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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計劃緣起與目標 
 
１.１. 緣起 
 
一、四斑細蟌（Mortonagrion hirosei Asahina）於 2005 年發現，目前全台灣仍只

存在於五股溼地。由於其特殊的棲地環境需求，以及分布地點與族群數量稀

少，世界保育聯盟（IUCN）將本種列為瀕危（Endangered）物種。經過志

工們數年的調查發現四斑細蟌的分佈區域有愈來愈小及數量愈來愈少的趨

勢。故全面性、系統性的調查研究計畫實有其必要性。 
二、五股溼地去年營建署評選為國家級的重要溼地，為了保護四斑細蟌和溼地中

眾多生物，以及提供廣大民眾一處具有環境教育、學習體驗、休閒賞景的場

所，五股溼地生態教育園區的建置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三、荒野認養五股溼地 4 年以來推動生態保育教育不遺餘力，期望能夠提供更多

的機會，建立更多元化的溼地體驗教材，讓更多的人體驗溼地之美，進而有

所行動。 
 
１.２. 計劃目標 
 
一、四斑細蟌保育及棲地復育。 
二、於五股溼地建置一個具有環境教育、學習體驗、休閒賞景的溼地生態教育園

區。 
三、推廣溼地保育教育。 
 
１.３. 預定工作內容 
 
１.３.１. 保育及棲地復育 
 
一、四斑細蟌族群分布和季節消長變化調查：進行全面性的四斑細蟌普查，了解

四斑細蟌現有的分佈區域設定樣區，針對各樣區進行每月 1 次的穿越線普

查。可依前幾次的普查結果，將全區劃分為 3 個等級，分別是核心區、緩衝

區及一般區，針對這 3 個等級的棲地可再調整調查的方法和努力量。 
二、活動模式、族群組成和生活史調查：選擇四斑細蟌密度最高的核心區劃設樣

區，在四斑細蟌出現高峰的季節，每月進行 2 個白天的觀察記錄。在發現四

斑細蟌連結產卵或水蠆羽化的棲地，可嘗試採集水中的水蠆進行飼養試驗，

觀察水蠆羽化時間與高峰，並評估進行水蠆數量調查的可行性和方法。 
三、棲地環境偏好調查：在四斑細蟌核心區、緩衝區和一般區各隨機選取幾個樣

點同時進行比較。需要測量的環境因子包括樣區植物組成、覆蓋度、密度、

植物體高度、水溫變化、水深變化、鹽度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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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針對以上調查結果做出四斑細蟌保育以及復育的具體建議。 

 
１.３.２. 提昇志工專業能力 
 

於五股溼地建置一個具有環境教育、學習體驗、休閒賞景的溼地生態教育園

區：期望能夠提供志工們進階課程訓練，提升蜻蛉目、水生植物、棲地改善等相

關專業知識及技能，透過志工的帶領能夠讓更多民眾了解溼地生態的奧祕。 
 
１.３.３. 推廣溼地保育教育 
 

荒野已長期與鄰近學校進行合作，進行戶外教學、室內演講等活動，累計 4
年至去年為止共有 5 千 8 百餘人次參與，今年預計進行 20 場次，補助有意願之

國中、小學，進行半天的戶外教學活動，讓溼地教育繼續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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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預定工作進度 
 

預定工作進度如下表： 

98 年 重要工作項
目 

工作 
比重 
％ 

預定 
進度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月

備   註 

工作
量 
或內
容 

 全面
普查

樣區
調查

樣區調
查及資
料匯整

四斑細蟌保
育及棲地復
育 

50 
累計 
百分
比 

0 42 84 100 

1.四斑細蟌族群分佈和
季 
節消長變化調查 

2.活動模式、族群組成和
生活史調查 

3.棲地環境偏好調查 

工作
量 
或內
容 

 

進行
課程
及教
案設
計 

教案
設計
及改
良 

教案設
計及改
良 

於五股溼地
建置一個具
有環境教
育、學習體
驗、休閒賞
景的溼地生
態教育園區 

20 

累計 
百分
比 

0 80 90 100 

溼地生態課程 
1.蜻蛉目基本認知及
調查課程 

2.水生生物課程 
3.溼地鳥類課程 
4.溼地植物課程 
5.溼地螃蟹調查課程 

溼地相關教案設計及製
作 

工作
量 
或內
容 

 6 場 7 場 7 場 
推廣溼地保
育教育 30 

累計 
百分
比 

0 33 66 100 

提供 20 場次供國中、小
學申請校外教學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0 46.9 79.8 100  

查核項目    

表格 １-１ 98 年五股溼地四斑細蟌保育計劃工作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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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背景資料 

２.１. 地理及氣候條件 
 

五股溼地的地理位於大台北盆地北西緣，二重疏洪道的北端，相鄰林口台地

及觀音山，北接關渡溼地，南至國道 1；東至疏洪一路(北 59)，西以省道臺 64
為界，面積共 177 公頃。是為台北縣五股鄉行政轄區境內，屬於人工溼地與小部

分自然溼地類型。由於台灣地區的地理位置位於東亞-澳大利亞候鳥遷移路徑

上，加上地形地理特徵等因素，造就了五股溼地豐富的生態多樣性條件。 
根據最鄰近五股溼地的中央氣象局台北氣象站 1971 至 2000 年資料顯示，台

北地區年平均降雨量 2325.2，降雨日數 170 天，平均氣溫 22.6 度，相對濕度 78%，
最冷月平均氣溫 15℃左右，最暖月平均氣溫 28℃左右。屬於溫暖潮溼的氣候類

型。 

 

圖 ２-１ 五股溼地地理位置（空照圖取自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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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北盆地為一東南向西北傾斜的地形，五股溼地的地理位置正好位於台

北盆地最低漥區域，淡水河系中的大漢溪、新店溪和基隆河等主要的支流在此交

會，河道下游不但受制於台北橋附近河面狹窄之故，又受關渡至獅子頭隘口的控

扼，使得水流宣洩不暢，每逢颱風或豪雨時便氾濫成災。再加上淡水河本身屬於

感潮河川，以致低窪之處常積水為患。亦形成了四斑細蟌基本生存條件的地理環

境—河口感潮溼地。 
 

 

圖 ２-２ 五股溼地衛星圖 

 
在地形上，五股溼地由塭仔圳貫川全區，並匯流五股坑溪、大窠坑溪及洲仔

尾溝等水系，過往曾經為台北地區重要農耕地區，後因潮汐、氾濫等天然人為之

歷史因素（詳見２.３人文），使得許多原本位於舊土堤內的農耕地區荒廢無法耕

作，進而生長成北台灣面積最大的蘆葦叢，後因二重疏洪道的興建及本會的認

養，意外的保留住適合四斑細蟌生存的棲地，使得四斑細蟌得以在五股溼地生存

繁衍。 
本會認養五股溼地後，將五股溼地分成六大區塊以方更管理，分別是疏洪生

態公園（出口堰）、大生態池、大蘆葦叢、圳邊公園、興北區（108 線五股鄉中

興路三段以北）、興南區（108 線五股鄉中興路三段以南），其中大蘆葦叢南側一

塊 3000 平方公尺的蘆葦叢獨立成南蘆葦叢區，圳邊公園南側約 7500 平方公尺的

蘆葦叢獨立成主棲地區，二地皆為四斑細蟌目前發現最密集的地方。另包含屬於

淡水河本流低灘地三個地區的成州堤岸、河口灘地、蘆洲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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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３ 五股溼地分區圖 

 
 
２.２. 生態 
 

至 2008 年止，五股溼地共記錄有；鳥類 45 科 161 種，其中包括 18 種保育

鳥類，蛙類 4 科 7 種，爬蟲類（含有鱗目及龜鱉目）7 科 11 種，哺乳動物 3 科 5
種（不包含棄養的家貓及家犬，翼手目動物目前儘能鑒定有四個屬，故不列入數

量），魚類 14 科 21 種，螃蟹 4 科 12 種，蝦類 1 科 1 種，螺類 7 科 7 種，昆蟲

16 科 57 種（其中蜻蛉目昆蟲 6 科 26 種），植物 62 科 215 種，其中蘆葦、苦林

盤、水筆仔、鹹草、香蒲等五種植物能夠直接生長於感潮溼地內。保有相當程度

的生物多樣性。 
 
２.３. 歷史概述 
 

1950 年代以前，五股溼地平原地區為大台北最重要的農耕地區，水稻、柑

橘、芋頭都曾是這片土地上的重要作物。然而由於台北盆地的發展，人口密度逐

漸增高，導致淡水河頻繁的氾濫次數及因地形滯留的洪水，逐漸成為嚴重影響人

民生命財產的災害。 
1967~1968 年，由於過度開發及超抽地下水等因素，導致塭子圳沿岸五股沼

澤地形成，並於 1970 年時發生五股蘆洲地區海水倒灌，政府遂於 1974 年於溫子

圳設立水閘門，但仍無法解決問題。 
然而就因為以上的因素，五股溼地和關渡溼地意外成為北台灣的兩大賞鳥

點，同列台灣 12 大溼地之一。根據中華鳥會的統計資料顯示，1978 年五股溼地

共有 84 種 4714 隻，1979 年為 72 種 4040 隻，1984 年更高達 94 種 4805 隻。種

類方面僅次於宜蘭竹安溪口溼地，個體數量更高居台灣各大溼地之冠。 
1979 年「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核定，規劃闢建二重疏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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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1984 年二重疏洪道施工興建，在此期間，由於五股工業區興建填土等因

素，五股沼澤面積由 1980 年的 5 平方公里縮減為 1988 年的 2.26 平方公里，同

時廢水、垃圾、廢土嚴重污染著這片土地。 
1988~1997 年間政府對二重疏洪道提出多宗土地利用規劃案，其中包括： 

一、三重市公所主辦二重疏洪道高攤地空間美綠化計畫 
二、五股鄉公所主辦五股鄉二重疏洪道規劃設計 
三、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 

1. 二重疏洪道市民農園計畫 
2. 台北縣河川沼澤地生態保育暨復育計畫「五股自然生態公園」 
3. 二重疏洪道治水綠地計畫 
1997 年 6 月政府同意以空污費動用 14.7 億元經費，由行政院環保署主持，

進行二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加速整頓二重疏洪道；整個二重疏洪道的地貌亦由

南到北，由雜亂無章的農田逐漸變成成平坦碧綠的草地及籃球場及棒球場等設

施。 
近期五股溼地沼澤面積的縮減歷程（此指高速公路下大面積之沼澤）： 

一、1978 年沼澤面積約 457 公頃，推估蘆葦沼澤面積約 170 公頃。 
二、1982 年闢建疏洪道-居民被破遷村。 
三、1986 年沼澤面積約 223 公頃，推估蘆葦沼澤面積約 146 公頃，五股工業區

興建以及五股垃圾山的廢棄物廢土堆置，沼澤面積被填大半。 
四、1994 年沼澤面積約 54 公頃，推估蘆葦沼澤面積約 73 公頃。 
五、2001 年疏洪道綠美化工程導致溫仔圳下游之河岸植被消失。 
六、2003 年沼澤面積約 45 公頃，推估蘆葦沼澤面積約 63 公頃。 
七、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5 月 歷經『束水攻砂』之疏濬工程後，挖起之土幾

乎將溫仔圳上游之沼澤完全填平，工程施作期間阻斷潮水進出、放乾沼澤水

域，是以該區域過去若曾有四斑細蟌棲息分佈，一年間的工程肆虐，使棲地

破壞殆盡，目前並未在此區域發現四斑細蟌。 
八、2005 年沼澤面積約 7 公頃，推估蘆葦沼澤面積約 21 公頃，一年多分佈調查

中僅在溫仔圳中下游流域發現四斑細蟌穩定的族群。 
 
２.４. 過去成果 
 

2002 年，二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往北推進到高速公路以北的五股沼澤區，

以及二重疏洪道出口堰等地區時，以荒野保護協會為主的在地以及民間團體組成

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推動五股溼地生態園區的成立，荒野保護協會並於 2004
年 11 月起開始認養五股溼地，進行生態保育監測、棲地復育及環境教育的工作。 

在環境教育方面，本會自 2004 年認養之初即進行週週見的導覽，並接受團

體預約導覽、戶外教學、教師研習、推廣演講及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大型活動，累

計到目前為止共有約兩萬人次左右參訪五股溼地並接受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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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棲地復育方面，本會共於五股溼地內進行四次大規模的棲地營造工作，分

別為： 
一、 2004 年出口堰：經費來源為高管處，由於微風運河的興建導致破壞掉一個

生態豐富的蘆葦叢（蘆堤生態池），故本會要求高管處於出口堰草坪區重營

造一座擁有淺灘地及水道的區域。 
二、 2005 年大生態池：經費來源為高管處，運用高管處該年維管的剩餘經費，

將大生態池地區營造成一個適合水鳥棲息的淺灘。 
三、 2006 年圳邊公園：經費來源為高管處，運用高管處該年維管的剩餘經費，

將圳邊公園營造成適合淡水域生物生存的溼地生態。 
四、 2008 年出口堰及大生態池：經費來源為向花旗銀行募款，主要工作項目為

大生態池及出口堰西區的蘆葦清除，以及於出口堰東區營造一座適合四斑細

蟌生存的「四斑新棲地」。 
五、 四斑新棲地：依照現地蘆葦叢的地形，設計成東側池平均積水 30cm、西側

池積水 50cm，各以六根四英吋直徑的 PVC 管材來控制水位。二池面積各約

1250 平方公尺，總面積約為主棲地的一半，密植蘆葦根。 

 

圖 ２-４ 2008 年 12 月四斑新棲地剛施作完畢時照片 

 
在生態保育監測方面成果如上２.２生態部份所敘述，其中並於 2005 年 8 月

發現世界保育聯盟（IUCN）列為瀕危（Endangered）物種的四斑細蟌（Mortonagrion 
hirosei Asahina）（已於 2006 年改為易危 Vulnerable），經過討論之後，決定將牠

的中文名稱定為「四斑細蟌」，因牠背上四個蘋果綠色斑是其正字標記，所以最

具代表性也很好記。 
隨後於 2006 年 5 月 17 日，由五股溼地志工林秀麗與曹美華、葉文琪聯名於

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自然保育季刊第 53 期」，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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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四斑細蟌現身五股溼地」一文。並於 2007 年 1 月，由本會理事暨疏洪道

生態保育聯盟召集人賴榮孝先生，提出「四斑細蟌保育計畫」，詳細描述四斑細

蟌於五股溼地的生活狀況，以及未來四斑細蟌保育計劃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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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調查研究計劃 

四斑細蟌 Mortonagrion hirosei Asahina，系隸屬蜻蜓目細蟌科桑色細蟌屬的

小型豆娘，該屬主要分布於東南亞及東亞地區。日本於 1971 年在茨城縣水戸市

近郊的涸沼首次發現四斑細蟌（ヒヌマイトトンボ），香港也於 1991 年在米浦

溼地發現四斑細蟌（廣瀨妹蟌）的蹤跡，直到 2005 年，臺灣才在二重疏洪道的

五股溼地發現牠們。由於只生活在受潮汐影響的蘆葦沼澤，有其特殊的棲地適

應，故分布地點十分稀少。 
特徵型態全長約三公分，雌蟲略長於雄蟲，主要特徵為合胸上、下各有一對

淡綠色斑，未成熟個體複眼背面淡褐色到淡紅褐色。腹部背面淡褐色至黑褐色，

第 1 及第 2 節側面下方淡綠色，第 2 至第 8 節基部有淡綠色圈；攫握器黑色，下

攫握器明顯長於上攫握器。 

 

圖 ３-１ 雄蟲 

 
雌蟲主要分為兩種型態： 

一、似雄型：個體體色斑紋類似雄蟲，數量最多。 
二、異色型：依成熟度可略分為二個型態 

1. 橙色型：未成熟，頭部及胸部暗橙色至暗橙紅色，腹部第 1、2 節暗橙

紅色，其餘各節斑紋類似雄蟲。 



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劃 成果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5

 
圖 ３-２ 橙色型 

 
2. 綠色型：已成熟，頭部及合胸暗綠褐色，合胸無明顯斑紋；腹部背面淡

褐色至黑褐色，各節的淡綠色圈不明顯。 
稚蟲隨齡期而有不同的大小，終齡稚蟲約 13mm 長，有三條極細的尾鰓，卵

為長橢圓型，大小約為 0.77mm* 0.15mm。 
四斑細蟌約為一年一世代，發生期為 5 月底到 9 月底（台灣地區自 3 月底到

11 月初都有記錄），一般都在茂密的蘆葦叢中活動。以搖蚊、大蚊、飛虱、葉蟬、

蚜蟲等小型昆蟲為食。 
卵期約 6~10 天，稚蟲期約 10 個月，以稚蟲型態越冬。稚蟲生活在蘆葦叢茂

密並水淺感潮的河川濕地，水的鹽分約為 6.0～10.0ppt、最高値 17.0ppt（海水約

為 40ppt），所面臨的生存威脅為河水污染、河岸河口的修改、河口堰的建設所造

成的淡水化、蘆葦叢的消退、天敵如青紋的捕食。 
台灣自 2005 年 8 月於五股溼地發現四斑細蟌後，經研究人員持續的調查，

發現數量及分佈區域均有逐年減少的趨勢，故全面性、系統性的調查研究計畫實

有其必要性。 
在進行本計劃前，除了將前兩年的成果匯整之外，我們更參考了日本方面對

於四斑細蟌（ヒヌマイトトンボ）的數篇研究論文如下： 
一、Watanabe, M. and Y. Mimura. 2003. Population dynamics of Mortonagrion 

hirosei (Odonata: Coenagrionida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donatology 6(1): 
65-78. 

二、Watanabe, M. and Y. Mimura. 2004. Diurnal changes in perching sites and low 
mobility of adult Mortonagrion hirosei Asahina inhabiting understory of d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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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d community (Zygoptera: Coenagrionidae). Odonatologica 33(3): 303-313. 
三、「財團法人 ion 環境財團」補助金製作小冊子 2004 年 「瀕臨滅絕物種四斑

細蟌在蘆葦群中的生活及棲息地的保全」 
四、岩田周子 渡邊守 2004 年 「在河口地區挺水植物中生存的均翅亞目幼蟲的

抗鹽性」 
五、松浦聡子 渡邊守 2004 年 「為保全四斑細蟌所創設的蘆葦群第一年的動態

及侵入的蜻蛉目昆蟲」 
(以上徵求日文原文輸入 keying) 

根據以上數篇論文，我們決定以「棲地環境調查」、「分佈區域」、「數量評估」、

「生活史」四大方向來進行本次的研究。 
 
３.１. 研究方法 
 
３.１.１. 棲地環境調查 
 

為了瞭解四斑細蟌所存在的棲地條件及棲地環境，我們決定針對四斑細蟌曾

經在五股溼地分佈的地區，以關係成蟲及稚蟲棲息的「植物相（蘆葦）」以及關

係稚蟲生存的「水文」條件，做有系統的調查及分析，所採用方法如下： 
一、植物相（蘆葦）調查： 

1. 調查目的：為瞭解植物的組成以及密度等因子，對成蟲以及稚蟲分佈生

存的影響。 
2. 調查方式：於分佈熱點之生態池，設至少三個樣點，做一次以下調查：

植物組成、植物覆蓋度、植物密度、植物體高度。 
3. 調查器材：2 米立桿（10cm 一個刻度）、25*25cm 方木框、游標卡尺。 
本調查採用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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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溼地蘆葦密度調查 
區域  

目視密度  

時間         

區域數量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單位 

序號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 ３-１ 五股溼地蘆葦密度調查表 

 
二、水文調查： 

1. 研究目的：了解水溫、水質以及水體變化對稚蟲生存的影響。調查項目

為：水溫變化、鹽度變化、（退潮時）水深變化。 
2. 研究方式：每月以水質調查儀器進行一次的水質調查，每次至少進行日

間與晚間各一次的調查 
3. 研究器材：PH 酸鹼度及氧化還原電位測量計、導電度計、溶氧度計、

鹽度計。 
本調查採用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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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測紀錄表    地點：      日期：    （農曆：     ）

潮汐：   天氣： 檢測者：      
水溫

（T）

溶氧

（DO）

導電度

（EC）

鹽度

（SAL） 

氧化還

原電位 NO.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

（pH）
μs/cm ﹪ mv 

採樣時

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 ３-２ 五股溼地水質監測紀錄表 

 
五股溼地水質檢測點位置分別如下： 

檢測點名稱 北緯度/分/秒 東經度/分/秒 說明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四斑新棲地深水池 N25 05 56.4 E121 27 28.2  
四斑新棲地淺水池 N25 05 55.9 E121 27 29.0  
微風運河出河口 N25 05 58.8 E121 27 40.0  
溫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圓池 N25 05 54.0 E121 27 22.2  
大生態池（賞燕點） N25 05 42.9 E121 27 10.8 自六月起改由多蟹橋取

水 
多蟹橋 N25 05 54.4 E121 27 12.0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主棲地北側   位於主棲地中以北

50m，退潮時無水 
※主棲地中 N25 05 14.1 E121 26 56.3 為主棲地代表座標 
主棲地南側   位於主棲地中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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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為歷次主棲地水調

實際取水點 
觀音坑溪 N25 06 22.6 E121 27 20.9  
五股坑溪 N25 05 04.6 E121 26 53.4  
中興路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蘆洲（水湳）抽水站 N25 05 59.1 E121 27 43.7  
※塭仔圳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表格 ３-３ 五股溼地水質檢測點表   “※”為針對四斑棲地重要檢測點 

 
由於目前棲地日漸惡化，故「（退潮時）水深變化」項目不依照標準劃設監

測樣線，減化為（退潮時）蘆葦叢內積水高度隨機抽樣測量，並繪測蘆葦叢積水

面積圖。 
 
３.１.２. 分佈區域 
 

五股溼地自 2005 發現四斑細蟌分佈以來，隨即在 2006 年進行普查，發現其

在五股溼地的分佈區域幾乎分佈於園區北半側的所有蘆葦叢。 
然而 2007 年及 2008 年連續兩年，我們在五股溼地內有成蟲棲息的地區，設

置多條穿越線進行普查，發現其分佈區域及數量有逐年減少的趨勢，故於本計劃

中，擬針對五股溼地的所有蘆葦叢，進行全面性的（成蟲）分佈區域普查。 
研究方式是將五股溼地有蘆葦叢分佈的地方分成以下幾區：主棲地、南蘆葦

叢、塭仔圳、大蘆葦叢、大生態池、疏洪生態公園（出口堰）、觀音坑溪口、興

南區、興北區共九區，分別於同一日設立 13 條穿越線，由志工兩人一組，進入

觀察並記錄目擊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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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３ 2006 年 10 月分布示意圖（取自 2007 年「五股溼地四斑細蟌保育計畫」） 

 

 
圖 ３-４ 五股溼地蘆葦叢分佈圖及普查樣線地點 

 
编號 穿越線名稱 穿越線長度 
1 主棲地南側 50m 
2 主棲地北側 50m 
3 大蘆葦叢步道 200m 
4 大蘆葦叢內部 100m 
5 四斑新棲地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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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洲仔尾溪邊紅樹林 100m 
7 塭仔圳北池外側 100m 
8 塭仔圳南池外側 100m 
9 南蘆葦叢 100m 
10 觀音坑溪口 100m 
11 興北區 150m 
12 興南區 200m 
13 大蘆葦叢南側 100m 
表格 ３-４ 五股溼地普查穿越線名稱及長度表 

 
３.１.３. 數量評估 
 

為了瞭解並評估四斑細蟌在五股溼地現存的數量，擬選擇密度最高的核心區

設定樣區及穿越線，在成蟲出現高峰的季節，每月以兩個人次進行至少一個白天

的觀察記錄。將每次穿越線上所目擊的隻次乘以該樣區的面積，以此估算出四斑

細蟌目前生存的可能數量。 
由於目前四斑棲地日漸惡化，故不將更能準確估計但具破壞性的成蟲標放，

列入此次調查項目。 

四斑細蟌(成蟲)數量 觀
察

時
間 

日
期 

雌 雄 
橙
色
未
熟 

剛
羽
化 

未
知 

地點描述
開
始 

結
束 

雲
量%

 

溫
度
大
約 

風
力 

其
他
蜻
蜓 

其
它 

              

表格 ３-５ 五股溼地四斑細蟌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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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５ 主棲地穿越線圖，長度 80mm 

 

 
圖 ３-６ 南蘆葦叢穿越線圖，長度 100mm 

 
３.１.４. 生活史 
 

由於我們對於的生態習性了解甚少，需要對其做全面性的了解，故將針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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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觀察記錄」及「水蠆養殖試驗」兩個項目進行調查： 
一、全日觀察記錄：在出現高峰的季節，每月進行 1 個白天的觀察記錄。於排定

的調查日中，每日分八個時段，分別為 6:00、8:00、10:00、12:00、14:00、
16:00、18:00、20:00，每次二到三個人次，進入成蟲密集出現的區域，每次

觀察半小時，觀查成蟲於一日間的每個時段之活動區域以及活動模式。由於

近幾年調查發現數量有減少狀況，擔心棲地干擾，故本年度僅於七、九兩個

月份各進行一次全日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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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斑細蟌全日生活調查表 
調查日期：  調查地點：  
調查人員：  
棲位：     A: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下     B: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上     C:巴拉草叢     D:其它位置 

飛行 停棲 進食 交配 產卵 其它行為 
時
段 

溫
度 

雲
量 

風
力 

溼
度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它種蜻蜓

／備註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表格 ３-６ 全日生活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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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稚蟲飼養試驗： 
1. 研究目的：了解四斑細蟌的繁殖及成長史。 
2. 研究方式：於四斑細蟌出現區域採集水中的稚蟲進行飼養試驗，觀察稚

蟲羽化時間與高峰。並進行更小齡的稚蟲及及卵期開始的飼養，以觀察

其成長史。 
3. 研究器材：塑膠昆蟲盒、掃帚菊枝條、鹽度 5~10ppt 的水。 

 

四斑細蟌稚蟲羽化觀察紀錄 

採樣日期： 樣體流水編號

採樣位置：  
採樣者： 紀錄者：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表格 ３-７ 稚蟲羽化觀察紀錄表 

 
３.２. 研究成果 
 
３.２.１. 棲地環境調查 
 
３.２.１.１. 植物相(蘆葦)調查 
 
一、 調查成果： 

嘗試分析資料後，發現最高密度出現在大蘆葦叢，另外四斑新棲地深池和淺

池密度也很高。但是蘆葦平均高度又以主棲地和觀音坑較高，主要是因為新棲地

及大蘆葦叢都是今年新生的蘆葦，而主棲地、南蘆葦叢及觀音坑溪則是生長數年

的蘆葦。 
而直徑部份觀音坑溪、南蘆葦叢及主棲地都較粗，新棲地及大蘆葦叢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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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可見得新生的蘆葦都比較細，生長多年的蘆葦則較粗。 
然而就目前資料看來，蘆葦密度、高度及粗細等，和四斑細蟌的分佈看不出

有明顯的關聯性，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樣本數不夠，二是另有其它原因影響。 
檢討以上做法後，發現一個樣點平均測量時間為 20 分鐘，於是決定取消蘆

葦直徑測量，以用有限的人力增加蘆葦調查的樣本數量，更改記錄表格及測量方

式，沿穿越線每五公尺做一個樣點測量，並於 10 月份試進行一次主棲地的蘆葦

密度調查，成功取得 19 件的樣本數，每個樣本平均測量時間為 5 分鐘，發現各

樣點平均數量為 11.5 株，高度 100~200cm 的植株平均為 5 株為最多，明顯與之

前的調查資料不同。 
調查樣區 樣本數 平均數量 平均高度 平均直徑 
四斑新棲地深池 3 15 株 69cm 4.9mm 
四斑新棲地淺池 4 18 株 116.3cm 4.4mm 
觀音坑溪口蘆葦叢 2 11 株 223.5cm 8.5mm 
大蘆葦叢 2 22 株 109.9cm 5.4mm 
大蘆葦叢步道 2 12 株 135cm 6.2mm 
南蘆葦叢 3 12 株 198cm 8.4mm 
主棲地 7 14 株 213cm 7.2mm 
表格 ３-８ 五股溼地蘆葦密度調查結果 

 
五股溼地蘆葦密度調查表第二版 

樣區：  目視密度： 
數量 高 0~100cm 高 100~200cm 高 200cm 以上

  
  
  
  
  
  

  

  
  

表格 ３-９ 五股溼地蘆葦密度調查表第二版 
 

平均數量 樣本數 高 0~100cm 高 100~200cm 高 200cm 以上 
11.5 株 19 2.8 株 5.0 株 3.7 株 

表格 ３-１０ 五股溼地蘆葦密度第二次調查結果調查結果，主棲地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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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斑新棲地： 
去年 11 月間於出口堰營造的四斑新棲地，至 9 月止目視蘆葦密度生長率為

70%，至目前止亦沒有發現成蟲自然進入本區生活。 

 

圖 ３-７ 2009 年 9 月，四斑新棲地狀況，蘆葦生長率為 70% 

 
３.２.１.２. 水文調查 
 
一、 水質分析： 

以水溫、溶氧度、酸鹼度、鹽度四項數值來分析，2009 年度歷次調查水溫

平均值為 28.6 度，最低出現在 4/30 平均 25.2 度，最高出現在 8/10 平均 30.5 度。 
溶氧度平均值為 2.8 mg/l，最高出現在 4/30 平均 6.4mg/l，扣除維護過度而

優氧化的四斑新棲地，平均亦有 5.3mg/l，最低則是 6/28 夜間水調的平均 1.4 
mg/l，全區歷次調查平均值都在 2mg/l 上下。 

酸鹼度平均值為 7.4，最高亦是 4/30 的 8，扣除維護過度而優氧化的四斑新

棲地，亦有 7.8，由當天情形觀察，應是藻類大量滋生導至五股溼地全區水域有

優氧化現象，最低則是 8/18 夜間水調的 6.95，平均值為 7.4。 
鹽度部份平均值為 6.5ppm，最高出現在 9/18 夜間水調的平均值 11.4ppm，

最低則出現在 8/10 颱風過後的平均 0.4ppm。 
若以出口堰涵管（近四斑新棲地）、南蘆葦叢及主棲地三處棲地或預定棲地

來分析，溶氧度平均值分別為 2.9mg/l、2mg/l、2.3mg/l，酸鹼度平均值分別為 7.2、
7.2、7.2，鹽度平均值分別為 8.8ppm、4.4ppm、7ppm，由於溶氧度及酸鹼度沒有

看過相關分析，故以鹽度來看，對應目前的生存狀況，由國外文獻資料的方式來

分析，五股溼地全區均是適合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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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氧度 酸鹼度 鹽度 
出口堰涵管 2.9mg/l 7.2 8.8ppm 
南蘆葦叢 2mg/l 7.2 4.4ppm 
主棲地  2.3mg/l 7.2 7ppm 
大蘆葦叢 2.3mg/l 7.1 5.8ppm 
南便橋 1.9mg/l 7.2 5ppm 
表格 ３-１１ 四至十月水質調查結果 

 

 
二、 水深測量： 

由於稚蟲僅生存在會積水的密蘆葦叢，針對今年度調查僅有南蘆葦叢及主棲

地兩地有成蟲分佈，發現亦只有這兩地在退潮時會留下一些水在蘆葦叢內，經用

量尺隨機測量的結果，發現平均積水深都在 5~30cm 之間。 
由蘆葦叢四週邊緣觀測內部積水區域，並步行穿越中央線，概略可以得到以

下的積水圖： 
1. 主棲地：蘆葦覆蓋度為 100%，漲潮積水面積約 6000 平方公尺，退潮時

積水區域約為 1000 平方公尺。 

 
圖 ３-８ 主棲地積水面積圖 

 
2. 南蘆葦叢：蘆葦覆蓋度為 95%，漲潮積水面積約 8000 平方公尺，退潮

時積水區域約為 2500 平方公尺，其中靠西側疏洪一路側約 2000 平方公

尺面積的長條帶狀地區，水深較深且不長蘆葦，只有約 500 平方公尺蘆

葦密集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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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９ 南蘆葦叢積水面積圖 

由以上調查可以推測，適合稚蟲生存的積水蘆葦叢稀少，有可能是數量減少

的另一項原因。 
 

三、 2009 年 9 月 13 日蘆洲抽水站排放廢水事件： 
當天下午 4:30，五股溼地志工進行例行週週見導覽時，經民眾撿舉發現有廢

水排入，水色為淺藍色，用手觸摸後有刺痛感覺，魚群表現遲鈍，於是向環保局

水污染專線報案並採集水樣檢測，在附近陪同的民眾向我們表示，此次事件應是

蘆洲中正路內的電鍍工廠所排出的電鍍酸洗水，隨後環保局的人亦有帶水樣回去

檢測但結果未知；雖然在現場的基本檢測數值（如上表最後兩筆數值）上沒有呈

現比較多的異常，但是由此事件發現，經常性的水污染事件可能是四斑細蟌數量

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以最靠近四斑細蟌棲地的五股坑溪及觀音坑溪上游，

經常性的有染整廠排放染整廢水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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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１０ 2009 年 9 月 13 日，蘆洲抽水站排放廢水事

件，魚群照片 

圖 ３-１１ 2009 年 9 月 13 日，蘆洲抽水站排放廢水事

件，取水照片 

 
３.２.２. 分佈區域 
 

為了暸解四斑細蟌目前分佈區域，2009 年 5/17 早上 10:20~11:20 做了一次全

區的普查，設計路線於主棲地、南蘆葦叢、塭仔圳、大蘆葦叢、大生態池、疏洪

生態公園（出口堰）、觀音坑溪口、興南區、興北區共九區設立十三條穿越線進

行一調查，由於調查人力不足，實際執行情形共進行了八條樣線的調查如下： 

四斑細蟌(成蟲)數量 

地點描述 
雲
量%

 

溫
度 

風
力 

雌 雄 

橙
色
未
熟 

剛
羽
化 

未
知 

其
他
蜻
蜓 

其
它 

主棲地 70 30 2 5 3 0 0 5   撈回水蠆八隻 

南蘆葦叢 70 30 2 2 1 0 0 0     

塭仔圳北池外側 70 30 2 0 0 0 0 0     

塭仔圳南池外側 70 30 2 0 0 0 0 0   

大蘆葦叢步道 70 30 2 0 0 0 0 0     

大蘆葦叢南側 70 30 2 0 0 0 0 0   

出口堰四斑新棲地 70 30 2 0 0 0 0 0 薄翅蜻蜓 1   

觀音坑溪 70 30 2 0 0 0 0 0     

表格 ３-１２ 2009 年 5 月 17 日普查記錄表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可發現。當天總計共發現成蟲 15 隻次，除主棲地及蘆葦

叢南側外，其餘地區均無成蟲的發現。並根據歷年來調查資料的累積以及今年度

其它的調查記錄，可以將分佈分成以下幾個等級的地區，再根據這些等級可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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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保育策略： 
一、第一級地區（紅區）：為目前的主要分佈地區，分別為主棲地、南蘆葦叢二

區，其中主棲地有發現水蠆分佈，而南蘆葦叢分佈數量較不穩定。 
二、第二級地區（黃區）：為曾經發現分佈的地區，分別為塭仔圳、大蘆葦叢、

大生態池、疏洪生態公園（出口堰）四區，但目前調查已不再有發現記錄。 
三、第三級地區（綠區）：為有機會觀查到的潛力地區，分別為觀音坑溪口、興

南區、興北區三區，其中興南區、興北區二區不曾有發現記錄，而觀音坑溪

口之蘆葦叢為曾經發現地區，但因為其位於淡水河岸低灘地，若要做棲地改

善需突破較多的法令以及工程技術上限制，故列為第三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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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１２ 2009 年 5 月 17 日五股溼地普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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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數量評估 
 
一、 調查次數和結果： 

為了評估現存的數量，我們試圖用每筆的調查資料，去評估現有族群的數

量，以及與去年相比之數量。 
2006 年從 6 月至 9 月共進行 28 次調查，其中 19 次有記錄，共發現 584 隻

次，其中雄蟲 156 隻次、雌蟲 169 隻次、未熟蟲 28 隻次和 231 隻次未知性別個

體。單次調查發現最大量是在 6/10 的主棲地，共發現 126 隻，另外主棲地在 7/6
有 67 隻，7/11 在塭仔圳北池側（教學平台前鐵橋右邊）也有 52 隻的紀錄。 

2007 年從 3 月至 9 月共進行 18 次調查，其中 11 次有記錄，共發現 246 隻

次，其中雄蟲 75 隻次、雌蟲 65 隻次、未熟蟲 7 隻次和 99 隻次未知性別個體。

單次調查發現最大量是在 4/15 的主棲地，共發現 59 隻，另外主棲地在 5/8 和 6/30
也各有 52 隻和 42 隻的紀錄。 

2008 年從 3 月至 9 月共進行 19 次調查，其中 8 次有記錄，共發現 199 隻次，

其中雄蟲 56 隻次、雌蟲 68 隻次、未熟蟲 21 隻次和 51 隻次未知性別個體。單次

調查發現最大量是在 6/12，共發現 66 隻，另外 5/8 和 4/23 也各有 45 隻和 34 隻

的紀錄，7/10、8/6 和 4/19 的數量也超過 10 隻。 
2009 年從 3 月底至 9 月中，扣除 6/24 及 6/28 兩天三筆水質調查的發現記錄

外，共進行 25 次調查，其中 16 次發現，共發現 112 隻次，其中雄蟲 44 隻次、

雌蟲 39 隻次、未熟蟲 6 隻次和 23 隻次未知性別個體。單次調查發現最大量是在

5/17 和 6/20 兩天，各發現 13 隻。 
由歷年差異比較起來，總發現數量明顯依年遞減，單次調查的最大數量和超

過 10 隻的次數也明顯減少，但因為調查方法、樣區和努力量並不相同，因此尚

無法正確評估 2009 年族群量減少的程度。 
二、 各樣區比較： 

2008 年調查樣區包括主棲地 8 次、大蘆葦叢步道 7 次、出口堰 1 次、圳邊

公園 1 次和興北區 1 次，在開始出現的月份間（4 月至 9 月），主棲地每次調查

均有發現，大蘆葦叢步道的調查只有四月發現 1 次，其他樣區均無記錄。主棲地

單次發現最大數量為 66 隻，蘆葦叢區則為 10 隻。但是因為各樣區努力量不同，

所以調查結果並無確實瞭解在各樣區的分布和相對數量差異。 
2009 年調查樣區包括主棲地 19 次、南蘆葦叢 4 次、大蘆葦叢步道 2 次、出

口堰 1 次、圳邊公園 1 次和觀音坑溪 1 次，在開始出現的月份間（4 月至 9 月），

主棲地 19 次調查有 17 次發現細蟌，另外在蘆葦叢區和南蘆葦叢也發現過四斑細

蟌，其他樣區均無的記錄。主棲地單次發現最大數量為 13 隻、南蘆葦叢為 3 隻。

但是因為各樣區努力量不同，所以調查結果並無法確實瞭解各樣區的分布和相對

數量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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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量估算： 
經由 2009 年數次的普查，發現目前的分佈地僅集中在主棲地，其它地區或

有分佈但數量並不穩定，故試以主棲地的穿越線長度及 5/3~9/13 主棲地共 14 次

的有效調查資料設定算式如下：5/3~9/13 主棲地 14 次調查共 103 隻次的平均隻

次 7.36，乘以主棲地總面積約 6000 平方公尺，再除以穿越線目視面積（穿越線

長度 80m 乘以調查員目視範圍約左右側 1.5 公尺）約 240 平方公尺，得到結果如

下： 
7.36×6000/240=184 

若以單次調查最大量 5/17 及 6/20 兩次的資料均為 13 隻次來看： 
13×6000/240=270 

估算出來的數量約為 200 隻上下，再試以 2008 年主棲地的最大量 6/12 的 66
隻次來估算：總共觀察隻次 66 隻，乘以主棲地總面積約 6000 平方公尺，再除以

當天穿越線目視面積（當天穿越線長度約 200m乘以調查員目視範圍約左右側 1.5
公尺）約 600 平方公尺，得到結果如下： 

66×6000/600=660 
估算出來的數量約為 660 隻，約為 2009 年的 3 倍，可知一年來數量減少 2/3，

但是因為主棲地內部的實際分佈地區並不平均且無法確定，且未估算其它分佈地

區如南蘆葦叢的數量，所以估算結果並無法確實瞭解目前現有的實際數量。 
四、 它種蜻蜓： 

經由 2008 年及 2009 年兩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會不定時有數量不等的其它種

蜻蛉目昆蟲於各穿越線附近出現，包括有薄翅蜻蜓、彩裳蜻蜓、橙尾細蟌、猩紅

蜻蜓，蜻蚊細蟌、杜松蜻蜓、紅腹細蟌，然而根據觀察，絕大多數的蜻蜓並無法

進入所棲息的蘆葦叢內部，僅於邊緣或上空巡弋，另外附近由於較無光害，於夜

間可發現少數台灣窗螢的蹤跡。 
 
３.２.４. 生活史 
 
３.２.４.１. 全日觀察記錄 
 

了解四斑細蟌的生活史並描述之，對四斑細蟌的生活現狀以及日後的保育對

策將所幫助，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於 2009 年 7 月 21 日試進行一次全日調查，以

穿越線的方式進行目擊隻次記錄。 
經由此次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 雌雄比：共 22 雄 21 雌 18 未知，雌雄比接近 1:1，但是限於調查人力因素所

以樣本數少、性別未知個體不少、雌雄對干擾反應不清楚，所以只算初步結

果，而不同行為的性別不能比較，除了干擾影響差異不明外，飛行個體辨識

性別似乎比較有困難，停棲個體則大部分性別和成熟度可以判斷。 
二、 日間活動高峰：由結果看來中午時分較活躍，以 10:00-14:00 發現數量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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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的交配和捕食觀察紀錄也都是在 08:00-14:00 間發現。 
三、 棲地利用：四類型棲地中，20cm 以上的蘆葦很少被使用，只有在 20:00 以

後有四隻停棲紀錄，大部分出現在 20cm 以下的蘆葦和巴拉草叢，但因樣線

長度和方法問題而無法進一步比較差異，由調查結果看不出來不同時間四斑

細蟌棲地利用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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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調之棲息於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下 

    06:00 0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飛行 雌     1           

  雄                 

  未熟                 

  橙色         1       

  未知       2 1 1     

停棲 雌     7 1 3 2     

  雄   1       1     

  未熟         1       

  橙色 1               

  未知       1   1     

進食 雌                 

  雄       1         

  未熟                 

  橙色                 

  未知                 

交配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產卵 雌   1 1           

  雄   1 1           

  未熟                 

  橙色                 

  未知                 

其它行為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表格 ３-１３ 2009 年 7 月 21 日全日調棲息於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下數量，共 30 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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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調之棲息於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上 

    06:00 0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飛行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1

停棲 雌               2

  雄               1

  未熟                 

  橙色                 

  未知                 

進食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交配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產卵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其它行為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表格 ３-１４ 2009 年 7 月 21 日全日調棲息於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上之數量，共 4 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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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調之棲息於蘆葦邊界之巴拉草叢 

    06:00 0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飛行 雌   1   1         

  雄 1               

  未熟                 

  橙色                 

  未知       1         

停棲 雌   3 2 2     2   

  雄 5     1 5   1   

  未熟                 

  橙色                 

  未知       1     1   

進食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交配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產卵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其它行為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表格 ３-１５ 2009 年 7 月 21 日全日調棲息於蘆葦邊界之巴拉草叢之數量，共 27 隻次 

 
經由以上調查發現，穿越線調查方式有可能會對四斑的行為造成干擾，經檢

討，決定以後進行類似調查將調整方式，以定點觀察的方式，由調查員每次進入

定點半小時後開始進行觀察記錄，一小時後統一結束，調整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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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斑細蟌生活行為定點調查表 

調查日期：     
調查時段(於進入後半小時開始記錄一

小時)：請於該時段後方打勾 
調查地點：     8:00~9:30       14:00~15:30 

調查人員：      

 

棲息位置 
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下 
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上 
巴拉草叢 其它位置 

飛行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停棲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進食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交配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產卵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其它行為 雌         

  雄         

  未熟         

  橙色         

  未知         

表格 ３-１６ 生活行為定點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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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２. 稚蟲飼養試驗 
 
一、 結果分析： 

共飼養 17 隻羽化 12 隻，成功羽化 9 隻，由飼養結果來看，飼養天數越長或

撈回齡期越小，羽化成功機率就越小，羽化的個體雌蟲六隻、雄蟲 5 隻，比例約

為 1:1，每次脫殼齡期為 8~35 天之間，差距很大，由飼養最久的 9 號稚蟲五個齡

期體長分別是 4.5mm、5.5mm、7mm、9mm、11mm，對照其它稚蟲飼養資料發

現，應有六個以上的齡期。 
羽化前兩天稚蟲會停止進食，並且雙眼顏色變淺，有離水行為，羽化開始時

間均為清晨 5:40~8:00 間，稚蟲會先爬上枝桿，以 10 分鐘的時間脫殼，再以約一

個半小時的時間羽化成形，期間稚蟲本身仍可在枝桿上下走動，但若不慎則可能

會落下造成羽化失敗，羽化完成的個體會做第一次飛行，但仍停留在羽化地點不

遠的地方。 
由食物內容來看，曾餵食過的食物有水蚤、豉甲、小魚、豐年蝦、小雨蛙蝌

蚪、孑孓、小蟹，幾乎體型比牠們小的動物都吃，但螺貝類則不吃，再以曾經觀

察過的主棲地內水生生物來看，其食物應為小蟹、小魚及其它的小型浮游生物。 
 

二、 卵的採集及飼養：目前尚未有卵的採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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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稚蟲養殖總表： 

流水编號 
採集日

期 

養殖天

數 
養殖水 

採集時體

長 
最後體長

羽化時

間 

羽化或死

亡 

脫皮次

數 

每次脫皮間

隔 
餵食種類 事件 

2009-0517-01 5/17 53 主棲地水 8mm 13mm 07:30 羽化-雌 2 16-24 水蚤、豉甲、小魚   

2009-0517-02 5/17 24 主棲地水 11mm 13mm 07:00 羽化-雄 1 19 水蚤、豉甲、小魚   

2009-0517-03 5/17 7 淡水 8mm 10.5mm   消失 0   水蚤、豉甲   

2009-0517-04 5/17 48 主棲地水 8mm 13mm 06:00 羽化-雌 2 14-22 水蚤、豉甲、小魚   

2009-0517-05 5/17 18 主棲地水 13mm 13mm 07:00 羽化-雌 0   
水蚤、豉甲、小魚、豐年

蝦 
  

2009-0517-06 5/17 17 主棲地水 13mm 13mm 07:00 羽化-雌 0   
水蚤、豉甲、小魚、豐年

蝦、小雨蛙蝌蚪 
採回時無尾鰓 

2009-0517-07 5/17 6 主棲地水 13mm 13mm 06:00 羽化-雄 0   水蚤、豉甲   

2009-0517-08 5/17 8 主棲地水 13mm 13mm 05:40 羽化-雄 0   水蚤、豉甲 左中腳斷掉 

2009-0707-09 7/7 80
淡水，後換出口堰水以

蒸餾水稀釋 
4.5mm 13mm   死亡 4 8-12-28-27 小魚、水蚤、孑孓 死亡原因不明 

2009-0707-10 7/7 20 淡水 6mm 7mm   死亡 1   水蚤、孑孓 死亡原因不明 

2009-0707-11 7/7 10 出口堰水 13mm 13mm 08:00 羽化-雌 0   水蚤 羽化過程掉入水中死亡 

2009-0707-12 7/7 3 出口堰水 13mm 13mm 06:30 羽化-雄 0   水蚤 羽化完成後不明原因死亡 

2009-0708-13 7/8 13 出口堰水 12mm 13mm 06:30 羽化-雄 0   小魚、水蚤、孑孓   

2009-0717-14 7/17 68
淡水，後換出口堰水以

蒸餾水稀釋 
6.5mm 13mm 07:00 羽化-雌 2 27-27 小魚、水蚤、孑孓、小蟹   

2009-0717-15 7/17 7 淡水 5mm 5mm   死亡 0   水蚤、孑孓 死亡原因不明 

2009-0717-16 7/21 41
淡水，後換出口堰水以

蒸餾水稀釋 
5.5mm 8mm   死亡 1   水蚤、小魚 

死亡前一天活力變很差，死亡

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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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7-17 7/21 74
淡水，後換出口堰水以

蒸餾水稀釋 
7mm 12mm 07:00

羽化失敗-

死亡 
3 10-35-29 水蚤、小魚 

曾被蠅虎攻擊瀕死，之後仍存

活 45 天及一次脫殼，並發現有

脫殼不完全狀況，最後因脫殼

不完全而羽化失敗 

表格 ３-１７ 2009 年五股溼地稚蟲養殖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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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稚蟲飼養情形照片： 

 
圖 ３-１３ 稚蟲飼養，脫殼不完全個體進食中 

 

 
圖 ３-１４ 稚蟲飼養，不明原因死亡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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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１５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一 

 

 
圖 ３-１６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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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１７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三 

 

 
圖 ３-１８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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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１９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五 

 

 
圖 ３-２０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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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２１ 稚蟲飼養，羽化中之七 

 

 
圖 ３-２２ 稚蟲飼養，羽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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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３-２３ 羽化失敗，脫殼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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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志工培訓 

為了增加志工的基本調查能力，運用有限的經費進行更大尺度及更長時間的

調查，並提昇調查數據的品質，擬定了一系列的調查進修課程如下表： 
培訓日

期 時 間 課程名稱 上課

時數
場  地 備  註 

4/26 
(週日) 

10:00~15:00 
午休一小時 

蜻蛉目昆蟲課程 
(陳賜隆、唐欣潔) 4hr 

五股溼地

教室 

蜻蛉目昆蟲辨視

及調查方式、四斑

細蟌簡介 

8/23 
(週日) 9:00~12:00 

爬蟲及哺乳類課

程(陳柏豪、鍾昆

典) 
3hr 

五股溼地

教室 

調查目的、調查方

法、物種辨識、調

查設計、資料分

析、案例介紹 

10/18 
(週日) 9:00~12:00 

植物調查課程 
(蔡佳育、陳志豪) 3hr 

五股溼地

教室 

調查目的、調查方

法、物種辨識、調

查設計、資料分

析、案例介紹 

11/15 
(週日) 8:00~12:00 

鳥類調查課程 
(觀察家生態公

司) 
4hr 

五股溼地

教室 

調查目的、調查方

法、物種辨識、調

查設計、資料分

析、案例介紹 

12/20 
(週日) 8:00~12:00 

螺、貝類生物課

程(吳書平老師-
螺、貝專家) 

4hr 
五股溼地

教室 

物種辨識、調查方

式、戶外實地觀察

等 
表格 ４-１ 五股溼地生態調查進階課程規劃 

 
目前志工培順課程之執行情形如下： 

一、4/26 由台北市立動物園陳賜隆、唐欣潔老師為志工上蜻蛉目昆蟲的簡介、辨

視、採集、調查等方法，共 20 人參加。 

圖 ４-１ 4/26 蜻蛉目昆蟲課程(台北市立動物園—陳賜隆、唐欣潔)上課情形 

 
二、8/23 由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陳柏豪、鍾昆典老師為志工上爬蟲及哺乳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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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介、辨視、採集、調查等方法，共 16 人參加。 

圖 ４-２ 8/23 爬蟲及哺乳類課程(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陳柏豪、鍾昆典)上課情形 

 
三、10/18 由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蔡佳育、陳志豪老師為志工上植物的簡介、辨

視、採集、調查等方法，共 16 人參加。 

圖 ４-３ 10/18 植物調查課程(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蔡佳育、陳志豪)上課情形 

 
四、11/15 由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劉威廷老師為志工上鳥類簡介、辨視、採集、

調查等方法，共 10 人參加。 

 
 



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劃 成果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51

５. 環境教育 

為了推廣五股溼地生態之美，並宣導溼地生態環境的地位與重要性，並促進

學生及老師能起而力行愛護溼地環境生態，我們希望帶領孩子以各種不同的角度

觀察生命；透過參與，體會生命延續的困難與珍貴。 
我們以五股溼地為場域設計不同教案，針對學校舉辦一系列環境教育的課

程。 
 

５.１. 五股溼地戶外教學方案簡介 
 
５.１.１. 水鳥溼樂園教學方案 
 

透過遠眺、透過近觀，實地觀察各種水鳥精采的演出；透過生動活潑的遊戲，

帶領孩子們體驗溼地與水鳥關係，並且進一步認識水鳥的種類、特性與習性。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北總會 
【活動日期】2009.07.01 至 2009.12.30 
【人  數】60 ~ 90 人 
【費  用】免費 (場次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09:00-09:20 相見歡 

1. 自然界中的物種都一個「名字」，這些名字是

怎麼來的？意義是什麼呢？透過一個簡單的

遊戲，帶領孩子輕鬆進入自然。 
2. 活動流程說明 

09:20-09:50 
五股溼地生

態環境介紹 

一些不容易發現、不再存在的事實，或是正在發

生的現象，透過影片的呈現，帶領孩子初步觀賞

五股溼地生態之美。 

09:50-10:50 
溼地生態導

覽 

由專業引導員以生動有趣的方法帶領孩子實地觀

察溼地常住客彈塗魚、招潮蟹及各類水鳥與動植

物等生態。 

10:50-11:20 水鳥召集令 
透過精心設計生態遊戲，認識五股溼地常見水鳥

的外型特徵與生態習性。 
11:20-11:30 回饋與分享 五股濕地守護故事 
表格 ５-１ 水鳥溼樂園教學方案活動流程 

 
５.１.２. 棲地守護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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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斑細蟌」是一種只有在五股溼地才看得到的物種；孩子們可以藉由有趣

的引導，了解四斑細蟌的生活史、認識四斑細蟌的棲地、體驗四斑細蟌的守護行

動，進一步培養愛自然、護自然的積極理念。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北總會 
【活動日期】2009.07.01 至 2009.10.20 
【人  數】60 ~ 90 人 
【費  用】免費 (場次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09:00-09:20 相見歡 

1. 自然界中的物種都一個「名字」，這些名字是

怎麼來的？意義是什麼呢？透過一個簡單的

遊戲，帶領孩子輕鬆進入自然。 
2. 活動流程說明 

09:20-09:50 
五股溼地生

態環境介紹 

一些不容易發現、不再存在的事實，或是正在發

生的現象，透過影片的呈現，帶領孩子初步觀賞

五股溼地生態之美。 

09:50-10:50 
溼地生態導

覽 

由專業引導員以生動有趣的方法帶領孩子實地觀

察溼地常住客彈塗魚、招潮蟹及各類水鳥與動植

物等生態。 

10:50-11:20 
四斑細蟌棲

地營造行動 

透過精心設計的生態遊戲，讓孩子們深刻體會棲

地營造與復育的困難與艱辛，以期更能珍惜、愛

護現有的自然生物棲地。 
11:20-11:30 回饋與分享 五股溼地守護故事 
表格 ５-２ 四斑細蟌棲地守護教學方案活動流程 

 
５.１.３. 溼地星光大道教學方案 
 

為孩子提供一個在五股溼地『好好玩』的機會！引導孩子啟動全身的感動細

胞，徜徉『溼地星光大道』，觀察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還有水裡游的動物群星

會；欣賞隨著微風翩翩起舞、在烈日下微笑、在細雨中歡唱的植物同樂會。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北總會 
【活動日期】2009.07.01 至 2009.12.30 
【人  數】60 ~ 90 人 
【費  用】免費 (場次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09:00-09:20 相見歡 1. 自然界中的物種都一個「名字」，這些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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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來的？意義是什麼呢？透過一個簡單的

遊戲，帶領孩子輕鬆進入自然。 
2. 活動流程說明 

09:20-09:50  
五股溼地生

態環境介紹 

一些不容易發現、不再存在的事實，或是正在發

生的現象，透過影片的呈現，帶領孩子初步觀賞

五股溼地生態之美。 

09:50-10:50 
溼地生態導

覽 

由專業引導員以生動有趣的方法帶領孩子實地觀

察溼地常住客彈塗魚、招潮蟹及各類水鳥與動植

物等生態。 

10:50-11:20 溼地保衛戰 
透過精心設計的生態遊戲，引領孩子了解人與環

境互動依純的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守護態度 
11:20-11:30 回饋與分享 五股溼地守護故事 
表格 ５-３ 溼地星光大道教學方案活動流程 

 
５.１.４. 溼地逍遙遊教學方案 
透過生動活潑的影片，引領孩子欣賞豐富的濕地生態所蘊含著的精彩生命故事；

每個生命故事都不一樣，卻又環環相扣密不可分，交織成完美的生命之網。並透

過有趣的生態遊戲認識全台數個主要濕地。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北總會 
【活動日期】2009.07.01 至 2009.12.30 
【人  數】60 ~ 90 人 
【費  用】免費 (場次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09:00-09:20 相見歡 

1. 自然界中的物種都一個「名字」，這些名字是

怎麼來的？意義是什麼呢？透過一個簡單的

遊戲，帶領孩子輕鬆進入自然。 
2. 活動流程說明 

09:20-09:50  小彈歷險記 
「彈塗魚」是濕地的常住客，也是濕地食物鏈的

重要腳色，在彈塗魚的穿針引線之下透過投影片

的呈現，孩子可以更進一步了解溼地生態的奧妙。

09:50-10:20 
五股溼地生

態環境介紹 

一些不容易發現、不再存在的事實，或是正在發

生的現象，透過影片的呈現，帶領孩子初步觀賞

五股溼地生態之美。 

10:20-11:20 溼地大富翁 
透過有趣的生態遊戲，讓孩子們認識位於台灣各

地的溼地環境及其豐富的生態。 
11:20-11:30 回饋與分享 五股溼地守護故事 
表格 ５-４ 溼地逍遙遊教學方案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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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五股溼地戶外教學執行情形 
 

由於五股溼地戶外教學課程報名踴躍，故已於六月份執行期滿，實際執行情

形如下： 
日期 時間 對象 人數 單位 
4 月 1 日 0930-1100 八年級 70(2 班) 北縣福營國中 
5 月 11 日 1000-12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1 日 1300-15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2 日 1000-12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2 日 1300-15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3 日 1000-12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4 日 1400-16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5 日 0900-11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5 月 15 日 1400-1600 七年級 90(2 班) 北縣立三民高中 
6 月 25 日 0900-1130 二年級 60(2 班) 北縣成州國小 
表格 ５-５ 98 年度 4~6 月，五股溼地戶外教學執行情形一覽表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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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５-１ 五股溼地 98 年度戶外教學執行情形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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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結論與建議 
 
自 2005 年 8 月於五股溼地生態園區發現四斑細蟌以來，即進行每年常態的

例行監測，但有感於族群數量日漸減少，外在環境日漸惡化，於是在常態監測邁

入第四年之際，首度於今年（2009 年）將監測團隊導入專業領域的研究，因此

獲得過往所沒有的心得成果，更發現了許多保育執行上的問題，及急待改善之

處，俟整理如後： 

 
６.１. 結論 
 
一、環境因子： 

1. 族群數量：由歷年的調查資料來看，總數量有逐年減少的趨勢，尤其以

2008 及 2009 兩年的估算數量為例，減少數量約為 2/3 以上，數量減少

是否造成基因數量減少而不利繁殖，是待研究之課題。 
2. 水質污染：位於塭仔圳下游之主要棲息地，面對的是上游五股坑溪、大

窠坑溪及鴨母港抽水站等各大污染源，污染來源有皮革、染整、化工、

機械及家庭廢污水等，根據觀察，尤其以五股坑溪的皮革、染整工廠所

不定時排出的廢水影響最烈，推測有可能是影響族群量最大的因素。 
3. 淤積嚴重：四斑細蟌的棲息地目前只發現分佈於二重疏洪道裡面，每年

颱風季就面臨淹水的情況，沖進許多泥沙及垃圾，造成原本乾潮時段仍

有積水的蘆葦叢淤積變淺，無法積水，此情況對稚蟲的繁殖生長很不

利，同時漂來的垃圾多為廢棄皮革、殺蟲劑罐、塑膠製品等會增加環境

荷爾蒙之物品，亦是影響族群量的重大因素。 
4. 人為入侵：五股溼地共有兩公傾面積的違法菜園，多建立在隱密的蘆葦

叢內部，使用農藥的情況無法了解，同時蘆葦叢內也有漁獵、採集等人

為干擾，因此造成棲地範圍的縮小或生長條件的低劣，亦是影響族群量

的重大因素。 
二、研究與保育： 

1. 調查人員：由於四斑細蟌體型細小，觀察不易，調查人員的眼力、辨識

能力、以及相關生態習性的觀察研究，亦是調查成果的重要因素，故提

昇調查人員的素質實為重要的課題，此外，需由外部專業團隊來帶領較

為有效益。 

2. 調查方式：今年度的調查中，調查人員不只專門負責本計劃的執行，尚

有其他計畫要兼顧，以致產生調查人力及次數不足的問題。又，於最後

分析時如蘆葦密度一項，發現有分析樣本數不足無法作有效分析；另

外，樣線及調查努力量亦沒有固定、無法有效提昇稚蟲飼養條件等，都

是以後要提昇的重要的課題。 

3. 四斑新棲地：位於出口堰區的四斑新棲地是參考過往四斑細蟌出現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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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所營造的，在今年的調查中，雖然尚未有發現的記錄，但該區蘆葦生

長已有一定的密度，故明年應可嘗試作棲地移轉的實驗。 

4. 管理機制：針對主要棲地及全園區的管理機制尚在發展中，以研究的成

果來發展一套針對主要棲地或園區的保育暨復育策略及棲地管理機

制，此對五股溼地至關重要。 
 
６.２. 保育建議 
 
一、杜絕上游水污染：上游五股坑溪、大窠坑溪及鴨母港抽水站等各大污染源，

如何有效管理及杜絕污染，攸關四斑細蟌的生存與否，建議相關單位作優先

處理之考量。 
二、營造更多適合四斑細蟌生存的棲地：四斑細蟌的減少，棲地淤積為推測的可

能原因之一，於園區內臨近主要棲息地附近尚有許多陸域的荒地，如各大非

法菜園區，均為棲地營造的理想地點，建議將這些地方營造成如四斑新棲地

般的積水蘆葦叢，待這些地區有穩定族群分佈後，再思考主要棲地如何處理

蘆葦叢內淤積嚴重的問題。 
三、訂定四斑細蟌保育策略：以研究成果為基礎，針對四斑細蟌的保育、復育及

是否做棲地營造的時機等等，訂定一套保育策略。 
四、爭取劃設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由於四斑細蟌族群量減少的因素分析多是

人為，故四斑細蟌的棲地保育需要納入法律的標準，讓園區內的管理有法律

的依據作合法的規範，所以建議劃設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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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五股溼地蘆葦密度調查資料 
 

區域 四斑新棲地深池 

目視密度 45% 

區域數量 17 17 11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cm mm

1 118 4.5 42 10 100 5

2 40 5.5 100 10 60 7

3 80 6 85 4.5 15 7

4 20 3 105 6 115 6

5 85 2.5 85 4 100 3.5

6 45 3.5 8 3.5 90 3

7 25 2 95 8 80 3

8 35 7 140 8 85 3.5

9 90 3 20 3 95 4.5

10 80 3 25 8 80 7

11 80 2 110 9 50 6

12 95 3.5 35 7   

13 45 5 85 4   

14 60 2.5 75 3   

15 55 3 70 4   

16 30 1 15 4   

17 65 10 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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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四斑新棲地淺池 

目視密度 55% 

區域數量 20 17 17 19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1 100 4.5 35 5.5 240 7.2 65 4

2 50 6 310 8.7 170 7.2 73 3

3 250 5 240 6 210 5.8 50 2.5

4 80 7 162 6.6 200 6 60 1.5

5 60 4 36 5 220 5.8 62 3

6 25 2.5 250 6.8 120 2.3 50 1

7 35 7 263 5.6 10 9 58 3.5

8 120 4 105 8.5 230 5.2 60 3

9 40 8 66 6.5 60 3 58 4

10 40 7 210 5.5 180 5 70 3

11 100 3.5 260 7.5 45 4 50 3.5

12 100 3 70 8 170 6 60 2

13 100 3 205 6.5 205 5.3 70 3

14 60 10 200 7.5 230 6 60 3

15 115 4 70 8 250 6.5 65 3

16 40 9 150 6.2 150 3 50 2

17 75 7 190 5.5 40 6 60 2

18 152 4        40 4.5

19 143 3.5        63 4

20 1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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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觀音坑溪口蘆葦叢 

目視密度 95% 

區域數量 12 10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1 180 8 110 9.5

2 260 6 260 8

3 320 8 235 10

4 350 10.5 280 8

5 210 5.8 295 9

6 200 8.8 220 8.5

7 280 9.5 180 9

8 330 12 240 10

9 132 9 100 6

10 135 8 140 4

11 260 9     

12 2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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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大蘆葦叢 

目視密度 95% 

區域數量 26 17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1 200 6.5 200 10

2 55 6 148 6.8

3 85 4.5 140 7.8

4 170 4.5 200 6

5 170 6 90 4

6 126 4.5 30 4.5

7 62 6.7 210 6.5

8 162 4.5 105 4.5

9 22 4.5 155 5

10 70 3.5 200 8

11 175 4 120 4.5

12 136 2.5 220 5.5

13 174 5 110 4

14 243 5.8 110 6.5

15 143 5 157 5

16 200 4.2 70 5

17 96 5 105 5

18 176 4.7     

19 190 5.5     

20 100 4.8     

21 70 7.8     

22 85 5.5     

23 97 7.7     

24 180 6     

25 50 5     

26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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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大蘆葦叢步道 

目視密度   

區域數量 8 16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1 150 7 75 7.5

2 160 6 150 6

3 40 6 150 6

4 55 8 130 4

5 140 7 150 4.5

6 90 6 150 7

7 145 6.5 110 7.5

8 190 7 160 5.2

9    105 5

10    190 7

11    80 6.2

12    130 4

13    150 7

14    190 7

15    180 6

16    1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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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南蘆葦叢 

目視密度 95% 

區域數量 20 7 8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cm mm

1 130 7 270 9.5 105 6

2 58 6.5 360 10 210 10

3 185 8 130 10 210 10.5

4 322 7.5 200 9 90 8.5

5 165 8 330 9 225 11.5

6 190 6 313 13 65 10.8

7 198 6.5 360 9.5 215 9

8 130 6     230 9

9 210 9        

10 90 7.5        

11 150 6.5        

12 282 6.5        

13 200 7        

14 225 5.5        

15 250 10.5        

16 82 7        

17 230 8        

18 81 7        

19 140 9        

20 3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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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主棲地 

目視密度 100% 

區域數量 11 5 14 10 30 7 23 

NO.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單株紀錄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cm mm

1 260 8 220 6 270 9 258 9   

2 280 7 240 7 240 7 240 5.5   

3 256 12 110 6 92 6 117 4.5   

4 190 9 260 7 290 9 265 10   

5 270 7 160 6 190 6 265 9.5   

6 210 10.5   240 7 153 4.5   

7 250 6   162 6 202 9.5   

8 210 4.5   175 5 88 6.5   

9 290 8   185 6 143 6.5   

10 330 7   200 5 189 5.5   

11 300 14   270 9   

12     180 5   

13     250 6   

14     2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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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溼地第二次蘆葦密度調查 
樣區：主棲地  目視密度：100% 

數量 高 0~100cm 高 100~200cm 高 200cm 以上

11 0 2 9
8 5 2 1

20 8 6 6
9 2 4 3

18 1 12 5
17 2 9 6

9 1 7 1

9 2 3 4
10 2 5 3
2 1 1 0

27 2 14 11
9 2 6 1

17 3 5 9
7 6 0 1

11 1 4 6
12 5 4 3
5 2 3 0
9 5 3 1
8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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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五股溼地水質調查資料 
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4月 30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4.6 7.6 8.04 16850 10 -050 11:15 

4月 30日 滿 微棲地深水池 N25 05 56.4 E121 27 28.2 25.8 14.2 9.28 17100 10.01 -118 11:25 

4月 30日 滿 微棲地淺水池 N25 05 55.9 E121 27 29.0 28 17 10.22 17240 10.8 -171 11:34 

4月 30日 滿 微風運河出河口 N25 05 58.8 E121 27 40.0 24 3.5 7.76 16150 9.5 -036 10:37 

4月 30日 滿 溫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24.5 5.1 7.27 10190 5.8 -008 9:50 

4月 30日 滿 圓池 N25 05 54.0 E121 27 22.2 24.3 12.5 8.8 13860 8.1 -092 11:53 

4月 30日 滿 大生態池(賞燕點) N25 05 42.9 E121 27 10.8 24.8 5.8 7.49 22100 13.3 -022 12:20 

4月 30日 滿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23.7 6.7 7.7 320 0 -034 12:34 

4月 30日 滿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24 10.2 9.44 7960 4.4 -126 12:46 

4月 30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4.4 3.1 7.3 8860 5 -009 14:35 

4月 30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4.6 2.9 7.31 8710 4.9 -010 14.26 

4月 30日 滿 主棲地北側 無水               

4月 30日 滿 主棲地中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4.9 3.8 7.15 11680 6.7 -001 13:15 

4月 30日 滿 主棲地南側   26.7 9.5 7.76 10720 6.2 -039 13.33 

4月 30日 滿 觀音坑溪 N25 06 22.6 E121 27 20.9 26.8 1.3 7.8 1584 0.6 -037 10:20 

4月 30日 滿 五股坑溪 N25 05 04.6 E121 26 53.4 26 3.9 7.22 804 0.2 -005 13:45 

4月 30日 滿 中興路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25 3 7.37 2560 1.2 -014 14:02 

4月 30日 滿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25.5 1.9 7.25 2530 1.2 -007 14:13 

4月 30日 滿 水湳抽水站 N25 05 59.1 E121 27 43.7 24.9 3.5 9.14 1440 0.5 -109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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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6月 24日 乾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8.6 2.4 7.21 23000 14 -006 8:00 

6月 24日 乾 微風運河出河口 N25 05 58.8 E121 27 40.0 27.7 1.4 7.38 6860 3.8 -002 8:15 

6月 24日 乾 塭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28.7 2 7.28 10850 6.2 -009 8:27 

6月 24日 乾 大生態池(賞燕點) N25 05 42.9 E121 27 10.8 29.1 2.5 7.31 28400 17.6 -011 8:56 

6月 24日 乾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29.6 5.5 7.24 17710 10.5 -006 10:07 

6月 24日 乾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8.8 1 7.21 7880 4.4 -010 9:27 

6月 24日 乾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9 1.3 7.25 6830 3.8 -012 9:50 

6月 24日 乾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8.9 0.9 7.13 18340 10.9 -000 10:26 

6月 24日 乾 五股坑溪 N25 05 04.6 E121 26 53.4 30.1 1.5 7.6 1120 0.3 -027 10:34 

6月 24日 乾 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8.6 1.1 7.23 9460 5.4 -010 9:56 

 
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6月 28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7.8 1.4 7.16 11760 6.8 -004 5:50 

6月 28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7.8 1.2 7.18 2270 1 -004 3:30 

6月 28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7.4 1.2 7.26 2300 1 -009 3:53 

6月 28日 滿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6.3 1.9 7.31 3780 1.9 -012 4:25 

6月 28日 滿 塭仔圳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7.6 1.4 7.2 2240 1 -005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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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7月 19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9.3 1.9 7.28 26200 16.1 -010 8:55 

7月 19日 滿 塭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29.4 3.6 7.67 35700 22.6 -031 9:06 

7月 19日 滿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30.7 5 8.02 1170 0.4 -051 10:24 

7月 19日 滿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31 5.4 7.59 17190 10.3 -030 10:20 

7月 19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30.6 1.7 7.22 12700 7.5 -009 9:54 

7月 19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9.5 1 7.13 17270 10.3 -004 10:05 

7月 19日 滿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30.5 2.6 7.21 25800 15.9 -010 10:15 

7月 19日 滿 觀音坑溪出口 N25 06 22.6 E121 27 20.9 30 1.6 6.47 12140 7.1 035 9:21 

7月 19日 滿 五股坑溪出河口 N25 05 04.6 E121 26 53.4 30.7 1.6 7.4 2810 1.3 -019 10:31 

7月 19日 滿 中興路便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30.6 0.9 7.22 9340 5.3 -010 11:04 

7月 19日 滿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31 1.4 7.43 3290 1.6 -021 10:53 

7月 19日 滿 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30.2 2 7.27 26900 16.7 -012 10:00 

7月 19日 滿 多蟹橋 N25 05 54.4 E121 27 12.0 29.5 2.7 7.51 33300 21 -022 9:32 

 
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7月 20日 乾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9 2.5 7.15 25700 15.9 -006 3:10 

7月 20日 乾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8.9 2 7.06 22200 13.5 -001 3:40 

7月 20日 乾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8.6 2.1 7.13 14200 8.4 -005 3:50 

7月 20日 乾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8.4 0.8 7.05 22700 13.8 003 4:05 

7月 20日 乾 塭仔圳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9.7 0.7 7.34 4190 2.2 -012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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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8月 10日 乾 出口堰涵洞 N25 05 56.6 E121 27 26.8 31.1 1.6 7.02 1275 0.4 0 12:10 

8月 10日 乾 塭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29.8 0.9 7.25 734 0.1 -005 11:50 

8月 10日 乾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31.9 4.3 7.51 863 0.2 -021 10:15 

8月 10日 乾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31.9 1.9 7.03 3310 1.7 005 10:30 

8月 10日 乾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33.2 2.2 7.37 1936 0.8 -012 11:05 

8月 10日 乾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30 1.8 7.23 1133 0.4 -005 10:55 

8月 10日 乾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30 2.4 7.32 2380 1.1 -010 9:54 

8月 10日 乾 觀音坑溪出河口 N25 06 22.6 E121 27 20.9 31.8 3.5 7.41 555 0 -015 11:38 

8月 10日 乾 五股坑溪出河口 N25 05 04.6 E121 26 53.4 29.8 3 7.4 567 0 -016 9:36 

8月 10日 乾 中興路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29 1 6.93 368 0 013 9:20 

8月 10日 乾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29.5 0.5 6.95 214 0 010 9:10 

8月 10日 乾 南便橋河道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9.7 2 7.14 492 0 -001 10:41 

8月 10日 乾 多蟹橋 N25 05 54.4 E121 27 12.0 30.7 1.3 7.16 1059 0.3 -001 11:17 

 
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8月 18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8 1.4 6.94 5980 4 002 21:35 

8月 18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7.5 2.2 6.93 7640 5 003 22:31 

8月 18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7.7 2.1 6.93 3120 3 002 22:38 

8月 18日 滿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7.6 1.3 7.05 7220 4 -004 22:47 

8月 18日 滿 塭仔圳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7.5 1.8 6.95 7940 5 001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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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導電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9月 13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30.8 0.3 7.04 13070   -004 16:50 

9月 13日 滿 蘆洲抽水站 N25 05 59.1 E121 27 43.7 29.8 1.9 7.16 12640   -011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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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電導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9月 18日 乾 出口堰涵洞 N25 05 56.6 E121 27 26.8 30.9 3.5 7.55 19990 14 -039 15:48 

9月 18日 乾 塭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31.2 0.5 7.27 8540 3 -022 16:18 

9月 18日 乾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31 1.4 7.12 16930 11 -012 17:08 

9月 18日 乾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31.6 5.1 7.46 902 0 -032 17:40 

9月 18日 乾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31.4 6.7 7.8 15260 10 -053 17:39 

9月 18日 乾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9.2 0.9 7.15 9670 6 -015 17:20 

9月 18日 乾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9.4 1.4 6.88 16060 8 -000 17:55 

9月 18日 乾 觀音坑溪出河口 N25 06 22.6 E121 27 20.9 31.6 2.2 7.39 2570 0 -028 16:30 

9月 18日 乾 五股坑溪出河口 N25 05 04.6 E121 26 53.4 29.7 1.8 6.95 958 0 -004 18:00 

9月 18日 乾 中興路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29.4 0.7 7.12 1248 1 -013 18:10 

9月 18日 乾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30.3 1.1 7.2 2410 2 -018 18:15 

9月 18日 乾 南便橋河道 N25 05 20.6 E121 27 03.0 30.6 0.4 7.2 17170 1 -017 17:32 

9月 18日 乾 多蟹橋 N25 05 54.4 E121 27 12.0 30.9 3 7.37 19990 16 -028 16:50 

 
水溫（T） 溶氧（DO） 電導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9月 18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8.8 1.9 7.12 19990 14 -013 23:13 

9月 18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8.9 3 7.09 19990 14 -011 23:36 

9月 18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9.3 2.6 7.11 12780 9 -012 23:39 

9月 18日 滿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8.1 1.1 7 16170 12 -006 23:49 

9月 18日 滿 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8.8 2.7 7.08 19990 16 -011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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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電導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10 月 10 日 乾 出口堰涵洞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5.3  4.2  7.26  1668.00  1.0  -022 14:45 

10 月 10 日 乾 塭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24.1  4.5  7.19  3780.00  5.0  -017 14:50 

10 月 10 日 乾 觀音坑溪出河口 N25 06 22.6 E121 27 20.9 24.4  4.7  7.25  1707.00  2.0  -021 14:55 

10 月 10 日 乾 多蟹橋 N25 05 54.4 E121 27 12.0 23.5  3.7  7.10  3870.00  3.0  -012 15:17 

10 月 10 日 乾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3.5  3.8  7.11  1121.00  2.0  -012 15:20 

10 月 10 日 乾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3.5  2.2  7.17  1101.00  1.0  -015 15:28 

10 月 10 日 乾 南便橋河道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2.9  5.6  7.09  2300.00  1.0  -011 16:45 

10 月 10 日 乾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23.3  2.4  7.10  1630.00  1.0  -011 16:46 

10 月 10 日 乾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3.3  1.9  7.23  2520.00  1.0  -021 16:35 

10 月 10 日 乾 五股坑溪出河口 N25 05 04.6 E121 26 53.4 23.5  1.6  7.17  1215.00  0.0  -016 16:20 

10 月 10 日 乾 中興路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23.7  1.9  7.19  1522.00  1.0  -016 16:10 

10 月 10 日 乾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24.4  2.6  7.20  924.00  1.0  -017 16:00 

10 月 10 日 乾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23.2  4.2  6.95  754.00  0.0  -002 16:50 

 
水溫（T） 溶氧（DO） 電導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10 月 15 日 滿 出口堰涵管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2 3.7 6.85 2040 1 002 1:58 

10 月 15 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2.5 3.3 6.92 1503 0 -001 2:09 

10 月 15 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3 3.7 7.12 1647 1 -013 2:28 

10 月 15 日 滿 南便橋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3 1.6 7.1 1039 2 -012 2:33 

10 月 15 日 滿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2.5 1.2 6.82 315 2 00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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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T） 溶氧（DO） 電導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11 月 1 日 滿 出口堰涵洞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5.7 2.9 7.18 5470.00 4.0 -016 9:15 

11 月 1 日 滿 塭仔圳出河口 N25 06 08.5 E121 27 20.1 25.0 3.0 7.31 14460.00 11.0 -024 9:25 

11 月 1 日 滿 觀音坑溪出河口 N25 06 22.6 E121 27 20.9 24.6 2.8 7.22 5520.00 4.0 -019 9:35 

11 月 1 日 滿 多蟹橋 N25 05 54.4 E121 27 12.0 24.4 3.8 7.24 14920.00 11.0 -020 10:20 

11 月 1 日 滿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4.0 2.7 7.12 6270.00 6.0 -013 10:19 

11 月 1 日 滿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4.3 1.6 7.24 4230.00 4.0 -019 10:25 

11 月 1 日 滿 南便橋河道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3.5 4.2 7.26 13770.00 8.0 -021 11:57 

11 月 1 日 滿 北池 N25 05 28.9 E121 27 02.7 24.3 3.0 7.10 754.00 0.0 -011 12:05 

11 月 1 日 滿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4.3 2.3 7.23 6440.00 4.0 -019 11:27 

11 月 1 日 滿 五股坑溪出河口 N25 05 04.6 E121 26 53.4 24.3 0.8 7.32 1840.00 1.0 -024 11:14 

11 月 1 日 滿 中興路橋 N25 04 42.4 E121 27 14.7 25.0 2.4 7.18 3170.00 1.0 -016 11:00 

11 月 1 日 滿 鴨母港抽水站 N25 04 54.0 E121 27 16.7 24.4 2.1 7.18 1559.00 1.0 -016 11:53 

11 月 1 日 滿 南池 N25 05 22.4 E121 27 01.0 23.7 2.0 7.21 5450.00 4.0 -018 12:01 

 
水溫（T） 溶氧（DO） 電導度（EC） 鹽度（SAL） 氧化還原電位

日期 潮汐 測量點 GPS 座標 
℃ mg/L 

酸鹼度（pH）
μs/cm ﹪ m V 

採樣時間 

11 月 5 日 乾 出口堰涵洞 N25 05 56.6 E121 27 26.8 23.8 4.5 7.20 16500.00 12.5 -018 18:33 

11 月 5 日 乾 大蘆葦叢 N25 05 27.8 E121 27 11.6 23.4 3.8 7.01 13370.00 8.0 -006 19:30 

11 月 5 日 乾 南蘆葦叢 N25 05 17.6 E121 27 07.6 23.2 3.7 7.09 5810.00 4.0 -010 19:35 

11 月 5 日 乾 南便橋河道 N25 05 20.6 E121 27 03.0 23.7 1.2 7.13 1800.00 1.5 -014 19:40 

11 月 5 日 乾 主棲地 N25 05 14.1 E121 26 56.3 23.3 2.1 6.79 12670.00 8.0 006 19:45 



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劃 成果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74

 



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劃 成果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75

附錄三 全區普查穿越線圖 
主棲地南側穿越線，長度 50m，與北側合併，

實際行走 80m 

主棲地北側穿越線，長度 50m，未進行，合併

至南側

 

大蘆葦叢步道穿越線，長度 200m，有進行 大蘆葦叢內部穿越線，長度 100m，未進行

 

出口堰四斑新棲地穿越線，長度 100m，有進行 出口堰洲仔尾溪邊紅樹林穿越線，長度 100m，

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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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仔圳北池外側穿越線，長度 100m，有進行 塭仔圳南池外側穿越線，長度 100m，有進行

南蘆葦叢穿越線，長度 100m，有進行 觀音坑溪口穿越線，長度 100m，有進行

興北區穿越線，長度 150m，未進行

 

興南區穿越線，長度 200m，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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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蘆葦叢南側穿越線，長度 100m，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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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歷年調查記錄 

 

2006 年五股溼地四斑細蟌調查記錄 

四斑細蟌(成蟲)數量 觀察時間

日
期 雌 雄 

澄
色
未
熟 

剛
羽
化 

未
知 

地點描述 開
始 

結
束 

雲
量%

 

溫
度 

風
力 

其
他
蜻
蜓 

其
它 

6/10 0 0 0 3 123 主棲地 1600 1800       

橙尾*31;青紋*16;褐斑

*1;彩裳*1;杜松*1;猩

紅*1 

青紋吃四斑*1;青紋交

配*1 

6/13 10 11 4 0 7 主棲地 1000 1125   26   橙尾*6;青紋*11 

四斑交配*2;四斑覓食

*1 

6/15 21 13 3 0 3 主棲地 1720 1845     2 橙尾*7;猩紅*1;青紋*4 四斑交配*2 

6/18 6 1 0 0 0 主棲地 1610 1655 95   1

橙尾*6;青紋*2;夜遊

*1;彩裳*1   

6/25 0 0 0 0 0

興南區高

速公路穚

下 1825 1900 100   2

橙尾*6;青紋*22;白粉

*1 

未發現四斑;青紋吃橙

尾*1 

6/27 3 4 2 0 12 主棲地       橙尾*1;彩裳*1   

6/30 0 0 0 0 0

主棲地旁

鐵塔週邊 1120 1200 10 32 2

褐斑*20;青紋*10;橙尾

*4;彩裳*1; 

未發現四斑;青紋交配

*1;虎甲蟲一大群濕地

覓食 

7/6 30 30     7 主棲地 1624 1900 15 33 2

彩裳*2;橙尾*4;青紋

*1;杜松*1   

7/11 16 15 1 7 13

教學平台

前鐵橋右

邊 1258 1433 85 32 3 彩裳*2 四斑交尾*4 

7/16 0 1 0 0 0

出口堰濕

地 1510 1553 100 30 0     

7/18 0 0 0 0 0

河口鐵橋

下方 1500 1625 70 32 2 薄翅*7 未發現四斑 

7/23 0 0 0 0 0

興南區教

學廣場 1710 1802 50 33 1

橙斑*30;橙尾*50;紅腹

*2;褐斑*30;青紋*4;彩

裳*1;薄翅*10;猩紅*1;

大華?*2;白粉?*1 未發現四斑 

7/31 14 21 1   15 主棲地 1620 1825 10 34 3 橙斑*1   

8/3 0 0 0 0 0 

出口堰濕

地 1128 1229 60 32 3 猩紅*1 未發現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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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13 6 0 2 6 主棲地 1715 1821 100 30 1

彩裳*10;橙尾*1;猩紅

*1   

8/20 0 0 0 0 0

108 號穚

下週邊 1630 1800 60 31 2

橙尾*30;猩紅*1;青紋

*8;薄翅*20 未發現四斑 

8/20 0 0 0 0 0

興北區塭

仔圳右側 1630 1800 60 31 2

橙尾*30;薄翅*1;白粉

*1;褐基*1 未發現四斑 

8/20 0 0 0 0 0

出口堰濕

地土地公

廟旁 1630 1800 60 31 2   未發現四斑 

8/20 0 0 0 0 0

主棲地旁

鐵塔週邊 1630 1800 60 31 2   未發現四斑 

8/20 1 0 0 0 6

觀音坑溪

旁 1630 1800 60 31 2     

8/29 0 0 0 0 1

出口堰濕

地土地公

廟旁 1507 1636 50 34 2 薄翅*20;夜遊*5   

8/31 5 9 0 2 10

南池附近

塭仔圳旁 1539 1738 40 38 1 薄翅*13   

9/12 5 9 0 0 8

北池附近

塭仔圳旁 1415 1549 70 36 1 薄翅*20;夜遊*1   

9/13 26 13 0 1 3

北池附近

塭仔圳旁 1613 1720 100 27 3 薄翅*1;青紋*2 發現一紅色型四斑 

9/14 11 16 0 0 7

蘆葦區塭

仔圳旁 1450 1633 60 31 3

杜松*2;薄翅*5;麻

斑?*1   

9/27 8 7 1 0 10

賞燕點蘆

葦區側 1027 1221 20 31 3     

10/17 0 0 1 0 0 主棲地 1240 1355 30 32 3 杜松*1;薄翅*1;橙尾*1   

10/26 0 0 0 0 0

大生態池

鐵橋側 0950 1121 80 29 3 橙尾*1 未發現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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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五股溼地四斑細蟌調查記錄 

四斑細蟌(成蟲)數量 觀察時間

日
期 雌 雄 

澄
色
未
熟 

剛
羽
化 

未
知 

地點描述 開
始 

結
束 

雲
量%

 

溫
度 

風
力 

其
他
蜻
蜓 

其
它 

3/31 0 0 0 0 4             

4/1 1 2 0 0 2

賞燕點蘆

葦區側 1510 1611 100   2     

4/15 21 15 0 0 23

賞燕點蘆

葦區側 1540 1640 100   2     

4/16 3 2 0 0 6

賞燕點蘆

葦區側 1030 1130 0   2     

5/7 0 0 0 0 0

北池附近

塭仔圳旁 1040 1215 0   4   未發現四斑 

5/8 17 15 2 2 16 主棲地 1600 1720 5   3

青紋ｘ３，薄翅ｘ3，

橙尾ｘ１   

5/26 5 4 0 0 5 主棲地 1900 2100         

台灣窗螢初記錄９隻

公的 

5/27 0 0 0 0 0 教學平台 1930 2130         

台灣窗螢 30 隻公的,1

隻幼蟲 

證實有在本地繁殖 

6/13 0 0 0 0 0 興北區 0930 1150 50   2

青紋 x8,薄翅 x4,猩紅

x8,紅腹 x38(五對交配

中),杜松 x1,橙尾 x1 未發現四斑 

6/30 12 11 1 0 18 主棲地 1645 1740 50 32 2 彩裳 x1  

7/6 2 0 0 0 1

賞燕點蘆

葦區側 1450 1530 100 32 3    

7/14 0 0 0 0 0

出口堰溼

地 1705 1810 30 34 3  未發現四斑 

8/3 5 3 0 1 4 主棲地 0940 1050 80 32 2 彩裳 x1  

8/15 0 0 0 0 0 

賞燕點蘆

葦區側 1500 1530 85 32 4 彩裳 x1;薄翅 x3 

未發現四斑,半小時因

雨結束 

2007/8/

23 0 0 0 0 3

賞燕點蘆

葦區側 0920 1020          

9/7 0 0 0 0 0

出口堰溼

地 1330 1530 60 32 2 薄翅 x3 未發現四斑 

9/14 9 13 0 1 17 主棲地 1540 1700 0 31 1 青紋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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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0 0 0 0 0 主棲地 1300 1400        

未發現四斑;主棲地堆

積大量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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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五股溼地四斑細蟌調查記錄 

四斑細蟌(成蟲)數量 觀察時間

日
期 雌 雄 

澄
色
未
熟 

剛
羽
化 

未
知 

地點描述 開
始 

結
束 

雲
量%

 

溫
度 

風
力 

其
他
蜻
蜓 

其
它 

3/17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1430 1530 100 21 3   未發現四斑 

3/17 0 0 0 0 0 主棲地 1540 1700 100 21 3   

調查一半下雨,未發現

四斑 

3/18 0 0 0 0 0 出口堰區 下午         未發現四斑 

4/19 3 3 1 3 0

大蘆葦叢

步道 1500 1600 10   2     

4/23 11 14 0 3 6 主棲地 1320 1430 100   3 橙尾 x3 漲潮 

5/8 9 14 5 7 10 主棲地 1558 1730 90 27 3 猩紅 x1 漲潮(岸邊多) 

5/15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未發現四斑 

5/25 0 0 0 0 6 主棲地 2000 2100     2   夜調,發現台灣窗螢 

6/12 18 26 0 0 22 主棲地 0930 1036 100   4 橙尾 x2 

交尾 4 對(已計入數

值),陰有雨 

6/15 0 0 0 0 0 興北區         7 種蜻蜓,未發現四斑

6/20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未發現四斑 

7/10 7 3 1 0 4 主棲地 0850 1015 40 32 2     

7/16 0 0 0 0 0 出口堰區 0650 0820 10 29 2 薄翅 x1 未發現四斑 

7/21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未發現四斑 

8/6 4 5 1 0 5 主棲地 0650 0830 10 28 2

外圍步道薄翅 x10,彩

裳 x3 退潮 

8/13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0650 0755 30 31 0 薄翅 x1,彩裳 x1 未發現四斑 

8/31 0 0 0 0 0

圳邊公園

區 1900 2100       青紋 x1 

夜調,未發現四斑,發現

台灣窗螢 

9/10 4 3   0 1 主棲地 0630 0735 5 27 3     

9/10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0745 0850 20 32 3   未發現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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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五股溼地四斑細蟌調查記錄 
四斑細蟌(成蟲)數量 觀察時間

日
期 雌 雄 

澄
色
未
熟 

剛
羽
化 

未
知 

地點描述 開
始 

結
束 

雲
量%

 

溫
度 

風
力 

其
他
蜻
蜓 

其
它 

3/31 0 0 0 0 0 主棲地 1400 1500      

4/4 0 0 0 0 0 主棲地 1400 1600     淨灘 

4/16 0 0 1 0 0 主棲地 1100 1130 20 25 3   

5/3 5 4 0 0 1 主棲地 1100 1200 10 30 3 蜻蚊細蟌 1  

5/17 5 3 0 0 5 主棲地 1020 1120 70 30 2  

全區普查，撈回水蠆八

隻 

5/17 2 1 0 0 0 南蘆葦叢 1020 1120 70 30 2  全區普查 

5/17 0 0 0 0 0

圳邊公園

區 1020 1120 70 30 2  全區普查 

5/17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1020 1120 70 30 2  全區普查 

5/17 0 0 0 0 0 出口堰區 1020 1120 70 30 2 薄翅蜻蜓 1 全區普查 

5/17 0 0 0 0 0 觀音坑溪 1020 1120 70 30 2  全區普查 

6/20 1 7 0 2 3 主棲地 0930 1100 50 30 1   

6/20 0 0 0 0 0 南蘆葦叢 0930 1100 50 30 1   

6/20 0 0 0 0 0

大蘆葦叢

步道 0930 1100 50 30 1 青蚊細蟌 4  

6/24 1 1 0 0 0 主棲地 1025 1025 100 30 1  水質調查 

6/28 1 1 0 0 1 主棲地 0425 0425 100 25 1  水質調查 

6/28 1 0 0 0 0 南蘆葦叢 0350 0350 100 25 1  水質調查 

7/19 0 0 0 0 1 主棲地 1000 1100 30 32 5   

7/19 0 0 0 0 0 南蘆葦叢 1000 1100 30 32 5   

7/21 0 6 1 0 0 主棲地 0600 0700 85 27 1 彩裳蜻蜓 全日調查 

7/21 5 2 0 0 0 主棲地 0800 0900 90 30 1 杜松蜻蜻 全日調查 

7/21 4 8 0 0 0 主棲地 1000 1100 90 38 2  全日調查 

7/21 4 2 0 0 5 主棲地 1200 1300 75 37 3  全日調查 

7/21 3 5 1 1 0 主棲地 1400 1500 60 36 2  全日調查 

7/21 2 1 0 0 2 主棲地 1600 1700 45 33 2 彩裳蜻蜓 全日調查 

7/21 2 1 0 0 1 主棲地 1800 1900 75 30 1  全日調查 

7/21 2 1 0 0 1 主棲地 2000 2100 80 27 1 紅腹細蟌 全日調查 

8/16 0 1 0 0 1 主棲地 0900 1000 25 34 0 紅腹細蟌  

9/13 1 0 0 0 2 主棲地 1500 1600 40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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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 0 0 0 1 主棲地 0800 1000 100 25 4  第二次全日調查 

10/4 1 0 0 0 1 主棲地 1400 1600 100 24 4  第二次全日調查 

10/18 0 1 0 0 0 主棲地 1500 1630 100 22 2  蘆葦密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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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2009 年 7 月 21 日全日調查結果總表 
調查日期： 7 月 21 日 調查地點： 主棲地 

棲位：     A: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下     B:蘆葦根部(水面)20cm 以上     C:巴拉草叢     D:其它位置 

飛行 停棲 進食 交配 產卵 其它行為 
時段 溫

度 

雲
量 

風
力 

溼
度 雌 雄 未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雌 雄
未
熟 

橙
色 

未
知 

它種蜻蜓／備註 

 C1   C5 A1   彩裳蜻蜓*1 
06:00 27 85 1 75

        

C1    C3 A1 A1 A1   杜松蜻蜓*1 
08:00 30 90 1 62

        

A1    A7 C2 A1 A1     
10:00 38 90 2 59

        

C1    A2 A1 C1 A1 A1     
12:00 37 75 3 68

    C1 C2 C1     

   A1 A1 A3 C5 A1     
14:00 36 60 2 69

        

    A1 A2 A1 A1   彩裳蜻蜓*1 
16:00 33 45 2 80

        

    C2 C1 C1     
18:00 30 75 1 84

        

    B1 B2 B1   紅腹細蟌*1 
20:00 27 80 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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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水蠆羽化記錄 
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1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8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微棲地水 

5 月 21 日   水蚤   

5 月 22 日 8mm 水蚤   

5 月 23 日   水蚤   

5 月 24 日 8mm   換水 

5 月 25 日   小魚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   水蚤   

5 月 28 日 10mm 水蚤 換水 

5 月 29 日       

5 月 30 日   小魚 換水 

5 月 31 日     脫殼 

6 月 1 日   水蚤   

6 月 2 日   水蚤   

6 月 3 日   水蚤   

6 月 4 日 11mm 水蚤 換主棲地水 

6 月 5 日   水蚤   

6 月 6 日   水蚤   

6 月 7 日   水蚤   

6 月 8 日       

6 月 9 日   豉甲   

6 月 10 日   豉甲   

6 月 11 日       

6 月 12 日 11mm     

6 月 13 日       

6 月 14 日   豉甲   

6 月 15 日 13mm 豉甲 脫殼 

6 月 16 日       

6 月 17 日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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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1 日   水蚤 離水行為 

6 月 22 日       

6 月 23 日   小魚   

6 月 24 日   小魚   

6 月 25 日       

6 月 26 日   小魚   

6 月 27 日   豐年蝦   

6 月 28 日   豐年蝦   

6 月 29 日   豐年蝦   

6 月 30 日   小魚   

7 月 1 日   小魚   

7 月 2 日   小魚   

7 月 3 日     不吃東西 

7 月 4 日       

7 月 5 日       

7 月 6 日       

7 月 7 日       

7 月 8 日     羽化-雌 16:00 送回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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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2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11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水 

5 月 21 日   水蚤   

5 月 22 日 12mm 水蚤 脫殼  

5 月 23 日   水蚤   

5 月 24 日  12mm   換水 

5 月 25 日   小魚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   水蚤   

5 月 28 日 12mm 水蚤 換水 

5 月 29 日       

5 月 30 日   小魚 換水 

5 月 31 日       

6 月 1 日   水蚤   

6 月 2 日   水蚤   

6 月 3 日   水蚤   

6 月 4 日 13mm 水蚤 換水 

6 月 5 日   水蚤   

6 月 6 日     不吃不喝 

6 月 7 日       

6 月 8 日       

6 月 9 日     羽化-雄 1200 放回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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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3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8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淡水 

5 月 21 日   水蚤 16:00 脫殼 

5 月 22 日 10.5mm 水蚤   

5 月 23 日   水蚤 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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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4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8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水 

5 月 21 日   水蚤   

5 月 22 日 8mm 水蚤   

5 月 23 日   水蚤   

5 月 24 日 10mm   換水 

5 月 25 日   小魚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   水蚤   

5 月 28 日 10mm 水蚤 換水 

5 月 29 日     脫殼 

5 月 30 日   小魚 換水 

5 月 31 日       

6 月 1 日   水蚤   

6 月 2 日   水蚤   

6 月 3 日   水蚤   

6 月 4 日 11mm 水蚤 換水 

6 月 5 日   水蚤   

6 月 6 日   水蚤   

6 月 7 日   水蚤   

6 月 8 日       

6 月 9 日   豉甲   

6 月 10 日   豉甲   

6 月 11 日       

6 月 12 日 13mm   脫殼 換水 

6 月 13 日       

6 月 14 日   豉甲   

6 月 15 日   豉甲   

6 月 16 日       

6 月 17 日       

6 月 18 日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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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6 月 21 日   水蚤   

6 月 22 日       

6 月 23 日   小魚   

6 月 24 日   小魚   

6 月 25 日       

6 月 26 日   小魚   

6 月 27 日   豐年蝦   

6 月 28 日   豐年蝦   

6 月 29 日   豐年蝦   

6 月 30 日   小魚 身體顏色變淺 

7 月 1 日     不吃東西 

7 月 2 日       

7 月 3 日     羽化-母 12:00 放回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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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5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13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水 

5 月 21 日   水蚤   

5 月 22 日 13mm 水蚤   

5 月 23 日   水蚤   

5 月 24 日 13mm   換水 

5 月 25 日   小魚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   水蚤   

5 月 28 日 13mm 水蚤 換水 

5 月 29 日       

5 月 30 日   小魚 換水 雙眼顏色變淺 

5 月 31 日       

6 月 1 日   水蚤   

6 月 2 日     雙眼顏色變淺 

6 月 3 日     羽化 雌 1400 放回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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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6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13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水 

5 月 21 日   水蚤   

5 月 22 日 13mm 水蚤   

5 月 23 日   水蚤   

5 月 24 日 13mm   換水 

5 月 25 日   小魚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   水蚤   

5 月 28 日 13mm 水蚤 換水 離水行為 

5 月 29 日       

5 月 30 日   小魚 換水 雙眼顏色變淺 

5 月 31 日       

6 月 1 日   水蚤   

6 月 2 日     羽化 雌 1400 放回主棲地 

 

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7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尾鰓斷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13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水 離水行為 

5 月 21 日       

5 月 22 日 
    

7:21 羽化(已展翅)-雄 80%濕度 14:00 舉尾 45 度 14:30

送回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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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5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517-08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豉甲   

5 月 19 日 13mm 豉甲   

5 月 20 日     換水 

5 月 21 日       

5 月 22 日 13mm     

5 月 23 日       

5 月 24 日 

    

羽化(5:40 爬出水面 5:50 出殼 6:00 全出 7:30 成形 12:10

飛行) 雄 發現水蠆時期(殼)及成蟲時期皆斷一隻腳(左中

腳)12:30 野放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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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07-01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7 日 4.5     

7 月 8 日   水蚤 以淡水養殖 

7 月 9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1 日   水蚤   

7 月 12 日 5.5 水蚤 脫殼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水蚤   

7 月 15 日   水蚤   

7 月 16 日   水蚤   

7 月 17 日   水蚤   

7 月 18 日   水蚤   

7 月 19 日   水蚤 孑孑 換水 

7 月 20 日     脫殼 

7 月 21 日 7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水蚤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水蚤   

7 月 26 日 8 小魚 換出口堰水，用一半蒸餾水稀釋 

7 月 27 日       

7 月 28 日   小魚   

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9 小魚 脫殼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小魚   

8 月 3 日       

8 月 4 日   小魚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小魚   

8 月 7 日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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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   小魚   

8 月 11 日       

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   小魚   

8 月 14 日       

8 月 15 日   小魚   

8 月 16 日     換水 

8 月 17 日   小魚   

8 月 18 日   小魚   

8 月 19 日   小魚   

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小魚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小魚   

8 月 24 日 10 小魚 換水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   小魚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11 小魚 脫殼 換水 

8 月 30 日   小魚   

8 月 31 日   小魚   

9 月 1 日       

9 月 2 日       

9 月 3 日       

9 月 4 日   小魚 換水 

9 月 5 日       

9 月 6 日   小魚 換水 

9 月 7 日       

9 月 8 日   小魚   

9 月 9 日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11     

9 月 12 日   小魚   

9 月 13 日       

9 月 14 日       

9 月 15 日 12 水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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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9 月 18 日 13 小魚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小魚 換水 

9 月 23 日       

9 月 24 日     發現死亡，原因不明，將屍體泡酒精製成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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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07-02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7 日 6     

7 月 8 日   水蚤 以淡水養殖 

7 月 9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1 日   水蚤   

7 月 12 日   水蚤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水蚤   

7 月 15 日 7 水蚤 脫殼 

7 月 16 日   水蚤   

7 月 17 日   水蚤   

7 月 18 日   水蚤   

7 月 19 日   水蚤 孑孑 換水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水蚤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水蚤   

7 月 26 日     死亡，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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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07-03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7 日 13   尾鰓全斷 

7 月 8 日   水蚤   

7 月 9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1 日   水蚤   

7 月 12 日   水蚤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水蚤 離水行為 

7 月 15 日     眼睛顏色變淺，不進食 

7 月 16 日     羽化-公-1700 放回主棲地，拍下完整記錄檔 

 

採樣日期：7 月 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07-04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7 日 13     

7 月 8 日   水蚤   

7 月 9 日     
羽化-雌，9:00 因掉入水中而失敗，，於下午 15:30 發現已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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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8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08-01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8 日 12 水蚤 尾鰓斷一根 

7 月 9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1 日   孑孑   

7 月 12 日   水蚤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水蚤   

7 月 15 日 13 水蚤 離水行為 

7 月 16 日   水蚤   

7 月 17 日   小魚   

7 月 18 日     不吃 

7 月 19 日     雙眼變色 

7 月 20 日     
羽化-雄，於 14:20 發現羽化完成，卻不明原因落入水盆之

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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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17-01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17 日 6.5 水蚤 以淡水養殖 

7 月 18 日   水蚤   

7 月 19 日   水蚤 孑孑 換水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水蚤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水蚤   

7 月 26 日 6.5 小魚 換出口堰水，用一半蒸餾水稀釋 

7 月 27 日       

7 月 28 日   小魚   

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9 小魚 脫殼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小魚   

8 月 3 日       

8 月 4 日   小魚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小魚   

8 月 7 日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8 月 10 日   小魚   

8 月 11 日       

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   小魚   

8 月 14 日       

8 月 15 日   小魚   

8 月 16 日     換水 

8 月 17 日   小魚   

8 月 18 日   小魚   

8 月 19 日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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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小魚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小魚   

8 月 24 日 10.5 小魚 換水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   小魚 脫殼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11 小魚 換水 

8 月 30 日   小魚   

8 月 31 日   小魚   

9 月 1 日       

9 月 2 日       

9 月 3 日       

9 月 4 日   小魚 換水 

9 月 5 日       

9 月 6 日   小魚 換水 

9 月 7 日       

9 月 8 日   小魚   

9 月 9 日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11     

9 月 12 日   小魚   

9 月 13 日       

9 月 14 日       

9 月 15 日 13 水蚤   

9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9 月 18 日   小魚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羽化，雌，1400 放回主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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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17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17-02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17 日 5 水蚤 以淡水養殖 

7 月 18 日   水蚤   

7 月 19 日   水蚤 孑孑 換水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死亡，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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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7 月 21 日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21-01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21 日 5.5 大肚魚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水蚤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水蚤   

7 月 26 日 7 小魚 換出口堰水，用一半蒸餾水稀釋 

7 月 27 日       

7 月 28 日   小魚   

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7 小魚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小魚   

8 月 3 日       

8 月 4 日   小魚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小魚   

8 月 7 日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8 月 10 日   小魚   

8 月 11 日       

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   小魚   

8 月 14 日     換水 

8 月 15 日   小魚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小魚   

8 月 18 日   小魚   

8 月 19 日   小魚   

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小魚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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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 8 小魚 換水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   小魚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8   活力變很差，翻倒不動 換水 

8 月 30 日     死亡，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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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2009/7/21    採樣位置：主棲地    樣體流水編號：2009-0721-02 

    

日期 體長 餵食 記  事 

7 月 21 日 7 大肚魚 脫殼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水蚤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水蚤   

7 月 26 日 8 小魚 換出口堰水，用一半蒸餾水稀釋 

7 月 27 日       

7 月 28 日   小魚   

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8.5 小魚 脫殼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小魚   

8 月 3 日       

8 月 4 日   小魚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小魚   

8 月 7 日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8 月 10 日   小魚   

8 月 11 日       

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   小魚   

8 月 14 日       

8 月 15 日   小魚   

8 月 16 日     換水 

8 月 17 日   小魚   

8 月 18 日   小魚   

8 月 19 日   小魚 
發現翻倒在水中，疑似已死，飼養盒旁有蠅虎逗留，並於

(屍體)上取出一根蜘蛛絲，一小時後恢復正常，進食 

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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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小魚   

8 月 24 日 9.5 小魚 換水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   小魚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小魚 換水 

8 月 30 日   小魚   

8 月 31 日   小魚   

9 月 1 日       

9 月 2 日       

9 月 3 日       

9 月 4 日   小魚 換水，脫殼不完全，尾鰓沒有完全脫落，左後腳斷 

9 月 5 日       

9 月 6 日   小魚 換水，尾鰓脫殼完畢 

9 月 7 日       

9 月 8 日   小魚   

9 月 9 日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11     

9 月 12 日   小魚   

9 月 13 日       

9 月 14 日       

9 月 15 日 12 水蚤   

9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9 月 18 日   小魚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小魚 換水 

9 月 23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7 日     換主棲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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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   小魚   

9 月 29 日       

9 月 30 日     離水行為 

10 月 1 日     眼睛顏色變淺 

10 月 2 日     羽化-失敗-未脫殼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