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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 年 11 月在南投草屯紀錄到被 ISSG 列為全球百大入侵種之一的海蟾

蜍，鑑於海蟾蜍為入侵性極強的外來種，在其他各國造成嚴重生態災害，影

響當地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健全，在入侵初期有必要瞭解其分布與族群

概況，並進行移除。將南投草屯地區以 200*200 公尺為一個樣區單位，劃設

樣區網格，並安排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的志工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人員，對各網格進行海蟾蜍的數量、分布現況的調查及個體移除，並集中收

容。自 11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共計 71 組次調查隊伍，254 人次參與海蟾蜍

的分布調查及移除工作。目前累積調查 578 格，其中 81 格有調查到海蟾蜍，

共計 176 個點位 (包含訪談及民眾回報)。以烏溪以南至台 14 線之間為主要分

布區域，包括新豐里、御史里、中原里、北勢里及土城里，以御史里周邊至

北勢里為調查到較多海蟾蜍的區域。自 11 月 7 日至 30 日止，特生中心安置

海蟾蜍總量為 299 隻，其中包含公蛙 141 隻，母蛙 143 隻，幼體 4 隻，未知

性別 12 隻。公蛙體長中位數為 13.09 公分，母蛙體長中位數為 14.3 公分，幼

體體長平均值為 5.7 公分。公蛙體重中位數為 262.1 公克，母蛙體重中位數為

290.7 公克，幼體平均值為 12.2 公克。回朔民眾回報的 2019 年照片及 2020 年

的路殺資料，訪談民眾表示 2020 偶爾會見到海蟾蜍，直到 2021 數量才明顯

增加，推測海蟾蜍在草屯地區的入侵歷史將近 3 年，屬於入侵初期，族群開

始增加及擴散時期，應加強移除及圍堵。建議持續進行調查，了解海蟾蜍對

生態的影響；辦理宣導活動，加強社區民眾通報；辦理工作坊，培訓當地居

民協助移除海蟾蜍；採用各式陷阱，加強移除控制成效。 

 

  



外來種海蟾蜍調查與移除計畫 

8 

 

 



 

9 

第一章  、前 言 

一、計畫緣起 

在 IUCN 的定義中，外來種是一物種或其可存活與繁殖的任何部份，出

現於其自然分布區域和可擴散範圍之外；若該物種已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環

境中建立穩定族群，並可能會威脅原生生物多樣性者，則稱為外來入侵種

(Alien invasive species) (IUCN, 2000)。外來物種產生的危害是目前全球生物多

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之ㄧ(Roemer et al., 2002)，除了對當地的原生種無脊椎動

物產生捕食壓力(Beard et al., 2008) 之外，也可能造成生態系統改變(Sin et al., 

2008；Richter-Boix et al., 2013)或是造成公共衛生問題，及經濟上的損失

(Hunter, 1996；Parkes, 1996；Williamson,1996）。在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中亦有明文指出，應避免引入、並控制

和消除那些威脅生態系統、生境或物種的外來物種。 

海蟾蜍(Rhinella marinus)平均吻肛長為 12-15 公分，少數雌性可達 20 公

分以上，有時甚至可以發現 30 公分左右的個體，雄性個體稍小於雌性個體。

成體皮膚粗糙且佈滿疣粒，顏色從淺褐至深褐色或是黑色皆有，有明顯鼓

膜，鼓膜大小約為眼睛的 1/2 或是 2/3 大，耳後腺大且延伸至肩部上緣，受到

刺激時會分泌毒液(Gautherot, 2000)。卵僅需 24-72 小時即可孵化成蝌蚪，且

2-7 周即可變態成小蛙此時體長約 1 公分(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

2021)，大約 1 年可成長至 7-8 公分且達到性成熟。由於體型龐大、發育速度

快，在入侵後影響當地多種原生物種，造成嚴重的生態問題 (Shine,2010)，在

ISSG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被列為全球百大入侵種之一。 

在 2021 年 11 月 6 日， 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的 TNRS 團隊接到社區

志工通報，在南投縣草屯鎮一處菜園出現大型的蟾蜍，經過比對後確認後為

海蟾蜍。為了避免擴散，危害台灣的自然生態，規劃協會志工與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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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人員，前往草屯進行移除控

制，也希望能瞭解其族群現況及分布範圍，擬定未來控制策略。 

 

第二章  、調查方法 

一、海蟾蜍野外移除及分布現況調查 

1.樣區規劃 

以 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10 日的前期調查資訊為基礎，將已確認有海蟾蜍分

布的位置標定出來（圖 1），並以 200*200 公尺的小網格為一個樣區單位，套疊

於以確認有海蟾蜍出現的位置（紅點），並以此範圍做為圓心區域（圖 2），再

從核心區域向外延伸一公里，畫設黃區，並逐步向外調查(圖 3)。並與社區民

眾、特生中心合作進行網格的調查，調查分為三梯次，第一、二、三梯次分別

以 A、B、H 區為主(圖 4)。 

 
圖 1、最初回報樣點。(本計畫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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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以 200*200 公尺網格套疊核心區。(本計畫團隊繪製) 

 

圖 3、核心區域外推 1 公里。(本計畫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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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樣區分區圖(A、B、H 分別為第一、二、三梯次志工調查。(本計畫團隊繪

製) 

 

2.移除及分布現況調查執行方式 

將鄰近的 10 個網格編為一區，分配給協會志工及特生中心人員進行調

查，每組人員每晚進行約 10 個小網格的調查，每個小網格至少調查 10 分

鐘，並盡可能搜查與移除海蟾蜍，若 10 分鐘後尚無觀察記錄，則得以換到下

一個小網格。 

人員進行調查前會先透過 Google Maps 衛星模式(圖 5)，檢視負責區域內的

網格，以規劃調查路徑，並尋找海蟾蜍可能適合的環境，如：稻田、收割稻

田、菜園、果園、水池、溪流、圳道、溝渠、苗圃、盆摘、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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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Google Maps 衛星影像與小網格(200 公尺*200 公尺)。(本計畫團隊繪製) 

 

調查時參照海蟾蜍調查之紀錄項目與說明(表 1)，在紀錄表上記錄調查日

期、調查人員、網格編號、調查概況、環境描述、座標等，以利後續統計及分

析分布現況。並記錄海蟾蜍的觀察數量、移除數量，若有發現幼蛙（小於 5 公

分）則需特別註記，用於後續評估該地點是否可能有海蟾蜍繁殖的族群。調查

結束後，可透過 google 表單（附錄一）方式回傳資料。調查時可參考以下 5 種

情況，填寫紀錄及回報資料。 

(1) 無觀察記錄:直接回報「網格編號」、「調查狀況:無記錄」 

(2) 同網格內兩個位置以上沒有紀錄:將兩個位置資料分別上傳至表單 

(3) 有一個點有記錄:可回報「網格編號」、該點「座標」 

(4) 有兩個點以上:分成 2 次以上回報，個別填寫網格編號、座標、地名 

(5)沒記錄但推薦未來可再來監測或移除:需回報網格編號、座標、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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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海蟾蜍調查之紀錄項目與說明 

項目 說明 

調查日期 當天日期 

聯絡人 小隊長 

網格編號 200 公尺的小網格編號 

調查概況 無法進入、有調查沒看到海蟾蜍、有觀察到海蟾蜍 

環境描述 勾選:1.稻田、2.收割稻田、3.菜園、4.果園、5.空地、

6.住 

宅、7.溝渠、8.溪流、9.水池、其他(請填寫) 

經緯座標 以「度」為單位，先緯度後經度，中間「, 」隔開 如:

「23.997495, 120.689476」，建議至少小數點下 5 位 手

機可用以下方式擷取座標 

https://forms.gle/i8MRyHjbyKF8nT3A6 

地標名稱 可供搜尋確認的地名、路名、地址、學校、公司... 若現

場擷取座標，確認無誤者，可不填寫地名 

觀察數量 包含成蛙、幼蛙，沒有寫 0 

移除數量 包含成蛙、幼蛙，沒有寫 0 

幼蛙數量 額外填寫該次調查中有多少幼蛙(小於 5 公分)，以供判 

斷是否有繁殖族群 

微棲地類型 簡易描述觀察到海蟾蜍的微棲地類型 

重點移除 協助評估該樣點或網格是否要列入未來重點移除地點，以 

供後續安排調查移除的強度 

補充說明 任何情報或說明均可備註 

 

3.捕捉、保定及暫時安置方式 

在調查過程中若觀察到海蟾蜍則立即捕捉，暫時放置在洗衣袋或麻布袋

中，並確實封閉開口避免逃脫。在結束調查後，由協會指派之收容人員統一回

收，進行數量清點並暫時收容，最後交由特生中心處置。由於海蟾蜍容易分泌

有毒黏液，捕捉時穿戴手套（棉手套、乳膠手套、防滑手套、手扒雞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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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表 2、海蟾蜍移除工作時攜帶物品清單（依個人作業偏好自行調整）(本計畫團

隊彙整) 

類別 項目 

文書證件 志工證、調查移除公文 

照明工具 手電筒或頭燈 

資料登入 手機、記錄本（依個人習慣） 

捕捉器具 手套、網子 

清潔工具 洗手用的瓶裝水、洗手液 

安置工具 洗衣袋（大）、麻布袋（方便收口）、水桶、整理箱 

 

4.社區民眾通報及移除個體暫時收容  

海蟾蜍通報管道分為臉書社團通報、私訊通報兩種方式進行。一般民眾可

透過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臉書社團作為通報平台或以私人訊息方式提供資訊，

相關人員會將聯繫通報者，協助辨識發現之個體是否為海蟾蜍，紀錄海蟾蜍出

現地點、隻次等相關訊息，以利暸解海蟾蜍出沒區域，並派遣志工進行移除。 

通報者若自行捕捉海蟾蜍，會請通報者自行送往暫時收容處安置，或是派

遣志工協助將海蟾蜍收回至收容處。目前規劃與當地居民及社區志工合作，於

御史社區發展協會、立東商店以及社區志工棉姐住家，成立三個海蟾蜍暫時收

容處，協助暫時安置，最後統一回收至特生中心(通報流程表列為附錄二)。 

二、教育宣導用品製作 

1.製作海蟾蜍宣導傳單與海報 

 將文字轉換成圖像，製作成宣導傳單與海報，如：海蟾蜍基本生態資料、引

入歷史、辨識方法、收容資訊等資料視覺化，更能引起大眾興趣，並進一步了

解相關訊息。傳單與海報亦能配和宣導教育，能更有效的將正確觀念推行至社

會大眾，協助計畫執行團隊通報與移除，因此有必要製作宣導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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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結果 

一、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志工派遣及調查情況 

從表 3 顯示，自 11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共計 71 組次調查隊伍、254 人

次參與海蟾蜍的分布調查及移除工作，調查期間紀錄到海蟾蜍為 192 隻，並

移除 181 隻。以下分別做各梯次執行成果之描述: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2 日為前期調查，調查區域針對民眾通報有海蟾蜍的

點位進行調查與移除，此次調查人員為兩棲志工以及特生中心人員，共計 12

組次調查隊伍，51 人次參與，調查期間紀錄到海蟾蜍為 59 隻，並移除 58

隻。 

11 月 13 日為第一梯次測試調查，主要測試調查執行的可行性，過程中修

正並提升未來調查工作的流暢度。此次調查人員為兩棲志工，調查區域為

A01-A04，共計 11 組次調查隊伍，31 人次參與海蟾蜍的分布調查及移除，調

查期間紀錄到海蟾蜍為 56 隻，並移除 54 隻。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7 日為第二梯次調查，此次調查人員為兩棲志工及特

生中心人員，志工主要調查區域為 B01-B21，特生中心人員協助 C01-10、

D01-10 及 6 個小網格(G3383-84,G3272-74,G3161-63)進行調查，共計 43 組次

調查隊伍，151 人次參與海蟾蜍的分布調查及移除，調查期間紀錄到海蟾蜍為

63 隻，並移除 55 隻。 

11 月 28 日至 11 月 30 日為第三梯次調查，此次調查人員為兩棲志工及特

生中心人員，查區域為 H01-H05，共計 5 組次調查隊伍，21 人次參與海蟾蜍

的分布調查及移除，調查期間紀錄到海蟾蜍為 14 隻，並移除 14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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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志工派遣及調查概況表(本計畫團隊彙整) 

梯次 日期 
調查隊伍 

(組次) 
人次 調查區域 

海蟾蜍 

調查數

量 

海蟾蜍 

移除數

量 

前期

調查 
11/7-11/12 12  51  

御史里菜園及周邊 

龍佛宮 

登輝路 

美村社區 

御史里土地公廟周邊 

玉成社區 

北投新圳幹線起點至終點 

北勢湳蓮花池及周邊菜園 

烏溪南岸沿線 

玉屏路及土城 

G4160、G4271、G4827、

G4053 

59 58 

一 11/13 11 31  A01-A04 56  54  

二 
11/19-

11/27 
43 151  

B01-B21、C01-10、D01-10 

G3383-84,G3272-

74,G3161-63 

63 55 

三 
11/28-

11/30 
5  21  H01-H05 14 14 

總計  71  254   192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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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6 顯示志工自 11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的調查成果，因地形或環境因

素無法深入調查，共 50 格；於現場調查並無發現紀錄，共 450 格；有調查無

海蟾蜍，但訪談民眾表示有發現，共 10 格；有調查到海蟾蜍，共 55 格。發

現海蟾蜍的環境以蓮花池、菜園、果園、住宅庭院、溝渠、稻田等潮濕的人

為環境為主，樹林及乾燥的環境很少發現海蟾蜍。 

 
圖 6、志工調查成果。藍色方格表示志工於現場調查並無  發現紀錄，黃色方格

表示有調查無海蟾蜍，但訪談民眾表示有發現，橘色方格表示有調查到海蟾蜍，

白色是未調查。(本計畫團隊繪製) 

 

二、兩棲類保育志工調查及在地民眾通報之結果 

統整志工、特生中心、社區居民及其他人員移除、通報及訪談等資料，

繪製海蟾蜍範圍如圖 7 所示，以台三線以東、烏溪以南至台 14 線之間的區域

為主。目前累積調查 578 格，其中 81 格有調查到海蟾蜍，共計 176 個點

位 。目前在新豐里、御史里、中原里、北勢里及土城里，以御史里周邊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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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里為調查到較多海蟾蜍的區域(圖 8)。  

 

圖 7、調查成果圖（包含民眾通報、志工調查）。黑色：無法調查，藍色：有調查

無發現海蟾蜍，黃色：有調查時無發現海蟾蜍，訪談民眾表示曾經看過，橘色：

有調查到海蟾蜍，紅色，當地志工、特生調查及民眾回報，白色未調查。(本計畫

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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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海蟾蜍分布泡泡圖(紅點 小：0-1 隻，中：2-9 隻，大：10-19 隻，特大：

30 隻以上）。(本計畫團隊繪製) 

將經過訪談以及檢視過去民眾紀錄的照片與路殺資料後，並依照年份區

分為 2019 年民眾回報紀錄點、2020 年路殺通報以及民眾回報紀錄、2021 年

民眾回報紀錄、2021 志工調查，建立自 2019 年至 2021 年海蟾蜍的分布狀況

(圖 9)。2019 年在北勢里發現海蟾蜍地點附近也是海蟾蜍分布集中地區，2020

也在北勢里發現路殺個體，這次調查在北勢里蓮花池捕獲 4 隻幼蛙，推測北

勢里很可能是草屯海蟾蜍族群的起源及繁殖地點。海蟾蜍 2020 年在北勢里建

立族群後，主要沿著道路(玉屏路等)及灌溉溝渠(北投新圳幹線等)往外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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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海蟾蜍歷年發現點位。2019 年民眾回報紀錄點(紅色)、2020 年路殺通

報以及民眾回報紀錄(橘色)為、2021 年民眾回報紀錄(黃色)、2021 志工調查

(綠色) 。(本計畫團隊繪製) 

 

三、社區協助暫時收容海蟾蜍之狀況 

自 11 月 7 日至 30 日止，立東商店與御史社區發展協會曾暫時收容 18 隻

海蟾蜍，在地志工棉姐協助民眾捕捉並暫時收容 76 隻，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

暫時收容 91 隻，最後全數交回特生中心做安置。 

四、特生中心海蟾蜍之收容情況 

自 11 月 7 日至 30 日止，送交特生中心安置海蟾蜍總量為 299 隻，其中包

含公蛙 141 隻，母蛙 143 隻，幼體 4 隻，未知性別 12 隻 。圖 10 是每日移除

數量，圖 11 是特生中心累積收容數量。 

收容的個體中有 298 隻個體有測量體長(吻肛長)，分別為公蛙 140 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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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143 隻，幼體 4 隻，未知性別 11 隻。公蛙體長中位數為 13.09 公分，平均值

為13.04公分，多數個體體長在11-14公分之間，有117隻，佔約83.5%(117/140)，

部分個體可以達到 15-16 公分，有 14 隻，佔約 10%(14/140)。母蛙體長中位數

為 14.3 公分，平均值為 14.34 公分，多數個體體長在 12-15 公分之間，有 99

隻，佔約 69.2%(99/143)，16 公分以上個體數量也不少，有 32 隻，佔約

22.3%(32/143)，其中更有 6 隻體長超過 18 公分，佔約 4.1%(6/143)(圖 12)。幼

體數量較少，僅 4 隻，體長平均值為 5.7 公分。 

收容的個體中有 197 隻有紀錄體重，為公蛙 97 隻公蛙，母蛙 89 隻，幼體

3 隻，未知性別 10 隻(圖 13)。公蛙體重中位數為 262.1 公克，平均值為 251.9

公克，多數個體體重在 100-400 公克之間，約佔 88.6%(86/97)，有 7 隻個體達

400 克以上，佔約 7.2%(7/97)。母蛙體重中位數為 290.7 公克，平均值為 333.2

公克，體重大於 400 公克的個體有 29 隻，佔約 32.6%(29/89)，其中更有 7 隻高

達 650 公克以上，佔約 7.9%(7/89)。 幼體數量較少，僅 3 隻有測量體重，平均

值為 12.2 公克。 

 

 

圖 10、2021 年 11 月海蟾蜍每日移除數量。(本計畫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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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21 年 11 月海蟾蜍累積收容數量。(本計畫團隊繪製) 

 

圖 12、海蟾蜍體長分布圖(N=298)。(本計畫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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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特生中心量測的海蟾蜍體重分布圖(N=197)。(本計畫團隊繪製) 

 

五、透過網路通報海蟾蜍之狀況 

自 11 月 7 日到 11 月 30 日，透過臉書社團通報、私訊通報，共有 88 筆海

蟾蜍通報紀錄，其中移除 220 隻海蟾蜍，並有 4 隻為路殺紀錄；另外有 40 則

貼文通報，其中 26 則貼文為海蟾蜍、7 則貼文為黑眶蟾蜍、9 則貼文為盤古蟾

蜍。顯示有部分民眾無法辨識台灣原生種蟾蜍與外來種海蟾蜍之差異，因此未

來仍需要持續將強宣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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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蟾蜍宣傳單及海報製作成果 

由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與社團法人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製作宣導

傳單(圖 14)宣導海報(圖 15)，協助民眾如何辨別海蟾蜍、通報資訊、收容地點

和相關注意事項等，提供有需求的單位或居民索取，以及未來辦理相關教育宣

導時可一同發放。 

 

 
 

圖 14、曹軒鳴製作的『協尋 通報外來種-海蟾蜍』之宣導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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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李承恩製作的『世界百大入侵生物 海蟾蜍の海海人生』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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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30 日止，在兩棲類保育協會志工和特生中心合作進

行三梯次調查及社區居民通報後，目前海蟾蜍分布範圍大致位於烏溪及隘寮溪之

間的區域，御史里、玉屏路沿線的菜園、農田及北勢里周邊為主要的分布區域，

數量較多。回朔民眾回報的 2019 年照片及 2020 年的路殺資料在訪談民眾的過程

中，民眾也表示去年(2020)偶爾會見到海蟾蜍，直到今年(2021)數量才明顯增加，

推測海蟾蜍在草屯地區的入侵歷史至少有將近 3 年的時間。本次調查中有發現零

星幼蛙個體，但因為數量較少(僅 4 隻)，目前仍無法推測是人為飼養逃逸、棄養

的個體，或是已有建立野外繁殖族群。由於目前接近冬季，氣溫較低，蛙類活動

力受到限制，為避免海蟾蜍於明年(2022)春夏繁殖季時快速擴散，需要持續進行

分布監測。 

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30 日止，累積調查 578 格，圖 7 御史里 3 個網格、

富寮里 3 個及南埔里 1 個沒有調查資料的網格，也在 12 月 5 日調查完畢，沒有

發現海蟾蜍。但仍有 50 個網格無法進入，包括私人住宅、私人公司、南開科大、

高公局東草屯交流道生態池等地，這些區域可能有海蟾蜍覓食及繁殖的棲地，若

未進行移除，可能成為圍堵的破口，有礙達到根除的目標。無法進入的地區，需

要公部門協助溝通進入調查；也需要加強宣導，讓社區居民主動通報及協助移除。 

目前移除的個體公蛙體長平均為 13.04 公分，母蛙體長平均為 14.34 公分，

體型皆大於大部分的台灣原生種蛙類，可能會對於原生種蛙類造成不小的捕食壓

力及競爭壓力，另外在移除收容個體的排遺中也有發現盲蛇、蝸牛等其他生物的

殘骸，若海蟾蜍數量持續增加，分布範圍持續擴散，嚴重時可能會造成物種組成

結構改變，影響當地生物多樣性所以需要持續地進行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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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本年度的調查移除及分析工作已順利完成，並針對調查結果提出相關立即可

行之建議。 

建議一 辦理工作坊及宣導活動，培訓當地居民協助海蟾蜍調查與移除。 

仍有許多民眾無法辨識台灣原生種蟾蜍與外來種海蟾蜍之差異，因此建議未

來能辦理工作坊及宣導活動，也能鼓勵社區居民自主通報及移除，協助調查人員

控制海蟾蜍。 

建議二 持續進行海蟾蜍調查與移除 

目前海蟾蜍仍處於可圍堵及根除階段，為避免海蟾蜍於明年(2022)春夏繁殖

季時快速擴散，建議未來能擴大區域調查，並與社區社工、兩棲類保育志工、特

生中心、南投林管處人員合作，持續進行之監測與控制。也建議擴大調查範圍，

瞭解是否擴散到草屯以外的地區。 

建議三 海蟾蜍移除增加蝌蚪陷阱、聲音陷阱、陷落式陷阱 

目前海蟾蜍移除方法為徒手捕捉法，雖然可行性高，但須花費大量人力與時

間，因此建議未來移除計畫能增設蝌蚪陷阱、聲音陷阱、陷落式陷阱，加強移除

成效。以下為在澳洲攻讀博士學位的李閣桓提供的三種陷阱執行方法，分述說明: 

1. 蝌蚪陷阱 （https://watergum.org/canetoads/） 

  繁殖季時使用。利用海蟾蜍本身的費洛蒙作為誘餌捕捉蝌蚪，也可用成蛙

屍體（效果較差），阻止族群內的個體數量增加。這種陷阱呈長方型，兩個長邊

各有一個漏斗狀開口。 

  直接使用屍體或毒腺會有毒死原生動物的風險，現在已經開發出費洛蒙誘

餌（BufoTabs），不會影響原生動物，且不會吸引原生蛙類（澳洲）。此費洛蒙

誘餌在澳洲是免費提供給有需要的民眾。 

  將陷阱半沉入水中，水面約與陷阱入口同高。一個陷阱的作用範圍大約是

15~20 平方公尺，可以放置一個晚上或是白天熱的時候約兩個小時。不同的陷阱



 

29 

不能放得太近，除非目標水域非常大，否則建議使用一個陷阱就好。 

 

 

2. 聲音陷阱 （https://animalcontrol.com.au/products/toadinator） 

  播放海蟾蜍的叫聲來吸引蟾蜍進入陷阱中，這類的陷阱通常呈四方型，並

有三個活動的開口讓海蟾蜍進入。大約一天檢查一次，並移除抓到的蟾蜍。 

作用範圍根據播放的聲音大小而定，越大聲範圍越大，但會越耗電，作用時

間短。 

 

3. 陷落式陷阱 

  在地上挖洞並放入一個水桶，用一條線掛著蓋子，放置於海蟾蜍覓食的資

源附近，吸引海蟾蜍跳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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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海蟾蜍調查回報專區之 google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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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海蟾蜍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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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二梯次控制移除之志工團隊派遣表 

序

號 

區

域 
網格數 認養小隊的名稱 預定調查日期 報名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志工+眷屬) 

1 B01 11 
東華蛙家+東華兩

棲類保育研究室 
11/26(五) 3 3 

2 B02 11 古池水音 11/26(五) 2 6 

3 B03 11 
台北快樂蛙+明興

社區 
11/27(六) 3 4 

4 B04 10 桃園藍鵲家族 11/20(六) 3 3 

5 B05 11 雲林蛙寶 11/27(六) 3 
 

6 B06 11 台中鳥榕頭 11/27(六) 3 6 

7 B07 10 石牌蛙最棒 11/20(六) 3 4 

8 B08 11 
鹹菜甕蛙蛙 A +

台南荒野 
11/27(六) 3 4 

9 B09 11 鹹菜甕蛙蛙 B 11/27(六) 3 3 

10 B10 10 石牌蛙最棒 11/27(六) 4 8 

11 B11 10 
台北牡丹心+峯蛙

調 
11/27(六) 3  

12 B12 10 
青蛙小站+東華兩

棲類保育研究室 
11/27(六) 3 4 

13 B13 10 跳跳蛙調查團 11/19(五) 3 3 

14 B14 11 彰化蛙蛙蛙 11/27(六) 4 4 

15 B15 10 親親小蛙 11/27(六) 4 4 

16 B16 10 南港可樂蛙 11/27(六) 3 6 

17 B17 10 雲林蛙寶 11/21(日) 3 5 

18 B18 11 Musicfrogs 11/20(六) 4 4 

19 B19 10 好興奮蛙 11/26(五)  12 

20 B20 10 
南港可樂蛙+古池

水音 
11/27(六) 3 3 

21 B21 12 TNRS 11/22(一) 3 8 

總

計 
 221(格)   61(人次) 9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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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民

眾移除與通報之海蟾蜍紀錄 

時間 地點名稱 移除（隻） 路殺 

2021/11/07 御史社區菜園 27 - 

2021/11/07 御史社區菜園 5 - 

2021/11/08 土地公廟旁菜園 2 - 

2021/11/08 御史社區菜園 1 - 

2021/11/08 民宅旁電線桿 0 - 

2021/11/08 龍佛宮附近的菜園 2 - 

2021/11/08 龍佛宮附近的菜園 0 1 

2021/11/08 御史里土地公廟東北邊 1 - 

2021/11/08 美村社區 0 - 

2021/11/09 中正路 1708巷 1 - 

2021/11/09 回收場 1 - 

2021/11/09 菜園 1 - 

2021/11/09 登輝路菜園田埂 0 - 

2021/11/09 御史里土地公廟北側綠地 1 - 

2021/11/09 御史里土地公廟旁點二 1 - 

2021/11/09 登輝路(投 8)點二(稻田) 0 - 

2021/11/09 登輝路(投 8)點一(稻田) 4 - 

2021/11/10 粉寮巷點二 1 - 

2021/11/10 玉屏路 0 - 

2021/11/10 玉屏路 5 0 - 

2021/11/10 藤東崎排水線 0 - 

2021/11/10 玉屏路 3 0 - 

2021/11/10 北投新圳幹線 0 - 

2021/11/10 玉屏路 2 0 - 

2021/11/10 玉屏路 4 0 - 

2021/11/10 北投新圳幹線 2 0 - 

2021/11/11 玉屏路點 3 - 

2021/11/11 北投新圳幹線 3 1 - 

2021/11/11 蓮花池旁菜園 3 - 

2021/11/11 小吃部 1 - 

2021/11/11 菜園 1 - 

2021/11/11 菜園 1 - 



附錄 

37 

時間 地點名稱 移除（隻） 路殺 

2021/11/12 中和路 1 - 

2021/11/12 加油站旁菜園 2 - 

2021/11/12 御富路菜園 1 - 

2021/11/12 草寮菜園 1 - 

2021/11/13 聯合大調查 39 - 

2021/11/13 中和路果菜園 5 - 

2021/11/14 北勢里玉屏路 122-57號旁菜園 0 - 

2021/11/15 登輝路 268巷 25號 0 - 

2021/11/15 大乘金寶塔 4 - 

2021/11/15 中和路民宅 10 - 

2021/11/15 米粉寮農田 1 - 

2021/11/16 中正路 1776巷 7號 1 - 

2021/11/16 玉屏路 100號-5 2 - 

2021/11/16 玉屏路民宅 2 - 

2021/11/17 龍佛宮後面菜園 0 - 

2021/11/18 玉屏路接近草屯交流道 5 - 

2021/11/18 玉屏路 23-30號 2 - 

2021/11/18 北勢里玉屏路 122-57 3 - 

2021/11/18 玉屏路菜園 1 - 

2021/11/19 玉屏路 100-9號 0 1 

2021/11/19 御史里濟公巷 3 - 

2021/11/19 玉屏路 26號 0 1 

2021/11/19 竹林 1 1 - 

2021/11/19 竹林 2 1 - 

2021/11/19 竹林 3 1 - 

2021/11/19 玉屏路水溝 1 - 

2021/11/19 玉屏路民宅 1 - 

2021/11/19 玉屏路絲瓜園 1 - 

2021/11/19 中和路菜園 1 - 

2021/11/20 黏巴達釣餌公司 1 - 

2021/11/20 登輝路 316號 1 - 

2021/11/20 玉屏路接近草屯交流道 6 - 

2021/11/20 北勢里菜園 0 - 

2021/11/20 北勢里潮濕積水處 5 - 

2021/11/20 北勢里水溝 3 - 

2021/11/20 北勢里玉屏路 122-8 1 - 

2021/11/21 御史里中正路 2 - 

2021/11/22 新豐里大崛 1 - 

2021/11/24 民宅周圍(葉小姐家) 3 - 

2021/11/25 北勢里玉屏路 123-8 1 - 

2021/11/25 公墓 22 - 

2021/11/26 御史里玉成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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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名稱 移除（隻） 路殺 

2021/11/26 移民署門口 1 - 

2021/11/27 玉屏路 170巷 1 - 

2021/11/28 崎頭田裡 0 1 

2021/11/28 民宅花圃 1 - 

2021/11/28 普羅旺斯休閒莊園附近農田 1 - 

2021/11/29 璽福社區 13 - 

2021/11/29 牛屎崎與玉成路口 1 - 

2021/11/29 玉屏巷 71號 1 - 

2021/11/30 民宅蕭先生 1 - 

2021/11/30 民宅蕭先生家旁 2 - 

2021/11/30 玉屏路麥豆附近農田 1 - 

2021/11/30 玉屏路 155號 1 - 

2021/11/30 北勢里玉屏路 80號 1 - 

  2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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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臉

書社團貼文通報  

通報時間/通報種類 海蟾蜍 黑眶蟾蜍 盤古蟾蜍 

2021/11/3 1 - - 

2021/11/3 1 - - 

2021//11/10 1 - - 

2021//11/10 - - 1 

2021/11/11 - - 1 

2021/11/11 - - 1 

2021/11/12 1 - - 

2021/11/12 - - 1 

2021/11/13 1 - - 

2021/11/13 - 1 - 

2021/11/14 1 - - 

2021/11/14 1 - - 

2021/11/14 1 - - 

2021/11/14 - - 1 

2021/11/15 1 - - 

2021/11/15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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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時間/通報種類 海蟾蜍 黑眶蟾蜍 盤古蟾蜍 

2021/11/15 - 1 - 

2021/11/16 1 - - 

2021/11/16 1 - - 

2021/11/17 1 - - 

2021/11/17 - - 1 

2021/11/17 1 - - 

2021/11/17 1 - - 

2021/11/18 - 1 - 

2021/11/18 - - 1 

2021/11/18 - - 1 

2021/11/18 - 1 - 

2021/11/18 - 1 - 

2021/11/19 1 - - 

2021/11/19 1 - - 

2021/11/19 1 - - 

2021/11/19 1 - - 

2021/11/20  1 - 

2021/11/20 1 - - 

2021/11/20  1 - 

2021/11/21 1 - - 

2021/11/2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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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時間/通報種類 海蟾蜍 黑眶蟾蜍 盤古蟾蜍 

2021/11/21 1 - - 

2021/11/22 1 - - 

2021/11/28 - - 1 

2021/11/30 1 - - 

2021/12/1 1 - - 

總計(則貼文) 26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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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本計畫團隊於 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間工作照 

 
2021 年 11 月 27 日 石牌蛙最棒團隊調查之情形 

 
2021 年 11 月 27 日蛙好興奮團隊日間場勘情形 

 
2021 年 11 月 27 日雲林蛙寶團隊捕捉海蟾蜍情形 

 
2021 年年 11 月 27 日鹹菜甕蛙蛙團隊移除海蟾蜍 

  
2021 年 11 月 20 日 Musicfrogs 團隊調查之情形 2021 年 11 月 19 日跳跳蛙調查團隊發現海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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