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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 

溪流環境外來種 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財團法人國際海洋永續文化 

經濟及環境保護基金會 

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館三樓演講廳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講者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及資料領取、會員領取選票(投票截止時間 12:00) 

09:20~09:30 開幕典禮 李培芬 理事長 

09:30~10:10 會員大會與會務報告、合影留念 周時平 秘書長 

10:10~11:00 

專題演講 1 

二十年了，還在磨劍- 

台灣外來淡水魚種生活史

適應、掠食衝擊及入侵潛勢

預測之探討 

梁世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教授 

主持人 

11:00~11:10 茶敘、會員投票 

11:10~12:00 

專題演講 2 

臺灣三十五年䴉案-淺談外

來入侵種埃及聖䴉變遷史 

羅義翔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主持人 

12:00~ 會員大會選舉開票、公布選舉結果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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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  

二十年了，還在磨劍 – 

台灣外來淡水魚種生活史適應、掠食衝擊及入侵潛勢預測之探討 

 

梁世雄 博士 

 

講者簡介：現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研究專長為溪流魚類及無脊椎

動物生態、外來種生態、陸域及水域生物指標、都市生態學、生態系模式分析。 

演講資料： 

日常生活中，魚類常被利用為食物、娛樂及寵物，因此，牠也成為全世界最

成功入侵的生物之一。目前估計全世界約有 624 種外來魚種成功入侵其他國家，

在 2007 年，魚類入侵已成為世界淡水魚類組成變遷與同質化的主要原因。 

我對於外來入侵淡水魚種之研究始於 1997 年，對於已廣佈溪流，但又查無太

多生態資料的琵琶鼠魚（垃圾魚）(Liposarcus multiradiatus)產生興趣。又在 2004

年，參與調查全省寵物與觀賞魚類連鎖店販售外來生物名錄之調查團隊，在全省

共記錄分屬 48 科之 293 種淡水魚類，在 2012 年，與台大林曜松老師及碩士生左

承偉合作，整理 2008-2009 年蒐集之資料，撰寫評估本土魚種翹嘴紅鮊（Culter 

alburnus）入侵翡翠水庫後，對於本土魚種族群年齡組成產生的生態衝擊之論文，

也在 2015 年，與大陸學者合作，出版有關大陸與台灣外來淡水魚類名錄之期刊文

獻。於 2016 年，也發表泰國鱧魚（Channa striata）在台灣水域的生活史適應調查

之紀錄。 

由於前述研究都屬於外來魚類成功入侵台灣之後端控管，無法真正解決外來

魚種入侵問題，因此，自 2013 年後，即致力於篩選和辨識可預測外來淡水魚類之

生活史和歷史記錄變數，以達成有效前端預防與管理之可能。目前已有初步成

果，正在投稿中。 

這段研究過程，受到許多行政長官、學術同儕及學生之協助，特別是林務局

張弘毅組長，林試所趙榮台研究員、台大林曜松及陳俊宏教授、成大侯平君教

授、台師大杜銘章教授、及高雄醫大謝寶森教授之鼎力協助，特致謝意。由於外

來種入侵之調查、研究、清除、管理等相關工作，實在是千頭萬緒，需要許多人

力與資源之投入，尚祈官、學、產、民都能認知推動該工作對於保育台灣本土生

物及生態系之重要性，多多協助、支持、參與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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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2 

臺灣三十五年䴉案-淺談外來入侵種埃及聖䴉變遷史 

 

羅義翔 

 
講者簡介：現任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研究專長為地理資訊系統分析、

鳥類生態。 

演講資料： 
外來種是人為有意或無意引入的非當地物種，被引入後可能由於很適合新棲

息地，進而對本土種造成危害，成為入侵種。埃及聖䴉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被引入臺灣成為觀賞鳥，逃逸至野外後，首次野外記錄為 1984 年的關渡，至今已

擴散至臺灣本島西海岸大部分主要濕地，其族群擴散對於本土鳥種或許存在強烈

壓迫的可能。埃及聖䴉在臺灣大尺度方面的研究相較小尺度缺乏，且相較先後進

行移除，以臺灣本島為範圍同步進行移除應更有效率，若能了解埃及聖䴉於臺灣

是否還有擴散族群的空間、哪些地區對埃及聖䴉來說蘊藏著相較其他地區豐沛的

資源，以及距離下一波擴散還有多少時間，對埃及聖䴉的防治上應會有一定的幫

助。本研究使用中華民國野鳥學會以及 eBird 的賞鳥資料庫進行分析，探討埃及

聖䴉在 1984 至 2017 年臺灣本島尺度下之成長趨勢（總族群量、分布範圍、占有

面積）、最重要的棲地在哪些區域、時空擴散趨勢為何。結果顯示，總族群量與

占有面積呈指數成長，分布面積呈線性成長，而且存在空間自相關、時間自相關

及時空交互作用。所有重要棲地共有 11 個，其中面積最大、數量最穩定的三個依

序是淡水河流域、布袋暨北門濕地、成龍暨鰲鼓濕地，其在 2017 年總族群量和歷

年累積族群數量皆占臺灣本島的 50%以上；這三個重要棲地中的一級棲地總面積

達所有一級棲地的 60.8%。時空擴散趨勢分別為 5 至 6 年及 36 至 40 公里。本研

究推測，於 2022 至 2023 年距離現有一級棲地 36 至 40 公里的零星棲地將會是新

擴散的一級棲地。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期望能提供相關單位埃及聖䴉防治策略之參

考，並增加實行有效防治埃及聖䴉的可能。  

 

關鍵字：外來種、水鳥、族群成長趨勢、族群擴張趨勢、重要棲地、核密度估計、Space-

Time K-function、時空分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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