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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二年期計畫，今年度為第二年，完成以下項目：1. 完成276個森林型濕地

之地理資訊數位化；2. 完成北部、東北部、中部、南部、東南部地區共15個森林型

濕地2季之生物資源監測調查；3. 提出濕地之分級架構、評估流程與方法；4. 撰寫

森林型濕地生物資源調查作業手冊；5. 出版森林型濕地電子專書；6舉辦3場濕地調

查技術研習會。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成果，顯示台灣具有相當豐富的森林型濕地，且

這些濕地擁有相當多樣的生物資源，包含不少特有種或是保育類，由此可知森林型

濕地相當具有保育價值。此外，由於各濕地之獨特性高，因此現有的濕地保育措施

，應有擴大的需求，此情形亦說明濕地普查的必要性。野外調查結果指出，外來種

是目前森林型濕地在生態上面臨之一大問題，此在中、低海拔特別需要關注；由於

森林型濕地生態系面積小，相對較為脆弱，因此本問題應儘早擬定對策。在保育分

級上，本研究提出台灣濕地分級系統，建議以四層級的地景尺度為骨架，輔以生物

與環境屬性，做為分級之考量。在電子專書部分，內容共分為6章節，分別針對森林

型濕地之相關概念、定義、保育以及現況，進行說明，以供管理人員與社會大眾參

。根據研究成果，建議主管機關未來進行全國之森林型濕地普查，以便進行分級

，做為保育管理之依據。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had finished the following items: 1. GIS digitalization of

total 276 forest wetlands; 2. monitoring of bioresource of 15 forest

wetlands; 3. proposing a rule for categorizing the forest wetlands on the

conservation purpose; 4. editing the handbook for bioresource inventory

of forest wetlands; 5. publishing an electronic format of wetland book;

6. holding 3 workshops of wetland investigation. There were plenty of

forest wetlands, and diverse bioresource in these wetlands in Taiwan.

Therefore, it showed the conservation value of the forest wetlands.

Moreover, because the unique of each wetlan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present conservation scope on wetlands need to be expanded. Meanwhile, it

also  showed  the  necessity  of  general  investigation  for  all  forest

wetlands. The alien species impact was a serious problem which native

wetland species was facing, especially for those on low and medium

elevations.  For  the  wetland  ecosystem  being  fragil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should be valued. For the conservation on forest wetlands, we

proposed a protocol named 'TWC', which categorized the wetlands into a

four-tier scheme. The content of eBook was grouped into 6 chapters,

including the concept, definitions, classifications, conservation, laws

and condition of forest wetlands of Taiwan. It was aimed to be helpful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nd  public  who  was  concerning  with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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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We  suggested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forest

wetlands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  future,  for  gathering  the

conservation  data  for  policies  and  managements.  

 

 

三、計畫目的：
持續進行前年度9處森林型濕地之監測調查工作，另並再選擇東南部及南部地區各

3處森林型濕地進行動植物監測調查，共計15處森林型濕地監測調查工作。 

依據實際調查過程，建立我國森林型濕地的評估準則及調查標準作業流程。 

彙整兩年成果完成編輯森林型濕地電子書。 

辦理3場森林型濕地調查技術研習會，藉以推廣森林型濕地之重要性。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建立台灣完整之森林型濕地基礎資訊 

 

依據衛星影像、林務局(含各林管處)已建檔資料、書籍、期刊、研究報告、登山

記錄、網路資料等，篩選森林型濕地之資料。 

依上述資料，比對全台之正射影像圖資，確認濕地之位置後，登錄該濕地之地理

座標、海拔、所屬行政區域、面積（含長、寬）。 

將各濕地之基本資料，以ArcGIS軟體數化成地理資訊資料，並匯出成MS-Excel格

式併同於結案時繳交。 

 

＜2＞整理歷年來之森林型濕地調查資料 

 

蒐集過往森林型濕地之調查文獻，含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等。 

建立上述文獻之清單，登錄其所進行之調查類型，並整理成MS-Excel格式。 

將上述文獻的生物調查資料，製作成物種名錄資訊，並以MS-Excel格式儲存。 

結案時繳交上述之兩項MS-Excel格式資料檔案。 

 

＜3＞建立森林型濕地之分級機制與評估準則 

 

依據國內外專書、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初步來制定森林型濕地的分類系統。 

依上述資料，比對全台之圖資，確認濕地之環境資料，登錄該濕地之地理座標、

海拔、面積、自然度等環境資料矩陣。 

初步分出森林型濕地的分類系統。 

將本計畫監測之森林型濕地所調查的資料與前人研究所做的湖泊資料，建成資料

矩陣。 

各濕地之基本環境與植物資料矩陣，以分類軟體進行歸類分析，找出各分級間之

合適切分點。 

藉上述分析之結果，擬定適當之森林型濕地分類系統。 

將上述流程標準化，建立成評估森林型濕地分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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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擬標準之濕地調查方法 

 

調查項目： 

植物：高等維管束植物、蕨類、苔蘚類。 

動物：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兩生類、魚類、甲殼類、昆蟲類、軟體動物。 

依各調查項目，先行蒐集相關之文獻，草擬對應之調查方法。 

依計畫目標，選擇對應地理區較具代表性之森林型濕地，第一年9處，第二年再加

6處，進行季監測。 

依擬定方法進行試作調查，檢驗方法上之缺失，並予以修正。 

將上述流程建立之調查方法，編寫成作業手冊。 

以監測資料，分析不同調查時程下之差異，項目如下： 

分季調查與單季調查之差異。 

不同季節間之差異。 

不同海拔濕地在上述之評估中是否呈現差異。 

以監測評估資料，提出不同海拔濕地監測的必要性，以及長期監測調查效益之分

析說明。 

於計畫第二年，舉辦3次之調查技術研習會，邀請國內相關於濕地保育之各主辦機

關、大學研究單位、以及民間團體組織一同參與，進行森林型濕地調查之教學觀

摩。 

 

＜5＞出版森林型濕地電子專書 

 

台灣180處森林型濕地總表，包含其初步之分級結果、已進行之調查與生物多樣性

摘要等。 

本案監測的15處森林型濕地之細部資料呈現。 

台灣森林型濕地之重要動植物資源選介。 

台灣森林型濕地之美攝影彙集。 

 

＜6＞本案施作內容品質之控管 

 

     

 

    濕地生態系統極為複雜，因此相對擁有較為多樣的微棲地環境，以及較豐富的

生物多樣性。因此，可以預期相關之調查需要整合的團隊進行。為了補足計畫執行

團隊之學術領域之不足，本計畫預計聘請相關之專家，組成顧問團，共同研擬濕地

調查的基本要求，以及檢核資料的正確性。顧問名單如下：高等水生維管束植物

：許再文博士。 

 

濕地生態調查及蕨類：黃曜謀博士。 

苔蘚植物：楊嘉棟博士。 

水棲昆蟲：黃國靖博士。 

水域動物：吳書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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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預定每季召開一次顧問會議，以控制執行進度與檢核調查方法及資料。而

除前述之專業人士外，另擬委請林務局科長級以上長官，參與會議提供政府濕地政

策之導正。 

  

＜7＞計畫執行流程 

  

    本先導計畫由計畫目標開始發展，分別進入文獻蒐集與濕地地理位置資訊建置

階段。文獻蒐集可再衍伸出評估分級標準、監測調查方法、以及過往調查資料三個

面相。監測調查方法之擬定，以野外試作做為檢核修改依據。最後，分別有森林濕

地電子專書、評估與分級作業手冊、調查與監測作業手冊、台灣森林濕地的地理資

料庫、過往森林濕地調查的資料彙整電子檔等成果之產出，並將根據調查與監測作

業手冊辦理調查研習會。 

 

 

五、結果與討論：

1. 森林型濕地之保育概況 

整理276處森林型濕地目前的保護情形，可以得知其中167處是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重要濕地等

有法律基礎之保護區中（附錄一），比例上佔所有森林型濕地的60.9%，並不算低。

然而，若進一步檢視，可以發現這些森林型濕地的保育，仍有下述問題尚待釐清： 

a. 目前的保護措施是否足夠保存森林型濕地的生物多樣性與棲地？ 

現行包含森林型濕地的保護區，較少直接是因為濕地本身而設置。例如，位於中央

山脈中部高山區的數十處高山水池，是因為設立涵蓋面積廣大的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與國家公園而一起納入，但是因為缺乏對這些濕地的基礎調查，我們對這些這

樣的措施能實質保護多少比例的濕地生物多樣性，並無法得知。同時，未含在保護

區範圍內的109處濕地之中，不乏知名具代表性的，如翠峰湖、草埤、蘭嶼天池、溪

南鬼湖等。又譬如位於東北部太平山區的大規模中海拔湖泊群（加羅湖群），擁有

相當豐富之水生生物相（黃曜謀，2000; 林斯正等，2011），因為並未被保護區所

涵蓋，所以仍然是保育上的空白區。 

b. . 列入重要濕地的森林型濕地比例仍不足？ 

在濕地保育法通過之後，重要濕地成為評估濕地保育價值的重要指標。目前公告的

82處重要濕地之中，有22處屬於森林型濕地（附錄一），不及總數（276處）的

1/10。同時，目前重要濕地偏重低海拔地區，總計有47處（57.3%）海拔甚至不及

50公尺，顯見此一制度仍忽略了位於山地的濕地。因此，如何因應濕地保育法的施

行，將應受保護之森林型濕地選入國家重要濕地，為當前要儘快解決之問題。 

c. 如何更實質的對森林型濕地進行保育？ 

本問題為前述兩問題的延伸。前述兩問題可以藉由對森林型濕地進行更全面之系統

調查，所蒐集的資料，可以更進一步以本研究所提出之台灣濕地分級系統，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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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與保育評估。但保育評估後的結果，並非最終之濕地保育目標。本研究在此提出

一種可行的做法，即保育分級評估之結果，應該對應濕地保育法對重要濕地之分級

架構，並依濕地保育法公告為重要濕地。如此一來，就可以讓森林型濕地之保護

，獲得法源依據。而此保育，尚可更進一步，即以同級之重要濕地進行連結，成為

濕地保護網。一旦保護網的節點（即各級重要濕地）決定下來，後續之任何保育措

施，即可以整個保育網通盤考量，避免發生掛一漏萬之錯誤。 

2. 調查結果在保育上之啟示 

a. 以生物多樣性資料來看各濕地之保育價值 

保存特殊的生物多樣性是濕地的重要價值（Mitsch ＆ Gosselink, 2007）。就維管

束植物而言，由棲地類型可分為陸生與水生兩大類。楊遠波等(2001)統計台灣的水

生植物共65科132屬296種。根據台灣植物第二版的統計，台灣原生維管束植物共有

235科、1419屬、4077種（Hsieh,  2003）。因此，水生植物分別佔有27.7%科、

9.3%屬、或7.3%的種類多樣性。此數值到種階層，看似不高，但是全台之濕地面積

，據推估僅佔陸地面積約0.3%（杜政榮，2005），由此可知濕地具有相當高的植物

種類多樣性。因此，若將濕地對陸地生物多樣性之角色，以珊瑚礁對於海洋生物多

樣性之地位來比喻，應該一點也不為過。 

而就動物來看，魚類、水棲昆蟲、兩生類、蝦蟹類、螺貝類等，都是必須依賴水域

環境才能存活。而陸生動物，多少也要仰賴濕地供應水源與食物，所以濕地對於動

物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態環境。因此它在動物多樣性的維持上亦是無庸置疑的

。 

本計畫所調查之15處濕地，大多數都有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的存在，印證了濕地

在生物多樣性保存上的價值。不過，調查的過程，也透露出分類基礎研究不足，是

台灣在濕地保育上的嚴重問題。 

以植物來說，台灣具備各種不同氣候帶的森林型濕地。當海拔昇高時，苔蘚類植物

的重要性也逐漸增加。可惜的是，台灣的苔蘚植物研究仍然相當不足，除了基礎分

類外，我們對苔蘚植物的保育評估資訊亦相當缺乏。此情況明顯將對中高海拔森林

型濕地的保育，造成阻礙。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像是水棲昆蟲或是螺貝類、蝦蟹

類等動物上。所以，未來我們應該對這些過往分類研究不足的生物類群，投入更多

之努力。 

b. 濕地的獨特性 

表4-3與4-4的相似度分析結果顯示出，各濕地具有相當獨特的生物相。此點或可解

釋是因為本計畫為了建立標準的濕地調查法，所以篩選試作之濕地性質（ex. 氣候

區、海拔等）差異較大。不過，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同一海拔帶，譬如低海拔之濕

地，其最高的植物相似度（Sørensen index），亦不超過35%（翠湖與顏氏湖，表4-

3）；而同為高海拔的天巒池與合歡池，地理位置亦相隔不遠，然而兩者之植物相似

度僅31.8%（Sørensen index），而動物相似度也僅30.8%（Sørensen index）。 

或許當列入計算的濕地的數目增加後，上述情況會有所改變，不過目前的分析結果

說明，蒐集更為全面的濕地生物多樣性資料，確實有所必要。台灣的濕地數目雖然

不在少數，但是面積普遍不大。儘管如此，在未有明確調查資料前，不應該否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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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濕地在生物多樣性上的價值。Semlitsch＆ Bodie（1998）根據美國東南海岸平

原區的濕地調查資料模擬結果，認為小型的獨立濕地，以往雖在保育層面上較不受

到關注，然而它們對保存兩生類的多樣性，具有決定性之地位。 

綜合上述，對台灣的276處森林型濕地而言，需要實施更有系統的調查，才足以做為

保育評估之基礎。 

  

3. 保育評估方法之檢討 

本研究提出台灣濕地分類系統，乃希望能以更加客觀的方式，避免全由評選者之主

觀意識來決定濕地之保育等級。目前，本系統因為實際資料仍究不足，無法進行較

完整之驗證。因此，此系統所草擬之評估機制，未來經更多之資料來檢驗時，可能

還有修正之必要。 

不過，可以預期最可能需要修正的部分，在於適用的保育評估指標，以及計算的方

法。在保育評估指標方面，本研究選擇地理資訊、是否列入保護區，以及生物多樣

性等3類資料。不過，如同本節前面討論所提及，台灣在諸如苔蘚類或其它小型的水

棲動物之分類以及保育等級之界定上，仍有不足之處。因此，未來評估計算時，可

能會忽略這些生物之重要性。當然，補足這些資訊有其必要之價值。然而，當實際

狀況不允許時，要如何更改或調整計算法則（譬如指標加權，或是指標的優先權等

調整），是未來評估時要進一步解決的。 

  

4. 標準調查法之探討 

為能統一對森林型濕地實施系統調查的做法，使調查資料能更精確地用於保育評估

，本研究嘗試研擬標準調查作業程序，並撰寫成工作手冊（附錄四）。在調查頻度

的設計上，本研究是以季為單位進行。針對9處共調查5季的濕地資料進行分析，如

果利用折線圖來顯示調查物種數之季增率，可以發現自夏季開始，至秋季新記錄到

的種類有明顯增加之情形，但之後的調查，累積物種數幾乎不再會增加。然而，在

動物調查的物種增加情形與植物不同。隨著調查次數之增多，除高海拔之外的濕地

，動物物種數仍有增加之趨勢。 

此結果說明在濕地調查上，動物調查要比植物調查需付出更大之努力量。本現象可

能來自於下述幾項原因： 

a. 天候問題：就現場之經驗，可以明顯感受到惡劣天氣，如夏季午後的雷陣雨，會

影響大型動物、甚至水生動物的出現。而冬季的低溫，亦可能造成動物躲藏，而無

法被記錄到。 

b. 機率問題：由於動物會移動，有可能恰好調查人員經過時，動物不在可調查範圍

內。 

c. 活動周期或生活史：有些動物的活動周期或生活史短暫，因此不易發現與記錄。

譬如，向天池的鵠沼枝額蟲，生活史不及1個月。除非調查時剛好遇到穩定積水之時

期，否則不易於3個月之調查間隔中發現。 

因此，本計畫所擬定之動物標準調查方法，應該將之定位在「快速蒐集生物多樣性

資料，以做為保育評估依據」的功用上。在此階段完成後，對於評估為保育重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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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是不明的森林型濕地，應該進一步對各水生動物類群，進行長期監測，以獲得完整

的動物相清單。 

此外，所謂的標準做法，並不見得能夠適用所有之濕地。最常見的困難，是森林型

濕地的可到達性。譬如，位於中央山脈深處的大、小鬼湖湖泊群，或是中央山脈最

密集的能高安東軍湖泊群，姑且不論是否會受到天候、路況之影響，光是要人員把

調查裝備帶進山區調查，就是一件相當辛苦之工作，且有相當程度之安全性問題。

因此，除非有足夠的經費預算，充裕的調查時間，以及長期培養的專業調查人力

，否則，對於到達困難的森林型濕地，要按照本計畫提出之標準方法進行調查，有

實質上之困難。 

 

 

 

六、結論：
本研究共建置276處森林型濕地之地理資訊，遠超過合約原先預估之180處，可知

台灣擁有豐富之森林型濕地。然而，當中有44處濕地，因受到林冠屏障，無法以

正射影像圖進行GIS數化，僅能藉由文獻資料推估其座標位置。因此，建議林務局

另案進行前述缺乏資料之補充，並可藉此機會蒐集各濕地之水文資料。 

以氣候區來看，東北區（NE）擁有最多數量的森林型濕地（79處）；以海拔區分

，則多數（109處）位在2000~3000公尺之間。台灣的森林型濕地以小面積為主

，0.25公頃以下者共計有158處，數量超過1半。 

15處濕地植物調查結果發現，植物特有種少，但多數濕地都有稀有種；動物之特

有種多，僅有6處濕地未發現保育類。低海拔森林型濕地的外來種問題最嚴重，高

海拔則無外來種之發現，中海拔外來種動物之問題較植物嚴重。由於低海拔濕地

亦有稀有種原生動植物，故外來種問題應該受到重視。建議中央主管單位應儘速

與地方管理單位商討對策，並藉濕地保育法開始施行，預算較為充裕之時，建立

防範機制，同時以教育導正民眾行為。 

低海拔的森林型濕地在過往的濕地保育中，是較未受到重視的一環，可能是因為

人為干擾嚴重，而被認為較無保育之價值。本研究的資料發現，屬於低海拔的翠

湖、顏氏湖、草埤及東源池，都有保育類動、植物之分布，且其數量甚至高於已

劃設保護區之濕地。因此，低海拔的保護區，有擴大的必要。 

本研究提出台灣濕地分類系統，建議做為森林型濕地分類與分級之用。台灣濕地

分類系統採用亞洲濕地系統的4層地景尺度架構，第1層為台灣本身，第2層為各河

流域，第3層為同流域的植被帶，第4層為單獨濕地。本系統具有由大而小分類

，以及與亞洲地區結合的優點。 

在台灣濕地分類系統之架構下，本研究提出森林型濕地之保育評估方法，建議用

做未來森林型濕地分級之機制。本方法需要地理特性、是否列為保護區、以及生

物多樣性資料，做為評估指標。同時，輔以專家會議，以彌補資料之不足。分級

結果建議為3級，以符合濕地保育法之重要濕地架構。未來森林型濕地之保育評估

若完成，可進一步將同級之濕地，連結成為保護網，以使濕地之保育考量得以更

加全面。 

本研究以累積跨年共5季之調查實作經驗，提出建議之森林型濕地標準調查方法

，並編寫成工作手冊。除可統一未來森林型濕地系統調查的操作之外，亦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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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相關單位在濕地調查之參考。 

本案依據兩年來所蒐集之資料，以及15處濕地之調查成果，完成「台灣森林型濕

地」電子專書。全書為A4版面，共188頁。內容包括濕地導論、濕地保育、森林型

濕地概述、森林型濕地的分類與分級、森林型濕地調查成果、結語等6章。本書除

可提供保育施政人員參考之外，亦可用做濕地教育之推廣文宣。 

為協助完成森林型濕地之系統調查，蒐集足夠進行保育評估之資料，本案提出

136處預選調查濕地之清單，並建議優先以面積與地理代表性為考量，選擇其中

90處濕地做為未來系統調查之標的。詳細之規劃建議，如附錄五所載。 

本案調查試作發現，多數動物類群缺乏官方出版的專業圖鑑，可供野外辨識，此

將造成調查上的問題。因此，建議主管機關重新檢視官方出版之水生生物圖鑑

，補足缺乏之部分，除可因應保育調查上之需求，亦可做為推廣教育之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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