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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年度目標完成兩棲類資源監測系統及推廣活動。台灣兩棲類保育網會員人數共計 1,887
人，志工人數共計 260 人，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庫至 2011 年 12 月止累積有效資料共 63,757
筆。重要成果包含（一）完成監測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二）建置台灣賞蛙情報及兩棲類

影像庫；（三）辦理北、中、南、東四場次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活動名稱為『兩

棲保育志工增能工作坊』，共有 23 隊志工團隊 84 人參加；（四）建立人才資料庫，邀請 18
位專家學者擔任本計畫的專家顧問，提供民眾諮詢兩棲類相關問題；（五）製作熱點資料庫

及地圖光碟資料，根據 2003-2011 年全台 52 個兩棲保育志工團隊記錄的 33 種蛙類調查資料，

篩選出 13 個熱點及 7 種保育類的 186 個重要棲地，運用 GIS 及 Google Earth 來呈現分布資訊，

公布在台灣兩棲類保育網供民眾下載瀏覽；（六）辦理年度志工大會暨監測系統發表會，本

年度志工大會共有 84 位專家學者及志工參與，於大會上進行兩棲類調查年度報告、監測系統

簡介及展示、志工心得分享與表揚：(七)召開專家顧問會議，就兩棲類監測系統、外來種、

畸型蛙與病蛙通報系統及蛙類物種名錄進行討論，並達成和中研院 TaiBIF 資料庫合作更新及

公布臺灣兩棲類名錄決議。 
【關鍵字】兩棲類保育志工、兩棲類資源調查、兩棲類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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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year, we completed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amphibian resources and conducted 
promoting activities. So far, there are 1,887 members in Taiwan Amphibian Conservation, 260 
volunteers, 63,757 items of survey accumulated in Taiwan Amphibian Database up to December 
2011. The important results included: (1) Completing the test and modifying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2) Constructing two websites, Frogwatch Taiwan and Taiwan Amphibian Gallery. (3) 
Holding four workshops, Empowerment Workshop for Amphibian volunteers, throughout Taiwan 
with 84 people from 23 volunteer teams participating. (4) Setting up a talent bank and inviting 18 
experts/scholars as the consultants to answer the frog-related questions brought up by common 
people. (5) Releasing a CD containing hotspot database and a map.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3 
species conducted by 52 volunteer teams across the island from 2003 to 2011, we selected 13 
hotspots and 186 important habitats of 7 protected species, using GIS and GoogleEarth to show 
their distribution and post it on Taiwan Amphibian Conservation for people to download and peruse. 
(6) Holding the annual volunteer meeting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onitoring system.  This year, 
there were 84 volunteers and consultants attending the annual volunteer meeting in which we 
reported the yearly amphibian surveys, introduced and demonstrated the monitoring system, invited 
volunteers to share their field experiences, and held the volunteer recognition. (7) Summoning a 
consultant conference to discuss the amphibian monitoring system, the informing system of alien 
species, deformed and ill frogs, and the frog species list. In the conference, we decided to update 
and publish Taiwan’s amphibian list with Academia Sinica’s TaiBIF jointly. 

 
Keywords: Amphibian conservation volunteer, amphibian resource survey, amphibia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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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林務局從94年度開始補助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培訓志工進行兩棲類資調查，

並逐步建置資訊管理系統。95年度執行之「國小教師兩棲類資源調查培訓及推廣計畫」

完成兩棲類資源調查專屬網站第一階段基礎建設、整合94年度桃園地區調查資料，其功

能包括會員管理資料庫資料共60筆，資源調查資料庫資料有效資料共計有32種、17,149
筆。 

96年度完成擴充資源調查資料上傳與審核功能及志工團隊管理之機制，並整合92-94
年度間的調查資料，累計資源調查有效資料共計32種、21,932筆、會員資料共計87筆。建

立「台灣兩棲類保育網」，成為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蛙聲辨識網及蛙蛙世界學習網

的入口網，讓兩棲調查志工及一般民眾可透過此入口網站，學習並了解台灣兩棲類保育

現況。 
97年度完成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影像資料庫架構與資料呈現，影像資料共計150

張，完成會員單一認證初步整合、志工權限管理規劃、建立兩棲部落、台灣兩棲類保育

論壇、資源調查資料庫與蛙聲辨識資料庫以及蛙蛙世界數位學院等資料庫間的介接，累

計有效調查資料共計32種、36,119 筆、133,792 隻次的觀察紀錄，會員資料共計106筆。 
98年度完成台灣兩棲類保育網系統整合，建立申請志工機制、調查樣區管理機制、

蛙聲上傳及辨識樣本管理機制、完成所屬平台網站的單一認證、調查資訊分布呈現已與

中研院TaiBif網站完成初步的測試及欄位對應，未來物種分布可使用地理資訊方式呈現。

兩棲類資源監測系統的初步規劃已經完成，將整合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原有平台介

面，另增加兩棲生態影像網及兩棲生態日誌機制的建立，並納入監測系統規劃中，以更

廣泛收集調查資料，達到全民參與監測的目標。在資料庫方面，影像資料共計150張，累

計有效調查資料共計有32種、19,000 筆，會員資料共計800筆。 
99年度完成兩棲類資源調查監測系統初步架構，包含（一）樣區管理系統規劃與修

改、增加地圖定位與樣區承接功能，（二）以圖表方式呈現調查資料各項之統計如網格

分布圖、蛙種之次、生物多樣性指數計算、蛙類與棲地利用關係圖、海拔高差、樣區統

計、調查物種數統計、有效資料統計等，（三）配合實際志工運作進行志工管理系統修

改，增加加入現有團隊與團隊續約功能，（四）以個人化網頁方式改善使用者介面進行

會員管理系統修改簡化新入會程序，（五）兩棲類生態影像網及生態日誌的資料庫系統

分析，完成與中研院TaiBif網站資料對映12000筆。對於外來種、畸型蛙與病蛙的監測通

報方面，召開專家顧問會議，商討結論為100年度集合各地志工與縣市政府合作，進行移

除斑腿樹蛙，蛙弧菌的議題還需持續監測與研究，未來建立各區人才資料庫，給予各區

志工團隊支援與協助，收容外來種、病蛙與畸型蛙，外來種查緝需要公部門在海關查緝、

台商宣導、水族與養殖業輔導互相合作擬定有效的機制。台灣兩棲類保育網會員人數共

計1492人，志工人數共計250人。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庫至2010年12月止累積有效資料共

29194筆，影像資料部分蛙類生態與其棲地影像資料至2010年12月止累積277張、夜間動

物影像共20張。 
100年度將完成兩棲類資源調查監測系統並進行推廣，主要工作包含（一）完成監測

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二）建置台灣賞蛙情報，（三）建置台灣兩棲類影像庫，（四）

辦理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五）建立人才資料庫（六）熱點資料庫及地圖光

碟資料製作（七）辦理年度志工大會暨監測系統發表會及專家顧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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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一） 全程目標 
為了達成建置台灣兩棲類資源監測系統與推廣工作，將建立台灣兩棲類保育網，並

整合串接其所屬的資訊平台及資料庫，例如保育志工管理平台(會員資料庫及志工隊管理

機制)、蛙聲辨識資料庫、兩棲類資源調查資料庫、蛙蛙世界學習網、蛙蛙世界數位學院

等網站，以完整呈現基礎資訊，讓志工與一般民眾瀏覽。為使基礎資訊更容易瞭解及閱

讀，將進行影像資料庫的建立，並結合互動平台（如保育論壇與部落格），透過圖資介

面(如google map)方式呈現，將可完整呈現監測點的環境與兩棲類動物的變遷，尤其是針

對外來種、畸型蛙或病蛙的資訊將更為明確。 
為達全台監測目標，調查志工參與的對象由原先的國中小學教師擴大為地方民眾，

透過此資訊集中的網站平台可破除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協助保育志工的招募、培訓與資

料蒐集，藉由系統的運作使得監測工作得以永續。 
第一年首先完成台灣兩棲類保育網系統整合，主要將保育網下所屬的蛙聲辨識網、

資源調查資訊網、蛙蛙世界數位學院四個網站的資料庫進行資料串接的細部工作，使資

訊能夠有效的流通與統整。建立志工線上申請計畫系統、建立調查資料圖表管理機制、

蛙聲辨識PDA測試版的修訂與合唱聲源之個別蛙種辨識。進行新的監測系統需求分析、

規劃與設計，包括志工個人回報調查與影像上傳介面、二度分帶轉換經緯度研擬測試、

多媒體紀錄上稿系統、志工回報影像與文章內容之整合等。 
第二年根據第一年的規劃與設計進行監測系統建置與測試，並邀請相關人員或單位

進行系統評鑑與修改。 
第三年監測系統正式啟用，開始進行系統使用的推廣活動，號召各地有志參與兩棲

類保育志工的民眾，協助透過平台進行自我學習與資訊回報資料，並可結合地方機構或

相關團體所辦理實體宣導培訓活動，鼓勵在地民眾共同參與。 

（二） 本年度目標 
1.完成監測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 
2.建置賞蛙情報網 
3.建置兩棲類生態影像網 
4.辦理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 
5.建立人才資料庫 
6.熱點資料庫及地圖光碟資料製作 
7.辦理年度志工大會暨監測系統發表會及專家顧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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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法與步驟 

（一）完成監測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 

1.全面進行主、子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 
2.配合巡迴志工保育座談進行系統教育訓練及實作。 
3.召開專家顧問會議。 
4.正式上線-配合年度志工大會進行系統發表會。 

（二）建置賞蛙情報網及兩棲類生態影像網 

1.收集文獻資料、圖鑑、手冊、相關網站資訊等。 
2.進行系統細部設計與分析。 
3.修改與確認系統及網站架構與內容。 
4.程式撰寫前系統分析包括流程分析、資料庫欄位設定與比對、介接平台初步測試

與評估。 
5.網頁設計包括網站首頁、使用者操作介面。 
6.程式撰寫。 
7.內部初步測試與修改。 
8.召開專家顧問會議。 
9.配合巡迴志工保育座談進行系統教育訓練與測試。 
10.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此部分邀請志工協助測試。 
11.正式公佈上線-配合年度志工大會進行系統發表會。 

（三）辦理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 

1.收集文獻資料、圖鑑、手冊等。 
2.北、中、南、東地區至少舉辦四梯次的座談。 
3.志工發展與永續經營方向的研討。 
4.建立志工發展系統，引導資深志工成立分區輔導團，進行鄰近志工團隊及社區志

工招募與輔導。 
5.外來種、畸形蛙、病蛙、棲地改變等資訊通報流程說明。 

（四）建立人才資料庫 

1.收集文獻資料、圖鑑、手冊等。 
2.廣邀不同專業領域志工的參與，首先網羅生態工程及獸醫專業領域的志工加入，

協助棲地工程與病蛙問題諮詢。 
3.就北、中、南、東各區，邀請學術研究單位參與並提供外來種、畸形蛙、病蛙等

活體收容處。 

（五）熱點資料庫及地圖光碟資料製作 

1.收集文獻資料、圖鑑、手冊等。 
2.運用Google Earth的功能蒐集監測熱點及其相關資訊。 
3.光碟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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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一）完成監測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 

配合今年度建立通報系統、賞蛙情報、兩棲生態影像庫及與中研院TaiBif物
種名錄同步，保育網進行全面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並配合巡迴保育志工增能工

作坊進行系統教育訓練及實作，藉由活動過程實際了解使用者狀況，調整網頁操

作說明及更新線上操作手冊內容，使得兩棲類保育網與實體組織運作的資訊流通

架構更為完整。如圖1兩棲類保育網網絡架構圖（虛線為網路資訊流通，實線為實

體組織資訊流通） 

 
圖 1、 兩棲類保育網網絡架構圖 

在系統功能部份新增及調整項目說明如下： 
1. 網路系統架構調整：為因應賞蛙情報及影像資料庫的建立及網站間資料溝通效

能，使用兩台伺服器分別管理資料庫及網頁程式與資料檔，在架構調整過程同

步修改網頁程式資料庫的連結，並擴充硬碟進行資料備援。 
2. 樣區管理： 

1) 在新增樣區的輸入方式部分，加強說明及修改版面呈現。由於提供地圖定

位功能，故增加經緯度欄位資料，定期批次轉換為T97二度分帶座標。 
2) 使用新的行政區，過往歷史資料在檢索時也將以新的行政區名稱顯示 
3) 編輯樣區部份除新增及查詢樣區外，主要調整編輯樣區功能其說明如下 

(1) 修改：僅提供修改樣區名稱，若要修改座標及其他內容建議先停用該

樣區後再建立新的樣區，以免造成資料混淆。新修改的樣區資料生效

日自修改日起，歷史資料不會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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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用：樣區停用後其樣區名稱，將不會出現在新增資料的常用樣區選

單中，但資料仍然被保留並可檢索。 
(3) 預覽：以地圖檢視確認要修改的樣區。 

3. 修改申請成為個人志工流程 
保育網網路會員只要有參與數位學院課程、賞蛙情報提供賞蛙資訊即可成為

個人志工，並可擁有自組團隊的權限，但其團隊成員只要是網路會員即可。

若個人志工想要加入其他團隊，可由行政團隊協助建立聯繫管道。 
4. SOS通報系統建立 

本通報系統主要提供兩棲保育志工在進行兩棲資源調查時如遇外來種、畸形

蛙、病蛙、棲地變遷等狀況，透過此通報系統在最短時間內先將訊息提供給

行政團隊，團隊輔導員隨即與通報者聯繫確認，進行實地勘察並將訊息提報

至林務局保育組進行後續追蹤事項，全程處理過程將會張貼於賞蛙情報網的

保育行動文章中，目前可透過此表單填寫發布訊息，也可透過賞蛙情報網張

貼訊息！通報流程如圖2： 

圖 2、通報系統流程示意圖 
詳細網站畫面請參閱附錄一 

發現異常 
外來種、畸形蛙、病蛙、棲地變遷等

兩棲類保育網 

SOS 通報系統 

http://www.froghome.org 

異常資料記錄 
填寫野外調查紀錄表 

拍攝棲地環境、物種個體、錄音等資料

兩棲類資源調查登錄野外調查紀錄表

兩棲類影像庫上傳影像資料 
賞蛙情報張貼保育行動文章紀錄歷程

行政團隊與通報者聯繫確認資訊來源

行政團隊與通報者現場勘查異常狀況

行政團隊彙整資訊通報林務局保育組進

行後續追蹤事項 

兩棲保育志工 

兩棲保育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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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賞蛙情報網及兩棲類生態影像網 

1. 兩棲類生態影像網規劃說明 
兩棲類生態影像網是以個人相簿功能所架構的網站，提供給保育網會員建立自

己的兩棲類生態保育相關的影像（含動態影像）資料，透過此平台來蒐集整理

資料庫化，以便影像檢索及與相關網站進行資料庫的交流，有助於兩棲類資源

監測及保育歷程的紀錄典藏，並可在兩棲類保育教育的推廣提供更完整的資

源。其網站功能說明如下： 
1) 影像分類，其主要分為六大類說明如下： 

(1) 蛙類：物種名稱、生活型態、成體行為可跨分類勾選，其選單資料與兩

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相同。 
(2) 山椒魚：以物種名稱、生活型態、成體行為可跨分類勾選，其選單資料

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相同。 
(3) 環境棲地：以流動水域、水溝、靜止水域、暫時性水域、樹林、草地、

開墾地可跨分類勾選，其選單資料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相同。 
(4) 保育行動：志工調查紀錄、保育活動、教育推廣、參與、棲地保育、調

查輔導可跨分類勾選。 
(5) 其他：主要是提供給會員及行政團隊張貼活動影像資料類別包含臨時性

活動、跨單位活動、媒體活動。 
2) 影像檢索功能： 

(1) 首頁最新資訊部分，透過預設條件檢索資料，讓使用者可以直接在首頁

瀏覽到最新、人氣影像，其各類資訊說明如下： 
z 最新影像：檢索每類最近一個月最新上傳 10 張影像，展示在首頁

右側，並於首頁中間主圖區輪播。 
z 人氣影像：檢索每類所有影像點閱率最高的前 20 名影像 

(2) 簡易搜尋部分，以關鍵字/標籤搜尋功能主，其檢索範圍以每張影像的

「關鍵字/分類標籤」欄位為主。 
(3) 進階查詢部分，提供更多的條件供使用者查詢，其條件說明如下： 

(1) 依對象查詢：全站、所有團隊、個人、會員暱稱。 
(2) 依檔案：相片、影音 

(3) 依影像分類：蛙類、山椒魚、棲地環境、保育行動、其他。 
(4) 依地址：縣市、鄉鎮。 
(5) 依時間區間查詢：可設定同一天或起訖時間。 

(6) 關鍵字/標籤查詢：以影像中的「關鍵字 / 標籤」欄位為檢索範圍。 
3) 互動功能部分包含瀏覽者留言、發表者回應，一般民眾可瀏覽所有影像內

容，但無法留言，只有保育網會員方可與發表者互動。 
4) 與網外的連結部分提供了將影像連結帶入 Facebook、Twitter、Plurk 等社群

網站，可提升影像的瀏覽人次。 
5) 管理後台 

(1) 上傳影像的主要共通資料為相簿、拍攝日期、座標定位（拍攝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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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選填這些資料後，採批次上傳方式一次將資訊套用到影像中，讓使

用者上傳後在編寫詳細資訊，上傳方式與功能如下： 
1-1. 選擇相簿： 
z 選擇現有相簿 
z 新增相簿：輸入相簿名稱與介紹 

1-2. 拍攝日期：西元年月日 
1-3. 選擇座標定位方式： 
z 現有賞蛙點（樣區）：選單資料除了在相簿中新增的點位之外，

若為團體志工將會由資訊網連結常用樣區資訊。若為網路會員

則會連結賞蛙情報設定的點位。 
z 新增賞蛙點：可直接輸入經緯度或由地圖定位功能直接在

GoogleMap 點選回傳座標，要輸入縣市鄉鎮地名資料，並可儲

存此點資訊。 
1-4. 上傳：可一次選取多張影像上傳，勾選好後也可刪除不想上傳的檔

名。可上傳的檔案格式說明如下： 
a.靜態相片： 

z 張數：暫無限制，未來將視流量調整數量。 
z 格式：以 JPG、PNG 為主。 
z 大小：最大長度為 1024 像素，在主機上會儲存原上傳

圖、長邊 600 等比大小、縮圖三種尺寸。 
b.動態影音： 

z 格式：AVI/ .MOV/ MP4/ .MPEG，HD 亦可 
z 長度：3 分鐘 
z 原始檔案將儲存在主機，考量頻寬問題將轉為 MP4 來

播放。 
1-5. 影像分類標籤：針對已經上傳的影像進行影像分類，可根據所提

供的分類跨類勾選。若有勾選物種名稱者在單一影像詳細資料畫面

會增加連結所屬物種的 Metadata 及分布圖。 
a. 蛙類： 
z 物種名稱：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z 生活型態：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z 成體行為：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z 其他：特寫、其他行為、天敵、食物、製作物。 

b. 山椒魚： 
z 物種名稱：選單資料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

相同。 
z 生活型態：選單資料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

相同。 
c. 環境棲地：其選單資料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相

同。 
z 流動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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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水溝 
z 靜止水域 
z 暫時性水域 
z 樹林 
z 草地 
z 開墾地  

d. 保育行動： 
z 志工調查紀錄 
z 保育活動 
z 教育推廣 
z 參與 
z 棲地保育 
z 調查輔導 

e. 其他：臨時性活動、跨單位活動、媒體活動主要是提供給

會員及行政團隊張貼活動影像資料。 
1-6. 版權資訊：確認並可修改影像拍攝作者、版權所有者。 

(2) 影像管理： 
2-1.編輯影像主要針對已經建立的影像，進行編修其功能說明如下： 

a. 展示最新建立影像：點選編輯影像後進入畫面中監會顯示最近

上傳的照片，右側則顯示該相簿所屬影像清單。 
b. 搜尋影像：若需要尋找特定的單一影像，可選擇使用此功能設

定條件來檢索。 
z 依對象查詢：個人。 
z 依檔案：相片、影音。 
z 依影像分類：蛙類、山椒魚、棲地環境、保育行動、其

他。 
z 依樣區查詢。（以個人建立的賞蛙點為檢索範圍） 
z 依時間區間查詢：可設定同一天或起訖時間。 
z 關鍵字/標籤查詢：以影像中的「關鍵字 / 標籤」欄位為

檢索範圍。 
c. 編輯單張影像資訊：由此可以進行單一影像資訊的編修，其內

容包含標題、說明、關鍵字/標籤、作者、拍攝日期、拍攝地

點座標。 
d. 設定相簿封面：可針對單張影像設定為所屬相簿封面。 

2-2.相簿管理：透過此可編輯/刪除相簿，也可以此建立主題性相簿（不

受時間、地點、物種等分類限制），透過條件檢索方式，篩選出所

需的影像後，直接連結主題相簿。 
2-3.賞蛙點管理： 
z 現有賞蛙點（樣區）：選單資料除了在相簿中新增的點位之外，

若為團體志工將會由資訊網連結常用樣區資訊，志工們在上傳

所屬調查樣區的影像時就不需要再次輸入座標。若為網路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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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連結賞蛙情報設定的點位，基本上來說影像庫和賞蛙情報

的賞蛙點資料是同步的。 
z 新增賞蛙點：可直接輸入經緯度或由地圖定位功能直接在

GoogleMap 點選回傳座標，要輸入縣市鄉鎮地名資料，並可儲

存此點資訊，下次再進入後此點名稱將會出現在現有賞蛙點選

單中，也會同步進入賞蛙情報的賞蛙點選單中。 
(3) 統計資料部分，提供個人相簿及全網的流量統計資料以月報及年報方式

呈現，其項目說明如下： 
4-1.個人相簿總流量：今天瀏覽人次、累積瀏覽人次、全網總排名、今

天回應人次、累積回應人次。 
4-2. 個人相簿人氣影像：名次、標題、累計瀏覽數 
4-3.全站的總流量：今天新增影像、全網累積影像、個人相簿總數 
4-4.全站人氣相簿：名次、標題、累計瀏覽數 
4-5.全站團隊人氣：名次、成員人數、上傳影像總數、累計瀏覽數 

 
詳細兩棲生態影像庫畫面及功能，請參閱附錄二。 
 

2. 賞蛙情報網站功能規劃說明 
賞蛙情報是以部落格功能所架構的網站，提供給一般民眾分享蛙類資訊的互動

平台，進而使其有意願組成團隊成為兩棲類保育志工。同時兩棲保育志工們也

會透過此互動平台分享保育歷程及個人蒐集的蛙類資訊。由於此平台建立的賞

蛙資訊皆以資料庫形式管理，除了文章發表之外，同時還可關聯兩棲類影像庫

及兩棲類資源調查的資訊，將有助於保育歷程的紀錄及推廣。其網站功能說明

如下： 
1) 文章分類： 
目前文章分類直接宣告網站內容以蛙類相關的資訊分享為主，其主要分為六

大類說明如下： 
(1) 賞蛙情報：主要是提供會員張貼賞蛙點的蛙類觀察資訊，此資訊使用資

料欄位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的欄位相同，以便資料流通，但必要填

寫的欄位有觀察時間、地點座標資料（可用 GoogleMap 來定位）、物種

名稱，「當季賞蛙推薦」則是以此類文章為檢索範圍。 
(2) 賞蛙分享：主要是提供會員抒發賞蛙心得分享。 
(3) 知識練功房：主要是提供會員發表學習與蛙類有關知識的交流分享。 
(4) 蛙類與人：主要是提供會員發表人類生活與蛙類相關的文章及資訊，如

有青蛙主題商店、創作、如何與蛙類和諧相處（蛙類棲地營造）、蛙的

古名與神話故事等。 
(5) 保育行動：主要是提供會員發表在蛙類保育的活動紀錄，兩棲保育志工

團隊可透過此結合文字紀錄、調查紀錄、影像紀錄的資訊，共同編輯其

蛙類的保育歷程。對行政團隊來說可運用此發表最新保育議題來提升大

眾對議題的關注與紀錄，故其所發布的文章將會被列在首頁的「最新議

題」單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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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動訊息：主要是提供給會員及行政團隊發布各項活動訊息，若由行政

團隊發布的訊息將會出現在第一筆。 
2) 內容檢索功能： 

(1) 首頁最新資訊部分，透過預設條件檢索資料，讓使用者可以直接在首頁

瀏覽到最新、熱門、當季賞蛙推薦資訊，其各類資訊說明如下： 
z 最新：檢索每類最近一個月最新發表的文章 8 名 
z 熱門：檢索每類所有文章點閱率最高的前 8 名的文章 
z 當季賞蛙推薦：資料檢索條件是依目前時間前後各加一個月針對

「賞蛙情報」類別文章來檢索，此檢索結果會挑選最新的 6 則以

圖片及 Google 地圖呈現在首頁供網友瀏覽，若要閱讀更多點選進

入後即會產生資料清單。此單元將會列出當季出現蛙種並關聯至

物種基本資料（蛙種 Meta data）、物種分布資料（兩棲類資源調

查資訊網）。 
(2) 簡易搜尋部分，以文章分類、物種名稱、生活型態、成體行為、關鍵字

/標籤條件為主，可以選擇一種或多種條件查詢。在關鍵字/標籤搜尋功

能主要的檢索範圍以每一篇文章的「關鍵字/標籤」欄位為主。 
(3) 進階查詢部分，提供更多的條件供使用者查詢，其條件說明如下： 

(7) 依對象查詢：所有部落格、所有團隊、會員暱稱。 
(8) 依文章關聯查詢：文章分類、物種名稱、生活型態、成體行為。 
(9) 依地址：縣市、鄉鎮。 
(10) 依時間區間查詢：可設定同一天或起訖時間。 

(11) 關鍵字/標籤查詢：以文章中的「關鍵字 / 標籤」欄位為檢索範圍。 
3) 互動功能部分包含瀏覽者留言、發表者回應、黑名單，一般民眾可瀏覽所有

文章內容，但無法留言，只有保育網會員方可與發表者互動。 
4) 與網外的連結部分提供了將文章連結帶入 Facebook、Twitter、Plurk 等社群

網站，可提升文章的瀏覽人次。 
5) 管理後台 

(1) 基本設定：是針對自己的部落格設定名稱、說明、關鍵字/標籤、黑名

單（被列入黑名單者將無法在此部落格留言）。 
(2) 文章管理： 

2-1 新增文章其格式分為三種說明如下： 
a. 一般文章：內容包含標題、本文、本文中可插入圖片（直接連

結至影像庫的所屬相簿點選想要插入的圖片）、發表時間、文

章座標、關鍵字/標籤。可選擇使用的文章類別為賞蛙分享、

知識練功房、蛙類與人、活動訊息。 
b. 賞蛙情報登錄其內容格式以一般文章為主，另需填寫賞蛙觀察

紀錄其內容包含： 
z 賞蛙點環境資料 

i.觀察時間：西元年月日（必填）。 
ii.調查地點資訊：經緯度座標（必填）。 

*現有賞蛙點選單資料來自兩棲生態影像庫及賞蛙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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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賞蛙點。 
*新增調查點資料：直接輸入經緯度/地圖定位、縣市鄉

鎮地名。 
iii.環境類型（巨棲地）：裸露地、草原、開墾地、闊葉林、

混生林、針葉林、高山草原。 
iv.水溫、氣溫、溼度。 
v.海拔。 

vi.天氣。 
z 蛙種資料 

i.種名：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ii.紀錄方式：目視、聽音，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欄位

相同 
iii.生活型態：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iv.成體行為：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v.微棲地類型：選單資料來自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vi.數量 
vii.備註 
內文：資訊分享、插入圖片，圖片來源為兩棲類生態影

像庫的所屬個人相簿。 
c.  保育行動：內容格式以一般文章為主。若為團體部落格模式，

可由同團隊成員一起編寫，並可連結到同團隊成員的相簿取

用所需的照片置入內文，也可以設定關聯調查資訊（選擇資

料區間、調查樣區）、統計資料（選擇資料區間、調查樣區）。 
2-2 修改文章：提供所有文章清單、各類文章數量、搜尋文章檢索出要

修改/刪除的已發表的文章。 
2-3 編輯草稿：提供文章狀態為草稿的清單，可針對此類文章修改/刪

除/發表。 
(3) 互動管理：可檢視別人留言的清單，以便發表者可以快速處理回應。 
(4) 統計資料部分，提供個人部落格及全網的流量統計資料以月報及年報方

式呈現，其項目說明如下： 
4-1.個人部落格總流量：今天瀏覽人次、累積瀏覽人次、全網總排名、

今天回應人次、累積回應人次。 
4-2. 個人部落格人氣文章：名次、文章標題、累計瀏覽數 
4-3.全站的總流量：今天新增文章、全網累積文章、今天新增議題、全

網累積議題、部落格總數、團隊部落格總數 
4-4.全站人氣文章：名次、文章標題、累計瀏覽數 
4-5.全站團隊人氣：名次、成員人數、發表文章總數、累計瀏覽數 

 
詳細賞蛙情報網站畫面及功能簡介，請參閱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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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 

1.辦理時間及地點：2011年5月至8月分別於北、中、南、東區，共四個場次辦理

志工保育座談會及進階課程。 
2.參加對象及人數：本次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之對象為兩棲類保育志工

團隊，報名人數為81人，實際參與工作坊共有84人，23隊志工團隊。 
3.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活動簡章： 

 
課程名稱：蛙蛙 Live Show-兩棲類保育志工增能工作坊 

1)簡介 
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業已成立 11 年，期間志工夥伴們也記錄了許多珍

貴的資料，對兩棲類的保育工作貢獻良多，而台灣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的

建立也拉近了志工團隊與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輔導團隊間的距離，讓

資料的傳遞更加便利。由於資訊網將於本年度進行改版，故辦理本活動協助

志工夥伴們熟悉新版資訊網的操作方式，並能善用資訊網新增的功能。此外，

並針對今年重點工作「外來種斑腿樹蛙的控制與監測」進行說明，以鼓勵志

工投入外來種監控，用行動愛護台灣兩棲類。 
活動目的： 

a.協助志工夥伴熟悉新版兩棲類保育資訊網之操作方式。 

b.說明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未來運作方向。 

c.說明志工如何協助外來種斑腿樹蛙的控制及監測計畫。 

d.分享各團隊未來輔導需求。 

2)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3)報名事宜 
a.報名資格：凡屬兩棲類保育志工者皆可參與。 
b.報名方式：採線上系統報名。報名網址 http://e-learning.froghome.org/。 
c.聯絡電話：03-8227106 分機 1530 E-mail：froghome@mail.ndhu.edu.tw  

4)上課時間、地點及費用 
a.課程時間：課程地點如有異動另行通知！ 

東區場/台東：5 月 14 日 星期六  12：30~20：30  地點：台東馬蘭國小 

中區場/彰化：6 月 25 日 星期六  12：30~20：30  地點：彰化田尾國小 

南區場/台南：7 月 16 日 星期六  12：30~20：30  地點：台南真理大學

白宮會館 

北區場/桃園：8 月 27 日 星期六  12：30~20：30  地點：桃園百吉國小 
b.課程費用：全程免費；交通及食宿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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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習時數：7 小時 

6)主要講師簡歷： 
楊懿如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副教授 
李承恩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黃湘雲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助理 
龔文斌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生 
呂効修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生 
張志忞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研究生 

7)課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2:30~13:00 報到  
13:00~13:20 兩棲類保育志工使命與願景 楊懿如 

13:20~14:00 
2011 年志工重點工作： 

外來種斑腿樹蛙控制及監測說明 
楊懿如 

14:00~14:30 申請成為志工及權限說明 張志忞 
14:30~14:40 兩棲類保育行動記錄片及分享  

14:40~15:00 
志工漫步在雲端－ 

運用網路來學習監測保育台灣兩棲類 
楊懿如 

2011 年版資訊網功能介紹：調查資料及樣區編輯 
2011 年版資訊網功能介紹：調查資料審核及資料匯出 15:00~16:10 

實體操作 

龔文斌 
呂效修 

16:10~16:40 茶敘 / 志工交流  
16:40~16:50 線上服務障礙回報說明 黃湘雲 
16:50~17:30 綜合討論  
17:30~18:30 用餐自理  

18:30~20:30 
夜間觀察 

(東部-知本森林遊樂區、中部-彰化田尾、 
台南-174 縣道、北部-桃園百吉國小) 

李承恩 
龔文斌 
陳調仁 

※注意事項： 
1.本活動僅限兩棲志工報名。 
2.實體操作課程需自備筆記型電腦。 
3.交通保險請自理。 
4.活動期間食宿自理。 
5.活動中請恪遵工作人員指揮，勿中途離隊。 
6.攜帶物品：手電筒、帽子、雨具、水壺、個人藥品/用品。 
7.以身作則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及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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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活動成果(活動現場影像記錄請參閱附錄四)： 

日期 地點 參與志工人數 志工意見 備註 

5 月 14 日 
東部（台東馬

蘭國小、知本

森林遊樂區）

有 4 個志工團隊（行政團

隊、日昇團隊、玉里團隊、

利嘉農場團隊）共 25 個志

工人員參加。（詳細請參閱

東區簽到表） 

13 位志工填寫本課程問卷，結

果顯示 92%參與的志工認為此

次的活動的課程規劃及整體印

象都很好，工作坊的課程能夠

符合預期及滿足需求。 

 

6 月 25 日 
中部（彰化田

尾國小） 

有 8 個志工團隊（行政團

隊、雲林縣幽情谷團隊、李

佳翰團隊、桃園百吉國小團

隊、TNRS 團隊、諸羅樹蛙

團隊、台灣鳥蛙團隊、巴燕

家族團隊）共 27 個志工人

員參加。（詳細請參閱中區

簽到表） 

15 位志工填寫本課程問卷，結

果顯示 100%參與的志工認為

此次的活動的課程規劃及整體

印象都很好，93%參與的志工

認為工作坊的課程能夠符合預

期及滿足需求。 

斑腿樹蛙

移除成

果：共移除

46 隻斑腿

樹蛙。 

7 月 16 日 
南部（台南真

理大學、174
縣道） 

有 3 個志工團隊（行政團

隊、台南荒野團隊、台南昕

佑景安小隊）共 10 個志工

人員參加。（詳細請參閱南

區簽到表） 

5 位志工填寫本課程問卷，結果

顯示 100%參與的志工認為此

次的活動的課程規劃及整體印

象都很好，工作坊的課程能夠

符合預期及滿足需求。 

 

8 月 27 日 
北部（桃園百

吉國小） 

有 8 個志工團隊（富陽公

園、牡丹心、台灣鳥蛙、台

北小雨蛙、桃園藍鵲家族、

荒野桃園分會、龜山福源團

隊、行政團隊）共 21 個志

工人員參加。（詳細請參閱

北區簽到表） 

課程結束後，有 19 位志工填寫

本課程問卷，結果顯示 95%參

與的志工認為此次的活動的課

程規劃及整體印象都很好，工

作坊的課程能夠符合預期及滿

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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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簽到表：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四）建立人才資料庫 

1.人才資料庫規劃 

1)目的：本計畫為了達成建置台灣兩棲類資源監測系統與推廣工作，將建立台灣

兩棲類保育網，並整合串接其所屬的資訊平台及資料庫，以提供兩棲類

生態影像及生態日誌的資料庫系統分析。站內將設置監測通報系統，以

及建立各區人才資料庫，給予各區志工團隊支援與協助，收容外來種蛙

類、畸型蛙與病蛙。 

2)招攬對象：獸醫、網路資訊、專家學者、工程單位等 

3)權利與義務 
(1) 成為保育網會員 
(2) 加入行政團隊： 

a. 權利：享有使用保育網資源調查資料 
b.義務：協助單位所屬區域志工團隊提供學術支援、收容外來種與病蛙、畸

形蛙、協助回覆論壇問題。 
c. 除基本聯絡資料外可加入個人網頁連結。 

4)人才類別 
(1) 獸醫：北、中、南、東在地獸醫或研究所，對研究蛙類病理有興趣者，可收

容病蛙與畸形蛙。 
(2) 專家學者：招攬北、中、南、東在地學者專家 
(3) 公共工程：生態工法相關 
(4) 網路資訊：網路管理、網站管理、程式設計、網頁設計 

 
 

2.專家顧問邀請函 

 專家顧問邀請函 
 
台灣兩棲類資源監測系統建置與推廣計畫，是林務局補助東華大學楊懿如副教授執行之

兩棲類保育計畫，本計畫培訓志工組成團隊進行野外調查，並將資料回報臺灣兩棲類保育網，

以協助臺灣兩棲類生態之長期監測。本年度計畫將在兩棲類保育網內建置監測通報系統，以

及建立人才資料庫，給予兩棲類保育志工團隊及時的支援與協助。 
素聞您在生態保育領域學有專長，敬邀您擔任本計畫之兩棲類保育專家顧問，提供個人

資料協助建立人才資料庫，並作為網站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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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兩棲類保育專家顧問名錄  意願調查表 

□ 本人同意列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業管理計畫－台灣兩棲類資

源監測系統建置與推廣計畫」之兩棲類保育專家顧問名錄，並提供作為資

料庫建置及網站查詢使用。 

專家顧問基本資料確認： 

姓 名  

工作單位  

職 稱  

 
聯絡方式 

 

專 長  
 
 

□ 本人不願意列名。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家學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懇請於 10 月 24 日（日）前以 E-mail 回傳本意願調查表，謝謝您。 

＜調查表聯絡及回覆資訊如下＞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專案助理/聯絡人 : 蔡雯嘉 小姐  

E-mail:  froghome@mail.ndhu.edu.tw  電話：(03) 8227106-1530 , 091998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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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棲類保育網人才資料庫建置 
 已有18位專家願意擔任本計畫的專家顧問，各專家顧問的資訊皆已經公告在台灣兩棲類保育網，其詳細資料如下： 

姓名 單位 專長 電話 email 
杜銘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生理生態 兩棲爬蟲 02-277346320 seakrait1@gmail.com 
周文豪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動物學組 生態學  生物地理 04-23226940 轉 300 whchou@mail.nmns.edu.tw 
林思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脊椎動物學、保育遺傳學、分子演化學 02-77346246 fish@ntnu.edu.tw 

邵廣昭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系统分類學、海洋生態、生物多樣性資

訊學 
02-2782-1724 zoskt@gate.sinica.edu.tw 

吳聲海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兩棲類生態、演化 04-22840319 轉 711 shwu@dragon.nchu.edu.tw 
林春富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兩棲類動物學、生理生態學 049-2761331 轉 560 spring@tesri.gov.tw 
邱銘源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道路生態工法 02-8914-7697 ceo.eef@gmail.com 
陳瑞賓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生態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 02-29332233 being@e-info.org.tw 
林曜松 台大生命科學系 保育 02-33662500 yslin@ntu.edu.tw 
莊孟憲 真理大學生態觀光經營學系 生物學、生態學、社區參與 06-5703100 轉 7453 mrch@ms46.hinet.net 
呂光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兩棲爬行動物，生態學，演化生物學 02-7734-6313 luky66@ntnu.edu.tw 

林華慶 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 
野生動物生態研究，保育生物學，野生

動物棲地保育實務，野生動物圈養管理

與教育展示 
02-23515441 轉 655 franklin@forest.gov.tw 

彭國棟 亞洲大學休憩系 
野生物調查與保育、環境教育、生態社

區營造 
0933500917 peng.kd@msa.hinet.net 

林德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 
兩棲爬行類(溫度生理、生殖週期、族群

動態、動物行為、生物統計、演化生物)
049-2761331 轉 566 dnlin@tesri.gov.tw 

陳麗淑 國立海洋科技館籌備處 海洋保育、海洋環境監測、推廣教育 
02-2469-6000 
轉 5011 

LSCHEN@mail.nmmst.gov.tw 

張瓊文 
(張東君) 

財團法人臺北動物園保育教育基

金會 
動物行為學、動物生態學、兩棲爬蟲

學、科普寫作 
02-2239-2587 frogwit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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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 專長 電話 email 

陳賜隆 臺北市立動物園爬蟲館館長 
兩棲爬蟲分類、生物地理、生態學、動

物行為 
(02)29382300 轉 238 dwx24@zoo.gov.tw 

陳王時 伯驊印刷有限公司 鳥類、蝴蝶、蛙類 
0939137611 
02-2816-2573 

mikado.frogs@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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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熱點資料庫及地圖光碟資料製作 

透過收集文獻資料、圖鑑、手冊等方式，將台灣蛙類重要棲地製作為Google Earth
檔，以下為Google Earth檔簡介： 

棲地保育是生物多樣性保育中重要的一環，在進行棲地保育時，需對於棲地進

行查明與監測，以了解生物多樣性現況與變化。這些資訊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挑選出

重要棲地，便能有助於推動生態保育。2003-2011年，全台52個兩棲保育志工團隊

共記錄到33種蛙類、63757筆調查資料。首先用ESRI ArcGIS將調查資料轉換成

1km×1km的網格系統，並匯出成Google Earth可讀取的kmz檔案，之後於Google Earth
上匯入所有志工調查網格，選定生物多樣性熱點與保育類的網格為台灣蛙類的重要

棲地，並使用Google Earth內建的地標模式，編輯重要棲地的分佈資訊。資訊內容

包含縣市名稱、地點名稱、出現蛙種、熱點尺度、蛙種相關資料。將內容儲存後即

完成志工調查樣區的Google Earth檔案建置。檔案公佈於台灣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

網(http://tad.froghome.org/)，提供志工與一般民眾瀏覽，志工們除可了解調查樣區分

佈情形外，亦能作為樣區管理的參考資料，並提升保育行動的參與感；一般民眾則

可了解台灣蛙類保育成果，並藉此鼓勵參與棲地保育。檔案也主動提供給保育相關

的公部門，作為擬定保育措施的參考資料，以保護臺灣蛙類重要棲地。 
以下為台灣蛙類重要棲地（Important Frog Area）於Google Earth展示，詳細內

容可至http://tad.froghome.org/charts/Important_Frog_Area/main.html下載，相關操作

流程請參閱附錄五。 

 
圖 3、台灣蛙類重要棲地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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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兩棲保育志工所調查樣區(亮綠色方格) 

 

 
圖 5、保育類分佈網格(標誌為志工守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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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熱點分佈網格(標誌為心形紅框) 

 

 
圖 7、蛙類重要棲地資訊(保育類) 

 



 40

 
圖 8、蛙類重要棲地資訊(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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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年度志工大會暨監測系統發表會及專家顧問會議 

1.年度志工大會 

1) 辦理時間：2011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2)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二樓會議室 
3) 參加對象及人數：共有 11 位貴賓（林務局保育組組長管立豪組長、林務局保

育組林國彰科長、林務局保育組王守民先生、緯創人文基金會姚仁壽執行長、

特有生物研究中心楊育昌先生、林旭宏先生及陳明弘先生、台北市立動物園

爬蟲館陳賜隆館長、台北市立動物園基金會張東君小姐、台師大生命科學系

呂光洋榮譽教授、東華大學林聖芳老師）及 74 位志工（請參閱簽到表）參與 
4) 議程 

 
5)活動內容 

(1) 全國兩棲類保育志工成立：目前於各縣市之志工團隊共計58個團隊，共260
人。 

(2) 志工授旗：將保育志工旗幟頒發給各分區大隊長。 
(3) 志工表揚與授證：特別邀請林務局保育組林國彰科長、緯創人文基金會姚仁

壽執行長、與會貴賓呂光洋教授、台北市立動物園爬蟲館陳賜隆館長及動物

園基金會張東君小姐，為志工授證及頒發特別貢獻獎項。 
(4) 2011年兩棲類調查成果：2011年度志工共上傳12,675筆調查資料。 

 
 
 

時間 項目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播放「護蛙之路，我們逗陣走」影片 

10:20~10:40 播放「愛聽情歌的腳印」影片 

10:40~11:15 2011 兩棲類調查成果報告 

11:15~11:45 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目標與分區授旗 

11:45~12:00 播放「水鳥樂園賞蛙趣」紀錄片 

12:00~13:00 午餐及志工交流 

13:00~13:20 指導單位致詞/ 主辦單位致詞/與會貴賓致詞 

13:20~13:40 頒發 2011 年度貢獻獎項與志工授證 

13:40~13:50 與會人員合照 

13:50~14:30 台灣兩棲資源調查監測系統建置現況介紹 

14:30~14:40 茶點時間 

14:40~15:45 2011 兩棲類保育志工分享 

15:45~16:45 茶點時間 

16:45~17:00 綜合討論 

17:00 大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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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度累計最多調查資料獎(至 2011/11/08 為止)－5 組 

資格：已上傳 2011 年度資料並完成審核之團隊 
團隊名稱 有效資料筆數 

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組 4586 
台東日昇團隊 3024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2688 
宜蘭李佳翰團隊 2351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1842 
2011 年度生物多樣性獎(至 2011/10/31 為止)－5 組 
團隊名稱 調查物種數 

TNRS 團隊 26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25 

宜蘭李佳翰團隊 25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22 

桃園藍鵲家族 21 
 
 

2011 年度最多調查資料獎(至 2011/10/31 為止)－5 組 
團隊名稱 有效資料筆數 

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組 2287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1190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858 
台北富陽團隊 720 
宜蘭李佳翰團隊 643 

 
 

2011 年度苦行僧獎(至 2011/10/31 為止)－5 組 
團隊名稱 調查樣點數 

TNRS 團隊 36 
台東日昇團隊 32 

宜蘭李佳翰團隊 17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16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15 
 
 

2011 年度上山下海獎(至 2011/10/31 為止)－5 組 
團隊名稱 海拔(公尺) 

台中鳥榕頭團隊 33-2063(高差 2030) 
TNRS 團隊 14-1936(高差 1922)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3-1649(高差 1646)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4-1358(高差 1354) 

雲林幽情谷團隊 125-1135(高差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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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調查最多月份獎(至 2011/10/31 為止)－6 組 
團隊名稱 調查月份數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10 
台南昕佑景安小隊 10 
宜蘭李佳翰團隊 10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10 
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組 10 

百吉國小 10 
 

2011 年兩棲部落經營獎(至 2011/11/8 為止) －7 組 
團隊名稱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宜蘭李佳翰團隊 
綠自然工作小站 
鄉野蛙小隊 
TNRS 團隊 
諸羅小隊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6)2011年度兩棲類調查成果發表：今年度志工團隊共計上傳12675筆調查資料，為了

解各蛙種在台灣的分佈現況，將今年調查資料與10km網格進行結合，以網格方式

呈現今年度台灣蛙類的調查情況。 
7)說明兩棲類保育志工目標，並提出明年(2012年)重點保育工作為移除外來種斑腿樹

蛙。 
8)志工分享：共7個團隊分享今年度的兩棲類調查心得。 
9)製作品分別為：兩棲類保育志工旗幟6面、月曆200本、筆記本400本、志工大會手

冊100本、志工大會光碟100份、影片3部、成果展示海報54張、活動海報10張、志

工證及感謝狀。 
活動現場影像記錄請參閱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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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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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顧問會議 

時間：2011.11.09(週三)下午 14:00~16:30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會議室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執行單位: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說明： 

兩棲類資源調查監測系統自 2009 年起接受林務局補助進行建置規劃，並於

2009~2010 年各舉辦兩次專家顧問會議，針對資源調查資訊管理規劃及志工如何

運用資訊平台通報、協助處理與追蹤紀錄棲地改變、病蛙、畸形蛙、外來種等狀

況，給予指導。今年度系統已針對過去兩次會議結論完成改版，希望各位專家能

持續給予建議。此外，考量到公部門間存在各類型資料庫，網站間的合作將有助

資料的統整與分享，但在資訊交流的過程中是以學名為主，所以使用適當的名錄

系統是非常重要的事，這需要各方專家參與本次專家顧問會議給予協助與指導!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4:00-14:15 兩棲類資源調監測系統建置計畫說明 楊懿如 
14:15-14:45 兩棲類資源調監測系統網站展示 黃湘雲 
14:45-16:00 討論議題：台灣兩棲類物種名錄系統 與會人員 
16:00-16:30 茶敘 / 意見交流  

16:30 散會  
 
詳細專家顧問會議的會議記錄請參閱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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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顧問會議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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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建議 
（一）完成監測系統整體測試與修改 

透過增能工作坊的實作更可以了解使用者端的操作狀況，作為改善介面的參

考，未來會將系統實作列入保育志工工作坊活動內容。在樣區管理部分還是要引

導志工們了解定義樣區的重要性，降低修改樣區的狀況。在通報系統部份除了提

供文字內容說明外，未來會加入可上傳檔案或加入外部連結方式，讓主辦單位可

較清楚了解通報現場的狀況。 

在蛙類物種名錄部份，將與中研院TaiBif物種名錄同步，在此部分也有需要重

新整理蛙類生物描述資料庫及管理介面。 

由於台灣兩棲類資訊網與實體組織運作資訊流通的架構雛型完成，在未來運

用網站機制來辦理培訓工作坊、宣導講座活動，將有助於兩棲保育志工分區輔導

及社區推廣的運作。 

（二）建置賞蛙情報網及兩棲類生態影像網 

賞蛙情報網及兩棲類生態影像網的建立將會帶來較大量的檔案，在未來硬體

系統、資料備份及網路架構的規劃都要考量並擴增設備，至於個人使用空間及上

傳檔案限制需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尤其是動態影像方面，檔案較大使用空間也大，

在播放時也要考慮網路品質，所以未來除擬定上傳規範之外，需要建立原始檔案

管理機制，主機保管資料應針對值得長期典藏的檔案。 

影像網的動態影像呈現部分，在開發過程中遇到軟硬體及效能問題，目前可

上動態影像，但轉檔與播放部分仍有問題，目前已經找到可能的解決方式，但需

要時間來處理，故目前影像網先以提供上傳靜態影像為主。 

在使用介面操作部分也會在未來透過活動實作方式來逐步調整內容與文件。 

（三）辦理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 

在增能工作坊活動中，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部分學員反應希望可以利

用寒暑假，多開些蛙類學習及外來種移除等課程，以及到各地研習探索課程，希

望能對台灣生態環境及蛙類對於農作物的幫助有更多了解。 

藉由增能工作坊的活動執行來建立分區輔導模式，培訓地方種子志工，進而

開始進入社區，可帶領社區居民去了解住家周遭的環境，並透過兩棲類保育網、

賞蛙情報及兩棲類影像庫來整合觀察資料，運用兩棲類來監測社區的環境狀況。 

（四）建立人才資料庫 

目前人才資料庫的專家顧問多屬學術及研究單位，未來邀請的人才範圍可更

加廣泛，並建立地區性、區域性的專家顧問聯繫網絡，提供全台灣各地區的兩棲

類志工夥伴相關問題諮詢及專業的協助。 

（五）熱點資料庫及地圖光碟資料製作 

熱點資料庫及重要棲地地圖資訊原本預定製作成為光碟，由於資料內容在未

來會不定期增修並且希望其資訊能夠提供給更多人了解，所以改採將資料全部放

到網站上提供給有需要了解的人下載，隨時可取得新版本的資訊，相較於光碟更

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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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年度志工大會暨監測系統發表會及專家顧問會議 

本年度志工大會除了發表今年度調查成果外，亦頒發志工證、志工服務證明

書及表揚兩棲類資源調查貢獻獎，並邀請學術界、民間團體及相關公部門單位出

席，和全台灣志工夥伴們分享經驗及問題討論，在未來志工大會的辦理，可增加

貢獻獎的獎項，以及增加時間讓志工們分享彼此的調查經驗及成績。 

本年度專家顧問會議主要針對兩棲類物種名錄進行確認，未來將持續與中研

院合作，由專家顧問共同討論修訂物種名錄，將新修訂的物種名錄於網頁上公布，

並於網頁上說明修訂的日期及修訂者等相關資訊，亦會在每年志工大會公布修改

後的兩棲類新的名稱，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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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監測系統建置 
1. 兩棲類保育網 http://www.froghome.org 

 
圖 9、兩棲類保育網首頁 

 
圖 10、會員權限說明示意圖 



 58

 
圖 11、兩棲保育志工加入方式 

 
圖 12、建立兩棲類保育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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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通報系統流程示意圖 

 
圖 14、通報系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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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建立兩棲類專家顧問團的人才資料庫 

 
2.兩棲類調查資訊網 http://tad.froghome.org 

 
圖 16、兩棲類調查資訊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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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統計資料庫 

 
圖 18、上傳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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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上傳物種資料 

 

 
圖 20、審核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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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樣區查詢 

 

 
圖 22、新增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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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編輯樣區 

 
圖 24、匯出調查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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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圖表內容(1/2) 

 
圖 26、圖表內容(2/2) 



 66

 
圖 27、EXCL 讀取的 CSV 檔 

 
圖 28、統計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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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統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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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灣兩棲類影像庫功能簡介 

 
圖 30、台灣兩棲類影像庫 

 
圖 31、台灣兩棲類影像庫相簿功能啟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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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台灣兩棲類影像庫相簿功能啟用流程－服務說明頁面 

 

 
圖 33、台灣兩棲類影像庫相簿功能啟用流程－啟用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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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個人相簿列表 

 
圖 35、選擇相簿點入後可看到相簿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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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單一影像詳細畫面 

 

 
圖 37、下拉看到自己及訪客的回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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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點選團體相簿－可看見團隊建立的相簿列表 

 
圖 39、團體相簿－團隊成員相簿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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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進階搜尋影像 

 

 
圖 41、進階搜尋影像-搜尋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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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管理後台 

 
圖 43、點選上傳影像－可上傳至之前已建立的相簿或新增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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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上傳影像－新增相簿 

 
圖 45、上傳影像－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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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上傳影像－選擇定位方式－可選擇現有賞蛙點或新增賞蛙點 

 
圖 47、上傳影像－新增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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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上傳影像－新增影音－選擇分類標籤清單 

 

 
圖 49、上傳影像－新增影音－確認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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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影像管理－編輯影像 

 

 
圖 51、影像管理－編輯影像-單一影像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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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影像管理－編輯影像-搜尋單一影像 

 

 
圖 53、影像管理－編輯影像-搜尋單一影像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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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相簿管理－相簿清單畫面 
 

 
圖 55、相簿管理－相簿清單畫面-編輯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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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 

 
圖 56、台灣賞蛙情報首頁 

 

 
圖 57、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文章列表六大分類－賞蛙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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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文章列表六大分類－賞蛙分享 

 

 
圖 59、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文章列表六大分類－知識練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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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文章列表六大分類－蛙類與人 

 
圖 61、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文章列表六大分類－保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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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台灣賞蛙情報功能簡介－文章列表六大分類－活動訊息 

 

 
圖 63、台灣賞蛙情報帳號啟用流程－啟用提醒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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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台灣賞蛙情報帳號啟用流程－服務說明 

 
圖 65、台灣賞蛙情報帳號啟用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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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個人部落格首頁 

 

 
圖 67、賞蛙情報文章內文可展開顯示標定的地圖及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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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賞蛙推薦畫面-可連結分布圖及物種基本資料 

 

  
圖 69、賞蛙推薦畫面-在地圖點位可對應所屬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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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進階搜尋畫面 

 

 
圖 71、進階搜尋畫面-搜尋結果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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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發表一般文章或賞蛙情報登入 

 
圖 73、發表個人一般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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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個人一般文章－地圖座標輸入 

 
圖 75、個人一般文章－插入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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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個人一般文章－插入圖片選擇尺寸 

 

 
圖 77、個人一般文章－可自行輸入文章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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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個人一般文章－可運用系統快速選單填文章標籤 

 

 
圖 79、個人一般文章－可自行輸入發表時間 



 93

 
圖 80、個人賞蛙情報登錄－文章編輯頁面 

 

 
圖 81、個人賞蛙情報登錄－詳細填寫觀察記錄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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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個人賞蛙情報登錄－填寫文章內所介紹的蛙類資訊 

 

 
圖 83、個人賞蛙情報登錄－填寫完成後會有系統說明 

 



 95

 
圖 84、個人賞蛙情報登錄－可自行輸入文章標籤或選擇系統標籤 

 

 
圖 85、個人賞蛙情報登錄－編輯完成後可儲存草稿或直接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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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團隊部落格首頁 

 

 
圖 87、團隊部落格－發表保育行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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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團隊部落格－保育行動－必填觀察記錄 

 

 
圖 89、團隊部落格－保育行動－填寫事件地點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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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團隊部落格－保育行動－可依照地點或時間選擇插入統計資料 

 
圖 91、團隊部落格－保育行動－可插入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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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觀看其他人文章及回應 

 

 
圖 93、管理後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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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管理後台－可新增文章及修改已發表文章 

 

 
圖 95、管理後台－可進行草稿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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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管理後台－回應管理畫面 

 

  
圖 97、管理後台－個人部落格統計資料-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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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管理後台－個人部落格統計資料-人氣文章 

 

 
圖 99、管理後台－行政團隊統計資料-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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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管理後台－行政團隊統計資料-人氣文章 

 

  
圖 101、管理後台－行政團隊統計資料-團隊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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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蛙蛙 Live Show- 兩棲類保育志工增能工作坊 
1.巡迴志工保育座談及進階課程活動宣傳網站 

 
圖 102、增能工作坊活動公布網頁：台灣兩棲類保育網 

 

 
圖 103、增能工作坊活動公布網頁：蛙蛙世界數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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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增能工作坊活動公布網頁：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圖 105、增能工作坊活動公布網頁：青蛙公主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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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照片 
北部場次：桃園百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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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場次：彰化田尾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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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場次：真理大學白宮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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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場次：台東馬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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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講義 
 

 
臺灣兩棲類資源調查暨 

保育志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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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棲類保育志工使命與願景 
東華大學兩棲保育研究室 楊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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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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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棲類保育網簡介及會員資料說明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呂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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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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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成為志工及權限說明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張志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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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工漫步在雲端－運用網路來學習監測保育台灣兩棲類 

東華大學兩棲保育研究室 楊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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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資料上傳及樣區管理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龔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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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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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140



 1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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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資料審核及資料匯出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呂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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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16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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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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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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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線上服務障礙回報說明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黃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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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171



 172



 17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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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來種斑腿樹蛙控制及監測說明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楊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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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問卷 

蛙蛙 Live Show-兩棲類保育志工增能工作坊 
活動問卷 

各位兩棲類保育夥伴您好，感謝您參與本場次的增能工作坊，為了能讓往後的活

動更貼近及符合您的需求，因此期盼您提出寶貴之意見，協助填寫此份問卷，以作為

日後舉辦相關活動之改進方向與參考依據。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問卷分析結果僅作為本研究室未來舉辦活動之參考依據，

請您安心填寫，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東華大學  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敬上

一、活動內容： 
  非 

常 
不 
好 

 
 
不 
好 

 
 
普 
通 

 
 
很 
好 

 
非 
常 
好 

1 您覺得本活動的課程規劃？ 1 2 3 4 5 

2 您覺得本工作坊給您的整體印象？ 1 2 3 4 5 

3 您覺得本活動是否有符合您的預期？ □有 □沒有，因為                           

4 您覺得本活動是否有符合您的需求？ □有 □沒有，因為                           

二、其他問題： 

1 請問您從何處得知本活動的訊息？ □本研究室 e-mail 聯繫 □朋友告知 
  □兩棲調查資訊網刊登 □兩棲部落刊登 
  □其他  
2 請問您覺得本活動的課程時間安排如何？ 

                                                                             

志工請回答以下 3、4 題；非志工請回答第 5 題 

3 請問您至今參與兩棲保育志工幾年？ □1 年以內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4 請問您希望行政團隊提供您哪些協助？ 

                                                                              

                                                                             

5 請問您覺得參與本活動後是否促使您加入志工團隊？(若您願意加入團隊，請留下聯繫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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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熱點資料庫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 
1. 若尚未安裝 Google Earth 軟體，請至以下網址進行安裝： 
   http://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index.html 

 
 
2.安裝完畢後開啟光碟片的內容，此時「台灣蛙類重要棲地」的圖示應已變成 Google Earth

圖案 
  
 
 
3.開啟「台灣蛙類重要棲地.kmz」後，Google Earth 主畫面會直接顯示台灣全島畫面。

綠色框的格子為志工調查的所有樣區，其中有「 」的為保育類棲地；有「 」

為熱點所在地。 
4.每個蛙類重要棲地點進去後，都會有相關資訊顯示。 
  保育類棲地顯示縣市鄉鎮、地名、蛙種及該蛙種相關資料；熱點所 
  在地則顯示縣市鄉鎮、地名及出現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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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相關資料」的網頁開啟後為亂碼，請至 Google Earth 上欄的「工具」→「選項」

→「一般」→把「顯示外部瀏覽器網頁結果」的選項打勾即可。 
 
應用： 

Google Earth 提供了許多圖層與功能，除了在閱覽時增加樂趣外，對於學術研究或推

廣教育都是很有助益的。以下簡單介紹一些跟棲地保育有相關的應用。 
1.歷史棲地圖： 

棲地破壞是蛙類目前面臨的最主要危機，藉由 Google Earth 歷史衛星圖像，我們可

以大致了解不同時期蛙類棲地的變化。 
這邊需留意的是，由於 Google Earth 在台灣各地的衛星影像拍攝時間皆有所不同，

因此有些地方可能只能看到兩個年段的變化(以下圖基隆摃子寮為例，可以看到 2003、
2004、2009 年衛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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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片瀏覽： 

Google Earth 也提供平台讓一般民眾上傳照片，因此我們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這些資

料，如果您想到當地一探，或者您想看比衛星圖更清楚的圖，便可以參考這些實地拍攝

的照片。 

 
3.飛行遊覽： 
 Google Earth 提供另一個有趣的應用是飛行遊覽。藉由滑鼠的操控進行飛行，並可

以錄下飛行的路徑，而右上角的方向選鈕更可以讓您用不同角度進行飛行。藉由飛行與

左側選單勾選 

點選圖示便可觀看照片

可藉由時間軸來觀看歷史圖像

上欄選單有個時鐘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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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視覺，可以看到志工們樣區的分佈概況，對於重要棲地的位置也會有更深的了解。 

 
 

點選圖示便可進行錄製

調整視角、方位及進行飛行

紅色按鈕開始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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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志工大會活動 
一、志工大會網頁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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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工大會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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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專家顧問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100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16：30 
地點：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七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台師大生命科學系呂光洋、國立中興大學吳聲海、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林

春富、國立科學博物館周文豪、台北市立動物園陳賜隆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賴昆祺、許正欣、李香瑩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楊懿如、黃湘雲、蔡雯嘉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王守民 

 
議題一、台灣兩棲資源調查監測系統 
結論： 
（一）系統網頁： 

1.網頁上的回首頁，需訂清楚，以免造成混淆失去各網域的位階關係。 
2.網頁上出現五個網站名稱似乎會失去各網域的位階關係，可用其他方式說明清楚。 
3.建議日後可發展為中英文網站。 

（二）資源調查： 
1.統計資料庫需清楚說明使用的權限，資料引述要註明，以免遭不當使用。 
2.若要大量下載統計資料，需有正當的申請程序，經過審核後才能給予資料。 
3.匯出資料的地方，計算生物多樣性的部分要註明 Shannon’s 的公式及年份說明。

建議是別在網頁上提供多樣性計算功能，免遭誤用。在每年年度報告中，方以正

確的方式計算生物多樣性，提供志工參考。 
（三）賞蛙情報及影像庫 

1. 外來種的照片及相關資料建議另外建立並鑑定，並提供資訊讓志工了解以正確判

斷該物種是否為外來種。 
2. 截取影片首頁縮圖需要找程式克服，讓程式自動截取畫面。 
3. 在上傳照片或影片時需增加規範說明，以免上傳者的檔案過小或不清晰，造成誤

解或網路空間的浪費。 
議題二、台灣蛙種名錄 
結論： 

1.物種名錄可參考國外發表的期刊、書籍等文獻（如：Amphibian Species of the 
World5.5）。 

2.可與中研院討論修訂物種名錄，並在網頁上說明修訂的日期及修訂者等相關資

訊，以供參考。 
3.新修訂的兩棲類物種名錄可於每年志工大會公布其新的名稱（如：學名或中文名

等）。建議保育類的蛙類名稱，其學名及中文名需特別標示。 
議題三、其他建議 
結論：敬邀陳賜隆委員整理兩棲類名錄相關的國外文獻，日後可針對此部分召開專家顧

問會議，將兩棲類名錄修訂為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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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顧問會議影像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