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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解決問題 

    臺 灣 狐 蝠 (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 ， 屬 於 陰 翼 手 亞 目

(Yinpterochiroptera) 狐蝠科(Pteropodidae) 狐蝠屬(Pteropus) 琉球狐蝠(P. 

dasymallus) 的五個亞種之一。在臺灣數量稀少，根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的瀕危物種

紅名錄(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被認為處於滅絕邊緣(verge of 

extinction)(Vincenot 2017)。國內的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則是列屬國家極

度瀕危等級(National critical endangered)(鄭錫奇等 2017)，為林務局推動之國

土生態綠色網絡建置計畫中「瀕危野生物保育優先性評估、行動計畫與推動」的關注

物種之一。並自2018年起即展開針對臺灣狐蝠進行規模性的系統性調查，以掌握狐蝠

的分布現況、族群量與變動趨勢，推估未來因應的保育措施與行動，並維持了連續4

年的探查與監測。依據臺灣狐蝠研究與保育策略研擬案2021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除歷

年於各縣市零星通報的目擊個案外，目前在台灣分為3個地區以小族群生存活動，分

別為宜蘭縣龜山島、花蓮縣花蓮市及周邊、台東縣綠島鄉。以各地區食渣撿拾數量推

估三個主要族群數量約為165隻(範圍98-240隻)，龜山島有51-162隻個體，綠島有6-

19隻個體，臺灣本島花蓮地區則有41-59隻個體。另外台東林管處亦針對綠島地區進

行綠島地區臺灣狐蝠分布、數量調查及其重要棲地研究，為更密集的狐蝠族群調查計

畫，依據2021年結果，推估綠島族群也僅為15-37隻個體，且面臨許多棲地破壞等環

境壓力。而除了族群數量危及外，各個區域的野外現況、生存條件、所面臨之威脅因

子皆有所區別，因而各群相對應之保育行動亦須因應調整。 

    宜蘭縣龜山島為目前臺灣狐蝠族群數量最多且穩定成長的地區，其地點因觀光限

制，除冬季以外的3-11月間白天時間導覽人員及遊客上島觀光外，較無其他人為影響

的隱憂，棲地環境破壞可能性較低，惟須注意避免外來物種的入侵與競爭，造成大規

模的族群滅絕。花蓮縣花蓮市及其周邊，為狐蝠最與人為活動重疊的地區，亦最有可

能產生人蝠衝突的人為威脅，當地部分民眾及團體則對狐蝠已有相當程度的關注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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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容易觀察到狐蝠的市中心，可能產生其他民眾干擾、驅趕等行為，而市區亦相

對容易進行市樹果樹的砍伐修剪、市容整治等環境改變，造成棲地減少與破壞。台東

縣綠島鄉透過研究計畫密集的調查發現，現存族群數量甚低，且觀光活動盛行，人為

影響的火災事件頻傳亦是造成棲地破壞的主因，而族群現況可能也存有個體年齡老化、

族群無法延續增加等隱憂。 

    蝙蝠因晝伏夜出、不易調查研究等特性，為較晚起步研究的物種，而過往的負面

形象，以及狐蝠稀有性原因，使得現今社會大眾仍對狐蝠不甚了解。相較其他保育類

物種，狐蝠受到社會關注及保護行動相對較少，而族群量則遠比台灣黑熊、石虎等物

種更小。然而若要有效進行各項保育行動，降低或解決各地區威脅因子，仍需要提升

社會民眾對狐蝠的保育認知，進而增加保育策略行動之成效。為加強在「2021年瀕危

物種臺灣狐蝠保育行動計畫」的保育與策略項目中，其「策略F：提升大眾對臺灣狐

蝠的瞭解與推動保育的重要性」及「策略G：推動臺灣狐蝠分布地區之在地社區參與

調查監測工作，並建置發現臺灣狐蝠通報系統」兩項保育措施，故透過本計畫所規劃

的各項行動方針，期望藉由與民眾交流之相關環境訓練與推廣活動，能增加社會對狐

蝠保育之認同感，並適時提高積極保育行動之曝光度，另亦透過教育訓練之宣導教材，

公告發現狐蝠的通報平台管道，進而達成廣泛蒐集狐蝠出沒資訊，掌握狐蝠於臺灣的

分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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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為持續將各項臺灣狐蝠相關生態資訊及研究成果，編撰成對民眾推行之教學教

材，並透過辦理教育訓練講座活動與教材輔助，廣泛與各區地方人文媒合，使社會

大眾更加認識臺灣狐蝠，了解現存危機，以提升整體社會對臺灣狐蝠保育意識，降

低其可能面臨之人為干擾與威脅，進而脫離現今困境、達到族群量止跌並回升的永

續目標。 

本計畫擬於今年度先行於目前已知的臺灣狐蝠重點棲息區域(宜蘭縣龜山島、花蓮縣

花蓮市區或台東縣綠島鄉等東部沿岸)、及對臺灣狐蝠保育有興趣之民眾辦理環境教

育活動，並製作相關教材及於其中公告目擊狐蝠之通報平台管道。 

1. 蒐集、彙整及編撰教材教學內容：彙整有關臺灣狐蝠之相關計畫與成果，提供

教育人員辦理環境教育所需之專業背景資訊來源，以編寫相關活動教材內容。 

2. 環境教育活動教材製作：完成推廣環境教育課程簡報或講義內容，製作摺頁

2000份以上、海報200份以上，另設立相關目擊資訊通報平台並公告於其推廣教

材中，以及製作呈現正確狐蝠樣態資訊、具保存價值之推廣教材品項3式(含)、

各500份以上。 

3. 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動：至少辦理共3場次之環境教育活動，對象為學校機關、

相關導覽人員或其他對狐蝠保育有興趣之對象。 

 

三、實施方法與步驟 

1. 蒐集、彙整及編撰教材教學內容：為建立最新及正確之研究背景資料，提供教

育人員正確教學利用資訊，將廣泛蒐集歷年臺灣狐蝠相關研究計畫、現況調查

成果、國內碩博士論文、學術期刊、國內外瀕危物種保育推行及公民科學家施

行案例與科普性文章等，並依據各地區情形進行現況分析，建立相關教學教材

編撰資料庫來源，完成教育訓練之課程簡報或講義內容，且依各項研究計畫持

續更新資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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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教育活動教材製作：為使民眾對臺灣狐蝠具基本生態認識，除完成教育訓

練之教學內容(簡報或講義)外，另以臺灣狐蝠為主軸，製作相關臺灣狐蝠之推

廣教材，並結合保育行動方針之目標策略F、G，配合宣導活動和推廣教育使大

眾認識。 

A. 折頁製作2000份以上，其內容包含形質特徵、生態習性與正確觀賞(察)狐

蝠之友善行為等基礎資訊，且於其中公告相關發現狐蝠之通報管道平台，

除發放予參與教育訓練之對象外，亦提供與臺灣狐蝠相關權益關係人或團

體單位，以利其利用與宣導。 

B. 海報印製200份以上，其內容包含形質特徵、生態習性與正確觀賞(察)狐蝠

之友善行為等基礎資訊，且於其中公告相關發現狐蝠之通報管道平台，並

廣泛張貼與發放於各地區公告場域，提高其他民眾資訊來源。 

C. 其他具臺灣狐蝠樣態之教材3式(含)、各500份以上，因狐蝠夜間清晨出 

沒、數量稀少等不易觀察等特性，將設計相關含有正確臺灣狐蝠型態 ，具

保存價值性質之教材予參與活動民眾及臺灣狐蝠相關權益關係人或 團體單

位，提高參與活動對象對狐蝠的認識並協助辨認。 

3. 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動：為使教育活動推行順利與增加推廣狐蝠保育效益，環

境教育訓練活動優先於東部沿岸狐蝠分布既有區域，或選擇對狐蝠具初步接觸

與認知之民眾進行辦理，強化其對狐蝠的正確概念與認知，內容包含狐蝠生態

習性介紹外，亦著重於棲地保育及食樹認識與介紹，透過設計之教材協助民眾

更加了解狐蝠樣態及其棲地環境，並從中學習正確觀察與協助提供監測資訊之

方式。透過相關單位與對象的教育訓練，可協助將狐蝠保育資訊發散傳達給更

多其它民眾，達到利用公民科學家的最大效益。活動對象包含學校機關團體、

生態背景之相關人員，以及向其他對臺灣狐蝠有興趣之民眾辦理推廣課程，總

計辦理3場(含)以上，並積極向相關機關、地方團體推廣狐蝠保育與宣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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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校機關：規劃2小時(含)以上，對象為在校學員。每次上課採雙講師制，

分組進行授課，教育訓練內容將針對蝙蝠的型態、狐蝠棲息環境及利用植

物進行教學與介紹，以環境變遷與人為影響，帶領學員探討狐蝠面臨的生

存危機，建立基礎生態學概念以提升整體保育意識，並透過實地帶領觀察

與調查實務操作，訓練學員由校園、周遭活動環境中觀察狐蝠已知或其他

潛在活動棲所，並培養成為公民科學家的調查經驗與能力。 

B. 具生態背景之相關人員：規劃2小時(含)以上，每次上課採雙講師制，分組

進行授課，對象為相關生態背景之人員。針對可能接觸臺灣狐蝠之生態導

覽、生態監測人員及地方性團體，進行相關臺灣狐蝠的基本介紹與生態概

念，建立正確及友善的觀念，並提升相關實務觀察與調查能力，以透過第

一線人員方式更加有效率地往外傳遞其他民眾狐蝠保育理念。另亦訓練及

推行學員發現及通報平台的管道，以協助通報目擊資訊，並擴展其他潛在

公民科學家人員。 

C. 其他對臺灣狐蝠有興趣之民眾：規劃2小時(含)以上之講座，對象為對蝙蝠

有興趣之民眾，以臺灣狐蝠保育推廣為主軸，每次上課採雙講師制，分兩

組進行授課，內容包含現今狐蝠之保育困境、生態習性與棲息環境關係與

地方威脅之生存危機，以及其他蝙蝠保育介紹之課程。強化有興趣之民眾

對蝙蝠保育的概念與認知，並透過活動課程加入保育行動行列，及擴展其

為潛在公民科學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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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1. 可量化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本年度 

蒐集、彙整及編撰教材教學內容 式 1 

環境教育活動教材製作 式 5 

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動 場 3 

 

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A. 將相關研究計畫成果蒐集並彙整，轉譯並編撰為適合教學之教材內容，以利

民眾理解。 

B. 透過環境教育活動，消彌民眾對蝙蝠的誤解及提升地方單位與民眾對臺灣狐

蝠保育意識，進而實際加入保護行動。 

C. 傳遞正確監測、觀察狐蝠等方式，以減少過份干擾之行為，並增加協助調查

與目擊回報志工、一般民眾。 

D. 提升民眾保育意識減少人蝠衝突，降低對狐蝠之人為威脅，並強化對地方造

林復育計畫及環境保護之認同感與參與行動意願。 

E. 以活動交流成果評估保育行動效益及地方可能合作單位或對象。 

F. 以既有地區之狐蝠觀察資源辦理相關宣導教育，並利用推廣教材拓展推行至

東部其他沿線地區，提高目擊狐蝠且回報機率，以利研究資料蒐集，建立狐

蝠出沒點位紀錄。 

G. 利用所建置之對外通報平台及廣泛推行，除以公民科學家方式廣泛增加協助

人力，亦同時提高各項狐蝠保育行動措施的曝光度，吸引更多其他有志民眾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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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 

1. 蒐集、彙整及編撰教材教學內容： 

    本計畫蒐集並彙整108-110年度之「臺灣狐蝠研究與保育策略研擬案」、

111年度之「臺灣狐蝠研究監測與保育策略推動案」、109-111年度之「綠島地

區臺灣狐蝠分布、數量調查及其重要棲地研究」等研究背景資料，編撰及更新

為蝙蝠基礎認識與臺灣狐蝠介紹之簡報文件。並透過上述計畫所拍攝之所有照

片、影片及自動照相機拍攝記錄資料，研究並歸納出臺灣狐蝠與其會利用之相

關植物正確且詳盡的形態特徵，進而設計推行環境教育所需之教材。此外，亦

設立google表單之通報平台，設計民眾目擊(甚或撿拾)的不同情況與其因應通

報問題，建立完整的通報管道並推廣之(詳QRCODE)。 

   

 

  



- 9 - 

 

  

2. 環境教育活動教材製作： 

A. 臺灣狐蝠保育推廣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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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臺灣狐蝠保育推廣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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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臺灣狐蝠保育推廣教材(a)-涼感巾 

尺寸：約30*80CM 

產品材質： 

Coolmax小鳥眼 / 100%poly聚酯纖維 

設計圖樣說明： 

圖樣以臺灣狐蝠欲停棲於其最常見食樹-稜果榕的動作為設計，戶外觀察時於狐

蝠會利用之植栽下守候，常可看見此停棲行為與飛行動作。教材上除狐蝠型態設

計外，亦包含臺灣狐蝠學名及英文名，以及相關保育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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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狐蝠保育推廣教材(b)-金屬書籤 

尺寸：約7*2CM(立體凹折後的高與寬度) 

產品材質：黃銅 

設計圖樣說明： 

圖樣以臺灣狐蝠於其食樹之一-瓊崖海棠時欲起飛的動作為設計，戶外觀察時

於狐蝠會利用之植栽下守候，常可看見此預備飛行動作。教材上除狐蝠型態

設計外，亦包含臺灣狐蝠學名及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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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狐蝠保育推廣教材(c)-調查小包 

尺寸：約20*26CM 

產品材質： 

本體 / 超撥水雨傘布：100%聚酯纖維 

設計圖樣說明： 

臺灣狐蝠因晝伏夜出而不易觀察，多數目擊記錄皆為飛行狀態，故以此設

計，教材除狐蝠型態設計外，亦包含臺灣狐蝠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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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狐蝠保育推廣教材(d)-調查比例尺小卡 

尺寸：12*4.5CM 

產品材質：銅板卡 

設計圖樣說明： 

將常見之臺灣狐蝠的3種食樹與其食渣製作為調查小卡，小卡背面具比例尺，

便於調查活動時攜帶比對與紀錄。另包含臺灣狐蝠學名及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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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動(依辦理日期排序)： 

A. 學校機關 

辦理日期：111年10月28日 下午14:00-16:00 

辦理地點：花蓮市明禮國小 

辦理對象：國小高年級學生 

參與人數：59人 

活動課程： 

時間 流程內容 備註 

13:30-14:00 報到與準備  

14:00-15:00 蝙蝠的奇妙世界 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 

15:00-16:00 臺灣狐蝠的生態秘密與觀察守則 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 

 

活動成果與說明： 

    本次活動與花蓮市明禮國小合作，明禮國小位於花蓮市明禮路上，亦為臺灣

狐蝠過往曾通報記錄過之位置，本次課程發現參與學員及隨行導師幾乎都有在校

園中目擊過狐蝠，對狐蝠的型態、出沒地點皆有初步認識，且於花蓮其他地區也

曾有目擊過。本次活動透過介紹蝙蝠基礎認識，進而引導學員更加瞭解臺灣狐

蝠，同時提供相關狐蝠的照片、影音紀錄，及其食渣予學員觀察與認識，此外，

亦介紹狐蝠相關會利用之植物(以校園常見種類為例)，並說明觀察紀錄之方式與

通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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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對臺灣狐蝠有興趣之民眾 

辦理日期：111年10月29日 下午14:30-16:30 

辦理地點：花蓮市明禮國小 

辦理對象：對臺灣狐蝠有興趣之親子家庭 

報名人數：35人 

活動課程： 

時間 流程內容 備註 

14:00-14:30 報到與準備  

14:30-15:30 蝙蝠的奇妙世界 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 

15:30-16:30 臺灣狐蝠的生態秘密與觀察守則 

(遇雨取消戶外活動) 

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 

 

活動成果與說明： 

    本次活動與花蓮市明禮國小合作，透過校方協助邀請對臺灣狐蝠有興趣之學

校師生及家長參與講座課程(以中低年級為主)。明禮國小因地處狐蝠常出沒位

置，故除學員外，許多家長亦曾目擊過狐蝠。本次講座活動除帶領參與學員認識

蝙蝠外，亦透過互動活動-觀察蝙蝠構造與其排遺，降低一般民眾對蝙蝠的恐懼與

誤解。在臺灣狐蝠相關課程中，著重於狐蝠的基本介紹與花蓮市區的狐蝠現況，

引導家長帶領孩童觀察與紀錄，並推廣計畫產出之通報平台。本次原定之時渣撿

拾的戶外活動，遇雨取消，改由室內觀察曾撿拾過之烘乾食渣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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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生態背景之相關人員 

辦理日期：111年10月30日 下午13:30-18:00 

辦理地點：花蓮市花蓮林區管理處 

辦理對象：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會員、相關機關之承辦人

員、解說員、志工及其他有興趣之民眾 

報名人數：40人 

活動課程： 

時間 流程內容 備註 

13:00-13:30 報到與準備  

13:30-14:30 臺灣狐蝠生態保育與公民科學 社團法人台灣蝙蝠學會 

14:30-15:00 花蓮市狐蝠調查現況與觀察紀實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簡任廷 經理 

15:00-16:00 蝙蝠與牠們的病毒 中原大學 

陳怡寧 副教授 

16:00-16:30 臺灣狐蝠遺傳分類研究 台北大學 

阮仲豪 研究助理 

17:00-18:00 夜間定點觀察(自由參加)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簡任廷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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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與說明： 

    本次活動與花蓮市花蓮林區管理處、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合作辦理，講座地

點於花蓮林區管理處之演講廳。參與學員多為具生態背景之相關人員，包含林管

處各局處之承辦人員、各處解說員及志工、蝙蝠學會會員以及對狐蝠有興趣之民

眾，故對狐蝠皆已有基礎認識。本活動除介紹狐蝠基礎生態與型態外，亦闡述各

分布地區之現況，並介紹本計畫之目標與其產出之狐蝠推廣摺頁與海報。此外，

亦邀請各單位進行一系列的相關課程(如活動表)。夜間定點觀察於明禮路辦理，

除現場導覽觀察狐蝠之正確方式及規範外，也介紹撿拾食渣之方式與調查方法，

因本次活動天氣不穩，偶有大雨發生，故於活動期間未觀察到狐蝠前往點位覓食

活動。此外，針對本場次活動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回饋表單，共回收13份問卷調

查結果，依據回答分別給予1-5分乘與回報人數計算：a.經講座課程後對臺灣狐蝠

的理解程度提升近6成；b.整體講座滿意度達97%；c.並有9成以上的參與學員非常

願意填寫回報目擊或撿拾資訊(詳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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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灣狐蝠保育推廣系列講座活動照片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校長致詞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座

-校長致詞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進行過程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與學員互動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學員回答問題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教導蝙蝠身體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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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教導台灣蝙蝠基礎認識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與學員互動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提供狐蝠食渣樣本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介紹狐蝠推廣海報與其資訊 

  

10月28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推廣課程中與學員互動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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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校方頒發感謝狀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與學員互動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介紹蝙蝠基礎知識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與學員互動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提供狐蝠食渣樣本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認識蝙蝠排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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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認識蝙蝠排遺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講師引導活動進行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 推廣課程中講師引導活動進行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 推廣課程中活動進行情形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介紹狐蝠生態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學員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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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學員拍攝記錄排遺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介紹狐蝠推廣海報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介紹狐蝠推廣海報 

10月29日於明禮國小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

座(一般民眾)-推廣課程中介紹狐蝠推廣海報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報到處準備簽到及教材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學員報到處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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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狐蝠介紹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狐蝠介紹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狐蝠介紹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狐蝠介紹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介紹狐蝠推廣海報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花蓮狐蝠概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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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花蓮狐蝠概況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花蓮狐蝠概況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蝙蝠與病毒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蝙蝠與病毒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蝙蝠與病毒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蝙蝠與病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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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狐蝠遺傳研究課程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海報及議程表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夜間觀察活動解說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夜間觀察活動解說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夜間觀察活動解說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 夜間觀察活動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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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夜間觀察活動解說 

10月30日於花蓮林管處舉辦臺灣狐蝠保育推廣

講座(生態相關人員)-夜間觀察活動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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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灣狐蝠保育行動推廣計畫其他附件 

10月29日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座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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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座簽到單 

此資料涉及個資網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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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涉及個資網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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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涉及個資網路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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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臺灣狐蝠保育推廣講座回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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