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埔地區兩棲爬行動物群聚組

成之調查報告 
 

 

 

 

 

受委託者：私立東海大學 

研究主持人：巫奇勳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研究報告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 



目錄 
 
 

中文摘要 、、、、、、、、、、、、、、、、、、、、、1 

第一章 前言、、、、、、、、、、、、、、、、、、、、2 

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3 

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5 

第一節 兩棲爬行動物現況調查 

  第二節 建議事項 

圖表、、、、、、、、、、、、、、、、、、、、、、、10 

圖版、、、、、、、、、、、、、、、、、、、、、、、18 

附錄一  物種分布的二度分帶資料、、、、、、、、、、24 

參考文獻、、、、、、、、、、、、、、、、、、、、、28 



 

中文摘要 

 
本研究自 2004 年 4月正式展開，直到 2004 年 12月為止。使用穿越線法、

叢塊法與道路動物遺骸(road kill)調查法，針對東埔地區的兩棲爬行動物進行調

查，調查地點主要包括沙里仙林道、東埔登山口至沙里仙橋的道路沿線，以及

東埔登山口至雲龍瀑布一帶，範圍內的平均海拔高度約 1100公尺。總共登錄

153 筆資料，其中兩棲類動物共調查到 3科 8 種，其中台灣特有種 3種，保育

類 2 種；爬蟲類則記錄 4 科 6 種，其中台灣特有種有 2種，保育類 2 種。除了

建立東埔地區初步的兩爬動物名錄，本文也參考過去於玉山國家公園所做的報

告並整理名錄。從東埔兩棲爬行動物群聚組成的時間變化來看，4月份所能調
查到的種類最多，12月份最少，兩棲類主要以春夏季活動，而爬行動物由於

記錄不多，因此活動月變化狀況無法清楚反應，但可以確定的是 11月過後，
爬行動物大致上都已停止活動。研究期間，也發現當地的道路死亡動物種類高

達 9種，約佔總記錄種數的 64％，顯示大多數的兩棲爬行動物在當地有很高

的機會會受到道路車輛的威脅。本年度調查期間，在夏季兩棲爬行動物出沒的

重要時段受到颱風土石流影響，可能因而影響到調查結果，建議未來此區仍應

持續作調查，以其建立更完整名錄。另外，就長期性的建議來說，道路死亡動

物的監控與改善，以及豪雨對兩棲類動物生活史影響的研究是未來可以審慎計

畫進而執行的。 
 
 

關鍵字： 東埔地區、兩棲爬行動物、群聚組成、時空變化、道路死亡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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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生物資源的調查是增進我們對地區生物多樣性了解的基礎工作。透過生物

資源的調查，我們得以了解特定生態系的生物群聚組成，除了讓我們獲取探討

生態背景的基礎資料，也提供我們研究生態系結構與功能的重要資訊。台灣位

居亞熱帶與熱帶地區，由於地理位置、氣候、地質、及地形等條件獨特，因此

形成複雜的自然生態體系，也孕育豐富龐雜的動植物資源，其中兩棲爬行動物

的種類分布是最具代表性的例子之一。截至目前為止(不含引進種)，台灣已確
認的兩棲爬行動物種類計有 4目 18科共 114種，其中有 29種是特有種，特有
種比例達陸棲兩棲爬行動物種類的四分之一(呂等 1999; 向 2001; 楊 2002; 
Lin et al. 2003)，而從棲地的海拔分布來看，海拔 1500公尺以下的山區會呈現
較多樣的狀態(關等 2003)。 

玉山國家公園位於台灣中央地帶，地跨南投、嘉義、高雄、花蓮四縣交界

處，全區自海拔 300公尺直昇至 3952公尺的玉山主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擁有 30座之多，多高山的特性也使得區內的高海拔生物受到較多的矚目。回
顧過去在玉山國家公園境內所做的兩棲爬行動物研究報告，主要仍以高海拔地

區為主，包括山椒魚的生態研究(葉等 1994)與高海拔兩棲爬行動物的群聚組成

(杜與王 2000)，而關於境內中低海拔兩棲爬行動物的群聚組成以及時空變化的

研究報導仍十分缺乏。東埔地區的海拔高度介於 500-2000公尺的山區，相當
於暖溫帶與亞熱帶的氣候區，是玉山國家公園境內研究中低海拔兩棲爬行動物

的群聚組成變化的理想地點。而東埔位於南投縣境內，即使過去關於南投縣的

兩棲爬行動物已被多次普查與確認(盧 1995; 林 1996; 洪 1999; 關等 
2003)，但對於此區的兩棲爬行動物的組成與動態仍缺乏系統且詳細的研究調

查資料。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東埔地區兩棲爬行動物的群聚組成與時空

變化。研究成果除了可以增進我們對玉山國家公園境內的中低海拔兩棲爬行動

物群聚組成變化的了解，而物種的分布資料也可作為解說資料，甚至保育規劃

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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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料與方法 

一、調查路線描述 

本研究的主要調查路線，包括沙里仙林道(以沙里仙橋至沙里仙養鱒場為

範圍)、東埔登山口至沙里仙橋的道路沿線，以及東埔登山口至雲龍瀑布。範

圍內的平均海拔高度約 1100公尺。 

二、調查方法 

本研究自 2004 年 4月正式展開，直到 2004 年 12月為止。調查時，會儘
可能搜尋兩棲爬行動物可能躲藏的各種微棲地，包括溪邊、溝渠、樹幹、森林

底層與各種人工建築物，依照定的路線去調查動物，一季至少一次，調查的同

時並使用衛星定位儀(GPS)進行定位，調查時間包括白天與夜晚。調查是以捕

捉、目睹、聽覺、翻閱地面遮蓋物等方式進行，同時也檢閱道路邊的動物遺骸。

資料筆數的計算是依據衛星定位儀顯示的精確度做區別，同一個物種在相同範

圍內，無論數量多寡均記錄為一筆，若有額外的卵、幼體與叫聲則個別追加一

筆。本研究採用的調查方法都屬於國內學者專家普遍所採用建議，為較適合台

灣本土生態特性的調查方式(顏等 1999)。茲將調查方法描述如下： 
 

   ( I )穿越線法 (transect sampling) 
a． 按選定的路線，針對兩棲爬行動物可能的棲息地進行沿線調查。按棲

息地記錄動物在水平及垂直的分佈，秉著固定速度，固定路線及方法

去調查動物。藉此方法可了解集水區不同棲息地，月份及季節的變

化。。 
     b．調查時，主要是用捕捉、目睹、聽覺與發掘等方法。            

c．調查的項目包括種類、時間、地點、海拔高度、相對數量、棲息環境

及習性等。 
       
   (II)叢塊法 (patch sampling) 

      此法的應用是針對一些習性較隱密的兩棲類。由於這類的兩棲類動物

平時較不易被發現或其鳴叫聲不明顯，必須在其生殖季時才比較容易

觀察到，因此，此法是在其主要生殖季節內，選擇可能的聚集地點進

行調查。兩生類的蝌蚪主要生活在溪流、靜水池或一些特殊積水場

所，因此透過此法也可以將兩棲類的幼體納入調查，此外，透過卵、

成幼體以及叫聲的個別計數，可以提供我們該物種於當地所呈現的活

動及生殖概況等資料。 
 

 - 3 -



(III)道路動物遺骸(road kill)調查法。 
此法是以駕駛車輛或緩慢步行的方式去檢閱路邊的遺骸。由於大部分

兩棲爬蟲類較機警不易近距離觀察，此法的運用，常可補足直接目視

調查的資料不足(關等 2003)。 
 

三、蛙類蝌蚪的飼養、標本固定與鑑定 

在判定兩棲類的種類時，以幼體(蝌蚪)作為判斷常有一定的挑戰性與困難
度，主要原因在於不同種的幼體在特徵上(特別是剛從卵孵化的蝌蚪)常十分相
似，加上其棲息地常互相重疊，往往不利於野外調查者直接作現場判斷。因此，

本研究會將種類不確定的蝌蚪攜回實驗室飼養以作進一步確認。主要都是採集

Gosner26-28期(Gosner 1960)的蝌蚪，然後將每隻蝌蚪單獨飼養在每一個塑膠
盒內，培養水溫的設定是依照採集地點當時的水溫，給予自然光週期(L：D＝
12：12)，並以煮熟的波菜充足餵食，大約每兩天換水一次，會視水質的狀況

而定。每天觀察蝌蚪存活數量與發育狀態，直到蝌蚪發育到可以清楚判別種類

或完成變態(Gosner 46期)為止。飼養時間至少需經過 2-3週，方可十分確認此
次調查到的種類。此外，部分蝌蚪會先使用MS-222麻醉後，置入 70％的酒精
下固定保存以作為存證。蝌蚪鑑定主要參考台灣的蝌蚪(Chou and Li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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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兩棲爬行動物現况調查 

 
一、總論 
 
自 2004年 4 月開始至 12 月為止，總共登錄 153 筆資料(附錄一)。兩棲類

動物共調查到 3科 8 種，其中樹蛙科 4種、赤蛙科 3種與蟾蜍科 1種，屬於台

灣特有種的有 3種，保育類則有 2種(表 1)；登錄數量上，以盤古蟾蜍(33 筆)

與斯文豪氏赤蛙(29 筆)最多，其次是梭德氏赤蛙(21 筆)，艾氏樹蛙(5 筆)與日本

樹蛙(3 筆)記錄最少。爬蟲類共記錄 4 科 6 種，其中飛蜥科 2種，石龍子科 1 種，

黃頷蛇科 2種以及蝮蛇科 1種，屬於台灣特有種的有 2種，保育類則有 2種(表

2)；登錄數量以印度蜓蜥(12 筆)最多，其次是短肢攀蜥(7 筆)，而其他種類都記

錄很少。回顧過去玉山國家公園境內關於兩棲爬行動物的調查記錄，于(1989)
曾對陳有蘭溪與沙里仙溪一帶進行調查，共發現 3科 10種兩棲類(調查區域與
本研究接近，較本研究多記錄到澤蛙與白頷樹蛙 2種)。而曾等(1996與 1997)
於拉庫拉庫溪流域進行初步的兩棲爬行動物調查，共發現兩棲類 3科 7種，以
及爬行動物約 4科 7種。杜與王(2000)則針對境內海拔 2000公尺的塔塔加地區
進行調查，共記錄兩棲類 2目 4科 5種以及爬行動物 1目 4科 5種。依玉山國
家公園管理處網頁(http://www.ysnp.gov.tw/tc/research/animal_list/animal_list.asp)
所公佈的資料，目前共記錄有 12種兩棲類與 17種爬行動物，然而，並無詳細

的名錄列出，因此，本報告也將過去文獻與本研究所記錄到的兩棲爬行動物種

類匯整於表 3以提供參考。 
 
二、群聚組成的時空變化與物種個論 
 
    從東埔兩棲爬行動物群聚組成的時間變化來看，4月份所能調查到的種類

最多，12月份最少(圖 1)。東埔地區的兩棲類主要仍以春夏季活動，而爬行動

物由於記錄不多，因此活動月變化狀況無法清楚反應，但可以確定的是 11月
過後，爬行動物大致上都已停止活動。關等(2003)也指出中部地區的兩棲爬行

動物活動週期是以春夏為主要活動高峰期，而夏末秋初為低峰期。 

本年度於 4月調查完後，原定於 7月再度展開，但受到 7月初敏督利颱風

來襲所造成的土石流災情影響，使得進入東埔的聯外道路封閉，因此調查被迫

延宕至 8月中才能順利。在 8月份調查時，爬行動物並沒有如預期中多(圖 1)，
很可能與當地許多棲地受到連續豪雨沖刷破壞有關。回顧近三年東埔地區的降

雨量變化(圖 2)，可以發現今年的 7、9月份的單月累積降雨量都高出過去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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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例如，單 7月份降雨量就高達 900mm。因此，過量的雨水很可能干

擾到這些動物的活動與生殖週期。除了環境可能造成的衝擊，土石流肆虐後的

改變也在之後被一些蛙類所利用，以進行繁殖(照片 1)。 
就分布地點廣度來看，兩棲類中，以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梭德氏赤

蛙分布最廣，其次是拉都希氏赤蛙，分布最窄的是日本樹蛙與艾氏樹蛙。爬行

動物方面，以短肢攀蜥分布最廣，其次是印度蜓蜥，而其餘種類都是零星被記

錄。以下就本區分布最廣，數量最多的幾個種類作個別探討。 
 
    (一)兩棲類 
 
    東埔地區的兩棲類生殖季節有不同的時間區隔(圖 3)，可以大致分為三
類。1. 集中在春夏季：包括褐樹蛙、莫氏樹蛙、艾氏樹蛙與日本樹蛙等大多
數的種類；2. 秋冬季繁殖：主要是梭德氏赤蛙與盤古蟾蜍 3. 其他：主要是拉

都希氏赤蛙與斯文豪氏赤蛙。拉都希氏赤蛙的繁殖從 8月開始，會一直持續到
12月，而斯文豪氏赤蛙除了夏季，春、秋冬都有繁殖記錄。 
 
1. 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 
是東埔地區分布最廣的兩棲類。本種台灣特有種，為本土最大的兩棲類，

體長可達 11公分，有一對長橢圓形的耳後腺，外緣黑色。皮膚粗糙，體色變
化大，有紅褐色、土黃色、暗黃色或灰黑色，部分個體會有背中線。以溪流或

近溪流的緩流水域為主要繁殖棲所，膠質卵串常成雙行排列，卵數可達數千

顆。繁殖季以秋冬季為主，非繁殖季也常有機會出沒，但比較特別的是，在調

查期間，也發現部分的盤古蟾蜍也會在夏季(8月)繁殖(圖 4a)，與過去一般的
認知不同(楊 1998)。 

 
2. 斯文豪氏赤蛙(Rana swinhoana) 

體長 6-8公分，上唇白色，口角後有白色頷線，鼓膜黑色，有兩個鳴囊。

叫聲類似鳥叫。體背顏色變化很大，有純褐色，褐色底雜有綠斑，也有大面積

綠斑的個體，背側褶不明顯，由斷斷續續的顆粒構成，指(趾)膨大成吸盤為主
要特徵。在東埔地區分布也很廣，主要以山區的溪流或小溪澗為繁殖場所，對

繁殖地的依戀性很強，終年生活在溪澗附近(Kam et al. 1998)。在台灣，其繁殖
季會有區域性差異，東埔地區的族群，除了 5-9月是空窗區，其在 4月與 10-12
月都有繁殖記錄。從今年的雨量變化 (圖 2)，斯文豪氏赤蛙主要是利用乾季繁

殖(圖 4b)，這個現象被認為可能是與溪流繁殖的種類為了避開因雨季或颱風所

造成的洪水湍流有關，如此可避免繁殖後所可能造成的大量幼體死亡(Kam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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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梭德氏赤蛙(Rana sauteri) 
    體長 4-6公分，會有海拔的差異，吻鈍圓，從吻端經眼睛、鼓膜延顳褶下

方會有稜型斑塊，形成深色眼罩。背側褶細長，腹面白色光滑，指(趾)略膨大
成小吸盤。在玉山國家公園境內，梭德氏赤蛙應該是除了盤古蟾蜍之外，分布

最廣的，可從低海拔山區分布到 3000 多公尺的山區(杜與王 2004; 本研究)。本

種主要以溪流為繁殖地點，卵成塊狀，會黏附在石頭底下，由於生活在急流，

其蝌蚪的角質齒列較一般蝌蚪多，同時腹部具有吸盤，可輕易吸附在石頭上。

生殖季很短促，屬於爆發性生殖方式，不同海拔族群的生殖季節會有差異，高

海拔地區族群會傾向於利用春季繁殖, 但是低海拔族群則以秋末冬初為主，這

可能是因應不同環境的生殖策略(Lai et al. 2003)。本研究地區的海拔高度不超

過 1200公尺，仍屬於低海拔山區，所以也屬秋冬繁殖。其大批成蛙會在 10月
份同時出現，之後配對產下大量子代，由調查結果，推測蝌蚪應會在隔年 3月
或 4月完成變態(圖 4c)。
 
4. 褐樹蛙(Buergeria robustus) 
    為台灣特有種，保育類野生動物，體長 4-7公分，雌雄體性差異很大，上

下唇有黑白相間的縱紋，鼓膜顳摺都很明顯。從兩眼間到吻端會有一塊淺褐色

的三角形斑為重要辨識特徵，體色多變，常會隨環境而有深淺的改變，一般多

為深褐色或褐色，有些個體有深淺不一的花紋，腹面白色，指(趾)有明顯發達
的吸盤，以溪流緩流處為主要繁殖棲所。在台灣，其繁殖季主要在 5-8月(楊 
1998)，從本區到 10月仍有正在變態的幼蛙情形來判斷(圖 4d)，其生殖活動很
可能是受到今年持續性的豪雨影響而延遲。 
 
5. 其他種類 
    拉都希氏赤蛙(Rana latouchii)在本區，是在 8月後開始生殖，一直持續到
12月，主要利用路邊臨時性積水環境，由於此區的蛙類生殖季多集中在 4-8
月，拉都希氏赤蛙至 8月才開始生殖，在時空上可能有助於減少與其他共域競
爭者爭奪環境資源。東埔登山口一帶，鄰近東埔溫泉，有日本樹蛙(Buergeria 
japonica)分布，此種蛙類最特別之處，在於牠會善用溫泉作為繁殖地，也因此

其生殖季節會因地區環境的差異而不同；一般來說，其在溫泉地區的族群是屬

於全年生殖，有別於一般冷水地區的族群只集中在春夏季(Chen et al. 2001; 巫 
2002)。然而，東埔溫泉附近的族群並沒有發現全年生殖的現象，是否與可利

用的溫泉環境較少有關，需要進一步確認。莫氏樹蛙(Rhacophorus moltrechti)
為本區另一種保育類野生動物，為一種綠色樹蛙，在東埔登山口一帶的水溝，

數量尚稱普遍。艾氏樹蛙(Chirixalus eiffingeri)是本區最不普遍的種類，由於此

種蛙類屬於樹棲性繁殖的蛙類，主要利用樹洞或竹洞作為繁殖場所(Kam et al. 
1996)，東埔地區只有沙里仙林道部分有竹林分布的區域有艾氏樹蛙，因此，

生殖資源取得的受限，可能是此蛙分布較侷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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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爬行動物 
 
    本區的爬行動物，無論種類或數量上都不甚普遍。除了印度蜓蜥與短肢攀

蜥外，其餘種類多是零星記錄。 
 
1. 印度蜓蜥(Sphenomorphus indicus) 
    印度蜓蜥為一種中小型石龍子，為一種胎生蜥蜴(Huang 1996; 向 2001)，
是東埔地區分布最廣的爬行動物，包括往八通關的登山步道在內的各種道路旁

均有機會發現，多出現在路邊落葉堆或潮濕的水溝旁。從調查記錄來看，印度

蜓蜥成體多在 4月份出現，至 8月有許多幼蜥出現，至 10月後僅剩零星個體

出沒(圖 5a)。 Huang(1996)於南投霧社(海拔 1100公尺)研究印度蜓蜥的生殖週

期，指出當地的雌蜥於春天排卵，至 6、7月產下幼蜥，與本調查結果相符。 
 
2. 短肢攀蜥(Japalura brevipes) 
    短肢攀蜥為台灣特有種，屬於中小型蜥蜴，以翠綠色為底色，喉垂無斑點

為主要特徵，主要生活在海拔 1000公尺以上的山區(向 2001)，此種蜥蜴在東
埔地區尚稱普遍，尤其是沙里仙養鱒場一帶最有機會見到。由調查記錄來看，

此蜥蜴在 4月份便開始活動，並有幼蜥出現，至 8月時達到活動高峰，一直到
10月後才逐漸消聲匿跡(圖 5b)。Huang(1997)於南投縣山區(海拔 1100公尺)研
究短肢攀蜥的生殖週期，指出此蜥主要在春末與夏季產卵，其生殖活動週期與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 
 
3. 其他種類 
    本區上記錄有斯文豪氏攀蜥(Japalura swinhonis)、青蛇(Cyclophiops 
major)、錦蛇(Elaphe taeniura)與龜殼花(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等 4種爬
行動物。此外，在調查期間，也曾目視到草蜥出現，但是由於脫逃，無法清楚

確認種類，依過去於信義鄉的調查記錄(林 1996)來推測判斷，可能是台灣草蜥
或古氏草蜥。 
 
三、道路死亡動物探討 
 
    道路的建設使得人類交通的往返與物流速度加快，然而，隨著道路的大規

模開發，除了不斷切割野生動物賴以維生的生育地，其使用也直接衝擊野生動

物的生存。近 10 年來，不斷有研究顯示道路開發所衍生的高交通流量，對野

生動物的生存與繁殖造成很大的影響，特別是陸棲的兩棲爬行動物(Fahrig et al. 
1995; Hels and Buchwald 2001；Rosen and Lowe 1994)。 
    研究期間，所檢視的道路死亡動物(road kill)共計 17筆，約占總調查記錄

筆數的 11％(17/153)，種類高達 9種，約佔總記錄種數 64％(9/14)，顯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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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兩棲爬行動物在當地有很高的機會受到道路車輛的威脅，其中又以梭德氏

赤蛙與盤古蟾蜍所佔的比率最高(圖 6)。由於每一次調查，都有機會拾獲道路

死亡動物，特別是在物種生殖季進行遷移時，因此，若由以上結果去進一步推

估每年在當地被車輛輾斃的動物，可預期將會非常多。 
 

第二節 建議事項 

 
一、立即可行的建議 
 
    春夏季為兩棲爬行動物活躍的時間，因此，一般來說，利用這些季節進行

密集調查，應該可以得到較完整的物種記錄。但本年度 7、8月受到颱風豪雨
的影響，使得原本的調查受到拖延，預期可能仍有不少物種因此沒有被記錄

到，特別是爬行動物(例如，在台灣一般野外較常見的麗紋石龍子、紅斑蛇與

赤尾青竹絲等)，未來仍應持續作調查，以其建立完整名錄，作為保育評估的

參考。 
 
二、長期性的建議 
 
    針對未來東埔地區兩棲爬行動物的調查研究與保育，就長期性來看，有以

下有兩點建議： 
 
    1. 道路死亡動物的監控與改善 
      本研究顯示當地有超過一半的兩棲爬行動物種類受到交通的威脅，特別

是在人口出路較密集的一些地點，如東埔登山口一帶。未來應持續監控

當地物種受交通威脅的情形，甚至建議考慮在物種生殖季開始時限制交

通流量，或者參考國外建立道路的地下廊道(corridor)以利野生動物通

過。 
 
    2. 豪雨對兩棲類動物生活史的影響 
      近幾年來，東埔一帶常因為颱風豪雨，造成土石流或溪流大量沖刷，除

了威脅一般居民的生命財產，然其對於野生動物的影響目前卻一無所

知。東埔地區有 5種利用溪流繁殖的蛙類，可預期這些環境變動對於這

些物種的生活史具有一定的影響，未來建議可以以這些動物作為監測對

象，以了解天然災害對當地野生動物可能的影響，進而作為保育的評估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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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表 1. 東埔地區的兩棲類名錄 

種類 特有性1 保育等級2

蟾蜍科(Family Bufonidae)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特  

    樹蛙科(Family Rhacophoridae)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褐 樹 蛙 Buergeria robustus 特 II 
艾氏樹蛙 Chirixalus eiffingeri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特 II 

赤蛙科(Family Ranidae)   
        拉都希氏赤蛙 Rana latouchii   

梭德氏蛙 Rana sauteri   
斯文豪氏赤蛙 Rana swinhoana   

總種數                 8 3 2 
1. “特” 表示台灣特有種。 

2. ”II”  表示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 

 
 
 
表 2. 東埔地區的爬行動物名錄 

種類 特有性1 保育等級2

    飛蜥科(Family Agamidae)   
短肢攀蜥 Japalura brevipes 特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特  

    石龍子科(Family Scincidae)   
印度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黃頷蛇科(Family Colubridae)   
青    蛇 Cyclophiops major   
錦    蛇 Elaphe taeniura  II 

蝮蛇科(Family Viperidae)   
龜殼花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II 

總種數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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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玉山國家公園目前調查到的兩棲爬行動物名錄 
種類 特有性 資料來源2

兩棲類   
有尾目(Order Urodela)   
山椒魚科(Family Hynobiidae)   

阿里山山椒魚 Hynobius arisanensis 特 d 
無尾目(Order Anura)   
蟾蜍科(Family Bufonidae)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特 a、b、c、d
    樹蛙科(Family Rhacophoridae)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a、b、c 
褐 樹 蛙 Buergeria robustus 特 a、b、c 
艾氏樹蛙 Chirixalus eiffingeri  a、b、c 
白頷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b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特 a、b、c 

赤蛙科(Family Ranidae)   
        拉都希氏赤蛙 Rana latouchii  a、b 
        澤    蛙 Rana limnocharis  b 

梭德氏蛙 Rana sauteri  a、b、c、d
斯文豪氏赤蛙 Rana swinhoana  a、b、c 

2目 4科 11種   
爬行動物   
    飛蜥科(Family Agamidae)   

短肢攀蜥 Japalura brevipes 特 a、d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特 a 

    石龍子科(Family Scincidae)   
麗紋石龍子 Eumeces elegans  c、d 
印度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a 
台灣蜓蜥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 特 d 

    黃頷蛇科(Family Colubridae)   
標    蛇 Achalinus niger 特 d 
青    蛇 Cyclophiops major  a 
錦    蛇 Elaphe taeniura  a、c 

蝙蝠蛇科(Family Elapidae)   
眼 鏡 蛇 Naja atra  c 

蝮蛇科(Family Viperidae)   
龜殼花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a、c 
赤尾青竹絲 Trimeresurus s. stejnegeri  c 
菊池氏龜殼花 Trimeresurus gracilis  d 
百步蛇 Deinagkistrodon acutus  c 

1目 5科 13種   
1. “特” 表示台灣特有種。 

2. “a” 表示本研究；“b” 表示于(1989)；“c” 表示曾等(1996、1997); “d” 表示杜與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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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調查期間的物種組成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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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近三年(2002 年-2004 年)東埔地區降雨量的月變化(資料來自中

央氣象局的東埔雨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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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東埔地區兩棲類的生殖月份。代號說明：SW-斯文豪氏赤蛙、 
       SA- 梭德氏赤蛙、L-拉都希氏赤蛙、R-褐樹蛙、M-莫氏樹蛙、 

E-艾氏樹蛙、J-日本樹蛙、B-盤古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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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四種東埔常見蛙類的成幼體組成與數量月變化。(a)盤古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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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東埔地區兩種常見的爬行動物的成幼體組成與數量月變化

(a) 印度蜓蜥的；(b) 短肢攀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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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道路死亡動物組成百分比；百分比(％)＝某物種的道路死亡動物隻數 /  
      總道路死亡動物數 ×100％。代號說明：1-拉都希氏赤蛙、2-梭德氏赤蛙、 
      3-斯文豪氏赤蛙、4-盤古蟾蜍、5-褐樹蛙、 6-短肢攀蜥、7-斯文豪氏攀 

蜥、8-印度蜓蜥、9-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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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照片 1. 東埔登山口一帶，土石流堆積沖刷所形成的流動性 

溪水淺灘成為褐樹蛙繁殖的理想環境。 
 

 
 

 
照片 2. 盤古蟾蜍。攝於沙里仙溪(巫奇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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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莫氏樹蛙。攝於東埔登山路口一帶(巫奇勳 攝)。 
 
 

 
照片 4. 艾氏樹蛙。攝於沙里仙林道(巫奇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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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斯文豪氏赤蛙。攝於沙里仙溪(巫奇勳 攝)。 

 
 

 
照片 6. 梭德氏赤蛙。攝於東埔登山路口一帶(巫奇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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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褐樹蛙。攝於東埔登山路口一帶(巫奇勳 攝)。  
     
 

 

   照片 8. 拉都希氏赤蛙攝於東埔登山路口一帶(巫奇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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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短肢攀蜥。攝於沙里仙林道(巫奇勳 攝) 

 
 

 
照片 10. 印度蜓蜥。攝於東埔登山口一帶(巫奇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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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道路死亡動物，短肢攀蜥雌蜥(左)與斯文豪氏攀蜥雌蜥(右) 
 
 

 
照片 12. 道路死亡動物，盤古蟾蜍(左)與梭德氏赤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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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物種分布的二度分帶資料 

種類 緯度 經度 成體 幼體 資料來源 
日本樹蛙 241808 2606513   V(鳴叫) 
日本樹蛙 242649 2602677  T V 
日本樹蛙 242875 2606371   (鳴叫) 
印度蜓蜥 241968 2606516 1  V 
印度蜓蜥 241600 2606389 2  V 
印度蜓蜥 241251 2606157 1  V 
印度蜓蜥 241251 2606157 1  R 
印度蜓蜥 242005 2606017 1  V 
印度蜓蜥 242005 2606017  1 V 
印度蜓蜥 242101 2605925   V 
印度蜓蜥 242900 2606246  1 V 
印度蜓蜥 242878 2606386  1 V 
印度蜓蜥 242444 2606169  1 V 
印度蜓蜥 242738 2605836  1 V 
印度蜓蜥 242265 2606042 1  R 
艾氏樹蛙 241925 2606495   (鳴叫) 
艾氏樹蛙 241387 2605238   (鳴叫) 
艾氏樹蛙 241334 2605263 1  V(卵) 
艾氏樹蛙 241488 2604746 4  V(卵) 
艾氏樹蛙 241986 2602536   (鳴叫) 

拉都希氏赤蛙 242017 2606557 1  V 
拉都希氏赤蛙 241251 2606157 3  V(配對) 
拉都希氏赤蛙 242017 2606557   V(鳴叫) 
拉都希氏赤蛙 241978 2602899 1  R 
拉都希氏赤蛙 242807 2606293  T V 
拉都希氏赤蛙 242800 2600314  1 V 
拉都希氏赤蛙 262797 2606305  1 V 
拉都希氏赤蛙 241898 2603465  T V 
拉都希氏赤蛙 243126 2606395  T V(鳴叫) 
拉都希氏赤蛙 243139 2606428 2  V 
拉都希氏赤蛙 242988 2606263 1  V 
青蛇 241572 2606395  1 R 
青蛇 242808 2606417  1 R 

梭德氏赤蛙 241117 2603154  L V 
梭德氏赤蛙 241878 1606497  L V 
梭德氏赤蛙 241124 2602791  L V 
梭德氏赤蛙 241284 2602687 1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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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德氏赤蛙 242740 2606260  1 R 
梭德氏赤蛙 242722 2606266 1  R 
梭德氏赤蛙 242701 2606273 1  V 
梭德氏赤蛙 242601 2606257 1  R 
梭德氏赤蛙 242047 2602487 1  V 
梭德氏赤蛙 242096 2602454 15  V 
梭德氏赤蛙 242095 2602450  T V 
梭德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T V 
梭德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1  V 
梭德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6  V 
梭德氏赤蛙 242374 2602449  T V 
梭德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T V 
梭德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2  V 
梭德氏赤蛙 242360 2603458 1 T V 
梭德氏赤蛙 242301 2603014  T V 
莫氏樹蛙 241968 2606516   V(鳴叫) 
莫氏樹蛙 242017 2606557 2 T V(卵) 
莫氏樹蛙 242035 2606588  T V(卵) 
莫氏樹蛙 241251 2606157 1  V 
莫氏樹蛙 241387 2605238   V(鳴叫) 
莫氏樹蛙 241192 2602736   V(鳴叫) 
莫氏樹蛙 242017 2606557 2  V 
莫氏樹蛙 241251 2606157   (鳴叫) 
莫氏樹蛙 242836 2606331   (鳴叫) 
莫氏樹蛙 242807 2606293 3  V 
莫氏樹蛙 242808 2605417 1  V 
莫氏樹蛙 242800 2600314 2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1994 2602674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1986 2602536 2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2111 2602456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1978 2602899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2900 2606246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1986 2602536 6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003 2602527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128 2602434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293 2604977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5000 2605788  T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808 2605417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643 2606270 1  R 
斯文豪氏赤蛙 241972 2602602   (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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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豪氏赤蛙 241997 2602523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2020 2602506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096 2602454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5000 2605788  T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V(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2270 2602506 3  V(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2354 2602439  T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374 2602449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421 2605043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2265 2606042 1  V 
斯文豪氏赤蛙 243136 2606415   V(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3139 2606428 1  R 
斯文豪氏赤蛙 241968 2606516  T V 
斯文豪氏赤蛙 241192 2602736 2  V(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1387 2605238   (鳴叫) 
斯文豪氏赤蛙 241284 2602687 1  V 
斯文豪氏攀蜥 241037 2606081 1  R 
短肢攀蜥 241192 2602736 1  V 
短肢攀蜥 241321 2605242  1 V 
短肢攀蜥 241986 2602536 1   
短肢攀蜥 242101 2605925 1  R 
短肢攀蜥 241986 2602536 2  V 
短肢攀蜥 242003 2602527 1  V 
短肢攀蜥 242020 2602506 1  V 
盤古蟾蜍 241808 2606502  L V 
盤古蟾蜍 241968 2606516 1  V 
盤古蟾蜍 242035 2606588 2 T V 
盤古蟾蜍 241968 2606516  L V 
盤古蟾蜍 241572 2606395 1  R 
盤古蟾蜍 241251 2606157 1  V 
盤古蟾蜍 241155 2603147  T V 
盤古蟾蜍 242017 2606557 2  V 
盤古蟾蜍 242017 2606557 1  V 
盤古蟾蜍 241925 2606495 1  V 
盤古蟾蜍 241878 1606497 1  V 
盤古蟾蜍 241284 2602687  T V 
盤古蟾蜍 241978 2602899  T V 
盤古蟾蜍 242081 2602445 1  V 
盤古蟾蜍 242003 2602527  T V 
盤古蟾蜍 242293 2604977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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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蟾蜍 242675 2606264 1  V 
盤古蟾蜍 242799 2606411 1  V 
盤古蟾蜍 242209 2605038 1  V 
盤古蟾蜍 242354 2602439  T V 
盤古蟾蜍 242265 2606042 1  R 
盤古蟾蜍 243162 2606395  T V 
盤古蟾蜍 242020 2602506 1  V 
盤古蟾蜍 242354 2602439 1  V 
盤古蟾蜍 242374 2602449 2  V 
盤古蟾蜍 242374 2602449  T V 
盤古蟾蜍 242265 2606042 1  V 
盤古蟾蜍 242334 2605934 1  V 
盤古蟾蜍 243089 2606338 8  V 
盤古蟾蜍 242874 2606264 1  V 
盤古蟾蜍 242836 2606552 1  R 
盤古蟾蜍 242360 2603458  T V 
褐樹蛙 242017 2606557 1  V 
褐樹蛙 241878 1606497 2  V 
褐樹蛙 242878 2606386  T V 
褐樹蛙 242878 2606386 1  V 
褐樹蛙 242675 2606264 1  V 
褐樹蛙 242745 2606297  1 R 
褐樹蛙 242740 2606275  1 V 
褐樹蛙 242744 2606271   (鳴叫) 
褐樹蛙 242722 2606266  1 V 
褐樹蛙 242597 2606264 1  R 
褐樹蛙 242588 2606248 1  V 
褐樹蛙 242636 2606266 2  V 
褐樹蛙 243126 2606395 1  V 
錦蛇 243347 2605671 1  V 
龜殼花 243131 2605671 1  R 

註： 
1. 格子內的數字表示調查到的數量。 
2. 幼體： L：表示幼體、T：表示蝌蚪 
3. 資料來源： V：表示目視調查；R：表示道路遺骸；鳴叫：表示有鳴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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