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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梅花鹿簡介 

台灣梅花鹿(Cervus nippon taiouanus)(圖 1-1)，因背上分布白色梅

花斑而得其名，為群居性草食哺乳動物。成熟雄鹿平均肩高約 98 公

分、平均體長約 155 公分、平均體重約 68 公斤；雌鹿各外部形值小

於雄鹿。雌雄鹿外觀形態具二型性，僅雄鹿具有鹿角，而鹿角生成情

形為出生後第 2 年的發茸和茸角期(夏季、初秋)才開始長出 1 對左右

各 1 支的茸角；硬角期(深秋、初冬)時鈣化變硬並於翌年落角期(深春、

夏初)時落角；同一雄鹿再於當年的發茸和茸角期(夏季、初秋)長出 1

對具有 1 分叉的茸角；同樣在硬角期(深秋、初冬)時鈣化變硬並於落

角期(深春、夏初)時落角；同一雄鹿便於其後每年的發茸和茸角期時

再增生 1 對 2 分叉鹿角隨後落角；直至成為 3 分叉雄鹿後，便維持於

往後的發茸和茸角期長出 3 分叉鹿角，不再分叉。因此 3 分叉雄鹿即

是達性成熟之個體，在每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的梅花鹿性成熟鹿隻交

配季節，即性成熟雄鹿硬角期，便以此 3 分叉鹿角做為爭奪生殖資源

的主要武器，與其他 3 分叉雄鹿互相競爭以成為鹿王。此外、雄鹿於

交配季節喉部亦有雄偉濃密鬃毛的性徵顯現，藉以吸引可受孕雌鹿，

雌鹿出生後約 18 個月後可達性成熟。梅花鹿婚配制度為一夫多妻制，

身為鹿王的雄鹿才能享有多數的生殖資源(與可受孕雌鹿交配產下後

代)。母鹿受孕後懷孕期約 8 個月，而通常 1 胎產 1 仔鹿。食性方面，

梅花鹿此類草食獸，取食植物進而能影響植被演替消長，且為高階食

肉動物食物來源，是健全生態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參考王穎和

詹世琛 1998)。 

歷史上關於台灣梅花鹿的文獻記載，最早於西元 1349 年(即元朝

至正 9 年)汪大淵所著「島夷誌略」中提及。而至西元 1603 年(即明朝

萬曆 31 年)陳第的「東番記」，內容顯示梅花鹿族群不僅豐富，更是

平地原住民的重要食物與經濟來源。透過清朝時期繪製的「番社采風

圖」亦可見台灣梅花鹿之豐富，以及與當時民眾民生需求關係緊密(圖

1-2)。台灣梅花鹿三、四百年前即在台灣中低海拔平原和丘陵地處處

可見，數量穩定豐富。但隨後因強大狩獵壓力和棲地開發破壞，導致

台灣梅花鹿野外族群於民國 58 年絕滅(McCullough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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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梅花鹿 

 

 
圖 1-2、番社采風圖--捕鹿 

「番社采風圖--捕鹿：淡防廳大甲、後壟、中港、竹塹、霄裡等社熟番，至秋末冬初，

各社聚眾捕鹿，名為出草。」作者：番社采風圖。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發布於台灣生命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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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緣起 

民國 73 年開始，政府權責單位自邀集專家學者成立「梅花鹿復

育小組」，規劃出「復育準備期」、「放養期」和「野放期」三個時期

階段性進行台灣梅花鹿復育工作(王穎、楊慧娟 1988)。除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推動執行梅花鹿復育計畫保存有台灣梅花鹿亞種種源外，離

島的台東縣綠島鄉、金門縣和連江縣馬祖亦保有該種源。綠島鄉鹿群

組成，據「綠島鄉志」記述為一百三十多年前綠島住民由台東縣成功、

長濱一帶帶回之野生梅花鹿，並發展成頗具特色及規模的飼養事業，

但隨後因爆發結核病造成產業式微，飼養業者和民眾紛紛棄養。綠島

鄉公所遂於民國 75 年開始，將棄養梅花鹿分批野放，任其自然繁衍

形成現今島上鹿群(裴家騏、梁又仁 2015)。金門縣鹿群則是金門縣畜

產試驗所於民國 69 年，自台北圓山動物園(今台北市立動物園前身)

引進 5 頭梅花鹿進行隔離保育。並於民國 95 年，再次由台北市立動

物園引進 2 對台灣梅花鹿。金門縣畜試所除將梅花鹿做為繁殖保育族

群，同時也用以生產鹿茸，目前鹿群約有 140 頭左右(朱有田 2014)。

連江縣馬祖鹿群則是民國 70 年左右，台北圓山動物園致贈連江縣農

業改良場 5 頭台灣梅花鹿，並被飼育於南竿鄉的三民畜牧場。在民國

81 年戰地政務終止後，便將當時飼育繁殖的 13 頭(5 雄 8 雌)梅花鹿全

數野放於四面環海的北竿鄉大坵島，而大坵島自民國 85 年駐守國軍

撤出後成為無人島，島上現存梅花鹿族群即當初野放鹿隻自然繁衍而

來，迄今形成穩定野外鹿群。 

 

參、大坵島前期研究計畫摘要 

民國 96 年估計大坵島島上族群應已達數十頭。但由於島嶼面積

不大，供養鹿隻數量有限，為了解現有的鹿隻數量是否超過環境承載

量，需要建立鹿群基本資料做為日後監測鹿隻與棲地環境之關係，並

提供經營管理方面參考。因此連江縣政府於民國 97 年委託陳順其副

教授執行連江縣大坵島台灣梅花鹿生態調查計畫。當時目擊調查到梅

花鹿雌鹿 31 頭及雄鹿 37 頭，該年生產幼鹿最多應有 22 頭，加上 4 頭

性別未能確認的鹿，共計至少有 94 頭，輔以自動相機調查法估算之

族群量，估算島上梅花鹿相對數量應介於 94~116 頭，密度約每公頃

1.74~2.13 頭。另外記錄到鹿隻覓食大坵島上植物超過百種，有些乃

屬於平時不喜食植物，如芒草、昭和草及有刺藤類，推測可能和食物

不足有關，但尚未見到梅花鹿大量啃剝樹皮情形，顯示鹿隻密度仍未

超過其環境承載量。就其調查資料推估，大坵島梅花鹿族群交配受孕

時期約可從 11 月至翌年 3 月，雖然多數具有繁殖能力的雌鹿在 12 月

至翌年 1 月間受孕，但未來隨族群數量增加將使繁殖數量越增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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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大坵島環境負載量情形極可能發生，需要人為介入經營管理來降

低並控制其族群密度，避免大坵島原生植被發生無法回復之演替，亦

提出大坵島梅花鹿族群生態旅遊相關建議(詳見陳順其等人 2008)。 

據陳順其等人(2008)調查報告，連江縣政府及交通部馬祖風景區

管理處均有意開發「觀鹿」旅遊項目，後續於民國 101 和 102 年度委

託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後簡稱綠野協會)，以及民國 103和 104

年度委託威廉動物技術實業社(後簡稱威廉社)，陸續執行各兩年度的

連江縣政府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2012、2013；威廉動物技術實業社 2014、2015)，民國 105 年度則由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後簡稱民享公司)。五年度大坵島梅花鹿

族群現況調查暨經營管理計畫成果如下： 

一、梅花鹿族群數量估算方面，綠野協會透過穿越線調查法並以

distance 6.0 軟體計算，民國 101 年度以 distance 軟體估算數量顯示島

上族群有 112 頭、雄鹿與雌幼鹿比為 1：2.36 頭；而紅外線自動相機

調查法所得出現指數(即 Occurrence Index、簡稱 OI 值)則為 59.83、雄

鹿與雌幼鹿比為 1：2.88 頭。而民國 102 年度以 distance 軟體估算總

數為 71 隻(並未提供性別比例)；自動相機調查所獲 OI 值則為 24.95、

雄鹿與雌幼鹿比為 1：1.92 頭。威廉社則以直接估算法進行島上梅花

鹿數量估算，民國 103 年度調查最大量記錄到 45 頭梅花鹿，其雄鹿

與雌幼鹿比為 1：4.63 頭(根據 104 年 1 月 29 日調查結果)；而民國 104

年度調查最大量為 68 頭，其雄鹿與雌幼鹿比為 1：3.25 頭(根據 105

年 4 月 3 日調查結果)。民國 105 年度計畫，民享公司將日夜調查資

料合併以 distance 軟體進行估算，民國 106 年 1 月當時島上族群為 90

頭。直接估算法最大值則為民國 106 年 5 月中調查結果，計有 125 頭，

雄鹿與不具鹿角鹿隻比為 1：4.95 頭。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法方面，

出現指數 OI 值為 124.88。另外，民享公司民國 106 年 5 月申請民航

局無人機航拍許可，進行島上鹿群數量正射航拍估算，判釋成果發現

島上鹿群最大值為 231 頭。 

二、人畜共通疾病檢測方面，綠野協會民國 101 和 102 兩年度調

查結果顯示島上梅花鹿抽樣結果均未檢出結核菌陽性個體，但報告指

出鹿隻外寄生蟲硬蜱感染嚴重，有人畜共通傳染病發生流行疑慮，建

議需持續監測掌控。而威廉社於民國 103 年度針對島上梅花鹿抽樣檢

測，結果顯示均未檢出肺結核菌和口蹄疫陽性個體，糞檢結果亦無內

寄生蟲檢出，但指出鹿隻有感染外寄生蟲壁蝨的現象。民享公司民國

105 年度計畫，檢測梅花鹿新鮮糞便樣本，初步分子測試顯示冠狀病

毒陰性、E 型肝炎病毒陰性、分枝桿菌陰性。但皰疹病毒及細菌 16S 

rRNA 呈現陽性，進一步進行基因序列分析，細菌 16S rRNA 基因序

列屬於尚未分類的腸內菌，而皰疹病毒序列與蝙蝠皰疹病毒的部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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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似，不屬於對鹿有致病性的皰疹病毒。 

三、族群遺傳方面，民國 102 年度為了解大坵島鹿隻族群種源是

否為台灣梅花鹿，藉 DNA 地理親緣遺傳分析方法來釐清，結果顯示

大坵島鹿群確為台灣梅花鹿，且親緣關係上與金門鹿群較近。而民國

104 年度亦自墾丁國家公園社頂梅花鹿復育中心引入 6 隻台灣梅花鹿

雌鹿，期望藉引入其他地區鹿隻方式增加大坵島鹿群的基因龐雜度。

民享公司 105 年度計畫並未發現該 6 隻墾丁社頂復育中心引入雌鹿。 

四、植物調查方面，民享公司民國 105 年度計畫，將大坵島植群

分為森林、灌叢、濱海草生地及草生地 4 種植群類型。另外，島上植

物物種有 5 種梅花鹿喜食物種，包括牛乳榕、薜荔、雀榕、桑樹、青

苧麻，以及其他 26 種可食植物。 

五、經營管理方面涵蓋層面較廣，分述如下：如針對未來推動大

坵島梅花鹿生態旅遊，辦理生態解說導覽人員相關訓練課程，於民國

101 年度辦理 1 場室內生態解說志工人員推廣培訓課程、民國 102 年

度辦理 3 場培訓課程(2 場室內課程，1 場戶外實察)、民國 103 年度辦

理 2 場室內講習培訓活動、以及民國 104 年度辦理 1 場講習培訓活動

(室內講習與戶外導覽)。再者，為了提升吾人對大坵島鹿群的了解，

製作生態宣傳資料，如民國 101 年度設計梅花鹿宣導摺頁、於民國 104

年度依據島上梅花鹿生態資料製作相關告示牌並設置於碼頭指定地

點，期達到對上島遊客的教育宣導效果、以及推廣大坵島梅花鹿之美

而製作明信片等相關復育宣傳品。另外，民國 102 年度針對疑似大坵

島野外植物食草供應不足造成梅花鹿死亡的現象，以設置投餌站方式

彌補食物短缺情形，並評估其實行效益。另為維護島上棲地及監測掌

握族群情況、定期安排人員移除島上垃圾並進行鹿隻觀察。並於民國

104 年度計畫提出大坵島梅花鹿經營管理建議書，作為後續經營管理

之參考。民享公司民國 105 年度辦理生態導覽解說人員教育訓練提升

觀光客生態導覽品質。於民國 106 年 5 月 16 日辦理生態導覽解說人

員教育訓練活動。並依據民國 104 年度計畫提出之大坵島梅花鹿經營

管理建議書為主體，參酌本年度計畫執行時與委辦單位連江縣政府產

發處溝通討論，及相關辦理會議之決議結果修正。另外，關於大坵島

生態旅遊經營方面，引進台灣地區經營成功之生態旅遊地經驗，彙整

大坵島人文、產業、歷史、生態、遊憩資源等資料，除針對推展生態

旅遊所面臨之課題、吸引遊客程度及資源敏感程度、解說資源設置、

解說人員訓練、組織架構等議題及各主客觀條件，研擬經營管理及教

育解說有關之建議，提供主管機關進行後續輔導及經營管理策略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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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年度計畫目標 

本計畫期望透過持續監測鹿隻數量、健檢調查、棲地維護，以及

解說人員培訓、維護新設解說告示牌等，並修訂經營管理建議書等，

建立完整管理機制，並維持大坵島生態系統，以期永續經營觀鹿資源。 

民國 106 年度計畫目標如下： 

一、持續針對島上梅花鹿族群進行數量監測，以了解鹿群數量長

期變化。 

二、持續檢驗偵測可能影響梅花鹿族群的疾病種類，並於春季進

行鹿隻寄生蟲除蟲防治，夏季旅遊旺節進行鹿隻寄生蟲檢驗。 

三、協助維護島上棲地品質，製作大坵島梅花鹿解說和安全警告

立牌，維護島上舊有牌示並製作適當樣式宣導品。 

四、培訓大坵島生態旅遊導覽解說人員並修正經營管理建議書。 

 

伍、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大坵島(圖 5-1)，位於連江縣北竿鄉北側，距離北竿

島約 200 公尺，面積約 54 公頃。 

 
圖 5-1、計畫範圍圖(引自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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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要工作項目、實施方法與結果 

一、梅花鹿健康檢查及採樣 

(一)前言 

本研究針對具有人畜共通傳染風險及鹿群常見的病原，以糞便樣

本進行分子檢測及病原分離。主要鹿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包括人若傳染

須通報的 1.炭疽桿菌感染症(Anthrax)，第二類法定傳染病，2.鹿結核

病 (Tuberculosis)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3. 鹿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第四類法定傳染病，4.鹿布氏桿菌病(Brucellosis)，第

四類法定傳染病；還有雖會感染人但不須通報的 5. 鹿李氏桿菌病

(Listeriosis)， 6. 鹿沙門氏菌病 (Salmonellosis)， 7.鹿巴氏桿菌病

(Pasteurellosis)，8.脫毛癬病(Dermatophytosis; Ringworm)，9.絛蟲病

(Taeniasis)，和 10.蜱病(Ixodism)1-4。外寄生蟲感染，尤其是蜱，除了

造成鹿隻營養不良及皮膚疾病，更增加其他蜱所攜帶的立克次體或其

他細胞內寄生的細菌、原蟲及病毒感染，包括屬於須通報之第四級法

定傳染病的萊姆病(Lyme disease, Borrelia spp.)5，黃病毒屬(Flaviridae)

造成的蜱傳腦炎病毒(tick-borne encephalitis)6，或由糠蚊(Culicoides 

spp.)傳播的腸病毒科(Reoviridae)之藍舌病(Bluetongue disease virus, 

BTV)及流行性出血熱病毒 (Epizootic hemorrhagic disease virus, 

EHDV)7。比起細菌、黴菌及寄生蟲，病毒偵測所需技術門檻較高且

樣本品質要求嚴格，因此對於台灣鹿群病毒感染研究相對較少。根據

台灣及其他國家的研究，可能感染鹿群的病毒包括造成惡性卡他熱的

皰疹病毒 8、屬於第三類法定傳染病的 E 型肝炎病毒 9、及造成下痢症

狀的冠狀病毒 10 等。具人畜共通傳染風險的微生物，包括布氏桿菌

(Brucella canis, B. abortus, B. canis, B. suis)，牛型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bovis)，立克次體(Rickettsia spp.)，因其生物安全等級

屬於第三等級，須由具有負壓設備的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或以

上之實驗室進行病原培養分離。本研究室為報備疾病管制署的生物安

全第二等級(BSL-2)實驗室，收集的待培養樣本將先儲存在-80 度冰箱

或液態氮，先以不活化之核酸樣本進行初步分子檢測，陽性樣本將後

送淡水家畜試驗所作進一步的培養、分離及確診。若確定為陽性，將

通報疾病管制署進行相關人員追蹤觀察及檢驗治療。 

排除需要從血液檢測的血液寄生蟲、蜱傳腦炎病毒、藍舌病病毒

及流行性出血熱病毒，此計畫以糞便樣本能偵測的分枝桿菌、E 型肝

炎病毒、皰疹病毒及冠狀病毒為主。分枝桿菌(Mycobaterium spp.)是

結核病的病原，是須通報之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4。可在鹿群中傳播的

分枝桿菌包括人型(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牛型(Mycobacterium 

bovis) 、鳥型 (Mycobacterium avium) 、及未定型 (Mycobact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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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moense)分枝桿菌。此菌具抗酸性、不形成芽孢、無運動性、為絕

對需氧菌，可由空氣、飛沫、分泌物、糞便及受污染的飲水食物傳染。

糞便中分枝桿菌的檢驗主要利用單一或多重目標(multiplex)的聚合酶

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進行特異性核酸片段的增殖

及偵測，或利用特殊培養基及條件進行分枝桿菌分離。若採集樣本呈

牛型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bovis)基因陽性，其樣本將後送淡水家

畜衛生試驗所進行培養分離及確診。台灣對於牛及鹿場接由進行分枝

桿菌的監測計畫，利用結核菌素皮內測試先進行篩選後，利用不同檢

測方法針對雲林縣鹿場的檢出率分別是多重偵測聚合酶連鎖反應的

78％，肉眼及組織病變的 53％，及抗酸染色的 47％11。定期檢測大坵

島梅花鹿族群的分枝桿菌感染狀況應是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上最重

要的目標。本研究基於預算、人力與時間的限制，只能利用糞便樣本

進行檢測。但標準的分枝桿菌檢測方法是使用犧牲動物進行屍體解

剖，先進行病理的肉眼病變檢查，再將組織（肺及淋巴結）進行切片

觀察病理變化，同時利用組織進行分子檢測。 

許多微生物感染會造成染病鹿隻產生下痢症狀，包括 E 型肝炎病

毒及冠狀病毒。初步從採取的糞便外觀可以瞭解動物是否有消化道問

題，但因症狀並無病原特異性，必須進行分子測試及病原培養分離才

能確診 9-10。一般鹿隻感染這些病原菌皆可自我痊癒，只有初生鹿仔

比較可能耐不過去，另外則需注意鹿隻飲水食物的來源是否受到污

染，如果感染狀況嚴重則需要考慮進行消毒減少細菌、寄生蟲及病毒

的傳播。因為人類接觸到這些病原也會造成嚴重程度不等的下痢症狀

4。德國曾針對野生鹿群進行 E 型病毒肝炎調查，測出率約 2-7％12。

對於野放的梅花鹿，除了留意初生鹿仔的狀況，可以觀察鹿群感染的

狀況決定是否針對鹿群活動範圍的食物飲水進行消毒，以減少人類接

觸到病原菌染病的機會。 

過去針對連江縣北竿大坵島梅花鹿族群進行數量監測發現數量

有逐步上升的現象。許多疾病的發生或分布狀況會受到動物族群密度

與接觸密度所影響，而疾病也會反過來影響動物族群數量。因此，在

進一步推動大坵島生態旅遊經營的同時，應該定期監測梅花鹿族群的

健康及疾病狀態，尤其是具人畜共通傳染風險的疾病，以提供經營者

及相關單位管理建議。 

 

(二)鹿隻糞便採樣工作 

異地復育的梅花鹿非圈養管理，捕捉保定不易，無法進行定期的

生理學及血液採樣。從較親人及在居民聚落附近活動的鹿群採取的新

鮮糞便是定期疾病監測的重要依據(圖 6-1)。本研究將針對具有人畜共

通傳染風險及鹿群常見的病原，以新鮮的糞便進行分子檢測及病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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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共計採樣 5 個樣本。 

基於病毒及細菌培養分離的潛在生物危險性及複雜性，各樣本將

優先進行核酸分離，之後利用特異性引子進行病毒及細菌的基因偵

測，包括冠狀病毒、E 型肝炎病毒、皰疹病毒及分枝桿菌(結核菌)。

若分子檢測呈陽性，則進行基因定序以決定分離病毒或細菌的分類，

同時將進行病毒或病毒的培養分離。採樣及監測流程如圖 6-2。 

 

 
圖 6-1、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採樣情形 

 

 
圖 6-2、監測大坵島梅花鹿疾病的糞便採樣檢驗流程 

 

1.核酸萃取 

儲存於核酸保存液(RNAlater® )的糞便樣本以 QIAmp Viral RNA 

Mini Kit（Qiagen）萃取核酸，包括 DNA 和 RNA。以 310 μL 的 AVE 

Buffer 回溶 310 μg 的 carrier RNA，保存於-20°C。在微量離心管混合

140μL 的 RNAlater 樣本和 560μL 的 AVL 與 5.6μL 的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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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AVE，震盪混合  15 秒放置室溫 10 分鐘，加入 560μL 的

96%~100%酒精後，震盪混合 15 秒並短暫離心，取 630μL 的混合液

加入放在 2mL 收集管中的管柱中，以 8,000rpm 離心 1 分鐘，將管柱

移至新收集管，把剩下的混合液加入管柱中，以 8,000rpm 離心 1 分

鐘。將濾液從收集管倒掉後，加入 500μL 的 Buffer AW1 於管柱中，

以 8,000rpm離心 1分鐘。將濾液從收集管倒掉後，加入 500μL的Buffer 

AW2 於管柱中，以 14,000rpm 離心 3 分鐘，將管柱移至新收集管，以

14,000rpm 離心 1 分鐘。將管柱移至新的 2mL 微量離心管中，在膜上

加入 60μL 的 Buffer AVE，於室溫靜置 1 分鐘，再以 8,000rpm 離心 1

分鐘。將萃取的 RNA 保存於-80°C 冰箱。 

 

2.反轉錄反應 

使用 iScript™ cDNA Synthesis Kit (Bio-Rad)將 RNA 反轉錄成

cDNA。反應溶液的總體積為 20μL，包含萃取的 RNA、1x iScript 

reaction mix 及 1μL 的 iScript reverse transcriptase。反轉錄的反應條件

為 5 分鐘的 25℃反應，20 分鐘的 46℃反應，最後 1 分鐘的 95℃反應

以不活化酵素。將最後產物 cDNA 保存於-20℃。 

 

3.聚合酶連鎖反應 

使用 GoTaq®  G2 Flexi DNA Polymerase (Promega)進行聚合酶連

鎖反應擴增冠狀病毒、E 型肝炎病毒、皰疹病毒及分枝桿菌的基因片

段。所使用的引子列於表 6-1。反應溶液的最終濃度為 1x GoTaq®  Flexi 

Buffer、2.5mM 的 MgCl2、0.2mM 的 dNTPs、0.2mM 的 Forward 引

子、0.2mM 的 Reverse 引子、與 0.025 U/μL 的 GoTaq G2 Flexi DNA 

Polymerase。反轉錄反應及聚合酶連鎖反應皆利用聚合酶連鎖反應儀

MJ Mini™ (Bio-Rad)進行反應。反應聚合酶連鎖反應的溫度條件依不

同目標基因而不同，冠狀病毒 RdRp 基因的第一次 PCR：第一次裂解

於 95℃ 2 分鐘；進入循環週期後，在 95℃裂解 30 秒、在 48℃引子

黏合 30 秒、在 72℃延長基因 45 秒，共 35 個循環；最後於 72℃維持

2 分鐘，並保溫在 4℃。冠狀病毒 RdRp 基因的 nested PCR：第一次

裂解於 95℃ 3 分鐘；進入循環週期後，在 95℃裂解 30 秒、在 48℃

引子黏合 30 秒、在 72℃延長基因 30 秒，共 35 個循環；最後於 72℃

維持 5 分鐘，並保溫在 4℃。目標增殖片段大小為 440bp。 

E 型肝炎病毒 ORF1 基因的第一次 PCR：第一次裂解於 95℃ 5

分鐘；進入循環週期後，在 94℃裂解 30 秒、在 50℃引子黏合 30 秒、

在 72℃延長基因 45 秒，共 40 個循環；最後於 72℃維持 5 分鐘，並

保溫在 4℃。E 型肝炎病毒 ORF1 基因的 nested PCR：第一次裂解於

95℃ 5 分鐘；進入循環週期後，在 94℃裂解 30 秒、在 50℃引子黏合



 

 

11 

 

106 年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30 秒、在 72℃延長基因 45 秒，共 35 個循環；最後於 72℃維持 5 分

鐘，並保溫在 4℃。目標增殖片段大小為 330bp。 

皰疹病毒 DNA polymerase gene 基因的第一次 PCR：第一次裂解

於 95℃ 5 分鐘；進入循環週期後，在 94℃裂解 30 秒、在 46℃引子

黏合 30 秒、在 72℃延長基因 1 分鐘，共 35 個循環；最後於 72℃維

持 7分鐘，並保溫在 4℃。皰疹病毒DNA polymerase gene基因的 nested 

PCR：第一次裂解於 95℃ 5 分鐘；進入循環週期後，在 94℃裂解 30

秒、在 46℃引子黏合 30 秒、在 72℃延長基因 1 分鐘，共 35 個循環；

最後於 72℃維持 7 分鐘，並保溫在 4℃。目標增殖片段大小為 315bp。 

分枝桿菌 rpoB 基因的 PCR：第一次裂解於 95℃ 5 分鐘；進入循

環週期後，在 94℃裂解 30 秒、在 64℃引子黏合 30 秒、在 72℃延長

基因 90 秒，共 35 個循環；最後於 72℃維持 5 分鐘，並保溫在 4℃。

目標增殖片段大小為 750bp。 

 

表 6-1、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樣本的分子檢測引子表 
引子 病原基因-引子序列 大小 

 

RdRp-F 

RdRp-R 

RdRp-nR 

冠狀病毒-RdRp13 

GGTTGGGACTATCCTAAGTGTGA 

CCATCATCAGATAGAATCATCAT 

ATCAGATAGAATCATCATAGAGA  

 

440-bp 

 

HEV-cs 

HEV-cas 

E 型肝炎病毒-primary PCR- ORF114 

TCGCGCATCACMTTYTTCCARAA 

GCCATGTTCCAGACDGTRTTCCA 

 

470-bp 

 

HEV-csn 

HEVcasn 

E 型肝炎病毒-nested PCR- ORF114 

TGTGCTCTGTTTGGCCCNTGGTTYCG 

CCAGGCTCACCRGARTGYTTCTTCCA 

 

330-bp 

 

DFA 

ILK 

KG1 

皰疹病毒-primary PCR-DNA polymerase gene  

GAYTTYGCNAGYYTNTAYCC 

TCCTGGACAAGCAAGCAGCARNYSGCNMTNAA 

GTCTTGCTCACCAGNTCNACNCCYTT 

 

 

TGV 

IYG 

皰疹病毒- nested PCR-DNA polymerase gene  

TGTAACTCGGTGTAYGGNTTYACNGGNGT 

CACAGAGTCCGTRTCNCCRTADAT 

 

215-31

5-bp 

 

MycoF 

MycoR 

分枝桿菌 rpoB 15 

GCAAGGTCACCCCGAAGGG 

AGCGGCTGCTGGGTGATCAT 

 

750-bp 

 

4.聚合酶連鎖反應產物電泳觀察及膠體純化 

聚合酶連鎖反應(PCR)產物以 1% 洋菜膠於 TAE buffer 中進行電

泳後，以影像系統進行觀察照相後，將預期大小片段切割秤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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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moclean™ Gel DNA Recovery Kit (Zymo)進行純化。每 mg 的膠體加

入 3μL 的 ADB 試劑，於 50℃回融膠體直至全融，混合液移至放在收

集管中的 Zymo-Spin™ Column，以 12,000rpm 離心 1 分鐘後去除濾

液，如有更多混合液則重複此步驟。加入 200μL 的 DNA Wash Buffer，

以 12,000rpm 離心 30 秒後去除濾液，重複 Wash 步驟一次。加入 6μL

的 ddH2O 靜置室溫 1 分鐘，將管柱移至新微量離心管，以 12,000rpm

離心 1 分鐘取得目標 DNA 進行基因定序或質體克隆。 

 

5.聚合酶連鎖反應產物電泳觀察及膠體純化 

聚合酶連鎖反應(PCR)產物以 pGEM® -T Vector Systems (Promega)

進行 TA 克隆或 CloneJET PCR Cloning Kit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進行平頭端 PCR 產物的克隆。將克隆完成的質體轉型至勝任細胞

BL21 大腸桿菌中以大量複製質體，將質體純化後可進行基因定序。

序列以 BLASTn 與基因資料庫 GenBank 中的已知序列進行比對。之

後用 Clustal W 進行 Alignment 決定不同序列間的相似度。 

 

6.結果與討論-糞便樣本的病毒檢測 

於 107 年 3 月 23-24 日至大坵島進行採樣，收集到不同鹿群的新

鮮排遺共 5 個樣本(圖 6-3)。 

 

 
圖 6-3、大坵島梅花鹿 5 個體糞便樣本採集情形 

 

(1)冠狀病毒 

將糞便萃取的 RNA 進行反轉錄反應後，利用特異性引子偵測冠

狀病毒的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在進行 nested PCR 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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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樣本皆呈陰性反應。每個樣本重複測試 2 次。陽性控制組為甲型及

乙型冠狀病毒 cDNA，陰性控制組為去離子之無菌水(圖 6-4)。 

 

(A)                      (B)  

M PC 1  2   3  4  5  6  7  8  9 10 NC       M    1  2   3  4  5  6  7  8  9 10 NC 

      

圖 6-4、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樣本的冠狀病毒分子檢測結果 

 

(A) 冠狀病毒第一次 PCR 結果。(B) 冠狀病毒的 nested PCR 結

果。M 是核酸大小標準，PC 是冠狀病毒的陽性控制組，1-2 是第一個

糞便樣本，3-4 是第二個糞便樣本，5-6 是第三個糞便樣本，7-8 是第

四個糞便樣本，9-10 是第五個糞便樣本，NC 是陰性控制組。大小約

440bp 的 PCR 產物可被陽性控制組增殖。所有樣本及陰性控制組皆呈

陰性。 

 

(2) E 型肝炎病毒 

將糞便萃取的 RNA 進行反轉錄反應後，利用特異性引子偵測 E

型肝炎病毒的 ORF1 基因。在進行 nested PCR 後，沒有樣本增殖出預

測約 300bp 的 PCR 產物。陰性控制組為去離子之無菌水(圖 6-5)。 

 

(A) 第一次 PCR           (B)  Nested PCR 

   

圖 6-5、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樣本的 E 型肝炎病毒分子檢測結果 

 

(A)針對 E 型肝炎病毒的第一次 PCR 結果。陽性結果約為 472bp。

(B)針對 E 型肝炎病毒的 nested PCR 結果。陽性結果約為 334bp。1-2

1 2  3  4  5 6  7 8  9 10  MPCNC 1 2  3  4  5 6 7 8 9 10  MN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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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個糞便樣本，3-4 是第二個糞便樣本，5-6 是第三個糞便樣本，

7-8 是第四個糞便樣本，9-10 是第五個糞便樣本，M 是核酸大小標準，

PC 是陽性控制組，NC 是陰性控制組。所有樣本及陰性控制組皆呈陰

性。 

 

(3)皰疹病毒 

以特異性引子偵測糞便中是否有皰疹病毒的 DNA 聚合酶基因。

在進行 nested PCR 後，沒有樣本增殖出預測約 215-315bp 的 PCR 產

物。陰性控制組為去離子之無菌水(圖 6-6)。 

 

(A) 第一次 PCR          (B)  Nested PCR 

     

圖 6-6、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樣本的皰疹病毒分子檢測結果 

 

(A)針對皰疹病毒的第一次 PCR 結果。(B)針對 E 型肝炎病毒的

nested PCR 結果。M 是核酸大小標準，1-2 是第一個糞便樣本，3-4

是第二個糞便樣本，5-6 是第三個糞便樣本，7-8 是第四個糞便樣本，

9-10 是第五個糞便樣本，NC 是陰性控制組。所有樣本及陰性控制組

皆呈陰性。 

 

(4)糞便樣本的細菌檢測 

將糞便萃取的 DNA 針對分枝桿菌的 rpoB 基因進行增殖，再根據

PCR 產物的序列鑑定細菌種類。樣本 1 及 2 有增殖出針對分枝桿菌的

rpoB 基因，大小約 750bp 的 PCR 產物(圖 6-7)。 

M  1  2  3   4   5  6  7  8   9 10 NC M  1  2   3   4    5  6   7   8   9 10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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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樣本的分枝桿菌 rpoB 基因的分子檢測結果 

 

M 代表 1kb 的分子量標準，1-2 是第一個糞便樣本，3-4 是第二

個糞便樣本，5-6 是第三個糞便樣本，7-8 是第四個糞便樣本，9-10

是第五個糞便樣本，NC 是陰性控制組。樣本 1 的兩個重複樣本及樣

本 2 的其中一個樣本有增殖出大小約 750bp 的 PCR 產物。 

將被增殖的基因片段克隆後進行定序，序列經 BLAST 與基因資

料庫進行比對。樣本 1 的克隆基因序列結果為質體序列，需重新定序。

樣本 2 的序列經比對與多個分枝桿菌序列有 92%-96%的基因相似度

(圖 6-8)。 

 

圖 6-8、大坵島梅花鹿糞便樣本中的分枝桿菌 rpoB基因片段經 BLASTn

分析後與基因資料庫的相似基因序列(資料來自樣本 2) 

 

根據 rpoB 基因序列比對的分析結果，其中 72%的序列與分枝桿

菌 Mycobacterium sp. JLS, KMS, and MCS 有 95%的基因序列相似度，

這三支分枝桿菌是土壤中分離的快速生長型分枝桿菌，與慢速生長且

750 
bp 

M  1  2   3   4  5  6  7  8   9 10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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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動物及人類具致病性的分枝桿菌種類有很大的差異。另外相似的分

枝桿菌還包括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M.) momacense, M. goodie, M. 

duvalii, M. smegmatis, M. conceptionese strain CIP, M. porcinum strain 

CIP, M. senegalense, 和 M. fortuitum。Mycobacterium (M.) momacense, 

M. goodie, M. duvalii, 和 M. conceptionese strain CIP 多和傷口及外科

手術後的感染有關。M. smegmatis 一般沒有任何致病力，只在非常罕

見的情況下和結核病的症狀有關 16。M. porcinum strain CIP 和 M. 

senegalense 都是 M. fortuitum 的相關基因變種，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

皮膚、骨骼及關節感染 17，而 M. porcinum strain CIP 則曾被報導在豬

身上造成肺部的結核病變 18。這些分枝桿菌都是此次樣本可能偵測到

的分枝桿菌，屬於不會造成肺結核的分枝桿菌群 (Nontuberculosis 

mycobacteria, NTM)，多存在於土壤，水源等環境中，若身體免疫系

統缺陷或有開放傷口，此類分枝桿菌就有可能造成伺機性的感染，需

要多加注意。若能及時及正確的診斷，這些分枝桿菌多可利用抗生素

治療。 

 

(三)外寄生蟲採集檢驗、分類和除蟲 

1.前期研究觀察 

綠野協會於民國 101 和 102 兩年度，及威廉社於民國 103 年度都

有指出鹿隻外寄生蟲硬蜱感染的現象，民享公司於 105 年度計畫冬天

1 月並未發現硬蜱，但在春天 5 月就有觀察發現硬蜱感染的紀錄。 

 

2.硬蜱控制 

硬蜱稚蟲及成蟲會寄生在鹿體表吸血，於 3 到 10 月活動最頻繁，

所以控制硬蜱的最有效方法是在幼蟲發育成稚蟲前，也就是在旅遊旺

季開始前的 3-4月以藥物降低鹿群的壁蝨感染。主成分包含 Ivermectin

的害獲滅® (Ivomec® )或除蟲菊的百滅靈(Permethin)都對硬蜱非常有

效。害獲滅® 對硬蜱、蚊螢、蟎蚤、腸內寄生蟲和體外寄生蟲都有效，

副作用也較小，有針劑可針對感染稚蟲及成蟲的鹿隻進行治療，也有

藥浴劑可針對鹿群進行噴藥或浸泡。百滅靈® 則主要針對硬蜱，副作

用較高，對貓有毒性(若有飼養貓的考量)。蚤安® (Imidachorid)對壁蝨

無效，但合併蚤安® 及百滅靈® 的益百分® 就有效。具有除蟲菊成分的

驅蟲藥都有控制硬蜱的效果，有些藥劑有滴劑，會比針劑更容易使用。 

建議民宿活動的鹿隻可以用滴劑或針劑進行個別治療及預防(圖

6-3)。不親人的族群則可以考慮在鹿隻進行沙浴的水池中添加害獲滅

® ，只怕藥物味道讓鹿隻不進水池。國外(shelter-island.org)將驅蟲藥

滾筒旁放置餌料，當鹿隻來吃餌料時，身體就會接觸到有驅蟲藥的滾

筒以達到給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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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樣方法 

本計畫梅花鹿體表的外寄生蟲在不破壞其口器的原則下進行採

集，收集至 95%酒精中保存，拍照記錄。先初步以外觀進行鑑定，必

要時以分子生物學的方式進行詳細的鑑定。另於 3~5 月每月一次，共

3 次，進行鹿隻身上寄生蟲進行檢驗和除蟲(圖 6-9)。 

 

 
圖 6-9、大坵島梅花鹿藥物施灑除蟲作業情形 

 

4.結果與討論-梅花鹿行為及外觀檢查 

於 107 年 3 月 23-24 日至大坵島進行採樣，收集到不同鹿群的 2

個外寄生蟲樣本。 

在巡視全島時進行接觸鹿群的行為觀察後，並未發現異常的神經

症狀，初步排除李斯特菌、狂犬病病毒及朊毒體的發病。3 月的梅花

鹿毛髮較雜亂，體型偏瘦弱，多數個體在耳廓、眼角及嘴邊有外寄生

蟲，應為有 8 隻腳的硬蜱類（Ixodes，deer ticks，又稱壁蝨、鹿蝨、

扁蝨）。有隻梅花鹿鹿角纏繞網線，多次嘗試以食物吸引其靠近後試

圖解開網線，但網線纏擾緊密無法解下，仍需持續觀察狀況。 

 

(四)屍體檢測 

1.屍體獲得及採樣 

民國 106 年 12 月中登島調查並未發現體態瘦弱，或明顯健康不

佳個體。但於大坵國小附近發現死亡一叉雄鹿個體一具，死亡多時已

無法判斷死因(圖 6-10)。另外，12 月 19 日亦於東南側環島步道旁草

生地發現死亡幼鹿一具(圖 6-11)，屍體狀況仍相當新鮮，當時攜出離

開大坵島，並冰存於南竿檢疫站，待後續檢驗處理。另外，民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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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9 日，胡進江島主及陳大哥通報於環島步道兩處發現鹿屍，分

別為綠標 9 號之三叉雄鹿(圖 6-12)與另一雌鹿成體(圖 6-13)。後續協

請胡島主與陳大哥協助取下鹿頭並後送縣府產發處冰存。三頭鹿後續

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疫學研究組進行相關檢體採

樣，狂犬病檢測結果呈現陰性反應。民國 107 年 3 月底登島調查雖未

發現明顯健康不佳個體，但發現有營養不良，體態瘦弱的鹿隻，推測

可能與冬季島上食物資源不足有關(圖 6-14)。 

幼鹿屍體和 2 個成鹿的鹿頭，3 個樣本於 107 年 5 月 14 日

送至淡水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進行狂犬病病毒檢測。

根據屍體保存狀況決定檢驗項目，包括分枝桿菌及狂犬病病毒

檢測。 

 
圖 6-10、民國 106 年 12 月中於大坵國小附近已腐爛死亡多時的一叉雄

鹿屍體一具 

 

 
圖 6-11、東南側環島步道旁死亡幼鹿新鮮屍體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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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環島步道上綠標 9 號三叉雄鹿屍體一具(胡進江提供) 

 

 
圖 6-13、環島步道上雌鹿成體屍體一具(胡進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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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民國 107 年 3 月底發現許多營養不良、體態瘦弱的鹿隻 

 

2.梅花鹿屍體狂犬病病毒檢測 

在與淡水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討論後，後送的屍體及組

織樣本已經過冷凍解凍多次，無法進行病理檢查，加上幼鹿一般不會

有致病性結核桿菌感染且組織狀況不宜進行分枝桿菌分離，所以最後

進行狂犬病直接免疫螢光抗體染色法(WI-E-05)檢測，根據抗原分布及

螢光強度的綜合判定，3 個樣本皆呈狂犬病病毒感染陰性。 

 

(五)結論與建議 

以今年 3月採集的 5個糞便樣本進行大坵島上梅花鹿群的疾病監

測，初步的分子測試顯示冠狀病毒陰性、E 型肝炎病毒陰性、皰疹病

毒陰性、及分枝桿菌陽性。在進行基因序列分析後，分枝桿菌 rpoB

基因序列屬於非結核病分枝桿菌，一般對動物及人類造成疾病，但對

免疫力缺陷個體會造成伺機性感染。本年度收集到一幼鹿屍體及兩成

鹿鹿頭，在家畜衛生試驗所的 BSL3 實驗室進行狂犬病病毒檢測後呈

陰性，雖然在組織保存不易的因素下，無法進行完整的屍體解剖及病

理檢查。從 3 月底對梅花鹿的觀察可發現硬蜱的大量寄生，監測目前

投與驅蟲藥的工作對外寄生蟲數量的控制將是有關單位管理梅花鹿

疾病監測的重要議題。 

目前利用糞便及屍體收集尚未偵測到人畜共通傳染病原，但伺機

性分枝桿菌及硬蜱的存在仍讓人類接觸梅花鹿族群有疾病感染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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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危險。疾病的種類數量繁多，而野生動物在自然棲息環境中，原

本就可能攜帶許多常在的病原微生物，有關單位在開發大坵島梅花鹿

觀光時，仍需應用有限的資源進行疾病監測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管

制。建議結合當地居民及旅客協助觀察及紀錄，並在島上設置有管制

站的遊客中心，進行公共衛生的教育宣導，人員進出管制及消毒、監

控遊客及野生族群的接觸互動、緊急事件應變（人員因動物受傷、疾

病發作等）及簡單的人類（急救站）及動物醫療處置。所收集的疾病

分析資料及遊客中心收集的相關遊客紀錄可提供疾管署及農委會針

對公布的人畜共通傳染病進行相關的疾病監控措施。 

 

二、梅花鹿數量調查 

(一)間接估算 

1.穿越線調查法 

延續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7)調查方法，穿越線路徑主

要依循島上穿越森林草原環境的環島步道，日夜間各進行至少 1 次觀

察調查，步行以每小時 2 公里速度緩慢前進。調查過程中以雙筒望遠

鏡觀察並輔以長鏡頭(300 mm 定焦鏡頭)單眼紀錄梅花鹿影像，夜間調

查則手持強力探照燈輔助觀察(圖 6-15)。記錄穿越線路徑目擊個體的

數量、性別、距離穿越線的直線距離等相關資料。記錄穿越線路徑目

擊個體的數量、性別、距離穿越線的直線距離等相關資料。採用

distance 軟體

(http://distancesampling.org/Distance/distance70Release1download.html) 

(Buckland et al., 2015)進行運算，如計算穿越線的有效寬度與面積，及

其梅花鹿密度，再由密度反推總隻數。 

 

 
圖 6-15、穿越線調查法估算大坵島梅花鹿數量情形 

 

2.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法 

為了解大坵島梅花鹿族群相對豐度，並期能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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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2017)資料比較，選擇相同自動相機架設樣點復設或微調架

設於更合適地點進行監測(圖 6-16)。架設位點主要選擇梅花鹿痕跡數

量較多處、獸徑發現處、或雨水淤積後可能形成水池的位置。架設樣

點採隨機選擇，但各相機分布盡量互相遠離並涵蓋全島。架設相機約

離地 1~1.5 公尺，各相機拍攝角度依現場架設情形各作調整，拍攝焦

距約設定 2~5 公尺範圍。拍攝結果計算各相機所拍攝的雄鹿、雌鹿或

亞成鹿數量，統計島上個體性別比例，並計算出現指數(OI 值)藉以了

解島上梅花鹿族群相對豐度，OI 值計算公式為(該相機梅花鹿有效個

體影像數量總和/該相機工作時數) × 1000 (Pei 1995)。 

 

 
圖 6-16、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架設情形 

 

3.穿越線調查法結果 

於民國 106年 12月登島調查各進行 1次日夜間梅花鹿數量估算調

查，日間調查共觀察記錄到 69 頭梅花鹿，分別為 6 頭三叉雄鹿、3 頭

一尖雄鹿、7 對母仔鹿、18 頭亞成鹿和 1 頭幼鹿(圖 6-17)；夜間調查

共觀察記錄到 27 頭梅花鹿，分別為 6 頭三叉雄鹿、2 頭二叉雄鹿、1

頭一叉雄鹿、5 頭一尖雄鹿、5 對母仔鹿和 3 頭亞成鹿(圖 6-18)。 

日間調查觀察記錄到 69 頭梅花鹿，夜間調查 27 頭，以觀察調查

最大量的 69 頭梅花鹿，可作為島上鹿族估算值代表。 

採用 distance 軟體，各別使用日間調查與夜間調查結果，對大坵

島梅花鹿族群進行估算。日間調查的部分根據 AIC 進行估算模式選

擇，halfnorm selection function 以及 uniform key function 都有最小的

AIC 值，估計島上的族群量皆是 65.0 頭。夜間調查的資料很集中於特

定距離，因此夜間的 uniform key selection 沒有收斂，無法順利進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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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halfnorm selection function 估計島上的族群量是 74.7 頭；hazard-rate 

key function 估計島上的族群量是 70.6 頭。因此根據軟體估算結果可得

島上的鹿群數量最大值為 74.7 頭。 

由於地面觀察受限調查時間長度和頻度、並因地形或森林隱蔽視

線、調查人力有限等因素，必然低估島上鹿族數量。因此，觀察調查

最大量的 69 頭梅花鹿，和 distance 軟體估算族群量最大為 74.7 頭，

相較於無人機空拍計算結果(資料於下節呈現)均低估島上梅花鹿族群

量。 

 
圖 6-17、民國 106 年 12 月 17 日直接估算法日間所攝影像：(A)亞成鹿、

(B)雌鹿與仔鹿、(C)三叉雄鹿成體、(D)三叉雄鹿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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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民國 106 年 12 月 17 日直接估算法夜間所攝影像：(A)一支鹿

角亞成雄鹿與亞成鹿、(B)幼鹿、(C)二叉鹿角雄鹿(D) 一支鹿角亞成雄鹿。 

 

4.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調查結果 

於民國 106年 12月中登島調查時架設 6台數位型紅外線自動相機

進行梅花鹿族群監測調查，自動相機架設位點見圖 6-19，自動相機野

外架設情形見圖 6-20 和圖 6-21。 

其中自動相機 02 由於往北竿船班和回台班機因素尚未回收資料

外，其餘 5 台相機皆已回收分析，5 台自動相機監測平均工作時數為

1136.49 小時，梅花鹿平均 OI 值(出現指數)約為 152.7，6 台相機相關

資訊見表 5-1。紅外線自動相機除可代替調查人力及頻度之不足，長時

間監測大坵島上地棲性哺乳動物或鳥類，特別是本計畫關注且優勢族

群的大型草食獸梅花鹿。回收自動相機影像中，除紀錄到梅花鹿不同

角況雄鹿以及親仔鹿個體外(圖 6-22)，偶而能拍攝到特殊生態行為，

諸如覓食、摩擦石頭標記氣味、被雨水淋濕雄鹿甩水動作、理毛行為、

成體雄鹿掘土標記氣味、雄鹿個體鬥角行為(見圖 6-23 至圖 6-25)；也

記錄到如交通船與梅花鹿同時出現在畫面的難得影像、民宿區通報發

現之頭角網繩纏繞雄鹿、標記氣味個體等影像(見圖 6-26)，以及島丄

其他共域野生動物如鼠類和鳥類(見圖 6-27)。 

值得一提的是，本團隊兩年度計畫藉由自動相機調查不僅觀察記

錄到許多梅花鹿生態行為外，更發現 101 或 102 年度連江縣野生物資

源保育計畫以綠色耳標編號標記之鹿隻個體。今年度計畫更發現 104

年度計畫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贈與異地復育之 6 頭黃色耳標鹿隻其

中 1 頭，編號 5Q01 個體。(見圖 6-28) 

 

表 6-2、本年度計畫六台架設相機資訊 
編號 GPS 座標(TW97) 拍攝期程 相機工作時數 備註 

01 26.24697, 119.99807 2017/12/18 17:10 開拍 

2017/12/31 22:41 終拍 
317.52 小時  

02 26.24231, 119.99638 2017/12/16 16:05 開拍 

 
-- 相機尚未

回收 

05 26.24992, 120.00356 2017/12/18 16:23 開拍 

2017/12/31 23:42 終拍 
319.32 小時  

06 26.24888, 120.00472 2017/12/17 22:32 開拍 

2018/03/25 11:55 終拍 
2341.38 小時  

07 26.24599, 120.00027 2017/12/16 17:03 開拍 

2017/12/31 04:16 終拍 
347.22 小時  

08 26.24361, 119.99627 2017/12/16 15:14 開拍 

2018/03/24 20:16 終拍 
2357.03 小時  

 



 

 

25 

 

106 年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圖 6-19、大坵島 6 台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位置(底圖來源 GoogleEarth) 

 

 
圖 6-20、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1：A~D 分別為去年度計畫原架設樣點 01、

02、05 和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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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圖左和右分別為今年度計畫更動樣點 07

和 08。 

 

 
圖 6-22、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影像 1：(A)三叉雄鹿、(B)一叉雄鹿、(C)(D)

為母仔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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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影像 2：(A) (B)雨水淋濕雄鹿甩水情形，

(C)(D)為鹿隻理毛行為。 

 

 
圖 6-24、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影像 3：(A) (B)三叉雄鹿以蹄和角掘土標記

氣味，(C) 三叉雄鹿抬頭威嚇行為、(D)三叉雄鹿趴臥休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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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影像 4：(A) (B)紅色箭頭處可見兩頭二叉或

三叉雄鹿鬥角，(C) 泥浴過後的三叉雄鹿、(D)正在排便的鹿隻。 

 

 
圖 6-26、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影像 5：(A)恰好同時拍到梅花鹿與交通船、 

(B)民宿區出沒之頭角纏繞網繩的雄鹿個體、(C)夜間白光 LED 補光的自

動相機拍攝之彩色二叉雄鹿影像、(D)紅色箭頭即正在磨蹭石頭標記氣味

的鹿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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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其他動物影像：(A)為鼠類、(A)為金背鳩、

(C)為鶇科鳥類、(D)為白斑紫嘯鶇。 

 

 
圖 6-28、紅外線自動相機攝錄先前年度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標記

鹿隻個體影像：(A) (B)為綠色耳標鹿隻個體，(C) (D)為黃色耳標鹿隻個

體、其中至少可辨識耳標號碼 5Q01 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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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人機空拍直接估算試驗(見圖 6-29) 

1.執行方法 

本計畫區位於北竿機場禁飛區，將預先申請取得民航局同意始進

行。 

(1)機型採用：本計畫預計採用 Phantom 4 Advanced 四軸機，搭載

數位相機有效像素為 2,000 萬 pixels。 

(2)飛行高度與解析度要求：為了有效分辨地面梅花鹿個體，預設

飛行高度約 150m 以下，以獲得 6 公分以內地面解析度。 

(3)航線規劃：本計畫使用航測軟體 DJI GSPro APP 進行無人機

飛行路線控制，此套軟體發展自大疆公司。為了獲得高品質幾何糾正

及鑲嵌影像，空拍機航線規劃至關重要，除了考慮地形障礙物如高壓

電線，也要注意控制相鄰航線距離和前後影像拍攝重疊率。本計畫要

求影像之前後重疊率與側向重疊率分別為 80%與 50% (饒等 2013)。 

(4)正射影像幾何糾正及鑲嵌作業：本計畫利用瑞士 Pix4D 公司發

展的 Pix4d Mapper (Strecha et al. 2012)軟體，整合了垂直與傾斜航照影

像，進行自動空三及密集匹配產生三維點雲，接著反投影到原始影像

空間產生地物高度影像(Object Height Image, OHI)與梯度影像

(Gradient Image)產生物件特徵，利用高重疊影像搭配 DSM 消除地

形、建物與樹木之高差移位效應，同時將遮蔽區以其它位置拍攝之影

像進行補償，產生正射影像。此軟體可快速產出鑲嵌影像、數值地形

模型、外方位參數，與傳統的攝影測量方法相比大幅降低了作業時間

與成本(蘇等 2013)。 

(5)影像判釋：針對空拍後之拼接影像，進行影像比對及梅花鹿個

體判釋，並標示所發現個體座標。針對可能因鹿隻移動造成重複計

數，或因拼接影像模糊導致判釋困難，將逐一檢視原始照片進行確認。 

(6)梅花鹿族群監測頻度：計畫期間擇氣候穩定時執行，將配合地

面梅花鹿族群間接估算法，至少進行一次拍攝，並與之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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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無人機航拍作業情形：前置作業(上)、地面遙控監看攝錄畫面

(中)、無人機航拍作業實景(下)。 

 

2.執行結果 

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中午時段、民國 107 年 3 月 24 日中午

時段、民國 107 年 3 月 25 日清晨時段進行三次航拍(圖 6-30)。分別計

算得 216、245、149 頭梅花鹿，中午時段明顯多於清晨時段。 

本年度新增冬季拍攝，發現因季節關係(冬季)，梅花鹿毛色似枯

草色，正射影像圖上尤其明顯，造成判釋上較困難。另外，可用於判

釋及梅花鹿計數的原始影像圖也因此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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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0、106 年 12 月 20 日拍攝的大坵島正射影像圖 

 

三、其他配合事項辦理 

(一)培育生態導覽解說人員 

民國 107 年 3 月 23 日於縣府產發科會議室辦理，報名相關文件

見附錄五。當天參與學員數共計 50 人，當日研習課程辦理情形見圖

6-31，課程由本團隊調查人員張育誠開場，藉 106 年相關調查資料介

紹大坵島梅花鹿進行研習課程；再來由大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吳泰維

導演，就其專業生態攝影觀點分享手機拍攝梅花鹿的相關注意事項；

緊接著由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陳怡寧副教授，以較輕鬆口吻的講解方

式，分享相對較嚴肅的動物疫病問題，及大坵島梅花鹿族群潛在疾病

監測結果；最終由計畫主持人謝宗宇副總經理，偕同三位講師與學員

進行綜合座談討論。過程中多位學員發表意見，並對本團隊執行成果

及縣府積極規劃發展大坵島觀鹿，抱持正面肯定及期待。而研習會後

數日，當天參與學員之一，目前任職於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的國

小部輔導主任林偉傑老師，更來信索取當天演講簡報及相關資料，希

望能參考其內容。作為設計梅花鹿生態介紹課程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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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研習課程辦理情形。 

 

(二)梅花鹿棲地維護 

於民國 107 年 2 到 5 月間，每月進行至少 1 次全島環島步道周邊

垃圾撿拾作業，詳細日期為 2/25、3/16、4/21、5/19。相關工作照片

見圖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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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民國 107 年 2-5 月環島清潔垃圾情形 

 

(三)大坵島民宿區周邊梅花鹿個體外寄生蟲防治方面 

於民國 107 年 3 到 5 月間，每月進行民宿區域周邊梅花鹿個體寄

生蟲灑藥驅外寄生蟲作業，詳細日期為 3/19、4/22、5/21。相關工作

照片見圖 6-33。 

 

 
圖 6-33、民國 107年 3-5月民宿周邊梅花鹿個體施灑驅蟲藥劑作業情形(胡

進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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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護原有告示牌、製作梅花鹿解說及安全警示告示牌 

新作告示牌(見圖 6-34)，內容樣式經產發科審定後，已於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攜至島上適宜地點豎立(見圖 6-35)。另因接觸鹿隻守則文

字較多，經英譯後置放於連江縣政府網站，並在解說牌上以 QRCode

讓遊客得以掃描連結(見圖 6-36)。 

 

 
圖 6-34、兩面解說告示牌設計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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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解說告示牌現場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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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QRcode 連結網頁(含英譯文字) 

 

(五)修正大坵島梅花鹿經營管理建議書 

以 105 年度計畫為基礎，修正大坵島梅花鹿經營管理建議書如附

錄八。 

 

(六)製作宣導品 200 份 

配合產發處製作彈塗魚、鱟、寄居蟹摺紙及 L夾(圖 6-37、圖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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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梅花鹿宣導品 

 

 
圖 6-38、梅花鹿 L 夾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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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民國 106 年末處理島上冬季食草不足問題相關報導：產發處以運

補 6000 公斤牧草方式補充島上梅花鹿群冬季食物資源，並將視梅花

鹿取食情形研議是否再行運補。(附錄一) 

民國 106 年 12 月中以及 107 年 3 月底登島調查，以手持雙筒望

遠鏡及無人機空中檢視小坵島，可視範圍內並未發現任何梅花鹿族

群。 

島上梅花鹿跡象調查和行為記錄：調查過程發現梅花鹿跡象，如

已風乾之頭骨、排遺和足印(圖 6-39)，雄鹿威嚇行為和鹿角纏繞網繩

情形(圖 6-40)，以及部分鹿隻換毛情形(圖 6-41)。民國 107 年 5 月 21

日由胡進江島主通報紀錄到落角雄鹿，顯示島上雄鹿族群已進入落角

期(圖 6-42)。 

 

 
圖 6-39、梅花鹿跡象：(A)頭骨一具、(B)排遺、(C)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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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0、梅花鹿行為：圖左為雄鹿抬頭斜眼威嚇行為、圖右為雄鹿鹿角

纏繞網繩情形。 

 

 
圖 6-41、民國 106 年 12 月中登島調查發現部分換毛鹿隻個體，逐漸由夏

季較艷麗毛色轉為冬季較樸素的毛色。 

 

 
圖 6-42、民國 107 年 5 月 21 日發現落角雄鹿個體。(胡進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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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討論及建議 

島上梅花鹿族群數量方面，根據民國 106 年 12 月中調查資料，島

上直接觀察鹿群數量至少有 69 頭，distance 軟體估算鹿群數量最大值

為 74.7 頭。而民國 107 年 3 月 24 日中午時段無人機空拍估算共觀察

到 245 頭梅花鹿，據此，島上鹿群現存數量至少為 245 頭。 

鹿群疫病檢測方面，106 年 12 月調查(即冬季)，發現較多明顯健

康狀態不佳或瘦弱鹿頭，並陸續發現 3 具鹿屍，但因運送過程重複解

凍，已無法進行病理檢查，最終僅委託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檢驗狂犬病，3 個樣本皆呈狂犬病病毒感染陰性(見附錄七)。目前利用

糞便及屍體收集尚未偵測到人畜共通傳染病原，但伺機性分枝桿菌及

硬蜱的存在仍讓人類接觸梅花鹿族群有疾病感染的潛在性危險。疾病

的種類數量繁多，而野生動物在自然棲息環境中，原本就可能攜帶許

多常在的病原微生物，有關單位在開發大坵島梅花鹿觀光時，仍需應

用有限的資源進行疾病監測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管制。建議結合當地

居民及旅客協助觀察及紀錄，並在島上設置有管制站的遊客中心，進

行公共衛生的教育宣導，人員進出管制及消毒、監控遊客及野生族群

的接觸互動、緊急事件應變(人員因動物受傷、疾病發作等)及簡單的人

類(急救站)及動物醫療處置。所收集的疾病分析資料及遊客中心收集的

相關遊客紀錄可提供疾管署及農委會針對公布的人畜共通傳染病進行

相關的疾病監控措施。 

紅外線自動相機的錄影資料除可進行一段時間的鹿群監測外，掌

握鹿群狀態。其所攝錄影像亦是島上梅花鹿生態或其他野生動物生態

的適宜素材，未來可提供管理機構保存並做適當應用。影像紀錄方面

也記錄到先前計畫標記鹿隻，其中更發現到 104 年度異地復育的 6 頭

雌鹿之一，建議主管單位未來應持續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長期收集

掌握島上鹿群概況。 

12 月大坵島上東北季風非常強，島北面即主要的受風面，鹿群數

量非常少，鹿群主要都躲到東南面及西南面，或者是山谷裏面等較背

風處。因此，若冬季在大坵島要賞鹿或找到梅花鹿觀察的話，基本上

要在背風面的南面或是谷地比較容易觀察到鹿群。未來經營管理方

面，若在冬季要種植牧草等等植物要提供鹿群食物的時候，也應該選

擇種植在背風面，套匯地籍之後選擇背風面的公有土地會比較適當。

而背風面看能否從既有的大坵島 DSM 圖層以及風速風量的資料來做

推估選擇適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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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產發處執行運送牧草改善冬季島上梅花鹿糧食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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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民國 105 年度計畫成果科普文章發表於大自然季刊和台博季刊 

1_異地保種台灣梅花鹿 (大自然季刊 2017 年第 13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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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以紅外線自動相機初探馬祖大坵島台灣梅花鹿復育族群生息現況 (台博季刊 2017 年第 1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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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本團隊民國 105 年計畫口頭發表於 106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

討會相關簡報暨得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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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團隊民國 105年度計畫成果，以兩幅壁報形式展示發表於 2018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1_應用無人機估算馬祖大坵島梅花鹿族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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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馬祖大坵島梅花鹿族群疾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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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民國 107 年「大坵島梅花鹿解說員研習課程」公文、報名資料

及研習當天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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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民國 107 年「大坵島梅花鹿解說員研習課程」演講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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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今年度計畫大坵島發現送驗之 3 具死亡梅花鹿，狂犬病檢驗結

果 3 個體均呈現陰性(家畜衛生試驗所檢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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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大坵島梅花鹿經營管理建議書 

壹、 發展目標 

1. 建立鹿隻管理標準作業流程，以及適當風險管理。 

2. 透過短中長程計畫逐步推動符合生態旅遊定義的永續發展模式，以兼顧

地方經濟、產業發展、人文歷史、生態資源維護及保育、環境教育的價

值。 

 

貳、 經營管理單位建議 

經營單位須先確立，才能統一事權推動發展，選項包括： 

 

一、 政府單位直營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兩單位共同配合。 

 

二、 委託民間機構經營 

包括大坵社區組織、解說教育團體、公司企業等。 

1. 具有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活化公務人力運用、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提

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等目的。 

2. 建議以「部分業務委外」方式執行。因可能涉公有(用)財產，若由政府

支付費用委託經營，屬採購法所稱營運管理，適用該法；若由政府收取

權利金或價金委託經營，符合採購法第 99 條適用要件者，甄選廠商之

程序適用採購法，或符合促參法所稱公共建設及參與方式者，適用該法。 

3. 若依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民間參與方式，較適合大坵島推動者，應

屬 OT(Operate-Transfer)方式：政府興建完成之建設(所有權歸政府)交由

民間營運，營運期屆滿後，營運權歸還給政府。 

 

經營管理團隊組成至少應包括： 

1. 行政專員：行政管理及遊客服務組配置專員，需了解整個生態旅遊之內

容，可為遊客做說明並引導遊客報名及安排解說員及接駁人員；亦可為

遊客作食宿之規劃介紹及意外發生之配合處理。除此之外亦需負責解說

人員之調派、內部行政管理及緊急應變之處理等以及維護大坵島生態旅

遊網頁資訊及整合可用之資源，以提供遊客更完整之住宿需求。 

2. 環境教育解說推廣專員：負責解說員培訓、解說題材之彙整及活動策劃。 

3. 環境景觀巡守專員：協助生態步道之自然環境保育及傳統產業復舊設施

之維護，與協助公共設施環境維護。並負責長期監測梅花鹿族群，巡查

非法盜獵捕捉，引導遊客勿干擾棲地和鹿群，維護棲地的環境、或於冬

季食草不足時提供餵食等。 

4. 鹿舍豢養區管理專員：負責清理環境與鹿隻餵食。 

5. 獸醫師：負責梅花鹿相關檢疫、採樣、救傷等現場事務。 

 

三、 平行監督機構或專家學者 

為確保未來經營管理可落實本計畫書所規劃，建議無論是政府單位直營

或是委託民間機構經營，均應另行委託配置平行監督機構或是聘請學者專家。 

 

參、 公共基礎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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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私有地確認及用地分區規劃 

大坵島上居民曾多達 40 餘戶、300 餘人，駐軍曾經高達 400 餘人，島上

設有國小分校 1 所，如今全島軍民均已撤出、搬離，平日則是一座寂靜荒涼

的無人島。近年則有 1 位來自台灣的胡先生在島上租屋經營民宿。目前對外

交通以交通船、觀光漁船等船運為主。 

而橋仔至大坵跨海人行步橋計畫已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在興建完成後

將可能有大坵島原先的住民返回居住。因此確認島上公私有地分布，並據以

規劃用地，乃所有公共基礎建設，包括野生梅花鹿活動範圍確認、種植梅花

鹿喜食植物範圍等的基本步驟。 

根據連江縣政府於民國 106 年 3 月 17 日針對農委會所提案「馬祖大坵梅

花鹿生態保育五年計畫」，目前將大坵島規劃為：核心保護區(含自然水源

地)、緩衝區(環境教育館及檢疫中心)、村莊區，並以設置圍籬方式將野生梅

花鹿活動與居民生活區分隔。會中北竿鄉長建議，緩衝區範圍希望可擴大(自

碼頭起)，村莊區約佔大坵島約 1/10面積即可。圍籬則建議採用荷蘭網(Holland 

wire mesh)，又名波浪網、波浪護欄網，具有附著力強、防腐性好、色澤光亮

等優點。 

 

二、 檢疫實驗室、生態旅遊資訊站(或環教中心)設立 

大坵島上建議設置兼具簡易實驗室、生態旅遊資訊站(或環教教室)功能

的中心，進行公共衛生的教育宣導，人員進出管制及消毒、監控遊客及野生

族群的接觸互動、緊急事件應變（人員因動物受傷、疾病發作等）及簡單的

人類（急救站）及動物醫療處置（驅蟲計畫執行及簡單外傷處理）。 

地點可優先考慮島上既有的廢棄房舍重新整理，或考慮租用社區內之民

宿或閒置空間。鄰近本空間可規劃部分可親近鹿隻的豢養區，提供遊客體驗。

須建設鹿舍或園籬，並有飼養人員每日清理環境與餵食。 

 

三、 步道及導覽設施維護 

目前大坵島有既成步道，未來在發展觀鹿遊程應限縮遊客活動避免離開

既有步道，造成自然棲地破壞。(如步道兩旁崩塌、土壤沖蝕、植被破壞等) 

建議未來在步道維修時，可逐步將現有水泥鋪面逐步改造為透水性鋪

面，並選用當地自然資材採自然工法搭建。對於園區內必要之安全設施、步

道以及導覽之設施必須考慮環境的低衝擊性，應就量體大小、設施材質、造

型、安全性、設置工法、使用之能源、以及設置建設時對環境所造成的干擾

及衝擊程度等項目予以考量。 

為了使生態旅遊動線沿線之生態環境維持接近自然之狀況，解說導覽動

線除里程、行進方向、指示據點三個項目之外，並不添加其他解說導覽的設

施，所使用材質以就地取材之竹類或倒木略加處理，以噴槍炙出里程或據點

名稱，插立於路旁，於定期巡邏或於活動中如有發現腐朽則予以更新。 

 

四、 傳統文化產業設施之修復整理 

如木炭窯及花崗岩房屋之修復等，在修復後需生態旅遊承辦單位人員作

定期之維護，以維持其完整及安全性。 

 

五、 其他基礎建設 

http://ft.bmlink.com/supply/h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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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未來住民及遊客成長需求，建議應預先針對公廁、水源、電源、汙

水及垃圾處理進行規劃。 

擬訂因旅遊活動進行而產生之廢棄物之處理辦法，包括垃圾甚至排泄物

等。妥善處理不可避免之垃圾，於社區聚落等居住區內設置廢水處理系統以

及落實資源回收，並強制規定遊客將垃圾袋下山並攜離大坵島，對於遊客之

排泄物則可妥善集中處理以做為堆肥。 

 

肆、 經營工作項目 

一、 鹿隻經營管理 

(一) 梅花鹿管理適用法規 

1. 野生動物保育法 

梅花鹿是否屬於野生動物，保育主管機關農委會林務局仍未有具體結

論。但大坵島梅花鹿是連江縣政府所放養繁衍，所以屬於縣政府財產，目前

任何獵捕及騷擾行為可依刑法竊盜罪來告發處罰。 

 

2. 動物保護法 

在進行野生鹿隻活體捕捉麻醉時，牧場常使用的一些捕捉麻醉方法，包

括吊子及電擊，在現今動物保護法下極可能是不被允許的。 

 

3. 動物防疫檢疫相關法規 

(1)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2)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施行細則 

(3)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動物傳染病分類 

(4)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之消毒及實施方法 

 

4. 畜牧相關法規 

(1) 飼料管理法 

(2) 飼料管理法施行細則 

(3) 飼料添加物使用準則 

(4) 飼料添加物成分規格 

(5) 飼料管理法相關行政規定 

(6) 禽畜糞堆肥設置要點 

(7) 家畜禽進口同意函件審核要點 

(8) 畜牧業或農民進口污染防治機械設備用途證明審核要點 

 

5. 動物用藥品相關法規 

(1)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2) 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 

(3) 動物用毒劇藥品品目 

(4)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施行細則 

(5) 動物用抗生素、麻醉、毒劇及生物藥品管理辦法 

(6) 公告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 

(7) 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之種類及品目 

 

6. 屠宰衛生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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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屠宰作業規範 

(2) 屠宰場設置標準 

(3) 屠宰牲畜管理辦法 

(4) 屠宰衛生檢查規則 

 

(二) 族群量監測 

今年度首度採用無人機航拍計算鹿口，獲得良好成效，建議可每年施行。

其餘族群監測方式則可參閱本報告方法。若經費及人力許可，可針對個體進

行標記(如耳標)，並配合活體捕捉植入晶片或配戴衛星定位追蹤，以準確掌

握鹿口。 

 

(三) 疾病檢疫 

根據本計畫研究成果，考慮大坵島偏僻位置及冬天惡劣天氣，應斟酌常

設檢驗實驗室及全職獸醫師的必要性。微生物針對其致病嚴重性可分為 4

種，而大多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病原都屬於 BSL2 以上，需要成本昂貴且嚴格

的管理人員和流程，並不適合在大坵島上建立。 

建議至少在旅遊旺季前後，配合硬蜱爆發其前後（11 月及 4 月），設計

大規模的鹿隻捕捉麻醉及採樣，每次徵求野生動物專家、獸醫、研究學者及

幫手進行捕捉，每次捕捉量至少 3 隻以上，所採樣本後送國家動物疾病（家

畜衛生試驗所）或人類疾病實驗室（疾病管制署昆陽實驗室或國防醫學院）

進行 BSL3 等級的病原偵測，或合作相關實驗室進行 BSL2 等級以下的病原

分析。美國及加拿大的野生動物疾病監測雖由政府單位（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主導，但仍須學校研究單位及國家實驗室密切合作，很多

時候，必須結合當地居民及獵人協助觀察、紀錄及採樣（提供獵物）的工作。 

 

(四) 鹿口承載量 

民國 101 年由於大坵島上有三十餘隻梅花鹿疑似因饑餓死亡，連江縣政

府基於人道考量，於島上置放技餌桶與草料供鹿隻食用(修鴻儒等 2012)，以

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建議未來投放草料前可以洽詢台北市立動物園或畜產

試驗所專家，參考其飼養梅花鹿所使用的食物類別及比例。雖然投放草料的

確是最快速的解決方法，但其僅能治標，由於鹿群數量已經超過環境承載量，

繼續投放食物會讓鹿群繼續維持在高密度狀態，對環境、鹿隻本身健康都可

能有不利影響，未來仍應繼續尋找治本之道，例如移地圈養、人為淘汰畸形

鹿隻，又或在島上圈地飼養，值得未來討論與積極作為。 

今年度計算島上梅花鹿數量至少有 245 隻；另根據畜試所畜養經驗，推

估大坵島約可容納 180 隻；未來若住民進駐，扣除村莊區，鹿隻族群量則可

能要再限縮。今年度雖未發現島上植物遭不正常啃咬或疾病傳染、不正常社

交等現象，未來應持續監控，以確認鹿口承載量。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採

生育控制或針對健康不佳鹿隻進行減口，將是必要手段。 

依據國外相關研究，要獲得最大鹿茸產量，或最高鹿茸品質，均需透過

長期族群及雌雄成體及幼體比例追蹤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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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製品利用 

針對減口後的鹿隻，如何進行產製品再利用，可參考日本奈良公園經驗。 

 

(六) 促進遺傳多樣性 

102 年度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2013)

曾檢測大坵島、金門、台灣數個梅花鹿群體遺傳結構分析。台灣目前保育族

群與家養族群可以分成 5 類群，金門、大坵與部分墾丁社項保育族群梅花鹿

群被分自同一類群，且沒有任何家養梅花鹿個體落於這個類群中，顯示這類

群個體擁有相同共同祖先。因為金門保育梅花鹿已被證實有近親疑慮，此結

果亦暗示大坵梅花鹿有基因窄化問題。墾丁國家公園保種族群落於各類群

中，顯示其多樣性高。而壽山動物園個體皆落於類群 II 下的同一枝系

(subclade)，顯示族群基因窄化嚴重。這一類群同時含有墾丁國家公園保育梅

花鹿與民間家養梅花鹿，顯示可能有民間梅花鹿基因滲入的疑慮。氏問家養

梅花鹿大多落於類群 III。此個體間遺傳資料庫可做為未來保種台灣梅花鹿配

種管理依據，降低遺傳多樣性。另外，該計畫說明正進行 DNA 之個體鑑別，

期待此檢測平台能做為大坵台灣梅花鹿之細胞核 DNA 溯源追蹤或細胞核

DNA 標籤(DNA barcode)。 

台灣梅花鹿養殖業者曾引入紅鹿雜交育種，學者也曾於養殖梅花鹿中找

到紅鹿的基因。未來引種交流基因，應確認原生種梅花鹿，避免造成基因污

染。建議須維持梅花鹿保種工作，成為梅花鹿的基因庫，並且應隨時測試基

因純度。 

 

(七) 基礎研究 

大坵島對於梅花鹿來說，屬於封閉棲地，相當適合從事基礎研究。建議

未來在發展觀鹿遊程，應針對野生梅花鹿進行一系列的基礎研究，如族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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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活動範圍、社會行為…等，以利經營管理或解說教育運用。 

 

二、 棲地經營管理及生態資源保育 

(一) 棲地經營管理 

根據本計畫調查，大坵島植群分為森林、灌叢、濱海草生地及草生地 4

種植群類型。根據現地觀察鹿群食用狀況，共得 5 種梅花鹿喜食物種，包括

牛乳榕、薜荔、雀榕、桑樹、青苧麻，以及其他 26 種梅花鹿可食物種。 

未來在確認用地規劃後，可分區逐步栽培梅花鹿喜食植種，包括可提供

蛋白質，維持營養平衡的桑樹、構樹，以及地被狼尾草、燕麥等。另可栽培

馬祖原生植種，移除外來種及入侵種，促進生態多樣性。 

另可考慮配合清貯飼料研究實驗，將梅花鹿不吃的植物，在地採收在地

製作轉化成鹿吃的飼料。若觀察到野生鹿隻咬食鹿角，或尋覓富含鹽類之水

或其他物質以滿足需要時，代表所攝食植物所含鹽類及礦物質如鈉、鉀、鎂、

鈣、磷不敷需要，此時應視情況提供礦鹽餵食。 

 

(二) 生態資源保育 

必須採用低環境影響之休閒活動方式。除了大坵島生活區域內提供的食

宿和體驗式經濟活動之外，在旅遊動線沿線只能由解說員帶領，靠步行參觀，

而解說員的訓練也會以柔性勸導但嚴格規範遊客行為，以降低對環境影響。 

必須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除了藉由遊客行前教育

和解說員的勸導規範之外，藉由監測調查平行實施，以了解野生動植物族群

是否有受到旅遊活動辦理而產生干擾。 

 

(三) 生態旅遊解說資源調查 

大坵島上除梅花鹿外，尚有其他值得駐足遊賞的資源，包括在地風俗人

文、動植物生態。未來宜逐步進行解說資源調查及解說素材蒐集，以運用於

遊程規劃、解說牌及文宣品等利用。 

 

(四) 遊客承載量限制 

目前大坵島聯外交通以船運為主，包括每年與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簽

約營運的交通船(固定航班)、娛樂漁船等。在旅遊旺季時，每日上島人數約

為百餘人。若天候不佳則僅有娛樂漁船等小型船隻可靠港。本因素為目前限

制遊客上島數量的重要因子。其他因子尚包括：能源供應量、淡水供應量、

廢棄物處理量、餐飲住宿供應量等，但也隨著各項條件的改變有所增減。 

未來橋仔至大坵跨海人行步橋興建完成後，預期將帶來較多人潮，可能

造成野生梅花鹿等生態環境的壓力。目前大坵島的觀鹿遊程處於起步階段，

遊客數量或行為是否造成梅花鹿族群或行為影響尚未有研究實證。建議未來

應持續進行監控及研究。 

若發現遊客數量明顯影響環境，建議做法包括限制人數、限制小團體、

交互路線等方法的控制，以增加參與遊客體驗之品質及深度，並且可減少對

環境之衝擊與控制步道或設施之同時間使用人數。爾後再依人力資源改善情

形及環境監測結果修正之。 

 

(五) 生態旅遊地監測 

主要為對生態環境的監測計畫，藉以掌控物種及自然環境的變化，避免



 

 

84 

 

106 年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遊憩的衝擊。次要監測計畫為對遊客的旅遊行為、動機目的以及滿意度的監

測調查，以加強及調整社區生態旅遊活動辦理的改善，以作為擴張或緊縮生

態旅遊規模的依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業於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告「生態旅遊環境監測機

制」在案，對於適用對象、環境監測計畫之訂定、監測方式、報告格式及查

核已有明確規範，該環境監測機制並於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修正。已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並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生態旅遊地，其環境監測，應依環境影

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及其審查結論辦理。未經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之生態旅遊地，其環境監測，參考生態旅遊地環境監測計畫查核表辦理。 

 

(六) 環境維護及管理 

由社區居民、解說員、經營管理單位共同組成巡守隊，視工作需求再徵

求義工若干，負責環境之清潔維護，巡視及動植物生態異常情況通報。協助

生態步道之自然環境及傳統產業復舊設施之維護、協助公共設施、公廁等環

境維護。由於島上鹿隻盛傳有大陸漁船靠近，並且登島獵捕的情形，在過去

調查中也確曾見多件網具，也有受困死亡的情況，此項可列為巡守重點。 

 

三、 環境教育推廣 

(一) 遊程規劃 

必須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在經過完整資源調查後進

行彙整，包括植生和土地利用型分布圖，以及具有教育解說價值之動、植物

及人文素材定點分布位置圖，規劃出具有生態及人文多樣性之步道動線及解

說站位置。考量不同遊客之需求及體能，分別規劃周休二日遊、一日遊及半

日遊動線，並於不同植生及土地類型區域，選擇具有豐富解說素材及美麗景

觀之區塊設置解說站，進行定點解說，亦可提供遊客休憩、喘息之機會。解

說路線宜考量季節性變化，以分散遊客所帶來壓力資源，並增加遊程多樣性

及趣味性。 

 

(二) 環教場所認證 

建議可依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根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

法」(20130107 環署綜字第 1010120538 號令修正發布)，向主管機關申請認證。 

 

(三) 解說人員訓練及證照制度 

經營管理單位應提供解說及教育訓練素材。 

初期解說導覽人員之培訓，以現有解說員之專業知識及生態保育觀念之

養成、實務技巧之累積、野外急救訓練為主，並能通過解說員資格之認證，

始能進行解說導覽之工作。 

後期已獲認證並有豐富解說經驗之解說員，必須開發及補充解說相關之

訊息，並能培訓新進之解說人員，以傳承解說員之使命及任務。並可進一步

規劃解說人員養成及進修制度，而能形成一個可獨立運作之團隊。 

 

(四) 建立旅遊評鑑制度 

由縣政府邀請各方面專家如經營業者、學者等定期評鑑生態旅遊相關服

務事業（餐飲、民宿、交通、解說內容）及、產品（工作營、社區工藝等各

種體驗式經濟活動）、縣政府提供之生態旅遊資訊等。對於社區解說員制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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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辦法，優先或強制規定聘用具證照之解說員或嚮導方能帶隊進入園區。 

 

(五) 建立生態旅遊資訊網際網路平台 

透過網路資訊傳遞大坵島生態旅遊資訊及網路互動的平台，提供預約、

住宿、服務、遊客旅遊後的體驗，藉此發掘更多潛在的遊客市場。 

 

(六) 解說軟硬體補強 

解說軟體及器材設備補強初期需要由縣政府經費補助，之後由生態旅遊

工作施行之後回饋經費逐年汰換補充。做法包括：1.製作自導式生態旅遊解

說資料。2.製作解說員專屬之解說導覽手冊。3.製作遊客意外應變手冊（野外

急救手冊）。4.建立起生態解說之專業形象，生態旅遊解說員及相關工作人員

需有統一之制服或識別證。5.建立無線電通訊系統，設立基地台和配備無線

電對講機，可做為解說員或響導與服務中心或研究站平時聯繫及緊急通聯等

作用。6.補強急救設備，解說員或響導配置急救用品如急救包，服務中心應

該具備擔架，攀登用之繩、鉤、環等器具。平時應該進行急救演練，和設立

直昇機起降平台。 

 

(七) 紀錄片拍攝 

建議每年編列固定經費，拍攝大坵島發展觀鹿生態旅遊發展歷程。所攝

得影片，可做多方面剪輯運用，包括長時間紀錄片、網路傳輸宣傳短片、各

式梅花鹿及大坵島生態教育宣導影片等。 

 

(八) 遊客、居民風險管理及公約 

1.野放梅花鹿族群之風險：母鹿及幼鹿對遊客幾乎沒有潛在的風險，成

年公鹿於硬角期或是交配期，因鹿角尖銳有可能刺傷遊客，故應告知遊客餵

食公鹿的危險性。豢養個體的風險：雖然因為有圍籬的阻隔，但是公鹿的角

仍有傷及遊客的風險；另外脫逃是常見於鹿隻的風險。 

2.流浪犬貓引入之風險：野化犬貓已成為全球生態保育的頭痛角色，一

旦逸出野地，將相當難以掌握及移除。目前島上並未發現流浪犬貓，未來應

持續嚴禁遊客攜入寵物，未來移入住民則應持續宣導避免飼養犬貓。 

3.遊客紀律規範與自律公約，經營者須訂定各項規範或自律公約，例如： 

(1)規範遊客可以進入的區域：島上鹿隻雖然有部分可以和人親近，但是

大多數仍是膽怯，見人靠近就會躲避的，為了使梅花鹿族群穩定，建議環後

山丘的步道不要開放，從水源地上方的稜線鞍部就做阻隔，將後山丘及水源、

地北方密林區做為不受遊客干擾的保護區。 

(2)是否允許餵食梅花鹿：為了觀光需求，多數遊客都希望能像日本奈良

鹿公園般，和鹿隻有互動，餵食觸摸和拍照。但奈良公園提供遊客餵食的是

特製的鹿仙貝餅乾，主要成分是米糠和麵粉，為了不危害鹿的健康，沒有加

任何調味料或防腐劑等添加物，公鹿也都鋸角免傷遊客。這些措施或作為都

應事先商定，且有人執行。為保障在地農民，可考慮輔導北竿鄉民種植狼尾

草或其他梅花鹿喜食植物供應遊客餵食鹿隻；冬季淡季時，產發處可保價收

購做為補充飼料。 

(3)大坵島上並無環保局清潔隊能協助清除垃圾，現階段以遊客自行攜回

北竿或南竿丟棄是較佳的方策。 

(4)禁止事項與處罰規定，應明列各種禁止影響生態環境或不許遊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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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A.禁止獵捕、B.禁止採集梅花鹿身上的附屬物、C.禁止種植外來植

物、D.禁止攜帶寵物犬貓進入大坵島。 

 

四、 其他 

(一) 綠色運具 

為減輕環境負荷，島上交通限制以電動車等綠色運具為主。 

 

(二) 輔導合法民宿發展 

因應未來可能增長的遊客住宿需求，宜制定當地住民發展合法民宿的輔

導策略，並配合環保署鼓勵民宿業者施行「環保旅店計畫」。 

 

(三) 收益回饋社區 

藉由生態旅遊的推展將利益回饋給社區，例如提撥部分的生態旅遊活動

收益，進行環境整理、後續人員訓練、器材設備添購、以及自然資源保育支

出與人文資產重建和知識傳承等工作所需支出。另應增加社區居民就業之機

會，促進地方發展。做法包括必須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必須聘

用了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聘用僱工以當地居民優先等。 

經由經營管理單位網路平台或其他方式招攬之遊客，應該制定標準收取

費用，逐年考慮成本調整。所有經手費用（食宿代安排在內）應抽取固定成

數做為約聘雇人員支出。盈餘則宜擬定固定比例做為軟硬體更新、保育巡守、

人員訓練、和社區回饋基金。 

 

(四) 發展社區特色 

必須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且必須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

文化及生活隱私。導入遊客必須先行教育以尊重不同文化差異，避免產生摩

擦，對於非旅遊路線的當地居民生活空間不要進一步窺探，也是將來生態旅

遊活動辦理單位應該注意宣導的地方。 

 

(五) 例行舉辦意見溝通座談 

說明會及座談意見溝通，應列為例行舉辦項目，以溝通居民、解說員、

經營管理單位之間，發展生態旅遊的意見及想法。 

 

(六) 每年調整經營管理策略 

前述經營管理策略及方法，宜每年視情況進行調整。 

 

伍、 重要工作項目所需單價參考 

本計畫書「參、公共基礎建設項目」，建議應由連江縣政府籌款逐步落實；

「肆、經營工作項目」，則應由未來經營管理單位，依當時時空背景狀況提出

經營計畫，包括經營細項、執行數量及地點、人力配置、財務收支等。重要

工作項目執行單價如下表所列以供參考： 

 

重要工作項目 單價(新台幣) 備註 

梅花鹿族群量監測 -地

面人力估算 

$110,000/次 1.約含 3 組人力，每組 2 人。 

2.日間、夜間至少各一次。 

3.現場估算及軟體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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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項目 單價(新台幣) 備註 

梅花鹿族群量監測 -無

人機航拍 

$80,000/次 1.每次含清晨、中午、黃昏各一式航拍。 

2.需事先取得民航局許可。 

3.現場航拍及軟體操作分析。 

解說資源調查 $120,000/次 1.大坵島植物、鳥類、昆蟲等具解說價值資源

調查。 

2.單價以單次調查估算，建議調查需涵蓋四季

及重要候鳥過境、動物發生季節。 

植入晶片 $500/個 1.單價需視當時研發產品進行修改。 

衛星定位定位器 $2000~5000/個 1.單價需視當時研發產品進行修改。 

2. 

糞便檢測 $55,000/5 樣本 1.每次採取 5 個樣本。 

2.含糞便檢測人畜共通傳染風險病原如結核

菌、副結核菌及布氏桿菌及病毒。 

屍體解剖檢測 $30,000/隻 死亡個體屍體解剖、病理檢查及檢測感染病源 

鹿隻品種檢測 $7,000/樣本 1.DNA 定序分析及序列比對。 

2.不含鹿隻捕捉採樣。 

紀錄片及宣導影片拍攝

剪輯 

$1,780,000/式 1.內容至少包括大坵島環境介紹、梅花鹿現況

及生殖季節介紹、國外經營管理經驗、大坵島

上觀鹿行程介紹、北竿重點觀光行程介紹。 

2.製作成品建議： 

(1)DVD 光碟 1000 片。（含封面、封底、圓標

印刷、包裝、收縮膜等） 

(2)20 分鐘完整影片檔（國語版、英語版

1920*1080 之 mov 或 avi 檔案）。  

(3)20 分鐘無字幕影片檔（國語版、英語版

1920*1080 之 mov 或 avi 檔案）。 

(4)30 秒中英文版預告影片（可於網路、連江

縣政府、各航空站播放之 mp4 檔案）。 

(5)2 分鐘中英文版精華影片（可於網路、連江

縣政府、各航空站及交通船上播放之 mp4 檔

案）。 

上列檔案存放於 2.5 吋外接式硬碟中繳交。 

解說牌配置 $20,000/面 1.單價為初估。 

2.仍需依製作大小、材質、圖文著作權進行報

價。 

解說摺頁 $70,000/3,000 份 1.本價格為初估。 

2.規格為 120磅菊 2開雪銅紙，扇摺 6 折形式，

約含文字 600 字及 30 張圖片照片。印製 3,000

份。 

3.仍需依製作大小、材質、圖文著作權進行報

價。 

解說手冊 $750,000/1,000

本 

1.單價為初估。 

2.環境照和生物照預計使用 250 張以上（所提

供之圖像同意授權，並永久使用於非營利用途

之解說教育上）；繪製地圖及解說導覽圖約 5

張，預計約有 7 萬文字，美編開本採菊十六開

（15公分×21公分），頁數約 208頁。印製 1,000

本。 

3.仍需依製作大小、材質、圖文著作權進行報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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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答覆 

 

「106 年度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03 月 22 日（星期四）1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產業發展處 

參、主持人：劉副處長剛 記錄：黃韻文 

肆、出席委員：王處長建華、賴科長文啓 

伍、出席廠商: 希泉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陸、主持人致詞:(略) 

 

柒、委員建議事項及廠商回覆： 

 

 王處長建華:  

1. 解說牌設計，較偏好第一款(文字與圖分開)。注意英文需有專人翻譯

避免錯誤。配色勿有太突兀顏色。建議大標題標上注音符號。圖片一定要

清晰。 

2. 附錄的期刊文章，原文可放上較易閱讀。 

3. 既有解說牌若有破損，麻煩反映產發處。 

4. 解說牌角落宜磨平避免危險。 

 

 賴科長文啓:  

1. 簡報修正為 6000 公斤送乾草糧，非 600 公斤。當時綠草還有所以吃

食的反應沒有太好，也可能是草種的關係，春天就快吃光了。請持續觀察。 

2. 三月份上島請協助運送季末餘留的蔬菜，提供鹿隻進食。 

 

 主持人總結與建議: 

1. 鹿角纏繞網子，勿好心解開，宜提醒解說員及遊客。 

2. 解說牌宜加上連江縣政府製。 

3. 連絡電話改成 0836-25248。 

4. 委員意見請納入結案報告呈現。 

5. 期中報告通過。  

 

捌、臨時動議： 

 

玖、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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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或建議，及廠商答覆列表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覆 

王處長建華 

1. 解說牌設計，較偏好第一款(文字與圖

分開)。注意英文需有專人翻譯避免錯誤。

配色勿有太突兀顏色。建議大標題標上注

音符號。圖片一定要清晰。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會請解說牌廠商留

意相關細節。 

2. 附錄的期刊文章，原文可放上較易閱

讀。 

如本報告書附錄二：民國 105 年度計畫

成果科普文章發表於大自然季刊和台博

季刊。 

3. 既有解說牌若有破損，麻煩反映產發

處。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登島調查時會留意

並進行通報。 

4. 解說牌角落宜磨平避免危險。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會請解說牌廠商留

意相關細節。 

賴科長文啓 

1. 簡報修正為 6000公斤送乾草糧，非 600

公斤。當時綠草還有所以吃食的反應沒有

太好，也可能是草種的關係，春天就快吃

光了。請持續觀察。 

謝謝委員指正，報告已修正。 

2. 三月份上島請協助運送季末餘留的蔬

菜，提供鹿隻進食。 

遵照委員指示提供相關協助。 

主持人總結與建議 

1. 鹿角纏繞網子，勿好心解開，宜提醒解

說員及遊客。 

遵照主持人指示辦理。 

2. 解說牌宜加上連江縣政府製。 遵照主持人指示辦理。 

3. 連絡電話改成 0836-25248。 遵照主持人指示辦理。 

4. 委員意見請納入結案報告呈現。 

 

遵照主持人指示辦理。 

5. 期中報告通過。 謝謝主持人裁示，及各位委員意見和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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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期末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答覆 

 

「106 年度連江縣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三）09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產業發展處 

參、主持人：劉處長德全 記錄：黃韻文 

肆、出席委員：劉副處長剛、王處長建華、賴科長文啓 

伍、出席廠商: 希泉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陸、主持人致詞:(略) 

 

柒、委員建議事項及廠商回覆： 

 王處長建華:  

1. QR code 網頁穩定度要夠。 

2. 鹿隻身上硬蜱要特別注意並加強宣導。 

3. 解說牌擺放位置要恰當，碼頭上步道處建議要放。 

4. 要注意島上毒蛇問題。 

5. 支持島上鹿隻因食物問題的自然淘汰。 

6. 小坵島無鹿，可考慮放養可能。 

7. 建議可將課程簡報分享給學校。 

 

 劉副處長剛： 

1. 鹿隻身上死亡之硬蜱建議以人工方式刷掉。 

2. 建議增加梅花鹿相關消息發佈。 

 

 賴科長文啓:  

1. P38〝刀模線請拿掉〞字眼忘記修掉。 

2. 附錄資料宜放大且清晰。 

3. 檢查報告需放大再置入報告中。 

4. 結案報告請附上季刊。 

5. 提供監視器放置建議地點。 

 

 主持人總結與建議: 

1. 應增加鹿隻相關消息發佈、宣導。 

2. 解說內容可納入網站中。 

3. 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後納入成果報告書中，期末審查修正後通過。 

捌、臨時動議： 

玖、散會（10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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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意見或建議，及廠商答覆列表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覆 

王處長建華 

1. QR code 網頁穩定度要夠。 謝謝委員提醒，會留意相關細節。 

2. 鹿隻身上硬蜱要特別注意並加強宣導。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本團隊陳怡寧副教

授已提供相關建議，並納入解說牌說明。 

3. 解說牌擺放位置要恰當，碼頭上步道處

建議要放。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解說牌廠商上島設

置時將配合科長選擇適當位置。 

4. 要注意島上毒蛇問題。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登島調查時會留意

並進行通報。 

5. 支持島上鹿隻因食物問題的自然淘汰。 建請產發處考量。 

6. 小坵島無鹿，可考慮放養可能。 建請產發處考量。 

7. 建議可將課程簡報分享給學校。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若各級學校有提出

需求，會盡量提供協助。 

劉副處長剛 

1. 鹿隻身上死亡之硬蜱建議以人工方式

刷掉。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會請本團隊陳怡寧

副教授提供相關作法。 

2. 建議增加梅花鹿相關消息發佈。 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本團隊將研擬相關

內容。 

賴科長文啓 

1. P38〝刀模線請拿掉〞字眼忘記修掉。 

附錄資料宜放大且清晰。 

遵照委員指示，已於結案報告中修正。 

2. 附錄資料宜放大且清晰。 遵照委員指示，已於結案報告中修正。 

3. 檢查報告需放大再置入報告中。 遵照委員指示，已於結案報告中修正。 

4. 結案報告請附上季刊。 遵照委員指示，已於結案報告中修正。 

5. 提供監視器放置建議地點。 配合指示提供相關設置地點。 

主持人總結與建議 

1. 應增加鹿隻相關消息發佈、宣導。 遵照主持人指示辦理。 

2. 解說內容可納入網站中。 遵照主持人指示辦理。 

3. 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後納入成果報告書

中，期末審查修正後通過。 

謝謝主持人裁示，及各位委員意見和建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