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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報 

 蛙類調查比賽共紀錄 20種，1504隻次。 

 加上複查成果，共計有 22種蛙類 

 調查”種類數”最多者為梅嶺的 14種 

 調查”數量”最多者為石門口的 307隻次 

 澤蛙為本次調查的三冠王：分布最多樣區（24）、總數量最高（275）、單

一樣區最多隻（93） 

 臺北赤蛙複查 79個樣點，其中 6個樣點有觀察紀錄 

 諸羅樹蛙複查 11個樣點，其中 5個樣點有觀察紀錄 

 

蛙類調查比賽邁向第二年了，還記得去年在苗栗，大家一起調查到 18種蛙

類，加起來有 1,721隻次，成果相當豐碩。今年移師到熱情的大臺南，除了延續

緊張刺激的蛙調比賽外，還加碼臺北赤蛙、諸羅樹蛙的複查任務。看看在 108位

各路志工的匯集下，今年能做出怎樣的成績呢？ 

 

【臺南不難】 

臺南之所以成為第二個蛙類調查比賽的地點，是因為這裡算是臺北赤蛙與

諸羅樹蛙第二個故鄉，並且在過去真理大學莊孟憲老師團隊的帶領下，已經有很

好的調查基礎，因此引發我們想要再次複查的想法。排除目前仍在持續調查的樣

區，並考量「道路可及性」、「海拔高度」、「棲地類型」，最終篩選出 27個蛙調比

賽樣區。複查部分，扣除持續調查的地點，再將距離相近的地點合併，最終選取

出 56個複查點。複查工作從 5/27就已經開始，蛙調比賽則統一在 5/28進行。所

幸臺南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使得所有調查工作順利進行，完成了這項不可能的

任務！ 

 



 

蛙類調查比賽樣區分配 

 

臺北赤蛙與諸羅樹蛙複查樣區分配 

 



【賽事報導】 

蛙調比賽部分，27個樣區共調查到 20種蛙類 1,504隻次，包括：黑眶蟾蜍、

盤古蟾蜍、中國樹蟾、貢德氏赤蛙、 拉都希氏赤蛙、臺北赤蛙（保育類）、斯文

豪氏赤蛙、牛蛙、澤蛙、虎皮蛙、小雨蛙、黑蒙西氏小雨蛙、史丹吉氏小雨蛙、

巴氏小雨蛙、褐樹蛙、日本樹蛙、面天樹蛙、艾氏樹蛙、布氏樹蛙，與莫氏樹蛙。

再加上複查組有紀錄到諸羅樹蛙（保育類）與金線蛙（保育類），所以本次活動

累計共有 22種。相較過去歷史紀錄累計的 25種，僅差 3種（梭德氏赤蛙、福建

大頭蛙、橙腹樹蛙），這樣的成果實在是超級厲害啊。數量部分，平均樣區 55.7

隻次，雖然比苗栗的 57.4隻次少一點點，不過還是很令人滿意。 

 

  



【蛙類排行榜】 

在數量排行榜上，澤蛙的 275隻次拔得頭籌，其次為小雨蛙的 271隻次、

黑眶蟾蜍的 223隻次。排名末段班的是牛蛙、史丹吉氏小雨蛙 1隻次，與臺北赤

蛙的 2隻次。相較去年苗栗前三名的日本樹蛙（292隻次）、貢德氏赤蛙（224隻

次）、拉都希氏赤蛙（205隻次）、後四名的長腳赤蛙（1隻次）、金線蛙、斑腿樹

蛙、艾氏樹蛙（2隻次），兩年前後段班的成員完全不一樣，這也是個有趣的結

果。 

分布範圍的競賽，排名第一的仍是澤蛙，在 27個樣區內，有 24個樣區都

可以觀察到澤蛙（苗栗 27/30）；其次為黑眶蟾蜍的 18個樣區（苗栗 21/30）、貢

德氏赤蛙與小雨蛙的 16個樣區（苗栗貢德 22/30、小雨蛙 7/30），澤蛙與黑眶蟾

蜍所佔的比例差不多，但貢德氏赤蛙在臺南調查所佔的比例降低，而小雨蛙則增

加。臺北赤蛙、斯文豪氏赤蛙、牛蛙、史丹吉氏小雨蛙僅在單一樣區有觀察到。 

 

澤蛙是今年蛙調比賽成果的三冠王 

 

  



【臺南的蛙類熱點】 

單一樣區可以記錄到最多種類的是梅嶺（楠西）的 14種蛙類其次為石門口

（南化）的 12種與龜丹（楠西）的 10種；最少的樣區則是港口（安定），為破

天荒的 0種，三股（七股）、埤頭（麻豆）、文山（北門）都分別只觀察到 1種。

數量則以石門口的 307隻次最多，其次為龜丹的 228隻次。 

各樣區的種類、數量差異實在非常懸殊，但是，西側臨海的區域，種類數

量最少，慢慢往東側淺山區域逐漸增加，這個趨勢則相當明顯。種類最多的梅嶺、

數量最多的石門口及龜丹都是山區環境。這樣的趨勢和去年苗栗一樣，且今年調

查最高種類數（14種）與全部累加種類數（20種）都較苗栗多，可見南臺灣的

蛙況，還是相當令人驚艷。 

各個樣區種類數與觀察數量呈正向關係，種類越多的地方，觀察數量也越

多；但是，種類最多的梅嶺，數量卻不是最高，不如其他樣區會有特定物種大爆

發的狀況。 

 

 

 

 



 

物種預測基數方面，今年度設定 3、5、7種，調查結果中，有 12個樣區

高於基數，以梅嶺高出 7種最多。有 4個樣區持平，11個樣區低於基數。調查

物種數減去基數後的平均為 0.74種，顯示調查成果還是比預估的基數稍微高一

點點。 

 

  



【北赤諸羅複查】 

本次活動的另一個重要任務—臺北赤蛙與諸羅樹蛙的複查。活動前先篩選

出 56個樣點，而實際複查時，沿路新增的 23個樣點，因此共計 79個樣點。經

過兩晚的複查，總計有 6個樣點有發現臺北赤蛙，其中 4個為原先樣點，2各為

鄰近新增加的樣點。無論是原先的 4/56（7.1％）或是包含新增的 6/79（7.6％），

本次調查到臺北赤蛙出現的比例較低，累計觀察數量也僅 24隻次。但由於官田

地區的菱角田與水稻田係採輪作方式，本次複查時間正處於第一穫的收割期，並

準備開始栽種菱角，後續臺北赤蛙的觀察數量是否會因此增加，這就有待未來持

續的監測。 

 

諸羅樹蛙部分，原先 6個樣點，複查時再額外新增 5個樣點，累計有 11個

樣點，調查發現有 5個樣點有觀察到諸羅樹蛙，且都是新增的樣區。也就是說，

諸羅樹蛙出沒的位置跟先前調查的位置都改變了，原本在總爺附近分布縮減，鄰

近堤防的位置增加，這樣的改變是否跟棲地環境的改變是否有關，也有賴持續的

觀察。 



 
【感謝狀】 

本次特別感謝臺灣兩棲類保育志工的協助，再次完成臺灣蛙類保育史上的

創舉，於同一時間在如此廣大的區域進行調查，並且同時完成大範圍的複查工作，

獲得相當寶貴的資料，真是全體志工的功勞。 

參與團隊：臺北牡丹心*、臺北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隊*、新竹鹹菜甕蛙蛙*、

臺中MusicFrogs*、臺中 TNRS*、臺中都會公園美白去斑*、臺南荒野*、屏東許

我一個生態地球*、彰化蛙蛙蛙*、高雄青蛙小站*、宜蘭李佳翰*、東華大學兩棲

類保育研究室*、臺北動物園卻斑行動大隊、臺北親親小蛙、臺北古池水音、臺

北南港可樂蛙、新竹荒野、台南真理大學、高雄野東西、屏科大社區林業研究室

團隊、花蓮水龍吟（*為連續兩年參與）。 

另外，特別感謝中興大學吳聲海老師的研究團隊，與臺南市野鳥學會的特

別支援，讓蛙調比賽與複查工作得順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