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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同全程目標 

 

二、重要設備：
 

　　無
 

三、執行成果/研究結果：

一、計畫內容概述：於108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至 9 月 6 日(星期五) 舉辦 

 

9/1科普講座-揭開鯨豚研究的序幕 

9/2上午-國立臺灣博物館參訪 

9/3-4第3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 

9/5-6第三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研討會 

 

  

二、議程細節: 

 

9/1 科普講座 揭開鯨豚研究的序幕  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 

1.講者:Dr. Karen Stockin, New Zealand.－講題:Stranding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擱淺與人類活動的關係 

2.講者:Dr. Lem Aragones, Phillipines.－講題:Asian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Network 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 

3.講者:Dr. Lien-Siang Chou, Taiwan.－講題:History of Cetacean

Stranding Network in Taiwan 臺灣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的發展 

4.講者:Dr. Wei-Cheng Yang, Taiwan.－講題:The disease research of

stranded cetaceans in Taiwan臺灣擱淺鯨豚疾病研究 

 

  

 

9/2-上午 國立臺灣博物館參訪 

1.參訪學者：Dr. Lem Aragones、Dr. Robert L. Brownell, Jr.、Dr.

Lindsay Porter、Dr. Tadasu Yamada、周蓮香教授、楊瑋誠副教授、祁偉廉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管自訂計畫
108年度計畫結束報告表

計畫名稱：第3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
研討會暨工作坊系列活動

填報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計畫編號：108林發-8.1-保-26 填報人：張豈銘

執行機關：中華鯨豚協會

主辦人：楊瑋誠

本年度執行期限：自 108年8月1日 至 108年12月31日

實際執行期限：　自 108年8月1日 至 10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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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 

2.參訪區域：國立臺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參訪鯨豚標本展示區參訪，並與國內

、外學者針對展示標本、教育推廣設計進行經驗交流。 

 

  

三、9/3-4第3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 地點：成功大學 

 

工作坊主題 

1.亞洲塑膠污染與海洋哺乳動物擱淺之關係 

2.鯨豚組織病理研究研討教學 

3.鯨豚解剖與樣本採集研討教學 

4.鯨豚標本製作研討教學  

5.鯨豚活體救援技術研討教學 

  

 

9/5-6第3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研討會 地點：中山大學 

 

專題演講主題 

1.全球海洋哺乳動物擱淺處理組織現況 

2.臺灣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的發展 

3.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4.政府單位於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扮演的角色 

 

  

四、執行成果 

 

9/1科普講座部分 

    「海洋哺乳動物擱淺處理:臺灣經驗與世界接軌」科普講座於108年9月1日

在臺北市立動物園行政大樓演講廳中舉辦，由於機會難得，現場共擠進了133位

民眾參與這次的講座，使得現場座位呈現爆滿的狀態。 

    此次科普講座共邀請5位國內外鯨豚相關的研究學者分享彼此的經驗。開場

由周蓮香教授帶來臺灣鯨豚擱淺處理的歷史回顧，讓民眾快速的認識與回憶這

25年來臺灣鯨豚擱淺的起承轉合。接著由Lemnuel Aragones、Lindsay

Porter與Robert Brownell等三位國際重量級鯨豚研究學者分享菲律賓、香港與

美國的鯨豚擱淺處理發展，並述說如何透過鯨豚擱淺處理連結全世界，其中美

國海洋大氣署資深研究員 Robert Brownell博士發表的專題演講，討論美國的

鯨豚擱淺處理現況及擱淺原因研究調查，並給予臺灣鯨豚擱淺原因給予研究建

議，尤其他對於臺灣小虎鯨經常集體擱淺做出了推論，認為與人類海上活動產

生之噪音脫不了關係，而此人為活動噪音除了一般的漁業活動、海域施工之外

，也有可能能事軍事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衝擊。最後一場專題演講由楊瑋誠理事

長帶來臺灣擱淺鯨豚疾病研究，講座的內容以鯨豚擱淺疾病角度出發，帶領聽

眾從擱淺鯨豚身上所發現的病理疑問探究鯨豚擱淺可能的發生原因，進而認識

人類活動對鯨豚生存所造成的衝擊。    活動的尾聲由一部10分鐘左右的鯨豚

擱淺回憶錄小短片帶領民眾與現任的鯨豚救援團隊們回到救援草創初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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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邀請方國運主任、謝新曦先生、祈偉廉醫師、張玉成理事長與郭祥厦先生

等5位鯨豚擱淺救援先驅加入與民眾的座談，讓我們能有機會探究前人的努力並

展望未來，最後活動於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黃向文署長在鯨豚救援擔架貼上

新的臺灣救援團隊MARN的標誌，象徵著我國的鯨豚救援發展史將邁入新的階段

中結束並畫下完美的句點。 

 

  

 

9/3-4第3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部分 

    直接動手操作最能帶來深刻的體驗，因此在研討會開幕前，規劃了工作坊

讓與會者得以近距離參與現場救援、解剖分析、標本製作三階段的過程。 

    9月3日，解剖示範的流程，由香港城市大學的Brian Kot率先進行3D 掃描

，這項科技能用軟體拼裝出完整的鯨豚3D外觀模型，再搭配內部的MRI影像，未

來希望能像CSI犯罪現場影集中一般，不需要動刀解剖，就能分析出鯨豚經歷過

的一切。接著，再由日本東京大學山田格、田島木棉子及香港海洋公園團隊示

範解剖雌性小虎鯨及弗氏海豚寶寶。 

標本課由屏東科技大學祁偉廉獸醫師介紹鯨豚的身體架構，讓大家實際拼裝鯨

豚的肋骨與脊椎，透過競賽的方式激起與會者學習的動力，再由中華鯨豚協會

秘書長李宗翰介紹目前標本製作的最新方法：非必要不用化學藥劑，保留軟組

織，讓標本盡可能維持最原始的姿勢狀態。 

    9月4日，擱淺鯨豚救援由香港海洋公園團隊示範，模擬從在沙灘上發現擱

淺鯨豚開始、等待救援到幫助鯨豚返回海裡中所要注意的事項，任何小細節都

不能馬虎，因為一個不經意的動作都可能對鯨豚帶來極大的傷害。香港海洋公

園透過一連串詳細的講解，讓與會者實際操作演練，引導每個人在沙灘上遇到

擱淺鯨豚時如何臨危不亂，做出最好的判斷。 

下午時分，則是由王建平及王浩文教授帶著國外學者參觀以救援多年，並復健

數十隻鯨豚的台江鯨豚館及成大鯨豚中心四草搶救站，說明現場的救援SOP，擱

淺救援現場的參訪，讓他們對於鯨豚救援與復健場地有更為實質的印象。 

 

  

 

9/5-6第3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研討會部分 

    研討會中，國內外學者分享著彼此海洋哺乳動物擱淺救援的經驗與發展歷

程，藉由不同的案例分析和數個組織與亞洲國家一起建立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

淺組織網絡，跨領域的研究合作，進而探討鯨豚擱淺、受傷、生病背後的原因

，從個體擱淺到集體擱淺的處理，透過醫學報告分析鯨豚擱淺問題，用不同層

面去探討，能發現過去無法深入的觀點。 

    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AMMSN)由亞洲地區各國所組成，研討會期間

，由各國學者進行的組織網內部會議討論中，就是希望未來AMMSN能成為一個公

開、且無償交換數據、材料方法與協議，藉以保護海洋哺乳動物與棲息地的組

織，可進行跨國討論、分享相關議題。台灣為了鞏固與AMMSN的合作夥伴關係

，由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邱永芳院長和AMMSN主席Lemnuel V.

Aragones簽署了科學研究合作備忘錄(MOU)，使得台灣在鯨豚擱淺救援又更邁向

國際一步。    海洋哺乳動擱淺救援不是只有侷限在某個國家、某種職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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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能為海洋盡一份力，唯有大家團結合作，才能有更大的機會成功救援擱淺

海洋哺乳動物。 

 

四、檢討與建議：

相關的研究認為鯨豚擱淺原因與人類海上活動產生之噪音脫不了關係。

由於目前對於噪音污染尚無全球性的規範，因此須適度的針對人為噪音

對鯨豚所帶來的衝擊制定規範，此外也需探討評估軍事活動所造成的環

境衝擊與生態的影響。 

海洋保育無國界，唯有攜手團結，強化國際間合作研究，彼此分享資訊

，才能在目前海洋哺乳動物遭受許多威脅的情況下，全面掌握海洋哺乳

動物面臨的生存風險。除了提升救援與成功野放的機率，更能進一步以

跨國合作研究的科學數據為基礎，秉持預警原則，研訂海洋資源與生態

保護策略。 

 
 

填報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單位主管：楊瑋誠

填報人及聯絡電話：曾鉦琮  02-3366-3871

填表日期：109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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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 

研討會暨工作坊系列活動 

 

 

 

 

 

 

 

結案報告 
 

 

 

 

執行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執行日期：108 年 8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執行地點：科普講座－臺北市立動物園 

     博物館交流－國立臺灣博物館 

     工作坊場地－國立成功大學 

     研討會場地－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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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基本資料表 

活動名稱 第 3 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研討會暨工作坊系列活動 

活動規劃 

9/1 科普講座-揭開鯨豚研究的序幕 

9/2 上午-國立臺灣博物館參訪 

9/3-4 第三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 

9/5-6 第三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研討會 

活動地點與 

預定議程細節 

9/1 科普講座 揭開鯨豚研究的序幕 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 

1.講者:Dr. Karen Stockin, New Zealand.－講題:Stranding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擱淺與人類活動的關係  

2.講者:Dr. Lem Aragones, Phillipines.－講題:Asian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Network 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  

3.講者:Dr. Lien-Siang Chou, Taiwan.－講題:History of Cetacean Stranding 
Network in Taiwan 臺灣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的發展 

4.講者:Dr. Wei-Cheng Yang, Taiwan.－講題:The disease research of 
stranded cetaceans in Taiwan 臺灣擱淺鯨豚疾病研究  

9/2-上午 國立臺灣博物館參訪 

1.參訪學者：Dr. Lem Aragones、Dr. Robert L. Brownell, Jr.、Dr. Lindsay 
Porter、Dr. Tadasu Yamada、周蓮香教授、楊瑋誠副教授、祁偉廉獸
醫師 

2.參訪區域：國立臺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參訪鯨豚標本展示區參訪，並
與國內、外學者針對展示標本、教育推廣設計進行經驗交流。 

9/3-4 第 3 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工作坊主題  

1.亞洲塑膠污染與海洋哺乳動物擱淺之關係 

2.鯨豚組織病理研究研討教學 

3.鯨豚解剖與樣本採集研討教學 

4.鯨豚標本製作研討教學   

5.鯨豚活體救援技術研討教學  

9/5-6 第 3 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 

專題演講主題  

1.全球海洋哺乳動物擱淺處理組織現況 

2.臺灣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的發展 

3.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4.政府單位於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扮演的角色 

科普講座出席人數 5 位國內外鯨豚學者及 133 位民眾參與這次的科普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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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講座重要事蹟 

相關的研究認為鯨豚擱淺原因與人類海上活動產生之噪音脫不了關係。

由於目前對於噪音污染尚無全球性的規範，因此須適度的針對人為噪音

對鯨豚所帶來的衝擊制定規範，此外也需探討評估軍事活動所造成的環

境衝擊與生態的影響。 

研討會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Asia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Network 

(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 AMMSN) 

研討會名稱 

Third Asian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Network Symposium & Workshops 

第 3 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研討會暨工作坊 

研討會舉辦次數 第 3 屆，本研討會第 1 次於台灣舉辦 

研討會 

出席國家與人數 

(1)與會人員統計資訊：9/3~6 研討會與工作坊總報名人數為 198 人，其

中外籍人士佔 47 人(24%)，本國人士 151 人(76%)。 

(2)實際與會人士共 165 人參與，其中外籍人士佔 40 人(24%)，本國人士

125 人(76%)。 

(3) 所有與會國籍：紐西蘭、臺灣、泰國、菲律賓、日本、香港、美國、

英國、馬來西亞、印度、印尼、斯里蘭卡、韓國、巴基斯坦等共 14 國，

其中外賓講者共 22 位(來自 10 國)與 5 位本國籍講者。 

研討會重要事蹟 

為了鞏固我國與 AMMSN 的合作夥伴關係，由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

院邱永芳院長和 AMMSN 主席 Lemnuel V. Aragones 簽署科學研究合作備

忘錄(MOU)，提供一研究與合作平臺，使我國能為亞洲各國海洋哺乳動

物研究(包含環境污染學、流行病學與海洋哺乳動物族群研究)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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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科普講座、工作坊與研討會議程表 

 

表一、海洋哺乳動物擱淺處理:臺灣經驗與世界接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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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第三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工作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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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第三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網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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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會重要人士列表 

 

1.Karen Stockin, 英國籍 

karen.stockin@iwc.int 

現職： 

Associate Professor in Marine Biology and Director of the Coastal-Marine Research Group at 

Massey University, New Zealand  

Strandings Coordinator to the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sion and Royal Society of New 

Zealand 

簡介： 

世界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sion, IWC)的擱淺協調員(Strandings 

Coordinator)，並於紐西蘭的梅西大學 Massey University 擔任副教授，主要研究著重於海洋

哺乳動物族群與人類的交互影響，特別關注海洋哺乳動物的保育及福利等議題。 

 

2.Lindsay Porter, 英國籍 

lindsay.jp@gmail.com 

現職：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St. Andrews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簡介： 

聖安德魯斯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英國著名海哺海上調查研究機構)擔任資深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長期致力於亞太地區熱帶海洋和河川環境中鯨目(cetaceans)動物

的研究，特別是評估人類沿岸活動與鯨豚之間的相互影響。 

 

3.Mandy Lo Chi Yan, 香港籍 

mandy.cy.lo@oceanpark.com.hk 

現職： 

Stranding coordinator, Hong Kong Ocean Park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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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m Aragones, 菲律賓籍 

laragones@iesm.upd.edu.ph  

現職：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eteorology,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簡介： 

菲律賓大學環境科學與氣象研究所教授(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eteorolog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海洋哺乳動物擱淺與調查實驗室的負責人(Marine Mammal 

Research and Stranding Laboratory)，長期協助菲律賓海洋哺乳動物救援組織網處理擱淺、

收容與野放的任務。 

 

5.Nantarika Chansue, 泰國籍 

nantarikachan@gmail.com 

現職：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簡介： 

朱拉隆功大學獸醫學系教授(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水生動物研究中心主任(Medical Aquatic Animal Research Center，亞洲著名海洋哺乳動物研

究單位)，專長為水生動物醫學，獸醫法醫學和水族館管理。  

 

6.Tadasu Yamada, 日本籍 

yamada@kahaku.go.jp 

現職： 

Senior researcher,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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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資深研究員(Senior researcher,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長期致力於海洋哺乳動物的研究，關注日本捕鯨的議題，特別是對喙鯨型態與

頭骨結構有深入的見解。 

 

7.Marie Jo Acebes, 菲律賓籍 

jomacebes@yahoo.com  

現職： 

Senior researcher, National Museum of Philippines 

簡介：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的資深研究員(Senior researcher, National Museum of Philippines)，致力於

海洋哺乳動物生物學與保育學的研究，並從事沿海資源管理與海洋保護區的規劃。 

 

8.KOT Brian Chin Wing, 香港籍 

briankot@cityu.edu.hk 

現職： 

Assistant professo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簡介： 

香港城市大學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致力於水生和陸

地哺乳動物的影像學研究，以及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比較研究。 

 

9. Robert L. Brownell, Jr., 美國籍 

現職： 

Senior Scientist at Southwest Fisheries Science Center,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OAA Fisheries in La Jolla, California 

簡介：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漁業部西南漁業中心，資深研究員，專長為鯨魚、海豚、鼠海豚之

保育與生物學研究，主要研究地點：墨西哥、南美洲及日本、蘇俄。近年來擔任美方代表，

負責美蘇西部灰鯨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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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anielle Kreb, 印尼籍 

danielle.kreb1@gmail.com 

現職： 

Scientific Program Manager & Senior Scientist,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for Rare Aquatic 

Species of Indonesia 

Honorary lecturer at Fisheries Faculty of Mulawarman University in Samarinda, East Kalimantan. 

 

 

11. Ayaka Matsuda, 日本籍 

matsuda@fish.hokudai.ac.jp 

現職： 

JSPS Research Fellow PD, Faculty of Fisheries Sciences, Hokkaido Univ. 

Stranding Network Hokkaido 

 

 

12.楊瑋誠 理事長, 台北市 

jackywc@gmail.com 

現職： 

中華鯨豚協會 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 副教授 

簡介： 

中華鯨豚協會理事長，並為協會海洋哺乳動物獸醫師群之一，實際執行鯨豚擱淺處理與鯨

豚醫療復健超過 100 次以上，具有豐富的擱淺救援經驗，主要研究興趣：海洋哺乳動物疾

病、免疫遺傳、野生動物解剖病理學、保育獸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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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浩文 主任, 台南市 

hvwang@mail.ncku.edu.tw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簡介： 

國立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主任，參與近百次擱淺鯨豚通報事件，超過 100 隻活體

鯨豚救援或死亡擱淺處理行動，同時，亦參與處理了全台灣各地之多次體型龐大的抹香鯨

與不同鬚鯨的擱淺及後續的標本處理事件。 

14.周蓮香 教授, 台北市 

chouls@ntu.edu.tw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教授 

簡介：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也為中華鯨豚協會創會理事長，公認為臺

灣鯨豚研究者的先驅，推動鯨豚保育不虞餘力。研究重點為鯨、豚動物擱淺處理之推動、

基礎生物資料蒐集、資源調查、海豚飼育環境的需求調查等。 

 

15.王建平 教授, 台南市 

wangcp@mail.ncku.edu.tw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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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建立成大海洋生物暨鯨豚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一職，從

事鯨豚研究長達 20 餘年。研究專長為：動物解剖學、胚胎學、溼地生態學、鯨豚研究及

救援。 

 

肆、內容活動概述 

一、科普講座部分 

「海洋哺乳動物擱淺處理:臺灣經驗與世界接軌」科普講座於108年9月1日在臺北市立

動物園行政大樓演講廳中舉辦(表1)，由於機會難得，現場共擠進了133位民眾參與這次的

講座，使得現場座位呈現爆滿的狀態。 

此次科普講座共邀請5位國內外鯨豚相關的研究學者分享彼此的經驗。開場由周蓮香

教授帶來臺灣鯨豚擱淺處理的歷史回顧，讓民眾快速的認識與回憶這25年來臺灣鯨豚擱

淺的起承轉合。接著由Lemnuel Aragones、Lindsay Porter與Robert Brownell等三位國際重

量級鯨豚研究學者分享菲律賓、香港與美國的鯨豚擱淺處理發展，並述說如何透過鯨豚擱

淺處理連結全世界，其中美國海洋大氣署資深研究員 Robert Brownell博士發表的專題演

講，討論美國的鯨豚擱淺處理現況及擱淺原因研究調查，並給予臺灣鯨豚擱淺原因給予研

究建議，尤其他對於臺灣小虎鯨經常集體擱淺做出了推論，認為與人類海上活動產生之噪

音脫不了關係，而此人為活動噪音除了一般的漁業活動、海域施工之外，也有可能能事軍

事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衝擊。最後一場專題演講由楊瑋誠理事長帶來臺灣擱淺鯨豚疾病研

究，講座的內容以鯨豚擱淺疾病角度出發，帶領聽眾從擱淺鯨豚身上所發現的病理疑問探

究鯨豚擱淺可能的發生原因，進而認識人類活動對鯨豚生存所造成的衝擊。 

活動的尾聲由一部 10 分鐘左右的鯨豚擱淺回憶錄小短片帶領民眾與現任的鯨豚救

援團隊們回到救援草創初期，執行單位邀請方國運主任、謝新曦先生、祈偉廉醫師、張

玉成理事長與郭祥厦先生等 5 位鯨豚擱淺救援先驅加入與民眾的座談，讓我們能有機會

探究前人的努力並展望未來，最後活動於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黃向文署長在鯨豚救援

擔架貼上新的臺灣救援團隊 MARN 的標誌，象徵著我國的鯨豚救援發展史將邁入新的

階段中結束並畫下完美的句點。 

建議 

相關的研究認為鯨豚擱淺原因與人類海上活動產生之噪音脫不了關係。由於目前對

於噪音污染尚無全球性的規範，因此須適度的針對人為噪音對鯨豚所帶來的衝擊制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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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此外也需探討評估軍事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衝擊與生態的影響。 

二、工作坊部分 

工作坊分享技術專業 

直接動手操作最能帶來深刻的體驗，因此在研討會開幕前，規劃了工作坊讓與會者

得以近距離參與現場救援、解剖分析、標本製作三階段的過程。 

9 月 3 日，解剖示範的流程，由香港城市大學的 Brian Kot率先進行 3D 掃描，這

項科技能用軟體拼裝出完整的鯨豚 3D外觀模型，再搭配內部的 MRI影像，未來希望能

像 CSI犯罪現場影集中一般，不需要動刀解剖，就能分析出鯨豚經歷過的一切。接著，

再由日本東京大學山田格、田島木棉子及香港海洋公園團隊示範解剖雌性小虎鯨及弗氏

海豚寶寶。 

標本課由屏東科技大學祁偉廉獸醫師介紹鯨豚的身體架構，讓大家實際拼裝鯨豚的

肋骨與脊椎，透過競賽的方式激起與會者學習的動力，再由中華鯨豚協會秘書長李宗翰

介紹目前標本製作的最新方法：非必要不用化學藥劑，保留軟組織，讓標本盡可能維持

最原始的姿勢狀態。 

9 月 4 日，擱淺鯨豚救援由香港海洋公園團隊示範，模擬從在沙灘上發現擱淺鯨豚

開始、等待救援到幫助鯨豚返回海裡中所要注意的事項，任何小細節都不能馬虎，因為

一個不經意的動作都可能對鯨豚帶來極大的傷害。香港海洋公園透過一連串詳細的講

解，讓與會者實際操作演練，引導每個人在沙灘上遇到擱淺鯨豚時如何臨危不亂，做出

最好的判斷。 

下午時分，則是由王建平及王浩文教授帶著國外學者參觀以救援多年，並復健數十

隻鯨豚的台江鯨豚館及成大鯨豚中心四草搶救站，說明現場的救援 SOP，擱淺救援現場

的參訪，讓他們對於鯨豚救援與復健場地有更為實質的印象。 

三、研討會部分 

研討會促進連結交流 

研討會中，國內外學者分享著彼此海洋哺乳動物擱淺救援的經驗與發展歷程，藉由

不同的案例分析和數個組織與亞洲國家一起建立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絡，跨領

域的研究合作，進而探討鯨豚擱淺、受傷、生病背後的原因，從個體擱淺到集體擱淺的

- 21 -
-草稿-

http://www.coa.gov.tw


 

14 

 

處理，透過醫學報告分析鯨豚擱淺問題，用不同層面去探討，能發現過去無法深入的觀

點。 

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AMMSN)由亞洲地區各國所組成，研討會期間，由各

國學者進行的組織網內部會議討論中，就是希望未來 AMMSN能成為一個公開、且無償交

換數據、材料方法與協議，藉以保護海洋哺乳動物與棲息地的組織，可進行跨國討論、

分享相關議題。台灣為了鞏固與 AMMSN的合作夥伴關係，由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

邱永芳院長和 AMMSN主席 Lemnuel V. Aragones簽署了科學研究合作備忘錄(MOU)，使

得台灣在鯨豚擱淺救援又更邁向國際一步。 

海洋哺乳動擱淺救援不是只有侷限在某個國家、某種職業，人人都能為海洋盡一份

力，唯有大家團結合作，才能有更大的機會成功救援擱淺海洋哺乳動物。 

建議 

海洋保育無國界，唯有攜手團結，強化國際間合作研究，彼此分享資訊，才能在目

前海洋哺乳動物遭受許多威脅的情況下，全面掌握海洋哺乳動物面臨的生存風險。除了

提升救援與成功野放的機率，更能進一步以跨國合作研究的科學數據為基礎，秉持預警

原則，研訂海洋資源與生態保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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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新聞報導或新聞稿 

科普講座新聞 

(1)中時電子報-驚！全球鯨豚擱淺事件頻傳 恐與軍事聲納有關(108.9.2) 

 

(2)台灣動物新聞網-鯨豚擱淺驟增 專家疑與軍事聲納有關(1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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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合新聞網-台灣鯨豚救援有成 受邀加入國際組職成會員國(1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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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與工作坊新聞 

(1)大紀元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6/n11503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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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合新聞網 -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4033618 

 

 

(3)今日新聞 -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905/361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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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Wnews-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544502 

 

 

(5) 台灣新生報 - https://tw.news.yahoo.com/國海院攜手國際合作-海洋保育研究大躍進-

160000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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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成報 -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90663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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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照片 

9 月 1 日科普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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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4 日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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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6 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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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開周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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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手冊置入林務局 logo 

 

 

3.研討會活動現場感謝海報置入林務局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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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第三屆亞洲海洋哺乳動物擱淺組織網研討會暨工作坊」外國專家學者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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