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牛科動物特展

牛科動物以草食為主，啃草或捲食樹葉，牠們

的脖子變長，舌頭也特別靈活，可以輕鬆取食樹

葉。在自然界中，許多的動物為了避敵，往往需要先快速進食，然

後再移至較安全的地方，重行消化，久而久之就演化出「反芻」的

消化型態。

牛的胃可分成四室，青草在吞嚥後，會先進到第一個胃（瘤

胃），由微生物進行發酵分解，然後回到口中，混著唾液咀嚼，這

個行為就是「反芻」。之後食物再被送回胃裏，經過第二個胃（蜂

巢胃）、第三個胃（重瓣胃）和第四個胃（皺胃），進行消化分解

作用。這樣的過程會重覆數次，直到食物完全消化為止。因此牛羊

這類的草食動物也稱為反芻動物。

如果觀察牛科動

物的反芻行為，可

看到食物在牠

們的頸間上

下吞吐，

嘴巴像嚼口

香糖般，非常有趣

喔。

牛科動物在分類上屬於哺乳綱偶蹄目，

是有蹄類動物中多樣性最高，種類最多的一

個科，目前共分為8亞科49屬143種，佔偶

蹄類動物的59.6%，在分布上也是最廣泛，

除了大洋洲和中、南美洲沒有牛科動物分布

外，其他各大洲都有分布。

牛科動物在1900萬年前起源於非洲，8
個亞科均分布在非洲，這8個亞科中，羚

羊亞科種類最多，有38種，佔牛科動物的

26％，牛科動物是非洲大陸最主要的草食

性動物，種類眾多，且數量龐大，也提供其

他大型肉食性動物的主要食物來源。

除了四角羚擁有2對角外，牛科動物最大

特徵就是擁有1對不分叉，且終生不會脫落

更換，每年都會生長的洞角。目前的研究認

為牛科動物角的用途主要是雄性間競爭打

鬥，爭奪領域的武器，而不同形狀的角則和

打鬥行為有關。

『牛』這種動物不論在西方國家或是東方社會，都

是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更可以說是與人類文明一同

成長。而植物中也有一些名稱與『牛』相關，可能

是取其形狀、取其特徵或取其意義，以下我們選

一些物種來認識一下嘍。

牛乳榕與羊奶頭：都是桑科榕屬的植物，因為俗名

有些重疊，所以名稱常常被「互叫」，由於這二種植

物都屬於榕屬，而榕屬植物的特色除了「隱頭花序」

外，在形態便識上我們都會說具有白色「乳汁」。我

想看到這兩種植物的隱花果圖片之後，許多大人大概

會心一笑地『懂了』，至於這二種植物的用途，由於

他們的家族（堂兄姊弟妹）中像「無花果」、「愛

玉子」都是可食用的，無怪乎這二種植物在民間

藥用或原住民俗植物中，都佔有一席之地。

牽牛花與其牽牛家族：臺灣單單叫『牽牛』的

種類就有：白花牽牛、槭葉牽牛、樹牽牛、厚葉

牽牛、銳葉牽牛、海牽牛、掌葉牽牛、野牽牛、紅

花野牽牛、槭葉小牽牛等等，不過共同的特徵都是：

纏繞或匍匐性藤蔓植物，花朵喇叭形、漏斗形、高腳

杯形等，種子有小毒。牽牛花開花時間短（幾乎都是

早上開午後、傍晚閉合，所以古名『朝顏』），但多

為多朵花同時開放，若是鋪地一片則景觀壯麗。

TAIPEI ZOO NEWS
牛吃草來草牽牛
     牛牛牛牛………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廿六日開始，人們

送走了戊子鼠年，迎來了己丑牛年，我

們就來看看一些常見的〝牛〞成語大全

1.牛刀割雞：大材小用。 

2.對牛彈琴：對愚人述說深理，有輕視

鄙夷意味。

3.九牛一毛：極大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極言微小。語出《漢書》。

4.吳牛喘月：過於畏懼。吳牛怕烈日，

見月亦喘。

5.鑽牛角尖：思想固執，自陷困境。 

6.多如牛毛：數目極多，不可數盡。

7.庖丁解牛：稱人技術高妙。

8.舐〈音是〉犢情深：喻對子女的深愛

之情。犢，小牛。

9.風馬牛不相及：指彼此間毫不相干。

語出《左傳》。

10.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喻寧可地位

小。

BOVIDAE 牛科動物介紹
牛年    牛

■ 唐欣潔 ■

■ 王輔羊 ■

■ 楊宗愈 ■

■ 陳賜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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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長鬃山羊 長鬃山羊的
日常管理工作

●●長鬃山羊

如何愛地球？小朋友         多寶法

兒童「自然探索科學體驗營」

　臺灣長鬃山羊是國寶級的動物，也

是臺灣惟一牛科的動物，毛色黑、紅褐

色，腮、喉和前頸部為黃褐色，沒有長

長的鬃毛，因此也有學者稱牠為臺灣野

山羊。

由於獵捕與農、林業的開發利用，野

外族群已大量銳減，南部與東部中低海

拔地區幾近絕跡，1990年經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公告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臺北市立動物園於臺灣動物區規劃

有展示場地。除展示場外，為提供長鬃

山羊更多生活空間，擴大圈養種群，於

後方山丘次生林地，供作圈養繁殖場。   
臺北動物園特將臺灣長鬃山羊列為重

點繁殖動物，成立臺灣長鬃山羊小組繁

早期台灣的牛主要是黃牛與水牛，黃

牛輸入台灣，遠較水牛為早。有關台灣

牛的歷史考據可追溯自秦朝時代，到了

明末清初，先民來台墾荒而有大量地移

入。因此，台灣黃牛品種的形成至少近

四百年。而水牛在台灣的歷史記載至少

有300年以上，最早在荷蘭人佔據台灣

時期，從爪哇引進水牛。明末清初，為

了鼓勵漢人到台灣開墾，自華南引進更

多的水牛幫助農人耕田，一直到六、七

○年代，水牛一直是台灣農村重要的勞

役動物。至於現今提供我們鮮乳來源的

乳牛則是1897年從日本引進荷蘭牛。民

間在光復後亦陸續引入荷蘭牛，至今荷

蘭牛仍是台灣唯一的生產用乳牛品種。

民國50年以後，由於時代的變遷，

台灣產業結構的改變，近代農業機具取

代了水牛與黃牛的耕作勞役功能，農民

飼養的頭數也逐年減少，使得這兩種台

灣本土的台灣牛族群數量銳減，而有絕

種之慮，政府也自民國76年成立了保種

計畫，並致力推展種原的利用與永續發

展。

自然觀察與野外科學記錄是從事生態

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工作的基本技能，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培養學童具

有進行自然的探索與科學記錄的能力，

其實野生的長鬃山羊是居住在臺灣

中高海拔的山岳中，在高山中食物並不

豐富，山羊們也因此練就出牠們具有廣

食性的採食習性，對許多不同高

山植物的嫩葉、嫩枝、花苞、甚

至樹皮牠們都可以咀嚼入口。

目前在動物園內是以餵食桑

樹、山黃麻、構樹和血桐四

種植物為主，胡蘿蔔簽、地

瓜簽和粒狀飼料為輔。

基於山羊們有廣食性的採

食習性，也為了要讓山羊們從

不同的植物獲得不同的營養，所以除了

上述四種植物與飼料之外，管理員還會

不定時的在園內採集不同的植物枝葉回

來給山羊們採食，像是在園內常見的月

桃、榕樹、江某等都是令牠們垂涎三尺

的可口食物。

長鬃山羊展示場陡峭岩壁的設計就是

要模擬高山的岩壁環境，讓山羊可以在

岩壁上活動。平時將餵食的枝葉懸掛起

來，讓山羊不要『太容易』就吃到新鮮

的樹葉，也是讓山羊行為豐富化的一種

方法。朋友們下次來動物園可以看牠們

爬峭壁的真功夫。

長鬃山羊總被形容成國寶級的保育類

動物，看看動物園內現已四十一隻的龐

大數量，每年都有至少五隻的出生率，

實在很難想像牠們在野外的數量真的很

少了。臺北動物園野生動物救傷中心成

立了近十年，早年難得一見野生長鬃山

羊的病歷，不曉得為何這幾年碰到的長

鬃山羊特別多，尤其是小小長鬃山羊⋯

每隻都有屬於牠的故事。

我們就從第一隻的小小長鬃「小杜」

說起⋯.小杜來到動物園時推估已有一個

月大，體重5.5公斤（園內成年體重可

每年4月22日稱為世界地球日(World 

Earth Day)，這是一項全球性的環境保

護運動，最早起源於美國。第一屆地球

日活動在1970年4月22日盛大舉辦，呼

籲創造一個健康永續的生活環境。

隨著現代化工業迅速發展，環保問

題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關注的焦點。到了

1990年，全球估計有141個國家參加。

此時地球日已演變成國際性的活動，不

僅形成一股國際環保勢力，促成1992
年第一次聯合國地球高峰會議於巴西里

約召開，討論全球變遷及物種滅絕等環

境議題，也讓許多國家紛紛設立官方環

保機構。而4月22日自此成為全世界環

保主義者的節日和環境保護宣傳日。

臺北動物園作為一處體驗自然、珍

愛自然的環境教育大教室，每年到了4
月，動物園總會配合兒童節舉辦一系列

以「快樂兒童、關懷弱勢」為主題的園

區教育活動。2008年，首度舉辦「我

的愛地球法寶」兒童徵畫比賽，邀請國

小兒童就自己的生活體驗，以如何愛地

球為主題的美術創作參賽，目的就在激

發兒童關懷自然之情操、促進環境保育

之生活教育。

2009年徵畫特別強調以「生活中的

小事‧地球上的大事」為作畫主題，希

望引導兒童更精確地畫出生活中親手做

環保的小事。以行動來寶貝地球的作

法，像是多走路少坐車、多搭大眾運輸

工具、出門自備餐具和購物袋、洗米水

澆花、洗手水沖馬桶、隨手關燈、做好

垃圾分類⋯等。

殖此珍貴的物種，成果非凡。本園

亦希望建立臺灣長鬃山羊血統書，在族

群管理上以維持百年後仍有90％基因

歧異度為目標。

動物園也期望未來能提供臺灣長

鬃山羊種群，再引入到以前有其棲息

而目前數量少或沒有之中高海拔原始

林或年代較久之次生林，或是臺灣北

部、西部或花東海岸山脈等中低海拔

山區次生林區。臺灣長鬃山羊再引入

到野外，在親緣關係族群遺傳相關研究

上有分群之問題。本園已著手蒐集園內

及野外長鬃山羊毛髮、糞樣或血樣，提

供長鬃山羊小族群管理、野外棲地管理

或未來有機會再引入野外之參考。

臺灣牛
是環境教育的重要指標，所以不論是學

童或是教師，若能透過在野外實際的操

作與體驗課程的訓練，不但能加深其學

習的興趣與印象，更能在〝做中學〞中

得到更多的樂趣與學習的成果。而為了

呼應今年的關懷弱勢年，本次昆蟲館之

教學團隊，規劃了一系列之科普教育活

動，其中一項便是走出動物園，

至臺灣各地偏遠地區為

弱勢兒童辦理「自然

探索科學體驗營」。

在活動中，每一個

參與的兒童都對參與的課程

內容感到新鮮與好奇，有的學

童第一次見到葉脩與棉桿竹節蟲，都無

不驚嘆大自然中生物的奧妙及神奇之

處；也有的學童對於老師課堂上介紹

的昆蟲種類感到熟悉，大聲的說：「這

些昆蟲我們都見過耶！河邊、草地都可

以看到，只是我們不知道牠們叫什麼名

字」。而在植物標本的創作中，更可見

學童的創意及巧思，有的做成蝴蝶的造

型、有的佈置成草地的生態、還有的做

了自己的自畫像呢 !多數的學童是第一

次使用鑷子及膠膜，所以在這次的課程

中，不但加深了他們認識環境中的常見

的物種，更訓練了包括動手操作、創意

美術等技能。

達二十公斤），已經開始會吃些桑葉及

粒狀料，但進食情形不佳，瘦弱的牠看

起來楚楚可憐，負責照顧他的獸醫師泡

了奶給牠，剛開始不習慣用奶瓶喝奶，

只吸了幾口，隔天肚子餓食慾也增加

了，同仁們又送來新鮮桑葉，看著牠大

口咀嚼，一片接一片的吃下肚，「這可

是第一隻來本園傳宗接代增加基因庫的

重要動物，可得好好照顧呢！」

小杜也不負眾望，通過檢疫後送到臺

灣區飼養，後宮佳麗任牠挑選，現已子

孫滿堂啦！由於小杜是人養大的，管理

員也持續的與小杜接觸，小杜是眾多長

鬃山羊中唯一不怕人，管理員可以直接觸

摸，小杜也常常帶著牠的家人坐在最靠近

門口的石塊上等候管理員來，那兒是遊客

最容易觀賞到美麗長鬃山羊的地方，因此

小杜也成為人氣最望的長鬃山羊。

■ 黃書冠 ■

■ 趙明杰 ■

■ 林德育 ■

■ 陳香吟．林君蘭 ■

■ 吳怡欣 ■

■ 余珍芳 ■

長鬃山羊吃哪些食物呢？
為什麼長鬃山羊的展示場會設計
成陡峭的岩壁呢？ 

小 小



大家好，我叫雪莉，是一隻雲南閉殼龜。

去年在我還沒被發現之前，

人們都以為我們這種烏龜已經絕種了！

就讓我來告訴你，我的故事⋯⋯

我聽到許多窸窣作響的聲音，還有呼嚕呼嚕的叫聲⋯

一隻在湖邊曬太陽的老烏龜。

她告訴我，

這裡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烏龜，

我必須找到我的同類。

我喜歡在湖裡生活，

但是這裡並不是完全安全的，

你看，我可能會被這些魚吃掉。

1

2

閉殼龜流浪記
停止購買．拯救烏龜
save the turtles with IZE

於是我趕緊溜走，結果遇到了⋯

3

4

5

6

當我在孵化時，必須完全靠自

己的力量，辛苦地破蛋而出。

天哪！是野豬，

牠們可能會吃掉我。

但是我的兄弟姊妹在哪裡？

我的媽媽在哪裡？

我成功了！

湖又在哪裡呢？

我必須先找到湖，

但是，這將是一趟危險的旅程。

我必須躲開危險的動物，並採食

菇類及果實，讓自己更強壯。

本篇由世界動物園教育者協會(International Zoo Educators Association)  提供

雲南閉殼龜小檔案

英名：Yunnan box turtle                                     分類：龜鱉目地龜科

學名：Cuora yunnanensis  (Boulenger, 1906)      分布：中國雲南省昆明和東川



我游到湖面上看了看。

我曾經到過這裡，可是現在看起來和

以前不一樣了，多了很多戶人家。

他們在做什麼呢？

現在，我的腳被綁著並被放在一個櫃檯上。

和我在一起的烏龜，不是被殺就是被吃了，

還有一些被抓走了。

我在四處游了一陣子，發現湖裡幾乎找不到魚了，

我也還沒有找到我的家人，而且我的眼睛好痛，湖

水的味道很奇怪，你看我都長疹子了。

我又游回湖面，發現村子已經變成一個新

的城鎮，還有會噴出很多煙的大房子。

我成功地從網子裡脫逃出來，

那些魚卻逃不出來，都被捕走了。
我這次因為身體太大，而沒有辦法逃走了。

有人把我捉了起來。

有人輕輕地抓起我仔細觀察，並拿尺測量，那個人救了我。

我發現我是唯一僅存的烏龜！

救我的人希望能夠找到更多我的同類，保護我們免於絕種。

噢！不好了，

我又被漁網纏住了！

啊∼

我與其他烏龜一起被丟在一個木箱中，不

過牠們和我長得不太一樣。我沒辦法呼

吸，身上到處都好痛，木箱裡太擠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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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救命啊！

我被困在網子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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