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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石虎的野外數量稀

少並有極高的生存危機，加

上其野外現況和分布仍不

明，因此保育工作刻不容

緩。石虎的保育在野外應著

重於棲地保護和相關友善措

施的推動，且救治收容的個

體亦需進行適度的管理與相

關試驗研究，並以復育和野

放的角度進行思考和採取行

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

特生中心)除長期野外調查資

料累積外，從2010年開始和

臺北市立動物園合作，執行

石虎域外保育研究計畫，且

已和國內外多個單位建立夥

伴關係，共同進行石虎相關

研究和保育推廣工作。

石虎的保育並不單純，

應考慮許多面向，包括石虎

本身、在地居民和棲地條件

等，才可能化解許多人與石

虎保育之間的衝突，並創造

雙贏的局面。特生中心於

2013年藉由推動2隻小石虎

的野放工作目標，和集集鎮

嚴鎮長鴻邦取得聯繫交流。

鎮長十分關心集集石虎的現

況，也希望能共同為石虎保

育盡一份心力。9月26日，

由鎮長主動召集鎮內各里里

石虎保育與地方發展座談會有感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a forum on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project

林育秀 
Yu-Hsiu Lin

嚴鎮長鴻邦帶領各里長到本中心保育教育館參與座談。

由林助理研究員育秀和與會者分享西表山貓的成功保育案例，期能在集集

落實保育和經濟發展雙贏的局面。



2013.12 第八十四期 83

ACTIVITY REPORTS 動報導活

自從2011年開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

心)於臉書(facebook)上相繼

設立「『慕光之城』—蛾類

世界」與「『慕光之城』—

蛾類世界  p a r t 2」兩個社

團，其主要目的以蛾類觀察

分享與科普知識交流為目

標，同時也由這些社團裡的

蛾友擔任公民科學家來蒐集

不同蛾種的出現資料，以瞭

解臺灣蛾種的時空分布狀

況，並期望未來可以建立以

蛾類為標的物種的長期監測

系統。為了增進社團內成員

彼此的情誼，並對外推廣賞

蛾風氣，特生中心選定2013

年10月12-13日辦理「2013

年  『一燈亮起，蛾友喜相

聚』」活動，廣邀對賞蛾有

興趣的各界人士攜家帶眷一

同與會，總共吸引了46位蛾

友參加。

為了讓與會蛾友能夠感

受賞蛾樂趣，特生中心特別

邀請資深賞蛾人—黃庭臻、

謝麗琴、賴重光和古宏政等

四位講師到場分享他們賞蛾

的心路歷程。第一位講師講

述她們一家四口上山下海的

經歷，背著襁褓中的小兒

子，牽著不怕生的大兒子，

與另一半從蛾類的觀察中感

受大自然的生命力。蛾類對

第二位講師而言，是兒子成

長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環，她

說，帶著小孩一起飼養蛾類

幼蟲，讓她們找到不一樣的

天空。第三位講師則是一位

大自然愛好者，不只是蛾

類，其他昆蟲也是鏡頭下

「攝獵」的目標。壓軸的第

四位蛾友平時即常到學校分

享蛾類相關知識，是十分傑

出的賞蛾人，他說道，在蛾

類觀察的過程中增進與孩子

的互動，是他持續觀察的重

蛾友，讓我們相聚在集集
Moth watchers, let's meet in Jiji

施禮正
Li-Cheng Shih

長到特生中心一起認識石

虎，並討論「石虎保育與地

方發展」，期許未來能在集

集地區持續進行石虎保育研

究工作，並推動在地居民認

同石虎保育。以此建立一個

成功保育的模式，未來可擴

大範圍成功保育野外瀕危的

石虎。

集集鎮是以觀光和農業

為主要產業，適度發展對於

石虎保育並無太大的衝突，

若能互相配合，反而能相輔

相成。生態觀光和對環境友

善的耕作方式，都可能是開

創石虎另一片藍天的路，善

用在地的力量，共同參與改

善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對

您、我和石虎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