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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目前已針對兩溪流生態系設置六個樣區，並在各樣區內之生物進行物種調

查，以其食性關係大致分成基礎生產者（藻類）、水生昆蟲、兩棲類、魚類等四

大類，待各項參數如藻類基礎生產量、食性組成、單位攝食量蒐集備齊後即可藉

由 ECOPATH 電腦軟體程式的聯結，進行食物網模式初步的架構。 

Abstract 

Has already set up six districts to two stream ecosystems at present, and the 

living beings in various kinds of districts carry on the species investigation, and 

comprised 4 compartments including alge, aquatic insect, amphibian animal, fish. 

When every parameter such as alga of production, diet composition, consumption get 

all ready, will can input ECOPATH computer software connection of procedure carry 

on the preliminary structure of food network. 

關鍵詞：營養模式、能量收支平衡、食物網 

二、計畫目的 

將兩溪流生態系（清水溪及梅林溪）生物間的食性關係變化與個體能量收支

平衡原理建構出生態系食物網模式，來瞭解兩河川生態系的基本構造與功能。 

三、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一）以食性區分建立各樣區內生物類群種類。 

（二）調查各樣區藻類基礎生產量。 

（三）蒐集各生物類群之食性組成、單位攝食量等相關參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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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論 

 目前已針對兩溪流生態系設置六個樣區，各樣區內之生物進行物種調查，並

以其食性關係大致分成基礎生產者（藻類）、水生昆蟲、兩棲類、魚類等四大類。 

（一）藻類基礎生產量調查 

目前分別在 9 月及 12 月進行各樣區藻類基礎生產量調查，其結果見表

1。9 月份調查時北勢坑溪因施工溪水濁度高，無法採藻進行培養調查，故

在 12 月更改適合樣點進行調查。12 月則增加南勢坑溪樣點，而梅林溪梅南

橋下樣點則因乾季農用灌溉用水需求將溪水引走，無法進行生產力調查。 

（二）各樣區蝦、蟹及魚類組成 

根據調查結果各樣區內蝦、蟹及魚類組成見表 2。其中桶頭溪下游的魚

種組成最多，有 8 種魚類。而土地公溪則只有 3 種。 

（三）各魚種食性組成分析 

根據所捕獲各魚種進行胃內含物分析，所獲得的食性組成分析見圖 1。

大致可分為草食性魚類如臺灣石魚賓、埔里中華爬岩鰍、高身小鰾鮈等，雜

食性魚類則有臺灣馬口魚、鰕虎類、粗首鱲、短臀鮠等。如果加上攝食藻

類之蝦蟹類的話，每個樣區大都可分成三至四個食性階層。但實際階層之

分析，需要進行 ECOPATH 模式分析後才能獲得較精準之數據。 

（四）蝌蚪（兩棲類） 

10 月後才有採集到蝌蚪，因此表 3 只呈現 10 月後梅林溪樣區所採集

到蝌蚪的生物量及密度。調查期間共採到三種蝌蚪，為梭德氏赤蛙、盤古

蟾蜍、及拉都希氏赤蛙。以南勢坑的物種來看其全長、濕重和期數都有成

長，顯示 10 月過後是這三種蛙開始繁殖的時間。樣區平均密度 10 月為 0

－37.71 隻/m2，11 月為 0.15－36.29 隻/m2，12 月 0.57－45.13 隻/m2。樣區

總生物量 10 月為 1.410 g/m2，11 月為 4.818－18.765 g/m2，12 月為 5.668－

16.302 g/m2。瑞草橋因主流流速快無法採集，但在樣區外仍有盤古蟾蜍蝌

蚪的發現。 

五、結論 

    目前只是初步進行各樣區內生物種類調查、魚類食性組成分析及食性類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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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而基礎生產量只獲得兩季的調查數據，需要繼續蒐集後兩季生產力資料後再

進行年生產量的推估，屆時再運用 ECOPATH 電腦軟體程式，建構各樣區食物網

模式，藉此瞭解該樣區生態系構造及能量傳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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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樣區藻類基礎生產量（總生產力）                                                
                                               單位：mmole O2m-2hr-1 

月份\樣區 土地公坑溪 北勢坑溪 梅林溪 桶頭吊橋下游 瑞草橋 南勢坑溪 
9 月 14.6 － 5.68 6.32 7.97 － 
12 10.1 6.2   －   2.41   6.58   14.4 

 
 
 
 
 

表 2. 各樣內所調查到之魚種 
魚種\樣區 土地公坑溪 北勢坑溪 梅南橋 南勢坑溪 桶頭吊橋 

下游 
瑞草橋 

臺灣馬口魚 ☆ ☆  ☆ ☆  
明潭吻鰕虎 ☆ ☆ ☆ ☆ ☆ ☆ 
短吻紅斑吻鰕虎 ☆ ☆ ☆ ☆   
粗首鱲  ☆ ☆  ☆ ☆ 
臺灣石魚賓    ☆ ☆ ☆ 
南台吻鰕虎   ☆    
高身小鰾鮈   ☆  ☆ ☆ 
短臀鮠     ☆ ☆ 
尼羅口孵魚     ☆  
埔里中華爬岩鰍     ☆ ☆ 

合計 3 4 5 4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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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魚種食性組成分析。 
 
 
表 3.  2007 年 10 月至 12 月梅林溪樣區的各種蝌蚪總數、平均全長 (mm）、平

均濕重（g）、樣區平均密度（隻/m2）、生物量（g/m2）、及樣區總生物量

（g/m2）。 

樣區 種類 隻數 平均全長 平均濕重 平均密度 生物量 
樣區總

生物量

10 月       
南勢坑溪 梭德氏赤蛙 132 10.88±1.91 0.026±0.013 37.71 1.140 1.410 
11 月     
土地坑溪 St2 梭德氏赤蛙 130 15.63±3.68 0.077±0.058 22.09 4.818 4.818 
北勢坑溪(新) 梭德氏赤蛙 198 20.54±5.47 0.156±0.096 36.29 16.761 18.765 
 盤古蟾蜍 33 19.05±3.64 0.112±0.055 8.85 2.004  
南勢坑溪 梭德氏赤蛙 179 18.85±5.09 0.133±0.088 22.60 9.126 9.160 
 拉都希氏赤蛙 2 10.53±4.14 0.019±0.004 0.15 0.034  
12 月     
土地坑溪 St2 梭德氏赤蛙 69 21.93±5.02 0.179±0.088 9.00 5.668 5.668
北勢坑溪(新) 梭德氏赤蛙 331 18.62±4.87 0.119±0.096 45.13 15.437 16.302
 盤古蟾蜍 12 22.31±2.74 0.164±0.057 1.71 0.843  
 拉都希氏赤蛙 4 8.60±3.71 0.01±0.033 0.57 0.022  
南勢坑溪 梭德氏赤蛙 115 23.03±8.38 0.294±0.234 17.31 13.882 14.12
 拉都希氏赤蛙 5 19.77±3.71 0.139±0.058 0.57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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