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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本年度計畫重要工作項目與達成進度： 

項次 單 位 重 要 工 作 項 目 
實施 

地點 

年度目標達成

率 

備  

註 

1 場次 研討會 台北 100%  

2 公頃 濕地及圍圍環境棲地維護 關廟 100%  

3 組 動物欄舍設施維護 關廟 100%  

4 
公頃 

濕地管理經營-持續強化生態池

水域棲地營造及其他陸域動植

物棲地營造 

關廟 100%  

5 公頃 台西海園濕地護生園區 雲林台西 100%  

6 組 鳥類觀察設施及濕地道路 關廟 100%  

二、年度(2016)成效重點摘要： 

1.前期三年成果報告： 

2016/12/02 假林務局大禮堂舉辦 【 護生及環境永續論壇 】，由林務局主辦，財團法人

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及僧伽醫護基金會共同協辦，邀請國內外相關保育學者專家共進行

12場次的保育護生講演及成果分享，及一場次的交流論壇，共有260多人參加。對大眾宣揚

保育的新時代觀念-積極護生，改變人心，藉分享林務局帶動各界推動保育護生成效﹐會中

福智佛教基金會分享了7場次的陸地及海面護生成果，真實行動共同來預約台灣一方樂土。 

2.濕地及周圍環境棲地維護： 

2016年主要工作項目是生態營造及調查工作，護生園濕地以營造野生動物的天然棲地為

主，誘鳥及蝴蝶蜜源和食草等樹種雖已栽植，期望能發揮教育解說的生態效益 

(1)由於濕地生態漸次平衡，及施放烏鰡 (青魚)於生態水池中防治，福壽螺的問題已漸次獲得

解決，此次完全採用生態自然防治法來達成，無形中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2)生態多樣性營造(水雉鳥/螢火蟲棲地營造)，四角菱的栽種除了營造多樣性動物的棲地外，

菱角的採收也提供體驗場域，及收成的菱角也回饋人們心靈上的滿足，達到生態、生產、

生活、生命的多元目的，藉健康和樂的生物鏈漸次導引到多元圓滿生命的展現。 

預告下年度將進行螢火蟲棲地營造。 

(3)生態調查(植物/鳥類普查) ，生物多樣性逐漸增加，105年鳥類共34科67種 ，兩棲爬行10

科14種，哺乳類4科6種，蜻蜓科5科28種，蝴蝶6科50種。 

(4)參訪動線綠地圖的學習課程，讓種子義工腦力激盪同心合力的創作，共同打造完成你我的

護生園，彼此心力更融洽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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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西海園濕地護生園區原生樹種棲地營造及經營管理，持續經營中。從一毛不生的惡地中

發出嫩綠的蔮藤，挺拔於寒風中，感受到大家的努力已初步看到成效。 

3.象龜友善欄舍維護： 

象龜因為是地域性很強的動物，習於爭地盤而打架，因應個體大小不同，進行大小欄舍分

房，且圍籬全部改成大木樁，避免象龜背殼磨損受傷。 

4.濕地生態步道鋪設： 

以生態工法來鋪設人員通行步道，兼具生態、環保、綠化、景觀、休憩等多重優點考量。 

5.瞭望台規劃籌建： 

建構濕地生態美景的眺望及賞鳥制高點的考量，可於遠處避免干擾野生動物棲息環境，而

籌建瞭望台，以結合護生教育理念及體驗教育的推廣。 

6.種子義工生態解說培訓。 

7.種子義工濕地課程培訓及高雄鳥松濕地實地參訪。. 

8.辦理護生教育活動24場，1,800人次。 

9.種子解說員培訓全年共 96場，每周 2場，全年共 1,680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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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2017)改善建議： 

1.加強濕地植栽的管理： 

(1)因生態池為緩斜坡地形，澆灌的水常常不是地表流失，就是為表層草類所吸去，常處於缺

水狀態，尤其關廟的地又是屬於旱地的土層，須於植栽旁預埋入貯水裝置以改善長時缺水

的問題。 

(2)管理修剪誘鳥、蜜源樹種，使其抽高向上延伸，早日形成生態及展現蔽蔭效果。 

2.生態小溪整治： 

由於颱風來襲期間帶來豪雨，因水流太急而向下滔洗河床、深潭淤積失去功效、及河道無

固定水源水生植物存活不易，亟須調整整治生態小溪。 

3.環教硬體設施等友善環境改善： 

(1)友善參訪環境的營造，含動線的規劃。 

(2)老舊房舍加速整建。 

(3)環教場域申請前準備。 

4.護生理念推廣教育： 

加強放生及護生理念推廣，多發揮場地的影響力。 

 

 

 

四、計畫預算流用微調： 

    原申請補助款下的租金 60 千元，流用到物品項下，明細如附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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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工作要項細部執行情形 

一、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紀錄 

  (一)、研討會－討論流程、方向和主題並於 2016/12/02 圓滿成辦 
          

 

 

 

相片說明：基金會護生專員陳奕成、高玫芬親至

林務局辦公室，與曾建仁先生討論研討會方式、

方向和主題… 

2016/12/02 全天 

「護生與環境永續論壇」圓滿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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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及周圍環境棲地維護 

 

 

相片說明：護生園 2016 年度濕地物種調查統計 相片說明：紅擬豹斑蝶於第三池邊魯花樹上產卵 

 

 
相片說明：台灣黃斑蝶 在月桃樹上流連飛舞 相片說明：淡色小紋青斑蝶、斯氏紫斑蝶、姬小紋

青斑蝶、埔里紅弄蝶-雌 (由左而右, 上而下) 

  
相片說明：小白紋波小灰蝶、八重山粉蝶 

、孔雀蛺蝶、台灣單帶弄蝶(由左而右, 上而下) 

相片說明：杜松蜻蜓&青紋細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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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夜遊蜻蜓 相片說明：善變蜻蜓與猩紅蜻蜓 

  
相片說明：海霸蜻蜓 相片說明：黃紉蜻蜓 

 
 

相片說明：紅冠水雞悠游於三個生態池 相片說明：翠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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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褐頭鷦鶯 相片說明：斑文鳥 

  
相片說明：白腹秧雞 相片說明：高蹺鴴 

 

 
相片說明：小白鷺、中白鷺、中白鷺(左而右) 相片說明：大捲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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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白腰草鷸 相片說明：黃眉黃鶺鴒 

  

相片說明：小環頸鴴 

 

相片說明：環頸鴴 

 

 

 

相片說明：大黑星龜金花蟲、台灣長頸金花蟲 

藍艷金花蟲 (由左而右) 

相片說明：錨紋瓢蟲、赤星瓢蟲、橙瓢蟲 

(由左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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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白花苦林盤、山芙蓉 相片說明：羅氏鹽膚木、野薑花 

  

相片說明：花浪蛇 相片說明：斑龜 

 
 

相片說明：貢德氏赤蛙 相片說明：泰國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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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烏鰡 (青魚)，生態池內放養的烏鰡(青

魚)，目的為生態防制，吃食福壽螺。 

相片說明：大冠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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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物欄舍設施維護 

 
 

相片說明：2014 年初，完工象龜欄舍整體示意圖 相片說明：初期 40 頭象龜活動空間 

  
相片說明：2014 年底，為考量友善象龜生活福利，

於原欄舍邊，增闢戶外活動空間 

相片說明：觀察象龜個體大小差異，屢有打鬥、爭

食狀況，為照顧弱小象龜生活品質，2016 年積極

改善象龜生活空間，大小個體分區、分道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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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大個體爬行走道舖砂、推平、舖成大理

石磚及紅磚道; 大理石紅磚道上再覆以細砂，取其

步道平穩並有利象龜爬行 (由上而下) 

相片說明： 活動場內種樹，期待假以時日，綠樹

成蔭，供象龜避暑乘涼 

 
 

相片說明：增舖大理石磚為餵食區，象龜享用美食

不灰頭土臉，避免吸入砂石影響呼吸道及眼睛健康 

相片說明：汰換木樁隔間，原意是避免象龜打鬥或

磨磳隔間設施，磨傷背甲及手腳臉等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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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濕地管理經營及體驗 

  
相片說明：種植前，水生植物特性介紹 相片說明：水雉棲息作物-菱角，種植方法說明 

  
相片說明：結合大專青年戶外環境教育體驗活動，

濕地水雉棲地營造-菱角栽種實況 1  

相片說明：結合大專青年戶外環境教育體驗活動，

濕地水雉棲地營造-菱角栽種實況 2 

  
相片說明：結合大專青年戶外環境教育體驗活動，

濕地水雉棲地營造-菱角栽種實況 3 

相片說明：大專青年展現青春與活力，用行動參與

棲地營造，用心邀請水雉族群來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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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專業教育解說：濕地功用及提供最佳種

原介紹 
相片說明：專業環境教育解說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實踐課程，至農友

田間學習採菱角苗、了解種植方式及觀察菱角育苗

田區 1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實踐課程，至農友

田間學習採菱角苗、了解種植方式及觀察菱角育苗

田區 2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實踐課程，濕地水

雉棲地營造-菱角栽種實況 1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實踐課程，濕地水

雉棲地營造-菱角栽種實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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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生態池經營管理課程，

專業指導認識水生植物-了解特性及其種植、育

苗、清除方法 1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生態池經營管理課程，

專業指導認識水生植物-了解特性及其種植、育

苗、清除方法 2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生態池經營管理實踐，

第一池過多睡蓮適度移除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生態池經營管理實踐，

將過多睡蓮移株至第三池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濕地學會陳

章波老師等專家指導，認識濕地的功用及實作 1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濕地學會陳

章波老師等專家指導，認識濕地的功用及實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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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濕地經營管理課程，專

家指導人工浮島實作 1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濕地經營管理課程，專

家指導人工浮島實作 2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濕地經營管理課程，專

家指導人工浮島實作 3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濕地經營管理課程，專

家指導人工浮島實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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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特有生物保

育研究中心專家上課，認識綠色地圖概念及實作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特有生物保

育研究中心專家上課，了解為何觀察鳥及園區鳥類

調查概況分享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特有生物保

育研究中心專家上課，如何賞鳥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專家指導觀察園

區現有鳥種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園家公園解

說員介紹蝴蝶 

相片說明：護生園種子義工教育，邀請螢火蟲生態

研究博士介紹認識螢火蟲及其棲地營造方式 



18 

  

相片說明：社會青年團隊，環境體驗學習教育，送

愛給動物 1 

相片說明：社會青年團隊環境體驗學習教育，送愛

給動物 2 

  

相片說明：企業界先進團隊，環境體驗學習教育，

生態池邊物種蜜源食草植栽種植 1 

相片說明：企業界先進團隊，環境體驗學習教育，

生態池邊物種蜜源食草植栽種植 2 

  

相片說明：濕地邊坡整地 相片說明：濕地邊坡植栽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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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定期生態池雇工除草 相片說明：生態池雇用除草點工 

 

 

 

相片說明：大專教授團隊，環境教育體驗、護生理

念推廣活動 1 

相片說明：大專教授團隊，環境教育體驗、尊重生

命慈心理念推廣活動- 結合在地蔬食護生餐品嚐 

  

相片說明：大專教授團隊，環境教育體驗、尊重生

命慈心理念推廣活動 2 -導覽解說 

相片說明：大專教授團隊，環境教育體驗、尊重生

命慈心理念推廣活動 3- 結合剪紙護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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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西海園濕地護生園區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1  (2015.10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2  (2016.04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3  (2016.04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4  蔮荊、草海桐混生 

(2016.06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5 (2016.07 拍攝) 相片說明 : 原生樹種營造 6  (2016.09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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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7 (2016.12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8 (2016.12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9 (2016.12 拍攝) 相片說明：原生樹種營造 10 (2016.12 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