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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大家共同的努力 
          64個志工團隊參與 

        375位兩棲調查志工 

        347個調查的夜晚 

          22個縣市 

        185個鄉鎮市區 

        867個調查樣點 

     2,659次調查事件 

          35種蛙類 

  33,063筆調查資料 

109,214隻次蛙類+1,913筆卵＆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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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調查成果 

這段期間大家共同的努力 

          64個志工團隊參與 

  33,063筆調查資料 →累積達238,443筆調查資料 



1.拉都希氏赤蛙 
（3,499隻次, 27.79%） 2.盤古蟾蜍 

3.台北樹蛙 
4.面天樹蛙 5.斯文豪 

   氏赤蛙 
6.長腳赤蛙 

2018年第一季調查～調查數量排行榜 



1.面天樹蛙 
（4,262隻次, 12.30%） 

3.澤蛙 4.拉都希氏赤蛙 5.黑眶蟾蜍 6.小雨蛙 

2018年第二季調查～調查數量排行榜 



1.斑腿樹蛙 
（5,157隻次, 14.48%） 

2.澤蛙 
（3,551隻次, 9.97%) 

3.太田樹蛙 
（3,384隻次, 9.50%) 

4.黑眶蟾蜍 
（5,597隻次, 7.29%) 

5.褐樹蛙 6.貢德氏赤蛙 

2018年第三季調查～調查數量排行榜 



2.斑腿樹蛙 
（11,572隻次, 10.40%) 

3.澤蛙 
（8,907隻次, 8.00%) 

4.面天樹蛙 
（8,700隻次, 7.82%) 

5.黑眶蟾蜍 

6.太田樹蛙 

2018年年度調查～調查數量排行榜 

1.拉都希氏赤蛙 
（12,295隻次, 11.05%） 

本年度共有 
109,214隻次蛙類 
1,913筆卵＆蝌蚪 



1.拉都希氏赤蛙 
（427個樣區, 49.25%） 

2018年年度調查～調查分布排行榜 

本年度共有867個樣區 

・拉都希氏赤蛙 
・其他物種 



1.拉都希氏赤蛙 
（1,316次調查, 49.49%） 

2018年年度調查～調查事件排行榜 

本年度共有2,659個調查事件 

・澤蛙 
・其他物種 

2.澤蛙 
（1,023次調查, 38.47%) 



2018年各樣區累積調查物種數 

1. 樣區最多出現21種 
2. Natural Breaks法分級顯
示 
    北部的蛙種數顯著 
    高於其他地區。 



2018年各網格累積調查物種數 

網格累積可達22種 

仍以北部的網格較多種 



斑腿樹蛙 

• 藉由普查與通報， 

    新增新入侵點 

• 從新入侵點再持續往外

擴散 

• 志工團隊的協助，是掌

握斑腿擴散、制定防治

策略的關鍵 



斑腿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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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團隊的協助，是掌

握斑腿擴散、制定防治

策略的關鍵 



蛙類生物多樣性熱點 



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 

• 陸域動物中，僅有蛙和鳥類獲得採用 

• 志工資料用於其中2項 

 



• 志工資料經專家檢核，各面向皆有不錯表現 

• 資料可信賴，能做為國家指標的依據。 

需要更多長期監測的樣點 

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 



台灣蛙類重要棲地 
Important Frog Area 

2009年調查資料 

2015年科技部熱點普查 

設定97個IFA 

 

空間與海拔的代表性不足 



台灣蛙類重要棲地 
Important Frog Area 

2017年調查的799個樣區中 

77個樣區完成四次例行調查 

 

2018年調查的867個樣區中 

190個樣區完成四次例行調查 

 



台灣蛙類重要棲地 
Important Frog Area 

空間分布的不足 

海拔尺度的不足 







 



 



網格為篩選區域 

實際仍以樣點為主 

1000m以下 一年四次 

1000m以上 一年兩次 

               （四月、七月） 

歡迎各團隊推薦適合的地點 



蛙類保育有賴各志工團隊協助 

保護蛙類同時也是保護我們居住的環境， 

衷心感謝各位志工，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為台灣保育盡一份心力。 

謝謝，有你們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