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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一、指定之目的 

大武山區是臺灣本島中央山脈南端的著名的山峰，其東西兩側皆

有陡峻的斷岸急降，地形宛如是一個矩形的大地壘，四周由陡岸圍繞，

自成獨立之系統。區域內海拔高度變化、水系落差極大，河川上游之

侵蝕、切割作用亦盛，形成許多瀑布、壺穴、急湍和湖泊等景觀；本

區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是臺灣地區少數幾處沒有公路貫穿之區域，

受到人為影響之程度亦低，原始林相保存完整，本區僅 47,000 公頃卻
擁有全臺 3分之 1以上之植物物種，文化資產保存法所公告之五種珍
稀物種就有臺灣油杉、臺灣穗花杉，野生動物種類多包括一級保育類

動物石虎、黑熊等多種臺灣特有種動物，且數量亦較其他地區為多，

在生態上具有相當的完整性，是國內非常值得善加保存的地區之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邀集各方面的研究學者，組隊前往大武山實地

進行調查，發現此區蘊含豐富與珍貴的自然資源。為保護此一臺灣最

大面積的低中海拔完整天然林與其所孕育的野生動植物，因此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乃於民國 77 年 1 月 13 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 條暨
其施行細則第 72條（現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1條）將本地區公告為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本保留區主要保護對象為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原始森林、高山

湖泊，設立目的主要有： 

1. 保護本區野生動植物，使珍貴稀有及瀕臨絕種之動物孳育繁衍、
不受人為干擾。 

2. 為後代子孫留下珍貴之生物資源並提供科學及教育研究之用。 

3. 依法擬訂完整之管理維護計畫，提供自然保留區中程（107-116 年
度）目標、策略、工作項目、經費、成效評估準據等統籌架構，並

規劃及執行各年度之工作項目，以有效保育保留區內之生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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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依據 

本自然保留區係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經濟部，係依據當時

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72 條規定公告（77 年 1 月 13 日農林
字第 6030209A 號函（77）参 01049 號函）（原始公告如附錄）。 

三、管理維護者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臺東林區管理處（管理維護單位） 

四、分布範圍、面積及位置圖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面積 47,000 公頃，範圍涵蓋利嘉溪、知本溪、
太麻里溪、金崙溪及大竹溪等五個集水區。行政區域上隸屬於臺東縣

轄的卑南、金峰、達仁鄉境內（圖 1），保留區跨越海拔 200-3,100 公
尺之間，山脈以中央山脈為界，主要山岳有大埔山（2,377 公尺）、拉
戛拉戛爾山（2,201 公尺）、霧頭山（2,735 公尺）、喀達拉山（1,665
公尺）、北大武山（3,090 公尺）、南大武山（2,841 公尺）、姑子崙
山（1,629 公尺）及衣丁山（2,058 公尺）等。本區位於大武事業區第
2─10、12─20、24─30 林班及臺東事業區第 18─26、35─43、45─50 林
班及第 51 林班扣除礦業用地與礦業卡車路之外之土地，以及臺東縣
內屏東林區管理處之巴油池及附近縣界以東之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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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維護及管制 

一、管制事項 

（一）申請進入依據 

1. 為配合環境教育需要，本處自 2001 年起開放民眾申請進入比魯溫泉、
都飛魯溫泉，因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影響，於 2010 年起不再受理環境教
育之需要申請案件。目前保留區全區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管制事

項，嚴格限制一般遊憩活動之引入，本期計畫改採不分區方式辦理，禁

止改變或破壞保留區原有自然狀態。 

2. 本自然保留區範圍非常大，因天然資源豐富，整體而言其防禦能力相當
脆弱，進出管制作為實屬必要。 

（二）申請進入許可條件 

依據 2006 年 1 月 6 日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之「申請進入自然保
留區許可辦法」第 2 條規定，下列情形使得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1. 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祭典之需要。 

2. 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為學術研究之需要。 

3. 相關團體為環境教育之需要。 

4.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特殊需要。 

5. 申請進入程序：如符合以上四項情形，可至林務局「自然保護留區進入
申請系統網站」https://pa.forest.gov.tw ），依規進行線上申請進入自然保
留區作業。 

（三）承載量管制 

依據 2006 年 1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之「申請進入
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第 4條規定作以下管制： 

1. 申請許可進入自然保留區當日若遇天然災害（如火災、颱風、疫病
及生物危害等）、臺東縣內機關停止上班或道路崩塌時，為求安全，

本自然保留區將視必要性宣布暫時關閉。已申請許可進入者，應重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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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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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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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管制 

（一）本自然保留區範圍面積 47,000 公頃，生態上具有相當的完整性，蘊
含豐富與珍貴的自然資源。為完整保護此一臺灣最大面積的低中海

拔森林與其所孕育的野生動植物，，故本區不分區，全區均為核心

區，加強經營管理。 

（二）依據 105 年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十六條第 1 項
與第二項規定，「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原有自然狀態，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其申請資格、許可辦法、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六、其他指涉法規及計畫 

 

類別 法規 描述 涉及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法律 

森林法及其施行

細則 

保育與經營管理區域內之

森林（其定義保含林地與

其群生竹、木枝總稱）。 

林務局及其所屬機

關 

野生動物保育法

及其施行細則 
野生動物之保育、管制與

利用行為之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得劃設為特定

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

村、森林、山坡地保育、風

景、國家公園、河川、海域、

特定專用等使用分區。 

內政部 

國土計畫法及其

施行細則 

確保國土安全，報欲自然

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

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

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

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

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並

載明相關土地利用管制。 

內政部/臺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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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法規 描述 涉及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環境教育法及其

施行細則 

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

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

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臺東縣政府 

原住民族基本法 

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

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

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

係。 

行政院 

相關

計畫 

臺東縣國土計畫  臺東縣政府 

延平事業區經營

計畫  
林務局/臺東林區管
理處 

臺東事業區經營

計畫   

大武事業區經營

計畫  
林務局/臺東林區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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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標及內容 

一、計畫目標 

（一）生態及物種保育：保留區內包含了許多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原始

林、高山湖泊（小鬼湖），及地形環境，以及當地生態系包括本區

稀有植物如臺灣油杉、臺灣穗花杉之永續生存，保存其生態平衡、

生態系之完整及生物多樣性，並確保生態系自然演替過程，監測並

適時移除入侵之外來種，並嚴格限制一般遊憩活動之引入，禁止改

變或破壞保留區原有自然狀態。 

（二）當地部落傳統文化保存：與在地居民合作為良好的保育行動之必要

條件，同時亦可維護部落傳統祭儀與相關社會文化活動，因此加強

與在地部落互動，並對於相關祭祖、尋根活動持鼓勵態度，亦可藉

由此類活動邀集當地原住民族一同加入巡護、維護山林之行列，推

動周遭鄰近部落人文及空間調查，進而發展林業經濟、生態旅遊及

山村綠色經濟產業。 

（三）學術研究：作為永久樣區監測動、植物演替情形及其與微生育環境

之互動與變化、棲地環境變遷等，促進學術研究並加入對原住民利

用自然資源及其在原住民族文化、生計上角色之研究。 

（四）環境教育：規劃簡易解說設施，辦理自然保育解說活動及教育推廣，

宣導生物多樣性、生物文化多樣性、自然保留區功能及自然保育之

重要性。並結合公民科學的概念，讓一般民眾也能參與保留區的生

態觀察、外來種監測等活動。 

二、計畫期程 

本計畫規劃 112-121 年度（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1 年 12 月 31 日）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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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地區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一、自然環境 

（一）氣候 

本保留區為臺灣範圍最大之保留區，位於臺東、大武事業區內，

屬熱帶季風型氣候，含括臺灣南部許多高山峻嶺，從海拔約 200 公尺
之河谷地上至海拔 3,092 公尺之北大武山，橫跨熱、溫、寒三帶，因
此溫度的垂直變化甚劇。本區氣候特徵是高溫多濕，相對濕度高，適

合植物之生長發育，但因每年有長達數月的颱風季節，其降雨強度偏

高，常導致山洪暴發與土壤侵蝕。夏季除遇颱風外，大武地區經常是

臺灣焚風最嚴重的地方。本保護區附近因無氣候站，故以鄰近之中央

氣象局大武氣候站所做之溫度、雨量統計為基礎資料推算本區之氣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大武氣象站民國 106-110 年之氣溫、雨量及相對濕度
資料整理如下： 

1.氣溫 
本區年均溫為 25.30C，最高平均溫出現在 7月為 29.00C，最低月

均溫出現在 2月為 20.90C，夏秋季（6-9 月）氣溫較高。（圖 4） 

2.降水量 
本區長期年平均降水量為 1,990mm，平均月降水量介於 34-545mm，

雨量主要來自梅雨、地形性雨、颱風雨。降雨集中在夏季，颱風是非

常重要的雨水來源，其餘月份則降雨稀少，由此可知，此地區每月雨

量分配不均，雨季和乾季對比明顯。（圖 5） 

3.相對溼度 
本區長期年平均相對溼度為 73.7％，最高值出現在 8月（79.3％），

最低值出現在 12月（68.0％）。通常在十二月或一月相對溼度最低；
四月到九月較為濕潤，平均相對溼度為 76.2%，通常在七月或八月相
對溼度最高，約在 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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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大武氣象站月均溫圖 

 

 

圖 5、大武氣象站雨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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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 
大武山位於中央山脈南段，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中，大武山屬

於最南端之一座山。大武山及南大武山的地層，主要以頁岩及板岩構

成，時夾細砂岩及石灰岩薄層，東斜面富有礫石層。山稜附近之頁岩

及板岩層中的石灰岩含有始新世大型有孔蟲化石。而西斜面上之頁岩

板岩卻含有中新世小型有孔蟲化石，其傾斜大部分向東，傾角度甚大，

因在板岩層中節理面及劈開面甚發達，亦造成山崩。 
本區在河谷地帶亦有因河川發育出之地層，包括河階堆積層及冲

積層等。河階堆積層包括山麓岩屑堆積層，多發育於溪流兩岸平緩處，

及局部山麓。礫石、砂及泥為主要之堆積物。礫石材料以板岩、砂岩

為主、粒徑大小不等，砂及泥充填於其間，膠結鬆散。而冲積層包括

冲積扇，主要分布於現今河道之兩側。由礫石、岩屑及砂土組成，無

膠結現象。 
在大武事業區部份，北部太麻里溪及金崙溪上游一帶，以蘇沃系

之粘皮岩及硬質暗色砂岩為主，金崙溪中、下游及大竹溪、大武溪、

安朔溪等流域，即屬烏來系統，由明色中粒砂岩及黑色頁岩所組成，

最南端之楓港溪及套瓦溪一帶，以粗粒砂岩為主，土壤以腐植質及壤

土為主，土壤剖面型態呈灰化土，深度不一，在稜線附近及緩斜森林

地帶，有深厚之腐植質，呈暗灰色，富含有機質，團粒構造疏鬆，通

透性良好（盧道杰，2010）。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涵蓋海拔變化大，從海拔將近 200 公尺到最高

海拔 3,092 公尺，使區內在不同海拔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態環境。 
 

（三）莫拉克風災後崩塌地變化情形 
依據農航所（2010）莫拉克颱風崩塌地航攝調查報告指出，大武

山自然保留區範圍中以大武事業區第 9、15、6、4、10等 5 個林班崩
塌最為嚴重，面積分別為達 553.3、413.6、369.9、361.9、333.9 公頃，
整個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內總崩塌地面積達 5,393.7 公頃；參考本
處（2014 年）辦理之「轄管重大土砂區域監測計畫」對於太麻里溪集
水區崩塌（莫拉克颱風造成崩塌最嚴重區域）判釋資料顯示，2009 年
9月崩塌地面積為 3,338.9 公頃（崩塌率為 15.2％），2014 年 10 月資
料顯示崩塌面積已減為 2,376.7 公頃（崩塌率為 10.8％）；另參考財
團法人成大研究基金會（2013）運用光學衛星影像於全島崩塌地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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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災害分析指出，大武事業區 2009 年崩塌地面積由 5,693.3 公頃，至
2013 年減為 2,693.8 公頃，另臺東事業區 2009 年崩塌地面積由 322.6
公頃，至 2013 年減為 194.2 公頃，顯示崩塌地之穩定程度已有所提
昇，而目前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地形亦相對穩定，後續經營管理措施將

以監測自然復育變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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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資源現況 

（一）動物資源 

1.脊椎動物種類與物種數 

根據王震哲（2006）執行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的生物資源調查，將
2000 年至 2005 年調查結果結合王鑫（1987、1988、1989、1990）與
裴家騏及姜博仁（2002、2003）之調查結果，統整本保護區的動物資
源。調查成果兩棲類共 5 科 18 種；爬行類共 8 科 33 種；哺乳類 17
科 31種；鳥類共 40 科 129種；魚類共 8 科 25種。 

2.瀕臨絕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物種數（附錄-五） 

根據王震哲（2006）的調查報告之物種名錄，對照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8 年 1 月 9 日公告修正「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來更新。
總計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保育類野生動物計有魚類 1 種（臺東間爬岩
鰍）；兩棲類 2 種（臺灣山椒魚、橙腹樹蛙）；爬行類 6種（百步蛇、
菊池氏龜殼花、黑眉錦蛇、鉛色水蛇、梭德氏草蜥、哈特氏脆蛇蜥）；

鳥類 50 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熊鷹、林鵰、松雀鷹、黑鳶、澤鵟、
東方蜂鷹、赤腹鷹、臺灣山鷓鴣、藍腹鷴、黑長尾雉、環頸雉、領角

鴞、鵂鶹、黃嘴角鴞、褐林鴞、褐鷹鴞、灰林鴞、黃魚鴞、褐鷹鴞、

大赤啄木、綠啄木、臺灣藍鵲、煤山雀、青背山雀、黃山雀、赤腹山

雀、烏頭翁、鉛色水鶇、黃腹琉璃、栗背林鴝、小剪尾、白尾鴝、白

頭鶇、八色鳥、鴛鴦、棕噪眉、畫眉、紋翼畫眉、臺灣、喉噪眉、白

耳畫眉、黃胸藪眉、花翅山椒、朱鸝、黃鸝、紅尾伯勞、冠羽畫眉、

臺灣戴菊）；哺乳類 10 種（臺灣黑熊、水獺、臺灣雲豹、臺灣野山
羊、穿山甲、水鹿、黃喉貂、石虎、麝香貓、食蟹獴，其中食蟹獴僅

有疑似食遺、排遺與訪談紀錄，保護區內並無自動相機紀錄；石虎、

水獺、雲豹皆為訪談資料，可能已不復見於本自然保護區內）。 

3.外來種動物 

目前調查到已知的動物外來種僅有魚類，依據 89-94年間王震哲
針對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中利嘉溪、知本溪、太麻里溪、金崙溪及大竹

溪之生物資源調查，發現共有 6種非東部溪流之外來種，分別為高身
鯽、臺灣石魚賓、粗首鱲、平頜鱲、臺灣馬口魚及鯰魚，屬西部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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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東部放流，於東部溪流造成入侵問題，可能壓縮東部故有魚種生

存空間，依據本處 2013-2015 年溪流魚類調查結果顯示，臺灣石魚賓
於金崙溪仍有發現，臺灣馬口魚則於大武溪仍有調查紀錄，目前觀察

結果尚未對溪流生態造成影響，未來仍需持續監測。 

由於過去在本區進行的動物資源調查，主要集中於脊椎動物（王

鑫等，1987、1988、1989、1990，裴家騏、姜博仁，2004），以及體
型較大或較醒目的無脊椎動物，如蝴蝶、蜘蛛等（王震哲等，2002、
2003、2004、2006），因此可能造成某些已經造成入侵趨勢的無脊椎
動物，例如膜翅目的螞蟻、環節動物門的蚯蚓等，被低估的現象，未

來可加強此部分的調查與監測。 

4.其他動物資源 

（1）蝶類 

保留區內蝶類物種多樣性頗高，彙整呂光洋等（2001）與王震
哲等（2002，2003，2004，2006）先後對保留區範圍內五條溪流流域
進行蝶類相調查，分別在太麻里、大竹、金崙、知本與利嘉溪紀錄到

89、94、94、83 與 41種蝶類，除包含曙鳳蝶（利嘉溪、知本溪）與
黃裳鳳蝶（金崙溪、太麻里溪、大竹溪）等保育類外，且不同流域的

蝶種不完全相同，且各有其特有的蝶種。 

（2）蜘蛛相 

王震哲等（2006）調查了保留區範圍內之利嘉溪、知本溪、太麻
里溪、金崙溪、大竹溪等流域的蜘蛛相，分別記錄到 25 科 97 種、26
科 120 種、23 科 90 種、24 科 94種、24 科 84 種，包含 18 種臺灣特
有種： 臺灣螲蟷、赫氏上戶蛛、臺灣渦蛛、黑斑渦蛛、臺灣類球腹蛛、
臺灣二叉蛛、臺灣褸網蛛、臺灣副隙蛛、臺灣輝蛛、臺灣管蛛、高山

袋蛛、關山袋蛛、雪山袋蛛、萱島氏袋蛛、八木沼氏袋蛛、陽明山袋

蛛、臺灣虎斑蟹蛛及朱氏花蟹蛛。 

（二）植物資源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海拔梯度範圍為 130-3,092 公尺間，相對於臺
灣其他中低海拔區域已開發或受不同程度干擾，本區中低海拔區域仍

保有大面積的原始闊葉林，而中高海拔林相也因沒有公路貫穿，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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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保存。形成由低海拔至高海拔連續完整的林相，面積廣達 47,000
公頃，與相鄰的雙鬼湖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保有臺灣最大面積的中低

海拔原始森林，在棲地保育上有重要性和珍貴性（裴家騏、姜博仁，

2004）。本區相關的植被研究有王震哲等於 2002-2006 年間，針對大
竹溪、金崙溪、知本溪、利嘉溪流域陸續執行生物資源調查，和陳君

傑（2008）於大里力山區（金崙溪流域和大竹溪流域間的山系）的植
群生態研究，以及程宗德等（2008）針對南臺東北區河系 （即利嘉溪
和知本溪流域）之植群分析。針對上述 6 篇在大武自然保留區內進行
的調查研究進行資料彙整，呈現本區植被現況。分別從 1.植物社會多
樣性、2.維管束植物多樣性、3.珍稀植物評估、4.臺灣穗花杉

（Amentotaxus formosana）和臺灣油杉（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formosana）現況、5.外來植物等五項主軸來說明。 

1.植物社會多樣性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內天然植群圖的面積達 98％（46,884/47,845公
頃），植物相組成以闊葉林為主，面積佔全區 80％以上，其次為針闊
葉混淆林，面積約佔全區 8％（圖 6）。此外，保留區內的天然林覆蓋
度達全區的 94％以上（圖 7）（盧道杰，2010）。 

2.維管束植物多樣性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內海拔落差約 2,900公尺，植物群系跨越熱帶、
亞熱帶、暖溫帶和溫帶，加上山系和水系交錯出複雜的地形地勢，衍

生出多樣的巨棲與微棲地環境，蘊藏豐富維管束植物資源。目前依據

過去的 5 篇文獻（王震哲等，2002；王震哲等，2003；王震哲等，2004；
王震哲等，2006；陳君傑，2008），彙整出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維管束
植物名錄，共記錄有 157 科 670 屬 1,516 種，其中包含蕨類 398 種，
裸子植物 12 種，雙子葉植物 852 種和單子葉植物 254 種（表 1）。如
以臺灣植物誌第 2 版第 6 卷（Boufford et al., 2003）所記錄，含原生
種和歸化種臺灣共有 4,399 種維管束植物，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的維管
束植物種類佔全臺的 34％以上，各分類群中又以蕨類資源最為豐富，
佔全臺的 6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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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道杰，2010，彙整農委會 2003-2009年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製圖計畫成果） 

圖 6、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植被面積和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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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道杰，2010，彙整農委會 2003-2009年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製圖計畫成果） 

圖 7、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天然林面積和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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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維管束植物統計表 

分類   流域/引用文獻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 

植物 

單子葉 

植物 
合計 

科 大竹溪* 30 3 99 14 146 
 大竹溪***** 29 4 101 15 149 
 金崙溪** 30 5 98 15 148 
 知本溪流域*** 30 3 98 11 142 
 利嘉溪流域**** 29 4 89 12 134 
  合計 30 6 105 16 157 

屬 大竹溪* 99 3 304 71 447 
 大竹溪***** 96 4 335 93 528 
 金崙溪** 103 6 304 80 493 
 知本溪流域*** 95 4 280 73 452 
 利嘉溪流域**** 91 7 221 48 367 
  合計 117 10 417 126 670 

種 大竹溪* 225 3 487 97 812 
 大竹溪***** 234 5 566 168 973 
 金崙溪** 233 6 503 118 860 
 知本溪流域*** 221 4 462 117 804 
 利嘉溪流域**** 185 7 336 65 593 
  合計 398 12 852 254 1,516 

 

資料來源：*王震哲等（2002）; ** 王震哲等（2003）; ***王震哲等（2004）; ****王震哲

等（2006）; *****陳君傑（2008） 
 

（1）珍稀植物評估 

珍稀植物是保護區中植物資源的重要指標，亦可間接指出本區植

被組成的重要性，了解稀有物種對保護區的保育和經營上具急迫性。

本節根據行政院農委會出版之臺灣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呂勝由、

林明志，1996；呂勝由、邱文良，1997，1998，1999；呂勝由等，2000；
呂勝由等，2001）進行稀有植物評估，其參照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
育聯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Nature, IUCN）
的物種保育等級為準則，主要根據物種族群數、地理範圍、成熟個體

數和幾年或幾個世代後的滅絕機率，將物種區分成完全絕滅（extinct, 
EX）、野外絕滅（extinct in the wild, EW）、嚴重瀕臨絕滅 （critically 



19 
 

endangered, CR）、瀕臨絕滅（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低危險（lower risk, LR）、無適當資料（data deficieNT, DD）、
未評估（not evaluated, NE），其中低危險等級再分為依賴保育
（conservation dependeNT, CD）、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和
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 LC）3等級。另外，亦輔以 Flora of Taiwan
第二版第六卷所評估之稀有的特有種植物，分為瀕臨滅絕

（endangered）、受威脅（threatened）、稀有（rare）、疑問狀態
（questionable status）4 種等級，記錄本區稀有的特有種（Edi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lora of Taiwan, 2003）。 

彙整本區各流域之植被研究（王震哲，2002、2003、2004、2006）
及大里力山區（金崙溪流域和大竹溪流域間的山系）（陳君傑，2008）。
以行政院農委會出版的臺灣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記錄嚴重瀕臨絕

滅（CR）3種、瀕臨滅絕（EN）9種、易受害（VU）29種、接近威
脅（NT）14種、無適當資料（DD）1種、暫無危機（LC）1 種；依
Flora of Taiwan 稀有的特有種植物評估，記錄瀕臨滅絕（I）2 種、接
近威脅（II）12 種、稀有（III）14種和疑問狀態（IV）4種。合計本
區共 72 種珍稀植物，包含蕨類 26種，裸子植物 5種，雙子葉植物 37
種及單子葉植物 4種。 

下表 2呈現本區特稀有植物種數與比例，珍稀植物屬於臺灣特有
種有 35 種，佔 48.6%，其中稀有蕨類植物特有率最低，僅 11.5%，裸
子植物特有率達 80%，被子植物特有率達 68.2%。蕨類植物特有比例
在世界各地均比開花植物低，因為其孢子容易隨風遠距離散播。另外

本區保存了許多分布狹隘的特稀有植物，如臺灣穗花杉、灰背櫟、波

葉櫟、臺灣野牡丹藤、恆春紅豆樹等，這些物種多數僅分布於北大武

山以南至恆春半島的山區，而恆春半島相較於本區森林，面積較狹窄

且人為干擾較多，顯示本區在這些稀有物種保育上能提供較佳的生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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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特稀有植物種數與比例統計表 

 
 

本區為臺灣保存重要珍稀植物，應優先針對嚴重瀕臨絕滅和瀕臨

滅絕的珍稀植物擬定監測計畫，調查族群變數、環境變數、重大天災、

遺傳變數等資料。取得足夠的生態資料後，進行族群存續分析，預測

族群可能的變動情形，或調整可能影響的參數，找出本區維持珍稀植

物族群應該從事或避免的方向，以自然科學的角度客觀調整植物的保

育策略。以裸子植物為例，除了臺灣穗花杉與臺灣油杉為文化資產保

存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臺灣油杉於2019年解除指定）外，調查顯
示本區亦可能為紅檜、臺灣五葉松與臺灣鐵杉於臺灣分布的南界，由

此可見自然保留區內的金崙溪流域一帶山區是中央山脈地區北溫帶

與熱帶、亞熱帶裸子植物的分界（王震哲等，2006）。透過確認此類
具有指標性物種的分布地點，將有助於長期的生態監測。 

（2）臺灣穗花杉和臺灣油杉現況 

本區稀有植物當中臺灣特有種的臺灣穗花杉（Amentotaxus 

formosana）臺灣特有變種的臺灣油杉（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formosana）為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的珍貴稀有植物，依據歷年調查研

究結果顯示，臺灣穗花杉分布於大武事業區第 19、24 林班、臺灣油
杉分布於大武事業區第 30 林班，二種稀有植物天然更新情形不良，
每年除持續辦理清查工作外，未來將委託學術單位進行研究，配合大

武事業區臺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及大武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做為科

學研究與生態及物種保育等用途，以保育臺灣南部的珍貴稀有植物及

其生態系。 
  

 

分類群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合計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珍稀植物種數 26 5 
41 

72 
37 4 

特稀有植物種數 3 4 28 35 

珍稀植物特有比例 11.5％ 80.0％ 68.2％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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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外來植物 

外來植物方面依據調查文獻資料僅大竹溪和金崙溪流域發現小

花蔓澤蘭和香澤蘭兩種外來入侵植物，調查結果顯示，兩種植物均侷

限分布於溪流中下游河岸和林緣環境，此外本區外圍之低海拔地區已

有銀合歡入侵；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多數區域森林結構完整，上述外來

植物入侵不易，暫無立即危害之可能，宜持續監測其族群變化。 

 

（三）國家重要濕地（小鬼湖重要濕地（國家級）） 

區內包含有小鬼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係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內

原始的高山湖泊，座落於中央山脈南段海拔 2,050 公尺處。南面有知
本主山（2,229 公尺），北面有大埔山（2,378 公尺），屬屏東林管處
屏東事業區第 25 林班，行政管轄為臺東縣卑南鄉，與大鬼湖相同均
為魯凱族聖地；小鬼湖為東南－西北走向，長約 800 公尺，最大寬度
113公尺，周長 1.99 公里，平均水深 0.76 公尺，最深處 1.5 公尺。水
源來自周遭山林流水，湖水往西邊流出成為高屏溪支流隘寮北溪之源

頭，在原始林因林業發達而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小鬼湖周遭係少數尚

未受到砍伐破壞，除了保有重要珍貴高山湖泊生態，亦為野生動物重

要水源來源，因此提供了野生動物優良的棲地環境與食物來源，而小

鬼湖及其周遭亦經內政部依濕地保育法設立「小鬼湖重要濕地」（國

家級）。（內政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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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內莫拉克颱風崩塌地及人工復育圖 
註：圖中紅、綠、黃等色代表 99-103年間之人工復育造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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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環境 

（一）交通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涵括利嘉溪、知本溪、太麻里溪、金崙溪

及大竹溪等五大溪流流域，區內山高水急，地形大多為峭壁陡坡，地

勢險峻，除靠近原保地之林班可利用產業道路進出外，多數的森林仍

維持天然原始狀況，尤其在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保留區內之崩塌
情形嚴重，均須徒步涉水方能進入保留區內。 

保留區內之巴油池（小鬼湖）早期由屏東縣霧臺鄉三地門進入，

目前車輛已無法通行。比魯溫泉早期由臺東縣太麻里鄉進入原住民鄉

金峰鄉嘉蘭村後徒步涉水可達，都飛魯溫泉則需沿金崙溪進入，車行

至山豬籠再徒步涉水進入。保留區內目前的多條登山路線原則上林道

多數毀損，以徒步進入為主。 

 

（二）鄉鎮村落 

本保留區行政區域包括了臺東縣金峰鄉、卑南鄉、太麻里鄉、達

仁鄉及屏東縣霧臺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及春日鄉等部分區域，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附近所居住之原住民族以魯凱族及排灣族居多，均

以卑南主山、南、北大武山及知本主山之山區為主要分布區域，居住

於海拔三百至一千公尺之間地區。魯凱族約三千餘人集中在屏東縣霧

臺鄉及臺東縣東興村，排灣族約四萬人分佈在屏東縣之三地、瑪家、

泰武、來義、春日等五鄉及臺東縣之金峰、達仁及太麻里等三鄉，目

前有魯凱族部落議會宣示其傳統領域之範圍，其中包含本自然保留區

北部區域、北大武山區、雙鬼湖等區域，宣示之領域共占保留區 15,101
公頃，在臺東縣東興村之達魯瑪克部落則視小鬼湖周遭一帶視為其民

族聖地；未來是否有其他民族之傳統領域與保留區重疊，尚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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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魯凱族民族議會宣示之傳統領域範圍圖 

資料來源：屏東縣霧臺鄉公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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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 

金峰鄉總戶數 1,203 戶，人口 3,727 人，卑南鄉戶數 6875 戶，人
口 16,824 人、太麻里鄉戶數 4,819 戶，人口 10,778 人、達仁鄉戶數
1,451戶，人口 3,504 人及屏東縣霧臺鄉戶數 1,100 戶，人口 3330 人、
瑪家鄉戶數 2,115 戶，人口 6,809 人、泰武鄉戶數 1,442 戶，人口 5,358
人、來義鄉戶數 2,284戶，人口 7,453 人及春日鄉戶數 1,462 戶，人口
4,901人（統計至 2022年 7月）。 

四、威脅壓力、定期評量及因應策略 

（一）面臨威脅 

1.巡護可及性低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涵括利嘉溪、知本溪、太麻里溪、金崙溪

及大竹溪等五大溪流流域，區內山高水急，地形大多為峭壁陡坡，地

勢險峻，人員巡護有一定的困難度，除靠近原保地之林班可利用產業

道路進出外，且保留區內之崩塌情形嚴重，均須徒步涉水方能進入保

留區內，雖然在巡護、監測、調查工作需要增加時間與成本，但不便

利的交通，也有一定程度的防止人為進出保留區功用。 

2.不法行為難監控  

（1）非法狩獵及採集 

保留區內五條溪流流域河床寬闊，具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周

遭部落所依賴的傳統領域與保留區範圍重疊（圖9）。地區偏遠，不易
掌握該地區之非法狩獵與採集陸域動植物、河域魚蝦蟹等的行為，對

保留區存在著威脅與壓力。 

（2）人類入侵與干擾 

本保留區偶有民眾非法進入進行遊憩活動，早期比魯及都飛魯溫

泉在假日之中吸引人潮前往，單日內非法進入保留區的車輛常常多達

上百輛，雖然本處於 104 年度開出重罰，非法入山情形已有明顯降低，
惟因本保留區地處偏遠，導致巡護不易，目前保留區仍存在非法進入

的壓力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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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來入侵物種 

外來入侵物種動物方面外來種僅有魚類，目前於金崙溪、大武溪

有臺灣石魚賓與臺灣馬口魚兩種，其存在可能對當地原有的魚類群落

產生衝擊，而魚種之間的掠食或競爭亦可能對當地原生魚種造成負面

影響而壓縮東部固有魚種生存空間；植物部分發現有小花蔓澤蘭、香

澤蘭等二種外來入侵植物，以及保護區外圍有銀合歡入侵，未來需持

續監測。 

4.本土問題物種 

2016 年 3 月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內金崙溪溪床上，陸續發生水鹿
或山羌遭遊蕩犬隻攻擊情事，並於前述區域發現野生動物遺體，經持

續觀察結果尚屬個案問題，惟對保留區之野生動物仍有存在之壓力與

威脅。 

資料來源：網路東森新聞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31/672588.htm 

5.垃圾與廢棄物 

保留區內壓力來源之一是非法遊憩活動，因非法遊憩活動所帶來

的垃圾與廢棄物，直接對利用水域的哺乳動物或溪澗鳥形成干擾，而

車隊沿河床溯行，車輪翻攪底質，更造成河水極度混濁，破壞水底棲

地環境，不僅對水域生物造成傷害，更對枯水季節繁殖的魚種造成衝

擊。部份缺乏公德心的駕駛人直接在河床上更換零件或機油，逸流的

油料與棄置河床的垃圾或零件，造成自然環境的嚴重污染。而且車隊

宿營時進行的炊事活動，亦可能對保留區的森林釀成災害。 

 

（二）定期評量分析 

依據盧道杰（2010）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全區經營管理座談會會議
資料中指出，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所面臨的威脅與壓力，共有 10 種主
要因素，在自然因素方面：（1）天災；（2）外來種；在人為因素方
面：（3）違法獵捕、盜伐、採集與漁撈；（4）自然資源使用衝突；
（5）開發壓力；在經營管理方面：（6）保留區位置的設計與規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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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7）人力不足；（8）缺乏系統性資料調查及相關研究；（9）保
留區管理和部落需求的落差；（10）政府水利工程造成溪流生態衝擊。
又依據 2016 年盧道杰於大武工作站舉辦之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經營管
理效能評量工作坊指出有 6 種之主要威脅包括非法狩獵、非法採集、
遊憩活動－吉普車進入、溪流外來種入侵、本土種問題-流浪狗追逐水
鹿、遊憩留下之垃圾等問題，並依據表 3 料顯示除了狩獵問題係有持
續增加之趨勢外其餘問題呈現持平及減少之趨勢，則狩獵問題可能為

本區最大問題，經前後兩次評量比對，自然因素有外來種的問題，人

為因素有狩獵、自然資源使用衝突，經營管理上在近期則轉為遊憩之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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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之壓力與威脅分析 

壓力項目 

狩獵與

採集陸

域動物 

採集陸

生植物 

不法行

為難監

控 

外來入

侵物種 
本土問

題物種 
垃圾與

廢棄物 

非法狩

獵 

非法採

集慣俗

植物 

遊憩活

動及吉

普車進

入 

溪流外

來入侵

種 （臺
灣石魚

賓） 

流浪狗

追水鹿 

遊憩活

動留下

的垃圾 

過去五年趨勢 ＋ 0 － 0 0 － 
範圍方面  
到處都是 
（>50%）       

大範圍擴散 
（15~50%）       

散佈 
（5~15%） V      

僅止於某處 
（<5%）  V V V V V 

威脅程度： 
嚴重 （4）、
高 （3）、普
通 （2）、輕
微 （1） 

2 1 2 1 1 1 

威脅的持續性  
永久不變 
（>100 年）       

長時間 
（20~100 年）       

中期 
（5~20 年） V V V V V V 

短期（<5 年）       
符號說明：＋增加；－遞減；0持平 

（資料來源：參考 105.8效能評估工作坊會議紀錄） 

（三）因應策略：回應威脅壓力的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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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及壓力依據 2016 年之經營管理效能評量之資料為主要參考，
並針對相關威脅壓力作以下對策： 

1.巡護可及性低之部分，由於本區交通不便，地理環境成為本區最大的
交通阻礙，相反的也成為保護該區最好的屏障，使得遊憩之壓力降低，

除了每月固定巡護工作外，並將定期組織特遣隊深入全區做巡護工作，

亦配合環境宣導、輔導部落社區（如達魯瑪克將小鬼湖視為其傳統聖

域）加入巡護工作。 

2.關於潛在的非法狩獵及採集問題，原先狩獵、採集必須以為傳統祭儀
之理由來申請，然現行法規則已放寬至自用，即原住民族不用於特定

季節才能申請，此將大大降低原住民非法行為提升狩獵、採集之合法

性。將來目標則著重於釐清原住民現今狩獵區域與保護區具重疊之地

區，並且深入瞭解其近代狩獵現況，與探討狩獵合法申請、商業性狩

獵、狩獵習慣與場域等議題），並輔導社區以強化完成狩獵申請程序、

依規定申請進入本保留區等宣導工作。 

3.本保留區偶有民眾非法進入進行遊憩活動，尤其比魯及都飛魯溫泉所
在地區，然歷經天災及本處大力執法之下，非法入山情形已有明顯降

低，惟因本保留區地處偏遠，巡護不易，目前保留區仍存在非法進入

的壓力與威脅，期望能加強該地區巡護並與當地社區建立通報機制，

以杜絕非法入境之情形。 

4.外來入侵物種動物方面外來種僅有魚類，目前共有6種西部引進之外
來魚種，並分布於保護區5座溪流中，依據王震哲2006年調查顯示，目
前於大竹溪及金崙溪外來魚種影響較為明顯，但大竹溪僅在河口附近

有此情形，故金崙溪應為監測、調查之重點，將持續進行監測及調查

其餘溪流亦同；外來入侵種植物部分，就研究及相關調查顯示尚未有

明顯影響，則將持續監測，如有發現影響加劇之情形時適時進行移除

工作。 

5.本土問題物種（遊蕩貓犬）：遊蕩犬隻攻擊原生動物的事件目前僅在
特定地區（金崙溪溪床）發現，目前認為屬偶發之事件。此外，遊蕩

貓隻對野生動物的影響雖然並不顯著，但貓仍然是小型動物的掠食者，

光是在美國及澳洲一年就有數10億隻的鳥類因為貓的捕食而命喪黃泉。
遊蕩貓犬與原生種的衝突是否為常規發生仍需長期監測觀察，如經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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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發現事件仍頻傳，則將針對發生熱點進行犬貓驅離或捕捉工作。 

6.垃圾與廢棄物本項多屬非法遊憩所帶來之問題，保留區不開放做遊憩
使用，仍有不法份子未經許可非法入境，但因保留區域廣大造成查緝

的困難度，故避免本項問題主要因素在於防範非法入境，除了現有人

力外、加強附近周遭社區通報機制，與周遭部落建立共同巡護之作業，

進而降低本區人力吃緊問題，並透過環境教育宣導建立與民眾共同維

護山林之目標。     

 
重要工作項目 細項 因應的壓力與威脅 

傳統自然資源合

理利用 

瞭解部落近代狩獵現況與場域

（狩獵合法申請、商業性狩獵、

狩獵習慣與場域等議題） 潛在的非法狩獵及採集 
輔導社區以強化完成狩獵申請

程序 
部落傳統文化狩獵量與生物可

利用量之調查研究 
持續監測調查與監測 

動、植物資源於原住民傳統文

化生計上之角色調查研究 

自然資源的調查

及監測 

原生重要物種（珍稀植物、保育

類動物等）持續調查及監測 持續監測調查與監測 

外來種調查及監測 

巡護管理 

每月固定巡護工作 
巡護可及性低、人類入侵

與干擾、本土問題物種、垃

圾與廢棄物 
重點及次要巡護路線規劃及加

強辦理森林巡護任務編組特遣

隊清查工作 

巡護可及性低、人類入侵

與干擾、本土問題物種、垃

圾與廢棄物 

監管儀器科技化（紅外線相機、

微型攝影機及 UAV） 
巡護可及性低、人類入侵

與干擾、 

建立社區巡護或通報機制 
巡護可及性低、不法行為

難監控、人類入侵與干擾、

垃圾與廢棄物 

經營管理 
環境教育宣導及執行 巡護可及性低、人類入侵

與干擾、垃圾與廢棄物 

取締非法行為 
人類入侵與干擾、垃圾與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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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維護及管制 

一、管制事項 

（一）申請進入依據 

1. 為配合環境教育需要，本處自 2001 年起開放民眾申請進入比魯溫泉、
都飛魯溫泉，因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影響，於 2010 年起不再受理環境教
育之需要申請案件。目前保留區全區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管制事

項，嚴格限制一般遊憩活動之引入，本期計畫改採不分區方式辦理，禁

止改變或破壞保留區原有自然狀態。 

2. 本自然保留區範圍非常大，因天然資源豐富，整體而言其防禦能力相當
脆弱，進出管制作為實屬必要。 

（二）申請進入許可條件 

依據 2006 年 1 月 6 日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之「申請進入自然保
留區許可辦法」第 2 條規定，下列情形使得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1. 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祭典之需要。 

2. 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為學術研究之需要。 

3. 相關團體為環境教育之需要。 

4.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特殊需要。 

5. 申請進入程序：如符合以上四項情形，可至林務局「自然保護留區進入
申請系統網站」https://pa.forest.gov.tw ），依規進行線上申請進入自然保
留區作業。 

（三）承載量管制 

依據 2006 年 1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之「申請進入
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第 4條規定作以下管制： 

1. 申請許可進入自然保留區當日若遇天然災害（如火災、颱風、疫病
及生物危害等）、臺東縣內機關停止上班或道路崩塌時，為求安全，

本自然保留區將視必要性宣布暫時關閉。已申請許可進入者，應重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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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區對進入之人員採行嚴格限制，僅允許學術及供原住民為傳統祭
儀之需進入，故在範圍上仍以全區為許可範圍，進入人數上則視學

術及傳統祭儀需求之情況許可進入，當日進入人員額最高上限不超

過 100人。 

（四）自然保留區內容許之行為 

1. 經申請許可之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典活動。 

2. 經申請許可之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工作。 

3. 經申請許可之相關團體環境教育活動。 

申請進入本自然保留區進行原住民族傳統祭典活動，應依 101 年
6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11700413 號令、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原民經字第 10100252701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之「原住民
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 

（五）自然保留區內禁止之行為 

1. 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2. 非本自然保留區原有動植物。 

3. 採集標本。 

4. 在自然保留區內喧鬧或干擾野生物。 

5. 於植物、岩石及標示牌上另加文字、圖形或色帶等標示。 

6. 擅自進入指定地點以外之區域。 

7. 污染環境，丟棄廢棄物。 

8. 其他破壞或改變原有自然狀態之行為。 

（六）小鬼湖重要濕地相關管制 

本區中有內政部依濕地保育法管理之小鬼湖重要濕地（國家級），

小鬼湖周遭共 18.02 公頃之濕地則依下列法規進行相關管制及利用： 

1. 濕地保育法 

2.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6條得為以下利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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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文資源保護措施 

（2）動物資源保護措施，警告、宣導及防護隔離措施 

（3）生態及人文景觀之保育研究 

（4）保護環境必要之保護或治理設施 

（七）其他配合事項 

進入自然保留區人員應隨身攜帶許可文件及身分證明證照，隨時

接受管理機關（構）查驗。 

二、管理維護 

（一）預防外來種入侵 

1. 確實執行申請管制措施 

本自然保留區由於交通不便、進入不易，除加強取締非法入山外，

並加強宣導遊客勿誤闖自然保留區，及有設置告示牌，提醒民眾進入

自然保留區須申請核准。 

2. 外來種入侵監測 

主要重點巡護區為大竹溪及金崙溪之外來魚種，以及現有的外來

入侵種植物分布範圍是否持續擴大，另外可結合學術研究以瞭解本區

是否有無脊椎動物之外來種入侵。 

（二）自然保留區巡視維護 

本期（107-116 年）計畫除規劃加強宣導法令規範外，為保持自
然保留區之自然演替過程，避免人為介入，以利長期監測資料之累積，

巡視維護可視為確保自然保留區內原始狀態之重要工作，故本處指派

專人管理並定期巡邏維護，並給予必要之教育訓練，以有效執行巡視

工作。 

有鑑於保留區地處偏遠，巡護管理採分區方式辦理，主要由大武

工作站 6 名技術士分為三組，執行金峰線（大武事業區第 1-10 林班，
2人）、金崙線（大武事業區第 12-21 林班，2人）及大溪線（大武事
業區第 22-30林班）等三條巡護路線，知本工作站 6名技術士分四條
（臺東事業區部分）巡護路線，並機動配合偏遠巡視並執行森林巡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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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編組特遣隊清查工作，以維護環境及執行基本之資源監測工作，

並於臺灣穗花杉及臺灣油杉種實成熟期加強大武事業區第 19、24 及
30林班巡護次數，未來將鼓勵保留區周邊社區加入巡護及協助通報，
巡護工作並配合現場架設之紅外線照相機（或微型攝影機）進行監控

及利用本處購置之 UAV（無人飛行載具）進行空拍作業，防範不法情
事發生。 

（三）環境教育 

2006 年開始營運之大武山生態教育館，每年皆有上萬人次參觀，
由於保留區地處偏遠，考量環境及成本因素，規劃將保留區相關的環

境教育場域設置於此，作為宣導生態保育成果及公眾溝通窗口。 

本保留區範圍遼闊，轄區自然度高，絕大部分為天然植群，含有

豐富的動植物資源，雖然許多轄內許多區域因坡度陡峭、河川湍急，

導致交通不便，但亦有數條知名登山越嶺路線，例如知本越嶺古道、

北大武山、姑子崙山等。考量本區許多區域可及性低，巡視維護成本

高，學術研究調查之努力量有限，若能夠結合登山團體及自然愛好者

合作，進行森林巡護，除了可防範盜採盜伐之外，並能透過公民科學

的方式，協助植物、鳥類、兩棲、爬蟲、蝴蝶等動物的監測，達到公

眾參與的目的。 

（四）設施維護 

1. 保留區外 

本區涵蓋面積遼闊，入內的路又多，有知本林道、依麻林道、大

溪林道、大武林道及其他鄉間小徑。入口處均未設置管制站，只有設

告示牌。為避免民眾誤闖保留區，目前已加強巡邏及宣導遊客勿進入

保留區，並設置告示設施及布條，提醒民眾進入自然保留區須申請核

准，勸阻誤闖自然保留區之遊客。 

2. 保留區內設施 

為執行保留區之監測及環境教育解說工作，於保留區內適當地點

將設置必要之標示牌、解說牌，並定期三年維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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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災害應變 

依據2006年1月6日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之「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許可辦法」第5條及第6條規定如下： 

第5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災害防救或重大疫病蟲害之緊急處
理，得直接進入自然保留區，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6條  自然保留區有遭受天然、人為或其他不明原因危害或重
大疫病蟲害侵襲之虞時，管理機關（構）得逕行關閉或限制人員進出

自然保留區，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已申請許可進入者，應重新申請。 

是以巡視人員平時應注意可能發生之災害跡象並採取防範措施，

災害發生時立刻處理將受害減至最低並即時通報；災後填具「保護（留）

區重大災害報告表」（附錄）報本處，對於影響區內生態之情形應特

別詳加觀察紀錄以採取適當措施。各重大災害處理原則如次： 

1. 火災 

火災危害自然資源極為嚴重，應加強防範森林火災之發生。火災

防救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森林火災防救工作綱要」處理，

並考量保留區之設立目的及經營管理目標作適當調整。實施對策有： 
(1) 設立消防指揮部，並組成救火隊，施以嚴格編組訓練，組
成機動救火隊，遇有狀況發生時擔任救火先鋒。 

(2) 為建立預警系統與迅速撲救起見，設有無線電中繼站、基
地臺、車裝臺、手提對講機及有線通訊網，以提高救火隊

之機動性及火場指揮能力，並保持器具使用維持堪用狀態。 

(3) 請警察機關加強防止濫伐、燒墾，以免發生森林火災。 

(4) 火災發生之際，視實際情況需要，利用直升機空中觀察火
勢，並指揮救火，以期儘早撲滅及減輕災害損失。 

(5) 視實際需要於保護區邊緣設置防火帶及防火線。 

2. 疫病及生物危害 

臺灣氣候溫暖，相對濕度高，適於動植物病菌及害蟲之棲息與繁

殖，因此病蟲害防治甚為重要，為避免病蟲害因子危害，除加強管理，

經常巡視林地建立預警制度並依據林務局之林木病蟲疫情監測體系

專案計劃，發現病蟲害由工作站填寫林木病蟲害診斷服務申請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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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受害林木樣本逕送林業試驗所以掌握時效，另依據鑑定報告邀請

專家評估是否進行林木疫情之管理與防治，以避免疫情擴大，或任其

自然演替，特定疫情尚需通報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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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颱風 

颱風過後現場巡視員至自然保留區內進行災後調查，將災況報本

處專案處理。 

4. 其他災害 

發現後速通報本處依狀況予以適當處理。 

5. 小鬼湖重要濕地（國家級）應變措施 

參酌小鬼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內政部，2017）
當濕地環境遭受破壞、汙染、水質異常、生物大量死亡等緊急事件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所採取之各種必要措施及恢復措施，防止並減輕對

濕地之影響，將災害分成3種層級並個別成立不同層級之應變措施如
下圖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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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
接獲緊急事件通報

林區管理處(依所轄管理範圍分工)通知相
關機關並派員前往勘查 涉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海

洋油污染、寒害與頻臨絕種保育類
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等事件通知該權
責機關

註:應變層級視濕地管理機關及濕地性質調整

視事件現場狀況啟動
濕地環境監測調查

依法查處並評估是
否需啟動緊急應變

持續監督改善情形
否

是

第一級
林區管理處依所轄管理範圍分工
• 成立應變小組，協調相關機關

應變處理，通知營建署
• 聯繫學術或民間提供應變處理

諮詢
• 協調水閘門控製、環境維護…

第二級
營建署

• 成立應變中心，協調中央
相關機關應變處理，通知
內政部

• 聯繫學術或民間提供應變
處理諮詢

第三級
內政部

• 成立應變中心，協調中央
相關機關應變處理

• 通報行政院
• 聯繫學術或民間提供應變

處理諮詢

影響
擴大

影響
擴大

完成緊急應變處理

對濕地環境影響
原因是否解除

否

是

持續追蹤，監督應
變處理措施並通報

善後復育(經專業評估後遭破壞濕地之棲地營
造、重要物種植物補植、重要物種育苗等)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10、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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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及調查研究 

（一）資源調查與監測 

1. 定期巡護 

每月均有巡護人員前往保留區巡護並進行環境變化觀察紀錄，並

架設紅外線照相機作為協助進出人員監測與觀察保留區內野生動物

資源現況，保留區內亦裝有簡易型之溫濕度紀錄器、雨量筒，作為蒐

集保留區微氣候因子之用，成為保留區長期環境變遷及與其他地區比

較的基準資料。 

2. 賡續長期監測 

(1) 永久樣區與珍稀物種之長期監測 

A. 配合本處各系統及永久樣點進行長期監測（合計 54
處樣點，圖 11）。 

B. 紀錄珍稀植物（臺灣油杉、臺灣穗花杉）時節變化，
於母樹每年結實、小苗發生時期紀錄變化資料；配

合大武事業區臺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及大武臺灣

油杉自然保護區來執行有必要之相關科學研究，以

共同保育珍稀植物。 

C. 上述資料須結合微氣候環境資料，作為保留區內植
群變化之長期監測。 

D. 與登山團體及自然愛好者合作，透過公民科學的方
式，協助植物、鳥類、兩棲、爬蟲、蝴蝶等動物的

監測，達到公眾參與的目的。 

(2) 外來種調查及監測 

主要重點巡護區域為大竹溪及金崙溪之外來魚種（臺灣石魚賓、

臺灣馬口魚），以及現有的外來入侵種植物分布範圍是否持續擴大，

或保留區鄰近地區之外來種植物是否有入侵趨勢，並擴大調查無脊椎

動物外來種在本區的現況。 

3. 保護區周遭之原住民部落 

輔導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之東、西魯凱族及排灣族原住民部落完成

狩獵申請程序、協助山林巡護或通報機制與其他能促進生態保育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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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深入瞭解部落近代狩獵現況及其延伸議題、部落狩獵量與生物可

利用量、動植物資源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生計上之角色，把握與部落共

同合作之機會，以達永續利用及保育之目標。 

4. 學術研究調查 

加強辦理保留區內之學術研究調查，針對本保護區範圍涵蓋文化

資產保存法所公告之珍稀物種-臺灣油杉、臺灣穗花杉，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告之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熊，必須詳加至制定原生重

要物種的持續調查及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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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永久樣區分布圖（臺東林區管理處 105 年 12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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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需求經費及內容 

表 4、112-121年度經費需求表 

工作項目 後續作法與預算 單位：千元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117
年度 

118
年度 

119
年度 

120
年度 

121
年度 

工作內容說明 

1.巡護管制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本區屬大武工作站、知本工作站林班巡護範圍，現有巡

護人力 12名，大武工作站 3組、知本工作站 3 組共 6組
巡視，每月定期執行巡護及查緝工作，每年約需 300千
元。 

2.
資
源
調
查
與
監
測 

A.永久樣區監
測 

   100 100    100 100 
設置溫濕度計、雨量計長期紀錄保留區內為環境資料。 

B.保留區內
動、植物調查

及監測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以委託研究之方式進行動植物資源調查及原住民族利

用動植物調查，並整合先前利嘉溪、知本溪、大麻里溪、

金崙溪、大竹溪等流域調查結果，以呈現整個大武山自

然保留區之資源調查，於五年內完成 1次調查。 
C.部落調查、
林業經濟、生

態旅遊參與式

行動研究、山

村綠色經濟永

續發展計畫  

4,500 4,500 350   4,500 4,500 350   
以在地為基礎的參與式自然資源管理模式，幫助山村部

落傳統知識之保存與推廣應用，並進行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鄰近之原民部落傳統文化、狩獵活動及範圍調查，結

合在地文化、藝術、農林及生態旅遊，共計3年9,350千
元。 

D.外來物種之
監測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區內溪流之外來魚種（臺灣石魚賓、臺灣馬口魚），以及

進出保留區主要步徑上之外來種植物的分布範圍觀察

與紀錄，如有需要則進行移除外來種動植物之作業。 
E.運用衛星影
像進行保留區

內前後期之影

    500     500 
以委辦方式進行運用衛星影像進行保留區內崩塌地判

釋及植生復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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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後續作法與預算 單位：千元 
像判釋工作 

3.環境教育與設施
維護 

390 230 530 530 290 390 230 530 530 290 1. 每 3年進行 1次牌示系統更新及維護共需 100千元。 
2.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溫濕度計、雨量計等監測器材維
修換新、及公務汽機車養護，每年約計 150千元。 

3. 辦理解說志工訓練、環境教育推廣活動每年約 80千
元。 

4. 製作自然保留區解說教材及宣傳手冊（摺頁）約 60
千元。 

5. 大武山生態教育館有關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之展示場域
規劃設計及施作 112-121 年約 1,000千元。 

總計 5,240 7,080 3,230 2,980 1,240 5,240 7,080 3,230 2,980 1,240 本計畫總預算為 39,54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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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計畫工作內容 

目標 工作項目 細部內容說明 

目標一： 
生態及物種保育 

保留區調查監測 

設立植物永久調查樣區、設立野生動物紅

外線照相機樣區、設置溫濕度紀錄器、每

月物候紀錄，並進行全區大尺度資源調

查。 

保留區巡護 
每月至少執行 1 次 2 天 1夜巡護，每年執
行 2-3次 5-7天森林巡護任務編組特遣隊
清查工作。 

外來物種監測工作 
如發現外來種動植物，應予紀錄並辦理監

測工作。 

目標二： 
部落傳統文化保存 

使在地部落與保留

區之連結 

瞭解部落近代狩獵現況，協助合法狩獵申

請程序。 
加強與在地部落互動，輔導加入保留區巡

護計畫。 

收集林業文化、經濟及在地植物故事，瞭解

部落傳統文化需求-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周遭
原民部落植物利用文化保存與生物多樣性

維護之關係，並進行林下經濟規劃讓部落

共同參與。 
規劃自然保留區周遭生態旅遊路線，辦理

生態旅遊踩線活動，輔導從事部落生態旅

遊導覽者。 

目標三： 
學術研究 

配合本處永久樣區

復查工作進行監測

動、植物情形 

委託學術單位： 
進行保留區內動、植物調查及監測。 

民族動植物調查 動、植物資源於部落傳統文化、生計上之角

色，自然資源合理利用之調查調查研究。 
運用衛星影像進行

保留區內前後期之

影像判釋工作 

委託學術單位： 
運用衛星影像進行保留區內崩塌地判釋及

植生復育情形。 

目標四： 
環境教育 

自然生態展示館的

經營管理 

於大武山生態教育館規劃相關資料展示並

配合調查計畫，於訂定新計畫書時更新展

示資料。 

環境教育資源的建

置和維護 

收集、統計相關活動資訊 
保留區解說志工及環教人員培訓。 
解說與教材的建置與維護。 
保留區環境教育進入申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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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委託管理規劃 

  本自然保留區所坐落土地之使用人、管理人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目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0條第 2項「自然地
景得委任、委辦其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登記

有案之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之規定，委任下屬機關「臺東林區

管理處」進行管理維護工作，臺東林區管理處並依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1996年 4月 3日農林務字第 0951700395號函之授權，代為
決行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之許可暨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7 條
第 1項第 4款及第 98條之行政處分事項。 

陸、 其他相關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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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一、重大災害表 

臺東林區管理處  _____________工作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保護（留）區重大災害報告表 

災害種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地    點  發現日期     月    日    時 

發 現 者  

災害發生原因  

範圍          

（面積公頃） 

 

 

受災情形概述 

（數量） 

 

 

 

 

處理經過 

 

 

 

 

預期對區內生態

影響 

 

 

 

備註 

 

 

 

製表              承辦員                  工作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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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公告函（民國 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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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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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四、修正「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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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植物名錄 

（一）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保育類物種名錄 

特有種：◎臺灣特有種 

        ○臺灣特有亞種 

保育類：Ⅰ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Ⅱ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Ⅲ表示其他應給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1、魚類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

種 

保育

類 

爬鰍科 Balitoridae 

1 臺東間爬岩鰍 Hemimyzon taitungensis ◎ Ⅱ 

 

2、兩棲動物 

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

種 

保育

類 

山椒魚科 Hynobiidae 

1 臺灣山椒魚 Hynobius formosanus ◎ I 

樹蛙科 Rhacophoridae 

2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 Ⅱ 
 

3、爬蟲類 

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

種 

保育

類 

蝮蛇科 Viperidae 

1 百步蛇 Deinagkistrodon acutus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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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菊池氏龜殼花 Trimeresurus gracilis ○ Ⅲ 

蛇蜥科 Anguidae 

3 哈特氏脆蛇蜥 Dopasia harti   Ⅱ 

黃頷蛇科 Colubridae 

4 黑眉錦蛇 Elaphe taeniura ◎ Ⅲ 

5 鉛色水蛇 Hypsiscopus plumbea  Ⅲ 

正蜥科 Lacertidae 

6 梭德氏草蜥 Takydromus sauteri ◎ Ⅲ 
 

4、鳥類 

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鷹科 Accipitridae 

1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 Ⅱ 

2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 Ⅱ 

3 熊鷹 Spizaetus nipalensis  Ⅰ 

4 林鵰 Ictinaetus malayensis  Ⅱ 

5 松雀鷹 Accipiter virgatus fuscipectus ○ Ⅱ 

6 黑鳶 Milvus migrans  Ⅱ 

7 澤鵟 Circus spilonotus  Ⅱ 

8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Ⅱ 

10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Ⅱ 

雉科 Psianidae 

11 臺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 Ⅲ 

12 藍腹鷴 Lophura swinhoii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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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13 黑長尾雉 Syrmaticus mikado ◎ Ⅱ 

14 環頸雉 Phasianus colchicus ◎ Ⅱ 

鴟鴞科 Strigidae 

15 領角鴞 Otus bakkamoena ○ Ⅱ 

16 鵂鶹 Glaucidium brodiei ○ Ⅱ 

17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hambroecki ○ Ⅱ 

18 褐林鴞 Strix leptogrammica  Ⅱ 

19 褐鷹鴞 Ninox japonica  Ⅱ 

20 灰林鴞 Strix nivicolum  Ⅱ 

21 黃魚鴞 Ketupa flavipes  Ⅱ 

22 褐鷹鴞 Ninox japonica  Ⅱ 

啄木鳥科  Picidae 

23 大赤啄木 Dendrocopos leucotos ○ Ⅱ 

24 綠啄木 Picus canus  Ⅱ 

鴉科 Corvidae 

25 臺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 Ⅲ 

山雀科 Paridae 

26 煤山雀 Periparus ater ○ Ⅲ 

27 青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 Ⅲ 

28 黃山雀 Parus holsti ◎ Ⅱ 

29 赤腹山雀 Sittiparus castaneoventris ◎ Ⅱ 

鵯科 Pycnonotidae 

30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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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鶲科Muscicapidae 

31 鉛色水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 Ⅲ 

32 黃腹琉璃 Niltava vivida ○ Ⅲ 

33 栗背林鴝 Tarsiger johnstoniae ○ Ⅲ 

34 小剪尾 Enicurus scouleri ○ Ⅱ 

35 白尾鴝 Cinclidium leucurum montium ○ Ⅲ 
鶇科 Turdidae 

36 白頭鶇 Turdus poliocephalus ◎ Ⅱ 
八色鳥科 Pittidae 

37 八色鳥 Pitta nympha  Ⅱ 
雁鴨科 Anatidae 

38 鴛鴦 Aix galericulata  Ⅱ 

噪眉科 Leiothrichidae 

39 棕噪眉 Ianthocincla poecilorhyncha ○ Ⅱ 

40 畫眉 Garrulax canorus  Ⅱ 

41 紋翼畫眉 Actinodura morrisoniana ◎ Ⅲ 

42 臺灣白喉噪眉 Ianthocincla ruficeps ◎ Ⅱ 

43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 Ⅲ 

44 黃胸藪眉 Liocichla steerii ○ Ⅲ 

山椒鳥科 Campephagidae 

45 花翅山椒 Coracina macei  Ⅱ 

黃鸝科 Oriolidae 

46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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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 有

種 

保 育

類 

47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Ⅱ 

伯勞科 Laniidae 

48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Ⅲ 

繡眼科 Zosteropidae 

49 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 Ⅲ 

戴菊科 Reguliidae 

50 臺灣戴菊 Regulus goodfellowi ○ Ⅲ 
 

5、哺乳類 

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

種 

保育

類 

穿山甲科 Manidae 

1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 Ⅱ 

貓科 Felidae 

2 臺灣雲豹 Neofelis nebulosa brachyura  Ⅰ 

3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Ⅰ 

貂科 Mustelidae 

4 黃喉貂 Martes flavigula chrysospila ○ Ⅲ 

靈貓科 Viverridae 

5 麝香貓 Viverricula indica pallida ○ Ⅱ 

鹿科 Cervidae 

6 水鹿 Rusa unicolor swinhoei ○ Ⅱ 

牛科 Bov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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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野山羊 Naemorhedus swinhoei ◎ Ⅱ 

熊科 Ursidae 

8 臺灣黑熊 Selenarctos thibetanus 

formosanus 

○ Ⅰ 

貂科 Mustelidae 

9 水獺 Lutra lutra chinensis  Ⅰ 

獴科Mongooses 

10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III 

特有種：◎臺灣特有種  

        ○臺灣特有亞種 

保育類：Ⅰ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Ⅱ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Ⅲ表示其他應給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二）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保育類動物分布流域 

魚類 保育等級 
大竹溪 金崙溪 太麻里溪 知本溪 利嘉溪 保留區內未

分區資料 

臺東間爬岩鰍 Ⅱ V  V V V  

兩棲類        
橙腹樹蛙 Ⅱ V V  V   

臺灣山椒魚 Ⅰ      V 

爬行類        
百步蛇 Ⅱ V V  V   

菊池氏龜殼花 Ⅲ V  V    

哈特氏脆蛇蜥 Ⅱ      V 
黑眉錦蛇 Ⅲ V V  V   

鉛色水蛇 Ⅲ      V 

梭德氏草蜥 Ⅲ V V  V   
鳥類        

黑鳶 Ⅱ      V 

大冠鷲 Ⅱ V V V V V  
澤鵟 Ⅱ V      
熊鷹 Ⅰ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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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東方蜂鷹 Ⅱ   V    
林鵰 Ⅰ   V    
松雀鷹 Ⅱ   V    
鳳頭蒼鷹 Ⅱ   V  V  
赤腹鷹 Ⅱ      V 
深山竹雞 Ⅲ V V V V V  
藍腹鷳 Ⅱ V V V V V  
黑長尾雉 Ⅱ      V 

環頸雉 Ⅱ V      

黃嘴角鴞 Ⅱ V V V V V  
領角鴞 Ⅱ V   V   

鵂鶹 Ⅱ V V  V V  

黃魚鴞 Ⅱ  V V V   
褐林鴞 Ⅱ  V  V   

褐鷹鴞 Ⅱ      V 

灰林鴞 Ⅱ      V 
烏頭翁 Ⅱ V V V  V  

紋翼畫眉 Ⅲ    V   

白耳畫眉 Ⅲ      V 
黃胸藪眉 Ⅲ      V 

冠羽畫眉 Ⅲ      V 

花翅山椒 Ⅱ   V    
畫眉 Ⅱ  V V V   

鉛色水鶇 Ⅲ V V V V   
竹鳥 Ⅱ V V     
白喉笑鶇 Ⅱ    V   

黃腹琉璃 Ⅲ    V   
臺灣藍鵲 Ⅱ V V V V V  

朱鸝 Ⅱ  V V V V  

黃鸝 Ⅱ      V 
媒山雀 Ⅲ    V V  

青背山雀 Ⅲ    V V  

黃山雀 Ⅱ    V   
赤腹山雀 Ⅱ      V 

大赤啄木 Ⅱ    V V  

綠啄木 Ⅱ      V 
小剪尾 Ⅱ    V   

白尾鴝 Ⅲ    V   

八色鳥 Ⅱ      V 
鴛鴦 Ⅱ      V 

紅尾伯勞 Ⅲ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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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背林鴝 Ⅲ      V 

白頭鶇 Ⅱ      V 

臺灣戴菊 Ⅲ      V 
哺乳類        

穿山甲 Ⅱ V V V V   

石虎 Ⅰ V V     
臺灣雲豹 Ⅰ      V 

黃喉貂 Ⅲ    V V  

麝香貓 Ⅱ   V    
棕蓑貓 Ⅲ V V V V V  

臺灣水鹿 Ⅲ V V V V V  

臺灣野山羊 Ⅲ V V V V V  
臺灣黑熊 Ⅰ    V   

水獺 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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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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