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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大滅絕的主因是棲地

喪失和破碎化



鐘立偉

路殺 = roadkill = 動物車禍



路殺死亡鳥類 >2,700萬/年

Erritzoe et al, 2003 德國

940萬

瑞典

850萬

保加利亞

700萬

英國

400萬

丹麥

327萬

=  100萬隻/年



路殺提高了動物滅絕的風險



Su Long Crown

2012~2020 石虎被路殺數量 >11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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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道路總長度

43,206km

1,400萬輛

8,00萬輛Top3

Top1

如何蒐集足夠的

路殺數據供分析





2012 2017

路殺議題推廣、資料庫及資料蒐集工具開發

stage 1

死亡的動物不討喜



社群平台的經營



証據照片

發生地點

當時日期

上傳者

■任何時間地點，有死亡動物就拍照、打卡、上傳



https://roadkill.tw/app

EXIF

GPS



1. 確保資料的完整性、統一格式、高精確度的GPS、高品質的証據照

2. 資料直接進入路殺資料庫，再自動推文到臉書社群互動

3. 擺脫臉書的制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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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是真正的死亡熱點、

受脅程度難以比較

機會型的群眾資料

爬行

類

35%

蛙類

26%

鳥類

22%

哺乳類

13%

陸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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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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提供者 路殺資料量 佔比

Top 10 28,145 34%

Top 20 34,360 42%

Top 200 58,077 71%

Top 530 65,831 80%

From 2012 to 2017

CROS 資料量 占比

Top 10 37,638 63%

Top 20 45,105 75%

since 2009



提供資料量 人數 累計人數

>3,000 2 2

1,001~2,000 5 7

501~1,000 8 15

201~500 23 38

101~200 32 70

51~100 81 151

31~50 78 229



2020

科學取樣同步調查

stage 2

2012 2017

路殺議題推廣、資料庫及資料蒐集工具開發

stage 1



Step1. 方格法 Step2. 定義屬性 Step3. 隨機抽樣

七種生態氣候分區

三種道路密度

1,440 / 25 km2 grids 420 個具代表性方格

20個重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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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努力量在相同的時間調查才能互相比較



2,028 人次參與

4,751 條樣線次

累計調查長度 19,102km

路殺量 12,741

X X

2018/1~2020/07,  已完成11個調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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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群眾蒐集的機會性資料系統化取樣同步路死動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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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系統化調查成果 省道 縣道 鄉道 其他道路

年度調查總長度(km) 2147.6 1279.1 2215.3 1655.0

占全台該道路型態比(%) 9.4~11.0 8.1~9.7 4.6~5.2 1.8~2.0

有效樣線數 494 284 540 478

路死總隻次 598 1326 2989 1049

單位路死隻次(隻/km) 0.28 1.04 1.35 0.63

兩棲綱相對比例(%) 32.6 57.6 68.1 57.5

爬行綱相對比例(%) 17.1 21.0 21.0 23.5

鳥綱相對比例(%) 30.1 13.3 5.0 9.1

哺乳綱相對比例(%) 20.2 7.6 5.7 8.9

軟甲綱相對比例(%) 0.0 0.5 0.3 1.0



民眾不易到

達的道路

機會性資料

系統化資料

•危險道路：國道、省道和快速道路

•不易到達：國家公園、林道、產業道路



玉管處生態調查志工
雙月路死動物調查

2018/6起雙月調查

路長29.8公里



為何玉管處要自主調查？為何和路殺社合作？

•了解園區重要(關注)路段的遊憩壓力

•提升志工和職員對園區的認同和敏感度，有利及早發現問題並因應

•節省經費和人力

•資料統一管理，方便比較和分析

•專業分工，不用擔心物種辨識、資料儲存和取用的問題



https://roadkill.tw/partner/ysnp









2020/02~08 共記錄46筆









2012 2017 2020

路殺議題推廣、資料庫又應用程式開發 科學取樣同步調查 參與式科學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Level 3：參與問題的定義、規劃調查方式和蒐集所需資料

Sui, D.Z., Elwood, S. and M.F. Goodchild (eds.), 2013. Crowdsourcing Geographic Knowledge. Berlin: Springer. 



省道例行性養護巡查暨路死動物調查回報



187人參與
1,613筆記錄



路殺資料分布圖

路殺社成員: 18,589人

資料提供者: 5,519人

物種數: 584種

路殺資料量: 120,237筆

資料提供者 路殺資料量 佔比

Top 10 31,526 30%

Top 100 61,956 58%

Top 200 69,952 66%

1,513 85,302 80%



路殺社公民科學資料應用



12萬張動物遺照

咒怨最深的百大路段.......

物種數: 584種

路殺資料量: 120,237筆



路殺熱點分析之優先順序

1. 中大型哺乳類(食肉目、靈長目、鱗甲目)

2. 保育類物種(兩生、爬行和猛禽類)

3. 短時間內會大量死亡的陸蟹和蛙類

4. 潛在可能發生路殺威脅的路段





類群
熱點數

爬行類 47

哺乳類 42

兩生類 16

鳥類 8

陸蟹 7

昆蟲 1

公民科學家吳冠錂製圖

https://roadkill.tw/viz/188876





聯捷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百大路殺熱點路段提醒

免
費
且
無
廣
告



可以HUD抬頭顯示器方式使用



2019/08上架

• 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對的方向
才會語音提醒

iOS Google play

APP
免費下載
無廣告



650萬用戶



• 語音提醒
路線規劃時事先避開

2019/12圖資更新



預計 2020/10 圖資更新



Google map



Google map



使用Garmin系統

電子圍籬



汽機車品牌百百種

不是所有人開車都會用駕駛輔助應用程式和

導航系統

被動式的路殺改善，不具強制性約束力



@玉管處呂惠琪提供

2020/8/21台18線石山休息站



需要各種方式多

管齊下，才可能

「減少」



通盤改善後再依個案

受脅物種、當地環境和經費支援

因地制宜各別處理



石虎、白鼻心、鼬獾





是否要大興土木？！可討論！





指向性
車速偵測

動物通道

路殺預警系統



指向性
車速偵測

動物通道

路殺預警系統



指向性
車速偵測

動物通道

路殺預警系統



指向性
車速偵測

動物通道

安全通過



經費是有限的！視物種重要性，量力而為！



>80%

台7線北橫
台北腹鍊蛇



2012-2019 北橫路死金絲蛇點位 (44隻)

50K 明隧道

60K 縣界

66K 明池

58K 四稜

55K 

52K 



行前說明

上邊坡矮牆打開5m缺口

台7線53k+130處缺口封閉

台7線56k+220

台7線58k+400處L溝洩水口加大，缺口封閉



















有其他工程時，適當調整設計，

讓單一工程多重效益！！



新北市府農業處於三峽桐花公園案例



改良式擋土牆兩側設置可供動物使用之斜坡





2020年初新完工之格柵動物通道

至少已有白鼻心、鼬獾、蟾蜍、貓及紫嘯鶇使用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of 
participants in citizen science activity

Level 1： Crowdsourcing: Citizens as sensors

Level 2：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Citizen as basic interpreters

Level 3： Participatory Science: Participation in problem defini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Level 4： Extreme, Collaborative Science: Problem defini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ui, D.Z., Elwood, S. and M.F. Goodchild (eds.), 2013. Crowdsourcing Geographic Knowledge. Berlin: Springer. 



敬請指教！

94

特生中心林德恩, twroadkill@gmail.com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http://roadkill.tw

路殺社,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roadkilled/

mailto:twroadkill@gmail.com
http://roadkill.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roadkilled/


8/21臺18線104.1K

被餵食之猴群

正常之猴群

8/31

台21 

133.5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