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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景觀空間指標推估鳥類多樣性之驅動力 

Using Spatial Landscape Indices Detected the Driving Forces of Avian Diversity 

 

摘要  桃園臺地具有上萬口農業埤塘，地理景觀上十分特殊，其主要功能為提供農業灌溉之用途。隨

之而來的生態效益，亦提供鳥類與各類水生動物之棲地。本區由於都市化開發的壓力，埤塘逐漸消失。

為保護鳥類多樣性，本計畫運用羅吉斯迴歸分析鳥類多樣性與景觀結構之間的關聯性，尋找促進鳥類

多樣性的驅動力。研究結果顯示，鳥類多樣性以 1、1.5、2為門檻時，與景觀指標有很強的關連性，

尤其是與景觀尺度、農業區景觀指數，與埤塘景觀指數皆有關係。因此，保持景觀的大面積完整性，

強調農業環境與埤塘面積關係之複雜程度，可強化鳥類多樣性之驅動力。根據研究結果，運用本方法

可以有效解析生態系統與景觀環境的關連性，亦可以適度維持埤塘周邊景觀，以防止鳥類多樣性之減

少。 

Abstract  Taoyuan Tableland, with thousands of agricultural ponds, has formed as special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he main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ponds is to provide irrigation purposes. They provide 

ecological benefits for all kinds of birds and aquatic animals.  Since the pressure of urbanization and 

anthropogenic development, some ponds gradually disappear. To protect bird diversity, I used logistic 

analysis as well as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find the driving forces regarding to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bi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ird diversity is relative to landscape, especially located at the axis 

of the threshold to the values of 1, 1.5, and 2. Then, landscape indicators represent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with landscape matrix,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atchiness, and pond patchiness, etc. Using this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results can also be 

appropriate to maintain the landscape to prevent birds’ diversity reduced. 

 

1. Introduction 

對於生態系統圈的整個運作模式，我們的了解還是非常的粗淺。然而濕地是許多水鳥重要的棲息

地，許多學者已經研究了人工濕地的附加重要性，大部分的研究發現這些濕地可以提供適合於鳥類的

棲息環境(Tourenq et al. 2001; McKinstry and Anderson 2002; Santoul et al. 2004; Okes et al. 2008)，這些

濕地種類包括：鹽沼、水產養殖魚塘、水庫集水區、小湖泊、稻田灌溉埤塘，可以提供鳥類棲地、兩

棲動物棲息地、無脊椎動物、植物等生存環境，已經在許多研究論文中獲得證實。由於桃園地臺地之

地質特性所致，過去一百年間存在 1萬口農業埤塘，埤塘散布於整個臺地上，彼此之間以灌溉水圳相

連。而這些埤塘就自然形成鳥類重要棲息地。然而，此一過程在近數十年間有了劇烈的變化。人類活

動加遽，都市化空間之拓張已使得這些鳥類棲地消失，鳥類生態系統面臨沉重的壓力（Turner et al. 

2000; Froneman et al. 2001）。此外，由於農業和城市發展，使得世界上一半的濕地幾乎已經在上個世

紀中消失（Shine and Klemm 1999）。 

由過去的研究，我們已經知道，鳥類豐富度與鳥類多樣性，與灌溉埤塘的一些建構特點有關，不

同的埤塘功能性及其設施景觀，也會影響到鳥類的多樣性與豐富度。然而，鳥類的活動範圍較其他生

物範圍廣大。我們注意到周邊的地理景觀與鳥類生態系統，可能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經過實測資料

與理論的分析，或許可以得到有用之生態資訊；如此，對於鳥類的保護工作，可以更具體且有效地執

行。因此，如何強化保育強度與範圍，皆需要全面性的資訊，彙整制定農業設施管理政策。 

本研究的目標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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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桃園農業埤塘中鳥類生態的種類與多樣性。 

2.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計算，聯結景觀指數與鳥類生態之間的關連性，進而得到與鳥類多樣性有關

之驅動力。 

3. 透過上述的分析，建議未來農業埤塘及其周邊景觀的管理與保持，減少對於鳥類的衝擊，藉以保

護鳥類之多樣性。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Study area 

桃園臺地，位於台北西南方約 40公里處，面積約為 757帄方公里，其一端靠海邊。桃園臺地的

高程從海帄面到海拔 400公尺，其形狀有東南到西北緩降之趨勢（見圖 1）。本區具有濕度較高的特

徵( 89％)，因為臺地地處亞熱帶季風區，擁有濕潤之冬季和溫暖之夏季。一月份帄均氣溫為 13℃，

七月份帄均氣溫為 28℃；年降水量帄均範圍從 1,500 公釐到 2,000公釐。 

本區係為生產豐富的農業區域，也曾經在 19世紀時種植桃樹而聞名。不過，桃園現在係為區域

市場中心，商業、工業和運輸業十分活絡。由於城市快速發展，在臺灣的五大都市中，桃園都會區成

為人口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目前，人口已達到 200 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帄方公里 2,632人。 

本區農用埤塘分布在廣泛的桃園臺地上，係因為其獨特的地質和地貌所致。臺地土壤中風化的碎

石粘土層與紅棕壤土較易儲存水源。桃園臺地涵蓋的壤原厚度為 10至 50公尺，土壤中的水力傳導係

數約為每日 4~12.1公釐(劉 1998）。從歷史可以看到農業埤塘被選定建立之地點，都在滲透性較差紅

土土壤之上(黃 1995）。因此，人們挖掘出共計 10,000 個大小埤塘，以保存灌溉水源。 

根據歷史地圖和航空照片的整合分析顯示，目前的開放水面面積只有過去 100年的 15.4％。此一

減少係因土地利用轉化，導致水域陸化或是植被消失。可以確定的是過去 10,000口的農業埤塘，目

前只剩 3,800個 (2,898公頃)，已有 84.6％的面積消失。而且，連接埤塘間的渠道、綠化帶也大量消

失，景觀上呈現大規模之改變。在 1990年時期，大範圍之埤塘亦已轉化成為都市用地（方 2001，林

等人 2001，郭等人 2002）。 

人口的壓力已經使得農田與農業埤塘減少。這些損失的農場埤塘和農田生態環境，已使得這個範

圍裡生存的鳥類與其他動物和植物，受到嚴峻的生存挑戰。諷刺的是，未經証實的棲地改善方法，大

規模的改變景觀，也直接影響鳥類群落。農地重劃後的大規模農業方法，降低了原始地貌的異質性，

引入外來的營養源，破壞養分循環，更增加了污染物及毒性物質進入埤塘環境。 

由於研究區有特殊的農業埤塘地形，因此本區擁有相當多的水鳥，包括陸鳥與水鳥在此棲息。且

因背坡地形，本區受到季風氣候之影響較少，氣候呈現冬暖夏涼。因此，本區在東亞具有高度的重要

特徵，而且氣候變化溫和，可以提供候鳥棲息環境。 

然而，都市化的壓力，使得農業區與農業埤塘減少，存在於現有埤塘區之鳥類都需透過生存競爭，

而得到棲息空間。所以，瀕危物種越來越少被發現在埤塘生態系統之中，上開物種雖然數量不多，但

是因為埤塘的改變與消失，也使得這些物種越易消失（林 2000）。 

2.2 Survey methods 

本計畫調查位於冬季的亞熱帶地區臺灣，調查時期訂為非繁殖季節，時間為 2008年 12月〜2009

年 2月。據呂（2001）的研究，在臺灣地區 85％的鳥類存在於低高海拔，且大多數喜歡在濕地中活

動。相較於繁殖季節，從 11 月到隔年 2月之非繁殖季節，總越冬鳥類數量約為 343萬左右，佔總數

的 53%（劉 2001）。  

在本研究之調查工作中，吾人組織了一個密集三個月的鳥類調查團隊，同時針對 45個埤塘同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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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時間係由 2008年 12 月至 2009年 2月候鳥季來臨期間，所有的調查工作由 45位認識 150

種鳥類以上的鳥類觀察者，分為 9個分區在同一時刻進行調查，開始調查時間在日出前，調查後在上

午 10 時結束，在刮風與下雨之日則不進行調查。每個觀測調查的方法都一致，埤塘的大小面積、類

型也相似，觀察者每月之觀察地點都進行輪調，以避免抽樣誤差之發生。 

全部 45處的埤塘之功能性，主要為養殖魚類和灌溉埤塘為主，通常都是多功能型的埤塘，可提供

養殖及農田灌溉。調查範圍為以埤塘中心之 564公尺半徑內之面積(100公頃)，進行調查。 

 

圖 1 研究區與調查埤塘 

 

圖 2 定點調查法示意圖 

2.3 Species diversity 

多樣性指數是用來描述一個群落的多樣性的統計量。在生態學系統中可以用來描述生態系統中的

生物多樣性，做為量化測量指標。但不同的物種之間的多樣性指數估計量並不適合直接比較。 

本案係以夏儂多樣性指數用來估算群落多樣性的高低，該指標亦稱為香農-維納（Shannon-Wiener）

或夏儂-韋弗（Shannon-Weaver）指數。公式如下： 

 

其中 S 表示總的物種數，pi 表示第 i 個種佔總數的比例(Pielou 1975)。當群落中只有一個居群存

在時，香農指數達最小值 0；當群落中有兩個以上的居群存在，且每個居群數量相等之時，夏儂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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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最大值。 

2.4 Logistic regression 

本研究利用二項的羅吉斯迴歸來進行，此種方法是羅吉斯迴歸的一種形式，利用二分法來獨立分

析變數(因變數)。多項式羅吉斯迴歸的存在是為了處理自變數的數目為多項時所利用的方法，故多項

式羅吉斯迴歸的方法，可適用於二進制的因變數或其他不同類型。羅吉斯迴歸的運用公式如方程式(1)

與(2)所示： 

                                (1) 

和 

                                         (2) 

在本研究中 pi 是夏儂多樣性的指數，B是迴歸後多項式的參數，x是景觀參數，運用統計軟體

SPSS 計算所有的步驟，參數項的選取利用卡方檢定法，檢定其顯著性。 

 

3. Result and discussion 

3.1 The survey results and diversity 

經整理所有埤塘之鳥類調查資料，總調查鳥類種類有 81種，調查數量共計 11,623隻。其中最多

的 10 大鳥種分別為蒼鷺（1,686）（15％）、鳳頭潛鴨（1,652）（14％）、小白鷺（1,169）（10％）、夜

鷺（1,082）（9％）、白頭翁（1,002）（9％）、大白鷺（888）（8％）、麻雀（493）（4％）、洋燕（375）

（3％）、紅鳩（241）（2％）、家燕（225）（2％）。45個埤塘之鳥類多樣性在 2008 年 12月為 0.45~2.52

之間，在 2009年 1月為 0.21~2.35 之間，在 2009年 2月為 0.22~2.58之間。 

3.2 Bird diversity of driving force analysis by logistic regression 

為聯連鳥類多樣性與景觀指標的關係，運用以夏儂指數 1.0、1.5、2.0、2.5為門檻值，進行羅吉

斯迴歸，結果如表 2所示。景觀指數主要有景觀類別、農業嵌塊類別，與埤塘水域嵌塊類別三種。 

在以夏儂指數 1.0為門檻時，景觀類別有 3個參數被選入，農業嵌塊類別有 1個參數被選入，埤

塘水域嵌塊類別有 5個參數被選入。AWMSI、WMSI、WNUMP 與WCA呈現正向驅動力，代表大面

積的景觀嵌塊形狀愈不規則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形狀愈複雜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數目愈

多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利用類別愈多驅動力愈強。MSI、PSCOV、ANUMP、WTE與WPSCOV呈

現負向驅動力，代表帄均景觀嵌塊體形狀愈複雜、面積變異係數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農業嵌塊愈

多則負向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總邊長愈長、面積變異係數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 

在以夏儂指數 1.5為門檻時，景觀類別有 3個參數被選入，農業嵌塊類別有 3個參數被選入，埤

塘水域嵌塊類別有 3個參數被選入。TE、AMPFD、WMPFD與WED呈現正向驅動力，代表景觀嵌

塊之總邊長愈長則驅動力愈強，農業嵌塊與埤塘水域嵌塊形狀愈複雜，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邊

長密度愈高驅動力愈強。MPFD、MEDPS、AMSI、ANUMP 與WPSCOV呈現負向驅動力，代表景觀

嵌塊帄均之碎形度愈大，負向驅動力愈強、嵌塊體中位面積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農業嵌塊帄均形

狀愈複雜，則嵌塊數量愈多，負向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面積變異係數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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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夏儂指數 2.0為門檻時，景觀類別有 4個參數被選入，農業嵌塊類別有 4個參數被選入，埤

塘水域嵌塊類別有 6個參數被選入。另外，海邊距離與高程被選入。ED、AAWMSI、ANUMP、WTE、

WMEDPS、DISO呈現正向驅動力，代表景觀嵌塊之邊長密度愈高，則驅動力愈強，農業嵌塊面積加

權帄均形狀指數愈高、嵌塊數目愈多，則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總邊長愈長、嵌塊體中位面積愈

大，則驅動力愈強。距海邊距離愈遠，驅動力愈強。AWMSI、NUMP、MEDPS、AED、APSCOV、

WAWMSI、WED、WMPS、WPSCOV與 EV呈現負向驅動力，代表景觀嵌塊面積加權帄均之形狀指

數愈大、嵌塊體愈多，嵌塊體中位面積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農業嵌塊邊長密度愈大、嵌塊體面積

變異係數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埤塘水域嵌塊面積加權帄均之形狀指數愈大，邊長密度愈大、嵌

塊體帄均面積愈大、面積變異係數愈大，則負向驅動力愈強。在以夏儂指數 2.5為門檻時，沒有任何

類別的參數被選入。 

 

 

圖 3 景觀嵌塊計算(45個埤塘中相近的二個) 

 

 

表 1 羅吉斯迴歸參數表 

Class Parameter H’＞1.0 H’＞1.5 H’＞2.0 H’＞2.5 

Landscape matrix AWMSI 4.989748 
 

-25.4131 
 

MSI -9.91304 
   

MPAR  - 
   

MPFD  - -34.1151 
  

TE  - 0.000108 
  

ED  - 
 

3.925786 
 

MPS  - 
   

NUMP  - 
 

-0.52944 
 

MEDPS  - -5.63993 -43.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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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OV -0.01356 
   

PSSD  - 
   

Agricultural patchiness AAWMSI  - 
 

23.54644 
 

AMSI  - -2.11487 
  

AMPAR  - 
   

AMPFD  - 15.55082 
  

ATE  - 
   

AED  - 
 

-5.44032 
 

AMPS  - 
   

ANUMP -0.29011 -0.21372 1.650793 
 

AMEDPS  - 
   

APSCOV  - 
 

-0.09073 
 

APSSD  - 
   

ACA 
    

Pond patchiness WAWMSI 
  

-4.56997 
 

WMSI 12.2634 
   

WMPAR 
    

WMPFD  - 8.875259 
  

WTE -0.00206 
 

0.000876 
 

WED  - 0.08463 -0.66474 
 

WMPS  - 
 

-4.42086 
 

WNUMP 0.422133 
   

WMEDPS  - 
 

3.628715 
 

WPSCOV -0.0422 -0.01558 -0.02069 
 

WPSSD  - 
   

WCA 0.20013 
   

Other DISO  - 
 

0.001644 
 

EV  - 
 

-0.15721 
 

 Constant 5.523341 21.17672 44.63502 -3.43399 

 

3.3 Validation of logistic regression 

羅吉斯迴歸的精準度量測指標，目前以 ROC 最為常用，ROC 曲線下的面積可以解釋羅吉斯迴歸

分析模式的效果，當 AUC 大於 0.7時一般認為有好的擬合，當 AUC 大於 0.9 時，就是指有非常好的

擬合效果。表 3顯示，以夏儂指數 1.0、1.5、2.0、2.5 為門檻值，進行羅吉斯迴歸的 AUC 結果，可

以發現以 1.0為門檻時，AUC 為 0.928，結果非常顯著。以 1.5與 2.0為門檻時，AUC 分別為 0.830

與 0.881，結果都非常良好，而以 2.5為門檻時，因無任何參數可推測鳥類多樣性，故代表在這樣的

門檻之下，羅吉斯模式的擬合，由所觀測到的樣本與景觀變因，可能已經無法良好的擬合真實狀態，

故不採用。綜合來說，以景觀參數配合鳥類現地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鳥類多樣性所需之棲地範圍大小。 

表 2 推測結果正確性分析 

 S10 S15 S20 S25 

AUC 0.928 0.830 0.881 - 

-代表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無任何參數可提供推測，故無正確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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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clusion 

本研究以現地調查資料透過數理模式分析，建立鳥類多樣性與農業埤塘周邊地理景觀之間的關聯

性，尋找可能之鳥類多樣性驅動力。研究結果顯示，鳥類的多樣性與地理景觀之間確實存在顯著之相

關性，並且可以利用景觀指數加以量化呈現，鳥類的多樣性將跟隨農業埤塘的景觀變化有所消長，過

去桃園地區有 1萬口農業埤塘，目前正面臨都化市的壓力而每年減少。在未來，不但需要由大尺度的

空間結構來保育核心區域，更需要減少大規模的景觀變化，例如:埤塘面積減小、埤塘形狀改變等。

雖然，景觀變化不是唯一與多樣性有關之驅動因子，但是景觀指數的確提供參考依據，有關於維持鳥

類多樣性的基本驅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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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國參加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五年一度之年會，該年會係以研討會及參訪的方式進行，

研討會形式包含口頭專題報告、海報發表及專題討論三種方式。  

（一）參加人員：台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中央研究院謝蕙蓮

教授、文化大學郭瓊瑩教授、陳亮憲教授、中華

大學方偉達助理教授等，參與 SWS 年會進行相

關國際交流事宜。 

（二）辦理時間：2011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 

（三）辦理地點：捷克布拉格。 

（四）行程概述與說明： 

本活動由中華大學休閒系助理教授兼台灣濕地學會秘書長

方偉達博士率團，由台灣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

郭瓊瑩教授、陳亮憲教授等 5 人，成立企劃工作顧問團，赴布

拉格協助辦理 2011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年會出國考察諮詢服

務及國際聯繫工作，並派臺灣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與環球科

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學系系主任曾正茂博士 2 員進行計畫主持

及協同工作，透過國際合作計畫之執行，推動在捷克布拉格會

議的進行，以及國際交流工作，使我國濕地生態保育與國際濕

地生態保育行動接軌。 

方偉達秘書長目前亦為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臺灣分會會

長、2007 年起擔任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亞洲理事會常務理事，

每年皆赴國外參加年會，具備國際會議出席、談判及演講之經

驗。藉由以上成員成立企劃顧問團協助營建署辦理參與 2011 年

SWS 年會出國前準備工作 

本計畫除廣邀學者專家與會之外，7 月 1 日啟程前往捷克

布拉格，7 月 10 日返國，期間協助辦理機票訂位、報名、住宿、

濕地勘查等事宜。方偉達發表之論文，已與該大會協調並確定

為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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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行程表       

本次考察團參加在捷克布拉格的卡爾隆國際會議廳 (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舉辦的 2011SWS 年會，赴美行程如下表所示。

關於全程之行程規劃，以 SWS 的會議行程表規劃設計，針對行程規

劃、SWS 洽談內容進行工作會議報告並參與大會論文投稿。在會議

期間，會晤 SWS 會長 Dr. Ben Lepage ,洽談國際合作事項。並發表論

文 ， 題 目 為 ”The Promulg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Conserv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2011-2016), 

Taiwan, ROC”，會議期間之住宿旅館、租車交通、當地三餐等事項皆

妥善安排。 

                     

Table 1：2011年 SWS年會全程之行程規劃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內容 地點 工作細項 

7/1(五) 

20:00-21:00 送機 集合 台北 
派車接送 

21:00-23:00 送機 辦理報到 桃園機場 

23:15 出發 往法蘭克福 桃園機場 CI-61 班機 

7/2(六) 
00:00-06:50 直飛 抵達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飛行 13 小時 

09:25-10:30 直飛 往捷克 捷克 預計 1 小時 

7/3(日) 
09:00-16:00 會議 Board meeting 布拉格  

18:00-20:00 晚宴 迎賓晚宴 布拉格  

7/4(一) 07:30-18:00 會議 參加會議 布拉格  

7/5(二) 

07:30-15:00 會議 參加會議 布拉格  

15:45-16:00 發表 口頭發表 布拉格 方偉達 

17:00-19:00 發表 海報發表 布拉格 

郭瓊瑩、陳亮

憲、陳章波、謝

蕙蓮、林幸助 

7/6(三) 08:00-19:00 參訪 田野參訪 捷克頄塘 捷克頄塘 

7/7(四) 08:00-18:00 拜會 捷克環境部 布拉格  

7/8(五) 08:00-18:00 參訪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 捷克  

 1930 晚宴 餐敘 布拉格  

7/9(六) 
07:20-08:35 搭機 離開布拉格 布拉格 CI-9062 班機 

11:20-06:25 搭機 離開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CI-62 

7/10(日) 06:25 抵臺 抵達臺灣 桃園機場 派車接送 

 

本次考察團行程從 7月 1日從桃園機場直飛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機

場，在 7 月 2 日轉往捷克布拉格。在抵達捷克布拉格後參加「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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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聯合年會」迎賓晚宴，方偉達、郭瓊瑩、陳章

波、林幸助等教授也發表濕地論文，在布拉格期間，參訪駐捷克代表

處，並與代表處官員會晤。由於當地主要行程為參與 SWS 大會，時

間緊湊，因此考察團利用舉辦期間，參觀布拉格著名景點及具有文藝

復興時代的城市建築。並參加大會所安排的田野參訪(Field trips)，地

點位於其南部的頄塘濕地(Fishponds)，參觀百年以來捷克人如何利用

頄塘生活的方式及目前最新的頄類生物科技產業。會議後參觀捷克瑞

士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並拜會捷克環境部，與

捷克官員進行自然保育知識交流。7 月 9 日搭華航班機飛法蘭克福，

並轉機直飛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本次國際交流活動。本次活動相關行

程概述表整理如下所示： 

 

             Table 2：行程概述表 

時間 行程 說明 

7/4(一) 「2011 年國際

濕地科學家學

會聯合年會」 

布拉格城市參訪及參與年會 

本次會議由歐洲濕地科學家學會 Jan 

Vymazal 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會

議致詞歡迎來自全球各地參與布拉格聯

合年會的參加者。SWS 會議的舉辦方式主

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專題討

論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

地相關廠商參展攤位、無聲拍賣和濕地實

地考察等活動。SWS 的與會人員可以得到

濕地科學家的專業學分認證。共有四場大

會專題演講 (plenary lecture)。  

7/5(二) 

 

論文發表 SWS 論文採口頭及海報發表 

口頭發表：方偉達 

海報發表：郭瓊瑩、陳亮憲、陳章波、謝

蕙蓮、林幸助等 

7/6(三) 頄 塘 濕 地

(Fishponds) 參

本次考察團參加 SWS 於 7 月 6 日所舉辦

的田野行程(Field trips)所參訪的濕地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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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於捷克的頄塘濕地。當天的導覽員為 Jan 

Pokorný 博士。導覽時間為早上的 08:00

至傍晚。而頄塘濕地 Trebonská rybníky 

(Trebon fishponds)的總面積為 10,165 公

頃，在位置上為北緯 48 度 38 分；東經

14 度 49 分。在 1994 年 9 月 18 日加入蒙

特婁協定(Montreux Record)，成為生物圈

保 護 地 (Biosphere Reserve, Protected 

Landscape Area)。 

7/7(四) 捷克環境部 捷克環境部對於捷克目前自然保育情形

對考察團簡報。目前捷克也遇到都市化的

問題，使得農地急遽的減少，根據簡報內

容陳述，捷克在 1993 年有 4,280,000 公頃

農地，15 年減少了 30,000 公頃，減少速

度算是很快。1989 年由於共產體制產生變

化，影響市場的機制，引導農業生產方

向，因此目前環境部以積極作為尋求捷克

境內土地開發與保育之間的帄衡。 

7/8(五) 捷克瑞士國家

公 園 (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 (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是捷克共和國最晚成立的國

家公園(成立於 2000 年，面積約 80 帄方公

里)，位於布拉格北邊，最著名的是獨特的

岩石地形，有許多絢麗地景及怪石群，另

外也有美麗的溪流峽谷。由於此處保留原

始樣貌，因此許多的野生動物及少見的物

種。本考察團重點在於國家公園參訪保育

方式及促進雙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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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SWS 會議       

一、會議地點概述 

本次 SWS 國外年會在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的布拉格

(Prague)卡隆飯店國際會議廳(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舉辦，時

間為 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而本次會議的地點為捷克共和國的布拉格，

位於歐洲的中心，地理位置處捷克西部，西岸陡然昇起，東邊卻是一

片低窪的盆地，北邊是維特寇山脊(Vitkov Hill)，南邊是維賽哈德

(Vysehrad)河邊峭壁與東邊的維諾哈蒂高地(Vinohrady)連接。而布拉

格是捷克共和國首都，是政府、國會和總統所在地，分為 10 個行政

區，和 57 個住宅區。是捷克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因此

SWS 選擇捷克共和國的布拉格是因為本處為中歐的代表地點，交通

方便，舉行 SWS 國外年會，可讓世界濕地科學家對於歐洲目前的濕

地活動能更進一步了解。本次考察團到達布拉格的時間為 7 月，由於

布拉格的氣候屬於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冬季寒冷乾燥，夏季溫暖

潮濕。7 月帄均氣溫為攝氏 19.5 度，1 月為-1 度(記錄的最低氣溫是-17

度、最高氣溫為 35 度)。算然在當地已經算是夏天，但是溫度從低溫

攝氏 11 度至較為適合的溫度攝氏 19 度左右，對於來自臺灣的成員來

說算是略帶些寒意。 

 

Figure 1：布拉格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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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布拉格是歐洲的文化重鎮之一，因此考察團特別注意相關資

訊，得知歷史上曾有音樂、文學等諸多領域眾多傑出人物，如作曲家

沃爾夫岡、莫扎特、貝多伊奇斯美塔那、安東尼德沃夏克，作家弗蘭

茲卡夫卡、瓦茨拉夫哈維商、米蘭昆德拉，畫家慕夏等人在布拉格進

行創作活動。 

今天布拉格仍保持了濃郁的文化氣氛，布拉格擁有眾多的歌劇

院、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等文化機構，以及層

出不窮的年度文化活動。布拉格更是歐洲傳統的文化中心，文化藝術

氣氛濃郁，擁有有數以百計的音樂廳、晝廊、電影院、音樂俱樂部。

著名的文化設施有布拉格國家歌劇院、布拉格國立劇院、魯道夫宮(設

有捷克愛樂樂團)、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家美術館等，因此

考察團在布拉格看到充滿文化歷史的景象。且由於具有古建築景觀，

與許多歐洲城市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未遭受嚴重的破壞，因此

布拉格成為許多外國電影公司的熱門外景場地，所以經常被用來表現

戰前歐洲城市。 

 

 

Figure 2：會議舉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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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自從 2004 年加入歐盟之後，空中航線應接不暇，布拉格

的環狀快速道路也於 2010 年通車。交通方便，布拉格也成為許多跨

國公司的歐洲總部。且因此布拉格的參觀人數顯著增加，到處可見觀

光客，現在沒有所謂的旅遊淡季。根據旅遊資訊布拉格的四季都非常

美麗，許多公園的植物綠意央然，美不勝收。復活節、聖誕節、新年

期間是遊客潮。五月的布拉格春節，年底的布拉格則覆蓋了滿地白

雪，看起來燦爛又神秘。在捷克的街道處處散發古蹟氣息，市內擁有

為數眾多的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風格的建築，從羅馬式、文藝復與…

等。布拉格建築給人整體上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特別豐富，色彩燦

麗奪目，讓人印象深刻。 

經查詢旅遊資訊得知目前布拉格登記註冊的人口為 118 萬，約占

捷克全國人口的 11%。主要人口多為捷克人〃也仍然充斥著少數的斯

洛伐由於開放，又有美國人和德國人在布拉格居住和工作，因此布拉

格也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因此也受外來文化的交流衝擊。 

 

Figure 3：布拉格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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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概述 

本次會議由歐洲SWS濕地科學家學會 Jan Vymazal擔任籌備委員

會主任委員，在會議開幕致詞歡迎來自全球各地參與布拉格聯合年會

的參加者，科學家和濕地生物地球化學 WETPOL 研討會。上一次濕

地會議已經是 27 年前，1984 年第二屆國際濕地 INTECOL 會議在南

波希米亞舉辦，因此這次的濕地年會格外重要，由於本次聯合年會讓

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員，科學家，管理者，決策者和其他專業人士來參

與，分享世界最頂尖的知識及濕地各種有關的主題。 

SWS 會議的舉辦方式主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專題

討論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地相關廠商參展攤位、無

聲拍賣(silent auction)和濕地實地考察等活動。SWS 的與會人員可以

得到濕地科學家的專業學分認證。共有四場大會專題演講 (plenary 

lecture)，由國際濕地研究卓著的科學家演講，並有帄行進行的分題焦

點主題演講 (symposium)，其下又包含子課題。此外，包含濕地基礎

研究、應用以及管理，又涵蓋生態、生地化、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各

項論文發表。 

                          

Figure 4：SWS 開幕式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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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在於全球氣候變遷與氣候暖化的問題，大會本次邀請幾

位重量級人士作專題演講(plenary lecture)例如奧地利科學院院士 Jan 

Květ、國際水協會專家小組研究員 Günter Langergraber、曼徹斯特城

市大學部環境與地理科學教授 Nancy Dise、Bangor 大學生物化學系教

授 Chris Freeman 等，專題演講重點整理如下： 

 Jan Květ 是奧地利科學院院士，主講為捷克共和國濕地研究

(Wetlands Research in the Czech Republic)，由於 Jan Květ 是植物生理

學家和生態學家並於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從事淡水植物和濕地。本篇

演講在於說明目前捷克共和國地區全境濕地的研究，除了提到目前與

國際和歐洲以及北美和澳洲等國際學術單位合作，另外也提到創立了

INTECOL 濕地工作坊，並積極參與教科文組織與生物圈計劃。1990

年促進改革捷克共和國保護自然和景觀的法律，使得捷克在濕地保育

在歐洲佔有重要地位。特別是，捷克也積極參與取了許多措施，以輔

導捷克境內濕地參加國際拉姆薩公約，例如本次考察團參訪的頄塘濕

地(Treboň Fishponds)也是拉姆薩公約國際級濕地。 

Günter Langergraber 是國際水協會專家小組研究員，專長水資源

回收處理，本次演講主題為自然及人工濕地的模型描述使用(The use 

of models to describe processes in natural and constructed wetlands)，其

中提到目前都市化程度愈高，水污染的程度也隨之提高，對於都市廢

水處理可運用水生植物來對水污染作有效控制，並提出方法。水生植

物本身生理活動讓水份被吸收之上升根系吸力(root pressure)，與水生

植物進行蒸發散時蒸散吸力 (transpirational suction)。另外 Günter 

Langergraber 說明濕地中的化學水質淨化機制反應行為，係透過人工

濕地水中顆粒之膠體表面與水中不同元素離子，進行氧化還原、或分

解、或化合、或吸附、或凝聚、或交換、或螯合等作用，降解水中污

染物質等各類方法，提供與會學者參考。 

曼徹斯特城市大學部環境與地理科學教授 Nancy Dise，演講主題

為泥炭地與全球氣候變遷(Peatlands and Global Change: Hero, Victim, 

or Villain?)，Nancy Dise 主要專長在於環境科學在。從明尼蘇達大學

她獲得了博士學會後，從 1994 年起於英國曼徹斯特從事濕地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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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研究大致包括陸地生態系統及生物化學。Nancy Dise 教授收集

氮、碳和硫作循環研究，研究溫室氣體甲烷、氧化亞氮和二氧化碳對

濕地的影響，目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逐年增加、甲烷濃度也顯著變

化，而這些溫室氣體存在大氣中，會吸收地球之長波輻射，使熱能累

積在大氣層中造成地表溫度升高，最終導致全球氣候變遷。Nancy 

Dise 教授認為在全球氣候變遷的結果下，會造成生態系統初級生產量

改變，破壞生態系統原有的結構與功能及影響物種組成，使生物多樣

性降低，另外影響全球生地化循環過程，如碳、氮、磷等營養物質的

轉換與傳輸等，對生態系統影響非常重大，因此呼籲各國頇重視全球

氣候環境變遷的問題。 

Bangor 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Chris Freeman，演講主題為泥炭濕

地 的 碳 匯 及 未 來 展 望 (Pea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 Future 

Prospects)，Chris Freeman 所領導的泥炭地研究實驗室主要在研究溫

室氣體，相關研究成果也受英國皇家學會多次表揚，並在國際上出版

多種刊物。Chris Freeman 認為溫室氣體釋放量之因素包括水中溶氧

濃度、季節、植栽水生植物密度與植物種類等。若濕地中進行人工曝

氣程序，可增加水中溶氧濃度造成脫硝作用與甲烷母質化作用等厭氧

的溫室氣體釋放過程受到抑制，進而減少氧化亞氮與甲烷的排放量。

Chris Freeman 認為濕地功能發揮使減低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將有

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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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會組織與經營管理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為全球性非營利專業者組織，目前分布世界

各國有 3,500 位會員，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除總部設在美國之外，並

於世界各國成立分會，近年來每年以 20％的會員國成長率成長。濕

地科學家學會成立至今，每年出版四期濕地期刊（Wetlands），為國

際性最重要的濕地科學期刊。今年已經是成立第 32 年。參加本次會

議的人數多達 1000 多人，因此在經營管理上，大會組織了一個委員

會，由歐洲 SWS 濕地科學家學會 Jan Vymazal 擔任 2011 年會的主席，

並設置各計劃部門，SWS 大會由聯合主席(2011 Meeting Co-chair)負

責統籌執行整個大會籌畫，從會議前時間地點的選擇、預算多寡的考

量、配套摺扣的協商、背景多元的考量、會員服務的提供、行政細節

的準備、通關便捷的安排、媒體安排…等，委員會視情況授權各項目

負責人，而在委員會之下分別設置項目，依序為會議議程(Program)

及論文摘要(Abstracts)、Poster 海報發表(Session)、共同主題演講

(Plenary Session)、座談會(symposium)、濕地田野參訪(Field Trips)、

濕地工作坊(Workshops)、事務安排(Events & Local Arrangements)、孩

童節目(Children's Program)、濕地廠商參展(Sponsors & Exhibitors)、

公關及網頁(Publicity & Website)、授獎(SWS Awards)、學生之旅

(Student Travel)、學生論文(Student Paper)、國際之旅(International 

Travel)等，每一個項目有一位至四位負責人，例如田野參訪(Field trips)

下有田野參訪委員會(Field trips Committee)，委員負責規劃 SWS 眾多

豐富的田野參訪行程，人力配置上可維持規劃及執行上之彈性，並依

規劃時間完成各項進度，與會人士可由 SWS 網頁得到清楚資訊。本

次考察團主要參與歡迎晚會、大會專題演講、論文發表、濕地田野參

訪等，並與 SWS 及國際濕地重量級人士會晤，介紹臺灣濕地及洽詢

各種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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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3：SWS 組織架構圖 

 

 

 

 

 

 

 

 

SWS會長(2010-2011) 
(SWS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Glenn Guntenspergen 

SWS執行委員會 
(SWS Executive Committee) 

 Sandy Doyleahern 

SWS執行祕書處 
(SWS Executive Secretary General) 

 William Conner 

大會主席 
(Meeting Chair) 
Eric McCulley 

全員會議 
(Plenary Session) 

Chris Craft  

專題會議 
(Symposia) 

Dennis Wenger  

田野參訪 
(Field trips Committee) 

Lars Anderson 

科學委員會委員 
(Science Committee member) 

Karin Ketternring 

孩童活動 
(Children's Activities)  
Mark Larese-Casanova 

無聲拍賣 
(Silent Auction) 
Ann Neville 

贊助 
(Sponsors) 
Andy Herb  

國際獎項 
(International Awards) 

Brian Nicholson 

海報 
(Poster) 
Nathan 
Kota 

工作坊 
(Workshops) 

Ben Bloodworth 

SWS組織 

SWS大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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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S 會議的舉辦方式主要遵循以往會議經驗，包括大會、專題討論

會、口頭陳述、海報發表等，並規劃濕地相關廠商參展攤位和濕地實

地考察等。 

 

四、參加歡迎晚會 

    本次考察團在捷克布拉格參加歡迎晚會，參與者包含營建署張杏

枝簡任視察、濕地學會陳章波監事長、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謝

蕙蓮研究員、中興大學林幸助教授、文化大學郭瓊瑩院長、文化大學

陳亮憲教授、濕地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等。 

Figure 5：SWS 布拉格會議現場海報布置 

Figure 6：我國代表參加歡迎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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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文發表 

2011 年度 SWS 年會將以研討會及參訪的方式進行，本次考察團

多位教授在會議發表論文。研討會形式包含口頭專題報告、海報發表

及專題討論三種方式。目前陳章波監事長、郭瓊瑩教授、林幸助教授

等以海報方式發表論文。方偉達秘書長以口頭方式發表論文。 

     (1)方偉達秘書長 

「The Promulg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Conserv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2011-2016), Taiwan, ROC」由方偉達秘書長於 7 月 5 日

15:45~16:00 時段口頭發表於濕地管理(Wetland management)

場次，主持人為 Kelly F. Robinson，會場地點為水瓶廳

(Aquarius)。 

     (2)陳亮憲教授、郭瓊瑩教授 

經查詢 SWS 大會網站，關於陳亮憲教授、郭瓊瑩教授的

文章「Effects of wetland pattern and climate change on birds 

diversity, Taiwan」於 SWS 大會時係以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 時間為 7 月 5 日 17:00~19:00。 

    (3)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 

經查詢 SWS 大會網站，關於陳章波監事長、謝蕙蓮教授

的文章「Effect of the availability of sulfate on the isotopic 

signature of reduced sulfurous compounds in sediments of a 

subtropical estuary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of 

sulfate-reducing prokaryotes as affected by marine-freshwater 

gradient and sulfate availability」、「Study on the Habitat 

Requirements of the Green-winged Teals Wintering in a Wetland 

in Northern Taiwan」、「A pilot study on the socioeconomic 

valuation of conserving nationally important wetlands in 

Taiwan」於 SWS 大會時係以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

時間為 7 月 5 日下午 17:00~19:00。 

    (4)林幸助教授 

經查詢 SWS 大會網站，關於林幸助教授的文章「Effects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vasion on benthic meiofauna in a 

subtropical wetland in Taiwan」、「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of 

benthic metabolism during emersion on subtropical intert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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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flats」於 SWS 大會時係以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

時間為 7 月 5 日下午 17:00~19:00。 

 

Figure 7：臺灣濕地學會方秘書長偉達代表內政部營建署發表論文 

Figure 8： Ramsar's Citizen 智慧型手機埤塘濕地監測計畫獲

大會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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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桃園埤塘國科會研究口頭報告 Powerpoint 現場首頁 

Figure 10：研討會會場聆聽方秘書長報告情形：方秘書長向

與會人員報告臺灣目前 82 處濕地保育概況，並分享臺灣目

前濕地科學的研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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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陳教授亮憲與郭院長瓊瑩發

表海報論文 

Figure 12：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林主任幸助(右)率領學生發表海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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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獎典禮( Awards Ceremony) 

7 月 5 日舉辦授獎典禮(Awards Ceremony)，主要是頒發對國際上

濕地有貢獻科學家，是由 SWS 現任會長 Dr. Glenn Guntenspergen 主

持頒發 SWS 總會長服務獎(President‟s Service Award)。我國臺灣濕地

學會方偉達秘書長獲此殊榮，以表彰其對於臺灣濕地躋升國際濕地的

努力。 

 

方偉達祕書長得獎理由係為擔任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中

華民國臺灣分會會長(Country Designate of Taiwan)期間，推動國際濕

地保育不遺餘力，成功邀請聯合國拉姆薩公約前秘書長 Dr. Peter 

Bridgewater、聯合國發展署官員 Mamunul Khan、國際濕地科學家學

會歷任總會會長 4 人訪臺，並推動臺江國家公園納入拉姆薩濕地運

動，於 2011 年 SWS 在捷克布拉格舉辦的五年一度之世界濕地大會

中，破例獲頒總統服務獎(President’s Service Award)，成為全世界第

一位非美籍的得獎者。 

SWS 在美國成立 31 年來，總統服務獎(President’s Service Award)

共頒贈過美國和加拿大籍的 18 位得獎者，其中得獎者有 SWS 歷任總

會會長、美國政府單位(地質調查署濕地中心)。得獎者包括美國和加

Figure 13：Awards Ceremony 頒獎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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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知名大學教授、研究人員、政府官員，他們除了恪遵原有教授、

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之職責，達成濕地永續發展之卓越目標，並針對

社會服務進行重大貢獻。 

本次世界大會及頒獎典禮中我國出席者包含中央研究院榮譽退

休研究員陳章波教授、研究員謝蕙蓮教授、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主任

林幸助特聘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郭瓊瑩教授、文化

大學生命科學系陳亮憲教授、營建署簡任視察張杏枝女士等中華民國

代表團共計 12 人應邀觀禮，對於方偉達秘書長，代表團成員紛紛表

示祝賀，代表從事臺灣濕地保育人士已逐漸為世界各國所重視。 

  

Figure 14：方偉達秘書長獲頒獎項(President’s Service Award)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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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訪行程       

由於布拉格的交通算是方便，往北 110 公里、往西 170 公里，均

可抵達德國邊境。往南 170 公里，就可抵達奧地利邊境。往東北 170

公里，可抵達波蘭邊境。往東 320 公里，則可到達斯洛伐克邊境。因

此布拉格與柏林、維也納、慕尼黑、弗羅茨瓦夫、布拉迪斯拉發等外

國大城市的距離都在 200-300 公里之間，而距離布拉格最近的外國大

城市則是德勒斯登，距離布拉格只有 130 公里。本次考察團在有限時

間規劃參訪地點，主要為頄池濕地、中華民國捷克代表處、捷克環境

部、捷克瑞士國家公園等。 

 

Figure 15：布拉格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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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頄塘濕地(Fishponds) 

(一)參訪重點 

  1、參觀捷克頄塘濕地養殖業 

  2、參觀捷克頄塘濕地保育情況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參加 SWS 於 7 月 6 日所舉辦的田野行程(Field trips)

所參訪的濕地是位於捷克的頄塘濕地。當天的導覽員為 Jan Pokorný

博士。導覽時間為早上的 08:00 至傍晚。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解體之後，成立捷克共和國。而捷克共和國也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因此從 1990 年正式加入濕地公約組織 

(RAMSAR)，到目前為止濕地公約組織 (RAMSAR)對捷克共和國共

計有 12 個點，指定為國際重要濕地，面積廣達 54,681 公頃。 

而頄塘濕地 Trebonská rybníky (Trebon fishponds)的總面積為 

10,165 公頃，在位置上為北緯 48 度 38 分；東經 14 度 49 分。在 1994

年 9 月 18 日加入蒙特婁協定(Montreux Record)，成為生物圈保護地

(Biosphere Reserve, Protected Landscape Area)。 

 

Figure 16：頄塘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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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頄塘濕地是人工埤塘，深度約為 1 公尺到 2 公尺，本來是為

飼養頄類所建造。這個埤塘的特性是有週期性的水位變化。捷克頄塘

提供了水產養殖系統，且受到漁業管理人員所管轄。這些頄塘從幾百

帄方公尺到幾帄方公里。第一個頄塘在羅馬時期已經構建了。在捷克

共和國境內，在第 10 世紀時已建構頄塘。在 16 世紀時，頄塘系統達

到繁榮的境界，此時頄塘總面積是目前的三倍大，達到 180,000 公頃。

在 17 世紀時，發生三十年戰爭（1618 -1648），造成許多頄塘被摧毀，

規模縮減許多。 

  

 

在 19 世紀，許多頄塘被轉化為農業用地，主要用於種植甜菜。

頄塘的壩體從前通常是由石頭堆砌而成，且以種植橡木(Oaks)等來加

強護坡能力。而溢洪道出水口以杉木製成，目前以混擬土及鋼構取

代。另外每隔 2 至 3 年，當年的秋季，可以在此收取頄獲(從前是 7

年左右)。因此在 1486 年至 1553 年當時的主教 Jan Dubravius 將頄塘

的基本功能分類為：產卵池、育苗池、頄種池、飼養育成池、休眠池

等。主要的頄種是鯉頄(Cyprinus carpio)，佔了 88%，年產量 17,000

公噸。目前管理頄塘濕地的最高機關為環境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而捷克拉姆薩委員會及專家群也持續對頄塘濕地的研

究發展積極努力，目前頄塘濕地也面臨許多問題，例如當天考察團也

Figure 17：頄塘濕地受到藍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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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到由於飼料造成水質變化使得藍藻污染的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唯

有藉由強有力的政府介入才可能解決。 

為什麼 Fishponds 頄塘是捷克重要的濕地？主要有以下幾點原

因，因為在捷克共和國缺乏湖泊而且不靠海，而頄塘濕地的湖泊正可

為中歐提供生物棲息點，以及頄類蛋白質的來源，其半人工的頄池除

了養殖外，可營造如自然濕地的環境。目前管理單位藉由合理的管

理，可以讓一些濕地物種能生存下去。因此管理單位以實質立法方式

來保護目前的頄塘，他們認為每個池塘都是重要的景觀元素，而大量

的池塘形成生態系統，規模超過 1,000 個池塘的大規模保護區，其中

數百的池塘以各種方式儲存水源等。 

捷克頄塘的功能不僅是生產頄，在以往的功能上，也擔任類似城

堡或城市的防禦工事，因此應用在軍事上格外重要。另外也作為農民

小麥磨坊的能源。而頄塘充沛的水源，也為捷克作為水庫儲存水源，

並當作滯洪池來協助當地防洪，而頄塘大小埤塘間接地塑造出當地成

為多種水項的棲息地，使得生態景觀更加多樣化。 

    當地的 NGO 志工具備較高層次的濕地科學技術能力，並向參觀

的人員示範頄塘濕地水中浮游生物監測情形，從撒網及收網及水生動

植物專用顯微放大鏡來觀察紀錄，顯得格外專業，這些紀錄長期累積

可觀察濕地的變化，對於濕地實際保育有更實質的功能。 

 

Figure 18：當地 NGO 志工示範頄塘濕地水中浮游生物監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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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rag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一)參訪重點 

  1、參觀捷克代表處 

  2、與捷克代表處人員洽詢考察團訪問捷克環境部及國家公園事項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參訪位於捷克的中華民國臺北經濟文化駐捷克代表

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rag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由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謝水龍組長協助本次在

捷克的參訪活動，提供參訪諮詢及聯絡等。 

 

由於捷克的官方語言是捷克語。謝水龍組長表示目前在布拉格，

主要的語言是捷克語，雖然部分年長的捷克人會說一些德語，不過以

往在共產體制之下，在學校是要學俄文，現在則已經被英文取代。會

說英文的捷克人是少數，因此為了方便本次考察團的行車安全及行程

是否順利，謝水龍組長協助為本代表團安排懂中文的中華民國駐捷克

Figure19：代表團(自左而右)郭院長瓊瑩、張簡任視察杏枝、

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謝組長水龍、方秘書長偉達在捷克中華

民國代表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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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處科技組白蓮娜小姐 (Pavlina Kramska)及司機酷賽拉先生

(P.Kucera)，於 7 月 8 日早上至卡爾隆國際會議中心(Clarion Congress 

Hotel Prague)接送考察團成員，並向考察團對於將造訪傑格環境部官

員提出一些建議，包含捷克國情、文化、政治、經濟、兩國合作方式、

注意事項等。 

 

7 月 8 日晚間由張簡任視察宴 請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自然

保育組組長 Dr. Ondrej Vitek 及中 華民國臺北經濟文化駐捷克代表

Figure 20：張簡任視察杏枝針對國際協定與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

謝水龍組長對捷克環境部簽約事宜進行沙盤推演與討論 

Figure 21：宴請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j Vi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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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謝水龍組長等與考察團成員於 Villa Richter 餐廳進行餐敘。 

三、捷克環境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一)參訪重點 

  1、拜訪環境部官員 

  2、了解目前捷克環境部保育現況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團拜訪捷克環境部，捷克環境部的自然暨景觀保護署

(Agenc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Landscape Protection of the Czech 

Republic)係由捷克環境部成立之政府機構，該局成立於 1995 年 3 月

1 日，負責保護捷克境內的自然環境和景觀。其業務具體內容包括針

對瀕危物種的監控和保護；對環境部的活動提供專家技術支援；設計

並開發管理自然保護資訊系統；負責實施保護自然景觀之具體措施；

管理國家自然景觀保護補助項目；負責針對特殊保護動物造成的林

業、漁業和農業損失進行生態補償；宣傳自然景觀保護教育工作，以

及針對該項領域進行國際合作。 

由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代表與中華民國營建署代表會

談。捷克環境部播放 20 分鐘簡介捷克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區現況，

其中內容介紹捷克，其位處歐洲大陸的中部位置，大陸型氣候使得四

季變化明顯，因此春天的到來，使得大地欣欣向榮，而冬天時白雪靄

靄，萬物蕭瑟，處處充滿驚奇，由於是影片中許多地點湖泊邊雲霧繚

Figure 22：環境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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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與宛如安德森童話故事中的房子，如同以境般，美麗寧靜而令人震

攝，加上擁有廣大的森林及各種地形的自然美景，使得捷克共和國充

滿迷人的魅力。隨後自然暨景觀署簡報，對於捷克目前自然保育情形

大致陳述。目前捷克也遇到都市化的問題，使得農地急遽的減少，根

據簡報內容陳述，捷克在 1993 年有 4,280,000 公頃農地，15 年減少

了 30,000 公頃，減少速度算是很快。1989 年由於共產體制產生變化，

影響市場的機制，引導農業生產方向。另外也陳述珍貴稀有物種的問

題，例如黑鸛 Black Stork(Ciconia nigra)、紫花毛地黃(Purple Foxglove)

等，捷克環境部都能積極監測記錄。張簡任視察就臺灣國家公園與捷

克公園經營管理現況交換意見。 

目前捷克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育的管理方式是以漸進式(Gradual)

領域的保育方法，根據自然價值(nature values)，分成三種保護區域

(zones of protection)，第一種為 strict protection 是存在指標性物種的區

域，必頇嚴格予以保護。第二種為 valuable secondary ecosystems，為

次級生態系統區域，由於環境中所有的生物和環境因子之間的交互作

用，形成生物聚落，而一些河口沼澤湖泊溪流等交會處蘊含豐富食

物，使得生物分布比例較高。第三種是 man influenced semi-natural 

ecosystems 為受人類影響的半自然生態區，目前由於農業及城市發展

影響生態環境，捷克環境部根據現況有效管理。 

 

    

Figure 23：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代表與中華民國營建署

代表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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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署簡

報(自左而右)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g Vitek、副署長 Michael Hosek、

國際合作組組長 Ms. Tereza Minarikova 

Figure 25：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

署副署長 Michael Hosek 

Figure 26：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

署自然保育組組長 Dr. Ondreg Vitek 

Figure 27：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保護署

國際合作組組長 Ms. Tereza Minarikova 

Figure 28：中華民國代表團在捷克環境

部與副署長 Dr. Michael Hosek 等人合

影 

Figure29：致贈捷克環境部自然暨景觀

保護署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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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捷克瑞士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 

(一)參訪重點 

  1、捷克瑞士國家公園步道之旅 

  2、參觀 Kamnitz Gorge 景觀 

  3、了解捷克如何保護重點物種 

  4、國家公園管理處處 

 

(二)參訪心得與建議 

7 月 8 日本考察團由中華民國駐捷克代表處科技組白蓮娜小姐

(Pavlina Kramska)與司機酷薩拉先生(P.Kucera)帶我們前往捷克瑞士

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Czech Switzerland)，行車時間約 2 小時。由於

布拉格主要的語言是捷克語，且沿路地標都是捷克文，部分捷克人會

說德語，但會說流利英語的人，是有困難度。因此本次參訪行程委請

捷克當地懂中文的白蓮娜小姐(Pavlina Kramska)及懂英文的司機酷薩

拉先生(P.Kucera)帶領本考察團前往指定地點。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是捷克共和

國最晚成立的國家公園(成立於 2000 年，面積約 80 帄方公里)，位於

布拉格北邊，它坐落在 Hrensko 和 Chřibská兩個直轄市的拉貝河畔烏

斯季地區(Ú stí nad Labem)之間，並靠近德國邊界，本地自 19 世紀一

直是熱門戶外休閒地點。 

 

 

 

 

 

 

 

 

 

 

 
Figure 2：捷克的國家公園與保護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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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目前有 4 個國家公園，分別是 České Švýcarsko 、Krkonose、

Podyji、Sumava 等，另外有包含 Beskydy 等大約 30 個保護景觀區

(Protected Landscape Areas),而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位於北邊，是目前捷克重點生物區生存區域，捷克政府

單位也積極維護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系統讓生態環境能夠永續發展。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最著名的是

獨特的岩石地形，有許多絢麗地景及怪石群，另外也有美麗的溪流峽

谷。由於此處保留原始樣貌，因此許多的野生動物及少見的物種。捷

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規劃旅遊路線景點

以提供遊客以徒步、自行車等體驗自然之美。此處最著名的地點就是

Pravcicka Brána (Gate)、Dolsky Mill、the Gorges of the Kamenice、

Mary ś view point 等地，其中 Pravcicka Brána 的拱岩聞名歐洲。 

    本次考察團成員徒步參觀 Kamnitz Gorge 景觀，此處為 Kamnitz 

河所形成的砂岩(sandstone rocks)地形峽谷，地點靠近波希米亞瑞士國

家公園(Bohemian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的Hřensko。而Kamnitz 河

劃分向下切蝕河谷，產生約 50 公尺至 150 公尺高的峽谷地形。而國

家公園的步道算是完備，對於休閒或登山挑戰者，皆有不同選擇，因

此這邊的步道以難度分路線，例如黃色路線可走較有一點挑戰的峽谷

Figure 30：捷克瑞士國家公園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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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and Silent Gorge)，有些地點甚至需要渡船才能通行。此處地形

如同臺灣縮小版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峽谷地形，小巧而精緻，本考

察團行進國家公園步道，處處發現驚奇。 

 

 

 

 

 

 

 

 

 

 

 

 

 

 

 

 

 

 

 

 

 

 

 

 

 

 

 

捷克瑞士國家公園(Czech Switzerland National Park)除了歐洲著

名獨特的岩石地形，此處也有稀有的物種，動物部分目前有火蠑螈

Fire salamanders (Salamandra salamandra)、黑鸛 Black Stork(Ciconia 

nigra)、猞猁 Eurasian Lynx (Lynx lynx)、歐亞鷹鴞 Eurasian Eagle 

Figure 31：砂岩(sandstone rocks)地形峽谷 

Figure 32：Pravcicka Brána 拱岩 



 43 

Owl(Bubo bubo)、遊隼 Peregrine Falcon (Falco peregrinus)，植物部分

有 馬 什 拉 布 拉 多 茶 Marsh Labrador Tea (Ledum plaustre)Stiff 

Clubmoss(Lycopodium annotium) 、 紫 花 毛 地 黃 Purple 

Foxglove(Digitalis Purpurea) 、 蘩 縷 冬 青 Chickweed wintergreen 

(Trientalis europaea)，是目前歐洲亟需保護的物種。 

 

  

 

 

 

 

 

 

 

 
 
 

Figure 33：Chickweed wintergreen Figure 34：Fire salamanders 

Figure 35：Marsh Labrador Tea Figure 36：Peregrine Falcon 

Figure 37：Purple Foxglove Figure 38：Black St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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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建議事項 

一、培訓濕地專業人才 

在臺灣濕地的棲地復育操作過程中，有許多民間單位正在努力

中，例如：臺灣濕地學會、荒野保護協會、臺灣濕地保護聯盟、各縣

市項會…等，這些濕地專業人才可以整合每一項細部環節，例如在教

育宣導時，讓民眾了解水、空氣及有機物質的循環在濕地中所扮演的

角色，並包含了教授環境實用技能等管理工作。而且濕地專業人才可

以對於景觀生態相關議題，提供對土地適宜性管理分析策略。長期以

來人們對濕地功能的片面認識導致濕地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喪失和退

化。目前，濕地保護與生態修護引起全球關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

國家正開展積極的生態修復與建設。但由於專業技術能力的相對落後

及專門人才的匱乏，許多濕地建設與保護工作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因

此人才培訓的特別重要，正確的工作方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地景工

程，更讓當地人參與濕地復育工作創造就業機會。因此，我們可透過

一些具歷史意義或特殊用途的植物物種的介紹，促進對於濕地的參與

興趣，增加想像及探究空間，甚至以濕地植物自然藥學促進自然療

法，以減少城市地區醫療研究及開銷的浪費。讓參訪遊客了解具有歷

史意義的民俗植物，更可促進當地特有民族文化的延續性，這些濕地

教育等都必頇仰賴專業人才，因此有計畫的培訓是必要的。 

    2010-2015年濕地區域行動計畫（RSPA）合作備忘錄揭櫫雙方合

作計畫，因此建議編列經費，由政府補助出國至 SWS指定學術機構從

事濕地研究、保育、復育及經營管理等計畫。 

         

二、濕地相關單位整合 

濕地則具有多方面功能。濕地除提供人類生產使用、野生物棲息

環境外，對於水資源的淨化、涵養、保育及調節，都有重大的作用。

然而過去對於濕地與水資源卻甚少由整合性的管理著眼，所知實例即

為分散與短缺。因此在必頇檢討在不同政府層級中水與濕地的管理狀

況，並發掘濕地、水和保育進行整合管理的機會、限制和威脅，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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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一套連貫性的行動與步驟，以凝聚有利的作業過程。目前臺灣濕

地的管理，因為有各種因素目的而有不同的尺度，包括了從地方級到

國家級及國際級的尺度，以及各種樣區（site-based）的架構。因此

各級管理濕地的單位及權責不一，跨部會間的協調溝通，造成濕地管

理維護上的問題，因此突顯訂定濕地法的重要，以明確劃分權責。 

    由參訪捷克環境部得知，目前捷克管理濕地權責單位由自然及景

觀保護局所統籌管轄，而目前政府改造工程未來中央政府也將成立環

境資源部，由於濕地牽涉自然環境中水、土、林等環境資源分別，且

依據目前政府組織架構之中，由不同部會署局掌理，例如環保署、林

務局、水利署、各縣市政府…等，因權責分散，難以整合各項濕地資

源，且各自針對自身執掌濕地環境問題，提出片面的解決方案，影響

整體行政效率，因此建議環境資源部下成立管理全國濕地的權責單

位，以統合濕地資源規劃與濕地保育事宜。 

三、持續國際交流合作 

 本次參訪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觀摩國際濕地保育做法，因此持

續參與國際會議，我國可考慮加入會員國或成為觀察員，例如拉姆薩

公約（Ramsar Convention）；未來會議時，亦盡可能派員持續參加，

以增進國際瞭解和相關之合作互助。環境外交是臺灣拓展外交與推動

國內保育工作的雙贏策略。臺灣眾所皆知的外交困境，使政府機構甚

至民間團體無法充分參與國際事務，為臺灣在國際上爭取合理的地

位。目前全球化的環境問題受到各國的重視，在聯合國體系下的公約

組織（或稱拉姆薩爾公約），在近年來已被運作成為全球環境政策的

重要制訂與推行機制，不僅關係環境與生態資源之保護，亦涉及經濟

與貿易活動之規範與管制。基於環境是一跨國境、全球性之議題，加

上國內特有的環境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價值，臺灣在環境議題與國際環

境事務上應有充分的正當性來參與，藉以突破外交困境，促進與他國

之交流，並提升國內的環境與生活品質。參與國際會議在於拓展中華

民國的環保外交實力、增進對國際環境事務之瞭解、吸收國際保育資

訊、進行與他國政府或民間團體之交流與結盟，並藉此經驗評估臺灣

未來參與國際環境公約與環境事務之具體策略。其他相關的網絡與次

級組織，也宜以非政府組織或學者方式，積極加入，強化經常性之合

作。在相關國際公約的研究方面，應予鼓勵，以探討其對於臺灣的限

制和機會，俾發掘有利之參與機會。目前在海外會議參與中，建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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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下列表單進行事先規劃，以保留海峽兩岸及國際舞臺發表及揮灑之

空間。 

    2012 年 SWS 年會將於美國佛羅里達州辦理，建議持續派員參與

年會，並邀請 SWS專家學者來臺辦理各項研討會及工作坊等。為爭取

2016 年 SWS 來臺舉辦年會，目前因為中國大陸積極爭取 2016 年 SWS

世界大會（五年一度）之主辦權中，且 SWS亦有意願至亞洲辦理世界

大會。根據歷年總會會長建議，應提早規劃，留置籌備之經費，並每

年在年會（2012~2015年）中表達我方積極之主辦意願，密切配合 SWS

總會及亞洲委員會之需求，可於今年（2011）年儘早與 Dr. Ben Lapage

協商，才能有辦理契機。 

   

Table 4：2011-2016 年宣導辦理海外濕地學術研討會活動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2011年 10月 13日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 2011年亞洲濕地論壇 

2012年 4月 馬來西亞沙勞越 2012年 SWS第二屆亞洲

濕地大會 

2012年 7月 3～8日 美國佛羅里達州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

2012年年會 

2015年 (徵詢台灣主辦意願中，需要儘

速回復) 

2015年 SWS第三屆亞洲

濕地大會 

2016年 (徵詢台灣主辦意願中，需要儘

速回復) 

2016年 SWS 世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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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報告摘要 

The Promulg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Conserv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2011-2016), Taiwan, ROC 

Wei-Ta Fang 

Country Designate of Taiwan, SWS Asia Chapter; Assistant Professor, Chu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300, ROC. *Email: wawaf@hotmail.com  

Abstract 

According to Taipei Declaration on Asian Wetlands (2008), “Wetlands are habitats 

rich in biodiversity and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ecosystems on Earth. About one 

third of world's wetlands are located in Asia” (1st SWS Asia Chapter‟s Convention, 

hosted by the CPA, ROC (Taiwan)).  However, “Asian wetlands a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from human activities including habitat modification for 

agriculture and aquaculture, introduction of invasive species, poorly plann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initial contributors of 

wetland conservation in Asi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PAMI) determined to 

promulgate a brand new Conserv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Wetlands of Importance, 

82 sites, for the new era of 2011-2016. This program of five-year terms, according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2010-2015 with SWS, provides a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s followed by the enactments, “Article 18 of the Basic 

Environment Act”. The results in forthcoming studies will achieve contents as follows, 

such as: ec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database collections,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of wetland ecological survey, wetland carbon sink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systems on global warming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projects of wetlands,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technology,„Ramsar 

Citizen: Guardian‟, to detect and inform current illegal activity image on wetland 

online by cellular phones (i.e., iPhone) in cyber-aided systems. The CPA will be in 

charge of wetland science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to communicate interaction 

issues through cyber systems between wetlands and the civic societies in Taiwan.   

Case Studies: Taoyuan Tableland, with thousands of agricultural ponds, has form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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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he main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ponds is to provide 

irrigation purposes. They provide ecological benefits for all kinds of birds and aquatic 

animals.  Since the pressure of urbanization and anthropogenic development, some 

ponds gradually disappear. To protect bird diversity, I used logistic analysis as well as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find the driving forces regarding to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bi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ird diversity is relative to landscape, 

especially located at the axis of the threshold to 1 and 1.5. Then, landscape indicators 

represent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with landscape matrix,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atchiness, and pond patchiness, etc. Using this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results can also be 

appropriate to maintain the landscape to prevent birds‟ diversit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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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SWS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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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著重於研究人類土地利用和所在地域自然生態系統之間交互影響，包括以最大努力

求取埤塘當地鳥類、景觀等因素之地理資訊系統建置，並了解地理環境和城市發展之相互

作用，以達到在不同階層上，能到跨越不同的門檻，朝向嚴謹之環境研究指標上，求取更

優質之成果。本計畫將進一步將所得之結果，整合過去學者對埤塘變遷議題之研究及政府

開發政策、地方發展與規劃、經濟發展等人文要素之影響，討論與驗證影響埤塘變遷之原

因，用於了解埤塘於自然環境背景與人文發展下，在各年代變遷之歷程。在本研究中，將

桃園埤塘之景觀構成因素數化，依其於景觀生態學中之意義，探討其在環境中之整體結

構、各景觀構成因子之功能與整體環境之變化關係。藉由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並且結合

未來臺灣濕地保育國際研習及交流合作計畫之執行，相關國外研討會論文集將納為期刊論

文(SCI, EI Compendex and ISTP)，並賡續發表國際專書之專章，使我國濕地保育與國際

濕地保育行動接軌，增加我國埤塘濕地學術發表之國際曝光程度，並促使我國濕地發展建

立復育、保育、教育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