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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目的 

近年來我國回應全球趨勢而積極開發低碳綠能的再生能源，並規劃再生能源佔比提高到總發電

量的 20%，其中太陽能光電在 2025 年前預計規劃裝置容量達到 20GW。在政策引導下，生豐電力有

限公司響應政府再生能源政策，於鳳林鎮兆豐農場旁的造林地設置地面型太陽能光電設施，預定產

出 75MW 的太陽光電容量。案場於 2022 年 12 月完工併聯運轉，而本案開發計畫承諾於營運期間持

續執行生態監測，建議項目如表 1。 

開發區域土地利用形式改變，對該區域生態群聚的影響為何，是欲在營運期間的生態調查結果

所回應的問題。開發區域原先為造林地，種植楓香、光臘樹、桃花心木等，屬於森林型棲地，開發

後棲地型態轉為裸露地、草生地、礫石灘地，開發區域與鄰近區域的生態群聚差異為何？此外，開

發計畫在電廠西南側保留一處區域作為生態補償區，藉由比較補償區內群聚組成與開發前群聚組成

差異，來評估生態補償區是否發揮效益。 

依據 2023年生態監測成果調整部分類群的調查方法及頻度，2024年監測類群除了天然植被、移

植喬木、路殺動物為開發計畫指定項目外，動物生態繼續針對中大型哺乳類、鳥類進行監測，但兩

棲爬行類更換為昆蟲，來累積更多種的生物資訊。今年也整合水質監測計畫，回應太陽能電廠的水

質汙染議題，檢測項目如開發計畫建議。 

表 1開發計畫生態監測項目、頻度範圍 

監測項目 監測範圍或測站 監測頻度 監測及分析方法 

天然植被及植

生復育區域 

開發路線或周遭

外推 1000 公尺範

圍 

營運期間，每

半年一次 

植被及植生復育區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第二章第七節植生調查」進行樣區定性定量

調查。生長狀況不佳時加強撫育或補植。 

移植原生喬木 假植區及移植區 移植完成後，

每半年一次 

針對施工前清查列冊並完成移植之大型喬木

進行生長週期監看，異常時採取必要措施。 

動物生態 開發路線或周遭

外推 1000 公尺範

圍 

營運期間每季

一次 

1. 依據環保署公告最新「動物生態評估技

術 規 範 」 (2011/7/12 還 屬 綜 字 第

1000058655C號)執行，並以環說書調查

資料作為背景。 

2. 針對物種組成、特有種、保育類、重要

群聚及指標物種進行變化趨勢分析。 

3. 每季次調查均進行三次重複取樣，紅外

線自動相機則須長期放置。 

陸殺動物 主要及次要道路 營運期間每季

一 次(進 行 連

續 4天) 

1. 紀錄路殺動物物種、發現位置，繪製分

布地圖。 

2. 於頻繁路殺發生處建議增設必要生態友

善措施。 



監測項目 監測範圍或測站 監測頻度 監測及分析方法 

水質檢測 - - 1. 檢測項目包含懸浮固體、溶氧、氨氮、

生化需氧、水體重金屬(鎳、總鉻、鋅、

銅、鎘、鉛、總汞、砷)。 

 

圖 1本案工作範圍。紅線為半徑 1 公里範圍；橘線為本案開發範圍；藍線為生態補償區範圍 



貳、 調查結果 

本調查項目及次數如表 2。第一季進行調查項目為天然植被及植生復育區域調查、移植喬木監

測、中大型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行類及路殺。 

表 2本計畫調查時間及次數 

調查項目 
調查

次數 

時間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天然植被及植生復

育區植生調查 
2次 2024/4/17 - - - 

移植原生喬木監測 1次 2024/4/18 -  - 

電廠植被維護管理

教育訓練 

1場 
2024/8/15 

中大型哺乳類調查 4次 2024/4/17~ 

2024/5/30 

2024/7/23~ 

2024/9/5 
- - 

鳥類調查 4次 2024/4/16 2024/7/23 - - 

昆蟲調查 3次 2024/4/17 2024/8/7 - - 

路殺動物監測 4次 2024/4/16~ 

2024/4/19 

2024/7/23~ 

2024/7/26 
- - 

水質監測 1次 - 

一、 中大型哺乳類調查 

1. 調查頻度：營運期間每年進行四季調查，每季一次，共四次。 

2. 調查方法：採設立紅外線自動照相機進行定點拍攝記錄通過物種，拍攝時數為 1000 小時。

相機架設於樣點內適當樹幹上，約距地面 1.5~2.5 公尺，以 45°度傾斜向下拍照，焦距設在

3 到 5 公尺處。依據拍攝照片及影片記錄物種、拍照日期、時間、物種數量、性別、外型特

徵等資訊，並計算OI值(出現指數)評估所拍攝的物種相對族群數量。(OI值公式：有效照片

數/總工作時數*1000 小時，有效照片數定義為 1 小時內同一隻個體的連拍，只視為 1 筆有

效照片。) 

3. 調查樣點：共選 4 處樣點(圖 2)共 4 臺架設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樣點 1 位於生態補償區，環

境由欖仁、大花咸豐草及五節芒組成，但比較靠近附近農場，樣點周遭有除草痕跡；樣點

2環境為樹林邊緣的溝渠，溝渠內並無常流水，底質為碎石；樣點 3環境為種植大葉桃花心

木的造林地，草本植物以蕨類為主；樣點 4為臺灣櫸之造林地，此外依稀生長草本植被。 

表 3哺乳類調查樣點座標 

樣點 座標(TWD97) 環境類型 

樣點 1 23.791678, 121.484476 樹林、長草叢、短草地、灌叢 

樣點 2 23.793370, 121.486043 溝渠、樹林、灌叢 



樣點 3 23.786503, 121.493872 樹林、短草叢 

樣點 4 23.799576, 121.497688 樹林、短草地 

 

圖 2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位置 

  

圖 3樣點 1環境現況 圖 4樣點 2 環境現況 

  

圖 5樣點 3環境現況 圖 6 樣點 4環境現況 

4. 調查結果： 



本季架設時間為 2024/7/23，於 2024/9/5 回收相機，詳細調查名錄請參考表 7第二季中大型

哺乳類調查名錄。第二季相機工作時數為 1008 小時，有效照片數共 408 張，拍攝到 8 種哺

乳類及 5 種鳥類。哺乳動物有效照片共 355 張，可辨識物種有食蟹獴、麝香貓、白鼻心、

臺灣野豬、梅花鹿、臺灣山羌、鼠科及犬科。 

本次調查OI值最高的物種為台灣野豬，其次為麝香貓，且相較於第一季OI值有明顯增加，

但皆主要集中於樣點 1，與前一期調查情形相同，推測與該區域欖仁結實有關。樣點 1位於

補償區內，自動相機架設環境曾經為鄰近的兆豐農場舊路，兩側栽植的欖仁生長茂密，林

下蕨類、大花咸豐草、五節芒等植被混生，原就形成一條動物移動的路徑。而欖仁果期為

7-9 月，與本季調查時間重疊，地面出現大量落果，又因補償區受兆豐農場管制人員進出，

干擾頻率非常低，提供合適的場域吸引臺灣野豬及麝香貓前來覓食，從拍攝照片可辨識出

有複數族群的臺灣野豬在周圍區域頻繁出沒取食欖仁落果。 

樣點 3 由於大葉桃花心木蒴果成熟時會逐漸乾燥且木質化，不易食用，樣點 4 則因臺灣櫸

果實偏小，為鼠類等小型哺乳動物或鳥類所偏好，因此雖同補償區為林下環境，但較無法

穩定提供中大型哺乳類穩定的食物來源。 

樣點 2 相較前一季物種種類數有下降情形，但仍有記錄到食蟹獴，包含前期調查在內，累

計至目前的調查，皆能於此處拍攝到食蟹獴出沒。樣點 2 水溝位於補償區樹林邊緣，環境

潮濕，遇雨時有水流入，本就符合食蟹獴偏好的棲地類型，且兩側護岸落差不高，容易在

水溝及樹林之間通行，因此推論該區域固定為食蟹獴所利用及棲息。 

二、 鳥類調查 

1. 調查頻度：營運期間每年進行四季調查，每季一次，共四次。 

2. 調查方法：使用圓圈法調查，調查時間為日出後 3 小時內，在各樣點上停留 10 分鐘配合望

遠鏡，以目視搭配雙筒望遠鏡為主，並輔以鳥類鳴叫聲紀錄樣區內鳥類種類及隻次。物種

中文名稱以「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23 年版名錄」為主。 

3. 調查樣點：共選定 12 處樣點，其中 9 處為廠區外，主要涵蓋的棲地環境包含樹林、草叢、

農地、魚池等複合棲地環境類型；廠區內則有 4 處，主要環境類型為光電板區、礫石地及

滯洪池(圖 7)(表 4)。 

表 4鳥類調查樣點座標及環境情況 

樣點名稱 座標(TWD97) 環境類型 

樣點 1 23.800991, 121.480543 樹林、長草叢、灌叢、農墾地、溝渠 

樣點 2 23.797071, 121.481712 樹林、長草叢、灌叢、溝渠 

樣點 3(補償區) 23.793101, 121.482015 樹林、長草叢、短草地、灌叢、溝渠 

樣點 4 23.787620, 121.493065 樹林、長草叢、灌叢 

樣點 5 23.783802, 121.497378 樹林、長草叢、灌叢 



樣點名稱 座標(TWD97) 環境類型 

樣點 6 23.793814, 121.500680 
樹林、長草叢、灌叢、農墾地、短草地、灌

叢、溝渠 

樣點 7 23.799892, 121.497837 樹林、長草叢 

樣點 8 23.802718, 121.488878 樹林、長草叢、農墾地、魚池、溝渠 

樣點 9(廠區內) 23.798124, 121.492950 樹林、裸露地、光電板 

樣點 10(廠區內) 23.790919, 121.491413 短草叢、裸露地 

樣點 11(廠區內) 23.793270, 121.486911 長草叢、裸露地、光電板 

樣點 12(廠區內) 23.797867, 121.486013 長草叢、裸露地、光電板 

 

圖 7鳥類調查樣點 

  

圖 8樣點 1環境現況 圖 9 樣點 2環境現況 

   

    
   

   

    

    

   

   

   

   

  7

   



  

圖 10樣點 3環境現況 圖 11樣點 4 環境現況 

  

圖 12樣點 5環境現況 圖 13樣點 6 境現況 

  

圖 14樣點 7環境現況 圖 15樣點 8 環境現況 

  

圖 16樣點 9環境現況 圖 17樣點 10 環境現況 



  

圖 18樣點 11環境現況 圖 19樣點 12 環境現況 

4. 調查結果： 

調查時間為 2024/8/2，詳細調查名錄請參考表  第二季鳥類調查名錄。第二季共調查到

20科 30 種，合計 457 隻，保育類共 6 種，包含黑頭文鳥、環頸雉、臺灣畫眉、烏頭翁、朱

鸝及黃鸝，特有及特有亞種共 12 種。 

受季節性影響，本季相較第一季調查結果(29 科 42 種)種類數較少，且本季大多數種類

為偏好森林環境鳥種。由於臺灣可見的夏候鳥及過境鳥種類數相對稀少1，因此可記錄的鳥

種以留鳥為主，例如臺灣畫眉、朱鸝、紅嘴黑鵯、斯氏繡眼、五色鳥等，皆屬偏好於喬木

林或林緣地帶棲息的種類，因此本季鄰近造林環境的樣點，種類數和個體數較豐富，而廠

區內、農田、開闊地的樣點，種類數和個體數相較少。本季調查紅鳩數量占總個體數的

34%為最大宗，4月至 8 月為紅鳩繁殖期，因此於電廠周遭發現到大量個體。 

廠區內、外樣點棲地樣貌不同，因此吸引到不同的鳥種聚集。廠區外樣點環境以森林

所佔的面積比例較高，因此觀察到許多偏好森林棲地的鳥種為主，其次則為出沒於草叢或

灌叢的種類；而廠區開發程度高，多為人工建物，僅滯洪池生長較多植被，以裸露礫石地，

及以甜根子草及銀合歡為主組成的草叢棲地類型，因此觀察到南亞夜鶯、褐頭鷦鶯等偏好

裸露礫石地及高草叢環境為主。而烏頭翁、紅鳩、白尾八哥、大捲尾對於棲地偏好較不明

顯，於電廠內、外樣點都有發現。 

三、 昆蟲調查 

1. 調查頻度：4至 10月間每季於日間調查 1次，共 3季；第二季增加夜間調查 1次。 

2. 調查方法：日間採穿越線調查法，劃設 6 條長 100 公尺之樣線，沿穿越線以徒步方式，採

掃網法為主、目視觀察為輔進行調查。夜間則採燈光誘集調查，時間為夜間 7 點至 9 點，

每 30分鐘，進行 1次紀錄新出沒的種類。 

3. 調查樣線：共計 6 條樣線，樣點涵蓋複合棲地環境類型，廠區內包含光電板、礫石地、滯

 
1 林大利、呂翊維、潘森識 ( 編 )。吳建龍、林大利 ( 譯 )。2020。臺灣國家鳥類報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臺灣。 



洪池；廠區外則有樹林、林地邊緣、高草叢、溝渠、水池及農田 (圖 20)(表 5)。燈光誘集樣

點則設置於廠區內。 

表 5昆蟲調查穿越線座標 

樣點 座標(TWD97) 環境類型 

樣點 1 

(補償區) 
23.792503, 121.485172~23.793150, 121.485867 次生林、高草叢、灌叢、短草地 

樣點 2 23.786879, 121.493771~23.786148, 121.494517 次生林、高草叢、灌叢 

樣點 3 23.789232, 121.494095~23.790058, 121.494683 次生林、高草叢、灌叢 

樣點 4 23.801331, 121.491510~23.800787, 121.492461 灌叢、水田、溝渠 

樣點 5 

(廠區內) 
23.796393, 121.488526~23.796307, 121.489651 裸露地、光電板 

樣點 6 

(廠區內) 
23.790871, 121.490894~23.791088, 121.491884 高草叢、裸露地 

燈光誘集 

(廠區內) 
23.791621, 121.489037 長草叢、裸露地、光電板 

 

圖 20 昆蟲調查樣線 



  

圖 21穿越線 1 環境 圖 22穿越線 2環境 

  

圖 23穿越線 3環境 圖 24穿越線 4環境 

  
圖 25穿越線 5環境 圖 26穿越線 6環境 

 
圖 27 燈光誘集 

4. 調查結果： 



第二季調查時間為 2024/8/7，日間掃網一共記錄到 8 目 37 科，夜間燈光誘集記錄到 7

目 23 科，合計 10 目 56 科。詳細調查名錄請參考表  第二季昆蟲日間穿越線調查名錄及表 

  第二季昆蟲夜間燈光誘集調查名錄。日間昆蟲科數上以半翅目、膜翅目、雙翅目為大宗，

有 7 科；其次為鱗翅目，有 6 科。本次調查以鱗翅目種類最多，有 13 種；膜翅目次之，有

12 種。膜翅目在本次調查中數量與種類成長幅度最大，可能與季節趨炎熱，物種季節性的

週期變化有關。樣區中主要的開花植物為大花咸豐草，因此對應的授粉昆蟲(如蝴蝶、蜂

類)、植食昆蟲(如金花蟲、椿象、花蚤)或棲息於花叢的捕食者(如螞蟻)也會較為常見。 

本次夜間燈光誘集地點為滯洪池觀景台，時間為夜間 7 點至 9 點，總紀錄 7 目 23 科。

其中以飛行能力較好的夜行性鱗翅目為大宗，共計 6 科 22 種，鞘翅目與直翅目次之，分別

為 7科 7種與 2科 6種。樣點所在位置為開闊草地，面對林地，因此可以觀察到鄰近林地中

的物種、較難被掃網及目視觀察到的小型鞘翅目、以及補充滯洪池開闊地未被目擊的小型

直翅目等類群。本次夜間燈光誘集調查到的種類與日間出現的種類重疊度極低，顯示用不

同調查方式配合，更能完善樣區的昆蟲相組成。 

電廠內多屬開闊地，較少植被交界帶，出現的昆蟲多為飛行能力較強（如食蟲虻）或

禾本科植被常見物種（如直翅、葉蟬）。光電板區由於有光電板遮蔭加上積水，植被狀況

較豐富，也有開花植物，因此訪花和依存的種類不少（如蜜蜂科、植食甲蟲、椿象或是蝶

類）。廠區外則主要有農地、林下及林緣地帶等環境，農地開闊且有水域，如樣線 4，過

去以蜻蛉目為主，但本季調查期間田區並未放水，數量因此下降；林下環境，如樣線 1 以

蛺蝶、雙翅目等喜歡遮蔽環境的物種為主；樣線 2、3 為於樹林之間的道路易形成植被的交

界帶，開花植物數量較多，吸引大量訪花昆蟲，其中以蝴蝶為主。 

四、 路殺動物監測 

一、 監測頻度：營運期間每年進行四季監測，每季一次，共四次，一次連續進行四天。 

二、 監測方法：以步行方式維持時速約 2 公里的速度沿道路前進，沿途記錄所有遭車輛撞擊輾

斃或非自然死亡之動物，紀錄後將屍體移除，避免重複紀錄及吸引其他動物造成二次路殺。

調查時間設定早上時段進行，其目的為避免動物屍體被清潔人員掃除、被其他動物吃掉或

遭車輛多次輾壓而難以辨識。 

三、 監測樣線：選定最近廠區的周邊道路為監測樣線(圖 28)。 



 

圖 28路殺動物監測調查樣線；紅線為本案開發範圍；黃線為路殺調查樣線；藍線為生態補償區 

四、 監測結果： 

本季路殺調查時間為 2024/7/23、2024/7/26、2024/8/1、2024/8/2，調查期間突颱風過境

而行程受到影響，因此本季調查時間四天不連續。本季累計路殺動物數量 17 隻，兩棲爬行

類 2種共 6隻，為斯文豪氏攀蜥、澤蛙；鳥類 3種共 3隻，為白尾八哥、南亞夜鷹、紅鳩；

其餘個體為非洲大蝸牛。詳細監測點位及名錄請參考圖   路殺動物監測調查結果 位及表 

  第二季路殺動物監測名錄。 



 

圖 29路殺動物監測調查結果點位 

五、 電廠植被維護管理教育訓練： 

本季於 113 年 8 月 15 日執行環境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對象為電廠廠長、電廠員工及環

境維護人員。本次規劃課程主題有二，第一為廠區滯洪池內禾草芋蘭介紹及分區除草管理

試驗介紹與執行討論；第二為移植、新植樹木修剪概念解說及操作示範，並邀請蓮耀景觀

現場教學。詳細課程內容及執行照片參考如下所示，簽到單如附件。 

表 6、課程內容表 

課程內容 時間 

活動集合簽到 9:00-9:05 

前往滯洪池 9:05-9:15 

主題一 

廠區滯洪池內禾草芋蘭介紹及分區除草管理 
 :  - :   

移動前往廠區西北側圍牆外 9:50-10:00 

主題二 

移植、新植樹木修剪概念解說及操作示範 
  :  -  :   

綜合討論 11:00-11:30 

賦歸  

主題說明： 



  主題一、廠區滯洪池內禾草芋蘭介紹及分區除草管理： 

說明：執行單位於廠區滯洪池內發現關注物種禾草芋蘭族群，與主辦單位討論後，決定著 

手族群監測及擬定保育行動。首要了解廠區內定期除草管理行為對禾草芋蘭族群的

影響，因此執行單位已架設三種分區，欲以不同除草管理頻度進行處理，持續觀察

樣區內族群生長狀況，並依試驗成果構思友善禾草芋蘭棲地的除草管理方式。本次

教育訓練將由執行單位帶領實地踏勘，簡介禾草芋蘭生態，並說明除草分區範圍、

執行要點。也將討論實際執行是否有困難，共同決議改善執行方式。 

主題二、移植、新植樹木修剪概念解說及操作示範： 

說明：執行單位於去年調查植栽樹木生長狀況後，發現許多移植喬木在移植前經過不當修 

剪，生長狀況及樹型皆有待改善。因此本次教育訓練將針對廠區外圍移植、新植樹

木，簡介修剪的核心觀念、執行時之安全注意事項，並實地進行修剪示範、傷口處

理、癒合劑調配等實務操作，以及針對本區植栽生長特性之維護管理建議及討論。 

  

  



 
圖、課程簡報 

  

  

圖、教育訓練執行照片



參、 附件 

表 7第二季中大型哺乳類調查名錄 

科名 物種數 學名 
OI值 

有效照片總數 自動相機 1 自動相機 2 自動相機 3 自動相機 4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1       0.99 

麝香貓 Viverricula indica 38 35.71   1.98   

獴科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2   1.98     

豬科 臺灣野豬 Sus scrofa 258 253.97 0.99 0.99   

鹿科 
梅花鹿 Cervus nippon taiouanus 9 8.93       

臺灣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20 16.87   1.98 0.99 

鼠科 鼠科 Muridae 24 0.99   0.99 21.83 

犬科 犬 Canis lupus familiaris 3 1.98 0.99     

鳩鴿科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1 0.99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6       5.96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6       5.96 

雉科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5 2.98   1.98   

環頸雉 Phasianus colchicus formosanus 10 9.92       

噪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1       0.99 

  

  



表 8 第二季鳥類調查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紅皮書 外來種 

第二季 

樣點

1 

樣點

2 

樣點

3 

樣點

4 

樣點

5 

樣點

6 

樣點

7 

樣點

8 

樣點

9 

樣點

10 

樣點

11 

樣點

12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V 24 12       1 2 4       1 

山椒鳥科 灰喉山椒鳥 Pericrocotus solaris               1               

伯勞科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1                 1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3 2 2 1             1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特亞     1 2 1   1   2 1 1     1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1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1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12   2 3   1 1         2 

梅花雀科 
黑頭文鳥 Lonchura atricapilla   其他(III)/易危 VU   1           2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10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特有種     1 1 1   2 1   1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特亞           1                 

雉科 
環頸雉 Phasianus colchicus 特亞 珍稀(II)/極度瀕危 CR               1 1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特有種        2 1     3   3       1 

鳩鴿科 

綠鳩 Treron sieboldii               1   1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26 20 19 17 2 14 21 20 4 3 6 3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2                       

珠頸斑鳩 Spilopelia chinensis           1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特亞       1 1 2 1 1             

噪眉科 臺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特有種 珍稀(II)/瀕危 EN   2 1 2   6 1 2         1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3 2 1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5 5   1   1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4   2 2 10 1 2     1   2 

鵯科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特有種 珍稀(II)/易危 VU   16 7 5   2 4 3 1 4 4 1 2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特亞     2   1 20 14   1   2 2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紅皮書 外來種 

第二季 

樣點

1 

樣點

2 

樣點

3 

樣點

4 

樣點

5 

樣點

6 

樣點

7 

樣點

8 

樣點

9 

樣點

10 

樣點

11 

樣點

12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特有種     2 2 2 1   1     1 1 1 1 

黃鸝科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特亞 珍稀(II)     2 1   1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珍稀(II)/易危 VU       1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1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特亞                       3     

合計 隻次 96 64 42 47 42 29 43 36 15 17 11 15 

分類群合計 

種類數 13 14 15 8 12 11 12 8 6 8 6 10 

20科 30種 
11科

13種 

14 科

14 種 

12科

15種 

8科 8

種 

9科

12 種 

11 科

11 種 

10科

12種 

7科 

8種 

5科

6種 

6 科 

8 種 

6科 

6種 

10科

10種 

 

 

 

  



表 9第二季昆蟲日間穿越線調查名錄 

目別 科別 亞科 種名 中文名 特有性 
第二季 

樣線 1 樣線 2 樣線 3 樣線 4 樣線 5 樣線 6 

鱗翅目 

鳳蝶科 Papilionidae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玉帶鳳蝶       1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青鳳蝶、青帶鳳蝶     1 1       

粉蝶科 Pieridae 
  Eurema blanda arsakia 亮色黃蝶       1       

  Catopsilia pomona pomona 遷粉蝶、淡黃蝶、銀紋淡黃蝶       14 1 5 4 

蛺蝶科 Nymphalidae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異紋紫斑蝶、端紫斑蝶           2   

Euploea eunice hobsoni 圓翅紫斑蝶         1     

Ideopsis similis 旖斑蝶、琉球青斑蝶           1   

  Hypolimnas misippus 雌擬幻蛺蝶     1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藍紋鋸眼蝶、紫蛇目蝶     1         

  Badamia exclamationis 長翅弄蝶       1       

灰蝶科 Lycaenidae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淡青雅波灰蝶       1       

草螟科 Crambidae     草螟科     1         

斑蛾科 Zygaenidae   Zeuxippa formosa 海南禾斑蛾 特有種     1       

蜻蛉目 蜻蜓科 Libellulidae 

  Orthetrum triangulare 鼎脈蜻蜓   1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1 

  Neurothemis taiwanensis 善變蜻蜓             1 

  Diplacodes trivialis 侏儒蜻蜓         1     

直翅目 

螽斯科 Tettigoniidae   Conocephalus melaenus 黑翅細蟴     1 2       

草蟋科 Trigonidiidae   Trigonidium cicindeloides 黑脛草蟋蟀         2   1 

蝗科 Acrididae   Pseudoxya diminuta 赤脛偽稻蝗     1       3 

菱蝗科 Tetrigidae   Criotettix bispinosus 刺羊角菱蝗           1   

螳螂目 螳科 Mantidae   Statilia maculata 棕污斑螳、棕靜螳、小螳螂         1     

鞘翅目 

耀夜螢科 Malachiidae   Anthocomus sp. 耀夜螢           4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Monolepta signata 肩紋長腳螢金花蟲             1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Cheilomenes sexmaculata 六斑月瓢蟲             1 

花蚤科 Mordellidae     花蚤科             5 



目別 科別 亞科 種名 中文名 特有性 
第二季 

樣線 1 樣線 2 樣線 3 樣線 4 樣線 5 樣線 6 

半翅目 

長蝽科 Lygaeidae   Nysius ericae 小長椿象         10     

緣蝽科 Coreidae   Cletus trigonus 長肩棘緣蝽         1     

蛛緣蝽科 Alydidae   Leptocorisa acuta 禾蛛緣椿象     3 7     2 

長蝽科 Lygaeidae   Geocoris ochropterus 南亞大眼長蝽             1 

盲蝽科 Miridae   Halticus minutus 微小跳盲椿             1 

蟬科 Cicadidae   Cryptotympana atrata 紅脈熊蟬       2       

葉蟬科 Cicadellidae 
葉蟬亞科 Iassinae   葉蟬亞科           2   

小葉蟬亞科 Typhlocybinae   小葉蟬亞科           1   

膜翅目 

蜜蜂科 Apidae 

  Apis mellifera 義大利蜂         15   5 

  Braunsapis sp. 蘆蜂屬       1       

  Ceratina sp. 花蘆蜂屬         5     

蟻科 Formicidae 

  Dolichoderus thoracicus 疣胸琉璃蟻         30     

  Solenopsis geminata 熱帶火蟻             15 

擬家蟻亞科 Pseudomyrmecinae Tetraponera allaborans 長腹擬家蟻     1         

小蜂科 Chalcididae   Conura sp. 卡諾小蜂屬             1 

繭蜂科 Braconidae     繭蜂科   5           

瘦蜂科 Evaniidae 
  Evania sp. 瘦蜂屬             2 

    瘦蜂科   1           

蟻形蜂科 Bethylidae     蟻形蜂科             1 

蟻小蜂科 Eucharitidae   Schizaspidia sp. 角胸蟻小蜂   1 1         

雙翅目 

毛蚋科 Bibionidae   Plecia longiforceps 長鋏毛蚋   1           

稈蠅科 Chloropidae     稈蠅科   4           

肉蠅科 Sarcophagidae     肉蠅科       1       

潛蠅科 Agromyzidae     潛蠅科   1           

水虻科 Stratiomyidae   Allognosta sp. 異水虻屬             3 

食蟲虻科 Asilidae 
食蟲虻亞科 Asilinae   食蟲虻亞科     1         

  Promachus sp. 挑戰者食蟲虻           1   



目別 科別 亞科 種名 中文名 特有性 
第二季 

樣線 1 樣線 2 樣線 3 樣線 4 樣線 5 樣線 6 

蚊科 Culicidae   Stegomyia albopicta 白線斑蚊   2           

分類群合計 

種/數/亞科 8 10 12 10 8 17 

科數 8 9 11 9 6 15 

總隻次 16 12 33 67 17 48 

 

  



表 10第二季昆蟲夜間燈光誘集調查名錄 

目別 科別 亞科 種名 中文名 特有性 

鱗翅目 

裳蛾科 Erebidae 

 Erebus ephesperis 魔目裳蛾  

 Nudaria diaphanella 雙斑昏苔蛾  

 Calliteara sp. 麗毒蛾屬  

刺蛾科 Limacodidae 

 Thosea sinensis 扁刺蛾  

 Narosoideus sp. 娜刺蛾屬  

草螟科 Crambidae 

 Pagyda botydalis 尖鬚野螟蛾  

 Spoladea recurvalis 甜菜白帶野螟蛾  

 Agrotera basinotata 角鬚野螟蛾  

 Nacoleia charesalis 棕蝕葉野螟蛾  

 Palpita asiaticalis 亞洲白蠟絹鬚野螟  

 Eoophyla gibbosalis 圓斑水螟  

 Dolicharthria charonialis 三環狹野螟蛾  

 Agrioglypta itysalis 值紋野螟蛾  

 Crypsiptya coclesalis -  

  草螟科  

螟蛾科 Pyralidae 

 Pyralis centralis 螟蛾屬  

 Loryma recusata -  

  螟蛾科  

尺蛾科 Geometridae 

 Luxiaria mitorrhaphes 雙斑鉤尺蛾  

 Hemithea marina 青顏銹腰尺蛾  

  尺蛾科  

夜蛾科 Noctuidae  Callopistria nobilior 小紅暈散紋夜蛾  

直翅目 
草蟋科 Trigonidiidae 

 Dianemobius fascipes 斑腿雙針蟋  

 Pteronemobius ohmachii 草油小蟋  

 Natula pallidula 小黃蛉蟋  

蟋蟀科 Gryllidae  Patiscus cephalotes 寬頭長額蟋  



目別 科別 亞科 種名 中文名 特有性 

 Teleogryllus sp. 油葫蘆屬  

 Natula pallidula 小黃蛉蟋  

革翅目 球蠼螋科 Labiduridae  Labidura japonica 日本球螋  

脈翅目 草蛉科 Chrysopidae   草蛉科  

鞘翅目 

步行蟲科 Carabidae  Cylindera(Ifasina) kaleea angulimaculata 深山小虎甲蟲  

龍蝨科 Dytiscidae  Hydaticus rhantoides 姬麗龍蝨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Adoretus sp. 深褐金龜屬  

金花蟲科 Chrysomelidae  Altica sp. 葉蚤屬  

隱翅蟲科 Staphylinida  Paederus fuscipes 梭毒隱翅蟲  

叩頭蟲科 Elateridae  Lanelater politus 大黑叩頭蟲  

擬步行蟲科 Tenebrionidae  Alphitobius laevigatu 姬擬步行蟲  

半翅目 

蛛緣蝽科 Alydidae  Riptortus linearis 條蜂緣椿  

姬緣椿科 Rhopalidae  Leptocoris vicinus 大紅姬緣椿  

獵蝽科 Reduviidae  Sastrapada baerensprungi 嬌梭獵椿象  

蝽科 Pentatomidae  Plautia fimbriata 珀椿象  

象蠟蟬科 Dictyopharidae   象蠟蟬科  

膜翅目 姬蜂科 姬蜂亞科 Ichneumoninae  姬蜂亞科  

 

  



表 11第二季路殺動物監測名錄 

日期 中文名 科 學名 點位 

2024/7/23 紅鳩 鳩鴿科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23.799713, 121.490433 

2024/7/23 澤蛙 叉舌蛙科 Fejervarya limnocharis 23.792168, 121.495991 

2024/7/26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87824, 121.492972 

2024/7/26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3837, 121.497102 

2024/7/26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4259, 121.497430 

2024/7/26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4523, 121.497619 

2024/8/1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9552, 121.490783 

2024/8/1 白尾八哥 八哥科 Acridotheres javanicus 23.799204, 121.491413 

2024/8/1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6222, 121.496592 

2024/8/1 南亞夜鷹 夜鷹科 Caprimulgus affinis 23.792572, 121.496310 

2024/8/1 斯文豪氏攀蜥 飛蜥科 Diploderma swinhonis 23.790790, 121.495063 

2024/8/1 斯文豪氏攀蜥 飛蜥科 Diploderma swinhonis 23.788816, 121.493690 

2024/8/1 斯文豪氏攀蜥 飛蜥科 Diploderma swinhonis 23.794635, 121.484921 

2024/8/2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7471, 121.494297 

2024/8/2 非洲大蝸牛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a fulica 23.793027, 121.496594 

2024/8/2 斯文豪氏攀蜥 飛蜥科 Diploderma swinhonis 23.788147, 121.493216 

2024/8/2 斯文豪氏攀蜥 飛蜥科 Diploderma swinhonis 23.791262, 121.488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