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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什麼是路殺？什麼是路死？ 

•為何要做路死動物調查？ 

•系統化取樣的重要性 

•玉管處系統化路死動物調查Vs.志工雙月路死動物調查 

•未來玉管處路死動物調查方式建議(監測SOP) 



CC BY 李璟泓 

路殺 = roadkill =車禍 

•動物在路上被交通工具撞擊或輾壓死亡 



死在路上的動物都是路殺造成的嗎？！ 



吳銘 

農藥中毒 



鼠藥中毒 



吳銘 

人工設施造成的生態陷阱 



割草機、耕耘機 



高壓電線、變電箱 



路死 不一定是 路殺 

•路死 Road mortality，是指所有死亡在路上或路旁的

動物(不包含人類)，可能的死亡原因包含路殺(車禍)

、中毒、疾病、天災、其他動物攻擊、陷阱或人工

設施導致的死亡.... 



路死動物調查有必要嗎？ 

•提升交通安全 

•監測生態保育受到的威脅 

•動物車禍死亡 

•疾病傳染(狂犬病、禽流感、B病毒、小病毒、寄生蟲...) 

•人工設施設計不週 

•遊蕩犬貓、外來種威脅 

•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 



• 道路總長度: 
>42,520km 

沒有經費和人力可以 
調查研究全台道路！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integration/research/newsalert/multimedia/infographics/CS_Infog_02.pdf 



路殺社  = 

2011/8/8 成立臉書社團 

14 



公開徵求"動物"路死照片 



拍攝照片 Web APP  官網資料庫   FB 社團 

專家鑑定 

取得照片原檔 

統一資料格式 

1.拍照、2.打卡、3.上傳 

不需辨識物種，參加門檻低！ 



2013/8 

2,600 

2019/8 

16,652 

2011/8 



4,630位資料貢獻者 

記錄577種 

101,042隻次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大部份的資料來自少數人的提供 



CROS 資料量 占比 

Top 10 37,638 63% 

Top 20 45,105 75% 

since 2009 
since 2011/8 

TaiRON 資料量 占比 

Top 10 28,299 34% 

Top 20 34,534 41% 

Top 200 58,602 70% 

Top 554 66,729 80% 



資料分布的熱點，不一定是路殺熱點 



路殺社 2.0 
系統化路死動物暨遊蕩犬貓相對數量與分布同步大調查 



系統化路死動物同步大調查  

23 

1. 分層逢機取樣，選取具有代表性樣區 

2. 於相同的時段內一起調查 

3. 以一樣的方式調查固定路線 

4. 記錄發現的每一筆動物死亡資料 



7大生態氣候分區 

3種等級道路密度 

*安全及法規：國道及快速道路不調查 

蘇鴻傑 1985 7 × 3  =>  21 種組合 ×  20 重覆取樣 =>  420個方格樣區  



• 如何執行系統化調查  

⊙ 

認養樣區 

⊙ 

規劃樣線 

⊙ 

執行調查 

⊙ 

戰況回報 
2條不同道路型態、3公里樣線 

一、四、七、十月 





遊蕩犬貓相對數量與分布監測 

做為狂犬病防疫、交通安全改善及管理政策制定與檢視成效依據， 

預防各種人犬與野生動物及畜牧農業之衝突。 

1. 路死總量/年 
2. 遊蕩犬貓相對數量 
3. 優先處理死亡熱點 
4. 監控改善成效 



系統化路死動物調查成果 

已完成7季調查 

共1,274人次參與 

調查3,002條樣線次 

累計11,963公里 

記錄7,4576隻次 



2019(7月) 2019(4月) 2019(1月) 2018(10月) 2018(7月) 2018(4月) 2018(1月) 

參與人數 191 190 192 181 179 178 163 

認養樣區數 246 262 250 250 244 256 228 

回報率 89.0% 89.7% 88.8% 87.2% 87.3% 80.5% 81.6% 

調查樣線數 447 469 449 421 422 412 386 

調查總長度 1,725km 1,958km 1,854km 1,649km 1,647km 1,648km 1,482km 

路死隻次 1,153 1,773 751 1,347 827 1,319 289 

遊蕩犬隻數 698 848 925 695 611 655 681 

平均隻數
/100km 

40.4 43.3 49.9 42.1 37.1 39.7 46.0 

2019全台遊蕩犬隻數量相對於2018已連續3季增加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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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路死動物同步大調查 
2018 S1 ~  2019 S3 省道 縣道 鄉道 其他道路 

累計調查總長度(KM) 3,585.4 2,053.2 3,379.7 2,945.7 

佔該道路類型比例(%) 8.5~11 6.7~9.7 3.5~5.2 1.8~2.0 

有效累計樣線數(N) 839 474 852 835 

路死總隻次 901 1,674 3,245 1,639 

單位路死隻次(/km) 0.25 0.82 0.96 0.56 

兩棲綱相對比例(%) 37% 56% 66% 55% 

爬行綱相對比例(%) 15% 21% 21% 23% 

鳥綱相對比例(%) 32% 15% 6% 12% 

哺乳綱相對比例(%) 16% 8% 5% 8% 

軟甲綱相對比例(%) 0% 0% 1% 2% 

全台道路基準值(KM) 5,262 3,602 11,383 21,496 



道路類型 石虎路殺數量 

國道 10 

省道 31 

縣道 23 

鄉道 14 

其他道路 8 

總數 88 



智慧道路(路殺預警系統) 



聯捷新創股份有限公司 

導航王 

路殺熱點提醒導航系統 



玉管處團隊 
系統化路死動物調查成果 

為何玉管處要參與全台的系統化路死動物調查？ 

→ 了解玉管處轄區內的路死現況是否嚴重！ 

→可以評估遊客承載量 



785 786 

809 810 

834 





Season Length (KM) RK Count RK Density(/km) Dog Cat 

April 24.21 2 0.08 0 0 

July 24.15 11 0.46 1 0 

October 24.15 16 0.66 0 0 

January 25.23 5 0.20 0 0 

total 97.73 34 1 0 

mean ± SD 0.35±0.26 

系統化調查 

盤古蟾蜍 8 

無尾目 5 

梭德氏赤蛙 3 

褐樹蛙 3 

鳥綱 2 

脊蛇屬 2 

台灣小蹄鼻蝠 1 

台灣黑眉錦蛇 1 

台灣噪鶥 1 

白梅花蛇 1 

赤腹松鼠 1 

雨傘節 1 

青蛇 1 

斯文豪氏赤蛙 1 

菊池氏龜殼花 1 

鉛色水鶇 1 

龜殼花 1 

2018/4 - 2019/7 每季1次 
> 16 種，34隻次 

蛙類數量最多 

爬行類種類最多 



2019/4月及2019/7月 路殺記錄均為0 



2019/4月及2019/7月 路殺記錄均為0 



海拔1500~2500m的樣區方格 

和條件相同的比較 

•36個樣區方格 

•190條樣線 

•總長757.5km 



分析2018/4~2019/1 一年的資料 

道路密度等級(L低密度，M中密度) 

玉管處成果 

同海拔其他樣線成果 

紅色表示平均值 



玉管處生態調查志工 
雙月路死動物調查 

•台21線 119.1k - 144.3k 

•台18線 103.9k - 108.5k 

既然已參與系統化調查，為何還要組織志工調查路死動物？ 

→ 因地制宜，客制化調查，有利探討和了解轄區路死現況 

2018/6-2019/4 
雙月調查 





2018/6-2019/4 
雙月調查 

> 32 種，56隻次 

2018/4 - 2019/7 
每季1次 

> 16 種，34隻次 

6次,177.8km 

6次, 75.7km 



>4種，17隻次 

盤古蟾蜍 9 

赤蛙科 3 

莫氏樹蛙 2 

無尾目 1 

黑眶蟾蜍 1 

蟾蜍科 1 

>11種，22隻次 

脊蛇屬 6 

台灣蜓蜥 2 

赤尾青竹絲 2 

龜殼花 2 

標蛇 1 

青蛇 1 

紅斑蛇 1 

大頭蛇 1 

駒井氏鈍頭蛇 1 

蛇亞目 1 

石龍子科 1 

短肢攀蜥 1 

斯文豪氏攀蜥 1 

龍蜥屬 1 

>5種，8隻次 

哺乳綱 2 

台灣山羌 1 

食蟲目 1 

麝鼩屬 1 

細尾長尾鼩 1 

小黃腹鼠 1 

鼠科 1 

>3種，9隻次 

鳥綱 6 

小雨燕 1 

麻雀 1 

紅頭山雀 1 



調查路線不同，路死高峰月份不相同！！ 



系統化調查 

志工調查 



會路死的物種數尚未達飽和！ 



2002-2010年路死動物調查 

(陳建志老師團隊未製作2007-2010的路死動物分布圖) 



陳建志教授團隊 

2002 - 2010, 每月調查 每次4公里 

>19種，33筆 

哺乳類 13 

黑腹絨鼠 1 

高山白腹鼠 1 

鼠科 1 

條紋松鼠 1 

荷氏松鼠 1 

松鼠 1 

長尾鼩鼱 2 

鼩鼱 1 

黃鼠狼 1 

鼬獾 1 

貓 1 

蝙蝠 1 

鳥類 11 

金翼白眉 2 

紋翼畫眉 2 

黃胸藪眉 1 

栗背林鴝 2 

山紅頭 2 

大白鷺 1 

鳥綱 1 

兩生爬行類 9 

山椒魚 2 

台灣標蛇 5 

台灣蜓蜥 1 

錦蛇 1 

2018/6-2019/4 
志工雙月調查 

> 32 種，56隻次 
勝！ 



問題與討論 



問題與討論 
•定位點位飄移問題(出門前先開GPS熱機) 

•提供便利的調查記錄與上傳系統，減少資料整理負擔 

•假日及非假日遊客量(車流量)對路殺的影響？ 

•夫妻樹至石山服務站之間的動物路死量較過往少，需再監控調查 

•石山服務站附近的獼猴會否造成交通安全和防疫的疑慮？ 

•昆蟲及無脊椎動物是否列入記錄？(脊椎動物為主) 

•車流量可考慮用自動化記錄 

•至少完整兩年的自主調查後，未來長期監控時可以適度降低調查頻率 



天氣冷，先熱機 
很重要！ 





https://roadkill.tw/app/ysnp 

https://roadkill.tw/partner/motc/report
https://roadkill.tw/app/ysnp


玉管處團隊真的非常優秀 

懇請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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