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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願景 

(一) 歐亞水獺能永續生存於臺澎金馬地區。 

(二) 臺澎金馬地區的居民能友善地對待歐亞水獺，提供牠們適合生存的水域與鄰岸環

境、以及充足的魚類等食物資源，不論是否與人類有利益衝突。 

 

二、 背景資料 

(一) 現有保育狀態 

歐亞水獺（Lutra lutra）是世界現生 13 種水獺中分布最廣的一種，出現範圍由西

歐與北非向東延伸到東亞，往北可至北歐與西伯利亞，往南則可分布至印尼（Yoxon 

and Yoxon 2014）。2021 年發布的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受脅物種紅色名錄（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歐亞水獺評估，將全球的歐亞水獺列為近危（Near 

Threatened, NT）類別，認為其族群有下降的趨勢，但尚非屬瀕臨滅絕的物種；而瀕

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則將之列入附錄 I，受到最嚴格等級的國際

貿易管制（Roos et al. 2021）。 

臺澎金馬地區的歐亞水獺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共同出版的「2017 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中，被列為區域性極

危（Critical Endangered, CR）類別（鄭等 2017）；2019 年 1 月 9 日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將歐亞水獺列名於「瀕

臨絕種野生動物」，並依此受法律保護，顯示歐亞水獺的族群在臺澎金馬地區已瀕臨

滅絕。歐亞水獺在臺灣本島自 1990 年代已無可靠的出現證據（張等 2019），除 1997

～1998 年間馬祖南竿島曾有 2 隻水獺的發現紀錄（李 2013），目前僅在金門有穩定

的族群（李 2013, 2014, 2015, 林 2016, 2017, 2018a, 2018b, 袁 2022, 袁等 2018, 

林和袁 2019, 2020, 2021, 張廖 2021, 鐘等 2019）。在金門縣境 150 km2 中，有

約 35 km2 為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在此範圍中水獺及其棲地亦受「國家公園法」所保

護。 

(二) 生物資訊 

1. 分類地位 

歐 亞 水 獺 （ Lutra lutra Linnaeus, 1758 ） 是 食 肉 目 （ Carnivora ） 貂 科

（Mustelidae）水獺亞科（Lutrinae）的 13 種動物其中之一（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 Yoxon and Yoxon 2014）。目前在亞種層級上，臺澎金馬地區的歐亞水獺

族群，歸屬分布於中國大陸南部的亞種—中華水獺（Lutra lutra chinensis）（Hung 

and Law 2016, Yu 1996）。歐亞水獺曾有 28 個亞種被描述，不過這需要重新檢討

釐清(Burgin et al. 2020, 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金門或臺灣本島的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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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獺並非屬特有種或特有亞種，因此分類上學名以歐亞水獺（Lutra lutra）稱呼即

可，亞種的地位暫不必深究。 

2. 物種描述 

因為目前歐亞水獺的研究資料多來自歐洲族群，因此本文對其物種與生態的描

述，除非有特別指出，否則主要是得自歐亞水獺的歐洲研究。 

成年雄獺重 9～10 kg，全長 1～1.2 m，成年雌獺重 7～8 kg，全長 1～1.1 m

（Yoxon and Yoxon 2004），但目前金門有紀錄的成獺死亡個體重量似乎明顯低

於上述數值（參考李 1997b, 林和袁 2020, 2021 之紀錄）。頭體長 50～82 cm，

尾長 33～50 cm，軀幹較長、腿較短，腳趾有爪，身體毛色棕至灰黑，腹面毛色較

淡，有 2～3 對乳頭，頭骨大而扁，齒式為 3/3, 1/1, 4/3, 1/2，共有 36 顆牙齒

（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成年雄獺約比雌獺重 50％。皮毛濃密，毛髮密

度可達 5～7 萬根/cm2，有油脂，能防水、保留空氣，減少體溫散失（Chester 2014, 

Yoxon and Yoxon 2014）。腳掌有全蹼，善於游泳，水下泳速可達每小時 12 km，

一口氣可潛水 400 m。歐亞水獺視力不佳，在水裡狩獵主要靠觸覺（Chester 2014 , 

Hung and Law 2016）。 

水獺被認為是良好的環境指標生物，因為是頂級掠食者，且既使用水域，也利

用陸地，一旦環境受污染，水獺常是最先消失的物種，監測水獺即可得知水域、濕

地生態系的狀態（Crawford 2011, Yoxon and Yoxon 2014）。 

3. 歷史與現況分布 

過去臺灣本島的歐亞水獺曾廣分布於各地海拔 1,500 m 以下的溪流河川，1980

年代尚有零星的紀錄，但自 1990 年代以來已無可靠的出現證據（張等 2019）。

1997～1998 年間連江縣馬祖南竿島海岸邊曾有 2 隻水獺的發現紀錄，但該島內並

無水獺蹤跡（李 2013），目前僅在金門島（大金門）有穩定的族群，烈嶼（小金

門）的水獺出現蹤跡則是時有時無。 

水獺在金門島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特定水域範圍，大體上東半島多於西半島，西

南部與烈嶼的水獺活動則很少；而以物種分布模式預測的水獺合適棲地顯示，金門

多數的內陸水域仍適合水獺使用，但西半島水域間的棲地切割較為嚴重（林和袁 

2021）。在金門島上的前浦溪與光前-斗門溪流域，水獺密度為每公里河段 1.5～1.8

隻，其中居留者為每公里 0.8～1.1 隻（李 2015），屬較高密度的分布區域。在金

門海岸部分，本島的東北角與東南角之礁岸和南部的沙岸有較多水獺排遺，西岸則

較少；在金門離島部分，不論是退潮後由本島步行可及的西園嶼、振武頭嶼、復興

嶼、小復興嶼等礁岩，或是退潮後仍與本島分隔的大嶼、青嶼及母嶼等島嶼均曾有

水獺分布紀錄（李 1997b），顯示歐亞水獺出沒在金門本島與烈嶼等金門縣的主要

陸塊外，亦活動於周遭海域，來往於不同島嶼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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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金門鄰近的中國大陸廈門地區，棲地開發破壞嚴重，水獺可能已經絕跡

（李 2013），而且歐亞水獺在中國大陸東部與南部沿海省分的分布零星、不連續，

距離金門最近的分布點，往北鄰近福州市，往南靠近汕頭市（韓和史 2019），皆

與金門有相當遠的距離（一、兩百公里以上），彼此間的歐亞水獺族群遷移交流狀

況不明。 

4. 族群趨勢 

據臺北市立動物園張廖年鴻博士利用微衛星體標記所進行的個體辨識估算，金

門現有歐亞水獺的個體數約 200 隻（私人通訊）。由歐亞水獺在金門縣排遺樣點的

出現率來看相對族群量的變動，在 2003 年出現率為 81％（陳和李 2003），2013

年降為 68％（李 2013），有分布縮減且破碎化的趨勢，主要減少的區域多偏在金

門島的西半部與烈嶼，金門島東半部的族群則相對穩定（李 2013, 2015）。一個金

門島西半部的水獺代表性棲地—古崗湖，在 2003 年時尚被描述為「水獺較頻繁使

用的地方」（陳和李 2003），但在 2020 年 4 月出現水獺浮屍之後至 2022 年 6 月

都沒有水獺再出現（林和袁 2020, 2021, 袁 2022）。 

林和袁（2019）在金門島和烈嶼建立 1X1 km2 大小的地圖網格系統來監測歐亞

水獺的出沒，在屬乾季的 11 月調查結果顯示，2019 年有 48.3％的網格有水獺或

其痕跡的紀錄，2020 年為 45.4％，2021 年則是 42.0％，逐年有微幅下降情形；

不過以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水獺影像所計算的動物出現頻度（OI 值）則顯示 2021

年的平均值（17.7）略高於往年平均值（14.3～16.3）（林和袁 2021）。由於 2020

～2021 年金門的雨量明顯偏少，內陸水域棲地減少，水獺在金門分布的網格範圍

縮減是否是乾旱造成的短期現象或長期趨勢？抑或出現網格百分比減少能否反映

族群數量的下降？這些都還有待未來持續的監測來解答。不過大體上，林和袁

（2021）認為金門島東半部的水獺活動相對穩定，島中央的活動逐年遞減，西半部

的活動則變動劇烈不穩定；而十餘年來金門所進行的各項設施開發（如水道、湖泊

的抽乾或填平等）可能是水獺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 

5. 繁殖與生活史 

全球而言，歐亞水獺全年可生殖，無明顯繁殖季節，但部分地區有生殖高峰期。

懷孕期 60～63 天。一胎生 1～5 隻幼獺，但通常 2～3 隻。出生時眼盲，約 100 g

重，1 個月大開眼，2 個月大左右開始學習游泳，可在育幼洞穴中待到 3 個月大，

7～10 週大開始吃固體食物，約在 14 週斷奶，5～6 個月大時可自行捕捉獵物，約

1 歲大離開母獺生活，18 個月大時性成熟（Chester 2014, Hung and Law 2016, 

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 Yoxon and Yoxon 2004, 2014）。 

育幼洞穴可能會選在離開河川主流，到達較不易氾濫之處；母獺會蒐集草料等

植材作為洞穴墊料；育幼中的母獺比其他水獺更容易在白天被看到（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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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歐亞水獺壽命最長有 22 歲的紀錄（Carey and Judge 2000），但活超過

4 歲者不到一成，半數幼獺會在第一個冬天死亡（Yoxon and Yoxon 2014）。在

金門目前有水獺存活超過 6 年的紀錄（張廖 2021）。雌獺每兩年生一次，因此一

生可能只生 2 次（Chester 2014）。年輕雄獺性成熟之際會遷移離開母獺的領域，

而雌獺性成熟後則會留在母獺領域附近（李 2015）。在金門雌獺也比雄獺容易隔

幾年後又出現在原處（張廖 2021）。 

自動相機拍得的影像顯示，金門的歐亞水獺在年底陸續配對，隔年 3 月開始出

現母子獺一起活動（林和袁 2019）。金門在春季易有降雨，棲地間水路連通性較

高，可能因此較適合水獺育幼（張廖 2021）。2021 年金門主要水域的水獺繁殖狀

況不佳，可能與當年乾旱嚴重有關（林和袁 2021）。 

6. 食性 

主食魚類、青蛙、蝦蟹等，亦會捕食鳥類與哺乳類；很少吃死屍或回頭吃先前

剩下的食物殘餘；食性屬機會主義者，食物種類隨季節變動、因地而異。曾有紀錄

在森林茂密的小型溪流地區，兩棲類是當地歐亞水獺的主食，重量占比超過總食物

量的七成。在淡水域中喜愛獵捕鰻魚，尤其長度在 50cm 以下者。以口部捕捉獵物，

較大的魚與蟹類會帶到岸上吃，較小的魚則以前腳掌握著浮在水面吃。每天約吃

15%體重的食物，天冷或育幼時吃更多（Chester 2014, Hung and Law 2016, 

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 Yoxon and Yoxon 2014）。英國水獺的食物中有 75

～95％是魚類（Crawford 2011）。 

在金門以排遺內含物所進行的食性研究顯示，當地水獺也是以魚類為主食（超

過 90％），此外還吃甲殼類、兩棲類、鳥類、哺乳類（鼠科）、蛇類、腹足類（蝸

牛）及鞘翅目昆蟲；主食魚類以鯉科與慈鯛科（吳郭魚）占最大宗；沿海地區的水

獺排遺中昆蟲占比較內陸的為高（李 1997b, 林和袁 2021, 戴 2020）。Jang-Liaw 

(2021) 以 DNA 條碼鑑定金門水獺糞便中的食物種類，發現 3 種吳郭魚出現率共占

59.4％，其中以吉利吳郭魚（Coptodon zillii）占 42.2％最多，另外字紋弓蟹

（ Varuna l i t terata）與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在水獺的糞

便中出現率也都超過 5％；以類別來說，魚類占 73.4％、甲殼類 14.1％、鳥類 4.7

％及爬蟲類 3.1％。 

7. 競爭與掠食者 

人類畜養的犬隻或流浪犬對歐亞水獺有潛在的獵捕壓力，尤其是幼獺（Yoxon 

and Yoxon 2014）。在金門曾有貓與水獺打鬥或對峙的情形（林 2018b, 林和袁 

2021），所以貓是水獺的潛在競爭者。由於魚是水獺的主食，所以食魚的鳥類（如

鷺科鳥類、鸕鶿等）也會是金門水獺的競爭者，但水獺也會獵捕食魚鳥類，如林和

袁（2020）就記錄了歐亞水獺捕食小白鷺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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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動 

主要在夜晚與晨昏活動，經常離水域不遠，但在兩水域間可跨越陸地移動數公

里（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水獺一日約 70%時間睡覺、20%理毛、5%

覓食（Yoxon and Yoxon 2004）。成年雄獺的活動範圍直線平均達 15 公里，雌獺

則有 7 公里（Hung and Law 2016），但雌獺活動範圍可小至 2 km，大至 30 km，

一隻雄獺的活動範圍則可涵蓋數隻雌獺的範圍（Yoxon and Yoxon 2014），每晚

巡邏的距離可達 11 km（Chester 2014）。 

雌雄在同性別個體間皆會有護衛領域的行為，具發達之肛門腺，用糞便標示領

域、傳達訊息，糞便中有上百種氣味分子，能顯示雌獺可交配之狀態；通常將糞便

排放在明顯的地方，像大石上、倒木、草叢、橋下的水泥平臺、兩河交會處、河湖

交會處、小土丘上，常會在同一地點重複排便。但過境的水獺個體、母子獺群會將

糞便排在水中，避免被發現（Chester 2014, Yoxon and Yoxon 2004）。 

雄獺會為領域打架、雌獺會為子獺奮戰，可能因受傷感染致死，或導致路殺事

件發生（Chester 2014）。獨居性，成群水獺通常是母子獺家族，雄性成獺偶而加

入母子獺群集，前一胎子獺亦可能在母獺再度生產後還留在同群中，曾有 9 隻同群

的紀錄（Crawford 2011, Yoxon and Yoxon 2014）。 

水獺在金門有可能透過海路在不同棲息地間移動（林和袁 2019）。在內陸水域

強勢的個體較會固守原處，而新出現個體較會往海邊移動（張廖 2021）。 

9. 遺傳 

張廖（2021）以水獺糞便中的微衛星基因為遺傳標記，對金門地區的歐亞水獺

進行個體辨識與親子鑑定，發現出現在烈嶼的個體，其親屬在金門島的東半部與西

半部皆有，而東、西半島間亦有個體與基因的交流，顯示金門島與烈嶼對歐亞水獺

而言，是一個有基因交流的同一族群範圍。不過陳和李（2003）同樣以微衛星基因

進行的遺傳研究則顯示金門島東、西部族群的交流並不密切。林和袁（2021）以自

動相機在金門東、西半島多處拍到至少有 9 隻水獺有麒麟尾的現象，懷疑這是近交

衰退造成的結果，並指出近親交配在金門水獺族群是個應該關注的議題。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以全基因定序技術分析金門的歐亞

水獺族群遺傳，並比較歐洲的歐亞水獺資訊，發現不論在金門或歐洲，歐亞水獺的

遺傳多樣性都偏低，兩地族群間有明顯的遺傳分化，但金門族群的近親交配係數並

不比歐洲族群高（此係數愈高，近親交配的程度愈高），並不支持金門水獺是長期孤

立的族群，亦即金門的族群有與鄰近地區（中國大陸東南省分）的歐亞水獺族群基

因交流。張廖（2021）分析福州北方的歐亞水獺糞便中的 DNA 並與金門的個體比

較，發現彼此親緣關係並不接近，與上述基因體的研究並不一致，所以目前金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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獺族群與鄰近的中國大陸族群間的基因交流現況為何，不同證據的結論不同，還有

待進一步資料分析。 

10. 生態功能 

歐洲的歐亞水獺有壓制外來入侵種美洲水貂（Neovision vision）的作用，有助

改善生態系功能（Murakami 2017）。在英國，近年歐亞水獺族群逐漸恢復，擴大

分布範圍的同時，美洲水貂的分布範圍逐漸縮小、相對數量下降，受水貂捕食所危

害的原生物種水田鼠（Arvicola terrestris）獲得族群復原的機會，也就是水田鼠受

益於同棲地中水獺的存在（Chanin 2013, McDonald et al. 2007)。 

11. 社會及經濟面之正面價值 

歐亞水獺在英國是自然保育的象徵（emblem）（Crawford 2011），因為牠

在食物網是頂級掠食者，以魚、蟹、蛙及其他水域附近的小動物為主食，且同時使

用水域與陸地環境，因此是水域、濕地生態系的良好環境指標生物，亦即有水獺存

在代表當地環境健康。水域或鄰近陸地一旦受到重金屬或化學物質的污染，因為食

物的減少或毒物的生物濃縮效應，常導致水獺是最先消失的物種，監測水獺即可知

該水域、濕地生態系的健康狀態（李 1997a, Chester 2014, Crawford 2011, Yoxon 

and Yoxon 2014），此屬社會面的正面價值。 

歐亞水獺具有生態旅遊的經濟效益，在蘇格蘭即有以水獺為觀賞對象的生態旅

遊公司，對觀光而言有正面價值（Murakami 2017）。在金門，太湖常有歐亞水獺

出沒，因此已成遊客觀賞水獺首選之處，民宿業者會帶遊客前往夜觀賞獺（林和袁 

2020）。水獺有利於金門的旅遊事業，此乃經濟面之正面價值。 

(三) 環境與棲地 

1. 環境概述 

國內目前歐亞水獺族群主要棲息於鄰近中國大陸的金門縣金門島和烈嶼的淡

水域環境，海岸地區亦有不少的活動利用。金門本島 4 鄉鎮面積共 134.5 km2，烈

嶼面積則為 16.0 km2（金門縣政府民政處 2022）。金門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全

年降雨稀少，分布不均，多在 4～9 月，水資源貧乏，僅適合雜糧旱作；曾經濫伐

導致全島黃沙滾滾（金門縣政府 2022），但經各處造林有成，目前全縣森林覆蓋

度達 40％，樹種以木麻黃、相思樹較多（陳麗妤 2021）。因年雨量常不及 1,000 

mm，金門的水資源主要來自地下水、農塘及湖庫水，為蓄水興建的湖庫與農塘不

少，水庫就有 15 座（我們的島 2018）。歐亞水獺在金門除受惠於眾多湖泊、池塘

所形成的水系與其中豐富的魚類外，提供躲藏隱蔽的茂密植被亦有重要貢獻（李 

19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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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棲地特性 

歐亞水獺較常利用的棲地有以下特色：(1)大面積、相互連結而未受阻隔（如道

路、壩體、閘門）的水域；(2)水質良好、水位相對穩定，提供充足食物；(3)水域周

邊植被覆蓋良好，有可供水獺躲藏休息的岩石、木頭或人工設施；(4)水域邊坡不會

太陡峭，有利水獺進出水域；(5)人類或設施、犬貓的干擾少（李 2013）。 

歐亞水獺是水陸兩棲動物，主要在水裡覓食、移動，但亦可在陸地上走路、跑

步，另外休息、生殖、育幼的行為則是在陸地上進行；棲息地主要包括湖泊、池塘、

河流等淡水域及有淡水可利用的海岸地區；歐亞水獺偏好斜坡不太陡的水岸，喜歡

較淺的水域，會避開深水區；岸邊的植被覆蓋有利於水獺的生存（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 Yoxon and Yoxon 2004, 2014）。水獺很少自己掘洞，除利用天

然洞穴，並不排斥利用人工構造物為巢穴（Chester 2014）。 

「是否鄰近淡水」是影響水獺出沒的重要環境因子（李 2013）。因海鹽會降

低皮毛隔溫效果約 30%，所以對於在海岸出沒的水獺而言，需要有淡水來清洗毛髮

（Yoxon and Yoxon 2004）。在金門，退潮時仍與本島被海分隔的大嶼、青嶼及

母嶼等離島，水獺排遺主要出現在淡水水潭（主要來自雨水）周圍；在金門本島海

岸則出現在溪流出海口附近較多，另在礁岩岸區比在沙岸地帶多（李 1997b）。金

門的水獺會利用海岸覓食或作為移動的路徑，2021 年海岸線的水獺活動增多，推

測可能與 2020 年開始的乾旱導致內陸水域棲地減少有關（林和袁 2021, 張廖 

2021）。 

 

三、 威脅 

(一) 歷史威脅 

臺灣本島的歐亞水獺過去曾廣泛分布於各地海拔 1,500 m 以下的溪流河川，但

1980 年後的出現紀錄已很稀少，1990 年後更無可靠的出現證據（張等 2019）。由

文獻資料推測，臺灣本島各地水獺逐漸消失的原因可能有： 

1. 人為獵捕1 

水獺的毛皮因具有極佳的保暖與避水性，自古就是優良的有價物（張等 2019），

王（1986）的山產店調查就發現水獺是很受山產中間商歡迎的動物，每隻活體的售

價達 20,000~50,000 元，水獺可能一直有不小的獵捕壓力。此外，水獺取食魚類等

水族，與漁民競爭漁獲，也間接促使水獺遭人獵殺（林 1986）。像在英國，1566

年時因為歐亞水獺會抓魚而在法律上被視為害獸而導致被獵捕，直到 1976 年才停

止，1978 年法律才開始保護水獺；水獺也可能進入捕魚或蟹的網具中受困出不來，

                                                
1
 對應 IUCN 威脅 5.1 狩獵/搜集陸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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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誤捕而溺斃（Chester 2014）。另外，過去電魚法在臺灣溪流被廣泛運用時，民

眾可能在電魚時電昏水獺並捕獲之（王 1986）。以前臺灣非傳統漁法的電魚、毒

魚及炸魚行為可能導致溪流魚類大量減少（林 1986），減少了水獺的食物資源量，

也降低了水獺存活的機會。 

2. 水域污染2 

原本盛產於北部溪流的臺灣原生種香魚因濫捕與河川污染，已在 1967 年滅絕

（蕭 1978），這代表歐亞水獺在北臺灣的棲息環境可能已有相當程度的劣化。臺

灣本島因工、農業廢水、家庭污水、農藥與化肥的使用等各種污染，各地河川溪流

的水質在過去數十年日益惡化。不論是直接毒害水獺，或是間接使水獺的食物—以

魚為主的各種水族生物減少，都使臺灣的水域環境越來越不利於水獺的生存。有機

氯農藥的使用，透過生物濃縮效應的作用，被認為是英國 1950-70 年代水獺族群大

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西歐與北美的各種水獺減少也多歸因於水污染（Chester 2014, 

Crawford 2011, Yoxon and Yoxon 2014）。水獺的體脂肪少，來自食物中的有機

毒物與重金屬容易累積在生殖腺而影響繁殖能力，幼獺也會吸收到高濃度毒物的母

奶；毒物也會弱化免疫系統，不利生存（Chester 2014, Lariviere and Jennings 

2009, Yoxon and Yoxon 2004）。歐洲在 1960 年代禁用有機氯農藥後，水獺族群

即開始恢復（Yoxon and Yoxon 2014）。 

3. 棲息地減少3 

水獺需要水域來覓食、移動，亦需要水域兩岸或周遭的植被環境作為育幼、休

息及避敵的處所。而臺灣本島農業等開發行為使不少水域旁的天然植被消失，使整

體水獺棲息空間減少。水庫與攔砂壩的興建及開路與開墾導致的山坡地崩塌，亦使

水獺活動覓食的重要環境—深潭區減少，適合水獺捕食的魚類因此減少。河川、溪

流的水泥化工程，除會減少水域的深潭，亦可能降低河岸植被的覆蓋度與水獺的可

利用性。 

(二) 當前威脅 

1. 棲息地減少4 

新建工程、房舍或天然災害導致水獺的棲息地直接劣化與減少。水域兩岸或周

遭的植被環境是水獺育幼、休息、避敵的處所，若植被遭清除，將不利水獺之生存，

譬如金門雙鯉濕地早年易見水獺，但遊客中心及鄰近新設步道建造時清除湖邊雜草

後，當地水獺活動頻度已顯著下降（高 2018）。李（2013）在金門調查 2003 年

時曾調查過的水獺舊樣點，發現許多樣點的周邊被整治，原本土坡或草坡變成水泥

                                                
2
 對應 IUCN 威脅 9.1 家用/城市廢水; 9.2 工業廢水和軍用廢水; 9.3 農/林廢水 

3
 對應 IUCN 威脅 2 農業/水產養殖 

4
 對應 IUCN 威脅 1 住宅/商業開發; 2 農業/水產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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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周邊植被草叢被清除，使水獺失去遮蔽，水獺蹤跡也消失或變少。金門水獺

面對的根本威脅即是開放觀光以來的各種開發，導致水獺棲地縮小、分隔、甚至消

失，而發展觀光卻是金門各界對未來的期待，需要適當規劃，以減少環境破壞（李 

1997a）。 

2. 水道受阻5 

涵洞設計不佳；水道植物（如布袋蓮等）過多；水壩或攔水堰過高；人造廢棄

物堆積阻塞等狀況不利於或無法讓水獺通過。位於金門島西南的古崗湖原是水獺重

要棲地，近年已少有水獺出沒，據推測附近水系陸化不流通或布袋蓮阻塞可能是其

原因（高 2018）。水道的不暢通，也可能導致水獺穿越馬路，增加路殺的風險（林

和袁 2019）。 

3. 水域污染6 

施工製造的污染及市場、家庭或畜牧業排放的廢水，進入水域後直接傷害水獺

或不利於水獺食物（魚類等生物）的生存。民眾在野地棄置垃圾、廢棄物亦會污染

鄰近水域的水質（李 1997a）。民眾在溪流或水塘圍網養鴨亦會使水質受污染而不

利於水獺（李 2013）。魚類等生物若因水污染大量死亡，將影響水獺可利用的食

物量，進而影響生物承載量。金門案例為浚子溝上游的畜牧業持續污染溪水，可能

因此導致水獺無法在該地生存（林和袁 2019）。 

4. 水位不穩定7 

水位過低不利於水獺移動，也會降低水獺食物量。金門乾濕季明顯，不同季節

間水域的水位變動大，加上乾季期間農田常大量抽水灌溉，湖庫、溪流甚至會乾涸，

使食物資源減少而影響水獺的活動（李 2015）。尤其每年 9 月高梁進入抽穗期後，

農民多從鄰近農塘或溪流抽水灌溉，導致許多溪段在 10~15 天內被抽乾（林和袁 

2019），水獺可能因此必須移往他處覓食，增加路殺或水獺打鬥死傷風險。 

5. 施工干擾8 

景觀工程、河道溪溝清淤、河邊植被清除的過程干擾水獺的活動。河道溪溝清

淤的結果對水獺可能有正面意義，若施工過程注意適當時機與方式可以降低干擾。

但若施工的時間與方式不當，將導致水獺被迫遷移或傷亡。2014 年 4 月被送交臺

北市立動物園的兩隻幼獺（大金、小金）即是工程整地時破壞牠們的巢穴所發現（李 

2015）。雙鯉湖區因景觀工程的進行，原本活躍的水獺在 2019 年 6 月工程結束之

前消聲匿跡，7 月後才開始陸續出沒（林和袁 2019）。 

                                                
5
 對應 IUCN 威脅 1 住宅/商業開發; 2 農業/水產養殖; 4 運輸/交通廊道; 7.2 水壩及水資源的管理/使用; 7.3 其他
生態系統的改變; 9.4 垃圾/固態廢物 

6
 對應 IUCN 威脅 9.1 家用/城市廢水; 9.3 農/林廢水 

7
 對應 IUCN 威脅 7.2.1 地表水抽取(家用) ; 7.2.3 地表水抽取(農業用) 

8
 對應 IUCN 威脅 1 住宅/商業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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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殺9 

道路導致水獺死傷。英國的歐亞水獺在 1970 年代開始受到保護後，路殺是死

亡量最大、也是增加最快的死因，估計占非自然死亡的 8 成以上（Crawford 2011, 

Yoxon and Yoxon 2014）。金門的陽明湖水庫是水獺重要棲地，上、下湖間有一

條筆直道路（黃海路），曾造成多起水獺路殺事件，縣政府因此在路邊圍網攔阻（高 

2018）。合計在 1992-2015 年間，金門島上至少有 12 隻歐亞水獺死於車禍，其

中至少 9 隻為雄性（李 2015）；2016-2021 年間則至少有 15 隻水獺死於路殺，

其中 9 隻為雄性（林和袁 2021），顯示雄性水獺較容易因車禍受害。透過路殺熱

區分析，林和袁（2021）指出金門本島的東半部的水獺活動熱區亦是路殺的高風險

區域。 

7. 遊蕩犬貓10 

犬貓可能會攻擊水獺、直接或間接傳染疾病（如：貓小病毒、犬瘟熱、狂犬病、

心絲蟲等）給水獺。金門地區已發生過疑似犬瘟熱的案例（李 2015）。 

8. 漁獵具誤捕11 

水獺受誘餌或被捕動物的吸引而誤入漁業網具，以致受困而溺斃。2019 年 5 月

11 日在金門的金沙水庫，一隻水獺被發現受困於漁具蜈蚣籠中溺斃死亡（林和袁 

2019），此為近期的明確案例。歐洲以加裝水獺防護裝置（otter guard）來避免漁

具誤捕造成的水獺死亡（Chester 2014）。1996 年 2 月時曾有一隻雄性亞成獺被

夾老鼠的獸夾困住，幸經醫療後傷口復原得以野放（李 1997b）。 

(三) 潛在威脅 

1. 野外族群可能過小 

金門現有歐亞水獺的個體數約 200 隻（張廖 私人通訊），因每年族群量或多

或少有所變動，保守推測，其中成年可繁殖個體數有時可能不足 50 隻，有近親交

配繁殖的風險，可能衍生近交衰退而有基因缺陷的隱憂。林和袁（2021）報導金門

多處拍到水獺有麒麟尾的影像，懷疑是近親交配造成的身體缺陷。 

2. 社會支持不足 

民眾不瞭解歐亞水獺的瀕危與珍貴，也忽視人類行為對水獺的危害，以致對水

獺保育工作的支持不足。水獺可能因吃魚而與商業飼養漁業及休閒釣魚活動皆有衝

突（Crawford 2011），使得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不支持水獺保育，甚至獵捕水獺。 

 

 

                                                
9
 對應 IUCN 威脅 4 運輸/交通廊道 

10
 對應 IUCN 威脅 8 入侵/其他有問題的物種、基因或疾病 

11
 對應 IUCN 威脅 5.1 狩獵/採集陸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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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水獺瞭解不足 

因對金門地區歐亞水獺現有之族群狀態與生態瞭解不足，也不清楚金門水獺與

中國大陸福建地區水獺族群基因交流的明確狀況，而可能無法即時採取足夠的作為

以降低威脅。 

4. 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變動異常12 

對歐亞水獺生存至為重要的水域環境，可能因全球暖化等因素造成長期乾旱而

使水位過低或乾涸、水溫過高或水質惡化，導致水獺主要的食物—魚類大量死亡，

而使水獺的食物不足，水獺可生存的棲息地因而減少。由於歐亞水獺有明顯的領域

性，會排斥同性的同類（Chester 2014），一旦因原有棲地食物不足而必須移轉活

動範圍至其他水獺的領域時，個體間為領域打鬥的行為就會發生，易導致直接的死

傷或間接使路殺更容易發生，降低水獺的存活率。上述情形會使歐亞水獺的族群承

載量降低，衝擊族群的存續。此外，乾旱亦可能使水中的污染物質濃度增加，提高

水獺受毒害的風險（李 1997a）。 

 

四、 本計畫目的 

(一) 改善歐亞水獺棲地的品質。 

(二) 降低人為因素造成的非自然死亡。 

(三) 使歐亞水獺的族群量能逐漸上升，脫離瀕臨滅絕的困境。 

 

五、 保育策略與行動 

策略 A：改善水獺棲地 

行動 A-1：建立並落實工程施作的生態檢核制度。工程單位在設計階段即需諮詢水獺

專家，使其規劃能對水獺友善，並確實依設計施作，以迴避、縮小、減輕對

水獺與其棲地的衝擊。譬如水岸的坡度、水岸的植被等皆是水獺棲地品質重

要的項目。水域中可規劃設置人工島，增加水獺可休息空間。另為使工程人

員在規劃設計工程時，能有適當的指引與建議，以便將友善水獺的施設納入

設計中，製作並出版水域整治生態友善工程規範手冊將有助於滿足此需求。 

行動 A-2：評估與規劃改善棲地中現有人工設施之友善程度。全面檢視盤點金門各地

水獺潛在棲地的人工設施對水獺的友善程度，評估改善的優先性與重要性，

並依此規劃逐年改善的標的設施。 

行動 A-3：監測與改善棲地中對水獺不友善的環境因子與人工設施。監測的工作需能

長期持續進行，可善用在地組織、公民協助水獺棲地品質的監測。改善各河

                                                
12

 對應 IUCN 威脅 11.2 乾旱; 11.3 極端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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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攔水堰對水獺移動的阻礙，使水獺能通過攔水堰在上、下游間通行。紅外

線自動相機拍攝的影像已證實金門水獺對水獺階梯（協助水獺通過無法攀

爬的堤壩等人工構造物）的接受度很高，水獺階梯是可推廣的生態友善裝置

（林和袁 2021, 黃等 2015）。監測並移除不法漁具，以免水獺誤入網具

而溺斃。另外，不定期出現在水域的垃圾、污染、風災倒伏的植物體及夏季

大量增生的浮水植物（布袋蓮等）亦需適時清理。林和袁（2019）建議定

期的涵洞檢查與清淤作業應持續辦理。黃等（2022）以洋山聚落為例，建

議於海岸水閘門與風水池間的排水系統施作水獺友善工程，有助洋山聚落

成為水獺友善生態村。 

行動 A-4：增加不同水域的串聯，以擴大水獺可利用空間。目前水獺活動較少的金門西

半部可考慮增設水塘，提升各合適棲地間的連結度。李（2013, 2014）曾建

議增加水域連結的重點區域包括：陽明湖與前浦溪、龍陵湖與榮湖間的斗門

溪與后水溪、古崗湖周邊水域、水試所與浯江溪口及周邊海岸、太湖週邊水

域、瓊林水庫周邊水域等，改善的方式則可包括：增加水道的連結、營造適

當濕地、維持水位穩定等。林和袁（2019）另建議浚仔溝溪沿線範圍可辦

理清淤及增設農塘，營造適合水獺生活的空間。林和袁（2021）指出將再

生水挹注到河流等水域，不但可供鄰近居民取水灌溉，也可以穩定水獺等野

生動物的水域棲地水位，可適時適地擴大辦理。再生水的引流亦可降低水中

污染物的濃度，減少對水獺的危害。水獺族群有自行擴散的能力，棲地的管

理與改善是保育行動的重點（Chester 2014）。 

策略 B：降低路殺與犬貓對水獺的威脅 

行動 B-1：改善或安裝道路安全設施，以減低水獺被路殺的風險。建立金門地區水獺路

殺熱區地圖，提醒用路民眾注意。在水域通道與道路相交會的地點，改善或

增加水獺可安全利用從道路下方穿越道路的設計，並可增加導引水獺至安

全通道的設施。野生動物反光鏡也是防止路殺的方法之一，在英國曾有案例

水獺路死因而減少 73％（Yoxon and Yoxon 2014）。 

行動 B-2：落實畜養與流浪犬貓的管理。持續控制遊蕩犬貓的數量，避免犬貓因捕食、

競爭關係攻擊水獺，或將共通傳染病與寄生蟲傳染給水獺。同時做好犬貓疫

病的監測與管理。 

策略 C：水獺醫療照養及人工圈養族群之維持 

行動 C-1：強化水獺救傷通報、救援、醫療及野放之系統。藉由金門縣政府與在地民間

力量、野生動物救援醫療組織及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密切合作，增加傷病水獺

的被發現率，增加獲救水獺的存活率，提高野放回大自然的機率。野放地點

的評估由相關單位與專家共同商議後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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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C-2：人工圈養族群之維持。醫療救援之水獺個體，經評估不適合野放時可作為展

示教育之用，也可進行圈養繁殖以建立域外保種族群。 

策略 D：水獺保育研究 

行動 D-1：建立並落實死亡水獺之驗屍流程以瞭解水獺死因。持續將傷病死亡水獺屍

體進行解剖與檢驗，以瞭解水獺的疾病情況與死亡原因。 

行動 D-2：水獺保育遺傳研究。以基因組研究瞭解金門水獺有效族群量的歷史變化與

族群近親交配程度。以微衛星基因監測金門水獺的個體親緣關係及族群遺

傳多樣性，藉以辨識個體、推估族群量、瞭解個體遷徙移動及親子關係等族

群生物學資訊。 

行動 D-3：持續監測水獺族群的分布與相對數量變動。以方格法持續監測水獺分布範

圍的變化，每年至少需於乾季進行一次，每個方格大小為 1X1 km2，涵蓋

範圍包括金門本島和烈嶼。以自動相機監測各地水獺出現頻度的變化。增加

金門海岸線與較少資料區域的水獺痕跡調查。長期監測工作可培訓在地組

織、民眾協力參與。以自動相機監測所得之資料亦可進行活動模式之分析。

自動相機監測拍攝所得之水獺影像，亦可提供保育教育宣導之用。 

策略 E：水獺保育推廣與教育 

行動 E-1：水獺保育教育。辦理宣導活動或其他推廣水獺保育之作為，建構友善水獺的

社會氛圍。適度透過媒體宣導水獺保育的重要性、政府作為及民眾可參與之

行動。增加民眾的水獺生態與保育知識。增加民眾對與水獺共存所需作為的

瞭解。增加民眾對友善水獺工程設計的認識。增加民眾對友善水獺環境的支

持。 

行動 E-2：架設水獺生態保育網站。架設金門歐亞水獺生態保育網站，統整調查、監測、

回報平臺、個體親緣檢定、影像、社群媒體等資訊，以利水獺研究及推廣水

獺保育教育。 

行動 E-3：獎勵友善水獺的農業或其他環境設施與作為。獎勵願意採取友善水獺環境措

施作為的土地權益關係人。藉由獎勵民眾改善、創造有益於水獺生存的農業

或其他人為環境，來增加水獺生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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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相關機關或團體 

(一) 政府機關 

1. 農委會林務局：野生動物保育法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授權） 

2. 金門縣政府：野生動物保育法地方主管機關 

3.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之歐亞水獺及其棲地管理 

4. 臺北市立動物園：水獺醫療、水獺圈養及繁殖研究、水獺保育遺傳研究、水

獺保育教育推廣 

5.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水獺再普查、保育行動計畫彙整規劃更

新、水獺標本與遺傳物質蒐藏、水獺公民科學平臺「獺足金門」資料管理 

6.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治理主管機關 

7. 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水獺屍體剖檢、採樣、死因判斷 

8.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主辦農村再生計畫，協助建構水獺友善生態

村，以推動農村整體發展 

(二) 學者專家 

1. 臺灣大學李玲玲教授：水獺研究保育專家 

2. 靜宜大學林良恭教授：水獺研究保育專家 

3. 袁守立博士：水獺研究保育專家 

4. 清華大學曾晴賢教授：魚類與河川生態友善工程專家 

5. 臺灣師範大學李壽先教授：保育遺傳學專家 

6.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劉奇璋教授：水獺保育教育研究 

7. 新竹市立動物園岡元友實子小姐：水獺保育專家 

(三) 民間團體 

1. 金門縣野生動物救援暨保育協會：水獺救援醫療、照養 

2.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金門水獺保育教育推廣 

3. 金門縣野鳥學會：金門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 

4. 財團法人莊福文教基金會：金門野生動物保育研究基地營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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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保育行動簡表 

威脅主項 威脅次項 策略 保育行動 相關機關 說明 預期成果 執行期程 

1 住宅/商

業開發 

1.1 住宅/

城市地區 

1.3 旅遊/

休閒區 

A 改善

水獺棲

地 

A-1 建立

並落實工

程施作的

生態檢核

制度 

金門縣政府、

金門 國 家公

園、水利署 

1. 評估、監測任何

工程對水獺的

衝擊，提出改善

方法並執行。 

2. 製作水域整治

生態友善工程

規範手冊。 

1. 水 獺 棲

地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制 度

1 式 

2. 水 域 整

治 生 態

工 法 規

範 手 冊

1 本 

短程 

7 自然系

統改變 

7.2 水壩及

水資源的

管理/使用 

A-2 評估

與規劃改

善棲地中

現有人工

設施之友

善程度 

金門縣政府 調查棲地中不利

水獺的現有人工

固定設施，並提出

改善之規劃。 

水獺棲地

人工設施

改善規劃

圖 1 式 

短程 

7 自然系

統改變 

9 污染 

7.2.3 地表

水抽取(農

業用) 

7.3 其他生

態系統的

改變 

9.1 家用/

城市廢水 

A-3 監測

與改善棲

地中對水

獺不友善

的環境因

子與人工

設施 

金門縣政府、

金門國家公園 

定期監測、改善棲

地中不利水獺的

環境因子（如植

物、水質、水量）

與人工設施。 

每年排除

對水獺生

存有威脅

的環境因

子與改善

人工設施

1 式 

持續性 

2 農業/水

產養殖 

2.1 每年/

多年非木

材作物 

2.4 海洋和

淡水養殖 

A-4 增加

不同水域

的串聯，

以擴大水

獺可利用

空間。 

金門縣政府、

金門國家公園 

疏通或增加湖庫、

水塘、溝渠。 

每年增加

水獺可利

用棲地及

廊道 1 式 

持續性 

4 運輸/交

通廊道 

4.1 道路/

鐵路 

B 降低

路殺與

犬貓對

水獺的

威脅 

B-1 改善

或安裝道

路安全設

施，以減

低水獺被

路殺的風

險 

金門縣政府 1. 根據水獺路殺

熱區地圖規劃

需改善的地點

與方式。 

2. 於規劃地點進

行設施改善或

安裝避免路殺

裝置。 

每年完成

一處路殺

重點區域

設施改善

或安裝 

持續性 

8 入侵物

種 

8.1 非本地

/外來物種

/疾病的侵

入 

B-2 落實

畜養與流

浪犬貓的

管理  

金門縣政府 加強家養犬貓的

登記、流浪犬貓的

捕捉移除及傳染

病防疫工作。 

每年持續

管理、捕捉

移除流浪

犬貓 1 式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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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類入

侵和干擾 

6.1 娛樂活

動 

6.3 工作及

其他活動 

C 水獺

醫療照

養及人

工圈養

族群之

維持 

C-1 強化

水獺救傷

通報、救

援、醫療

及野放之

系統 

金門縣政府、

金門救援保育

協會、臺北市

立動物園、特

生中心 

1. 強化救傷之量

能，並利用志工

系統增加通報

的機會，並持續

改進救傷之流

程。 

2. 建立野放評估

準則，野放地點

的評估由相關

單位與專家共

同研議後選定。 

每年維持

並強化救

傷水獺之

量能 1 式 

建立野放

評估準則

1 式 

持續性 

C-2 人工

圈養族群

之維持 

金門縣政府、

臺北市立動物

園 

醫療救援之水獺

個體，經評估不適

合野放時可作為

展示教育之用，也

可進行圈養繁殖

以建立域外保種

族群及建構相關

知識與技術。 

人 工 圈 養

族 群 維 持

1 式 

持續性 

4 運輸/交

通廊道 

6 人類入

侵和干擾 

4.1 道路/

鐵路 

6.1 娛樂活

動 

6.3 工作及

其他活動 

D 水獺

保育研

究 

D-1 建立

並落實死

亡水獺之

驗屍流程

以瞭解水

獺死因 

林務局、金門

縣政府、金門

救援 保 育協

會、畜衛所、臺

北市 立 動物

園、特生中心 

透過檢驗屍體瞭

解水獺死因。 

完成救傷

死亡水獺

驗屍流程

之建構 1

式 

瞭解水獺

的各種可

能死因 

持續性 

1 住宅/商

業開發 

7 自然系

統改變 

9 污染 

1.1 住宅/

城市地區 

1.3 旅遊/

休閒區 

7.2 水壩及

水資源的

管理/使用 

7.3 其他生

態系統的

改變 

9.1 家用/

城市廢水 

D-2 水獺

保育遺傳

研究 

林務局、金門

縣政府、金門

國家公園、臺

北市立動物園 

1. 以基因組推估

金門水獺族群

過去變遷情形。 

2. 以基因資訊推

估金門水獺基

因交流現況。 

金門水獺

過去族群

變遷與基

因交流現

況 1 式 

短程 

D-3 持續

監測水獺

族群的分

布與相對

數量變動 

金門縣政府、

金門國家公園 

1. 每年以方格系

統調查水獺出

現的地區範圍。 

2. 以自動相機監

測水獺的出現

頻度。 

1. 每 年 在

方 格 系

統 上 水

獺 的 分

布 圖 1

式 

2. 每 年 水

獺 的 出

現 頻 度

變 化 1

式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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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類入

侵和干擾 

6.1 娛樂活

動 

6.3 工作及

其他活動 

E 水獺

保育推

廣與教

育 

E-1 水獺

保育教育 

林務局、金門

縣政府、金門

國家公園、金

門救援保育協

會、臺北市立

動物園、特生

中心 

藉由各種媒體、活

動、工作坊、生態

旅遊等宣導、推廣

水獺與棲地之保

育觀念與作為。 

 

每年持續

辦理推廣

保育活動

1 式 

 

持續性 

E-2 架設

水獺生態

保育網站 

金門縣政府、

林務局、臺北

市立動物園、

特生中心 

架設金門歐亞水

獺生態保育網站，

統整調查、監測、

回報平臺、個體親

緣檢定、影像、社

群媒體等資訊，以

利水獺研究及推

廣水獺保育教育。 

水獺生態

保育網站

1 式 

短程 

2 農業/水

產養殖 

2.1 每年/

多年非木

材作物 

2.3 畜牧業

/牧場 

E-3 獎勵

友善水獺

的農業或

其他環境

設施與作

為 

林務局、金門

縣政府 

藉由獎勵民眾改

善、創造有益於水

獺生存的農業或

其他人為環境，來

增加水獺生存的

空間。 

每年持續

辦理友善

水獺生存

的獎勵 

持續性 

註 1：威脅主次項類別參考自 IUCN 的歸類(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threat-

classification-scheme )，計有 12 主項：1 住宅/商業開發；2 農業/水產養殖；3 能源生產/採

礦；4 運輸/交通廊道；5 生物資源利用；6 人類入侵/干擾；7 自然系統改變；8 入侵/其他有

問題的物種、基因和疾病；9 污染；10 地質事件；11 氣候變化/惡劣天氣；12 其他選項。 

註 2：執行期程分為短程、中長程、持續性，分別指 4 年內完成且有急迫性應進行者、執行期程為 4

至 12 年內完成者及須持續進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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