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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之規劃」專家學者座談會討論大綱



規劃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實地勘察路線上哺乳動物與鳥類觀察紀錄

照　　片

緒　　言

玉山國家公園為本省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在十萬零五千四百九十公頃的範圍內，保存

著許多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並孕涵著豐富的地質景觀，珍貴的人文史蹟、及動、植物

、礦物資源。為了能深入瞭解並維護這些珍貴的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同時兼顧國民育

樂的功能，管理機關必須進行許多研究，收集相關資料，以擬訂並執行最適當的經營管

理借施，達成國家公園成立的目標。然而，玉山國家公園內地形崎嶇，山勢陡峭；大部

分地區交通不便，補給困難，致使研究工作之困難度較高，自然資之基本資料不易數集

，保育與經營管理工作之推展亦受影響。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有鑑於此，乃有設立保育研究站之芻議。所謂「保育研究站」，即

是為進行保育研究工作所設置的設施。其設置之目的主要是希望能提保研究人員較安全

適宜的駐場所，以方便保育研究工作之進行。但玉山國家公園內，多屬中、高海拔之山

區生態體系，敏感而脆弱，極易受干優而改變，難以恢復。如何使保育研究站之設置能

夠確實幫助保育研究工作之推展，同時避免其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便需要審慎規劃。

本計畫之目的，即在保育為重，避免干優自然環境的前題下，依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的實

際需求，和現有設施及環境的狀況，探討設置保育研究站的可行性及設站的時機、位置

、規模等。提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未來設置保育研究站之參考。

研究方法

保育研究站是否需要設置，以及設置的規模，端視研究計畫進行的方式及需求而定。而

設站的位置亦需考慮研究的實際需求及當地自然環境的狀況。在規劃保育研究站的設置

時，必須先分析玉山國家公園現有及未來應進行的保育研究計畫、計畫進行的方式、研

究人員的需求；再配合野外勘察各地區的環境狀況，以從事規劃。

因此，本計畫共分三方面進行：



收集與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

為瞭解玉山國家公園進行保育研究之狀況，國公園內自然資源、境的現況，和現有設施

及道路系統的狀況，以做為規劃之依據，特收集玉山國家公園各項研究及規劃報告，現

有工作站、山屋等設施位置圖等相關資料。其中，尤以下列三項資料：

「玉山國家公園計畫」（內政部，1985）。

「玉山國家公園近、中、長程保育研究計畫規劃草案」（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6

）。

「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規劃草案」 （玉山國家公園，1987）。

已為玉山國家公園研究計畫之進行及保育研究站之規劃，擬出基本藍圖，是為本計畫最

重要的參考。

除國內資料外，本計畫同時收集國外（主要是美國）國家公園進行保育研究的資料，以

為規劃之參考。

邀約專家學者共同研商

為了解不同科領域的研究人員，對於國家公園進行研究計畫及設置保育研究站的意見，

本計畫曾邀請國內地質、人文、氣象、動、植物界專家學者擔任顧問或參與座談會，共

同研商（會議討論大綱如附錄一）。另外，並邀約玉山國家公園各課人員進行座談，以

了解管理處對規劃的意見及國家公園範圍內各地區之狀況，並共同討論規劃保育研究站

之相關問題。

在此同時，亦曾訪問兩位訪華之國際野生動物研究與保育專家Dr. George Schaller和D

r. Alan Rabinowitz，請教其以在世界各地從事研究與保育工作之經驗，提供國家公園

設立保育研究站之意見。

野外勘察

為實地了解玉山國家公園內各地區設施現況，評估可能設置保育研究站之地點，研究人

員曾前往四個區調查：

日據八通關古道，由觀高經八通關至十水窟往米亞桑及塔芬山中途。



楠梓仙溪林道。

南橫公路天池至向陽段。

日據八通關古道，由卓麓經山風（山嵐）、瓦拉米至山陰前吊橋，並記錄沿途所見動

物狀況（附錄二）。

根據以上方法所得資料，綜合整理所得結果如下。

結果與討論

壹、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規劃基本原則

「玉山國家公園計畫」中明白指出「玉山國家公園區內海拔高，坡度陡峭----，且由於

資源本身之脆弱性，一旦遭受破壞，即難以恢復原狀，加上不良的天候，區域內建設設

施容易遭受破壞，若無經常性維護，損壞更是加速。因此，有關區域內之設施建設，宜

儘量減少，宜選擇對周圍環境產生衝擊影響最小之地區，避免資源迭遭破壞。」（P.22

7，內政部，1985）。除了以上的考慮外，建築不當的設施和長期維修的費用會成為管

理機關財務的負擔；而且設施往往會吸引人群，帶來更多的干優和破壞。尤其在社會輿

論發達的今日，國家公園內若有不當的設施，很容易招來詬病。因此，國家公園內設施

的規劃與建，必須審慎。即使是為保育研究而籌建設施時，亦必須把握以下基本原則：

保育重於開發。

確定實際需求後再考慮設站。

為避免環境受到無謂的衝擊，必須確定保育研究站有設立的必要，建站能顯著發揮功，

再考慮設站。如果沒有必要就延緩建站。

儘可能利用現有設施，整修為站，避免增建或擴建。

為了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應利用、整修現有設施，使之發揮支援保育研究的功能。

如有必要在現有或曾有設施地點以外地區設站，必須先經評估，儘量減少對境之衝擊

。



因此，在規劃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時，必須探討兩方面之問題： 玉山國家公園進

行保育研究狀況及保育研究人員對保育研究站的需求。 規劃保育研究站設站的條件、

設置的地點及規模。

貳、國家公園的保育研究

首先，我們先參考美國國家公園進行保育研究計畫之狀況。

美國國家公園的保育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內容：

早期以細部登錄調查為主。

目前強調長期資料收集與追蹤監測（monitoeing），以經營管理為目標的研究和生物

龐雜度的保存。

(Elfring，1986；Martinka，1985；Wright，1988．)

根據多位在美國參與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的專家所提出的報告指出，國家公園應進行的保

育研究項目包括： 登錄與基本調查（Inventoy） 長期追縱及監測（Monitoring）

經營管理相關研究（Management-oriented research）和 基礎研究（Basic reseaech

）（Houston，1971，Giles，et．al．1976b；Johnson and Beatton，1978，Whit and

Bratton，1980 Mack，et．al．1983；Martinka，1985；White，1986；)。

登錄調查，即調查並登國家公園內各項資源的種類、數量、分布等狀況，各地區生態體

系的狀況及資源與環境的關係。此類研究所得的資料，可以幫助管理機關了解轄區內的

資源，生態體系的狀況。那些資源較為稀有，需要加強保育﹖那些地區資源豐富，環境

特殊，應避免干擾與開發﹖何處應成立永久樣區，繼續追蹤調查﹖並可以這些資料為基

礎，擬訂後續之研究與管理。

長期追蹤及監測，是繼初步登錄後長期收集各地區資源、環境的資料，以協助管理機關

注意各地區的資源及環境是否發生變化，預測未來的程度和趨勢，以及產生變化的原因

。並針對這些變化，預測未來的狀況，擬定最適宜的因應借施，而後追蹤該借施的效果

，是否需要修正等等。因此此種研究，是管理機關推動長期保育工作的重要基礎。

經營管理之相關研究，指的是針對國家公園可能或已經遭受到之目然或人為干擾，研究

最妥善的因應借施，以解決問題，達成保育之最高宗旨。White和Bratton(1980)曾調查



美國各保護區經營管理時，最常遭受的問題及困擾，可以為我國國家及保護區之管理機

關參考（表一）。

基礎研究指的是短時間內無經營管理之功能，純為了解自然生態體系及其運作之研究。

但此種研究所得資料之累積，將來可能有助於解決經營管理之問題。國家公園因有完整

多樣之生態環境及資源，再加上有保護借施，人為干擾較少，可提保許多基礎研究良好

的研究環境。

此外，不論是基本登錄調查，長期監測追蹤或其他研究之結果與收集到的資料均應妥善

保存處理，以免這些資料遺失或埋沒在文獻當中。因此管理機關應在研究的同時，逐步

建立健全的資料庫系統，收集、儲存基本資料，以便能隨時整理、分析、調閱及利用。

美國國家公園成立後的數十年間是以基本登錄調查研究為研究重點。但是多年以後逐漸

發覺以上研究之結果，不一定能直接用來解決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同時短期的調查計畫

很難讓人深入了解生態體系的運作，掌握生態體系長期的變化。因此，近年來美國國家

公園的研究計畫，除基本登錄調查及基礎研究外，愈來愈重視長期追蹤監測及經營管理

相關的研究。

──────────────────────────────────────

表一、保護區經營管理最常遭受的問題及困擾（依Whit and Bratton，1980 整理）

──────────────────────────────────────

環境及生態體系的然變遷

1.自然的干擾如天然火災等，造成某些生物群落（communities）消失，某些生物群落

得以持續，或導至自然替（succession）的階段改變或更新。

2.自然演替持續進行，造成植被鬱閉度增加，使某些適合在開闊地棲息的生物種類，

難以生存。

稀有生物族群之自然變動

3.保護區內的稀有生物種，可能因本身之生物習性，族群小且彼此隔離，或因為保護區

面積小而彼此隔離等因素影響，逐漸減少消失。

人類影響致之變化（通常是保護區內保育研究工作最大的威脅）。



4.因為移去減少食物鏈最高層的掠食者，或其他對人類有影響的動物，和採伐森林造成

開闊地增加，使動物族群比例不平衡。例如：植食性動物增加，而造成植被遭過度取食

與破壞。

5.引進外來種動、植物及疾病。

6.人為阻止自然的干擾因素，如防火導至森林中燃料堆積，增加火災危險性，並影響依

賴火災更新的植物的存活。

7.人為導致空氣與水的污染，地下水位變化，水災等。

8.遊憩壓力，包括道路、步道、露營地的修築。

9.研究者、標本採集者和盜獵、盜採者之干擾。

10.保護區管理機構工作不力。

11.缺乏良好的經營管理規劃。

12.缺乏長期資料的追蹤及研究項目的監管。

13.政治因素的干擾。

前美國國公園署正在規劃國家公園系統登錄與監測標準和原則的草案，以便系統化的收

集、儲存、分析、處理各國家公園資源調查，長期監測的資料，追蹤國家公園資源的變

化。另二項近年來最重要的長期研究項目包括： 建立生物龐雜度（diological diver

sity）評估及維護的方法， 國家公園內、外環境差異與相互影響之研究（Wright，19

88）。

研究計畫進行之先後次序

由於國家公園內應進行的研究計畫項目繁多，在時間、經費、人力的限制下，就必須審

慎評定各項計畫進行之先後次序。評定的標準，需視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目標、所遭遇

干擾的狀況、既有研究成果及各研究計畫的需求性等因素而定。例如，在國家公園成立

初期，區內狀況並不甚清楚，基本登錄調查通常即為最重要之工作。而後追蹤監測與建

立資料庫的比重應逐漸增加。同時，應視情況的需求注意經營管理上相關研究。



目前，美國一些國家公園已發展一連串電腦程式，訂定許多衡量研究計畫先後次序的變

數，按此標準評定、篩選研究計畫（Giles，1976b）。此外，Giles等(1976)還指出另

外三種選擇研究計畫進行先後的方式， 優先考慮延續以往就有之研究，使其結果更精

確，更能掌握；同時並逐漸拓展新的研究； 按預定計畫，依研究經費固定的百分比進

行登錄、監測、基礎研究以及解決經營管理相關問題的研究；或者 以上二種方式並重

，亦即視實際狀況之需求，不獨要解決現存經營管理的問題，同時更注意使國家公園的

研究能朝長期性、整體性、多樣性，基礎與應用並重的方式進行。

由於許多因素，如前期計畫的進度，臨時突發性之問題需要解決，經費、人力、行政的

狀況可能改變，今日計畫評定先後次序的方式與結果可能不符合明日的需求。因此研究

計畫先後次序的評估應隨時檢討，做最適切的修正。進行的方式可由管理機關本身人員

彼此溝通討論，或邀請學者專家擔任顧問列席參與討論。

保育研究進行的方式

Giles等(1976b)亦曾指出，團隊式，考慮整體生態系的長期研究，通常能得到最好的成

果，國家公園的計畫應朝此方向努力。美國許多國家公園早期的研究方式常以單一生物

種為研究對象，然而，此種方式常引發其他問題，例如，移走肉食性動物，導至草食性

動物太多，而破壞植被。因此，目前非常重視各學科整體的配合。如能由幾位不同領域

的研究人員配合進行整體的研究，從不同角度探討同一問題，調查同一地區，彼此配合

，更將有助於資料之收集及研究。另外，為研究成果能協助管理機關解決實際經營管理

問題，管理機關應加強研究人員與經營管理者間的溝通，使研究成果能為經營管理者所

利用。管理機關並應檢討如何根據研究成果行動，以使研究成果發揮最大的功效（Gile

s et．al．1976b；Seite et．al．1985）。

研究人員的來源

美國國家公園的研人員

早期以大專院校或相關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為主。

現在有正式研究人員的編制，配合其他單位之研究人員共同擔負國家公園的研究工作

。1985年美國國家公園署有100名專任科學研究人員（指51％以上工作時間是從事研究

管理與行政，研究計畫的審定評估等工作者，Elfring，1986）。

目前美國大型國家公園如Yellowstone，Everglades，Yosemite，和Great Smoky Mount

ains等，本身有研究人員的編制。其他小型的國家公園，尤其是美國西部的國家公園，

都有所謂的國家公園合作研究單位（Cooperative Park Studies Units）。國家公園署



的研人員可以附屬於或駐在大學內，或與大學合作，以利國家公園與學校人員資訊與經

驗的繫與交流。這些駐在學校的研人員便可負責附近地區小型國家公園的研究工作。

Mack等人(1983)曾經在調查美國各國家公園研究成果的報告中指出，有專任研究人員的

國家公，即使這些研究人員主要的工作是負責協調或監督委託給其他研究單位進行的研

究計畫，這些國家公園研究工作的進展與持續狀況仍然較優。

玉山國家公園的保育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的保育研究計畫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規劃未來研究計畫及進度，曾在民國七十五年元月與四月分批邀

請國內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之代表百餘人進行座談，共同研商。並將座談結果整理，而

提「玉山國家公園近、中、長程保育研究計畫規劃草案」（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6

）。其中對玉山國家公園未來保育研究計畫的目標、內容，計畫進行之先後順序及指導

原則，和可能遭遇的困難等，均有詳細的介紹。此外，「玉山國家公園計畫」中亦列出

了玉山國家公園應研究解決之課題（P．319）。此兩項文件，實為玉山國家公園進行研

究計畫之重要依據。

上述兩項文件之內容與精神和美國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之內涵極近似。惟「玉山國家

公園近、中程研究計畫規劃草案」中提出的多為國家公園內各研究分區之資源登錄調查

，此類研究誠為國家公園成立初期之基本、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對於登錄工作之後的追

蹤監管及經營管理的應用性研究，著墨較少。而「玉山國家公園計畫」中提到許多經營

管理方面的研究，題目範圍較大，可以再細分出許多相關研究。

研究計畫進行之先後次序

「玉山國家公園近、中、長程保育研究計畫規劃草案」中已提出了評定計畫先後基本原

則，包括： 優先進行資源登錄，並以此為發展中、長程研究計畫之基礎。 優先進行

衝擊性最大的地區和稀有或瀕臨絕種之資源的研究。 優先進行遊憩區解說、教育、遊

憩等服務性研究。 同時考慮經營管理應用性及政策性之研究和永久樣區之設置及基本

調查。

由於以上基本原則訂定下的研究計畫進度，受人力、經費及其他因素之影響頗大，不一

定能按預定進度進行，因此管理機關需定期檢討、按實際狀況做最適當的修正。

保育研進行的方式與研究人員的來源



國內國家公園沒有專任研究人員的編制，自行研究的人員常因本身工作繁重而無法投入

太多時間與精力進行研究工作，研究計畫多委託各大專院校或相關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

進行。因此保育研究計畫進行的方式，除受管理機關本身因素影響外，受研究人力之影

響也很大。其他機關受委託的研究人員因本身職務的關係，很難長駐或深入國家公園進

行研究，因而局限了執行計畫的種類及地區。因此目前國家公園內較不易進行 偏遠地

區的研究（因交通往返耗時）， 長駐性的研究（因研究人員在野外停留的時間有限）

， 團隊式的研究（因為研究人員數量少，工作多，能同時聚集進行研究的機會少）。

至於計畫持續時間的長短，則視經費，研究政策及既有之研究成果等因素而異。

因此，目前國家公園研究計畫，多以短期、區域性及個別計畫的方式進行。

國內專家學者建議

玉山國家公園應進行的保育研究計畫

繼續基本登錄調查並規劃長期資源追蹤監測。

建立資料庫，並研究如何使資料之收集、儲存、分析及處理制度化、糸統化。

同時注意經營管理相關的問題，包括：

（禁獵後）國家公園草食性動物族群變動狀況，及對植被之影響。

原住民狩獵文化及國家公園之關係。

高山湖泊的水質及受文為污染或酸雨的影響。

高山地區廢棄物、污染物之影響與處理。

野火生態學（fire ecology）。

(6)國家公園現有步道、小徑之清查等等。

玉山國家公園研究計畫進行之先後順序。

國家公園應配合實際需要，定期檢討研究計畫的優先次序。

研究計畫進行的方式



國家公園應儘可能朝系統化，長期性、多樣性、整體性、團隊的方式進行研究。

研究計畫進行的方式除受計畫內容與目標影響外，尚需考應人力、經費、行政制度穩定

與研究地點之狀況等因素。例如某一地區的資源細部登錄調查，研究人員可定基往返取

樣，亦可長駐站取樣，可進行一年也可長期追，蹤端視上述因素的配合。為增加研究效

率，玉山國家公園應儘可能進行長期，整體性、多樣性、團隊方式的研究，並使之系統

化，以確定人力、經費的穩定。

就保育研究站的設立而言，惟有設立後有長期的高使用率，才能充分發揮研究站功能，

彌補設站對環境造成衝擊的缺點。惟有長期性，多項計畫同時在同地區進行，或長期定

點駐站的研究方式，才有建站的必要。

如果玉山國家公園以團隊方式進行研究計畫，則應在計畫之初，邀集所參與研究人員

共同研究計畫進行之方式、內容與目標。以便研究人員彼此配合、協調。

管理機關應加強研究人員與經營者的聯繫與溝通，並可要求研究人員在研究作果中，

提出建議事項及經營管理上的作法。使管理人員可以依此進行經營管理工作，使研究成

果發揮最大的功效。

研究人員的來源

國家公園應加速聘用、培養訓練，鼓勵自己的研究人員擔負研究工作。目前各大專院校

和研究機關本身研究人員有限，而短期之內容這些機關亦無法擴大吸收容納更多的研究

人員來支持國家公園的研究計畫。因此，國家公園應慎重考慮以下列方式增加本身研究

人員或加速研究工作之進行：

建議修改國家公園法，在管理體系組織中，加入專任研究人員之編制。另外，增加國

家公園研究之設立，以培養國家公園本身之研究、管理人員。

在修改法律前，可以：

特約研究人員的方式，如約聘博士後研究人員，進行國家公園之研究計畫。

加強鼓勵自行研究。

隨委託計畫，研究生獎助研究計畫等培養及訓練未來之國家公園研究人才。



參、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之規劃

保育研究站的種類及設置條件

依照「確定需要在考慮建站」之原則，將保育研究站保育研究計畫進行的方式，保育研

究人員的需求及是否有人員看管等因素，分為四大類（註：一般登山用帳蓬，觀察動物

用小型1-2用掩蔽帳及其化他小型、隨時可拆遷蔽物等不包括在內）。並規劃其設置條

件如下：

甲種臨時研究站

定義：無人看管，供研究人員停駐進行短、中期保育研究工作而建之臨時設施。工作完

成後或設施毀損時，得視未來需要，保留、修護或拆遷之。

設置條件：

利用現有避難小屋或無人工寮。

在曾有設施但設施已毀損之地點重新修建。

如研究人員或管理機關擬在現有或曾有設施地點以外地區增建臨時性研究站，應先考

慮設站之必要性是否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在此站進行計畫時間：二年以上。

站的使用率：研究人員每個月停留此站的時間（一項計畫或多項計畫總停留時間）達

二星期以上。

必須先經勘查；如果在同一地區進行多項計畫，應邀集所有在該區進行研究計畫之研

究人員共同協商決定設站地點，提經管理機關同意後方可設置。

規模與設備：

僅需空屋一間及野外盥洗設施，面積不應超過10坪，此種研究站應避免存放儀器設備，

以免因無人管理而損毀或遺失。研究人員如需簡單之工作桌椅，可用木箱、石塊或折疊

式桌椅，其他儀器設備以自行攜帶保管為宜。

設站之基本原則：



不得破壞稀有動、植物資源及人文景觀等。

視研究人員的數目及預定設站地點腹地之大小，面積最大不得超過10坪。

建築材料應以就地取材的方式，例如以現有人工林材質（如柳杉），或石板建築，並

以減少環境破壞為原則。現有材料不敷使用時，可考慮使用大型營帳（高度、寬度較普

通帳篷大，國內露營用品店可訂做。另可設木架平台以供架設營帳，並防潮隔濕，避免

直接踐踏土地為站，並避免使用水泥。

設施應離開交通要道，離開水源至少30公尺以上,遠離乾河床或沼澤地。

避免破壞植被或干擾動物活動。

審慎處理垃圾(掩埋、火燒或集中以便攜走)、廢水及排泄物（最好以掩埋方式，至少

6-8吋深）。

注意防火。

（4-7項乃依美國農部森林署國有林露營地使用規則擬定）。

設施需符合管理處其他設置條件，並經評估核准。

臨時性保育研究站設置之經費，可由研究人員在研究計畫內編列設置。

研究結束後，管理處得依照未來該地點之後續研究計畫及需求狀況，保留、改建、收

回或要求研究人員拆遷或拆毀該設施。

乙種臨時研究站

定義：有人看管，供研究人員停駐進行短、中期保育研究工作所用的設施。工作完成後

，管理機關得視未來之需要繼續、停止或改變該設施之研究站功能。

設置條件：

利用現有山莊或工作站。

如擬由甲種臨時研究站改建，應考慮有無人員看管之必要。



規模與設備：

優先提供研究人員食宿設備。如有需要，可增加工作椅及基本研究工具，由研究站人員

管理保存。

設站之基本原則：

看管人員可計畫之勞務費酌與工資雇用。

此種研究站利用現有設施，只要不擴建、增建，控制研究人員使用人數，應不致增加對

境已造成之衝擊。

永久性研究站

定義：有人員管理，供研究人員駐紮進行長期保育研究工作設施。

設置條件：

在充分了解國家公園各地區狀況，確定某地點有人員持續停駐進行多項長期研究工作

，例如確定永久樣區之地點及長期取樣之方式。

儘量利用現有設施或由臨時研究站中篩選出來最適宜進行長期研究之地點建站。

管理機關應先經環境影響評估後，確定能儘量減少對環境之衝擊後設立。

規模與設備：

按保育研究工作之需求決定規模大小。基本上應有管理人員二名以上，具備研究室及基

本研究儀器、無線電通訊器材，圖書資料兼辦公室及食宿等設備。

設站之基本原則：

管理人員應為正式編制內人員，同時能擔任基本調查研究工作者。

按照保育研究計畫的期限及研究人員停駐的時間，建議以上各類研究站設立條件之綜合

列表見表二。



研究中心及解說教育中心

定義：研究中心為國家公園研究人員進行室內研究、本鑑定與保管，和資料儲存與分析

等工作之場所。

表二、建議不同研究計畫進行方式下得設的保育研究站種類

──────────────────────────────────────

計畫期限　　　　定點停駐時間1　　　　得設站種類2

　　　　　　　　　（每個月）

──────────────────────────────────────

2年或　　　　　 少於2星期      (1( (2)

2年以下 多於2星期      (1) (2) (3)

2年以上 少於1星期      (1) (2)

1星期到2星期      (1) (2) (3)

2星期以上      (1) (2) (3) (4)

永久性 持續有人駐紮研究     設立有固定管理人員之永久性研究站

──────────────────────────────────────

(註1)：單項計畫研究人員的停駐時間，或多項計畫研究人員的停駐時間的總合。

(註2)：(1)一般野外露營方式，不另設站(2)利用現有設施在曾有設施(3)在曾有設施地

點修復或重建甲種（無人看管式）臨時研究站(4)在現有或曾有設施以外地區設立甲種

臨時研究站。

解說教育中心為國家公園提供學校及團體進行教育解說、講習訓練，和認識國家公園等

活動之場所。



設置條件：目前即可規劃籌建。

規模與設備：

研究中心應具下列設備：實驗室及基本實驗器材、標本室、圖書資料室、電腦設備及資

料庫、會議演講室、辦公室及食宿設備。此外，應有專任研究及管理人員。解說育中心

應有教室、視廳室、展示室、圖書資料室、食宿設備及戶外解說教材與場地。

設站之基本原則：

解說教育中心容納人數應視管理機關預期之解說對象人數及設置地點腹地大小，經評估

決定。管理機關應嚴格管制使用對象及人數，以免破環境品質。

其他如野外研究樣區、觀察動物用掩體、氣象測候站、永久樣區等非房舍之研究設施，

得依研究需要設置，不在保育研究站之規劃目中討論。

保育研究站設立之時間

各類保育研究站應依照保育研究進行之狀況，以階段漸進的方式逐步建立。

第一階段：

自現在到保育研究計畫進行方式符合設立新臨時研究站之條件時（進行三項以上持續二

年以上計畫或停駐時間每個月達二星期以上並持續二年以上）。此階段無需設置黟外保

育研究站，但可籌建研究中心及解說教育中心。

由於目前 對玉山國家公園內各地區之資源狀況、步道以外地區之狀況和長期保育研究

工作地點停駐時間有限，移動性高，定點設施的使用率很低； 研究多在交通可及性較

高，己有設施處進行； 研究多以個別、短期方式進行；因此，現階段對保育研究站的

需求不高，暫時無需設置野外研究站，也無需改建或修建現有無人設施（如避難山屋）

為站。

然而管理機關可規劃籌建研究中心以逐步展開資料庫的建立、標本之集中與整理及室內

研究等工作；籌建解說教育中心以增進解說教育之功能。

第二階段：

即第二階段結束到永久研究站立條件滿足之前（資源狀況，長期計畫進行地點，永人樣



區及採樣方法確定，有必要設永久研究站時）。此階段重點在依保育研究人員需求，得

經管理機關同意，於研究計畫內列入經費，設立臨時性保育研究站。

第三階段：

即長期研究計畫及地點確定，且持續有人停駐進行研究，有必要設永久研究站時，管理

機關可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認可後，編列經費建立永久研究站，逐年維修。

以上階段性之設站方式，可以避免建築不必要或使用率低之設施。臨時性研究站設立之

規模與方式所需經費較少，且隨計畫申請，較能配合實際需要決定設立與否，彈性較大

。且臨時性研究站之存廢，可視需要進行，不一定需要加以維修，亦可節省經費。不需

要的臨時研究站可拆遷或自行腐杇，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永久研究站設立前已確定其功

能，因此必能符合最適宜的需求，發揮其最大的功能。至於每一階段開始的時間及時間

之長短，必須視研究計畫與研究人員配合之狀況而定。

未來保育研究站可能設置之地點規劃

由於保育研究站設置的地點，宜考慮水源，腹地，最好在已有或曾有設施的地點，以減

少新的破壞；我可以預期在沒有發現目前登山步道以外地區有更理想的設站地點之前，

未來各階段設置保育研究站的地點，仍將以曾有或現有設施的地點為主。以下就按「玉

山國家公園近、中、長程保育研究計畫規劃草案」及「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規劃草

案」（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6；1987）中將玉山國家公園依地理位置，交通可及性

及區域特性所分的七個研究分區，和現有設施之狀況，分別討論（並請參閱圖一及圖二

）。

東埔玉山區：

位於國家公園西北角，包括陳友蘭溪及沙里仙溪集水區和玉山山塊北部。此區道路與步

道最多，交通最方便，遊憩壓力也最大。現有設施包括：鹿林山管理中心、東埔山莊、

排雲山莊、石山服務站、觀高工作站、樂樂、南峰及八通關等避難小屋（照片一）和北

峰測候所等共九處。管理處並擬在此區興建塔塔加遊客中心、鹿林山服務站及東埔遊客

中心。因此，本區設施較其他研究分區多，分佈廣，均可成為保育研究人員的停駐地點

。

梅蘭區：

本區位於東埔玉山區之南，國家公園範圍內之西側，含沙里仙溪及荖濃溪上游流域和南

玉山地區。交通尚稱便利，遊客前來此處者較少，多為林間工作人員及採收愛玉子者活



動。現有設施僅有楠梓仙溪工作站。另外，林道沿線有以往採愛玉子工人搭建之工寮，

雖然多已毀損，但稍加整修，仍可暫供停駐（照片二）。

☉現有避難小屋，服務中心，山莊，管理處

○計畫興建服務設施

圖一、玉山國家公園設施參考圖

⋯⋯⋯⋯ 　保育研究分區線

─── --  道  路

──.──  玉山國家公園範圍線

圖二　玉山國家公園研究分區圖根據「玉山國家公園」近、中長程保育研究計畫規劃草

案」重繪

關山區：

位於國家公園之西南角，以南橫公路為主幹，交通可及性亦高，遊憩壓力亦大。現有設

施包括救國團梅山、埡口兩山莊，國家公園天池服務站、檢查哨、向陽工作站及向陽、

嘉明湖、庫哈諾宇等避難小屋。計畫中尚擬興建梅山遊客中心。以上設施及地點均可成

為研究據點。

秀馬區：

位於東埔玉山區西側，國家公園範圍內之中北側。秀姑巒山及馬博拉斯山為本區主要山

脈。交通方面僅有八通關古道中段及秀馬登山步道，無可行駛車輛之道路，遊客不輕易

到此。現有設施包括巴奈伊克、中央金礦、白洋金礦及大小窟等避難小屋（照片三、四

）。杜鵑營地及南營地僅有石板牆遺蹟，但附近有水源可暫時停駐（照片五、六）。

中央山脈區：

位於國家公園中央核心地帶。交通可及性低，僅有南二段及日據八通關古道等步道系統

，人類活動甚少。尖山南坡有避難小屋，塔芬池有水源可以停駐。

新康山區：



位於國家公園東南角，現有日據八通關古道及新康山登山步道。古道上多處吊橋損毀難

以通行，人類活動不多。目前有瓦拉米山屋（照片七、八），新崗避難小屋、山嵐工寮

（照片九），大分曾有日據駐在所。管理處計畫整建瓦拉米山屋、大分工作站及卓麓管

理站。

馬西山區：

位於國家公園管圍內東側，其北側有馬利利加南至馬西山登山步道，中央有清朝之八通

關古道，然因年久失修路徑不明，少有人跡。本區交通可及性最低，然大多保持原始狀

況，值得研究。本區並無設施，僅昔日原位民所居阿布蘭社有水源及腹地，為可能之停

駐地點。馬布谷一帶雖有腹地但缺水，較為不便。

根據以上資料，規劃各類保育研究站之可能地點：

研究中心：

應設在管理處所在地（目前預定為塔塔加鞍部），以便利研究人員和管理人員之溝通協

調，研究資料之儲存、整理與利用和研究人員與其他研究單位之聯繫交流。

解說教育中心：

應設在交通方便，有現有設施，可以容納相當人數的腹地，且附近又有特珍貴的解說教

材的地點。因此，可考慮在塔塔加部或天池。

臨時研究站：

甲種：上述各研究分區已有或曾有設施之地點，均可成為停駐設站之選擇。其他擬新設

站之地點需視研究狀況，於設站條件符合時，由研究人員選定提經管理機關評估。

乙種：上述各研究分區中有人駐紮之設施，均可成為乙種臨時性研究站。

永久性研究站：

以上各研究分區中秀馬區、馬西區、中央山脈區、新康山區交通補給不便，各個可停駐

的地點腹地有限，除大分及瓦拉米以下，均不適合設置永久性研究站。東埔區內觀高、

梅蘭區之楠梓仙工作站、關山區之天池或埡口均為永久性研究站之可能地點，可視實際

需要決定是否設站。



以上保育研究站設置之進度、可能地點、及規模與設施，綜合列表如表三。

結　　語

本計畫視劃之結果，可能會因新資料之累積，例如現有步道以外地區之勘察，研究人員

數量的增加，經費與行政因素的變動，以及更多研究問題之發生而需加以修正。未來，

管理機關亦應依國家公園發展狀況，對本規劃結果再行評估，予以修正。

表三、玉山國家公園階段性建立保育研究站之進度

────────────────────────────────────────

──────────

　　　設站進度　　　　　　　　設施種類　　　設置地點　　　　　　　　　規模與設備

────────────────────────────────────────

──────────

第一階段　　　　　　　　　　　研究中心　　　管理處所在地　　　　　　　實驗室及基

本實驗器材、標本室、

　　　　　　　　　　　　　　　　　　　　　　　　　　　　　　　　　　　圖書資料

室、電腦設備及資料庫、

自現在到保育研究計畫進行方式　　　　　　　　（目前預定為塔塔加鞍部）　會議演講室、

辦公室及食宿設備，

符合設立臨時研究站之條件時　　　　　　　　　　　　　　　　　　　　　　專任研究及

管理人員。

　　　　　　　　　　　　　　　解說教育中心　塔塔加鞍部或天池　　　　　教室、視廳

室、展示室、圖書資料

　　　　　　　　　　　　　　　　　　　　　　　　　　　　　　　　　　　室、食宿設

備及戶外解說教材與場

　　　　　　　　　　　　　　　　　　　　　　　　　　　　　　　　　　　地。容納人

數應視預期解說對象人

　　　　　　　　　　　　　　　　　　　　　　　　　　　　　　　　　　　數及設置地

點腹地大小，經評估後



　　　　　　　　　　　　　　　　　　　　　　　　　　　　　　　　　　　決定。

第二階段　　　　　　　　　　　臨時性研究站　 各研究分區已有或曾有設　甲種臨時研

究站：

　　　　　　　　　　　　　　　　　　　　　　　施之地點（詳見本文）。　空屋一間及

野外盥洗設施，面積不

設立臨時性保育研究站　　　　　　　　　　　　 由研究人員提經管理機關　應超過10

坪。

到永久研究站設立條件滿足之前　　　　　　　　　同意。　　　　　　　　　乙種臨時研

究站：

　　　　　　　　　　　　　　　　　　　　　　　　　　　　　　　　　　　食宿設備及

基本研究工具，由研究

　　　　　　　　　　　　　　　　　　　　　　　　　　　　　　　　　　　站人員管理

保存。

第三階段　　　　　　　　　　　永久研究站　　由臨時研究站中篩選出最適　應有管理人

員二名以上，具備研究

　　　　　　　　　　　　　　　　　　　　　　宜進行長期研究之地點，觀　室及基本研

究儀器、無線電通訊器

資源狀況，長期研究計畫及地點　　　　　　　　高、楠梓仙溪工作站、天池　材，圖書資

料兼辦公室及食宿等設

，永久樣區及採樣方法確定，且　　　　　　　　或埡口、瓦拉米均為可能地　備，按保育

研究工作之需求決定規

持續有人停駐進行研究，有必要　　　　　　　　點。　　　　　　　　　　　模大小。

設永久研究站時。

────────────────────────────────────────

──────────

總　　結

保育研究站規劃之原則為： 保育重於開發， 確定需要再考慮設站， 儘量利用現

有設施，整修為站，避免擴建及增加， 如有必現有或曾有設施以外地區設站，必須先

經估，儘量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國家公園應兼顧資源源登錄基本調查、資源追蹤與監測、經營管理相關之研究及基礎

研究，並隨時評估成果，使研究計畫朝系統化、長期性、整體性、多樣性、及團隊的方

式進行。唯有長期持續的計畫才需設研究站配合。

國家公園應加速聘用、訓練、培養本身之研究人員，以補目前研究人員數目之不足，

方能進行長期、持續及偏遠地區之研究計畫。

惟有長期持續或定長駐性的研究，才有設置保育研究站之必要，因此，設站與否，需

視研計畫進行之方式、研究人員、經費與行政系統的配合而定。

保育研究站之設置，宜以階段性的方式，視研究計畫及人員的需求，使用率及定點駐

之狀況逐步進行。現階段因研究人員有限，研究計畫進行的方式多屬短期，定點停時間

短，不需設站。但為加強管理研究之進行及資料之集中與整理，宜建研究中心。為加強

解說教育功能，宜設解說教育中心。

當同一地點，進行三項或更多二年以上研究計畫，或多位研究人員定點停駐時間每個

月超過二星期以上並持續二年以上時，可考慮修建臨時性保育研究站，供研究人員利用

。

在充分了解國家公園各地區狀況，確定某地點（由臨時性研究站中篩選出來最適宜者

），將有人員持續停駐進行多項長期研究工作時，再考慮設立永久性保育研究站。

未來，管理機關宜按更多研究資料之累積，研究人員、經費、行政因素及研究狀況之

改變，對規劃之結果再行評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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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之規劃」專家學者座談會討論大綱

您認為（依您研究之需要）在玉山國家公園內是否需要設置野外研究站﹖

原因何在﹖

若需要希望幾年內完成﹖

若需設立，以現有之設施（見圖一）加以整修是否足需使用﹖

您需要的野外研究站應在何處﹖（請於附件之地圖中標示並請列優先次序）

設於該地之原因﹖

研究站應有何規模及設備，以進行何項相關研究﹖

（請考慮國家公園之人員編制問題及設備之維修問題）

您的研究工作需要何種氣象資料（如氣溫、濕度等）

您是否希望研究站能提供這些資料﹖

您對國家公園內設置野外研究站之一般建議。

請您提供國外設立野外研究站之經驗與資料。

附　錄　二

規劃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站，實地勘察路線上哺乳動物與鳥類觀察記錄

觀察記錄表格式

┌──────────────────────────────────┐

│　　　　     野 外 動 物 生 態 資 料 調 查 記 錄 表       │

├──────────────────────────────────┤

│編　號：　　　 　地點：        日期：  　／　　／     │

│記錄者：        天氣：       │

├──────────────────────────────────┤



│ 發現狀況： 目擊　 足跡　 窩築　 排遺　 捕捉　 屍體　 食痕   │

│   　　　　 聽到　 訪問　　　　　　　　　　　　　　　　　　　　　 │

│ 棲地狀況： 天然林　 人工林＜註明樹種＞　 草地　 農田　 河川　 │

│　　 　　　 溪澗　 碎石坡　 峭壁　 空中　 其他＜註明＞　　　　 │

│ 發現位置： 樹冠　 樹林中層　 樹林底層　 地表　 水中       │

│ 備註事項： 叫聲＜錄音或描述＞　 食物　 行為 窩巢＜攝影或描述＞ │

│　 　　　　 標本＜帶回、測量或攝影＞　 生殖狀況　 地圖及一般交通 │

│　　 　　　，食宿資料　 估計族群多寡　 估計捕獵壓力　 估計危害狀 │

│　　  　　況　 售價　　　　　　　　　　　　　　　　　　　　　　　 │

├─────┬───┬───┬───┬──┬──┬──┬──┬────┤

│ 種  　類 │時  間│數  量│海  拔│組成│發現│棲地│發現│備    註│

│     │     │     │     │   │狀況│狀況│位置│       │

├─────┼───┼───┼───┼──┼──┼──┼──┼────┤

├─────┼───┼───┼───┼──┼──┼──┼──┼────┤

├─────┼───┼───┼───┼──┼──┼──┼──┼────┤

├─────┼───┼───┼───┼──┼──┼──┼──┼────┤

├─────┼───┼───┼───┼──┼──┼──┼──┼────┤

├─────┼───┼───┼───┼──┼──┼──┼──┼────┤

├─────┼───┼───┼───┼──┼──┼──┼──┼────┤

├─────┼───┼───┼───┼──┼──┼──┼──┼────┤

├─────┼───┼───┼───┼──┼──┼──┼──┼────┤

├─────┼───┼───┼───┼──┼──┼──┼──┼────┤

├─────┼───┼───┼───┼──┼──┼──┼──┼────┤

├─────┼───┼───┼───┼──┼──┼──┼──┼────┤

└─────┴───┴───┴───┴──┴──┴──┴──┴────┘

2 各路線哺乳類與鳥類觀察記錄

2.1

時    間：77/9/6

路  　線：觀高←中央金礦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嚙齒目   　　 ﹖  鼠　　1

松鼠科 ﹖鼯鼠 　        1

偶蹄目 鹿  科 山  羌   　   1

牛  科 長鬃山羊     　 2

鳥  類

雀形目 山雀科 黃山雀 　 ﹖

山鷚科 岩  鷚  　2

雀  科 朱  雀  　1♂

──────────────────────────────────────

註：＞表示超過某個數量

＋＋表一群、多隻或多處但數目不詳

　﹖種類或數量不確定

2.2

時  間：77/9/7

路  線：中央金礦→白洋金礦→秀姑坪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

囓齒目 ﹖    鼠      　 1

松鼠科 白面鼯鼠 　 4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鼬鼠   　  >2

偶蹄目 牛  科 長鬃山羊 　   >2

鳥  類

雀形目 啄花鳥科紅胸啄花 　3

──────────────────────────────────────

2.3

時  間：77/9/7

路  線：中央金礦→杜鵑營地→南營地→大水窟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7

囓齒科 ﹖    鼠    　     7

　　　　松鼠科　白面鼯鼠　　　　　　　　　2    2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鼯鼠　　　　　　　　　1

　　　　　　　　鼬　　獾　　　　　　　　　　　　    1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6∼7

鹿  科 山    羌   　  5    1     1

     　     1♂

 水   鹿    　 6   2(1♀)

　　　　牛　科　長鬃山羊     　2

鳥  類

雀形目 山雀科 紅頭山雀  　1

黃 山 雀 　 1

畫眉科 金翼白眉 　 6     1

──────────────────────────────────────

2.4

時  間：77/9/8

路  線：白洋金礦→大水窟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食蟲目　鼴鼠科　台灣鼴鼠　　　　　　　　　　　　　　1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鼬鼠  　  1

偶蹄目 牛  科 長鬃山羊    　 2

──────────────────────────────────────

2.5

時  間：77/9/8

路  線：大水窟←→達芬尖中途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  6

囓齒目 松鼠科 白面鼯鼠    　   1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3

鹿  科 水    鹿 　    1

　　　　牛　科　長鬃山羊     　 2    3    1

鳥  類

雀形目 山雀科 黃 山 雀＞30      1

畫眉科 金翼白眉  3

──────────────────────────────────────



2.6

時  間：77/9/8

路  線：大水窟←→美亞桑中途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4∼5  2     2 28    1

囓齒目 松鼠科 白面鼯鼠   2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2

鹿  科 山    羌   1

　　　　牛　科　長鬃山羊　　　 3    ﹖   331    1     角1

　　　　鳥  類

雀形目　鴉　科　星　　鴉　　　　　　 1

　　　　畫眉科　金翼畫眉      2

冠羽畫眉 10∼15

雀  科 朱    雀  5     1

──────────────────────────────────────

2.7



時  間：77/9/9

路  線 ：大水窟→八通關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0  ﹖   樹洞

    5

囓齒目　　　　　﹖　　鼠    　　7

松鼠科 ﹖ 鼯 鼠    6 ＞15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鼬鼠 ＞10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

　　　　鹿　科　山　　羌　　　 4   1

水    鹿       ﹖      ﹖

牛  科 長鬃山羊      ＞2   1

鳥  類

雀形目 畫眉科 金翼白眉  2

伯勞科 棕背伯勞  2

﹖ 伯 勞  2

雀  科 朱    雀 2♀



──────────────────────────────────────

2.8

時  間：77/9/10

路  線：八通關→東埔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   1＞3

囓齒目 ﹖    鼠      ＞6

松鼠科 赤腹松鼠  3    2       1

條紋松鼠     1

﹖ 松 鼠      ＞2

大赤鼯鼠      ＞2

鼯    鼠      ＞4

食蟲目 鼴鼠科 台灣鼴鼠    4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鼬鼠       1

鼬    獾        ＞1  ＞5

靈貓科 白 鼻 心        3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1  ＞7 1

鹿  科 山    羌     ＞3      ＞1 1

──────────────────────────────────────

2.8(續)

時  間：77/9/10

路  線：八通關→東埔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鳥  類

鷹形目 鷲鷹科 灰 面 鷲  40∼50

雞形目 雉  科 藍 腹 鷴    1

啄木鳥目啄木鳥科小 啄 木      1

雀形目 山椒鳥科紅 山 椒  ＞10

鴉  科 星    鴉     1

山雀科 青背山雀  ＞8

鳱  科 茶 腹 鳱  ＞10

畫眉科 竹    鳥  ＋＋　　　＋＋

　　　　　　　　白耳畫眉　＋＋　　　＞2



　　　　　　　 山 紅 頭  ＞1

冠羽畫眉  ＞2

琇眼畫眉  ＋＋

　　　　鶇　科　阿里山鴝　　1

　　　　鶺鴒科　白 鶺 鴒    2

雀  科 朱    雀    2

──────────────────────────────────────

2.9

時  間：77/1/27

路  線：楠梓仙溪林道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     1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5

松鼠科 白面鼯鼠      1

食肉科 貂  科 華南鼬鼠   1

偶蹄目 牛  科 山    羌      1



──────────────────────────────────────

2.10

時  間：77/11/12

路  線：天池→埡口山莊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鳥　類

雀形目　鴉　科　烏　　鴉　2

　　　　山雀科　紅頭山雀 ＞2

鶇  科 小 剪 尾  1

──────────────────────────────────────

2.11

時  間：77/11/13

路  線：埡口→向陽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囓齒目　松鼠科　白面鼯鼠　　　　　　　　　　　　　　　　　　　2

﹖ 鼯 鼠        1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鼬鼠    2

──────────────────────────────────────

2.12

時  間：77/11/14

路  線：埡口林道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  8  1

食肉目 貂  科 華南鼬鼠  1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2

──────────────────────────────────────

2.13

時  間：78/1/26

路  線：卓麓→佳心→紮營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3   ＋＋　1    2  3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

　　　　　　　　大赤鼯鼠　　　　　　　　＋＋　＋＋

　　　　　　　　白面鼯鼠　　　　　　　　＋＋　＋＋

食肉目　貂　科　鼬　　獾　　　 3   1    ＋＋　1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33  4

鹿  科 山    羌  ﹖1

鳥  類

鷹形目 鷲鷹科 雀    鷹  ﹖

大 冠 鷲    1

雨燕目 雨燕科 小 雨 燕  3

雀形目 卷尾科 小 卷 尾  2

──────────────────────────────────────

2..14

時  間：78/1/27

路  線：佳心→瓦拉米→山陰半途→瓦拉米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3  ＞6 ＞3

囓齒目 松鼠科 白面鼯鼠  2

鼴鼠科 台灣鼴鼠   2

食肉目 貂  科 鼬    獾 1   ＞3   ﹖

靈貓科 白 鼻 心       11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2 ＞2       30 ＞8

鹿  科 山    羌     ＞2    1﹖    ﹖    ﹖

 1

牛  科 長鬃山羊 (山胞)

鳥  類

雞形目 雉  科 竹    雞      1

雀形目 山椒鳥科紅 山 椒  ＋＋

　　　　鴉　科　烏　　鴉　　2

　　　　　　　　松　　鴉　　1

──────────────────────────────────────

2.15

時  間：77/1/28



路  線：瓦拉米→山陰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

　　　　哺乳類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1  ＞6  ＞3

囓齒目 鼠  科 刺    鼠       1

松鼠科 ﹖ 松 鼠      ﹖

白面鼯鼠   1

食肉目 貂  科 鼬    獾   1

華南鼬鼠   1

熊  科 台灣黑熊       2    1﹖ 1

偶蹄目 豬  科 台灣野豬   ﹖       ＞2

鹿  科 山    羌       5     1 ＞2 7

牛  科 長鬃山羊       1﹖ 1        2

──────────────────────────────────────

2.16

時  間：78/1/29

路  線：瓦拉米→佳心→山風→卓麓



──────────────────────────────────────

目　  　  科　 　 中　   目 　足　 聲　 排　 食　 掘　 獸　 屍　 棲

　　　　　　　　  　    拱

名   　 　名　   名  　　擊　 跡　 音　 遺　 痕 　良 　徑 　體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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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八通關避難小屋周圍已有污染的問題

圖二　楠梓仙溪林道上之廢棄工寮亦可為研究人員利用

圖三　中央金礦避難小屋附近有水源

圖四　大水窟避難小屋附近地區野生動物相當豐富

圖五　南營地為日據時代警察分駐所駐在地

圖六　杜鵑營地日據時代警察分駐所遺跡

圖七　瓦拉米有林務局所設護管所

圖八　瓦拉米的氣象站

圖九　山風（山嵐）工寮位於卓麓入新康山區之路線上

圖十　瓦拉米往山陰步道上發現熊的足跡

圖十一　八通關避難小屋旁發現華南鼬鼠足跡

圖十二　大水窟往杜鵑營地上常可發現華南鼬鼠排遺

圖十三　山風到佳心間，台灣野豬拱痕隨處可見

圖十四　瓦拉米往山陰常可發現山羌等動物的排遺

圖十五　楠梓仙溪林道動物相當豐富，此處為一連串獼猴腳印（盧堅富提供）

圖十六　向陽工作站後步道發現被捉的白面鼯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