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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研究計畫構想研究計畫構想研究計畫構想研究計畫構想：：：：    

    澎湖縣望安島之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自從民國84年劃設以

來，已屆滿17年。在此期間因國人對野生動物保育的重視、媒體的大

幅報導、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國際的重視，使得這小小的23公頃多之

保護區，享有全國以及國際的知名度。每年到夏天，都有數百到數千

人，不遠千里到這原本不知名的小島過夜，以便一睹綠蠵龜產卵的奇

景及牠安靜的產卵沙灘。這項保育工作的成果，也帶動了國內其他野

生動物保育的風潮，完全達到將海龜當保育動物〝flagship species〞

的功能。由於近年來，保育工作逐漸講求社區參與，保護區又有經營

管理之必要，因此我們在保護區的工作，需能兼顧當地社區的發展，

才能落實這項工作，也才能讓望安，甚至是澎湖的居民能以保護望安

海龜族群為榮。並視海龜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之一部分，為當地一項重

要的觀光資源，落實生態保育教育，將能達到此一目標。 

    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本計畫除持續進行望安島海龜生殖生物學調

查，以期了解澎湖縣海域分佈之海龜種類、分佈地點及生殖特性外，

並辦理一系列的活動，以澎湖縣當地的國小生及教師為對象，將過去

所努力的成果以生態教育巡迴演講的方式呈現，使學員得以充份瞭解

海龜之生態習性，瞭解自身所處的環境中，有著需要被我們瞭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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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進而去保護牠的物種，進而宣導保育之觀念，並且透過種子教師的

培訓，讓保育的種子不斷地向外擴散，且讓保育教育與觀念持續向下

紮根。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構想，本研究欲達成標的如下： 

(一) 「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繁殖期間海龜資料收

集、追蹤、分析、野外調查等工作，預計完成項目如下： 

    1.紀錄已上標之產卵母龜的標號及晶片號碼，將未上標之母龜上

標，並亦將標示號碼及晶片號碼寫明。 

    2.提供上岸產卵母龜之個別及平均背甲長、寬。 

    3.將各母龜產卵日期、產卵地點(保護區位置及經緯度(以度分秒

表示))逐窩說明表列，並於母龜產卵次日將前列 3 點資料通知農漁

局。 

    4.若有檢查產卵數，將通知貴局應聘巡護員在場，並於年度內將

調查資料表列。如因需要，有移卵情形時也會先行告知農漁局應聘巡

護員，並於次日通知農漁局承辦人員知悉。移卵前、後地 點亦將標

明(保護區位置及經緯度(以度分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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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將相關資料作成 Excel 表格。 

(二) 辦理本縣各級學校海龜保育巡迴講座 4場次，於活動前 1個月

將時間、地點、講師等資料通知農漁局，並於上課前 3 天通知農漁

局派員驗收。 

（三）於年度計畫結束後，比對近 5年成果資料，提出海龜具體保育

方針。 

（四）調查期間如有團體申請進入辦理環境教育遇海龜上岸產卵，研

究人員將提供解說。 

 (五)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政府做為經營綠蠵龜保護區

之考。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 ) ) ) 海龜資料收集海龜資料收集海龜資料收集海龜資料收集、、、、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野外調查分析野外調查分析野外調查分析野外調查分析::::    

    於今年六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進行晚上綠蠵龜產卵沙灘的巡護

工作，參照每日潮汐表，於每晚漲潮前後兩小時進行沙灘巡邏，由

實驗室所聘請之望安當地資深海龜研究調查員(sea turtle beach 

surveyors)、研究生及海龜志工所組成的研究團體，以兩個人為一

組，由資深海龜研究調查員及研究生帶領志工進行沙灘巡邏，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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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上以每小時巡護一次為原則，防止因經常走動而驚嚇到正要上岸

產卵的母龜。當發現海龜時立即通報工作站，以不干擾海龜為最高

原則在旁觀察紀錄，並於海龜產卵完畢後或下海時進行海龜編號辨

識，待母龜產卵完畢下海後，才進行卵窩調查工作。 

((((二二二二) ) ) ) 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    

    本次活動由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綠蠵龜研究團

隊，派員至澎湖縣西嶼鄉 4所國小進行宣導(外垵國小、內垵國小、

赤馬國小、池東國小)，內容為綠蠵龜保育之各項主題。 

((((三三三三) ) ) ) 望安鄉轄內望安鄉轄內望安鄉轄內望安鄉轄內與馬公市街內公園與馬公市街內公園與馬公市街內公園與馬公市街內公園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活動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活動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活動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活動::::    

    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之主要對象為至望安鄉與馬公市轄內旅

遊的國內外遊客、當地居民及民宿、旅遊業者。課程為海龜的生殖生

態、海龜生存危機、保護區的經營管理、生態保育法規的介紹及望安

海龜生態旅遊實例等。 

四四四四、、、、執行情形及成果執行情形及成果執行情形及成果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一一一〉〉〉〉    海龜資料收集海龜資料收集海龜資料收集海龜資料收集、、、、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野外調查分析野外調查分析野外調查分析野外調查分析: 

 今年的望安島生殖生態學調查結果列於表一中，而歷年產卵母龜

數則列於圖一中。產卵季是從 5 月 27 至 9 月 26 日為止，而產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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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從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在這段時間裡，共有 5 頭母龜上岸產

卵，其中 3 頭曾經來過望安產卵分別為 TW139/TW140、TW1437/ 

TW3855、TW249 /TW3829、TW3891/TW3892 以及 TW4018/ 

TW4017(表二)，其中 TW139 /TW140 更於 1994 年就到過望安島產

卵，這是牠第 8 度造訪望安島，平均每 2-3 年回望安島產卵一次。而

TW249/TW3891，則於 1997 年起至今第四次回到望安島產卵，平均

約每 4 年回望安島產卵，最後 TW1437/TW3855 則為第二次回到望

安，牠前一次回望安產卵為 6 年前，至於 TW3891/TW3892 以及

TW4017/TW4018 則是第一次回到望安島上產卵,為今年的新龜。這五

隻母龜中，TW4017/TW4018 的左側背甲緣盾及左後肢與一般的母龜

相比，有明顯的異常與缺陷，推測是母龜成長的過程中有被鯊魚攻擊

過。 

    而在產卵母龜影像記錄的部分，本次產卵季總共記錄到四隻產卵

母龜之影像，分別為 TW139/TW140、TW1437/TW3855、TW249 

/TW3829 以及 TW4018/TW4017(相關母龜影像請查閱附錄二)，而產

卵母龜 TW3891/TW3892 則沒紀錄到相關影像，主要原因為此母龜僅

在 7/13 日深夜上岸產卵，但當日夜間望安正受到蘇力颱風外圍環流

之影響，沙灘上颳起陣風並且間歇性的降雨，因為擔心攝影器材受雨

水的影響而損壞，因此無法紀錄到相關母龜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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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母龜的平均體長為 98.9 公分背甲直線長及 105.7 公分背甲曲

線長，母龜平均每隔約 15 天就上岸產卵ㄧ次，在本季中，所有的母

龜共上岸 47 次，平均每頭母龜上岸 13 次。今年所有的母龜共產下

29 窩卵，在扣除找不到卵窩且無法確認是哪隻母龜所產的卵窩後，

這 5 隻母龜共產下 26 窩，平均每頭母龜產下 5 窩卵。在本季中，主

要產卵的沙灘為 A(天台山)、C(土地公)及 G(網垵口)等三處。 

   在卵窩方面，今年共產下 29 窩(表三)，其中 19 窩有記錄到完整

卵數共 2260 粒龜卵，平均每窩含 119 粒龜卵，其餘 10 窩中有 5 窩

(NO.25-29)因配合繳交期末報告之因素尚未取得其相關卵窩資訊、2

窩受颱風影響被摧毀因此無法計算卵數及相關資訊，剩餘 3 窩則是找

不到卵窩且無法確認是哪隻母龜所產下的。平均龜卵大小為：直徑

4.3 公分，重量 4.6 克。平均龜卵孵化期為 54.3 天，孵化率為 67%，

孵化出的稚龜大小為；4.63 公分背甲直線長，重 23.96 克。 

    今年被颱風所摧毀的卵窩(NO.9、NO.19)皆位於天台山沙灘，其

中被沖毀的 NO.9 發現時僅剩下 38 粒卵，在不顛倒卵的動、植物極

(animal / vegetal pole)的前提下，我們將剩餘的卵快速移位到安全的地

點，這 38 粒卵最後於 8 月 29 日孵化出 22 隻小海龜並順利的下海，

而 NO.19 則是因沙層完全被掏空，所以完全找不到卵窩的位置。此

外較令人訝異的是位於網垵口的第 NO.20 窩，在其預計孵化的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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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產卵後 50 日)當日上午被未知人士挖走，因此整窩孵化後的小

龜皆遺失，相關的數據也無法紀錄，由於 9 月 24 日前後望安正好受

到天兔颱風的影響，氣候相當不良，因此到望安遊客數量不多，推測

挖卵窩的民眾應該不是一般遊客，此外，由於今年的平均龜卵孵化天

數約為 54 天，因此這窩被有心人士挖走的卵窩中多數的龜卵因尚未

孵化而被丟棄於沙層表面，由於環境溫度的日夜溫差大，因此會造成

龜卵快速死亡，所以有許多有機會孵化的小龜因此死亡。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2020202013131313 年年年年望安望安望安望安島海龜生殖生物學資料島海龜生殖生物學資料島海龜生殖生物學資料島海龜生殖生物學資料    

 平均值 標準差 重複組 總數 

母龜     

背甲直線長(cm) 98.9 5.5 5  

背甲曲線長(cm) 105.7 5.5 5  

產卵間隔(天) 15 1.9 23  

每頭母龜本季產卵次數 5 3 5 21 

卵窩及龜卵     

平均每窩含卵數 119 29 19 2260 

平均卵徑(cm) 4.3 0.2 420  

平均卵重(mg) 4.6 0.3 420  

龜卵孵化率(%) 67 19 15  

孵化及稚龜     

孵化期(天) 54.3 3.9 16  

背甲直線長(cm) 4.63 0.19 180  

稚龜重(g) 23.96 2.8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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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1992199219921992 至至至至 2013201320132013 年望安島歷年產卵母龜上岸數年望安島歷年產卵母龜上岸數年望安島歷年產卵母龜上岸數年望安島歷年產卵母龜上岸數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望安望安望安望安島各島各島各島各產卵母龜基礎型質記錄產卵母龜基礎型質記錄產卵母龜基礎型質記錄產卵母龜基礎型質記錄與卵窩相關資訊與卵窩相關資訊與卵窩相關資訊與卵窩相關資訊。。。。    

母龜 1：標示編號碼：TW139 / TW140 

        晶片號碼：133456453A 

        直線背甲長：100.1CM       曲線背甲長：106.3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6/21 G 120 8/9 34 34 0 86  

7/10 G 121 8/27 77 73 4 64  

7/23 G 113 9/8 58 52 6 50  

8/5 G 104 9 月 24 日通報被未知人事挖走 

8/19 G 105 10/12 67 67 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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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龜 2：標示編號碼：TW1437/TW3855 

        晶片號碼：4602005767 

        直線背甲長：105.75cm           曲線背甲長：112.5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10 C 145 8/27 77 73 4 64 2 破於產卵時 

7/24 C 128 9/9 84 80 4 42 1 破於產卵時 

8/28 C 未知 因配合繳交期末報告撰寫期限尚未取得相關卵窩資訊 

9/13 C 未知 因配合繳交期末報告撰寫期限尚未取得相關卵窩資訊 

9/26 C 未知 因配合繳交期末報告撰寫期限尚未取得相關卵窩資訊 

 

母龜 3：標示編號碼：TW249/TW3829 

        晶片號碼：133513172A 

        直線背甲長：92.9cm           曲線背甲長：100.05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21 A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的卵窩位置 

8/4 A 105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8/16 A 107 10/6 92 92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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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龜 4：標示編號碼：TW4017/TW4018 – 2013 年望安新龜 

        晶片號碼：145229286A 

        直線背甲長：102cm           曲線背甲長：110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15 A 130 8/31 79 79 0 51  

7/29 A 174 9/12 136 0 0 36 2 破於產卵時 

8/11 A 172 10/2 121 121 0 50 1 破於產卵時 

8/27 A 150 10/20 113 110 3 37  

9/13 A 未知 因配合繳交期末報告撰寫期限尚未取得相關卵窩資訊 

 

 

 

 

母龜 5：標示編號碼： TW3891/TW3892 - 2013 年望安新龜 

        晶片號碼：145216270A 

        直線背甲長：93.6cm           曲線背甲長：100.1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13 A 88 8/29 82 8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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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認母龜之卵窩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5/27 A 79 7/22 75 74 1 4  

6/5 G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的卵窩位置 

6/6 G 82 7/26 82 82 無法挖掘到正確卵窩位置 

6/13 C 91 8/3 64 59 5 26  

6/19 C 155 8/11 143 133 10 12  

6/22 B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卵窩位置 

6/28 A 91 未知 42 42 0 49  

7/8 A 38 
8 月 22 日受潭美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僅救援到 38 粒卵,其餘

龜卵皆沖落於海中，經移位後於 8/29 孵化 22 隻小海龜 

7/9 G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的卵窩位置 

8/29 A 未知 因配合繳交期末報告撰寫期限尚未取得相關卵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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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表三表三表三：：：：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9999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所產下之日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所產下之日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所產下之日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所產下之 17171717 窩窩窩窩卵卵卵卵

窩位置與資料窩位置與資料窩位置與資料窩位置與資料。。。。    

編號 產卵日期 產卵沙灘 海龜標號 海龜晶片 原卵窩位置 移位後位置 
產卵數

(破) 

1 5 月 27 日 天台山 未知 未知 
N23°22.632'  

E119°29.644'  
無移位 79 

2 6 月 5 日 網垵口 找不到卵窩,無法確定卵窩位置及檢驗孵化率 

3 6 月 6 日 網垵口 未知 未知 
N23°21.360'  

E119°30.239' 
無移位 82 

4 6 月 13 日 土地公 未知 未知 
N23°21.375'  

E119°29.373' 
無移位 91 

5 6 月 19 日 土地公 未知 未知 
N23°21.488'  

E119°29.336' 
無移位 155 

6 6 月 21 日 網垵口 TW139/TW140 133456453A 
N23°21.360'  

E119°30.252' 
無移位 120 

7 6 月 22 日 水庫 找不到卵窩,無法確定卵窩位置及檢驗孵化率 

工作站開始進駐 

8 6 月 28 日 天台山 未知 未知 
N23°22.661'  

E119°29.647' 
無移位 91 

9 7 月 8 日 天台山 
8 月 22 日卵窩被颱風摧毀,僅

救到 38 粒卵 

N23°22.636'  

E119°29.646' 
無移位 38 

10 7 月 9 日 網垵口 找不到卵窩,無法確定卵窩位置及檢驗孵化率 

11 7 月 10 日 土地公 TW1437/TW3855 4602005767 
N23°21.496'  

E119°29.344' 
無移位 145 

12 7 月 10 日 網垵口 TW139/TW140 133456453A 
N23°21.358'  

E119°30.277' 

N23°21.360'  

E119°30.258' 
121 

13 7 月 13 日 天台山 TW3891/TW3892 145216270A 
N23°22.638'  

E119°29.648' 

N23°22.665'  

E119°29.646' 
88 

14 7 月 15 日 天台山 TW4018/TW4017 145229286A 
N23°22.689'  

E119°29.642' 
無移位 130 

15 7 月 21 日 天台山 TW249/TW3829 133513172A 
N23°22.663'  

E119°29.647' 

找不到卵窩,無法確定卵

窩位置及檢驗孵化率 

16 7 月 23 日 網垵口 TW139/TW140 133456453A 
N23°21.359'  

E119°30.277' 

N23°21.357'  

E119°30.257' 
113 

17 7 月 24 日 土地公 TW1437/TW3855 4602005767 
N23°21.527'  

E119°29.362' 

N23°21.525'  

E119°29.364' 
128 

18 7 月 29 日 天台山 TW4018/TW4017 145229286A 
N23°22.633'  

E119°29.643' 

N23°22.659'  

E119°29.648' 
174 

19 8 月 4 日 天台山 TW249/TW3829 133513172A 
N23°22.676'  

E119°29.648' 

N23°22.650'  

E119°29.643' 
105 

20 8 月 5 日 網垵口 TW139/TW140 133456453A 
N23°21.362'  

E119°30.272' 

N23°21.354'  

E119°30.257' 
104 

21 8 月 11 日 天台山 TW4018/TW4017 145229286A 
N23°22.657'  

E119°29.645' 
無移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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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8 月 16 日 天台山 TW249/TW3829 133513172A 
N23°22.666'  

E119°29.644' 
無移位 107 

23 8 月 19 日 網垵口 TW139/TW140 133456453A 
N23°21.356'  

E119°30.280' 

N23°21.356'  

E119°30.257' 
105 

24 8 月 27 日 天台山 TW4018/TW4017 145229286A 
N23°22.642'  

E119°29.648' 

N23°22.678'  

E119°29.648' 
150 

25 8 月 28 日 土地公 TW1437/TW3855 4602005767 
N23°21.527'  

E119°29.362' 
無移位 未知 

26 8 月 29 日 天台山 未知 未知 
N23°22.680'  

E119°29.645' 
無移位 未知 

工作站赴馬公街頭開講並撤站 

27 9 月 13 日 土地公 TW1437/TW3855 4602005767 
N23°21.514'  

E119°29.349' 
無移位 未知 

28 9 月 13 日 天台山 TW4018/TW4017 145229286A 
N23°22.642'  

E119°29.647' 
無移位 未知 

29 9 月 26 日 土地公 TW1437/TW3855 4602005767 
N23°21.527'  

E119°29.362' 
無移位 未知 

〈〈〈〈二二二二〉〉〉〉    西嶼西嶼西嶼西嶼鄉鄉鄉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    

    此外我們於民國102 年12月分別至澎湖西嶼鄉的四所國小進行

海龜保育宣導，依宣導時間排列分別為外垵國小、赤馬國小、內垵國

小以及池東國小（表四），演講內容包含臺灣常見的海龜、海龜生理

生態學介紹、臺灣的產卵母龜產卵棲息地介紹、海龜覓食行為介紹，

並搭配望安的母龜相關影片及搶答贈送海龜紀念套幣的方式，吸引學

生的注意並了解海龜保育的重要性。由於這幾年的計畫中都有安排至

澎湖各地國小進行相關海龜保育宣導在加上縣府對相關的保育教育

規劃相當的完整，因此在今年的宣導中發現有不少學生具有相當良好

的保育關念及對海龜的知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有能力與演講者進

行良好的互動，跟臺灣的國小學生相比，澎湖的小朋友的確有較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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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育觀念與海龜知識，足以可見定期的舉辦保育宣導活動，可以使

學生們更容易了解保育海龜的重要性，但海龜保育的成效並不是短時

間內就可看到成果，為了使澎湖民眾了解與支持海龜保育的重要性，

因此建議海龜保育巡迴演講及相關的保育宣導能年年舉辦。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    

編

號 

學校名稱 

(預定演講時間) 
師生人數 連絡電話 地址 連絡人 

1 外垵國小 

(9/12 8:00-8:40) 
共 40 人  06-9981176 

澎湖縣西嶼鄉外

垵村 29 之 3 號 

教導組 

許有志主任 

2 內垵國小 

(9/13 2:30-3:30) 
共 64 人 06-9981107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

村 229 號 

教導組 

陳憶萍老師 

3 赤馬國小 

(9/12 1:30-2:25) 
共 32 人 06-9981109 

澎湖縣西嶼鄉赤馬

村 78-1 號 

教導室 

許素雲老師 

4 池東國小 

(9/27 10:30-11:10) 
共 62 人 06-9981108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

村 104 號 

訓導組 

張家寶老師 

〈〈〈〈三三三三〉〉〉〉望安鄉望安鄉望安鄉望安鄉與馬公街內公園與馬公街內公園與馬公街內公園與馬公街內公園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海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望安解說的部分望安解說的部分望安解說的部分望安解說的部分：：：：由 7月 9日至 8月 26 日，共舉辦了 19 場的海

龜生殖生態導覽解說活動，此外為了希望能讓外國朋友充分了解澎湖

望安的海龜保育現況，因此我們也提供英文解說。解說結束後，我們

也請參予解說的民眾填寫綠蠵龜生態保育問卷，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四

個主題，主題一為望安生態旅遊發展，主要是想了解民眾對於望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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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態旅遊的看法；主題二為民眾對綠蠵龜的認知，者要是想了解民

眾在聽完解說後對綠蠵龜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主題三為對綠蠵龜產

卵沙灘保護區的認知與想法，主要是想了解一般民眾對於保護區的認

知為何；最後一個主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至 8月 26 日為止，總共報

名參與解說的民眾共有 253 人並收集到 253 份問卷，由這些問卷中我

們可得知會來參與海龜生殖生導覽解說的民眾中男女比例接近 1：

1.1，有 44.3％為學生（112/253）、20.6％為教職人員（52/253）、

而服務業與商業分別各佔 6.3%（16/253）、公務員則佔 5.1%

（13/253），其餘職業之民眾皆小於 5％以下(圖二)。由於解說的場

次中有國小夏令營的團體參與，因此有 13.4％(34/253)民眾的教育

程度為國小以下，最多為大學程度 53.8％(136/253)、研究所以上

19.8％(50/253)而國中與高中學歷分別僅有 1.6％與 9.1％(圖三)。

至於來到望安主要是想體驗何種形式的旅遊活動，有47.8％(121/253)

的民眾是想體驗相關的生態旅遊，而 38.3％(97/253)的民眾是想從

事一般性質的旅遊活動(圖四)。由此可發現有意願參與夜間海龜生殖

生態導覽解說的民眾，主要以大學生為主，且旅遊性質主要是想體驗

望安綠蠵龜相關的生態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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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之之之之職業百分比職業百分比職業百分比職業百分比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之之之之學歷學歷學歷學歷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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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四四四四、、、、參與望安夜間解說參與望安夜間解說參與望安夜間解說參與望安夜間解說民眾民眾民眾民眾之之之之旅遊型態旅遊型態旅遊型態旅遊型態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馬公街內公園解說部分馬公街內公園解說部分馬公街內公園解說部分馬公街內公園解說部分：：：：民國 102 年 10 月 12 日晚間 7點，我們

於馬公是中央老街內的街內公園進行了一場街頭開講，主要演講內容

包含臺灣常見的海龜、海龜生理生態學介紹、臺灣的產卵母龜產卵棲

息地介紹、海龜覓食行為介紹，並搭配許多望安產卵母龜的相關相片

與影片，此外，我們還發放海龜辨識墊板給來參與解說的民眾，由發

放出的墊板數量可推估此次演講約吸引 50 位左右的民眾參與，但由

於多數民眾為路過演講場地並有相關的旅遊行程，因此全程聽完解說

的人數並不多。由於此次解說是在澎湖旅遊淡季進行，在短短 1 個半

小時內能吸引至少 50 位民眾的注意與聆聽，本研究團隊感覺非常興

奮，並好奇若將街頭開講的時間安排至旅遊旺季時會有怎樣的效果，

因此本實驗室決定在之後的計畫中於澎湖的旅遊旺季內安排至少 1

場馬公的街頭演說，期望吸引更多民眾重視海龜的保育。最後，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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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很感謝縣府農漁局生態保育科的同仁在電視節目播放時利用跑

馬燈的方式協助宣傳。 

〈〈〈〈四四四四〉〉〉〉國際保育志工國際保育志工國際保育志工國際保育志工的的的的::::    

    今年的望安研究與志工團隊中有兩位遠從加拿大而來的志工分

別為 Tim Leonard 與 Cowan Belanger，這兩位外籍志工分別於 7 月 2

日及 7 月 31 日加入本研究團隊，並在望安居住與生活各 67 與 38 天，

最後於 9 月 6 日結束志工生活並離開望安。在這最長兩個月的生活

中，他們與本團隊一同生活、巡視沙灘、追蹤產卵母龜、龜卵挖掘與

計數以及紀錄相關數據，而他們也體驗了從未經歷過的颱風侵襲的景

象，品嘗了澎湖最新鮮的海鮮，並試著以英文與當地居名互動(特別

是小朋友，但望安的小朋友都很害羞)及了解澎湖與望安的文化。以

下為在跟這兩位國際志工討論的過程中，他們對望安所留下的印象與

給望安的建議： 

1.望安有很美麗的海域、廣大的珊瑚礁與多樣的海洋生物，這些都

是在加拿大所見不到的，應結合保護區好好的保護。 

2.能來臺灣並參加綠蠵龜保育與研究的活動是件令人覺得有意義且

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在參與志工的過程中能遇見產卵母龜、看見

小海龜從沙層爬出以及小海龜在大海中奮力向前游泳是件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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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感到很興奮並且很棒(awesome)的事。 

3.有保護區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應該適度的開放讓一般民眾進入並

且由專業的人員帶領與解說，在不影響海龜的情況下讓民眾認識

海龜，不然民眾會不懂保護區在做什麼。 

4.希望能長期舉辦綠蠵龜國際保育志工的徵選活動並且將每位志工

參與活動的時間由 1 個月延長至 2 個月，這樣才有夠久的時間能

認識澎湖的文化及了解綠蠵龜保育的重要性。 

5.望安有些地區應該多加強相關的英文指標或解說牌，不然就像中

社古厝有很多有意義的古老建築，但外國人無法認識與了解。 

    由於本次徵選國際保育志工與志工生活的過程中本實驗室得到

許多正面的回饋、鼓勵與支持，再加上望安鄉當地居民也十分認同國

際志工來望安生活並將望安的海龜保育理念推向國際社會中，因此本

實驗室決定於明年持續推動及徵選望安鄉綠蠵龜國際保育志工，並希

望藉由此活動讓國際社會更認識臺灣在海龜保育上的行動與努力。 

〈〈〈〈五五五五〉〉〉〉望安望安望安望安保護區保護區保護區保護區 5555 年資料分析及建議年資料分析及建議年資料分析及建議年資料分析及建議::::    

    1.由近五年來(2009-2013)歷年產卵資料變化可知上岸產卵母龜

數量，範圍從 2009 年的 6 頭到 2011 年的 3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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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 1992 年算起，則近五年在少量的穩定情形，產卵母龜數量變化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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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新龜(新加入產卵族群)與舊龜(曾經來過望安產卵的母龜)相比

也可發現; 每年舊龜佔所有產卵母龜的 50%(2009 年)到 100%(2011

年)，這表示近五年來，上岸產卵的母龜還是以曾在望安島產上岸產卵的母龜還是以曾在望安島產上岸產卵的母龜還是以曾在望安島產上岸產卵的母龜還是以曾在望安島產過過過過卵的卵的卵的卵的

母龜為主母龜為主母龜為主母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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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產卵母龜的體長在平均背甲直線長上介於 89(2010 年)到

98.7(2013 年)公分之間，平均背甲曲線長則介於 98(2010 年)到

105.7(2013 年)公分。統計分析顯示(one-way ANOVA)，不論是不論是不論是不論是背甲背甲背甲背甲

直線長或是背甲曲線長均無年度間的差異存在直線長或是背甲曲線長均無年度間的差異存在直線長或是背甲曲線長均無年度間的差異存在直線長或是背甲曲線長均無年度間的差異存在(P = 0.361，背甲直線

長; P = 0.379，背甲曲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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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產卵季雖然約從五月中旬到十月上旬，但主要產卵季則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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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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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要產卵沙灘為 A(天台山)、C(土地公)、E(水雷仔)及 G(網垵

口)等沙灘，但統計分析(one-way ANOVA)顯示，天台山(A)的卵窩數

會多於水庫(B)、長賴仔(D)、網垵口--西垵村(F)及萬善宮(I)等沙灘(p 

< 0.001)。這表示，望安島上最主要的產卵沙灘是天台山望安島上最主要的產卵沙灘是天台山望安島上最主要的產卵沙灘是天台山望安島上最主要的產卵沙灘是天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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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沙灘上，每頭母龜每季平均會上岸 8(2009 年)到 14(2011

年)次之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年度間的變化並不顯

著(p = 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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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而每頭母龜每季平均會產下 3(2010 年)到 6(2011 年)窩卵，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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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年度間的變化並不顯著(p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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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每窩平均含龜卵數介於 88(2012 年)到 120(2010 年)粒之間，

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2012 年的卵窩數較 2011 及 2013 年

少(p =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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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而估算每季所產下的總龜卵數則介於 1584(2010 年)到

2825(2013 年)粒，五年估算共產下 10563 粒龜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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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海龜平均的產卵間期介於 14(2009 年)到 16(2010 年)天之

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年度間的變化並不顯著(p =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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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在龜卵資料中;每窩平均龜卵大小介於 42.4(2010 年)到

45.2(2009 年)公厘之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2009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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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卵最大，其次是 2012 年，其餘的 3 年都不大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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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平均龜卵重量介於 42.6(2009 年)到 50.7(2009 年)克之間，統

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2009 年的龜卵最大，其次是 2012 年，

而以 2010 年的龜卵為最輕(p < 0.001)。由此可見，2009 年所產下的

龜卵最重也最大，其次是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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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在孵化方面，每季平均孵化期介於 50.2(2013 年)到 54.3(2012

年)天之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年度間的變化並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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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p =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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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而每季平均孵化期介於 67.4(2011 年)到 79.8(2010 年)天之

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年度間的變化並不顯著(p = 

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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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在稚龜形質上，每年平均稚龜背甲直線長介於 46.8(2010 年)

到 49.2(2012 年)公厘之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2012

年的稚龜最大，其次是 2009 年，再來是 2011 年，而以 2013 年的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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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為最小(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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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每年平均稚龜重量介於 20.6(2010 年)到 24.8(2012 年)克之

間，統計分析(one-way ANOVA)發現，2012 年的稚龜最大，其次是

2009 年，再來是 2013 年，而以 2010 年的稚龜為最小(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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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以上的比較得知，2012 年雖然僅有 4 頭母龜上岸產卵，但牠

們產下的龜卵相當大且重，出生的稚龜也最大且最重，所以是品質最

好的一年。 

    16.最後，估算每季所出生的總雉龜數介於 1239(2011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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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2013 年)頭，五年估算共產下 7126 頭雉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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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調查後對望安島綠蠵龜產卵地的保育建議五年調查後對望安島綠蠵龜產卵地的保育建議五年調查後對望安島綠蠵龜產卵地的保育建議五年調查後對望安島綠蠵龜產卵地的保育建議    

   由以上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目前在該島產卵的母龜族群是處在

低族群量但穩定的情況下，所有在統計上的變化均與產卵之母龜的行

為及生理狀況之差異有關，這代表目前保護區的保育研究工作十分的

適宜。唯一值得提的是天台山沙灘是主要的產卵地及七、八月是產暖

高峰期，這也是研究團隊的重點工作時間及重點工作沙灘之一，因此

沒有任何疏漏之處。再加上沙灘上所有的人為活動均受到管制，所以

沒有人為干擾的問題存在，建議望安島上所有的保育研究工作均依照

以往的方式進行，以利長期生態資料的收集。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望安島上進行研究及保育工作已超過

20年，而野生綠蠵龜約需 20-50 年會成熟，因此很有可能我們在不

久的未來，在望安的沙灘上發現民國 81年野放的第一批雉龜，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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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後返回望安島產卵。若真如此，望安島產卵的母龜數量，將不連續

但持續的增加。這將是保護區劃設後最佳的賀禮，所以目前應維持目

前的研究及保育方式，才能在資料收集中，找到這種增加的現象。不

過，母龜數量的增加，也代表工作量將大增，屆時目前的經費將不足

以應付日沉重的野外工作。此外藉由招募國際志工來望安參與相關的

綠蠵龜保育活動與研究，不但可以增加望安保護區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也可以使國際社會認同臺灣在海龜保育上的付出與努力，因此建議持

續推動望安綠蠵龜國際保育志工招募等相關活動。 

五五五五、、、、期末報告審查補充事項期末報告審查補充事項期末報告審查補充事項期末報告審查補充事項：：：：    

（（（（一一一一））））        問問問問：：：：所辦理的生態解說活動所辦理的生態解說活動所辦理的生態解說活動所辦理的生態解說活動，，，，其問卷調查題型及成果如其問卷調查題型及成果如其問卷調查題型及成果如其問卷調查題型及成果如

有分析有分析有分析有分析、、、、統計統計統計統計，，，，請將問卷結果以圖請將問卷結果以圖請將問卷結果以圖請將問卷結果以圖、、、、表形式呈現列於成果報表形式呈現列於成果報表形式呈現列於成果報表形式呈現列於成果報

告中告中告中告中。。。。 

    答：本實驗室目前僅完成基本資料的分析，至於其他三

樣主題(望安生態旅遊發展、民眾對綠蠵龜的認知、對綠蠵

龜產卵沙灘保護區的認知與想法)尚未進行整理與分析，因

此以下將針對基本資料分析的部份做補充說明。 

    本年度一共收集到 253 份問卷，以年齡組成進行分析可

知到望安旅遊之遊客主要以 10歲至 59 歲的民眾為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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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中 10 歲至 29 歲的青年民眾佔整體遊客量的 49％，

而 30 歲至 59 歲的中壯年民眾佔整體人數的 45％，至於高於

60 歲的中老年民眾僅佔整體遊客的 3％。搭配職業分析來作

比較可知會來到望安旅遊的民眾主要以經濟壓力較小的學

生族群以及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教師或上班族為主。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望安旅客年齡分布圖望安旅客年齡分布圖望安旅客年齡分布圖望安旅客年齡分布圖 

    而遊客的來源主要以北部地區與澎湖民眾為主體，分別

佔整體遊客人數的 30％以及 28.9％，而中部及南部民眾佔

整體遊客人數的 15％及 19.4％(圖六)，此外本年度的問卷

調查中有 6位外籍民眾填寫問卷，分別來自美國洛杉磯、法

國巴黎、馬來西亞以及香港，由此可知有越來越多外籍人士

有意願來望安體驗相關旅遊活動以及參與海龜解說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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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圖六圖六圖六、、、、102102102102 年度赴望安從事相關旅遊民眾之來源年度赴望安從事相關旅遊民眾之來源年度赴望安從事相關旅遊民眾之來源年度赴望安從事相關旅遊民眾之來源    

（（（（二二二二））））        問問問問：：：：在工作站撤出後的海龜卵窩資料請於成果報告中補在工作站撤出後的海龜卵窩資料請於成果報告中補在工作站撤出後的海龜卵窩資料請於成果報告中補在工作站撤出後的海龜卵窩資料請於成果報告中補

齊齊齊齊，，，，並將近並將近並將近並將近 5555 年中因受颱風年中因受颱風年中因受颱風年中因受颱風、、、、人為等因素人為等因素人為等因素人為等因素所造成的卵窩損失所造成的卵窩損失所造成的卵窩損失所造成的卵窩損失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損失卵窩數損失卵窩數損失卵窩數損失卵窩數、、、、卵數卵數卵數卵數、、、、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狀況狀況狀況狀況），），），），加以分類並以圖加以分類並以圖加以分類並以圖加以分類並以圖

表方式列於成果報告中表方式列於成果報告中表方式列於成果報告中表方式列於成果報告中。。。。    

    答：由於每年望安島綠蠵龜產卵季的卵窩受到颱風影響

或破壞的情況皆不同，且近五年幾乎沒有出現過今年的情

況，因此這僅能算是不可預測的偶發狀況，所以本研究室並

未做相關的紀錄與整理，本實驗室會在之後的研究中進行相

關之紀錄，本年度共有五隻母龜全部產下 29窩，其中有 7

窩受到颱風之影響(NO.9、NO.19、NO.25、NO.26、NO.27、

NO.28、NO.29)，佔整體卵窩的 24.1％，這 7窩卵窩中僅有

NO.9 有被救回，其餘 6窩皆死亡或是無法尋獲。以下為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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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新的產卵與孵化紀錄。 

母龜 1：標示編號碼：TW139 / TW140 

        晶片號碼：133456453A 

        直線背甲長：100.1CM       曲線背甲長：106.3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6/21 G 120 8/9 34 34 0 86  

7/10 G 121 8/27 77 73 4 64  

7/23 G 113 9/8 58 52 6 50  

8/5 G 104 9 月 24 日通報被未知人事挖走 

8/19 G 105 10/12 67 67 0 38  

 

母龜 2：標示編號碼：TW1437/TW3855 

        晶片號碼：4602005767 

        直線背甲長：105.75cm           曲線背甲長：112.5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10 C 145 8/27 77 73 4 64 2 破於產卵時 

7/24 C 128 9/9 84 80 4 42 1 破於產卵時 

8/28 C 未知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9/13 C 未知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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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C 未知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母龜 3：標示編號碼：TW249/TW3829 

        晶片號碼：133513172A 

        直線背甲長：92.9cm           曲線背甲長：100.05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21 A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的卵窩位置 

8/4 A 105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8/16 A 107 10/6 92 92 0 15  

 

 

母龜 4：標示編號碼：TW4017/TW4018 – 2013 年望安新龜 

        晶片號碼：145229286A 

        直線背甲長：102cm           曲線背甲長：110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15 A 130 8/31 79 79 0 51  

7/29 A 174 9/12 136 0 0 36 2 破於產卵時 

8/11 A 172 10/2 121 121 0 50 1 破於產卵時 

8/27 A 150 10/20 113 110 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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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A 未知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母龜 5：標示編號碼： TW3891/TW3892 - 2013 年望安新龜 

        晶片號碼：145216270A 

        直線背甲長：93.6cm           曲線背甲長：100.1cm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7/13 A 88 8/29 82 80 2 6  

 

無法確認母龜之卵窩 

產卵日期 地點 產卵數 孵化日期 孵化數 存活數 死亡數 

未孵化

數 

備註 

5/27 A 79 7/22 75 74 1 4  

6/5 G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的卵窩位置 

6/6 G 82 7/26 82 82 無法挖掘到正確卵窩位置 

6/13 C 91 8/3 64 59 5 26  

6/19 C 155 8/11 143 133 10 12  

6/22 B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卵窩位置 

6/28 A 91 未知 42 42 0 49  

7/8 A 38 
8 月 22 日受潭美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僅救援到 38 粒卵,其餘

龜卵皆沖落於海中，經移位後於 8/29 孵化 22 隻小海龜 

7/9 G 未知 無法挖掘到正確的卵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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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A 未知 受天兔颱風影響，卵窩被摧毀 

 

 

（（（（三三三三））））    宣導活動的照片請加入時間及人數宣導活動的照片請加入時間及人數宣導活動的照片請加入時間及人數宣導活動的照片請加入時間及人數。。。。 

    本年度一共進行 4 場校園開講(表四)，1 場馬公市街頭

開講(表五)以及 19 場望安綠蠵龜生殖生態解說(表六)，相關

的時間以及參予人數由下表詳述之，因計劃要求需繳交相關

照片(包含基礎測量之工作照、產卵母龜每隻檔案照以及宣

導活動照)，因相關照片檔案過於龐大，所以皆儲存於照片

光碟檔中，請參閱相關計畫光碟。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之時程表。。。。    

編

號 

學校名稱 

(預定演講時間) 
師生人數 連絡電話 地址 連絡人 

1 外垵國小 

(9/12 8:00-8:40) 
共 40 人  06-9981176 

澎湖縣西嶼鄉外

垵村 29 之 3 號 

教導組 

許有志主任 

2 內垵國小 

(9/13 2:30-3:30) 
共 64 人 06-9981107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

村 229 號 

教導組 

陳憶萍老師 

3 赤馬國小 

(9/12 1:30-2:25) 
共 32 人 06-9981109 

澎湖縣西嶼鄉赤馬

村 78-1 號 

教導室 

許素雲老師 

4 池東國小 

(9/27 10:30-11:10) 
共 62 人 06-9981108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

村 104 號 

訓導組 

張家寶老師 

    

表五表五表五表五、、、、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街頭開講活動之時程表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街頭開講活動之時程表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街頭開講活動之時程表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街頭開講活動之時程表。。。。 

日期 地點 時間 參與人數 主講者 

10/12 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 晚間 7:00~9:00 約 50 人 曾鉦琮 



37 

 

    

    

    

表六表六表六表六、、、、望安島綠蠵龜生殖生態解說導覽活動之時程表望安島綠蠵龜生殖生態解說導覽活動之時程表望安島綠蠵龜生殖生態解說導覽活動之時程表望安島綠蠵龜生殖生態解說導覽活動之時程表。。。。 

場次 日期 地點 時間 參與人數 

1 7/9 望安保育館 晚間 8:00~9:00 36 

2 7/10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2 

3 7/14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9 

4 7/17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4 

5 7/21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4 

6 7/22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6 

7 7/27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2 

8 7/29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5 

9 7/30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8 

10 8/4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38 

11 8/6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6 

12 8/10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6 

13 8/13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4 

14 8/18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6 

15 8/18 望安保育館 晚間 8:00~9:00 31 

16 8/19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7 

17 8/20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0 

18 8/25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14 

19 8/26 望安工作站 晚間 8:00~9: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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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產卵母龜研究之工作照產卵母龜研究之工作照產卵母龜研究之工作照產卵母龜研究之工作照 

        產卵母龜影像記錄產卵母龜影像記錄產卵母龜影像記錄產卵母龜影像記錄                      卵窩挖掘計數卵窩挖掘計數卵窩挖掘計數卵窩挖掘計數 

                                卵窩挖掘計數過程卵窩挖掘計數過程卵窩挖掘計數過程卵窩挖掘計數過程                                                                母龜產卵時置入卵窩投標器母龜產卵時置入卵窩投標器母龜產卵時置入卵窩投標器母龜產卵時置入卵窩投標器 

 

 

 

 

 

 

   計數完之龜卵放回原始產卵位置計數完之龜卵放回原始產卵位置計數完之龜卵放回原始產卵位置計數完之龜卵放回原始產卵位置           龜卵計數與基礎型值測量龜卵計數與基礎型值測量龜卵計數與基礎型值測量龜卵計數與基礎型值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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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產卵母龜之影像記錄產卵母龜之影像記錄產卵母龜之影像記錄產卵母龜之影像記錄 

 

 

 

 

 

 

TW1437/TW3855TW1437/TW3855TW1437/TW3855TW1437/TW3855 之產卵母龜影像記錄之產卵母龜影像記錄之產卵母龜影像記錄之產卵母龜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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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39/TW140TW139/TW140TW139/TW140TW139/TW140 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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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249/TW3829TW249/TW3829TW249/TW3829TW249/TW3829 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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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4017/TW4018TW4017/TW4018TW4017/TW4018TW4017/TW4018 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之母龜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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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西嶼鄉國民小學保育巡迴演講活動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9/129/129/129/12 外垵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外垵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外垵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外垵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 40404040 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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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9/129/129/12 赤馬赤馬赤馬赤馬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 32323232 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 

 

 

 

 

 

 



45 

 

 

 

 

 

 

 

 

 

 

 

 

 

 

 

 

 

 

 

 

 

 

 

 

 

 

 

 

 

 

 

 

9/139/139/139/13 內垵內垵內垵內垵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 64646464 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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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9/279/279/27 池東池東池東池東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國小海龜保育宣導活動照片，，，，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師生共 62626262 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人參與解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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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海龜生殖生態解說之影像記錄海龜生殖生態解說之影像記錄海龜生殖生態解說之影像記錄海龜生殖生態解說之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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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開講影像記錄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開講影像記錄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開講影像記錄馬公市中央街街內公園開講影像記錄 

 

 

 

 

 

 

 

 

 

 

 

 

 

 

 

 

 

 

 

 

 

10/1210/1210/1210/12 馬公中央街街內公園海龜保育街頭開講馬公中央街街內公園海龜保育街頭開講馬公中央街街內公園海龜保育街頭開講馬公中央街街內公園海龜保育街頭開講，，，，共共共共 50505050 位民眾參與解說位民眾參與解說位民眾參與解說位民眾參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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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2013201320132013 年望安綠蠵龜研究團隊及國際志工工作照年望安綠蠵龜研究團隊及國際志工工作照年望安綠蠵龜研究團隊及國際志工工作照年望安綠蠵龜研究團隊及國際志工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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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望安島各保護區沙灘位置圖望安島各保護區沙灘位置圖望安島各保護區沙灘位置圖望安島各保護區沙灘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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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八八八八、、、、綠蠵龜保育問卷綠蠵龜保育問卷綠蠵龜保育問卷綠蠵龜保育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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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九九九九、、、、綠蠵龜保育解說投影片綠蠵龜保育解說投影片綠蠵龜保育解說投影片綠蠵龜保育解說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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