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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緬甸蟒（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分布於南亞、東南亞至中國華南一帶，而在金

門的記錄可追溯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初期。然而由於戰事的影響，緬甸蟒在金門地區的

族群自六零年代之後即消聲匿跡。直到近年受到撤軍的影響，棲地環境逐漸增加，族群

數量才再度回復。然而由於越來越多的蟒蛇族群已開始造成當地民眾的恐慌與困擾，因

此本研究擬針對金門地區的緬甸蟒進行生態上的研究，以茲未來經營管理的辦法的研擬。

我們以無線電追蹤技術（Radiotelemetry），使用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軟體處理座標資

料，在 2012年 8月至 2012 年 12月持續追蹤了共四隻個體。在夏季以及冬季以薛門氏

捕鼠陷阱（Sherman traps）進行兩季的小型哺乳類捕捉，配合從 2010年至今的緬甸蟒

巨棲地利用資料來檢測緬甸蟒不同季節的巨棲地利用是否與食物資源有關。結果顯示，

緬甸蟒不同季節的巨棲地利用有顯著差異。在夏季期間農墾地和次生林是緬甸蟒最偏好

的環境；到了天氣轉涼之後，部分的緬甸蟒會轉往人造林和花崗岩林地。兩季的小型哺

乳類捕捉結果顯示，在選取的五種巨棲地中只捕捉到四種小型哺乳類，分別為囓齒目的

田鼷鼠（Mus caroli）、家鼷鼠（Mus musculus）、小黃腹鼠（Rattus losea）與食蟲

目的臭鼩（Suncus murinus）。蟒蛇炎熱的季節多半停留於農墾地與次生林。就夏季的

捕捉結果，雖然統計上不顯著，仍顯示農墾地和次生林的鼠類較其他棲地略少。因此，

我們推斷蟒蛇在此地的活動，有可能是降低此區鼠類族群數量的主因之一。進入秋冬之

後，由於蟒蛇停止進食，這兩個在夏季鼠類數量最少的環境在冬天就發生鼠類數量增殖

的情形。而在人工設施的部分，由於緬甸蟒並不會頻繁地進入這類棲地環境，因此這個

棲地類型的鼠類數量就一直居高不下。根據以上的推論，我們初步推測蟒蛇確實具有抑

制鼠類族群的功能。 

 

關鍵詞：金門、食物資源、棲地利用、無線電追蹤、緬甸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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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亞洲蟒（Python molurus）過去在金門地區偶有零星的記錄，但由於戰地的特殊屬

性，該物種在金門的狀況一直缺乏正式的科學記載。自從 2000年之後軍方逐漸從離島

撤軍，而亞洲蟒的族群數量也在近年逐漸上升。由於體型龐大，偶有吞食家禽家畜的記

錄，常常造成當地民眾的恐慌與困擾。本實驗室在過去一年半之中，已經針對金門地區

亞洲蟒的族群種源和歷史變動進行探討，也持續進行無線電追蹤和棲地溫度利用的監控。

然而，對蟒蛇在生態系中控制鼠害的功能一直未有具體的實驗數據。因此，本年度計畫

除了將持續進行個體追蹤，也將針對食物資源的部分進行初步的調查。 

 

（1）研究物種基本資料 

亞洲蟒（英文：Burmese Python，學名：Python molurus）是全球最大的幾種蟒

蛇之一。部分文獻（如季與溫，2002）宣稱該物種可成長到六公尺以上，然而超過五公

尺的個體並不多見（Wall, 1912; Saint Girons, 1972）。目前可信的記錄約為 5.8公尺

（19英呎）（Campden-Main, 1970.），而平均體長約在三到四公尺之間（Smith, 1943; 

Campden-Main, 1970）。 

亞洲蟒的分布範圍包括了印度半島，中南半島，中國南方地區，以及印尼、菲律賓

島群的部分地區（Barker and Barker, 2008）。印度半島的族群通常被認為是 P. m. 

molurus亞種，而其餘地方被認為是 P. m. bivittatus亞種（Barker and Barker, 2008）。

在中國，亞洲蟒的天然分佈範圍包括福建、海南、廣西、四川、貴州、雲南、香港等省

份或地區（趙等，1998）。爪哇和蘇拉維西的島嶼族群與其他地區的族群成現不連續的

分布，因此在狀況上較有爭議，部分學者認為這兩個族群可能是早期的人為引入（Pope, 

1961; Minton and Minton, 1973），但是牠們的體型卻明顯小於大陸地區的族群（Whitten 

et al., 1996），亦可能是長期演化的結果。目前唯一可證實的入侵記錄是在美國佛羅里

達州的南端，由於飼主不當的放生，造成亞洲蟒在當地逸出後形成穩定的外來族群，盤

據廣大的面積（Pyr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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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亞洲蟒在金門的歷史波動 

蟒蛇在金門地區的天然分布狀況最早可追溯到民國 39年（1950年），小金門地區

捕獲野生的亞洲蟒，並送往圓山動物園進行飼養（向等，2009）。考量當時的兩岸情勢，

野生動物貿易的情形微乎其微，因此該個體幾乎可斷定為野生族群。金防部司令胡璉將

軍曾撰文描述金門當地的蟒蛇，雖然「長數丈」的尺寸描述有誇大之嫌，但是亦為蟒蛇

在金門的出現狀況提供另一項的證據。由於金門地區的廣籍駐軍嗜捕捉蛇類為食，導致

鼠類橫行，爾後胡璉將軍的倡導之下，宣導禁止官兵捕蛇的陋習，鼠類的族群才得以控

制。 

由於高度的開發與稠密的駐軍，亞洲蟒的族群在爾後數十年間幾乎銷聲匿跡，直到

近年才有恢復的趨勢。根據去年的詳細統計，光復初期年代共有6筆亞洲蟒的發現紀錄。

到了 2003年至 2008年間，可靠的紀錄共有 16筆。但是從 2009年至 2011 年間，一

共有 25筆紀錄，顯示亞洲蟒的族群在金門當地可能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而且蟒蛇的族

群變動可能與當地撤軍的行動有相當程度的關聯。由於部分母蛇在捕獲之後有產卵，而

我們亦有初生個體的捕獲紀錄，我們推測當地的亞洲蟒確實為一個穩定繁殖的族群。這

個蟒蛇族群，亦成為戰地環境在遭到人類廢棄之後，提供野生動物避難場所的又一案

例。 

 

（3）亞洲蟒的族群來源 

由於蟒蛇在金門地區銷聲匿跡多年，加上中文名中又冠上「亞洲」兩字，因此在出

現之初，當地多將其視為外來種，以撲殺或長期留置方式處理這些個體。從歷史證據來

看，金門地區從光復初期即已有野生蟒蛇的族群記錄；而從地理位置來看，金門也位於

蟒蛇天然分布的地理範圍之內。然而由於大多數的金門人確實未在野外目睹過蟒蛇，而

同一物種又曾經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形成入侵族群的紀錄，因此大多數人對蟒蛇的族群來

源仍感疑慮。 

在去年，我們首次取得中國大陸福州地區的野生蟒蛇樣本做為比較。藉由比對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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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cytochrome b和 COI兩段基因，都支持金門地區的蟒蛇與福州地區的蟒蛇在遺傳上

較為接近，而與寵物商販售的東南亞個體相距甚遠。另一個特殊的案例來自去年暑假，

在颱風過後，有一筆漁民在海邊拾獲蟒蛇的紀錄。這個紀錄顯示蟒蛇在洪泛之後確實有

可能隨著洪水進行播遷；而比對今年年初 Hart et al.（2012）針對蟒蛇對於鹽份容忍度

的測試，也顯示蟒蛇具有跨海遷移的潛力。對照五十年來的歷史變動，顯示蟒蛇可能在

1960年代到 2000年之間族群降到非常低，而在 2000前後，可能受到撤軍、居民減少、

族群遷入等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產生族群上升的情形。 

 

（4）相關文獻評述 

大多數關於亞洲蟒的研究均在圈養下進行觀察，或者在佛羅里達州的外來族群接受

監控。原生地的亞洲蟒受到的研究反而較少。目前關於蟒蛇分步與分類的研究，包括

Pope, 1961，Minton and Minton, 1973，Whitten et al., 1996，趙等，1998，Barker and 

Barker, 2008 等。關於生殖與護幼行為，則有 Starck and Beese, 2001，Kim et al., 2006

等。另一方面，過去對於亞洲蟒的研究有許多著眼於獸醫病理學上的研究，例如在捕捉

到的亞洲蟒個體的呼吸道上常會發現因 Mycoplasma sp.的細茵引發的支氣管炎及肺炎

（Penner et al., 1997）。另外有研究發現某種反轉錄病毒會使蟒蛇科的蛇類發生致死

率極高的疾病，稱為 Inclusion body disease(IBD)（Huder et al., 2002）。而在 2003

年以分子技術研究發現，飼養於荷蘭 Artis Zoo 中的亞洲蟒雌性個體會以孤雌生殖

（parthenogenesis）產生子代（Groot et al., 2003）。而在溫度生理上的研究中，發現

在孵卵過程中的母蛇會調節自身的體溫以提高孵化率，在體溫 33℃以下時，通常以肌

肉的收縮來提高溫度（Hutchison et al., 1966）。而生態學研究中，研究記錄了亞洲蟒

成功地成為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入侵引進種，且能夠具有穩定的繁殖族群（Snow et 

al., 2007）。 

反觀佛羅里達州的外來族群，由於造成民眾和學界雙方的恐慌，因此這個案例在入

侵生物的研究上受到高度的重視，而相關的論文發表在近三年亦呈現劇烈的成長。例如

預測亞洲蟒在美國未來分布（Rodda et al. 2009；Pyron et al. 2008）、亞洲蟒入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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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危害（Dorcas et al. 2011; Dove et al. 2011）、亞洲蟒在美國對於低溫的適應

（Mazzotti et al. 2011; Avery et al. 2010）以及海水是否能成為亞洲蟒擴散的障礙（Hart 

et al. 2012）等。 

 

（5）利用實驗證明蟒蛇與野鼠的族群關聯 

如果金門地區的亞洲蟒證實為原生族群，本地即成為蟒科動物在國內唯一的分布地

點，在物種多樣性的保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蛇類的族群對控制金門當地的野鼠數量

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在這部分也扮演重要的生態角色。然而蟒蛇對野鼠的控制長期以

來一直屬於臆測性質，對於蟒蛇的攝食偏好、攝食效率等等，一直缺乏正式的科學證據。

因此本年度除了繼續進行中的無線電追蹤之外，亦將針對亞洲蟒的食性、棲地偏好、棲

地食物豐富度等因子進行探討，以做為未來保育宣導的基礎資料。 

 

（6）計畫目標 

就短期目標而言，本研究乃接續目前持續進行的追蹤計畫，進行延續性的工作，包

括持續對蟒蛇的行蹤進行監控，並進行棲地食物資源的調查。 

就長期目標而言，本研究擬針對金門地區的亞洲蟒進行食性、棲地、食物資源豐富

度的研究，以釐清族群的棲地需求、溫度需求、生態功能，以茲未來經營管理的辦法的

研擬；並透過國際合作，協助解決入侵亞洲蟒的生態問題。 

本計畫全程執行期限預計為四個月，然而實際可執行時成為兩個月。茲將工作項目

與工作目標列舉如下： 

1. 持續進行目前進行中的亞洲蟒無線電追蹤。 

2. 研究蟒蛇針對巨棲地與微棲地的棲地利用模式 

3. 回收現有超過一年的體內溫度計資料，並與氣象局氣溫資料進行比對。 

4. 在不同的巨棲地或微棲地進行囓齒目與食蟲目動物的調查，以了解當地食物資

源的種類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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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1）無線電追蹤 

利用腹腔手術植入無線電發報器，進行活動範圍（home range）與棲地利用（habitat 

use）的分析。利用指向性天線配合三角定位法，並利用 GPS進行座標的紀錄，並記錄

當時蟒蛇所處的棲地類型、當時氣溫、土壤溫度、空氣中溼度以及森林覆蓋度等資料。 

 

（2）活動範圍與棲地偏好估算 

本研究以最小凸多邊形法（Minimum Convex Polygon; MCP），根據經過無線電

追蹤後所產生的定位座標及搭配 GIS軟體，估算金門緬甸蟒族群的活動範圍（home 

range）。並以簡單線性迴歸（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活動範圍與蟒蛇性別、

全長、體重以及追蹤天數是否有相關。 

 

（3）蟒蛇的棲地偏好 

我們利用無線電的定位資料進一步研究蟒蛇對巨棲地（macrohabitat）的環境選擇。

我們定義五種巨棲地類型，依照人為干擾的頻度由低到高，依序是人工設施（artificial 

habitat）、農墾地（agricultural land）、人造林（planted forest）、次生林（secondary 

forest）以及花崗岩林地（granitic woodlands）（圖一）。此五種環境的特性如下： 

1. 人工設施（artificial habitat）：包含雞舍、畜舍、農舍、廢棄物堆置場所等 

2. 農墾地（agricultural land）：包括農地、休耕地、廢耕地，與週邊環境 

3. 人造林（planted forest）：人工種植的樹林，林下通常空曠 

4. 次生林（secondary forest）：天然更新的樹林，林下通常鬱閉 

5. 花崗岩林地（granitic woodlands）：林相較為稀疏，孔洞多，地形起伏，不易到達 

將記錄的結果以 Log-Likelihood Ratio test（G-test）檢驗是否五種類型的棲地有季

節性的偏好，並以殘差分析（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s）做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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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蟒蛇食物資源調查 

在緬甸蟒活動範圍內，一樣選取五種不同的棲地類型，分別為人工設施、農墾地、

人造林、次生林、花崗岩林地（圖一），每種類型的棲地選取四個樣區，共二十個實驗

樣區。 

以薛門氏捕鼠陷阱（Sherman traps）捕捉小型哺乳類，使用地瓜及花生醬當餌料。

每個樣區設立一條捕捉線，線上有十個捕捉點每個點間隔十公尺，全長九十公尺，一個

捕捉點放置兩個薛門氏陷阱，總共二十個陷阱。每個樣區在下午放置餌料打開陷阱，上

午巡視陷阱並且關閉陷阱，下午打開陷阱時若陷阱內餌料不足則補上新的餌料，每個樣

區各執行三個捕捉天。在夏季（2012/07/10至 2012/07/26）以及冬季（2012/11/21 至

2012/12/01）進行兩季的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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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1）持續追蹤中的蟒蛇 

由 8月至 12月這半年間，本實驗室共計回收一隻（公蛇，綽號"丁滿"），野放一

隻（母蛇，綽號"寶嘉康蒂"），持續追蹤兩隻（公蛇，綽號"米奇"與"木須龍"）。目前野

外仍監控中的蟒蛇共有三隻（即寶嘉康蒂、米奇、木須龍）。 

 

（2）緬甸蟒的活動範圍 

以最小凸多邊形法（Minimum Convex Polygon; MCP）搭配 GIS資料計算 2012年

至今還在野外活動的三隻個體的活動範圍（home range）。PM035（米奇）的活動範

圍為 892.7公頃，PM021（寶嘉康蒂）的活動範圍為 65.2 公頃，PM023（木須龍）的

活動範圍為 309.3 公頃（圖二）。 

與過去兩年的追蹤結果相比較（表一），米奇是目前所知活動範圍最大的一條蛇。

寶嘉康蒂由於追蹤的時間尚短，目前的數據僅供參考；預計在經過更久的追蹤之後，數

據還會繼續上升。雖然活動範圍的排行榜目前以公蛇居首，但是統計上公蛇與母蛇的活

動範圍並沒有顯著差異。 

 

（3）緬甸蟒的巨棲地偏好 

緬甸蟒的巨棲地利用情形會隨季節而有所不同（圖三），將結果以 Log-Likelihood 

Ratio test（G-test）做檢測（表二），不同季節的巨棲地利用有顯著差異（p<0.0001）。

就整年的趨勢而言，農墾地和次生林是緬甸蟒最偏好的環境，尤其在夏季期間，絕大多

數的緬甸蟒都停留在這個棲息環境。到了天氣轉涼之後，部分的緬甸蟒會離開這兩種棲

地，而轉往人造林和花崗岩林地。將數值以殘差分析（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s）

來做事後檢定（表三），當計算出的值其絕對值大於 2時，則表示其棲地利用結果的實

際觀測值與期望值有顯著差異，代表在不同棲地利用上有所偏好。在春季緬甸蟒偏好人

造林與人工設施，夏季轉為偏好次生林，秋季則在次生林和農墾地中活動，冬季選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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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岩林地和人造林棲息。 

 

（4）緬甸蟒食物資源調查 

兩季的捕捉結果顯示，在選取的五種巨棲地中只捕捉到四種小型哺乳類，分別為囓

齒目的田鼷鼠、家鼷鼠、小黃腹鼠與食蟲目的臭鼩（表四、表五）。兩季的捕捉努力量

為 1200個籠夜，夏季捕捉率為 24％，冬季的捕捉率為 19％。在夏季的捕捉中，以臭

鼩和小黃腹鼠的數量最多（表六），並且在每種巨棲地中都有捕捉到，家鼷鼠只有在人

工設施中有捕捉到，田鼷鼠則是只有在花崗岩林地中沒有捕捉到。以整體捕捉數量來看，

人工設施捕捉量為最高（表六），其次為人造林，而次生林的捕捉個體數為全部最低。

冬季的捕捉結果顯示，一樣以臭鼩和小黃腹鼠的數量最多（表七），並在所有棲地都有

捕捉到，家鼷鼠被捕捉到的地點在冬季比夏季增加農墾地和人造林，而捕捉到田鼷鼠的

巨棲地和夏季相比則少了人工設施（表七）。 

兩季的資料相比，夏季抓到最多種類和最多數量的為人工設施，而冬季抓到種類最

多的為農墾地和人造林，數量最多的則還是人工設施。冬季的人工設施、人造林、花崗

岩林地的捕捉個體數比夏季少，農墾地和次生林的捕捉數量則是比夏季多（表六、表七）。

而小黃腹鼠和臭鼩的捕捉數量冬季也是比夏季少，但家鼷鼠的捕捉數量冬季則比夏季

多。 

在夏季，五種棲地類型之間所捕捉到的小型哺乳類數量以Kruskal-Wallis test檢測，

發現並沒有顯著差異（p=0.0613），不同類群的小型哺乳類（食蟲目與囓齒目）在不同

棲地類型捕捉到的數量亦沒有顯著差異（p=0.2057, p=0.0677）。秋季的捕捉資料中，

小型哺乳類總捕捉量（p=0.0802）在不同的棲地類型無顯著差異。食蟲目的捕捉量在五

種棲地類型亦無顯著差異（p=0.0778），但在囓齒目的數量有顯著差異（p=0.0317）。 

根據前人的研究，金門地區的小型哺乳類有食蟲目的臭鼩（Suncus murinus），囓

齒目的小黃腹鼠（Rattus losea）、田鼷鼠（Mus caroli）、家鼷鼠（Mus musculus）、

玄鼠（Rattus rattus）、溝鼠（Rattus norvegicus）、鬼鼠（Bandicota indica）等。本

次的調查有捕捉到臭鼩、小黃腹鼠、田鼷鼠、家鼷鼠，顯示這四個物種可能是金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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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環境數量最多、最普遍的小型哺乳動物，也可能就是緬甸蟒最主要的食物來源。 

 

（5）緬甸蟒與小型哺乳動物的關聯 

目前看起來，蟒蛇炎熱的季節多半停留於農墾地與次生林。就夏季的捕捉結果，雖

然統計上不顯著，仍顯示兩種棲地的鼠類較其他三種棲地略少，而這也是蟒蛇活動最頻

繁的棲地類型。因此，我們推斷蟒蛇在此地的活動，有可能是降低此區鼠類族群數量的

主因之一。 

進入秋冬之後，由於蟒蛇一方面移往鬱閉度較低的人工林與花崗岩林地，一方面也

降低進食的頻率。在蟒蛇停止進食之後，這兩個在夏季鼠類數量最少的環境在冬天就發

生鼠類數量增殖的情形。而在人工設施的部分，由於緬甸蟒並不會頻繁地進入這類棲地

環境，因此這個棲地類型的鼠類數量就一直居高不下。 

根據以上的推論，我們初步推測蟒蛇確實具有抑制鼠類族群的功能。但是由於受限

於經費和執行時程，目前得到的推測結果均為間接證據，而無法精準地估算鼠類和蟒蛇

族群直接的交互作用。未來若進行頻度更高、更精確的研究，或許可更為確切的證明蟒

蛇與鼠類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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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崗岩林地       （2）次生林 

 

（3）人造林        （4）農墾地 

 

（5）人工設施 

 

圖一：用於蟒蛇棲地利用與小型哺乳動物數量調查的五種巨棲地。（1）花崗岩林地；（2）

次生林；（3）人造林；（4）農墾地；（5）人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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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PM035（米奇）、PM021（寶嘉康蒂）與 PM023（木須龍）的活動範圍。 



19 
 

 

 

圖三、緬甸蟒的巨棲地利用情形。 

 

 

圖四、夏季捕捉五種棲地小型哺乳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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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冬季捕捉五種棲地小型哺乳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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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以 G-test 進行檢測所得到的 G值表 

G值表 春 夏 秋 冬 

花崗岩林地 -10.4996 -27.1046 -27.9855 255.627 

次生林 -71.5818 230.0917 42.67865 -101.111 

人造林 144.826 -44.0177 -18.0449 91.76875 

農墾地 -9.98622 23.90996 67.06862 -67.4699 

人工設施 67.52553 -14.0921 -14.9805 -1.68761 

 

 

表三：殘差分析所算出不同季節裡各種巨棲地利用的統計值 

殘差分析 春 夏 秋 冬 

花崗岩林地 -5.62867 -3.34812 -5.8764 15.54812 

次生林 -5.285 9.790471 2.12287 -8.20272 

人造林 8.470023 -10.983 -1.34185 5.634137 

農墾地 -0.58262 1.149078 3.167318 -4.18706 

人工設施 6.617261 -2.41922 -3.09175 -0.2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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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夏季小型哺乳類捕捉總表 

 田鼷鼠 家鼷鼠 小黃腹鼠 臭鼩 合計 

花崗岩林地 1 0 0 4 3 7 

花崗岩林地 2 0 0 2 6 8 

花崗岩林地 3 0 0 4 15 19 

花崗岩林地 4 0 0 12 8 20 

次生林 1 1 0 1 4 6 

次生林 2 0 0 0 6 6 

次生林 3 2 0 0 3 5 

次生林 4 0 0 1 4 5 

人工林 1 2 0 1 1 4 

人工林 2 4 0 11 11 26 

人工林 3 1 0 2 5 8 

人工林 4 0 0 23 13 36 

農墾地 1 6 0 3 12 21 

農墾地 2 0 0 2 5 7 

農墾地 3 1 0 2 12 15 

農墾地 4 0 0 1 6 7 

人工設施 1 1 3 2 23 29 

人工設施 2 0 0 3 19 22 

人工設施 3 0 0 13 4 17 

人工設施 4 0 0 2 18 20 

合計 18 3 89 178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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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冬季小型哺乳類捕捉總表 

 田鼷鼠 家鼷鼠 小黃腹鼠 臭鼩 合計 

花崗岩林地 1 0 0 1 2 3 

花崗岩林地 2 0 0 1 1 2 

花崗岩林地 3 0 0 4 10 14 

花崗岩林地 4 0 0 4 3 7 

次生林 1 3 0 8 7 18 

次生林 2 0 0 10 0 10 

次生林 3 0 0 3 4 7 

次生林 4 0 0 4 4 8 

人工林 1 0 0 1 3 4 

人工林 2 2 0 2 4 8 

人工林 3 1 0 0 8 9 

人工林 4 0 1 4 6 11 

農墾地 1 5 3 3 7 18 

農墾地 2 2 4 3 5 14 

農墾地 3 5 1 6 6 18 

農墾地 4 0 0 9 1 10 

人工設施 1 0 0 2 9 11 

人工設施 2 0 0 1 8 9 

人工設施 3 0 0 1 22 23 

人工設施 4 0 2 3 21 26 

合計 18 11 70 131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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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夏季小型哺乳類捕捉合計 

 田鼷鼠 家鼷鼠 小黃腹鼠 臭鼩 合計 

花崗岩林地 0 0 22 32 54 

次生林 3 0 2 17 22 

人造林 7 0 37 30 74 

農墾地 7 0 8 35 50 

人工設施 1 3 20 64 88 

合計 18 3 89 178 288 

 

 

表七：冬季小型哺乳類捕捉合計 

 田鼷鼠 家鼷鼠 小黃腹鼠 臭鼩 合計 

花崗岩林地 0 0 10 16 26 

次生林 3 0 25 15 43 

人造林 3 1 7 21 32 

農墾地 12 8 21 19 60 

人工設施 0 2 7 60 69 

合計 18 11 70 131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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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門縣政府會議紀錄 

一、會議事由：召開「金門地區亞洲蟒延續追蹤計畫」期未報告審查會議 

二、會議時間：102年 2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14時 30分 

三、會議地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四、主持人： 楊副處長文璽 

五、報告人：林思民                               紀錄：李愛瓊 

六、參加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陳委員至瑩（請假）  

     金門國家公園  邱委員天火 

 

     金門縣畜產試驗所  文委員水成 

      

     本府建設處   鍾代理科長立偉   李愛瓊 

 

七、委員意見： 

  （一）邱委員天火 

1.請具體說明亞洲蟒的食性分析，尤其對水獺族群是否造成影響，可否加以

分析，作為整體生態保育參考。 

2.蟒蛇的五種棲地類型，可否增加一種類型-閒置廢營區，因受託單位在報告

書曾提及地區受到撤軍逐年減少，而使亞洲蟒族群上升情形，因此加此類

型來做棲地利用模式更能證明上述分析是有科學根據。 

 （二） 文委員水成 

        1.期末報告第 8頁食物資源調查夏季捕捉率為 24%，冬季的捕捉率為 19%， 

與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現有田鼠捕捉率之統計資料不超出 10%相比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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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可能之原因為何？是否因誘捕籠具不同造成。捕獲之小型哺乳動 

物是否與地區所調查之數據相同，可向金門動植物防疫所查詢。 

        2.捕捉率之高低受誘捕籠放置地點周遭環境條件、滅鼠毒餌投放與否影響甚

大，且調查期間僅 2個月頻率偏低。 

八、受託單位回應： 

    委員提出的意見，將納入成果報告來做修正。 

九、會議結論： 

各委員意見請納入本計畫成果修正，本次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十、散會：下午 17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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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意見彙整答覆 

意    見 回    覆 

邱委員天火 

1.請具體說明亞洲蟒的食性分析，尤

其對水獺族群是否造成影響，可否

加以分析，作為整體生態保育參考。 

2.蟒蛇的五種棲地類型，可否增加一

種類型-閒置廢營區，因受託單位在

報告書曾提及地區受到撤軍逐年減

少，而使亞洲蟒族群上升情形，因

此加此類型來做棲地利用模式更能

證明上述分析是有科學根據。 

 

1. 目前我們有收集了一些野外蟒蛇的排

遺，發現蟒蛇的排遺中多為鼠毛，推測

主要是以小型的哺乳類為主食，至於是

哪些種類的小型哺乳類則需要更多的研

究才能得知。而在實驗室飼養的結果也

發現緬甸蟒在食物上特別的偏好老鼠，

對於陌生的食物並不感興趣，因此我們

推測緬甸蟒在野外的主食應為小型哺乳

類而非水獺，對於水獺的族群不會造成

影響。 

2. 目前所區分的棲地類型主要是以蟒蛇棲

息地點附近的森林相以及地上植被來定

義，而閒置的廢營區附近環境多為次生

林，且多半已被植被覆蓋不易發現，加

上緬甸蟒實際到廢營區中利用人為設施

的次數非常少，因此我們才會將廢棄營

區與次生林合併為一種棲地類型。 

文委員水成 

1.期末報告第 8頁食物資源調查夏季

捕捉率為 24%，冬季的捕捉率為

19%，與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現有田

鼠捕捉率之統計資料不超出 10%相

比偏高許多，可能之原因為何？是

否因誘捕籠具不同造成。捕獲之小

型哺乳動物是否與地區所調查之數

據相同，可向金門動植物防疫所查

詢。 

2.捕捉率之高低受誘捕籠放置地點周

遭環境條件、滅鼠毒餌投放與否影

響甚大，且調查期間僅 2個月頻率

偏低。 

1. 此報告中的捕捉率比防疫所的捕捉率高

可能原因為使用的捕捉器具不同和捕捉

地點不同所致。本實驗使用的薛曼氏鼠籠

（Sherman's trap），已經證實捕捉效率比

傳統五金行販售的鐵絲網鼠籠要高很

多。此次報告中調查到的小型哺乳類種類

與以前所調查的種類相符，唯捕捉率較以

往高。 

2. 捕捉老鼠確實需要大量的經驗與技巧。

本年度由於計畫核定的時間較晚，執行

的時間非常匆促，因此在實驗設計上沒

有機會進行更長期的監測，殊為可惜。

期望未來可以有較為長期的經費運用，

以增加實驗的準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