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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一 計畫緣起

• 國家層級：「海島臺灣」和「都市臺灣」國家層級 海島臺灣」和 都市臺灣」

兩種永續發展指標

• 地方層級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了解臺北市生物多樣性現況與發展一套客• 了解臺北市生物多樣性現況與發展一套客

觀健全的監測、評量系統觀健全的監測 評量系統

• 2006年「建置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指標及資

料庫」計畫

二、計畫目標二 計畫目標

• 透過基礎生態調查工作，結合巨觀的航、透過基礎生態調查工作 結合巨觀的航

遙測影像分析，運用空間資訊，探討臺北

市的生物多樣性指標；

• 設置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並建立調• 設置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並建立調

查資料上傳、審查、展示的系統；

• 辦理六場教育訓練（三基礎 + 三進階），

培訓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調查志工培訓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調查志工。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分區：

• 陸域（5分區、35樣點）

300公尺以下山區、300公尺以上山區

都市綠地 農地 濕地都市綠地、農地、濕地

• 水域（5流域、12樣點）• 水域（5流域、12樣點）

鹿角坑溪流域、雙溪流域、基隆河流域

新店溪流域、景美溪流域

300 m 以上山區300 m 以上山區

鹿角坑溪 5個鹿角坑溪

大屯山

中正山

5個

中正山

夢幻湖

內雙溪

300 m 以下山區300 m 以下山區

貴子坑 10個貴子坑

天母

軍艦岩

10個

軍艦岩

劍潭

金面山金面山

康樂山

象山

南港

仙跡岩

木柵貓空木柵貓空



國家生技
202兵工廠
（160公頃）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160公頃） （25）

淺山生態系

納莉風災前（ 2001年9月 ） 納莉風災後



天下文章都一樣！天下文章都一樣！

記者的知識與報記者的知識與報
導水準需改善！

生技園區為何過關？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為何過關？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為何過關？
• 生態議題 – 台北市的肺葉保存

– 所有的森林地劃為生態保留區

• 生態議題 古濕地的恢復• 生態議題 – 古濕地的恢復

– 水域生態系復育（圓蚌與高體鰟鲏）

• 可能淹水的議題 – 滯洪池（從1到4公頃）

• 在古濕地開發所面臨的地質安全問題• 在古濕地開發所面臨的地質安全問題

• 環境教育場所與環境教育

– 全民共享

• 開發與環境保護並重• 開發與環境保護並重

都市綠地 16個都市綠地

北投公園、芝山公園
新生公園 碧湖公園

16個

新生公園、碧湖公園
大湖公園、三民公園
和平公園 青年公園和平公園、青年公園
國父紀念館、植物園
中正紀念堂中正紀念堂
成美河濱公園
大佳河濱公園大佳河濱公園
大安森林公園
古亭河濱公園古亭河濱公園
萬芳九號公園

農地 2個農地

關渡平原

2個

關渡平原

社子島

濕地 2個濕地
關渡自然保留區

台北市野雁保護區

2個

台北市野雁保護區

水域樣區 12個水域樣區

自來水廠、關渡

12個

自來水廠、關渡

聖人橋、百齡橋

秀朗橋、小坑溪

碧溪橋 成美橋碧溪橋、成美橋

華中橋、萬壽橋

忠孝橋、重陽橋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類別：

• 陸域：

植物、鳥類、蝴蝶、兩棲、爬蟲

水域• 水域：

淡水魚類、蝦蟹螺貝、蜻蛉淡水魚類、蝦蟹螺貝、蜻蛉

• 地景：

不透水面積之估算、都市發展用地之估算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方法：

• 植物：

樣區法每木調查：以10 m *10 m 為主

（視現場狀況調整為5 m *5 m ）（視現場狀況調整為5 m 5 m ）

逢機調查法：目的在於增加物種的內容

植物生態環評調查技術規範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方法：

• 鳥類：

對象：留鳥、夏候鳥、過境鳥、冬候鳥

方法：穿越線調查法 群集計數法方法：穿越線調查法、群集計數法

• 蝴蝶蜻蛉：

穿越線沿線調查法、定點調查法

檢視寄主植物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方法：

• 兩棲爬蟲類：

目視遇測法、穿越帶鳴叫計數法、翻尋法

• 淡水魚 蝦蟹螺貝：• 淡水魚、蝦蟹螺貝：

主動漁法：網捕法、電魚法、蘇柏氏水網

被動漁法：蝦籠、待袋網、垂釣法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方法：

• 不透水層面積：

SPOT衛星影像

NDVINDVI
綠地面積

不透水層面積

～57％

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三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調查方法：

• 都市發展用地：

住宅區、工業區、商業區、行政區、文教區、娛樂區

飛機場、公用設施用地、特定專用區，及其他飛機場、公用設施用地、特定專用區，及其他

共計13,406.10公頃，占全市計畫面積49.3%
環保署地方環境資料查詢系統，2007

以此為基準持續監測，作為都市化程度的指標以此為基準持續監測，作為都市化程度的指標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常綠闊葉樹種為主的亞熱帶森林常綠闊葉樹種為主的亞熱帶森林

海拔 500  m以下：榕楠林帶

海拔500 – 700 m：楠櫧林帶

海拔700 900 櫟林帶海拔700 – 900 m：櫟林帶

海拔 800 m以上：草原環境海拔 800  m以上 草原環境

• 強烈東北季風影響下，

植群呈現壓縮與降遷的現象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植物指標調查植物指標調查

– 96年度(35樣區，96秋初次調查、97春複查)
、97年度(新增10樣區)

共154科583屬792種：蕨類96種、裸子植物10種、– 共154科583屬792種：蕨類96種、裸子植物10種、

雙子葉547種、單子葉139種

– 都市綠地530種，佔35樣區之74%，多人工栽植

內雙溪種類數量最多，關渡自然保留區最少– 內雙溪種類數量最多，關渡自然保留區最少

– 300m以上山區物種最多，300m以下原生種最多

外來種馬纓丹-降低生物多樣性

福壽螺福壽螺福壽螺福壽螺

陳富益攝

外來種的問題-10%
• 紅火蟻、小花蔓澤蘭、福壽螺、…
擴展能力與競爭力強 不易清除• 擴展能力與競爭力強，不易清除

• 對人體健康產生威脅（過敏源、疾病媒對人體健康產生威脅（過敏源 疾病媒
介、…）

• 清除原生物種，造成生態破壞• 清除原生物種，造成生態破壞

• 整個生態系的破壞（殺死植物、降低多樣性、
改變生物組成 改變營養階層 棲息地改變改變生物組成、改變營養階層、棲息地改變、
改變水分需求、營養鹽循環…）

• 破壞農作物，造成經濟損失

• 外來種問題的嚴重性，需要長時間方可看出，• 外來種問題的嚴重性，需要長時間方可看出，
氣候變遷下問題更多



1976年銀合歡分布 1986年銀合歡分布

1996年銀合歡分布 2007年銀合歡分布

T 外來種牛蛙！T 外來種牛蛙！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鳥類指標調查• 鳥類指標調查

累計38科133種（ 96冬～98秋）

過境、度冬候鳥50%、留鳥次之

開闊環境族群量較多

優勢種：麻雀 小水鴨 野鴿 白頭翁 綠繡眼優勢種：麻雀.小水鴨.野鴿.白頭翁.綠繡眼

廣佈種：白頭翁 綠繡眼 朱頸斑鳩(90%以上樣區)廣佈種：白頭翁.綠繡眼.朱頸斑鳩(90%以上樣區)

保育類共19種，以紅尾伯勞、八哥數量最高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鳥類指標調查100• 鳥類指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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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兩棲類指標調查• 兩棲類指標調查
– 98年度調查22種，佔臺灣蛙類2/3
未記錄種除梭德氏赤蛙 台北赤蛙外均非北部物種– 未記錄種除梭德氏赤蛙、台北赤蛙外均非北部物種

– 300m以下山區生物多樣性高，農地、濕地種類少

都市綠地仍可觀察到11種蛙類– 都市綠地仍可觀察到11種蛙類

• 爬蟲類指標調查
– 98年度調查29種，佔臺灣陸棲爬蟲類1/3
– 爬蟲類習性隱密，需較多調查努力量爬蟲類習性隱密 需較多調查努力量

– 300m以下山區生物多樣性高，農地種類最少

– 都市綠地數量最多，但多為公園水池龜鱉都市綠地數量最多 但多為公園水池龜鱉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蝴蝶類指標調查• 蝴蝶類指標調查

由2007年的61種逐漸增加到2009年底的12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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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蜻蛉指標調查• 蜻蛉指標調查

97年： 8科24種 928隻次

35

98年：10科38種2433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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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蝦蟹螺貝指標調查• 蝦蟹螺貝指標調查

共計：10科13屬16種
蝦：以粗糙沼蝦佔優勢，自然溪段可見

蟹：以無齒螗臂蟹佔優勢(下游)蟹：以無齒螗臂蟹佔優勢(下游)
日月潭澤蟹次之(上游)

貝：自然溪段川蜷多

小坑溪物種數最高 雙溪次之小坑溪物種數最高、雙溪次之

外來種1種福壽螺(基隆河)( )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魚類指標調查• 魚類指標調查

25種初級原生、 28種周緣性10種外來種

河口魚種組成變化大，中上游樣區較固定

河口數量變動大，溪流樣區相對較穩定河口數量變動大，溪流樣區相對較穩定

（周緣性淡水魚是否群集進入河口有關）

外來種需持續監測

聖人橋樣站已出現吳郭魚幼體聖人橋樣站已出現吳郭魚幼體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 水質魚類指標建議（優勢種、記錄種）水質魚類指標建議（優勢種 記錄種）

項目 上游河段 中游河段 下游河段

溪段 景美溪 新店溪 景美溪 新店溪 新店溪 基隆河溪段 景美溪、新店溪
基隆河、大漢溪

景美溪、新店溪
基隆河、大漢溪

新店溪、基隆河
大漢溪

水質 臺灣鏟颌魚 臺 粗首鱲 臺灣石 花身鯻魚 烏魚水質
改善
指標

臺灣鏟颌魚、臺
灣纓口鰍、臺灣
馬口魚、脂鮠

粗首鱲、臺灣石
魚賓、明潭吻蝦
虎、短吻鰱柄魚

花身鯻魚、烏魚、
頸帶鰏、大眼海鰱
黑鯛指標 馬口魚 脂鮠 虎 短吻鰱柄魚

中華花鰍、鯰
黑鯛

水質 藍寶石、吳郭魚 吳郭魚、琵琶鼠 吳郭魚水質
惡化
指標

藍寶石 吳郭魚
鯉

吳郭魚 琵琶鼠
藍寶石、日本鯽

吳郭魚
寬額鱧

四、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四 生物多樣性調查成果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 三輪(1932)記錄的大田鼈和臺灣大蟋蟀

• 山中正夫(1965-1979)紀錄的大紫蛺蝶、寬尾鳳蝶、

黃裳鳳蝶

• 袁柏偉(1952)記錄臺大校園包含金線蛙、台北赤蛙

• 淡水河過去有70種的淡水魚分布，其中42種為初級

淡水魚種；近年的調查記錄僅30種，初級淡水魚類

僅餘11種，青鱂魚、香魚等族群，十分稀少或滅絕

國光石化 中華白海豚



國光石化與國光石化與
大城濕地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http://tpbiodiversity lifescience ntu edu twhttp://tpbiodiversity.lifescience.ntu.edu.tw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首頁首頁

生物資料庫

衛星影像資料庫衛星影像資料庫

調查文獻資料庫調查文獻資料庫

指標資料庫

歷年報告書

相關連結相關連結

資料上傳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生物資料庫生物資料庫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衛星影像資料庫衛星影像資料庫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調查文獻資料庫調查文獻資料庫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指標資料庫指標資料庫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歷年報告書歷年報告書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相關連結相關連結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資料上傳資料上傳

五、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五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資料上傳資料上傳

• 以數位典藏之規範作為彙整資料時的依據

資料會先給內部專業人員審查資料正確性• 資料會先給內部專業人員審查資料正確性

• 後端整合匯入生物多樣性調查資料庫後端整合匯入生物多樣性調查資料庫

六、教育訓練及推廣六 教育訓練及推廣

生物多樣性調查教育訓練：2007、2008、2010年生物多樣性調查教育訓練 年



六、教育訓練及推廣六 教育訓練及推廣

2009年12月09日 成果發表會年 月 日 成果發表會

六、教育訓練及推廣六 教育訓練及推廣

臺北市生物多樣性（中英文摺頁）臺北市生物多樣性（中英文摺頁）

六、教育訓練及推廣六 教育訓練及推廣

生態臺北城—台北市生物多樣性手冊生態臺北城 台北市生物多樣性手冊

城市發展與土地利用變遷

多樣化的生態系多樣化的生態系

重要生物棲息地重要生物棲息地

臺北市的特色物種

生物多樣性指標

六、教育訓練及推廣六 教育訓練及推廣

生物多樣性調查教育訓練：2011年生物多樣性調查教育訓練 年

基礎班： 第一梯次：2011年5月 14 日

第二梯次：2011年5月 28 日
第三梯次：2011年6月 11 日第三梯次：2011年6月 11 日

進階班： 預計7～9月進階班 預計7 9月
鳥類、植物、蝴蝶各一梯次

僅針對有參與基礎班的學員

六、教育訓練及推廣六 教育訓練及推廣

生物多樣性調查教育訓練：2011年生物多樣性調查教育訓練 年

基礎班課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