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發展計畫 

 

 

 

 

 

 

台灣狐蝠棲地利用調查及自然史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98-林發-09.1-保-24(1) 

計畫主持人：林良恭 

計畫主辦人：陳湘繁、張明雄 

計畫參與人員：吳慧雯 

執行單位：台灣哺乳動物學會 

協辦單位：台北市立動物園 

執行期間：98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31 日  



 I

目錄 

 

目錄------------------------------------------------------------------------------------I 

 

成果摘要 ------------------------------------------------------------------- --------II 

 

一、前言 ------------------------------------------------------------------- --------1 

 

二、目的 ------------------------------------------------------------------- --------1 

 

三、效益分析 ------------------------------------------------------------- --------2 

 

四、執行情形及成果 ---------------------------------------------------- --------3 

 

五、檢討與建議 ---------------------------------------------------------- --------7 

 

六、計畫執行照片及說明 ---------------------------------------------- -------10 

 



 II

成果摘要 

1. 針對研究地（台東縣綠島鄉、蘭嶼鄉、長濱鄉、花蓮縣鳳林鄉和宜

蘭縣頭城鎮龜山島）的野外族群調查顯示，長濱鄉及鳳林鎮的出現紀

錄屬於個案，應無完整野外族群；蘭嶼鄉則僅有早期紀錄，現無野外

族群。僅綠島鄉及龜山島現有野外族群，並有實際觀察拍照紀錄為證。 

2. 於研究地的訪談記錄顯示，蘭嶼鄉民已無台灣狐蝠的任何印象，龜

山島早期居民則表示島上早期沒有狐蝠。在鳳林鄉及長濱鄉，僅個案

發生時有在場的居民能對當時情形稍加描述，對於狐蝠的詳細狀況亦

不瞭解。唯綠島鄉居民能描述出各項有關狐蝠出沒的時間地點、食性

生態及減少之因等。 

3. 本研究針對臺灣狐蝠的野外族群進行調查，瞭解其生態習性、行為

模式以及棲所偏好，以無線電追蹤日間棲所的位置大致位在避風的山

溝谷地，每天記錄到的位置變化不大，食性的部份以桑科榕屬的稜果

榕、水同木以及紫金牛科的樹杞為食。於清晨天快亮前以及傍晚天快

黑時，狐蝠常會在谷地上方繞飛，天黑後約 2 小時是牠們活動最為頻

繁的時段，常可觀察到覓食行為，之後活動量則降低。綜合這些資料，

有助於更瞭解臺灣狐蝠的生態習性，以及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俾

利未來在研擬保育計畫上，提供基本而重要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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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為台灣原生特有亞種的大

翼手亞目蝙蝠，早期在綠島有穩定的族群，台灣東部、南部地區及東

部其他離島亦有零星分布紀錄。但後來台灣狐蝠的族群數逐年下降，

甚至一度被認為已經完全絕種，主要原因可能是綠島土地利用的變

遷，或者是人為獵捕等。過去並沒有特別對這個物種有詳細的研究，

以致於我們對此物種的一切生態角色、食性和棲所等，幾乎全無所知，

有少數相關的調查文獻，也多是國外博物學家在非常早期的發現紀

錄，僅有出沒的地點、大略型態及特徵等，不足以完整瞭解此物種。 

在偏遠的太平洋海洋島嶼上的植物族群，由於生態系中較缺乏食

果動物，往往必須仰賴少數的食果動物，如鳥類、蝙蝠或囓齒動物來

協助其授粉以及播種，尤其是種子較大的物種，更是只能透過大型的

食果者來完成播種，這些狐蝠屬的物種常扮演重要的播種者及授粉者

的生態角色。台灣狐蝠目前主要的棲地為綠島以及龜山島，這兩個島

上的大型食果者亦不多，以綠島來說足以扮演大型種子的播種者角色

的物種只有白鼻心，而龜山島則是完全沒有，相對來說，狐蝠生態角

色更是值得重視。 

近年來在綠島以及其北方的龜山島，均有再發現台灣狐蝠的野外

族群，對此物種的研究以及保育便成為當務之急，因為這兩地的族群

數仍極低，稍不注意可能就又會消失，所以保育的工作刻不容緩，故

需瞭解其棲地及生態習性，以擬定未來相關之保育計畫。 

 

二、目的  

    對於台灣特有亞種的台灣狐蝠進行完整的自然史收集、棲地調查

以及生態習性瞭解等，台灣狐蝠目前雖有零星個體出沒，但族群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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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岌岌可危，急切需要完整的保育計畫，但是制訂保育計畫所需的資

料，卻無完整的瞭解。故本計畫擬從文獻收集、出沒地居民訪談以及

現有族群調查等方向，拼湊出台灣狐蝠的過去的生存狀態以及了解該

物種的生態習性。 

 

三、實際效益 

    本計畫除了預期對台灣原生特有亞種的台灣狐蝠做一個完整的調

查，瞭解其生態習性、行為模式以及棲所偏好外，更期望能確認狐蝠

在台灣東部離島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並且有助於在

研擬保育計畫上，提供基本而重要的參考資料。本計畫實際效益列舉

如下： 

（一）瞭解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臺灣狐蝠的現況，包括族群量、

分布、棲地選擇與自然史，可作為主管機關與保育團體進行狐蝠保育、

政策擬定與永續發展時之參考依據。 

（二）捕捉到之台灣狐蝠進行形質測量並留存組織樣本，為珍貴之台

灣生物多樣性資產，供未來研究人員研究瀕臨絕種台灣狐蝠之地理親

緣關係和分類地位。 

（三）生態調查資料及拍攝之生態影像可作為生態導覽解說及新聞發

佈的素材，強化各島嶼生態旅遊與保育宣導之深度，達到發展離島永

續產業之目標。 

（四）建立台灣與國際生態保育之合作連結，擴展台灣生態保育的視

野與尺度。 

 



 3

四、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文獻收集： 

    文獻資料收集方面，目前取得一些早期記錄發表台灣狐蝠的文

獻，共有九篇日文文獻，作者有堀川安市、鹿野忠雄、楚南仁博、黑

田長禮、高島春雄以及王雨卿先生等人。在一般書籍方面，也對於有

描述到台灣狐蝠的部分做了收集，其中發現許多差異，包括群居與否

以及型態特徵等描述，顯示出對於此物種的瞭解並不完備。 

 

（二）出沒地居民訪談： 

1.花蓮縣鳳林鎮：民國 94 年 10 月有一隻台灣狐蝠被纏在鳥網上，由民

眾解下後送至消防隊，中國時報載有該事件的報導。但當時值班的替

代役男並未記錄這位民眾的資料，因此當前往消防局時，雖然隊員依

稀能記得這件事情，卻無法提供這位民眾的資料，而幾經隨機對當地

居民的訪談結果，發現竟然大多民眾不知道這一件事，因此也沒有找

到當時的這位民眾。即使是時常上山打獵的原住民也未曾知道有這樣

的物種，居民又全然無知，因此推測這些紀錄都是非常偶發，零星的

迷途或播遷個體。 

   

2.台東縣長濱鄉：民國 97 年 2 月，南溪社區的果園中有狐蝠被纏在鳥

網上，居民將其解下並拍照為證，根據照片，該筆紀錄確實是台灣狐

蝠。該民眾表示當地的引水渠道中除了葉鼻蝠也曾有台灣狐蝠，不過

實地察看並沒見到，且當地居民對於當地以前是否曾有出沒紀錄的說

法有些反覆及描述上的不正確，因此認為有些年長居民將台灣狐蝠與

葉鼻蝠弄混了。至於當地早期是否真的有狐蝠，可能仍須進一步調查。 

3.台東縣蘭嶼鄉：早期的文獻記錄過蘭嶼曾有出現，但是前往當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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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無論是透過年輕人翻譯詢問年長者，或是隨機在路上詢問居民的

結果，皆指出當地居民的生活年代中，並沒有台灣狐蝠在島上活動。

礙於時間的限制，當時並未前往野銀部落詢問，為求蘭嶼訪談紀錄完

整，應繼續將野銀的訪談完成。 

 

4.台東縣綠島鄉：文獻中指出綠島為台灣狐蝠的主要棲地，也是早期有

穩定族群的地區，當地居民對於狐蝠多少有一點印象，能說出出沒地

點、時間季節以及食性生態等，甚至有些居民曾有捕捉的經驗，均能

描述使用的工具、捕捉時需注意的事項和烹調的方法等。然而每位居

民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可能是由於記憶的錯誤或認知的差異等，關

於這點仍須仔細的歸納分析。不過根據目前整理出的資料，可以歸納

出下例綠島的狐蝠狀況： 

  (1)在居民小時候，約民國四、五十年代左右，島上還有相當的狐

蝠族群，幾乎晚上有經過山區都能見到，甚至自家後院都可能出現。 

  (2)最常看到活動的時間是傍晚，出來飛或者覓食，有時早上上山

工作也能看見吊在樹上休息，或者有人捕捉回來時可以看到。 

  (3)白天或晚上都可能看到停棲，但是只有傍晚會看到飛行及覓

食，覓食物種多樣，如各種榕屬物種，會將果實咬扁吸取汁液後吐掉

殘渣。 

  (4)出沒的位置，島上有樹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現，另外例舉出的地

點則多為島上較大型、植群茂密的谷地，亦表示會因為果實成熟而出

現，顯示出和琉球折居氏狐蝠(Orii’s flying fox)相似，隨著食物可獲得

性的變化，狐蝠的族群數亦會改變的現象。 

  (5)早期居民捕捉為食用，使用的工具為木棍、加裝尖刺或直接使

用魚叉來打、驚嚇、直接刺狐蝠或是以類似標槍的方式丟中狐蝠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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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捕捉，這樣的方式一夜一人僅能捕捉十隻以內，烹調法有燉、炒等。

而後期有人使用鳥網佈在山上捕捉，一夜可以捕捉相當的隻數，確切

數字較不明確，捕捉個體販售至台灣，當時應有供應飲食市場。多半

也認為捕捉為當地狐蝠族群數大量下降之因。 

 

    但是對於出沒的季節，說法差異性就極大，無法歸納出較確切的

答案。而是否成群出現，說法差異也很大，但是根據琉球狐蝠的研究，

本種應不是群居型的狐蝠。綠島為台灣狐蝠最主要的棲地，本次的訪

談採取較為隨機，透過居民介紹可能比較常上山的民眾為對象，可能

會漏失一些擁有清楚印象的居民，因此在綠島的訪談應更長期、有系

統的進行調查。 

 

5.宜蘭縣頭城鎮龜山島：曾經居住在島上，現在改以龜山島旅遊業為生

的居民表示，島上不曾見過那麼大型的蝙蝠。不過這些居民的年紀都

不是很大，並龜山島民後移居頭城鎮龜山社區，未來應前往當地尋找

長者耆老進行訪談。 

 

（三）臺灣狐蝠活動及食性 

龜山島臺灣狐蝠於清晨天快亮前以及傍晚天快黑時，會在島上谷

地上方繞飛，天黑後兩小時，狐蝠覓食活動相當頻繁，兩小時過後活

動就會暫歇，或是到其他地方休息。 

經過為期半年的野外初步觀察，發現龜山島的台灣狐蝠，以島上

優勢植種桑科榕屬的稜果榕以及水同木為主食。目前的觀察紀錄顯

示，島上的優勢留鳥棕耳鵯以及綠繡眼偏好以種子較小的榕樹種子為

食，未發現取用稜果榕。因此推測在龜山島的植物社群中，台灣狐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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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重要的播種者角色。 

    於幾種已知為台灣狐蝠食物的植種附近收集食渣及排遺，並根據

牠們最常造訪的稜果榕進行果實的物候調查，希望尋找稜果榕果實的

可獲得性對台灣狐蝠族群數是否有影響。對於所收集到的食渣跟排遺

中種子的植種，目前還在觀察分析當中；而稜果榕果實物候方面，雖

然已有初步資料確定稜果榕果實可獲得性確實會有變化。 

由於龜山島地形崎嶇，有些地方不易抵達，無法瞭解這些地方的

物候，而狐蝠的族群數也因目前僅知幾個地點可以觀察到狐蝠，僅能

記錄到隻次，不能確認實際族群數；此外，目前觀察到狐蝠的活動似

乎也受到天候狀況的影響，因此除了應該規劃更完善的資料收集方

法，來確認稜果榕果實可獲得性是否影響狐蝠族群數外，也需要再觀

察瞭解天候對狐蝠活動的影響。 

 

（四）臺灣狐蝠無線電追蹤 

    棲所選擇方面，根據綠島居民的陳述以及觀察紀錄，推測台灣狐

蝠偏好以谷地的大樹作為日間的棲所。本計劃邀請琉球大學長期研究

折居氏狐蝠（Pteropu dasymallus inopinatus, Orii’s flying fox，琉球狐蝠

其中一個亞種）的金城和三以及中本敦博士，前來指導進行狐蝠無線

電追蹤所需之相關技術，包括發報器頸圈的製作、動物的捕捉以及安

置無線電發報器。於 8 月底，在幾個台灣狐蝠常經過或停留的低處設

置霧網，全程皆有人在旁守候，兩個晚上捕捉到 4 隻狐蝠，進行形質

測量後，有 3 隻適合放置發報器的個體，在日籍學者的協助下，放置

好發報器便將狐蝠釋放，9 月亦進行了捕捉，放置第 4 個發報器。 

    對這 4 隻狐蝠進行後續的無線電追蹤，其中一隻放置隔天即失去

訊號。其餘 3 隻皆可穩定收到訊號，白天收到訊號的位置改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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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三角定位的結果，牠們日間棲所為島上 3 個不同的溪谷，即這 3

隻個體固定會回到大致相似的位置棲息，並且地點如前推測的為谷

地。不過目前僅有兩個月的資料，尚不了解狐蝠的棲所是否會有季節

差異，因此無線電追蹤的工作未來將持續進行。 

    

五、檢討與建議 

    本年度為計畫的第一年，因此進行了多方的生態調查，包括文獻

的收集、狐蝠出沒地居民的訪談、狐蝠野外族群的觀察及無線電追蹤

等，對於台灣狐蝠的基本生態已經大致上有了初步了解，在此針對每

一項工作內容提出改進的方向，以及對保育的工作提出初步的建議。 

 

（一）文獻收集：在文獻收集方面，遇到最大的問題便是語言上的差

異，使得文獻收集工作不甚完整，未來需要翻譯文獻的內容，並持續

尋找其他的紀錄文獻，以完整收集所有關於台灣狐蝠的文獻。 

 

（二）出沒地居民訪談：對於蘭嶼鄉的訪談工作必須更廣泛的進行，

以求完整。另外，對於移居至宜蘭頭城的龜山島民，以及亦有記錄到

狐蝠誤觸鳥網死亡的雲林縣居民，皆應開始著手進行訪談工作，力求

對於近代台灣狐蝠的出沒紀錄之完整性。根據目前已收集到的訪談資

料的整理，部分居民的說法有差異，未來需要進行進一步確認。 

 

（三）無線電追蹤：目前追蹤記錄的時間並不長，但有訊號的三隻個

體大抵每日會回到相同的谷地中棲息，未來在不打擾到狐蝠的情況

下，可前往該棲息點察看。另外，前往這些棲息點也有助於瞭解狐蝠

所選擇的棲地型態，甚至是微棲地的狀況，但是以琉球狐蝠為例，牠

們非常容易受到驚嚇，因此調查必須在不干擾狐蝠為前提的情況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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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若是無法接近，則以土地利用圖與棲息地點的套疊，來瞭解狐蝠

的棲所偏好。 

 

（四）建議未來增加的調查內容： 

1.植物物候與狐蝠族群的相關調查：根據琉球狐蝠的調查紀錄，琉球狐

蝠的族群數會隨著主要食物資源的變化而改變，本計劃雖然在調查進

行中增加了稜果榕的物候紀錄，但是卻缺乏適當估算台灣狐蝠族群數

的方法，這部份將進行更長期的觀察，配合更廣泛的執行植物的物候

紀錄，以瞭解狐蝠與環境間的關係。 

 

2.食性調查：本計劃收集到許多狐蝠的食渣及排遺，不過卻很難直接目

擊到狐蝠的覓食行為，因此目前僅能就現有的排遺及食渣進行發芽試

驗，在未來的觀察工作中，應持續收集食渣及排遺，並且增加夜間的

觀察時數，期望除了在發芽試驗中瞭解所食用的果實植種外，亦能發

現其他植物部位或是較大型種子植種的食用情形。 

 

3.進行長期調查：經過一年的各項調查，目前對台灣狐蝠的早期狀態、

文獻收集以及生態習性已經有了初步輪廓，不過礙於目前已知的族群

以島嶼為棲地，天候不穩定即無法行船，而中斷研究的進行，使得收

集到的資料並非連續完整的。因此對於台灣狐蝠的調查研究尚須更多

的時間，不僅是為了彌補天候造成的資料不全，多年期的調查也可以

使得對台灣狐蝠的生態習性瞭解更為透徹，有利於制訂完善的保育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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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育的初步建議： 

    對台灣狐蝠保育最重要的面向為棲地保育，目前除了根據訪談的

內容，在野外觀察及無線電追蹤結果，皆發現台灣狐蝠的日間棲所為

鬱閉的原始林山谷，因此要保育台灣狐蝠首先必須維持島嶼谷地的完

整性，由於龜山島本來就屬於保護區，並且有軍事管制，開發較少，

人為干擾相對亦少，但是綠島為熱門觀光地區，雖然目前的不少谷地

看起來仍保有原始狀態，不過必須留意未來相關的觀光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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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執行照片及說明 

   
圖一、龜山島臺灣狐蝠 
 

 
 
圖二、日籍學者指導測量及安裝發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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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完成測量及安裝發報器後，原地立即釋放 
 
 

 
圖四、上發報器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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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追蹤狐蝠個體 1 之日間棲所定位 
 

 
圖六、追蹤狐蝠個體 2 之棲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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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追蹤狐蝠個體 3 之棲所定位 
 

 
圖八、利用食渣進行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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