酒精中的排遺搖勻後靜置 1 分鐘，待大顆粒沉澱後，取

上清液 1.5ml 置入離心管（eppendorf）。以 3200rpm（約 1000g）離心 3 分

鐘，去除上清液，並加入 STE buffer（500ul），輕輕搖盪後，再以 5500 rpm

（約 3000g）離心 3 分鐘，去除上清液。每一樣本分別加入 TNE buffer

（500ul）、proteinase K（12ul）、10% SDS solution（12ul），混合均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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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乾浴槽以 56℃加熱 3 小時。加熱結束後，加入 5M LiCl（300ul），搖

勻後以 12500 rpm（約 15000g）離心 10 分鐘，取上清液並加入 Chloroform：

Isoamyl alcohol（24：1）混合液 600ul，緩慢搖晃 10 分鐘後，再以 12500 rpm

離心 20 分鐘。吸取上層水溶液 500ul 置於新的離心管，並添加冰的 100%酒

精 500ul，輕輕搖勻後以 12500 rpm 離心 20 分鐘，去除上清液後，再加入

70%酒精 1ml 沖洗，以去除 DNA 中的雜質，再以 12500 rpm 離心 20 分鐘，

去除上清液，真空乾燥後，加入 TE buffer 30μl 後靜置於 4℃一天使其溶解，

之後保存於-20℃供後續實驗使用。 

  萃取肌肉組織的 DNA 時，先將小片肌肉約 20mg 置入含 100ul TNE 

buffer 的離心管中，將肌肉剪碎後，補上 400ul 的 TNE buffer，其他如添加 

proteinase K、10%SDS 等後續步驟，則與排遺樣本相同。 

PCR 反應條件 

  初期參考相關文獻，採用通用於脊椎動物的 12S rRNA 基因引子 L1091 

（5’-AAAAAGCTTCAAACTGGGATTAGATACCCCACTAT）與 H1478

（5’-TGACTGCAGAGGGTGACGGGCGGTGTGT）（Meyer 1993）。由於

所得片段僅約 450bp，可獲得的序列資訊較少，故改採自行設計之 12S rRNA

基因引子 L_mam 與 H_vert。此對引子在 PCR 增幅後可得到大小約 850bp

的片段，依定序品質約可得 600~700bp 的可信序列資料，以作為物種鑑定

與物種專一性引子設計之用。兩組引子的 PCR 反應條件相同，總體積 20 ul，

起始在 94℃下反應 5 分鐘，使雙股 DNA 分離，隨後以 94℃－30 秒、64℃

－30 秒與 72℃－60 秒的順序重複 30 次，每次重覆時將 annealing 的溫度減

0.1℃，以增幅基因片段。上述程序結束後，再以 72℃－10 分鐘與 4℃－10

分鐘進行反應，以確保增幅基因片段的完整。取 PCR 產物 1ul 進行電泳膠

分析，檢視是否成功放大目標片段。將成功增幅的 PCR 產物送陽明基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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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進行定序，以定序結果進行鑑種與其他分析。 

  取上述 PCR 產物 0.2μl 進行多引子 PCR 反應。使用的引子包括另一組

自行設計之通用引子 L_mam_2 與 H_vent_2（可增幅約 630bp 的片段），搭

配五個分別對黃喉貂、食蟹獴、白鼻心、鼬獾、黃鼠狼五種食肉目動物具專

一性的引子。五個專一引子個別增幅約 130、230、270、280、530bp 的基因

片段。多引子 PCR 反應條件與上述反應條件大致相同，但考量專一性引子

適宜的反應溫度，僅在 annealing 的起始溫度由 64℃改為 62℃且只需重複

25 次。反應結束，取 PCR 產物 2μl 進行電泳膠分析，檢視是否成功放大目

標片段。 

排遺樣本鑑種 

   將多引子 PCR 所得電泳膠圖，依據五種專一引子增幅的片段位置

進行物種鑑別。對第一次 PCR 增幅成功者進行定序，將定序所得之序列資

料以 Sequencher 4 進行人工校正後，再以 Mega 4 做 alignment，取 L1091 與

H1478 間所夾序列與 NCBI 資料庫中序列，及對相關單位典藏之食肉目動物

肌肉樣本所得序列加以比對，以鑑別物種。 

2、 誘餌－獸毛陷阱 

  由於具備架設簡易、有效期長、無侵入性、可辨識種類、有進一步利

用遺傳訊息分辨性別與個體之可能等優點，近年來獸毛陷阱廣被應用於哺

乳動物的調查監測上。為測試獸毛陷阱的實用性，整理 2009 年調查資料，

於該年度食肉目動物排遺記錄多的路段中選取三處（T-5、T-18、及 T-27，

分別在 5K、18K 及 27K 處）（圖 2-2），在步道旁約 5-10 公尺的林中架設

獸毛陷阱。以大型與中型蝦籠為陷阱，於內部鋪設鐵絲、寵物刷毛梳、菜

瓜布、烤肉網等物勾黏獸毛。將陷阱設置於地面，利用森林底層的枯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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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木石等自然物加以掩蔽與固定。並於陷阱旁設置自動相機，以記錄接近

陷阱之動物的種類與探查行為。測試分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始於五月

初，僅佈設獸毛陷阱與相機；第二階段於六月進行，於蝦籠末端放置蝦米、

魷魚乾與蜂蜜為誘餌，以加強對食肉目動物的吸引力。巡察陷阱時，檢視

並蒐集陷阱上的獸毛，更新自動相機的電池與記憶卡，待後續進行種類確

認與資料分析。 

3、 誘餌－自動相機陷阱 

  前述測試中發現，誘餌－獸毛陷阱勾黏獸毛的效果欠佳，但誘餌卻能

有效地吸引食肉目動物探尋陷阱，因此自八月起修正原測試計劃，改以誘

餌搭配自動相機的設計，測試調查食肉目動物的效益，並以此對南安至抱

崖步道全線周邊進行調查。 

  誘餌－自動相機陷阱的設計，沿用原先以蝦籠放置餌誘配合自動相機

記錄的設計。佈設時將全線分四區，逐次分區佈設陷阱共 25 站，以測試

此法，並調查全線食肉目動物的分布。以一公里長的步道為單位，每區長

五到七單位，於各單位步道周邊找尋有獸徑的地點布設陷阱（圖二），而

後分兩階段紀錄：一週不放置誘餌，兩週放置誘餌。各站佈設時先架設自

動相機，紀錄在無餌狀況下經過當站的動物，兩週內佈設餌站，餌站設計

同前，僅佈餌一次，以減少對樣站的干擾，以少許魚乾、魷魚乾與蜂蜜置

於蝦籠末端，以其氣味誘及動物，而不以提供食物為目的。 

  利用各站放置誘餌前後的自動相機記錄，比較誘餌的效益。取全線誘

餌－自動相機陷阱的紀錄，與對本區食肉目動物的其他監測結果，比較不

同調查方法所得結果的差異，並綜合上述資料呈現食肉目動物在全區的分

布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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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動相機資料的分析，與前述對步道上與步道外相機設站野生動物

記錄的資料分析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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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調查樣站

相關資訊 

位置 站名* 
穿越線長度 樣站周邊植被 

2.3K A-上 50m 

 A-外 50m 
針葉造林地 

7K B-上 100m 

 B-外 100m 
針闊混合林 

12.6K C-上 70m 

 C-外 70m 
針闊混合林 

16K# D-上 100m 

 D-外 100m 
針葉造林地 

18.5K E-上 100m 

 E-外 100m 
天然闊葉林 

25K# F-上 100m 

 F-外 100m 
天然闊葉林 

* 上表步道上；外表步道外。 

# D 站與 F 站分別在「綠駐在所」與「三四溪駐在所」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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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監測調查樣站位

置圖。沿線共有六個樣站（A-F），每個樣站處設有步道上與步道外

的自動相機與動物痕跡調查樣帶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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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食肉目動物誘餌－獸毛陷阱與誘餌－

自動相機陷阱設站（T-1K 至 T-28K）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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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 

第一節 沿線動物監測調查 

  本年度對南安登山口至 33.5K 間完成四次沿線動物監測調查，記錄到四種偶

蹄目（水鹿、山羌、長鬃山羊、山猪）與台灣獼猴等的見聞、排遺／拱痕、與屍

骸紀錄共 472 筆（表 3-1）。每個月一至兩次南安至抱崖間食肉目動物調查，共記

錄到包括食蟹獴、黃喉貂、白鼻心與台灣黑熊等四種動物共 1280 筆紀錄（表

3-2）。上述紀錄中，除對食蟹獴與黑熊各有一次目擊紀錄外，其餘皆為排遺紀錄。 

  對南安至多美麗研究的監測結果顯示，在偶蹄目與獼猴中以台灣獼猴的紀錄

較多，長鬃山羊次之，山猪最少，四季僅有兩筆紀錄（表 3-1）。此外，動物活動

與痕跡的紀錄頻度逐季遞減。各類記錄中，以獼猴與山羌的排遺紀錄頻度減少最

多，水鹿與山羊的紀錄，變動較小。 

  五種動物在沿線的分布有別（表 3-3）：台灣獼猴在瓦拉米段的紀錄最多，山

羌分散在瓦拉米與抱崖段，水鹿與山羊主要出現在瓦拉米之後的路段。此外，兩

筆山猪的紀錄分別出現在抱崖段的 14.5K 與 26.5K 處。分季檢視動物的分布結果

如下（表 3-4）：3 月與 12 月時獼猴在瓦拉米段較多；山羌在瓦拉米與抱崖段的

記錄皆逐次漸減，分布的路段單位比則是在抱崖段的降低趨勢較明顯（圖 3-1）。

水鹿與山羊在瓦拉米段少見，兩者在瓦拉米段後的紀錄皆以 6 月時較多，而 6 月

時瓦拉米段之後有山羊紀錄的路段單位高過水鹿（圖 3-1）。 

  沿線記錄到的食肉目動物排遺以 1 月到 5 月間最多，而後逐月減少，到 11

月才見回復（表 3-2）。步道沿線食肉目動物排遺的分布如圖 3-2。食蟹獴排遺在

瓦拉米段較多，且有自數個相隔 2 到 3 公里之路段單位為中心向兩側漸減的趨

勢。將黃喉貂與貂科動物排遺合併來看，全區幾乎皆有相當數量的排遺紀錄，其

中以抱崖段 18K 到 21K 間的紀錄頻度較高。分月檢視全線食肉目排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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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蟹獴主要分布在瓦拉米段，尤其是 3 月到 5 月間的 2K 至 10K 路段，而其抱崖

段僅有零星分布，且在 8 月後幾乎少有發現（圖 3-3）。貂科（含黃喉貂）排遺在

瓦拉米段的分布以 1 月到 5 月間較密集，而後漸次零星，到 11 月又多處可見（圖

3-4）。其在抱崖段的出現以前段較固定，22K 以後在夏季之後有排遺的路段單位

較少。 

  食蟹獴與貂科動物各月痕跡出現之路段單位比，在瓦拉米與抱崖兩區段的趨

勢相似，而兩種之間略有差異（圖 3-5）。兩種在兩區段出現的路段單位比，都是

以夏季各月較低，但在食蟹獴以四月時最高，而在貂科動物則是冬季的十二月與

一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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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監測 

  四月份迄今，利用六組步道上與步道外的自動相機共取得 1519.37 日的紀錄

（表 3-5）。由於陸續有相機故障的情形發生，因此各月或各樣站的紀錄都有缺漏

而不完整。如 E 站步道上樣站（E-上）僅有 8 月到 11 月共 15.35 日的紀錄，A

站步道上樣站（A-上）也僅有四個月 42.27 日的紀錄。各樣站中僅 F-外樣站的紀

錄最完整，各月相機運作正常，共有 162.97 工作日的紀錄。 

  沿線六組設站對遊客活動的紀錄顯示，步道上的遊客量隨著與登山口距離的

增加而減少，而步道外設站少有遊客的紀錄（圖 3-6）。六站中僅 A 站是不需辦

理入山入園登記的一般健行步道，步道上的遊客量也是六站中最多。E 站在 11

月時偏高的紀錄，主要是研究與工作人員往來的紀錄。步道外的設站，僅有 B-

外與 D-外兩站有幾筆紀錄，其他皆無人的紀錄。 

  六組設站共紀錄到至少 16 種可確定種類的動物活動，其中包括 12 種野生哺

乳類、3 種鳥類與黑熊研究團隊偵測犬（表 3-6）。由於各樣站相機有效運作時間

不一，無法逐月分析比較，故將所有記錄合併，比較步道前後段，步道上與步道

外動物活動的差異。在各類動物中，取偶蹄目、食肉目與靈長目等中大型哺乳動

物的資料進行分析與比較。 

  合併步道上與步道外的紀錄，六個設站記錄到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種類數隨著

與登山口距離而增加，A 站有四種，F 站則達九種（圖 3-7）。台灣獼猴、山羌、

水鹿與山羊在各站都有紀錄，山猪則僅在 E 站有過紀錄（表 3-6）。食肉目動物

的出現較為零星，但以距登山口最遠的 F 站有最多的種類。其中，食蟹獴僅出現

在 B 與 D 站，但是食肉目中最接近前端無出入管制路段者；鼬獾在 C 站與 F 站

有紀錄，而黃喉貂、白鼻心與黑熊皆僅在 D 站及其後各站才有紀錄（表 3-6）。 

  動物對不同區段步道的使用，與其開放程度有關。整體而言，中大型哺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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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步道上各站的紀錄頻度由 A 站到 F 站漸增，而步道外的變動較大，但在 C

站之前步道外的頻度高於步道上，而自 D 站起則以步道上的紀錄頻度較高（圖

3-7）。以在六站都有紀錄的台灣獼猴、山羌、水鹿與山羊等四種動物來看，前三

者在六個步道外設站都有記錄，在步道上設站的紀錄則分別始於 E 站、D 站與 B

站，山羊在 A 到 E 站之步道外設站有紀錄，而在 D 與 F 站有步道上的紀錄（表

3-6）。比較牠們在各站步道上與步道外的紀錄頻度，在 C 站前以步道外的紀錄較

多，D 站時步道上與步道外紀錄相近，而 E 站起步道上的紀錄多高於步道外的紀

錄。在食肉目動物中也有類似的情形：C 站前的紀錄雖少，但皆出現在步道外，

而自 D 站起，除黑熊與白鼻心在步道外被記錄到外，食蟹獴、鼬獾與黃喉貂則

是在步道上有較多的紀錄。 

  將各類哺乳動物的資料合併，比較各站動物活動與遊客量間的關係。步道上

的遊客量多處，紀錄到的動物種類少，紀錄頻度低。步道外遊客甚少，而步道外

動物紀錄頻度與步道上遊客量的變動有相反的趨勢（圖 3-8）。 

  在動物活動調查樣帶上所得紀錄有限，各次調查共紀錄到五種動物的活動與

痕跡 130 筆，其中以排遺紀錄最多，見聞次之，而步道外的紀錄多於步道上（表

3-7）。在調查樣帶上直接見聞動物的機會不大，僅有獼猴、山羌與水鹿的紀錄，

且以步道外較多。各類動物中，以山羊排遺紀錄最多，水鹿與山羌次之。合併各

次調查資料，都是以步道外的紀錄較多（表 3-8）。黃喉貂出現在 A 站與 B 站調

查樣帶紀錄中，但卻未出現在自動相機記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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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食肉目動物調查法的測試 

1、排遺分子鑑種 

  對沿線調查採集之食肉目動物排遺進行粒線體 DNA 的萃取、特定片

段的增幅與定序，以辨識排遺所屬種類。總共對 487 個排遺樣本萃取 DNA

樣本，其中新鮮排遺樣本 223 個，舊排遺樣本 264 個。第一階段利用通用

引子進行 PCR 的結果，有 348 個樣本（71.5%）在電泳凝膠上沒有訊號，

69 個樣本（14.2%）的訊號微弱或有雜訊，僅有 70 個樣本（14.4%）的訊

號清晰。新舊樣本中以新鮮排遺獲得清晰訊號的比例較高（20.2% vs 

9.5%）。進一步對這些濃度較高之 PCR 產物雙向定序，結果皆得到可供

比對的序列，其中屬食肉目序列者佔 88.6%（n=62），其他分屬山羊、山

羌與白面鼯鼠，所得應為食肉目所食獵物的 DNA 序列。 

  多引子 PCR 反應的結果，成功辨識出 311 個樣本（64%），新鮮樣本

的成功率較高（71% vs 58%）。在鑑別出物種的排遺中，以黃喉貂最多

（n=221），其次為食蟹獴（n=67）、黃鼠狼（n=22），而白鼻心排遺僅有 1

個。至於初期 PCR 成功，而定序後確認為獵物 DNA 的樣本，在此階段以

專一性引子增幅皆告失敗。 

2、誘餌－獸毛陷阱 

  五月到八月間，三處獸毛陷阱佈設的結果，沾黏蒐集到的動物毛髮很

少。原擬對動物毛髮進行型態辨識，或是 DNA 分析，但因此法效益有限

而放棄。反而是在測試期間為確認造訪動物而架設的自動相機，可得到明

確的記錄，而無需借用其他的物種辨識分析，故而改以對誘餌－自動相機

陷阱的效益進行測試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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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誘餌－自動相機陷阱 

前期測試 

  以進行誘餌－獸毛陷阱測試時，隨站佈設的自動相機記錄，作為對誘

餌－自動相機陷阱的前期測試。五月時於 5K、18K 與 27K 處佈設獸毛陷

阱樣站（T-5，T-18 與 T-27），架設自動相機記錄在樣站上出現的動物，而

後於六月及七月每月放置誘餌一次，利用自動相機紀錄餌後一個月內動物

造訪的情形。在此三站的測試結果整理如表 3-9，並分述如下。 

T-5 樣站 

  此樣站餌前一個月中紀錄到動物的種類與數量多於餌後第二月的紀

錄。五月份餌前的一個月期間，共紀錄到食蟹獴、獼猴、山羊與藍腹鷴等

動物。餌前第一筆紀錄是設站 4 天後出現的食蟹獴，5 天後獼猴造訪，第

三週紀錄到鼬獾，第二週出現藍腹鷴與山羊。餌後此樣站的相機故障，致

使六月沒有記錄。七月時相機運作 3 周，僅在第三週紀錄到食蟹獴的出現。 

T-18 樣站 

  此樣站在五月份無誘餌時，相機持續運作了 12 天，紀錄到山羌、獼

猴與藍腹鷴。該月份在相機設置 6 小時後開始有動物（獼猴）經過，其後

動物經過的頻度約為每日或隔日有一至兩種動物經過。紀錄到的動物都僅

只是路經該處，少有逗留。 

  六月份設誘餌後，相機持續運作 5 日，紀錄到山羌、黃喉貂與刺鼠，

與前一月份紀錄到的種類有別。誘餌設置後兩天始有動物造訪：兩隻黃喉

貂至此逗留 25 分鐘，檢視與探查陷阱；次日與第三日都重複造訪與逗留。

七月份相機仍發生故障，僅運作 4 日，紀錄到食蟹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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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7 站 

  此站餌後紀錄到的動物種類與數量皆高於餌前，餌前僅出現一種食肉

目，而餌後增加了五種。 

  五月份無誘餌時，相機持續運作 9 天，紀錄到水鹿、獼猴、黃喉貂與

藍腹鷴各一或兩次。相機設置第 2 天就紀錄到黃喉貂，之後到第 7 天才又

有動物經過，但都僅只是路過，而無停留。 

  六月份佈設誘餌後，相機持續運作 22 日，紀錄到五種食肉目、松鼠、

刺鼠，及藍腹鷴等多種動物，種類上遠多於前一月份的紀錄。其中刺鼠的

紀錄最多，幾乎每隔一至兩天就出現一次。事後檢視陷阱，發現裝誘餌的

網帶被刺鼠啃咬拉扯，餌料也被啃食。陷阱中誘餌設置半天後紀錄到刺

鼠，次日一隻白鼻心在此停留及探查陷阱，三小時後兩隻白鼻心經過。其

後，每隔一至數日有食肉目至此，且很明顯的在探看陷阱。此段期間計有

白鼻心、黃喉貂、食蟹獴、鼬獾、黑熊造訪餌站。 

  七月份相機在餌後運作了 17 天，共紀錄到四種食肉目、刺鼠、松鼠

與水鹿等。與前一月份相同，刺鼠是最先出現的動物，其後在一週內陸續

紀錄到食蟹獴、黃喉貂、白鼻心與松鼠的活動。第二週增加黃鼠狼與水鹿

的紀錄。第三週沒有新種類的出現。 

  測試結果顯示在相機正常運作下，佈設誘餌後出現在樣站上食肉目動

物的種類與記錄頻度多於佈餌前，且隨著時間而持續增加。然而，自動相

機在野外的運作，以一到兩週內較為穩定，其後易因受潮或電力問題而失

效。考慮自動相機及野外調查人力時間的限制，對後續的測試以餌前一週

餌後兩週的期程進行，但實際操作時可能受到天候或相機運作等問題的影

響，在日期上略有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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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測試 

  於八月份開始進行誘餌－自動相機陷阱的正式測設。在登山口到抱崖

山屋沿線，於每公里區段的步道周邊找尋一處適當的地點為樣站，分批逐

月進行餌前與餌後的自動相機紀錄。 

  測試結果顯示，使用誘餌可提升食肉目動物的出現機率。各測站餌前

與餌後各週依序紀錄到動物的種類如表 3-10 所示。在進行測試的 25 站中，

有 22 站餌前首週沒有食肉目動物的紀錄，其中有 9 站餌前有兩週的自動

相機記錄，但仍沒有食肉目動物的出現。餌後有記錄者有 22 站，另外 3

站的相機在餌後故障而無資料。在 22 站中，有 12 站餌前餌後首週皆無食

肉目動物出現，有 8 站餌後首週出現的食肉目動物種類數多於餌前首週，

僅有一站是餌前多於餌後（餌前一種，餌後則無）（表 3-11）。 

  誘餌雖然可以提升食肉目動物的出現機率，但卻會造成原本在此出現

之偶蹄目與獼猴的忌避。在餌後相機有效運作的 22 站中，有 18 站餌前首

週有至少一種偶蹄目與獼猴的出現紀錄，而其中餌前出現種類餌後首週依

然可見的僅有 3 站，而有 12 站餌前出現的 1 至 3 種中，最多僅有一種在

餌後有記錄（表 3-12）。 

  透過對餌站相機架設的測試，完成一次對全線的食肉目調查，共

記錄到六種食肉目動物，其中有四種在餌前首週與餌後兩週內被記錄

到（圖 3-9）。所得結果顯示，黃喉貂仍是出現率最高的動物，且是以

餌站誘集成功率最高者。若以測試期間有記錄者作為某物種出現於特

定樣站的依據，黃喉貂的出現率為 50%（14/28），餌後首週出現者佔

其中的 57.1%（8/14），而餌前有其紀錄之樣站，在餌後一週便記錄到

牠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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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蟹獴是出現率次高者（32.1%），在出現的 9 站中在餌後首週有

記錄者有 4 站。其他在餌前首週與餌後兩週內記錄到的食肉目動物尚

有白鼻心與黑熊，而黃鼠狼與鼬獾則是在 T-27 站長達兩個月的設站期

間計錄到的。 

  餌站相機陷阱的調查結果，大抵與痕跡調查所得相近，皆是以黃

喉貂及食蟹獴的分布較為普遍，在全線分布的區段亦相似。但較痕跡

調查更有效的是，以此法可記錄到痕跡調查中不易記錄到的種類。此

外，在餌站相機陷阱法的結果中，黃喉貂與食蟹獴在 1K 的樣站便有記

錄，而黑熊甚至出現在 2K 處，顯示此區食肉目動物的活動已達人為活

動較頻繁的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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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多美麗沿線各季偶蹄目與靈長目動物監測調查所得各類痕跡的數量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物種 

見聞 
排遺

拱痕 
其他

合

計 見聞
排遺

拱痕
其他

合

計 見聞
排遺

拱痕 
其他

合

計 見聞
排遺拱

痕 
其他

合

計
總
計 

台灣獼猴 21 42  63 11 10  21 17 3  20 12 31  43 148
山羌 7 37  44 6 8 2 16  4  4 5 6  11 79 
水鹿 2 27 2 31 2 24 13 39 4 15 1 20 6 5  11 102
長鬃山羊 1 24  25 2 51 3 56 2 37  39  15 1 16 137
山猪      1  1 1   1  1  1 3 
偶蹄目       3 3         3 
  31 130 2 163 21 94 21 136 24 59 1 84 23 58 1 82 472

*其他包括腳印、磨啃痕與屍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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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南安至抱崖沿線各月食肉目動物

調查的種類與紀錄頻度 

月份 食蟹獴 黃喉貂 貂科 白鼻心 台灣黑熊 無法確認 總計 

一月 21 88 103 1   213 

二月 25 89 5    119 

三月 39 78 12    129 

四月 51 71    1 123 

五月 55 a 69     124 

六月* 18 55 13    86 

七月 10 16    2 28 

八月 5 20 2    27 

九月* 6 29 5 1   41 

十月* 3 31     34 

十一月 13 83   1 b 12 109 

十二月 18 227 1   1 247 

總計 264 856 141 2 1   1280 

*當月採集兩次，其他每月採集一

次 
    

a
有一筆目擊紀錄，其他皆為排遺紀錄 

b
目擊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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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中偶蹄目與靈長目在各路

段單位上的紀錄頻度 

路段 K 數 台灣獼猴 山羌 水鹿 長鬃山羊 山猪 總計 
0 4 2       6 

0.5 5      5 
1 11 2     13 

1.5 6      6 

瓦
拉
米
段 

2 6 1  2   9  
 2.5 4 1  1   6  

 3 2 1     3  
 3.5 7      7  

 4 14 1     15  
 4.5 3 1     4  

 5 1      1  
 5.5 2 1     3  

 6 11      11  
 6.5 6 1 1    8  

 7 8 1 2    11  
 7.5 3 1     4  

 8 4      4  
 8.5 3      3  

 9 2 5     7  
 9.5 1      1  

 10 1      1  
 10.5 5 2     7  

 11 3      3  
 11.5          

 12 4  1    5  
 12.5 2      2  

 13 6 4  2   12  
 13.5          

 14     1     1 
14.5         1 1 

15  2     2 
15.5 1 12 2 1   16 

抱
崖
段 

1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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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續） 

路段 K 數 台灣獼猴 山羌 水鹿 長鬃山羊 山猪 總計  
 16.5 2 1 1    4  

 17 1 2     3  
 17.5 2      2 

18  3  1   4 
18.5  1 2 14   17 

19   1 4   5 

抱
崖
段 

19.5 1 1 2 1   5  
 20  1 7 20   28  

 20.5 2  1   3  
 21  1     1  

 21.5    2   2  
 22   1    1  

 22.5 2 2 7    11  
 23  1  7   8  

 23.5   2 28   30  
 24 2 6 2    10  

 24.5  8  4   12  
 25    4   4  

 25.5    2   2  
 26    1   1  

 26.5  2 1 1 2 6  
 27   3 4   7  

 27.5 1 2 1 2   6  
 28   1   4   5 

28.5 1   1 1   3 
29 1   5   6 

29.5 2      2 

大
分
段 

30   3    3  
 30.5    5   5  

 31 1      1  
 31.5 2 1 5 5   13  

 32   24 13   37  
 32.5  1 16 2   19  

 33 1 3 14     18 
總計 147 75 101 136 3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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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中偶蹄目與靈長類動物各季在各路段單位的紀錄頻度 

台灣獼猴 山羌 水鹿 長鬃山羊 山猪 
路段 K 數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0 3   1 2                 

0.5 4   1                  
1 4 1 1 5 2                 

1.5 1 3  2                  

瓦
拉
米
段 

2 4  1 1    1        2       
 2.5 2   2 1        1          

 3   1  1  1                 
 3.5 3  1 3                   

 4 9 1 1 3    1               
 4.5 2  1  1                  

 5     1                   
 5.5 1   1  1                 

 6 7  1 3                   
 6.5    3 3 1       1           

 7 2  2 4  1   1   1           
 7.5 1 2    1                 

 8    1 3                   
 8.5 1  1 1                   

 9     2 2 1 2                
 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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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續） 

台灣獼猴 山羌 水鹿 長鬃山羊 山猪 
路段 K 數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10     1                  

 10.5 4   1 2                 
 11 2  1                   

 11.5                       
 12 1  2 1        1          

 12.5 1 1                    
 13 2 1 1 2  1  3      1 1       

 13.5                       
 14             1         

14.5                       1  

15       1  1             

15.5   1   9 3     1 1  1       

16   1                   

抱
崖
段 

16.5 1  1     1  1            
 17 1    1 1                

 17.5 1   1                  
 18      1   2      1        

 18.5      1    1 1   5  9       
 19           1   1 2 1       

 19.5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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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續） 

台灣獼猴 山羌 水鹿 長鬃山羊 山猪 
路段 K 數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20      1    1 5 1  1 16 3       

 20.5    2        1           
 21      1                 

 21.5              1  1       
 22            1           

 22.5   2   1 1    3 4           
 23      1        3 4        

 23.5           1 1  7 3 11 7      
 24 1 1   6     1 1           

 24.5      6 1  1      1 2 1      
 25              2 1  1      

 25.5                2       
 26               1        

 26.5      1 1      1  1    1  1  
 27          1  2  3 1        

 27.5   1   1  1  1     2        
 28      1         2 2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偶蹄目監測與中小型食肉目動物分布調查  

 34

表 3-4 （續） 

台灣獼猴 山羌 水鹿 長鬃山羊 山猪 
路段 K 數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28.5 1          1      1       

29   1            2 2 1     

29.5 2                    

大
分
段 

30          1 1 1           
 30.5               1 1 3      

 31 1                     
 31.5   2     1    5    4 1      

 32          17 7   1 12        
 32.5       1   5 10  1  2        

 33   1   2 1   2 6 2 4         

總計   63 21 20 43 44 16 4 11 31 39 20 11 25 56 39 16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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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外相機設站的有效工作日 

工作日 A-上 A-外 B-上 B-外 C-上 C-外 D-上 D-外 E-上 E-外 F-上 F-外 合計 

四月 - - - 32.50 - 22.72 - 27.98 - M - 28.05 111.26 

五月 18.98  24.81  12.97 31.01 11.52 26.38 32.97 32.95 - 12.71 - 36.64 240.94 

六月 - - - - - 22.54 26.58 33.01 - 35.00 23.21 23.00 163.34 

七月 - 17.85  8.08 3.03 - 15.39 28.05 29.02 - 26.48 21.59 19.39 168.89 

八月 6.23  - - 31.01 - - 13.30 30.98 3.88 30.38 31.02 17.76 164.56 

九月 11.18  24.08  19.90 24.99 21.73 19.59 23.60 24.97 4.57 20.36 24.87 5.53 225.36 

十月 - 33.00  4.04 24.25 33.04 3.98 32.98 33.00 4.65 32.99 32.99 18.21 253.10 

十一月 5.87 29.02  - 27.13 28.97 - 28.97 - 2.25 26.37 28.96 14.39 191.93 

合計 42.27 128.75 44.97 173.92 95.25 110.61 186.43 211.92 15.35 184.28 162.64 162.97 1,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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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外自動相機的有效工作日與各類動

物的有效紀錄頻度（每日平均照片紀錄數） 

A 站（2.3K） B 站（7K） C 站（12.6K）  D 站（16K） E 站（18.5K） F 站（25K） 
物種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台灣獼猴  0.062  0.011  0.127   0.042 0.195 0.038 0.092 0.018  
山羌  0.016  0.167  0.515  0.102 0.109 0.391 0.277 0.412 0.153  
水鹿  0.023 0.044 0.063 0.021 0.099  0.032 0.052 0.586 0.147 0.357 0.006  
長鬃山羊  0.008  0.006  0.009  0.097 0.094  0.033 0.012  
山猪           0.065   
台灣黑熊           0.016  0.006  
食蟹獴    0.006    0.005      
黃喉貂        0.021    0.012 0.012  
貂科*            0.006  
鼬獾      0.009      0.006  
白鼻心                    0.005   0.006  
松鼠*           0.049 0.012 0.092  
刺鼠    0.006       0.087 0.061 0.368  
狗                  0.065   0.006   
藍腹鷴  0.008       0.005   0.117 0.037  
竹雞            0.031  
深山竹雞           0.005  0.055  
鳩*                      0.006   
工作日 42.27  128.75 44.97 173.92 95.25 110.61  186.43 211.92 15.35 184.28 162.64 162.97 
物種數* 0 4  1  5  1  5   5  4  3  7  6  6  

*僅計算食肉目、偶蹄目與靈長目中可確定種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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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

外調查樣帶哺乳動物的活動與痕跡記錄總和 

排遺/拱痕 見聞 其他 
物種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總計 

台灣獼猴  2 1 5   8 

山羌 1 13 1 7  1 23 

水鹿  20  1 2 7 30 

長鬃山羊  52   1  53 

黃喉貂 6 9     15 

貂科 1      1 

總計 8 96 2 13 3 8 130 

其他包含足印，磨角痕與屍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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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外各調查樣帶哺乳動物的活動與痕跡記錄 

A 站（2.3K）  B 站（7K） C 站（12.6K） D 站（16K） E 站（18.5K） F 站（25K）
物種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步道上 步道外
總計

台灣獼猴  1  1 2  2  2     8 

山羌  1   8   2 4  1  7 23 

水鹿     3  1  2 2 8  14 30 

長鬃山羊  2       3 1   47 53 

黃喉貂 2   1 5    1  1 3 2 15 

貂科    1          1 

總計 2 3  3 18  3 2 12 3 10 3 7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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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食肉目調查方法測試中誘餌－獸毛陷阱樣站自動相機紀錄到餌前與餌後各週造訪樣站

的動物種類 

  餌前       餌後一月   餌後二月   

T-5 1 2 3 4 1 2  1 2 3 

 食蟹獴 獼猴 食蟹獴 藍腹鷴 － ？  － － 食蟹獴

  獼猴     山羊             

T-18 1 2    1    1     

 獼猴 山羌    黃喉貂    食蟹獴   

 山羌 藍腹鷴    刺鼠        
  藍腹鷴 獼猴     山羌           

T-27 1 2     1 2 3 1 2 3 

 黃喉貂 獼猴    刺鼠 刺鼠 松鼠 刺鼠 刺鼠 食蟹獴

   藍腹鷴    白鼻心 食蟹獴 食蟹獴 食蟹獴 黃鼠狼 黃喉貂

   水鹿    黃喉貂 黃喉貂 黃喉貂 黃喉貂 水鹿 刺鼠 

        食蟹獴  刺鼠 白鼻心  松鼠 

        松鼠  白鼻心 松鼠    
           鼬獾      
              黑熊       

－表無動物紀錄；？表該站因相機故障而無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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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食肉目調查方法測試中誘餌－自動相機陷阱樣站自動相機

紀錄到餌前與餌後各週造訪樣站的動物種類 

 

－表無動物紀錄；？表該站因相機故障而無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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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調查食肉目之誘餌－自動相機陷阱法測試中，餌前與餌後各

週紀錄到不同食肉目動物種類數的樣站數 

餌前  餌後 餌前餌後首週 

首週  首週 站數 次週 站數 種類數比較 

0 種  failed 2 站     

1 種  failed 1 站   
失敗不計，3 站 

 - 1 站 

 0 種 5 站 0 種 

 

0 種 12 站 {
1 種 6 站 

前後皆無，12 站

 - 1 站 

 0 種 2 站 

 1 種 3 站 
0 種 

 

1 種 7 站 {
2 種 1 站 

前＜後，7 站 

0 種  2 種 1 站 - 1 站 前＜後，1 站 

1 種  2 種 1 站 3 種 1 站 前＜後，１站 

1 種  0 種 1 站 0 種 1 站 前＞後，1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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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調查食肉目之誘餌－自動相機陷阱法測試中，餌前首週紀錄

到的草食目與獼猴種類數，及這些物種在餌後首週仍出現的物種數 

餌前  餌後 餌前餌後首週種類數比較 

0 種  failed 2 站 

1 種  failed 1 站 
失敗不計，3 站 

0 種 3 站 
0 種 { 0 (+1) 種 1 站 

前＝後，4 站 

0 5 站 
1 種 { 0 (+1) 種 3 站 

前＞後，8 站 

1 種  1 種 2 站 前＝後，2 站 

0 種 4 站 
2 種 { 0 (+1) 種 1 站 

前＞後，2 站 

2 種  1 種 1 站 前＞後，1 站 

2 種  2 種 1 站 前＝後，1 站 

3 種  0 種 1 站 前＞後，1 站 

     

括號中數字表餌後首週記錄到餌前出現物種以外其他物種的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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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調查偶蹄目與靈長目活動與痕

跡記錄出現之路段單位比（痕跡記錄出現之路段單位數／全線路段單位

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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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調查食肉目動物在各路段單位

上的活動與痕跡記錄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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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調查各月食蟹獴活動與痕跡記錄在各路段單位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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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調查各月貂科動物活動與痕跡記錄在各路段單位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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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動物監測調查食肉目在瓦拉米與抱崖兩區段

有活動與痕跡記錄之路段單位比（有紀錄之路段單位數／各區段的路段單位

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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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外相機設站遊

客經過的每日紀錄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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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外相機設站哺

乳動物每日平均有效紀錄頻度與物種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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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步道上與步道外相機設站遊

客與哺乳動物每日平均紀錄頻度與物種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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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動物監測餌站－自動相機陷阱記錄到的食肉目動物步道上與步道外相機設站

遊客與哺乳動物每日平均紀錄頻度與物種數。自動相機記錄到各物種的時間：黑色，餌後首週；灰色，餌後次週；

橫條，餌前首週；直條，測試期間除上述三週外有記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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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論與建議 

第一節 討論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的野生動物多樣而豐富。歷年調查與監測結果發現，

黃喉貂與水鹿的數量逐漸增加，山猪則有下降的趨勢；三種偶蹄目動物分布的區

域由別。此外，在步道沿線遇到動物的機會，自登山口進入後，隨著進入山區的

距離而逐漸增加。在步道前段有機會遇見的，以會發出叫聲的獼猴與山羌為主，

而在地面則可見到食蟹獴與貂科動物的排遺。對於步道前後段動物種類與數量的

差異，是否與遊客活動等人為干擾有關，而排遺痕跡甚多的貂科動物中，黃喉貂

與黃鼠狼的相對數量為何，則尚懸而未決。 

  本年度調查結果確認黃喉貂是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最為優勢的食肉目動

物。不論是各季監測調查、食肉目動物排遺、步道上與步道外自動相機與動物痕

跡調查樣帶、或誘餌－自動相機陷阱調查的結果，皆以黃喉貂的出現率與活動頻

度最高，顯示其在食肉目動物中的優勢性。 

  如同過往監測資料所示，發現山羌、水鹿與長鬃山羊三種偶蹄目動物活動痕

跡的出現頻度與出現率，在不同區段間有別：瓦拉米段的山羌較多，抱崖段以水

鹿與長鬃山羊較多。然而，在步道上與步道外動物活動監測中，則發現在水鹿與

長鬃山羊在各樣站的有紀錄。在步道前段，雖然沿線調查記錄到水鹿與山羊的見

聞與排遺不多，但兩者都出現在步道外側（如 2.3K 的 A-外與 7K 的 B-外）自動

相機的記錄中。此結果顯示，水鹿與山羊會出現在步道前段兩側林中，而步道上

的排遺量不能完全反映動物的數量。其間差異來自於動物排遺堆大小不同、在踐

踏或雨淋後留存狀況不一、而動物對步道的利用又可能受人為干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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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相機記錄到動物在步道上與步道外出現頻度的差異，依步道的前後段而

有別：動物在步道前段傾向使用步道外側區域，而在步道後段則偏好在步道上活

動。上述結果顯示在人為干擾較少之處，動物可能偏好平坦而路跡明確的小徑。

這樣的環境除易於行進與偵測危險外，路邊較為茂密的地被植物更提供了覓食的

場所。在遊客量較多路段，動物則會避開遊客集中的步道。此結果說明了此區野

生動物的活動已可及步道前段的範圍，然而人類活動仍對動物的活動有所影響。 

  我們在本年度計畫中，成功開發出有效的排遺分子鑑種技術。研究中發現，

利用 PCR 雖可自食肉目排遺中增幅取得粒線體 DNA 的特定片段，但其濃度不

足，且會參雜有獵物的 DNA，造成在電泳凝膠上的訊號不顯。利用多引子進行

二次 PCR 增幅，除可解決上述問題外，更提供了快捷的辨種途徑。未來，可將

此法應用於食肉目動物的調查與監測。 

  利用上述方法分析採集自本區的食肉目動物排遺，結果以黃喉貂排遺所佔比

例最高，食蟹獴次之。此與其他幾種調查方法所得相近。此外，黃鼠狼的排遺僅

佔所有鑑別出種類之排遺的 5%，這與過往及本年度自動相機調查結果一致，黃

鼠狼在本區的數量相當有限，而過去依舊有經驗對食肉目排遺進行種類的辨識，

極易造成對黃鼠狼與黃喉貂兩種的誤判。未來對食肉目動物的監測與調查，應將

對排遺的分子鑑種納入方法中。 

  餌站－自動相機陷阱的測試結果顯示，此法可以成功的誘集食肉目動物，並

藉由相機記錄影響。與原擬測試的獸毛陷阱相較，此法雖然少了取得可進行遺傳

分析之樣本的機會，及增加野外架設器材的消耗，但卻可明確辨識種類。國外近

年有許多野生動物調查與研究採用獸毛陷阱，但陸續有報告指出採集到獸毛的數

量與品質，往往不足以進行鑑種或個體辨識所需的分生分析。與之相較，餌站－

自動相機陷阱反是較有效率，且在設備、技術與經費上較為經濟的方法。 

  對餌站－自動相機陷阱測試結果的分析發現，雖然所用餌料對食肉目動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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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集性，但會造成偶蹄目的忌避。曾有文獻指出植食性動物或獵物物種，會以氣

味為線索，避開掠食者活動的地點，或是排遺量多之處，以減少被捕與寄生蟲傳

染的風險。更有人據此提出草食動物會避開屍體與排遺氣味的假說，希望引起相

關研究的重視。關於此點，尚待後續研究確認，但未來使用餌站－自動相機陷阱

進行調查時，應將此納入考量，以免調查結果有所偏失。 

  餌站－自動相機陷阱的調查顯示，食蟹獴與黃喉貂最外部的紀錄在 1K 處，

而黑熊更曾出現在 2K 處。這點與前述步道外相機調查結果相近，食肉目動物在

本區的分布廣泛，且已可及遊客往來頻繁路段，只是生性隱密，目擊不易。黑熊

出沒於步道前段，且會受到餌站的誘集，提高其與人類接觸的機會，未來應加強

注意此區的遊客安全與管理。 

  本年度各項調查結果，所得山猪的資料相當有限，僅在沿線調查中有三筆拱

痕與叫聲的紀錄，及 18.5K 處 E-外的步道外自動相機設站中有持續出現的紀錄。

去年與今年調查中所得的山猪資料，較 2005 年之前同區段的記錄。台灣尚有其

他地區的監測與調查資料，顯示出局部區域山猪數量減少的現象，而其原因有待

進一步確認。 

  綜合本年度與歷年監測調查成果與經驗，單一方法無法對各類群野生動物有

一致的調查效益，而需結合多種方法，方能搜集到全面的資料，或需設定特定的

監測對象，以適用的方法監測其數量與活動的時空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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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協辦機關：相關研究機構 

  本計劃成功開發出多引子 PCR 增幅的排遺鑑種方法，未來可廣泛應用於國

家公園或其他地區的資源調查與監測中。針對玉山國家公園或其中的東部園區，

建議可建立制式的調查與採集流程與規範，以專案計畫或委外方式進行分析，以

提供長期的監測資料。 

 

建議二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協辦機關：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黑熊的蹤跡，已達步道前段與登山口左近區域，與遊

客接觸的機會極高，且易受氣味的誘引。建議加強對此區遊客的宣導與垃圾的管

理，並配合相關調查研究的資料，或加強對黑熊活動的掌握，以維護黑熊與人員

的安全。 

 

建議三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玉山國家公園 

協辦機關： 

  利用固定的自動相機，可協助偵測定點的人員與動物活動。在其他自動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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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系統尚未成形前，目前使用的自動相機不失為有效的監測工具。但在野外使用

時相機的損耗大，佈設與資料建檔上皆需人力，建議管理處或管理站應將這些設

施與工作納入常態的監測與作業系統，設置較為固定式的樣站，定期取得資料與

維護保養，以提升監測資料的品質與數量。 

 

建議四 

（建議主題）：立即可行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國家公園、相關的研究與資源管理機構 

  山猪的族群現況，數量漸增之水鹿與黃喉貂對其他物種與生態系的影響，是

台灣多處山區目前存在的問題，需加強研究與監測。建議加強與其他資源保育單

位的合作與協調，以進行全面性的評估，研擬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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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監測計畫」 

委 託 案 評 審 會 議 紀 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3月 2日下午 4時 

二、地點：本處三樓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處長隆陞 

四、出席委員：如簽到單影本 

五、主席致詞：（略） 

六、業務單位背景說明及報告評審辦法。（略） 

七、廠商進行簡報說明及答詢。（略） 

八、評審委員評分。 

九、業務單位統計各參選廠商之評分。 

十、會議結論： 

本次會議經各出席評審委員評審平均得分 86.2 分並經

半數以上委員同意，本委託案由國立東華大學獲選第一

名，取得議價權。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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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監測計畫」 

委 託 案 期 中 審 查 會 議 紀 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7 月 29 日下午 4 時 20 分 

貳、地點：本處一樓多功能教室 

參、主持人：陳處長隆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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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外相機的配置方式宜有說明。 

二、全線調查的結果各月份之變異性很大，其與天候之差異有無關

聯？或可分析探討。 

三、若可能，宜建立以獸毛來鑑定物種的技術。 

四、自動相機的故障率高，其將影響資料收集與分析，如何克服？ 

五、有誘餌與無誘餌資料宜分列其結果分析；長期監測是否宜加誘

餌，希加以評估。 

六、近年來山猪的調查數量減少，是否該提高其保育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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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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遊客與野生動物活動監測計畫」 

委 託 案 期 末 審 查 會 議 紀 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6 日上午 8 時 50 分 

貳、地點：本處 3 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陳處長隆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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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尚缺摘要及引用文獻，應於完稿時納入。 

二、獸毛陷阱之設置或可與塔塔加地區進行比較。 

三、各種不同方式的調查開始時間不同、努力量有別，或可列表統

計於附錄中，以利查閱。 

四、p.35 表三＃目擊數宜有註明。 

五、見聞宜分為目擊及聽聞以利更深入之分析及探討。 

六、餌前餌後時期長短之分隔，又其可能與季節變化的關係，宜有

說明及探討。 

七、針對此處可能的獵捕壓力宜有說明及探討。 

八、如可能，或可針對遊客的特性與動物出現進行相關分析。 

九、計畫研究成果，除自動相機故障致影響資料蒐集之外，其他均

有相當豐碩的資料，並有適當的分析，執行成果良好。 

十、排遺及獸毛之分生分析結果，是否可併入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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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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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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