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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 年起由研究團隊開始在花蓮測試運用志工團隊進行兩棲類調查之可行

性，至 2010 年為止累計成立 52 個志工團隊(本年度計有 32 個志工團隊持續進行

調查)，累計進入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之野外調查有效資料計有 56,000 多筆有

效資料。 

本研究使用台灣 10×10km2 網格資料，利用 ESRI ArcMap 軟體將各調查樣區

與網格系統結合，從而統計各蛙種在全台網格分佈的情況，將蛙種的分佈型態區

分為全島性分佈(北、中、南、東等地區皆有分佈)與非全島性分佈(分佈於全島某

些區域)二大類群。本研究也運用 WorldClim 全球氣候圖層，採用 Maxent 預測模

式，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之調查資料與台灣 1╳1km2 的網格疊合後，詳細預

測各種蛙類在全台灣的分佈現況，以協助建立後續長期監測的樣點、建構台灣環

境預警制度及制訂保育策略的參考。 

在蛙類族群變化趨勢上，以 2008 年至 2010 年間所採行兩棲類固定樣區及固

定頻度的有效調查資料為分析基礎，分析三年全台灣普遍分佈的蛙種族群變化趨

勢。結果顯示，三年間各蛙種的網格分佈比率變化不明顯。 

在建立兩棲類長期監測模式上，本研究採用物種豐度法挑選 25 個兩棲類生

物多樣性熱點，再依互補法挑選 3 處個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熱點，以此 28 個樣點

作為兩棲類長期監測的永久樣區，執行台灣 33 種無尾目兩棲類的長期監測調查

工作。根據調查結果顯示，以一年四季作為熱點長期監測的取樣頻度，可反應真

實的物種組成情況。 

依據長年來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1)應持續進行外來種的長期監測機

制、(2)修正兩棲類分佈預測的準確性、(3)挑選長期監測的標的物種等三項結論，

藉以監控全球暖化對於台灣蛙類族群之影響及永續經營台灣生態環境之參考。在

建議上，針對兩棲類長期監測的人力評估、長期監測規劃及經費成本預估，提出

具體可行的 10 年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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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影響，全球生物均遭受前所未有的生存

壓力，如何監控生物多樣性的變化趨勢及大幅降低生物多樣性的損失速度，則是

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目標。為加強現有生物的保育工作，各國均採取許多必要

的生物長期監測計畫，以分析物種群聚的變化趨勢，作為擬定生物多樣性保育及

永續發展之基礎。台灣的兩棲類生物計有山椒魚 5 種，蛙類 33 種，物種密度極

高，且特有種、保育類物種的比例極高，有近二分之一屬於台灣特有種及 12 種

屬於保育類，可見台灣兩棲類資源之豐富與珍貴性。近年來，在政府保育政策的

宣導，以及學者、保育團體的推動下，對於兩棲類保育教育有顯著之成果；然而，

由於環境的變遷快速，各地蛙類的種類和數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 

區域性兩棲類族群大量減少已成為全球重要的課題，為了解兩棲類族群變動

的趨勢，就必須對兩棲類全面性的監測工作，而這些工作是需要龐大的人力來執

行。但生物的長期監測調查會因時間、經費、人力的因素，限制調查的尺度與時

間。若能有效運用志工來進行調查，相較於聘請專業的研究人員，同樣的花費可

以進行更大尺度及更長時間的調查，有助於建立物種的基礎資料。 

因此，2001 年起由計畫團隊開始在花蓮測試運用志工團隊進行兩棲類調查

之可行性。2003 年至 2005 年，培訓兩棲類資源調查種子教師，建立志工人員參

與兩棲類資源監測調查工作的雛形。2006 年至 2008 年，分別於花東地區、嘉南

地區、北部及高屏地區招募及培訓兩棲類調查志工，建立全台各區域的兩棲類調

查種子志工。2008 年起，開始進行全台灣兩棲類調查志工的招募與培訓工作，

期望藉由培訓課程的講解，讓散佈全台的兩棲類調查志工具備一定的野外調查能

力，以執行標準化的野外調查流程，進行兩棲類長期性監測計畫，並將正確資料

匯入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內，以使調查資料可作為物種分佈預測、保育政策擬

定之參考。 

在志工團隊的組訓上，第一年度以人員訓練、規劃地點及輔導調查為主，第

二年度由志工團隊開始進行有系統的調查及收集資料，並定期回傳到兩棲類調查

資訊網(http://tad.froghome.org/)。在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所登錄的資料分別經

過初審、複審等程序，審核無誤後納入資料庫，作後續統計、分析的基礎資料。 

截至 2010 年 10 月為底止，累計成立 52 個志工團隊(各志工團隊執行區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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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狀況如表 1-1 所示)，並於 2010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舉行兩棲類資源調

查志工培訓課程，召募 30 位學員投入兩棲類資源調查的行列。2010 年度持續參

與調查的志工團隊計有 32 個志工團隊(本年度新加入的團隊計有 6 隊)，累計進

入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之野外調查有效資料計有 56,000 多筆資料(本年度截至

10 月為止，累計有約 10,500 多筆有效資料)。 

從現有 56,000 多筆資料的調查資料中，與台灣 10╳10km2 的網格疊合後，可

統計出保育類、特有種及外來種等兩棲類的分佈熱區概況。同時，利用現有資料

庫內的蛙種分佈資訊，配合 WorldClim 全球氣候圖層，採用 Maxent 預測模式，

預測各種蛙類在全台灣的分佈現況，以協助建立後續長期監測的樣點、建構台灣

環境預警制度及制訂保育策略的參考。 

在蛙類族群變化趨勢上，則以 2008 年至 2010 年間長期的兩棲類監測調查資

料，以全島普遍分佈的物種為基礎，分析各物種在各年度調查網格中的分佈比

例，瞭解各年間蛙類族群的變化趨勢，提供未來生物多樣性長期監測的參考。 

本年度已根據2001年至2009年兩棲類調查資訊網之兩棲類志工團隊調查資

料，挑選出 28 個長期監測的生物多樣性熱點，以作為長期監測兩棲類族群變化

的永久調查樣區。此外，也依據每年新加入之志工團隊的調查樣點及資料中，挑

選具備生物多樣性熱點條件的樣區，持續納入長期監測的樣區，以涵蓋台灣兩棲

類的分佈熱點，有利於監測兩棲類的族群動態(監測機制之執行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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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兩棲類調查志工執行現況表 
團隊名稱 執行縣市 執行年度 

北部 基隆鳥會 基隆市 2008 年至今 
 基隆綠自然工作小站 基隆市、台北縣 2008 年至今 
 台灣鳥蛙 台北縣 2010 年加入 
 台北小雨蛙 台北縣 2006 年至今 
 台北牡丹心志工隊 台北縣 2009 年至今 
 台北新生呱呱叫 台北市 2009 年至今 
 台北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組 台北市、台北縣 2009 年至今 
 桃園長興國小 桃園縣 2003 年至 2004 年 
 桃園百吉國小 桃園縣 2003 年至 2004 年，2009 年至今
 桃園光華國小 桃園縣 2003 年至 2004 年 
 桃園德龍國小 桃園縣 2003 年至 2004 年 
 桃園蚵間國小 桃園縣 2003 年至 2004 年 
 桃園高坡國小 桃園縣 2003 年至 2004 年 
 桃園白石團隊 桃園縣 2008 年至 2009 年 
 桃園藍鵲家族 桃園縣 2009 年至今 
 桃園龜山福源 桃園縣 2010 加入 
 新竹大眼蛙 新竹縣 2008 年至 2009 年 
 新竹深井社區 新竹縣 2008 年至今 
 新竹荒野 新竹縣 2008 年至今 

中部 台中蛙哇哇 台中縣 2008 年至今 
 台中鳥榕頭 台中縣 2007 年至今 
 台中巴燕家族 台中縣 2010 年加入 
 台中 TNRS 台中縣 2010 年加入 
 彰化蛙蛙蛙 彰化縣 2008 年至今 
 南投新豐 南投縣 2007 年至 2008 年 
 南投鄉野蛙 南投縣 2010 年加入 
 雲林幽情谷 雲林縣 2007 年至今 
 雲林自然讀書會 雲林縣 2007 年至 2008 年 
 嘉義阿里山導覽志工隊 嘉義縣 2008 年至今 
 嘉義諸羅小隊 嘉義縣 2010 年加入 

南部 台南真理大學 嘉義縣、台南縣 2007 年至今 
 台南楠螢 台南縣 2007 年至今 
 台南龍崎 台南縣 2008 年至今 
 台南昕佑景安 台南縣 2009 年至今 
 台南荒野 台南縣 2009 年至今 
 高雄鳥會 高雄縣 2007 年至 2008 年 
 高雄母樹林 高雄縣 2007 年至今 
 高雄法布爾 高雄縣 2007 年至今 
 高雄龍肚卡蛙依 高雄縣 2009 年至今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 屏東縣 2008 年至今 
 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室 屏東縣 2008 年至今 

東部 宜蘭李佳翰 宜蘭縣 2007 年至今 
 宜蘭林美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 2010 年加入 
 花蓮鳥會 花蓮縣 2006 年至 2007 年 
 花蓮明廉明禮 花蓮縣 2006 年至 2007 年 
 花蓮玉里 花蓮縣 2006 年至今 
 台東萬安 台東縣 2006 年 
 台東三間 台東縣 2006 年 
 台東延平 台東縣 2006 年至 2008 年 
 台東鳥會 台東縣 2006 年 2008 年 
 台東日昇 台東縣 2006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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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建立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監測機制之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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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為使兩棲類調查志工所調查之兩棲類資料可作為相關保育措施及分佈預測

之用，計畫團隊每年辦理相關的兩棲類調查培訓課程，藉由數位網路資訊及實體

培訓課程來進行兩棲類調查志工的培訓工作。 

藉由『台灣兩棲類調查志工野外調查作業手冊』的擬定，彙整調查樣區選定、

執行時間、調查方法與記錄方式、資料彙整等資訊，並提供各種兩棲類外部特徵

圖鑑及微棲環境辨識圖說，以期達到標準化作業流程的目的，使調查資料具備相

同的品質，利於資料庫後端分析之用。 

以下針對本研究所規劃之培訓課程、樣區選定、執行時間、調查方法、資料

彙整、熱點選定及分佈預測等內容，簡述如後： 

2.1 志工培訓與成果發表 

(1)志工培訓 

為使加入更多關心兩棲類生態人士加入兩棲類資源調查的行列，本年度於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假花蓮縣西寶國小舉行『2010 年兩棲類資源調查培訓課程研

習營』，共計招收 30 名學員。本系列課程在加強參與學員的野外調查能力，期

望藉由理論學習與實務操作相結合，使其成為可獨立進行野外兩棲類調查的志工

人員。課程內容包括 10 堂室內的理論學習與 3 堂戶外的實務操作課程： 

理論學習 

台灣兩棲類保育網簡介 

介紹兩棲類調查志工專屬的數位學習平台。 

兩棲類生態介紹 

認識全世界兩棲類的生態習性與面臨的危機。 

蛙類攝影入門 

介紹如何使用簡單的數位相機，記錄蛙類的影像資料。 

台灣的兩棲類辨識 

介紹台灣 33 種無尾目兩棲類及 5 種有尾目兩棲類。 

我的青蛙圖鑑-如何製作我的青蛙圖鑑 

介紹如何運用蛙蛙世界學習網(http://learning.froghome.org/)之網路資源，製作個人

所屬的青蛙圖鑑，及記錄個人野外觀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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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調查流程及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介紹 

介紹兩棲調查中所需的各項器材及其操作說明，並說明資料庫系統相關功能。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之操作與使用 

介紹野外調查資料的登錄流程，並實際進行資料登錄作業。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統計資料庫簡介 

介紹現行資料庫的後端運算、統計方式，提供長期監測的圖表呈現。 

外來入侵種簡介與亞洲錦蛙之防制 

介紹台灣現有外來入侵種的生態問題，並說明現行亞洲錦蛙的監測與防治措施。 

志工評量 

進行網路數位化的野外模擬調查，以評量本次課程的學習成果。 

實務操作 

夜間兩棲類觀察與辨識 

讓學員熟悉夜間調查的過程，講述兩棲類的辨識訣竅。 

野外模擬調查 

藉由野外模擬調查的練習，使學員熟悉物種辨識及棲地辨別等兩棲類調查流程。 

夜間調查實習與野外攝影 

實際執行野外的調查程序，作為調查實習課程。 

(2)成果發表 

為促進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間的交流，及展示年度的調查成果，每年均辦理

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以凝聚兩棲類調查志工的共識與熱情。本年度於 12 月 4

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舉行『2010 年兩棲類資源調查志工大會』，共有

20 個團隊約 100 人參與本次大會，會中除回顧本年度計畫執行的影像記錄、表

揚熱心參與兩棲類調查的績優志工團體外，也由研究團隊發表年度整體的調查成

果概況，並由北、中、南、東四區共計 13 組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報告年度的調

查結果，分享一年來的調查心得與成果：同時，藉由兩棲類調查志工的年度聚會，

討論志工發展方向及未來目標，以凝聚共識(本次大會議程，如表 2-1 所示)。 

2.2 樣區規劃與選定 

為了使兩棲類調志工制度能永續發展，樣區之規劃以志工團隊所在之周圍

鄰近區域為主，選擇 5 個以上的固定調查樣區。各團隊可依人力與時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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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個調查區域，而這些調查區域盡可能位處不同鄉鎮、山系、水系、海拔，以

包含各種兩棲類的分佈區域，各區域內再選擇 1-3 個樣區，以涵蓋這個區域內的

環境特徵為選擇樣區數量的依據，盡可能包含開墾地、樹林、溪流、池塘、道路、

步道等不同的棲地類型。確定調查樣區後，給予該樣區一個名稱，在調查資料上

傳至資料庫時即以名稱為準，而名稱的選擇以公認的地名或地標為優先。 

但為了讓調查資料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建議新成立的調查志工團隊在第一

年執行調查時，可進行多處樣區的兩棲類普查工作，期望獲得較廣泛的資料；為

期一年普查工作後，依據多個調查樣區的調查結果，擇定最少 5 個兩棲類熱點調

查樣區進行長期的監測調查工作。除了固定的調查樣區外，也建議志工團隊進行

隨機樣區的調查，可快速增加資料的廣佈程度，使調查資料更符合兩棲類實際的

分佈現況。 

2.3 調查時間規劃 

為使調查資料具有分析比較的基礎及建立兩棲類的長期監測機制，各固定

樣區採以至少「每季調查一次」為準，於每年一、四、七、十月各進行一次野外

調查工作，以便於分析各兩棲類季節分佈的趨勢。在執行調查的時間上，由於不

同季節夜晚的長度不一樣，為確保條件相同，各樣區的調查開始時間以日落後半

小時到午夜 24 時為止。每個樣區之調查執行上，以 20 分鐘為標準作業時間，於

半徑 250 公尺的範圍內進行兩棲類調查工作。 

2.4 調查方法與記錄方式 

調查方法以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method, VES)為主，並配合穿越帶鳴

叫計數法(audio strip transects, AST) (呂光洋等，1996)，每一樣點停留時間不超過

20 分鐘，針對調查區域內所看到、聽到的物種及數目登錄於規格化的表格中。 

記錄方式採用「兩棲類調查記錄表」，記錄項目分為「基礎資料」，包括地

點、GPS 座標(TWD97 系統)、海拔、環境(高山草原、針葉林、混生林、闊葉林、

墾地、草原、裸露地)、日期、時間、調查者、氣溫、水溫、相對濕度、天氣(晴、

多雲、陰、小雨、大雨)等物理條件；「生物資料」，包含兩棲類物種、記錄方式(目

視/鳴叫)、生活型態(卵塊、蝌蚪、幼體、雄蛙、雌蛙、成蛙)、成體行為(聚集、

鳴叫、築巢、領域、配對、打架、護幼、單獨、覓食、休息、屍體)、棲息微棲

地(流動水域、水溝、靜止水域、暫時性水域、樹林、草原、開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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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調查資料彙整 

2007 年已完成建置「台灣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http://tad.froghome.org/)」

作為各地兩棲類調查志工彙整資料之資料庫。各志工團隊均設有專屬的權限，可

登錄各團隊的野外調查資料，並由各隊組長進行資料的初審程序，再由計畫行政

團隊進行複審程序而成為有效的資料。截至目前為止，資料庫內有 52 組志工團

隊登錄 56,000 多筆有效資料(基礎資料與生物資料經初審、複審均正確無誤)，且

資料仍在持續登錄、增加中。 

為使台灣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能完整記錄台灣之兩棲類資料，本年度進行

資料庫更新作業，於蛙類生物基礎資料中增列今年新記錄到的斑腿樹蛙選項；另

外，新建置山椒魚資料庫選項，納入台灣 5 種山椒魚的選項(台灣山椒魚、楚南

氏山椒魚、阿里山山椒魚、南湖山椒魚、觀霧山椒魚等 5 個種類)。期望藉由建

置完整的資料庫選項，提供兩棲類調查志工登錄相關的調查資源，完整建置台灣

兩棲類的資料庫系統。 

2.6 調查統計資料呈現 

為增進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即時資訊的流通，本年度新增統計資料庫的選

項，供一般民眾及兩棲類調查志工進行資料的查詢。 

以一般民眾的權限而言，可瀏覽蛙類預測分佈圖，查詢統計資料庫內全區調

查資料及監測熱點資料。蛙類預測分佈圖的資料呈現上，以全台灣 1×1km2的網

格圖方式，呈現全台灣 33 種蛙類的物種分佈預測圖，使一般民眾瞭解各類蛙種

在全台灣可能的分佈狀況。在全區資料查詢上，提供一般民眾依蛙種、年度查詢，

以 2×2km2 網格呈現蛙種的在全台灣的調查網格分佈圖。監測熱點的資料查詢

上，提供一般民眾依調查地點、年度產出各物種的隻次及生物多樣性指數表，進

而匯出蛙種與棲地利用圖，顯示各蛙種對於各類微棲環境的利用程度，有助於民

眾瞭解各類蛙類的生活習性。 

以兩棲類調查志工的權限而言，除有上述一般民眾的權限可瀏覽蛙類預測分

佈圖、查詢統計資料庫內全區調查資料及監測熱點資料外，可匯出所屬團隊的調

查資料報表及圖表。匯出團隊調查資料報表上，可匯出包括基礎環境資料、生物

資料及棲地利用資料，完整呈現資料庫內的資料格式。匯出團隊調查圖表上，依

時間區段、樣區名稱(或座標)產出物種隻次與生物多樣性指數表，進一步可匯出

蛙種與棲地利用關係圖，有助於兩棲類調查志工即時瞭解所屬樣區在某一時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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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變化現象，以進行相關的研究分析。 

2.7 分佈預測方法 

藉由兩棲調查志工於野外進行長期的調查監測，本研究自 2001 年開始已累

積大量的志工調查資料，已可明確顯示台灣兩棲類分佈現況，但台灣多處仍屬未

經人為開發的原始森林地區，這些地區由於人力不可達而缺乏兩棲類分布資料。

因此，希望藉由長期累積的志工調查資料並搭配環境因子，使用物種分佈預測模

式(Distribution and Predictive model)針對台灣 33 種蛙類進行分佈預測，作為日後

調查監測參考。採用分佈預測模式對生物進行分佈預測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多例

子，其中 Maxent(Maximum Entropy)由於為免費軟體，操作簡易與預測準確度高

已被廣泛使用。 

本研究以 2001 年至 2010 年約 56,000 筆野外調查資料為基礎，將座標格式

轉換成 WGS84 經緯度座標系統，以便後續分析軟體讀取。環境因子圖層的來源

則參考多篇文獻，採用公佈於 WorldClim 網站的全球氣候圖層。考慮台灣本島的

尺度大小，選取 30 arc-seconds (約 1km×1km)的網格氣候圖層下載，圖層包含海

拔、氣溫、雨量與氣候衍生因子，使用 DIVA-GIS 軟體將這些氣候圖層切割出台

灣本島範圍，並以此做為分布預測的底圖。 

將調查資料依蛙種進行分類，每種蛙種並隨機挑選 1/3 的調查資料做為驗證

資料，各蛙種其餘 2/3 資料則用來建立模式。在建立模式的部份，把蛙類分佈點

位資料與氣候圖層匯入 Maxent 進行分析，並將結果存為 ASCII 檔案後匯入

ArcGIS 中。使用 Reclassify 功能將物種分佈的機率值定義為 1(有出現)或 0(未出

現)，依此製作台灣 33 種蛙類的預測分佈圖。在驗證的部份，由於難以定義〝未

分佈〞的網格，因此把隨機挑選 1/3 的調查資料做為〝實際有分佈〞的資料，計

算預測的準確率。 

2.8 生物多樣性熱點之挑選 

為建立生物多樣性熱點的長期監測機制，本研究統計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

究室歷年調查資料、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賞蛙情報網、青蛙小站討論區、行

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野生動物資料庫之兩棲類物種分佈資料，挑選全島

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熱點。 

本研究選取生物多樣性熱點的方法，係以 1.所有物種總豐度、2.狹佈種(特有

種)種數、3.瀕危種(保育種)種數等不同的條件(Reid,1998)，再依種豐度法與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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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挑選生物多樣性熱點： 

物種豐度法 

以 ArcGIS 9.0 為操作平台，計算全島有調查資料的網格中之最高物種數，

將此物種數分成 4 個等段，取物種數最高的那一段做為熱點的標準，若有網格出

現的物種數落在此段，此網格就可視為熱點(Andre，2006)。 

互補法 

使用 ArcGIS 9.0 先選出物種豐富度最高的區域，再將其所包含的物種自名

單中全數刪去，再從其他區域中找出有最多物種的區域，再自名單中剔除其所包

含的物種，如此一直重複直至所有的物種都被剔除為止(何麗君，2005)。 

本研究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結合物種豐度法與互補法等二種挑選方法，分析至

2009 年為止之兩棲類調查資料，挑選出兩棲類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先以物種豐

度法選出第一批的熱點，再找出第一批熱點中未涵蓋到的物種，而從剩下的網格

中用互補法挑選熱點，直到第一批熱點未涵蓋到的物種都被挑選完畢而成為第二

批的熱點，綜合這兩批的熱點就是兩種方法搭配使用所選出的 28 個生物多樣性

熱點。使用此方法挑選的熱點除了包含了物種豐度高的區域，也涵蓋了該區域所

有的物種(各熱點所在位置如表 2-1 所列)。 

表 2-1 2010 年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20 『共護台灣蛙蛙世界』志工團隊影片分享/  
10:20~10:30 2010 年度計畫影像回顧 
10:30~10:40 2010 新加入志工隊介紹/  
10:40~11:20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新版網頁功能說明/  
11:20~11:50 2010 兩棲類調查成果報告/  
12:00~12:50 午餐及志工交流 
12:50~13:10 指導單位致詞/ 主辦單位致詞/ 與會貴賓致詞 
13:10~13:30 頒發 2010 年度貢獻獎項＆志工授證/  
13:30~13:40 與會人員合照 
13:40~14:20 2010 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成果報告(一)/ 各地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 
14:20~14:30 休息 
14:30~15:30 2010 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成果報告(二)/ 各地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 
15:30~15:45 茶點時間 
15:45~16:45 2010 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成果報告(三)/ 各地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 
16:45~17:00 綜合討論 
17:00 大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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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使用物種豐度法與互補法所選取之全島尺度生物多樣性熱點列表 
編號 縣市 鄉鎮 地點 

1 台北縣 三芝鄉 三板橋 
2 台北縣 新店市 四崁水 
3 台北縣 瑞芳鎮 尪子上天 
4 桃園縣 龍潭鄉 高種山 
5 桃園縣 復興鄉 長興國小 
6 桃園縣 大溪鎮 百吉國小 
7 桃園縣 大溪鎮 白石山 
8 新竹縣 北埔鄉 上大湖 
9 南投縣 魚池鄉 蓮華池 
10 雲林縣 斗六市 檨子坑 
11 台南縣 楠西鄉 梅嶺風景區 
12 屏東縣 東港鎮 大鵬灣溼地 
13 屏東縣 內埔鄉 屏科大後山 
14 宜蘭縣 員山鄉 雙連埤 
15 宜蘭縣 冬山鄉 新寮瀑布步道 
16 宜蘭縣 冬山鄉 三富農場 
17 宜蘭縣 頭城鎮 福德坑溪 
18 花蓮縣 壽豐鄉 193 縣道 24.5K 
19 花蓮縣 壽豐鄉 193 縣道 28K 
20 花蓮縣 壽豐鄉 193 縣道 38K 
21 花蓮縣 壽豐鄉 193 縣道 42K 
22 花蓮縣 壽豐鄉 193 縣道 45K 
23 花蓮縣 壽豐鄉 193 縣道 47K 
24 花蓮縣 鳳林鎮 193 縣道 55K 
25 花蓮縣 鳳林鎮 193 縣道 58.5K 
26 花蓮縣 光復鄉 193 縣道 60K 
27 花蓮縣 秀林鄉 白鮑溪 
28 台東縣 卑南鄉 利嘉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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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棲類資源調查結果分析 

3.1 志工執行調查結果 

在本年度的調查工作中，已完成全年四季的調查工作，共有 32 組兩棲類調

查志工團隊，至少 150 人進行全台灣 301 個樣點的調查工作(包含 28 個全島尺度

的生物多樣性熱點)，記錄到全台灣 33 種蛙類的分佈現況，共計 10,500 多筆資料

(表 3-1 顯示各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調查成果，表 3-2 顯示各蛙種的記錄筆數)。

平地常見的拉都希氏赤蛙、黑眶蟾蜍、澤蛙為本年度記錄最多的蛙種；此外，本

年度在台北縣八里鄉、台北縣鶯歌鎮、台中縣石岡鄉、彰化縣田尾鄉等四處新記

錄到外來種斑腿樹蛙的分佈，其分佈型態呈現全島點狀分佈的情況，但已有穩定

的野外族群。未來，將持續進行斑腿樹蛙的調查工作，以確實呈現斑腿樹蛙在全

台灣的分佈型態及其擴散的情況。 

3.2 兩棲類分佈網格統計 

為瞭解台灣兩棲類在全台各地區的分佈現況，本研究使用 10×10km2網格資

料，將台灣劃分為 433 個網格(不包含澎湖、金門、馬祖等外島地區)，利用 ESRI 

ArcMap 軟體將各調查樣區與網格系統結合，統計 2001 年至 2010 年兩棲類調查

資料(共計已完成 217 個網格的兩棲類調查工作)，以瞭解各蛙種在全台的網格分

佈現況。 

從各兩棲類物種網格分佈比率(有分佈網格數/總調查網格數)的統計結果顯

示，澤蛙(68.5%)、拉都希氏赤蛙(68.5%)、黑眶蟾蜍(67.6%)、盤古蟾蜍(65.3%)、

白頷樹蛙(57%)、小雨蛙(57%)等 7 種兩棲類是分佈最為廣泛的物種。從各蛙種在

全台網格分佈的情況，可將蛙種的分佈型態區分為全島性分佈(北、中、南、東

等地區皆有分佈)與非全島性分佈(分佈於全島某些區域)二大類群(表 3-3)。 

全島分佈類型中，澤蛙、拉都希氏赤蛙等 16 種屬於全島普遍分佈型態(普遍：

該物種分佈網格佔全部調查網格 15%以上)，金線蛙等 3 種則是全島零星分佈型

態。 

非全島分佈類型中，可分為西部、中北部、中南部、南部及點狀的分佈型態： 

西部地區－面天樹蛙、古氏赤蛙等 2 種侷限分佈於花東地區以外的西半部地區。 

中北部地區－翡翠樹蛙、台北樹蛙、長腳赤蛙等 3 種分佈於台灣中北部地區；其

中，翡翠樹蛙則只分佈於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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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地區－巴氏小雨蛙、諸羅樹蛙、史丹吉氏小雨蛙、黑蒙西氏小雨蛙等 4

種。 

南部地區－海蛙、花狹口蛙等 2 種。 

點狀分佈－斑腿樹蛙分佈於台北八里及鶯歌、台中新社、彰化田尾，而豎琴蛙僅

呈現點狀分佈南投蓮華池。 

台灣 33 種種蛙類分佈概況如圖 3-1 至圖 3-33 所示。以下針對保育類、特有

種及外來種說明兩棲類的分佈概況： 

(1)保育類 

單一網格物種數最低為 0 種，最高為 4 種。以等級最高者為熱點(3-4 種)，

熱點位置集中於雪山山脈中低海拔山區與西南部平原地區，其原因為中低海拔山

區開發壓力大及西部平原地區棲地破壞嚴重，造成台北赤蛙、金線蛙等分佈以平

原為主的蛙類族群大幅減少，僅存在於西南部平原地帶；因此，熱區除了雪山山

脈中低海拔山區外，尚包含了西南部平原地區(圖 3-34)。 

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的物種分佈圖，如下所示： 

瀕臨絕種(圖 3-35) 

觀霧山椒魚－台灣特有種，分佈稀少且集中於北部雪山山脈高海拔地區。 

楚南氏山椒魚－台灣特有種，分佈稀少且集中於中部與東部合歡山高海拔地區。 

南湖山椒魚－台灣特有種，分佈極為侷限，僅分佈於南湖大山。 

阿里山山椒魚－台灣特有種，分佈較廣泛，零星分佈於中南部與南部高海拔山區。 

台灣山椒魚－台灣特有種，零星分佈於中央山脈中北段高海拔山區。 

珍貴稀有(圖 3-36) 

諸羅樹蛙－台灣特有種，侷限分佈於雲林、嘉義、台南等平地至低海拔地區；台

北與宜蘭地區族群應為人為引入。 

台北赤蛙－侷限分佈於西部平地，分佈較為零碎。 

橙腹樹蛙－台灣特有種，零星分佈於全島中海拔原始林，數量稀少。 

豎琴蛙－分佈為點狀分佈，僅侷限分佈於南投蓮華池。 

其他應予保育(圖 3-37) 

金線蛙－零星分佈於全島平地，數量較少。 

翡翠樹蛙－台灣特有種，侷限分佈於中北部低海拔山區。 

台北樹蛙－台灣特有種，侷限分佈於西部南投以北的低海拔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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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有種 

單一網格物種數最低為 0 種，最高為 9 種。以等級最高者為熱點(7-9)種，熱

點集中於雪山山脈中低海拔山區、海岸山脈低海拔山區、阿里山山脈低海拔地區

(圖 3-38)。 

蟾蜍科及赤蛙科之特有種，與非保育類之特有種樹蛙科之分佈圖，如下所示： 

蟾蜍科及赤蛙科(圖 3-39) 

斯文豪氏赤蛙－廣泛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的溪流環境。 

梭德氏赤蛙－廣泛分佈於全島中海拔及高海拔山區的溪流環境。 

盤古蟾蜍－廣泛分佈於全島平地至高海拔山區。 

非保育類之特有種樹蛙科(圖 3-40) 

面天樹蛙－廣泛分佈於西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莫氏樹蛙－廣泛分佈於全島平地至高海拔山區。 

褐樹蛙－廣泛分佈於全島平地至中海拔山區的溪流環境。 

(3)外來種(圖 3-41) 

目前，在台灣野外已知的外來種兩棲類包括牛蛙、花狹口蛙(亞洲錦蛙)、斑

腿樹蛙、海蛙等 4 種，其分佈顯示如下：： 

牛蛙 

在調查資料中，牛蛙呈現全島零星的分佈型態，推測在未調查的網格當中可

能有許多地點已有牛蛙的分佈，零星分佈於全島平地。在本年度 301 個調查樣點

中，已在台北市大安區大安森林公園、台北縣鶯歌鎮碧龍宮、桃園縣龜山鄉春天

農場、彰化縣田尾鄉公路花園等 4 處樣點調查到牛蛙的分佈。未來，將持續監控

此 4 處的牛蛙族群量的增減及其對於原生蛙類的干擾、競爭情況，並繼續監測此

外來入侵種在全台各地的分佈狀況。 

花狹口蛙 

最早是在 1998 年於高雄林園及鳳山水庫一帶被發現，在過去的網格資料顯

示，在屏東科技大學、台南地區都有其分佈的網格記錄，顯示花狹口蛙有向外擴

張的趨勢。在本年度的調查中，僅在屏東縣萬巒鄉、台南縣關廟鄉、屏東縣內埔

鄉屏東科技大學等 3 處發現有花狹口蛙的分佈，但有逐漸往北擴散的趨勢。未

來，也會加強花狹口蛙族群的調查監測，持續關注其族群擴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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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曾經指斑腿樹蛙及白頷樹蛙，現指斑腿樹蛙。在

馬祖地區的族群為原生種，但台灣族群的來源不清楚，推測是隨著水草從國外引

入彰化田尾的外來種；2006 年從彰化田尾一帶又被引進到台中。在本年度的調

查過程中，計在台北縣八里鄉、桃園縣龜山鄉、台中縣石岡鄉、彰化縣田尾鄉等

三地有發現斑腿樹蛙的穩定族群，對於相同棲位的白頷樹蛙是否會造成競爭排斥

的效應，也是後續持續追蹤、監測的目標。 

海蛙－侷限分佈於屏東縣東港、林鞭、枋寮平地靠近海邊地區。 

3.3 蛙類分佈預測分析 

本研究採用 Maxent 預測模式，運用計有的長期蛙類調查資料推估各類兩棲

類物種在全台灣的分佈概況，其結果與表 3-3(依據 2001 年至 2010 年所分析的結

果)的研究結果相似，呈現全島分佈型及非全島分佈型(西部、中北部、中南部、

南部等 4 種類型)，各物種的推測分佈區域，詳如表 3-4 所示。 

在全島分佈型上，以澤蛙、黑眶蟾蜍最為典型，普遍分佈於全台灣的平地；

而梭德氏赤蛙除了廣泛分佈於全島平地外，也分佈於海拔較高的山區內。 

在非全島分佈的西部分佈型中，以古氏赤蛙、面天樹蛙最具典型，除花蓮、

台東之外，普遍分佈於西部平地及低海拔山區；中北部分佈型，以長腳赤蛙最明

顯，分佈於新竹、宜蘭以北的平地及低海拔山區；中南部分佈型，以史丹吉氏小

雨蛙、黑蒙西氏小雨蛙為典型，分佈於苗栗、花蓮以南的平地；南部分佈型，則

以花狹口蛙最明顯，推測其分佈區域為台南、嘉義、高雄、屏東、台東等地區。 

分佈預測中，因海蛙、豎琴蛙、斑腿樹蛙等 3 種由於分佈侷限於某地，在分

佈預測上會有明顯的高估問題，而無法正確推估其可能的分佈位置。在各蛙種預

測準確率的部份，扣除無法預測的海蛙、豎琴蛙與斑腿樹蛙後，有 25 種蛙類預

測準確率超過 90%、3 種蛙類預測準確率介於 80%至 89%，只有 2 種蛙類預測準

確率低於 70%。雖然預測準確率普遍較高，但僅使用〝實際有分佈〞的資料做為

評估模式準確性依據，容易忽略模式過度預測的部份，未來將篩選出志工已累積

長時間調查資料的樣區做為未分佈蛙種的參考，補足驗證未完善的地方。 

其他各物種之預測分佈圖則能推估可能的分佈狀態，其結果均公布於台灣兩

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內，可供大眾查詢。其中，保育類、特有種、外來種的分佈

預測如圖 3-42 至圖 3-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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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蛙類族群變化趨勢分析 

為瞭解長期蛙類族群的變化趨勢，本研究以 2008 年至 2010 年間所採行兩棲

類固定樣區及固定頻度的有效調查資料為分析基礎，分析三年間蛙類族群的變化

趨勢。分析對象採用表 3-3 所統計的台灣蛙類分佈型態，以澤蛙、黑眶蟾蜍、拉

都希氏赤蛙等 18 種全島及西部普遍分佈的物種為基礎，分析各物種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間皆有調查的 69 個調查網格中，各物種年間的網格分佈率消長情況(網格

為大小為 2╳2km2)，藉此統計各年間蛙類族群變化的趨勢。 

分析的結果顯示(表 3-5)，三年間各蛙種的網格分佈率變化不明顯，且網格

分佈率大都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僅虎皮蛙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但此結果可能是

因虎皮蛙分佈較為零散，分佈網格比例偏低，或因調查取樣的誤差造成虎皮蛙呈

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值得進一步持續調查監測。比較 2008 年及 2009 年的各蛙類

網格分佈率，小雨蛙、日本樹蛙、白頷樹蛙、艾氏樹蛙、貢德氏赤蛙、黑眶蟾蜍、

黑蒙西氏小雨蛙、虎皮蛙等 8 種呈現略微下降的趨勢(皆小於 7%)，拉都希氏赤

蛙則呈現上升的情況(9%)；比較 2009 年至 2010 年的各蛙種網格分佈率，以艾氏

樹蛙、白頷樹蛙、莫氏樹蛙有稍擴大網格分佈率的情況(艾氏樹蛙－19%、白頷

樹蛙－13%、莫氏樹蛙－10%)，其他物種則無明顯的差異；比較 2008 年及 2010

年各蛙種網格分佈率，僅虎皮蛙呈現下降的情況(下降率為 5.7%)，其他各物種則

無明顯的差異，大多呈現小幅擴大網格分佈率的現象。 

此結果顯示蛙類族群在三年間的無明顯族群變化，但 2009 年春季至夏初長

期乾旱及 8 月莫拉克颱風瞬間強降雨的氣候型態，有可能造成某些蛙類棲地的改

變與影響，此因素是否造成小雨蛙、日本樹蛙、白頷樹蛙、艾氏樹蛙、貢德氏赤

蛙、黑眶蟾蜍、黑蒙西氏小雨蛙等 7 種的網格分佈率較 2008 年略微下降的情況，

拉都希氏赤蛙則呈現上升的情況(9%)，應再持續進行更長期的監測調查，以分析

氣候型態對於各蛙類族群的消長關係。 

3.5 生物多樣性熱點之調查結果 

綜觀 2001 年至 2010 年的調查結果，單一網格(10╳10km2)物種數最低為 1

種，最高為 22 種。將物種數分為四個等級，以等級最高者為熱點(16-22 種)，熱

區集中於雪山山脈中低海拔山區、海岸山脈低海拔山區、阿里山山脈低海拔地區

(圖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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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置兩棲類永久監測樣區，本研究採用物種豐度法挑選 25 個兩棲類生物

多樣性熱點，大多位於雪山山脈中低海拔山區、海岸山脈低海拔山區、阿里山山

脈低海拔地區等兩棲類熱區，再依互補法挑選屏東縣東港鎮大鵬灣濕地、屏東縣

內埔鄉屏科大後山、台東縣卑南鄉利嘉林道等 3 處，總計規劃出 28 處兩棲類生

物多樣性熱點，作為兩棲類長期監測的永久樣區，執行台灣 33 種無尾目兩棲類

的長期監測調查工作。熱點內物種數最低為 3 種，最高 20 種，平均每個熱點物

種數為 15.07±3.03 種(28 處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熱點，其詳細位置及物總組成詳列

如表 3-6)。 

在本年度各熱點的調查物種與歷年調查物種比率(2010年 1月至 10月調查物

種數/2001 年至 2009 年調查物種數)，除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2K、花蓮縣鳳

林鎮 193 縣道 58.5K、花蓮縣光復鄉 193 縣道 60K 及台東縣卑南鄉利嘉林道等 4

處不及 50%外，其他 25 個熱點的調查物種比率>50%。 

在本年度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2K、花蓮縣鳳林鎮 193 縣道 58.5K、花蓮

縣光復鄉 193 縣道 60K 的調查結果中，兩棲類的豐度有明顯減少的現象，可能

與農作行為的改變(水田轉作為旱田或廢耕)造成微棲環境的改變，或調查當時的

氣候條件有所關連，未來會持續監測此區域的物種組成，以反應棲地或氣候的改

變對於兩棲類的生存影響；而在台東縣卑南鄉利嘉林道的調查結果中，因本年度

調查重點著重在橙腹樹蛙棲息的 500 公尺以上的山區環境，未擴及利嘉林道 500

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山麓地帶，是以未調查黑眶蟾蜍、小雨蛙、澤蛙等棲息於平地

的物種。 

南投縣魚池鄉蓮華池、屏東縣大鵬灣濕地、宜蘭縣冬山鄉三富農場等 3 處熱

點，本年度調查物種率達 100%；台北縣瑞芳鎮尪子上天、桃園縣龍潭鄉高種山、

桃園縣復興鄉長興村、新竹縣北埔鄉上大湖、宜蘭縣冬山鄉新寮瀑布步道、花蓮

縣壽豐鄉 193 縣道 38K、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5K、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7K、花蓮縣秀林鄉白鮑溪等 9 處，也有 80％以上的調查物種率。 

在這些熱點的調查內容中，台北縣瑞芳鎮尪子上天、桃園縣龍潭鄉高種山、

桃園縣復興鄉長興村、南投縣魚池鄉蓮華池、台南縣楠西鄉梅嶺風景區、宜蘭縣

冬山鄉新寮瀑布步道、宜蘭縣冬山鄉三富農場、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38K、花

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5K、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7K、花蓮縣鳳林鎮 193 縣道

55K 等 11 處，在本年度調查到先前未記錄過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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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熱點定期的調查結果顯示，以一年四季作為熱點地區長期監測的取樣頻

度，已反應真實的物種組成情況。未來，也將持續納入新記錄的物種，逐步修正

各熱點的物種數，以確實反應熱點的物種現況。 

 

表 3-1 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調查成果列表(2010 年 1 月至 10 月為止) 

區域 團隊名稱 資料筆數 調查樣區數 調查物種數

基隆鳥會團隊 77 4 16 
基隆綠自然工作小站 451 7 15 
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組 1850 8 19 
台北小雨蛙 281 13 23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808 18 26 
台北新生呱呱叫團隊 81 4 9 
台灣鳥蛙團隊 46 1 12 
桃園百吉國民小學 332 5 19 
桃園龜山福源 102 5 18 
桃園藍鵲家族 476 10 21 
新竹荒野團隊 250 4 17 

北 

新竹深井社區團隊 89 3 9 
TNRS 團隊 401 12 21 
巴燕家族 30 4 7 
台中鳥榕頭團隊 221 9 19 
東勢林場蛙哇哇團隊 37 2 10 
鄉野蛙小隊 36 7 16 
彰化蛙蛙蛙團隊 58 2 9 

中 

雲林幽情谷團隊 115 4 15 
諸羅小隊 349 8 16 
台南昕佑景安小隊 567 6 11 
台南荒野 54 4 6 
台南楠螢團隊 36 5 12 
台南龍崎小隊 113 4 9 
高雄美濃龍肚卡「蛙」依團隊 149 2 12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隊 789 14 15 

南 

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室團隊 104 2 7 
宜蘭李佳翰團隊 797 24 31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1275 66 17 
玉里團隊 66 8 8 
台東日昇團隊 363 30 16 

東 

利嘉生態農場 103 3 10 
合計 10506 301 33 

 



 19

 

表 3-2 各物種記錄筆數表(2010 年 1 月至 10 月為止) 

物種 資料筆數 
拉都希氏赤蛙 1495 
黑眶蟾蜍 1121 
澤蛙 919 

日本樹蛙 771 
盤古蟾蜍◎ 632 

斯文豪氏赤蛙◎ 599 
小雨蛙 560 
褐樹蛙◎ 534 
白頜樹蛙 501 
貢德氏赤蛙 466 
面天樹蛙◎ 439 
古氏赤蛙 419 
莫氏樹蛙◎ 387 
艾氏樹蛙 266 
腹斑蛙 212 
中國樹蟾 153 

黑蒙西氏小雨蛙 136 
台北樹蛙◎※ 128 
長腳赤蛙 125 

翡翠樹蛙◎※ 109 
虎皮蛙 74 
金線蛙※ 71 

梭德氏赤蛙◎ 70 
諸羅樹蛙◎※ 55 
斑腿樹蛙 45 
海蛙 34 

史丹吉氏小雨蛙 33 
牛蛙 17 

巴氏小雨蛙 14 
橙腹樹蛙◎※ 12 
花狹口蛙 7 
台北赤蛙 6 
豎琴蛙※ 6 

無物種資料 90 
合計 10506 

註：※為保育類，◎為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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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台灣32蛙類分佈型態檢索表 

 

 

註：全島分佈－北、中、南、東等地區皆有分佈。 
非全島分佈－分佈於全島某些區域。 
普遍－該物種分佈網格佔全部調查網格 15%以上。 
非普遍－該物種分佈網格佔全部調查網格 15%以下。 

全島分佈 

普遍 

不普遍 

非全島分佈 

西部 

中北部 

中南部 

南部 

金線蛙－零星分佈於全島平地 
牛蛙－零星分佈於全島平地 
橙腹樹蛙－侷限分佈於全島山區 

面天樹蛙－普遍分佈於花東以外全島平地 
古氏赤蛙－普遍分佈於花東以外之全島低海拔山區 
台北赤蛙－侷限分佈於西部地區 

翡翠樹蛙－侷限分佈於北部地區 
台北樹蛙－侷限分佈於西部南投以北地區 
長腳赤蛙－侷限分佈於西部之中北部地區 

巴氏小雨蛙－侷限分佈於中南部地區 
諸羅樹蛙－侷限分佈於雲嘉南地區 
史丹吉氏小雨蛙－侷限分佈於中南部地區 
黑蒙西氏小雨蛙－侷限分佈於中南部地區 

海蛙－侷限分佈於屏東地區 
花狹口蛙－侷限分佈於台南、高雄、屏東地區

點狀分佈 
斑腿樹蛙－分佈於台北、台中、彰化 
豎琴蛙－僅分佈於南投蓮華池 

澤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黑眶蟾蜍－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拉都希氏赤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日本樹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白頷樹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小雨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盤古蟾蜍－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莫氏樹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斯文豪氏赤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艾氏樹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褐樹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貢德氏赤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腹斑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虎皮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梭德氏赤蛙－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中國樹蟾－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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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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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黑眶蟾蜍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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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拉都希氏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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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日本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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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白頷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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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小雨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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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盤古蟾蜍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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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莫氏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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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斯文豪氏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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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艾氏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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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褐樹蛙分佈網格圖。 

 



 32

 

 
圖 3-12 貢德氏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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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腹斑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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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虎皮蛙分佈網格圖。 

 



 35

 

 
圖 3-15 梭德氏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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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中國樹蟾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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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金線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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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牛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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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橙腹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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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面天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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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古氏赤蛙分佈網格圖。 



 42

 

 
圖 3-22 台北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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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翡翠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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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台北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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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長腳赤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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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巴氏小雨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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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諸羅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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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史丹吉氏小雨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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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黑蒙西氏小雨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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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海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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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花狹口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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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斑腿樹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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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豎琴蛙分佈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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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台灣地區兩棲類保育種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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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瀕臨絕種保育類兩棲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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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珍貴稀有保育類兩棲類分佈圖。



 57

 

 
圖 3-37 其他應予保育之兩棲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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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台灣地區兩棲類特有種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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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特有種蟾蜍科及赤蛙科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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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非保育類之特有種樹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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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外來種兩棲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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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Maxent 預測模式預估各類物種在全台灣的分佈概況表 

分佈型態 物種 預測分佈區域 

澤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黑眶蟾蜍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拉都希氏赤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日本樹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白頷樹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小雨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盤古蟾蜍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莫氏樹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斯文豪氏赤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艾氏樹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褐樹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貢德氏赤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腹斑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虎皮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梭德氏赤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及山區 

中國樹蟾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金線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全島分佈型 

牛蛙 普遍分佈於全島平地 

面天樹蛙 普遍分佈於花東以外之平地及低海拔山區

古氏赤蛙 分佈於花東以外、嘉義以北之低海拔山區西部 

台北赤蛙 分佈於花東以外、苗栗以北、嘉義以南地區

台北樹蛙 分佈於西部南投以北地區 

長腳赤蛙 分佈於西部新竹以北地區 中北部 

翡翠樹蛙 分佈於新竹宜蘭以北地區 

巴氏小雨蛙 分佈於西部彰化以南地區 

諸羅樹蛙 分佈於雲林、嘉義、台南等地 

史丹吉氏小雨蛙 分佈於苗栗、花蓮以南之地區 
中南部 

黑蒙西氏小雨蛙 分佈於苗栗、花蓮以南之地區 

南部 花狹口蛙 分佈於台南、嘉義、高雄、屏東、台東等地

非
全
島
分
佈
型 

局部 橙腹樹蛙 分佈於雪山山脈及花東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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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盤古蟾蜍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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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面天樹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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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褐樹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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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莫氏樹蛙分佈預測圖。 



 67

 

圖 3-46 台北樹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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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諸羅樹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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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 翡翠樹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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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 橙腹樹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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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0 台北赤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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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梭德氏赤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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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金線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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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斯文豪氏赤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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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牛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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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 花狹口蛙分佈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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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08 年至 2010 年蛙類族群變化趨勢表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全島普遍分佈物種

網格數 網格分佈率(%) 網格數 網格分佈率(%) 網格數 網格分佈率(%)

小雨蛙 27 39.1 24 34.8 24 34.8 
中國樹蟾 9 13.0 11 15.9 11 15.9 
日本樹蛙 31 44.9 27 39.1 33 47.8 
白頷樹蛙 33 47.8 28 40.6 37 53.6 
艾氏樹蛙 28 40.6 23 33.3 36 52.2 
拉都希氏赤蛙 38 55.1 44 63.8 48 69.6 
面天樹蛙 25 36.2 25 36.2 24 34.8 
貢德氏赤蛙 24 34.8 22 31.9 27 39.1 
莫氏樹蛙 26 37.7 28 40.6 35 50.7 
虎皮蛙 13 18.8 12 17.4 9 14.3 
梭德氏赤蛙 7 10.1 11 15.9 11 15.9 
斯文豪氏赤蛙 27 39.1 31 44.9 34 49.3 
黑眶蟾蜍 32 46.4 31 44.9 37 53.6 
黑蒙西氏小雨蛙 15 21.7 13 18.8 13 18.8 
腹斑蛙 15 21.7 17 24.6 20 29.0 
盤古蟾蜍 36 52.2 36 52.2 42 60.9 
褐樹蛙 24 34.8 22 31.9 24 34.8 
澤蛙 36 52.2 37 53.6 39 56.5 
總調查網格數 69 

註：總調查網格數為 2008 年至 2010 年間，每年皆有調查之網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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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 台灣地區兩棲類物種總數網格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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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全島尺度生物多樣性熱點之歷史及本年度調查物種列表 

熱點名稱 資料來源 

本
年
物
種
比
率 

物
種
數 

保
育
種
數 

特
有
種
數 

盤
古
蟾
蜍
◎ 

黑
眶
蟾
蜍 

小
雨
蛙 

黑
蒙
西
氏
小
雨
蛙 

巴
氏
小
雨
蛙 

史
丹
吉
氏
小
雨
蛙 

花
狹
口
蛙 

中
國
樹
蟾 

日
本
樹
蛙 

艾
氏
樹
蛙 

面
天
樹
蛙
◎ 

褐
樹
蛙
◎ 

白
頷
樹
蛙 

斑
腿
樹
蛙 

莫
氏
樹
蛙
◎ 

台
北
樹
蛙
※
◎ 

諸
羅
樹
蛙
※
◎ 

翡
翠
樹
蛙
※
◎ 

橙
腹
樹
蛙
※
◎ 

台
北
赤
蛙
※ 

豎
琴
蛙
※ 

腹
斑
蛙 

拉
都
希
氏
赤
蛙 

長
腳
赤
蛙 

梭
德
氏
赤
蛙
◎ 

金
線
蛙
※ 

貢
德
氏
赤
蛙 

古
氏
赤
蛙 

澤
蛙 

海
蛙 

虎
皮
蛙 

斯
文
豪
氏
赤
蛙
◎ 

牛
蛙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1 5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台北縣三芝鄉 
三板橋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53%

8 0 3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9 3 7 V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V  台北縣新店市 

四崁水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9%
15 2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1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台北縣瑞芳鎮 
尪子上天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94%

15 1 5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7 2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桃園縣龍潭鄉 

高種山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94%
16 1 5 V V V V ＃ ＃ V V V ＃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2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桃園縣復興鄉 
長興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88%

14 2 4 V V V  V ＃ V V V V V V ＃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7 1 5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桃園縣大溪鎮 

百吉國小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1%
12 1 3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8 2 7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桃園縣大溪鎮 
白石山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67%

12 2 6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8 2 6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新竹縣北埔鄉 

上大湖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89%
16 2 5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2 6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南投縣魚池鄉 
蓮華池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100
% 18 2 7 V ＃ ＃ V V V V V V V V V V V ＃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1 5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雲林縣斗六市 
檨子坑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5%

12 1 3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4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台南縣楠西鄉 

梅嶺風景區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86%
12 0 6 V V V ＃ V V V V V ＃ V   ＃  

註：※為保育類，◎為特有種，＊為外來種或非原生物種，＃為本年度新記錄之物種。 
本年物種比率＝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調查物種數/2001 年至 2009 年調查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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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續) 全島尺度生物多樣性熱點之歷史及本年度調查物種列表 

熱點名稱 資料來源 

本
年
物
種
比
率 

物
種
數 

保
育
種
數 

特
有
種
數 

盤
古
蟾
蜍
◎ 

黑
眶
蟾
蜍 

小
雨
蛙 

黑
蒙
西
氏
小
雨
蛙 

巴
氏
小
雨
蛙 

史
丹
吉
氏
小
雨
蛙 

花
狹
口
蛙 

中
國
樹
蟾 

日
本
樹
蛙 

艾
氏
樹
蛙 

面
天
樹
蛙
◎ 

褐
樹
蛙
◎ 

白
頷
樹
蛙 

斑
腿
樹
蛙 

莫
氏
樹
蛙
◎ 

台
北
樹
蛙
※
◎ 

諸
羅
樹
蛙
※
◎ 

翡
翠
樹
蛙
※
◎ 

橙
腹
樹
蛙
※
◎ 

台
北
赤
蛙
※ 

豎
琴
蛙
※ 

腹
斑
蛙 

拉
都
希
氏
赤
蛙 

長
腳
赤
蛙 

梭
德
氏
赤
蛙
◎ 

金
線
蛙
※ 

貢
德
氏
赤
蛙 

古
氏
赤
蛙 

澤
蛙 

海
蛙 

虎
皮
蛙 

斯
文
豪
氏
赤
蛙
◎ 

牛
蛙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3 0 0 V   V ＊    屏東縣東港鎮 
大鵬灣溼地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 
100% 4 0 0 V V   V ＊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1 0 2 V V V ＊ V V V V V V  V   屏東縣內埔鄉 
屏科大後山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3% 

8 0 0 V V ＊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20 3 9 V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V V  宜蘭縣 

員山鄉雙連埤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5% 
15 2 6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2 8 V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宜蘭縣冬山鄉 
新寮瀑布步道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81% 

13 0 6 V V V V V V V V V V ＃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1 5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宜蘭縣冬山鄉 

三富農場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100%
16 1 6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2 7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宜蘭縣頭城鎮 
福德坑溪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5% 

12 2 7 V V V V V  V V V V ＃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4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24.5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7% 
13 0 3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28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60% 

9 0 3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38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80% 

12 0 3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4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2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50% 
7 0 2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4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5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93% 

13 0 3 V V V ＃ V V  V V V V ＃ V   V  
註：※為保育類，◎為特有種，＊為外來種或非原生物種，＃為本年度新記錄之物種。 

本年物種比率＝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調查物種數/2001 年至 2009 年調查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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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續)全島尺度生物多樣性熱點之歷史及本年度調查物種列表 

熱點名稱 資料來源 

本
年
物
種
比
率 

物
種
數 

保
育
種
數 

特
有
種
數 

盤
古
蟾
蜍
◎ 

黑
眶
蟾
蜍 

小
雨
蛙 

黑
蒙
西
氏
小
雨
蛙 

巴
氏
小
雨
蛙 

史
丹
吉
氏
小
雨
蛙 

花
狹
口
蛙 

中
國
樹
蟾 

日
本
樹
蛙 

艾
氏
樹
蛙 

面
天
樹
蛙
◎ 

褐
樹
蛙
◎ 

白
頷
樹
蛙 

斑
腿
樹
蛙 

莫
氏
樹
蛙
◎ 

台
北
樹
蛙
※
◎ 

諸
羅
樹
蛙
※
◎ 

翡
翠
樹
蛙
※
◎ 

橙
腹
樹
蛙
※
◎ 

台
北
赤
蛙
※ 

豎
琴
蛙
※ 

腹
斑
蛙 

拉
都
希
氏
赤
蛙 

長
腳
赤
蛙 

梭
德
氏
赤
蛙
◎ 

金
線
蛙
※ 

貢
德
氏
赤
蛙 

古
氏
赤
蛙 

澤
蛙 

海
蛙 

虎
皮
蛙 

斯
文
豪
氏
赤
蛙
◎ 

牛
蛙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4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壽豐鄉 
193 縣道 47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79% 

11 0 3 V V V V V V V V V ＃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6 1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鳳林鎮 

193 縣道 55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69% 
11 0 1 V V V V V  V V  V V ＃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鳳林鎮 
193 縣道 58.5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47% 

7 0 1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0 3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 花蓮縣光復鄉 

193 縣道 60K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40% 
6 0 1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5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花蓮縣秀林鄉 
白鮑溪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80% 

12 0 4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2001 年至 2009 年資料 12 1 5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台東縣卑南鄉 

利嘉林道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資料 50% 
6 1 4 V V V   V V   V  

註：※為保育類，◎為特有種，＊為外來種或非熱點內之原生物種，＃為本年度新記錄之物種。 
本年物種比率＝2010 年 1 月至 10 月調查物種數/2001 年至 2009 年調查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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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藉由 2001 年至 2010 年長期的兩棲類調查，已累積約 56,000 多筆兩棲類野

外調查資料，對於各物種在全台灣的分佈概況已有明確的結果。藉由統計兩棲類

的野外分佈資訊，分析各蛙種的分佈型態，將全台灣 33 種蛙類區分為全島分佈

型態(普遍、不普遍)、非全島分佈型態(西部、中北部、中南部、南部、點狀分佈)

等型態，製作兩棲類地理分區系統，真實地反應兩棲類的族群分佈型態，繪製出

各物種在全台灣調查樣點的分佈情況，正確反應物種的分佈位置，從而對於各區

域的兩棲類保育政策的擬定與建立長期監測模式提供準確的參考資訊。根據2008

年至 2010 年長期的兩棲類監測資料，本研究已進行兩棲類預測分佈、蛙類族群

變化趨勢及生物多樣性熱點監測的統計分析，並提出以下結論： 

(一)應持續進行外來種的長期監測機制 

在長期的調查過程中，外來種的長期監測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過去曾

記錄過牛蛙、海蛙、花狹口蛙等 3 種外來種的野外分佈資料，在本年度新記錄到

斑腿樹蛙的野外分佈族群。未來，應建立外來種的長期監測模式，持續調查牛蛙

在全台灣的分佈情況，監測花狹口蛙在台南至屏東地區及海蛙在屏東沿海地區的

族群擴散情況；此外，斑腿樹蛙雖於本年度的調查中，僅在彰化田尾、台中石岡、

台北八里、台北鶯歌等四處發現穩定的野外族群，但實際的野外分佈狀況不明，

及其對於台灣原生蛙類的影響也不清楚，除應持續追蹤上述樣區的斑腿樹蛙族群

擴散問題外，應持續加強兩棲類調查志工對於斑腿樹蛙的辨識能力，以調查斑腿

樹蛙在全台灣的分佈情況，並研究其與白頷樹蛙對於棲位競爭排斥的關係以擬定

外來種兩棲類的族群控制機制，避免危害台灣原生的兩棲類動物。 

(二)修正兩棲類分佈預測的準確性 

長期監測的目的除了監測兩棲類族群分佈狀況外，也在瞭解兩棲類時間與空

間之族群變動，以建構台灣環境預警制度。本研究以多年來的兩棲類調查資料(包

括分佈點位、溫濕度、水溫、海拔等)為基礎，結合 WorldClim 全球氣候圖層，

採用 Maxent 預測模式預估各類物種在全台灣的分佈概況，推估可能的分佈界

線。此結果不但有助於瞭解全台灣兩棲類的分佈型態，也可使用 Raster Calculator

計算每一網格出現的蛙種數，分析各物種的分佈位置，統計出兩棲類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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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點位置，以縮減兩棲類調查志工在找尋生物多樣性熱點上的時間，達到長期

監測的目的；同時，藉由實際參與推估熱點的野外調查工作，回饋、驗證預測模

式所推估熱點位置的正確性，以校正兩棲類分佈推估模式，作為建構台灣環境預

警制度及制訂保育策略的參考。 

(三)挑選長期監測的標的物種 

根據 2008 年至 2010 年蛙類族群變化趨勢的分析結果，各蛙類在三年間的網

格佔有率變化不大，短期的調查資料尚無法看出顯著的族群變化趨勢。但蛙類族

群會因棲息環境、氣候條件的差異而產生族群波動；因此，藉由挑選全島普遍分

佈且具有特定生態意義的物種(不同棲地利用型態、特有種等)為監測的標的種，

進行長期的監測調查，可作為評量台灣生態環境之基準資料。 

在 16 種全島普遍分佈的兩棲類物種中，盤古蟾蜍、莫氏樹蛙及斯文豪氏赤

蛙因分佈廣泛、易於觀測且為台灣特有種兩棲類，並具有不同的棲地利用類型(盤

古蟾蜍及斯文豪氏赤蛙屬於溪流性兩棲類，莫氏樹蛙則為森林性兩棲類)及海拔

棲位廣闊的條件，可作為長期監測兩棲類族群變化趨勢的標的物。藉由年間族群

波動的趨勢，及早反應出溪流、森林的環境變動情況與海拔分佈的變化情形，可

作為監控全球暖化對於台灣蛙類族群之影響及永續經營台灣生態環境之參考。 

4.2 建議 

三年來，持續招募並推動調查志工參與台灣全島兩棲類長期監測調查，採行

固定樣區(生物多樣性熱點)及固定頻度(一年至少進行四季調查)的調查工作，總

計投入至少 1,200 人次，完成 22,000 多筆野外調查資料的建置工作，有助於瞭解

兩棲類的分佈情況，從而預測全台灣兩棲類的分佈情況，並進行族群變化趨勢的

分析。顯見，妥善運用人數眾多的志工人員執行兩棲類生態監測，相較於聘請專

業的研究人員，同樣的花費可以進行更大尺度及更長時間的調查，有助於建立物

種分佈及族群量的的長期變化資料。 

為持續推展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參與兩棲類調查工作，蒐集現有志工人員的

對於持續參與兩棲類調查的意願、執行兩棲類調查之困難及需協助事項、志工團

隊經費補助、培訓與輔導之建議，及建立分區輔訓基地等五項議題提出建言，進

而針對兩棲類長期監測的人力評估、長期監測規劃及經費成本預估，提出相關的

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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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評估 

參考過去志工團隊執行的情況，每年辦理相關的兩棲類調查志工培訓課程均

可招募新團隊加入兩棲類資源調查的工作，但也有舊有團隊暫時退出的情況。因

此，每年約有 30 組兩棲類調查工團隊(約 150 人)實際執行兩棲類調查工作。若

以每個團隊執行至少 3 個樣區的調查工作，則一年可執行 100 個樣區的兩棲類調

查工作，高於至少要完成 28 個兩棲類生物多樣性熱點之調查工作的最低需求。 

為維持約 30 組兩棲調查志工的充足人力投入兩棲類長期監測工作，持續推動

數位或實體培訓課程培養調查志工仍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輔導成立志工團隊可增

加兩棲類調查工作的廣佈程度，特別是尚未成立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的縣市，更

是優先培訓成立志工團隊的地區。 

(二)長期監測規劃 

以 10 年期的規劃為基準，在兩棲類棲地保育、擴大志工參與層面及結合社

區力量、推廣蛙類保育等三大主題上作出貢獻。 

(1)短程(2011-2013)規劃目標 

z 維護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持續提供調查志工彙整資料的介面，每年

更新調查的結果。 

z 每年持續辦理兩棲類調查志工數位初階培訓課程，培訓個人志工參與蛙

類分佈的回報，及輔導成立志工團體進行固定樣區的兩棲類長期監測機

制。另外，也依初階培訓課程的進修時數及學習能力，辦理既有志工團

隊的進階數位培訓課程，提供現有志工人員之進階學習機會。 

z 持續輔導成立新的志工團隊，參與熱點樣區的調查工作，並輔導及協助

原有團隊持續參與調查。 

z 每年辦理一次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分享各調查團隊的調查成果，並討

論志工發展方向及目標，以凝聚共識。 

z 發表 3 年期的兩棲類監測報告。 

(2)中程(2014-2016)的規劃目標上 

z 維護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每年更新調查的結果。 

z 辦理兩棲類調查志工數位培訓課程。 

z 輔導成立志工團隊，參與熱點樣區的調查工作，並協助原有團隊持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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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 

z 每年辦理一次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討論志工發展方向及目標，以凝聚

共識。 

z 成立各區域的輔訓基地－在長期培訓、輔導成立志工團隊的過程中，在

北、中、南、東等各區域內，培育出優秀而資深的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

可作為各區域的種子團隊，建立分區輔訓基地，規劃相關課程內容，推

動分區培訓、輔導的機制，培訓在地社區與學校，從而擴大兩棲類調查

志工的規模，並執行各分區熱點的調查規劃工作，使兩棲類熱點調查工

作可持續進行，完整記錄熱點樣區的族群變化情況。 

z 發表 6 年期的兩棲類監測報告。 

(3)長程(2017-2020)的規劃目標 

z 維護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z 辦理兩棲類調查志工數位培訓課程。 

z 輔導成立志工團隊及協助原有團隊持續參與調查。 

z 每年辦理一次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 

z 發表 10 年期兩棲類長期監測報告，分析長期兩棲類類族群變化趨勢。 

z 善用分區輔訓基地，結合社區及學校，進行蛙類棲地保育教育，並跨區

域串連各調查志工團隊，彙整分區輔訓基地長期的培訓、調查建議，規

劃下一期程的兩棲類監測之目標與保育方針。 

(三)執行野外調查之成本估算(表 4-1) 

生物的長期監測調查會因時間、經費、人力的因素，限制調查的尺度與時間。

若能有效運用志工來進行調查，則可以最經濟的方式達到長期監測兩棲類族群變

動的目的。以目前每年約有 30 組兩棲類調查志工團隊持續參與兩棲類調查工作

為基準，預估未來每年會有 35 組志工團隊參與，分別執行四季的調查工作，若

以補助野外調查油料費 6,000 元/隊為基準，約需 210,000 元；此外，志工於兩棲

類資源調查資訊網登載的調查資料，均需專人進行資料審核的把關機制，約需

180,000 元的經費；而每年辦理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發表年度調查成果，並規

劃下一年度的工作目標及討論志工發展方向，補助志工團隊參與之交通費，約需

30,000 元；合計每年運用志工執行兩棲類野外調查成本，約為 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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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公部門能提供相關的經費補助，除可有效執行台灣兩棲類生物多樣性資

源的普查工作，長期累積的的兩棲類監測調查資料，將有助於分析兩棲類族群變

化的趨勢，及早擬定相關的保育措施。 

表 4-1 每年運用志工執行兩棲類調查成本估算表 

項目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額 

油料費 補助野外調查之車輛油料費 6,000 元/隊 35 隊 210,000 

工資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資料庫資料審核管理費用 15,000 元/月 12 個月 180,000 

差旅費 兩棲類調查志工大會 
補助志工團隊參與之交通費 30,000 元/次 1 次 30,000 

合計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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