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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願景 
進行現存重要野生族群與棲地之保全，防止族群功態喪失；透過棲地管理、營造，

強化並重建野生族群；進一步分區建立可自然存續的核心野生族群。 

 
二、 背景資料 

(一) 現有保育狀態 

食蛇龜（Cuora flavomarginata）因近 10 餘年遭受嚴重非法獵捕、收購及非法

販運之壓力，於國內「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中之保育等級已於 2019 年由「珍貴稀

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提昇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極需採取更積極的保育措

施。國內紅皮書名錄主要依據分布範圍資訊評估為「國家易危（Nationally 

Vulnerable）」；而 IUCN Red List 則因族群變動趨勢評估為「瀕危（Endangered）」；

IUCN/TFTSG 所提的紅皮書名錄草案建議更應提昇的「極危（ Critically 

Endangered）」。於華盛頓公約（CITES）附錄中食蛇龜則列為附錄二物種，且野生

個體的國際貿易為零配額。國內於 2013 年 12 月將位於新北市石碇區翡翠水庫南岸

部分範圍公告劃定之「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以食蛇龜與柴棺龜為主要

保護標的物種，保護區範圍面積為 1,295.93 公頃。 

 
國內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保育等級：瀕臨絕種（2019） 

國內紅皮書名錄：國家易危（Vulnerable） B1bc （2017） 

IUCN 紅皮書名錄：瀕危（Endangered） A1cd+2cd （2000） 

IUCN/TFTSG 紅皮書名錄草案：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2011） 

CITES: Appendix II （野生個體零配額） 

保護區：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 

 

(二) 生物資訊 

1. 分類地位 

食蛇龜是由 Gray （1863）依據 R. Swinhoe採集自臺灣西北部（淡水附近）的

標本與 J. Reeve 由中國南部取得龜殼標本所描述的新種（Cistoclemmys 

flavomarginata），並依據 R. Swinhoe 的描述對其生態習性棲息環境有初步介紹。

因為採自中國的標本不完整，採自淡水的標本依動物命名規則被指定為正模式標

本，因此食蛇龜是唯一以臺灣為模式標本產地的龜類。 



2 

過去食蛇龜被認為依其地理分布可分為 3 個亞種，即臺灣的指名亞種 C. f. 

flavomarginata，中國大陸的 C. f. sinensis 及日本琉球八重山群島的 C. f. evelynae 

（Hsu, 1930; Iverson, 1992）；雖仍有學者認為八重山群島族群應為一獨立種 C. 

evelynae （McCord and Iverson, 1991; Ernst et al., 2008），但因臺灣與中國大陸族

群之形態變異極大，未對較大範圍及較多個體數採樣進行較深入的分析比較，目

前被認為分成 2 個亞種較為妥適，中國大陸與臺灣族群為指名亞種 C. f. 

flavomarginata，日本琉球八重山群島族群則為 C. f. evelynae （Yasukawa and Ota, 

1999; Turtle Taxonomy Working Group, 2017）。 

 
Cuora flavomarginata （Gray 1863） 

Yellow-margined Box Turtle 
龜鱉目（Testudines）：地龜科（Geoemydidae）：閉殼龜屬（Cuora） 

同物異名：Cistoclemmys flavomarginata, Terrapene flavomarginata, Cyclemys 

flavomarginata, Cyclemys flavomarginata flavomarginata, Geoemyda 
flavomarginata, Cistoclemmys flavomarginatus, Cistoclemmys 
flavomarginata flavomarginata 

 

2. 物種描述 

食蛇龜於臺灣民間有山龜、蛇龜或呷蛇龜的俗稱，而由日治時期沿用至今的中

文名應與古名稱「呷蛇龜」的字義混淆或音義誤解有關；於中國大陸使用的中文名

黃緣閉殼龜則為其科學名的命名語源字義。 

食蛇龜為中型陸棲性淡水龜，成體背甲長可達 16-18 公分，少數個體可超過 20

公分。背甲明顯隆起，隆起高度與彎曲弧度具性別差異，背甲形態受棲息環境影響

有明顯地域性差異。幼龜背甲中央稜脊明顯，而成體隨成長與磨損呈不連續黃褐

色，盾板中央呈古銅色，外圍新增長部分顏色呈深褐色，緣盾下方和腹甲外緣呈淺

黃色。背甲盾板生長輪明顯，年齡較大個體磨損後平滑不明顯，盾板顏色變淺且變

異大。頭部背側光滑無鱗，呈橄欖綠色，兩側為鮮黃色，眼後至頭背側有一道暗色

鑲邊的黃色條紋，腹甲為深褐色或黑色。成體腹甲分成前後兩頁，可完全閉合；受

驚擾或靜止、渡冬時，頭、尾和四肢可縮入龜甲內。幼龜骨板骨化還不完全，腹甲

分頁不明顯，無法活動及閉合。緣盾下緣靠近甲橋的黑色色塊被認為是八重山亞

種的重要鑑別特徵，於臺灣的野生族群部分個體亦具有此特徵，並非穩定亞種間

形態特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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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蛇龜成龜與幼龜的外部形態特徵 

 
食蛇龜成體背甲盾板生長輪與顏色差異 

 

3. 歷史與現況分布 

食蛇龜分布在中國大陸中部及南部、臺灣與日本琉球群島南部的石垣島及西表

島（圖 1），但於中國南部廣東附近的記錄應為非自然分布範圍（Ernst and Lovich, 

1990; Iverson, 1992; Fong et al., 2002; Ota et al., 2009）。由文獻中有關臺灣食蛇龜

的採集記錄，亦屬於廣泛性分布；Kuntz and Dien （1970）的採集地點包括有花蓮、

南投及屏東（包括恆春）；陳兼善 （1969）亦報導於宜蘭、花蓮、恆春、埔里、

八仙山皆有分布。堀川安市（1934）提及於八仙山分布可達海拔 600 公尺，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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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現今所稱八仙山森林遊樂區範圍。由早期的採集記錄，食蛇龜在淡水平地環境

與高雄覆鼎金一帶皆有分布記錄（Gray, 1863; 堀川安市, 1934; Lin et al., 2010）。

Lin et al. （2010）的調查亦在臺灣低海拔海岸林環境發現有食蛇龜的分布。 

 
圖 1 食蛇龜（Cuora flavomarginata）的地理分布圖（引自 Turtle Taxonomy Working 

Group, 2017） 

 

於 2001-2008 年調查發現臺灣的食蛇龜主要棲息在低海拔的丘陵或靠近山麓

海拔較低環境，族群分布地點呈現不連續區域性塊狀分布，包括北部的新北市與

宜蘭低海拔山區、中部苗栗及南投、雲林山區、南部的嘉義、臺南、高雄山區、恆

春半島及東部花東縱谷與海岸山脈一帶（Lin et al., 2010）。依據過去相關調查報

告、通報記錄與司法院法學資料庫判決書之發現紀錄依相關縣市行政區域（鄉鎮

市區）分布狀況如圖 2 所示，除多數低海拔平原區域範圍因闊葉林環境消失年代

極久難以確認其分布記錄外，呈現廣泛性分布。 

由 2014-2015 年及 2018-2019 年分別於宜蘭縣、花蓮縣所進行的族群現況調查

結果，顯示食蛇龜野生族群之分布範圍與族群量於最近 15 年內快速縮減或消失，

僅於局部區域捕獲零星個體，多數現存族群已呈現族群量過小與族群密度過低，

不易透過自然繁殖補充維持族群長期存續，多已失去族群生態功能性。於其他原

有野生族群分布相關縣市，過去遭非法獵捕情形亦極嚴重，現生族群分布現況亦

應有相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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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食蛇龜於臺灣相關縣市依據行政區域（鄉鎮市區）之出現記錄分布圖（黃色為需再確認

之分布範圍） 

 

4. 族群趨勢 

Gray （1870）認為食蛇龜在臺灣南部族群數量可能較少，但堀川安市（1934）

曾在恆春的龜仔角（今社頂一帶）於 1 小時內捕獲 3 隻個體，亦知道有人曾一次

捕獲 80 餘隻。Mao （1971）亦報導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在恆春附近

闊葉林環境一個上午即可發現約 100 隻個體，但此說法於相關採集標本記錄中並

未證實（Kuntz and Dien, 1970）。過去於食蛇龜分布最南範圍的臺灣南部，亦有極

高密度或生物量的野生族群。 

2014-2015 年在宜蘭的族群現況調查結果，於 49 處不同地點中僅於 8 處捕獲

食蛇龜 15 隻，捕獲地點比例與個體數皆不高；2018-2019 年在花蓮調查結果，計

於 73 處調查地點中，僅於 13 處捕獲 27 隻。與過去 Lin et al. （2010）於花蓮縣調

查 11 處地點有 7 處地點捕獲結果有明顯差異；因努力量與調查目的不同，由捕獲

率雖無法顯示族群消失趨勢，但捕獲個體數量不多，且捕獲地點數占調查地點之

比例不高，顯示宜蘭及花蓮食蛇龜野生族群分布範圍與數量有快速減少的趨勢。 

在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長期監測食蛇龜族群變動結果發現，

在劃定野生動物保護區前於2011年遭短期入侵非法獵捕事件即造成族群估算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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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1/3 （圖 3A）；於 2012 年底野生動物保護區劃定後仍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由捕獲未上標個體比例於 2016 年後明顯下降現象（圖 3B），在鄰近區域遭多次

入侵獵捕後族群密度過低，重點監測族群因遷出個體數高於遷入數量，在未達到

平衡前，監測族群之個體數仍會繼續下降。 

 
圖3 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食蛇龜族群由1996 -2018年利用POPAN 

開放族群估算模式估算 1997-2016 年個體數變化趨勢（mean±SE）（A）及捕獲上標

重複捕獲個體及未上標個體數量變化（B） 

 

食蛇龜雖偏好低海拔闊葉林環境，人為干擾程度較低的農業墾植行為營造出

對產卵與孵化、體溫調節有利的森林演替初期環境，原有開闊墾植環境於廢耕經

自然演替或造林後，逐漸由芒草叢、矮灌叢、陽性樹種取代，適合產卵的開闊環境

變少，加上捕食或干擾產卵環境的野生動物增加（如臺灣野豬），於翡翠水庫食蛇

龜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所捕獲或發現幼龜之比例自 2002-2003 年後有逐漸下降趨

勢（圖 4 及 5），對其族群的補充有不利影響。 

於樹冠層鬱閉度高的闊葉林環境，底層植被稀疏，受颱風干擾所形成的空隙

或靠近溪流環境易受洪水沖刷及堆積，亦能形成演替初期之開闊環境，整體而言

不致長期影響食蛇龜野生族群之存續。但目前食蛇龜遭受極大的獵捕壓力，各地

族群數量嚴重下降，尤其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成體被大量捕捉移除，如有幼龜補充



7 

明顯下降的加乘效應，對於族群的更新和補充更為不利。 

於森林邊緣的開闊環境，亦較容易被當地居民拾獲或遭非法獵捕。多數族群

因母龜於活動季較易被發現及捕獲，可能造成捕獲個體的性別比偏向雌龜（Chen 

and Lue, 1998）。因此可能造成受獵捕壓力的食蛇龜族群，其性別比會有逐漸偏向

雄龜的趨勢。 

 
圖 4 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族群分別於 1996-2000 年（A）、2002-2003 年

（B）及 2012-2019年（C）捕獲食蛇龜個體之性別與背甲長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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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族群分別於1996-2000年、2002-2003年及2012-

2019 年捕獲食蛇龜之雌雄及未判定性別幼龜個體數及所占百分比（括號用數值為個體

數） 

 

5. 繁殖與生活史 

食蛇龜產卵季為 5-7 月，產卵雌龜最小背甲長為 13.5 公分，達性成熟年齡超

過 10 年，每年可產 1-2 窩，每窩產卵數 1-3 顆（Chen and Lue, 1999）。中南部族

群或圈養個體，每窩產卵數可達 4 顆（Chen et al., 2000）。體型較小的雌龜約間隔

2-3 年產卵，體型較大雌龜（背甲長>15 公分）則可每年產卵；但於降雨量較少時

產卵頻度會下降。 

在臺灣南部研究樣區近期利用無線追蹤定位點資料之分布，多數個體於活動

季會偏好森林邊緣環境，於非活動季會離開闊環境較遠的森林底層渡冬。依據 Lue 

and Chen （1999）的無線電追蹤研究結果，食蛇龜雌龜於 4 月至 7 月（產卵季）

出現在森林邊緣所占的頻度最高，雄龜同時期則偏好出現在森林底層或灌叢環境，

利用森林邊緣的頻度較低，與雌龜的棲息環境偏好不同；且於 4 月至 8 月捕獲雌

龜的頻度亦明顯高於雄龜，9 至 10 月較易捕獲雄龜。因為食蛇龜對環境利用的偏

好具性別差異，尤其是在 4 至 8 月的主要活動季節，雌龜利用森林邊緣環境的頻

度較高，且利用陷阱籠被捕獲的頻度較雄龜高，將可能造成獵捕壓力對不同性別

會有不同的影響，雌龜被捕捉的機會將比雄龜高。 

過去對食蛇龜的研究發現，整年活動範圍面積從 0.07-8.25 公頃，對熟悉的棲

息環境存在極高的忠誠度，雖然不同個體在活動範圍面積差異很大，但對於選擇

度過低溫冬季地點極為固定，多數個體連續兩年渡冬地點相距不到 20 公尺。在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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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森林環境中，會利用濕度與溫度相對穩定的環境，包括倒木、石塊或落葉下

方、穿山甲所挖掘的洞穴或自行挖進泥土中，選擇的地點極為固定（Lue and Chen, 

1999）。於 2002-2003 年再利用無線電追蹤，相同個體的活動範圍變化還是不大，

大部分的範圍有高度重疊，未遷移到其他的環境。即使在間隔 16 年後再次進行調

查，還可以相同地點重複捕獲到同一隻個體，牠們對熟悉環境有極高的忠程度。部

分個體於 2013-2014 年重複進行無線電追蹤研究，發現多數個體間隔超過 10 年的

活動範圍仍有高度重疊，顯示其對活動範圍有長期的忠誠度（陳添喜, 2014）。但

利用重複捕獲記錄資料，有少數個體有較長距離遷移的情形（<2 公里），與鄰近

族群間仍有遷入與遷出的個體交流，甚至可跨越水庫之淹沒水域。 

6. 食性 

食蛇龜屬雜食性種類，以榕果、肉質漿果、蕈類、昆蟲、陸生軟體動物、蚯蚓、

陸生甲殼類及動物死屍為食（陳添喜, 1998; Chen et al., 2000; Ota et al., 2009）；堀

川安市（1934）亦曾觀察臺灣南部野生個體有攝食蕃椒（山胡椒）之情形。利用採

集野生個體的排遺進行食物組成分析結果顯示，食蛇龜攝食動物性與植物性食物

的頻度皆極高（約為 90%）；動物性食物以蚯蚓最常見，其他重要性較高的食物

類別有蟬、甲蟲、蛆（蠅幼蟲）、囓齒類動物屍體；植物性則以榕果最常見，其他

植物落果、種子及部分植物嫩根及莖葉等（連尉智, 2015）。亦利用森林底層常見

的菇蕈類，出現頻度約占 10%。於日本琉球群島南部的族群有攝食蜘蛛、馬陸之

記錄（上野真太郎等, 2014）。 

經消化後的動物性食物不易由排遺採樣中鑑定，利用蚯蚓經消化分解後會仍

殘留無法消化幾丁質剛毛的特性，發現蚯蚓為食蛇龜重要動物性食物類別，而蚯

蚓是許多動物鈣質的攝取來源，亦提供食蛇龜骨骼形成、增長與卵殻形成所需鈣

質的重要來源。 

7. 競爭與掠食者 

食蛇龜成體的捕食者，主要中小型肉食性哺乳動物，但極少發現有被捕食致

死情形。於野外環境龜蛋與幼龜存活率不高，赤背松柏根（Oligodon formosanus）

為常見的龜蛋捕食者，而臺灣野豬的掘土行為亦會干擾及破壞的埋於土中的龜蛋。

嗜龜花蜱（Amblyomma geoemydae）為食蛇龜常見的外寄生蟲，於幼龜及身體狀況

不佳個體會出現大量寄生吸血，並影響其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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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態功能 
植食性或雜食性陸棲性龜類在生態上常扮演重要植物種子傳播任務，與其他

哺乳動物、鳥類或昆蟲共同形成森林環境的種子傳播網。而變溫食蛇龜類需利用

森林空隙或邊緣陽光可穿透的開闊環境調節體溫，相較於哺乳動物及鳥類移動距

離較近，可將於森林底層攝食的植物種子利用糞便帶到較開闊的空隙或邊緣，有

助於受人為或自然干擾（如颱風、洪水、崩塌等）森林環境的復原與更新。 

多數龜類的分布有在侷部合適棲地具有極高族群密度與生物量的特性，對森

林生態系的能量與物質循環扮演重要角色。屬於變溫動物的龜類現存生物量常會

高於其他內溫動物，也有極高族群密度，於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重點

監測樣區約 40 公頃範圍個體數可超過 350 隻。與其活動週期與能量需求有明顯季

節性變化，環境生產力高時活動量與攝食量大，生產力較低季節隨著降低其活動

量，甚至不活動，能量需求較不受食物資源明顯季節變化影響。鈣的循環也常被認

為是陸棲龜類對森林生態系的重要貢獻，尤其與將土壤中有機鈣轉換成動物與植

物可利用無機鈣的蚯蚓之間的捕食關係，食蛇龜大量捕食蚯蚓的攝食習性，對有

機鈣與無機鈣的循環應扮演重要角色。 

(三) 環境與棲地 
1. 環境概述 

Gray （1863）最初描述食蛇龜生態習性時，引述 R. Swinhoe的觀察，常在臺

灣北部淡水一帶的水稻田旁水塘附近環境活動，有時會在水塘旁石頭上曬太陽。

此敘述導致食蛇龜長期被認為是半水棲性種類，Stejneger （1907）則誤認為 R. 

Swinhoe在淡水河中觀察到食蛇龜活動；Smith （1931）亦報導食蛇龜會在水田中

活動。堀川安市（1934）觀察到食蛇龜主要在低海拔森林底層、山區溪澗或草生地

附近活動，未發現有在溪流中游泳或在水邊曬太陽情形；Mao （1971）亦記錄食

蛇龜主要棲息在低海拔山區溝澗附近環境。較近期的觀察與研究皆發現食蛇龜為

陸棲性種類，極少在水域環境活動（如陳壁輝和李炳華, 1979; 夏金葉等, 1983; Lue 

and Chen, 1999; Lin et al., 2010）。陳兼善（1969）雖提及食蛇龜棲息於高山或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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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但實際上甚少在較高海拔環境有發現記錄，在中國安徽主要分布在 200-500 公

尺之山區環境（王義權, 1991）；在日本八重山群島亦偏好較潮濕的闊葉林邊緣環

境，並非山區植被茂密的森林環境（太田英利, 1995; 太田英利和濱口寿夫, 2003）。 

2. 棲地特性 

由食蛇龜背甲隆起，四肢較為粗圓且趾間不具有蹼，行走時四肢支撐身體腹

甲離地等特性，亦支持食蛇龜為陸棲性種類。利用無線電追蹤結果，食蛇龜應為陸

棲性種類，於夏季高溫時會移至溪流、溝渠環境調節體溫與避免水分過度散失，在

水中的活動能力不如其他半水棲性種類。 

食蛇龜的分布與較大面積的低海拔闊葉林或次生林有關，受人為干擾較少的

區域才能維持較穩定族群（Lin et al., 2010）。影響食蛇龜分布與棲地利用的環境

因子包括海拔高度、棲地類型與坡度等；分布海拔高度雖可到 800-1,000公尺左右，

但受闊葉林分布之海拔高度於臺灣南北部差異極大亦受坡度影響，主要以低海拔

山區（<600 公尺）或海岸地區具有較完整林相之原生闊葉林或次生闊葉林環境為

主，於臺灣北部海拔高度超過 600 公尺山區族群密度即極低；但食蛇龜較少出現

在低海拔丘陵地常見以相思樹占優勢的雜木林環境。食蛇龜會利用綠竹林、麻竹

林、果園、茶園等環境活動或攝食，於非產卵季節與度冬時多利用底層植被較密的

原始闊葉林或次生林環境（Lue and Chen, 1999），需要有足夠森林面積始能維持

穩定的族群。 

食蛇龜產卵多利用日照較充足的森林邊緣、步道兩側、森林空隙及受自然或

人為干擾之演替初期階段較開闊環境，除棲息環境之坡度較平緩，較常於丘陵地

之坡腳、丘陵地高處臺地、河階、稜線或經人為坡地整理的階梯狀墾植地附近環

境。於高溫的夏季降雨量較少時則會由丘陵地、臺地、稜線較高處遷移到較潮濕的

山溝或水塘附近環境。部分海拔較低的山區溪流河谷因海拔高度落差大，平緩闊

葉林環境棲地面積小，且日照不足或日照時間較短不利於溫度調節，並不適合食

蛇龜棲息。 

食蛇龜的棲息環境與較大面積的低海拔闊葉林或次生林及鄰近之開闊地、農

墾地有關，受人為環境擾動較少的區域始能維持較穩定族群。臺灣現存食蛇龜族

群零星分布的低海拔山區環境常與民眾農業或休閒活動範圍高度重疊，極易遭受

非法獵捕或棲息地易因土地利用形式改變及開發而遭受破壞，較不易全面性進行

有效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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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蛇龜棲地 

 

三、 威脅  

(一) 歷史威脅 

1. 棲息地消失、劣化與零碎化 

臺灣因人口密度高，低海拔森林環境與食蛇龜族群亦受人為活動高度干擾，

包括土地利用 1、人工構造物、道路 2、農墾 3、遊憩 4、野生動物利用等不同型式

擾動或環境改變、切割，已不易保留大面積且連續之闊葉林環境及棲地。棲息於連

續森林環境的食蛇龜族群雖然龜蛋與幼龜被捕食比例極高，但成體夀命長、存活

率高，重複捕獲率極高，可繁殖時間極長，環境變動低，常能形成並維持連續之大

族群。於人為活動干擾頻繁或森林受到切割的棲息環境，人為活動所形成的開闊

環境，捕食者相對較少，茶園、竹林與菜園等山區墾植地常見的除草、培土作業所
                                                 
1 對應 IUCN 1.3 旅遊/休閒區 
2 對應 IUCN 4.1 道路/鐵路 
3 對應 IUCN 2.2.2 農業種植園 
4 對應 IUCN 1.3 旅遊/休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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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日照充足、排水良好有利產卵環境，對提高龜卵孵化及幼龜存活較有利，但

對移動距離較遠的成體較不利，存活率較低。且因土地利用形式變動大，棲息地受

嚴重切割，以不連續小族群較常見，不利維持生物量較高的族群與野生族群的長

期存續。比較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食蛇龜族群與靠近都會區的基

隆對照樣區族群間逐年重複捕獲個體數變化（圖 6），顯示靠近都會區附近的族群

成體重複捕獲率與存活率較低；但未達性成熟體型之幼龜及亞成龜所占比例較高。 

而道路系統密度增加快速、高差與坡度過大的排水與擋土構造物及耕作、除

草機械化工具的大量使用亦增加食蛇龜意外死亡機會，尤其道路水泥及柏油鋪面

於溫差較大季節或多日連續下雨後，提供調節體溫的熱源，形成吸引食蛇龜的生

態陷阱。部分山區道路經拓寬後，隨著道路寬度、交通流量與車速的增加，不少原

有棲息地經道路切割後的食蛇龜野生族群於數年內快速消失。 

過去為控制松鼠啃食造林地經濟性樹種樹皮危害所使用的毒餌及滅鼠所使用

的毒餌、農藥亦曾造成食蛇龜有大量二次中毒死亡之案例，但屬於區域性的生存

威脅。 

 
圖 6 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重點監測樣區族群（A）與基隆對照樣區族群（B）逐年重複捕獲

個體數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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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灣常見之食蛇龜路殺及不明原因死亡 

 

2. 國內寵物與民俗市場需求 5 

在較早期的相關報導，多認為食蛇龜在臺灣沒有經濟利用價值（如Mao, 1971），

但於日治時期就有被大量捕捉的記錄（堀川安市, 1934）。過去於臺灣南部的風景

區常有小販擺攤販售當地小型野生動物供民眾飼養或觀賞情形，其中又以墾丁森

林公園一帶販售食蛇龜情形較為常見，於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後即少有發現。於

國內放生龜市場或放生池中亦偶有出現食蛇龜，但數量並不多。民俗卜卦用龜殼

亦有利用食蛇龜之使用記錄，另於日治時期亦有食蛇龜剝製標本販售與外銷記錄，

但實際貿易數量並不清楚。 

 

  
非法飼養及民俗用途利用 

 

3. 食用與藥用非法獵捕壓力 6 
臺灣的市場販售龜肉或龜肉湯食用的情形不常見，但仍有少量食蛇龜被捕捉

食用；過去亦曾有餐廳業者大量收購提供食用市場所需，有獵捕者利用犬隻協助

尋找捕捉食蛇龜，雖市場規模與需求量有限，獵捕效率高仍造成部分地區較小的

野生族群消失。此外，過去亦有由臺灣中部走私少量個體至日本提供健康食品試

驗利用，國內中藥材市場利用食蛇龜的龜板入藥的情形亦不常見（張賢哲, 2005）。 

                                                 
5 對應 IUCN 5.1.1 故意使用 
6 對應 IUCN 5.1 狩獵/搜集陸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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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前威脅 

1. 非法獵捕與販運 7 

從2006年開始出現由臺灣非法走私食蛇龜與柴棺龜至中國大陸遭查緝之案例

（如表 1），但實際遭非法獵捕及非法販運之野生龜數量難以估算。因為臺灣與大

陸間特殊的政治與貿易關係，非法走私的問題對臺灣食蛇龜及柴棺龜野生族群長

期存續已造成嚴重威脅，依據章劍（2014）報導從臺灣到中國大陸的食蛇龜在 2011

年約有 20 噸，之後每年約有 10 噸左右，此趨勢亦顯示臺灣食蛇龜野生族群已急

速減少，造成捕獲量減少。依據此初估數量，對臺灣野生食蛇龜族群已造成極嚴重

衝擊。透過市場供給與需求量操作，臺灣食蛇龜在中國大陸價格亦由 2011 年的

1,000 餘元人民幣上漲至 2014 年的 2,000 餘元。但中國大陸野生食蛇龜（黃緣閉殼

龜）的供給量僅 1,000 隻左右，中國大陸的養龜市場對全球與區域性多數野生龜類

族群已造成嚴重影響。食蛇龜的繁殖力較低，無法經由人工繁殖完全供應市場需

求，由野外環境所採捕可繁殖的成體相對於完全人工養殖之成本較低，尤其要符

合 CITES 或中國大陸圈養繁殖第二代才屬人工繁殖個體的規定，經濟與時間成本

極高。養龜市場追求高獲利的價格炒作模式，由完全人工養殖達可繁殖年齡與體

型的成龜成本極高，基於成本與獲利考量下，對臺灣食蛇龜野生族群仍有極高潛

在的威脅。 

 

                                                 
7 對應 IUCN 5.1 狩獵/搜集陸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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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於2006-2019年間所查獲非法走私食蛇龜與柴棺龜之案例 

日期 種類 數量 

2019.05.21 食蛇龜 食蛇龜215隻 

2017.10.06 食蛇龜 食蛇龜298隻 

2017.07.17 食蛇龜 食蛇龜1,638隻 

2017.06.081 食蛇龜、柴棺龜 食蛇龜244隻、柴棺龜319隻 

2016.11.22 食蛇龜 食蛇龜689隻 

2015.07.16 食蛇龜、柴棺龜及金龜 食蛇龜2,286隻、柴棺龜920隻 

2013.12.04 食蛇龜及柴棺龜 食蛇龜380隻、柴棺龜1,630隻 

2013.09.15 食蛇龜及柴棺龜 食蛇龜1,358隻、柴棺龜1,081隻 

2013.08.25 食蛇龜及柴棺龜 食蛇龜1,446隻、柴棺龜1,180隻 

2011.07.13 食蛇龜及柴棺龜 食蛇龜4隻、柴棺龜31隻 

2009.08.31 食蛇龜 食蛇龜1,255隻 

2009.07.22 食蛇龜 食蛇龜231隻 

2008.06.28  食蛇龜 食蛇龜323隻 

2007.02.012  食蛇龜及其他外來種 食蛇龜110隻、其他2,422隻 

2006.12.152 柴棺龜 柴棺龜1,008隻 

2006.10.01 食蛇龜 食蛇龜314隻 

2006.08.07 食蛇龜及斑龜 食蛇龜198隻、斑龜約900隻 

1：由廈門海關查獲；2：走私進口 

 
宜蘭及花蓮的食蛇龜族群現況調查中，發現非法獵捕的情形嚴重，分別於 39

處調查地點中的 15 處及 72 處的 17 處發現有捕龜陷阱或放置陷阱的痕跡，發現非

法獵捕地點所占比例高於實際捕獲食蛇龜地點，已造成野生族群分布範圍與數量

快速縮減。 

隨著非法獵捕地點的可及度隨食蛇龜分布範圍縮小與族群密度下降，使用陷

阱型式亦逐漸改變；由可利用小貨車大量載運沿產業道路、林道放置捕捉的捕鼠

籠，逐漸需要步行到較偏遠山區捕抓，陷阱改變成於森林底層能長距離大量背運

的彈簧摺疊魚籠、塑膠桶或垃圾桶、自製組合式陷阱等，所使用的陷阱型式極為多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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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食蛇龜族群密度下降非法獵捕捕獲率極低，加上執法機關提高執法強

度，置於偏遠山區之陷阱常有長期未巡視換餌或直接棄置，於遭棄置的陷阱內偶

有發現嚴重脫水或已死亡之個體，亦有因過度日晒造成熱衰竭死亡被丟棄於步道

旁之情形。 

  

  

  

  
曾發現非法獵捕食蛇龜使用之陷阱型式及遭非法獵捕已死亡之個體 

 
於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由2012年所進行的調查監測亦發現有入侵

非法獵捕情形，且入侵地點分布與途徑於不同時期並不相同，所發現之陷阱形式

亦極多樣，應與不同非法獵捕者重複入侵有關。棲地連續的食蛇龜族群不易因單

一非法獵捕事件即造成失去族群功能性，通常是因多次重複且在特定範圍內高涵

蓋度的非法獵捕才導致密度過低，如能透過有效保育巡查即時發現並移除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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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能降低被非法獵捕成功的機會，亦能防止現存野生族群密度過低無法維持族群

的自然存續。 

2. 非法飼養繁殖與洗龜 8 

因國內保育類野生動物人工飼養的規定與管理權責不明確，有部分養龜場或

個人非法收購飼養繁殖食蛇龜，並利用少數以人工繁殖名義進口的許可證明或野

保法實施前即已持有，試圖掩護國內非法飼養繁殖之個體於國內市場銷售或利用

洗龜方式將非法飼養或繁殖個體出口到歐美寵物市場。食蛇龜於 109 年 9 月已公

告列入野保法第 55 條適用人工繁殖管制之野生動物名錄，飼養人工繁殖個體須登

記納管，再繁殖、買賣與輸出入皆需特許。但國內有部分民眾所持有個體為野保法

實施時即登記合法持有或經舉證補登記持有，需積極透過行政管理手段管制以野

保法實施前合法持有個體子代名義或人工繁殖個體庫存名義再出口貿易與洗龜行

為。依據養龜場現況，飼養環境與種龜健康狀況不佳，死亡率極高，且無不同體型

或年齡群個體，明顯為未經長期穩定飼養繁殖個體與子代，非法收購飼養與洗龜

狀況如無法有效阻止，對臺灣食蛇龜野生族群存續亦造成嚴重威脅。 

 

  
國內部分非法養龜場所飼養之食蛇龜及堆放死亡個體 

 

3. 低海拔山區或丘陵地環境土地利用型式改變、棲地劣化 9 

目前現存的零星分布食蛇龜小族群或未受積極保護的相較穩定族群，常因非

法獵捕風險考量分布地點多採隱蔽不公開，但因其棲地與人為活動高度重疊，快

速土地利用型式的改變仍持續造成其棲地消失、劣化。在部分開發案的環境影響

評估生態調查中被刻意忽略，多未進行補償或對野生族群存續有幫助的移地野放，

雖有部分案例亦未持續追蹤與評估實際成效。 

部分野生族群分布地因被公布後遭受非法獵捕而消失，在棲地破壞與非法獵

捕威脅的資訊公開間亦需尋求平衡作法，並加強教育宣導，避免因地點被公布增
                                                 
8 對應 IUCN 5.1.1 故意使用 
9 對應 IUCN 1.3 旅遊/休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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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遭非法獵捕風險。 

(三) 潛在威脅：未知傳染性疾病 10 

目前經非法飼養或大量查緝收容之食蛇龜具有極高感染傳染性疾病的風險，且

多數查獲非法販運個體具明顯經過人為環境飼養的跡象；於非法收購後暫養於人工

圈養環境，在高密度飼養條件下極易感染飼養環境原已存在的病源（如蛙病毒）或經

不當用藥或使用自家疫苗，感染風險極高。近年已發現有野生個體與長期收容個體暫

時混養發現部分死亡案例；亦發現有移地野放地點有原生個體死亡之狀況。於食蛇龜

外寄生蟲嗜龜花蜱已驗出有立克次體，亦可能傳播對人類具健康風險之傳染性疾病。 

針對潛在未知傳染性疾病傳染之風險，除應進行相關研究，並對圈養及野放個體

應進行風險評估與管制，在未釐清前不宜將查緝收容個體野放到有現存穩定野生族

群之棲地，並應野放地點進行追蹤監測，以評估其成效與可能的負面影響。 

 
四、 本計畫目的 

為有效改善食蛇龜的瀕危現況及減緩其生存壓力，並確保野生族群可長期存續，需

透過修訂不符現況無法達到有效保護的法律規定與調整執法保護方式，進行族群監測與

積極經營管理、棲地改善與營造、族群重建或強化，以達到維持野生族族群穩定，並有機

會自然增長擴散的目標。穩定族群則是在無人為介入或由其他族群遷入個體狀況下，可

經由自然繁殖補充維持族群存續，一般認為淡水龜或陸龜至少需 25 對成體，重要可存續

族群最好能超過 300 隻個體。 

 
五、保育策略與行動 

策略 A：強化現存重要族群與棲地保育巡護與野生族群保全 

因食蛇龜野生族群所面臨的非法獵捕與非法販運現況不易於短期內有效改

善，應優先以現存重要族群保全為重點，需採行的保育作為包括：持續調查食

蛇龜野生族群現況，釐清現存重要族群分布，並採行必要保育措施；針對已知

重要族群積極進行焦點性域內保育行動，在已依法劃定的保護區能涵蓋並維持

生活史各階段的棲息環境需求，權責單位並需配置適當人力進行有效經營管理

與保育巡護，以有效杜絕非法獵捕的威脅，確保野生族群的存續；其他少數重

要族群亦需評估進行保育巡護，以保全野生族群存續與維護棲地的品質。 

行動 A-1：積極且有效保護食蛇龜現存重要野生族群、保全其生活史各階段的棲息環

境需求 

                                                 
10 對應 IUCN 8.4 有問題的物種/來源不明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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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非法獵捕與棲地零碎化的影響，能自然維持長期存續且連續分布

的食蛇龜現存重要野生族群並不多，尤其在依法劃定的保護區或保留區範

圍內之現生族群，應優先及積極進行保育巡護，防阻非法獵捕的情形，以

保全具指標性重要野生族群之存續。短期目標以減緩重要野生族群持續減

損趨勢為重點，有效排除非法獵捕與棲息環境劣化等不利人為或自然因

子，維持其族群功能性。 

針對已知重要族群積極進行焦點性域內保育行動，在已依法劃定的保

護區能涵蓋並維持生活史各階段的棲息環境需求，權責單位並需配置適當

人力進行有效經營管理與保育巡護，以有效杜絕非法獵捕的威脅，確保野

生族群的存續；其他少數重要族群亦需評估進行保育巡護，以保全野生族

群存續與維護棲地的品質。 

行動 A-2：進行野生動物保護區內食蛇龜野生族群系統性保育巡護，防阻非法入侵獵

捕 

過去多數國家對野生動物犯罪防治，多著重在透過嚴格執法將犯罪行

為人依法究辦；但在實務上強力執法與蒐證不僅耗費人力，加上立法規定

罰責或管理制度的不足，常未被當成優先執法重點項目，而執法過程常需

以干擾或犧牲受保護物種為代價，加上罰責或判決刑責過輕，常與瀕危物

種的保育目標有所衝突。 

在無法及時修法及加強執法的現實條件下，於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

物保護區及其他受保護範圍的現生野生族群應透過系統性保育巡護並利用

輔助監測工具偵測警示非法入侵，以提高保育巡護空間涵蓋率及時發現移

除非法獵捕使用之陷阱，減低對食蛇龜的生存威脅。中央與地方保育主管

機關亦應協調並擬訂明確保育上位計畫，落實合作與權責分工。 

行動 A-3：調查食蛇龜野生族群現況與分布，釐清現存重要野生族群與棲地進行保育

巡護及監測族群動態與變動趨勢 

食蛇龜現存野生族群現況的調查需要時間與人力，於短期內不易有明

確結果，應逐年調查釐清現存族群現況，並優先保全相對穩定的族群與棲

息地，監測族群變動與棲地演替趨勢。 

必要時需進行合適產卵環境的營造，以確保現存重要族群不致於因土

地利用型式改變或棲地演替而造成幼龜補充量下降或成龜進行長距遷移，

遠離受保護之範圍。應定期監測已知現存重要族群現況與族群變動趨勢，

並透過普查與通報尋找與確認其他重要族群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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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A-4：建立食蛇龜因開發案件或棲地破壞事件之族群補償機制 

因棲息於低海拔環境食蛇龜的棲息地常與人類的活動範圍具有高度重

疊，隨著土地利用型式改變或大規模土地開發案件，對活動範圍相對較

小、忠誠度高的食蛇龜野生族群造成嚴重影響，甚至遭受完全破壞。因既

有法規規定無法依法嚴格限制建設開發或土地利用，對未經公告指定為

「重要棲息環境」內現存野生族群棲息地或生態功能的影響，應透過族群

補償機制或移地野放替代破壞的罰款，對食蛇龜野生族群的保全或復原才

較有幫助。部分土地開發案基地內現存的小族群因法律規定不明確或欠缺

執行機制，實際現存族群與棲地現況多未被披露，應鼓勵開發單位以生態

補償機制代替處罰，以達到瀕危物種保育或保全的目標。 

策略 B：修訂不符時宜之相關法律規定及提高合理之罰責 

相關政府保育主管機關與執法單位應落實既有管制國內及跨境非法販運之

相關法令，透過執法與行政管理有效減緩瀕危食蛇龜的生存威脅。目前國內關

於違反瀕危物種非法獵捕與販運相關法律之罰責未能依據實際野生動物受損害

程度、非法獲利金額及社會所需付出代價處以加重罰責，對犯罪行為人無法達

到嚇阻與處罰效果，對瀕危野生動物負面影響所導致社會成本負擔，依法無負

責或補償機制並不合理，應透過修法補救。 

「野生動物保育法」雖有涉及「騷擾、虐待、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

物明確規定，但對涉及跨境非法販運的「輸出入」立法條文，並無處罰「走私

未遂犯」、「意圖走私」或「非法運送」相關規定，造成查獲走私未遂案件依野

保法並無適用處罰條款。 

而海巡署查緝食蛇龜跨境非法私運案件主要執法依據的「懲治走私條例」

第 2 條第 3 項第 5 款、第 3 條之私運管制物品出口罪，雖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

但經法院判決認定食蛇龜非屬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公告

「管制物品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所列之「管制進出口物品」，該條例並不適用

食蛇龜非法走私未遂案件。立法與執法的不完備，造成司法機關僅以罰責較輕

的「騷擾」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責罰處販運數量極大且動物死亡率極高的非法販

運案件。 

此外，多數國家對瀕危野生動物買賣立法規定多採用與毒品、人口類似的

「販運（trafficking）」概念，違法型式包括收購、運輸、販賣與意圖販賣等，大

量蒐集與運送等意圖販賣、意圖走私行為已對瀕危物種造成嚴重傷害，於國內

至今仍無相關罰責。 

多數國家有關野生動物買賣、走私立法的罰責包括有刑事罰、罰金與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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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相關處罰除犯罪行為人受到處罰外，所處罰金未能對受害物種有實質補

償，對瀕危物種的實際助益有限；且被查獲動物後續處置、復原費用仍需由政

府部門公務預算承擔。近年國際間參考美國的雷斯法案（Lacey Act）的受害補

償（restitution）機制，加害的犯罪行為人應依法對犯罪行為造成瀕危動物的危

害付出附帶補償，尤其對高獲利的犯罪行為人依據「比例原則」不易加重刑事

處罰，採另處以指定用途的高額補償金，才能有實際效果。野保法第 52 條第 3

項已有「所需費用，得向違規之行為人收取」之規定，應可透過公益訴訟或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方式進行求償。 

於刑事罰部分，相關法律規定亦無依據危害程度、瀕危程度、數量或價值

而有差別，如中國大陸刑法則有「情節嚴重」及「情節特別嚴重」加重處罰的

規定。目前在無法依據對瀕危物種危害程度與不當獲利金額加重處罰機制，甚

至是無法可罰的情況下，導致對大量收購、販運案件之出資者與最大獲利者處

所需付出的法律風險與成本過低，無法達到預期的法律嚇阻效用。 

行動 B-1：檢討不符執法現況之法律規定，並推動修法 

海巡署查緝食蛇龜跨境非法販運主要執法法源的「懲治走私條例」，雖

有處罰走私未遂犯罰行為規定，但不適用於瀕危龜類跨境私運案件；而

「野生動物保育法」並無走私未遂相關罰責。為防止非法跨境私運案件一

再發生，對高獲利的犯罪集團無法可罰或未能依瀕危物種受害程度加重處

罰的現況，亦缺少對犯罪行為人求償制度，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修法，以

保全現存野生族群及非法收購或飼養之食蛇龜被私運出境。 

策略 C：積極管理非法野生龜類資源利用，加強查緝非法獵捕與販運 

國內非法飼養及利用合法掩護非法買賣食蛇龜之情形相當常見，由華盛頓

公約貿易資料庫（CITES trade database）有 3 件 45 隻，實際販售量並無確切數

量。食蛇龜已公告列入野保法第 55 條名錄中，於野保法實施前即已持有個體及

繁殖子代或由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地區以人工繁殖個體名義進口個體的買賣

與繁殖將納管，未來應加強執法與管理。 

食蛇龜跨境私運（走私）案件的執法機關涉及海關、海巡署與警察機關，

因執法權責、依據、罰責並不相同，依通商口岸與非通商口岸執法權責不相同，

過去相關案件常缺乏跨機關合作執法機制，不易法針對瀕危龜類由非法獵捕、

收購、飼養、運輸、跨境私運與交易、資金流向等組織性犯罪形式有效依法究

處，尤其是背後操控跨境私運與投機性資金來源，實際執法效益有限。應積極

建立跨機關合作執法模式，以有效遏止高獲利、低法律風險的非法野生動物販

運組織性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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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C-1：協調各機關橫向聯繫，加強執法效益及跨機關合作 

國內涉及食蛇龜非法獵捕、販運、跨境私運、飼養繁殖管理與執法權

責單位複雜，加上執法所依循的法律規定與限制並不相同，有關罰責亦差

異極大，如未能跨機關合作，針對新型態組織性野生動物犯罪的執法成效

有限。中央保育主管機關應積極協調相關執法單位建立合作平臺，以加強

執法效益。 

策略 D：進行食蛇龜野生族群重建與強化 

歷經由 2006 年開始所遭受嚴重非法獵捕與販運的生存威脅，食蛇龜野生族

群分布範圍與現存數量快速減少，多數族群呈現小區域與低密度分布，現存野

生個體已不易透過自然繁殖維持可長期存續的野生族群，極易因人為或自然環

境擾動或遭非法獵捕而消失。過去雖曾於多處地點進行移地野放，但多未持續

進行野放後監測與評估，實際成效無法確認或有遭非法獵捕情形。需利用查緝

收容個體及保育繁殖之幼龜選定合適安全棲息環境進行移地野放，以達到族群

重建之保育目的。部分環境適合但現存密度過低族群，尤其在能受到保護環境，

可利用移地野放補充具繁殖能力的成體及保育繁殖之幼龜，強化野生族群及加

速其復原。 

因國內尚無私有土地提供做為野生動物保育棲地補償及長期合作機制與規

範，鼓勵、短期獎勵或補貼無法確保或限制土地利用形式改變與所有權處分，

食蛇龜長距離遷移能力有限，受棲息地改變影響極明顯，仍應優先以位處公有

土地範圍且易於管制巡護之合適棲息環境，評估進行族群重建或強化。 

行動 D-1：利用查緝收容個體進行移地野放，達到族群重建目標 

鑑於食蛇龜野生族群快速消失或族群密度過低，應優先選擇在受保護的

棲地利用查緝收容個體進行族群重建。但野放地點需事先進行評估，以無

現生族群或低族群密度之地點為宜；且應以軟野放方式於野放地點暫養後

再行野放，因食蛇龜對棲地具高度忠誠度，以減少野放初期出現長距離移

動遠離相對安全的環境。於野放後並應進行監測巡護，以追蹤其存活率或

留存率，及防止可能的非法獵捕，追蹤監測至少二個活動季。 

行動 D-2：利用保育繁殖進行劣化野生族群之強化 

食蛇龜具夀命長、繁殖潛力低、達性成熟時間長、幼龜存活率低、成

龜存活率高的生活史特性，密度過低野生族群的復原或利用野放重建族群

所需時極長且不確定性高，常需利用保育繁殖的幼龜補充劣化族群，新個

體的補充速度，以加速野生族群復原或族群重建。食蛇龜的圈養繁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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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不高，但保育繁殖是於圈養環境繁殖新個體野放至自然環境重建族群

或補充已劣化族群為目的，與一般以增加幼體數量的商業繁殖或增殖野放

不同，應儘量符合自然習性與提供接近自然環境的圈養條件。國內既有收

容系統與圈養設施應進行具有明確目標的保育繁殖計畫，增加重點族群重

建或劣化族群強化的速度。 

行動 D-3：規劃安全且受保護之移地野放棲地，並加強巡護與監測 

目前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對少量執法沒入、民眾發現通報或救傷個體的

野放多未進行合適野放地點與族群現況評估，沒有明確目標的移地野放對

密度過低的野生族群並無實際助益，且野放後的存活率多未進行監測無法

確認。因應食蛇龜現存野生族群密度過低的現況與非法獵捕壓力，中央與

地方主管機關應評估與規劃區域性移地野放合適且安全棲地，以利維持及

補充可存續之野生族群，並進行有效的保育巡護與監測，以確保野放個體

安全。 

策略 E：積極管理瀕危龜類活體、產製品利用與貿易 

瀕危龜類非法獵捕與販運實際起因是中國大陸養龜市場投機性資金大量投

入與大戶進行市場供需量人為操控、炒作哄抬價格，高價的種類除歐美日寵物

市場需求外，並無支持養龜市場的長期消費需求。為維持市場投機性資金的獲

利，常會採取控制供給量作法，將供給過剩的活體進行減量以高價保健用途產

製品形式銷售或轉銷往其他市場提高需求量。在中國大陸投機性市場價格炒作

獲利下降後，繁殖過多之活體會以人工繁殖名義銷回臺灣或私運回臺。食蛇龜

雖已公告列入野保法 55 條名錄，人工繁殖個體持有、飼養、繁殖需登記納管，

但仍有少數於野保法實施前即持有或事後補登記持有個體，需追蹤其數量與實

際流向，以免發生常見的非法洗龜情事。0 國內但經養龜場混養或刻意不同產

地型混養繁殖，經基因混雜後子代或具有感染傳染性疾病風險個體回流臺灣後，

將為國內野生族群帶來無法預期的風險。 

行動 E-1：國內養龜場及個人持有個體進行登記管理與定期查核 

針對國內所合法持有之食蛇龜需進行登記管理，尤其是野保法施實前

登記持有或補登記持有之個體，應追蹤其流向與交易狀況。部分民眾或養

龜場已無持有事實時，亦應查核確實註銷登記。部分業者所持有的人工繁

殖個體則應進行查核，確實追蹤其流向。 

策略 F：鼓勵與輔導民間及社區參與瀕危食蛇龜保育 

除少數偏遠隔離民眾不易到達的山區環境外，低海拔丘陵地農墾、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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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或開發行為與食蛇龜的棲地有所重疊或利益衝突，甚至是公有土地的利用

或開發亦曾發生衝突造成不利影響。食蛇龜的習性隱密性較高，活動範圍小，

因利益衝突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易被發現；即使食蛇龜野生族群之核心棲地能

有效受到保護或管理，週邊族群亦需透過民眾或社區合作，透過棲地改善、保

育巡護或宣導，以降低人為活動、干擾對食蛇龜可能的負面影響。 

為降低土地利用開發利益與瀕危食蛇龜衝突，亦可評估與民間、社區或土

地所有權人合作進行移地野放或棲息地營造、改善，以降低土地利用與食蛇龜

野生族群、棲地保全之衝突。 

行動 F-1：鼓勵民間及社區參與食蛇龜野生族群與棲地之保育巡護 

因食蛇龜的生態習性與分布特性，極易因詳細地點與族群現況被過度

公開遭受非法獵捕；以「經濟」誘因鼓勵民眾參與瀕危野生動物保育模

式，與其他可供生態旅遊或獵捕利用的野生動物對社區的長期經濟誘因較

低，常因犯罪行為人身分與非法獵捕的利益權衡，導致社區參與的效益不

彰。具有現生族群鄰近社區或部落，野生個體仍有機會出現於附近農墾地

或跨越道路，有必要鼓勵與輔導民間組織或社區參與重要族群與棲地之保

育，必要時需進行環境營造，以利野生族群之保全，但由民眾直接參與族

群調查與監測有其不確定性或因族群現況資訊公開可能有增加非法獵捕風

險，可參照國外作法，鼓勵與輔導社區或民眾參與保育巡護、清除非法獵

捕所使用之陷阱，利用增加巡護範圍涵蓋率方式，降低非法獵捕成功率，

提高獵捕成本與法律風險，達到野生族群保全的目的。 

策略 G：提升龜類保育意識與環境教育推廣 

國內非法私養、繁殖或買賣受法律保護瀕危龜類偶有發生，亦有民眾將來

源不明個體不當棄養或野放，甚至有部分單位變相鼓勵以野生動物救援或救傷

名義不當撿拾或移地野放食蛇龜，造成野生族群受嚴重干擾，對現存野生族群

實際保育或保全助益有限。極需透過教育推廣，傳達正確的觀念與作法；並鼓

勵民眾通報野生族群分布、非法獵捕、棲地破壞之重要訊息，共同保全食蛇龜

野生族群之存續。 

行動 G-1：以現有野生動物收容救傷系統為基礎，透過教育推廣提昇龜類保育意識 

國內除非法獵捕或販運外，非法飼養或持有、不當撿拾之情形亦極常

見，宜透過現有野生動物救傷系統為基礎，進行教育推廣提昇龜類保育意

識與對待野生淡水龜的正確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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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權益關係人或團體 

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二、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三、各縣市政府 

四、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五、海巡署 

六、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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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農業/水

產養殖 

4 運輸/交

通廊道 

6 人類入

侵/干擾 

2.2.2 農業

種植園 

4.1 道路/

鐵路 

6.1 娛樂活

動 

A 強化

現存重

要族群

與棲地

保育巡

護與野

生族群

保全 

A-1 積極

且有效保

護食蛇龜

現存重要

野生族群、

保全其生

活史各階

段的棲息

環境需求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 

已依法劃定的保

護區，中央應每年

積極編列預算和

人力，有系統性的

進行食蛇龜生活

史各階段所需棲

地重建與維護，特

別是「產卵場」，

以利食蛇龜野外

族群保存，減少龜

類長途移動尋找

合適環境的需求。 

減緩重要

野生族群

持續減損

趨勢，有效

排除棲息

環境劣化

因子，維持

其族群功

能性與棲

地的品質。 

持續性 

5 生物資

源利用 

5.1 狩獵/

搜集陸域

動物 

A-2 進行

野生動物

保護區內

食蛇龜野

生族群系

統性保育

巡護，防阻

非法入侵

獵捕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各

縣 市 政

府、保安

警察第七

總隊 

中央應就保護區

範圍進行系統性

巡查規劃，加強和

提高每年之保育

巡護工作，並利用

輔助監測工具偵

測和警示非法入

侵。 

提高保育

巡護空間

涵蓋率和

頻率，及時

發現移除

非法獵捕

使用之陷

阱，減低對

食蛇龜的

生存威脅。 

持續性 

12 其他選

項 

12.1 研究

資料不足 

A-3 調查

食蛇龜野

生族群現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各林業保育署分

署應優先盤點所

轄林班地內，適合

了解現存

重要族群

現況與族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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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分布，

釐清現存

重要野生

族群與棲

地進行保

育巡護及

監測族群

動態與變

動趨勢 

分署、生

物多樣性

研究所、

各大學 

食蛇龜生存、隱蔽

易管理之棲地，並

進行轄區內現有

族群調查與監控，

優先保全相對穩

定的族群與棲息

地維護，特別是產

卵環境的營造，同

時減少甚至排除

野豬和遊蕩犬貓

對龜卵和幼龜的

捕食情形。 

群變動趨

勢，透過轄

屬林班地

現地普查

與通報，尋

找與確認

現存野外

重要族群

的分布。加

強巡護和

生活史所

需棲地重

建，以利族

群演替。 

1 住宅/商

業開發 

2 農業/水

產養殖 

1.3 旅遊/

休閒區 

2.2.2 農業

種植園 

A-4 建立

食蛇龜因

開發案件

或棲地破

壞事件之

族群補償

機制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各

縣市政府 

透過族群補償機

制或移地野放，對

食蛇龜野生族群

的保全或復原才

較有幫助。 

應鼓勵開

發單位以

生態補償

機制代替

處罰，協助

開發單位

有效持續

追蹤和監

測補償族

群，以達到

瀕危物種

保育或保

全的目標。 

持續性 

12 其他選

項 

12.3 相關

法律規定

不合時宜 

B 修訂

不符時

宜之相

關法律

規定及

提高合

理之罰

責 

B-1 檢 討

不符執法

現況之法

律規定，並

推動修法 

海巡署、

各縣市政

府 

海巡署查緝食蛇

龜跨境非法販運

主要執法法源的

「 懲 治 走 私 條

例」，雖有處罰走

私未遂犯罰行為

規定，但不適用於

瀕危龜類跨境私

運案件；而「野生

動物保育法」並無

走私未遂相關罰

修訂不符

時宜之瀕

危龜類跨

境私運案

件相關法

律規定及

提高合理

之罰責。 

中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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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主管機關應積

極推動修法，以保

全現存野生族群

及非法收購或飼

養之食蛇龜被私

運出境。 

5 生物資

源利用 

5.1 狩獵/

搜集陸域

動物 

C 積極

管理非

法龜類

野生動

物資源

利用，

加強查

緝非法

獵捕與

販運 

C-1 協調

各機關橫

向聯繫，加

強執法效

益及跨機

關合作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各

縣 市 政

府、保安

警察第七

總隊 

針對新型態組織

性野生動物犯罪

的執法成效，中央

保育主管機關應

積極協調相關執

法單位建立合作

平臺。 

中央保育

主管機關

應積極協

調相關執

法單位建

立合作平

臺，以求有

效執法之

目標。 

持續性 

1 住宅/商

業開發 

2 農業/水

產養殖 

1.3 旅遊/

休閒區 

2.2.2 農業

種植園 

D 進行

食蛇龜

野生族

群重建

與強化 

D-1 利用

查緝收容

個體進行

移地野放，

達到族群

重建目標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生

物多樣性

研究所 

各林業保育署分

署應盤點轄屬林

班地，優先選擇封

閉隱密、易管理且

適合食蛇龜的棲

地，進行棲地重建

和維護以利收容

個體野外族群重

建。應以軟野放方

式暫養後再行野

放，野放後族群必

需野放成效監測

並加強巡護工作。 

利用查緝

收容食蛇

龜個體進

行野外族

群重建。 

持續性 

1 住宅/商

業開發 

2 農業/水

產養殖 

1.3 旅遊/

休閒區 

2.2.2 農業

種植園 

D-2 利用

保育繁殖

進行劣化

野生族群

之強化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生

物多樣性

研究所 

於現有收容中心

和觸口龜類保種

中心進行保育繁

殖計畫，以利野外

族群重建。 

國內收容

與圈養設

施應進行

具有明確

目標的保

育繁殖計

畫，增加重

點族群重

建或劣化

中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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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強化

的速度。 

5 生物資

源利用 

5.1 狩獵/

搜集陸域

動物 

D-3 規劃

安全且受

保護之移

地野放棲

地，並加強

巡護與監

測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生

物多樣性

研究所、

各縣市政

府 

盤點各林業保育

署分署轄屬林班

地以及地方公有

土地中，適合食蛇

龜野放之安全地

點，重建和維護棲

地，以利維持及補

充可存續之野生

族群，並進行有效

的保育巡護與監

測，以確保野放個

體安全。 

規劃合適

且安全移

地野放棲

地，並進行

有效的保

育巡護與

監測。 

持續性 

5 生物資

源利用 

5.1.1 故意

使用 

E 積極

管理瀕

危龜類

活體、

產製品

利用與

貿易 

E-1國內養

龜場及個

人持有個

體進行登

記管理與

定期查核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各

縣市政府 

針對國內所合法

持有之食蛇龜（包

括持有的人工繁

殖個體）需進行登

記管理，應追蹤其

流向與交易狀況。

已無持有事實時，

亦應查核確實註

銷登記。 

對國內所

合法持有

之食蛇龜

需進行登

記管理與

定期管核 

持續性 

12 其他選

項 

12.2 民眾

對於龜類

保育知識

不足 

F 鼓勵

與輔導

民間組

織參與

瀕危食

蛇龜保

育 

F-1鼓勵民

間及社區

參與食蛇

龜野生族

群與棲地

之保育巡

護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農

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

署、各縣

市政府 

社區林業 20年推

廣有成，加上農村

發展及水土保持

署推動超過 10年

的農村再生計畫，

全國數千個社區

組織可以成為很

好的保育基礎，積

極鼓勵與輔導社

區林業、農再或民

間組織參與鄰近

社區山林的保育

巡護和清除非法

獵捕所使用之陷

阱，藉由增加巡護

民間組織

或社區民

眾參與食

蛇龜野生

族群與棲

地保育巡

護、清除非

法獵捕陷

阱，達到野

生族群保

全的目的。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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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和頻率，降低

違法盜獵之發生，

必要時進行棲地

營造，以利野生族

群保全。 

12 其他選

項 

12.2 民眾

對於龜類

保育知識

不足 

G 提升

龜類保

育意識

與環境

教育推

廣 

G-1 以現

有野生動

物收容救

傷系統為

基礎，透過

教育推廣

提昇龜類

保育意識 

林業保育

署、各林

業保育署

分署、各

縣市政府 

透過現有野生動

物救傷系統為基

礎，進行教育推廣

提昇龜類保育意

識、面臨困境與對

待野生淡水龜的

正確處理方式。 

提昇龜類

保育意識

與對待野

生淡水龜

的正確處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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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