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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臺東縣東河鄉的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與農人及遊客間經常發生衝突，

有必要了解東河鄉獼猴的分布與數量，作為後續族群管理的依據。本計畫於 2016

年以東河鄉既有道路及山徑為樣線，以步行方式調查獼猴的活動與分布，估算東

河鄉獼猴的密度。前期探勘確認調查路線後，對 26 條共 112.6 公里的路線進行三

回六次的調查，合計調查行程 501.6 公里。結果顯示，各路線目擊紀錄相對頻度自

0 至 2.0 /km 不等（mean=0.32/km，CI=0.17/km），排遺紀錄相對頻度則是 0 至 8.3/km

（mean=1.20/km，CI=0.72/km），林地路段平均目擊與排遺紀錄相對頻度高於農地

路段，北區樣線獼猴目擊與排遺紀錄相對頻度高。利用調查所得猴群平均大小（5

隻）與樣線有效偵測距離（30m）估算東河鄉臺灣獼猴密度為 3.51.6 群/ km
2 及

16-18 隻/ km
2，由此推估東河鄉目前已登記之 150.8 km

2 直接生產用地上的臺灣獼

猴數量約 528 群，2650 隻。與臺灣其他地區相較，東河地區獼猴的猴群密度較高，

但因猴群大小較小，因此整體獼猴數量較低。東河鄉主要果樹收成受 2016 年天候

影響大，猴害影響相對較小。東河鄉猴群較小的現象是否會增加對農作的損害，

值得進一步探討。 

關鍵字：臺灣獼猴，族群估算，農作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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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onflicts between Macaca cyclopis and tourists and local farmers in Tonghe 

township, Taitung country, exists for years and are getting worse.  Information on 

monkey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estimation are needed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We surveyed for tracks and signs of monkeys along 26 roads and trails of 112.6 km for 

six times at most in Tonghe township in 2016.  The total length covered was 501.6 km.  

The result shows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sighting record per trail was 0.320.17 /km 

(mean95%CI) and that of fecal records, 1.200.72 /km.  More sightings and fecal 

records per km were found on trail sections surrounded by secondary forests woods 

than sections passing through cultivated lands, and more on trails in the northern part 

than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onghe township.  The average number of monkeys 

recorded per sighting was 5 and the effective detection distance along trail was 30 m.  

By these figures, density of monkey population in Tonghe was estimated to be 3.51.6 

troops/ km
2
 or 16-18individuals/ km

2
, or 2650 monkeys in 528 troops in all the 

productive land currently registered (150.8 km
2
) in Tonghe township.  The fruit 

production in Tonghe was reduced or delayed by the harsh climate condition in 2016, 

which made the damage by monkeys less obvious.  The cause of the small troop size 

in Tonghe and whether it would worsen crop raiding by monkeys deserves further 

analysis. 

Keywords：Macaca cyclopis, population estimation, crop ra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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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是臺灣特有種，且是臺灣除人以外唯一的靈長

類動物。臺灣獼猴的適應性強，在臺灣分布廣泛，可見於自平地到海拔 3,500 公

尺間的各類森林環境（Fooden and Wu 2001）。近年來各地獼猴族群量增加，分布

與棲息範圍擴張，和人類的互動頻繁，衝突也日漸增加，而獼猴活動對農作的損

害，影響到農民收益，造成農政單位的困擾。 

  臺東縣東河鄉的人猴衝突問題由來已久，餵食與農作受害問題交陳。過去雖

有對東河鄉獼猴危害問題的探討，但缺少對獼猴分布與數量的了解。農作受猴害

固然代表該處有獼猴存在，但受害的規模是否與獼猴數量有關，獼猴族群量是否

增加或過多，則無探討與比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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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臺灣獼猴食性廣，以植物性食物為主食，尤其是果實與嫩葉（Su and Lee 

2001），對人類栽種之蔬果作物的接受度高，且成群活動取食時對作物的損害及消

耗大，造成農民的困擾與損失。不堪收成減損，並認為臺灣獼猴受「野生動物保育

法」保護而族群量過大，農民因而提出控制獼猴數量、捕殺獼猴或補償農損等訴求。

另一方面，有些地區的獼猴卻因受人們餵食，與人互動頻繁，行為與活動模式有所

改變，如高雄柴山、彰化二水、臺南南化、臺中大坑與臺東縣東河鄉等地（李玲玲

等 2002；張仕緯 2000, 2008；蘇秀慧 2012a,b；蔡碧芝 2006；吳海音等 

2012）。獼猴在接受人類餵食後，視果菜為食物，對人少畏忌，甚至入侵住家或搶

食於人。透過播遷及個體間的模仿學習，獼猴不怕人及取用人類作物或食物的行為

逐漸在猴群間擴散開，除加重猴損農害外，也提升獼猴與人類疾病互傳或相互傷害

的風險（Hsu et al. 2009；蘇秀慧與粘書維 2013）。目前，全臺有獼猴危害農作及

因餵食引發人猴衝突的地點日增，更不乏衝突歷史逾二十年之處，且問題的規模與

嚴重性日漸擴大（吳海音等 2012；林良恭 2013）。  

臺灣獼猴危害農作及接受餵食的問題，在東河鄉存在多年，且近年來衝突日漸

嚴重。東河鄉的臺灣獼猴會危害多種作物，造成柑橘及釋迦等主要作物的損失，也

會取食家戶庭院中的蔬果，甚至侵入住家或聚落邊的廟宇（吳海音等 2012）。問

卷調查顯示，當地居民認同保育，唯獨不認同對獼猴的保育，而居民對獼猴的態度

取決於其是否有直接受害的經驗（蔡碧芝 2006）。東河鄉果園與散居山區住戶受

到獼猴危害的情形甚為普遍，地景的破碎與農戶的防護方式，是影響果園受害程度

的主要因素（蔡碧芝 2006，孫敬閔 2007）。近年來，東河鄉務農人口減少及年

齡層老化，致使獼猴可棲身利用的荒廢農地增加，且與農地雜處，但在部分區域果

園的範圍擴大，逼近或緊鄰溪岸或陡峭山壁獼猴棲息的次生林。上述兩種狀況，提

升果園對獼猴的可及性。此外，規模小的農場或年長的農戶，多無足夠的資金或體

力投注於果園維護與猴害防治上，較無法承受農損，也因此對獼猴持負面態度（吳

海音等 2012）。 

除獼猴造成的農損外，東河鄉還有餵食獼猴引發的問題。登仙橋處的獼猴接受

人類餵食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接受餵食的個體逐漸增加，對人類食物的依賴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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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提升（吳海音等 2012）。獼猴等待及爭取食物時的行為，會影響行經或駐留餵

食區的人車安全。此外，獼猴具分群及播遷的習性，接受餵食的個體在離開餵食區

或加入其他猴群後，會將不怕人或吃水果的習性帶到別群，更進一步加劇農作受損

的問題。 

為了解臺灣獼猴的族群狀況與危害問題，曾有不同團隊對全島及特定區域，進

行獼猴分布調查、族群量估算、農損及人猴衝突的調查（李玲玲等 2000；張仕緯 

2000, 2008；蘇秀慧等 2011, 2012a, 2012b；吳海音等 2012）。此外，地方政府與

主管單位曾推廣、輔導與補助作物防護、猴隻捕捉、移除或節紮、猴群驅離等防治

措施。主管保育事務的林務局，更委託相關單位對獼猴危害建置調查評估及處理示

範的作業模式（林良恭 2013）。在上述作為中，少部分暫時有效，但整體長期的

效益有限，人猴衝突始終未獲解決。也因為如此，不少人認為臺灣獼猴的數量過多，

應加以控制，否則無法解決農損及傷人等人猴衝突。 

臺東縣東河鄉東臨太平洋，往西延伸到海岸山脈南段山區，以農業為主要產

業。過去，東河鄉的農作在平地以水稻、玉米等短期作物為主，山坡地主要種植果

樹與旱作，如今則以釋迦與柑橘類為大宗。受地形影響，東河鄉境內果樹種植區的

分布不連續而破碎，且與陡坡或河岸雜林為鄰，或鑲嵌在林地及廢休耕地間。近年

來，人口外移及農民年齡層老化，致使耕作人力不足，對果園的維護更顯吃力。在

此同時，東河鄉境內屬保育類之臺灣獼猴的族群量卻有增加的趨勢，人猴間的互動

日漸頻繁，獼猴危害農作造成的人猴衝突及農民對此的不滿與抱怨也日益嚴重。 

針對東河鄉獼猴危害的問題，過去已有相關研究分析獼猴危害農作及人猴衝突

等問題（蔡碧芝 2006；孫敬閔 2007；吳海音 2012），呈現獼猴的分布概況，

及受害農地的地景特徵及分布。但對全鄉獼猴數量或密度的估算、不同區域或棲地

獼猴密度與作物受害的關聯性等，尚缺少相關資料。 

穿越線法是調查野生動物族群量常用的方法，也被用來估算靈長類的族群數量

與密度（Araldi et al. 2014；Barelli et al. 201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1；Peres 

1999；Shanee and Shanee 2011；Smith and Smith 2013；Whitesides et al. 1988）。然

而，過去許多宣稱利用穿越線調查的報告，並非理論上的穿越線，而是以現有道路、

步道或小徑為調查路線的沿線調查。近年來，有學者特別針對適用於森林性靈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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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穿越線調查及密度估算法，提出說明與建議（Buckland et al. 2010a, 2010b；

Hassel-Finnegan et al. 2008；Marshall et al. 2008）。然而，受到地形等現實限制無法

闢設真正具穿越性的調查路線時，許多研究仍以沿線調查的方式蒐集資料，並界定

有效偵測距離以計算有效取樣面積及估算族群數量與密度。過去，國內對全島或特

定地區獼猴數量或密度的估算，也採用沿線調查及計算有效取樣面積的方法（李玲

玲等 2000；張仕緯 2000, 2008；蘇秀慧等 2011；蘇秀慧 2012a, 2012b）。本

計畫將沿用此法，以利不同地區間獼猴族群密度的比較。 

本計畫對東河鄉進行獼猴調查，利用現成路徑取樣調查獼猴的出現狀況，以此

估算獼猴密度與數量。配合對調查路線周邊棲地環境的紀錄，現地與過往農害分布

的資料，分析獼猴分布與數量和棲地與農害在空間上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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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材料及方法 

1、調查區概述 

東河鄉位於臺東縣成功鎮和卑南鄉之間，東南臨太平洋，其他各面被海岸山

脈的富興山列、都蘭山列、麻荖漏山列、以及鱉溪山與澳鱉溪山圍繞。東河鄉的

地形南北狹長，可達 35.5 公里，面積約 210.2 平方公里，山地占 60%。行政區域

包括北源、泰源、尚德、東河、隆昌、興昌和都蘭等七個村莊。氣候上熱而濕潤，

屬為熱帶季風雨林氣候。年均溫在攝氏 23-24 度間，七月月均溫最高，冬夏溫差

小，年雨量在 1,800-2,000 公釐間，冬季有短暫乾季（樹果文化 2016）。 

東河鄉原為原住民的活動領域，清同治年間開始有漢人移民，日據時期對東

河進行一連串產業開發，鼓勵漢人到此開墾。除在都蘭、泰源乃至成功一帶種甘

蔗外，也往山區開發種植香茅和樟樹。戰後，東河鄉的開發由平地往海岸山脈拓

展。東河鄉的人口在民國六十年代達高峰，近 20,000 人，農業人口近九成，其後

逐年下降，至 2014 年底全鄉人口僅 8,847 人，農業人口低於 50％（東河鄉公所 

2016）。 

依據東河鄉統計年報的資料（東河鄉公所 2016），鄉內人口中近半數為原住

民，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土地利用以生產用地為主，佔全鄉已登記土地面積的

76.46%，其中 2/3 為林業用地，1/3 為農牧用地。 

 

2、調查方法 

本計畫於 2016 年 2 月至 11 月間，利用現有道路與山徑，對東河鄉境內各區

域取樣調查獼猴的活動跡象。以調查所得資料估算全區及分區的獼猴密度及數

量。調查路線兩側的環境包括次生林、果園、廢耕地、及聚落。 

A、 調查路線的劃設 

  東河鄉全鄉主要道路包括南北向的省道臺 11 線、東西向貫穿泰源村與北源

村的省道臺 23 線、以及連結泰源村、尚德村到鸞山村的鄉道東 23 線與部分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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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東 40 線。2016 年 2 至 5 月間，進行路線勘查與前期調查：以前述道路為主，

延伸到週邊的產業道路、農路，以及部分山徑進行樣線探勘，並以機車與步行方

式探查各路線的環境及獼猴出現概況。 

  路線勘查與前期調查後，刪除過於曲折及和其他路線距離太近的路線，另增

添新探尋到的路線，重新建構調查路線圖資。利用沿線調查時對樣線周邊環境的

紀錄，輔以 Google Earth 的衛星影像，將樣線兩側環境依土地利用型態區分為林

地、農地及聚落三類，並分別計算屬三類棲地之路段的長度。林地包括天然次生

林、竹林、廢耕的果園及灌叢地等環境，農地包括果園及種植水稻、雜糧等的田

地，聚落為家戶、商店、學校或機構等建物連續分布的區域。調查與分析時，扣

除聚落路段，僅納入林地與農地部分的路段。 

B、 獼猴調查 

  於 2016 年 6 至 11 月間，對各樣線進行三回（每回一或兩次）的調查。三回

調查的時間分別是：6 月 9 日到 8 月 14 日，8 月 18 日到 10 月 17 日，10 月 24

日到 11 月 15 日。在此期間受到天候及因天候造成之交通問題的影響甚大。七月

到十月間頻繁的降雨、接連登陸或接近花東地區三個颱風（7 月 8 日登陸的尼伯

特颱風、9 月 14 日影響臺灣的莫蘭蒂颱風、與 9 月 27 日登陸的梅姬颱風）的侵

襲與豪雨、颱風後部分路線的坍方、及後續的修路工程等，皆影響調查的進行，

無法對各樣線完成相同頻度的調查。 

  採沿線調查法，騎機車或步行以每小時 1 至 2 公里的速度，沿調查路線前進，

搜尋可見或聽到的獼猴或猴群，及其他獼猴活動的痕跡，包括排遺、食餘或屍體

等。對發現的獼猴與痕跡，記錄地點（以 GPS 定位）、時間、出現地點的環境類

型（次生林、灌叢、廢休耕地、耕作中的水田、旱田或果園等）及周邊土地利用

型探（農地或林地）、數量、獼猴的年齡、性別、特徵、活動與行為等。利用測

距儀與指北針測量並記錄獼猴與調查者的距離，及兩者間直線與調查路線的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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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在樣線上同處或短距離內連續出現的排遺，且新舊狀況一致者，視為一筆紀

錄，但會記下該處的排遺數量。每次遇到獼猴時的觀察與記錄時間，以三十分鐘

為限。調查時的天候以無雨為原則，今年夏秋間接連侵襲臺東的颱風，及頻繁的

降雨，造成調查的延宕，致使後期在陰雨時仍需勉強調查。依據臺灣獼猴晨昏活

動量高於中午時段的特性，以日出後及日落前三至四小時為調查時段，確實時間

依日出日落的時間而定。   

C、 資料分析 

合併三回調查的資料，以紀錄到獼猴目擊與排遺的頻度，對各樣線或樣線上

林地與農地路段，計算每公里路段的紀錄頻度，作為該樣線或路段上獼猴的相對

數量（目擊或排遺紀錄相對頻度），再對全區或不同分區計算其平均值及 95%信賴

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由於東河鄉獼猴的猴群小，猴隻對人的戒心大，

調查中聽到獼猴叫聲時未必能目擊獼猴的身形，僅聽到或看到一隻獼猴時，也無

法確認是單獨活動的孤猴或是有猴群出沒。此外，路面上的排遺可代表該路段曾

有獼猴出沒或停留，但排遺的數量卻並未與猴群大小有絕對的關係。分析時，對

在一處得到的叫聲與排遺紀錄不分數量，皆視為一筆紀錄，對目擊紀錄，則分別

以不計個體數（只看到或聽到一隻）及確認屬猴群（看到或聽到多於一隻）紀錄

兩種方式計算。 

  為估算猴群密度或猴隻密度，需先分析調查時的有效偵測距離（或樣線的有

效寬度）。為此，利用各筆目擊紀錄中獼猴與觀察者間距離（h）及兩者與調查路

線間夾角（）的資料，計算獼猴至樣線的垂直距離（d=h*sin），再統整所有獼猴

與調查者間距離或與至線垂直距離的資料，建構不同距離級距的頻度分布圖。參

考 Marshall 等（2008）的 Keller 法，以觀察或垂直距離頻度大幅降低時的寬度作

為有效偵測距離（有效寬度，Ｄ），用以計算有效調查面積（2LD，L 為樣線長度）

及估算猴群密度（n* / 2LD，n*為落在有效偵測距離內的猴群數）（猴群數／km
2）。

估算猴隻密度時，則先對目擊記錄到的個體數，計算平均猴群大小，再乘上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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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以換算成猴隻密度（個體數／km
2）。 

  調查中遇到其他哺乳動物的活動跡象時，也會記錄發現的時間、地點及數量

等資訊，以附錄方式提供主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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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1、初期探勘結果 

於 2016 年 1 至 2 月間，對臺東縣東河鄉進行初期探勘，探尋車行或步行可及

的路線共 20 條。於 105 年 2 至 5 月間，對上述各路線進行前期調查，調查沿線臺

灣獼猴出現的情形，同時探查道路狀況、可行里程、沿線環境、住家及聚落分布

情形等，以衛星定位系統定位後標繪於地圖上。 

二十條前期調查路線總長約 150 公里（表一）。依各路線在東河鄉的分布，可

將之歸為三區（圖一）：北區以臺 23 線沿線的北源村為主，臺 23 線貫穿全區，另

有由臺 23 線往外延伸出的產業道路及步道共 10 條；中區主要在尚德村境內，以

東 23 線及東 40 相連的路線為主要道路，加上自其北端及中部往外延伸的 5 條支

線；南區以都蘭村的臺 11 線沿線為主，另包括興昌到五線間的幾條產業道路、及

都蘭山步道。 

共計 20 個工作天的初步調查中，於 20 條路線共記錄到臺灣獼猴活動紀錄 254

筆，包含目擊紀錄 39 筆、叫聲紀錄 18 筆、排遺紀錄 191 筆（220 個排遺）、食痕

紀錄 5 筆與腳印紀錄 1 筆（表一）。目擊記錄以臺 23 線沿線及金都來紅菜寮線較

多，排遺則是在金都來紅菜寮及東河農場兩線有較多的發現（圖二)。 

在北區各路線中，以金都來紅菜寮線沿路獼猴的活動紀錄最多(70 筆)，其中

排遺紀錄多(53 筆)，目擊次數亦高(10 筆)。此外，在東河農場內的環狀步道上記

錄到不少排遺，但僅有一次的目擊紀錄。臺 23 線沿線的目擊紀錄有 10 筆，其中

以登仙橋處獼猴的出現最為固定，而在其周邊的東河舊橋及隧道口處，也有猴群

活動的紀錄。登仙橋處的猴群至少有 19 隻，有人在此餵食水果及玉米等食物。隧

道口附近猴群的活動相當靠近民宅。 

中區各路線中，以東 23-40 線、七塊厝-1 及七塊厝-2 三路線的獼猴紀錄較多，

但多為路上的排遺，目擊紀錄以東 23-40 線上較多，集中在南端鄉道東 40 線的路

段。 

前期調查在南區各路線中得到的獼猴紀錄不多，在都蘭山步道上有目擊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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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前期探勘在樣線上調查到臺灣獼猴各類活動跡象的紀錄頻度 

區域 樣線名稱 
長度

(km) 
叫聲 目擊 排遺 食痕 腳印 總計 

北區 臺 23 線 45 
 

10 16 
  

26 

  東河農場 2.6 1 1 29 
  

31 

  北源右側稜線 7 
  

10 1 
 

11 

  泰源國中 1.5 1 1 5 
  

7 

  佳興農場 1.5 2 1 4 
  

7 

  德高老 1 
 

2 3 
  

5 

  排竹坑 2 
  

10 
  

10 

  金都來紅菜寮 5 3 10 53 3 1 70 

  東河橋旁的水圳 * 
  

7 
  

7 

  順那 5 
     

0 

中區 東 23-東 40 線 19 1 5 14 1   21 

  牧場線 8.3 5 
    

5 

  中牧線 0.8 
  

5 
  

5 

  七塊厝線-1 0.5 1 2 13 
  

16 

  七塊厝線-2 3 2 1 14 
  

17 

  大坵園 4           0 

南區 臺 11 線 19   1 1     2 

  香蕉山-五線 21 
     

0 

  東 41 線 3.5 
     

0 

  都蘭山步道 3.2 2 5 7     14 

  總計 149.4 18 39 191 5 1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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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前期探勘調查樣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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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前期探勘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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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的紀錄。此外，僅在臺 11 線的金樽發現過猴群。當地農民表示，臺 11 線西側

猴群較常利用溪溝移動，且在五線附近遇見猴群的機率高，但實際調查時不曾遇

見。   

 

2、正式調查結果 

基於初期探查的結果，刪除部分範圍重疊或沿線聚落多的路段，另增加新路

線，訂出正式調查的路線共 26 條，總長 123.4 公里，並循前期方式將之分為北、

中及南三區（圖三）。扣除聚落涵蓋路段，各路線上林地與農地涵蓋路段（圖四）

總長度分別為 55.0 公里及 57.5 公里，合計 112.6 公里。於 2016 年 6 至 11 月間，

以 50 個工作日對各樣線進行三回（每回一或兩次），累計 501.6 公里的調查（表二）。 

A、 各樣線獼猴紀錄相對頻度 

對各路線共計得到 580 筆獼猴活動紀錄，其中以排遺紀錄頻度最高（n=416，

71.7%），目擊紀錄次之（n=121，20.9%），只聽到叫聲的紀錄 32 筆（5.5%），其

他食痕與腳印等紀錄 11 筆（1.9%）（表三）。目擊紀錄中有 20 次只看到一隻獼猴，

看到一隻以上的有 101 次。416 筆排遺紀錄總共計數到 1036 個排遺，其中新排

遺紀錄 135 筆（254 個），舊排遺紀錄 281 筆（782 個）。 

全區臺灣獼猴活動與痕跡紀錄的分布，在不同路線間有差異（圖五）。在各路

線中，T23-03（北源右側稜線）及 T23-09（金都來-紅菜寮）兩條路線幾乎全段都

有獼猴活動的紀錄；其他如 T23-01（臺 23 線）、T23-08（排竹坑）、TD23-0（東

23 線）、TD23-02（牧場線）、TD23-06（七塊厝-2）、TD23-07（東 40 線）及 T11-02

（農場路）等線，獼猴活動集中部分路段。各路線目擊紀錄相對頻度自 0 至 2.0 /km

不等（0.320.17/km），排遺紀錄相對頻度則是 0 至 8.3/km（1.200.72/km），各路

線上舊排遺紀錄頻度高於新排遺（新排遺， 0.410.27/km；舊排遺，0.790.46/km）。 

  各樣線目擊獼猴及獼猴排遺紀錄的趨勢尚稱一致（圖六），有目擊紀錄的樣線

多半也都可發現獼猴排遺，目擊頻度高之樣線上的排遺紀錄頻度也高。其中， 



 

14 

 

 

 

圖三 正式調查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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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各調查路線上林地與農地路段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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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正式調查各樣線長度及林地耕地路段里程數（單位：公里） 

區域 樣線代號 樣線 
調查樣線里程數 三回合計里程數  

全長 林地段 耕地段 林地段 耕地段  

北區 T23_01 臺 23 線 25.5 17.55 7.95 52.65 23.85  

 
T23_02 東河農場 2.6 2.5 0.1 7.5 0.3  

 
T23_03 北源右側稜線 5 3.52 1.48 21.12 8.88  

 
T23_04 泰源國中 1.5 0.71 0.79 4.26 4.74  

 
T23_05 佳興農場 1.5 1.5 0 6 0  

 
T23_06 德高老 1 1 0 6 0  

 
T23_07 順那 5 0 5 0 30  

 
T23_08 排竹坑 2 1.01 0.99 6.06 5.94  

 
T23_09 金都來-紅菜寮 5 3.64 1.36 21.84 8.16  

  T23_10 東河舊橋線 0.5 0.5 0 3 0  

中區 TD23-01 東 23 線 9.3 4.02 5.28 20.1 26.4  

 
TD23-02 牧場線 8.3 2.08 6.22 12.48 37.32  

 
TD23-03 中牧線 0.82 0.82 0 4.92 0  

 
TD23-04 大坵園 4 1.24 2.76 7.44 16.56  

 
TD23-05 七塊厝線-1 0.5 0.4 0.1 2.4 0.6  

 
TD23-06 七塊厝線-2 3 2.18 0.82 13.08 4.92  

 
TD23-07 東 40 線 7.25 6.79 0.46 20.37 1.38  

南區 T11-01 臺 11 線 13 0.18 12.82 0.54 38.46  

 
T11-02 農場路 2 1 1 6 6  

 
T11-03 五線-1 1.5 0 1.5 0 9  

 
T11-04 五線-2 2 0.47 1.53 1.88 6.12  

 
T11-05 香蕉山 1.6 0 1.6 0 9.6  

 
T11-06 南八里 2 0.26 1.74 1.3 8.7  

 
T11-07 羊橋 1 0.46 0.54 2.76 3.24  

 
T11-08 東 41 線 3.5 0 3.5 0 10.5  

  累計里程  112.57 55.03 57.54 240.9 260.67 km 

 



 

17 

 

 

表三 正式調查各樣線上臺灣獼猴各類活動痕跡紀錄頻度 

區域 樣線 叫聲 目擊 排遺 食痕 腳印 

北區 T23-01 1 14 15 0 0 

  T23-02 1 4 37 0 0 

  T23-03 5 19 90 3 0 

  T23-04 1 2 6 0 0 

  T23-05 1 4 2 0 0 

  T23-06 3 6 10 0 0 

  T23-07 0 0 0 0 0 

  T23-08 1 4 36 0 0 

  T23-09 7 25 61 0 1 

  T23-10 0 6 25 0 0 

中區 TD23-01 0 7 2 0 0 

  TD23-02 6 5 55 2 0 

  TD23-03 0 0 2 0 0 

  TD23-04 2 2 2 1 0 

  TD23-05 0 0 3 0 0 

  TD23-06 0 9 11 0 0 

  TD23-07 0 3 29 3 0 

南區 T11-01 0 0 0 0 0 

  T11-02 1 6 23 1 0 

  T11-03 1 0 1 0 0 

  T11-04 0 0 2 0 0 

  T11-05 0 0 1 0 0 

  T11-06 1 1 1 0 0 

  T11-07 1 2 0 0 0 

  T11-08 0 0 0 0 0 

  T11-09 0 2 2 0 0 

  總 計 32 121 416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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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各調查樣線上各類獼猴活動痕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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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各調查樣線上獼猴目擊與排遺紀錄相對頻度（/km） 



 

20 

 

T23-10（東河舊橋線）目擊與排遺相對頻度皆高，是其路線長度短，致使計算單

位面積之記錄頻度時所得數值變大造成。但該路線三回調查時都有一定的新舊排

遺量，代表該處的確是猴群固定活動的區域。在其他路線中，T11-01（臺 11 線）、

T11-08（東 41 線）及 T23-07（順那線）三線，在正式調查中沒有任何獼猴活動的

痕跡。另有兩條路線，TD23-03 及 TD23-05（中牧線及七塊厝線-1），只發現過獼

猴排遺，而無目擊與叫聲紀錄。前期調查時，TD23-03（中牧線）亦僅有獼猴排遺

紀錄，而 TD23-05（七塊厝線-1）則有過目擊及叫聲紀錄。此外，TD23-04（大坵

園線），在前期調查中不曾在此發現獼猴或其排遺，但在正式調查時有獼猴出現的

紀錄。 

B、林地與農地路段獼猴紀錄相對頻度差異 

東河鄉的臺灣獼猴主要分布於林地路段，在次生林中活動。將記錄到獼猴活

動地點標在各路線農地和林地路段分布圖上，獼猴活動主要出現在林地路段，在

農地路段的活動較少（圖五），由目擊-叫聲及排遺紀錄出現處的環境及周邊土地

利用類型來看亦然。在所有紀錄中，在林地路段的目擊或叫聲紀錄有 126 筆，排

遺紀錄有 356 筆，而農地路段的獼猴目擊/叫聲或排遺紀錄則僅分別有 37 筆及 68

筆。若由獼猴或排遺出現地點的環境來看，在次生林或廢耕地等環境遇到獼猴的

紀錄有 150 筆，排遺紀錄 401 筆，而在果園或耕地中遇到獼猴的紀錄只有 9 筆，

排遺紀錄只有 23 筆。 由林地與農地路段獼猴活動紀錄相對頻度來看，整體而言，

林地路段平均目擊與排遺紀錄相對頻度高於農地路段（表四），且在多數路線上皆

呈現此趨勢（圖七）。其中，T23-02（東河農場線）的目擊記錄相對頻度看似例外，

耕地路段遠高於林地路段，但這是該樣線耕地路段太短（0.1km）造成的運算結果，

T23-10（東河舊橋線）也有類似的情形（林地路段目擊與排遺相對頻度偏高），扣

掉這兩個路段資料後的平均目擊與排遺相對頻度如表四。  

Ｃ、三分區獼猴紀錄相對頻度差異 

比較三分區樣線調查獼猴目擊與排遺紀錄的相對頻度（表五），北區獼猴的分

布與活動最為普遍，在樣線上目擊獼猴或紀錄到排遺的頻度皆高於其他兩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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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樣線林地與農地路段獼猴目擊與排遺紀錄相對頻

度（/km）的均值與 95%可信區間 

 目擊 排遺 

林地 n=26 0.38±0.19/km 1.65±0.85/km 

農地 n=21 0.31±0.31/km 0.31±0.17/km 

 

 

表五 北區、中區與南區調查樣線獼猴目擊與排遺紀錄相對

頻度（/km）的均值與 95%可信區間 

 北區（n=10） 中區（n=7） 南區（n=9） 

目擊紀錄 

（所有目擊） 

0.64±0.35 

0.49±0.22a 
0.14±0.13 0.12±0.12 

目擊記錄 

（>1 隻） 

0.58±.35 

0.42±0.19 a 
0.11±0.12 0.11±0.12 

排遺紀錄 

（所有排遺） 

2.40±1.60 

1.74±0.40 a 
0.65±0.38 0.29±0.41 

排遺紀錄 

（新排遺） 

0.82±0.62 

0.54±0.32 a 
0.18±0.15 0.13±0.18 

註：a 為扣 T23-10（東河舊橋線）後的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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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各調查樣線林地與農地路段獼猴目擊及排遺紀錄相對頻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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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南區目擊記錄頻定相近，在排遺紀錄頻度上，僅看新鮮排遺紀錄頻度，中區

及南區相近，但比較所有排遺時，則是中區較高。 

北區樣線包含臺 23 線及自此往兩側延伸出去的幾條產業道路。對照北區獼猴

紀錄點位的分布（圖八），目擊與叫聲紀錄點位所在路線上的排遺紀錄亦多，甚至

分布更廣。其中獼猴活動紀錄多的 T23-03（北源右側稜線）、T23-08（排竹坑）與

T23-09（金都來-紅菜寮）為往山區或溪底的產業道路，沿線果園與廢耕地或次生

林交雜，住戶與人車往來越遠離入口越稀少零星。T23-01（臺 23 線）自東端入口

到東河農場間，較多聚落及連續分布的果園耕地，東河農場以西以次生林為主。

此樣線上的登仙橋及東河農場內步道經常可見獼猴，其他部分有幾處可見獼猴活

動與排遺，東河農場前以農林交界處為主，東河農場後則在次生林地中。 

中區獼猴紀錄多且連續分布的地方，僅有 TD23-02（牧場線）後段 TD23-07

（東 40 線）後段及 TD23-06（七塊厝-2）（圖九）。這些都是位於遠離聚落往山區

的路段。 

南區各路線上記錄到獼猴活動的地點最少（圖十）。七條由 T11-01（臺 11 線）

往西延伸出去的幾條樣線，長度短，接近聚落，果園耕地連續，一直綿延到山腳。

僅 T11-02（農場路）後段有較多獼猴出現的紀錄。這幾條樣線長度短，接近聚落，

果園耕地連續，一直綿延到山腳。至於 T11-01（臺 11 線）上僅金樽處有固定猴群，

且主要在道路東側次生林中活動。但在颱風後，該處樹林受強風吹襲後遭到破壞，

猴群也未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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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北區各樣線獼猴叫聲－目擊（左圖）與排遺（右圖）紀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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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中區各樣線獼猴叫聲－目擊（左圖）與排遺（右圖）紀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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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南區各樣線獼猴叫聲－目擊（左圖）與排遺（右圖）紀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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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東河鄉臺灣獼猴密度與數量估算 

為計算東河鄉的猴群及猴隻密度，需先估計猴群平均大小及有效偵測距離（或

樣線的有效寬度）。在所有紀錄中有目擊個體數資料的共 131 筆，頻度分布如圖十

一，其中只看到一隻的有 21 筆，均值為 4.9（CI=0.52 隻）；大於一隻的共 110 筆，

均值為 5.7（CI=0.51 隻）。臺灣獼猴與調查者間距離紀錄共 139 筆，轉換成猴與路

線垂直距離的頻度分布如圖十二，圖中相鄰級距頻度下降 50%的截斷點為 30 m，

以此與蘇等（2011）使用的 50 m 為有效偵測距離，用以計算獼猴密度。 

以 30 公尺與 50 公尺為標準，篩選獼猴與路線距離落於此範圍內的紀錄，結

果在所有樣線中有 17 至 18 條樣線有符合此標準的紀錄。其中 T23-10（東河舊橋

線）的長度太短，為避免因此高估密度，將之扣除不計。對其餘樣線計算猴群或

猴隻密度的結果如表六。以 30 m 為有效偵測距離下的猴群密度是 3.51.6 群/ km
2

（若扣除單隻個體紀錄，則為 3.01.4 群/ km
2），以 50 m 計時的猴群密度 2.31.1

群/ km
2（或多於 1 隻之猴群 2.00.9 群/ km

2），其中以 T23-06（老德高線）和 T23-09

（金都來-紅菜寮）較高，三分區中北區的密度高（3-6 群/ km
2），中區與南區相近

（約 2 群/ km
2）。以每群 5 隻或 6 隻計，全區猴隻密度在 16-18 隻/ km

2（扣除單隻

個體紀錄，則為 11-12 隻/ km
2），北區密度可達 32 隻/ km

2，中區及南區約為 10 隻

/ km
2。以全鄉登記為直接生產用地面積 150.8 km

2 計，全鄉猴群數約為 528 群，獼

猴數量約為 2650 隻。若以全鄉 210 km
2 計，則猴群數約為 735 群，獼猴數量約為

3700 隻。 

本計畫調查期間有記錄到其他哺乳類動物出現與活動的紀錄，相關資料見附

錄一。 

3、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東河鄉臺灣獼猴目擊紀錄相對頻度為 0.32/km，猴群密度為

2-3 群/ km
2，相當於 11-18 隻／km

2。各樣線林地路段獼猴紀錄相對數量高於農地，

而三區獼猴數量與密度則是以北區較高（21-32 隻／km
2），較低的中區與南區數量

相近（6-10 隻／km
2）。全東河鄉猴群數約為 528 群，獼猴數量約為 265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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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各次目擊獼猴紀錄所見個體數的頻度分布 

 

 

 

 

圖十二 各次目擊記錄獼猴到樣線垂直距離區間的頻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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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其他地區臺灣獼猴的密度相比，東河地區臺灣獼猴的猴群密度較高，

但因為猴群小，故族群密度並不高。以墾丁國家公園的資料（蘇秀慧等，2011）

為例：境內獼猴猴群的相對密度為 0.39 群／km，與東河地區相近；東部園區森林

棲地中的猴群密度為 2.9 群／km
2，全區平均為 1.77 群／km

2，皆小於東河地區；

獼猴密度為 44 隻／km，則高於東河地區。其他地區的猴群密度，如臺南縣的 0.42

群／km
2（張仕緯，2008）及全島低海拔闊葉林的 0.72 群／km

2（李玲玲等，2000），

亦皆低於東河地區。在獼猴密度方面，壽山地區的 225 隻／km
2（蘇秀慧與粘書維，

2013），二水地區的 38 隻／km
2（蘇秀慧，2012a），則都高於東河地區。 

調查發現東河鄉猴群大小偏低。這在吳海音等（2012）對同一地區的調查中

已發現，在此再次確認。除在登仙橋處聚集等待餵食的猴群數量較大外，沿線調

查時甚少記錄到十隻以上的猴群。推測可能原因有二，東河鄉的果農會驅趕防護

果樹，過去甚至僱人以槍擊驅趕，造成獼猴警覺性高而活動隱蔽，或致使獼猴以

小群方式分散活動。此處獼猴猴群雖小，但卻以較多猴群散佈多處的形式存在。

這樣的分布特性可能增加農作受害地點，而造成較多農民的損失及抱怨。至於過

去常在登仙橋附近聚集停留的大群獼猴，在計畫後期也受限制餵食及捕捉節育等

影響，在登仙橋處僅有少數個體出現。 

東河地區獼猴的分布與活動，和棲地及農地的分布關係密切。溪溝或河岸邊

的林地，經常是獼猴出沒或用以接近耕地的環境，而陡坡與石壁則為獼猴提供棲

息的屏障。在深入山區的產業道路上，獼猴多在果園與林地交雜處出現。T23-03

（北源右側稜線）及 T23-09（金都來-紅菜寮）兩線，沿線農戶少，人為活動與干

擾少，獼猴數量多，且沿線獼猴採食果實的痕跡較多。至於農戶或果園集中，人

為活動頻繁的區域，有圍網及犬隻的防護，甚或放炮驅趕，在這些區域即使農夫

反映獼猴數量多，但實際調查到獼猴的紀錄並不多。另如 TD23-02（牧場線）終

點附近的果園，果樹與檳榔雜種且缺乏管理，旁邊山谷處有一猴群棲息，且會大

方取食果實。 

此外，分析發現林地路段獼猴密度較高，尤其是北區樣線處，耕地及中、南

兩區獼猴活動較為零星。推測原因應與獼猴仍屬森林性物種，且連續耕地或果園

區除果熟期外，其他時候應缺少食物供應。即便果熟季節，人類的活動及防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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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利於獼猴棲息。 

105 年中之後的颱風，為東河地區帶來相當的損失：道路斷裂、山坡地崩坍、

樹林倒伏，再加上之後多條調查樣線沿線的修路工程，影響獼猴的活動，也影響

了調查的進度。例如 T11-04（五線-2 線）的居民在颱風前告知此處有兩群獼猴，

但在颱風季後表示那些獼猴似乎遷出該處，並認為是山區崩塌及樹倒造成。此外，

本次調查期間並非東河鄉果樹結果的高峰期，以致獼猴較少在果園附近活動，因

此也少有獼猴為害作物的紀錄。如南區樣線以種植釋迦為主，果農表示獼猴在

10-11 月釋迦收成時會到此危害。但今年釋迦的收成似因颱風而延遲，在此區調查

時得到的獼猴紀錄不多。 

本計畫正式調查共進行三回，而後將三回資料合併分析，原因在於夏秋季受

颱風與降雨影響，沒法對各回調查進行夠多重複，而後獨立分析，只能合併三回

調查資料。由於調查時間在獼猴春季生殖季之後，應無族群中個體數大幅變化的

疑慮。 

本計畫本擬同時調查獼猴危害農作的現場資料，但因調查期間鄉內主要果樹

釋迦與柑橘兩大類，部分在年初已因寒害受損，部分因颱風提早落果或延遲結果，

部分在計畫結束時尚未到果期，因此調查期間獼猴危害問題尚不嚴重。此外，調

查期間，部分果農的農損已報農災救助，或正整理果園農地中，或許因此降低對

獼猴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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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 

本計畫首次對東河鄉進行獼猴數量調查與估算，提供的數量估算值可供後續

監測及與其他地區比較用。本計畫不同樣線上獼猴數量與活動相差甚大，北區及

林地獼猴數量較多，部分樣線獼猴分布密集。對這些區域獼猴的持續監測與追蹤，

有助於了解東河鄉獼猴族群的變遷。 

未來監測調查時，可對本計畫的調查樣線或採相同的方式進行，調查的項目

建議以目擊及新鮮排遺為紀錄對象。樣線的寬窄、周邊環境及交通流量，會影響

獼猴出沒及過路的意願、排遺保留的狀況、及調查者偵測的難易。本次調查發現

樣線上目擊與新鮮排遺的分布狀況相近，產業道路上較易偵測獼猴的活動，這些

經驗可提供後續調查參考。 

東河地區猴群偏小的現象，可能會拉長人猴衝突的陣線：受害地點增加，且

較不易察覺獼猴行蹤。在危害管理上，或許要由棲地和植生管理著手，減少獼猴

可躲藏的地點和用以進入果園的廊道，果園周邊及外緣的整理，降低鬱閉度等。 

本調查利用現有道路為樣線，樣線周邊果園多有圍網或防護，且往兩側山坡

或河谷延伸，調查時穿越不易，因而無法追蹤猴群活動，或仔細點數猴群大小。

未來如能捕捉個體進行無線電追蹤，或搭配捕捉結紮作業幫獼猴標誌以利辨識，

當能對獼猴活動有較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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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調查期間對其他野生動物的紀錄 

  調查期間，在樣線上尚有食蟹獴、白鼻心及山羌的紀錄。食蟹獴的目擊與排遺

紀錄位置在：T23-01（臺 23 線）、T23-02（東河農場線）、T23-03（北源右側稜線）、

T23-06（老德高線）、T23-08（排竹坑線）、T23-09（金都來紅菜寮線）、TD23-01（東

23 線）、TD23-05（七塊厝線-1）、及 T11-09（都蘭山步道），有過食蟹獴的目擊或排

遺紀錄共 16 筆，在 T23-03（北源右側稜線）、T23-06（德高老線）、T23-08（排竹坑

線）、T23-09（金都來紅菜寮線）、TD23-02（牧場線）、TD23-03（中牧線）目擊山

羌 7 次，另有 2 次叫聲紀錄及發現山羌排遺 1 次，在 TD23-5（佳興農場線）發現白

鼻心的排遺。上述紀錄地點皆在次生林路段，且主要在北區的樣線上（附圖一）。此

外，在 T11-01（臺 11 線）上則記錄到因車撞擊而死傷的食蟹獴、赤腹松鼠、領角鴞、

野貓及野鼠等。與其他目擊或發現排遺的路線相較，臺 11 線路面較寬且直，車行速

度較快，較容易發生路殺事件，這也威脅到用路人的安全，建議協調有關單位宣導

及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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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調查期間記錄到山羌及食蟹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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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調查路線環境與調查工作紀錄圖片 

 

樣線環境照-北區 

  

T23-02（東河農場） T23-02（東河農場） 

 

 

  

T23-03（北源右稜線） T23-03（北源右稜線） 

 

 

  

TD23-02（牧場線） T23-05（佳興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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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樣線環境照-北區 

  

T23-04（泰源國中線） T23-04（泰源國中線） 

 

 

  

T23-06（德高老線） T23-09（金都來-紅菜寮） 

 

  

T23-09（金都來-紅菜寮） T23-09（金都來-紅菜寮）產業道路上彈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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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樣線環境照-中區 

   

TD23-06（七塊厝-2） TD23-07（東 40 線） 

 

 

 

TD23-07（東 40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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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樣線環境照-南區 

  

T11-01（臺 11 線）金樽步道 T11-03（五線-1） 

 

 

  

T11-06（南八里） T11-07（羊橋） 

 

  

T11-09（都蘭山步道） T11-09（都蘭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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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臺灣獼猴 

  

T23-01（臺 23 線）隧道口附近猴子食木棉花，2016 年 3 月 

 

 

T23-01（臺 23 線）登仙橋猴群，2016 年 3 月 

 

 

T23-01（臺 23 線）登仙橋猴群，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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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臺灣獼猴 

 
T23-01（臺 23 線）登仙橋猴群，2016 年 3 月 

 

 

T23-01（臺 23 線）登仙橋猴群，2016 年 3 月 

 

 
T23-01（臺 23 線）登仙橋猴群之眼傷個體，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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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臺灣獼猴 

 

T23-03（北源右側稜線）新鮮獼猴排遺，2016 年 10 月 

 

 

T23-03（北源右側稜線）新鮮獼猴食痕，2016 年 10 月 

 

 

T23-09（金都來-紅菜寮）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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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臺灣獼猴 

 

T23-09（金都來-紅菜寮）獼猴足印，2016 年 10 月 

 

  
T23-09（金都來-紅菜寮） T23-10（東河舊橋）銀合歡上取食中的猴群，2016 年 5 月 

獼猴腳印 

 

 

TD23-02（牧場線）獼猴甜柿食痕，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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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路殺動物 

 

食蟹獴，T11-01（臺 11 線）水往上流附近，2016 年 3 月 

 

 
食蟹獴，T11-01（臺 11 線）143.5K 附近，2016 年 10 月 

 

領角鴞，T11-01（臺 11 線）東河包子附近，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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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風災後 

  

五線後山崩塌 

 

   

東 23 尚德段兩處崩塌 

 

 東 40 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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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臺東縣東河鄉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估算計畫評選會議紀錄及意見回應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意見回應 

裴委員家騏 1.建議沿線調查的路線可採用分區規劃，不要用  

  棲地分層取樣。 

2.如何計算重複調查之數量及有效調查面積？ 

3.調查區域非封閉環境，調查結果如何與未來經  

  營管理計畫結合與應用? 

 

1. 多謝委員的建議，會參照調查區域實際情

況，決定分區或依棲地分層方式取樣。 

2. 調查時單向行進，以避免對同一個體或猴

群重複計數。但對同一路線重複調查時，

對所見個體或猴群將累進計數，而在計算

獼猴密度時是以累計獼猴數量除以累計

的調查距離或面積。有效調查面積係利用

有效偵測距離乘上調查總距離，而有效調

查距離則是利用各次紀錄中獼猴與調查

路線之垂直距離的頻度分布曲線判定。 

3. 計畫的要求是估算族群密度，所以數量的

估算是必須的。與大多數連續地景之陸棲

物一般，東河鄉的獼猴本就屬開放族群，

本計畫採用的調查與估算方法也適用於

開放族族的數量估算。至於未來如何應用

調查結果，則要視經營管理的目的為何。 

鄭委員錫奇 1.建議書內的目標、重要工作項目、預期成果等所

描述之內容相同，或可精簡或刪除(如前人研究

之”下列目標”P3)。 

2.前人研究所提及之論述應於句末加上參考文獻。 

3.P4調查段之”每日分上下午兩時段…”等，是否

有考慮猴群出沒活動之習性及時機。 

4.當地(調查區)獼猴數量太多、太少、過多、過少

之定義為何?如以承載量之概念探討。 

5.所獲得之結果如何運用解決獼猴族群量過多?或

人猴衝突?或獼猴危害作物、果園之情形? 

6.建議增加一調查紀錄表，以利瞭解調查時所紀錄

的資料內容。 

7.估算相對密度(數量)或絕對密度(數量)時有考

量不同棲地類型(面積)之加成方式? 

 

1. 已修正。 

2. 已補充。 

3. 獼猴活動量以晨昏較高，中午時段多停棲

少動，甚至對外界干擾較無反應。 

4. 數量多少的陳述，將以估算所得密度與台

灣其他區域獼猴族群密度相較。要由承載

量的角度定義族群量多寡，需先定義承載

量，是指東河鄉次生與農作交雜地景可供

養的族群量？是對農作之危受程度在農

民可容忍範圍內的族群量？ 

5. 本計畫被要求提供族群量估算，而非危害

問題的呈現與解決。但仍將依據調查結

果，提出相關建議供參。 

6. 將於後續報告中補上調查紀錄表。 

7. 如前回覆，將分區或分棲地類型取樣與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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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委員世良 1.估算的族群數量是屬於動態數量，以目前減少數

量的方法捕捉獼猴進行節育工作，成效會如何。 

2.本計畫對分布與人猴衝突點空間關聯性的分

析，建議明確述明針對人猴衝突點是哪些? 

1. 如捕捉與節育個體在族群中僅佔極小比

例，不易見到成效。 

2. 東河鄉人猴衝突分兩類，一是對農作的危

害，一是與居民及遊客近身接觸發生的搶

食或騷擾。調查中將紀錄兩類衝突發生的

地點，檢視農作受害地點是散布各農地

區，或是與餵食地點相關。 

吳委員昌祐 1.針對獼猴族群分布及族群調查，是否與季節或農

作產季關係密切的情形?是否可呈現動態的族群分

布情形? 

2.有關長期監測樣線有效性應如何確認，未來提供

工作站同仁進行現場調查參考。 

3.以目前林務局執行捕捉猴隻進行節育的處理計

畫中，未來若能估算出節育工作執行個體數量，才

能有助於影響群大小。 

 

1. 由於東河鄉範圍廣，以定速步行調查的進

度有限，預計年度中完成兩回的族群量估

算，而無法分季或更細緻的動態數量估

算。至於動態族群分布，也無法由族群量

估算調查達成。若是利用對特定猴群的持

續追蹤或以捕捉猴隻配戴發報器輔助追

蹤，或許可得到少數個體或猴群的行進路

線、活動範圍或分布的動態資訊，但也無

法掌握整個族群的分布動態。 

2. 這要看監測的目標與目的為何。如果長期

監測的目的是為了瞭解監測對象之（相

對）數量與分布隨時間的變動趨勢，則調

查樣線本身無所謂有效與否的問題，要掌

握的是監測工作執行上的有效性。 

3. 理論上應該是，但實際執行上，要捕捉到

估算出之數量的難度該很高。 

林委員孟怡 

 

1.調查的預期成果如何運用在果樹為害的防治

上，東河地區獼猴類型是否都為同一類型? 

2.本次計畫調查方式採穿越線的調查，如未輔以其

他的方式如”自動照相機”等調查，所得到的資料

是否具有代表性? 

1. 台灣只有一種獼猴，台灣獼猴（Macaca 

cyclopis）。 

2. 或許可利用自動相機輔助部分細緻資料

的取得，如協助記錄猴群大小，而但在族

群估算上的輔助應有限。且，本計畫無可

購買自動相機的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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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臺東縣東河鄉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估算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05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15時 

二、 地  點：本處C棟3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董召集人世良                         記錄：張勝傑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期中簡報：略 

七、 審查意見內容摘要（依發言次序紀錄）：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意見回應 

裴委員家騏 1.清晨調查資訊品質較佳。 

2.本計畫的主要成果可以著重在環境類型與相對

密度間的關係。 

3.絕對數量的估算除非能了解估算值與實際值的

關聯性，否則仍然應該視為指標性或相對性的

數值，不宜過度使用。 

1. 調查是以晨昏為主。 

2. 調查方法是以此為目標規劃設計的。 

3. 所採用的分析方法被認為是用以估算絕對

數量及其誤差範圍，是否確為如此的確需進

一步驗證。預計分區或分棲地類型呈現數量

與密度，就是擬著重相對性的比較。至於估

值與實際數量間的關係，可能需要較深入的

追蹤調查才能確認。 

鄭委員錫奇 1.族群數量故算或許可以公式呈現，清楚描述如

何算估算。 

2.部分用詞應註明引用文獻或說明詳細如”東河

鄉的受害程度高?”、”有效觀察距離”等。 

3.引用文獻之格式紊亂，應統一調整(如作 者、

年代等)。 

4.發現資料(目擊、叫聲或排遺等)可用表量化呈

現，並建議依地區(路線)季節呈現。 

5.調查方法應確認，如用徒步或車行?報告內  容

不同部分描述不一致。 

6.圖之呈現不一致，有的有臺灣圖，但圖一、  圖

二沒有?另是否用臺東縣圖替代臺灣圖。 

7.部分期程應明確註明年、月。如”一年”、”  

前勘時期”、”初期調查”、”本年度”等。 

8.內容有出現動物者應加上學名。 

9.”路殺社”可再說明清楚，或加上網址。 

10.本報告建議加上計畫團隊資料(如學校、計畫

主持人、助理等)。 

1. 後續將補充說明。 

2及3. 文字與格式部分將一併修正。 

4. 未來會將調查資料以圖表方式量化呈現。 

5. 預計步行為主，但省道縣道路線過長，會

以車行緩速前進調查，或扣除接近及通過聚

落村鎮路段後步行調查。對方法的陳述與說

明，會更正補足。 

6及7. 多謝委員提醒，之後會修正圖表的一致

性，及注意文字的明確性。 

8. 將補上文中提到各物種的學名。 

9.將刪除路殺社部分文字，對調查時發現的路

死動物，將以附錄方式列舉相關資訊供參。 

10. 將於報告封面處補上計畫執行團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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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委員世良 1.以空間的年度分析獼猴數量與棲地類型之關聯

性是有必要，尤其在東河鄉這區塊，惟棲地類

型僅就地上植群區分，地形上的溪流或陡峭的

山谷等類型是否也需考量；未來就區分的棲地

類型應說明分出的原因，有助於研究報告。 

2.獼猴族群管理方式(方法)有哪些?那些是適合

東河鄉地區應用，請於期末報告結合研究結

果，提供管理單位參考。 

3.東河鄉目前調查的獼猴每個族群都少於10隻，

是否這區域與其他環境有較大差異? 

1. 東河鄉的棲地與地形零碎而崎嶇，全面或對

各類棲地分別調查十分不易。然獼猴的活動

性高，活動範圍大，在如東河鄉這樣的環境

中，活動範圍會函括多類棲地，分別做為夜

棲、午憩、移動或不同季節覓食區之用。調

查時段以晨昏為主，旨在掌握日間覓食與移

動中的獼猴，以便調查數量，如此即便無法

調查夜棲或午憩地點，對估算數量上的影響

不大。本計畫擬區分的棲地類型是以土地利

用型式為主，區別次生林與開墾地，比較兩

類環境中的獼猴數量，看獼猴是普遍分布全

鄉兩類環境，或是集中開墾區。 

2. 野生動物族群量的管理方法，不外乎針對動

物或針對棲地。前者透過捕捉、獵殺、節育、

野放、疾病管理等方式，減少或提升數量，

後者藉由棲地與環境的管理與營造，增減資

源供應量或棲地的適宜性，影響族群的出生

或死亡率。如果是獼猴造成的農害管理，則

可由獼猴、棲地、農地與農人幾方面著手。

後續報告會加入這部分的分析與論述供參。 

3. 本計畫將東河鄉境內的獼猴視為一個族

群，其中含有多個猴群。在目前的調查中，

猴群大小多僅約十隻，尚未調查到更大的猴

群，這與數年前的調查結果相近，且不同於

如墾丁或集集等獼猴族群內的猴群組成。族

群密度、食物供應量與空間分布、獵捕或外

來干擾壓力等因素，都會影響猴群大小。東

河鄉猴群偏小的確實狀況與成因，有待進一

步確認與探討。 

吳委員昌祐

（書面意

見） 

1.就臺灣獼猴調查紀錄資料中，請說明是否可以

排除重複紀錄的次數；另將調查紀錄資料以頻度

圖(如長條圖等)方式呈現，俾以了解不同區域及

紀錄方式的比較結果。 

2.本案期中報告撰寫格式請再確認，如公制單

位、引用文獻之敘述方式及各章節標題等；並請

於摘要前增加目錄頁。另「臺」灣是否全以繁體

字呈現請審酌。 

3.P.4 中之第一及二段內容建議納入前言敘述，

1. 如是逐一點數猴群或猴隻以清點獼猴總

數，或許需要避免與排除重複計數。然而，

以樣線調查估算族群密度與數量時，只要確

定對特定樣線各次調查時不會重複紀錄同

樣個體或猴群，甚至可透過對同一路線重複

多次調查，得到該樣線所代表環境中動物的

密度與數量估值。之後完成調查與分析後，

會以圖表方式呈現分區獼猴數量的量化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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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針對本計畫研究方法之路線規劃及調查頻

度之細節妥為敘述，俾以明瞭計畫執行之詴驗設

計目的及調查目的。 

4.P.6 之第三段開始之分段敘述建議增加標題，

俾便容易了解及閱讀。 

5.P.7 所提及之金樽木棧道的調查紀錄資料並未

呈現於圖五內，請補充說明及調整。另末段所提

野生動物路死資料對外提供乙節，建議先取得委

託單位同意後始得為之。 

6.對於本案計畫調查紀錄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估算

資料，對於委託單位可運用於臺灣獼猴危害管理

上的運用建議是否可於期末報告時做出建議。 

2. 會與林管處確認有無統一格式須遵循，並

求內文格式的一致。 

3. 期中報告時方完成全區探勘、各樣線的初

步調查與確定，之後會詳列調查路線、方法

與頻度等資訊。 

4至6. 遵辦。 

林委員孟怡 

（書面意

見） 

1.感謝吳老師及研究團隊，這次的調查樣線（由

前期踏勘調查樣線圖）幾乎遍及東河鄉重要的

道路、產業道路及小徑，相信由研究團隊深入

全面的調查後，可以對東河鄉獼猴的危害及分

布情形、族群等能有全面性的瞭解。 

2.報告中方法裡提及本案會在一年的時間內，於

東河鄉內部不同的區域取樣進行'兩回' 的沿線

獼猴調查。另外，又提及每回調查時對各樣線至

少調查三次，每日分上下午兩時段調查，每時段

三至四小時....。由此段描述，很難清楚瞭解調

查的頻度，況且不同樣線長度長達 150公里，若

僅從兩回的調查來理解，會產生是否調查次數足

以有代表性之疑問；但後面的文字又提及每回調

查針對各樣線至少調查三次，每 "日" ，分上下

午兩個時段調查（並非每次上下午兩個時段）。

又讓人產生到底每樣線每次調查是否於一日內

可完成？或有較長的樣線，需要較長的日數才可

以完成...。建議在文字描述上可以酌以調整，

較容易明瞭。 

3.請問調查樣線圖目前是前期踏勘樣線圖，與正

式的調查樣線是否有差別？如無？為何要特別

註記為前期踏勘樣線圖？表一亦是。表一有詳

細列出所有前期踏勘的調查樣線及說明，但是

圖三至圖五有分成東河鄉北中南區等樣線及痕

跡分布，是否可以在表上標註樣線的分區。 

4.報告中有提到棲地類型調查及後續會進行棲

2.這部分該是報告書中對族群估算法與其資料

取得方式的說明不足造成。要得到一筆族群

密度(數量)估值(與其標準差)，需要對一定

長度的樣線進行一到多次調查(本計畫預計

至少三次)，累積足夠的獼猴位置及距離資

料，才能進行分析與估算，這是報告中所謂

的”一回”調查。本計畫擬對全區完成兩回

調查，意謂進行兩次族群量估算。這些調查

路線無法一次同時完成，勢必得於適當的時

間(晨昏)與天候(非大雨日)下累進完成，所

以要完成(足以取得族群量估算值的)一回

調查，需耗費許多工作天。 

3. 目前由前期探查路線中選出後續正式調查

路線，但前探有部分路線是車行探查，如正

式調查改以步行，要完成調查需時甚久。此

外，如前所述要取得足量資料才能估算族群

量，如某路線上獼猴數量，則需增加路線長

度或調查頻度，才能估算。所以，目前選定

之路線，後續仍會視狀況略作修正增減。之

後將修正與統一本文與圖表中各路線的標

註與分區。 

4. 棲地類型部份將修正為土地利用類型，將區

分農作區與次生林區，目的在調查與比較獼

猴在農作區與次生林區的數量與分布上的

差異。將利用相關圖資，配合調查時確認路

線周邊的土地利用方式建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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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獼猴數量及農作受害的圖層套疊及分析，

但是期中報告中並未有棲地類型進一步的文字

描述（僅知道先以影像圖判識後配合樣線調查

再做確認或修正）或者圖資表現，想瞭解本塊

的執行情形及狀態，是否可以補充初步調查後

的棲地圖資。 

5.表一中有提到防猴裝置及果農的描述，請問是

否可以簡單整理研究團隊目前在東河鄉所看到

的防猴裝置或獼猴危害處理的方式？果農的部

分是否在未來結案時，可以以加密附件或其他

方式提供經營管理單位後續如果進行相關訪談

或座談時等之用。 

5.遵辦。 

林務局保育

組（書面意

見） 

1.本期中報告是否符合期中審查標準。請再確認。 

2.本局有委託東海大學林良恭教授辦理獼猴相關

調查計畫，可互相參考。 

3.希望本計畫能建議一種簡單又省錢之科學調查 

  方法，作為未來林管處或專業人士長期持續調

查之推行模式。 

.邇來特生中心採用公民科學調查鳥類，此方法之

可信度及可行性如何?是否可借鏡用來調查臺

灣獼猴。 

 (資料集說明：此一資料集為特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應用公民科學概念，由該中心研究人員設計

規劃調查方法，培訓志工協助調查所得之資料。 

主要欄位說明：流水號(SerialNo)、調查日期

(SurveyDate)、調查地點(Location)、經度

(WGS84)(WGS84Lon)、緯度

(WGS84)(WGS84Lat)、科名(FamilyName)、學名

(ScienceName)、中研院學名代碼

(TaiBNETCode)、鳥中名(CommonName)、數量

(Quantity)、鳥名代碼(BirdId)、調查站碼

(SiteId)。) 

5.摘要(第1頁):共紀錄265筆資料，應合計為264

筆。請再確認。 

2.已有參考林教授過去的成果報告。 

3與4. 要先有明確的調查或監測目的，和怎樣

的品質要求，才能討論與決定用怎樣的方法

能達成怎樣的效益。公民科學家可協助資料

的蒐集，同時透過適當的引導提升民眾的環

境意識，是很好的方式。利用民眾蒐集獼猴

出現與數量的資訊是可行的，但這樣的資料

可用於怎樣的目的和解決怎樣的問題，或為

著特定目的與問題該如何規劃與設計公民

科學家調查的方式，則須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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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主任金明 1. 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估算需要有具體明確的資料

來顯示，要量化。 

2. 建議定點裝設攝影機輔助(果樹園區果樹成熟

期)，透過攝影機系統提供數量。 

3. 調查區域分布要均勻，應早、晚都要有群出沒

的紀錄，或以守株待兔方式定點、定時觀察、

紀錄期數量，希望能投入更多的時間及人力調

查。 

4. 繁殖率是否也納入數量的估算。 

南區五樣線未將東河村、隆昌村納入(種植釋

迦)，未來可否增加該區域的調查。 

1. 這是本計畫的目的，調查與分析完成後，

會有量化資料的呈現。 

2. 目前無此計畫，對一處的持續攝影或許能

幫助了解造訪該處的獼猴數量，但無助於

東河鄉獼猴族群量的估算。 

3. 目前是如此執行調查的。 

4. 將努力調查特定猴群的年齡組成，提供繁

殖率的資料，估算族群的成長趨勢。 

將重新探查該區，看是否能增加樣線。 

八、 決議事項：本期中報告原則審查通過，請受託單位就審查委員意   

見修正及補充後提送期中報告。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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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臺東縣東河鄉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估算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05年12月12日（星期一）下午2時 

二、 地  點：本處C棟3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董召集人世良                         記錄：張勝傑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期末簡報：略 

七、 審查意見內容摘要（依發言次序紀錄）：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意見回應 

裴委員家騏 1.整體數量若要估算，建議以區塊為單位估 

  計而不要以土地利用型作為估算的單位。 

2.本地區小猴族群的現象請增加討論，並從 

  危害管理的角度作些討論。  

 

已增加分區估算與說明，並就小群現象加

以討論。 

 

鄭委員錫奇 1. 可能將調查結果分析之密度轉換成”東  

 河鄉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以符合本計畫 

 最主要的目的(標題)。 

2. 摘要未提及調查區域(東河鄉)獼猴與農 

 作物受害間的關係? 

3. 根據結果，為何林地密度大於耕地密度? 

 可討論之。 

4. 調查方法於6至11月間進行三回合，如何 

 分配調查期程?有季節或月份考量嗎?或 

 作物收成期考量? 

5. 與其他地區之猴群(密度)比較應考量實 

   用方法以及時空差異。 

6. 建議提供經營管理建議，或若未來可針對 

   當地獼猴族群(密度)監測，該如何進行? 

7. 多幅圖之縱軸列說明未列，表一、表三之 

   空格是指”0”(未發現)或是未執 

   行”─“，可明白列出。 

8. 期末報告之照片可否列出與本計畫相關 

   之彌猴照片，或調查工作照，當地棲地照 

   等。 

已估算東河鄉族群量，說明今年未見農害

的原因，討論林地猴群密度大的原因，及

三回調查合併之理由。 

其他各項已修正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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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委員世良 1. 農作物危害部分可否提供本處相關建 

 議，如紀錄，報表或災害類型等。 

2. 獼猴為害農作物情形，建議臺東縣政府應 

 持續蒐集，以利未來做關聯性分析。 

3. 棲地調查的資料建議再詳述，並與前期調 

 查資料做比較。 

4. 東河鄉獼猴族群數量與其他地區比較起 

 來較少，建議再詳加說明。 

5. 報告提到路殺部分建議設置告示牌，請研 

 究團隊提供設置建議位置。 

鄉公所應有農業受害相關統計與資料，本

計畫調查期間未蒐集這些資料。 

前期調查是為了確認樣線的環境與可行

性，未和正式調查作比較。另以補充林地

與農地的區別。 

吳委員昌祐 1. 報告內相關文獻引用撰寫，請再檢視及更 

  正(如斜體字型)。 

2. 本計畫研究目的主要是進行猴群數量估 

  算，可否將相關估算結果妥予納入報告 

  內，或者可針對猴群數量與予以定義? 

3. 報告中所引用文獻所運用於計算族群密 

  度單位所代表意義為何?可否說明? 

4. 第 12 頁猴群活動之分類比例總計不是 

  100%，請再檢視修正。 

5. 同上，所提及之各項活動分類之比例，在 

  各調查路線表現一致的結果，所代表的意 

  義為何? 

6. 第 18 頁所提及調查其間是否有考量當地 

  主要果樹結實的月份，相關具體改善建 

  議。 

7. 第 18 頁討論最後一段若與計畫研究目的 

  無關，建議可以不納入。 

已檢查及修正文獻錯誤，說明密度單位的

意義，檢查與修正相關數值。 

林委員孟怡 

 

1. 摘要部分應再加入主要議題。 

2. 本計畫為臺灣獼猴族群數量估算，請研究 

   團隊估算出東河鄉臺灣獼猴之數量。 

3. 臺灣獼猴分布與農損的關係為何?可否在 

   經營管理提出建議。 

4. 報告之字行間距建議縮小，以利閱讀。 

已修正摘要，估算獼猴量，重新格式調

整。 

本年度受氣候影響，果樹生產不佳，調查

期間未見重大獼猴危害的農損。 

林務局保育

組王技正守

民 

1.結案報告請依本局研究報告格式繳交。 

2.報告圖部分缺圖例及橫座標及缺縱座標之 

  單位。 

3.第 16頁請敘明相對密度，猴群密度及獼猴 

  密度三者關係。 

已修正及說明，並補上期中審查意見及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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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較各地（墾丁，南化，二水，柴山）與 

  東河地區猴群大小時，建議將背景資料呈 

  現出來，如年代，平均猴群隻數，有效樣 

  帶寬度等。 

5.第 17頁分析東河地區猴群數量偏小原因 

  時，似應將年齡組成，性別比等資料，一 

  併納入考量。 

6.建議結案報告增列三回調查期間，日期， 

  人力，每日起迄調查時間等。 

7.建議納入最新文獻報告資料。 

8.建議將期中及期末審查會議納入結案報 

  告。 

徐技正惠君 1. 期末報中有關臺灣獼猴或獼猴文字敘述，請統一修

正。 

2. 方法P.6東河鄉人口在民國60年代達高峰…至2014

年底農業人口低於50%〉 料來源為何? 

3. 本期末報告中各章節應有標頭數字。 

4. 文中年度及月分請統一用阿拉伯數字敘述。 

5. P.10第二段末，產業道路及都蘭步道，頓號可刪除。 

6. 其初探勘結果P10第三段第二行191筆請修正，承

上，建議圖表及圖因為出現密集，可將圖分別呈

現，如39筆目擊圖，18筆叫聲圖，最後再彙整成圖

二呈現。 

7. P.15 TD-04，TD-07修正TD23-04，TD23-07。 

8. P.21 T11-08，T23-07，T11-04，T11-05，TD23-03，

TD23-05反灰表示為何?討論及結果未呈現。 

文字與圖表錯誤已修正 

饒科長和奇 行政單位委託研究的訴求就是希望能知道東河鄉有多

少臺灣獼猴族群?有多少臺灣獼猴數量?分布在哪裡?

何時出現?以提供相關單位作經營管理決策之參考。 

 

已提供估算數字 

十一、決議事項： 

（一） 請受託單位依照審查委員意見於一週內提送修正報告，本次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二） 歷次委員意見及回應說明（含評選會議、期中及期末），請於報告書附錄中表列。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