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山國家公園  

帝雉、藍腹鷴生態調查研究報告  
 

 

 

 

 

 

 

計劃主持人：謝 孝 同 

劉 小 如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 

私 立 東 海 大 學 生 物 研 究 所 調 查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 

 

 



－ 1 － 

目  錄 
 

摘要 ⋯⋯⋯⋯⋯⋯⋯⋯⋯⋯⋯⋯⋯⋯⋯⋯⋯⋯⋯⋯⋯⋯⋯⋯  1 

誌謝 ⋯⋯⋯⋯⋯⋯⋯⋯⋯⋯⋯⋯⋯⋯⋯⋯⋯⋯⋯⋯⋯⋯⋯⋯  3 

壹、緒言 ⋯⋯⋯⋯⋯⋯⋯⋯⋯⋯⋯⋯⋯⋯⋯⋯⋯⋯⋯⋯⋯⋯  4 

貳、研究方法 ⋯⋯⋯⋯⋯⋯⋯⋯⋯⋯⋯⋯⋯⋯⋯⋯⋯⋯⋯⋯  5 

  一、文獻資料蒐集 ⋯⋯⋯⋯⋯⋯⋯⋯⋯⋯⋯⋯⋯⋯⋯⋯  5 

  二、訪問 ⋯⋯⋯⋯⋯⋯⋯⋯⋯⋯⋯⋯⋯⋯⋯⋯⋯⋯⋯⋯  5 

  三、野外調查地點及日期 ⋯⋯⋯⋯⋯⋯⋯⋯⋯⋯⋯⋯⋯  5 

  四、調查方法 ⋯⋯⋯⋯⋯⋯⋯⋯⋯⋯⋯⋯⋯⋯⋯⋯⋯⋯  6 

  五、搜尋雉巢 ⋯⋯⋯⋯⋯⋯⋯⋯⋯⋯⋯⋯⋯⋯⋯⋯⋯⋯ 10 

  六、植物相分析 ⋯⋯⋯⋯⋯⋯⋯⋯⋯⋯⋯⋯⋯⋯⋯⋯⋯ 10 

  七、標本採集整理 ⋯⋯⋯⋯⋯⋯⋯⋯⋯⋯⋯⋯⋯⋯⋯⋯ 11 

  八、其他 ⋯⋯⋯⋯⋯⋯⋯⋯⋯⋯⋯⋯⋯⋯⋯⋯⋯⋯⋯⋯ 11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 12 

  一、發現數量與可信度 ⋯⋯⋯⋯⋯⋯⋯⋯⋯⋯⋯⋯⋯⋯ 12 

  二、發現地點 ⋯⋯⋯⋯⋯⋯⋯⋯⋯⋯⋯⋯⋯⋯⋯⋯⋯⋯ 12 

(一)特定調查區內 ⋯⋯⋯⋯⋯⋯⋯⋯⋯⋯⋯⋯⋯⋯⋯ 12 

(二)公園內其他地區 ⋯⋯⋯⋯⋯⋯⋯⋯⋯⋯⋯⋯⋯⋯ 13 

(三)各地調查效率值 ⋯⋯⋯⋯⋯⋯⋯⋯⋯⋯⋯⋯⋯⋯ 13 

  三、棲息環境 ⋯⋯⋯⋯⋯⋯⋯⋯⋯⋯⋯⋯⋯⋯⋯⋯⋯⋯ 15 

(一)發現地點之物理環境 ⋯⋯⋯⋯⋯⋯⋯⋯⋯⋯⋯⋯ 15 

1. 海拔高度 ⋯⋯⋯⋯⋯⋯⋯⋯⋯⋯⋯⋯⋯⋯⋯⋯ 15 

2. 坡度與坡向 ⋯⋯⋯⋯⋯⋯⋯⋯⋯⋯⋯⋯⋯⋯⋯ 16 

3. 天氣狀況 ⋯⋯⋯⋯⋯⋯⋯⋯⋯⋯⋯⋯⋯⋯⋯⋯ 16 

(二)發現地點之植被特色 ⋯⋯⋯⋯⋯⋯⋯⋯⋯⋯⋯⋯ 16 

 

 

 



－ 2 － 

1. 林相 ⋯⋯⋯⋯⋯⋯⋯⋯⋯⋯⋯⋯⋯⋯⋯⋯⋯⋯ 17 

2. 主要樹種 ⋯⋯⋯⋯⋯⋯⋯⋯⋯⋯⋯⋯⋯⋯⋯⋯ 18 

3. 發現地點之樹木密度 ⋯⋯⋯⋯⋯⋯⋯⋯⋯⋯⋯ 19 

4. 發現地點上方之冠層密度 ⋯⋯⋯⋯⋯⋯⋯⋯⋯ 19 

5. 下層植物狀況 ⋯⋯⋯⋯⋯⋯⋯⋯⋯⋯⋯⋯⋯⋯ 20 

      疏密程度 ⋯⋯⋯⋯⋯⋯⋯⋯⋯⋯⋯⋯⋯⋯⋯ 20 

      下層植物覆蓋面積 ⋯⋯⋯⋯⋯⋯⋯⋯⋯⋯⋯ 21 

      直徑灌木棵數 ⋯⋯⋯⋯⋯⋯⋯⋯⋯⋯⋯⋯⋯ 21 

      下層植物疏密與雉類活動 ⋯⋯⋯⋯⋯⋯⋯⋯ 22 

6. 地面狀況 ⋯⋯⋯⋯⋯⋯⋯⋯⋯⋯⋯⋯⋯⋯⋯⋯ 22 

(三)發現地點受干擾情形 ⋯⋯⋯⋯⋯⋯⋯⋯⋯⋯⋯⋯ 23 

  四、兩種雉類分佈重疊地區 ⋯⋯⋯⋯⋯⋯⋯⋯⋯⋯⋯⋯ 24 

  五、棲地林型調查 ⋯⋯⋯⋯⋯⋯⋯⋯⋯⋯⋯⋯⋯⋯⋯⋯ 25 

  六、雉類在受干擾地區之分佈 ⋯⋯⋯⋯⋯⋯⋯⋯⋯⋯⋯ 27 

  七、習性與行為 ⋯⋯⋯⋯⋯⋯⋯⋯⋯⋯⋯⋯⋯⋯⋯⋯⋯ 28 

(一)發現時辰及月份分析 ⋯⋯⋯⋯⋯⋯⋯⋯⋯⋯⋯⋯ 28 

(二)食性與覓食行為 ⋯⋯⋯⋯⋯⋯⋯⋯⋯⋯⋯⋯⋯⋯ 29 

(三)生殖與育雛 ⋯⋯⋯⋯⋯⋯⋯⋯⋯⋯⋯⋯⋯⋯⋯⋯ 30 

(四)性別比率 ⋯⋯⋯⋯⋯⋯⋯⋯⋯⋯⋯⋯⋯⋯⋯⋯⋯ 32 

(五)聲音 ⋯⋯⋯⋯⋯⋯⋯⋯⋯⋯⋯⋯⋯⋯⋯⋯⋯⋯⋯ 33 

(六)其他行為 ⋯⋯⋯⋯⋯⋯⋯⋯⋯⋯⋯⋯⋯⋯⋯⋯⋯ 34 

(七)由掩蔽帳觀察之結果 ⋯⋯⋯⋯⋯⋯⋯⋯⋯⋯⋯⋯ 36 

  八、族群數量 ⋯⋯⋯⋯⋯⋯⋯⋯⋯⋯⋯⋯⋯⋯⋯⋯⋯⋯ 36 

(一)族群估計 ⋯⋯⋯⋯⋯⋯⋯⋯⋯⋯⋯⋯⋯⋯⋯⋯⋯ 36 

(二)族群變化趨勢 ⋯⋯⋯⋯⋯⋯⋯⋯⋯⋯⋯⋯⋯⋯⋯ 39 

肆、其他動物資料 ⋯⋯⋯⋯⋯⋯⋯⋯⋯⋯⋯⋯⋯⋯⋯⋯⋯⋯ 42 

 

 

 



－ 3 － 

伍、建議事項 ⋯⋯⋯⋯⋯⋯⋯⋯⋯⋯⋯⋯⋯⋯⋯⋯⋯⋯⋯⋯ 43 

  一、雉類之經營管理 ⋯⋯⋯⋯⋯⋯⋯⋯⋯⋯⋯⋯⋯⋯⋯ 43 

  二、雉類研究之需要 ⋯⋯⋯⋯⋯⋯⋯⋯⋯⋯⋯⋯⋯⋯⋯ 47 

  三、教育解說方面 ⋯⋯⋯⋯⋯⋯⋯⋯⋯⋯⋯⋯⋯⋯⋯⋯ 49 

陸、參考文獻 ⋯⋯⋯⋯⋯⋯⋯⋯⋯⋯⋯⋯⋯⋯⋯⋯⋯⋯⋯⋯ 50 

圖、表、圖片及附表 ⋯⋯⋯⋯⋯⋯⋯⋯⋯⋯⋯⋯⋯⋯⋯⋯⋯ 52 

 

 

 

 

 

 

 

 

 

 

 

 

 

 

 

 

 

 

 

 

 

 

 



－ 4 － 

圖 目 錄 
 

圖一 玉山國家公園雉類調查路線 ⋯⋯⋯⋯⋯⋯⋯⋯⋯⋯⋯ 52 

圖二 八通關古道雉類發現記錄 ⋯⋯⋯⋯⋯⋯⋯⋯⋯⋯⋯⋯ 53 

圖三 郡大林道及楠梓林道發現記錄 ⋯⋯⋯⋯⋯⋯⋯⋯⋯⋯ 54 

圖四 發現數量與海拔之關係 ⋯⋯⋯⋯⋯⋯⋯⋯⋯⋯⋯⋯⋯ 55 

圖五 發現數量與坡度之關係 ⋯⋯⋯⋯⋯⋯⋯⋯⋯⋯⋯⋯⋯ 56 

圖六 不同海拔高度中帝雉出現地點之樹木狀況比較 ⋯⋯⋯ 57 

圖七 A 不同海拔高度中藍腹鷴出現地點之樹木狀況比較 ⋯ 58 

圖七 B 八通關古道上帝雉與藍腹鷴出現地點之樹木狀況比較 

    ⋯⋯⋯⋯⋯⋯⋯⋯⋯⋯⋯⋯⋯⋯⋯⋯⋯⋯⋯⋯⋯⋯⋯ 59 

圖八 下層植物覆蓋面積與雉類之相對數量 ⋯⋯⋯⋯⋯⋯⋯ 60 

圖九 東埔溫泉－八通關山沿線植被帶 ⋯⋯⋯⋯⋯⋯⋯⋯⋯ 61 

圖十 東埔溫泉－八通關山沿線植物社會分佈現況 ⋯⋯⋯⋯ 62 

圖十一 郡大林道及八通關古道林型分佈 ⋯⋯⋯⋯⋯⋯⋯⋯ 63 

圖十二 楠梓仙溪林道林型分佈 ⋯⋯⋯⋯⋯⋯⋯⋯⋯⋯⋯⋯ 64 

圖十三 全天各時辰所見雉類之相對數量 ⋯⋯⋯⋯⋯⋯⋯⋯ 65 

圖十四 A 特定調查區各月所見雉類之相對數量 ⋯⋯⋯⋯⋯ 66 

圖十四 B 廣面調查區每月所見雉類之相對數量 ⋯⋯⋯⋯⋯ 67 

圖十五 由掩蔽帳中觀察藍腹鷴活動情形 ⋯⋯⋯⋯⋯⋯⋯⋯ 68 

圖十六 樂樂小屋及樂樂溫泉小徑一帶藍腹鷴活鳥發現記錄⋯ 69 

圖十七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及藍腹鷴的分佈高度圖 ⋯⋯⋯⋯ 70 

 

 

 

 

 

 

 



－ 5 － 

表 目 錄 
 

表一 雉類調查路線及調查日期 ⋯⋯⋯⋯⋯⋯⋯⋯⋯⋯⋯⋯ 71 

表二 尋找雉巢活動情形 ⋯⋯⋯⋯⋯⋯⋯⋯⋯⋯⋯⋯⋯⋯⋯ 72 

表三 雉類出現記錄及鑑定可信度 ⋯⋯⋯⋯⋯⋯⋯⋯⋯⋯⋯ 73 

表四 廣面調查時雉類發現記錄 ⋯⋯⋯⋯⋯⋯⋯⋯⋯⋯⋯⋯ 74 

表五 全區各調查路線所見雉類之平均效率值 ⋯⋯⋯⋯⋯⋯ 75 

表六 八通關古道每月平均觀察效率值 ⋯⋯⋯⋯⋯⋯⋯⋯⋯ 76 

表七 郡大林道每月尋見帝雉之平均效率值 ⋯⋯⋯⋯⋯⋯⋯ 77 

表八 發現數量與雨勢之關係 ⋯⋯⋯⋯⋯⋯⋯⋯⋯⋯⋯⋯⋯ 78 

表九 不同林相中雉類出現百分率 ⋯⋯⋯⋯⋯⋯⋯⋯⋯⋯⋯ 78 

表十 各條路線上帝雉出現地點樹木特色分析 ⋯⋯⋯⋯⋯⋯ 79 

表十一 帝雉藍腹鷴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 80 

表十二 帝雉藍腹鷴出現地區優勢樹種分析 ⋯⋯⋯⋯⋯⋯⋯ 82 

表十三 雉類出現地點附近５公尺半徑內樹木棵數分析 ⋯⋯ 83 

表十四 雉類出現地點樹林冠層枝條狀況 ⋯⋯⋯⋯⋯⋯⋯⋯ 84 

表十五 雉類出現地點之下層植物疏密度分析 ⋯⋯⋯⋯⋯⋯ 85 

表十六 雉類出現地點之下層植物覆蓋面積分析 ⋯⋯⋯⋯⋯ 86 

表十七 雉類出現地點之直徑灌木棵數分析 ⋯⋯⋯⋯⋯⋯⋯ 87 

表十八 發現數量與地面覆蓋物平均百分率 ⋯⋯⋯⋯⋯⋯⋯ 88 

表十九 雉類出現地點受干擾情形之分析 ⋯⋯⋯⋯⋯⋯⋯⋯ 89 

表二十 八通關古道沿線植物優勢社會編號與名稱 ⋯⋯⋯⋯ 90 

表二十一 八通關古道沿線植物優勢社會及雉類發現地點對照 

     表 ⋯⋯⋯⋯⋯⋯⋯⋯⋯⋯⋯⋯⋯⋯⋯⋯⋯⋯⋯⋯ 92 

表二十二 雉類食物種類 ⋯⋯⋯⋯⋯⋯⋯⋯⋯⋯⋯⋯⋯⋯⋯ 94 

表二十三 各月雉類成鳥攜帶幼鳥活動之記錄 ⋯⋯⋯⋯⋯⋯ 95 

 

 

 



－ 6 － 

表二十四 各月所見雉類雄鳥、雌鳥及幼鳥數量 ⋯⋯⋯⋯⋯ 96 

表二十五 雉類雌雄同時出現之記錄 ⋯⋯⋯⋯⋯⋯⋯⋯⋯⋯ 97 

表二十六 掩蔽帳觀察雉類活動之結果 ⋯⋯⋯⋯⋯⋯⋯⋯⋯ 98 

 

 

 

 

 

 

 

 

 

 

 

 

 

 

 

 

 

 

 

 

 

 

 

 

 

 



－ 7 － 

圖片目錄 
 

圖片一 由鹿林山遠眺玉山 ⋯⋯⋯⋯⋯⋯⋯⋯⋯⋯⋯⋯⋯⋯  99 

圖片二 由中央金礦西望玉山 ⋯⋯⋯⋯⋯⋯⋯⋯⋯⋯⋯⋯⋯  99 

圖片三 由荖濃溪看秀姑巒山 ⋯⋯⋯⋯⋯⋯⋯⋯⋯⋯⋯⋯⋯ 100 

圖片四 由八通關旁荖濃溪上觀玉山 ⋯⋯⋯⋯⋯⋯⋯⋯⋯⋯ 100 

圖片五 由觀高看玉山的崩塌地 ⋯⋯⋯⋯⋯⋯⋯⋯⋯⋯⋯⋯ 101 

圖片六 塔塔加鞍部到排雲山莊沿線的白木林 ⋯⋯⋯⋯⋯⋯ 101 

圖片七 被冷杉林圍繞的白洋金礦 ⋯⋯⋯⋯⋯⋯⋯⋯⋯⋯⋯ 102 

圖片八 八通關檢查站 ⋯⋯⋯⋯⋯⋯⋯⋯⋯⋯⋯⋯⋯⋯⋯⋯ 102 

 

 

 

 

 

 

 

 

 

 

 

 

 

 

 

 

 

 

 



－ 8 － 

附表目錄 
 

附表一 山地工作人員訪問表 ⋯⋯⋯⋯⋯⋯⋯⋯⋯⋯⋯⋯⋯ 103 

附表二 工作日誌 ⋯⋯⋯⋯⋯⋯⋯⋯⋯⋯⋯⋯⋯⋯⋯⋯⋯⋯ 104 

附表三 觀察記錄表 ⋯⋯⋯⋯⋯⋯⋯⋯⋯⋯⋯⋯⋯⋯⋯⋯⋯ 105 

附表四 各路線鳥種記錄 ⋯⋯⋯⋯⋯⋯⋯⋯⋯⋯⋯⋯⋯⋯⋯ 109 

附表五 大型哺乳類動物記錄表 ⋯⋯⋯⋯⋯⋯⋯⋯⋯⋯⋯⋯ 114 

附表六 對關與八通關間帝雉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 117 

附表七 郡大林道帝雉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 118 

附表八 東埔與對關間藍腹鷴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 119 

附表九 玉山國家公園日據時期資料 ⋯⋯⋯⋯⋯⋯⋯⋯⋯⋯ 121 

 

 

 

 

 

 

 

 

 

 

 

 

 

 

 

 

 

 



－ 1 － 

 

摘  要 
 

  本研究於74 年 11 月至 75 年 12 月之間進行，旨在調查玉山 

國家公園範圍內帝雉與藍腹鷴之分佈、數量、生態需求及基本行為特 

色。十四個月中研究人員共至現場調查 22 次，合計調查 3141.9 公 

里，共調查 1668.8 小時。調查方式分廣面調查及特定地區深入研究 

二部份。特定地區為八通關古道及郡大林道觀高工作站至 60 公里路 

段。以下為主要研究結果： 

帝    雉 

  在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帝雉分佈於海拔1900∼3900 公尺之 

間，較喜在原始混合林中山坡坡度較陡的地區活動（坡度 30∼60 之 

間），但在其他棲息環境中，如原始針葉林及二葉松、赤楊、雜草箭 

竹等次生植物中，也會出現。出現地點常曾受過自然或人為的干擾， 

如火災、崩塌、砍伐樹木、修建道路等。原始混合林下較為陰涼、潮 

濕、有隱蔽，林下植物較為稀疏，而次生林因冠層較為開闊，林下植 

物多半是濃密的箭林或雜草。 

  研究期間雖曾尋找但未曾找到帝雉的巢，惟7 月至 11 月之間曾 

屢次看見帝雉之幼鳥。 

  玉山國家公園中帝雉數量可能較藍腹鷴多，因適合帝雉生存的棲 

地面積遠較適合藍腹鷴生存的面積為大。根據現有資料來推算，公園 

中現存帝雉數量應在 5600 與 10,000 隻之間。因帝雉能在多種不同 

的棲地中生存，甚至經過部份干擾的地區也能適應，只要能禁止狩獵 

或其他干擾，應能在國家公園中長期健康地生存。到國家公園的遊客 

，可能在八通關古道上對關與觀高之間及塔塔加至排雲山莊路上看見 

帝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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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腹  鷴 

  在玉山國家公園中，藍腹鷴生存在海拔2000 公尺以下的闊葉林 

中，較偏好原始闊葉林或成熟之闊葉次生林。其出現環境大多坡度較 

緩（在 30∼40 度之間）。林下通常蔭涼而下層植物稀疏，但地面多 

有一層厚厚的落葉。研究期間並未找到藍腹鷴的巢，但曾在 5月至 10 

月之間屢次見到幼鳥。 

  分佈於玉山國家公園中的藍腹鷴可能較帝雉少，因適應其生存的 

棲地較少。根據現有資料推算，公園中之藍腹鷴數量應在 3600∼ 

6500 隻之間。此種雉類應還不致於瀕臨絕種，若能限制捕捉及保護 

棲地，應能自然地維持其族群。 

  到公園去的遊客最可能在八通關古道上樂樂與對關之間見到藍腹 

鷴，這兩種雉類的分佈，在對關以下重疊，雖重疊區不大，但遊客仍 

有機會在同一段路上見到兩種雉類。 

  根據研究結果所提出的建議事項中，最重要的是棲地保育。尤其 

藍腹鷴的棲地為低海拔之原始闊葉林，面積原即有限，又較易受到干 

擾，更應積極加以保護，儘量避免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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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協助植被調查分析、植被圖繪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 

玉教授蒐集玉山地區歷史人文資料，對計劃的順利完成均有極大的貢 

獻。此外台灣大學動物系林曜松教授及生態實驗室的學生、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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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提供野外觀察資料；調查路徑沿線居民、警員、及林務人員照顧工 

作人員生活起居，我們不勝感激。最後，我們要特別向來自東埔村及 

梅山村的諸位嚮導致謝。他們對山地的知識及對野生動物的瞭解，是 

本計劃得以有目前收獲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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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帝雉（Syrmaticus mikado）與藍腹鷴（Lophura swinhoii）均 

為名聞國際的台灣特有種。帝雉於 1906 年被發現，藍腹鷴於 1862 

年被發現。至今短短幾十年之間，因受到過度捕捉及棲地的破壞，均 

數量減少至被認為有瀕臨絕種的危險（IUCN，1966）。根據第一 

次全省帝雉、藍腹鷴分佈及生態研究的結果（Severinghaus 1977 

），兩種雉類均已被改為生存受威脅的鳥種，但尚不至於立即瀕臨絕 

種（King 1981）。惟前次全面調查至今已歷時 12 年，期間並無 

人追蹤此兩種雉類之族群、生態環境之變遷，或進一步瞭解其自然史 

。而本省環境之破壞隨經濟起飛而加速，在捕獵方面雖然全面禁獵， 

各地山產店隨時均有二種雉之活鳥或標本出售。獵人人數亦有增無減 

，對二種雉類的現狀，實有追蹤了解之必要。 

  玉山國家公園於74 年 4 月成立，涵蓋台灣少數僅存之大面積原 

始自然環境，其中棲息環境多符合二種雉類一般分佈的海拔、地形及 

林相。因此玉山國家公園委託本研究小組，自民國 74 年 11 月至 75 

年 12 月，調查研究玉山國家公園內帝雉與藍腹鷴之分佈狀況、族群 

動態、及棲息地特色等，以期瞭解此二種鳥類在公園內之現狀與地位 

，以為將來經營管理措施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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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蒐集 
 

  因有關帝雉與藍腹鷴的文獻，計劃主持人原有收集，故並未為本 

計劃之進行另外收集。但為瞭解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日據時代之棲地 

狀況，及對帝雉、藍腹鷴捕獵利用情形，特聘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之陳仲玉博士，檢閱日據時代各種文獻，尋出有關玉山地區植 

被、人類活動、及野生動物等之各種記載及照片，以供研究人員分析 

並與現在情況互相比較。 
 

二、訪問 
 

  因玉山國家公園範圍遼闊，研究人員在各地區從事調查之日數必 

然有限，而山地居民或在山地工作的人，於日常活動中常有發現帝雉 

或藍腹鷴的機會，因此是極好的資料來源。故以問卷方式訪問山胞、 

獵人、山地居民、登山者、山地警察、及雉類飼養戶，間接取得有關 

雉類的資料。訪問地區包括東埔村、梅山村、及天池派出所等 9地（ 

訪問表見附表一）。 

  此外，並請曾見過兩種雉類之賞鳥人士及其他在山地從事研究的 

工作人員等，填寫雉類出現情況及地點資料表，以儘量獲得有關兩種 

雉類之資料。 
 

三、野外調查地點及日期 
 

  本研究計劃為一野外工作計劃，研究面積涵蓋整個玉山國家公園 

，因幅員廣大，故特將調查範圍及性質劃分為廣面調查及特定區調查 

二部份。廣面調查企圖在有限的時間內涵蓋廣大的面積，以對公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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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雉類狀況獲得較具全面性的瞭解，而特定區調查是希望在一特定小 

面積的地區內，獲得較深入的生態、行為、及分佈密度等資料，以彌 

補廣面調查之不足。廣面調查則可彌補特定區調查涵蓋面過小之缺點 

。 

 ㈠廣面調查－－由國家公園內主要集水區及登山小徑中選定十條調 

查路線（圖一），所選定的路線儘量經過足以代表國家公園內不同地 

形、植被、及海拔高度的地區。每月選一條不同之路線調查，調查時 

間長短視路線長短而定。詳細路線及日程見表一。工作人員原定於 11 

月沿清代古道由中央金礦沿途調查至玉里，但因路徑年久失修，許多 

地點已崩塌或被植生掩沒無法通行，因此該月改至玉山山塊從事調查 

。 

 ㈡特定區調查－－訪問結果顯示，八通關古道上帝雉及藍腹鷴出現 

次數甚多，因而選定此步道沿線為特定調查區。區中再依雉類分佈海 

拔高度，將父子斷崖到對關一帶劃為藍腹鷴特定調查區，自對關到八 

通關一帶劃為帝雉特定調查區。藍腹鷴地區步徑長度約為 8.5 公里， 

帝雉地區約為 6.4公里。 

  除八通關古道外，郡大林道自60K 至 66.5K 路段，也被包括在 

帝雉特定調查區內。特定區之調查，每月固定 5天，雖然每月調查之 

日期不盡相同，但兩次之間的相隔時間儘量維持在 2∼4 星期之間， 

僅民國 75年 3月因玉山管理處要求，暫停調查一個月。 
 

四、調查方法 
 

 ㈠分組步行沿途尋找雉類 

  在從事野外調查時，工作人員常分成2至 3個小組，於同一時段 

內，以同樣速度先後朝同一方向平行前進，兩組調查人員之間相隔 20 

∼30 分鐘的路程，沿途尋找雉類。有時則以營地為中心，分別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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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向行走尋找。此種方法使同一段路在同一時段之內有數次調查， 

可將遇見雉類之機會提至最高，也是對現有人力最有效之利用。兩組 

之間的距離有時會加大或減少，例如原在前之調查組尋見雉類後因做 

記錄及棲地測量而可能被後面一隊追上，有時調查人員本身對速度的 

控制不佳，也導致兩組人相遇的情形。但若如此，後隊人員常會在原 

地休息 20∼30分鐘，待二組之距離恢復後再前進。 

  調查時，不僅保持安靜、步伐放輕，步行的速度也儘量緩慢，原 

則上保持約每小時走 2公里的速度，邊走邊兩旁搜索張望，在步道轉 

彎處之前，更特別潛行，注意彎後步道上或兩旁是否有雉類活動，以 

免因人自路彎處突然衝出會立即將雉類驚走。若能在被雉類發現前先 

發現牠，則可能收集較多的行為資料。 

 ㈡工作日誌、組公里、組小時、及觀察效率值 

  每組人員每天調查結束後，均將該組當天調查所行之公里數及所 

花小時數，記錄在工作日誌上（見附表二），每組記錄分別填寫，以 

每組為一個單元，而不考慮組中人數多少，因若每個參與調查的人有 

同樣的觀察能力，則同一組人遇見雉類的或然率不會因組中人數增加 

而提高。 

  此外，亦將各時段所見之帝雉或藍腹鷴填寫在工作日誌中，再分 

別計算出每組人每天每調查 1小時或 1公里路程所能看見帝雉或藍腹 

鷴之觀察效率。用此效率值可判斷在野外各月或各地見到兩種雉類之 

或然率，即平均每調查幾小時或幾公里才可見到 1隻活鳥。此種效率 

值，可用為反應各地各季節雉類數量多寡之指標。 

 ㈢觀察記錄 

  調查時若見到雉類，工作人員除立即注意當時時間及雉類所在地 

點外，均是儘量觀察跟蹤，直待雉類消失後為止。其後立即填寫觀察 

記錄表（見附表三）。表中除填寫當時之日期、時間、天氣、溫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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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外，並詳細記錄雉類出現之地點、海拔、觀察及辨別之可信程度 

、所見隻數、性別、及當時之行為及活動細節，更將發現地點之地形 

、位置、植被、及干擾狀況做一粗略描述。此外，並以雉類發現地點 

為中心，以 Point  Center  Quarter 方法（見後），收集半徑 5 

公尺圓形面積內之詳細植物資料。 

  從事此種植被調查之目的，在於此雉類之出現為取樣標準，分析 

雉類活動地區之植被特色，以瞭解兩種雉類對其活動地區之棲地需求 

，及對不同棲地之使用程度差異。並可根據此種細部資料，配合較整 

體性之植物群聚分析（見後），判斷玉山國家公園內現存雉類棲地情 

況。 

  除見到活鳥之外，工作人員亦將所見雉類羽毛、糞便、腳印、骨 

骼、或聽到雉類發出之聲音，列入記錄，因此類資料均為當地有雉類 

活動之間接證據。當工作人員尋到雉類活動之間接證據時，亦如前填 

寫觀察記錄表，並做 PCQ 調查。但最後從事資料分析時，凡可信度 

低於 80％之記錄，均未列入考慮，而別人提供之報導資料中，可信 

度低於 100％者，亦未列入考慮。 

 ㈣PCQ植被調查 

  有關植物群聚的調查方法很多，一般來說精確度高者效率較低， 

而效率高者精確度較低。Mueller-Dombois 及 Ellenberg（  

1974）建議選用較大之樣區，Cain 及 Castro（1959）討論在 

樣區大小、數量、形狀、及分佈不同時對結果之影響。在量化之方法 

中（quantat ive methods），主要可分為事先選定樣區及不事先 

選定樣區兩大類（Smith  1966,  Schemni tz  1980）。本研究計 

劃既然取樣方式以雉類出現地點為依據，必然得採用不事先選定樣區 

之方式。此類之調查方法中，PCQ 方法似最適用於陡峭多變化的地 

形，因此本計劃之細部植被調查即採用此種方法。而探討一塊林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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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間互相關係、代表性植物及優勢種特色時，則採用非量化的（ 

q u a l i t a t i v e  m e t h o d）B r a u n - B l a n q e t 方法（C o l i n v a u x 

1 9 7 3 ,  S c h e m n i t z  1 9 8 0）（見後），而有關不同樹林類型（ 

forest type）之分佈，則仰賴對航照圖之分析（見後）。  

  有關PCQ 調查方法及調查表中各項名辭之定義，請參看附表三 

。此種調查所得之資料，可由下列諸公式計算出林區中樹種、優勢種 

、相對出現頻度（Smith 1966, Krebs 1985）。  

  ⑴把各樹與樣點之距離相加，求平均距離，其平方等於平均各點 

   調查面積(A)。 

     每公頃樹木棵樹＝ 10000m2 ＝ No.樹／公頃 

             
  (A) 

  ⑵每種樹相對密度＝（每種樹之棵數／全部之棵數）×100 

  ⑶樹幹所佔面積＝（樹圍）2／4π     （π＝3.1416） 

           或：（直徑）2‧π 
2 

  ⑷每種樹相對優勢＝每種樹之樹幹總面積 (B) ×100 
全部樹幹所佔面積 (C) 

  ⑸每棵樹幹平均所佔面積＝ (C)／總棵樹 

  ⑹每公頃每種棵數＝相對密度⑵×每公頃棵數⑴ 

  ⑺每公頃每種樹幹面積＝相對優勢⑷×每公頃棵數⑴ 

             ×每棵面積⑸ 

  ⑻平均每種每棵面積＝每種樹幹總面積 (B)／每種棵數 

  ⑼每種出現頻率＝有某種出現之點數／總點數 

  ⑽相對出現頻率＝每種出現頻率×100  
各種出現頻率之和 

  ⑾各種植物之重要值＝相對密度⑵＋相對優勢⑷＋ 

            相對出現頻率⑽ 

 

 



－ 10 － 

 ㈤掩蔽帳之設立與觀察 

  為求能較長時間地觀察雉類在無人干擾時的生活習性，研究人員 

並在特定調查區中雉類較常出沒的地點設立掩蔽帳以利觀察。在 75 

年 2月至 9月之間，先後在八通關古道上觀高往東埔第 7.2公里，樂 

樂山屋北方，及郡大林道 66 公里等三處設立掩蔽帳，每次設立的掩 

蔽帳數 1∼3 個不等，每次設置的天數也不一，從事觀察時，通常均 

於天亮前 1小時入帳，於中午時刻離帳返回營地。於帳中觀察時儘量 

保持安靜，以免驚擾可能在附近活動的各種野生動物。 
 

五、搜尋雉巢 
 

  於75 年 4 月到 7 月期間，研究人員曾以 17 天時間尋巢，每次 

均聘請 1至 3位山胞協助。尋找地點、日期、調查時數及調查人數詳 

見表二。尋找方式是數人排成一行，各人之間維持距離約 20 公尺， 

平行緩緩地向坡上或坡下從事地氈式的搜索，並特別檢查地面凹處、 

倒樹下、大樹基部、石堆旁等可能築巢地點。有時則單獨一人搜索。 
 

六、植物相分析 
 

  除以PCQ 方式蒐集雉類活動地區之細部植被資料外，並以 

Braun-Blanquet 方法選定 89 個樣區，調查特定區中八通關古道 

沿線，父子斷崖至八通關山頂之植物相。樣區的選擇並不受帝雉、藍 

腹鷴出現地區的影響。此項工作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之 

陳玉峰課長負責完成。詳細方法見陳（1983、1985）。 

  為進一步瞭解八通關古道及郡大林道沿線，以及楠梓仙溪林道沿 

線不同林型（Forest type）之分佈，本計劃特洽請台灣大學植物 

系謝長富教授，檢視民國 74 年拍攝之立體航測照片（比例為 1： 

17,000），並依林型繪製出三張植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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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標本採集整理 
 

  凡研究過程中所見雉類羽毛、骨骸及糞便，均經收集、整理、及 

鑑定。主要植物及食物種類，亦於採集標本後洽請玉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保育課協助鑑定。其他鳥類或大型哺乳類之糞便及骸骨等標本，收 

集整理後，除國家公園自行保存者外，已轉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保 

存。 
 

八、其他 
 

  在研究過程中，工作人員同時也順便收集有關其他鳥類及大型哺 

乳類之資料。此等資料在鳥類部份已整理為各地鳥種及分佈目錄（見 

附表四），在大型哺乳類方面則如雉類調查，在每個出現或尋見糞便 

或腳印等的地點，均填寫記錄表及 PCQ 調查。此項資料均已整套由 

玉山管理處解說教育課呂理昌先生轉交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建檔。此 

報告中僅列出發現各種動物或跡象的日期及地點（見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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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發現數量與可信度 
 

  自74 年 11 月至 75 年 12 月期間，野外調查每月均定時進行 

，僅 75 年 3 月因經費短缺而暫時停頓。研究期間工作人員共見到帝 

雉 190 隻次，訪問山地居民等共獲得有關 53 隻之資料，合計 243 隻 

次，親見藍腹鷴 109 隻次，訪問得 19 隻次，合計 128 隻次。但因親 

見及訪問所得之資料中，有些鑑定可信度偏低（表三），為保守起見 

，資料分析中僅取用親見之記錄中可信度達 80％以上者（表三中以 

雙線圈出之部份）。 
 

二、發現地點 
 

 ㈠特定調查區內 

  於八通關古道沿線，主要發現帝雉的地點是觀高往八通關草原方 

向 0∼2 公里之間及觀高往東埔方向 0∼5.3 公里之間，以東埔方向 

1∼3 公里之間發現的隻次數最多，全線直接觀察所得共計 61 隻次 

（圖二），訪問記錄共有 19 次。在郡大林道之 60∼66.5 公里路 

段上則共發現帝雉 74 隻次，以 64.5∼66.5 公里之間發現的隻次 

數為最多（圖三）。訪問記錄也有 19 次，分散在 46.5∼67.5 公 

里之間。 

  主要發現藍腹鷴的地點是八通關古道自對關以下至父不顧子斷崖 

後段，即第 5∼12.6 公里之間，在此區段直接觀察所得共計 96 隻 

次，訪問記錄共有 7 次，其中以 6∼9 公里之間發現的隻次數為最多 

，尤其在 6∼7.5 公里之間以及樂樂與溫泉小徑一帶觀察記錄更為密 

集。另在八通關古道 4∼6 公里之間有 4 隻不能確定是帝雉或藍腹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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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記錄（圖二）。 

 ㈡公園內其他地區 

  在國家公園內做廣面調查時，曾在南一段、沙里仙溪林道、楠梓 

仙溪林道、南二段向陽山一帶及馬博拉斯山附近見到帝雉，合計 44 

隻次（表四⒜）。藍腹鷴則曾在沙里仙溪林道、楠梓仙溪林道、南橫 

公路、及日據古道上見過（表四⒝），合計 10隻次。 

  在廣面調查各路線中，除楠梓仙溪林道上之帝雉較多外，其他各 

地區所見之帝雉或藍腹鷴數量均很少，總數甚至低於特定調查區中所 

見。但這並不表示國家公園內僅特定調查區中帝雉與藍腹鷴數量較多 

，其他地區均較不適合這兩種雉類生存。實際上調查人員在廣面調查 

上總共所花費的時間，與在特定調查區相同，而廣面調查所覆蓋的面 

積則遠大於特定調查區，因此在廣面調查時看見帝雉或藍腹鷴數量的 

多寡，更受機遇的影響。 

 ㈢各地調查效率值 

  計劃期間研究人員共於野外工作130 天，分屬於 22 次調查，其 

中 12 次是在八通關古道與郡大林道之特定調查區內進行，另外 9 次 

是沿玉山國家公園內主要登山小徑或林道進行（圖一），全部調查時 

數共計 1668.8 組小時，沿小徑或林道調查公里數共計 3141.9 組公 

里。 

  依調查種類而言，調查帝雉共用955.3 組小時，涵蓋 2064.3 

組公里，調查藍腹鷴共用 721.8 組小時，調查距離達 1084.5 組公 

里。其中在藍腹鷴特定調查區中（東埔與對關之間），調查時數共計 

644.2 組小時，範圍涵蓋 857.3 組公里，在帝雉特定調查區內， 

對關到八通關草原部份調查時數共計 384.5 組小時，涵蓋 681.7 

組公里，而郡大林道部份則用去 243.9 組小時，調查了 588.7 組 

公里。每次調查所用時數及涵蓋公里數因調查路線長短不同而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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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以兩種雉類相比，雖然所見帝雉隻次數遠高於藍腹鷴隻次數，但 

工作人員在帝雉分佈地區調查所花的時間也遠超過在藍腹鷴分佈地區 

。不論以特定區或廣面調查路線來看，調查人員在帝雉區中所用時數 

及所調查公里數均高過用於藍腹鷴區中者。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國家公 

園內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的地區幾乎佔全面積的 68.9％（玉山國家 

公園計劃，1985），而這正是適於帝雉分佈的海拔高度，因此屬於帝雉分佈 

地區的面積是藍腹鷴分佈地區面積的 2.2倍（見圖十七）。同時本研究計 

劃中所選定的調查路線，絕大部份也在海拔 2000 公尺以上，因此在 

帝雉分佈地區之時間較久，路程較長，所見帝雉之隻數也較藍腹鷴為 

多。但以單位時間所見隻次數來看，研究期間國家公園內的藍腹鷴比 

帝雉較易觀察到。特定調查區內的組小時及組公里效率值也是反應同 

樣的結果。 

  資料中觀察效率的計算，分以組小時及組公里為計算單位（詳見 

研究方法）。這兩種效率值表示研究人員每次到野外調查時能發現帝 

雉或藍腹鷴的平均或然率。全年調查之結果，以組小時觀察效率值較 

組公里效率值略高。全年組小時平均效率值是 0.101，表示平均每 

9.9 小時方能見到一隻帝雉或藍腹鷴，組公里平均效率值是 0.065 

，表示平均每走 15.6 公里才能見到一隻雉類。各調查路線中之組小 

時效率值以楠梓仙溪林道及郡大林道（45.5∼66.5 公里間）為最 

高，組公里效率值則以溫泉小徑及郡大林道為最高（表五）。 

  分月來看時，八通關古道上帝雉分佈地區中，組小時平均效率值 

是 0.052，以 10 月及 11 月最高，組公里平均效率值是 0.034 

，以 11 月最高（表六），而在郡大林道上之組小時平均效率值是 

0.191，組公里平均效率值是 0.081，都是以 7 月效率最高（表 

七）。八通關古道上藍腹鷴分佈地區之組小時平均效率值是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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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公里平均效率值是 0.091，兩種效率值則是 6 月及 10 月最高 

（表六）。因工作人員曾在掩蔽帳中見到 10 隻藍腹鷴，花了時間但 

未走動，故此處之組公里平均效率值較組小時效率值高。 

  這兩組效率數值雖不同，但在分析各地或各時段之間的相對關係 

時，均展示出相似的結果，但因調查時所走的公里數甚難精確計算， 

所以可能組小時效率值較具實際的意義。以地區來看，楠梓仙溪林道 

與郡大林道每小時所見帝雉隻次數最多，但楠梓林道僅調查一次停留 

共 4天，可能不足以代表當地全年之狀況，而郡大林道上觀察效率高 

則是受到生殖季節常見帝雉雌鳥攜帶幼鳥成群活動的緣故，尤其 7月 

時所見雉群最多。八通關古道上 11 月觀察效率高也是基於同樣的情 

況。 

  藍腹鷴甚少在八通關古道以外的地區出現，所以各月之間觀察效 

率的差別，主要也是反應在古道上觀察結果的差別，6 月與 10 月組 

小時效率高，可能均受發現雌鳥攜帶幼鳥活動的影響。 
 

三、棲息環境 
 

 ㈠發現地點之物理環境 

1. 海拔高度 

  在特定調查區內，帝雉分佈在1910∼2670 公尺之間，以 2300 

∼2550 公尺之間發現的隻次數最多。藍腹鷴分佈在 1330∼1920 

公尺之間，尤以 1500∼1750公尺之間發現的隻次數最多。 

  在廣面調查中，帝雉出現在1980∼3730 公尺之間，藍腹鷴則 

出現於 1090∼1980 公尺之間（圖四）。研究人員也曾在梅蘭林道 

上國家公園區外，海拔 2050 公尺處見到 1 對藍腹鷴。訪問他人所得 

資料顯示，帝雉出現之海拔最高可至 3800 公尺，低可至約 2000 公 

尺。藍腹鷴高可至 2070公尺，低至 15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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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全年觀察記錄，可見帝雉與藍腹鷴之分佈，在海拔1910∼ 

2050 公尺之間重疊，顯然海拔高度並不是決定二種雉類分佈的絕對 

因子。在特定調查區內，兩種雉類也在觀高往東埔方向 5∼5.23 公 

里，海拔 1910∼1920公尺之間分佈重疊。 

2. 坡度與坡向 

  帝雉時常出現在坡度為30∼60 度之間的地點上，尤其在 40 度 

左右的坡地更常出現，在所見 179 隻次的帝雉中，出現於 40 度左右 

坡地者佔全部之 73.1％。藍腹鷴時常出現在 20∼50 度之間的坡地 

上尤其以 30∼40 度的坡地頻率最高。在 104 隻次的記錄中，有 58.1 

％出現在這種坡度的地區。藍腹鷴出現地點中坡度最平緩的只有 10 

度，最陡峭的有 57 度，帝雉出現地點中最平緩的是 16 度，最陡峭 

的則有 85度。帝雉比藍腹鷴較常出沒於陡峭的山坡上（圖五）。 

  兩種雉類出現的坡向都無特殊意義，往往受調查路徑之主要坡向 

影響而呈現同一路線之內坡向相當固定，但路線與路線之間卻變化很 

大的現象。 

3. 天氣狀況 

  在124 隻次親眼觀察的帝雉之中，75％出現在無雨的時候，下 

小雨時發現的佔 20.2％，中度雨時所見佔 4.8％。在下大雨的情況 

下，雖曾外出調查卻未曾發現過。在親自觀察的 72 隻次藍腹鷴中， 

有 88.9％是在無雨的時候發現的，下小雨時所見佔 11.1％，在中 

等雨量及大雨的時候雖曾調查但未曾見過。 

  若考慮調查期間實際晴雨時間的分佈，再求得雉類出現時氣候與 

實際晴雨時間之間的相對關係，可見二種雉類均最常在小雨時出現， 

帝雉也在中雨時出現，晴天次之，大雨時未見活動。藍腹鷴則不曾在 

中雨及大雨時被發現（表八）。 

 ㈡發現地點之植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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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相 

  據目前資料顯示，在海拔1910 至 3730 公尺之間，帝雉分佈地 

區的主要林相是針葉林與混合林，然在純針葉林中發現帝雉的次數甚 

至少於在闊葉林中，而混合林中所見佔 74.9％（表九）。各次調查 

中以楠梓林道上 4 個工作天內發現帝雉 28 隻次為最多，然而此區段 

的原始林大致早已被砍伐，由林齡在 8∼12 年之間的柳杉、紅檜、 

雲杉及二葉松人工林取代，林地內各種灌木生長茂密，芒草及箭竹密 

被地表，帝雉多出現在兩旁都是造林地的林道上。在南二段也曾在純 

高山箭竹叢中出現。 

  藍腹鷴出現的地點幾乎全是闊葉林（佔91.5％，見表九），在 

針闊葉混合林及柳杉造林地內亦曾發現，但在針葉林及箭竹林中則從 

未曾見過。 

  將PCQ 植被調查法所得的每點 4 棵樹之胸高直徑、樹高、與 

PCQ 點之距離，以及 5 公尺半徑內樹木總數加以整理，可見在帝雉 

活動地區中，郡大林道上直徑粗大高度較高的樹所佔的比例較八通關 

古道及楠梓林道為高，但樹與樣點的距離較大，每個樣區中的樹木也 

較少。而楠梓仙溪林道的樹直徑多較細，也較矮小，樣區中樹木棵數 

分佈與八通關線相近，僅密度高的地區稍多（表十）。郡大林道上平均樹 

與樹間的距離是 25.7 公尺，平均樹木密度是 0.15 棵／100m2， 

而平均樹木直徑是 35.1 公分。八通關古道上對關到八通關段的樹間 

平均距離是 9.27 公尺，平均密度是 1.16 棵／100 m2，平均每棵 

樹的直徑是 37.3 公分。楠梓林道上的平均樹間距是 9.02 公尺，平 

均密度是 1.23棵／100 m2，而平均樹木直徑卻是 20.8公分。 

  若以海拔高度來劃分，則2400∼2700 公尺之間的帝雉棲息環 

境中樹木較稀疏，平均密度是 0.2 棵／100 m2，樹間距是 22.5 公 

尺，每棵平均直徑是 33.5 公分，而 1910∼2400 公尺之間的平均 

 

 

 



－ 18 － 

密度是 1.39 棵／100 m2，樹間距是 8.5 公尺，而平均直徑是 36 

公分，樹高差別不大（圖六）。 

  藍腹鷴的活動主要以樂樂與溫泉小徑一帶以及樂樂以上到6公里 

處為兩大集中地區。此兩區段的林相稍有不同，整體來看樂樂及溫泉 

小徑一帶的樹較密而平均直徑較小，但兩地樹高則相似。樂樂及溫泉 

小徑一帶的樹木直徑較不集中，顯示異齡樹較多，而其上往對關方向 

小徑沿線的樹木直徑，則分佈較不均勻，各齡樹木數量相差較大（圖 

七 A）。 

  若比較八通關古道上帝雉與藍腹鷴生存環境的林相，帝雉活動地 

區除有許多針葉樹外，樹木較粗大，樹高較高，而樹木則較稀疏（圖 

七 B）。 

2. 主要樹種 

  因其他調查路線上的資料有限，所以主要樹種分析僅限於特定調 

查區。根據 PCQ 植被調查的結果，在對關到八通關間帝雉出現的環 

境中共有 21 種樹，另有一些未能鑑定或僅能鑑定到科的闊葉樹。在 

21 種樹之中，赤楊、雲杉、紅檜及大葉柯是最重要的樹種（表十一 

⒜），未能鑑定的闊葉樹數量僅佔全部調查棵數的 10.7％，因此應 

不會影響主要樹種分析（詳見附表六）。此區中的大樹主要是雲杉 

、紅檜及大葉柯。在郡大林道上帝雉出現的地區中只有 11 種樹，另 

有 3％的闊葉樹未能鑑定或只能鑑定到科。郡大林道區段上的主要樹 

種是赤楊、雲杉、二葉松、鐵杉、及紅檜（表十一⒝）。區中也有不 

少巨大的雲杉及鐵杉，並較對關－八通關路段上更多（詳見附表七）。 

  在對關至東埔段上，藍腹鷴出現的環境中共鑑定了44 種樹，另 

外還有佔總調查棵數 24％的闊葉樹無法鑑定或只能鑑定到科。在能 

鑑定的樹中，以赤楊、狹葉櫟、大葉柯、大葉楠、栓皮櫟等為最重要 

樹種（表十一⒞）。此區中也散生著一些巨大的柯與楠等大樹，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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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多（詳見附表八）。 

  分析對關到八通關之間帝雉出現各地點的優勢樹種時，發現61 

點中有 40 點的當地優勢樹種是赤楊，佔 65.6％，其次雲杉、紅檜 

、鐵杉及二葉松也是出現次數較多的優勢樹種（表十二），在郡大林 

道上赤楊是優勢樹種的頻率更佔了全部 73 點的 84.9％，其他以二 

葉松、鐵杉、雲杉及紅檜所佔頻率較高（表十二）。 

  藍腹鷴出沒的地點上優勢樹種全部是闊葉樹，因為鑑定困難，僅 

知在 88 點中殼斗科佔優勢的比例是 47.7％，其他重要優勢樹種包 

括赤楊（36.4％）及樟科的樹（表十二）。 

  由以上二種分析可以看出在特定調查區內，赤楊是數量最多分佈 

也最廣的樹種。藍腹鷴的棲息環境中針葉樹稀少，分佈也零散，帝雉 

活動地區中，郡大林道上樹種較單純，除赤楊外闊葉樹較少，主要樹 

種分佈較均勻。 

3. 發現地點之樹木密度 

  在發現帝雉地點四周5公尺半徑圓圈內，樹木棵樹少則零株，多 

可至 8 株，但大部份的帝雉（63.9％）出現在只有零到 1 株樹的地 

點上。將林道上的觀察記錄扣除後，發現帝雉出現地點仍以只有零到 

1 株樹者佔多數，另外 3 至 6 棵樹的地點也很多（46.6％）。無論 

是否扣除林道上的觀察點，帝雉都極少出現在有 6棵樹以上的地點（ 

表十三）。除林道外，帝雉出現地點有許多是在陡坡峭壁上，或者沒 

有樹木生長（n＝9），或者僅有一棵樹（n＝3），另有些觀察點 

位於稜線上，因此也沒有樹木（n＝4）。 

  藍腹鷴出現的地點，以有2 棵到 5 棵樹的情況佔大部份（61.7 

％），不論是否包括林道上的記錄都是如此。藍腹鷴與帝雉相似，出 

現地點中樹木棵數超過 6棵的頻率很低（表十三）。 

4. 發現地點上方之冠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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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瞭解樹林冠層的鬱密情況是否會影響雉類活動，所以將冠層枝 

條生長情況分成下列三種：樹與樹間枝條完全重疊，部份重疊，及開 

闊不重疊。二種雉類在三種情況下均曾出現。冠層密度顯然會因調查 

所循路面的寬窄而有差異，如郡大林道之路面比八通關古道寬，在林 

道上發現的帝雉上方林冠重疊狀況通常會比在小徑所見地點的上方開 

闊。帝雉出現在林道上的次數遠超過在林中所見，因此整體來看帝雉 

出現地點上方冠層枝條不重疊的情況佔最大比例。藍腹鷴則大多出現 

在步徑附近或樹林中，出現地區的樹冠不重疊的情況很少（表十四）。 

  林道是人類帶到雉類生存環境中的一種干擾。為瞭解雉類在原生 

環境中所喜好的冠層重疊度，因而將林道上的觀察記錄扣除，只取在 

樹林內及沿古道小徑所發現的數據另外分析。結果發現帝雉與藍腹鷴 

均較常在冠層枝條完全重疊的地點活動。藍腹鷴比帝雉更常出沒在林 

冠重疊度高的地區，在完全開闊的冠層下，只見過藍腹鷴一次（表十 

四）。故藍腹鷴在玉山國家公園內多喜歡林冠較鬱密的樹林內，而帝 

雉則常到空曠的地區活動。 

5. 下層植物狀況 

  在帝雉與藍腹鷴調查區內，下層植物主要是箭竹、灌木及雜草。 

現將二種雉類出現地點四周半徑 5公尺圓形區域內之下層植物狀況， 

以三種不同之方式來分析： 

   ⑴疏密程度──顯示各項植物叢之分佈狀況。 

  帝雉出現地點之下層植物以灌木叢所佔比率為最高，雜草叢次之 

，箭竹叢最少。就各項植物叢分佈的疏密程度來看，帝雉最常出現於 

灌木或雜草叢稀疏，或無箭竹的地點（表十五）。但因這三項植物均 

能帶給雉類掩護的功能，同時一個地點的稀疏雜草叢可能因他項植物 

的存在而造成整體看來較密的效果，所以又將此三項植物生長的情形 

綜合成一項分析，發現在下層植物叢稀疏地點出現的帝雉最多，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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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記錄的 44.9％，疏密程度中等的地點其次，濃密的地點較少，但 

完全沒有下層植物的地區則不曾出現。 

  藍腹鷴出現的地點以有灌木叢生長的為最多，有雜草叢的地點其 

次，而箭竹叢中則從未見過。以各項植物的疏密程度來看，也是較常 

在灌木及雜草叢稀疏，甚至沒有雜草的地點活動。綜合來看，藍腹鷴較常 

在下層植物叢疏密程度中等的地點出沒，稀疏的地點其次，也有極少 

數在完全沒有下層植物的地點活動的記錄（表十五）。 

  若如冠層密度分析時之考慮而將林道上的觀察記錄扣除，所得結 

果與不扣除林道之時十分相近（表十五）。這主要是因為林道旁常生 

長著更為茂密的下層植物的關係。 

   ⑵下層植物覆蓋面積──顯示各項植物之量。 

  將帝雉出現地點四周（半徑5公尺圓周內）的下層植物垂直覆蓋 

地面之面積加以比較，發現絕大部份的帝雉都出現在植物覆蓋面積低 

於 20％的地點上，即使扣除林道上的觀察所得結果也是一樣（表十 

六）。而藍腹鷴則多出現在無箭竹，雜草面積在 10％以下，但灌木 

覆蓋面積在 0 到 40％之間的地點。扣除林道上的觀察對上項結果亦 

無影響。 

  若將三項植物的覆蓋面積綜合，則可看出帝雉在各種不同的掩蔽 

情況下活動的比例相近，藍腹鷴則以在下層植物量近 100％的情況下 

出現之頻率最高，但出現頻率並不與下層植物量呈正相關（圖八⒜）。若 

將在林道上的觀察記錄扣除，帝雉活動與下層植被的關係並未改變， 

而藍腹鷴常在下層植物量近 100％的地點出現的現象則更加突出（圖 

八⒝）。 

   ⑶直徑灌木棵數──灌木數量的指標。 

  以帝雉或藍腹鷴出現地點為中心，將穿越此中心點的10 公尺直 

徑上所有的灌木棵數，做為整個圓面積中灌木棵數的指數。這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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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雖然帝雉出現地點的直徑灌木棵數差異很大，自 0 棵到 20 棵都 

有，50％的帝雉是出現在直徑上只有 2 棵或更少灌木的地點。將林 

道上的觀察扣除後，50％的帝雉卻出現在僅有 1 棵或無灌木的地區 

。這一方面是因為林道旁灌叢往往十分茂密，也因為除林道外帝雉也 

常出現在山壁崩塌區，或林木砍伐過的地區，這類地區多半灌木稀少 

。大致來說，隨著灌木數量的增加，帝雉出現頻率也相對的減少（表 

十七）。 

   ⑷下層植物疏密與雉類活動 

  50％的藍腹鷴出現在直徑上有 4 棵或更少灌木的地點，同時以 

2 棵或更少的地點更為頻繁。扣除林道上的觀察對這種現象並沒有影 

響。直徑上灌木棵數增加時，藍腹鷴的出現頻率也是相對的減少（表 

十七），這種情形與帝雉情況相同。 

  現在資料顯示，帝雉比藍腹鷴較常出沒於無灌木或灌木稀少的地 

點，藍腹鷴則大部份出現於植生較密的古道小徑或樹林內。以帝雉而 

言，可能植被較密處隱蔽性高，帝雉即使出現也不易見到，故看到的 

頻率必然較低。十四年前劉小如曾在玉山西峰下步道上方，見到一隻 

雄帝雉在極其濃密的箭竹中覓食，距步道僅 2公尺，見人後急忙走了 

數步即消失在密竹之後，同時不再有聲音，顯然靜伏當地並未去遠。 

因此帝雉的活動地區應不僅限於空曠地區。本研究的結果，實反應觀 

察時不可避免的偏差，同時帝雉的行為在空曠地區，亦可能與在植被 

濃密處有些差異。 

  藍腹鷴多在下層植物疏密中等，甚或覆蓋面積很高的地點活動。 

這類的環境多能供給藍腹鷴較隱密的環境。藍腹鷴少在空曠的林道上 

出現，可能因性情較帝雉更為羞怯怕人的緣故。 

6. 地面狀況 

  雉類是在地面行走覓食的鳥，因此一個地點的地面狀況對雉類可 

能十分重要。本研究中帝雉與藍腹鷴出現地點的地面狀況，大致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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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表植物、落葉覆蓋、倒木或枝條或裸露的樹根、岩石、及其他。 

  資料顯示，帝雉出現隻次數最高的地點是在郡大林道及楠梓仙溪 

林道上。林道路面大多為小石子舖成，因此帝雉出現地點的地面狀況 

，以地表植物及岩石的面積佔最重要的比率，落葉覆蓋的面積其次。扣 

除林道上的記錄後，則以地表植物及落葉覆蓋較為重要（表十八）。 

  藍腹鷴的主要出現地點是對關與樂樂之間的八通關古道沿線，因 

此發現地點的地面主要是由地表植物及落葉覆蓋，岩石所佔的份量並 

不高。因為在林道上僅發現過藍腹鷴 6次，所以扣除林道上的記錄並 

不影響上述的結果（表十八）。 

 ㈢發現地點受干擾情形 

  因調查是沿步道或林道進行，發現雉類的地點，只有少部份是在 

原始自然未經改變的環境中，其他大半是在有人為破壞或天然災害造 

成干擾的地區。若不考慮道路，干擾情形可分為自然崩塌、樹木受到 

砍伐、造林、營地、捕捉動物的陷阱、及曾被火燒過等種類。 

  帝雉曾多次在受干擾的環境中出現，除在小徑及林道上外，在崩 

塌、砍伐及造林地出現所佔的比率最高（表十九），這是因為帝雉出 

現地點以郡大林道及楠梓仙溪林道上最多，而這二條林道因開路造成 

的崩塌情形很嚴重，另外林道沿線林木多被砍伐殆盡，或已造林完成 

。 

  藍腹鷴較少在步道以外的受干擾環境中出現，僅在樹木砍伐區附 

近發現的數量稍多（表十九）。這種結果似乎表示藍腹鷴對外界干擾 

較帝雉更為敏感，更需要未受干擾的環境才能生存。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處僅能分析已經存在的靜態的干擾，並非有人在現場活動的動態干 

擾。對於動態的干擾，帝雉與藍腹鷴一樣的敏感，二種雉類均膽小怕 

人，人類出現頻繁的地區，通常不會停留活動。 

  帝雉與藍腹鷴在人為干擾過地區出現頻率不同的現象，可能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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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鳥的演化史有關。藍腹鷴生存在中低海拔的闊葉林中，喜歡坡度 

較平緩、林下有稀疏或中度植物的地區。這類地區通常環境較為穩定 

，自然產生的干擾較少。帝雉生存在中高海拔的混合林中，喜歡中度 

到陡峭的山坡，這類地區出現自然崩塌、大樹傾倒的頻率遠較中低海 

拔的闊葉林區要高，因此帝雉早已較適應環境中的干擾與變化，也較 

會利用干擾過後植物稀疏的崩塌地，以及原就植物較少的稜線地帶。 

這種歷史背景的差異，極可能導致兩種雉類對干擾不同的反應。 
 

四、兩種雉類分佈重疊地區 
 

  在13 個月的野外調查中，我們從未見過帝雉與藍腹鷴一起出現 

，但如前所述，國家公園內二種雉類出現之海拔高度在 1910∼2050 

公尺之間重疊。這種重疊現象可分兩類： 

 ㈠同海拔、同地區的重疊： 

  此情形見於八通關古道上，在觀高往東埔5∼5.23 公里（海拔 

1910∼1920 公尺）地區，兩種雉類的活動範圍有實際的重疊現象 

（在 5.23 公里處曾發現過 1 隻帝雉，在 5 公里處則見過 1 隻藍腹鷴 

）。 

 ㈡同海拔、不同地區的重疊： 

  在國家公園內其他地區，我們從不曾在前述海拔高度見過任何雉 

類。但若以藍腹鷴出現之最高海拔為其分佈上限，帝雉出現之最低海 

拔為其分佈下限（不包括前項所提八通關古道上的記錄），則在此重 

疊區內（海拔 1920∼2050 公尺），共曾見過 10 隻帝雉與 2 隻藍 

腹鷴。另外還曾見到 2隻未能肯定分辨種類的雌鳥，及一組糞便。訪 

問所得的資料中，更有二人分別報告曾在海拔 2440 公尺發現過藍腹 

鷴，但二人之鑑定可信度均不能達到百分之百。 

  根據植被分析所得，兩種雉類出現地區最重要的樹種都是赤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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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其他對藍腹鷴重要之樹種是櫟、柯、楠等闊葉樹，對 

帝雉則是雲杉、鐵杉、紅檜及二葉松等針葉樹，但在八通關古道 

上大葉柯也是帝雉出現地點的主要樹種。因此在海拔 2000 公尺左右 

闊葉林逐漸轉變為混合林的地區，只要其他狀況合適，應會有二種雉 

類共存的現象。帝雉主要在混合林中活動，但調查人員也曾在闊葉林 

中見到帝雉 20 隻次（佔總觀察 11.2％，見表九），藍腹鷴主要在 

闊葉林中活動，但偶然也會在混合林中出現（共 7 隻次，佔總觀察 

6.6％），這種情形極可能是生存在闊葉林與混合林交接地區附近的 

個體，活動時會偶然步入較不適宜的棲息環境中，或者少數個體因棲 

地有限被迫生存於邊緣地帶。 
 

五、棲地林型調查 
 

  八通關古道沿線樹木的優勢型態（dominance type），可以 

二種方式來表示，其一粗略的顯示原生植被帶及不同植物類型間的交 

錯地帶（圖九），另者則顯示沿途各地的優勢社會樹種（圖十）。此 

二張圖之橫軸均表示由八通關至東埔之公里數。圖十中之數字代表不 

同之優勢植被形態，而每組數字代表之實際植被組合（見表二十）。 

表二十一除將古道沿線之植物優勢社會，按出現位置之公里數列出外 

，並將沿途所見雉類之地點，依公里數列在各種植物優勢社會項下。 

圖十中並附帶註明沿線雉類出現地點。如此可清楚見到各植物優勢社 

會中所見雉類數量多寡及發現地點與該優勢社會的關係。 

  由研判航測照片所得之林型分佈情況，分別以圖十一及十二表示。 

  根據PCQ 調查結果，發現在八通關古道及郡大林道沿線，赤楊 

是帝雉與藍腹鷴出現地區中重要而且分佈很廣的樹種（表十一）。由 

棲地林型調查中，在八通關古道上也發現同樣的結果（見圖十中標示 

31∼33 的地區）。雲龍瀑布至觀高沿線，赤楊都是優勢樹種，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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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其他樹種共同組成優勢社會。赤楊是優勢樹種表示當地的樹林不 

是原始林，而是過去受過干擾而後再生的植物群聚。八通關古道沿線 

至今還能見到過去人為或自然干擾的跡象，例如火災、自然崩塌、伐 

木、人類聚落遺跡等。此外接近東埔一帶海拔較低的國家公園邊緣地 

帶，可能也有些地區曾被游耕。 

  除了以赤楊表示出干擾造成的次生林外，由圖十也可看出這些次 

生林演替的終極原始林類型。這些原始巔峰群聚仍生存在沿線未經干 

擾的地區，不同海拔的林型各自不同。此圖上雉類出現地點與優勢林 

型的對照，顯示出帝雉出現在原始混合林區（例如圖中標有 6∼7 的 

地區）及原始針葉林區（圖中之 3∼4 地區），同時也出現在次生針 

葉林中（圖中之 27、30）。 

  藍腹鷴則幾乎完全出現在闊葉林區，分佈最高約可由圖十之第9 

號地區之上限為界。但在混合林區也有 2次藍腹鷴出現的記錄（在圖 

十之 6∼7∼33 地區），其中一次與帝雉在同一地區，並在帝雉出 

現地點之上方，因此二者在混合林區邊緣地帶重疊。 

  此重疊區非常狹窄，帝雉出現地點與藍腹鷴出現地點之間相距僅 

300 公尺，並且海拔高度幾乎相同。但在自然界中，這兩種雉類對棲 

息地的劃分卻非常清楚，而其分界線可以說是圖十中下列兩組優勢植 

物社會之分界線。 

 ㈠混合林：優勢類型 6、7、及 33。 

  第6類型：紅檜優勢社會。 

  第7類型：狹葉櫟、長尾柯、假長葉楠、木荷優勢社會。 

  第33類型：台灣赤楊優勢社會。 
 

 ㈡闊葉林：優勢類型 9及 33。 

  第9類型：長尾柯、鬼櫟、大葉柯優勢社會。 

  第33類型：台灣赤楊優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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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組優勢社會的界線，由航空照片繪製的地圖上來看，大約是 

在對關向東埔方向 1.4公里處（圖十一）。 

  此段重疊區的另一特色是所發現雉類的次數很少。見到帝雉較頻 

繁的地區是海拔較高的混合林帶，許多地區因受過干擾而有赤楊生存 

；藍腹鷴出現最多的地區則是闊葉林中，這種地區的海拔遠較混合 

林的為低。可見重疊區的環境不見得是適合二種雉類生存的最佳環境 

。以八通關古道沿線的種種林型分析為根據，可推測帝雉與藍腹鷴在 

國家公園中其他地區的分佈。帝雉生存在混合或針葉林中，通常海拔 

1900 公尺以上的地區；藍腹鷴生存在海拔低於 1900 公尺的闊葉林 

中；在闊葉林與混合林或針葉林交錯轉換的地區，兩種雉均可能生存 

，而交錯地區的海拔也會因各地特殊情況如坡向、緯度、土壤特色、 

微氣候等而較 1900公尺略高或略低。 
 

六、雉類在受干擾地區之分佈 
 

  在郡大林道沿線調查時，發現在60 至 66.5 公里觀高工作站之 

間，以 60∼61.4 公里及 64.35∼66.4 公里之間帝雉分佈最集中 

。在這兩區之間，雖然也曾找到腳印及羽毛等間接證據，卻未曾親眼 

見過活鳥（圖三⒜）。在觀高附近主要是常見 1 隻雌鳥攜帶 2 隻幼鳥 

，而在 61 公里左右則常見 1 隻雄鳥活動。在這一段 6.5 公里的距離 

之中，原生植被多已受到大規模的破壞，只有少數小塊的原始林殘存 

，破壞的種類包括築路、火災、及全面皆伐。 

  圖十一上淺綠色註明是二葉松林的地區，但實際上是二葉松及赤揚 

混合林，只是由航照圖上看不出赤楊。淺黃色註明是草原及疏林的地區 

，實際上是玉山箭竹或五節芒或二者之混生地區，其上也稀疏地生長 

著比赤楊及二葉松更早出現的先驅次生植物。圖上淡粉紅色註明是混合 

林的地區，是雲杉、鐵杉、紅檜及狹葉櫟與大葉柯等闊葉樹構成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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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林。但郡大林道沿線這一塊混合林區已被部份砍伐，其中紅檜已全 

部砍除，只留下雲杉、鐵杉及稀疏的闊葉樹。 

  在郡大林道60∼61.4 區間，路上方主要是松林，下方是混合 

林。在 64.35∼66.4 公里之間，林道也是經過松林及混合林之間， 

而在 61.4∼64.35 公里這段帝雉活動較少的地區中，路旁多是箭竹 

、草原及疏林。 

  比較郡大林道上帝雉之分佈及當地植被狀況後，可知帝雉較常在 

隱蔽度較高的原始環境中出現，較不在新近受到大規模干擾、無隱蔽 

的草原疏林中出現。八通關古道沿線，帝雉發現頻率高的地區，也是 

在 1.75∼2.85 公里間之原始林地區（圖十之第 5∼33 區），而 

不是 0∼1.2 公里間之二葉松赤楊優勢社會地區。第 5∼33 類型之 

原始林區之冠層較密，隱蔽度也較高。 

  總結來說，帝雉雖可在許多受過干擾的地區出現，但似仍較喜歡 

在成熟的混合林中生存，而演替中期的台灣二葉松及赤楊林其次，演 

替初期的草原灌叢疏林最少。 
 

七、習性與行為 
 

 ㈠發現時辰及月份分析 

  工作人員從事特定區及廣面調查時，每天均在清晨0500∼0600 

之間出發，下午 1700 至天黑前返回營地。綜合 13 個月的資料，發 

現帝雉於 0700∼0800 之間及 1400∼1500 之間出現的隻次數最 

多，而藍腹鷴則在 0700∼0900 及 1600∼1700 之間出現的隻次 

數最高。但一個時段內發現雉類的隻次數，會受全年在該時段所耗總 

調查時間的影響，因此必須求得平均每小時所見隻次數，方能確實判 

斷雉類白天各時辰中活動量之變化。一天之中各時辰發現帝雉與藍腹 

鷴的頻率均呈雙峰型；帝雉在 0500∼0600 及 1800∼1900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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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現高峰，藍腹鷴在 0500∼0600 之間及 1600∼1700 之間為 

高峰（圖十三）。高峰時辰即是最易於發現雉類的時段。藍腹鷴最早 

出現的時間在 0545，最晚在 1707，帝雉最早出現於 0515，最晚 

則在 1815。帝雉與藍腹鷴於各月份所發現之最早及最晚時刻，會因 

季節性日出日落的時間差異，及外出調查時間的早晚而稍有不同。 

  工作人員於研究期間每個月固定到特定區調查，每月發現雉類隻 

次數均不同。一年之中，帝雉於 75 年 7 月至 11 月間發現的數量較 

多，其中以 8月發現的隻次數最多。但因每月調查的總時數不同，因 

此得換算成單位時間所見數量後，再比較各月所見的相對數量。特定 

區中各月所見帝雉的相對數量仍然以 7 月至 11 月較高，其中又以 7 

月份所見最高。特定區中各月所見藍腹鷴隻次數以 10 月份最多，換 

算成相對數量之後，仍然以 10月份最高（圖十四 A）。 

  帝雉在7 月到 11 月間發現數量高，可能因為這些月份曾發現 12 

次母鳥帶幼鳥，1 次雙親帶幼鳥成群活動覓食的情形。因為成群出現 

，所以該月所見隻次數就會因而提高。藍腹鷴於 10 月所見隻次數較 

高，可能因 10月所見每次都是 2隻或成對出現所致。 

 ㈡食性與覓食行為 

  雉類與雞同科，應是雜食性的鳥，但在野外實際能鑑定的食物種 

類不同。全年之中，總共只有 13 次能肯定帝雉食物的種類，分屬 10 

項，多是地表植物的葉、花、果或種子（表二十二）。雖多次見藍腹 

鷴覓食，卻從來未能判定牠的食物種類。另外訪問所得的資料中，提 

到帝雉會食取虎杖的種子、金線蓮及野菇，而藍腹鷴會吃錐果櫟的果 

實、野草莓、百香果、與桑椹（表二十二）。 

  兩種雉類覓食時，常會邊走邊用爪撥動地面落葉或泥土，再以喙 

啄食，但有時也會不用爪撥土而直接啄食。撥土時，左右腳都會使用 

。在楠梓仙溪林道上也曾見過 1隻雄的帝雉，在小雨中站在距地 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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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樹枝上啄食柳杉的嫩葉。另外也曾見到帝雉躍起像在捕食飛過的 

昆蟲，或由地面往上跳，伸長頸子勾吃冷水麻的花，但腳並未離開地 

面。 

 ㈢生殖與育雛 

  在四月到七月之間，研究人員與嚮導雖在雉類時常出沒的地點進 

行地毯式搜索，並未能發現任何巢與卵。多年來帝雉與藍腹鷴的巢甚 

少被人發現，顯然築在十分隱密的地點。根據訪問資料，帝雉繁殖期 

在 3∼6 月，但在 10 月間也曾有人親睹雌帝雉孵蛋。據說帝雉喜築 

巢於峭壁和倒木下，地面舖以乾葉及一些羽毛，每窩 3∼12 個蛋， 

蛋呈白黃色，孵化期約須一個月。藍腹鷴繁殖於清明節前後，巢築於 

地上，四週草很濃密，巢中以羽毛及乾葉子襯墊，蛋數在 4∼10 個 

之間，蛋呈白色略帶黃色。據說若在未被帝雉或藍腹鷴發現的情況下 

將蛋取走，雌雉仍會繼續在巢中生蛋或孵蛋，若看見人或受了驚嚇則 

會放棄該巢。孵蛋期間的母鳥據說較不怕人。 

  雖然研究人員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未曾獲得兩種雉類巢的資料， 

台中鳥會的一位會員卻在區外發現一個藍腹鷴的巢，並帶領張萬福前 

往調查。因這是第一個藍腹鷴巢的確實記錄，故描述於下以做參考。 

  此巢發現於75 年 4 月 8 日，巢築於中橫公路石水溪站上方約 

500 公尺處的山凹谷右側的小平台上。當地樹林是混合林（闊葉林佔 

85％，針葉林 15％），主要樹種是樟科及殼斗科，針葉樹則以二 

葉松為最多，林下落葉頗多，地表植物主要為蕨類，海拔高度 1300 

公尺，山坡坡度 50∼60 度，坡向 355 度（北偏西）。巢築於地上， 

略作挖掘呈凹狀，巢寬 24 公分，長 27 公分，深 8 公分。巢材主要 

就地使用二葉松的乾針葉及楠木落葉（二葉松佔 30％），巢材中雜 

有一些羽毛。巢位之坡度約 57 度，巢四週之膜葉星蕨（Micro- 

sorium membranaceum）將巢部份掩遮。巢中已有 6 個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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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乳白色略帶淺黃色。該會員將蛋全部取回，其中一個已被製成標本 

，保存在台中鳥會。此蛋長 54.9 公釐，寬 40.7 公釐，重 41 公克 

。其他 5 個蛋藉孵化機皆已於 4 月 12∼15 日全部孵出，且都是雄鳥 

，現飼養在該會員家中。 

  在野外調查時有數月都曾見親鳥攜帶幼鳥覓食（表二十三）。以 

帝雉來說，75 年 7 月到 11 月之間共見幼鳥 15 次，合計 26 隻次 

。其中 7 月發現 3 次，8 月 5 次，9 月 3 次，10 月 1 次，11 月 3 

次。其中雌鳥單獨照顧幼鳥 12 次，僅 2 次有雄鳥同行，另有 1 次只 

見 2隻幼鳥自己活動。所帶幼鳥隻數由 1至 3不等，合計帶 1隻幼鳥 

者 6次，2隻幼鳥者 6 次，3隻者 2次，另加上述 2隻幼鳥自己活動 

。藍腹鷴幼鳥則共見 4 次，合計 8 隻次，分別在 5 月、6 月、9 月及 

10 月出現，其中 2 次是 2 隻幼鳥，1 隻與 3 隻幼鳥的情況各 1 次。 

藍腹鷴的幼鳥只有一次是與雌鳥一起活動，其他 3次則是半大的幼鳥 

已脫離成鳥獨立了。 

  帝雉幼鳥體型約是雌鳥的1/2 至 2/3 大小，身長約 15∼20 公分 

，估計年齡約在 2到 3個月之間。若帝雉從生蛋到孵出須 1個月的時 

間，由此向前推算，帝雉的繁殖期約在 4∼8 月間。藍腹鷴的幼鳥體 

型在 1∼3 個月或亞成鳥大小，身長約 15∼20 公分。依此推算藍腹 

鷴的生殖期可能在 2∼7月之間。 

  幼鳥何時開始獨立活動，目前並無確實資料，僅知一些約雌鳥體 

型 2/3 大小的帝雉幼鳥仍隨親鳥活動，藍腹鷴同等大小的幼鳥則已獨 

立活動。通常雌鳥單獨活動時，若發現人則立刻逃走或飛走。但帝雉 

雌鳥伴隨幼鳥活動時，卻會依舊緩緩活動及覓食，甚且允許觀察者追 

隨 1小時之久，甚至接近到僅 1公尺之外。平時雌帝雉與幼鳥一起活 

動時，幼鳥會聚在雌鳥四周，前後移動，受驚時常會全體往坡下逃逸 

。工作人員曾數次長距離觀察跟隨帝雉雌鳥與幼鳥，其中一次相距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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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尺，沿林道前進約 700 公尺，見兩隻幼鳥不時越過林道到路邊 

啄食清飯藤的果實，然後再回到雌鳥身後追隨。一隻藍腹鷴的雌鳥則 

在幼鳥先被驚飛之後，轉頭跑向另一方向，有誘敵掩護兩隻幼鳥逃走 

的現象。 

 ㈣性別比率 

  工作人員在研究期間親見帝雉雄鳥40 隻、雌鳥 58 隻，另有 26 

隻幼鳥（表二十四）。八通關古道上發現的帝雉性比率是雌鳥大於雄 

鳥（17：11），郡大林道仍以雌鳥所佔比率為最高（28：13）。 

但在楠梓仙溪林道出現的雄鳥比率比雌鳥高（16：11）。分析各月 

資料，只有在 5 月雄鳥出現次數多於雌鳥，而 6、7 月二月所見雌雄 

數量相近，其他如 4、8 及 9 月均雌鳥多於雄鳥，尤其以 8 月差異最 

大，這是因為 8 月見到雌鳥攜幼鳥活動數次的緣故。5 月所見的帝雉 

，主要是在楠梓仙溪林道上，既使只看楠梓仙溪林道的記錄，仍然雄 

鳥多於雌鳥，相信這種現象絕不表示公園內帝雉雌雄兩性在分佈和數 

量上有所差異，而是因為 5月是生殖季節，當時雄鳥較多可能與求偶 

或其他生殖活動有關。另外帝雉雌雄出現頻率不同可能表示二性之間 

的行為有些差異，或許雌鳥較雄鳥更喜歡在林道或小徑上覓食。不論 

如何，國家公園內各地帝雉之雌雄性別應仍是 1：1。 

  在研究期間所見藍腹鷴雌雄總數的比例是1：1，各 32 隻，另 

有 8 隻幼鳥（表二十四）。在八通關古道上所見的個體中，性別比例 

也近於 1（雌：雄＝28：30）。但各月所見雌雄數並不相等，生殖 

期內所見雌鳥較多，也曾見雌鳥攜帶幼鳥活動，其他月份則雄鳥出現 

次數多於雌鳥。可見雖然觀察到之總隻數中雌雄比例相同，劃分成小 

時段後各時段之雌雄數仍會有許多變化。我們認為國家公園內藍腹鷴 

的雌雄數量也應是 1：1。 

  分析帝雉出現時之隻數與性別時，發現所見的98 隻成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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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4.29％是單獨出現的。非單獨出現的情形共有 16 次，其中 8 

次是 1雄 1雌一起，2 次是 1雄 2雌，4次是 2隻雌鳥，1次是 3 隻 

雌鳥，另外 1次是 1隻雌鳥與 1隻未能看清楚性別的鳥一起出現（表 

二十三）。雌雄一起出現的情形只在 4 月至 8 月生殖季中出現，2∼ 

3 隻雌鳥一起出現則發生在其他月份或生殖季末期。因有 1 雄 2 雌一 

起活動的情形，故懷疑某些帝雉採用一夫多妻的交配制度。 

  藍腹鷴所見次數較少，其中非單獨出現的鳥佔總觀察64 隻次成 

鳥的 21.88％。總共 7 次之中，1 雌 1 雄一起出現 4 次，2 隻雌鳥 

一起出現 2次，另有 1次 1雄與 1雌相繼走過同一地點，互相路徑交 

錯。雌雄一起出現的時間是在 7月到 10月之間，故雌雄關係較難判斷。 

 ㈤聲音 

  帝雉與藍腹鷴的鳴叫聲變化不多，在野外只聽過藍腹鷴發出四種 

叫聲，帝雉則有較多種，細述如下： 

1. 「姑、姑、姑」連續低沉的聲音，是兩種雉類都會發出的較平 

常的叫聲。平時走動時會發出這種聲音，在雌鳥帶小鳥出來覓食活動 

時，更常發出這種聲音。當有人沿路追隨在牠們之後時，也有時會發 

出這種聲音。當雉類受驚嚇逃走或飛走時，也有時會發出類似的聲音 

，只是頻率較高也較快。 

2. 「嗯、嗯」是帝雉低頭覓食時常發出的聲音，音量低而小。有 

兩次曾見帝雉站在樹枝上發出這種聲音，其中一隻是邊啄食邊叫。覓 

食時有時「嗯、嗯」聲之後會夾雜著「Sui－」聲，在被人追趕時， 

有時也會發出這種「Sui－」聲。藍腹鷴驚飛時也會發出「嗯、嗯」 

聲。 

3. 「K u i－」、「 S u i－」、「K a－」、「C h i e u－」是帝雉 

受驚或感覺受到威嚇時發出的聲音，叫聲尖銳而宏亮。當看到人而要 

逃竄時會發出此類的聲音。藍腹鷴雌鳥則會發出「Chiu－Chiu」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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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嘰姑」及「Sui－Sui－Yi」是帝雉被人監視時曾發出的 

兩種聲音。 

5. 「Chek、Chek⋯」，每秒 3∼5 次，可能是藍腹鷴的雄鳥 

求偶的叫聲。曾在繁殖期看見藍腹鷴雄鳥站立不動，在原地猛力拍翅 

，拍翅時並無聲音，拍翅完畢後就發出連續的 Chek、Chek 單音， 

聲音高且快。 

 ㈥其他行為 

1. 活動狀況 

  兩種雉類的出現頻率均以清晨及傍晚最高，白天其他時段較低， 

尤其在光度很亮的時候，極少見到任何雉類在空曠沒有遮蔽的地方活 

動，多是回到林中或其他較陰暗的地方。 

  根據氣候資料的分析，兩種雉類都常在下小雨時出現。尤其帝雉 

更常在小雨或中雨時在林道上活動。例如從事楠梓仙溪林道調查時， 

所見 27 隻次帝雉中有 23 隻次是在下雨時在林道上看到的，其他數 

次是在雨暫停時見到。不但這段調查期間每天皆下雨，調查開始前即 

已連下了數天的雨，林內甚為潮濕。帝雉在這種情況下到樹林外道路 

上覓食活動，不知是因為在樹林中比在林道上淋雨更濕、更不利於活 

動，還是因為林道上在下雨時及雨後會有較多的蟲類出現，較易獲得 

，或是陰雨天亮度較低，因此雉類願意在空曠地區逗留較久。 

2. 活動方式 

兩種雉類在較平坦的地上走動時，平常是昂首闊步、形態機警， 

疾走時頭部一前一後的晃動，尾羽則向下垂。除了走、跑及飛以外， 

兩種雉類都會跳躍。跳躍的情形除了前述的啄食之外，都是變換位置 

，有時由一樹枝跳到另枝，有時由樹枝跳到地上，有時則為了跳過大 

石頭。跳躍時有時鼓動雙翼以為輔助，有時則不張翅，但即使不張翅 

仍能跳過高 35 公分長 1 公尺的石頭。由樹上往下跳時，身體會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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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尾羽張開，然後再躍下。 

3. 見人後的反應 

平常發現雉類的距離約在 2∼20 公尺之間，觀察時間自 1 秒到 

2小時又 8分鐘之間，跟蹤距離短至 3公尺長至 700公尺以上。 

  通常雌帝雉與藍腹鷴發現人以後，會立刻逃走或飛走，並且常常 

發出叫聲。雄帝雉則比較不怕人，發現人後常會在原處呆立片刻再沿 

路徑往前走約 20公尺後才逃走，通常並不因人的出現而加快步伐， 

但若發現時距離已太近，則會立即往濃密的雜草中逃去，或往下坡疾飛 

，飛翔最遠距離約 100公尺。驚飛時常發出尖銳的叫聲，尾羽展成扇 

型，鼓翼聲很大。 

  兩種雉類在逃走後，都有時會躲藏在附近，等危險過去後再出來 

在原處覓食。 

  帝雉成對活動時，平時兩隻相距不遠，有時一隻超前，有時另隻 

超前，時常一隻沿路邊雜草行走覓食，另隻走在林道中央，但那隻在 

中央並不固定。受驚時會立刻逃走，逃走方向有時一隻往坡上另隻往 

坡下，曾有一次發現人後，在路轉彎處雌鳥向坡上走去，雄鳥繼續往 

前方走，而且速度減慢，不知是否在引誘觀察者，掩護雌鳥逃走。 

4. 過夜情形 

傍晚時，帝雉與藍腹鷴可能都是飛到樹上停棲過夜，清晨再飛落 

地上覓食活動。在民國 75 年 7 月 7 日 17:32，見 1 隻帝雉雌鳥與 2 

隻幼鳥在路邊覓食。幼鳥於 17:34 先後飛往樹上。在 17:40 時，見雌 

鳥在一棵樹上，何時上樹則未曾注意。17:55 時在另棵樹上找到一隻 

幼鳥，18:01 時這隻幼鳥移向雌鳥，18:06 時見 2 隻幼鳥都在雌鳥身 

邊。從這時起至天黑，雌鳥在一枝上休息片刻後，往往會另換一枝， 

而幼鳥也會隨雌鳥移動。這種情形持續到天黑才安靜下來。停棲樹枝 

距地約 11∼1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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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員並未曾見過藍腹鷴飛到或停棲在樹枝上，但在75 年 4 

月 9日清晨工作人員於掩蔽帳中觀察時，曾有一次在天剛破曉時分， 

聽見大型鳥類由樹上飛下著地的聲音，不久則看見一隻雌的藍腹鷴在 

掩蔽帳外活動，因此推斷藍腹鷴必然也是在樹上過夜的。 

 ㈦由掩蔽帳觀察之結果 

  在民國75 年 2 月至 9 月之間，研究人員於掩蔽帳內共觀察 23 

人天，實際觀察時間為 162.2 組小時，組小時平均效率值是 0.054 

±0.036。於樂樂小屋北方、郡大林道 66 公里處、及八通關古道 

觀高往東埔 7.2 公里三處之掩蔽帳中，僅 7.2 公里處曾見藍腹鷴 10 

隻次，其中 2 隻次是雌鳥，其他均是雄鳥（表二十六）。各月之中以 

4月所見之隻次數，及各月組小時平均效率值最高（表二十六）。 

  於7.2 公里處，4 月至 9 月的 21 觀察人天中，僅有 2 次同時見 

到一對藍腹鷴，其餘雄鳥均單獨出現（圖十五），故根據最保守的判 

斷，極可能是同樣的 2隻鳥重覆出現。掩蔽帳內見到之藍腹鷴距觀察 

者近至 2 公尺，遠至 50 公尺（圖十五），觀察時間短至 15 秒，長 

者達 26 分鐘。於掩蔽帳中觀察時，有時可藉著藍腹鷴在落葉上行走 

時所造成的沙沙聲判斷其所在位置。藍腹鷴行走時，會邊走邊以喙啄 

開地面落葉尋找食物。 
 

八、族群數量 
 

 ㈠族群估計 

  本研究之調查範圍，實為林道或步道兩側之帶狀面積，僅有在樂 

樂山屋及樂樂溫泉小徑地帶，調查路線在藍腹鷴出現頻率高的地區交 

叉，使當地之調查面積較廣，而不僅拘限在步道兩側視線可及之地區 

。在此區中，工作人員前後共見藍腹鷴雄鳥 7隻次，雌鳥 8隻次，幼 

鳥 3隻。其中有 3次是同時見到一對，一次同時見 2隻雌鳥，另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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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隻幼鳥，其餘 4 隻次雄鳥及 3 隻次雌鳥均是單獨出現的（圖十六） 

。因工作人員由掩蔽帳中跟蹤藍腹鷴最長距離是 40 公尺，同時根據 

所見各隻次移動或逃逸方向，以及正常情況下鳥類之性別比例多是 1 

：1，判斷在此 550 公尺×400 公尺，即 22 公頃地區內，至少應有 

4 隻（2 雌 2 雄）藍腹鷴成鳥，而 3 隻幼鳥是其中一對之後裔。若以 

較寬鬆的方式估計，則在 350 公尺×350 公尺，即 12.25 公頃內有 

4隻藍腹鷴成鳥。 

  若以此地區之面積為單位面積，假設凡玉山國家公園內海拔1500 

至 2000 公尺間之地區，均如圖四所示是較適於藍腹鷴生存的環境， 

而海拔 1000 至 1500 公尺間之地區，也有藍腹鷴生存，但數量較少 

，僅是較佳地區之 10/95（見圖四），即 10.5％，而低於 1000 公尺 

之地區未見有藍腹鷴分佈，則可粗略估計國家公園內藍腹鷴總數量如 

下： 

  較保守之估計 
         
  海拔1500-2000公尺：總面積*18,978公頃÷22公頃×4隻 

＝3450隻 

1000-1500公尺：總面積 10,072公頃÷22公頃×4隻 

×0.105 ＝ 192隻 

＜ 1000  公尺：總面積  3,760公頃÷22公頃×0隻 

＝  0隻 
              
合計＝3642隻 

  較寬鬆之估計 
         
  海拔1500-2000公尺：總面積 18,978公頃÷12.25公頃×4隻 

＝6197隻 

1000-1500公尺：總面積 10,072公頃÷12.25公頃×4隻 

×0.105 ＝ 345隻 
                               
* 總面積見玉山國家公園計劃，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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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公尺：總面積  3,760公頃÷12.25公頃×0隻 

＝  0隻 
              
合計＝6542隻 

  故玉山國家公園中藍腹鷴的族群數量應在3600∼6500 隻之間 

。請注意此種估計假設各地藍腹鷴雌雄數量相等，在棲地適當時單 

位面積中有 4 隻生存，以及海拔高度相當（1500∼2000 公尺）的 

地區均適合藍腹鷴生存（即該海拔高度之各地平均密度是單位面積中 

4隻），同時還假設本研究期間在較低海拔所見藍腹鷴隻次數，即能代 

表公園中較低海拔地區的藍腹鷴密度。 

  帝雉的觀察地區中，並沒有像樂樂地區這種面積較寬廣，可供研 

究人員估算單位面積內隻數的地點。但因在八通關古道沿線所見帝雉 

活體綜合來看是平均每公里 4.2 隻次成鳥，藍腹鷴活體是每公里 4.3 

隻次成鳥，相差甚少，同時兩種雉雞體型、覓食方法與食物需要相近 

，因此推測帝雉之密度應也是單位面積內 4隻。由此可以同樣方法估 

算帝雉總數如下： 

  較保守之估計 
         
  海拔2000-2500公尺：29,060公頃÷22公頃×4隻 

＝5284隻 

2500-3000公尺：29,252公頃÷22公頃×4隻 

×8/167* ＝ 255隻 

3000-3500公尺：12,490公頃÷22公頃×4隻 

×3/167* ＝  41隻 

＞ 3500  公尺： 1,878公頃÷22公頃×4隻 

×1/167* ＝  2隻 
              
合計＝5582隻 

                               
*：此數據乃由圖四之資料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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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寬鬆之估計 
         
  海拔2000-2500公尺：29,060公頃÷12.25公頃×4隻 

＝9488隻 

2500-3000公尺：29,252公頃÷12.25公頃×4隻 

×8/167 ＝ 458隻 

3000-3500公尺：12,490公頃÷12.25公頃×4隻 

×3/167 ＝  73隻 

＞ 3500  公尺： 1,878公頃÷12.25公頃×4隻 

×1/167 ＝  4隻                
合計＝10023隻 

  故玉山國家公園內目前應有5600∼10,000隻帝雉。 

  因實際上並非海拔1500∼2000 公尺之面積全部適合藍腹鷴生 

存，或 2500∼3000 公尺間全適合帝雉生存，加上 2500 公尺以上 

地區許多廣被箭竹或雜草，對帝雉之適當程度減低，故前述數字顯然 

偏高。若有園內現存混合林、針葉林、及闊葉林等之面積，族群估計 

也可較為精確。 

 ㈡族群變化趨勢 

  計劃期間曾訪問27 位山地居民，主要是山胞、山地工作者及獵 

戶。其中 57％的人認為國家公園內的帝雉數量目前很少，60％的 

人認為帝雉數量比以前減少很多。有 40％的被訪者認為國家公園內 

藍腹鷴的數量已很少，而 81％的人認為目前數量比以前銳減許多。 

兩種雉類相比時，有 48％的被訪者認為帝雉數量較多，其餘認為藍 

腹鷴較多。但被訪問者中有些人多在淺山活動，另有些人只固定到有 

限的地區，因此所得結果因被訪者人數不多，可能不足以反應國家公 

園全區內的狀況。 

  為了要對公園內兩種雉類在日據時代的數量有所瞭解，本計劃特 

別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博士為顧問，蒐集日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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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玉山地區的文獻及照片，內容涵蓋地區內之動物、植物、人類定 

居情況與活動等方面（所得文獻目錄見附表九）。 

  過去七十年間所拍攝的照片，包括玉山地區的地文特色、植被與 

林相，土地利用狀況如人類在山區定居的情形等。在帝雉分佈的海拔 

高度範圍內，由所附六張照片（圖片一至圖片六）中可看出植物的種 

類與分佈在過去的 70 多年中改變不大。而圖片七及圖片八更記錄 

了當年存在的兩個檢查站，排雲站目前已被用做登山山莊，而八通關 

站如今則僅存部份地基而已。 

  若一百年來一個地區的植被種類與分佈改變很小，我們可以推斷 

這段期間這個地區中帝雉分佈的狀況也應改變很小。崩塌、火災、或 

小規模砍伐樹木對棲息環境帶來的干擾，或會影響帝雉在當地的數量 

與分佈，但對於一種能生存在有干擾的環境中的動物來說，這種局部 

的影響應不會改變帝雉分佈的整體狀況。 

  帝雉被自然科學家發現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應是人類的 

干擾與獵捕。許多日本人認為帝雉特別珍貴而希望擁有，因此帶動相 

當數量的帝雉交易（ S e v e r i n g h a u s  1 9 7 0  ,  1 9 7 7）。現在 

玉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內，根據文獻與圖片資料（圖片七與八），在日 

據時代曾有數個地點有人長久居住，這種聚落在獵捕帝雉上造成許多 

方便。光復後雖然日人撤走，捕捉帝雉製作標本或以活鳥出售仍然持 

續到 1960 年代後期（Severinghaus 1970）。  

  雖然我們無法確切地量出這種捕捉壓力對帝雉族群的影響，但在 

1960 年代中應是足以把帝雉數量壓抑得很低。自從民國 61 年台灣 

島上全面禁獵，原來賴標本製作及販賣為生的人逐漸轉入其他行業， 

近年來又因玉山國家公園的成立及大力取締違法捕獵，加強保護野生 

動物，帝雉數量應是自 1970 年代初期起正在逐漸增加中。這項推斷 

若要求證必須全面詳盡地研究玉山國家公園地區的歷史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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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腹鷴的族群更很可能受到山地村落及日本人的聚落的嚴重撞擊 

。海拔 2000 公尺以下的原始闊葉林，許多曾被山地人改變成農耕地 

，這些地區的藍腹鷴會因棲地變成不適合生存而數量減少。例如研究 

人員曾在樂樂山屋與樂樂溫泉之間見到數次藍腹鷴。此地早年曾有一 

個山地人村落，當地的樹林林相相當單純，且目前已接近巔峰期，當 

地的樹林極可能在有人居住於樂樂村莊時，曾受到巨大的破壞，而當 

時該地的藍腹鷴數量因此較目前要低。應詳細研究樂樂村莊及附近的 

土地利用史，以期瞭解此聚落當年對藍腹鷴的影響。 

  1950 年以後，台灣省林務局曾在玉山國家公園的西南角伐木與 

造林，伐木方式是全面皆伐，尤其是在楠梓仙溪林道沿線海拔 2000 

公尺以下的闊葉林區。這種活動使得某些地區不適合藍腹鷴生存，因 

而數量減少。比較當地原生林相及伐木造林史，可明瞭伐木對當地藍 

腹鷴帶來的影響。 

  玉山國家公園陳玉峰課長所作八通關古道沿線植物相分析中顯示 

，沿線各種林型（forest type）呈現各種不同的演替階段，但闊 

葉林區則多半在演替的中期及後期。研究期間在這條路線的闊葉林區 

中都有藍腹鷴出現的記錄，而這些地區早年曾被整地耕種，因此現在 

所見之藍腹鷴，應是次生林恢復到適合藍腹鷴生存的情況後，遷入定 

居在這個地區的，因此八通關沿線的藍腹鷴應比以前多。但仍應作較 

詳細的人類活動及土地利用史研究，以便較精確的判定藍腹鷴與帝雉 

族群變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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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動物資料 
 

  研究人員在國家公園內調查時，會隨時記錄沿線所見的其他鳥類 

及哺乳類蹤跡。綜合各月結果，在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共見 111 種鳥 

（包括帝雉與藍腹鷴），各調查路線沿線所見鳥種見附表四。 

  研究期間也曾發現大型哺乳動物，其糞便、骨骸、或足跡。合計 

共見猴子 87 隻次，山羌 28 隻次，山羊 15 隻次，水鹿 6 隻次，山 

豬 3隻次。發現日期、地點及其所屬水系資料詳見附表五。 

 

 

 

 

 

 

 

 

 

 

 

 

 

 

 

 

 

 

 

 

 



－ 43 － 

伍、建議事項 
 

  本節所提建議事項，是以本研究之結果，以及帝雉與藍腹鷴之族 

群現狀為依據。茲先將帝雉與藍腹鷴之現狀簡述如下： 

     在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兩種雉類均非稀有或瀕 

    臨絕種。兩種之中以藍腹鷴之情況較為危險，不但 

    因藍腹鷴生存在中低海拔，與人類生存與活動地區 

    距離較近，同時也需要原始闊葉林或較成熟的（ 

    mature）次生闊葉林方能生存。若能獲得妥善  

    的保護，此兩種雉類的族群應均能逐漸增加而終於 

    達到棲地所能容納之最高數量。 

  下列建議依雉類之經營管理、研究、及教育解說等三方面分別敘 

述。 
 

一、雉類之經營管理 
 

 ㈠防止狩獵及其他干擾 

  根據現存狩獵法及國家公園法，帝雉與藍腹鷴均應獲得全面之保 

謢。不論獵捕或蛋、巢、幼鳥、成鳥等之標本採集均應在被禁止之列 

，除非是為學術研究而事先得到國家公園許可之行為。 

  若禁止獵捕或干擾等保護措施得以有效地執行，兩種雉類之數量 

若尚未達最高負荷量，均應逐漸增加，同時雉類也會逐漸減少對人類 

的畏懼，因而會較常被遊客看見，甚或允許遊客較為接近。這種情形 

可提供到國家公園的遊客較豐富的身心體驗。 

 ㈡棲地保護 

  全面保護國家公園內海拔2000 公尺以下之闊葉林帶棲息環境， 

禁止破壞現存任何原始林，並允許次生林經自然演替而逐漸轉變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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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林。 

  此項建議特別考慮藍腹鷴之需要，因藍腹鷴需要2000 公尺以下 

之原始或成熟之闊葉林。玉山國家公園內海拔高度適合藍腹鷴 

生存之地區僅佔公園全面積之 31％，形成影響公園內藍腹鷴數量的 

原備自然限制因子。保護現存之原始闊葉林及允許次生林轉變成成熟 

林，可將適合藍腹鷴生存之棲息環境增加到最大限度。 

 ㈢秀姑巒集水區之土地利用分類 

  除簡單之遊客中心必須使用之最基本土地面積之外，秀姑巒集水 

區中其他地區均應被列為生態保留區，並以生態保留區為目的加以經 

營管理。 

  玉山國家公園內海拔2000 公尺以下的地區中，面積最大的就是 

秀姑巒集水區（見圖十七），因此也是適合藍腹鷴棲息的最佳環境。不但如 

此，各種資料均指明秀姑巒集水區是玉山國家公園中野生動物最豐富的地區 

，尤其是需要中低海拔原始闊葉林的動物。何況國家公園範圍外類似 

的原始棲息環境已所剩有限，因此，整個秀姑巒集水區都應受到特別 

的保護，儘量避免不必要之開發與建設。到此集水區之一般遊客活動 

範圍應以遊客中心為限，任何車輛均不應被允許超過遊客中心的界限 

，同時步行遊客的數量亦應嚴加管制（參考一之㈨項）。 

 ㈣雉類觀察報告制度 

  建立一套制度，以統一地收集國家公園管理人員，以及遊客所見 

兩種雉類的有關資料。 

  國家公園全體同仁均應熟悉辨別兩種雉類之方法，同時國家公園 

管理處應要求全體工作人員，每次發現帝雉或藍腹鷴後，均填寫一簡 

單而統一之表格。管理處應在遊客進入公園時，說明並鼓勵凡發現帝 

雉或藍腹鷴的遊客，將發現情況通知國家公園工作人員。在國家公園 

內進行其他研究的學者專家，或各地鳥會會員從事鳥類相調查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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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見帝雉或藍腹鷴情況報知管理處。 

  管理處更可以考慮鼓勵附近鳥會或賞鳥人士，定期於園內固定路 

線上賞鳥，以獲得較可靠之數量與分佈資料。為求資料記錄之統一， 

可設定一種較本研究計畫之觀察記錄表簡單之報告表，以供使用。 

  此觀察報告制度之建立，使國家公園管理處可有效利用現有人力 

，繼續收集有關雉類之資料。管理處可以指派人員，將如此累積之資 

料一年分析一次。 

 ㈤雉類族群之變動追蹤 

  如前所述，遊客及工作人員所累積之報告表應一年分析一次，以 

瞭解雉類於一年之中之數量變化，或其他有關分佈、棲地、或行為之 

新資料。 

  每年定期分析所累積之觀察報告，可達到對雉類生存狀況追蹤的 

目的，並可經由此種追蹤判斷是否需要從事某種研究工作，或採取某 

些經營管理措施。遊客頻繁的八通關古道、郡大林道等路線上之雉類 

變動情形，可被用來做為國家公園內雉類狀況之指標。 

 ㈥每五年進行一為期一年之雉類調查 

  每五年應從事一為期一年每月至少6人天之調查，沿八通關古道 

、郡大林道、及其他路線定期蒐集資料。 

  此項調查所得之資料會較前項之報告資料更有系統、定期、及深 

入。此項工作可由國家公園之工作人員或鳥類學家執行。調查方法可 

採用本研究計劃所採用之特定區調查方式，以在此兩條路線上從事最 

深入並廣面之調查。此項調查所得之結果，配合每年由觀察報告中獲 

得之結果，應能提供管理處足夠之資料來選定最妥善之經營管理政策 

及決定研究需要。 

 ㈦雉類復育計劃 

  在玉山國家公園內，兩種雉類均不需以復育為經營管理措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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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前或未來數年之內不應從事復育工作。 

  本研究計劃之結果，指明兩種雉類均非即將絕種，不但目前分佈 

尚廣，並有足夠之數量以維持族群之延續。若善加保護，數量應能自 

然逐漸增加至最高負荷量，或維持於最高族群量。因此完全沒有必要 

於公園中採用復育措施來經營管理這兩種鳥。 

 ㈧限制國家公園內收音機及卡式錄音機之使用 

  嚴格禁止遊客在步道上一面前進一面收聽音響。 

  在國家公園內大聲播放音樂或其他節目會干擾各種野生動物，包 

括干擾帝雉與藍腹鷴。管理處應考慮禁止遊客在步道上或生態保育區 

中使用收音機或錄音機，不但因為音響會干擾野生動物，也與到國家 

公園來體驗大自然的目的不合。收聽氣象報告應僅限於在營區內，同 

時音量必須儘量降低。 

 ㈨限制並管理登山人數 

  為保護自然環境，提供實質性野外娛樂經驗，管理處必須建立一 

套管理制度，限制進入生態保育區及特殊景觀區之人數。 

  玉山國家公園之高山生態系統是脆弱易受破壞的。若遊客壓力太 

大即會受到嚴重破壞。同樣的，若步道上或營區人數過多，也會破壞 

許多登山者的登山樂趣。玉山國家公園之設立並非要成立高山上的西 

門町，而是要提供遊客環境來體會大自然的寧靜與奧秘。因此管理處 

必須設定各步道及營區之最高負荷量，並限制遊客數量以期達到設立 

國家公園的目的。 

 ㈩考慮只對外發表本研究報告之部份資料 

  本研究報告應僅供管理處內部了解與參考之用。 

  本研究報告應僅是管理處研擬經營管理策略之參考，及其他用途 

之資料來源。報告中明確列出之雉類出現地點及集中地區不應成為一 

般大眾的知識。望鄉工作站附近雉類因過度干擾與捕獵而消失的教訓 

，應使管理處同仁在提供任何人詳細資料時心生警惕，考慮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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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從事解說教育時，有關雉類之一般性知識應即能滿足一般遊客 

之需要，例如： 

  在八通關古道沿線兩種雉類均可能被發現。帝雉通常出現在對關 

以上的混合林與針葉林區，藍腹鷴則會出現在對關以下的闊葉林區。 

 ㈯舉行有關野生地區（wilderness）經營管理之研討會及訓練班 

  為有效地計劃及管理公園內脆弱之野生地區，管理處應為全部公 

園同仁舉辦一次野生地區經營管理之研討會及訓練班。 

  野生地區娛樂活動及經營管理是一個相當新的觀念，若要有效地 

達到目的，不但需要妥善的計劃，也需要國家公園管理處內各課各部 

門的密切合作，有關的重要觀念包括遊客最高量、遊客得為其個人安 

全負責、限制或禁止在生態保育區中從事建設等。目前國家公園之發 

展，已到管理處應舉辦此種研討會及訓練班的階段，可藉此研擬野生 

地區之經營管理政策及準則。舉辦訓練班時，或可邀請一、二位在國 

外從事相關工作的專家前來參加。 
 

二、雉類研究之需要 
 

 ㈠近期經營管理所需要的研究 

  為近期經營管理，未來五年內並不需要進一步的雉類研究。 

  根據兩種雉類之現狀，前面所列經營管理措施，若可獲得確實執 

行，應足以保障未來五年國家公園區內雉類數量不會減少，甚至可能 

增加，因此五年內應不需要為經營管理做進一步的研究，而是應積極 

進行每年對觀察報告的分析及五年一次的全年調查研究。 

 ㈡訂定研究優先順序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應考慮各種研究需要，決定研究之優先順序 

，以做為分配研究經費之依據。 

  若研究計劃很多而研究經費有限，國家公園應訂定各種研究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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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順序。所定之優先順序應定期檢討。若有需要，則加以更改。 

 ㈢進一步雉類研究 

  若雉類研究之優先順序很高，則下列項目應優先被考慮為研究重 

點：生殖行為、棲地中微環境之調查分析、雉類活動範圍之判定等。 

  兩種雉類在野外之生殖習性與行為均屬未知，若能覓得正在孵育 

的巢而加以研究觀察，會是雉類研究方面重要的貢獻。本研究計劃曾 

努力尋找雉巢但未成功。因此項工作困難度高，建議與微環境之調查 

分析合併進行。 

  有關雉類活動範圍之研究（由此可更確定國家公園內之雉類數量 

），最有效的方法即是捕捉標放。捕捉標放不論在理論性或應用性的 

研究上均是可以使用的方法。但廣佈陷阱會干擾一般野生動物，破壞 

棲息環境，並且違反國家公園對民眾宣佈之目標與措施，即保護野生 

動物、禁止干擾，何況管理處近日方大力推動禁獵，取締區內各種獸 

夾及其他獵具。故廣佈陷阱以便捕捉標放兩種雉類在目前並不合時宜 

。 

  目前若從事生殖及棲地調查時，可利用其他精確度較低但干擾性 

亦較低之方法，來設法改善目前對其活動範圍之估計，如捕捉幼鳥套 

上彩色腳環後放走，或掩蔽帳觀察，或用其他方法改善沿路徑調查之 

結果。 

 ㈣土地利用史之研究 

  為有效地經營管理野生動物及其他自然資源，研究並瞭解國家公 

園內土地利用史，例如伐木、火災、捕獵、燒山墾植、人類聚落等， 

均十分重要。 

  經營管理野生動物，尤其是瀕臨絕種的動物，不但需要知道各種 

動物之現狀，也應瞭解歷來有那些因素影響其生存，或導致其瀕臨絕 

種或數量變化的原因。因此研究公園內土地利用史，在野生動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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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上，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此外這種研究本身亦具有科學價值 

、及解說教育方面的功用。此種研究或可供大專院校之研究生選為論 

文題目。研究範圍亦應包括山地同胞口述之歷史，以及各種文獻及政 

府資料。 
 

三、教育解說方面 
 

 ㈠選擇國家公園之園鳥 

  選擇一種鳥為玉山國家公園之園鳥，會引起遊客對公園內鳥類的 

興趣。選擇對象應是十五種台灣特有種之一，同時也是登山者或遊客 

容易見到，又是玉山國家公園一項特色的鳥種。 

 ㈡解說教育 

  雖然本研究報告不應流傳給遊客，其中資料經過整理綜合後卻可 

提供國家公園解說教育之材料。材料中應告訴遊客：⑴兩種雉類均台 

灣所特有。⑵兩種雉類均因可能生存受威脅而被列於國際鳥類紅皮書 

中。⑶八通關古道沿線可以見到兩種雉類。⑷藍腹鷴通常生存在海拔 

2000 公尺以下之闊葉林中；而帝雉則生存在 2000 到 3800 公尺間 

的混合林或針葉林中。⑸兩種雉類和家雞一樣，都是在地面上築巢生 

殖，但卻在樹上休息過夜的。⑹最好的尋找雉類方法，是沿步道靜靜 

地行走，因為吵鬧喧嘩或收音機的高音量會將牠們嚇走。 

 ㈢特殊攝影計劃 

  為教育推廣目的，管理處應格外努力設法攝得野生雉類的照片。 

  到目前從無人攝得高品質之野生雉類照片。主要因為目前拍得之 

照片都是因機緣湊巧而獲得的。為得到較好的照片，必須請專人專門 

負責拍攝這兩種雉類，有足夠的時間與經費在適當地點尋找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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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玉山國家公園雉類調查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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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同時看到者 
▲：親見之帝雉（ n＝61 ） 
△：訪問所得之帝雉（ n＝19 ） 
●：親見之藍腹鷴（ n＝96 ） 
○：訪問所得之藍腹鷴（ n＝7 ） 
？：未能分辨是帝雉或藍腹鷴（ n＝4 ） 

 
圖二 八通關古道雉類發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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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大林道 
□：代表同時看到者      郡大 楠梓 
▲：帝雉（直接觀察所得）  ： 74  28 
△：帝雉（訪問所得）    ： 19    4 
●：藍腹鷴（直接觀察所得） ：  0    3 

 
⒝楠梓林道 

 

圖三 郡大林道及楠梓林道雉類發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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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藍腹鷴中有1隻次海拔高度不確定外，凡野外記錄中可信度高於80％者均列入分析。 

*：圖中數字代表在各海拔高度所見總隻次數。 

 

圖四 發現數量與海拔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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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藍腹鷴有1隻次坡度不確定外，凡野外記錄中可信度 

高過 80％者均列入分析。 

*：表示該坡度所見總隻次數。 

 

圖五 發現數量與坡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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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直徑之樹木數量百分比  ⒞樹高 

 

 

 

⒝帝雉出現地點與附近樹木之距離  ⒟出現地點附近 5m圓周內之樹木量 

 

 

 
圖六 不同海拔高度中帝雉出現地點之樹木狀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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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直徑之樹木數量百分比  ⒞樹高 

 

 

⒝藍腹鷴出現地點與附近樹木之距離  ⒟出現地點附近 5m圓周內樹木量 

 

 

 

圖七 A 不同海拔高度中藍腹鷴出現地點之樹木狀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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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直徑之樹木數量百分比  ⒞樹高 

 

 

 

⒝雉類出現地點與附近樹木之距離  ⒟出現地點附近 5m圓周內之樹木棵數 

 

 

 

圖七 B 八通關古道上帝雉與藍腹鷴出現地點之樹木狀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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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扣林道部份 

 
 

⒝扣林道部份 

 
 

☆：凡野外記錄中可信度高過 80％者均列入分析，但因某些記錄填寫不完整，因此 
帝雉總隻次數不及 179，藍腹鷴不及 106。 

*：指發現雉類地點四周半徑 5公尺範圍內之下層植物覆蓋面積。 
 

圖八 下層植物覆蓋面積與雉類發現數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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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東埔溫泉──八通關山沿線植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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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東埔溫泉──八通關山沿線植物社會分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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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玉山國家公園邵大林道及八通關步道沿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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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林道沿線植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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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數量＝ 平均每小時所見雉類隻次 ×100％ 
 平均每小時所見隻次和 

☆：僅親眼所見之活鳥方列入計算。 

#：圖中數字代表該時段內所見總隻次數。 

✺：1900∼2000時段內未曾在帝雉區調查。 
 

圖十三 全天各時辰所見雉類之相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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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數量＝  平均每月每小時所見雉類隻次數  ×100％ 
平均每月每小時所見雉類隻次數和 

☆：總隻數包括凡記錄中可信度高過 80％，而且有觀察時段長短，可計算平均每小時所見隻次數者。 

#：圖中數字代表該各月所見總隻次數。 
 

圖十四 A 特定調查區各月所見雉類之相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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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數量＝  平均每月每小時所見雉類隻次數  ×100％ 
平均每月每小時所見雉類隻次數和 

☆：總隻數包括凡記錄中可信度超過 80％，而且有觀察時段長短可計算平均每小時所見隻次數者。 

#：圖中數字代表該各月所見總隻次數。 
 

圖十四 B 廣面調查區各月所見雉類之相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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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由掩蔽帳中觀察藍腹鷴活動情形 

（75.年 4.月 9.日至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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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樂樂小屋及樂樂溫泉小徑一帶藍腹鷴活鳥發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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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玉山國家公園帝雉及藍腹鷴的分佈高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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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雉類調查路線及調查日期* 

 

調 查 路 線  調查天數  調 查 日 期 

1. 特定調查區  75  每月一次 

 2. 南一段  8  1/14- 1/21 

 3. 沙里仙溪林道  4  4/17- 4/20 

 4. 楠梓仙溪林道  5  5/20- 5/24 
  

 5. 啞口林道 
       ｝ 
 6. 梅蘭林道 

 6  6/21- 6/26 

 7. 南二段  10  8/11- 8/20 

 8. 日據古道  9  9/23-10/1 

 9. 秀姑巒、馬博拉斯線 6  10/25-10/30 

 10. 玉山山塊  4  11/17-11/20 

  127   

 

* 另有 3天在特定調查區拍攝雉類相片並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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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尋找雉巢活動情形 

 

搜 尋 路 線  日 期 組小時數 調查人數 研究人員／嚮導

觀高往東埔      
樂樂小屋北方  4/ 8 1 2 研究人員 
4.6∼5.1K下方  4/ 9 4.67 2 嚮導 
對關∼4.6K上方  4/ 9 3 2 嚮導 
5.6K下方  
6.2∼6.6K下方  4/10 5.58 2 嚮導 

7.2K下方  4/11 1 5 研究人員 , 嚮導
5.7K上方  5/ 2 5 2 嚮導 
6.7K上方  5/ 2 2 2 嚮導 
2.1∼2.6K上方及下方  5/ 3 4 2 嚮導 
6.5K上方  5/ 4 2.38 5 研究人員 , 嚮導
6.7K下方  5/ 4 2.03 5 研究人員 , 嚮導
溫泉小徑  5/ 4 1.92 5 研究人員 , 嚮導
樂樂小屋下方  5/ 7 1 1 嚮導 
樂樂小屋下方  6/10 1.5 1 嚮導 
樂樂小屋上方及下方  7/ 5 3 1 嚮導 
      

觀高往八通關  5/ 6 4 1 嚮導 

沙里仙溪林道      

塔塔加鞍部一帶  4/18 5 2 嚮導 
沙里仙溪新舊林道交叉處上方  4/19 6 5 研究人員 , 嚮導
      

啞口林道      

8K工寮下方  6/22 3.5 3 嚮導 
8K工寮上方  6/23 4.5 3 嚮導 

      

梅蘭林道      

19K工寮下方  6/24 3 3 嚮導 
19K工寮上方  6/25 4 3 嚮導 

合 計   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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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雉類出現記錄及鑑定可信度 
 

種類 鑑定依據 100％ 90-99％ 80-89％ 70-79％ 60-69％ 50-59％ 50％＞ 合計隻次

看  到 121 2 1 1 0 3 0 128 

體  軀 7 9 6 1 0 1 0 24 

糞  便 2 4 17 1 1 1 0 26 

聲  音 0 1 0 1 0 0 0 2 

其  他 0 3 6 0 0 1 0 10 

訪問資料 47 0 4 2 0 0 0 53 

帝 

 

 

 

 

 

雉 合計隻次 177 19 34 6 1 6 0 243 

看  到 62 6 4 0 0 1 0 73 

體  軀 8 2 5 0 0 0 0 15 

糞  便 0 1 18 0 0 0 0 19 

聲  音 0 0 0 0 2 0 0 2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訪問資料 10 0 6 2 0 1 0 19 

藍 

 

 

腹 

 

 

鷴 合計隻次 80 9 33 2 2 2 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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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廣面調查時雉類發現記錄* 

⒜帝   雉 
 

路 線 位 置 海拔高度(m) 隻次 備         註

南橫公路 135∼136K上下方各 300m 2180及 2400 2 糞便 2個 
南  一   段 

鐵本山工寮附近 2480∼2525 5 羽毛 1次，糞便 4個 

沙里仙溪林道 塔塔加鞍部往東埔 1K崩塌處 2260 ~ 2350 5 活鳥 1隻次，糞便 4個 

楠  梓  林  道 18.35∼27.55K 1980 ~ 2460 28 活鳥 27隻次，糞便 1個

南    二    段 向陽山北方 3390 3 活鳥 3隻次 

秀   、  馬  線 馬博拉斯山往秀姑巒山 0.5K 3730 1 糞便 1個 

⒝藍 腹 鷴 
 

路 線 位 置 海拔高度(m) 隻次 備         註

沙里仙溪林道 沙里仙溪小徑與沙里仙溪林道交會處 1740 1 糞便 1個 

楠  梓  林  道 10.6K及 16K 1750及 1980 3 活鳥 3隻次 

南 橫 公 路 116K路上 1275 1 活鳥 1隻次 

大分 1320∼1340 3 活鳥 1隻次， 
羽毛 1次，糞便 1個 

日 據 古 道 
瓦拉米往佳心 0.2K 1090 2 活鳥 2隻次 

* ：可信度均超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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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全區各調查路線所見雉類之平均效率值 
 

地 區  N* 組小時效率值 組公里效率值  

東埔－樂樂  70 0.105±0.542 0.068±0.315 

樂樂－對關  143 0.069±0.171 0.043±0.120 (N=142)

對關－觀高  91 0.103±0.337 0.068±0.217 

觀高－八通關  29 0 0 

溫泉小徑  26 0.177±0.335 0.383±0.737 

郡大林道 45.5∼66.6K  57 0.267±0.791 0.112±0.365 (N=56) 

郡大林道 66.6∼78K  23 0 0 

八通關－馬博拉斯山  11 0 0 

天池－關山－唯金橋  20 0 0 

沙里仙溪林道  11 0.027±0.090 0.023±0.075 

梅山村－啞口  10 0.120±0.379 0.004±0.013 

梅蘭林道 19∼23K  3 0 0 

啞口林道  10 0.120±0.379 0.013±0.040 

楠梓林道  29 0.309±0.564 0.097±0.183 

神木林道  3 0 0 

南二段  31 0.072±0.285 0.021±0.085 

塔芬山－大分  2 0 0 

大分－鹿鳴  9 0.087±0.260 0.073±0.205 (N=8) 

玉山山塊  11 0 0 

掩蔽帳  20 0.054±0.096 － 

白洋金礦－大水窟－中央金礦  6 0 0 

    

總平均效率值  615 0.101±0.386 0.065±0.265 (N=592)

*：N表示在該路段中，可供分析之調查次數。當分析組公里之調查次數 

   與組小時者不同時，另外註明於括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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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八通關古道每月平均觀察效率值 

 

帝 雉 藍 腹 鷴
月   份 

組小時效率值( N*) 組公里效率值( N ) 組小時效率值( N) 組公里效率值( N ) 

74.年11.月 0           ( 23 ) 0           ( 23 ) 0.016±0.062 ( 15 ) 0.011±0.044 ( 15 ) 

12.月 0.094±0.140 (  8 ) 0.085±0.166 (  8 ) 0.098±0.132 ( 13 ) 0.083±0.183 ( 13 ) 

75.年 1.月  0           ( 15 ) 0           ( 15 ) 0.155±0.301 ( 12 ) 0.119±0.260 ( 12 ) 

2.月 0.113±0.250 ( 15 ) 0.070±0.174 ( 15 ) 0.076±0.177 ( 12 ) 0.052±0.110 ( 10 ) 

3.月 －         ( － ) －         ( － ) －         ( － ) －         ( － ) 

4.月 0.079±0.288 ( 21 ) 0.055±0.199 ( 21 ) 0.032±0.249 ( 31 ) 0.075±0.277 ( 28 ) 

5.月 0.012±0.054 ( 20 ) 0.006±0.025 ( 20 ) 0.029±0.103 ( 22 ) 0.014±0.063 ( 20 ) 

6.月 0          (  8 ) 0          (  8 ) 0.341±1.042 ( 16 ) 0.192±0.551 ( 13 ) 

7.月 0          (  9 ) 0          (  9 ) 0.021±0.083 ( 16 ) 0           ( 13 ) 

8.月 0.009±0.048 ( 25 ) 0.004±0.022 ( 25 ) 0.021±0.089 ( 35 ) 0.013±0.052 ( 32 ) 

9.月 0           ( 18 ) 0           ( 18 ) 0.021±0.117 ( 32 ) 0.103±0.557 ( 29 ) 

10.月 0.128±0.463 ( 13 ) 0.067±0.241 ( 13 ) 0.302±0.522 ( 18 ) 0.288±0.558 ( 18 ) 

11.月 0.224±0.552 ( 20 ) 0.157±0.371 ( 20 ) 0.091±0.237 ( 21 ) 0.056±0.160 ( 20 ) 

12.月 0           ( 13 ) 0           ( 13 ) 0.128±0.232 ( 15 ) 0.257±0.556 ( 15 ) 
總 平 均 
效 率 值 0.052±0.244 (208) 0.034±0.159 (208) 0.094±0.341 (258) 0.091±0.341 (238) 

*：N表示該月內可供分析之調查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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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郡大林道每月尋見帝雉之平均效率值☆ 

 

    帝             雉 

月 份  N*  組小時效率值  N  組公里效率值 

74.年11.月  4  0  4  0 

12.月  12  0  12  0 

75.年 1.月   4  0  4  0 

2.月  1  0  1  0 

3.月  －  －  －  － 

4.月  －  －  －  － 

5.月  6  0.555±1.359  6  0.038±0.094 

6.月  7  0.066±0.129  7  0.026±0.050 

7.月  4  0.638±0.782  3  0.423±0.387 

8.月  6  0.502±0.621  6  0.273±0.310 

9.月  15  0.419±1.193  14  0.228±0.686 

10.月  9  0.031±0.093  9  0.009±0.027 

11.月  7  0  7  0 

12.月  6  0  6  0 

       

總平均效率值 81  0.191±0.673  79  0.081±0.313 
 

☆：此線上僅見帝雉，故僅有一組數據。 

*：N表示該月內可供分析之調查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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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發現數量*與雨勢之關係 

 

帝 雉 藍 腹 鷴 
雨勢 

數量 組小時數 相對數量 數量 組小時數 相對數量 

無 66 528.83 20.3 40 434.32 32.7 

小雨 18 70.67 41.3 6 31.70 67.3 

中雨 6 25.30 38.4 0 9.52 0 

大雨 0 1.87 0 0 0.72 0 

合計 90 626.67 100.0 46 476.26 100.0 

*：有雨勢記錄之觀察時間內發現的雉類才列入分析。 

 

 

表九 不同林相中雉類出現百分率 

 

林 相 
帝 雉 

（％） 

藍 腹 鷴 

（％） 

針 葉 林 3.9 0.0 

混 合 林 74.9 6.6 

闊 葉 林 11.2 91.5 

人 造 林 8.4 1.9 

箭 竹 1.6 0.0 

合 計 100.0 100.0 

總 隻 次 數 17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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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各條路線上帝雉出現地點樹木特色分析* 
 
項目 範  圍 八通關∼對關(％) 郡大林道(％) 楠梓林道(％) 

10∼14.9 23.5 13.1 65.7 
15∼19.9 26.5 27.0 9.8 
20∼24.9 14.5 14.6 0 
25∼29.9 5.1 13.9 8.8 
30∼34.9 10.3 11.3 7.8 
35∼39.9 4.3 2.9 2.9 
40∼44.9 2.1 1.8 1.0 
45∼49.9 0 4.0 0 

樹 

的 

胸 

高 

直 

徑 

(㎝) 

A 
≧50 13.7 11.3 3.9 

0∼ 3 32.0 4.4 22.5 
3.1∼ 6 18.4 9.9 27.5 
6.1∼ 9 16.2 10.2 26.5 
9.1∼12 11.5 12.0 8.8 

12.1∼15 6.4 3.6 4.9 
15.1∼18 3.8 2.9 1.0 

發 
現 
點 
與 
樹 
的 
距 
離 

( m ) 
B ≧18.1 11.5 56.9 8.8 

0∼ 4.9 0.9 0 2.9 
5∼ 9.9 33.8 27.4 53.9 

10∼14.9 34.6 25.5 27.5 
15∼19.9 15.0 25.2 7..8 
20∼24.9 3.8 8.8 2.9 

樹 
 
高 
 

( m ) 
 

C ≧25 12.0 13.1 4.9 
0∼ 3 59.3 94.4 60.7 
4∼ 6 37.3 5.6 32.1 
7∼ 9 3.4 0 7.2 

發 
現 
點 
直 
徑 
10. 
m 

內 
樹 
木 
棵 
數 
D 10∼12 0 0 0 

*：A B C三項中的樹木總數分別是八通關∼對關 234棵郡大林道 
274棵楠梓林道 102棵。D項中的出現點數則為八通關∼對關 
59 點郡大林道 71點楠梓林道 2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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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帝雉藍腹鷴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a)對關與八通關間帝雉出現地點 

總點數：61          總棵數：234       全部樹幹總面積：256229.3 cm2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平 均 每 棵

面積( cm2 )
赤  楊 42 113 46588.6 48.29 18.18 102.37 412.3 
雲  杉 15 25 126864.1 10.68 49.51 73.01 5074.6 
紅  檜 5 9 23222.7 3.84 9.06 17.17 2580.3 
大 葉 柯 3 6 15819.5 2.56 6.17 11.29 2636.6 
鐵  杉 6 9 2478.0 3.85 0.97 9.95 275.3 
二 葉 松 5 8 5386.3 3.42 2.10 9.79 673.3 
尖 葉 槭 5 5 2921.7 2.14 1.14 7.55 584.3 
校  力 3 3 2412.7 1.28 0.94 4.78 804.2 
紅 榨 槭 2 5 1427.1 2.14 0.56 4.41 285.4 
青  楓 2 3 1603.9 1.28 0.63 3.62 534.6 
另至少 15種省略未列，詳見附表六。 

 

(b)郡大林道帝雉出現地點 

總點數：73          總棵數：274       全部樹幹總面積：265116.5 cm2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平 均 每 棵

面積( cm2 )
赤  楊 52 122 39717.7 44.53 14.98 94.65 325.6 
雲  杉 28 36 145310.8 13.14 54.81 86.87 4036.4 
二 葉 松 31 66 32538.3 24.09 12.27 57.31 493.0 
鐵  杉 15 22 30765.0 8.03 11.60 29.77 1398.4 
紅  檜 9 9 6623.3 3.28 2.50 11.86 735.9 
紅 榨 槭 2 2 628.3 0.73 0.24 2.32 314.2 
昆 欄 樹 1 2 2297.3 0.73 0.87 2.28 1148.7 
豬 腳 楠 1 3 515.2 1.09 0.19 1.96 171.7 
瓊  楠 1 2 512.9 0.73 0.19 1.60 256.5 
八角金盤 1 1 227.0 0.36 0.09 1.13 227.0 
狹 葉 櫟 1 1 201.1 0.36 0.08 1.12 201.1 
(樟 科) 2 2 409.2 0.73 0.15 2.23 204.6 
(未鑑定) 4 6 5367.4 2.19 2.02 6.91 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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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十一 帝雉藍腹鷴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c)東埔與對關間藍腹鷴出現地點 

總點數：88          總棵數：350       全部樹幹總面積：174898 cm2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平 均 每 棵

面積( cm2 )
赤  楊 35 70 37443.2 20.00 21.41 59.54 534.9 
狹 葉 櫟 7 15 12653.4 4.29 7.23 15.15 843.6 
南投黃肉楠 11 23 3930.4 6.57 2.24 14.51 170.9 
大 葉 柯 4 6 18283.3 1.71 10.45 14.23 3047.2 
大 葉 楠 9 22 5277.9 6.29 3.02 13.97 239.9 
栓 皮 櫟 9 14 8630.8 4.00 4.93 13.59 616.5 
長梗紫苧麻 10 10 1003.7 2.86 0.57 8.61 100.4 
台灣雅楠 4 8 1354.0 2.29 0.77 5.13 169.3 
西 施 花 2 4 4280.4 1.14 2.45 4.63 1070.1 
小 葉 桑 3 7 1855.9 2.00 1.06 4.61 265.1 
另有 41種省略，詳見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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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帝雉與藍腹鷴出現地區優勢樹種分析 

 
(a)八通關∼對關間帝雉出現地點    (b)郡大林道帝雉出現地點      (c)東埔∼對關間藍腹鷴出現地點 
總點數：61             總點數：73             總點數：88 

 

樹 種 名 稱 出現點數 出現頻率  樹 種 名 稱 出現點數 出現頻率  樹 種 名 稱 出現點數 出現頻率

赤   楊 40 65.6  赤   楊 62 84.9  赤 楊 32 36.4 

雲   杉 10 16.4  二 葉 松 21 28.8  青 剛 櫟 4 4.5 

紅   檜 7 11.5  鐵   杉 20 27.4  大 葉 楠 4 4.5 

鐵   杉 6 9.8  雲   杉 19 26.0  小 葉 桑 2 2.3 

二  葉  松 6 9.8  紅   檜 6 8.2  狹 葉 櫟 2 2.3 

紅  榨  槭 3 4.9  華 山 松 1 1.4  虎 皮 楠 2 2.3 

華  山  松 2 3.3  昆 欄 樹 1 1.4  紅 榨 槭 2 2.3 

青   楓 2 3.3      阿里山千金榆 1 1.1 

狹  葉  櫟 1 1.6      山 鹽 青 1 1.1 

阿里山千金榆 1 1.6      二 葉 松 1 1.1 

通  條  木 1 1.6      台 灣 櫸 1 1.1 

長梗紫苧麻 1 1.6      ( 殼 斗 科 ) 42 47.7 

( 殼 斗 科 ) 8 13.1      ( 樟 科 ) 17 19.3 

        ( 楠 屬 ) 2 2.3 

        ( 榆 科 ) 1 1.1 

        未 鑑 定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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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雉類出現地點附近5公尺半徑內樹木棵數分析 

 

未 扣 除 林 道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樹木棵樹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0 53.5 6.4 33.3 5.7 

1 10.4 7.4 12.0 8.0 

2 2.9 21.3 2.7 19.3 

3 6.3 13.8 9.3 14.8 

4 10.9 9.6 13.3 10.2 

5 6.3 17.0 14.7 15.9 

6 6.3 8.5 9.3 9.1 

7 1.1 4.3 2.7 4.5 

8 2.3 3.2 2.7 3.4 

9 0 3.2 0 3.4 

10 0 3.2 0 3.4 

11 0 0 0 0 

12 0 2.1 0 2.3 

合  計 100 100 100 100 

總隻次數* 174 94 75 88 

*：凡野外記錄可信度超過 80％且記錄完整者均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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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雉類出現地點樹林冠層枝條狀況 

 

未 扣 除 林 道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冠層枝條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重  疊 24.0 58.1 40.3 59.6 

部份重疊 29.1 38.1 36.4 39.4 

不 重 疊 46.9 3.8 23.4 1.0 

合  計 100 100 100 100 

總隻次數* 179 105 77 99 

*：凡野外記錄可信度超過 80％且記錄完整者均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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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雉類出現地點之下層植物疏密度分析 
 

未 扣 除 林 道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種 
 
類 

覆** 
密 
蓋 
度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無 17.4 6 22.1 5.3 

稀疏 54.5 50 53.2 48.9 

普通 19.7 39 19.5 40.5 

濃密 8.4 5 5.2 5.3 

灌 

 

 

 

木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無 84.3 100 79.2 100 

稀疏 12.9 0 16.9 0 

普通 1.7 0 1.3 0 

濃密 1.1 0 2.6 0 

箭 

 

 

 

竹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無 24.7 42 26.0 42.6 

稀疏 51.7 40 49.4 41.5 

普通 12.9 9 13.0 8.5 

濃密 10.7 9 10.7 7.4 

雜 

 

 

 

草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無 0 2 0 2.1 

稀疏 44.9 38 45.5 37.2 

普通 30.9 43 29.9 45.7 

濃密 24.2 17 25.6 15.0 

綜 

 

 

 

合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總隻次數* 178 100 77 94 

* ：凡野外記錄可信度超過 80％且記錄完整者均列入分析。 
**：稀疏、普通及濃度之界定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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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雉類出現地點之下層植物覆蓋面積分析 
 

植 物 種 類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50

50
｜
60

60
｜
70

70
｜
80

80
｜
90

90
｜
100

總隻* 

次數 
平均百分率

灌木 81** 28 14 14 12 7 3 10 0 7 24.8±27.6 

箭竹 155 10 4 2 1 0 0 0 1 3 4.7±16.0 

帝 

 

雉 雜草 108 17 16 10 12 6 0 3 3 1 

176 

17.3±21.5 

灌木 21 13 11 12 7 3 6 3 5 15 43.5±34.0 

箭竹 96 0 0 0 0 0 0 0 0 0 0±0 

未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藍 

腹 

鷴 雜草 67 6 7 5 1 3 4 2 1 0 

96 

14.5±22.5 

灌木 35 10 8 7 6 0 3 4 0 2 23.7±26.1 

箭竹 61 4 4 0 1 0 1 0 1 3 8.1±22.8 

帝 

 

雉 雜草 48 7 6 5 4 1 0 0 3 1 

75 

16.9±22.9 

灌木 18 11 11 11 7 3 6 3 5 15 45.6±33.9 

箭竹 90 0 0 0 0 0 0 0 0 0 0±0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藍 

腹 

鷴 雜草 64 6 6 5 1 3 4 0 1 0 

90 

13.3±20.9 

* ：凡野外記錄可信度超過 80％且記錄完整者均列入分析。 
**：單位為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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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雉類出現地點之直徑灌木棵數分析 
 

未 扣 除 林 道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灌 

木 

數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0 23.6 12.1 30.1 11.8 
1 18.4 13.1 21.8 12.9 
2 16.1 15.2 19.1 14.0 
3 12.6 8.2 4.1 6.5 
4 9.8 5.1 5.5 5.4 
5 5.7 3.0 5.5 3.2 
6 5.2 7.1 5.5 7.5 
7 1.1 5.1 1.4 5.4 
8 1.7 5.1 1.4 5.4 
9 0.6 4.0 1.4 4.3 

10 0 3.0 0 3.2 
11 1.1 3.0 1.4 3.2 
12 2.9 3.0 1.4 3.2 
13 0 0 0 0 
14 0 0 0 0 
15 0 3.0 0 3.2 
16 0 1.0 0 1.1 
17 0.6 0 0 0 
18 0 3.0 0 3.2 
19 0 4.0 0 4.3 
20 0.6 1.0 1.4 1.1 

>21 0 1.0 0 1.0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總隻* 
次數 174 99 73 93 

*：凡野外記錄可信度達 80％且記錄完整者，均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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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發現數量* 與地面覆蓋物平均百分率 

 

未 扣 除 林 道 扣 除 林 道 部 份

地 面 覆 蓋 物 帝 雉 

( X％ ) 

藍 腹 鷴

( X％ ) 

帝 雉

( X％ ) 

藍 腹 鷴

( X％ ) 

地 表 植 物 28.8±14.1 33.7±28.2 38.4±27.8 33.3±27.3 

落 葉 18.1±14.7 42.8±28.6 28.7±29.1 44.1±28.6 

倒木 /枝條 /露根 2.7±2.7 3.5±5.2 4.5±5.3 3.7±5.3 

岩 石 27.6±24.7 7.3±13.4 10.6±48.9 5.8±8.5 

其 他 11.9±17.7 0.6±2.8 5.6±29.5 0.7±2.9 

總 隻 次 數 177 100 76 94 

*：凡野外記錄可信度高於 80％且記錄完整者均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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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雉類出現地點受干擾情形之分析 

 

干 擾 情 形 
帝 雉

( ％ ) 

藍 腹 鷴 

( ％ ) 

崩 塌 12.3 0.9 

砍 伐 10.1 6.6 

造 林 12.3 3.8 

營 地 0.6 0.9 

陷 阱 0.6 1.9 

火 燒 0.6 0 

垃 圾 0 0.9 

橋 1.1 0 

無 干 擾 1.1 17.0 

步 道 36.9 72.6 

林 道 56.7 5.7 

總 隻 次 數 17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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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八通關古道沿線植物優勢社會編號與名稱 

 

原生植被 
1. 玉山圓柏／冷杉／森氏杜鵑 

2. 冷杉 

3. 鐵杉 

4. 鐵杉／雲杉／華山松 

5. 紅檜／雲杉 

6. 紅檜 

7. 狹葉櫟／長尾柯／假長葉楠／木荷 

8. 狹葉櫟／木荷 

9. 長尾柯／鬼櫟／大葉柯 

10. 假長葉楠／木荷 

11. 長尾柯／錐果櫟 

12. 台灣肉桂／山漆／青楓 

13. 阿里山千金榆／化香樹／青剛櫟／栓皮櫟 

14. 阿里山千金榆／化香樹／青剛櫟 

15. 栓皮櫟 

16. 大葉楠 

 

次生植被 

17. 高山白株樹 

18. 曲芒髮草／玉山翦股 

19. 高山芒／玉山翦股 

20. 高山芒／巒大蕨 

21. 高山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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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玉山箭竹／高山芒 

23. 玉山箭竹 

24. 皮杖／台灣澤蘭／黃菀 

25. 台灣刺柏／紅毛杜鵑 

26. 褐毛柳／鄧氏胡頹子 

27. 台灣二葉松 

28. 台灣二葉松／金毛杜鵑 

29. 台灣二葉松／紅毛杜鵑 

30. 台灣二葉松／華山松／雲杉／鐵杉 

31. 台灣二葉松／台灣赤楊／台灣紅榨楓 

32. 台灣赤楊／台灣紅榨楓 

33. 台灣赤楊 

34. 小花鼠刺／山胡椒／台灣赤楊 

35. 大頭茶 

36. 車桑子／擬密葉卷柏 

37. 台灣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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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八通關古道沿線植物優勢社會及雉類發現地點對照表 
 

觀 察 記 錄 觀高往東埔

方向公里數 

植被
型態
編號 

優 生 植 被 型 態

發現公里數 (數量、性別／其他 )

種
 
類

0.0∼0.2 27 台灣二葉松 0.0(1♂)，0.2(糞便) 

0.2∼0.4 30 台灣二葉松／華山松／雲
杉／鐵杉 

0.27(糞便) 

0.4∼0.6 31 台灣二葉松／台灣赤楊／
台灣紅榨楓 

 

0.6∼0.8 32 台灣赤楊／台灣紅榨楓  

0.8∼1.3 33 台灣赤楊 1.0(1♂)，1.145(1♂)，1.17(1♂)，1.2
(1♀，1幼鳥♂，2幼鳥♀)，1.26(1♂)

1.3∼2.7 5 
33 

紅檜／雲杉 
台灣赤楊 

1.4(羽毛) 
1.75(2♀) 
2.0(1♂)，2.02(2♀)，2.05(1♂) 
2.25(1♀，3幼鳥)，2.25(1♀，2幼鳥)，
2.3(1♀) 
 
2.53(1♂)，2.53(1♂)，2.6(1♀) 
2.65(1♀) 
2.7(1♂)，2.7(1♀) 

2.7∼5.5 
 
 
 

6 
7 

 
33 

紅檜 
狹葉櫟／長尾柯／假長葉
楠／木荷 
台灣赤楊 

2.8(羽毛)，2.85(1♀) 
3.23(2♀，1幼鳥) 
3.9(1♂) 
4.65(1♀)，5.23(1♀) 

 
 
 
 
 
 
 
 
 
帝
 
 
 
 
 
雉

4.9∼5.1 8 狹葉櫟／木荷 5.0(1♀)，5.45(1♂)  
5.5∼7.0 9 長尾柯／鬼櫟／大葉柯 6.05(1♂)，6.18(1♀) 

6.25(1♀)，6.3(1♀)，6.32(1♂) 
6.33(糞便)  
6.4(1♂) (1♂) 
6.65(1♂2♀)，6.65(1♀) 
6.92(1♀)，6.94(1♂)，6.96(1♂)， 
6.97(1♂) 

7.0∼10.3 
7.2 

 
 

7.8 

33 
10 
34 

 
11 

台灣赤楊 
假長葉楠／木荷 
小花鼠刺／山胡椒／台灣
赤楊 
長尾柯／錐果櫟 

7.022(1♂)，7.125(1♂)，7.17(1♂) 
7.2(1♂1♀)，7.2(隱蔽帳 8♂2♀) 
7.41(糞便)，7.6(2♀)，7.65(1♂)， 
7.65(1♀) 
7.9(1♂1♀)，8.05(糞便) 

 
 
 
藍
 
 
腹
 
 
鷴



－ 93 － 

 

續表二十一 八通關古道沿線植物優勢社會及雉類發現地點對照表 
 

觀 察 記 錄 觀高往東埔

方向公里數 

植被
型態
編號 

優 生 植 被 型 態

發現公里數 (數量、性別／其他 )

種
 
類

8.1 
8.2 
9.5 

9.8∼10.3 
10.3∼11.5 

 
 

11.5∼12.0 
 

8 
28 
12 
12 
14 

 
15 
13 

狹長櫟／木荷 
台灣二葉松／金毛杜鵑 
台灣肉桂／山漆／青楓 
台灣肉桂／山漆／青楓 
阿里山千金榆／化香樹／
青剛櫟 
栓皮櫟 
阿里山千金榆／化香樹／
青剛櫟／栓皮櫟 

8.23(1♀)，8.3(糞便)，8.4(1♀) 
8.64(糞便) 
8.73(糞便)，8.8(1♀)，8.95(2♀) 
9.45(1♀2幼鳥) 
9.75(2♀)，10.0(1♀) 
11.55(2幼鳥) 

 
 
藍

 
腹

 
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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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雉類食物種類 

 

直 接 觀 察 所 得 訪 問 所 得 

帝    雉 帝 雉 藍 腹 鷴 

長梗紫苧麻的果實* 皮杖的種子 錐果櫟的果實 

桫欏鱗毛蕨 野菇 桑椹 

地衣 金線蓮 百香果 

柳杉的嫩葉  野草莓 

清飯藤的果實與花 

冷清草的花 

●葉蓼的花 

澤蘭的花 

冷水麻的花 

玉山鬼督郵的果實 

  

*：此項觀察無法十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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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各月雉類成鳥攜帶幼鳥活動之記錄 

 

雉類  月份  一起出現的雉類  各月幼鳥隻次和 

   1♀   2 Juv   

 7.  1♀   2 Juv  5 

   1♀   1 Juv   

   1♂ 1♀ 1 Juv   

   1♀   1 Juv   

 8.  1♀   2 Juv  8 

   1♀   2 Juv   

   1♀   2 Juv   

   2 Juv   

 9.  1♂   1 Juv  4 

   1♀   1 Juv   

 10.  2♀   1 Juv  1 

   1♀   3 Juv   

 11.  1♀   2 Juv  8 

帝 

 

 

 

 

 

 

 

 

 

 

 

 

雉 
   1♀   3 Juv   

 5.  1 Juv  1 

 6.  1♀   2 Juv  2 

 9.  3 Juv  3 

藍 

腹 

鷴 
 10.  2 Ju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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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各月所見雉類雄鳥、雌鳥及幼鳥數量 
 

帝            雉 藍  腹  鷴 

八通關古道 郡大林道 楠梓林道 其他地區 合  計八通關古道 其他地區 合  計月 份 

♂ ♀ J* ♂ ♀ J ♂ ♀ J ♂ ♀ J ♂ ♀ J ♂ ♀ J ♂ ♀ J ♂ ♀ J

74.年 11.月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1 0 0 0 0 1 1 0

12.月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2 4 0 0 0 0 2 4 0

75.年 1.月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3 5 0 0 0 0 3 5 0

2.月 2 3 0 0 0 0 0 0 0 0 0 0 2 3 0 2 0 0 0 0 0 2 0 0

3.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月 1 3 0 0 0 0 0 0 0 0 1 0 1 4 0 5 4 0 0 0 0 5 4 0

5.月 1 0 0 2 3 0 16 11 0 0 0 0 19 14 0 2 0 0 1 1 1 3 1 1

6.月 0 1 0 2 1 0 0 0 0 0 0 0 2 2 0 1 3 2 0 1 0 1 4 2

7.月 0 0 0 4 5 5 0 0 0 0 0 0 4 5 5 2 1 0 0 0 0 2 1 0

8.月 2 0 0 2 15 6 0 0 0 0 1 2 4 16 8 1 1 0 0 0 0 1 1 0

9.月 0 0 0 2 4 4 0 0 0 0 0 0 2 4 4 2 1 3 1 2 0 3 3 3

10.月 1 2 1 1 0 0 0 0 0 0 0 0 2 2 1 4 5 2 0 0 0 4 5 2

11.月 3 5 8 0 0 0 0 0 0 0 0 0 3 5 8 2 1 0 0 0 0 2 1 0

12.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2 0 0 0 0 3 2 0

小 計 11 17 9 13 28 15 16 11 0 0 2 2 40 58 26 30 28 7 2 4 1 32 32 8

合 計 37 56 27 4 124 65 7 72 

*：表示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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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 雉類雌雄同時出現之記錄 

 

帝     雉 藍  腹  鷴 

出 現 日 期 雌 雄 數 出 現 日 期 雌 雄 數 

74.年 12.月 26.日 2♀ 75.年 4.月 9.日 1♂1♀ 

75.年 2.月 6.日 2♀ 7.月 5.日 1♂1♀ 

4.月 9.日 1♀1？ 9.月 5.日 1♂1♀ 

5.月 6.日 1♂2♀ 9.月 30.日 2♀ 

5.月 21.日 1♂1♀ 10.月 6.日 2♀ 

5.月 21.日 1♂1♀ 10.月 6.日 1♂1♀ 

5.月 22.日 1♂1♀ 10.月 7.日 1♂1♀ 

5.月 22.日 1♂2♀ 

5.月 22.日 1♂1♀ 

7.月 7.日 1♂1♀ 

7.月 7.日 1♂1♀ 

8.月 4.日 1♂1♀1 Juv 

8.月 4.日 1♂1♀ 

8.月 4.日 2♀ 

8.月 4.日 3♀ 

10.月 9.日 2♀1 Juv 

  

合 計 10♂24♀1？  5♂9♀ 

佔成鳥總隻次數的百分率＝35.7％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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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 掩蔽帳觀察雉類活動之結果 

 

月份 
掩蔽帳

數 目 
觀 察

人天數 組小時數 發現數量 平 均 效 率 值 

2月 1 1 10.08 0 0 

4月 1 3 29.09 4♂1♀ 0.170±0.044 

5月 1 1 8.33 1♂ 0.085±0.120 

6月 3 6 32.26 1♂ 0.023±0.040 

7月 2 4 19.94 2♂1♀ 0.110±0.131 

8月 3 6 46.86 0 0 

9月 1 1 15.20 0 0 

9月 1 1 0.45 0* 0 

合計 13 23 162.21 8♂2♀ 0.054±0.036 

*：此次掩蔽帳設在郡大林道帝雉區中，其餘全在藍腹鷴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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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一 由鹿林山遠眺玉山 

1927 
取材自附表九 1－7 

 

 
圖片二 由中央金礦西望玉山 

1915 
取材自附表九 1－4 
相片中某些植被型態到今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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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三 由荖濃溪看秀姑巒山 

1935 
取材自附表九 1－10 

 

 
圖片四 由八通關旁荖濃溪上觀玉山 

1918 
取材自附表九 1－5 



－ 101 － 

 
 

 
圖片五 由觀高看玉山的崩塌地 

            取材處及年份不詳 
 

 
圖片六 塔塔加鞍部到排雲山莊沿線的白木林 

         取材自附表六1－13 
         年份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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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七 被冷杉林圍繞的白洋金礦 
1935 
取材自附表九 1－10 

 

 
圖片八 八通關檢查站 

1935 
取材自附表九 1－10 
照片中遠處山峰為郡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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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山地工作人員訪問表 

 

 

 

雉類名稱：      訪問者        日期／時間            

訪問地點：                               

被訪問者：姓名              性別／年齡            

     地址                    

     族別         職業       已在該地居住時間   年 

最近發現雉類記錄：看到     捉到      日期      時間     

     發現地點：                          

     發現隻數：總數     公鳥     母鳥     幼鳥     

     棲息環境：針葉林     闊葉林    混合林    草原      

          箭 竹        灌 叢      人工林      其他      

公園內雉類情況： 

     公園中最易發現此種雉類的地點：                

                                    

     此種雉類數量情況：多        普通          少           

     此種雉類目前數量與以前數量比較： 

        比以前多     和以前一樣      比以前少       

帝雉與藍腹鷴在公園中何種數量較多：帝雉       藍腹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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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工作日誌 

 

 

 日期：              觀察者：                

一、天氣狀況： 

 位     置    時間    溫度    天空狀態   降雨情形    風勢  

   1. 

   2. 

   3. 

二、調查路線： 
                      發現    組小    組小時    組公    組公里   調查 

 起 迄 位 置   隻數   時數   效率值   里數   效率值   方式  

 

 

 

 

 

 

 

 

 

 

三、其他調查情形（調查活動情形，發現雉類情形，一般植被情形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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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觀察記錄表 

觀察記錄：現場記錄    他人報告     

 

種類：             觀察者：                                
數量：總數      雄         雌         成鳥          幼鳥           
日期：  月 日 年，時間      參考圖號             

高度：       ( m )  地點                      

鑑定根據：看到         遺體         其他                
鑑 定 可 信 度：      （％）理由                                   

溫度( ℃ )          雨量：無    小雨    中度雨量    大雨    
天氣：晴朗 ( 雲＜25％ )    部份有雲 ( 25－75％ )    陰天       
   有霧      

坡度：                坡向：          
位置：稜線     上部    中部    底部    鞍部      

   肩部   河岸    其他                    

一般棲息環境：針葉林    闊葉林    混合林    草原      

       箭竹     灌叢     人工林    其他      

      優勢樹種：         佔        （％）    

      冠層枝條:重疊度:    重疊   部份重疊   不重疊   

      林中樹齡：同齡          不等                       
      干擾情形：無        火燒     砍伐     造林     
           林道    步徑     營地     崩塌        
           陷阱    其他                                  

PCQ法測定樹種：#1           胸高直徑(cm)       距離(m)     高度(m)     
        #2           胸高直徑           距離        高度        
        #3           胸高直徑           距離        高度        
                #4           胸高直徑           距離        高度        
以發現地點為中心，直徑 10m之圓形區域內：樹木總數                     
下層植物覆蓋百分比：灌木            箭竹           雜草               
覆蓋密度－灌木：無       稀疏         中度         濃密               

      箭竹：無       稀疏         中度         濃密               

      雜草：無       稀疏         中度         濃密               

直徑灌木棵數：#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相對地面覆蓋度 (%) ：地表植物         落葉           倒木／枝條 
            ／露根           岩石      其他            

備註（行為、棲息環境、氣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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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說明） 
 

現場記錄：調查人員（包括山胞）在野外親自見到的記錄，調查人員一 

     定要到達現場，加以測量記錄。 

他人報告：調查人員以外的人，有可靠明確的觀察時，也可填寫記錄表 

     ，這時因調查人員未到現場，表中所需資料只能儘可能詳細 

     精確，報告人可能是其他在山地工作的學者專家、鳥會會員 

     或其他人。 

種  類：親自見到或他人報告的雉類（或其他野生動物）。 

觀 察 者：填表人姓名，但他人報告時，報告人姓名亦需註明。 

數  量：總數＝指在同一地點見到的隻數。 

     雄／雌＝註明所見到的雉（或野生動物）之雌雄各幾隻，此 

         二項之和應與總數相等，若不知雌雄者打問號。 

     成鳥／幼鳥＝若能肯定，則註明所見雉中有幾隻成鳥或幼鳥 

           ，若不知則打問號。 

時  間：以24小時的方式，表示發現鳥類的時間。 

參考圖說：所使用地圖的圖號。 

高  度：發現地點之海拔高度。 

地  點：對實際見到雉的地點，加以儘可能清楚的說明，選擇明確的 

     指標，例如，某山峰正東方小徑坡下10 公尺處，或往某地 

     步道上某斷崖以西約150公尺處坡上，此處坡上有二塊岩石 

     突起，傍一棵大樹，地點即在大樹根部西邊等。 

鑑定根據： 

     看到：鑑定因直接看到一隻野生活雉。 

     遺體：其他可以證實存在的方法，如地上有羽毛、屍體或肢 

        體殘存在弔夾之中。 

     其他：見到巢、糞便、聽到聲音等，或未看清種類，但根據 

        棲地特色可斷定種類。 

鑑定可信度：註明觀察者對鑑定有百分之幾的信心，若鑑定根據所填 

     的是其他一項，信心不可能達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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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解釋判定信心百分比之原因，即說明鑑定的方法，描述所見 

     或所聽到的。 

溫  度：見到雉時之氣溫，以攝氏表示。 

雨  量：見到雉時之雨量 

     細雨：毛毛雨、微雨。 

     中度雨量：不斷的、珠粒較大的雨。 

     大雨：傾盆大雨。 

天  氣：發現地點上空的雲量百分比 

     晴朗：雲量小於25％ 

     部份有雲：雲量介於25∼75％間。 

     陰天：雲量大於75％。 

     有霧：發現當時有霧。 

坡  度：發現位置的山坡傾斜度。 

坡  向：由指北針指示坡度傾斜的方向，以正北方為0°及 360°。 

位  置：發現當時的位置，如圖： 

 

一般棲息環境：發現地點的植被環境 

       混合林：針葉樹和闊葉樹混生的樹林。 

       灌木：小型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分枝靠近地面，或直徑 

          小於10公分之小樹。 

       人工林：人工栽植之樹林。 

優 勢 種：發現地點四周數量最多的樹種，並註明所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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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層枝條重疊度：指發現地點上層的枝條。 

干擾情形：若在發現位置附近有自然或人為因素的干擾，在恰當的空白 

     處打「ˇ」。 

PCQ 法：以發現地點為垂直兩軸的交叉點，一軸平行等高線，另一軸 

     與其垂直，而將周圍地區劃分為四部份，在每一部份內選取 

     距離交叉點最近，胸高直徑大於或等於10cm之樹木為樣品。 

覆蓋百分比：在測定區域內，由灌木、箭竹及茅草之垂直投影所涵蓋面積 

     之比率，各項分別目測，各項之比率不得大於100％，但總 

     和可能超過100％。 

覆蓋密度：灌木、箭竹、茅草在測定區域內之相對豐度，依植物種類分 

     別以目測度量，其標準如下： 

     無：在測定區域內全無灌木、箭竹或茅草。 

     稀疏：能輕易的穿過測定區域，而不碰撞灌木、箭木或茅草 

     中度：無法不碰撞灌木、箭竹或茅草而穿過測定區。 

     濃密：不使用刀砍或不奮力無法通過測定區。 

直徑灌木棵數：沿著此圓的直徑行走，計算左右各 0.5m範圍內所包含的灌木 

     種類及其數量，胸高直徑小於10cm之樹木亦視同灌木。 

相對地面覆蓋度：主要在描述雉類活動地區之地面特徵，其定義如下： 

     地表植物：地面之草本植物（箭竹及茅草除外） 

     落葉碎屑：地面上積存的落葉（不含草叢間者） 

     倒木／枝條／露根：傾倒之樹木、掉落地面之樹枝及裸露之樹 

根。 

     其他：其他可能掉落地面之物質。 

備  註：其他不包括在上述項目內之任何資料，尤其是行為，詳細描述 

     見到雉類時的任何有關事項，包括觀察時間的長短、行走、覓 

     食、理毛、飛行、鳴叫、站立、拍翅，對其他雉類或其他動物 

     的行為、棲息環境的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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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各路線鳥種記錄 

 

   地 

種 

      點 

   類 

東
埔
｜
八
通
關

郡

大

林

道 

南 
 
一 
 
段 

沙 
里 
仙 
溪 
林 
道 

楠 
 
梓 
 
林 
 
道 

啞 
 
口 
 
林 
 
道 

梅 
 
蘭 
 
林 
 
道 

南 
 
二 
 
段 

日 
 
據 
 
古 
 
道 

秀 
 
、 
 
馬 
 
線 

玉 
 
山 
 
山 
 
塊 

深 山 竹 雞 ˇ ˇ ˇ ˇ ˇ ˇ  ˇ   

竹 雞 ˇ ˇ ˇ   ˇ  ˇ   

藍 腹 鷴 ˇ   ˇ  ˇ  ˇ   

帝 雉 ˇ   ˇ   ˇ    

棕 三 趾 鶉 ˇ          

灰 林 鴿 ˇ  ˇ ˇ  ˇ     

斑 頸 鳩 ˇ          

金 背 鳩 ˇ  ˇ   ˇ     

綠 鳩 ˇ ˇ ˇ ˇ ˇ ˇ     

筒 鳥 ˇ  ˇ ˇ ˇ ˇ     

大 慈 悲 心 鳥 ˇ  ˇ ˇ ˇ ˇ     

短 耳 鴞 ˇ          

鵂 鶹 ˇ ˇ ˇ ˇ       

褐 鷹 鴞 ˇ        ˇ  

領 角 鴞 ˇ          

黃 嘴 角 鴞 ˇ  ˇ        

褐 林 鴞 ˇ ˇ ˇ  ˇ    ˇ  

針 尾 雨 燕 ˇ   ˇ       

小 雨 燕   ˇ ˇ       

白 腰 雨 燕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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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色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小 啄 木 ˇ     ˇ  ˇ   

大 赤 啄 木 ˇ ˇ ˇ ˇ ˇ ˇ ˇ    

山 啄 木 ˇ  ˇ ˇ       

家 燕      ˇ     

毛 腳 燕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洋 燕      ˇ     

小 卷 尾 ˇ          

烏 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台 灣 藍 鵲 ˇ          

樹 鵲 ˇ       ˇ   

星 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橿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紅 頭 山 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煤 山 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青 背 山 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黃 山 雀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粉 紅 鸚 嘴 ˇ  ˇ   ˇ     

黃 羽 鸚 嘴 ˇ        ˇ  

小 彎 嘴 畫 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鱗 胸 鷦 鷯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金 翼 白 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畫 眉 ˇ     ˇ     

紋 翼 畫 眉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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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頭花翼畫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頭 烏 線 ˇ  ˇ ˇ  ˇ  ˇ   

白 喉 笑 鶇   ˇ   ˇ     

山 紅 頭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藪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綠 畫 眉 ˇ       ˇ ˇ  

白 耳 畫 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竹 鳥 ˇ  ˇ ˇ  ˇ ˇ ˇ   

冠 羽 畫 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繡 眼 畫 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彎 嘴 畫 眉 ˇ ˇ ˇ   ˇ  ˇ   

紅 山 椒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花 翅 山 椒 鳥 ˇ          

白 環 鸚 嘴 鵯 ˇ ˇ ˇ   ˇ  ˇ   

白 頭 翁 ˇ     ˇ     

紅 嘴 黑 鵯 ˇ  ˇ  ˇ   ˇ   

河 烏 ˇ  ˇ     ˇ   

鷦 鷯 ˇ ˇ  ˇ ˇ  ˇ ˇ ˇ  

岩 鷚 ˇ    ˇ  ˇ  ˇ ˇ 

小 翼 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白 眉 鴝 ˇ    ˇ      

阿 里 山 鴝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黃 尾 鴝  ˇ         

白 尾 鴝 ˇ  ˇ ˇ ˇ ˇ ˇ ˇ   

鉛 色 水 鶇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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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磯 鶇 ˇ       ˇ   

紫 嘯 鶇 ˇ     ˇ ˇ ˇ   

虎 鶇 ˇ         ˇ 

赤 腹 鶇 ˇ        ˇ  

小 剪 尾 ˇ   ˇ ˇ ˇ     

白 腹 鶇 ˇ         ˇ 

白 頭 鶇 ˇ     ˇ     

白 眉 鶇 ˇ          

小 鶯 ˇ  ˇ ˇ ˇ ˇ   ˇ  

深 山 鶯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褐 色 叢 樹 鶯 ˇ  ˇ ˇ ˇ ˇ ˇ ˇ   

火 冠 戴 菊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棕 面 鶯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班 紋 鷦 鶯 ˇ  ˇ   ˇ ˇ    

褐 頭 鷦 鶯 ˇ          

黃 腹 琉 璃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黑 頸 藍 鶲 ˇ       ˇ   

紅 尾 鶲 ˇ  ˇ ˇ ˇ ˇ ˇ ˇ   

黃 胸 青 鶲 ˇ ˇ ˇ ˇ ˇ ˇ  ˇ   

台 灣 綠 繡 眼 ˇ  ˇ   ˇ  ˇ   

尖 尾 文 鳥 ˇ          

麻 雀      ˇ     

紅 胸 啄 花 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黃 雀 ˇ  ˇ        

朱 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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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 鷽 ˇ  ˇ ˇ ˇ  ˇ  ˇ  

灰 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小 ● ˇ ˇ        ˇ 

黑 臉 ● ˇ         ˇ 

紅 隼 ˇ          

鳳 頭 蒼 鷹 ˇ   ˇ   ˇ    

林 鵰      ˇ     

大 冠 鷲 ˇ ˇ      ˇ   

赤 腹 鷹      ˇ     

雀 鷹 ˇ          

赫 氏 角 鷹  ˇ   ˇ      

灰 鶺 鴒 ˇ     ˇ  ˇ   

白 鶺 鴒 ˇ       ˇ   

棕 背 伯 勞 ˇ          

紅 尾 伯 勞 ˇ       ˇ   

斑 點 鶇          ˇ 

合計：11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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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大型哺乳類動物記錄表 
 

名稱  日 期  水 系 位 置  發現證據

猴子  11/23/85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71K  糞 便

  11/24  濁 水 溪 金門峒西邊稜線  骨 頭

  11/24  〃 觀高往東埔 1.5K  糞 便

  11/24  郡 大 溪 郡大 71K  看 到

  11/26  荖 濃 溪 中央金礦上方 1.1K  糞 便

  11/28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4.5K溪底  〃 
  11/28  〃 觀高往東埔 2.85K  聲 音

  11/29  〃 觀高往東埔 2.3K  〃 
  12/23  〃 觀高往東埔 2.51K  看 到

  1/7/86  〃 觀高往東埔 3K  〃 
  1/7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7.3K  〃 
  1/19  荖 濃 溪 鐵本山工寮西邊  糞 便

  1/19  〃 鐵本山工寮南邊  〃 
  1/20  〃 天池派出所往梅山村 100m  〃 
  5/1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7.2K  看 到

  5/3  〃 觀高往東埔 2.2K  〃 
  5/21  楠 梓 仙 溪 楠梓林道 21.3K  〃 
  5/22  〃 楠梓林道 18K  〃 
  6/10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7.2K  聲 音

  6/12  〃 觀高往八通關 0.5K  看 到

  6/13  〃 觀高往八通關 2.1K  〃 
  6/14  〃 觀高往東埔 3.9K  〃 
  6/24  荖 濃 溪 梅蘭林道 19K工寮下方 2K  〃 
  7/7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3.6K  〃 
  8/3  〃 郡大林道 65.1K  聲 音

  8/4  〃 郡大林道 67K  看 到

  8/4  〃 郡大林道 63.4K  〃 
  8/12  荖 濃 溪 南橫公路 144.2K  〃 
  8/14  〃 拉庫音溪獵寮南方  聲 音

  8/16  〃 塔芬山往尖山 2K  糞 便

  8/18  〃 溪底獵寮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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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大型哺乳類動物記錄表（續） 
 

名稱  日 期  水 系 位 置  發現證據

猴子  9/6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1.4K  看 到

  9/6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4.22K  〃 
  9/7  〃 郡大林道 63.8K  〃 
  9/25  荖 濃 溪 北面山往尖山 0.5K  〃 
  10/7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2.35K  聲 音

  10/8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5.6K  看 到

        
山羌  11/23/85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80K  看 到

  11/23  〃 郡大林道 74K  糞 便

  11/24  〃 郡大林道 63.9K  腳 印

  11/24  〃 郡大林道 70.4K  〃 
  11/24  〃 郡大林道 72.7K  〃 
  11/24  濁 水 溪 金門峒西邊  骨 頭

  11/24  〃 觀高往東埔 1.5K  糞 便

  11/26  荖 濃 溪 中央金礦往杜鵑營地  〃 
  11/26  〃 溪底獵寮南方  〃 
  11/26  〃 中央金礦上方  腳 印

  11/28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4.5K下方 0.25K  糞 便

  12/18  〃 觀高往東埔 8.1K  〃 
  1/5/86  〃 觀高往東埔 8.8K  〃 
  1/19  荖 濃 溪 鐵本山工寮北邊  〃 
  1/19  〃 鐵本山工寮西邊  〃 
  1/19  〃 鐵本山工寮東邊  〃 
  6/12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2.5K  腳 印

  7/7  〃 郡大林道 61.4K  看 到

  8/4  〃 郡大林道 65.5K  〃 
  8/16  荖 濃 溪 塔芬山往尖山 2K  糞 便

  8/18  〃 溪底獵寮北邊  〃 
  9/6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6K  腳 印

  9/7  〃 郡大林道 62.25K  〃 
  9/7  〃 郡大林道 57.7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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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大型哺乳類動物記錄表（續） 
 

名稱  日 期  水 系 位 置  發現證據

山羌  9/25  荖 濃 溪 北面山往尖山 1.3K  糞 便

  11/12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63.05K  腳 印

  11/19  荖 濃 溪 玉山北峰下的冷杉林內  糞 便

        
山羊  11/23/85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78K  腳 印

  11/24  〃 郡大林道 73.4K  〃 
  11/24  〃 郡大林道 70.4K  〃 
  11/24  〃 郡大林道 74K  〃 
  11/26  荖 濃 溪 溪底獵寮北方  糞 便

  11/26  〃 八通關山頂稜線  〃 
  12/21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76K  〃 
  1/18/86  荖 濃 溪 關山和鐵本山之間的工寮  〃 
  1/18  〃 鐵本山東側稜線  〃 
  1/18  〃 鐵本山工寮東邊  〃 
  8/8  〃 溪底獵寮北方  〃 
  9/25  〃 北面山往尖山 1.2K  〃 
  10/27  楠 梓 仙 溪 馬博拉斯山往秀姑巒山 1.2K  〃 
  11/18  荖 濃 溪 玉山西峰山神廟西方  〃 
  11/19  〃 玉山北峰下的冷杉林內  〃 
        
水鹿  11/24/85  郡 大 溪 郡大林道 73.15K  腳 印

  11/26  荖 濃 溪 八通關山頂稜線  糞 便

  4/9/86  濁 水 溪 對關上方 0.5K  〃 
  4/10  〃 觀高往東埔 5.6K  〃 
  8/16  荖 濃 溪 塔芬山往尖山 2K  〃 
  8/18  〃 溪底獵寮北方  〃 
        
山豬  11/28/85  濁 水 溪 觀高往東埔 5.8K  糞 便

  4/18/86  〃 塔塔加鞍部往東埔 2.8K  看 到

  8/16  荖 濃 溪 塔芬山往尖山 2K  糞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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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對關與八通關間帝雉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總點數：61          總棵數：234        全部樹幹總面積：256229.3 cm2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出現頻率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赤  楊 42 113 46588.6 68.9 48.29 18.18 102.37 
雲  杉 15 25 123516.7 24.6 10.68 49.51 73.01 
紅  檜 5 9 23222.7 8.2 3.84 9.06 17.17 
大  葉  柯 3 6 15819.5 4.9 2.56 6.17 11.29 
鐵  杉 6 9 2478.0 9.8 3.85 0.97 9.95 
二  葉  松 5 8 5386.3 8.2 3.42 2.10 9.79 
尖  葉  槭 5 5 2921.7 8.2 2.14 1.14 7.55 
校  力 3 3 2412.7 4.9 1.28 0.94 4.78 
紅  榨  槭 2 5 1427.1 3.3 2.14 0.56 4.41 
青  楓 2 3 1603.9 3.3 1.28 0.63 3.62 
鵝  掌  柴 2 4 422.5 3.3 1.71 1.16 3.58 
阿里山千金榆 1 3 1923.4 1.6 1.28 0.75 2.88 
長梗紫苧麻 1 2 208.1 3.3 0.85 0.08 2.64 
三斗石櫟 2 2 2277.7 1.6 0.85 0.89 2.60 
通 條 木 1 3 651.1 1.6 1.28 0.25 2.38 
紅 楠 1 2 1109.0 1.6 0.85 0.43 2.14 
狹 葉 櫟 1 2 198.9 1.6 0.85 0.08 1.78 
木 薑 子 1 2 191.6 1.6 0.85 0.07 1.77 
阿里山榆 1 1 153.9 1.6 0.43 0.06 1.34 
栓 皮 櫟 1 1 113.1 1.6 0.43 0.04 1.32 
五 葉 松 1 1 78.5 1.6 0.43 0.03 1.31 
(殼斗科 ) 6 6 10244.8 9.8 2.56 4.00 11.69 
( 楠 屬 ) 1 1 5674.5 1.6 0.43 2.22 3.50 
( 莢 ● ) 1 1 78.5 1.6 0.43 0.03 1.31 
(未鑑定 ) 8 17 4179.1 13.1 7.27 1.63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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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郡大林道帝雉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總點數：73          總棵數：274        全部樹幹總面積：265116.5 cm2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出現頻率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赤  楊 52 122 39717.7 71.2 44.53 14.98 94.65 
雲  杉 28 36 145310.8 38.3 13.14 54.81 86.87 
二  葉  松 31 66 32538.3 42.5 24.09 12.27 57.31 
鐵  杉 15 22 30765.0 20.5 8.03 11.60 29.77 
紅  檜 9 9 6623.3 12.3 3.28 2.50 11.86 
紅  榨  槭 2 2 628.3 2.7 0.73 0.24 2.32 
昆  欄  樹 1 2 2297.3 1.4 0.73 0.87 2.28 
豬  腳  楠 1 3 515.2 1.4 1.09 0.19 1.96 
瓊  楠 1 2 512.9 1.4 0.73 0.19 1.60 
八角金盤 1 1 227.0 1.4 0.36 0.09 1.13 
狹  葉  櫟 1 1 201.1 1.4 0.36 0.08 1.12 
(樟 科) 2 2 409.2 2.7 0.73 0.15 2.23 
(未鑑定 ) 4 6 5367.4 5.4 2.19 2.02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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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東埔與對關間藍腹鷴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總點數：88          總棵數：350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出現頻率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赤  楊 35 70 37443.2 40.7 20.00 21.41 59.54 
狹  葉  櫟 7 15 12653.4 8.1 4.29 7.23 15.15 
南投黃肉楠 11 23 3930.4 12.8 6.57 2.24 14.51 
大  葉  柯 4 6 18283.3 4.7 1.71 10.45 14.23 
大  葉  楠 9 22 5277.9 10.5 6.29 3.02 13.97 
栓  皮  櫟 9 14 8630.8 10.5 4.00 4.93 13.59 
長梗紫苧麻 10 10 1003.7 11.6 2.86 0.57 8.61 
台灣雅楠 4 8 1354.0 4.7 2.29 0.77 5.13 
西  施  花 2 4 4280.4 2.3 1.14 2.45 4.63 
小  葉  桑 3 7 1855.9 3.5 2.00 1.06 4.61 
假長葉楠 2 3 4103.7 2.3 0.86 2.35 4.25 
虎 皮 楠 2 8 1261.7 2.3 2.29 0.72 4.05 
青 楓 3 3 1745.2 3.5 1.43 1.00 3.98 
小葉饅頭果 2 2 4002.4 2.3 0.57 2.29 3.90 
木 薑 子 2 2 3981.2 2.3 0.57 2.28 3.89 
山 漆 3 5 762.8 3.5 1.43 0.44 3.42 
阿里山千金榆 2 5 1310.9 2.3 1.43 0.75 3.22 
樟 葉 槭 2 4 1817.4 2.3 1.14 1.04 3.22 
山 香 圓 2 5 1157.7 2.3 1.43 0.66 3.13 
豬 腳 楠 1 1 3959.0 1.2 0.29 2.26 3.07 
山 枇 杷 3 4 497.9 3.5 1.14 0.28 2.97 
青 剛 櫟 2 4 974.7 2.3 1.14 0.56 2.74 
野 桐 3 3 530.1 3.5 0.86 0.30 2.71 
木 荷 1 1 3318.3 1.2 0.29 1.90 2.71 
巒大花楸 2 2 1636.8 2.3 0.57 0.94 2.55 
烏 心 石 1 2 2552.6 1.2 0.57 1.46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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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八 東埔與對關間藍腹鷴出現地點主要樹種分析 

 

樹種名稱 出現
點數 棵數 樹幹總面積( cm2) 出現頻率 相對密度 相對優勢 重 要 值

杜 虹 花 3 3 235.5 3.5 0.86 0.13 2.54 
森 氏 櫟 1 3 1074.4 1.2 0.86 0.61 1.99 
鼠 刺 1 3 934.6 1.2 0.86 0.53 1.91 
台灣山肉桂 2 2 353.4 2.3 0.57 0.20 1.82 
水 麻 2 2 190.1 2.3 0.57 0.11 1.72 
牛 乳 榕 2 2 157.1 2.3 0.57 0.09 1.70 
台灣冬青 2 2 157.1 2.3 0.57 0.09 1.70 
大 丁 黃 1 2 600.9 1.2 0.57 0.34 1.43 
厚 皮 香 1 2 289.8 1.2 0.57 0.17 1.26 
白 雞 油 1 2 208.1 1.2 0.57 0.12 1.21 
雅 楠 1 1 706.9 1.2 0.29 0.40 1.21 
二 葉 松 1 2 191.6 1.2 0.27 0.11 1.20 
山 桐 子 1 1 346.4 1.2 0.29 0.20 1.01 
台灣土肉桂 1 1 254.5 1.2 0.29 0.15 0.96 
山 鹽 青 1 1 176.7 1.2 0.29 0.10 0.91 
三 斗 柯 1 1 176.7 1.2 0.29 0.10 0.91 
紅 榨 槭 1 1 153.9 1.2 0.29 0.09 0.87 
台 灣 櫸 1 1 78.5 1.2 0.29 0.04 0.85 
(殼斗科 ) 15 24 10385.3 17.4 6.86 5.94 20.57 
( 樟 科 ) 8 21 10996.3 9.3 6.00 6.29 16.44 
( 楠 屬 ) 3 8 1771.7 3.5 2.29 1.01 4.85 
( 槭 ) 2 2 567.1 2.3 0.57 0.32 1.93 
( ● ) 1 1 452.4 1.2 0.29 0.26 1.07 
( 梧 桐 ) 1 1 314.2 1.2 0.29 0.18 0.99 
(未鑑定 ) 12 26 15799.4 14.0 7.43 9.03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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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玉山國家公園日據時期資料 

 

㆒、概述 

  1－1 阿里山登山者 附新高登山案內，臺灣總督府營林 

所。昭和㆓年。 

  1－2 山邊行㆟ 

八通關越，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十㆒ 

年。 

  1－3 長野義虎 

番㆞探險譚，南投文獻叢輯（㆒），台灣風物第 4 卷第 6 

、7 期合刊，南投文獻委員會及台灣風物雜誌社。民國㆕ 

十㆔年。 

  1－4 臺灣之林野，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出版。大正㆕年。 

  1－5 新高山，臺灣新聞社編。大正七年。 

  1－6 台灣 ，豐守貢、㆗曾根武多編。大正十㆔年。 

  1－7 阿里山新高山景色寫真帖。昭和㆓年。 

  1－8 田村剛 

臺灣 風景，雄山閣出版。昭和㆔年。 

  1－9 台灣介紹最新寫真集，勝山寫真館發行。昭和六年。 

  1－10 兒島勘次 

臺灣 山，梓書房。昭和九年。 

  1－11 見 臺灣，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日本旅行協 

會台灣支部。昭和十㆓年。 

  1－12 臺灣國立公園寫真集，臺灣國立公園協會。昭和十㆕年。 

  1－13 臺灣寫真大觀（山岳篇）。 

  1－14 鹿野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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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南山 南玉山 登攀。昭和七年。 

  1－15 田村剛 

國立公園 新高阿里山，新高阿里山創刊號。 

  1－16 青木繁 

觀光 ㆞，新高，阿里山㆒帶 風景要素，新高阿里山創 

刊號。 

  1－17 山邊行㆟ 

八通關越，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十㆒年。 

  1－18 宋文薰編審，日據時代臺灣原住民族圖譜，永精出版社， 

1977。 

 

㆓、植物類 

  2－1 古川葉海 

海拔 伴 植物 變化，收錄於「新高山」。大正七年。 

  2－2 大橋捨㆔郎 

新高登山。大正十㆒年。 

  2－3 佐佐木舜㆒ 

新高山 植物帶●其生態學的觀察，收錄於「臺灣博物學 

會會報」第六十九號，大正十㆔年。 

  2－4 伊藤武夫 

臺灣植物圖說。昭和㆓年。 

  2－5 伊藤武夫 

續臺灣植物圖說。昭和㆔年。 

  2－6 臺灣植物垂直的分佈 梗概，出自「台灣高山植物圖說」 

。昭和㆕年。 

  2－7 日比野信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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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阿里山彙 植物相 就 ，收錄於「新高阿里山」 

，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發行。 

  2－8 臺灣國立公園候補㆞域內 於 植物，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十㆒年。 

  2－9 大木亥左夫 

南玉山 森林，收錄於「台灣 山林」第 146 號。 

  2－10 臺灣森林圖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大正㆕年 

。 

  2－11 台灣高山植物圖說。昭和㆕年。 

  2－12 台灣 山林， 國立公園號。昭和十㆒年。 

  2－13 改版增補臺灣樹木誌，臺灣總督府㆗央研究所林業部出版 

。昭和十㆒年。 

  2－14 其他卜闊葉，出自「臺灣森林圖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正㆕年。 

  2－15 臺灣植物總目錄，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正六年。 

  2－16 佐佐木舜㆒編 

臺灣植物名彙。昭和㆔年。 

  2－17 金平亮㆔撰 

改版增補臺灣樹木誌，臺灣總督府㆗央研究所林業部出版 

。昭和十㆒年。 

  2－18 正宗嚴敬 

阿里山．新高山 植物瞥見，收錄於「新高阿里山」第㆕ 

號。昭和十年。 

  2－19 臺灣國立公園候補㆞域內 於 植物，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十㆒年。 

  2－20 青木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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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山 風景，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 

十㆒年。 

  2－21 新高登山 ，臺灣山嶽會出版。 

 

㆔、動物類 

  3－1 楚南仁博 

新高山 蝶類，收錄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七十九及 

八十號。大正十㆕年。 

  3－2 鹿野忠雄 

新高山彙 動物學的研究（豫報），臺灣山岳會發行。昭 

和㆔年。 

  3－3 堀川安市 

國立公園候補㆞ 動物，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 

」。昭和十㆒年。 

  3－4 大屯山彙．阿里山．新高山．次高山及 ㆒帶 蝶類 

概觀，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十㆒年。 

  3－5 生物學㆖ 見 新高山，出自「臺灣 」，豐守 

貢、㆗曾根武多編。大正十㆔年。 

  3－6 見 臺灣，南國圖書刊行會。昭和㆕年。 

  3－7 鹿野忠雄 

臺灣產高山蝶。昭和五、六年。 

  3－8 青木繁 

新高山 風景，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和 

十㆒年。 

 

㆕、土著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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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高砂族調查書，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十㆔年。 

  4－2 臺灣生蕃種族寫真，成田寫真製版所。大正元年。 

  4－3 臺灣視察手引。大正五年。 

  4－4 臺灣 蕃族研究，臺灣史籍刊行會。昭和七年。 

  4－5 田㆗薰 

臺灣 山 蕃㆟，古今書院。昭和十㆓年。 

  4－6 國立公園候補㆞關山 ●，東臺灣新報社臺東支局。昭和 

十㆓年。 

  4－7 大形太郎 

高砂族，育生社弘道閣發行。昭和十七年。 

 

五、道路系統 

  5－1 八通關越警備道路。作者、年代均不詳。 

 

六、書目 

  6－1 山邊行㆟ 

1936 八通關越，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昭 

和十㆒年。 

  6－2 大橋捨㆔郎 

1922 新高登山。大正十㆒年。 

  6－3 大形太郎 

1942 高砂族，育生社弘道閣發行。昭和十七年。 

  6－4 大木亥左夫 

1938 南玉山 森林，收錄於「台灣 山林」第 146 號 

。 

  6－5 日比野信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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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新高．阿里山彙 植物相 就 ，收錄於「新高 

阿里山」，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發行，昭和十年。 

 

  6－6 田村剛 

1934 國立公園 新高阿里山，收錄於「新高阿 

里山」創刊號。昭和九年。 

  6－7 古川葉海 

1918 海拔 伴 植物 變化，收錄於「新高山」。大 

正七年。 

  6－8 正宗嚴敬 

1935 阿里山．新高山 植物瞥見，收錄於「新高阿里 

山」第㆕號。昭和十年。 

  6－9 田㆗薰 

1937 臺灣 山 蕃㆟，古今書院。昭和十㆓年。 

  6－10 伊藤武夫 

1927 臺灣植物圖說，昭和㆓年。 

  6－11 伊藤武夫 

1928 續臺灣植物圖說。昭和㆔年。 

  6－12 佐佐木舜㆒ 

1924 新高山 植物●其生態學的觀察，收錄於「臺灣 

博物學會會報」第六十九號。大正十㆔年。 

  6－13 佐佐木舜㆒ 

1928 臺灣植物名彙。昭和㆔年。 

  6－14 宋文薰 

1977 編審日據時代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圖譜，求精出版 

社。 

  6－15 青木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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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觀光 ㆞ 新高．阿里山㆒帶 風景要素，收錄 

於「新高阿里山」創刊號。昭和九年。 

  6－16 青木繁 

1936 新高山 風景，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立公園號 

」。昭和十㆒年。 

  6－17 金木亮㆔撰 

1936 改版增補臺灣樹木誌，臺灣總督府㆗央研究所林 

業部出版。昭和十㆒年。 

  6－18 長野義虎 

1954 番㆞探險譚，南投文獻叢輯（㆒），台灣風物第 

4 卷第 6、7 期合刊，南投文獻委員會及台灣風物雜誌社。 

  6－19 鹿野忠雄 

1928 新高山彙 動物學的研究（豫報），臺灣山岳會 

發行。昭和㆔年。 

  6－20 鹿野忠雄 

1932 新高南山 南玉山 登攀。昭和七年。 

  6－21 堀川安市 

1936 國立公園候補㆞ 動物，收錄於「台灣 山林國 

立公園號」。昭和十㆒年。 

  6－22 楚南仁博 

1925 新高山 蝶類，收錄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 

七十九及八十號。大正十㆕年。 

  6－23 豐守貢、㆗曾根武多編 

1924 臺灣 。大正十㆔年。 

1912 臺灣生蕃種族寫真，成田寫真製版所。大正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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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臺灣森林圖說明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正㆕ 

年。 

1916 臺灣視察手引。大正五年。 

1917 臺灣植物總目錄，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正六年 

。 

1927 阿里山登山者 附新高登山案內，臺灣總 

督府營林所。昭和㆓年。 

1929 臺灣高山植物圖說，昭和㆕年。 

1932 臺灣蕃族 研究，臺灣史籍刊行會。昭和七年。 

1937 國立公園候補㆞關山 ●，東臺灣新報社臺東支 

局。昭和十㆓年。 

1938 高砂族調查書，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十㆔年 

。 

  6－24 作者、年代均不詳 

八通關越警備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