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調查成果報告 

國立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 
 

報告人: 龔文斌 



從2006年至今，已累積調查資料達200,183筆 ! 

? 



2016年 
 

61個團隊參與調查， 

 

共計33,860筆資料、 
 
涵蓋22個縣市、 
 
1,199個樣區、 
 
35種蛙類。 
 



2016年 

最普遍 



2016年 

最侷限 



2016年 

外來種 

? ? ? 



三富農場 

福山、雙連埤 

頭城農場 

平溪煤礦博物館 中研院周邊、山中湖、
彈藥庫、秀水路 

東眼山 

峨嵋 

頭汴坑、霧峰桐林 

蓮華池 

物種數>15種的樣區 

大山背 



• 志工資料自2006年累積至今，擁有台灣目

前最新、筆數最多的蛙類分布資料 

• 其實這些大家辛苦累積的資料，對於台灣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從地區的基本層級，

乃至國家全體層級，都有實質顯著的貢獻。 



兩棲類調查資料的實質貢獻 

• 物種層級- 物種的分布監測 

1.珍貴稀有、瀕危物種分布監測 

2.外來種監測 

• 國家層級- 整體變化趨勢、政策規劃擬定 

1.科技部: 

  台灣蛙類熱點族群特徵與群聚結構多樣性之研究 

2.行政院、中研院、台灣大學: 

  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 



珍稀、瀕危物種分布監測:保育類名錄修訂之參考 









• 2010年起每年至少30

個團隊協助 

• 在253個樣區發現斑

腿樹蛙 

• 台灣極少數能夠有大

規模普查，掌握分布

與擴散途徑的外來種 

外來種分布監測 



• 資料目前已做為: 

找出擴散的關鍵棲

地、地方政府(新北

市、彰化縣)的控制

依據 

• 鼓勵志工持續參與

監測 



蛙類生物多樣性熱點 

• 2014年底，多位台灣第一

線研究蛙類的學者，依據

志工調查資料，劃設出台

灣蛙類生物多樣性熱點 

• 台灣第一個陸域生物多樣

性熱點 



• 藉由志工團隊協

助調查監測，今

年已初步找出熱

點中的熱點，後

續將做為長期監

測的參考依據 



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 

• 陸域動物中，僅有蛙和鳥類獲得採用 

• 志工資料用於其中2項 

 



• 志工資料也經台大的外部專家檢核，在各面

向皆有不錯的表現。 

• 資料可信賴，能做為國家指標的依據。 

需要更多長期監測的樣點 







• 志工資料已是台灣蛙類保育的重要參考之一。 

• 長期監測才能反映實際變化情況。 

• 做調查，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蛙類保育有賴各志工團隊協助 

保護蛙類同時也是保護我們居住的環境， 

衷心感謝各位志工，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為台灣保育盡一份心力。 

謝謝，有你(妳)們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