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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對於濕地保育而言，保育網的建立是重要且有效之措施。為建立森林型濕地中的保

育網，建立更加全面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是必要且需優先完成的項目。本計畫今年度

預計完成： 

 

 1. 完成臺灣90處主要之森林濕地之動、植物資源監測調查。 

2. 建立上述90處濕地之動、植物資源資料庫。 

3. 以上述90處濕地為基礎，結合先前完成之15處森林濕地資料，進行保育分級評估

。 

4. 根據保育分級結果，依據濕地保育法，提出森林濕地中之國家及地區的重要濕地

建議名單。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For  wetland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networks  are  essential  and

effective acts. For constructing networks on forest wetlands, biological

data are elemental and need to be collected rapidly. The objects of the

project are listed below:  

1.  investigating  and  monitoring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30  forest

wetlands.   

2. constructing a datase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30 forest wetlands.  

3. assessing conservation status of 107 forest wetlands.  

4.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lslisting the

important forest wetlands in Taiwan. 

 

 

三、計畫目的：

 

完成30處森林濕地 (累計90處) 之動植物資源調查與監測。 

 

建立30處森林濕地 (累計90處) 之動植物資源資料庫。 

 

以105處森林濕地之資料，進行保育分級評估。 

 

根據保育分級結果，依據濕地保育法，提出森林濕地中之國家重要濕地建議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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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 濕地選擇： 

本案預計調查90處森林濕地。因為不少森林濕地位在偏遠之山地，到達性會隨當年

度之狀況而有變化，因此先根據蘇夢淮＆陳子英(2013)提出之276處森林濕地清單

，選擇當中面積較大之121處做為調查候選濕地 (附表1)，再於實際執行時選取90處

而得。這些候選濕地分布涵蓋台灣8個主要之地理氣候區之高、中、低海拔，也涵蓋

兩個外島 (蘭嶼、龜山島)，在可到達性的前提下，選擇上儘可能先考慮地理之代表

性，以配合台灣濕地分類系統（Taiwan Wetland Classification; TWC）的分類方

式 (蘇夢淮＆陳子英, 2013)。 

2. 調查方法： 

(1)調查頻度： 

本研究擬於低海拔森林型 (1000公尺以下) 濕地，實施1年4季之生物監測調查，於

中高海拔濕地 (1000公尺以上)，實施1年2季之生物監測調查。對於中央山脈部分現

今極不易到達之濕地 (譬如大、小鬼湖)，因情況特殊，本計畫擬只進行1年1次之調

查。 

(2)植群樣區調查： 

A.根據蘇鴻傑(1987)所列，針對各湖泊濕地所包含「均質的各植群型」進行取樣

，取樣範圍包含水域中及水域周遭，取樣數量依該植群的範圍與數量而定。取樣面

積隨設置樣區種類的不同而異：木本樣區包含樹冠層及地被層，調查面積為5×5 m
2

，草本樣區僅包含地被層，調查面積為2×2 m
2
。 

B.樣區位置：利用手持式衛星定位器獲得座標與海拔 (本計劃採用台灣的TWD97座標

系統) 。 

C.記錄樣區範圍內之樹冠層物種及地被層物種(包含苔蘚類植物)，並以百分比(%)的

方式估算物種的覆蓋度。 

D.調查中若發現有疑問的物種則必須採集並製成完整標本，帶回室內壓製烘乾後再

行查詢。 

E.植群型命名方式：調查樣區之植群型命名方式若為木本樣區則以樹冠層優勢種在

前，地被層優勢種在後方式命名；若為草本樣區則以地被層優勢種命名。 

(3)植物資源調查：以直接觀察的方式進行植物物種的調查，調查類群包含高等維管

束植物與苔蘚植物，並依據調查結果製作濕地植物名錄。 

(4)動物資源調查：針對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兩生類、魚類、甲殼類、昆蟲類與

螺貝類等動物類群，進行物種、出現數量、位置等資料進行蒐集。各類群調查方法

如下： 

A.哺乳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b) 捕捉調查法  

B.鳥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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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圓圈法  

C.爬行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D.兩生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b) 定點聽蛙鳴調查法 

E.魚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b) 撈網採集法 

(c) 魚籠誘捕法 

(d) 蝦籠誘捕法 

(e) 手拋網(八卦網)採集法 

F.甲殼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b) 蝦籠誘捕法 

(c) 撈網採集法 

G.昆蟲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b) 撈網採集法 

(c) 捕蟲網採集法  

H.螺貝類： 

(a) 穿越線調查法  

(b) 撈網採集法 

3. 資料整理與分析 

(1)植被組成： 

A.以樣區內之各種類之覆蓋度計算其優勢度(%)，公式如下： 

優勢度(%) = 特定種類覆蓋度 / 所有種類覆蓋度。 

B.將樣區內之物種依其優勢度進行排序，製作組成表，並以最優勢種命名植被型。 

4. 保育等級評估：於第3年實施。 

(1)依照蘇夢淮＆陳子英(2013)提出之分級評估指標，建置各濕地之基本資料，以及

動植物含屬性之清單。 

(2)利用線性規劃法計算分數並排序，初步劃分保育等級。 

(3)召開專家會議，配合國家重要濕地評選機制，確認保育等級。 

(4)將具保育優先權之濕地予以連結，提出森林濕地保護網之建議。  

 

 

五、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共完成31個濕地的動植物資料調查，包含吉利潭、嶺腳池、七星池、大

屯池、八里灣濕地、白匏湖、壽豐濕地、麻斯凜湖、翠翠谷、明池、松蘿湖、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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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湖、蘭博池、龜尾池、閃電池、多望池、太極池、忘憂森林、白姑草青池、妹潭

、姊潭、毒龍潭、司宴池、碧池、屯鹿池、屯鹿妹池、屯鹿東池、白石池、白石妹

池、能高主山下水池及萬里池，並已將調查結果資料建置入濕地資料庫。 

    以本年度所調查之31處濕地來看，水生植物部分總物種數最多的為翠翠谷，有

41種，八里灣濕地次之，有32種，而壽豐濕地、蘭博池、大屯池、麻斯凜湖、萬里

池與白匏湖皆有20種以上；最少的為白姑草青池的2種。特有種部分有出現的有18處

濕地，種數最多的為萬里池，有14種，屯鹿東池及屯鹿妹池有10種以上，而毒龍潭

、能高主山下水池、屯鹿池與碧池則有5種以上；而稀有種部分在11處濕地有發現

，最多的為萬里池的5種，其次為能高主山下水池及翠翠谷有2種。外來種部分有

13處濕地有發現，最多的為大屯池有11種，其次在蘭博池、八里灣濕地、白匏湖、

吉利潭、麻斯凜湖與龜尾池有超過5種以上的外來種。水生動物部分，31處濕地中

，物種數最多為白匏湖的49種，吉利潭及嶺腳池次之，有40種以上，在20種以上的

也有6處；物種數最少者為屯鹿東池，沒有發現水生動物。 

    動物的特有種部分，有19處濕地都有發現特有水生動物，最多者為吉利潭的7種

，嶺腳池與大屯池次之，有6種；稀有種部分僅7處濕地有發現，翠翠谷有3種，其餘

都只有1種。外來種部分有8處濕地有發現，其中最多者為白匏湖，有18種，吉利潭

次之，有10種。 

    本年度以今年調查的31個濕地加上先導計畫的15個及103年與104年調查的61個

共107個濕地來進行保育評估，並以線性規畫法來做計算，限制式之評估條件有面積

、多樣性（原生種與特有種）、稀有性（稀有種）、代表性（原生植群型）及自然

與人為干擾度（外來種及外來植群型）。第一次計算結果，限制式1的篩選（在保護

區內）共有33個濕地入選；限制式2（含稀有種2種以上）有6個濕地入選；限制式

3（含特有種2種以上）有10個濕地入選；限制式4（含稀有種或特有種）有25個濕地

入選；限制式5（外來種比例少）有20個濕地入選；未被劃入的剩13個濕地。 

    為了解在保護區內的森林濕地其保育價值，本研究將在保護區內的濕地也納入

評估，首先針對有2種以上稀有種的濕地納入保護，限制式1共有18處濕地入選；限

制式2（含有1種以上稀有種及特有種）有11處濕地入選；限制式3（含特有種2種以

上）有11處濕地入選；限制式4（含稀有種或特有種）有31處濕地入選；限制式

5（外來種比例少）有17處濕地入選，上述條件皆不符合的剩下19處濕地。比較兩次

評估結果發現第二次評估結果比第一次更有效率。 

    本研究以第二次評估結果來提出森林濕地的建議保育清單，平地（0~500）：蓮

花寺濕地、巫里岸池、夢湖、南仁湖、雙連埤；低中海拔（500~1500）：草埤、崙

埤、夢幻湖、中嶺池、神祕湖、翠翠谷、松蘿湖；中海拔（1500~2500）：鴛鴦湖、

翠峰湖、加羅湖、撤退池、溪南鬼湖、毒龍潭；中高海拔（2500以上）：白石池、

白石妹池、萬里池、屯鹿妹池、屯鹿池、能高主山下水池、七彩湖、天巒池、南華

山天池、嘉明妹池、翠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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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 本年度共完成吉利潭、嶺腳池、七星池、大屯池、八里灣濕地、白匏湖、壽豐濕

地、麻斯凜湖、翠翠谷、明池、松蘿湖、後湖子湖、蘭博池、龜尾池、閃電池、多

望池、太極池、忘憂森林、白姑草青池、妹潭、姊潭、毒龍潭、司宴池、碧池、屯

鹿池、屯鹿妹池、屯鹿東池、白石池、白石妹池、能高主山下水池及萬里池31個濕

地的動植物資料調查。 

2. 本研究將已調查的31處森林濕地動植物資料建置入濕地資料庫。 

3. 本研究以今年調查的31處濕地加上先導計畫的15個及103年與104年調查的61個共

107個濕地來進行保育評估，並以線性規畫法來做計算，限制式之評估條件有面積、

多樣性（原生種與特有種）、稀有性（稀有種）、代表性（原生植群型）及自然與

人為干擾度（外來種及外來植群型）。第一次計算的結果，在限制式2可得最佳保護

效益(共保護39個濕地)；為了解在保護區內的森林濕地其保育價值，本研究進行第

二次評估計算，將在保護區內的濕地也納入評估，結果在限制式2可得最佳保護效益

(共保護28個濕地)。比較兩次評估結果發現第二次評估結果比第一次更有效率。 

4. 本研究以第二次評估結果來提出森林濕地的建議保育清單，平地（0~500）：蓮

花寺濕地、巫里岸池、夢湖、南仁湖、雙連埤；低中海拔（500~1500）：草埤、崙

埤、夢幻湖、中嶺池、神祕湖、翠翠谷、松蘿湖；中海拔（1500~2500）：鴛鴦湖、

翠峰湖、加羅湖、撤退池、溪南鬼湖、毒龍潭；中高海拔（2500以上）：白石池、

白石妹池、萬里池、屯鹿妹池、屯鹿池、能高主山下水池、七彩湖、天巒池、南華

山天池、嘉明妹池、翠池。  

5. 本研究針對今年所調查的31處濕地各提出保育及經營管理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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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84~2012 年之台灣濕地動、植物調查文獻篇數 

調查類別 植物
動物 

哺乳類 鳥類 兩爬類 魚類 水棲昆蟲 其他 普查

1984~1990 15 0 0 0 0 0 0 4 

1990~2000 18 0 1 2 0 2 1 6 

2001~2012 70 2 3 8 3 5 8 20 

總篇數 104 2 4 10 3 7 9 30 

 

表 2、5 種最常用保育評估準則之地區性分析策略 

評估準則 地區性考慮原則 

面積 對所考慮之生物群或目標物種，進行種數與面積關係之分析 

多樣性 分析區之物種多樣性，特別重視有關之稀有種或臨絕種。 

分析區內顯著的、或具有影響及限制作用之環境歧異型態（氣候、

地形、土壤等） 

稀有性 由地區性之物種分布型態，或由現有之稀有物種（政府機構或私

人出版）加以決定。須先設定稀有尺幅之標準 

自然度 根據人類之干擾或衝擊程度來決定 

代表性 先蒐集地區性之地景組成，如不同之植群型、演替階段等，以便

決定地區性之保護系統對該地區之代表程度。 

註：採自蘇鴻傑,1990；Miller et al.,1987 

 

表 3、本研究所列線性規畫法之限制式條件表 

 限制式條件（i） 限制式公式 

限制式 1 位於保護區 min（x1），且 a1j*x1≧1 

限制式 2 
含特有植群 or

特有種 2種以上 
min（x1+x2），且 a1j*x1+a2j*x2≧1 

限制式 3 稀有種 2種以上 min（x1+x2+x3），且 a1j*x1+a2j*x2+a3j*x3≧1 

限制式 4 

含稀有種 or 特

有種&外來種比

例 0.2 以下 

min（x1+x2+x3+x4），且

a1j*x1+a2j*x2+a3j*x3+a4j*x4≧1 

限制式 5 
原生植群比例

0.7 以上 

min（x1+x2+x3+x4+x5），且

a1j*x1+a2j*x2+a3j*x3+a4j*x4+a5j*x5≧1 

限制式 6 
外來種比例 0.3

以下 

min（x1+x2+x3+x4+x5+x6），且

a1j*x1+a2j*x2+a3j*x3+a4j*x4+a5j*x5+a6j*x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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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5 年度 31 處濕地資料表 

團隊 No. 濕地名 氣候區 
海拔 

（m）

面積 

（ha）

是否位於

林班地 

是否位於

保護區 

文化

大學

團隊 

62 吉利潭 東部北段 208 0.75   

63 嶺腳池 東北區 236 0.15   

64 七星池 東北區 917 0.14  Y 

65 大屯池 東北區 793 0.25  Y 

66 八里灣濕地 東部北段 226 0.5   

67 白匏湖 東北區 196 5.57   

68 壽豐濕地 東部北段 951 1.07   

69 麻斯凜湖 東北區 205 0.97   

70 翠翠谷 東北區 772 2.71  Y 

宜蘭

大學

團隊 

71 明池 東北區 1240 1.40 Y Y 

72 松蘿湖 東北區 1230 1.88 Y Y 

73 後湖子湖 東北區 640 0.28 Y  

74 蘭博池 東北區 10 0.34   

75 龜尾池 東北區 17 5.89   

76 閃電池 東部北段 2190 0.05 Y  

77 多望池 東部北段 2140 0.01 Y  

78 太極池 東部北段 2160 0.09 Y  

中興

大學

團隊 

79 忘憂森林 中西區 1960 0.0967   

80 白姑草青池 中西區 3160 0.002   

81 妹潭 中西區 2250 0.032 Y  

82 姊潭 中西區 2250 0.0909 Y  

83 毒龍潭 西北區 2386 0.0734  Y 

84 司宴池 中西區 2890 0.0022   

85 碧池 東部北段 3170 0.0564  Y 

屏東

科技

大學

團隊 

86 屯鹿池 東部北段 2830 0.94 Y Y 

87 屯鹿妹池 東部北段 2825 0.16 Y Y 

88 屯鹿東池 東部北段 2800 1.13 Y Y 

89 白石池 東部北段 2768 0.63 Y Y 

90 白石妹池 東部北段 2774 0.25 Y Y 

91 能高主山下水池 東部北段 3057 0.16 Y Y 

92 萬里池 東部北段 2805 3.63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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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文化大學團隊水生植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吉利潭 17 18 19 1 10 8 0 

嶺腳池 9 12 14 0 10 4 0 

七星池 8 11 13 0 13 0 1 

大屯池 16 23 26 0 14 11 0 

八里灣濕地 15 25 32 0 23 9 0 

白匏湖 10 18 21 0 12 9 0 

壽豐濕地 16 25 29 1 25 3 0 

麻斯凜湖 11 18 26 1 18 7 0 

翠翠谷 21 35 41 0 36 5 2 

 

表 6、文化大學團隊水生動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吉利潭 24 41 48 7 31 10 0 

嶺腳池 22 37 40 6 30 4 1 

七星池 9 12 13 3 10 0 0 

大屯池 21 31 38 6 24 8 1 

八里灣濕地 16 30 37 2 32 3 0 

白匏湖 23 40 49 3 28 18 0 

壽豐濕地 15 23 27 3 24 0 1 

麻斯凜湖 21 31 34 1 28 5 0 

翠翠谷 22 33 39 3 35 1 3 

 

表 7、宜蘭大學團隊水生植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明池 9 9 10 0 8 2 1 

松蘿湖 9 11 13 0 13 0 0 

後湖子湖 9 11 11 0 10 1 0 

蘭博池 15 21 27 1 17 9 0 

龜尾池 12 14 15 0 9 6 0 

閃電池 6 8 8 0 8 0 0 

多望池 5 8 8 0 8 0 0 

太極池 5 8 8 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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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宜蘭大學團隊水生動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明池 7 10 10 1 9 0 1 

松蘿湖 7 8 8 1 7 0 1 

後湖子湖 4 5 5 0 5 0 0 

蘭博池 16 28 28 0 23 5 0 

龜尾池 10 12 14 0 14 0 1 

閃電池 5 5 5 1 4 0 0 

多望池 5 6 6 2 4 0 0 

太極池 6 7 7 2 5 0 0 

 

表 9、中興大學團隊水生植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忘憂森林 11 15 17 1 16 0 0 

白姑草青池 1 1 2 1 1 0 0 

妹潭 8 11 13 4 8 1 1 

姊潭 9 12 13 3 10 0 0 

毒龍潭 7 9 11 8 3 0 1 

司晏池 3 3 4 2 2 0 0 

碧池 6 7 8 6 2 0 0 

 

表 10、中興大學團隊水生動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未知 

忘憂森林 9 9 10 2 2 0 0 6 

白姑草青池 2 2 2 0 0 0 0 2 

妹潭 9 9 10 1 0 0 0 9 

姊潭 12 13 13 2 2 0 0 9 

毒龍潭 3 3 3 0 2 0 0 1 

司晏池 4 4 4 0 0 0 0 4 

碧池 2 2 2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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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屏東科技大學團隊水生植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屯鹿池 6 9 10 6 4 0 1 

屯鹿妹池 12 15 16 10 6 0 1 

屯鹿東池 12 15 16 12 4 0 0 

白石池 5 6 6 3 3 0 1 

白石妹池 6 7 7 4 3 0 1 

能高主山下水池 8 9 10 7 3 0 2 

萬里池 13 22 24 14 10 0 5 

 

表 12、屏東科技大學團隊水生動物之物種統計表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屯鹿池 2 2 2 0 2 0 0 

屯鹿妹池 2 2 2 0 2 0 0 

屯鹿東池 0 0 0 0 0 0 0 

白石池 1 1 1 0 1 0 0 

白石妹池 2 2 2 1 1 0 0 

能高主山下水池 1 1 1 0 1 0 0 

萬里池 2 2 2 1 1 0 0 

 

表 13、文化大學團隊森林濕地之水生動物各類物種數目表 

濕地 
軟體

類 

昆蟲

類 

軟甲

類 

條鰭

魚類

兩生

類 

爬行

類 

鳥類 哺乳

類 

合計

吉利潭 3 17 3 13 7 4 3 0 50 

嶺腳池 2 12 4 4 13 5 2 0 42 

七星池 0 6 0 0 7 0 0 0 13 

大屯池 1 10 4 11 9 2 1 0 38 

八里灣濕地 1 27 1 2 5 1 1 0 38 

白匏湖 2 8 2 18 12 1 6 0 49 

壽豐濕地 0 15 0 0 9 0 3 0 27 

麻絲凜湖 1 13 2 3 9 0 6 0 34 

翠翠谷 25 1 2 9 1 1 0 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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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宜蘭大學團隊森林濕地之水生動物各類物種數目表 

 軟體類 昆蟲類 軟甲類 條鰭魚類 兩生類 爬行類 鳥類 合計

明池 0 1 0 1 4 1 3 10 

松蘿湖 0 2 0 0 4 0 1 7 

後湖子湖 0 4 0 0 1 0 0 5 

蘭博池 1 9 1 6 3 1 7 28 

龜尾池 0 5 0 5 2 0 2 14 

閃電池 0 3 0 0 2 0 0 5 

多望池 0 4 0 0 2 0 0 6 

太極池 0 5 0 0 2 0 0 7 

 

表 15、中興大學團隊森林濕地之水生動物各類物種數目表 

 軟體類 昆蟲類 軟甲類 條鰭魚類 兩生類 爬行類 鳥類 合計

忘憂森林 0 7 0 0 3 0 0 10 

白姑草青池 0 2 0 0 0 0 0 2 

妹潭 0 9 0 0 1 0 0 10 

姊潭 2 9 0 0 2 0 0 13 

毒龍潭 1 2 0 0 0 0 0 3 

司晏池 0 4 0 0 0 0 0 4 

碧池 0 2 0 0 0 0 0 2 

 

表 16、屏東科技大學團隊森林濕地之水生動物各類物種數目表 

濕地 軟體類 昆蟲類 軟甲類 條鰭魚類 兩生類 爬行類 鳥類 合計

屯鹿池 1 0 0 0 1 0 0 2 

屯鹿妹池 1 0 0 0 1 0 0 2 

屯鹿東池 0 0 0 0 0 0 0 0 

白石池 0 1 0 0 0 0 0 1 

白石妹池 0 1 0 0 1 0 0 2 

能高主山下水池 0 1 0 0 0 0 0 1 

萬里池 0 1 0 0 1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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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07 處濕地第一次限制式篩選表 

 目的 限制式條件 進入篩選之濕地 

限制式 1 

先剔除已位

於保護區內

的濕地 

位於保護區 

向天池（新北）、鴛鴦湖、神祕湖、天巒池、

合歡池、崙埤、中嶺池、雙連埤、南仁湖、

嘉明湖、嘉明妹池、夢幻湖、七彩湖、七彩

湖前黑水塘、七彩妹池、馬洋池、翠池、南

華山天池、南橫天池、七星池、大屯池、翠

翠谷、明池、松蘿湖、毒龍潭、碧池、屯鹿

池、屯鹿妹池、屯鹿東池、白石池、白石妹

池、能高主山下水池、萬里池 

限制式 2 

將含有稀有

種的濕地納

入保護 

含稀有種 2 種

以上且外來

種比例低於

0.3  

溪南鬼湖、翠峰湖、草埤、夢湖、蓮花寺濕

地、巫里岸池 

限制式 3 

將含有特有

種的濕地納

入保護 

含特有種 2 種

以上且外來

種比例低於

0.3  

姊潭、加羅湖、撤退池、小雪山天池、司宴

池、水漾森林、妹潭、壽豐濕地、冷埤、日

月潭 

限制式 4 

將含有稀有

種或特有種

且受人為干

擾少的濕地

納入保護 

含稀有種或

特有種  

聖湖、大坡池、東源池、鯉魚潭（南投）、鯉

魚池（嘉義）、牡丹水上草原、蘭博池、豪邁

池、偉蛋池、竹林湖、浺瀜池、茵夢湖、長

埤湖、九份二山堰塞湖、吉利潭、麻斯廩湖、

白姑草青池、金龍湖、蘭嶼大天池、翠湖、

瑞穗濕地、虎子南池、三臺山湖、牡丹池（屏

東）、八里灣濕地 

限制式 5 

將原生種比

例高的濕地

納入保護 

外來種比例

0.3 以下  

兄池、弟池、姊池、妹池、蘭嶼小天池、情

人湖、蛙仔埤、閃電池、多望池、太極池、

忘憂森林、樟空湖水池、後湖子湖、福壽山

天池、深澳湖、秋紅湖、松林池、嶺腳池、

鏡湖、慈音池 

未符合上述限制式之濕地 

竹林湖、牡丹水上草原、牡丹池（屏東）、

金龍湖、茵夢湖、浺瀜池、麻斯凜湖、瑪琳

窟、暖東池、大崙湖、望龍埤、櫻花大池、

顏氏湖、四林格山濕地、翠翠谷、向天湖（苗

栗）、七星池、白匏湖、五坑池、七堵隧道

池、鄉長厝大埤、龜尾池、吉利潭、大屯池、

嶺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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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07 處濕地在各評估條件之限制式篩選數量表（第一次評估） 

 限制式 1 2 3 4 5 總數量 

濕地數量 33 39 49 74 94 107 

原生種 222 261 290 341 354 361 

特有種 36 38 45 46 46 46 

稀有種 34 46 48 53 53 53 

面積 50.9 61.9 897 957 963 9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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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07 處濕地第二次限制式篩選表 

 目的 限制式條件 進入篩選之濕地 

限制式 1 

先剔除已位

於保護區內

的濕地 

含稀有種 2 種

以上 AND 外來

種比例低於 0.3 

向天池（新北）、鴛鴦湖、神祕湖、天巒池、

合歡池、崙埤、中嶺池、雙連埤、南仁湖、

嘉明湖、嘉明妹池、夢幻湖、七彩湖、七彩

湖前黑水塘、七彩妹池、馬洋池、翠池、南

華山天池、南橫天池、七星池、大屯池、翠

翠谷、明池、松蘿湖、毒龍潭、碧池、屯鹿

池、屯鹿妹池、屯鹿東池、白石池、白石妹

池、能高主山下水池、萬里池 

限制式 2 

將同時含有

稀有種及特

有種的濕地

納入保護 

含稀有種 1 種

以上 AND 特有

種 1 種以上

AND 無外來種

溪南鬼湖、翠峰湖、草埤、夢湖、蓮花寺濕

地、巫里岸池 

限制式 3 

將含有特有

種的濕地納

入保護 

含特有種 2 種

以上 AND 外來

種比例低於 0.3 

姊潭、加羅湖、撤退池、小雪山天池、司宴

池、水漾森林、妹潭、壽豐濕地、冷埤、日

月潭 

限制式 4 

將含有稀有

種或特有種

且受人為干

擾少的濕地

納入保護 

含稀有種 OR

特有種 

聖湖、大坡池、東源池、鯉魚潭（南投）、

鯉魚池（嘉義）、牡丹水上草原、蘭博池、

豪邁池、偉蛋池、竹林湖、浺瀜池、茵夢湖、

長埤湖、九份二山堰塞湖、吉利潭、麻斯廩

湖、白姑草青池、金龍湖、蘭嶼大天池、翠

湖、瑞穗濕地、虎子南池、三臺山湖、牡丹

池（屏東）、八里灣濕地 

限制式 5 

將原生種比

例高的濕地

納入保護 

外來種比例 0.2

以下 

兄池、弟池、姊池、妹池、蘭嶼小天池、情

人湖、蛙仔埤、閃電池、多望池、太極池、

忘憂森林、樟空湖水池、後湖子湖、福壽山

天池、深澳湖、秋紅湖、松林池、嶺腳池、

鏡湖、慈音池 

未符合上述限制式之濕地 

竹林湖、牡丹水上草原、牡丹池（屏東）、

金龍湖、茵夢湖、浺瀜池、麻斯凜湖、瑪琳

窟、暖東池、大崙湖、望龍埤、櫻花大池、

顏氏湖、四林格山濕地、翠翠谷、向天湖（苗

栗）、七星池、白匏湖、五坑池、七堵隧道

池、鄉長厝大埤、龜尾池、吉利潭、大屯池、

嶺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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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07 處濕地在各評估條件之限制式篩選數量表（第二次評估） 

 限制式 1 2 3 4 5 總數量 

濕地數量 18 29 10 71 88 107 

原生種 200 227 268 329 336 361 

特有種 28 37 41 44 44 46 

稀有種 45 46 46 53 53 53 

面積 51.82 56.07 62.30 954.82 959.81 979.19 

 

表 21、本計畫所提出的建議保護清單（依海拔排列） 

平地 

（0~500 m） 

蓮花寺濕地、巫里岸池、夢湖、南仁湖、雙連埤

低中海拔 

（500~1500 m） 

草埤、崙埤、夢幻湖、中嶺池、神祕湖、翠翠谷、

松蘿湖 

中海拔 

（1500~2500 m） 

鴛鴦湖、翠峰湖、加羅湖、撤退池、溪南鬼湖、

毒龍潭 

中高海拔 

（2500 m 以上） 

白石池、白石妹池、萬里池、屯鹿妹池、屯鹿池、

能高主山下水池、七彩湖、天巒池、南華山天池、

嘉明妹池、翠池 

※ 註：粗體字代表在現行保護區內的森林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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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專家會議中所提出的建議保護清單 

高
海
拔 

穩定型湖泊 
翠池、白石池、白石妹池、萬里池、能高主山

下水池、屯鹿池、屯鹿妹池、七彩湖、天巒池

臨時性湖泊 

（春成池） 

南華山天池、嘉明妹池 

中
海
拔 

相對穩定湖泊 毒龍潭、大鬼湖、小鬼湖、撤退池、溪南鬼湖

洪泛脈衝

（pulsing） 

神祕湖、鴛鴦湖 

水位變化大 翠峰湖、加羅湖 

低
中
海
拔 

有水流通過，水

位迅速下降 

草埤、蓮花寺濕地 

季節性變化 夢幻湖 

水位變化大 松蘿湖 

相對穩定型湖

泊 

崙埤、中嶺池、雙連埤、南仁湖、夢湖、巫里

岸池、（聖湖）、（秋紅湖） 

臨時性湖泊 

（春成池） 

翠翠谷、（蘭嶼大天池）、（東源水上草原） 

※ 註 1：粗體字代表在現行保護區內的森林濕地 

※ 註 2：底線代表已有較詳細動物資料的濕地 

※ 註 3：（括號）代表原不在建議保護名單，但後來補充可以加入的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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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建議保護但目前沒在保護區的森林濕地植物狀況 

濕地 科 屬 種 特有 原生 外來 稀有 

巫里岸池 22 38 42 3 34 5 0 

夢湖 11 17 21 0 18 3 4 

蓮花寺濕地 20 33 42 2 31 9 6 

草埤 21 31 36 1 33 2 8 

翠峰湖 13 16 20 2 17 1 4 

加羅湖 6 8 12 2 11 0 1 

撤退池 6 8 11 2 9 0 1 

溪南鬼湖 4 4 4 1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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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保護區               大型保護區 

生態脆弱性                      代表性 

│                             │ 

人類干擾的威脅                   面積 

│                             │ 

稀有性                   生態及地理上之地位 

│                             │ 

獨特性                        自然度 

 

 

 

 

多樣性（物種及生育地） 

│ 

經營因素 

│ 

科學價值 

圖 1、保育評估可採行的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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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其中實心菱形（藍色線）代表依國家協調規畫的；空心正方形（黃色線）代表依生物地理區

協調規畫；實心三角形（綠色線）代表沒有協調規畫；空心菱形（淡綠色線）代表以分類群

（taxonomic groups）協調規畫的；實心正方形（紅色線）代表以線性規畫法所算結果作協調

規畫 

圖 2、在 5 種保育策略情況下的面積需求（摘自 Jantke, 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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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5 年度 31 處濕地不同海拔範圍數量直條圖 

 

 

圖 4、105 年度 31 處濕地不同面積範圍數量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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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5 年度 31 處濕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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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研究流程圖 

 

步驟1
初步分級及保育目
標之擬定

步驟2
資料收集

步驟4
保護區之評估

步驟5
選擇不同等級的保護區

步驟3
評估類目之建立

濕地湖沼之選擇:
資料調查與分級評估

現有環境初步資料：
(1)海拔
(2)面積
(3)水位變化
(4)人工改變程度

、
、

現有生物初步資料：
(1)稀有物種及特有種、
基石種清單
(2)植被類型
(3)生物清單

、
、

區域初步考量:
‧台灣的分區及分帶,
以分類群或同功群找
出:溼地複合體
(wetland complex)
與相互串聯、

初步分級

資料調查
1.快速生態及生物評估調查
2.生物清查

GIS資料

指標的選擇
a.面積 d.自然度
b.代表性 e.多樣性
c.稀有性 …等

1.以生物地理區的原則選擇保護湖泊
2.以數學方法運算、評估並選擇湖沼

1.考慮指標及現存的保護區、保育價值、脆弱性
2.區分出不同保育等級的湖沼

指標

專家研討會
Expert workshop

專
家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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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7 處濕地在各評估條件之限制式篩選數量曲線圖（第一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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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7 處濕地在各評估條件之限制式篩選數量曲線圖（第二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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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建議保護之 29 處森林濕地在海拔及地區上的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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