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一隻蛙？

臺北赤蛙的庇護所
　  －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臺灣蛙類的生存及適應
除了南極洲，全世界都可見到蛙類的

蹤跡，牠們究竟有什麼過人的本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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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長大－臺北赤蛙的成長日記 32
自 2011 年開始的「臺北赤蛙人工繁殖計畫」，希望
透過人工培育方式繁殖臺北赤蛙野放，以增加族群數
量，讓我們一起為赤蛙寶寶們加油打氣吧！

保母

手札

保母

手札

與我無關？38
如果有一天，在這塊土地上再也聽不到蛙鳴，再也看
不到臺北赤蛙的身影，你會覺得難過嗎？

臺北赤蛙保育行銷員 46
臺北赤蛙生活在樹上還是水中呢？臺北赤蛙的身體是
綠色還是紅色呢？讓我們一同了解這個與我們生活在
相同土地上的可愛朋友吧！

教育

推廣

臺灣蛙類的生存及適應 4
除了南極洲，全世界都可見到蛙類的蹤跡，屬於兩生
類動物中適應力最佳的一群，牠們究竟有什麼過人的
本領呢？

專題

臺北赤蛙

專題

臺北赤蛙

溼地有蛙鳴 人在蛙鳴裡
—談蛙類、溼地與人類的關係 12
人類與自然爭地，導致溼地面積逐年下降，也讓依賴
溼地生存繁衍的蛙類大受威脅，讓我們一同多瞭解這
群愛唱歌的朋友吧！

臺北赤蛙庇護所
－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26
桃園曾擁有上萬個埤塘，做為灌溉蓄水之用。而今，
埤塘雖已逐漸消失，剩下的埤塘卻意外成了臺北赤蛙
重要的庇護場所。

水族館發展新趨勢
2012 第八屆國際水族館年會紀實 52
以發展主題特展的策略，提昇水族館展示的精彩性，
讓觀眾不只欣賞水生生物之美，同時增加海洋環境知
識，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水族館。

放眼

世界

超級挖蛙哇 42
因農藥污染而讓蛙類逐漸絕跡的深井村，出現了熱心
公益的江姓兄弟，他們利用祖先留下的土地進行生態
保育，成功復育珍貴稀有的臺北赤蛙。

社區

參與

最後一隻蛙？20
1999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的研究人員們意外在三芝的
睡蓮花田中，驚喜發現了臺北赤蛙的蹤跡，自此開始
他們艱辛萬分的「搶救臺北赤蛙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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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光輝的 10 月，不僅是歡慶國家生日的時

節，同時也是臺北市立動物園自圓山遷址木柵園區後，

每年園慶的日子。臺北動物園每年在這個重要的園慶

時分，除了舉辦熱鬧的園慶活動，邀請與動物園一同

成長的遊客們共同分享喜悅，同時也是對臺北動物園

這一年以來的工作努力，作成果的回顧與檢視。

這 4 年來臺北動物園的 10 月園慶活動，透過與國際

節慶活動接軌，應景的搭接了社會大眾逐步熟悉的萬

聖節主題，將園區內的教育中心重新裝潢與布置，以

「動物驚魂屋」重新詮釋既有展示。將原有的生態標

本展示，以生命的觀點，探討臺灣野生動物所面臨的

生存危機與棲地消失的窘境。透過如同凍結命案現場

般，懸疑驚悚但具備黑色幽默的展示手法，引導從萬

聖節的娛樂氛圍轉而關注嚴肅的保育議題－認識人類

活動、棲地破壞與物種滅絕的關係，如何緊緊地相互

扣連。同樣以死亡為題的萬聖節，臺北動物園讓遊客

思考的，不僅是生態系的服務帶給人們的益處，同時

也讓人們思考，我們是如何對待我們僅存不多的自然

環境。透過黑色幽默的恐怖訴求，以不同的形式提醒

人們善待自然、關心生命，讓自然生態系能健康永續

地為我們服務，讓人們繼續享有乾淨的空氣、水、食

物及沉浸在自然中豐富生命的精神慰藉。

今年的 10 月園慶，也正是臺北動物園自 1914 年創

園以來，準備邁入建園第 100 周年的開始。為了動物

福祉、保存物種基因庫的歧異度、族群的永續經營與

繁殖研究，與臺灣其他動物園暨水族館等機構的交流、

合作與保育策略聯盟，是臺北動物園既定且不間斷的

決心和腳步。

為推動黑熊族群的復育與族群管理，2012 年 6 月

臺北動物園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高雄壽山動物園、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

收容中心、六福村野生動物園，及其他總共計 16 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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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團體共同簽署「臺灣黑熊復育

合作保育宣言」攜手合作，同時透過各團體所擅長的

教育行銷管道，推展臺灣黑熊的保育教育工作。

除臺灣本土保育工作的進行外，動物園圈養下的國

際焦點物種跨區域合作，建立區域保育夥伴關係，亦

是臺北動物園未來致力發展的方向。10 月底我們邀請

了來自亞洲、美洲、歐洲動物園及 IUCN 等專家學者與

國內保育夥伴，以巨猿為題召開了一場亞洲野生動物

域外保育族群管理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彼此切磋、

請益、激盪、學習與交流連結域內與域外的物種保育

繁殖管理經驗，提供對於物種族群管理上的新思維，

以及實務操作討論和系統化建構管理模式的方法，從

主題擬定、籌辦邀請，為期了數月忙碌的學習之旅。

為了推展自然保育與環境教育，並提升經營管理品

質及交流專業與經驗，我們更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假

臺北市立動物園大門廣場，舉辦了一場溫馨的友好活

動。在我日雙方代表的見證下，臺北動物園與日本札

幌市圓山動物園，以雙方共同發表聲明締結友好協定

的方式，承諾彼此激勵、交流專業經驗，共同發展教

育活動及研究計畫，用以提升經營管理品質，落實友

好關係，並期待最終能讓民眾了解及付出更多對於野

生動物的關懷。

對於保育的行動與進程，本期雜誌以臺北動物園自

1999 年以來不斷進行調查研究的臺北赤蛙為主題，從

研究調查人員的執筆描述，再次說明臺北赤蛙現有族

群數從極盛到衰弱的過程；再次強調人為活動如何與

野生動物們的生存息息相關。臺北赤蛙，作為農田溼

地環境健康指標的物種，該怎麼拯救這美麗的綠色精

靈免於滅絕？本期同時也邀請東華大學楊懿如老師及

特有生物中心研究人員林春富，為讀者介紹臺灣豐富

的蛙類族群及生態。相信讀者們不論是出自對臺灣蛙

類生存現況的同理心，或感動於臺北赤蛙的保育努力，

在此邀請您多伸援手、付諸行動，關懷我們僅有的自

然生態。

臺北市立動物園　園長

臺北市立動物園與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圓山動物園為推展自然保育與環境教育理念，於 2013 年 10 月 31 日於臺北市立動物園簽署兩園友好協定。

共同參與見證者 ( 由左至右 )：北海道議會日台親善議員會會長和田敬友 ( 左 1)、臺北市政府副秘書長吳國安 ( 左 2)、WAZA 前主席德國萊比錫動物園園長

Jörg Junhold( 左 3)、臺北市立動物園園長金仕謙、札幌市圓山動物園園長見上雄一 ( 右 2)、日本交流協會總務部長岡田健一 ( 右 1)

環保大豆油墨是兼具印刷品質與環境保護的植物性油墨，可

有效減少印製過程中的環境汙染，並增加使用時的安全性

珍愛環境，本印刷品採用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園長的話
2013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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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隻蛙？

臺北赤蛙棲地－阿石伯的睡蓮花田

「開始叫了，但是好像只聽到 1隻，不知道今天晚

上可以找到幾隻？」這幾聲「嘰」是臺北赤蛙的鳴叫

聲，夏天是雄蛙鳴叫求偶的季節。三芝阿石伯的睡蓮

花田是臺北赤蛙的棲息地，夏季夜晚雄蛙會站在睡蓮

花葉子上鳴叫，希望可以獲得雌蛙的青睞。

「今年這個水田裡可能只剩下 1隻臺北赤蛙了，上

個月來只看到 1隻，今天晚上看來不太樂觀，如果只

剩下這 1隻，可能明年就聽不到叫聲了！」2013 年夏

季研究人員持續在阿石伯睡蓮花田進行調查，調查結

果只看見 1隻雄蛙，孤單地在睡蓮葉上鳴叫，沒有其

他雄蛙呼應，更沒有雌蛙前來交配，只有水面的倒影

與自己成雙。

1999 年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人員在新北市三芝區楊

文石先生的一處睡蓮花田裡，找到了臺北赤蛙。這種

身形嬌小，身上披著翠綠色外衣與白金線的青蛙，棲

息在低海拔的水田、草澤、埤塘等溼地環境，但這十

幾年來因為棲地遭受破壞、農藥的使用、農地休耕等

因素，在臺灣已經很難找到牠們的身影了。經過研究

人員初步調查，楊文石（以下稱阿石伯）睡蓮花田裡

約有 30 隻臺北赤蛙棲息，讓研究人員如獲至寶，心裡

想著可以為這些僅存的臺北赤蛙做些什麼事，這個念

頭也是臺北市立動物園發展臺北赤蛙保育計畫的開頭。

當時擔任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組組長的林華慶博士

是臺北赤蛙保育計畫的主要推動者，此計畫是希望說

服阿石伯「停用農藥」。阿石伯為了維持睡蓮花的生

產，會在害蟲水螟蛾為害嚴重時，在睡蓮葉上噴灑農

藥，以減少水螟蛾咬食睡蓮花葉。此外，也會使用除

草劑來抑制水梯田邊坡雜草的生長，以維持田埂的整

齊。然而這些農藥與除草劑，都會為臺北赤蛙帶來致

命性的傷害。為了說服阿石伯能夠停止使用農藥和除

草劑，以改善水梯田的水質環境，提供更好的環境給

臺北赤蛙與其他共同生活在水田裡的動物們，臺北動

物園採取補貼阿石伯因停用農藥所造成損失的方式，

讓阿石伯願意持續耕作睡蓮花田。

臺北赤蛙保育計畫的開始

夏季的黃昏，忙碌一整天的火紅太陽迫不及待、

一刻也不停留地落入海中，讓炙熱的天氣開始降溫。

天邊一片片白色的雲，瞬時變成一塊塊的金色、橘色

和紫色，彷彿有人不小心打翻顏料，把原本藍色的畫

布給染色。幾個研究人員在水梯田邊找一個視野極佳

的位置，打開剛從三芝街上買的晚餐，一邊品嘗地方

小吃，一邊欣賞著夕陽美景，視覺與味覺的雙重享受，

讓人暑意全消。水田邊，樹上的熊蟬捨不得休息，還

在奮力鳴叫著，在熊蟬激亢高昂、充滿生命力的聲音

裡，有幾聲微弱的「嘰」聲，從水田裡傳來。

2013 年所記錄到唯一的一隻臺北赤蛙（雄蛙）

動物園與慈心人員正在水田田埂上說服阿石伯停止使用農藥的情形

撰文　臺北市立動物園　吳松霖、張明雄

　　　　　　　　　　　林華慶行政院文化部

攝影　吳松霖、侯宣伊、林華慶

21最後一隻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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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有關係之後，就什麼都沒關係 !」為了說服

阿石伯接受補貼方案停用農藥，我們希望可以連結阿

石伯的社區人際網絡關係，透過熟識阿石伯的人，瞭

解阿石伯的想法，間接傳達保育方案的理念。我們在

2000 年首先拜訪了當時的三芝鄉公所與三芝鄉農會，

請鄉公所與農會能夠支持保育方案。也拜訪了位於阿

石伯家旁橫山國小的吳景泉主任，期望他可以在保育

方案的推動上發揮其影響力。我們請所有因拜訪阿石

伯而結識的人，先私下探訪阿石伯對於停用農藥保育

方案的想法。

然而，研究團隊始終沒有等到阿石伯對保育方案的

回應。於是在 2001 年 9 月我們邀請吳主任及三芝鄉

公所、三芝鄉農會、臺北縣政府農業局等單位的人員

一同拜會阿石伯，並親自提出我們的保育方案。阿石

伯在聽到保育方案後，認為不使用農藥就不會有收成，

而且所造成的損失也無法估算，因此當場拒絕我們的

提案。

保育行動方案受挫

新的行動方案是由動物園、慈心與橫山國小吳主任繼

續遊說與輔導阿石伯改採有機耕作，並由慈心派遣具

有多年輔導農民轉作有機耕作經驗的李逢棋先生來說

服阿石伯，而有機耕作所需的材料費用由動物園補助。

當阿石伯同意並且停用農藥時，慈心所屬的有機商店

開始銷售阿石伯的睡蓮花，讓阿石伯有長期且穩定的

收益，使其願意持續使用有機耕作來維護睡蓮花田。

為了與阿石伯建立關係與傳達我們提出的保育方

案，李先生經常拜訪阿石伯，他常蹲在水田田埂上，

和正在採收睡蓮花的阿石伯對話。然而，有時阿石伯

愈採收愈遠離田埂，往水田中央走去，李先生只能默

默地等著阿石伯靠近田埂時，再跟他聊上一兩句。剛

開始的遊說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在談話過程，阿石

伯對於我們新的行動方案顯得興趣缺缺，缺乏對我們

的足夠信賴，是阿石伯不願意貿然嘗試的重要原因。

事後我們才瞭解，當時阿石伯對我們的行動方案充滿

疑惑與不信任，他覺得我們就像是「金光黨」，他也

無法想像為何我們這一群人為了保育臺北赤蛙，做出

這麼多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雖然保育行動一出擊就受挫，但是我們並沒有就此

放棄，反而因為保育方案的推動，讓我們與吳主任有

更多的互動與觀念上的交流。吳主任體認到溼地生態

的價值與重要性，不但親自參與我們野外調查工作，

還帶領學生去認識學校旁邊這一塊珍貴的水梯田溼地

生態。後來，吳主任提議每個月由他帶領學生，義務

協助阿石伯割除田埂上的雜草，協助維護水田的環境，

希望能換取阿石伯同意不用除草劑。這樣的提議出乎

意料地獲得阿石伯的同意，這是研究團隊的重大突破，

讓臺北赤蛙保育行動向前跨進一大步，也讓我們有信

心構思下一步的保育行動。

2002 年初，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加入臺北赤蛙

保育計畫團隊，該基金會成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輔導

農民放棄使用農藥，改採有機的耕作方式。該基金會

擁有銷售有機農產品的通路與店舖，是農民願意嘗試

有機農法的主要誘因。由於慈心推廣有機耕作的理念

是珍愛大地與生命，因此當我們向基金會說明我們的

保育計畫時，很快地就獲得回應，並願意共同合作推

動。

這時保育計畫推動團隊的陣容更加堅強了，經過團

隊人員的討論與溝通後，我們重新擬定保育行動方案。

保育行動方案大突破

虎皮蛙是睡蓮花田裡常見的兩棲類動物

並導致幼蟲的死亡。在捕食水螟蛾天敵尚未出現的過

渡期，我們很擔心阿石伯會改變主意而放棄有機耕作，

但是，他的態度比我們更堅定，因為他認為既然已經

做新嘗試，就應該繼續試試看，他的決定似乎沒有受

到動搖。就在 8月，終於熬過痛苦期，這時水螟蛾的

蟲害已經減少到阿石伯可接受的範圍，而且水生昆蟲

與蛙類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地增加，更重要的是，水田

裡臺北赤蛙的數量也從原本的 30 隻增加到將近 100

隻，這是大自然給予所有參與者最好的回饋與鼓勵。

在阿石伯的睡蓮花田裡，研究團隊共記錄到 15 種臺灣

原生的蛙類，佔臺灣原生蛙類種數的二分之一；爬蟲

類共記錄到 17 種，其中稀有的保育類動物唐水蛇與鉛

色水蛇，更是水田裡的常客。

為了讓阿石伯對我們產生信任感，並相信行動方案

的可行性，2002 年 10 月慈心負責這項專案的鍾長華

先生基於睡蓮花的用途是觀賞而非食用，決定突破基

金會的規定，提議先讓阿石伯的蓮花進入有機商店銷

售。這個想法獲得基金會決策階層的全力支持，因此

在 10 月中旬，阿石伯的睡蓮花開始進入里仁有機商店

販賣，動物園也特地設計「買蓮花、愛護蛙」的促銷

海報，向消費者傳達購買睡蓮花可間接鼓勵阿石伯轉

成有機耕作，為臺北赤蛙提供良好棲息環境的生態保

育意涵。有機商店內的睡蓮花每日傍晚由阿石伯親自

送達，在 1個小時內就會全數賣完，這樣的銷售情形，

阿石伯全都看在眼裡。就在阿石伯開始販賣睡蓮花後

的 2周，他就決定接受我們的保育行動方案，從 2003

年開始停止使用所有的農藥。

就在停止使用農藥時期，2003 年 6 月開始，睡蓮的

害蟲水螟蛾大量發生，睡蓮花的葉子遭到水螟蛾大面

積地啃食，整個睡蓮花田的樣貌慘不忍睹。從生態學

的角度來看，我們預期在停用農藥後，一些會捕食水

螟蛾的水生昆蟲會出現在水田中，將能抑制水螟蛾的

族群數量。在水螟蛾危害最為嚴重時，我們曾使用過

2次蘇力菌，這一種菌類可以寄生在水螟蛾幼蟲體內，

大自然的回饋

珍貴稀有的唐水蛇喜歡將身體躲藏在睡蓮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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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保育成果為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的雙贏樹立

新典範，阿石伯以有機耕作方式讓臺北赤蛙與其他一

同生活在水田的動物們，有良好健全的棲息環境；同

時阿石伯在有機商店販售睡蓮花，也可獲得長期且穩

定的收入，讓他可以持續以有機耕作來維持水田的溼

地生態。然而，這卻不是童話故事裡的美好結局，後

續的發展令人惋惜與沉痛，讓臺北赤蛙一步一步走上

滅絕的道路。

阿石伯與臺北赤蛙的保育故事被報章媒體爭相報

導，讓睡蓮花田的知名度大開。2004 年臺北赤蛙生殖

季前，竟有不肖人士到水田中捕捉臺北赤蛙。不僅如

此，該年八甲溪進行溪流整治工程，大量泥沙隨著引

水渠道流入水田，破壞臺北赤蛙的棲地，也衝擊到牠

們的生存，禍不單行的臺北赤蛙面臨抄家滅族的危機。

人為捕捉與泥沙流入事件後，讓當年臺北赤蛙族群

量迅速下降，僅剩下不到 40 隻。不只臺北赤蛙，許多

蛙類的族群量也因為泥沙流入水田的影響而急遽下降。

然而，不幸的是，當其他蛙類的族群量逐漸恢復時，

只有臺北赤蛙的數量仍舊逐年下降，到 2013 年睡蓮花

田裡只剩下 1隻臺北赤蛙雄蛙。

為什麼阿石伯睡蓮花田裡臺北赤蛙的數量無法恢復

呢？我們推測在發生人為捕捉與泥沙流入水田的干擾

事件後，可能造成臺北赤蛙無法持續繁衍後代。有研

究指出阿石伯睡蓮花田中臺北赤蛙雄雌性別比例約為

16：1，雌蛙數量遠小於雄蛙。此兩項人為干擾事件導

致雌蛙數量減少，會對整個族群繁衍有很大的影響。

此外，根據我們的調查，阿石伯睡蓮花田附近的溼地

環境，包括水田、埤塘與草澤等，只有一處草澤有臺

北赤蛙棲息，數量少於 5隻且全是雄蛙，無法繁衍下

一代將族群擴散至睡蓮花田。

面臨抄家滅族危機的臺北赤蛙

阿石伯與妻子正在將睡蓮花進行包裝

正在採收睡蓮花的阿石伯

2004 年因為八甲溪進行溪流整治工程，大量泥沙流入阿石伯睡蓮花田

炙熱的太陽下，默默在水田裡採收睡蓮花的阿石伯，

今年已經 85 歲。阿石伯在睡蓮盛產的夏季，每天上午

天剛亮就到睡蓮花田裡採花，直到日正當中時才會回

到家裡稍作休息。簡單吃完中餐後，會和自己的妻子

一起包花，把 10 朵睡蓮花捆成 1束，一束束的睡蓮花

再整整齊齊地裝到水箱裡。全部的花包裝好後，阿石

伯總會換上整齊的衣服，把這些花送到有機商店的各

個分店去，送完花回到家時，往往都已經過了晚上八

點。阿石伯在這塊水田所付出的生命與熱情，不斷地

從每一朵睡蓮花的香味裡飄散出來。我們曾經問過阿

石伯，他計劃工作到幾歲退休，他只笑著說，「就做

到不能做為止吧！」話一說完，阿石伯又轉身繼續採

收睡蓮花。笑容裡，看見阿石伯的樸實與堅毅，也看

見歲月在他臉上所留下的痕跡，聽到他的回答，我們

心裡其實充滿不捨。而如何讓睡蓮花田環境持續長久

地維持下去，是未來保育計畫推動的一大挑戰。

當臺北赤蛙野外的族群慢慢消失時，我們開始思考

如何調整保育行動方案的方向。除了持續進行維護野

外族群與棲地的域內保育工作外，更要展開以人工繁

殖為重心的域外保育計畫。目前動物園已經著手建立

臺北赤蛙的人工繁殖技術，作為未來復育工作的基礎，

並與國內外相關單位合作，積極復育與維護水田等溼

地環境，營造完整健康的棲息地。期待有一天，這些

人工繁殖成功的臺北赤蛙，可以回到野外的溼地環境，

讓牠們翠綠的身影與獨特的鳴叫聲，能夠留在這塊土

地上，更希望睡蓮花田裡的這一隻臺北赤蛙，不是最

後一隻蛙，而是族群復育開始的第一隻蛙。

臺北赤蛙與睡蓮花田的未來

雖然臺北赤蛙的數量減少，但是阿石伯仍然持續以

有機耕作的方式來維持水田的環境，動物園也持續協

助阿石伯維持睡蓮花田裡的溼地環境。有機耕作後，

睡蓮花田裡福壽螺的危害一直是很棘手的問題，福壽

螺會啃食睡蓮花葉，影響睡蓮花的生長與收成，因此

阿石伯會在水田裡施撒苦茶粕來控制福壽螺的數量。

然而，根據觀察與調查紀錄，苦茶粕不只對螺類有殺

傷力，可能也會對蛙類與魚類等動物造成傷害。因此，

為了減少苦茶粕的使用，研究人員在每個月進行臺

北赤蛙調查時，會協助清除福壽螺與卵塊。我們也在

2012 年辦理臺北赤蛙保育工作假期，帶領動物園的志

工伙伴們一同至睡蓮花田移除福壽螺。志工伙伴們在

炎熱的夏日午後，穿起密不通風的沼澤衣，在水田裡

彎腰撿拾福壽螺，也把在田埂邊上或睡蓮花上的福壽

螺卵塊一併清除。大伙們個個汗如雨下，汗水有如大

珠小珠落玉盤的景象，一顆顆地滴入水田裡，不知這

時水田裡的水是不是已經帶有些許鹹味。

睡蓮花田的維護與改善

動物園的志工伙伴們在睡蓮花田裡彎腰移除福壽螺的情形 福壽螺正在將卵產於睡蓮花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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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赤蛙庇護所
─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洪、休閒觀光、養殖、地下水補充、淨化水質以及物

種保存等功能。其中在物種保存方面，埤塘成為許多

臺灣原生動植物的棲息地，更是許多珍貴稀有野生生

物的生存環境，對於維護臺灣生物多樣性有極大的貢

獻。

位於楊梅市的高榮 731 號溜池為臺灣省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面積為 11,137.54 平方公尺，為一閒置

埤塘，已無水利功能，水源主要來自雨水與湧泉。該

埤塘鄰近幼獅工業區，並介於 6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與

國道 1號之間，外圍有高起的土堤為界，堤岸上有竹

子、喬木與灌木等植被。根據調查紀錄，該埤塘共記

錄到 57 科 133 種的植物，包括蕨類 5 科 5 種、單子

葉植物 44 科 95 種、雙子葉植物 8 科 33 種。堤岸上

主要優勢植物為相思樹、豬腳楠、苦楝、饅頭果、食

茱萸、鴨腳木、大青、馬纓丹、燈秤花等；而水域主

要優勢植物則為李氏禾、荸薺、燈心草、巴拉草、水

桃園屬於台地地形，台地上的河川短而陡、集水區

小，且有多雨則洪、遇旱則枯的特性。為了儲存雨水

作為灌溉所需，政府與民間利用桃園地區紅土礫石黏

度高、不透水的特性，在地勢較低處挖掘，並在周圍

築起土堤，興建大大小小可蓄水的埤塘。在鼎盛時期，

桃園曾有上萬個埤塘，因而有「千塘之鄉」的美譽。

這些埤塘除了有灌溉與蓄水等水利功能外，還兼具滯

丁香、臺灣水龍、黃花狸藻和絲葉狸藻等。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在此埤塘中有記錄到黃花莕菜與金錢草等

珍貴稀有的水生植物。

臺北市立動物園從 2002 年開始在楊梅 731 號溜池

進行臺北赤蛙的長期調查研究，調查發現該埤塘是北

臺灣臺北赤蛙與其他溼地動物重要的棲息環境。該埤

該共記錄到哺乳類 9種、鳥類 34 種、爬蟲類 19 種、

兩棲類 11 種、魚類 8種、昆蟲 51 種，以及軟體動物

4種，共計 135 種動物，其中紅尾伯勞、臺北赤蛙、

柴棺龜、臺灣黑眉錦蛇、赤腹游蛇、鉛色水蛇、雨傘

節等皆為保育類動物，由此可看出該埤塘在生態上的

重要性與獨特性。雖然埤塘周邊有部分的住家，且緊

鄰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但可能因為長期作為戰備蓄

水池，人為干擾較低，因此讓這些動物們得以在此埤

塘內棲息與繁衍。

獨特的 731號溜池

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是北臺灣臺北赤蛙的重要棲息地

臺北赤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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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根挺出水面的荸薺，集聚成叢地散落

在埤塘裡；淡黃色翅膀上印著黑褐色斑塊的

彩裳蜻蜓，振翅穿梭在荸薺叢中。小鸊鷉家

族一隻接著一隻，緩緩地從水面的草叢裡游

出。這是位處桃園楊梅埤塘的景象，坐在埤

塘邊靜靜欣賞生命的律動，雖然耳旁還夾雜

著蚊子嗡嗡的聲音，但是眼前的美景，卻也

讓人忘卻蚊子的叮咬與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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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自來水公司為解決南桃園區域遇颱風原水

濁度升高的缺水問題，經中央核定後，要將高榮地區

6口戰備池開挖浚深，預計可以增加 50 萬噸的水，而

731 號溜池也是其中之一。2006 年初當我們得知此消

息時，731 號溜池周邊的戰備池已經在動工開挖，為

了保留 731 號溜池，臺北動物園為此多次積極奔走請

命，並結合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的資源與力量，共同

向自來水公司請命，期望能以其他方案代替開發，以

保留這塊珍貴的溼地，讓許多生活在埤塘裡的臺灣原

生物種，包括金錢草、黃花莕菜，以及臺北赤蛙、圓蚌、

鱧魚與稀有的雙截蜻蜓等，都可以繼續在這個埤塘裡

繁衍下一代。經過團隊人員與自來水公司現場會勘後，

自來水公司同意保留埤塘現狀，以其他替代方案與技

術解決民生用水問題，而桃園縣政府也計劃向主管保

育事務的林務局申請，將該埤塘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

區，以保育臺北赤蛙與其他的溼地生物。

危機即是轉機

在桃園縣政府多年的推動下，2008 年 12 月在農委

會野生動物諮詢委員會議中，決議將 731 號溜池公告

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公告後由桃園縣政府負責經營管

理。然而，由於 731 號溜池土地權屬於自來水公司，

在土地取得過程，該公司認為國營單位土地不能無償

撥用，必須由桃園縣政府購買，而縣政府因財政窘困

無力購買土地，因此土地取得一度遇到瓶頸，無法順

利完成公告作業。最後在桃園縣政府、自來水公司，

以及林務局等多方單位的努力之下，終於在 2011 年完

成土地取得程序，2012 年 3 月 3日桃園縣政府將 731

號溜池正式公告為「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然

而，為使周邊居民的權益損失降至最低，保護區劃設

僅限於自來水公司所有的埤塘範圍，劃設面積為 1.11

公頃，成為全國面積最小的野生動物保護區。

峰迴路轉的保護區

為保護珍貴稀有的臺北赤蛙與其生存環境、保存稀

有之水生植物，以及維護埤塘之生物多樣性，在桃園

縣政府正式公告「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後，同

時亦訂定保育計畫，以善加管理與維護保護區之自然

生態與資源。保育計畫內容包括保護埤塘自然生態資

源與棲地環境，以維護野生生物資源與生物多樣性；

採取相關管制措施，以及制訂管制事項，避免遭受人

為干擾與破壞；設置軟體與硬體解說設施，推動環境

教育並宣導保育教育；進行長期生態資源調查與監測，

建立生態資源資料庫，以瞭解保護區設置成效。其中，

生態資源與棲地環境的調查可瞭解保護區野生生物族

群現況，掌握臺北赤蛙等指標物種族群變動，以及棲

地環境變化的相關資訊，作為擬定相關保育政策重要

的參考依據。

草花蛇是保護區水域常見的蛇類稀有的雙截蜻蜓在保護區內有穩定的族群

研究人員進行臺北赤蛙的族群調查

翠綠色的中國樹蟾是保護區內常見的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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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護區護區護區的的的周邊許多溼地因為人為開發而消失周邊許多溼地因為人為開發而消失周邊許多溼地因為人為開發而消失

在劃設保護區之前，731 號溜池是許多釣魚人士的

秘密基地，在我們調查的過程中，經常可以看到釣客

靜坐在池邊垂竿，等著魚兒上鉤。此外，該埤塘也是

許多團體或個人進行埤塘生態戶外教學、淡水動植物

樣本採集的主要場域。因此在劃設保護區後，縣政府

為降低民眾對保護區的干擾與破壞，在保護區周邊架

設圍籬，以管制人員的進出。雖然有了相關的管制措

施，但是保護區內指標物種臺北赤蛙的前景卻令人堪

慮。根據我們的調查資料，2005 年時保護區內臺北赤

蛙單日晚上最高的數量為187隻，之後逐年急遽下降，

2013 年單日晚上最多僅調查到 7隻，族群數量下降的

趨勢相當明顯。我們推測臺北赤蛙數量下降的原因可

能與周邊埤塘使用型態改變、水位下降、水草面積縮

減和肉食性魚類捕食壓力等因素。

近幾年研究人員發現保護區周邊溼地的利用型態有

很大的變化，包括草澤被填平用來蓋工廠、水田休耕，

或是因為水源不穩定導致埤塘乾枯，這些溼地使用方

式的變動，皆不利於臺北赤蛙的棲息。當某個區域有

大範圍的埤塘分布時，就有如一個溼地網絡，臺北赤

蛙可以在不同的溼地間活動、遷移，然而如果這些溼

地一個個消失，牠們可以利用的空間被限縮，就會增

加生存的風險，也影響族群的繁衍。周邊棲地的消失

可能是保護區臺北赤蛙逐年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保護區的水源主要來自雨水，臺北赤蛙的繁殖

季節如遇乾旱，雨水量不足導致水位下降，讓臺北赤

蛙可以棲息的水域縮減。這些水域是臺北赤蛙的產卵

處，也是蝌蚪的成長環境，當水域縮減，蝌蚪被捕食

的機會也就大大提升，可能影響臺北赤蛙的族群量。

此外，近幾年的調查發現，保護區內外來種魚類吉利

慈鯛與尼羅口孵魚的數量有增多的趨勢，全長分別可

達 15 公分和 30 公分，此兩種魚類即俗稱的吳郭魚。

此兩種肉食性魚類皆可能會捕食臺北赤蛙的卵或蝌

蚪，加上因族群量大，對臺北赤蛙的生存與繁衍會產

生一定程度的威脅。

保護區的經營管理

保護區內臺北赤蛙的數量持續在下降，因此保育策

略的推動已經是刻不容緩，然而保育策略需要多方資

源的投入與整合，以發揮最大的效益。未來保育區的

經營管理策略可從三方面著手。首先，評估保護區內

影響臺北赤蛙棲息和繁衍的威脅因子，包括生物因子

與非生物因子，並加以控制或移除，以提供良好的棲

息環境，例如定期移除保護區內的吳郭魚，以減少臺

北赤蛙蝌蚪或卵被捕食的機會；恢復保護區的水路，

在雨量不足時，補充乾淨水源進入保護區，維持保護

區內的水位，提供充足的水域空間給臺北赤蛙蝌蚪。

其次，結合地方社區與民間團體的資源，共同營造與

維護保護區周圍的溼地環境，包括水田的恢復、人工

溼地的營造、有機農業的推動等。串連埤塘和水田等

溼地，建構成溼地生態網絡，提供臺北赤蛙更多樣、

更大範圍的棲息環境，同時透過有機耕作方式，營造

對臺北赤蛙與溼地動物更友善的環境，並兼顧農民的

收益，創造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雙贏的局面。第三方

面，以人工繁殖方式來復育臺北赤蛙。臺北動物園將

建立成熟的人工繁殖技術，轉移給當地社區、學校或

民間保育團體，並由桃園縣政府提供行政資源，委由

當地社區團體來執行臺北赤蛙的人工繁殖工作，將繁

殖成功的臺北赤蛙野放到保護區與周邊合適的溼地環

境，擴大野外的族群量，提升族群繁衍的機會。野放

之後須長期針對族群進行監測與調查，瞭解族群的變

動情形，以及評估野放後的成效，以期作為未來保護

區經營管理策略擬定與調整的參考依據。

2013 年 5 月，研究團隊在進行臺北赤蛙調查時，意

外地在水草上發現一對正在抱接的臺北赤蛙，距離上

次發現成對臺北赤蛙抱接已經有 6年的時間，這一刻，

讓在場所有的研究人員充滿感動。這一對臺北赤蛙為

我們帶來一絲希望，雖然目前存在的族群量並不樂觀，

但我們仍相信只要大家持續努力，為臺北赤蛙的保育

盡一份心力，臺北赤蛙就有機會繼續在這個區域棲息、

繁衍。

在尚未劃設保護區前經常有釣客在埤塘邊垂釣

近幾年保護區內吳郭魚的數量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 畫面左邊為黑眶蟾蜍 ) 

看著雄蛙緊緊地用前肢抱住雌蛙，彷彿

深怕雌蛙會離開他的身邊，而無法完成傳宗

接代的使命，在懷抱希望時，仍帶著一份感

傷，希望這不是最後一對臺北赤蛙。期望明

年再來到這裡時，我們可以看到小臺北赤

蛙的身影站立在水草上，隨著夏夜的微風擺

動、搖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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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立動物園自1999年開始展開

臺北赤蛙保育工作，包括野外族群與棲

地調查、棲地改善、維護、環境監測

等。然而，野外棲地快速消失、族群量

急遽下降，迫使我們開始思考將保育工

作的重心從域內轉移至域外保育。當人

工繁殖技術建立，繁殖成功的臺北赤蛙

就有機會野放到野外合適的棲息地，以

增加野外的數量，並提高族群繁衍機

會。因此，保育繁殖可說是目前臺北赤

蛙復育工作的基礎。

臺　 　　北市立動物園自1999年開始展開臺　 　　北市立動物園自1999年開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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