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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課
 

陳俊山
2010/11/25



2www.taroko.gov.tw

大 綱

一、前言

二、太魯閣環境特出性探討

三、保育研究願景構想

四、長期生態研究規劃

五、 98年度研究初步成果簡介

六、結語



3www.taroko.gov.tw

長中短期目標確認

現況問題與課題

解決問題之研究規劃與研析

• 歷年計畫回顧
• 界訂環境影響對象與程度
• 國外內保育思潮政策檢視
• 先期審議專家學者建議採行

資源保護與遊客體驗的課題研析

• 資源保護品質及經營管理議題
• 遊憩體驗品質及經營管理議題
• 環境災害議題
• 防災安全議題
• 交通管理議題

管理分區的界定

指標系統的建立

分區指標監測計畫研擬
保護利用管理計畫研擬
遊憩行為管理計畫研擬

短中長程保育研究推動計畫

專家學者意見蒐集分析
• 綜合業務督導考核
• 為民服務督導考核
• 生物多樣性推動小組指示
• 國家公園經營相關研討會
• 國際性公約與會議保育趨勢

建議事項研議與短中長程保

 
育研究推動計畫修正

年度保育研究及經營管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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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如何解決經營
管理議題之擬定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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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保育核心價值

「太魯閣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短中長程推動計畫」（太管處，2008年）

地形地質景觀地形地質景觀 動植物生態系及景觀動植物生態系及景觀 人文史蹟人文史蹟

（1）中央山脈主脊及支稜之

 
重要山岳景觀。

（2）立霧溪峽谷兩側陡直之

 
岩崖山峰。

（3）立霧溪主、支流形成之

 
重要地形景觀。

（4）具有造地運動研究價值

 
之地形。

（5）因地質發展形成之岩石

 
之美、礦石之美、溫泉、大斷

 
崖景觀等。

（6）陡峻海崖地形之清水斷

 
崖及清水山。

（1）大型哺乳類野生動物及特

 
有種囓齒類動物。
（2）台灣山椒魚、梭德氏蛙等

 
中海拔兩生類動物種類。
（3）不同海拔高度變化的形

 
貌、種類之鳥類、蝴蝶等。
（4）櫻花鉤吻鮭瀕臨絕種魚類

 
及其他珍貴溪流生物。
（5）高山原生植被群系及稀有

 
植物。
（6）原始林狀態生長之雲杉

 
林、檜木林、鐵杉林、泠杉林

 
及玉山圓柏林等。
（7）清水山附近獨特岩生植

 
物，包括清水圓柏、太魯閣櫟

 
等。
（8）海拔兩千公尺以下，植物

 
種類最繁複且佔地面積最廣之

 
原生闊葉樹林。

（1）史蹟保存區（合歡越嶺

 
古道由巴達岡經錐麓斷崖至

 
老西溪段）。

（2）沿立霧溪及其支流陶塞

 
溪一帶屬泰雅族舊部落或可

 
能有史前遺址分布之河階

 
地。

（3）舊時之道路系統，含中

 
橫公路、合歡越嶺古道具復

 
舊潛力之區。

（4）國家公園東側範圍外之

 
太魯閣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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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上位指導定位與發展願景


 

國家公園定位：國家公園

 為國土保育的核心區、為

 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典範

 及世界接軌知識平台。


 

扮演台灣精神與多樣文

 化的象徵


 

教育及支援基礎研究之

 平台


 

國土利用與資源保育的

 重要櫥窗


 

國家公園發展願景：成為

 台灣自然與人文襲產保育

 的典範與實踐者。

「97年至100年國家公園中程計畫」（行政院核定，2008年）

體驗
Experience

保育
Conservation

效能
Effectivene

 ss

夥伴
Partnership

• 保育完整生

 態系統，維

 護國家珍貴

 資源

• 強化環境教

 育與生態美

 學體驗

• 促進住民參

 與管理，強

 化夥伴關係

• 健全管理機

 制，提昇組織

 效能，加強國

 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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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與經營管理願景構想圖

重要參考文件：
1.歷次世界國家公園
及保護區大會議題綱要

2.國家永續發展策略綱領
3.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計畫
4.97-100國家公園中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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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議 題 數量 研 究 成 果 未來研究規劃 

動物植被
關係 

2 
高山草原生態體系調查動物相
與海拔高度、植被關係研究 

復育已遭破壞或劣化之既有自
然環境資源，重建多樣化的生物
棲息地。 

鳥類巢箱
利用 

3 
關原地區利用巢箱鳥類生殖生
物學 

 

溪流棲地
復育 

1 砂卡礑溪魚道規劃研究  

聚落野動
管理 

1 
落附近野生動物族群之經營管
理 

 

棲
地
與
復
育

原生植物
復育 

2 原生觀賞植物調查栽培  

外來種管
理 

1 
外來植物分布、播遷機制與衝擊
評估 

 

非生環境
監測 

3 
峽谷段水域及空域環境監測計
畫 

加強非點源污染之調查，並研擬
推動污染削減管理策略 

GIS應用 2 
影像資料庫建立及環境變遷研
究 

加強土地利用監測機制，建立衛
星遙測及航空照片之監測制度 

文獻資料
分析 

4 
動物植物人文地質地形文獻資
料蒐集研究 

 

 
 
 
 
 
 
 
 
永
續
環
境
面
向 

環
境
課
題
經
營
管
理 

環
境
監
測
與
資
料
庫 土地利用

變遷 
2 生態變遷與環境監測計畫 

加強土地利用管理、森林保育經
營、水土保持等研究 

 

歷年保育研究檢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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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保育研究檢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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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保育研究檢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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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生態研究規劃



11www.taroko.gov.tw

太魯個國家公園經營管理面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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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尺度驅動力
區域氣候、人類活動

生物性結構
植被、營養層階、

 微生物相

生態系功能
能量、水、碳收支，

 泥砂輸送，峽谷地形

干擾
偶發：地震、颱

 風、極端降雨、
 乾旱

長期的緩慢壓力
暖化、酸沈降、

 污染

生態系服務
氣候規律、景

 觀、遊遊資源

人類行為
觀光客增加、

 登山旅遊破

 壞、狩獵

人的反應
遊客管制、災

 難處理辦法

Q1

Q3

Q2

Q4

全球人口增加
資源耗竭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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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生態系劃分

本園綜合了峽谷、高山、斷崖與人類文化活動，是座
 兼具壯麗、優美、與多元景緻之自然與人文資產。

其核心資源依能源圈、氣圈、水圈及岩石圈等環境
 因子的差異綜合分析，大致分四類區生態棲地：


 

斷崖海洋生態棲地
 
森林雲霧生態棲地


 

峽谷溪流生態棲地
 
高山寒原生態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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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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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歡

山
高

海
拔

地
區

霧
林

帶

峽
谷
區 蘇

花海
岸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調查與衝擊評估

基因多樣性調查與衝擊評估

重金屬風險調查與衝擊評估

指標物種變遷與衝擊評估

熱帶疫病擴散調查與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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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作用

對植物的間接作用接作用

對生態系的間接作用

植食者

植物群落

CNP
循環

淨初級
生產力

土壤
有機物

取食

選食排

遺

多樣性

演替

合歡山高海拔生態系長期研究計畫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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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區域持久性環境污染物類調查

www.epa.gov/glnpo/atlas/glat-ch4.html
http://ecohealth101.org/whats_left/eat5.html

分析生態棲息地與生物體內POPs之含量與分佈及時間與
 空間變化

調查指標性POPs及其在太魯閣國家水生生態系食物鏈中
 生物累積

 POPs對當地生態環境與生物之風險評估

探討長程傳輸的來源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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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首頁
景像資訊

顯示即時影像

天氣資訊
顯示氣象站資訊

體能評估
使用者資料登錄

顯示評估結果
及評估單

登山隊伍
顯示目前登山

遊客位置

登入管理介面

興趣點管理 登山路線管理

登山遊客定時
傳送GPS座標

計算伺服器接
收GPS位置計

算處理
存入資料庫

氣象站定時傳
送氣象資料網路攝影機回

傳即時影像

Video伺服器接
收管理處理

衛星電話管理
關懷訊息編輯

發佈界面

使用者管理
查看使用紀錄

急難處理模式與遊憩安全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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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rucker便曾經說過：『不創新，即

 滅亡（Innovate, or die）』。
然而，創新力，與相對有形的土地、資本

 與勞動力，是一種無形的能力與知識，其

 獲得與運用並非一蹴可幾. 

企業創新力區分為五個構面，
1. 技術創新：作業元件及影響組織技術系

統之創新作為。
2. 產品創新：推出新產品或服務的數目，

以滿足外部使用者或市場的需求.
3. 流程創新：大幅改良的製造方法，涉及

設備、配送、倉儲及生產架構。
4. 組織創新：組織之社會系統的創新作

為，包括管理之架構、作為、激勵等。
5. 策略創新：大幅革新經營策略，如：

市場定位、資源配置、外部關係。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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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最有效的學習方式，
就是：拿人家做好的來臨摹

創意不是無中生有，歷史上
 以創意聞名的大師級人物，
 幾乎都被指控過剽竊，因

 為，他們的創意，來自借用
 別人的聰明。連他們自己都
 承認：

 ◎史蒂芬．金說：「模仿先
 於創作。」

 ◎賈伯斯：「如果能做海
 盜，為什麼要加入海軍？」

 ◎牛頓被控偷竊微積分的發
 明，他坦承不諱：「是的，
 為了看得更遠，我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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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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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合歡山台灣冷杉林永久樣區地被植物組成與長期動態變化之研
 究：100年～103年，每年90萬元



 
計畫依據：97-100國家公園中長程計畫之因應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81年完成植物永久樣

 區之規畫，88年辦理合歡

 山台灣冷杉群落樹齡結構

 與草原推移之研究。
2.針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

 長期監測，本處尚無相關

 研究。

1.合歡山區氣候變化明顯，為亞熱帶

 地區少見森林生態系，本案可作為

 全球變遷研究之國際交流案例。
2.建立代表性生態系中合歡山高海拔

 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植被結

 構。
3.吸引相關單位研究的投入，近日已

 有中央大學全球變遷中心來函要求

 合作建立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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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生態系之合歡山高海拔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曾於89、93年辦理相關動

 物普查，瞭解合歡山區很難發現

 中大型草食性動物。
2.為瞭解缺少草食性動物，生態功

 能的影響，開始進行3年計畫。
3.98年研究探討冷杉及箭竹鑲嵌

 環境中草食作用對群聚及生態系

 的關係。
4.99年度辦理生態系物種間交互作

 用調查及保育措施評估

1.100年將以草食動物之模擬復

 育、生態系營養物質及昆蟲相

 的改變等3子題，探討評估復

 育效益。
2.提供本處高山生態旅遊資源及

 本土性生態教育案例素材。
3.相關採樣品，提供有機污染物

 及無機重金屬監測檢驗，建立

 生物放大作用與雌性化評估。

100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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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代表性生態系經營研究—霧林帶指標物種建立監測第三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曾於78、81、
 

95、96進
 行相關鳥類群聚之研究，惟已

 很難發現熊鷹及林鵰等高級清

 費者。
2.為瞭解其原因及生態功能的影

 響，開始進行3年研究計畫。
3.98年度已調查中橫公路霧林帶

 之生物多樣性及鳥類遺傳多樣

 性資料的建立。
4.99年度將確認指標鳥類，並研

 究其不同棲地環境的生存問題

 。

1.100年將以熊鷹及林鵰等高級

 清費者之生存問題、與小型

 動物間之關係2子題，進行相

 關整合研究。
2.相關採樣品，提供有機污染物

 及無機重金屬監測檢驗。建

 立本土熊鷹及林鵰生物放大

 效應關係。
3.確認高山濫墾土地之生態危害

 影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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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代表性生態系之峽谷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三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 82年英國學者於峽谷進行熱帶氣

 旋對立霧溪環境的影響的研究
2．97年太魯閣申請世界遺產策略結

 論，建議進行峽谷科學性研究。
3.因此進行峽谷發育及生態環境的3 

年研究。
4.98年度完成採樣測站地點與頻率的

 確定、崩塌地潛勢模式與水文模式

 的先期測試以及集水區地貌特性的

 基本分析
5.99年將進行溪流生態系之物質傳輸

 及氣象關聯性之研究。

1.100年將進行峽谷成因變

 遷及建構極端氣候之暴

 雨水管理等科學性研

 究。
2.落實執行「Action Plan1 

」

 
之推動太魯閣峽谷列

 為世界遺產及世界地質

 公園
3.持續推動太魯閣國家公園

 參與世界地質公園

 (IUCN)、保護區經營管

 理(IUCN)、世界遺產

 (UNESCO)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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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代表性生態系之蘇花海岸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網計畫第三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93年度置低海拔地區植物永久

 樣區監測。
2.近年和平水泥、火力發電廠及蘇花

 高速公路等開發行，加重本區之

 壓力，其影響如何，爰進行3年之

 研究計畫。
3.98年度針對雲霧覆蓋和強風；重要

 的化學環境因子調查研究，並探

 討蘇花海岸的遺傳隔離效應等。
4.99年度將針對稀有及瀕危植物調查

 及物種阻隔效應，探討其保育措

 施。

1.100年將評估及監測蘇花替

 對自然資源之影響及公路帶

 來大量遊客對於峽谷與閣

 口、崇德三角洲之衝擊。
2. 提供本土物種阻隔效應，並

 有助於崇德地區生態旅遊的

 發展。
3. 相關採樣品，提供有機污染

 物及無機重金屬監測檢驗，

 建立生物放大作用與雌性化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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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委託辦理計畫

農、礦業用地回收後生態復育計畫第二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於97、98年度分針對回

 收之農業與礦業用地進行植

 被與動物之監測調查。
2.99年度預定選擇蓮花池（農

 ）及匯德（礦）兩區以工作

 假期方式進行生態式植被復

 育。

1.100年再進行第二期（隔年）之監

 測以評估復育之成效。
2.相關採樣品，提供有機污染物及無

 機重金屬監測檢驗，建立生物放

 大作用與雌性化評估。
3.結合生態旅遊及工作假期進行環境

 體驗與促進伙伴關係。



29www.taroko.gov.tw

環境敏感區域持久性污染物調查與風險評估計畫第二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於93年調查監測立霧溪水

 質、94年及峽谷段水域及空域環

 境監測計畫皆符合法定品質。
2.惟本區人為使用上百年，且有鑑於

 物種雌性化問題，爰進行3年期計

 畫。
3.98年度針對水域普查，確認DDT 

等生物累積問題。
4.99年度將辦理重要水域生態系有

 機毒物生物放大作用評估及無機

 毒物生態風險評估分析監測。

1.100年將以水、陸、空域之整

 合性探討計畫。以瞭解持久

 性物污物的傳輸及生物放大

 效應。
2.與四大生態系研究結合，分析

 其生物檢體。
3.另本處自98年度起即以小獸

 類族指標物種，結合志工自

 行辦理「小獸類族群豐度長

 期監測計畫」，其部份生物

 檢體亦整合分析。

100年度委託辦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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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委託辦理計畫

執行「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珍稀物種研究與復育第三期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於94年進行杜鵑花屬植物小分

 子熱休克蛋白研究及95年進行杜

 鵑花屬植物遺傳多樣性調查外，

 基因層級之研究相對較少。
2.有鑑於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成熟，進

 行3年計畫。
3.98年鑑定分布於本園地區珍稀及指

 標物種的基因條碼，並建立專屬

 於太魯閣國家公園地區珍稀及指

 標物種的識別碼。
4.99年度將考量物種族群海拔分佈之

 廣度，以期發現不同族群是否有

 基因差異者、保育類或珍稀物種

 。

1.100年將從遺傳多樣性的角度

 來探討不同海拔、棲地、物

 種及基因之間的關係，並分

 析不同族群的基因差異與分

 子標記親緣關係。
2..與四大生態系研究結合分析

 其生物檢體。
3. 另本處自98年度起即以小獸

 類族指標物種，結合志工自

 行辦理「小獸類族群豐度長

 期監測計畫」，其生物檢體

 亦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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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傳統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傳統文物蒐集展示計畫

縱向聯繫 橫向整合

1.本處於75年辦理人文史蹟調查、77年進行

 布洛灣遺址第一

 
次發掘，之後再於96-98 

年針歷年相關研究基礎進行綜合性的比較

 研究。
2.完成史前晚階段十三行文化所涵蓋的台灣

 本島文化的傳播體系，建構此階段台灣史

 前文化體系的考古研究論述.
3.99年將整理所有本區相關研究文獻並完成

 立霧溪流域人群活動史的故事的文稿。

1.100年則進行相關現

 地考古遺址的展示

 及相關傳統文物蒐

 集展示規劃。
2.可有助於崇德地區生

 態旅遊的發展。
3.有助於申請世界遺產

 的佐證文件。

100年度委託辦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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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展望

強化國土核心區保育功能，呼應國際跨界保育的行動計畫。

藉由長期生態研究及群體整合型研究，釐清全球暖化、物種
 雌性化及環境變遷等趨勢。

建立標準格式資料庫平台，連結國際保護區網路及強化國際
 研究伙伴關係，以共同保護台灣珍貴稀有物種等襲產。

爭取加入世界襲產，提升國家國際地位，並參與國際重要保
 育合作網及區域組織。

強化與學術團體、各級機關、業者、非營利組織及民眾等伙
 伴關係，擴大參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機制。

調查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資產，推動具環境意識與體驗深度
 的生態旅遊產業。

研發國土復育與生態工程技術，重建環境敏感區多樣化生物
 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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