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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開始執行後，在 2008及 2009年度共移出約 180

隻食蛇龜至湖本村的臨時保育區。考量野生動物圈養時間過久，可能會

喪失野外生存能力或染病，故於 2011年 10月從臨時保育區挑選 15隻

湖山水庫移入的圈養食蛇龜與 5隻湖本村的野生食蛇龜，在背甲上黏無

線電發報器後，就地野放。在食蛇龜渡冬期的 11月至隔年 3月間，以

晶片掃描器在穿越線搜尋；於食蛇龜 4月至 10月的活動期，則使用無

線接收器追蹤。經過兩年的調查，得知圈養與野生的食蛇龜，在活動範

圍無顯著差異，從活動範圍變化趨勢來看，圈養與野生個體的活動範圍

面積，趨於一致，表示湖山水庫個體，已逐漸適應湖本村當地的環境。 

 

關鍵字：食蛇龜、無線電追蹤、湖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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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緣起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執行後，在生態保育措施上，辦理了保育物種食

蛇龜人工搬遷之移地保育工作。在 2008及 2009年度共移出了約 180

隻，並由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簡稱為特生中心)，辦理｢食

蛇龜移地保育及生活史調查研究計畫｣，蒐集食蛇龜基礎資料。2011年

特生中心所提 2010年期末報告之｢湖山水庫食蛇龜移地保育持續照顧

建議｣，希望中區水資源局 2011年起接手管理移地復育之食蛇龜，並持

續照顧至 2014年，待水庫完工後，將食蛇龜重新移回水庫水源保護區

或鄰近區域中。 

考量野生動物受圈養時間過久，可能失去野外生存能力或染病，且

多次搬遷也可能造成食蛇龜受傷或死亡。目前的臨時保育地雖為食蛇龜

原生環境，但因長期盜獵問題，導致當地食蛇龜數量逐年減少，因此雲

林斗六丘陵地區，食蛇龜族群承載量可能大於現存之族群數量，是可以

作為直接野放的地區，不需圈養多年後，再選擇其他異地野放。 

由於該地區鄰近湖山水庫，周圍環境也有食蛇龜族群在此地生活。

因此於 2011年 10月將這些個體就地野放。但本地於短時間內移入許多

個體，是否會對原來野生族群造成衝擊(生長變慢、食物不足、競爭棲

地環境)，或圈養個體是否可以適應本地環境，不會向外遷移。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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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均有賴長期監測其活動、成長，和存活率方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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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食蛇龜簡介 

 

食蛇龜(或稱黃緣閉殼龜)(Cuora flavomarginata)屬於地澤龜科

(Geoemydidae)中的閉殼龜(Cuora)一屬。本屬包含十一種，在亞洲東南

部(包含琉球、台灣、中國東南到印尼、菲律賓)(Iverson, 1992, Honda et 

al., 2002, Fong et al., 2002)半水棲與陸棲烏龜，且本屬每一物種均被列為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瀕危物種，而食蛇龜是台灣唯一

屬於本屬的物種。本種有三個亞種，分別是台灣的指名亞種(C. f. 

flavomarginata)，琉球的亞種(C. f. evelynae)，以及中國長江流域的亞種

(C. f. sinensis)；其中琉球的族群有人認為應被認定為一種(Ernst et al., 

2008)，但尚未普遍被接受。本種在台灣的分布與人類活動最頻繁的地

區重疊，因此族群受到嚴重分割，加上盜獵及開發嚴重，更使族群及生

存棲地受到嚴重威脅(Lin et al., 2010)。 

食蛇龜每年可生蛋一至二次，每次僅生 1 –5顆卵(Chen and Lue, 

1999)；族群成長的速度緩慢。食蛇龜被獵捕的壓力嚴重，獵捕的龜主

要為供應海外(尤其是中國)寵物或食用市場。從 2006年至今(2013年

10月)，國內執法單位共查緝到十三次大宗保育類食蛇龜的走私或違法

飼養案例，總數超過五千隻，未被查獲到的隻數更是難以估計。 

食蛇龜屬本國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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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調查資料顯示，湖山水庫集水區內有大量族群分布；近年來台灣各

地皆有盜獵及走私食蛇龜的情形在過去的訪問中也獲知，湖山及湖本地

區存在著嚴重的盜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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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材料與方法 

 

3.1食蛇龜活動期追蹤監測 

本計畫開始執行前，於食蛇龜活動期的 2011年 9至 10月，設置

捕鼠籠陷阱，捕捉湖山水庫圈養的食蛇龜，包含雄性 4隻、雌性 10隻

與幼體 1隻共 15隻食蛇龜；另捕捉湖本地區野生的食蛇龜，包含雄性

3隻與雌性 2隻隻共 5隻食蛇龜(表 1)。捕捉後依背甲長區分成龜與幼

龜，背甲長小於 120公厘為幼龜，背甲長大於 120公厘為成龜；再依尾

部構造區分為雄龜與雌龜，雌龜尾部較短，尾部伸直後，泄殖孔位於緣

盾內側；雄龜尾部較長，尾柄較粗，尾部伸直後，泄殖孔位於緣盾外側

(趙 1993)。 

每年 4月至 10月食蛇龜活動期間，每月追蹤監測 10天，每次追蹤

到的個體均記錄其出現位置(以衛星定位系統記錄其經緯度座標)、測量

體重、背甲弧長、背甲直線長、背甲寬等資料，並目測其健康狀況及外

寄生蟲狀況。追蹤到個體躲藏的位置和行為一併記錄(表 2)。累積的追

蹤資料用於分析年平均活動範圍和活動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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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計畫追蹤監測食蛇龜相關基本資料 

晶片編號 來源 性別 背甲長
(公厘) 

背甲寬
(公厘) 

體重
(公克) 

備註 

11936 野生個體 公 160.3 110.5 728  
12069 
(13245) 

野生個體 幼* 127.5 83.7 277 於 8月更換無線電發報
器時，發現晶片遺失，
故施打新的晶片。 
性別重新判定:公 

15084 野生個體 幼* 123.5 82.5 276 性別重新判定:公 
15189 野生個體 母 139.8 96.3 453  
15579 野生個體 母 139.6 140.2 485  
00642 圈養個體 公 144.1 97.8 510  
15435 圈養個體 公 142.0 100.5 492  
15462 圈養個體 公 157.0 106.4 652  
15662 圈養個體 公 149.5 97.7 510  
00174 圈養個體 母 147.0 98.9 522  
00403 圈養個體 母 153.0 104.0 437  
06051 圈養個體 母 160.0 109.7 708  
06371 圈養個體 母 158.1 106.1 588  
10964 圈養個體 母 152.7 104.9 612  
15284 圈養個體 母 148.2 95.8 500  
15414 圈養個體 母 132.6 89.4 364  
15659 圈養個體 母 145.0 95.2 516  
15669 圈養個體 母 142.5 94.4 483 於 2012年活動期開始

便未接收到無線電訊
號。 

15699 圈養個體 母 147.0 100.2 536  
10907 圈養個體 幼 114.7 82.7 241 於 2012年活動期開始

便未接收到無線電訊
號。 

*:背甲長與體重達到性別鑑定標準，重新判定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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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活動期食蛇龜無線電追蹤紀錄項目 

紀錄項目 定義 

發現行為 第一時間發現食蛇龜的行為。分為躲藏、爬行與其他。 

巨棲地 半徑 5公尺內的林相。分為竹闊混合林、闊葉林、竹林、果園、 

河床邊坡與其他。 

躲藏處 食蛇龜躲藏的覆蓋物。分為草叢下、落葉下、樹根下、竹叢下與其他。 

空氣溫度 距食蛇龜躲藏處 1.3公尺高的空氣溫度 

空氣濕度 距食蛇龜躲藏處 1.3公尺高的空氣濕度 

躲藏處溫度 食蛇龜躲藏處的溫度 

躲藏處濕度 食蛇龜躲藏處的濕度 

 

追蹤食蛇龜的無線電發報器為RI-2B (Holohil Systems Ltd., Ontario, 

Canada)，重量為 14.5公克，電池可持續使用兩年(±6個月)。接收器使

用LA 12-Q (AVM Instrument Company, Ltd., California, USA)或(Telonics, 

Inc., Arizona, USA)；天線使用 RA–19, 216-220 MHz (Telonics, Inc., 

Arizona, USA)。發報器是以塑鋼土黏附在第四肋盾 (fourth costal scute) 

上，避免影響食蛇龜的交配行為 (Beaupre et al., 2004) ，發報器加上塑

鋼土的重量總和不超過 Beaupre 2004 年所建議的爬蟲類所能負荷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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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10%的上限。 

3.2 食蛇龜渡冬期追蹤監測 

每年 11月至隔年 3月為食蛇龜的渡冬期。每月監測 5天，利用被

動式晶片搜尋器(Biomark 公司的 FS2001-ISO 晶片掃描器和活動式 BP

天線)追蹤已植入晶片食蛇龜躲藏地點；以湖本村臨時保育區及周邊 1

公里區域，以食蛇龜喜好棲息地環境為主(如濕度高環境)，設立四條穿

越線，每條穿越線的長度約為一百公尺，固定掃描以穿越線為中心左右

各五公尺的範圍。渡冬期掃描將以園區及四條穿越線作為固定穿越線，

一天掃描二至三條穿越線，並儘可能平均分配，每條穿越線每月至少掃

描兩次以上。每次掃描到的個體均記錄其出現位置(以衛星定位系統記

錄其經緯度座標)、測量體重、背甲弧長、背甲直線長、背甲寬等資料，

並目測其健康狀況及體外寄生蟲狀況；掃描時觀察到個體躲藏的位置和

行為也一併記錄。 

掃描到的個體均記錄及檢查其健康狀況，健康良好者，記錄完畢隨

即釋放；健康狀態不良者，將轉送至特生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國立中

興大學獸醫教學醫院的野生動物科或生命科學系的動物房診治；待恢復

健康後於原追蹤地點釋放。其健康檢查項目如下: 

1、 檢查眼睛周圍是否有凹陷，以評估有無脫水情形。 

2、 檢查鼻孔是否有分泌物，以瞭解是否有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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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查腹甲閉合力道及閉合過程是否順暢，以瞭解是否影響其防禦能

力。 

4、 檢查體表有無明顯外傷、寄生蟲與異常情形。 

5、 測量體重並比對以往資料判斷體重是否過輕。 

6、 測量背甲長、寬，以瞭解個體成長情形。 

 

3.3 資料分析 

利用 100%最小凸多邊形法（minimum convex polygon）計算食蛇龜

活動範圍（Fennessy 2009, Dolmia et al., 2007）。再使用

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統計軟體分析，食蛇龜來

源與性別間，活動範圍是否有差異。等高線圖層由特生中心生物多樣性

指標研究室林瑞興組長提供。 

 

 

 

 

 

 

 

http://tesri.tesri.gov.tw/research/ecosystems/ecosystems_1.html
http://tesri.tesri.gov.tw/research/ecosystems/ecosystems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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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果 

 

4.1 食蛇龜追蹤監測 

依據二整年(2011年 11月至 2013年 10月)的資料，整理部分述如

下: 

4.1.1食蛇龜渡冬期追蹤監測 

以被動式晶片掃描器，第一年搜尋四條穿越線與臨時保育區，在

第二條穿越線記錄最多隻次(晶片編號 15414一次、11936一次與 15699

兩次)，其次是臨時保育區(晶片編號 12069兩次)。第一、三、四條穿

越線在第一年的渡冬期均未搜尋到食蛇龜(圖 1)。 

 

 

圖 1、第一年與第二年渡冬期 5條穿越線與掃描到個體的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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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年渡冬期期間，因為臨時保育區開挖為魚池，故從 2012年

12月，利用晶片掃描器與無線電確認臨時保育區內無食蛇龜活動，並

於 1月新增第五條穿越線。在第三條穿越線紀錄最多次(晶片編號 00403

六次、15414五次)，其次是第五條穿越線(晶片編號 15462五次)。第

一、二、四與臨時保育區在第二年的渡冬期均未搜尋到食蛇龜。 

 

4.1.2食蛇龜活動期追蹤監測 

從 2012年 4月至 2013年 10月止，在 143天的無線電調查中，共

追蹤 18隻食蛇龜個體，記錄到 633筆衛星定位資料。期間有 1隻個體

死亡(圖 2)、4隻個體不再接收到訊號、3隻個體僅剩發報器(表 3、4、

5)。 

 

表 3、活動期紀錄中斷個體紀錄 

晶片編號 紀錄終止日期 結果 

10907 2012.4 未接受到無線電訊號 

15669 2012.4 未接受到無線電訊號 

11936 2012.7.29 於果園發現屍體 

15435 2012.9 未接受到無線電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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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4 2013.8 未接受到無線電訊號 

00174 2013.8.6 僅剩發報器 

15189 2013.9.26 僅剩發報器 

15662 2013.10.15 僅剩發報器 

 

截至 2013年 10月底為止，有完整活動期無線電追蹤紀錄的有 12

隻食蛇龜個體，符合委託服務計畫書規定(兩年監測期間至少需要有 10

隻以上個體活動期完整資料)。 

 

表 4、活動期野生食蛇龜最小凸多邊形活動範圍。 

晶片編號 性別 追蹤時間 記錄點位

(次) 

活動範圍 

(公頃) 

背甲長**  

(公厘) 

體重** 

(公克) 

15579 母 
2012.04-10；

2013.04-10 
41 0.48  140.1 450 

15084 公 
2012.04-10；

2013.04-10 
39 0.76  133.9 369 

13245 公 
2012.04-10；

2013.04-10 
40 1.71  139.0 415 

15189* 母 
2012.04-10；

2013.04-09 
37 2.38  142.5 440 

11936* 公 2012.04-07 12 0.57 165.7 782 

*晶片編號 15189食蛇龜，於 2013年 9月 26日找到發報器 

*晶片編號 11936食蛇龜屍體，於 2012年 7月 29日在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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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紀錄背甲長與體重資料 

 

表 5、活動期圈養食蛇龜最小凸多邊形活動範圍 

晶片編號 性別 追蹤時間 記錄點位

(次) 

活動範圍

(公頃) 

背甲長**  

(公厘) 

體重** 

(公克) 

15699 母 
2012.04-10；

2013.04-10 
38 2.21 148.4 546 

15659 母 
2012.04-10；

2013.04-10 
40 2.38  147.6 554 

15462 公 
2012.04-10；

2013.04-10 
36 1.43 159.0 657 

15414 母 
2012.04-10；

2013.04-10 
41 4.36  143.6 427 

15284 母 
2012.04-10；

2013.04-10 
44 0.91  149.1 510 

06371 母 
2012.04-10；

2013.04-10 
40 4.18  158.4 656 

06051 母 
2012.04-10；

2013.04-10 
35 8.15  167.2 622 

00642 公 
2012.04-10；

2013.04-10 
39 1.50  148.2 496 

00403 母 
2012.04-10；

2013.04-10 
39 2.16 163.4 664 

15662* 公 
2012.04-10；

2013.04-09 
35 7.74  152.5 497 

10964* 母 
2012.04-10；

2013.04-07 
33 4.43  153.5 611 

00174* 母 
2012.04-10；

2013.04-07 
31 0.93  152.9 527 

15435* 公 2012.04-08 13 5.30 145.7 495 

*晶片編號 15662食蛇龜，於 2013年 10月 15日找到發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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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編號 10964食蛇龜，於 2013年 8月未接收到無線電訊號 

*晶片編號 00174食蛇龜，2013年 8月 6日找到發報器 

*晶片編號 15435食蛇龜，於 2012年 9月便未接收到無線電訊號 

**最後一次紀錄背甲長與體重資料 

 

 

圖 2、2012年 7月 29日在果園發現晶片編號 11936食蛇龜的屍體 

 

在 12隻具有完整活動期無線電追蹤記錄中，有 3隻是野生個體，9隻

是圈養個體。野生個體為 1隻雌性與 2隻雄性；圈養個體則有 2隻雄性

與7隻雌性。野生與圈養兩者活動範圍分別0.98±0.64公頃與3.0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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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由於體背甲長與活動範圍顯著正相關(R = 0.601, P = 0.039, N= 

12)(圖 3)，故以背甲長為共變方檢測野生 3隻個體與圈養 9隻個體的

最小多邊形活動範圍，兩者無顯著差異(P = 0.995, N= 12, 單一因子

共變方分析)。性別間活動範圍，雄性與雌性分別為 1.35±0.41公頃與

3.10±2.45公頃，以背甲長為共變方進行分析，則無顯著差異 (P = 0.442, 

N= 12, 單一因子共變方分析)。 

 

 

圖 3、食蛇龜背甲長與活動範圍關係圖 

 

圈養與野生的食蛇龜個體發現位置中，竹闊混合林占總棲地選擇

的 46%；其次則是闊葉林(21%)與果園(23%)；剩餘 10%的棲地為竹林、

河床與河床邊坡(圖 4)。平均空氣溫度(31.40±1.11℃)濕度(68.39±

4.32%)與平均躲藏處溫度(31.54±1.06℃)濕度(71.39±4.51%)(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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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2年至 2013年活動期食蛇龜發現棲地類型圓餅圖 

 

 

圖 5、2012年至 2013年活動期空氣溫度與躲藏處溫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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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2年至 2013年活動期空氣濕度與躲藏處濕度折線圖 

 

 4.2 健康狀況 

活動期無線電追蹤個體的健康狀況，是利用野外食蛇龜標準體重

曲線(吳，未發表，附錄 2:補充資料)，此曲線可由野外食蛇龜背甲長

與體重的紀錄，推算出單位背甲長下，食蛇龜的標準體重值。將無線電

追蹤個體背甲長套入，便可檢視其體重與標準值的差異的程度。2012

年活動期，除了晶片編號 06051食蛇龜體重偏低外，其餘食蛇龜個體，

體重差異程度在±15%之內。4月食蛇龜整體體重較標準值低(466±129公

克；-6.5±8.8%)，隨著氣溫上升，8月整體體重達增加(501±105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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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7%)，並持續至 9月；10月氣溫下降後，部分個體的體重，開始

略微下滑(圖 7、8)。2013年活動期，除了晶片編號 06051與 15414食

蛇龜體重偏低外，其餘食蛇龜個體，體重差異在 15%之內。4月食蛇龜

整體體重較標準值低(502±96 公克；-2.9±9.5%)，隨著氣溫上升，8月

整體體重達增加(538±101 公克；5.3±8.9%)，並持續至 9月；10月氣溫

下降後，部分個體的體重開始略微下滑(圖 9、10)。 

從兩年的月平均體重變化來看，第二年的整體的體重均有增加。

相較於圈養的平均月體重變化，野生的平均月體重變化較大，是因為野

生個體樣本數較少，且有 2隻個體(晶片編號 13245、15084)體型較小，

故體重變化幅度較大(圖 11)。 

 

 

圖 7、2012年活動期野生食蛇龜體重差異百分比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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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12年活動期圈養食蛇龜體重差異百分比折線圖 

 

 

圖 9、2013年活動期野生食蛇龜體重差異百分比折線圖 



26 

 

圖 10、2013年活動期圈養食蛇龜體重差異百分比折線圖 

 

 

圖 11、2012年至 2013年活動期野生與圈養食蛇龜平均月體重差異百分

比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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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年 8月初，蘇拉颱風侵襲台灣後，晶片編號 15579的食蛇

龜，被坍方的土石困住。經過挖掘搶救，眼睛周圍略有凹陷，並可能有

輕微脫水。相較於 7月份的體重，8月份體重更為減輕，但仍在正常範

圍之內。10月的無線電追蹤記錄，其健康狀況良好，眼睛濕潤、四肢

有力，體重也回到 7月時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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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5.1食蛇龜渡冬期追蹤監測 

第一年的渡冬期，利用穿越線法搭配晶片掃描器，連續調查到的

個體數量極少。2011年 10月底釋放食蛇龜後，食蛇龜進入渡冬期，食

蛇龜個體活動力降低，並開始尋找適合休眠的棲地。根據觀察，食蛇龜

找到合適的渡冬環境後，便很少移動(晶片編號 15189)。而絕大多數剛

被釋放的食蛇龜，並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尋找到適合休眠的環境，導

致沒有連續掃描到同一隻食蛇龜個體。 

第二年的渡冬期，調查到的個體集中在第三條與新增的第五條穿

越線，雖然掃描到的個體數較第一年渡冬期少，但記錄的次數是第一年

的 2倍多，且有連續 4個月掃描到食蛇龜的紀錄(晶片編號 00403；12

至 3月) 。原因是額外加上無線電追蹤的輔助，有助於的定位渡冬期食

蛇龜的位置。 

 

5.2食蛇龜活動期追蹤監測 

經過兩年的資料累積，食蛇龜來源間的活動範圍無顯著差異。這

表示圈養的食蛇龜個體，與當地野生的食蛇龜個體，具有相似活動面

積，圈養與野生的平均活動面積差，從第一年的 1.04公頃降至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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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16公頃(表 6)，原因在於多數圈養個體，在第二年的活動情形趨

於穩定，活動點位集中且少有長距離的移動。而第一年成果報告中，活

動範圍呈狹長形的 4隻圈養個體(晶片編號:06051、06371、15699、

15662)，在第二年的活動範圍則趨向點位集中的多邊形(圖 12)。表示

釋放兩年的圈養食蛇龜已逐漸適應湖本村當地的環境。  

 

表 6、第一年與第二年食蛇龜平均活動範圍比較 

個體來源 第一年平均活動

範圍(公頃) N=16 

第二年平均活動

範圍(公頃) N=12 

兩年個體間平均活

動範圍(公頃) N=12 

野生個體 0.85±0.81 0.77±0.81 0.98±0.64 

圈養個體 1.89±1.64 0.93±0.55 3.03±2.25 

 

 

圖 12、活動範圍呈狹長形個體之活動範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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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編號 15662食蛇龜，於 2013年 10月 15日發現僅剩下發報器 

 

5.3 健康狀況   

除了第一年晶片編號 06051食蛇龜個體外，其餘食蛇龜的體重無

顯變化，從性別的月平均體重變化來看(圖 13)，體重變化趨勢一致。

隨著活動期開始，晝長夜短，月平均溫度上升，再加上夏季每日午後大

量降雨，造成的高濕度環境，有利於各類草本植物，如姑婆芋、龍葵生

長，提供給食蛇龜穩定的食物來源。 

 

 

圖 13、第一年與第二年活動期性別月平均體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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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編號 06051食蛇龜個體從第一年 6月開始沿著陵線往東南方

迅速移動(圖 14)，至 10月最後一次測量，該個體體重相較於同背甲長

的食蛇龜，已減少 23%，與其他個體的體重變化趨勢相反，在 2012年

渡冬期利用無線電追蹤持續觀察體重變化。第二年 4月活動期開始體重

持續穩定增加至 9月，體重達 688克，較第一年 9月時的體重有明顯增

加。雖然該個體的體重均在標準體重之下，但體重變化與其他食蛇龜個

體表現一致。 

 

 

圖 14、晶片編號 06051個體於 2公尺等高線分布圖 

 

5.3.1天然災害 

2012年颱風所帶來大量降水，導致臨時保育區附近，多處發生土

石坍方，其中最直接的影響，便是造成食蛇龜死亡。2012年 8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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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編號 15579食蛇龜個體(圖 15)，被坍方土石部分掩埋，救出後追

蹤後續數月體重變化，並無異常變化。但 6月底輕颱泰莉離開後，第二

條穿越線上的大量土石坍方，在土石堆中傳出非計畫內食蛇龜的無線電

訊號，經過挖掘後，發現遭活埋的食蛇龜(圖 16)。建議相關單位，應

對附近民眾宣導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避免不必要的開墾，以保護山坡上

的植被。 

 

 

圖 15、2012年 8月初無線電追蹤發現晶片編號 15579遭土石坍方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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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012年 6月初無線電追蹤發現食蛇龜遭土石流活埋 

 

5.3.2人為壓力 

2012年 7月 29日在果園發現晶片編號 11936的屍體。前一筆追蹤

記錄是在 7月 24日。此個體在整個活動期的追蹤資料，從 2011年 9月

野放追蹤時，體重為 668公克；至 4月活動期開始，體重略增至 706公

克，接著體重便穩定上升，到 7月時達到最大值的 782公克。可知牠在

死亡前生理健康狀況良好，可以排除個體衰弱致死的因素，但由於發現

屍體時，屍體已經腫脹腐爛，故無法作更深入的死因判斷。 

從 2013年 8月開始，便發現陸續有食蛇龜失去訊號或追蹤時只找

到發報器。在 9月底找到盜獵食蛇龜用的捕鼠籠陷阱(圖 17)，確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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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在湖本村盜獵食蛇龜。鑒於湖本村盜獵壓力遽增，於 2013年 10月

將野生與圈養食蛇龜個體移除發報器後，暫時移至湖本村臨時飼養地進

行圈養，待湖本村獵捕壓力稍緩後，再進行釋放。 

 

 

圖 17、2013年 9月底發現盜獵食蛇龜的捕鼠籠陷阱 

 

5.4 總結與建議 

在渡冬期的穿越線搜尋，2013年改用無線電搜尋的方式，有效掌

握渡冬期穿越線上食蛇龜生活情況。從 2年活動期追蹤的結果，可得知

圈養與野生的食蛇龜，活動範圍無顯著差異。雖然少數圈養過的個體，

釋放初期可能會有活動範圍偏大，健康狀況較不穩定的情況產生，需經

過一年適應當地的環境。這表示在釋放地圈養的食蛇龜個體，釋放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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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失去野外生存能力。 

然而在 2013年 8月起，湖本地區盜獵食蛇龜的情況趨於嚴重，若

不將此問題解決，釋放再多食蛇龜，也只是更加引起盜獵者的注意。故

移除發報器後之 12隻食蛇龜個體為避免被獵捕，暫時圈養於湖本村合

適的地點，待獵捕壓力減少時，再於釋放回各食蛇龜的活動範圍內。但

近年食蛇龜走私數量一再創新高，反映中國對於食蛇龜的需求不斷增

加，台灣若無有效嚇阻走私之辦法，國內食蛇龜的獵捕壓力就難以改

變。建議委託單位，可在水庫營運範圍內選擇釋放地點，一來在湖本村

與湖山水庫距離不遠，天候環境差異不大，可降低圈養個體的適應問

題，二來釋放地點為水庫營運範圍內，可對釋放地點的提供保護，阻止

盜獵者進入，以增加野生食蛇龜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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