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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年度計畫針對馬祖四鄉五島，包含南竿、北竿、東引、東西莒，

進行外來種斑腿樹蛙與其他蛙類，以及蜥蜴類調查。外來種斑腿樹蛙

僅分布於南竿與北竿，其他島嶼並未分布，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但尚未有對當地生態造成明顯危害的事證，但仍應持續監測以評估是

否立即移除。蛙類調查結果顯示，馬祖列島共有 6 科 7 種蛙類，包括

蟾蜍科的黑眶蟾蜍、樹蟾科的中國樹蟾、叉舌蛙科的澤蛙、狹口蛙科

的小雨蛙、赤蛙科的長腳赤蛙與貢德氏赤蛙，以及樹蛙科的斑腿樹蛙。

蜥蜴類調查結果顯示有 3 科 5 種蜥蜴，分別是壁虎科的無疣蝎虎與未

知種壁虎(Gekko sp.)、正蜥科的北草蜥，以及石龍子科的印度蜓蜥與

麗紋石龍子。本計畫亦舉辦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讓學生

與一般民眾認識馬祖兩棲爬行動物的多樣性、生態保育，並提供宣導

品。本計畫落實辦理馬祖生物多樣性保育宣導，提昇民眾及社區對生

物保育資源觀念認知，藉此凝聚社區融入生態保育與生態傳承理念，

發展馬祖生態旅遊。 
 
關鍵詞：斑腿樹蛙、蛙類、蜥蜴、生物多樣性保育、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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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內容 
 
連江縣由馬祖列島所組成，地理位置坐落於歐亞大陸東南方及西

北太平洋的臺灣海峽北方。馬祖列島的物種，除來自歐亞大陸東南方

外，亦有適應海島特性而演化出的特有物種。因此，結合大陸與海島

的特性，孕育出馬祖列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與生態。 
 
外來種入侵是威脅生物多樣性的主因之一。外來物種入侵最直接

的影響是與原生物種產生競爭排擠或雜交，嚴重影響當地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甚至造成人類經濟上的損失。近十多年來，至少有 12 種外

來兩棲爬行動物已成功入侵臺灣(Lee et al. 2019)，包括已嚴重入侵的

兩棲類，如斑腿樹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與花狹口蛙(Kaloula 
pulchra)，以及爬行動物，如沙氏變色蜥(Anolis sagrei)、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綠鬣蜥(Iguana iguana)與綠水龍(Physignathus 
cocincinus)等，其中沙氏變色蜥與綠水龍已產生較明顯的生態或農作

上的經濟危害。由於兩棲爬行類生態習性隱蔽性高，通常體型小且具

有良好的躲藏能力，加上低代謝率與高繁殖效率，因此有利於適應環

境並建立族群。對於控制外來種的入侵擴散，最佳時機為外來種入侵

初期時加以控制監測，以避免其快速擴散造成後續難以控制。 
 
馬祖列島也已經有外來種斑腿樹蛙的入侵(巫等 2020)。斑腿樹

蛙入侵國內的最早紀錄是於 2006 年在彰化田尾發現，推測其蛙卵隨

水生植物等植栽引入，但來源不明(Lee et al. 2019；楊與龔，2014)。
此種蛙的形態與臺灣原生的布氏樹蛙(Polypesates braueri)相似，且親

緣關係相近及偏好的棲地類型相似，有機會與布氏樹蛙及其他原生蛙

類產生競爭排擠，有必要進行密切監測及控制。經 2019 年馬祖地區

詳細調查後，確認南北竿有班腿樹蛙分布，推測為外來入侵，目前須

持續監測以確認是否對馬祖本土蛙類競爭排擠。此外，目前對馬祖是

否有外來種蜥蜴入侵情況並不清楚，有必要在馬祖地區全盤進行調查，

以確認馬祖蜥蜴分布狀況與是否有外來種蜥蜴入侵。 
 
本研究計畫目的保育馬祖地區特有動植物為主要目標，建立保護

區或進行特定地點保育之相關調查規劃、建設等工作，並進行馬祖地

區動植物資料彙整以利後續生態觀光利用。保育意識抬頭同時，提昇

當地民眾及社區對生物保育資源觀念認知，並與社區結合辦理生物多

樣性種子系列活動，藉擬聚社區融入生態保育與生態傳承的理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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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執行馬祖斑腿樹蛙、其他蛙類及蜥蜴類調查、生物多樣性保

育及外來入侵種防治宣導及宣導品製作等相關工作。藉此凝聚社區融

入生態保育與生態傳承理念，發展馬祖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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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項目 

1. .外來種斑腿樹蛙於馬祖列島的分布現況與潛在危害監測 

本計畫在四至七月期間，針對馬祖四鄉五島，包含南竿、北

竿、東引、東西莒進行每月 1 次，共 4 次斑腿樹蛙分布調查與監

測，調查時，記錄包括數量、地點名稱與 GPS 座標、棲地、產卵環

境以及是否有蝌蚪出現等。以夜間調查為主(19:00 至 22:00)，選擇

有水源的地點，特別是農耕地的廢棄積水容器與排水溝，以及水庫

等環境。調查時，採穿越線目視遇見調查法，主要沿樣線(主要是一

般道路或健行步道)兩側 5 公尺內調查，並搭配鳴叫聲記數法去計算

或評估數量。斑腿樹蛙分布狀態與危害評估的資料將登錄生態保育

業務資訊系統。 
 

2.馬祖 4 鄉 5 島蛙類及蜥蜴相調查 

在斑腿樹蛙調查期間，也針對馬祖四鄉五島進行其他蛙類與蜥

蜴的調查。其他蛙類的調查方式與資料收集，與調查斑腿樹蛙一

樣。蜥蜴類調查以白天為主，以這些動物活動的熱門時段，包括早

上 9:00 至 12:00，以及午後 14:00 至 17:00 為主，而夜間主要以壁虎

與草蜥類調查為主。調查時，主要針對道路與森林交界處、水溝、

路邊排水孔、草叢、溪流邊、人工建築物(特別是廢棄碉堡與軍營，

以及一般民房等)等環境進行調查，記錄包括數量、地點名稱與 GPS
座標、棲地、以及是否有幼體等資料。蛙類與蜥蜴類的分布資料將

登錄生態保育業務資訊系統。 
 

3. 生態保育宣導 

本計畫根據調查成果，協助連江縣政府於與四鄉五島各舉辦 1 場

次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總共舉辦五場做為回饋事項，介

紹馬祖蛙類與蜥蜴類、生態習性與保育，介紹其生物多樣性及在生態

中所扮演重要角色。    
 

4. 生態保育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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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製作 200 份宣導品，基於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平衡概念，宣

導品設計將結合實用性、教育性與宣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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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情形 
 

1.外來種斑腿樹蛙於馬祖列島的分布現況與潛在危害監測 

109 年 4 到 7 月，完成四鄉五島 4 次的斑腿樹蛙調查，結果顯示，

五島中僅北竿島與南竿島有斑腿樹蛙分布，並未擴散到其他島嶼(圖
一)，與先前的研究相符(巫等 2020)；總共調查到 473 隻次，北竿島

各樣點族群數量較均勻且數量較高，南竿各樣點族群數量差異較大，

僅部分樣點族群數量較高。在北竿島，分布點與 108 年度的調查相似，

新增芹壁附近 2 樣點，但白沙與尼姑山等樣點，今年則未記錄到個體。

就不同月份調查資料來看(表一)，除 4 月無發現，從 5 月開始有調查

到個體，5 至 7 月的每月數量差不多，介於 75-84 隻次。在南竿島，

分布點則有減少，觀海路至濱海大道沿線 2 樣點與介壽公園周遭 3 樣

點，今年度未記錄到個體。就不同月份調查資料來看(表一)，4 月即

有紀錄，但數量極少(5 隻次)，5 月開始數量增多，5 至 7 月的調查數

量介於 55-69 隻次。若比較馬祖調查到的其他蛙類月變化資料(表一)，
可發現馬祖的蛙類主要從 5 月份開始大量出現，應該與氣候回暖，並

開始進入雨季有關，然而，6 月開始降雨減少，特別是 7 月時更明顯

(依據中央氣象局 2020 發布的資料)，但相對於大多數蛙類出現的頻

度與繁殖狀況減少，降雨減少似乎對斑腿樹蛙的影響較小(5 至 7 月數

量變化不大且持續有大量卵泡出現)。 
 
比較兩島班腿樹蛙 108 至 109 年調查數量變化(圖二)，在 108 年，

南竿數量較北竿高，但 109 年時，北竿數量較南竿高。然而，不管從

哪個島來看，都顯示 109 年的數量較 108 年數量高，顯示班腿樹蛙在

馬祖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且北竿的數量增加速度較南竿快。從斑腿

樹蛙的繁殖棲地來看，包括水溝、各種中大型人工容器(如水桶、水塔

與廢棄船隻等)，以及水庫等環境，幾乎各種可蓄水的環境都會利用

(巫等，2020)。相較於馬祖其他蛙類利用的繁殖環境較專一，如黑眶

蟾蜍與貢德氏蛙偏好較永久性的水域，中國樹蟾偏好水溝或人工積水

域，澤蛙與小雨蛙偏好地面暫時性積水域，斑腿樹蛙的棲地利用相對

多樣，因此，這可能也是斑腿樹蛙繁殖較不受降雨影響且有利於其快

速擴散的條件。此外，研究也發現馬祖的斑腿樹蛙喜歡在一般排水溝

棲息與繁殖，由於排水溝是極為普遍的基礎設施，斑腿樹蛙極可能透

過四通八達的水溝快速擴散，另一方面，農耕地常見水塔或灌溉蓄水

桶也常被斑腿樹蛙繁殖利用，因此，這些人工積水環境也提供斑腿樹

蛙有利的族群繁殖與擴散條件。斑腿樹蛙對原生蛙類的影響可能包括

捕食與競爭，且影響可能會反映在成體與幼體階段，如斑腿樹蛙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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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會捕食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陳，2014)，且蝌蚪也會主動攻

擊小雨蛙蝌蚪(楊與陳，2015)。本年度的調查並無發現斑腿樹蛙直接

捕食其他原生蛙類或明顯競爭排擠的現象，然而，從繁殖棲地利用重

疊度來看，小雨蛙與中國樹蟾可能是潛在受斑腿樹蛙威脅的物種。馬

祖斑腿樹蛙蝌蚪會與中國樹蟾與小雨蛙蝌蚪共棲(巫等，2020)，由於

小雨蛙蝌蚪被斑腿樹蛙蝌蚪捕食的現象已在本島被記錄過，因此，同

樣的狀況也可能發生在馬祖。至於對中國樹蟾族群的影響，雖然目前

沒有觀察到斑腿樹蛙直接危害的情況，但本年度在北竿坂里農耕地的

調查卻發現過去常被中國樹蟾繁殖利用的人工水桶，目前都被斑腿樹

蛙所佔據利用，是否是因為競爭排擠造成的結果，值得進一步研究，

特別是，中國樹蟾僅分布在四鄉五島中的北竿島(表一)，逐漸在北竿

島擴散的斑腿樹蛙是否威脅中國樹蟾的族群，須持續關注與監測。此

外，除南北竿現有斑腿樹蛙族群擴散的監測，未來更須防範其擴散至

其他島嶼。 
 

2.馬祖 4 鄉 5 島蛙類及蜥蜴相調查 

109 年 4 到 7 月，完成馬祖四鄉五島共 4 次的蛙類調查，共記錄

6 科 7 種蛙類(表一)，除外來種的斑腿樹蛙(圖三 A)，其他蛙類分別是

叉舌蛙科的澤蛙(Fejervarya limnocharis)(圖三 B)、赤蛙科的長腳赤蛙

(Rana longicrus)(圖三 C)與貢德氏赤蛙(Sylvirana guentheri)(圖三 D) 、
狹口蛙科的小雨蛙(Microhyla fissipes)(圖三 E) 、樹蟾科的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圖三 F)，以及蟾蜍科的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圖三 G)。從各島嶼的蛙類種類分布來看(表一、圖四)，
種數以北竿島最多，共有 7 種，表示馬祖列島所有蛙種皆可在北竿發

現。東莒和南竿有 4 種，種數次之，而西莒 3 種，東引種數最少，僅

有 2 種。若就個別蛙種在各島嶼的分布情形來看，澤蛙與黑眶蟾蜍分

布最廣，5 島皆有分布。貢德氏赤蛙次之，分布於 4 島，僅東引未分

布。長腳赤蛙和小雨蛙僅分布於北竿與東莒等 2 島。中國樹蟾則僅分

布於北竿。從累積調查數量(隻次)來看(圖五)，黑眶蟾蜍為馬祖列島數

量最多的優勢種類，5 島皆有分布，且在東莒、西莒和東引島上亦為

數量最多蛙類。次要優勢種為澤蛙，各島均有一定數量。貢德氏赤蛙

則以西莒數量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斑腿樹蛙是南竿和北竿目前最優

勢的蛙類，承前面所討論，雖然目前尚未觀察到對其他蛙類有生態上

的影響或威脅，但數量變化與分布仍須持續監測。 
 
在馬祖四鄉五島 4 次的蜥蜴相調查，共記錄到 3 科 5 種蜥蜴 (表

一、圖六)，分別是正蜥科的北草蜥(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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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石龍子科的印度蜓蜥(Sphenomorphus indicus)(圖六 B)與麗紋石龍

子 (Plestiodon elegans)(圖六 C)，壁虎科的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圖六 D)以及未知種壁虎(Gekko sp.)(圖六 E)。中國光蜥

(Ateuchosaurus chinensis) (圖六 F)過去曾在馬祖南北竿有紀錄(Ota and 
Lin, 1997)，但本年度調查並未發現，顯示數量少。以上記錄到的種類

中，其中的北草蜥、中國光蜥與未知種壁虎(Gekko sp.)在臺灣本島並

無分布紀錄。從各島嶼的蜥蜴種類分布來看(圖七)，北竿島種類最多，

共有 5 種，顯示馬祖列島所有種類的蜥蜴皆可在北竿發現。南竿與東

莒有 4 種蜥蜴，分布次之，東引有 3 種，西莒種類最少，僅記錄 1 種。

未知種壁虎(Gekko sp.)分布最廣，5 島皆有分布，但初步觀察顯示不

同島嶼個體的形態有差異。Ota and Lin (1997)最早在南竿記錄到這種

未確定種的壁虎，雖然外觀上與本島分布的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相似，但體表沒有大型疣鱗(南北竿、東莒與東引)，然而，

西莒的族群卻有大型疣鱗，這顯示馬祖列島可能存在 2 種壁虎屬

(Gekko)的壁虎，但是否為新紀錄種或甚至新種，仍有待進一步研究釐

清。北草蜥分布於 4 島，除西莒島，均有分布，分布廣度次之。印度

蜓蜥與無疣蝎虎分布於 3 島(南北竿與東莒)。麗紋石龍子僅分布於北

竿，分布廣度最窄。從累積調查數量(隻次)來看(圖八)，北竿各種蜥蜴

的累積總數量較其他島高，顯示北竿生態環境條件適合各種蜥蜴棲息。

未知種壁虎(Gekko sp.)為馬祖列島數量最多的優勢種類，是除北竿外，

各島最優勢的種類。本計畫生態資源調查結果已登錄至林務局生態保

育業務資訊系統。 
 
3.生態保育宣導 
 本計畫根據調查成果，協助連江縣政府於與 4 鄉 5 島各舉辦 1 場

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總共舉辦五場(附件一)。斑腿樹蛙

是近十幾年來成功入侵臺灣的外來種兩棲類，目前已廣泛分布在臺灣

西半部多數縣市的低海拔地區，並會已對臺灣本島的布氏樹蛙及其他

本土蛙類排擠競爭。斑腿樹蛙目前也被發現分布於馬祖的南竿島與北

竿島，但尚未觀察到對馬祖本土物種產生危害。本活動舉辦認識外來

種斑腿樹蛙與防治宣導，同時針對馬祖原生兩棲爬行動物進行生態介

紹，提昇馬祖民眾與學生對於生物多樣性認識與生物保育資源觀念。

本活動於 7 月初舉行，活動對象主要為連江縣中小學生，各島舉辦 1
場宣導活動，地點分別為南竿鄉仁愛國小、東引鄉東引中小學、西莒

敬恆中小學、東莒東莒國小及北竿鄉塘岐活動中心，各有 27、50、16、
11、72 人參與，與會主要為中小學生、民眾與遊客 (圖九，附錄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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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望透過本活動舉辦，介紹馬祖蛙類與蜥蜴類、生態習性與保育，

讓學生與民眾了解馬祖蛙類及蜥蜴類多樣性及其生態平衡中所扮演

重要角色(附件七)。 
 
4.生態保育宣導品 

 本計劃設計製作 200 份宣導品，宣導品設計結合實用性、教育性

與宣導性等產品，製作組合便利貼筆記本(圖十)。包含便條紙、便利

貼、原子筆、尺及名片夾，一次滿足文書筆記的需求。外封貼上斑腿

樹蛙圖樣的貼紙，並強調特徵，加強學生與民眾對外來種斑腿樹蛙形

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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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與建議 
1. 本計畫調查馬祖四鄉五島蛙類及蜥蜴，共紀錄 6 科 7 種蛙類和 3

科 5 種蜥蜴類，外來入侵種僅發現斑腿樹蛙 1 種，並無發現其

他入侵種蛙類或蜥蜴，未來仍需監測避免外來種入侵。 
2. 斑腿樹蛙僅分布在南竿與北竿，目前尚未觀察到對馬祖本土蛙

類或其他生物造成危害，但數量上有逐年增多的趨勢，未來仍

續監測調查，建議在島際間交通貨運需加強檢疫措施，特別是

植栽運送時，應注意是否有成蛙藏匿或卵泡附著在上面，避免

擴散到其他島嶼。 
3. 南北竿人工積水容器需積極清理，尤其是農田的儲水器具，建

議不要積水，也可加蓋子或網子，避免斑腿樹蛙產卵及蝌蚪生

存。 
4. 未來如觀察到斑腿樹蛙有競爭原生種蛙類或對其他物種有影響

時，則需開始執行長期移除措施以控制數量。 
5. 本計畫記錄到未知種壁虎(Gekko sp.)且在臺灣本島並無分布紀

錄，但在馬祖各島廣泛分布，未來仍需確認分類地位，以釐清

是否為新紀錄種或新種。 
6. 108 年度連江縣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入侵種管理計畫成果，發表一

篇科學文章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附件八)。107-108 年針對連

江縣 4 鄉 5 島，包含南竿島、北竿島、東引島、東莒島和西莒

島進行斑腿樹蛙分布調查。結果顯示，斑腿樹蛙僅分布於南竿

島與北竿島，其他島嶼並未分布。根據過去的調查資料，馬祖

列島早期並無斑腿樹蛙紀錄，96 年南竿島先有紀錄，隨後才在

北竿島發現，推測可能為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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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連江縣兩棲爬行動物(蛙與蜥蜴)調查表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北

竿 
南

竿 
東

莒 
西

莒 
東

引 
 北 

竿 
南

竿 
東

莒 
西

莒 
東

引 
 北

竿 
南

竿 
東

莒 
西

莒 
東

引 
 北

竿 
南

竿 
東

莒 
西

莒 
東

引 
 

總計 

兩棲動物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4 20 2  4 30 19 4 10 4 10 47 18 3 19 1 5 46 13 10 9 4 14 50 173 
 赤蛙科                           

 長腳赤蛙 (Rana longicrus)   1   1 1     1             2 
 貢德氏赤蛙 (Sylvirana guentheri)       2 4 2 7  15 4 6 10 38  58 6 3 4 15  28 101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1   1   1   1 2  4   6       8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5    5 84 69    153 84 65    149 75 55    130 473 

 樹蟾科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1     1 26     26 6     6 2     2 33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6 55 30 174 181 446 34 23 101 69 180 407 8 57 139 40 278 522 4 44 129 35 151 363 1738 

爬行動物                           
 正蜥科                            

 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5     5 7  1   8 9     9 6 2 4  1 13 35 
 石龍子科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20 1 9  5 35 7 1 1   9 6     6  3 2   5 55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1     1 15     15 14     14       30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     1   1   1  1    1 5     5 8 
 未知種壁虎 (Gekko sp.)  1  8 3 12 4 1 2 19 1 27 13 2 10 27 2 54 8 1 12 26 20 67 160 

總計  38 82 43 182 193 538 199 102 119 99 191 710 164 134 182 106 285 871 119 118 160 80 186 663 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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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連江縣班腿樹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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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8 至 109 年馬祖斑腿樹蛙數量累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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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連江縣兩棲動物種類圖，(A)斑腿樹蛙(B)澤蛙(C)長腳赤蛙(D)貢德氏赤蛙

(E)小雨蛙(F)鍾國樹蟾(G)黑眶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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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連江縣兩棲動物(蛙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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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連江縣兩棲動物(蛙類)累計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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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連江縣爬行動物(蜥蜴)圖，(A)北草蜥，(B)印度蜓蜥，(C)麗紋石龍子，

(D 無疣蝎虎，(E)與未知種壁虎(Gekko sp.)，(F)中國光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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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連江縣爬行動物(蜥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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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連江縣兩棲爬行動物調查表(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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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A)南竿鄉仁愛國小活動情形(B)東引

鄉東引中小學活動情形(C)西莒敬恆中小學活動情形(D)東莒東莒國小活動情形

(E)北竿鄉塘岐活動中心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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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斑腿樹蛙組合便利貼筆記本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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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企劃書 

 
活動名稱：連江縣外來種斑腿樹蛙與兩棲爬行動物生態介紹 
活動主旨︰斑腿樹蛙是近十幾年來成功入侵臺灣的外來種兩棲類，目前已廣泛分

布在臺灣西半部多數縣市的低海拔地區，並會已對臺灣本島的布氏樹蛙及其他本

土蛙類排擠競爭。斑腿樹蛙目前也被發現分布於馬祖的南竿島與北竿島，但尚未

觀察到對馬祖本土物種產生危害。本活動舉辦主旨在認識外來種斑腿樹蛙與防治

宣導，同時針對馬祖原生兩棲爬行動物進行生態介紹，提昇馬祖民眾與學生對於

生物多樣性認識與生物保育資源觀念。 

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 
日期與地點：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6 日，08：20～09：00，南竿鄉仁愛國小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6 日，13：30～14：10，東引鄉東引中小學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9 日，13：20～14：00，西莒敬恆中小學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0 日，11：00～12：00，東莒東莒國小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1 日，11：00～12：00，北竿塘岐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連江縣國中小學生、民眾與遊客 
活動內容與流程：  
南竿鄉仁愛國小 
時間 議程 演講者 參與人員 
08：00 工作準備 巫奇勳、鍾明璋 

 
仁愛國小師生 

08：10 報到 
08：20 兩棲爬行動物生態介紹 
09：00 綜合討論 
09：10 散會 

 
 
東引鄉東引中小學 
時間 議程 演講者 參與人員 
13：00 工作準備 巫奇勳、鍾明璋 

 
東引國小師生 

13：20 報到 
13：30 兩棲爬行動物生態介紹 
14：10 綜合討論 
14：20 散會 

 
西莒敬恆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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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演講者 參與人員 
12：50 工作準備 巫奇勳、鍾明璋 

 
敬恆中小學師生 

13：10 報到 
13：20 兩棲爬行動物生態介紹 
14：00 綜合討論 
14：10 散會 

 
東莒東莒國小 
時間 議程 演講者 參與人員 
10：30 工作準備 巫奇勳、鍾明璋 

 
東莒國小師生 

10：50 報到 
11：00 兩棲爬行動物生態介紹 
12：00 綜合討論 
12：10 散會 

 
北竿鄉塘岐活動中心 
時間 議程 演講者 參與人員 
10：30 工作準備 巫奇勳、鍾明璋 

 
一般民眾及遊客 

10：50 報到 
11：00 兩棲爬行動物生態介紹 
12：00 綜合討論 
12：2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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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南竿鄉仁愛國小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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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東引鄉東引中小學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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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西莒敬恆中小學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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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東莒國小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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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活動北竿鄉塘岐活動中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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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蛙類及蜥蜴類生態保育宣導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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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列島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地理分布現況

Current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in the 
Matsu Archipelago

巫奇勳1、陳怡惠1、李昱1、范智凱1, 2、鐘明璋2、謝佳宏2*

Chi-Shiun Wu1, Yi-Huey Chen1, Yu Lee1, Chih-Kai Fan1, 2,
 Ming-Chang Chung2, and Chia-Hung Hsieh2*

摘要：馬祖地區的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於 2007 年在南

竿島始有記錄，但之後並無詳細分布調查資料，且是否為外來種仍有待

證實。本研究於 2018-2019 年針對連江縣 4 鄉 5 島，包含南竿島、北竿

島、東引島、東莒島和西莒島進行斑腿樹蛙分布調查。結果顯示，斑腿

樹蛙僅分布於南竿島與北竿島，其他島嶼並未分布。根據過去的調查資

料，馬祖列島早期並無斑腿樹蛙紀錄，南竿島2007年先有紀錄，隨後才

在北竿島發現，推測可能為外來種。未來應研究斑腿樹蛙的起源，並持

續監測斑腿樹蛙在馬祖地區的地理分布範圍與數量，以評估其對當地生

態的潛在影響，提供未來是否需移除之參考。

關鍵詞： 連江縣、斑腿樹蛙、外來種、入侵種

Abstract: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Hallowell, 1861 has not been recorded 

in the Matsu Archipelago before 2007, and the first distribution record of 

this species was on Nangan island in 2007. To our knowledge, the detailed 

distribution of P. megacephalus in the Matsu Archipelago has not been 

surveyed, and whether it is an alien species for Matsu Archipelago or not has 

yet to be confirmed. This study aims to survey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 megacephalus during 2018-2019 in five islands (Nangan island, Be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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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No. 55, 
Huagang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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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University, No. 55, Huagang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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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Dongyin island, Dongju island, and Xiju island) of Matsu Archipelago.  

Results showed that P. megacephalus is only distributed on Nangan island 

and Beigan islan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we suggest that P. megacephalus is perhaps an alien species in the 

Matsu Archipelago.  Further study on the origin,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of P. megacephalus is necessary 

for evaluating its potential impacts on local ecology and whether it should be 

remov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Lienchiang County,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alien species, 

invasive species

前言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Hallowell, 1861) 為樹棲型蛙類，分類上屬於樹

蛙科 (Rhacophoridae) 的泛樹蛙屬 (Polypedates)，模式標本地在香港，主要分布於中國華

南地區與海南島、中南半島與印度等地區 (Frost, 2020；費等，2009)。斑腿樹蛙是近十

幾年來成功入侵臺灣的外來種兩棲類，目前已廣泛分布在臺灣西半部多數縣市的低海拔

地區 (Lee et al. 2019；楊與龔，2014；楊等，2014)，且有往東擴散趨勢，目前在宜蘭已

有零星分布紀錄，最南已分布到蘇澳鎮 (葉等，2019；楊等，2018)。斑腿樹蛙與臺灣最

相近的原生種為布氏樹蛙 (P. braueri (Vogt, 1911))，同屬於白頷樹蛙複合種群 (Polypedates 

leucomystax species complex)，外形上很相似，不易區別 (楊與龔，2014)。過去臺灣的布

氏樹蛙曾被鑑定為白頷樹蛙 (P.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1829))與斑腿樹蛙 (P. megaceph-

alus)(楊，2011)，經 Kuraishi et al. (2011) 比對臺灣與香港兩地白頷樹蛙複合種群的外部

形態特徵、鳴叫聲與DNA序列後，確認兩種不同，而正名為布氏樹蛙 (P. braueri)。楊和

龔 (2014) 根據歷史調查資料及應用地理分布方格疊合分析，顯示斑腿樹蛙與過去調查紀

錄中的布氏樹蛙分布並無重疊，推測斑腿樹蛙為外來入侵種。臺灣本島最早的斑腿樹蛙

發現紀錄是在2006年臺中市梧棲區，由林正雄先生從彰化縣田尾鎮帶水生植物回家時，

意外引入，由於一開始是被認為是原生布氏樹蛙而被忽略，後來經過張天佑 (2008) 的

DNA序列、形態研究與雄蛙的求偶叫聲差異，才確認是斑腿樹蛙，可能是隨植栽意外被

引入 (Lee et al. 2019；楊與龔，2014)。利用微衛星 DNA 分析臺灣本島斑腿樹蛙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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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結構，推測最早的入侵起始族群可能是來自新北市 (謝，2018) ，但確切入侵臺灣的

最早時間點與地點及來源地尚不清楚。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研究團隊在 2007 年於馬祖地區的南竿島、北竿島與東莒

島進行調查，首度在南竿島記錄到斑腿樹蛙，但將其視為新紀錄種，而非外來種 (林

等，2009)。鄰近馬祖的中國福建及其所屬的華南地區為斑腿樹蛙原生地 (費等，2009)，

然而，是否就此判定馬祖的斑腿樹蛙為為原生族群，其實是需更多的調查研究進一步證

實。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外來種是指一物種或亞

種，乃至於更低的分類群，並包含該物種可能存活與繁殖的任何一部份，出現於其自然

分布疆界及可擴散範圍之外。中國福建與馬祖列島在地理上雖屬於同區域，但兩者之間

有海洋阻隔，淡水蛙類通常難以跨越海洋屏障 (Vences et al. 2003)。馬祖列島若早期無

班腿樹蛙紀錄，則可能藉由人為運輸方式入侵，此種情況屬於出現於其自然分布疆界及

可擴散範圍之外，仍可定義為外來種。因此，馬祖列島的班腿樹蛙是否為原生或外來入

侵，仍需進一步調查研究。馬祖列島尚未有班腿樹蛙的詳細分布調查資料，倘若證實是

外來種，其對於原生蛙類的潛在影響也未知。楊等 (2014) 指出斑腿樹蛙在臺灣本島多數

分布地區皆為當地普遍與容易發現的優勢種，認為若不加以控制，將對原生物種造成深

遠影響，所以及早移除控制刻不容緩，而移除最佳時機為入侵初期時加以控制與監測，

以避免其快速擴散造成後續難以控制。本研究針對馬祖列島 4 鄉 5 島的斑腿樹蛙地理分

布進行調查，並透過文獻資料回顧，瞭解其目前數量與分布狀態，並探討是否為外來

種。

材料與方法

1.研究地點
馬祖列島位於中國大陸閩江口偏南，離福建省卻僅 950 m，與中國大陸在地理上的

密切關係，共由 36 個島嶼所組成，下轄 4 個鄉(南竿、北竿、東引、莒光)，5 個主要島

嶼，面積最大島為南竿島 (約10.4 Km2) ，其次是北竿島 (約6.4 Km2)，東引 (東、西引兩

島已連通，合計約 5.0  Km2)，以及東莒島 (約 2.6  Km2) 與西莒島 (約 2.4  Km2)(林等，

2009)。馬祖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全年乾溼季相當明顯，每年 10 月至翌年 2 月為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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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雨季集中在4-9 月間的梅雨季及颱風季 (吳等，2010)。整體來看，馬祖各島嶼小，

地勢陡峭，平緩地少，不易產生天然積水環境，水域環境多為人工蓄水槽、水井或小型

水庫，適合蛙類棲息的環境也都以這些環境為主 (林等，2009)。

2.調查方法
2018 年與 2019 年我們針對連江縣 4 鄉 5 島，包含南竿島、北竿島、東引島、東莒

島和西莒島，分別進行了 1 次 ( 5 月) 與 4 次 (5、6、8 與 9 月) 的斑腿樹蛙分布調查，

調查時段皆為晚上 7 點至 10 點。每次調查以兩人一組，以機車沿著各島的主要幹道慢

速騎乘，針對蛙類可能出沒的棲地，包括樹林底層、草叢、溝渠、以及各種天然或人工

積水環境等微棲地進行調查，若有發現個體，會記錄數量 (隻次)、性別、經緯度座標與

微棲地類型。調查結束後，調查人員會沿相同路線返回，若有發現個體，除非能確認是

新個體，否則不再列入記錄。由於斑腿樹蛙喜好棲息或藏匿在草叢裡，不易被調查人員

目視發現的個體，會透過鳴叫聲辨識去評估其相對數量。另外，若有發現卵泡巢 (foam 

nest)、蝌蚪與交配行為，則視為有繁殖紀錄。

結果與討論

馬祖四鄉五島的調查中，斑腿樹蛙目前僅分布於南竿與北竿島，而在這兩個島均有

多次觀察到斑腿樹蛙的紀錄 (表1、表2)，且已廣泛分布 (圖1、圖2)。回顧過去的馬祖動

物調查文獻，2006 年以前並無斑腿樹蛙或其他樹蛙科蛙類的紀錄 (Ota and Lin, 1997；

向，2006；呂等，2000)。斑腿樹蛙於 2007 年在馬祖首次於南竿島的秋桂山水庫附近始

有發現記錄，而當時在北竿島的調查並無發現紀錄 (林等，2009)，所以本研究在北竿島

所記錄到的地點是斑腿樹蛙新的分布點。綜合過去文獻與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雖然鄰近

馬祖的中國福建省有斑腿樹蛙的自然族群分布 (費等，2009)，但馬祖列島遲至 2007 年才

有斑腿樹蛙紀錄，本研究推測馬祖列島的斑腿樹蛙有可能為外來種。

本研究的觀察紀錄顯示馬祖的斑腿樹蛙會利用的微棲地相當廣泛，幾乎只要能積水

的環境，如水溝、各種有水的人工容器，或甚至水庫這種大型水域都可以做為繁殖地。

楊與陳 (2015) 指出斑腿樹蛙臺灣本島大部份的記錄都出現在都市或郊區內的綠地 (公

園、校園)、農牧用地 (竹林、菜園、果園)、水體 (人工濕地、溝渠、水池) 等，顯示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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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巨棲環境為開墾地，對於人為活動頻繁的環境適應良好，次生林或原始林環境則鮮

少發現。本研究在北竿的橋仔水庫、坂里水庫以及南竿的津沙一號壩，均有 4 次發現紀

錄 (表1、表2)，顯示斑腿樹蛙相當適應水庫這種大型水域環境，可能已在該地建立穩定

族群；勝天公園也有 3 次的發現紀錄，支持班腿樹蛙在人為活動頻繁的環境適應良好之

論點。

表1.北竿島調查期間的斑腿樹蛙分布地點與數量

Table 1.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individual number of P. megacephalus during the survey on Beigan 
island

編號 地點
2018 2019

May May Jun Aug Sep

1 橋仔水庫 3 9 5○ 4

2 環島北路 1

3 莒光堡 3★

4 莒光堡農地 2○ 3★

5 怡園 3

6 中興水庫 * *

7 坂里水庫 * 6★ 6★ 1★

8 白沙港 6★

9 尼姑山 2

*僅聽到鳴叫聲，未目視捕捉；○表示有卵泡紀錄；★表示有蝌蚪紀錄

表2.南竿島調查期間的斑腿樹蛙分布地點與數量

Table 2.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individual number of P. megacephalus during the survey on Nangan 
island

編號 地點           
2018 2019

May May Jun Aug Sep

1 環保路 1

2 中央大道近醫院 2

3 中央/聚英路口 3 4○

4 勝利水庫 7

5 海濱大道 1

6 文化路 4

7 文化路發電廠 1

8 仁愛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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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點           
2018 2019

May May Jun Aug Sep

9 津板/仁愛路口 4

10 芙蓉澳 6

11 觀海路近水庫 3

12 鐵堡水庫 4

13 勝天水庫 2

14 勝天公園 * * 9

15 儲水沃水庫 27

16 津沙公園 2 1

17 津沙一號壩 2 5 4 2

18 津板路 6★

19 勝天路草澤 *

20 勝天路 * 6

*僅聽到鳴叫聲，未目視捕捉；○表示有卵泡紀錄；★表示有蝌蚪紀錄

圖1.北竿島斑腿樹蛙分布圖。

Fig 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 megacephalus on Beig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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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南竿島斑腿樹蛙分布圖。

Fig 2.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 megacephalus on Nangan island.

斑腿樹蛙對原生物種的影響可從捕食與競爭關係兩方面來探討，這些影響可能會反

映在不同的生活史階段。蝌蚪階段，本研究調查發現斑腿樹蛙蝌蚪會與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與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蝌蚪共棲。不同

物種共棲在同個水域，代表種間有產生資源競爭，甚至掠食關係的可能。楊與陳 (2015) 

在新北市八里區挖仔尾觀察到斑腿樹蛙蝌蚪會主動攻擊小雨蛙蝌蚪。成蛙階段的食性

來看，斑腿樹蛙以蜚蠊目 (Blattaria) 姬蠊科 ( Ectobiidae) 昆蟲為最重要食物資源，但其

食性其實相當廣泛，會捕食各種無脊椎動物，包括節肢動物的昆蟲綱 (Insecta) (其他非

蜚蠊目的昆蟲)、蛛形綱 (Arachnida)、倍足綱 (Diplopoda)、唇足綱 (Chilopoda)、軟甲綱 

(Malacostraca) 及軟體動物的腹足綱 (Gastropoda)，甚至會捕食脊椎動物，包括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 swinhonis) 及小雨蛙 (陳，2014)。以上這

些結果顯示斑腿樹蛙會捕食各種體型較小的動物，而南竿與北竿島都有分布的小雨蛙，

可能是斑腿樹蛙潛在的獵捕對象，因此，斑腿樹蛙對小雨蛙族群的潛在影響值得關注。

物種競爭關係所產生的影響而言，陳 (2014) 比較斑腿樹蛙與三種共域蛙類的食性重疊程

度，發現其食性與貢德氏赤蛙 (Sylvirana guentheri) 重疊度較高，與黑眶蟾蜍 (Duttaph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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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 melanostictus) 及小雨蛙重疊度較小。因此，若考量其食性重疊度對共域蛙種食物競

爭的影響，對於貢德氏赤蛙的影響相對較大。貢德氏赤蛙在馬祖是相當常見的大型蛙類 

(呂等，2000)，與斑腿樹蛙有棲地分布的重疊，是否會受斑腿樹蛙的競爭影響，是另一

個可關注的議題。

馬祖的斑腿樹蛙早期在南竿發現時，分布範圍侷限，北竿島是近期才有的分布紀

錄，顯示其地理分布有明顯擴張趨勢，這可能與斑腿樹蛙生殖潛能強有關。吳等 (2010) 

研究指出在圈養環境食物充足的情況下，每隻雌蛙平均一年產卵頻度可達 5 次，並在

產後約 30 天左右即可補充成熟的卵粒並再次進行生殖，相較於其他 3 種臺灣同樣會產

卵泡的樹蛙 (布氏樹蛙、翡翠樹蛙 (Zhangixalus prasinatus) 和莫氏樹蛙 (Zhangixalus mol-

trechti))，斑腿樹蛙的平均產卵間隔最短，且可產卵次數與卵泡中的卵粒數目最多。兩

棲類的繁殖季節長短主要受氣溫與雨量所影響，繁殖季的長短會影響其生殖潛能的表

現。楊等 (2014) 指出斑腿樹蛙繁殖季的開始主要受到氣溫影響，月均溫超過 20 ℃ 開始

繁殖，繁殖季的結束主要受雨量減少所影響，所以臺灣不同地區族群的繁殖季長短有差

異，北部族群繁殖期約從 3 月開始可持續至 10 月，中部地區族群繁殖期稍短，約從 3 

月至 9 月。從2019 年 5 月到 9 月初的馬祖地區調查資料來看，斑腿樹蛙都有卵泡巢或蝌

蚪紀錄 (表1與表2)，顯示馬祖的斑腿樹蛙的繁殖季至少有 5 個月或更長。費等 (2009) 指

出中國大陸的斑腿樹蛙的繁殖季因地而異，福建省是在 3 至 4 月份。因此，馬祖的斑腿

樹蛙可能從 3 月份就開始繁殖，一直持續到至少 9 月。馬祖的緯度較臺灣高，若斑腿樹

蛙的繁殖季如臺灣北部族群一樣長，加上其一年可多產的生殖力，即使目前尚未有其對

馬祖當地生態危害的證據，未來的族群增長與分布擴散狀況有必要持續監測。

將來若更加確認斑腿樹蛙為外來種且對當地生態有負面影響，有進行移除之必要性

時，由於馬祖地區目前僅有斑腿樹蛙是產卵泡巢，並不像臺灣還有其他幾種也產卵泡巢

的樹蛙 (特別是有原生種布氏樹蛙)，所以可能會比在臺灣容易移除。因為卵泡巢外觀上

容易辨識，且多半產在水域旁或積水容器上方，特徵明顯，較容易在繁殖季期間發現時

進行移除。斑腿樹蛙對於人為活動頻繁的環境適應良好，且利用的微棲地相當廣泛，特

別是人工所產生的積水環境。積極減少人為開墾活動產生的積水環境，被認為是不傷害

本土物種生存，可減少斑腿樹蛙族群數量的方式(Lee et al. 2019)，同時也要避免其透過

排水系統擴散，將有機會控制斑腿樹蛙族群的分布，降低其對原生蛙類群聚之影響 (楊

與龔，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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