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共有3 2種原生種蛙類，

正面臨著人們帶來的威脅。

#外來種移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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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

志工服務隊分布圖

2021.01.01 ~ 2021.11.24

5



天下”蛙”尚強

當年度上傳最多資料的團隊

“蛙”尚𠢕找

當年度調查到最多蛙種的團隊

“蛙”尚耐操

當年度調查樣點最多的團隊

金蛙獎

成軍超過20年，且持續上傳資料

銀蛙獎

成軍超過15年，且持續上傳資料

銅蛙獎

成軍超過10年，且持續上傳資料

“蛙”不愛外來種---外來種不要來

調查到最多外來種數的團隊

獎項預告與說明
感謝大家一整年的付出，大會上揭曉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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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出重點

認養至少四個IFA並完成至少一次調查

“蛙”上山擱下海--爬很高

調查2000公尺以上團隊

“蛙”上山擱下海--跨很大

橫跨最多個百公尺海拔段的團隊

“蛙”尚青

當年度新加入的團隊

在地深耕獎

長期深入耕耘在地樣點的團隊

社區推廣獎

長期深入社區推廣蛙類保育的團隊

“蛙”尚感謝你

協助辦理志工訓練、大調查、志工大會、推廣活動等重要
事項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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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徽章統計說明

1.獎勵統計說明

計算時間以當年度為主，有效資料筆數計算與方式說明如下：

1) 資源調查上傳為有效資料筆數。

2) 若有分出或換團隊者，會累加你之前在原團隊的年資，

並個別發符合你實際年資的徽章。

3) 依據參與志工團隊年資判斷分配多少種蛙蛙徽章，

項目如下：

• 年資0~2年：團隊獲得1種徽章。

• 年資3~5年：團隊獲得2種徽章。

• 年資6~8年：團隊獲得3種徽章。

• 年資9~11年：團隊獲得4種徽章。

• 年資12~14年：團隊獲得5種徽章。

• 年資15~17年：團隊獲得6種徽章。

• 年資18~19年：團隊獲得7種徽章。

• 年資20~年：團隊獲得8種徽章

4)今年度統計範圍：2020.11.09～2021.11.08，點數結

算日為11/08止。 8



2.兌換蛙蛙徽章

１) 兌換方式：

• 1~49筆兌換6個

• 50~99筆兌換9個

• 100~299筆兌換12個

• 300~599筆兌換15個

• 601~999筆兌換18個

• 1000~1499筆兌換24個

• 1500~1999筆兌換27個

• 2000~2999筆兌換33個

• 3000~4999筆兌換36個

• 5000筆以上兌換40個

２) 斑腿樹蛙徽章發放於有移除斑腿樹蛙的團隊。

３) 兌換時間：志工大會11月27日發放，未能與會者

於110年12月底前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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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徽章介紹

設計者以保育的蛙類為主題，
根據蛙類的棲地特色和物種特徵去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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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簡報手冊版
(共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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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活動紀錄

4/19-4/25

台灣青蛙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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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8/29

桃園蛙類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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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何俊霖、李鵬翔

志工特殊訓練、

金門調查種子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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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青蛙週

預計舉行時間：4月18日（一）至4月24日（六）

台灣青蛙日：4/23、世界拯救青蛙日：4月30日。

二、蛙類大調查、會員大會

預計舉行時間：5月底

地點：高雄

主辦：協會秘書處

協辦團隊：徵求團隊協助辦理

三、志工大會

預計舉行時間：11月底

主辦：協會志工服務組

協辦團隊：徵求團隊協助辦理

2022年活動規劃
社團法人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

※協會工作組別更動，會員及志工服務組更改為志工服務

組，會員事務交由秘書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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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經
費
使
用
報
告

《台灣蛙類野外族群趨勢監測研究計畫》 經費使用報告

項目 細項支出 支出

雲端資訊服務費 50,000 

網路資安 72,000 

資料分析 72,000 

志工服務 126,800 

行政業務 72,000 

工讀金（資料審核) 20,480 

專任助理 120,000 

講師費 15,200 

聘任人員及講師相關保費 136,473 

雜支(郵運費、保險、印刷、文具等) 17,689 

蛙類寫真及小幫手摺頁改版 65,075 

環保袋等製作 18,747 

8/29桃園大調查 76,899 

11/27志工大會(預估) 159,925 

餐費及茶點 12,480 

車資補助及差旅 72,530 

貴賓出席費及講師費 15,000 

大巴租金10000＋場租 16,000 

門票補助(楊老師結餘款付) 15,500 

口罩(楊老師結餘款付) 15,435 

大會胸針(楊老師結餘款付) 3,000 

保險(楊老師結餘款付) 4,980 

海報印製(預估) 5,000 

合計 1,023,288 

收入

林務局補助經費 990,000 

餘額 -3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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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名單--東勢林場蛙哇哇團隊

森林會館駐點：蕭老師

A組帶隊：謝老師、陳老師 B組帶隊：鍾老師、廖老師

C組帶隊：盧老師、蕭老師 D組帶隊：江老師、黃老師

A組

18:40 於森林會館前集合 19:00 出發至忘憂池

參與團隊：貴賓、東勢林場蛙哇哇團隊、台東日昇團隊、

牡丹四林青蛙守護隊、宜蘭李佳翰團隊、東呱西呱呱呱

呱、南港可樂蛙、富陽

B組

18:40 於森林會館前集合 19:00 出發至四角林野溪

參與團隊：MusicFrogs、天母呱呱蛙、嘉大生資寄生關

係研究室、滬尾調蛙蛙、臺北動物園卻斑行動大隊、雞

籠蛙蛙笑

C組

18:40 於森林會館前集合 19:00 出發至觀音洞

參與團隊：TNRS團隊、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室、東

華蛙家、芝山蛙蛙調查小組、花蓮鳥會、桃園藍鵲家族、

鳥蛙隊

D組

18:40 於森林會館前集合 19:00 出發至生態池

參與團隊：天羽蛙、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新竹荒野團隊、

新竹蛙保

東勢林場夜觀分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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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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台灣的原生種蛙類得以快樂生存。

謝謝，有您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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