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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04 年一月至十月，在九九峰西南一帶進行陸域脊椎動物的資源調

查，結果共記錄 11目 34科 80種鳥類；6目 9科 11種哺乳類；2目 9科 27

種爬蟲類與 1目 4科 14種蛙類。特化性部分，鳥類共有 6種台灣特有種與

31種台灣特有亞種；哺乳類特有種與特有亞種各有 4種；爬蟲類與兩棲類

特有種各有 4種，但均無特有亞種。珍稀物種部分，屬於一級保育類的鳥

類有 2種，為藍腹鷴與朱鸝；二級保育動物包括鳥類 19種，哺乳類 4種，

爬蟲類 10種，兩棲類 3種。屬於三級保育的只有鳥類，共有 9種。5條調

查路線中，以北坑的動物種類最多，136縣道的動物種類最少，此現象與

環境自然度、車流量等有關。佛法僧為本年度首度證實繁殖的鳥類，但因

七二風災導致繁殖失敗；八色鳥在本調查區的數量尚稱普遍，每個調查路

線均可發現；朱鸝為本區稀有鳥種，其繁殖成功率並不高，且受盗獵壓力

頗大；本區為遷移性猛禽的固定路線之一。上述問題，值得後續深入研究。 

前言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位於烏溪北岸，行政區包括台中縣霧峰鄉、太平市

與南投縣國姓鄉、草屯鎮。地質由火炎山礫石層組成，屬於更新世頭嵙山

層上部。林務局於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二十二日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

九條暨同法施行細則第七十二條公告成立九九峰自然保留區，範圍包括埔

里事業區第 8至 13與 15至 20 林班，總面積有 1198.4466公頃。茲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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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與動植物棲地保護，增加生態體系的複雜性與歧異度，進而

維持生物歧異度的永續利用，因此，本動物相調查的目的就是想了解現有

的生物資源狀況，探討其種類、分布、數量及面臨威脅等問題，以作為將

來經營管理的依據。 

 

往昔研究 
 

過去曾在九九峰進行過調查的單位相當多，除了林務局本身之外，尚

有特生中心、師範大學、台灣大學與台灣省野鳥協會等。林務局南投林管

處（2003）的調查報告指出，九九峰地區至少有 12目 26科 52種鳥類及 8

種哺乳類。台灣省野鳥協會研究組林文隆於 1997 至 2003 年間曾自行觀察

該桐林至一線天地區的動物相，結果共記錄 11 目 32 科 81 種鳥類， 8 目

16科 19種哺乳類與 3目 14科 46種兩生爬蟲類。特生中心於 2001至 2003

年亦曾針對該區做過哺乳動物的調查，結果發現 7目 12科 19種中小型哺

乳類（劉建男，2003）。台灣大學昆蟲系楊平世（2003）針對九九峰地區進

行昆蟲資源調查，結果記錄了 16目 154科 586屬 756種的昆蟲，包括數量

已相當稀少的台灣爺蟬。陳世煌等（2003）調查九九峰地震崩塌後棲地與

生物多樣性有關蜘蛛與兩生爬蟲部分，結果從 2000 年至 2003間共發現 15

種蛙類、11 種爬蟲類，若將過去資料合併則有 39 種兩棲爬蟲類，同時有

33科 272種蜘蛛。 

 4



 
 

調查路線與環境現況描述 
 

本年度調查的路線共有 5 條，所涵蓋範圍主要是九九峰西至南側一

帶。調查路線一是由太平市竹仔坑草湖溪上游至北坑；路線二為霧峰鄉桐

林北坑；路線三為中坑；路線四為南坑；路線五為 136 縣道穿越之九九峰

範圍(附錄 1)。本觀察路線的山區多屬惡地地形，除有少數檳榔、龍眼與荔

枝外，沿線植被以次生林與人造林為主。 

 

調查方法 
 

一、鳥類 

鳥類以沿線調查法為主，在調查路線的既有道路上行走，以每小時約

1.5 公里的步行速度配合 8×30 雙筒望遠鏡進行調查，記錄沿途所目擊或聽

見的鳥種及數量。而由於不同鳥類有其特定的活動時間，為避免遺漏所有

可能物種，調查時段將區分成白天及夜間兩時段。調查頻度為 2~3次/月。 

二、哺乳類 

哺乳類調查方式有二種，分別為沿線調查法及自動照相法。調查頻度

為 2~3次/月。各方法操作細節如下： 

1. 沿線調查法--配合鳥類調查時段與路徑，以每小時 1.5公里的步行速度配

合 8×30 雙筒望遠鏡進行調查。除直接目擊外，一些獸類遺留下來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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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證據如排遺、足跡、食殘等，同樣可以依此法蒐集記錄。 

2. 自動照相法--將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架設於動物可能經過的路經附近，待

感應後觸發照相。本次哺乳類調查共使用 3台自動照相機，以逢機選擇

的方式架設在 5條調查路線上，並以每隔 1~3月更換一次的方式，讓每

個調查路線架設的時間儘量一致。 

 

三、兩棲爬蟲類 

    兩棲爬蟲類是綜合目視遇測法及繁殖地調查法，以每小時 1.5 公里的

步行速度在調查路線上行進，記錄目擊的兩棲爬蟲類。對於一些路死個體，

將以封口袋攜回保存，並記錄發現時間與地點。而繁殖地調查法則是在蛙

類聚集繁殖的水塘、溪澗等處等候記錄。調查頻度為 2~3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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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一、鳥類 

（一）總屬組成 

調查期間總共發現 11目 34科 80種鳥類。分別為鸛形目鷺科 2種；鷹

形目鶚科 1種、鷲鷹科 7種、隼科 1種；雞形目雉科 3種；鶴形目秧雞科

1 種；鴿形目鳩鴿科 5 種；鵑形目杜鵑科 1 種；鴞形目鴟鴞科 5 種；雨燕

目雨燕科 1 種；佛法僧目翡翠科 1 種、佛法僧科 1 種；鴷形目五色鳥科 1

種、啄木鳥科 1種；雀形目八色鶇科 1種、燕科 1種、鶺鴒科 4種、山椒

鳥科 1種、鵯科 3種、伯勞科 1種、鶇科 6種、畫眉科 10種、鸚嘴科 1種、

鶯科 6種、鶲科 3種、王鶲科 1種、山雀科 1種、繡眼科 1種、鵐科 1種、

梅花雀科 2種、文鳥科 1種、黃鸝科 1種、卷尾科 1種及鴉科 3種（表 1）。 

（二）特化性 

發現鳥類中，藍腹鷴、台灣山鷓鴣、台灣紫嘯鶇、白耳畫眉、冠羽畫

眉、台灣藍鵲等 6 種為台灣特有種；鳳頭蒼鷹、台灣松雀鷹、大冠鷲、竹

雞、灰腳秧雞、斑頸鳩、金背鳩、綠鳩、鵂鶹、領角鴞、黃嘴角鴞、五色

鳥、白頭翁、白環鸚嘴鵯、紅嘴黑鵯、白尾鴝、頭烏線、繡眼畫眉、畫眉、

棕噪眉、大彎嘴、小彎嘴、山紅頭、粉紅鸚嘴、斑紋鷦鶯、黃胸青鶲、黑

枕藍鶲、青背山雀、朱鸝、小卷尾、樹鵲等 31種屬於台灣特有亞種（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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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珍稀物種 

發現鳥類中，藍腹鷴與朱鸝等 2種屬於瀕臨滅絕的一級保育類；魚鷹、

鳳頭蒼鷹、台灣松雀鷹、赤腹鷹、灰面鵟鷹、北雀鷹、大冠鷲、蜂鷹、紅

隼、翠翼鳩、鵂鶹、褐鷹鴞、領角鴞、黃嘴角鴞、亞洲角鴞、八色鳥、畫

眉、棕噪眉、台灣藍鵲等 19種為珍貴稀有的二級保育類；白耳畫眉、冠羽

畫眉、黃胸青鶲、青背山雀、灰喉山椒鳥、紅尾伯勞、台灣紫嘯鶇、白尾

鴝、台灣山鷓鴣等 9種屬於應予保育之三級保育類（表 1）。 

（四）留棲與遷移屬性 

調查期間總共發現 11目 34科 80種鳥類，若不考慮冬季降遷的因素，

屬於留鳥的有 53 種；屬於夏候鳥的有 3 種（中杜鵑、八色鳥、紅尾鶲）；

屬於冬候鳥的有 9 種（紅隼、赤喉鷚、灰鶺鴒、黃鶺鴒、紅尾伯勞、赤腹

鶇、白腹鶇、東方大葦鶯、灰頭黑臉鵐）；屬於過境鳥的有 7種（赤腹鷹、

灰面鵟鷹、北雀鷹、亞洲角鴞、赤翡翠、極北柳鶯、灰斑鶲），另有 8種屬

於同時兼具遷移與留鳥性質（小白鷺、魚鷹、蜂鷹、褐鷹鴞、佛法僧、白

鶺鴒、藍磯鶇、虎鶇）。 

53種台灣留鳥之中，棲息在本次調查範圍內而不具垂直遷移，或是垂

直遷移較不明顯的種類有黑冠麻鷺、鳳頭蒼鷹、台灣松雀鷹、大冠鷲、竹

雞、台灣山鷓鴣、藍腹鷴、翠翼鳩、斑頸鳩、金背鳩、綠鳩、領角鴞、黃

嘴角鴞、小雨燕、五色鳥、小啄木、洋燕、白鶺鴒、灰喉山椒鳥、白頭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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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嘴黑鵯、白環鸚嘴鵯、台灣紫嘯鶇、白尾鴝、頭烏線、繡眼畫眉、畫眉、

大彎嘴、小彎嘴、山紅頭、綠畫眉、粉紅鸚嘴、棕面鶯、小鶯、斑紋鷦鶯、

黑枕藍鶲、綠繡眼、白腰文鳥、斑文鳥、麻雀、朱鸝、小卷尾、樹鵲、台

灣藍鵲等 44種。另灰腳秧雞、鵂鶹、黃胸青鶲等 3種留鳥在本區的垂直遷

移狀況仍然不明。灰林鴿、棕噪眉、白耳畫眉、冠羽畫眉、青背山雀、巨

嘴鴉等 6 種在本區只有秋冬季節才有機會目睹。在同時兼具遷移與留鳥性

質的鳥類中，目前僅有褐鷹鴞在本區有繁殖（表 1）。 

（五）各調查月份比較 

本年度的調查時間是從元月至十月上旬，各月份發現的鳥種數在 41

種至 54種之間，每個月平均可記錄 48種。若將二~四月定義為春季，五~

七月定義為夏季，八~十月定義為秋季，十一至隔年一月定義為冬季，那麼

各季平均發現鳥種數分別 50、46、48與 45種（表 2）。 

以目前的結果來看，春季的鳥種似乎較多，其多出的鳥種來源包括：

一、春過境鳥，如赤腹鷹等；二、未離台的冬候鳥，如赤腹鶇等；三、早

到的夏候鳥，如八色鳥等；四、冬季降遷尚未回遷的中海拔鳥類，如灰林

鴿等。夏季除了原本繁殖的留鳥，還有 3 種加入本區的夏候鳥，不過，大

部分的過境或是冬候鳥已經離開，因此鳥種數略為下降。秋季鳥類的種數

慢慢增加，主要是過境族群開始來了。冬季因為只有一個月的調查記錄，

絕大多數的冬候鳥尚未抵台，而部分過境鳥類也尚未遷移，因此出現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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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失的機會相當高。以整個台灣鳥類的遷移狀況來說，冬候鳥的種類相當

多，秋過境鳥的種類也不少，因此本區冬季鳥類物種有再增加的可能（圖

1）。 

（六）各調查線段比較 

本次調查共分成 5條調查路線，分別為竹仔坑至北坑的九九峰範圍（簡

稱竹仔坑至北坑）、桐林北坑九九峰範圍至 136 縣道交界（簡稱北坑）、中

坑九九峰範圍（簡稱中坑）、南坑九九峰範圍（簡稱南坑）與 136縣道九九

峰範圍（簡稱 136縣道），調查範圍主要集中在九九峰的西南一帶。各調查

路線發現的鳥種數分別為竹仔坑至北坑 62種；北坑 74種；中坑 62種；南

坑 64種；136縣道 60種。若以 Jaccard 相似度指數來檢視各調查路線之間

鳥種的組成相似程度，則相似度最高的是中坑與 136 縣道，為 87.7%，其

次為中坑與南坑，為 85.3%。相似度稍低的組合為南坑與 136 縣道及北坑

與 136縣道，分別為 77.1與 77.3%。從整體相似度的情況來看，各路線彼

此之間的相似度在 77.1 與 87.7%之間，顯示各調查路線的鳥種組成其實非

常接近，差異並不明顯。 

調查鳥類中，有 53種在各個調查路線均有發現記錄，而綠鳩、白尾鴝、

赤腹鶇等 3種曾出現在 4條調查路線上，上述 56種可謂普遍分布種類。藍

腹鷴、灰林鴿、虎鶇、黃鶺鴒、東方大葦鶯、短翅樹鶯等出現在其中三條

調查路線，在本區屬於尚稱普遍鳥種。惟鶇科、鶯科與鶺鴒科屬於遷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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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其出現時間與個體數量並不容易掌握，因此有可能是普遍性物種。6

種鳥類只出現在其中兩條調查路線，屬於本區不普遍鳥種，分別為鵂鶹、

赤喉鷚、藍磯鶇、台灣紫嘯鶇、紅尾鶲、青背山雀。魚鷹、北雀鷹、紅隼、

台灣山鷓鴣、亞洲角鴞、赤翡翠、佛法僧、黃胸青鶲、斑紋鷦鶯、棕噪眉、

灰斑鶲等僅出現其中一條調查路線，在本區可謂稀有，或分布侷限種類，

其中前面 8種均出現在北坑，而後面 3種則在南坑（表 3）。 

（七）與往昔研究比較 

林務局南投林區管理處台中工作站從 92 年開始每個月均會在九九峰

自然保留區內進行鳥類定點觀察。由於採固定點、固定時間的調查方式，

因此資料主要用來進行監測，較屬於定量性質的比較，與本研究定性的資

料較不相同。因此，在鳥種組成的落差上較大（80種 vs.52種）。定性調查

無須考慮數量的變化，鳥類的記錄也不會因為時間或地點限制而剔除，鳥

種的記錄會比較多，尤其是在環境不錯的九九峰地區。但是，由於只有定

性資料，對於鳥類族群變動，或環境變化等相關性問題，就無法從中獲得

較準確的資訊；定量調查屬於監測性質，對於鳥類的記錄有相當嚴格的規

定，必須在限定的範圍與時間內的鳥隻才予記錄。此現象常會讓調查員反

映鳥類物種應該不只如此，常常見到特殊鳥類，但礙於時間與地點而無法

列入記錄。由此可見，定量調查必須冒著鳥類物種數明顯偏低的風險，但

是其獲得的資料卻可以監測鳥類族群與環境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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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年度特殊物種生態記錄 

本年度在參與野外調查過程之中，發現了在台灣首度繁殖的佛法僧，

特別於本章節單獨說明。 

佛法僧屬於佛法僧目佛法僧科，在台灣屬於過境鳥，北部野柳及南部

墾丁都有穩定的過境族群。今年五月初，九九峰北坑一線天的山谷出現了

一對佛法僧，鳥會研究組在五月中即投入人力觀察記錄。鳥友謝文欽先生

在 5/28首先記錄雄鳥餵食雌鳥的現象，每一個餵食週期約 30 min，餵食可

達 3~4 次，直到雌鳥飽足不再進食為止。雄鳥在空中捕食昆蟲時，行為類

似卷尾，捕到蟲後會在樹枝上摩擦，將食物堅硬部分除去，或是弄死蟲類

時導致甲殻、翅膀脫落，再餵予雌鳥。透過觀察，佛法僧雄鳥攜帶的食物

種類有直翅目的蚱蜢；鱗翅目的蛾或蝶；鞘翅目的金龜子、天牛與同翅目

的蟬等。雌鳥通常站固定枯木，甚少移動。 

佛法僧的雄雌鳥外形十分相似，甚難分辨，不過謝文欽鳥友透過數位

相片與行為搭配比較得出以下結論(1)公鳥嘴喙較母鳥略粗大，母鳥嘴喙略

有磨損。(2)公鳥頭部羽毛服貼，母鳥較蓬鬆。(3)公鳥體型較挺直纖細，母

鳥圓胖，但母鳥產卵後體型略小(腹部)。(4)母鳥眼瞼呈淡紅色，公鳥則無。

6/5 謝文欽首度發現有交配行為，6/10 有進出一樹洞，但後來未在該樹洞

築巢。6/20 再度發現交配行為。6/23鳥友吳志典發現佛法僧進出一枯死山

黃麻，並從另一角度發現新巢洞。巢洞開口面約與地面垂直，目測離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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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以上。巢洞所在枯山黃麻四周空曠，面向馬路相反邊，但離馬路邊不

到 40 m，極易受干擾。從單隻鳥活動與進出很少的情況研判，雌鳥應該正

在孵蛋。 

統計 6/24 至 6/31這段時間，佛法僧餵食的高峰期每小時 11次，最少

也有 5 次，但 5 次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山區間歇性降雨，影響昆蟲活動，使

得佛法僧無東西可捉。餵食間隔最長 1 小時 10 分(8:10-9:20)；最短 1 min

（原因如上述）。餵食頻率較高的時段分別是早上 9:30至 12:30與下午 3:30

至 5:30，大約每 6 min就餵食一次。若遇長時間間隔(15min以上)，再次餵

食前會先站附近枯木觀望 2~3 min再入巢洞。 

雄雌鳥都有餵食，何者次數較多無法判斷。6/26下午約 3點左右，林

文隆記錄到親鳥攜出糞囊的現象，糞囊白色頗大。同時觀察到親鳥進出巢

洞的飛行路徑明顯不同，離開巢洞時，會筆直飛行，飛行高度較高。進入

巢洞時，通常會先停幾處觀測點，待確定無危險後，低空飛行到巢樹附近

然後拉高進入樹洞。 

7/2 敏督利颱風來襲，下午開始下大雨，斷斷續續到深夜。7/3 林文隆

在凌晨 2 點上山，當時風勢雨勢並不強，觀察巢洞所在山黃麻枯木仍在。

約 3 點，雷電交加開始降雨，約莫半小時的時間，開始有小型坍方，4 點

左右決定下山等待，當時巢樹仍在。凌晨 6:00，居民江先生發現枯木被小

規模土石流沖倒，親鳥仍在，山上道路車子無法通行。7/3下午 1點，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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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翌碩冒雨穿過深達腰部的土石流區到達巢樹倒下位置，巢樹斷裂成數

節，簡單測量巢洞，發現深度約 25~30 cm，內有簡單巢材，但未發現任何

雛鳥。7/6 親鳥固定停棲三處山黃麻枯木不是頃倒就是折斷，該處已不見

蹤跡。7/7 另有鳥友在附近發現親鳥，但至此之後，就未再見到佛法僧。 

根據當地民眾表示，這已經是第三年看見佛法僧了，過去並不知道該

鳥的名字，僅知體型不小，同時飛行的狀態頗似大卷尾，至於其他身體顏

色的特徵印象深刻，因此誤判的機會不高。佛法僧需要樹洞作為繁殖場所，

九九峰一帶有相多的枯死山黃麻，可提供樹洞需求。此外，本區豐富的昆

蟲可提供其育雛需求。今年首度嘗試繁殖，雖然失敗，但來年仍有機會在

本區內繁殖。 

二、哺乳類 

（一）種屬組成 

觀察期間共記錄 6目 9科 11種哺乳類，分別為台灣葉鼻蝠、台灣獼猴、

台灣野兔、赤腹松鼠、大赤鼯鼠、刺鼠、鬼鼠、食蟹獴、鼬獾、白鼻心與

台灣山羊等（表 5）。 

（二）特化性 

調查發現的哺乳類中，屬於台灣特有種的有台灣葉鼻蝠、台灣獼猴、

刺鼠與台灣山羊等 4 種；台灣野兔、大赤鼯鼠、鼬獾與白鼻心等 4 種為台

灣特有亞種（表 5）。台灣屬於一封閉型島嶼，對於陸生的哺乳類來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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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喪失與外界物種聯繫交流的機會，因此特化的物種特別多。本年度共記

錄 11種哺乳類，其中鬼鼠為外來種，本地原產種類中，剩下赤腹松鼠與食

蟹獴並未特化，其餘 8種均達特亞或特有程度，特化比例約 80% 

（三）珍稀物種 

調查物種中，台灣獼猴、食蟹獴、白鼻心與台灣山羊等 4 種屬於珍貴

稀有的二級保育類（表 5）。 

（四）各調查路線比較 

5條調查路線中，北坑發現的哺乳類最多，共有 11種。其次為竹仔坑

至北坑，記錄 9種。中坑與南坑各記錄 8種。136縣道發現的哺乳類最少，

只有 6種（表 5）。 

11種哺乳類中台灣葉鼻蝠、台灣獼猴、赤腹松鼠、大赤鼯鼠、刺鼠與

鼬獾等 6 種在各個調查路線均可發現，屬於本區分佈較普遍的物種。白鼻

心出現在其中 4 條調查路線，分布也可稱為普遍。鬼鼠出現在 3 條調查路

線中，在本區的分布屬於不普遍等級。台灣野兔與食蟹獴只出現在 2 條調

查路線中，某種程度來說，這兩種動物可能分布比較侷限，或是數量比較

少，因此在本區與僅出現北坑的台灣山羊同屬於稀有等級（表 5）。 

（五）調查方式比較 

5種發現方式中，自動照相記錄的物種最多，共有 10種。其次為直接

目擊，共記錄 6種。而排遺、足跡與屍體各記錄 4與 3種（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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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調查結果與投注的時間、人力有關，時間與人力較豐富的情

況之下，與野生動物相遇機會增高，自然增加調查的準確性。此外，對動

物本身特性的了解程度也會影響調查結果，了解程度愈高愈能掌握調查方

向。當然許多哺乳類由於生性隱密的關係，許多調查上藉助的工具也相當

重要。以本調查來說，僅有沿線調查（包含直接目擊與其他生物存在的間

接證據）與自動照相機兩種，其他各式籠捕陷阱或霧網並未使用。一般來

說，較大型的物種被調查到的機會較高。小型物種如鼠類或是食蟲目動物，

或是飛行的蝙蝠，多半需要仰賴陷阱的捕捉，才能使調查資料完備。而霧

網捕捉與掉落氏陷阱(pitfall)是可以增加調查機會的方法，只是前者必須有

專家指導，一般人並不適合從事這樣的調查工作。因此從目前記錄來看，

蝙蝠類與食蟲類等小獸類的實際種數可能還會增加。  

（六）與往昔研究比較 

劉建男（2003）在九九峰保留區內共記錄 19種哺乳類，而本次的調查

記錄 11種，其間的主要差異來自蝙蝠類 6種、台灣鼴鼠與野猪各 1種。差

異的原因來自調查方法與範圍不同所致，如同（五）所述（表 7）。 

（七）本區哺乳類活動習性 

劉建男（2003）曾從自動照相的結果推斷 4 種在此活動的哺乳類的活

動時間，其中，鼬獾與刺鼠為典型的夜行性動物，台灣獼猴為日行性動物，

山羊為傍晚 4 點到清晨 9 點間。本調查以直接觀察及自動照相兩種方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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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本區哺乳類的活動習性，結果調查物種中，赤腹松鼠與台灣獼猴為日行

性，食蟹獴在本區不明外，鼬獾、白鼻心、大赤鼯鼠、蝙蝠類皆屬於夜行

性種類。 

三、爬蟲類 

（一） 種屬組成 

調查期間共發現 2目 9科 27種爬蟲類，分別為有鱗目飛蜥科 1種；石

龍子科 2種；蜥蜴科 3種；壁虎科 3種；盲蛇科 1種；黃頜蛇科 11種；蝮

蛇科 2種；蝙蝠蛇科 3種、龜鱉目澤龜科 1種（表 8）。 

（二） 特化性 

調查發現物種中，共有 4種台灣特有種，分別為蓬萊草蜥、台灣草蜥、

古氏草蜥與斯文豪氏攀蜥（表 10）。 

（三） 珍稀物種 

爬蟲類中，屬於保育類的共有 10種，分別是蓬萊草蜥、台灣草蜥、古

氏草蜥、錦蛇、紅竹蛇、龜殼花、雨傘節、環紋赤蛇、眼鏡蛇與食蛇龜，

保育等級均屬於珍貴稀有二級保育類（表 10）。 

（四） 各調查月份比較 

爬蟲類出現時機明顯受到外在溫度的限制，本年度調查至十月上旬為

止，整體發現的種數呈現單一波峰的現象，換句話說，從二月開始記錄爬

蟲類活動後，每個月發現的種數即不斷上升直到五月份記錄的 19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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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緩慢下降至十月份的 3 種。而這種單一波峰現象正好與月均溫度的變化

相吻合。若以定義的春季二~四月；夏季五~七月；秋季八~十月；冬季十一

至隔年一月來劃分，那麼冬季發現的物種可能是最少的（至報告撰寫為止，

並未發現任何爬蟲類）。夏季爬蟲類最多種，共記錄 25 種，調查期間發現

總物種（27 種）的 92.6%在夏季可以發現。此外，夏季每個月平均可發現

16.7種，同樣是高於其他季節。春季與秋季各發現 17與 16種爬蟲類，占

總發現物種的 63.0 與 59.3%。春季每個月平均可發現 8.6 種；秋季則發現

9.3種。無論是以季，或是月的角度來看，春秋兩季的爬蟲類出現狀況其實

相當接近（表 8）。 

探討各物種在各月分出現的狀況可以發現，蜥蜴類中的斯文豪氏攀

蜥、麗紋石龍子、印度蜓蜥、鉛山壁虎；蛇類中的紅斑蛇、青蛇、赤尾青

竹絲、雨傘節等物種在三至九月這段期間相當活躍，幾乎每個月都可發現，

而這或許也可以反映出物種的相對數量（表 8）。 

（五） 各調查路線比較 

規劃的 5個調查路線中，以北坑發現的爬蟲類最多，共有 23種。其次

為 136縣道、中坑與南坑，分別記錄 18與 17種。竹仔坑至北坑最少，共

記錄 13 種（表 9）。各調查路線發現物種數的多寡可分別依蜥蜴與龜類、

蛇類來討論，因為蜥蜴與龜類大部分為直接目擊或是藉由翻尋方式發現，

因此各調查路線發現的物種數差異不大。反觀蛇類部分，由於蛇類路死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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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佔了相當多的比例，因此環境自然度與車流量可能是成為蛇類調查的關

鍵。調查路線中，竹仔坑至北坑為溯溪路線，並無車輛行駛，因此蛇類全

為直接目擊的活體，調查期間僅發現 7 種蛇類。北坑路線為台中至 136 縣

道轉往國姓、埔里的捷徑道路，因此假日的車流量會比平時增加許多，而

對於熟悉該道路的民眾來說，行駛車速可達 50 km/hr。以一條車流量大，

行駛車速快，同時穿越保留區的道路來說，壓死蛇類的機率就相對提高，

也因此我們在這條調查路線上至少記錄 13種被壓死的蛇類，包括已相當稀

少的環紋赤蛇。所有調查路線中，136 縣道的車流量最大，但因兩邊的環

境多為果園，或是人為干擾大的環境，整體自然度較低，因此發現的蛇類

只有 10種，當然多數為路死個體。南坑與中坑同樣有道路，但只有南坑可

通達峰谷，中坑的末端是無路可通。上述兩條道路可供行車的條件並不佳，

因此利用的情況不如北坑與 136 縣道普遍。這兩條調查路線發現的蛇類約

10種，其中被壓死的有 4種，其餘均為目擊活體。 

（六）發現方式比較 

表 9統計了爬蟲類的發現方式，可以看出蜥蜴類與食蛇龜都是透過直

接目擊或是捕捉方式調查，並無路死個體或是人為獵殺。蛇類部分就比較

複雜，屏除盲蛇為掘土過程無意發現外，其餘 16種蛇類有目擊、捕捉、路

死個體與人為擊斃等發現方式。16種蛇類中有 13種為直接目擊，4種為當

地居民捕捉的個體，上述兩種方式記錄 14 種蛇類。路死蛇類共有 1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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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登山客擊斃的蛇有 7種，上述兩種方式同樣記錄 14種蛇類。登山客擊斃

的蛇類有大頭蛇、青蛇、赤背松柏根、赤尾青竹絲、龜殼花、雨傘節與眼

鏡蛇，除了赤背松柏根可能因為行動緩慢遭毒手外，其餘都是毒蛇或是看

似毒蛇的種類（大頭蛇類似龜殼花；青蛇類似赤尾青竹絲），無論是否為毒

蛇，登山客見蛇就打的心態，需要再加強保育宣導。 

四、兩棲類 

（一）種屬組成 

調查期間共發現 1目 4科 14種蛙類，分別為盤古蟾蜍、黑蒙西氏小雨

蛙、小雨蛙、莫氏樹蛙、白頜樹蛙、褐樹蛙、艾氏樹蛙、面天樹蛙、日本

樹蛙、拉都希氏赤蛙、澤蛙、古氏赤蛙、長腳赤蛙、梭德氏赤蛙（表 11）。 

（二）特化性 

調查發現物種中，共有 4 種台灣特有種，分別盤古蟾蜍、莫氏樹蛙、

褐樹蛙、面天樹蛙（表 13）。 

（三）珍稀物種 

蛙類中，屬於保育類的共有 3種，分別是黑蒙西氏小雨蛙、莫氏樹蛙、

褐樹蛙，保育等級均屬於珍貴稀有二級保育類（表 13）。 

（四）各調查月份比較 

從本調查區蛙類出現的月份，可以簡單地將本區蛙類活動時間分為五

類。第一類為全年活動，個體活動較不受季節限制，如盤古蟾蜍、面天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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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日本樹蛙。第二類為活動時間長，除了冬季較少出現外，其餘三季均

可發現，如黑蒙西氏小雨蛙、小雨蛙、艾氏樹蛙、拉都希氏赤蛙與澤蛙。

第三類屬於較暖和季節才活動的物種，如白頜樹蛙（科博館周文豪博士日

前證實，一般所說的白頜樹蛙正確名稱應該是布氏樹蛙 Polypedates 

braueri，由於撰寫期間尚在尋找發表期刊，因此本文仍沿用舊名，並未更

改）、褐樹蛙、古氏赤蛙。第四類屬於秋冬季節較活躍的蛙種，如梭德氏赤

蛙與長腳赤蛙。第五類主要活動在秋冬季，但是春夏季亦有零星個體，如

莫氏樹蛙（表 11）。 

（五）各調查路線比較 

規劃的 5個調查路線中，以北坑與竹仔坑至北坑這兩條路線發現的蛙

類較多，分別有 14與 13種。中坑與南坑各記錄 12種，種類數量居次。136

縣道發現的蛙類最少，共記錄 8 種。截至目前為止，北坑與竹仔坑至北坑

這兩條路線發現的蛙種幾乎已涵蓋全部發種類，而 136 縣道的蛙種似乎因

為道路與周邊開發的關係，種類較少。因此，將來若要進行蛙類調查，建

議調查北坑與竹仔坑至北坑其中一條，與中坑與南坑其中一條路線即可（表

12）。 

若將 136縣道屏除不計算，那麼調查發現的 14種蛙類中有 12種屬於

普遍分布，換句話說，在各條調查路線均可發現。古氏赤蛙與長腳赤蛙等

2 種僅侷限出現在北坑與竹仔坑至北坑一帶，屬於本區較稀有的種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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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六）發現方式比較 

表 13統計了蛙類的發現方式，可以看出在進行蛙類調查時，直接目擊

與鳴聲是較有效率的方式，這兩種方式配合可以調查到目前發現的全部蛙

種。艾氏樹蛙通常僅能聽見其鳴聲，但要目擊的機會並不高，因為艾氏樹

蛙鳴叫的位置多半位於樹木離地約 4~6m 的高處。長腳赤蛙與梭德氏赤蛙

均以直接目擊方式發現，這兩種蛙類的鳴聲較尖細，同時音量並不大，鳴

叫的機會也較少。因此調查過程中，除非直接目擊個體活動，否則很難透

過聲音尋找方式發現。本調查期間共發現 4 種蛙卵與 2 種卵泡，分別為盤

古蟾蜍、拉都希氏赤蛙、澤蛙、莫氏樹蛙、白頜樹蛙，均為野外辨識較無

困難的物種。蝌蚪部分，本年度記錄 8種，記錄種數比卵或卵泡稍多。 

（七）與往昔比較 

陳等（2003）在九九峰保留區內共記錄 39種兩棲爬蟲類，與本次調查

41種之間的差異不大，差異原因與調查次數、範圍、時間等有關。若將兩

次調查的資料彙整分析，則九九峰保留區保含鄰近地區的兩棲爬蟲類至少

有 48種，相當豐富（表 14）。 

建議事項 

彙整過去所有調查結果，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內由於林相保存較為完整

及人為干擾較少之故，鳥類如朱鸝、八色鳥、藍腹鷴；哺乳類如飛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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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心、野猪、山羊等均有發現記錄。兩棲爬蟲類中，由於台灣的蛙類出現

環境與時間較特定，如欲調查本線段所有蛙類可能僅需 2~3 年的時間。爬

行動物中，蜥蜴與龜鱉類的物種較少，所需的調查時間可能也與蛙類一樣，

惟蛇類通常無固定活動的路徑，調查者往往僅能憑著經驗在特定的環境、

季節、時間出外調查，以增加與蛇類相遇的機會，但是，這畢竟是機率問

題，還是有許多蛇類可能因為本身族群較少，或是活動習慣較特殊的緣故，

需要投入大量的時間或是增加調查人員才有辦法提高相遇機率。經過本年

度調查之後，整理出本區各類群生物較特殊之處，可以作為後續研究方向

之參考。 

鳥類 

1.生物多樣性之監測研究 

本區遷移性猛禽非常穩定，種類與數量亦相當多，應透過長期監測，

了解本區遷移猛禽的路線、數量與遷移的種類。除此之外，猛禽於此落腳

的夜棲環境及所在位置也需要調查，避免有人為干擾的情況。 

2.影響生物多樣性因素之研究： 

研究生態系中物種存在與否對生態系的影響。朱鸝屬於一級保育類，

在全台各山區均屬零星分布，而其出現環境多位於溪谷谷地，一般賞鳥者

較少涉及的環境，因此被普遍認為數量稀少。然在本年度的調查過程中發

現，全部調查路線均可直接目擊，或是聽見朱鸝鳴聲，顯見本區的朱鸝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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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像外界想像般數量稀少，但對於朱鸝的生物學狀況，或是目前遭受的生

存問題，確是需要更多心力投入，尤其是在保留區內，在受到良好的保護

下，其實是可以嘗試朱鸝的長久觀察。 

3.特殊物種之研究 

（1）蜂鷹在各個月份與調查路線均有發現，在本區的情況甚為特殊，其有

關的生物學研究，包括是否有留鳥族群等，需要有長時間的觀察，必要時

甚至可以透過無線電追蹤方式將其留棲狀況作一釐清。 

（2）八色鳥在本區的數量穩定，且幾乎在整個保留區均可發現，分佈範圍

廣泛，但有關其在本保留區的族群數量目前並無參考資料。九九峰與全世

界已知八色鳥密度最高的湖本村之間是否有差異？調查之後會不會成為密

度最高的區域？這些問題應該可以深入調查研究。 

（3）九九峰提供的天然條件相當良好，吸引佛法僧前來繁殖，在台灣的第

一次正式繁殖記錄雖然失敗，但來年仍有機會再度嘗試繁殖，此點也是需

要巡山人員與鳥會共同努力，持續注意。 

哺乳類 

1.針對範圍內的哺乳動物資源作更徹底且長久的調查，調查範圍可以擴

大，調查方法也需要涵蓋各種物種，尤其是翼手目與食蟲目等較難掌握的

類群更需投入精力加以調查。 

2.針對範圍內特殊類群的生物學特性進行研究，如台灣山羊、食蟹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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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其生物學有更深入了解，蒐集一些將來可提供作為保育措施之用的生

態資料。 

爬蟲類 

1.可以鼓勵當地居民長期蒐集路死個體，並派專人定期蒐集這些民眾的資

料，可以補足調查過程中的漏失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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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各月份鳥類組成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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