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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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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保育志工團隊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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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編號 團隊名稱 參加人數

北區 1 台北小雨蛙 2
2 台北牡丹心兩棲志工隊 4
3 明興社區 3
4 滬尾調蛙蛙 8
5 富陽 2
6 臺北動物園卻斑行動大隊 14
7 天羽蛙 1
8 台北新生呱呱叫團隊 2
9 關渡自然公園蛙蛙小組 3

10 芝山蛙蛙調查小組 3

11 親親小蛙 4

12 南港可樂蛙 6

13 包山包海再包蛙隊 2
14 台北快樂蛙 2
15 古池水音 1
16 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 1
17 雞籠蛙蛙笑 6
18 蛙良威 2
19 桃園龜山福源隊 1
20 鹹菜甕蛙蛙 5

21 新竹荒野團隊 13
中區 22 台中鳥榕頭團隊 1

23 MusicFrogs 4
24 苗栗山蟾蜍 1
25 雲林蛙寶 1
26 峯蛙調 1
27 TNRS團隊 2

本次參加名單與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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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防疫措施實行，需有座位表，敬請配合謝謝

南區 28
屏東許我一個生態地球團

隊 2

29 諸羅紀農場 2
30 野東西 1
31 青蛙小站 2
32 高雄T 1
33 Mandy不在家 2

東區 34 東呱西呱呱呱呱 3

35
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

室 4

36 東華蛙家 2
37 花蓮水龍吟小隊 2
38 宜蘭李佳翰團隊 3

個人志工 39(個人志工) 個人志工 2

合計參加團隊 38支隊伍

合計參加人數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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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第14排

4 5 6 7 8 9 10
第14排

11 12 13

2 3 4
第13排

5 6 7 8 9 10 11
第13排

12 13 14

3 4 5
第12排

6陳怡甄 7林畇沂 8 9 10 11 12
第12排

13 14 15

3 4 5
第11排

6方勗瑾 7龔峰榆 8 9胡美華 10曾瑞美 11林斐嬈 12林子為
第11排

13 14 15

3 4 5
第10排

6李承恩 7劉芝芬 8夏進忠 9周秀玲 10林君蘭 11林俊麟 12洪潔茹
第10排

13 14 15

3 4 5
第9排

6張國政 7 8唐毓謙 9吳倩菊 10陳郁芳 11魏瑄漫 12彭文五
第9排

13 14 15

1吳怡慧 2詹朕勳 3詹皇治 4鍾偉賢 5張哲毓 6陳岳峯
第8排

7蔡明達 8蔡松佑 9張雅評 10蔡昕穎 11李俊賢 12蕭麗梅

1洪子倫 2胡信靈 3陳珍妮 4郭秋月 5陳嘉祥 6陳佳琪 7趙勁翔
第7排

8陳淑蕙 9張泳順 10賴麗花 11郭汯源 12賴文龍 13林儀菁 14賴映伶

1戴惠珍 2朱振德 3梁富生 4李曉嵐 5邱佩娟 6范芳玥 7鄧雲棟
第6排

8張素慧 9王順仁 10黃明蓉 11賴麗君 12洪耀堂 13洪佳吟 14洪楷翔

1林樺廷 2陳芷晴 3余維津 4李杰修 5何良格 6林冠妤 7陳淨
第5排

8楊仲宇 9楊仲寰 10丁惠筠 11曾麗熹 12林芳色 13楊錦蓮 14王瑞君

1張維昌 2黃乙恩 3黃孝文 4鍾炤宇 5廖宥燊 6陳英蘭 7賴俊宏
第4排

8 施禮正 9余雅倩 10郭水泉 11李怡萱 12莊欣音 13傅玟珠 14陳明霞

1何俊霖 2何善欣 3何宇詮 4白曉青 5賴玉齡 6賴擁憲 7李佳翰
第3排

8蔡志和 9黃義欽 10高阿福 11林柏昌 12黃錫柱 13賴秀碧 14楊順成

1陳惇聿 2林玉華 3方昱倫 4謝惠珠 5方正儀 6吳淑芬 7許瑞慶
第2排

8盧紹榮 9盧姵羽 10柯丁誌 11施慧華 12郭福山 13高雅玲 14李宗宸

1 2
3張瓊文
(張東君) 4李鵬翔 5楊懿如 6林務局

第1排
7陳賜隆 8巫奇勳 9 10 11 12



獎項說明

在地深耕獎

長期深入耕耘在地的樣點

快踴蛙獎

每次調查結束後，平均三天內上傳資料

超級幼蛙獎

成軍4年內，高績效的隊伍
（例行調查完成度、環境資訊紀錄完成度）

外來種監測獎

調查到最多隻次斑腿樹蛙，以及協助辦理移除活動
的團隊

護蛙有功獎

於梭德季節辦理護蛙行動

IFA調查獎

當年度在 IFA 認養
最多樣區的團隊前五名

生物多樣性獎

當年度團隊調查到
最多蛙種的團隊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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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最強團隊獎

當年度調查事件最多的團隊前五名

地表最血汗團隊獎

當年度調查天數最多的團隊前五名

銅蛙獎

成軍超過10年，且持續上傳資料

銀蛙獎

成軍超過15年，且持續上傳資料

金蛙獎

成軍超過20年，且持續上傳資料

任勞任怨獎

表揚當年度熱心參與協會保育市集展攤活動之志工

年度服務感謝獎（團隊）

當年度協助辦理青蛙週、蛙類大調查、教育推廣培
訓、志工大會

年度服務感謝獎（個人）

由理事長及各組長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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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統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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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今年度統計範圍為2019.11/08-2020/11/07止，點
數結算日為11/08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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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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發放，未能與會者
於109年12月底前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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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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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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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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網路資安 95,000 

資料分析 80,000 

蛇類資料 72,000 

行政業務 170,000 

工讀金 38,000 

講師費(含兩棲偵蒐營＆中都) 48,800 

聘任人員及講師相關保費 99,000 

實驗相關耗材(酒精、溫溼度計等) 16,700 

國內差旅 35,000 

雜支(郵運費、保險、印刷、文具等) 22,400 

宜蘭大調查 93,852 

11/28志工大會(預估) 112,019 

餐費及茶點 11,500 

車資補助 26,500 

出席費及講師費 24,000 

青蛙胸針(金門計畫核報) 23,100 

調查記錄板(金門計畫核報) 21,919 

海報印製 5,000 

合計 1,032,771 

收入

林務局補助經費 990,000 

餘額 - 4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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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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臺灣保育盡一份心力。

謝謝，有您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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