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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蝙蝠廣泛分布於各大地理區，提供許多生態服務，包括種子傳播、害蟲抑

制等。蝙蝠具有多樣的生態性狀，活動於多種不同棲地類型，且不同物種

對於干擾的反應不相同，可做為環境變化的環境指標生物類群。屏東縣春

日鄉石頭營為過去二戰時期的重要軍事建物，隨著時空轉變，該軍事建物

廢棄多年，進而成為蝙蝠棲息的空間。本計畫目的在了解棲息於石頭營碉

堡內及周遭地區的蝙蝠相及物種相對豐富度。本研究自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針對砲陣地 1、2 和司令部等 3 個洞穴棲所進行 6 次的蝙蝠種類及數

量調查，並於乾、濕兩季進行洞穴周遭地區之蝙蝠相調查。結果顯示，3個

洞穴棲所內共記錄到 4種蝙蝠，分別為臺灣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東亞

摺翅蝠和保育類的臺灣無尾葉鼻蝠，其中臺灣葉鼻蝠僅在砲陣地 1、2 記

錄到，臺灣無尾葉鼻蝠則僅在司令部記錄到，並在 10月時族群數量增加。

棲所周邊則記錄到 7種蝙蝠，包括臺灣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東亞摺翅

蝠、高頭蝠、堀川氏棕蝠、東亞家蝠及絨山蝠。2021 年 11 月，在各棲所

主要出入口鋪設砂石以判斷是否有人為干擾，於 12 月調查時發現有人為

干擾但干擾程度不大，然而發現砲陣地 2之棲所出入口前的植被有被大量

修整。整體而言，棲所內的蝙蝠以臺灣無尾葉鼻蝠的族群變動較大、有待

長期監測以了解族群變動的原因，其他物種則是相對穩定棲息於此處。此

外，建議加強宣導非必要應避免進入洞穴以減少對蝙蝠的干擾，棲所周邊

的植被可能會被樹棲型蝙蝠利用作為棲所，應儘量保持完整，維持蝙蝠良

好的棲息及覓食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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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 

屏東縣石頭營遺址蝙蝠族群監測調查計畫 

 

貳、計畫緣起 

全世界約有 6,495種哺乳動物，其中至少有 1,400種的蝙蝠物種，占約

23% (Burgin et al., 2018; Simmons and Cirranello, 2019)。除了極區及部分海

洋的小島以外，世界各地皆可發現蝙蝠的蹤跡。蝙蝠帶給生態系眾多的服

務，包括食果蝙蝠可協助種子傳播授粉、食蟲蝙蝠在農業上的蟲害上控制

都有顯著的重要性(Muscarella and Fleming, 2007; Mass et al., 2016)。不同於

其他哺乳動物，蝙蝠具有長距離移動的能力、有特殊的回聲定位系統

(Denzinger and Schnitzler, 2013)，且許多物種具有休眠或冬眠的生理適應

(Speakman and Thomas, 2003)。蝙蝠種類多，對於環境的變動或人為干擾

非常敏感，但多數蝙蝠一年只產 1 隻幼蝠，族群成長率低(Jones and 

Maclarnon, 2001)，一旦族群遭受重大變故，要回復需要較長的時間；綜合

以上特性，蝙蝠被視為可反映環境變化的良好環境指標生物(Jones et al., 

2009; Russo and Jones, 2015)。 

蝙蝠類群具有多樣的生態性狀，多樣的回聲定位結構(Schnitzler and 

Kalko, 2001)、翼展型態(Norberg and Rayner, 1987)、覓食策略(Schnitzler et 

al., 2003; Denzinger and Schnitzler, 2013)或移動能力等(Schnitzler et al., 2003; 

Jung and Kalko, 2010)，因此蝙蝠所能夠活動的地景結構與物種本身的生態

性狀有所關聯(Jong and Ahlen, 1991)，如空中捕食(aerial hawkers)的蝙蝠類

群傾向在空曠或低植被密度處活動，且會被高密度的昆蟲量吸引，而利用

撿拾(gleaning)方式覓食的蝙蝠多活動於森林邊緣或內部，較不會受到成群

的昆蟲吸引(Müller et al., 2012; Fuentes-Montemayor et al., 2013)。另一方面，

有能力快速飛行的蝙蝠物種，能夠橫跨大範圍或不合適的地景結構；反之，

慢速飛行的蝙蝠物種，則只能受限活動於特定位置，往往是比較敏感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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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Stone et al., 2015)。簡而言之，不同蝙蝠物種的活動分布受到生理限制

(如超音波、翼展型態)、環境結構及食物資源等所影響，因此不同棲地類

型會有不同的蝙蝠群聚組成，對干擾的反應程度也不相同。 

蝙蝠夜間在外活動及覓食，白天則待在日棲所。日棲所是蝙蝠進行包

含休眠、冬眠、撫育子代、躲避天敵及社會活動的場所，因此日棲所的品

質對蝙蝠來說相當重要。蝙蝠所使用的日棲所可分為兩大類型，一為穩定

的棲所，可長期的棲息於此處，如洞穴、建築物、樹洞等，另一為不穩定

的棲所，須定期更換、尋找合適的棲所，如枯葉、葉片等。不同的蝙蝠物

種，對於棲所的需求不盡相同(Churchill et al., 1997)，如環境因子中的濕度、

溫度、光照等(Sedgeley et al., 2001)；即使同一物種不同性別，也會因不同

的生理需求而影響其對棲所的偏好，例如生殖季時母蝠傾向使用相對溫暖

的棲所，以利體溫調節和幼蝠發育(Kerth et al., 2001; Dietz and Kalko, 2006)，

雄蝠則傾向使用溫度較低的棲所並較頻繁的進行休眠，以節省能量支出

(Johnson and Lacki, 2013)，而非繁殖期的冬季許多蝙蝠會遷移到較寒冷的

地區，進入長時間的冬眠。 

日治時期屏東為重要的戰略位置，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實行的臺

灣島築城計畫，於全島佈下多個防空要塞。位於春日鄉的石頭營碉堡是其

中幾個保存較為完整的軍事遺留建物，由於時空的轉變，這些軍事遺留建

物多已棄置未使用，成為野生動物可棲息隱蔽的場所，其中蝙蝠類群常被

發現於該類場域。關於該處的蝙蝠物種的族群變化和活動範圍，目前所知

不多，根據 2020年 11月的現勘調查發現有 3種洞穴蝙蝠利用，分別是臺

灣小蹄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約 100 隻、臺灣葉鼻蝠(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共約 800 隻和臺灣無尾葉鼻蝠 (Coelops frithii 

formosanus)5 隻。其中，臺灣無尾葉鼻蝠為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所公

告的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並在「2017 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

中被列為國家易危(Nationally Vulnerable, NVU)類別(鄭錫奇等，2017)，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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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針對該物種僅有零星的調查資料(方引平、鄭錫奇，2011；周政翰，2017)，

因此有必要進行該區進行較深入的調查以了解臺灣無尾葉鼻蝠的族群狀

態。 

近年來保育與環境意識迅速提升，多數人開始關心生活周遭的環境與

能源議題，包括風機與海洋和飛行生物的衝突，抑或是太陽能光電設施與

野生動物棲地的爭議等。在發展各種形式的再生能源時，環境與生態保育

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如何兼顧以達到雙贏的局面，需要眾多面向的努力。

了解一個地區野生動物的種類、相對豐富度、棲息的位置及活動的範圍，

有助於了解各項人為活動或開發行為可能對野生動物產生的影響。 

 

参、計畫目標 

針對屏東縣春日鄉石頭營軍事遺留建物內及其周遭地區進行蝙蝠相及

相對豐富度調查，蒐集及分析探討種類特性與分布情形。本計畫有兩個目

標：一、了解棲息在 3個軍事遺留建物內的蝙蝠的物種、數量及其季節性

變化；二、了解洞穴周遭地區的蝙蝠物種、相對豐富度及分布狀況，作為

日後棲地經營和保育宣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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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方法 

一、計畫範圍 

以春日鄉石頭營軍事遺留建物所在地為主，並向外擴展進行調查（圖

1），涵蓋之行政區包括新埤鄉、來義鄉、春日鄉、枋寮鄉、來義鄉和佳冬

鄉邊緣，棲地類型則包括果園、平地造林、城鎮及溪流等。 

 

 

 

圖 1、石頭營軍事建物遺址範圍 

（綠色標記為蝙蝠棲所位置，紅虛線為有軍事建物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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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及實施辦法 

蝙蝠調查分成兩部分，分別為蝙蝠日棲所調查及其夜間活動及覓食棲

地的調查，各樣點、樣線和蝙蝠棲所位置如圖 2。 

(一) 洞穴型蝙蝠日棲所調查 

於乾季及濕季至石頭營軍事遺址的區域調查至少 2次，包含鄰近

可能有蝙蝠棲息的碉堡和建物進行調查，進入棲所後快速清點物種和

數量，同時輔以相機拍攝記錄。當有發現需檢視個體或需物種時，以

手撈網捕捉，進行確認。所捕捉個體視狀況於前臂佩掛鋁製翼環

(Porzana Ltd., UK)作為標記，如重複記錄可了解蝙蝠對棲所的忠誠度。 

 

(二) 蝙蝠夜間活動棲地調查  

本計畫將以蝙蝠繁殖季和非繁殖季分別進行調查，4月至 8月為繁

殖期，包含懷孕和撫育幼蝠時期；非繁殖期則為 2 至 3 月和 9 至 12

月，期間包含了當年度新生幼蝠可獨立、交配和冬眠時期。本計畫選

取 6 個固定樣點（3 個森林內以及 3 個森林邊緣）及 2 條 2 公里穿越

線，每個樣點及樣線分別於蝙蝠繁殖季和非繁殖季各進行 1次的調查。 

固定樣點部分，每個樣點在入夜之前架設 1具蝙蝠超音波偵測器，

進行入夜後 2 小時的錄音。所記錄到的蝙蝠超音波，藉由不同蝙蝠物

種的回聲定位叫聲頻率或結構具有種或屬間的差異之特性，可作為判

別物種的依據(Jones and Teeling, 2006)。本計畫所記錄的蝙蝠回聲定位

音頻參考 Chou and Cheng (2012)及鄭錫奇等(2017)進行物種判別。樣點

包含森林（或果園）及林緣。森林定義為樣點周圍 2-5 公尺的距離範

圍內皆有含高於 5 公尺的植被覆蓋；林緣則介於空曠地和森林的交接

處(Wund, 2006)；蝙蝠調查樣點以 GPS定位系統記錄座標。 

樣線調查部分，每條樣線約 2 公里，參考英國蝙蝠超音波監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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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iBats)使用的調查方法(Jones et al., 2013)，於日落後以步行或行車時

速 30 公里以下的速度沿著道路前進，使用蝙蝠超音波偵測器

(Pettersson M500, Pettersson Elektronik, Sweden)進行沿線的錄音。所錄

到音頻之蝙蝠物種判別方式同上。  

 

 (三) 蝙蝠棲所干擾調查 

為了解蝙蝠日棲所是否有受人為干擾的影響，自 2021年 11月起，

於蝙蝠日棲所的主要出入口鋪設砂石，並於下一次調查確認是否有腳

印，以及腳印數量。 

 

 

圖 2、石頭營所調查之蝙蝠棲所、樣點和樣線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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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調查結果 

一、洞穴型蝙蝠日棲所調查 

本計畫共調查 3 個蝙蝠棲所，分別為司令部及 2 處砲陣地，於

2021 年 2 月和 7、8、10、11 和 12 月共調查 6 次。2021 年計畫期間

共調查到臺灣葉鼻蝠、臺灣無尾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及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共 4種。其中以臺灣葉鼻蝠數量最多，主要

棲息於 2處砲陣地（表 1）；臺灣小蹄鼻蝠則零星棲息於各處（表 2）； 

保育類的臺灣無尾葉鼻蝠主要棲息於石頭營司令部，於 2021年 10月

族群數量增至 175隻，並在 11月達到最大量 235隻，至今年 12月族

群數量維持在百隻以上（表 3）；東亞摺翅蝠僅有零星與臺灣小蹄鼻蝠

共棲的紀錄（表 4）。 

另於 2021年 11月至生利能源案場內之 A、B碉堡共記錄到 48隻

臺灣小蹄鼻蝠，以碉堡內的蝙蝠排遺判斷，此處的臺灣小蹄鼻蝠可能

非長期棲息利用或是其族群數量不大，須持續調查。 

 

 

表 1、臺灣葉鼻蝠於各棲所之族群數量 

地點\日期 2021/2 2021/7 2021/8 2021/10 2021/11 2021/12 

司令部 0 0 0 0 0 0 

砲陣地 1 1000 1250 500 100 以上 1 1500 1000 

砲陣地 2 1000 500 250 有棲息 2 800 500 

註 1：積水太深，無法確認數量 

註 2：有個體從兩旁彈藥室飛出，積水太深，無法進入確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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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臺灣小蹄鼻蝠於各棲所之族群數量 

地點\日期 2021/2 2021/7 2021/8 2021/10 2021/11 2021/12 

司令部 0 4 105 2 0 0 

砲陣地 1、

2通道 
20 21 ?1 60 175 20 

註 1：積水太深，無法確認數量 

 

表 3、臺灣無尾葉鼻蝠於各棲所之族群數量 

地點\日期 2021/2 2021/7 2021/8 2021/10 2021/11 2021/12 

司令部 0 0 2 175 235 145 

砲陣地 1 0 0 0 0 0 0 

砲陣地 2 0 0 0 0 0 0 

 

表 4、東亞摺翅蝠於各棲所之族群數量 

地點\日期 2021/2 2021/7 2021/8 2021/10 2021/11 2021/12 

司令部 0 0 0 0 0 0 

砲陣地 1 0 0 0 0 0 0 

砲陣地 2 0 0 至少 1隻 1 0 0 0 

註 1：進入碉堡後，蝙蝠驚飛，僅記錄到 1隻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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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蝙蝠夜間活動棲地調查 

 本計畫共分成固定樣點和樣線 2種方法調查，並於乾季（10至 12

月）和濕季（8至 9月）各進行一次調查。 

(一) 固定樣點調查 

乾濕季皆記錄到 7 種確定物種，分別為臺灣葉鼻蝠、臺灣小

蹄鼻蝠、東亞摺翅蝠、高頭蝠(Scotophilus kuhlii)、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pachyomus horikawai)、東亞家蝠(Pipistrellus abramus)、

絨山蝠(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以及無法明確辨識到種的鼠耳

蝠數和家蝠屬。整體而言，濕季以臺灣小蹄鼻蝠活動頻度最高、高

頭蝠次之。乾季則以東亞家蝠活動頻度最高、臺灣小蹄鼻次之（表

5）。 

 

(二) 樣線調查 

第一條樣線為屏 132 號鄉道春日鄉七佳社區至縣道 185 號路

口，道路兩側多為農田開闊地和造林地，濕季記錄到 5種，分別為

臺灣葉鼻蝠、東亞摺翅蝠、高頭蝠、堀川氏棕蝠及東亞家蝠，以及

無法明確辨識到種的家蝠屬；乾季僅記錄到高頭蝠 1 筆和無法辨

識到種之鼠耳蝠屬 1筆之活動音頻（表 6）。 

第二條樣線為沿力里溪之加里寮堤防、屏 132號鄉道至屏 115

號鄉道之岔路口，一側為力里溪，另一側為山壁和零星農地，濕季

共記錄到 6種，分別為臺灣小蹄鼻蝠、東亞摺翅蝠、高頭蝠、堀川

氏棕蝠、東亞家蝠和絨山蝠，以及無法明確辨識到種的家蝠屬；乾

季記錄到臺灣小蹄鼻蝠、高頭蝠、堀川氏棕蝠、東亞家蝠和絨山蝠，

以及無法明確辨識到種的家蝠屬（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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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固定樣點調查於乾濕季之各蝙蝠物種活動頻度 

棲地 森林 1 森林 2 森林 3 林緣 1 林緣 2 林緣 3 

季節 濕 乾 濕 乾 濕 乾 濕 乾 濕 乾 濕 乾 

調查日期 8/17 11/19 7/7 12/6 8/17 10/18 7/6 12/6 7/7 10/18 8/17 10/17 

臺灣葉鼻蝠 0 15 19 0 0 13 4 0 49 3 0 1 

臺灣小蹄鼻蝠 226 35 5 3 21 35 16 11 20 2 0 2 

東亞摺翅蝠 5 0 9 0 24 5 8 0 35 13 10 2 

高頭蝠 1 2 14 0 21 18 4 0 13 5 156 1 

堀川氏棕蝠 2 0 19 0 7 61 29 0 13 0 2 1 

東亞家蝠 33 0 4 0 16 70 13 0 3 30 22 9 

絨山蝠 0 2 3 0 0 24 3 0 9 0 1 0 

家蝠屬 2 0 0 0 0 4 0 0 0 3 0 0 

鼠耳蝠屬 22 6 4 0 0 0 6 0 9 0 1 2 

合計 291 60 77 3 89 230 83 11 151 56 19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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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樣線調查於乾濕季之各蝙蝠物種活動頻度 

棲地 
樣線 1 

(道路兩側多為開闊地) 

樣線 2 

(力里溪與山壁、農地) 

季節 濕 乾 濕 乾 

調查日期 7/6 10/17 7/7 10/16 

臺灣葉鼻蝠 5 0 0 0 

臺灣小蹄鼻蝠 0 0 7 8 

東亞摺翅蝠 2 0 2 0 

高頭蝠 14 4 12 9 

堀川氏棕蝠 1 0 2 2 

東亞家蝠 17 0 42 2 

絨山蝠 0 0 11 2 

家蝠屬 3 0 5 1 

鼠耳蝠屬 0 1 0 0 

合計 42 5 8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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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為干擾調查 

 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於蝙蝠棲所出入口

鋪設的沙土，發現至少有 1人進入該棲所，但由於砂土無大量改變，

推測進入人數和頻度應不高，然而發現砲陣地 2 外的植被明顯被修

整、修枝過（圖 6）。 

 

  

圖 3、司令部出入口之鋪沙比較 

（左：11月；右：12月） 

 

  

圖 4、砲陣地 1出入口之鋪沙比較 

（左：11月；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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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砲陣地 2出入口之鋪沙比較 

（左：11月；右：12月） 

 

 

圖 6、砲陣地 2洞口外植被明顯被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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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春日鄉石頭營軍事遺址蝙蝠相 

本調查在石頭營軍事遺址及周遭地區共記錄到 4科 8種蝙蝠（表

7），包含 4種棲息於碉堡內，以及 7種活動於周遭林地，另有無法準

確辨識到種之家蝠屬和鼠耳蝠屬，有待未來持續調查。過去臺灣的蝙

蝠調查，以山區有較多的研究，本計畫範圍主要在低海拔地區，仍調

查到至少 8種蝙蝠，尤其保育類的臺灣無尾葉鼻蝠，過去僅在少數地

區有發現，且族群量皆不高(方引平、鄭錫奇，2011)，本計畫範圍紀

錄到超過 200隻的臺灣無尾葉鼻蝠，實屬難得。 

蝙蝠在生態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的蝙蝠物種其覓食策略和

食性，以及棲息活動偏好皆有差異(Denzinger and Schnitzler, 2013)。臺

灣有 38種蝙蝠(Huang et al., 2020)，其中 35種為食蟲性蝙蝠，具有多

樣的食性類型和活動環境，在當地昆蟲抑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

物種對棲地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如臺灣小蹄鼻蝠在森林內部有較高的

活動頻度、絨山蝠則偏好在森林邊緣活動覓食。若一地具有高的蝙蝠

多樣性，有助於穩定的當地的生態系統，減緩蟲害，在農業生態系中

尤為重要(Mass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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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屏東縣春日鄉蝙蝠名錄 

中文名 英文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蹄鼻蝠科 Rhinolophidae   

臺灣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特有種  

葉鼻蝠科 Hipposideridae   

臺灣無尾葉鼻蝠 Coelops frithii formosanus 特有亞種 保育類 

臺灣葉鼻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特有亞種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pachyomus horikawai 特有亞種  

絨山蝠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摺翅蝠科 Miniopteridae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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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棲所物種個論 

本調查針對棲息於碉堡和建物內的 4種典型洞穴居住的蝙蝠進行

探討。 

(一) 臺灣葉鼻蝠 

臺灣葉鼻蝠為臺灣特有亞種，也是臺灣蝙蝠中體型最大的食

蟲性蝙蝠，捕食較大型的昆蟲，如鞘翅目，多活動於近溪流水域

之開墾地或次生闊葉林之森林邊緣活動(Lee et al., 2012)，廣泛分

布於臺灣中低海拔地區(鄭錫奇等，2017)。白天主要棲息於洞穴、

人工隧道、廢棄建築物和碉堡等(Ho and Lee, 2003)。繁殖母蝠約

於夏季 5至 6月產仔、7月幼蝠即可獨立(Cheng and Lee, 2002)，

冬季自 12 到隔年 2 月部分個體會在中低海拔洞穴聚集冬眠或休

眠(Ho and Lee, 2003; Liu and Karasov, 2011)。研究顯示，棲所距道

路的遠近不影響臺灣葉鼻蝠棲息與否，但人進入棲所的直接干擾

會影響臺灣葉鼻蝠是否會在該洞穴繁殖和冬眠(Ho and Lee, 2003)。 

本計畫結果顯示，臺灣葉鼻蝠近乎全年都會使用本計畫調查

的棲所，砲陣地 1、2棲所的族群量皆維持在 1,000隻上下。此處

的臺灣葉鼻蝠可能沒有冬季遷移的行為，可能會待在原棲所冬眠

或休眠。 

 

(二) 臺灣無尾葉鼻蝠 

臺灣無尾葉鼻蝠為臺灣特有亞種，2008年野生動物保育法公

告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屬於紅皮書的國家易危類別(鄭錫

奇等，2017)。臺灣無尾葉鼻蝠為小型食蟲性蝙蝠，以蛛型綱為主

要的食物類群(方引平、鄭錫奇，2011)，多於低海拔闊葉林或混生

林之森林內部活動(Ho et al., 2013)。目前已知繁殖母蝠約 5 至 6



17 

 

月產仔、8月幼蝠可獨立，冬季無明顯冬眠行為(方引平、鄭錫奇，

2011)。臺灣無尾葉鼻蝠僅棲息於洞穴、隧道和碉堡等廢棄建物，

且因生性敏感易被干擾，故被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方引平、

鄭錫奇，2011)。 

針對臺灣無尾葉鼻蝠的生態及生物學研究，僅有方引平、鄭

錫奇(2011) 「無尾葉鼻蝠生活史及生態學之研究」之調查報告較

為詳盡。研究結果指出臺灣無尾葉鼻蝠分布侷限，僅於陽明山、

宜蘭、花蓮、台東和屏東（墾丁地區）有棲息之洞穴，共 11處，

各棲所族群數量為 1至 186隻。過去石頭營只有臺灣無尾葉鼻蝠

的捕捉紀錄，未發現其棲所，本調查除了新增一處棲所外，其族

群量也是比過去所調查到還要多。根據各地區遺傳分析比較指出

臺灣無尾葉鼻蝠之基因交流會隨著地理距離增加而受限(方引平、

鄭錫奇，2011)。 

本計畫結果顯示，臺灣無尾葉鼻蝠於 2021 年 10 月起有較多

的族群數量棲息在司令部，目前無法確定前幾次族群量低落的原

因。推測可能原因為臺灣無尾葉鼻蝠因季節變化而有遷移行為，

而此處可能為度冬地，故於秋冬季節時族群量增加；另也有可能

因過去人為干擾較強導致臺灣無尾葉鼻蝠暫時移至他處棲息，到

10月干擾減少，又回到原處棲息，明確的族群變動原因，需要更

長期的監測方能得知。 

 

(三) 臺灣小蹄鼻蝠 

臺灣小蹄鼻蝠為臺灣特有種，為小型食蟲性蝙蝠，廣泛分布

於台灣各海拔地區，以鱗翅目、鞘翅目、雙翅目等小型昆蟲為食

(鄭錫奇等，2017)，多活動於森林內部(Lee et al., 2012)，並以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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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渠道和廢棄建築物等為棲所，發現時常會呈一緊密之群集。

繁殖母蝠約在於夏季 5至 6月產仔，冬季於寒冷或食物資源稀少

地區會有冬眠行為(Chen et al., 2006)。 

本計畫所調查的棲所的臺灣小蹄鼻蝠族群變動相當大，從沒

有棲息到 100隻左右，然而石頭營周邊有多處碉堡可被臺灣小蹄

鼻蝠利用（圖 7），推測臺灣小蹄鼻蝠會在多個棲所間更換使用，

故有較大的族群變化（表 2）。 

 

 

圖 7、石頭營周邊其他碉堡相對位置 

（星號為有蝙蝠棲息位置；紅線為沿線都有碉堡出入口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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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東亞摺翅蝠 

東亞摺翅蝠分布於亞洲地區並廣泛分布於臺灣各海拔，為食

蟲性蝙蝠，以鞘翅目、鱗翅目、雙翅目等昆蟲為食(鄭錫奇等，2017)，

其翅型特徵適合活動於開闊型的棲地(Denzinger and Schnitzler, 

2013)，並以洞穴、隧道、渠道和廢棄建物等為棲所。繁殖母蝠約

於夏季 5至 6月產仔，冬季於寒冷或食物資源稀少地區可能有冬

眠行為。 

本調查僅發現 1 隻東亞摺翅蝠與臺灣小蹄鼻蝠共棲，目前無

法確認其族群變化狀況，尚待未來調查釐清。 

 

三、定點及穿越線調查物種 

蝙蝠超音波定點和穿越線調查記錄到至少 7種蝙蝠，其中包含了

棲息於石頭營遺址內的臺灣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和東亞摺翅蝠，顯

示除了棲所需要維持外，棲所周遭蝙蝠覓食場所的維持及棲所和覓食

場所的連結性也很重要。另由於臺灣無尾葉鼻蝠的超音波特徵屬於高

頻率且聲波能量相對其他蝙蝠物種更弱(Ho et al., 2013)，不易被記錄，

故在超音波調查結果未被記錄到。另一方面，蝙蝠超音波偵測器記錄

到在森林棲息活動的蝙蝠，此類群的蝙蝠，多棲息於樹洞、植物等，

相對調查不易，藉由蝙蝠超音波偵測器補充不足之處。 

石頭營地區的蝙蝠活動頻度有明顯乾濕季的差異，多數的蝙蝠物

種在乾季時，活動頻度都有下降的趨勢。此現象可能是由於許多蝙蝠

具有特殊的冬眠或休眠的生理適應，當環境溫度低、食物資源缺乏或

食物資源不穩定時，可能會遷移至他處或是進入不活動的休眠或冬眠

狀態，以降低能量的消耗(Speakman and Thomas, 2003; Geiser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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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棲地經營管理與建議 

洞穴棲息蝙蝠的棲所干擾可以分為直接干擾和間接干擾(Phelps 

and Kingston, 2018)。直接干擾包括直接進入洞穴、獵捕或造成死亡等，

也會造成蝙蝠放棄該棲所而遷移至他處棲息，也會影響蝙蝠的生存率，

尤其在繁殖和冬眠時期。當蝙蝠受到干擾時，可能會直接棄養子代，

以及冬眠過程甦醒，可能會過度消耗能量無法度冬而死亡(Speakman 

et al., 1991)。間接干擾則包括人為造成周遭棲地劣化、消失或是改變，

進而造成覓食環境食物資源相改變或是棲所微氣候條件改變，使該棲

所不再適合棲息(Phelps and Kingston, 2018)。 

石頭營 3個主要蝙蝠棲所，主要的直接干擾為人類直接進入棲所

的干擾，3種數量最多的蝙蝠物種，只要在有人進入棲所，都會有驚

飛的行為，甚至會跌落至地面，自 11 月中旬起於主要出入口處鋪設

砂土來確認是否有人為干擾，初步判斷進入蝙蝠棲所的人數應不多

（砂土改變的狀態不多），蝙蝠族群數量也未有大量減少的跡象。間

接干擾部分，砲陣地 2洞外的植被被砍伐，林蓋破空、陽光可直射入

內，可能造成臺灣葉鼻蝠的棲所微環境條件改變，於 12 月調查時，

僅有 1隻個體棲息於最大的通道上，其餘皆聚集於兩旁的彈藥室中。

此外，距砲陣地 1、2號棲所直線距離約 400公尺處有光電板開發案，

有明顯棲地改變，可能改變當地昆蟲相，進而影響到臺灣小蹄鼻蝠、

東亞家蝠、堀川氏棕蝠等偏好在森林和森林邊緣活動的食蟲性蝙蝠物

種。此外，周邊的棲地過於破碎化，可能也會影響到森林型蝙蝠棲地

品質，如棲地間缺乏連結性，可能會造成個體需要橫跨不合適的棲地，

而導致被捕食或死亡的風險。本計畫目的在調查軍事遺址及周遭地區

的蝙蝠相，並沒有針對棲地的改變對蝙蝠的影響進行試驗設計，因此

實質影響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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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調查在屏東縣春日鄉石頭營軍事遺址的 3個洞穴棲所內共記錄

到 4種蝙蝠，分別為臺灣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東亞摺翅蝠和保育

類的臺灣無尾葉鼻蝠，洞穴周遭地區則記錄到 7種蝙蝠，包括臺灣葉

鼻蝠、臺灣小蹄鼻蝠、東亞摺翅蝠、高頭蝠、堀川氏棕蝠、東亞家蝠

及絨山蝠。總計共記錄到 4科 8種蝙蝠，種類及數量皆豐富。本計畫

發現有超過 200隻的保育類臺灣無尾葉鼻蝠棲息於司令部，臺灣無尾

葉鼻蝠全臺灣數量稀少，因此本區為臺灣無尾葉鼻蝠非常重要的分布

地。 

 

二、建議 

(一) 蝙蝠棲所應盡量減少直接干擾，尤其是在蝙蝠夏季繁殖季和冬季

冬眠、休眠時期，以避免繁殖失敗和死亡。尤其保育類的臺灣無

尾葉鼻蝠對於干擾非常敏感，應儘量避免人員進出其日棲所。 

(二) 蝙蝠棲所出入口附近的植被應儘量保持完整，以維持棲所內部微

環境的穩定性，未來石頭營軍事遺址周遭地區如有較大規模的開

發，應評估其造成的棲地喪失及棲地零碎化對蝙蝠的影響。 

(三) 本年度計畫目標在調查蝙蝠相，造成各物種族群相對豐富度變動

的原因並未探討。本計畫發現保育類的臺灣無尾葉鼻蝠族群有較

大的變動，建議未來能持續監測，以釐清該物種族群變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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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各蝙蝠生物照和蝙蝠超音波圖 

臺灣葉鼻蝠 

  
 

臺灣無尾葉鼻蝠 

  
 

臺灣小蹄鼻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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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川氏棕蝠 

  
 

絨山蝠 

無 

 
 

高頭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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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家蝠 

  
 

東亞摺翅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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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照片 1 石頭營砲陣地 

 

照片 2石頭營砲陣地內部 

 

照片 3 石頭營司令部 

 

照片 4 臺灣葉鼻蝠棲息於砲陣地 

 

照片 5 臺灣小蹄鼻蝠棲息於砲陣

地通道 

 

照片 6 臺灣無尾葉鼻蝠棲息於司

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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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蝙蝠偵測器架設(紅圈為蝙

蝠偵測器) 

 

照片 8 司令部臺灣無尾葉鼻蝠聚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