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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 

臺灣的石虎在日據時期曾普遍分布於臺灣低海拔丘陵地區(鹿野忠雄，1940)，，

到了 1970年代，各地數量已不普遍(McCluough，，1974)，。近年的調查顯示石虎主

要族群侷限分布在苗栗至南投的淺山地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原林務局，

以下簡稱林業保育署)出版的 2023石虎保育行動計畫(劉建男、林育秀，2023)，

顯示石虎面臨棲地喪失、零碎化及劣質化、道路致死、雞舍入侵危害及非法獵捕、

流浪狗攻擊等主要威脅，以及疾病、人為干擾、蓄水設施或天然災害導致的石虎

幼獸失親、農藥及老鼠藥、流浪犬貓競爭及遺傳多樣性低等其他威脅。如果威脅

壓力沒有改善，利用族群存續力分析的結果顯示石虎 100 年後的滅絕機率高達

98%。 

臺中市位於苗栗縣及南投縣兩個石虎重要的棲地之間，在石虎棲地連結，、基

因交流及族群存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臺中地區的石虎同樣面臨棲地破碎、

遊蕩貓犬的攻擊與競爭及路殺等多項威脅，。本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在 2023

石虎保育行動計畫(劉建男、林育秀，，2023)的架構下，綜整臺中地區石虎面臨的

威脅，並羅列保育目標、策略、行動及相關的權責單位，以提供臺中市政府石虎

保育政策的擬定及推動有效的保育措施，達到石虎永續生存的願景。 

二、背景資料 

(一) 現有保育狀態 

1. 保育法規及條例 

臺灣的石虎屬於亞洲豹貓的華南豹貓亞種，，亞亞種在 IUCN紅皮書名錄被列

為無危等級(Least Concern, LC)，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將多數

亞洲豹貓的亞種列入附錄二(Appendix Π)名單中，國際間的貿易須受到管制。 

臺灣的石虎預估族群數量在 468-669隻左右(林良恭等，2017)，。農業部(原農

業委員會)於 1995年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將石虎公告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

動物；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以下簡稱生多所)在 2017 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中，將石虎列為國家瀕危等級

(Nationally Endangered, NEN)的野生動物(鄭錫奇等，2017)，。苗栗縣在 2019年 12

月通過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規定在石虎棲地內開發面積 1公頃以上或新闢、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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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長度為一千公尺以上，在規劃設計階段須徵詢專家學者意見，採取對環境友

善的工法。此外，應進行石虎族群調查研究，並對石虎保護巡守隊、推行友善環

境耕作者提供經費補助。 

臺中市政府於 2020年 8月通過，「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訂各各相關機

關業務權責劃分。農業局應彙整各機關之業務權責，各定臺中市石虎保育計畫並

公告之，至少每三年通盤檢討一次。此外，條例規定應設置，「臺中市石虎保育委

員會」。臺中市政府於 2023年 4月通過「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並

於 2023年 8月成立「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 

2. 棲地保護與連結 

依據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二條，「石虎熱區」是指經調查研究確認為

石虎活動廊道與棲息場所之區域。陳美汀等(2022；2023 a)依據臺中市石虎的分

布點位及廊道分析結果，分別以新社區及東勢區為範圍，依據石虎棲地適合度劃

分低、中、高等 3級的石虎分布與保育區域。2024年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依照林業保育署公開「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析」之最新版本

「112年石虎分布模擬圖(圖 1)」作為臺中市石虎熱區範圍，，後後如有新新版本 

予以滾動修正。 

依據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 6條，，「臺中市政府各級機關單位興辦公共

工程之開發面積為 1公頃以上或新闢、拓寬道路長度為 1千公尺以上且位於石虎

熱區者，，應於規劃初期及施工階段向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諮詢，採取對環境友

善之工法」，。合合上述條者者，辦理生態檢。。臺中市經濟發展局於 2023年 9月

25日發布，「地面型水面型太陽光發電設備設置審查要點」，，其基地不位位於第一

級、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及重要濕地範圍，並應參照公共工程生態檢。注意事項

計畫。定階段辦理生態檢。，並於後續各階段持續辦理生態檢。。 

棲地連結部分，了解石虎在臺中地區的潛在移動廊道，，可在重要廊道進行棲

地改善以促進石虎族群基因交流，。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7)進行石虎生態

廊道分析，顯示從苗栗後龍至南投竹山、鹿谷的最佳移動路徑中，會經過國道 3，、

國道 1、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濁水溪等六個瓶頸。林良恭等(2017)進行石虎

重要棲地廊道分析，指出臺中地區的北屯、太平、霧峰淺山地區開發多，棲地破

碎嚴重，交流遷徙的阻隔較大，建議應盡量避免這些地區的開發。陳美汀等(2019)

根據臺中地區石虎系統化調查的點位進行潛在廊道分析，顯示石虎在臺中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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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廊道包括 1.外埔-后里-東勢的大安溪河川及山區；2.清水-神岡-新社區的大

甲溪沿岸；3.后里、東勢區於大安溪及大甲溪的山區；4.東勢-和平區交界稜線往

南至太平區、霧峰區；5.東勢-和平區稜線至新社區、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北側-太

平區。陳美汀等(2023 a)納入最新資料重新進行分析後，新增臺中西部的筏子溪

連結至大甲溪的潛在廊道，積極改善棲地間的串連能有效擴大石虎保育效益。 

農業部自 2018年起推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以下簡稱綠網

計畫)，建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提升淺山至海岸各種棲地的功能及營造友

善且能兼顧生活、生產、生態的韌性社區。亞計畫共盤點出 8個生態分區、44個

關注區，共有 45個保育軸帶。綠網計畫中，共有 10個保育軸帶涉及石虎棲地的

維持、串聯或改善。臺中市轄區中，與石虎相關的綠網保育軸帶包括大安溪與大

甲溪溪流保育軸帶、烏溪流域(中下游及筏子溪支流)保育軸帶、大肚臺地淺山保

育軸帶及臺中西部淺山森林保育軸帶(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23)，。目前 

對大安溪、大甲溪及烏溪流域等保育軸帶進行石虎長期監測、生態學研究與推動

社區保育，並於筏子溪周邊進行棲地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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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年石虎分布模型圖。紅色範圍為分布模型範圍，藍色為石虎分布地點

(下載自：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育網 https://conservation. 

forest.gov.tw_0002035)。 

 

3. 降低路殺及友善道路 

為改善因道路造成的野生動物的傷亡及棲地阻隔，近年推動友善野生動物的

道路設施，包括地下通道、涵洞、路橋、減速標線或標誌等(陳冠儒等，2014)。

姜博仁等(2019)以苗栗地區石虎路殺資料進行路殺風險評估，，發現路殺多發生在

國道，、省道等路較寬且車速較快、鄉道但筆直車速快、山區彎道多的路段，。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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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可在各路段設置路面噪音、反光板、防護網，、箱涵或大型警示牌等設施，

以減少石虎的路殺。苗栗地區於 2018年 12月至 2021年 6月間， 對苗 29鄉道

進行友善工程，，並進行工程中及工程後的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所設置的 6個箱

涵或水閘門都有石虎使用(李運金等，2021)。 

2017年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中部地區(苗栗、臺中及南投地區)省道友善道路

改善計畫。林育秀等(2018)整理石虎路殺紀錄路段，設立示範樣區，開發智慧道

路(路殺預警系統)，，提出，「路人緩速警示」及，「生物緩速」等友善改善道路的方

法，當自動化動物辨識系統偵測到標的動物時，發出聲、光波以避免動物直接衝

上道路，同時警示車輛進行緩速。友善道路預警系統成效評估及石虎路殺點位周

邊穿越通道的盤點與改善仍持續進行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2021；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國立嘉義大學，2023)。 

臺中市建設局 對西屯區市政路延伸工程進行生態檢。，落實迴避、減小、

減輕、補償等方案。另外，交通局已於 2023年 10月在筏子溪水岸周邊設置當心

動物標誌，提醒用路人留意周遭區域石虎的出沒，；在運運建造的環境響評評估報

告書各有生態保護策略。 

4. 友善農作 

林業保育署與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共同發起，「綠色保育標章」，，

推廣以對野生動物友善的農法進行耕作，兼顧農民生計及保護農田生態系的生物

多樣性，。2014年生多所石虎研究團隊與慈心基金會、南投縣政府合作，在南投地

區推行友善石虎農作，農作物包括稻米、梅子、山蕉、檸檬、火龍果、薑黃、珍

珠柑、柑橘等蔬果作物(莊書翔，2017)，。苗栗通霄鎮福龍里的居民以友善農作方

式耕作，，推出友善石虎農作標章第 1號作物，「石虎米」，。2016年興連農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與生多所簽各契約，提供收容救傷石虎的食用安全肉品，並以合合動

物福利的方式飼養蛋雞，推出石虎好朋友系列第 1 號合作產品「石虎蛋」(蔡訂

哲，2015)。2020年起生多所、林業保育署及家樂福合作推廣銷售友善石虎農作

之產品，接續增加包括無印良品、棉花田、聖德科斯及里仁等通路，，積極協助販

售農產品。根據生多所的資料，至 2023年在南投地區有 38位農友加入友善石虎

農作，農作物的品項已包括稻米、香蕉、紅龍果、蓮霧、葡萄、南瓜、愛玉、芭

樂、檸檬、鳳梨及茶葉等，透過各通路的銷售，有收益增加的趨勢(林育秀等，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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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首先在東勢區推動友善環境農作，東勢區為歷史久遠的水果生產區，

多數老農觀念上難以改變，因此先 對青農進行友善農作的推動，每年合作的農

友持續增加，並利用當地推廣有機友善農產品的市集石角庄友善土地市集(原雪

山腳五千市集)進行石虎保育及友善農作的推廣，與在地居民有新多的交流(陳美

汀等，2021，；2022)，。林業保育署臺中分署及生多所輔導東勢、石岡及新社區的農

民申請石虎保育標章，至 2023 年 9 月止共有 19 位農友取位標章，總申請面積

21.329公頃。 

林業保育署自 2021年起推動「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 

(農業部，2023)，。2023年，「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農

地友善獎勵」中，，計有 27位農友參與，共計 27.065公頃，所配合的農友皆參加

4小時教育課程，友善農作都合合 410項農藥檢驗合格。 

5. 降低雞舍危害衝突、非法獵捕及誤捕 

在南投地區農戶的訪談資料顯示，80%有飼養家禽的農戶表示曾受到石虎的

危害，也曾獵捕石虎，但經過溝通下多數農戶都願意捨棄陷阱並接受減少動物危

害(劉建男等，2016)，。姜博仁等(2018)在苗栗地區的研究顯示，，多數養雞農戶表示

願意配合通報，且多數贊成或接受補償的受訪者認為協助修繕雞舍圍籬或協助防

治石虎危害比補償金錢新好。亞研究提出降低雞舍石虎危害的建議包括加強養雞

場周圍防護措施、以非毒藥方式防治老鼠、夜間燈光及日間聲音防治等方式，對

於捕捉後原地野放石虎個體若持續侵擾，可參考 IUCN 準則進行移地野放(姜博

仁等，2018)。 

2019 年農業部於苗栗通霄鎮及南投中寮鄉「推動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試

辦方案」，內容包括友善石虎農地生態系服務給付、社區自主參與棲地維護獎勵

及石虎入侵放養家禽場域通報獎勵；2020 年苗栗縣政府公告居住於通霄鎮、苑

裡鎮及西湖鄉內合合農藥安全檢測且拍攝到石虎者可獲位獎勵金，另外社區成立

巡守隊進行石虎棲地巡護工作也可獲位獎勵金。2021年林業保育署正式推動，「瀕

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鼓勵民眾採取對瀕危物種族群及重

要棲地保護有利的作為。 

臺中市在，「112年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自主通

報獎勵」中，，若發生石虎侵入禽舍造成危害，通報並經確認後，可獲位獎勵金，。

113 年度持續辦理中。另「112 年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



7 

 

計畫-巡護監測獎勵」中，社區可成立巡守隊，112年共有新社 2隊，、東勢 2隊及

和平 1隊共 5隊巡守隊，巡護面積 158.2公頃，維護石虎的棲地品質。 

6. 域外保育 

臺灣目前在臺北市立動物園、苗栗縣政府、生多所野生動物急救站及屏東科

技大學有收容救傷石虎。生多所將救傷石虎個體進行配對繁殖，2013 年成功產

出 1公 1母的小石虎，在野外訓練後進行野放，後來發現雌性石虎野放後受傷，

評估後無法 野放，並移至臺北市立動物園作為保育大使(林育秀等，2014)，。 

對失親幼獸或圈養繁殖個體，，在評估適合野放後，由生多所或屏東科技大學保育

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進行野化訓練、野放及後續追蹤。生多所於 2020年與臺灣

大學實驗林場合作建立野外訓練場域，個體於適應野外環境後直接現地野放(林

育秀等，2020)，後續並進行野放後追蹤，了解野放後石虎的存活率。姜博仁等

(2021) 對苗栗地區侵入養雞場的石虎個體進行捕捉及配戴無線電追蹤項圈進

行野放後的監測，確認不會 次侵入禽舍造成危害。 

臺中市及其他地區新鮮路殺或死亡的石虎個體，，通知臺北市立動物園進行採

精作業，以保存遺傳物質。 

7. 保育醫學 

在臺灣已發現不少寵物犬、貓帶原的病毒可能傳染給野生食肉目動物(陳貞

志等，2018)，。根據研究顯示食肉目小病毒(Carnivore protoparvovirus 1, CPPV-1)廣

泛感染苗栗地區的野外石虎族群，此病毒與家犬，、家貓來源的病毒株基因序列有

高度的相似性(Chen et al., 2019)。在路殺個體的病毒檢驗發現，石虎也會感染貓

泛白血球減少症病毒及犬小病毒(Canine parvovirus type 2, CPV2) (陳貞志，2018)，，

且路殺個體的感染率高達 82.4% (Chen et al., 2019)。陳貞志等(2021) 對苗栗地

區石虎活體及遊蕩犬貓進行犬小病毒的抗體檢驗，石虎族群的陽性率高達 77%，，

而遊蕩犬及遊蕩貓的陽性率也分別為 87%及 83%，顯示石虎族群可能與遊蕩犬

貓互相傳播病原。 

臺中市東勢區捕捉追蹤的石虎個體，，在野放前的病原檢測有發現部分個體犬

小病毒陽性或血液寄生蟲陽性(陳美汀等，2022；2023 a)。 

8. 解說教育 

透過解說教育宣導能讓新多民眾認識石虎，一同參與保育石虎的行列，。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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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野生動物急救站設計教案至國民小學或社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讓新多人認識

野生動物保育工作(林育秀等，2018)，。此外，生多所每年舉辦石虎營隊及石虎週，

讓各年齡層的人都能一同參與認識石虎。相關單位在執行石虎調查時，，也會在當

地社區舉辦工作坊及課程，，讓當地居民了解自家周遭環境的狀況並提升石虎保育

觀念(裴家騏等，2014，；劉建男等，2016，；陳美汀等，2021，；陳美汀等，2023 a，；

陳美汀等，2023 b)。2023 年生多所將石虎路殺相關資訊張貼在苗栗地區的火炎

山生態教育館、南投地區的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及生多所保育教育館中，並於

2023年起首先於南投地區的教育館、民宿及旅館中張貼宣導海報(農業部生物多

樣性研究所、國立嘉義大學，2023)。 

近年各單位積極舉辦石虎相關展覽，，了了設設石虎保育資訊的火炎山生態教

育館及生多所保育教育館之外，2013年於集集鎮舉辦，「友善環境守守護石虎守 

繪家鄉」活動，；2014年臺北市立動物園舉辦，「石虎森林保育與作作特展」，，此特

展後來移至火炎山生態教育館持續展出，2015 年生多所與國道高速公路局合作

辦理，「國道守石虎守平安 —保育與作作特展」，，於西湖服務區展出；2019年交

通部觀光局與南投縣政府在集集鎮舉辦「臺灣 500 石虎探險旅程-城市現蹤集集

站」；2020年生多所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打造「集集石虎號」列車，；2022-2023

年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舉辦，「 現或 也不見」石虎保育特展，，從臺北、臺中及苗

栗巡迴展出。 

活動期間為了吸引民眾目光，許多單位製作石虎吉祥物。生多所的石虎保育

大使-阿虎、為了擴大接觸石虎保育的客群，陸續推出石虎相關的遊戲及虛擬角

色，例如春魚工作室與生多所合作作造，瀕瀕臨絕種團 Rescute》，、臺灣獨立遊戲團

隊的瀕苗栗國的石虎少女》、曼巴互娛的瀕夢境連結！Re:Connected》角色石琥等，。 

了了活動及課程外，自然保育季刊及科學人雜誌有時會推出石虎相關議題的

科普文章，環境資訊中心設計推出具生態教育意義的桌遊「石虎島」，期望民眾

能透過遊戲思考石虎保育的重要性。生多所與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合作，將石

虎圈養繁殖成功的集寶，、集利的野化及野放過程拍成，「大地的子子—小石虎返家

之路」響片。 

有關臺中地區石虎相關的保育宣導，，「石虎家族」自 2019年起擔任臺中城市

吉祥物，透過石虎家族正面、活躍、鮮訂的形象，在各種活動場合與民眾互動拍

照，，提升國際觀光客或外地遊客對臺中市的好感，，目前，「石虎家族」由新聞局負

責經營，了支援各局處親善活動的出席，也在粉專數 7.7萬人的「石虎家族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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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FB粉絲專頁持續進行石虎相關知識的活潑化宣傳。2019年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展出，「石虎的美家家園」特展，；近年來，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委託台灣石

虎保育協會進行石虎研究計畫，也至轄區內的學校進行石虎保育教育宣導，，執行

教育推廣的社區包括霧峰區的桐林社區、太平區的興隆社區、東勢區的訂正社區

及中嵙社區、新社區的中和社區后里區的仁里社區等(陳美汀等，2023 a)。臺中

市農業局 對石虎熱區的新社、東勢及和平區民眾辦理石虎保育教育訓練及宣導，

共執行 13場次共計 530人次參加。此外，2023年 12月 對臺中市府各局處及

區公所同仁，辦理 1 場次的石虎保育教育推廣研習，共有 56 人參加(劉建男，

2023)。臺中市農業局與台灣石虎保育協會於 2023年 6月 8日至 9月 28日在臺

中市動物之家后里園區合辦「臺灣石虎及棲地保育暨丘璦珍水 作作特展」，共

4,214人次參加。2024年，林業保育署臺中分署委託荒野保護協會，，以筏子溪的

石虎為主題進行繪本作作。觀光旅遊局也在「2024 大坑蝶螢嘉年華」生態解說

時，納入石虎保育資訊，以利民眾提升相關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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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種敘述及相關研究 

1. 分類及外型特徵 

亞洲豹貓(Prionailurus bengalensis)是廣泛分布在亞洲的小型野生貓科動物，

依照傳統型態學特徵將其分為12個亞種，臺灣的石虎最早由英國博物學家Robert 

Swinhoe 記錄並採集標本(Swinhoe, 1870)。近年利用基因研究資料將亞洲豹貓整

併為 4個亞種，而臺灣石虎的親緣關係與韓國、日本等東北豹貓亞種較為相近，

屬於遠東豹貓亞種(P. b. euptilurus) (Tamada et al., 2008; Patel et al., 2017)。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Kerr,1792) 

大陸支系： 

• P. b. bengalensis孟加拉豹貓-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後、中國南部地

區、中南半島、海南島 

• P. b. euptilurus遠東豹貓-中國滿州、俄國遠東地區、朝鮮半導、日本對馬島、

西表島、臺灣 

桑達支系： 

• P. b. javanensis爪哇豹貓-印尼爪哇島、峇厘島 

• P. b. sumatranus蘇門答臘豹貓-菲律賓、婆羅洲、蘇門答臘、馬來半島 

2. 物種描述 

石虎的體型與貓相似略大，頭體長約 60 公分，尾長約 30 公分，尾長約為

頭體長的 40-50%，，體重約 2.5-5 公斤，。屬於雌雄型型，雄性個體通設大於雌性個

體(Izawa et al., 2009)。全身體色由灰褐色到黃褐色不一，身上為身褐色斑塊，尾

部有 15-18條半環狀斑紋，頭頂至肩部有 3-4條黑褐色縱紋，中間 2條沿著背部

延伸至尾部；兩眼內側至額頭有 2條白灰色縱帶，耳朵圓，耳後為黑底白斑，是

石虎與家貓區別的重要特徵(圖 2) (Sunquist and Sunquist, 2002)。日活動模式偏向

夜間或晨昏活動，，但白天也會有些許活動，，具極佳的覺及及夜視力，全數數為 30，，

犬數發達，上下數式為門數 3/3，，犬數 1/1，，前齒數 3/2，，齒數 1/1 (陳光祖，2000，；

林良恭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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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灣石虎重要辨識特徵：(a)頭部兩眼內側至額頭 2條白灰色斑紋，(b)耳後

黑底白斑，(c)身體兩側為圓塊狀斑紋(照片：劉建男提供)。 

 

3. 歷史分布與現況分布 

(1) 歷史分布 

根據陳光祖(2000)考古學資料顯示，鵝鑾鼻有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留下的石

虎骨骼考古遺跡。臺灣最早提到，「山貓」一詞是在 1685年的臺灣府志(蔣志) (蔣

毓英，1685)，，在 19世紀的臺灣從苗栗縣志、恆春縣志、淡水廳志、苑裏志、樹

杞林志等各地區的紀錄都有石虎分布且已有石虎毛皮的交易(陳光祖，2000)，。最

早的石虎毛皮及骨骼標本紀錄是由英國博物學家Robert Swinhoe所採集(Swinhoe, 

1870)，。依據日據時期的文獻資料顯示，石虎曾經普遍分布在臺灣 1,500公尺以下

的丘陵地區(鹿野忠雄，1940，；川川安市，1932，；陳兼善，，1956)，。1974年臺灣中

大型哺乳動物的調查發現石虎仍為全島分布但已較不普遍(McCullough, 1974)。

Chen (2002)的研究指出石虎在臺灣南部可能已經區域性滅絕；楊吉宗等(2004)調

(a) (b) 

(c) 



12 

 

查發現石虎在苗栗到淺山地區仍有分布，但數量稀少。 

(2) 現況分布 

近年來的研究顯示，石虎族群主要分布在苗栗、臺中及南投淺山地區(裴家

騏、陳美汀，2008; 林良恭等，2017)，但有往外擴散的現象。 

苗栗地區的石虎了南庄鄉、泰安鄉及竹南鎮沒有發現紀錄外，其他鄉鎮皆有

(李運金等，2021)，，但以銅鑼鄉、大湖鄉及卓蘭鎮有較高的出現頻率(裴家騏等，

2014)，，2019年在雪山坑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海拔 1,700公尺拍攝到石虎 (翁

國精，、劉建男，2019)，。南投地區在 1,000公尺以下的區域各鄉鎮皆有分布，但主

要分布在集集鎮、中寮鄉及鄰近範圍(劉建男等，2016)，，南投仁愛、國鄉鄉的 

蓀林場於 2016年紅外線自動相機有拍攝到石虎活動，並於 2017年新增一筆路殺

紀錄 (林良恭等，2017)，。化化縣八卦山在 2017年有一筆石虎路殺紀錄，後續亦

有相機拍攝記錄(林良恭等，2017，；歷歷、、林育秀，2019)，；2021-2024在芬園、

和美、鹿港、花壇地區陸續有路殺石虎的通報案者。新竹地區在 2008年前的調

查皆無發現石虎(裴家騏、陳美汀，2008)，，2018年在芎林飛鳳山有 1筆石虎救傷

紀錄，後續自動相機於 2019及 2022年分別於關西及峨眉各有 1筆石虎拍攝記錄

(新竹縣休閒生態發展協會 2019；2022)。陳美汀等(2024) 對新竹地區的淺山地

區進行調查，在頭份、峨眉及北埔地區有拍攝到石虎的蹤跡。雲林縣於 2022年

湖山水庫附近有拍攝到石虎的出沒(林文隆，私人通訊)，，2023年湖山水庫 次拍

攝到石虎(勤智興業有限公司，2023)，；近年在林內及古坑淺山地區自動相機亦有

記錄到石虎(蘇秀慧，2024)。嘉義縣中埔鄉於 2018 年有 1 筆自動相機拍攝到石

虎的紀錄(劉建男，私人通訊)，，2022年嘉義市西區的國道 1有 1筆石虎路殺。臺

南地區於 2023年林業保育署執行野生哺乳類潛在移動廊道調查中，在曾文溪中

下游以自動相機拍攝到 1筆石虎紀錄。宜蘭礁溪於 2023年亦有以自動相機拍攝

到 1筆石虎的紀錄(毛俊傑，私人通訊)。 

臺中地區在 2016-2017年於后里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原原區及北

屯區 6區進行紅外線自動相機的架設，在后里、北屯、東勢及新社有拍攝到石虎

的蹤跡，以東勢區的出現頻率最高，后里區及新社區其次(裴家騏、陳美汀，2017)，。

2017-2018年則在太平區、霧峰區、和平區及大甲溪的河床進行調查，在此 3區

域中皆有石虎出沒，以太平區的出現頻率最高(陳美汀、姜博仁，2018)，。2019年

完成臺中西半部的大甲區、外埔區、清水區、沙鹿區及大肚區的石虎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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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僅在大甲溪和大安溪河床有石虎的紀錄(陳美汀等，2019)，，陳美汀等(2023 a)

在自動相機石虎族群補充調查發現烏溪河床也有石虎的分布。綜合 2016-2023年

臺中地區石虎調查的結果，共有 18區有記錄到石虎的蹤跡，包括后里區、北屯

區、東勢區、新社區、和平區、太平區、霧峰區、大甲區、外埔區、神岡區、清

水區、大肚區、烏日區、石岡區、原原區、龍井區，、西屯區及南屯區(圖 3)，，其中

以后里區及東勢區的丘陵山區為主要出沒地區。陳美汀等(2019)利用石虎出現樣

點進行石虎適合棲地的預測及潛在廊道分析，顯示太平區和霧峰區有較大適合石

虎族群生存的棲地，而西半部地區了了大安溪、大甲溪及烏溪沿岸之外幾乎沒有

石虎可利用棲地，亞 3條溪流的河床是石虎族群基因交流重要的潛在廊道(圖 3)，。

2023 年在雪山坑溪桃山部落發現有石虎受困陷阱，經族人通報協助救援。在臺

中國際機場旁的清泉崗自動相機也有拍攝到石虎的蹤跡(林文隆，私人通訊)。 

4. 族群趨勢 

全臺石虎可利用棲地面積約為 2,410 平方公里，推估石虎族群量約為 468-

669 隻(林良恭，2017)。苗栗縣為目前石虎最大族群的區域，陳美汀博士利用自

動相機的照片及無線電追蹤 6 隻苗栗縣推估苗栗通霄的石虎密度約每 100 平方

公里為 21-31 隻(陳美汀，私人通訊)；近年以苗栗縣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區域進

行的普查推估全縣族群量約為 340-363隻(李運金等，2021)，。李運金等(2021)在苗

栗地區選擇五個樣區，估算的石虎族群密度分別為每 100平方公里有 7，、32，、43，、

55 及 78 隻；姜博仁等(2022)於 2019-2021 年間，在苗栗淺山地區估算的石虎族

群密度每 100 平方公里介於 45-100 隻之間。南投縣的中寮地區，以石虎毛皮斑

點進行個體辨識及族群密度估算，，族群密度約為每 100平方公里 22-32隻，，後續

監測結果顯示中寮樣區內石虎族群保持穩定狀態，族群密度有微幅上升的現象

(劉建男等，2023)。 

臺中新社地區曾透過石虎的毛皮斑點進行個體辨識，但因距離、角度問題，

可辨識相片數量約佔整體的 70.83%，利用可辨識個體保守估計族群密度每 100

平方公里約 23.2隻(陳美汀等，202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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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石虎分布點位、適合棲地分布範圍及潛在廊道(圖片來源：陳美汀等，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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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繁殖與生活史 

根據生多所野生動物急救站及臺北市立動物園石虎配對的經驗，石虎在 2-9

月皆有繁殖紀錄，無訂顯的季節性，預估發情期與交配期與日本的西表山貓相類

似，多在冬季至隔年春季初期(趙訂杰，1993，；林育秀等，2013)，，推測和亞熱帶

氣候條者有關(Okamura et al., 2000)，。根據與臺灣鄰近的西表山貓研究中，西表山

貓的生產期為 4-6 月，育幼期約 4-4.5 個月(Okamura et al., 2000; Schmidt et al., 

2009)，。目前臺灣野外石虎的生殖季無無定，，透過紅外線自動相機觀察，苗栗地

區在不同季節皆有觀察到母石虎與幼獸活動的照片(姜博仁等，2022)，，南投地區

亦有類似的結果(劉建男等，2021，；劉建男等，2023)，。臺中東勢地區曾調查到石

虎於 4月及 8月生產(陳美汀等，2023 a)。 

在亞洲豹貓的壽命研究中，鄰近日本的對馬山貓野外捕捉紀錄為 10 歲

(Murayama, 2008)。利用牙數骨輪的鑑定研究中，西表山貓個體牙骨質 1年生會

長 1個生長輪(cementum growth layer) (Nakanishi et al., 2009)，但無無法確定臺灣

的石虎是否也同樣為 1年 1輪。臺灣野外的石虎無無訂確壽命，利用 16隻遭路

殺的石虎犬數切片，大多為 0及 1輪的個體，最多為 6個生長輪(劉建男等，2018)，。

石虎在亞成體時面臨許多威脅，會因擴展領域跨越馬路遭路殺，或因入侵雞舍遭

獵捕等因素導致死亡(姜博仁、陳美汀，私人通訊)。 

王翎(2014)分析苗栗、南投、臺中、嘉義及臺南地區的石虎樣本，發現石虎

各地的遺傳變型度低，可能會因瓶頸效應(bottleneck)導致各地石虎數量銳減甚至

地區性滅絕。苗栗地區和南投地區雖然有較穩定的族群，但族群間的交流僅能靠

臺中市的東部淺山地區來維繫，但由於臺中的石虎棲地十分破碎，改善其棲地環

境及生態廊道是重要工作之一(林良恭等，2017；陳美汀等，2021)。 

6. 食性 

石虎為淺山生態系的頂級消費者，在維持淺山生態系食物網系統的穩定扮演

重要的角色，莊琬琪(2012) 對苗栗地區的石虎排遺進行食性分析，哺乳類動物

有較高的相對頻度，，佔 57.6%，，其中以鼠科動物最多(39.4%)，，其次為類類佔 26.4%，，

昆蟲及爬行類動物也是食物來源。從自動相機的資料發現石虎出沒的地點與赤腹

松鼠、鼠科及鼩形目動物呈現正相關，可能為南投地區石虎重要的食物來源(房

兆屏，2016)。根據石虎的食性觀察記錄，在苗栗地區以刺鼠(Niviventer coninga)

為主食，而在南投地區以鬼鼠(Bandicota indica)為主，可能與自然棲地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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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類食物資源不同所造成(詹映萱、陳希、林良恭，私人通訊)。 

臺中地區的調查發現石虎與鼠科的分布樣點有高的重疊度(裴家騏、陳美汀，

2017；陳美汀等，2019)。 

7. 生態習性、生活模式 

石虎偏向夜間及晨昏活動，白天會棲息於樹洞或岩縫中(林良恭等，2009)，

偶而日間有活動跡象，主要活動高峰在日落後和日出前的清晨(裴家騏、陳美汀，

2008; 劉建男等，2016; Chen et al., 2016)。石虎的活動範圍以最小凸多邊形法

(minimum convex polygon)估算平均活動範圍(100% MCP)及。心區(50% MCP)，

在苗栗地區的研究結果活動範圍為 5.00 平方公里，。心區 0.70平方公里；另外，

雄性石虎的活動範圍訂顯大於雌性(陳美汀，2015)，。南投地區的研究以 1隻雌性

石虎推估活動範圍為 1.10平方公里，而。心區為 0.17平方公里(劉建男等，2016)，。 

在臺中地區，陳美汀等(2023 a)追蹤 6 隻石虎個體所推估平均活動範圍為

13.50平方公里，而。心區為 3.10平方公里；從 4隻雄性個體及 2隻雌性個體的

追蹤結果，雄性的活動範圍較雌性大，雄性的活動範圍及。心區分別為 18.50平

方公里及 4.10平方公里，而雌性為 3.60平方公里及 0.87平方公里。 

8. 生態功能 

在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功能中，石虎在臺灣生態系食物網屬於

頂級消費者，為維持生態系的庇護物種(Umbrella species)，，根據歷 群(2017)的研

究中，維持石虎淺山生態環境可以提供使用價值(Use value)，、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遺贈價值(Bequest value)及選擇價值(Option value)。石虎的主要食物為鼠

類，可透過石虎捕食鼠類有效控制鼠類的數量，以及控制鼠類帶原的疾病及寄生

蟲的擴散，減少殺鼠藥所需的花費。鼠類所帶原之人畜共通傳染病如鼠疫(Plague)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2)，、他他病毒(Hantavirus)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6)及廣東住血線蟲(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住肉孢子蟲(Sarcocystis spp.)

等人畜共通寄生蟲(張時獻等，2010)。 

 

9. 社會及經濟面 

石虎的毛皮十分艷家，在臺灣過去設被獵捕做石虎皮的買賣。從 19 世紀就

有各廳的石虎皮的交易紀錄，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警務署理蕃課狩獵調查中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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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詳細記載石虎皮的捕獲數量、價格的交易紀錄。直至 20世紀各地區仍有石虎

皮的買賣紀錄，山產店也曾有經營石虎的買賣(王穎，1988；姜博仁等，2015)；

臺中東勢地區在 1940年以後就沒有獸皮交易的相關文獻紀錄(陳美汀等，2019)，。

1972年內政部宣布全面禁獵，山產店的買賣數量急遽減少(王穎，1988)，，但最近

仍有狩獵石虎的事者(裴家騏、陳美汀，2017，；劉建男等，2016)，。狩獵石虎的目

的了了因家禽遭受危害所採取的危害防治外，至今仍有人認為食用石虎可以化骨、

避邪、醫治腎臟、改善尿床等傳說功效而獵捕販售石虎(裴家騏等，2014)。 

(三) 環境與棲地 

1. 環境概述 

臺灣的石虎主要分布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的淺山地區(林良恭等，2017)，

有零星紀錄到海拔 1,400公尺以上的分布紀錄(林良恭，2009，；翁國精、劉建男，

2019)，。在苗栗及南投地區的研究石虎活動範圍偏好蓋度度較高的天然林(房兆屏，

2016; Chen et al., 2016)，非天然林、草生地及農墾地為其次(Chen et al., 2016)。

近年生多所在在南投地區追蹤的石虎會在河灘地的草叢活動或休息(林育秀，私

人通訊)。 

臺中地區的調查結果顯示，從山區延伸到大安溪，、大甲溪及烏溪的沿岸有石

虎的族群，且會利用河灘地草生地進行活動(陳美汀等，2019；陳美汀等，2023 

a)。 

2. 棲地特性 

根據陳美汀等(2023 a)無線電追蹤 6 隻石虎個體，臺中地區石虎利用的土地

類型以農墾地的面積最高，其次為草生地；以 Compositional analysis分析活動範

圍尺度的棲地利用，以 100% MCP活動範圍及 50%MCP。心區地進行分析，石

虎活動範圍土地利用偏好依序為水域環境>草生地>農墾地>林地；而活動。心區

偏好排序為草生地>水域環境>農墾地>林地，草生地可提供很好的食物來源，在

育幼上可提供良好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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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威脅分析 

(一) 歷史威脅 

同當前威脅。 

(二) 當前威脅 

1. 棲地喪失、零碎化及劣質化1 

棲地喪失及零碎化是響評野生動物生存的威脅因子之一(Riley et al., 2003)。

苗栗地區後龍(福祿壽)殯葬園區因會破壞石虎棲地及文化遺址遭反對，在多次環

評會議後，在 2017年施工完成啟用園區(反福祿壽殯葬園區自救會，2012，；聯合

新聞網、新媒體新聞，2019)，；此外，近年推動 生能源政策，大面積的淺山地被

承租設置大量的光電板(自由時報，2020)，可能造成石虎棲地的消失或零碎化。

道路切割石虎的棲地，或河川整治及三面光的溝渠都可能會響評石虎族群間的交

流，研究顯示臺灣各地石虎的遺傳多樣性變型度偏低(王翎，2014)。 

臺中地區石虎的棲地也受到開發案的威脅。2015 年臺中市政府原各在后里

舉辦臺中市界花卉博覽會，因預定地與石虎棲地有很高的重疊度而新改展區(自

由時報，2015；劉建男、林育秀，2017)。2018年鴻禧太平高後夫球場籌設擴大

園區，但因開發位置位於石虎潛在棲地，環境響評評估後決議不位開發(環境保

護署，2018，；聯合新聞網，2019)，。臺中市新社區的伐採區發現石虎，後續研究結

果顯示伐採活動對野生動物會造成一定的響評(林良恭，2021)。 

臺中地區屬於開發都市，，石虎棲地面積較為破碎化，淺山地區的國有林地地

可為庇護所，但臺中淺山地區的林地地面積有限且呈現長條狀，若周圍的私有地

能提供石虎友善的環境，可成為保育緩衝區，增加石虎活動範圍(陳美汀等，2023 

a)，。2018年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土地利用會依照土地條者及環境敏感區所

劃設之指標進行開發利用，臺中地區會以城鄉發展為主，，因此，如何將淺山保育

概念傳達至城鄉發展區中是臺中綠網的重要課題(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2023)。 

2. 道路致死及道路導致的基因交流受阻2 

石虎所需的活動範圍大，尤其亞成體擴散尋找領域或母石虎在繁殖季尋找食

物時移動的範圍較大，若其活動範圍有道路的切割，會響評基因的交流，新可能

 
1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A 
2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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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產生路殺事者造成石虎的傷亡。根據生多所統計，自 2011年至 2023年 12

月 31日，，全臺石虎路殺紀錄共 214筆(圖 4)，，以苗栗地區路殺最為嚴重，佔 57%，，

南投 25%次之，臺中地區佔 10%，。臺中市 2023年有 8筆石虎路殺紀錄，較前幾

年多。 

 

 

圖 4、2011年至 2023年各縣市通報石虎路殺隻數。 

 

3. 雞舍危害等人與石虎的衝突3 

根據農民訪談研究顯示，南投地區有 80%的農戶表示曾受到野生動物危害，

其中有 8位受訪者訂確指出是石虎造成的危害(劉建男等，2016)，。為了避免受到

野生動物的危害，在農戶的訪談都顯示會架設陷阱或獵犬來防治獸害(裴家齊等，，

2014，；劉建男等，2016)，。根據生多所野生動物急救站所收到的石虎救傷個體，有

63%是獸鋏夾傷所導致(林育秀等，2012)。根據問卷調查，當地居民即使是不會

受到石虎危害的非養禽戶也會獵捕石虎，且認為不會受罰(麥錦萱，2013)，，當地

居民對石虎的容忍度低，對未來石虎保育推廣有很大的阻礙(高嘉孜，2013)。 

臺中地區人與石虎衝突的頻率較低(陳美汀等，2018)，，可能是因為臺中淺山

地區的養禽農戶不多，石虎在臺中地區的族群密度相對較低(陳美汀等，2019)，

 
3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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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發生的機率較低。即使如此，臺中的山區仍不少因獸鋏而受傷的野生動物

個體，研究人員所追蹤的石虎也有因獸鋏而死亡的案者(陳美汀等，2023 a)。根

據臺中地區 對石虎棲地範圍的居民進行訪談的結果，約 80%的居民 對石虎

保育的態度表示贊同(陳美汀等，2020 a)，期望未來能對石虎保育能有助益。 

4. 農藥及老鼠藥4 

在石虎棲地與農耕範圍重疊度高的淺山地區，使用的農法會響評石虎的棲地

品質。慣行農田噴灑的農藥、了草劑、殺蟲劑及毒鼠藥雖能有效減少農作物的損

失，但會降低石虎的棲地品質。石虎的食物來源如鼠類若體內含農藥或老鼠藥，

可能會在石虎體內造成毒物累積，直接或間接響評石虎的生存(姜博仁等，2015，；

劉建男、林育秀，2017)，。近年根據生多所檢驗死亡石虎個體的胃及肝的毒物化驗

顯示，殘留毒鼠藥的問題比農藥嚴重(林育秀、林桂賢，私人通訊)。 

5. 流浪犬貓攻擊石虎及競爭5 

全島自動相機的長期監測結果顯示，石虎與遊蕩犬(Canis lupus familiaris)及

貓(Felis catus)有高度的重疊(翁國精、劉建男，2020)，。遊蕩犬、貓具有掠食能力，

近年來生多所野生動物急救站時設接到遭犬、貓攻擊的野生動物(余品煥、張鈞

皓，2017)，，其中遭到遊蕩犬隻攻擊致死的石虎個體，平均每年約有 4-5隻，野放

追蹤的石虎的死亡個體大多是因犬隻攻擊造成的死亡(林育秀，私人通訊)，。2023

年在南投發現失親小石虎遭到遊蕩貓攻擊而死亡的案者，是臺灣有紀錄的首起石

虎貓殺事者(自由時報，2023)，。貓和石虎同為貓科動物，活動模式較相似，活動

時間重疊度高(劉建男等，2021)，，在食物及棲地上會造成一定的競爭關係(裴家騏，、

陳美汀，2008)；此外，家貓與石虎的基因較相近(Li et al., 2016)，可能會有疾病

的傳染，甚至有雜交的問題。 

臺中的大甲溪河床為石虎的棲地範圍之一，自動相機的調查發現固定有人定

期進行犬獵活動(陳美汀等，2020 b)，，陳美汀等(2022)於臺中追蹤的石虎個體也有

遭到犬殺死亡的案例。石虎在棲地利用選擇上會迴避有犬貓出現的區域(陳美汀

等，，2022，；劉建男等，2023)，，根據臺中地區紅外線自動相機的調查顯示，有 3/4

的樣點有遊蕩犬的活動，而 2/3的樣點有家貓的紀錄，這可能會導致石虎的棲地

越來越少(陳美汀等，2019)，。石虎會棲息在開墾地或人為干擾較高的私有地，遊

 
4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D 
5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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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貓犬的問題較難以控制，在臺中西半部的調查中，，筏子溪有調查到穩定的石虎

族群(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23)，，有機會擴散到大肚山區，，但目前大肚山

是臺中地區遊蕩犬貓最嚴重的區域，是石虎族群擴散需首先考量解決的問題(陳

美汀等，2023 a)。 

6. 疾病6 

野生動物傳染性疾病是響評生態平衡的因子之一，在臺灣遊蕩犬貓帶原的病

毒可能傳染給食肉目動物，包括犬瘟熱(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貓泛白血

球減少症病毒(Feline panleukopenia virus, FPV)、貓後天免疫缺乏病毒(Feline 

Immunodeficiency Virus, FIV)，、犬犬病(Rabies)及小病毒(Parvovirus)等(陳貞志等，

2018)，。在石虎的疾病檢測中，已確定石虎有感染犬瘟熱、貓泛白血球減少症病毒

及小病毒等病毒(裴家騏等，2011; 陳貞志，2018; Chen et al., 2019)，感染犬瘟熱

的比例甚至高達 77.8% (裴家騏等，2011)，，而在路殺石虎個體所驗出的犬小病毒

感染率高達 82.4% (Chen et al., 2019)。2019年在首次臺灣的石虎身上發現貓疥癬

蟲感染症，貓疥癬對貓科動物有極高的傳染性，會造成動物的消瘦、虛弱，甚至

引發其他病菌的感染，進而響評狩獵及躲避天敵的能力，是直接或間接造成石虎

的死亡(陳彥彣等，2020)。 

7. 其他7 

野生動物幼獸可能會因為天災造成失親的狀況，人為的活動或非動物友善設

施新加劇其響評。根據生多所野生動物急救站收治的失親幼獸中，有因受困水溝

或道路堤防的案例，也有因農民整地無意破壞巢穴所導致。另外，蓄水池對野生

動物來說也是會造成嚴重問題的死亡陷阱，不少野生動物會因掉落蓄水池無法脫

困而死亡(窩快訊，2024)，，近年被發現不少石虎因掉落蓄水池或棄棄水池死亡的

案者，僅有一隻於 2019在南投受困於蓄水池的石虎獲救，因沒有食物及水源，

獲救時體重只剩 1.7 公斤(公視新聞網，2019)。此外，全球氣候變遷，可能導致

氣溫的上升或雨量分配不均，乾旱期變長或突然的暴雨，可能會響評石虎食物資

源的變動，而空氣汙染、熱島效應等，也可能間接響評石虎或其他生物。未來亦

應持續減少空氣汙染及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熱島效應及全球暖化。 

  

 
6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G-1 
7 對應 2023石虎保育行動策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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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市的石虎保育策略與行動 

本行動計畫依照 2023 年石虎保育行動計畫(劉建男、林育秀，2023)所列的

10項策略及對應的保育行動，擬定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共有 11項石虎保

育行動，敘述如下。行動簡表詳見附錄 1： 

策略A：棲地面積零損失。 

行動 A-1，：完成石虎棲地的指認：臺中市石虎熱區，依林業保育署公開，「石虎重

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析」之最新版本「112 年石虎分布模擬圖」為臺

中市石虎熱區，後續依最新公告版本滾動修正。 

行動Ａ-2：加強石虎棲地保護：在石虎熱區，各項新建工程、河川及野溪整治、

光電板設施設置等，落實環境響評評估、生態檢。或棲地補償。 

策略B：加強棲地串聯。 

行動 B-1，：加強棲地連結及石虎通行廊道：道路及各項設施，，設置動物通道或降

低阻礙石虎移動的措施，並加強溪流或山區石虎移動廊道的棲地品質。 

策略C：降低家禽危害及石虎遭獵捕數量。 

行動 C-1，：加強石虎禽舍及危害通報的管理，降低石虎與人衝突造成的傷亡：推

動，「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自主通報獎勵」，鼓勵

禽舍危害通報。 

策略D：提升石虎棲地品質。 

行動 D-1，：減少石虎熱區農藥、滅鼠藥之使用：推動，「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

服務給付推動計畫-推動友善農地給付」及石虎保育標章，加強毒鼠藥

的發放及回收管理及農藥等棄棄物的回收或移了。石虎熱區輔導成立

石虎友善環境耕作組織。 

策略E：降低石虎路殺。 

行動 E-1，：建立友善道路措施：石虎熱區保持道路下方涵洞之暢通，並於評估路

殺風險較高之路段，配合圍籬施作提供石虎通行的路廊，，或進行友善動

物道路措施的施作，。路殺事者發生時，邀集相關局處及專家進行現勘，

提出改善建議。 

策略F：降低非法獵捕及誤捕。 

行動 F-1，：取非非法獵捕：推動，「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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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監測獎勵」，。鼓勵改良式獵具的新換、誤捕石虎的通報及非法獵捕的

查緝取非。 

策略G：降低遊蕩犬貓對石虎的危害。 

行動 G-1，：降低因遊蕩犬之導致的死亡：執行「遊蕩犬隻移置試辦計畫」並評估

擴大施作範圍或調整地點，推廣不要餵食犬貓及野生動物，禁止將犬隻

回置石虎熱區。 

策略H：提升域外保育量能及建立新族群。 

行動 H-1，：完善救傷體系：建立臺中市石虎救傷通報及後續收容、野放、組織採

取的標準程序。 

策略I：增加石虎生物學及生態學知識。 

行動 I-1：加強石虎基礎研究，掌握族群變動趨勢：監測臺中市石虎族群變動趨

勢、了解臺中市石虎對於溪流型棲地的利用及移動模式、了解道路切割

對石虎族群的響評等。 

策略J：石虎保育教育推廣及資訊分享平台 

行動 J-1：提升石虎的保育觀念：舉辦石虎保育教育推廣活動或生態旅遊， 對

工程人員或私人企業員工進行石虎保育教育宣導，，製作石虎保育手冊、

繪本、響片等宣導素材。 

行動 J-2：建立石虎保育夥伴關係：媒合企業支持石虎保育工作及協助友善石虎

農產品的通路及銷售。與各相關公部門及民間保育團體非結石虎保育

聯盟，臺中市石虎熱區的社區發展學會及社區巡守隊等，建立石虎保育

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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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附錄 1、臺中市石虎保育策略及行動簡表 

策略 保育行動 措  施 對應局處 執行期程註 2 

A.棲地面
積零損失 

A-1 完成石
虎棲地的指
認 

⚫ 依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公開之「112年石虎分布模擬圖」為臺中市石虎
熱區，隨「石虎分布模擬圖」新新進行滾動修正。 

農業局 持續性 

A.棲地面
積零損失 

A-2 加強石
虎棲地保護 

⚫ 「臺中市國土計畫法功能分區」未來進行盤點修正時，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推動之「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規劃之石虎保育軸帶
的相關建議或相關機關團體對於石虎棲地保育的建議可納入參考。 

地政局 中長程 

⚫ 臺中市政府各級機關單位興辦公共工程開發面積 1公頃以上或新闢、
拓寬道路長度為 1 千公尺以上且位於石虎熱區，於規劃初期及施工
階段依規辦理生態檢。作業。 

都市發展局、建
設局、水利局，、經
濟發展局 

持續性 

⚫ 地面型光電部分，臺中市政府於 112年 9月 25日發布「臺中市地面
型水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審查要點」其基地不位位於第一級、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及重要濕地範圍，並應參照公共工程生態檢。
注意事項計畫。定階段辦理生態檢。，並於後續各階段持續辦理生
態檢。，。如位於石虎熱區，辦理生態檢。於各次現勘、初步設計審查
與說訂會時，邀請專家學者或保育團體進行諮詢。 

經濟發展局 持續性 

⚫ 環境響評評估送審案者如有調查到石虎，請開發單位提出保育對策，。 
環境保護局、經
濟發展局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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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保育行動 措  施 對應局處 執行期程註 2 

B.加強棲
地串連 

B-1 加強棲
地連結及石
虎通行廊道 

⚫ 現有步道、生態園區、溪流、道路等各項人工設施如造成動物通行阻
隔，進行改善，未來新建道路或工程規劃設置動物通道或其他友善設
施。 

觀光旅遊局、農
業局、建設局、交
通局、水利局，、原
住民委員會 

持續性 

⚫ 石虎熱區工程檢。及監測期間有拍攝到石虎並施作友善石虎措施，。
給獎勵金。 

農業局 持續性 

⚫ 石虎熱區重要溪流水道高灘地雜草移了時，保留部分供石虎作為棲地
或遷移時使用，需保留多大面積等事項可向石虎相關專家學者諮詢，。 

水利局 持續性 

C.降低家
禽危害及
石虎遭獵
捕數量 

C-1 加強石
虎禽舍及危
害通報的管
理，降低石
虎與人衝突
造成的傷亡 

⚫ 辦理「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自主通報
獎勵」。 

農業局 中長程 

D.提升石
虎棲地品
質 

D-1 減少石
虎 棲 地 農
藥、滅鼠藥
之使用 

⚫ 進行防治家鼠滅鼠餌劑限量使用的宣導；優化環境衛生用毒鼠藥的
發放及回收機制，並評估採取實名制的可行性。 

環境保護局 短程 

⚫ 辦理「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推動友善農地給
付」，並於石虎熱區輔導成立石虎友善環境耕作組織。 

農業局 中長程 

⚫ 輔導及協助農民申請石虎保育標章；寬列經費，擴大可申請石虎保
育標章的範圍至其他石虎熱區的行政區，並協助石虎標章農產品的
銷售。 

農業局 中長程 

⚫ 加強宣導農藥相關棄棄物不要隨意丟棄，強化回收或移了機制。了
農業局現有補助外，可配合農會或相關單位以獎勵方式推動農藥棄
棄物的回收或移了。 

環境保護局、農
業局 

中長程 

⚫ 擴大可申請「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巡護監測
給付」的行政區。鼓勵社區巡守時移了垃圾及農藥相關棄棄物。 

農業局 持續性 

⚫ 死亡石虎進行毒物的化驗。 農業局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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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保育行動 措  施 對應局處 執行期程註 2 

E.降低石
虎路殺 

E-1 建立友
善道路措施 

⚫ 石虎熱區範圍，既有道路或工程地點臨路工區評估設置連通道或防
護網。 

建設局、水利局 短程 

⚫ 石虎熱區重要溪流水岸周邊設置「當心動物」標誌。 交通局 短程 

⚫ 建立「臺中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 農業局 短程 

⚫ 路殺事者發生時，邀集相關局處及專家進行現勘，提出改善建議。 農業局、交通局 中長程 

⚫ 在石虎熱區(例如筏子溪)進行小尺度的既有道路潛在廊道盤點，並
於評估路殺風險較高的路段(彎道、下坡、稜線或溪流附近)進行友
善動物道路措施的施作(例如減速標線)，以降低石虎及其他野生動
物路殺的風險，並可作為示範區。可先擬定每年度欲盤點及改善的
區域，事先編列經費。 

交通局 中長程 

⚫ 未來新建道路評估興建的必要性，如有興建必要，需設計箱涵或動
物通道，路肩或護欄需以動物行為為考量進行友善設計。 

建設局 持續性 

F.降低非
法獵捕及
誤捕 

F-1 取非非
法獵捕 

⚫ 函請各區公所轉知守望相助隊，協助發現違法獵(誤)捕石虎的通報。 民政局 短程 

⚫ 辦理「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巡護監測
獎勵」，並將可申請亞計畫的行政區擴大到其他石虎熱區。 

農業局 中長程 

⚫ 加強石虎非法獵捕之稽查及取非。 警察局 持續性 

⚫ 執行或會同執法單位執行取非時，多加溝通及加強政令宣導，以鼓勵
誤捕石虎的通報。 

警察局、農業局 持續性 

⚫ 協助改良式獵具的推廣。 原住民委員會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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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保育行動 措  施 對應局處 執行期程註 2 

G.降低遊
蕩犬貓對
石虎的危
害 

G-2 降低因
遊蕩犬隻導
致的死亡 

⚫ 目前所設置的禁止餵食牌為，「禁止餵食野生動物」，，建議新正為，「請
勿餵食犬貓及野生動物」。 

動物保護防疫處 短程 

⚫ 積極處理遊蕩犬回置問題，石虎熱區犬隻不回置。 動物保護防疫處 中長程 

⚫ 不定期派動物管制人員至筏子溪沿岸周邊加強巡查，並捕捉犬貓。 動物保護防疫處 持續性 

⚫ 動保司「遊蕩犬隻移置試辦計畫」，目前在東勢區幾個里試辦，，未來
可進行滾動式調整，並應納入筏子溪。 

動物保護防疫處 持續性 

⚫ 定期了解石虎熱區各區(里)遊蕩犬貓的分布、餵養情況、里民與犬隻
衝突等現況。評估建立「遊蕩犬通報系統」的可行性。 

動物保護防疫處 持續性 

⚫ 盤點臺中市收容單位的容量及目前收容狀況，評估每年可新增收容
的數量。 

動物保護防疫處 持續性 

H.提升域
外保育量
能及建立
新族群 

H-1 完善救
傷體系 

⚫ 建立臺中市石虎救傷通報程序。 農業局 短程 

⚫ 辦理受傷石虎救傷通報及後送至救傷單位；路殺個體聯繫農業部生
物多樣性研究所進行後續處理及送請檢驗分析死亡原因，新鮮的死
亡個體通知臺北市立動物園採取精子等遺傳物質保存。 

農業局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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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保育行動 措  施 對應局處 執行期程註 2 

I.增加石
虎生物學
及生態學
之知識 

I-1 加強石
虎 基 礎 研
究，掌握族
群變動趨勢 

⚫ 持續辦理臺中地區石虎族群生態研究及保育教育推廣。 農業局 中長程 

⚫ 石虎長期監測樣區的設置及長期監測。 農業局 中長程 

⚫ 石虎對於溪流型棲地的利用及移動模式。 農業局 中長程 

⚫ 道路切割對石虎移動及棲地利用的響評。 農業局 中長程 

⚫ 持續累積石虎追蹤資料，了解存活率、族群年齡結構等生物學資訊，。 農業局 中長程 

⚫ 既有道路箱涵或動物通道的盤點。 農業局 中長程 

J.石虎保
育教育推
廣及資訊
分享平台 

J-1 提升石
虎的保育觀
念 

⚫  對中小學教師辦理種子教師訓練地。 教育局 短程 

⚫ 結合環保志工，加入石虎保育的推廣。 環保局 中長程 

⚫ 出版石虎保育手冊、繪本、響片等宣傳素材，加強民眾對石虎的認
知。 

教育局、農業局 中長程 

⚫ 辦理或協助石虎保育教育宣導、教育訓練或展覽，並透過媒體宣
傳。 

農業局、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水
利局、新聞局 

持續性 

⚫ 臺中市政府機關的觀光旅遊網、社群平台、旅遊服務中心電子看板
等宣導石虎相關資訊；臺中城市吉祥物石虎家族參與大型活動；遊
憩景點設置石虎雕塑或相關裝置藝術。 

觀光旅遊局、新
聞局 

持續性 

⚫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資訊平台的連結及資訊分享。 各局處 持續性 

⚫ 舉辦石虎相關生態旅遊活動。 各局處 持續性 

⚫ 加強工程人員教育訓練以提升對石虎生態的瞭解。 
建設局、水利局、
交通局 

持續性 

⚫ 私人企業可以透過對廠商教育訓練的場合進行石虎保育宣導。 
經濟發展局、農
業局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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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保育行動 措  施 對應局處 執行期程註 2 

J.石虎保
育教育推
廣及資訊
分享平台 

J-2 建立石
虎保育夥伴
關係 

⚫ 臺中市政府與其它政府機關(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農
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交通部公路局
中區養護工程分局等)及民間保育組織(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荒野保護
協會臺中分會、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社團法人台灣野類協會
等)，非結石虎保育夥伴聯盟。 

農業局 短程 

⚫ 媒合企業支持石虎保育工作。 經濟發展局 中長程 

⚫ 媒合企業協助友善石虎農產品的通路及銷售。 農業局 中長程 

⚫ 石虎熱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巡守隊等，加強交流，，建立石虎夥
伴關係。  

民政局、農業局 中長程 

註 1：策略參考自劉建男、林育秀 (2023) 2023年石虎保育行動計畫所列之策略項目。 

註 2：執行期程分為短程、中長程及持續性。為配合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四條臺中市石虎保育計畫至少每三年通盤檢討 1 次之

規定，短程指 3年內完成，中長程及持續性配合 2023年石虎保育行動計畫分別設定為 4-12年內完成及須持續進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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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草案)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農業局)統計石虎道路路殺案件，並於臺中

市石虎保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報告相關處理情形與保育措施。 

二、石虎道路路殺案件發生後，由農業局處理受傷或死亡個體並於 2 週內

會勘，邀請委員會委員 2-3位、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道路及交通主管機關(本府交通局、建設局、

警察局、交通部公路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水利主管機關(本府水利

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區公所及其他相關機關，共同研商

石虎保育與改善措施。 

三、利用石虎路殺點位的密集程度，將石虎路殺嚴重程度分級，並利用其他

食肉目動物路殺資料，評估出潛在發生石虎路殺路段，道路路殺風險分

成三級評估辦理保育措施： 

第一級：2年內 2公里內發生過 2起以上路殺事件之路段，為高風險路

段，應立即進行改善措施。 

第二級：2年內曾發生過石虎路殺地點延伸區域路段，建議前後延伸 500

公尺進行評估。 

第三級：利用其他食肉目動物路殺資料預測出熱區路段，潛在可能發生

石虎路殺風險路段，加強調查和資料收集，若有相關拓寬或改

善計畫，評估道路友善措施納入設計施工。 

四、第一級狀況發生時，成立石虎保育工作小組，召集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

現勘並討論對策，依實際需求進行改善，並加強監測，保持關注，各機

關分工如下： 

(一)農業局 

1.設置〝注意石虎出沒〞宣導布條，進行宣導期至少 1年，提醒用

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 

2.辦理石虎保育教育宣導活動，宣導當地社區居民、里長及學校師

生等，引領民眾關注石虎與淺山環境議題。 

3.該路段區域納入石虎族群數量、分布與意外事故周邊環境調查工

作，減輕石虎路殺壓力。 

(二)水利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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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輕石虎棲地環境擾動影響，高灘地、溪流（岸）環境整治

或疏浚工程，依實地寬度保留適當植被，營造石虎友善環境。 

(三)道路及交通主管機關 

1.依當地道路現況，評估設置固定式有燈光或反光形式等道路交通

警示牌，提醒用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 

2.該路段後續若有相關道路工程應執行生態檢核，並評估該路段道

路是否施設置跳動路面、噪音路面、3D標線、限速警示牌或其他

可降低車速設施，營造石虎友善環境。 

3.評估該路段設置動物防護網及通道，引導動物穿越道路，營造石

虎友善環境。 

4.評估該路段降低限速可行性，提醒用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營

造石虎友善環境。 

五、第二級狀況發生時，召集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現勘，釐清是否需立即改

善。 

(一)農業局 

1.設置〝注意石虎出沒〞宣導布條，進行宣導期至少 3個月，提醒

用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 

2.辦理石虎保育教育宣導活動，宣導當地社區居民、里長及學校師

生等，引領民眾關注石虎與淺山環境議題。 

(二)道路及交通主管機關 

1.評估設置移動式或有燈光或反光形式等道路交通警示牌，進行 3

個月宣導期，提醒用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 

2.該路段前後 500公尺範圍內，後續若有相關道路拓寬或改善工程，

評估該路段道路是否施設置跳動路面、噪音路面、3D標線、限速

警示牌或其他可降低車速設施等友善措施，營造石虎友善環境。 

六、第三級路殺風險，工程單位利用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設置台灣動物

路死觀察網之路殺社資料庫，搜尋其他食肉目動物路殺資料，預測出熱

區路段，所預測路段若有相關拓寬或改善計畫，評估道路友善措施納入

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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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草案) 

 

石虎路殺情形
發生

會勘結論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1.救傷、收容與後續野放
2.釐清死亡原因
臺北市立動物園
新鮮死亡個體取精、卵

臺中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草案)

路殺風險第一級

道路及
交通主
管機關

水利主
管機關

農業局

後續工
程辦理
生態檢
核及評
估設置
交通警
示牌、
可降低
車速設
施及限
速等措
施

高灘地、
溪流
(岸)環
境整治
或疏浚
工程，
保留適
當植被

設置宣
導布條、
辦理宣
導教育
及生態
調查

路殺風險第二級

道路及
交通主
管機關

農業局

前後500
公尺範
圍內評
估設置
交通警
示牌、
可降低
車速設
施及限
速等措
施

設置宣
導布條、
辦理宣
導教育

路殺風險第三級

道路及交通主管
機關

相關拓寬或改善計
畫，評估道路有善
措施納入設計施工

現場會勘

食肉目動物
路殺資料

(2週以內)

(自發生1個月內)

農業局官網公布
會勘紀錄

各機關改善

公
布

函
請

報
告

本市石虎保育
委員會

預
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