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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要

一、 計畫構想與內容

本計畫分成蘭嶼島綠蠵龜生殖生態學調查、蘭嶼母龜產卵棲地劃設保護

區的評估、杉原富山護漁區可能產卵棲地調查等三大部份。

(一)、蘭嶼島綠蠵龜生殖生態學調查

了解野生族群在時空上的變化，對於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及制訂

有效的經營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而言，這項工作

非常的重要，因為這些物種不僅有面臨滅種的危機，且對牠的了解非

常的有限，因此族群的經營管理，是非常難以落實的。然而，如何讓

牠不滅絕，甚至能復原到脫離滅絕威脅的族群數量，是保育野生動物

的共同目標。對海龜而言，因為母龜平均每隔2到9年才會回到出生地

產卵，所以每年產卵母龜的變動率可高達300%。所以須進行長期的族

群生態調查，在了解族群及重要棲地在時空上的變動後，才能採取適

當的保育措施，也好讓這個族群，免於滅絕的威脅。

令人振奮的消息是，在蘭嶼島產卵族群增加的同時，日本沖繩島

的綠蠵龜產卵族群也在增加，由於兩島的產卵族群共享同一覓食海

域，因此這個趨勢，對地區性的國際海龜保育及經營管理，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此外，一個國家的海龜保育成功與否，主要在於產卵母龜

及覓食海龜族群量是否會因保育努力而增加；增加就代表保育有成，

減少就代表保育的努力不夠，或是保育的方向不對。因此，本計畫的

執行，也成為我國保育海龜努力有成的最佳證明。

就瞭解，目前國內有的團隊，是利用第二天清晨計數沙灘上的爬

痕，再除以三(假設母龜上岸3次就會產下一窩卵)、從外觀推判是否產

卵，及收集爬出的稚龜，就算完成當年度的生殖生態學的調查了。這

基本上是不確實的做法，因為沒有親自在夜晚為母龜上標，又怎知這

些卵窩是同幾頭母龜產下的卵窩?沒有為每頭產卵母龜上標，光從第二

天清晨的爬痕去推估有多少頭母龜，不但不知道今年有多少母龜，而



且不會知道有多少母龜是舊龜，多少是新加入的母龜，因此對於這個

產卵族群是否有滅絕危機，就無法得知了。舉個例子，兩地同樣都是

10頭產卵母龜，甲地有8頭新加入的母龜，而乙地僅有2頭新加入的母

龜，那甲地的族群就很健康，且會越來越多，而乙地的族群，就有面

臨滅絕的威脅!要做到真正了解產卵母龜族群的變動情形，只有徹夜巡

視沙灘，實地進行母龜、龜卵孵化及稚龜的量測及記錄，方能確定產

卵族群的未來發展，也才能找出變化的原因，及適當之管理辦法。

因此，本計畫在這部分的工作上，將收集量測母龜上岸產卵、龜

卵孵化生理及稚龜形質等三大項資料。

(二)、蘭嶼母龜產卵棲地劃設保護區的評估

蘭嶼島目前是臺灣上岸產卵母龜數量最多的族群，且超過 75%成

為新加入族群的母龜，數量雖然變動不小，但近10年來每年都在 10

頭以上，而且每 5 到 7 年的產卵高峰期，一次比一次來的多。上一

次產卵母龜數量的高峰期是出現在2020 年，是 25 頭。以此推估下

次高峰期應該出現在 2025到2027年間，產卵母龜數量有可能接近 30

頭，是目前臺灣最大的綠蠵龜產卵族群，而且數量還在逐漸增加中。

而其他兩個產卵地，澎湖縣的望安島，因人為的破壞及捕殺，已面臨

滅絕的威脅，而屏東縣的琉球嶼，因產卵沙灘面積小，平均產卵母龜

數量僅 3 頭。在這種情形下，為了保存臺灣的綠蠵龜產卵族群，將

蘭嶼島視為重要的產卵棲地劃設為保護區是有其必要性。然而，從過

去澎湖望安島及屏東縣琉球鄉的實際經驗得知，除了在特殊的情況，

像是澎湖縣的望安島，因受到國際制裁的壓力下，很快得以劃設為保

護區外，一般都須經過長期的數據收集及取得地方共識後，方能劃設

成功。所以，保護區的劃設，是一個需要動物數量夠多，且為保育類

野生動物，並在當地居民都認同的契機下，方能完成的任務。在這種

情形下，我們須先評估劃設保護區的可行性，由於保護區是針對要保

護的物種設計的，因此須先了解蘭嶼島上母龜的生殖生態變化趨勢、



牠所受到的威脅大小及確定保護區劃設的範圍，然後才能依照所獲得

的生物資訊，與地方政府及居民進行溝通。

在蘭嶼島上，長年的調查得知，產卵的母龜及稚龜是沒有捕殺的

壓力，而過去盜採砂石的問題，也因島民收入的增加，不再使用沙灘

沙石而不復見。然而，隨著觀光發展，島上的光害，像是將路燈改成

亮度較高的 LED 燈、民宿、酒吧數量等，卻不斷的增加，且已經嚴

重影響母龜上岸產卵及稚龜下海的行為，許多母龜不敢在光害嚴重的

沙灘上岸產卵，稚龜也幾乎無法直接爬向大海，甚至出現許多母龜集

中在短短不到 100 公尺長的沙灘上產卵，造成後上岸的母龜將前一

窩卵挖出，並拋的到處都是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光害的確是目前

蘭嶼海龜最大的威脅，因此有必要了解島上光害的嚴重性及影響的範

圍，以及找出可能的解法。

本年度的保護區評估方式為，了解光害的範圍及可能解法，並配

合前一年的母龜產卵位置的分布，找出適合劃設保護區的位置及範

圍，必依照學理上的評估，找出最不干擾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並能

達到最佳保護產卵母龜及稚龜的雙贏策略。

(三)、杉原富山護漁區可能產卵棲地調查

除了蘭嶼島的生殖生態調查外，臺東海岸以前也是；有沙灘的地

方就有海龜上岸產卵。但近幾十年來，因人為破壞及漁業捕殺的因

素，幾乎沒有上岸產卵的紀錄。但於 2010 及 2014 年的夏季，在富

山護魚區境內確實有綠蠵龜上岸產卵的紀錄。在 2019 年的夏天，再

度有綠蠵龜上岸 3 次約產下一窩的紀錄。因此，該棲地平均 4 到 5

年就會有母龜上岸產卵，且已經持續紀錄到至少 10 年，因此也期望

能有機會記錄到更多綠蠵龜上岸產卵；同時， 2023 年有可能會再度

上岸產卵，值得持續進行沙灘巡視及與管理單位進行商談，如何準備

下一次母龜產卵季的到來，期望能確定臺東縣本島之母龜產卵棲地。

針對此項工作，本計畫將預定於暑假海龜產卵季(7到9月)期間，巡

視富山護魚區鄰近沙灘每隔一到兩月一次，以確定其母龜產卵之可行



性，並與護魚區保護區負責人商談，以2019年的實際經驗，設定標準

巡灘模式，以準備產卵季的工作，並期用於未來評估畫設相關保護區

之學理參考資料。

二、計畫年期： 111年01月01日至111年11月30日

三、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

四、協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五、總計畫經費：529 ,000 元

六、經費來源：

(一) 中央款：450,000 元

(二) 地方配合款：79,000 元

(三) 其他：

七、計畫目標：

1.蘭嶼島綠蠵龜生殖生態學調查、蘭嶼母龜產卵棲地劃設保護

區的評估：

(1)了解蘭嶼島上綠蠵龜之生殖生態的特性，期以長期生態調

查的方式，對該島上產卵海龜族群之變動趨勢和可能的原因，

做出正確的判斷。

(2)進行蘭嶼島綠蠵龜保護區可行性的評估規劃(該島是目前全

國產卵母龜數量最多的棲地)。

2.臺東地區可能產卵棲地實地調查：

因應 2019 年杉原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附近的沙灘有綠蠵龜上

岸產卵，持續進行該保護區海龜產卵狀況調查。



八、計畫內容概述：

(1) 觀察紀錄蘭嶼島綠蠵龜長期生殖生態的變化，以確定該島

的產卵族群會成為台灣綠蠵龜的〝種源庫〞。

(2) 評估劃設蘭嶼島綠蠵龜產卵棲地劃設為保護區的可行性。

(3) 實地調查杉原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附近沙灘上的綠蠵龜產

卵棲地。



貳、 重點工作項目

一、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 概述

觀察紀錄蘭嶼島綠蠵龜

長期生殖生態變化、評

估劃設蘭嶼島綠蠵龜產

卵棲地劃設為保護區的

可行性

480,000 產卵季調查是從 6 月 28

日至 9 月 18 日為止，

而產卵高峰期是從 7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間。除

有安全疑慮之天後外每

日晚間至清晨調查

臺東地區可能產卵棲地

實地調查 20,000 兩次實地調查

本府相關單位工作人員

辦理相關事務之費用。 29,000 辦理相關事務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 重要成果說明

1. 蘭嶼海龜生殖生態調查.

今年的調查結果列於表一中，產卵季調查是從 6 月 28 日至 9 月 18 日為

止，而產卵高峰期是從 7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之間，在這段時間裡，共有 13

頭母龜上岸產卵，其中有 4 頭舊龜回來再度產卵，當中有兩頭回來一次，都

是 2017 年回來過，兩頭回來兩次以上；分別為 2010、2015 和 2016 年；新紀

錄母龜的比例高達 69%，顯示蘭嶼的母龜總數依然在增加，並且已記錄之母

龜也有再次回來產卵。

上岸母龜的平均體長為 100.5 公分背甲直線長及 105.9 公分背甲曲線長，

母龜平均每隔約 12 天就上岸產卵ㄧ次，在本季中，所有的母龜共上岸 156

次，平均每頭母龜上岸 12 次。所有的母龜共產下 33 窩卵，平均每頭母龜產

下 3 窩卵。

在本季中，母龜在蘭嶼島上產卵，而在產卵期間僅有 63%的母龜會在第一

次產卵的沙灘上岸找尋其產卵地，因此可能發現同隻母龜在不同沙灘產卵，

顯示整個蘭嶼島對於母龜而言是一個產卵地點，主要產卵的沙灘為小八代灣

(70%)，其次為大八代(15%)及東清灣沙灘(15%)。

在卵窩方面，平均每窩含 105 粒龜卵，而平均卵窩深度為 72 公分。平均

龜卵大小：直徑 4.29 公分，重量 41.4 克。今年度有移窩並設置完整防蛇網，

因此龜卵被蛇掠食率為 0；在孵化資料方面，在 9 月 18 日止所收集的資料顯

示，龜卵平均孵化期為 50 天，平均孵化率為 92%，而稚龜爬出率為 92%。稚

龜平均體型大小為 4.9 公分背甲直線長，5.2 公分背甲曲線長及 23.3 克重，今



年估算蘭嶼至少產生 2933 頭稚龜。



表一、 2022 年蘭嶼島海龜生殖生物學資料
母龜資料 平均值 標準差 母龜數 總數

背甲直線長(cm) 100.5 3.7 13 13

背甲曲線長(cm) 105.9 4.2 13 13

產卵間隔(天) 12 1.4 19

每頭母龜本季上岸次數 12 7 13 156

每頭母龜本季產卵次數 3 1 13 33

對第一次產卵沙灘的忠誠度(﹪) 63 35 13

卵窩及龜卵資料 平均值 標準差 測量數

平均每窩含卵數 105 28 33

卵窩深度 72 1.9 33

平均卵徑 4.29 1.25 993

平均卵重(g) 41.43 6.61 993

龜卵被掠食率 (%) 0 0 33

龜卵孵化率(%) 92 9

稚龜爬出率(%) 92 8

孵化及稚龜資料 平均值 標準差 測量數

孵化期(天) 50 3.7 10

背甲直線長(cm) 4.9 1.9 231

背甲曲線長(cm) 5.2 2.1 231

稚龜重(g) 23.3 2.31 231

爬痕與卵窩分

布

開闊沙

灘

沙草交

界
草地

草林交

界

沙林交

界
其他 總數

爬痕頂點(%) 24 37 17 1 5 16 156

卵窩所在(%) 16 5 28 17 28 6 33



下圖為從 1997 到 2022 年蘭嶼島產卵母龜數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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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蘭嶼島的母龜，目前觀測到有個體每隔 2 到 3 年就回

來產卵一次，且每年的產卵母龜中，平均有 6 成為第一次產卵的新龜，

這代表自蘭嶼誕生之海龜，其大洋覓食及成長海域之食草豐美，因此不

但已成熟之母海龜很快就再度發情而回來產卵，且過去誕生的小龜也順

利成長成熟。

然而，蘭嶼島上的赤背松柏根與本島不同，會尋找海龜卵窩鑽入掠食

海龜卵，所以需要使用防蛇網圍護卵窩，並且因颱風來襲導致卵窩有機

會被大浪掏出捲走甚至可能使所有的卵死亡，此外，母龜所產下的卵

窩，移位到較少受干擾的東清灣進行孵化，能有效解決因光害影響導致

過多母龜集中於小八代灣部分沙灘產卵，過於密集的產卵會導致母龜將

其他卵窩破壞挖掘，所以這個卵窩移位的動作讓龜卵孵化率高達七成以

上；為了降低對卵窩的影響，需在產卵開始計 4 小時內完成以上工作，

可在進行龜卵型值測量及計數的同時進行施作。

*附註:卵產下超過 4 小時後，因挖開卵窩易導致龜卵死亡，故除了孵化

後過一周，無論有任何改變(包含颱風或強降雨)，都不建議挖開卵窩。

2. 劃設蘭嶼島產卵棲地保護區之可行性評估

保護區的劃設，是一個需要動物數量夠多，且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並在當

地居民都認同的契機下，方能完成的任務。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須先評估物

種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再依照減少或是消除威脅的方式，找出可行的解法。

蘭嶼島的產卵母龜數量是全台灣之冠，而且累積總數量還在持續增加中，

目前上岸產卵的母龜數量皆比其他兩島高，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幾乎成為



台灣的海龜種原庫，所以島上的海龜生殖生態學的調查十分重要，因為當地

原住民傳統習俗的緣故，島上產卵的母龜及稚龜是沒有被捕殺的壓力，但隨

著觀光發展需求增加人造光源，例如路燈、民宅外照明等，且產卵沙灘周圍

的坡地也因此有當地人在進行開發減少樹林植披等天然遮蔽物，使得島上的

光害已經嚴重影響母龜上岸產卵及稚龜下海的行為。目前三個產卵沙灘，大

八代光害嚴重，小八代沙灘因為附近坡地尚有部分因具有原生樹林存在使光

害影響相對較少，也因為該沙灘為當地先人的埋骨地，受民俗引響，人為干

擾及開發相對也較少，因此近年發現小八代沙灘成為蘭嶼島上的主要的產卵

棲地，而東清灣則是因為附近有原生樹林減少干擾且範圍較大的沙灘，但東

清灣入口處光害影響依然嚴重，且沙灘範圍中光害影響僅被原生樹林遮避部

分，依然具有被光害影響的可能，而前兩個沙灘(大小八代灣)在過去都有過

度挖沙的問題，近年因島民收入的增加，使用沙灘沙石狀況非常稀少。

理論上，島上沙灘因為物種及穩定性是有劃設保護區的價值，但因蘭嶼島

屬於原住民領地，但依原民法規定，要劃保護區仍需先取得當地達悟人的同

意。根據過去與當地達悟人交流，及參考相關家庭訪談的研究成果得知，只

要族人具有反對意見就不會同意的，因此保護區短期內是畫設的困難度非常

的高，且仍需與當地各村莊部落進行多方詳商。唯一慶幸之事的是，因為海

龜產卵棲地不少位於達悟人的墳場前方，是先人埋骨地，使在當地原住民傳

統民俗視海龜為禁忌，不可觸碰海龜也盡量少夜間進入沙灘；也就是這些當

地原住民的傳統禁忌，反而成了海龜免於被干擾的保護令。

但同時今年暑假不少遊客及自外歸來的年輕人，相對對島上傳統禁忌比較

不擔心，因此會於夜晚在沙灘上遊蕩、升營火；此外少數會用手電筒亂照玩

樂，形成另一種人為干擾。加上該島的沿海路燈過去遭遇颱風侵襲後改為非

常亮的白光燈，且因會直接照射到沙灘上，造成母龜因沙灘一片光亮不敢上

岸，小龜授燈光吸引無法下海的問題，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此外，去年因疫情影響無法上島，但依然觀察到環島公路路燈對母龜上岸

產卵產生影響，發現母龜選擇在光亮較少的小八代灣上岸留下爬痕；並且也

發現會避開光亮的區域的現象，再再顯示，島上嚴重的光害問題持續影響當

地海龜生殖生態。

過去團隊曾利用研發寶特瓶再製商品的台灣在地環保企業-光寶公司-設計

的可移動式燈具，進行在不同光源組合的條件下，透過觀察實驗發現，加裝

燈罩是一個有效解決人工光源對野生動物在夜間產生的負面影響，如果路燈

使用加燈罩的黃光燈，便能有效的降低光害之負面影響；而為了減少路燈改

變對於當地居民及遊客安全影響而設計的相關路燈改善計畫還須其他觀察實

驗佐證，以期尋找海龜與人類活動之間雙贏的契機，但後續的觀察研究，今

年因故也無法持續施作。

111 年杉原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海龜生殖生態潛在棲地調查

臺東縣杉原鄰近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的沙灘，在民國 100、104 及 108 年

的暑假期間均有過綠蠵龜上岸產卵。



圖一.臺東縣地圖，紅點為杉原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位置。

圖二. 圖中手指的位置為沙灘所在地。

由於海龜推測在近年很可能會上岸產卵，因此也針對相關工作逕行演練及

宣導，參與者多為當地志工，故自 7 月 20 日起當地志工自願幫助夜間巡查以

期能獲取完善資料。

此外 5 月 13 日本島其他志工也協助了解今年沙灘現況，美麗灣沙灘開放

範圍檢視；此次調查的沙灘長度約 1700 公尺，寬度約 100 公尺。

圖三.杉原富山護魚區綠蠵龜產卵潛在棲地調查

沙灘全貌

產卵棲地熱點

沙

範圍圖。

灘長度約 1700 公尺



圖四.杉原沙灘南側圖

圖五.杉原沙灘北側圖

沙

。

。

灘寬度約 50~100 公尺



圖六.杉原沙灘沙草交會圖

6月 23 及 8月 29 派員前往杉原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進行沙灘巡視及進

行沙灘志工巡守隊的訓練。

疫情期間與當地志工保持聯繫，未發現海龜上岸痕跡，雖當地熱心志工自

7月 20 日起至 9月 20 自願加入夜間巡查的協助；但至 9月 20 止沒有發現海

龜上岸。

依文獻紀載，海龜產卵迴游受海龜覓食地食草狀況影響，洄游時間為 1至 9

年，過去杉原觀測到的爬痕頻率為 4至 5年一次，故雖然今年沒有觀測到，

明年依然有機會觀察到上岸產卵；但志工巡護期間亦發現沙灘上可能干擾：

夜間營火或焚燒事件－觀測到 3日、滯留沙灘整夜的遊客（超過 12次）、清

晨的水域活動 5日、夜間活動後遺留的廢棄物或沙灘設施 2日、地震與颱風 3

日等。

以上事件顯示，本年度因疫情限制出國旅遊活動使本島沙灘上遊客出沒頻

繁，為此或有更動，使當地志工反應美麗灣跟風箏石上方路燈亮到可以不用

燈照走路，又因汙水處理工程使沙灘部分區域產生改變及疑慮軍事演習等事

件對當地海洋資源有所影響。

因相關調查得知 20 年前即有爬痕紀錄，所以依然有新產卵海龜的可能，

仍建議每年定期前往調查，且透過當地志工協助巡視沙灘。



圖七. 汙水處理工程使沙灘部分區域沙灘壓實較不利海龜產

卵，所幸非為長年期事件，影響範圍也相對較小。

圖八. 志工反應：沙灘靠近美麗灣附近路燈亮到可以不用燈照

走路。(箭頭處為電線桿)

長年海龜生殖生態調查分析

臺東縣蘭嶼島的綠蠵龜生殖生態調查

於 2021 年因疫情封島緣故，無法駐島調查，因此母龜實質資料目前

除了 2021 年皆有收集並附於該年之報告書內。

剛開始調查蘭嶼島時的產卵母龜之數量很少，產卵沙灘也沒能劃設為

保護區，各種干擾 行為，包括挖砂、遊客、釣客捕殺海龜、光害等問題

時常發生。但在這段長期調查的期間，雖然每年的變動量都沒有規律性出

現，變動性甚至超過 3倍，但從 1997 年起，每隔 5到 7年左右出現高峰

紀錄，而且近 9年內產卵母龜數量平均都在 10頭以上，2020 年的 25 頭

更是達到全國歷年最高的母龜產卵紀錄。

目前推估原因：蘭嶼的產卵母龜，雖然在產卵沙灘的人為干擾很大，

但因幾乎沒有海上的漁民捕殺，且蘭嶼的原住民因信仰的原故，也不會捕

殺海龜或挖掘龜卵，甚至隨意靠近海龜。在這種情形下，海龜族群變相被

保護下來，且數量愈來越多，顯見在新龜中有不少為早年保育後之產卵母

龜的後代，且該島的海龜保育工作有成。

此外，透過與日本學者交流得知，日本沖繩島的綠蠵龜產卵族群也在

增加，由於兩島的產卵族群共享同一覓食海域，且開始保育相關計畫或劃

設保護區的時間相近，因此這個趨勢，對地區性的國際海龜保育及經營管

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潛在海龜生殖沙灘-杉原漁業資源保護區

依文獻紀載，海龜產卵洄游受海龜覓食地食草狀況影響，洄游間距為

1至 9年，過去杉原觀測到的爬痕頻率為 4至 5年一次，故雖然今年沒有

觀測到，明年依然有機會觀察到上岸產卵，並且透過當地志工參與使保育

工作在地延伸。。

至於其他臺東縣海岸沙灘，過去補助單位曾經在當時負責之主管單位

林務局的許可下，在 2011 到 2012 年間，租用越野吉普車及其司機，進行

兩次實地調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託研究計畫系列 100-07-8-01

號，臺東縣海龜生殖生態學暨保育研究計畫)，民間單位次年亦利用徒步

方式，巡視過台東縣的沙灘，結果只發現杉原沙灘上有海龜產卵的痕跡。



(二) 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成果目標與效益 指標 成果(值) 說明

可量化效益 工作參與人次 23 實驗室人員 9 人、

志工 7 人、當地志

工 5 人以上，蘭嶼

當地駐紮海巡數

人、海洋保育署及

臺東縣政府數人

母龜 13 調查時間自

1110628 至 0918

共 156 隻次上岸

不可量化效益 累積相關保育資訊與思維，於離島保持與當地居民和平溝

通，同時於本島促進臺東當地熱心志工參與海龜保育經驗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因疫情影響，租貸房屋困難且金額幅度大，且遊客希望能有的室內解說宣

導課程因蘭嶼島上希望避免群聚也較難成立；但也因蘭嶼島上人群眾多，在

沙灘上有部分使用燈具或營火等事件。

所幸，關心之民眾能理解疫情之限制，並期望未來有機會再次來臨；於蘭嶼

沙灘上遭遇之遊客或居民多可以溝通，亦有縣府及海巡人員協助，並透過沙

灘工作人員現場介紹宣導進行改善或降低影響。

今年度光害問題依然存在，亦有發現爬出卵窩之稚龜被路燈吸引，向路燈

方向前進，萬幸的是由於每晚皆有安排夜間巡視沙灘，故發現後能立即進行

處理，由於這些稚龜的卵窩可以證明蘭嶼光害嚴重的沙灘儘管海龜順利產卵

及孵化，小海龜無法正常下海依然會導致大量的傷亡。

但因這些稚龜所屬卵窩已產下超過 4 小時以上，故不會進行挖掘或移動卵窩

等任何操作，發現之稚龜在確認活力健康後，於沙灘陰暗處野放回大海，並

確認無受到燈光影響再次自海中上岸；也期望在不影響交通安全的狀態下，

將來能夠改善或減少路燈等光源散射至沙灘的問題。

漁業資源保護區屬於潛在產卵棲地，且海龜洄游週期為 1 至 9 年皆有可

能，所以還是需要每年實地巡視及當地熱心志工的協助觀察，因其區域與人

群遊憩區域靠近，相關影響明顯，縣府與相關工作人員多方協調中，以期未

來能共創雙贏且長期發展。

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持續維持完整的海龜生殖生態調查，以利透過長期生態發現各方負面影響及



正面影響，探討可能改善或維持的方法，用以實施滾動式管理，持續追蹤及

改善現有保育政策，並保有未來台灣可能與國際海龜保育成效之關聯性紀

錄。

六、附錄照片

蘭嶼沙灘工作照片(夜間照片皆無使用額外光源)

光害嚴重的產卵沙灘上海龜上岸之上下爬痕

孵化一週後清點孵化狀態 沙灘上迷失方向的稚龜爬痕

沙灘上人為打燈行為 光害影響嚴重沙灘之母龜



杉原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沙灘



部分沙灘因工程機具擠壓質地緊密，產卵可能極小

填報單位：臺東縣政府

單位主管：許家豪處長

填報人及連絡電話：秘福成技士 電話：089-343357

填表日期：111 年 12 月 15 日



＊備註：執行機關可視需要增加項目

附件 1 可提供本署運用之相關圖片或照片，並提供授權使用書請
提供至少 4 張供本署宣傳運用，圖像需清晰，另電子圖檔需
2MB 以上， 並以單獨電子檔方式提供。

(代表性照片 1)

(代表性照片 3)

(代表性照片 4)

(代表性照片 2)



攝 影 著 作 授 權 使 用 書

本府無償授權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得以上映、播送、口述、

傳輸、展示、散布、印刷等公開方式，重製本府「111 年度臺東縣綠

蠵龜產卵棲地調查計畫」攝影著作 4 幅如附，並得為製作相關宣傳

品之使用。

受委託(補助)單位：臺東縣政府 （簽章）

授 權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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