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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提古老的化石證據，台灣的原生貓科動物有兩種，而且有豹有虎，只是這豹非「花

豹」而是「雲豹」，這虎並非「老虎」而是「石虎」。雲豹在台灣已銷聲匿跡幾十年了，甚

至懷疑已經絕種。倒是石虎雖然被列為瀕臨絕種的一級保育類動物，但如果給予這個物種多

一些關注和保育作為，還有可能與牠們在淺山邂逅。

非虎也非貓

石虎屬於豹貓屬，英文名是leopard cat，
因此又稱「豹貓」。因身上有類似錢幣大小

的斑點花紋，也稱為「金錢貓」。又由於在

山區活動，也有人叫牠們「山貓」。

雖然石虎的名稱中有個「虎」字，但體

型與家貓相仿，體重約 3∼6 公斤。身體的特
徵包括吻部短、耳朵圓；尾巴稍短，長度約

為頭體長的 40∼50 ％；體色由灰褐色到黃褐
色不一；身體、四肢和尾部都是土黃色的毛

皮上有類似錢幣大小的棕黑色斑點。這些特

徵是否很像家貓中的灰褐色虎斑貓呢？

無論是大至野外的老虎、花豹，或是小至家裡的貓咪，

美麗的毛皮花紋、優雅的體態和難以捉摸的習性，是一般人對貓科動物的印象。

但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家裡的貓咪其實是外來種，

也不清楚台灣有哪些原生貓科動物。

■ 陳美汀、裴家騏

石虎雖然被列為瀕臨絕種的一級保育類動物，

但如果給予這個物種多一些關注和保育作為，還有可能與牠們在淺山邂逅。

搶救石虎

和石虎相似的灰褐色虎斑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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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道路的開闢與拓寬，交通流量逐年增加，

石虎的棲息地已經被切割為許多完全隔離或橫越困難的破碎環境。

乍看之下，石虎和虎斑貓確實有些相

似。不過，石虎額頭和眼窩內側的白色條紋

非常明顯，尤其在耳後有明顯的白色塊斑，

這也是多數野生貓科動物的特徵。另外，石

虎的尾部較粗短蓬鬆，散布著黑色斑點，與

虎斑貓尾部末端的黑色環節十分不同。

棲地環境

石虎是除了家貓外分布最廣的貓科動

物，分布區域包括中俄邊界、大陸、韓國、

日本、台灣、東南亞、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

石虎的棲地類型相當多樣，包括各種

海拔高度和自然棲地，如溼地、雨林、闊

葉樹林、針葉林，甚至受人類干擾過的環

境，像次生林、農墾地、油棕園、果園等

都是牠們會利用的棲地環境。

雖然貓科動物具有吸引人的特質與魅

力，但野外的生態研究很不容易，除了密度

不高、靈活隱密外，牠們又是趾行性動物，

行走時無聲無息，使得研究人員在林間很難

發現牠們的蹤影。因此，除了大型的老虎、

獅子外，其他貓科動物的野外族群狀況和生

態研究都非常缺乏。台灣對石虎生態的了解

也是近幾年才稍有成果。

苗栗銅鑼山區的成年石虎 2012年 7月 19日，民眾在三義山區開挖農地時所
發現的雌性石虎幼仔，當時約 2∼ 3周齡，照片約
為 5個月齡。

苗栗通霄鎮圳頭里丘陵環繞，農耕地與草生地、次

生林鑲嵌，是適合石虎棲息的典型淺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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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新竹和苗栗的低海拔山區都有石

虎出沒，現在卻只有苗栗地區曾記錄到石

虎。但隨著近年道路的開闢與拓寬，交通

流量逐年增加，石虎的棲息地已經被切割

為許多完全隔離或橫越困難的破碎環境，

前途也不樂觀。

另外根據近年其他的研究和救傷資料，

大致可推測目前從苗栗到嘉義之間的低海拔

丘陵山區，應該還有石虎族群分布。這些淺

山環境主要是農墾地、草生地、埤塘、水圳、

農戶聚落和次生林，不僅嚙齒類的歧異度和

密度較高，也是野兔喜歡的棲地，同時有許

多常在地面活動的鳥類如竹雞、三趾鶉等，

這些恰好都是石虎潛在的食物來源。

食物習性

根據在苗栗野外所獲得的排遺內容物分

析，石虎主要以鼠類、松鼠、野兔等小型哺

乳動物為食，其次是鳥類，而蜥蜴、昆蟲甚

至蛇類也是機會主義者的石虎會捕食的對象。

石虎在食物鏈中扮演著高階消費者的

角色，而在一個生態系中，如果缺乏高階

的掠食者，則具競爭優勢的獵物種類很容

易因為沒有掠食者的壓制而大量增加，以

致排擠其他同屬獵物階層物種的生存空間，

減少當地物種的多樣性而產生許多問題。

與石虎同在一個生態系的食肉動物，

除了哺乳類的食肉目動物外，還有鳥類的

猛禽和爬蟲類的蛇等，但這些共域的食肉

動物，其覓食行為都有所差異。由此可以

看出，石虎在這個生態系裡是控制鼠類數

量的重要角色。今日，無論是鼠類對人類

農作物所造成的損失，或是其所傳播的疾

病對人類健康的威脅，都顯示人們應該重

視大自然所賦予石虎的生態功能。

活動範圍

儘管石虎的體型不大，但相較於其他

體型相當的食肉目動物，如麝香貓和食蟹

獴，石虎的活動範圍確實大了許多。雄性

苗栗幾種石虎主要獵物的日活動模式，除了老鼠只在晚上出沒，野兔全日都活動外，日出和日沒前後有其他

較活躍的獵物可以獵食。

松鼠 野兔 鼠類 竹雞

照
片
數
百
分
比

時間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51科學發展  2014年 4月│ 496期科學發展  2014年 4月│ 496期

的活動範圍可達 5∼ 6平方公里，雌性的

活動範圍也有約 2平方公里。這類大活動

範圍的物種，尤其容易受到棲息地切割的

衝擊而使數量減少。

在貓科動物中，除獅子外，其他都是

獨行俠，平時各自在其領域內活動，只有

在繁殖季節才會短暫接觸，石虎也不例外。

在台灣，石虎應該是全年都可繁殖，但冬

季是生產的高峰期。在交配過後，雄性與

雌性石虎就分道揚鑣，由雌性石虎單獨負

起育幼的重任。

雖然如此，一隻石虎的活動範圍內仍

會有其他的石虎存在。牠們通常藉由身上

的腺體和尿液在樹幹上留下自己的氣味，

讓其他石虎知道自己的存在或避免直接衝

突，或尋找交配對象。另外，排遺也是石

虎標識活動範圍，並與其他石虎溝通、交

換資訊的方法。

生存危機

雖然石虎的分布很廣，適應環境的能

力又強，但和其他許多貓科動物一樣，石虎

因美麗的毛皮而惹來殺身之禍。中國是石虎

毛皮最主要的輸出國，1980年代每年輸出

量曾高達 20萬張，再加上其國內的流通量，

不難想像當時石虎被捕捉數量的龐大。

在台灣，非法獵捕石虎並非來自毛皮

需求，但是食補觀念、寵物飼養，以及與

人類的利益衝突，例如偷襲農家飼養的放

山雞，使農民採取陷阱捕捉或布放毒餌的

防衛措施，都使石虎面臨很大的獵捕壓力。

加強生命教育，以及協助農民以非傷害性

的方法有效降低石虎所造成的損失，應該

是現階段的重要工作。

但危及石虎生存最嚴重的是棲息地的

破壞。一般來說，淺山地區多屬私有地，

近二十、三十年來，農業形態改變、鄉

在苗栗通霄地區進行的無線

電追蹤研究結果，5隻石虎
的活動範圍（圖中多邊形

線條所框出的範圍）約在

1.5∼6.5平方公里間，個體
之間會重疊，但每隻石虎各

自密集活動的核心區（圖中

的實心色塊）則不與其他隻

重疊，表示牠們有一定程度

的領域行為。這5隻石虎的
活動範圍都未跨越台1線和
縣121、128線公路，顯示交
通流量稍多的鄉、縣道路也

會阻擋石虎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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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各種棕色色階的區域是林地，其餘是農地、工業用地、城鎮等。根據林地內自動相機所獲得的石虎出現

頻率，推測新竹、苗栗淺山地區的石虎分布狀況，棕色越深表示族群密度越高。石虎的分布情況也顯示道路

所造成的棲地破碎化，和高密度石虎族群的不連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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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地開發加速，新興社區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增加道路開闢及公共建設的需

求，造成野生動物可利用的面積快速減

少與破碎化。不僅棲地品質劣化，也由

於土地變遷過於頻繁，和缺乏遠離人類

干擾的迴避空間，非常不利於生存。例

如，因土地開發工程施作驚嚇了正在哺

育幼獸的母石虎，導致棄巢而使小石虎

無法成長的事時有所聞。

道路的興建與拓寬更增加了石虎因而

路死的危險，道路更是小面積棲地間的障

礙，明顯限制動物穿越道路兩側的機會，

造成小族群間的隔離，非常容易使瀕危物

種滅絕。當然，道路也會引入更多的人為

活動，例如各種汙染物質、噪音、寵物、

外來種，甚至是增加的人群，對石虎產生

不同程度的新干擾。

台灣本島的雲豹和水獺應該已經幾近

消失了，台灣黑熊和石虎則處於瀕臨絕種

的險境，而石虎因為生活在淺山地區，難

免面臨比黑熊更多的人獸衝突與棲地消失

的威脅。食肉目動物的逐漸消失，對台灣

要維持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健康的生態環

境非常不利。

保育與復育

過去，石虎曾普遍分布在台灣全島低

海拔地區，現在已知只有苗栗後龍往南，

經西湖、通霄、苑裡、三義到銅鑼的區域，

是石虎分布的熱點。同時，這區域的食肉

目動物群聚結構完整，物種多樣性較豐富，

生態系也較健全。因此，當地淺山地帶的

經營管理，包括土地的開發利用和農林地

上產業形態的轉變，都關係著石虎族群的

未來。而苗栗族群的維繫，對於石虎或台

灣其他瀕危物種的存續具有指標意義。

應該如何保育和復育石虎？社區保育

是目前積極推動的方向之一。藉由與當地

社區居民對話和互動，釐清居民與石虎間

的關係和衝突，讓大家對石虎有更深入的

了解，進而化解衝突及尋求支持維護淺山

生態系的健全。

由於棲息地的不連續性影響層面很廣，

因此應該儘快建立各種合用的生態廊道，

以連接包括石虎在內的野生動物孤立族群。

不過，由於一項成功的生態廊道設計，有

賴於對目標物種的深入了解，但我們對石

虎的個體行為、繁殖表現、族群播遷模式、

族群的性別和年齡結構、數量波動的周期

現象等重要資訊，以及會影響這些現象的

生態因子的了解都還不足。因此，即使有

了生態廊道，仍有必要監測動物使用的狀

況，以做為持續改善設計的依據。

目前，台灣所設立的國家公園或其他

大面積的保護區都尚未發現有石虎，顯示

即使我國的保護區面積所占國土比率約為

五分之一，已屬非常高了，但對石虎以及

其他類似遭遇的物種可能仍無法發揮保護

的效果。這更凸顯把石虎的保育推廣至台

灣其他淺山生態環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當然，也期待大家對淺山環境的野生動物

研究加倍重視。

陳美汀
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

裴家騏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