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車籠埤「利農橋-萬豐橋」段生態調查方法概述 

 植物： 

調查日期：水域植物 110.09.06；陸域植物 110.09.07。 

調查人員：卿智綱、陳育軒、涂淑美。 

本區水道僅長度僅約 500 公尺，且為線狀區域，故採全面性

的地毯式調查。 

水域植物調查，調查員著半身水褲由利農橋進入水道，沿水

路順流行至工程起點霧-36 號小橋，沿途記錄發現之物種，並進

行拍照，對不易接近的過小植株亦透過相片進行鑑識，返程再搜

尋遺漏物種；續由利農橋仍循水路逆流行至萬豐橋，同樣進行觀

察記錄，於萬豐橋結束調查。 

陸域植物調查，全程右岸僅有岸壁牆面的植物，已於水域植

物調查時涵蓋。左岸下游段由利農橋進入菜園進行普查，除野生

植物外，農作物記錄木本植物及常態性草本植物，至於季節性蔬

菜則不納入紀錄；上游段則循農業試驗所園區邊岸，沿途調查至

匯流處，再向右側（西側）水道延伸約 50 公尺，以調查岸壁植物

及園區近岸處植物為主，兼及水域植物，匯流處水道間荒地於對

岸，且因岸壁過高無法進入，以隔岸目視記錄主要物種。 

 魚類： 

 調查日期：110.09.06。 

 調查人員：詹見平、王丕宏、洪維城。 

魚類調查兼採電捕法及誘捕法，電捕由 1 人操作，路線同水

域植物調查路線；誘捕以市售萬能餌加米飯揉製飯糰，烤香後做

為誘餌，選取三處禾草叢旁水流稍緩處佈網，每隔 20 至 30 分鐘

收網並更換餌料，易地繼續佈網，至電捕結束後同時結束。 

捕得魚體一一拍照，以利於電腦觀察細部特徵進行鑑定，並

利用相片背景刻度量測魚體體長，進行記錄；拍照後魚類均予釋



回水域。 

 底棲生物: 

 調查日期：110.09.06。 

 調查人員：鄭清海（蝦蟹）；陳育軒、涂淑美（貝類）。 

蝦蟹類調查以沿岸目視為主，並輔以進入水道同水域植物調

查路線，搜尋可能棲地進行調查，魚類電捕偶獲之個體亦納入紀

錄。 

貝類方面亦同於蝦蟹類調查方式，另輔以蘇伯氏網採集細微

貝類，同時觀察居民撈起棄置之淤泥，以瞭解潛藏於泥下之物種。 

 鳥類： 

 調查日期：110.09.04 上午 5：40；下午 3：40。 

 調查人員：陳華香。 

設定水道東、西側各約 200 公尺，工程南端萬豐橋往南延伸

100 公尺，工程起點霧-36 號小橋（北端）往北 100 公尺為鳥類調

查範圍。採穿越線調查法，沿途記錄目視及聽音發現的鳥種，西

向由工程起點霧-36 號小橋霧-36 號小橋往西經社區至農田處，順

路轉北 100 公尺；東向則採二路線，上午由萬豐社區環山步道往

裡 200 公尺，下午沿味全公司南側步道往東續行 200 公尺。另於

工程起點霧-36 號小橋霧-36 號橋、利農橋、萬豐橋三處做較長時

間的定點觀察，以觀察水域鳥種為主。 

 哺乳類： 

 調查日期：(一)110.09.06～110.09.07。 

(二)110.09.07～110.09.10。 

 調查人員：陳育軒、涂淑美。 

以薛蔓氏鼠籠為調查工具，內部置以塗抹花生醬的甘藷塊，

於利農橋兩端各佈設鼠籠 2 具，共 4 具。捕得個體輔以拍照進行

鑑識，拍照完成後予以釋回。 



 兩棲類： 

 調查日期：110.09.10 夜間。 

 調查人員：賴俊宏；陳岳峯、陳英蘭、方玉興。 

調查時間選擇兩棲類活動較旺盛的夜間進行。本區水域流速

湍急，且幾乎沒有靜水域，不利於兩棲類生存與活動，故不進入

水道進行調查，而於工程起點霧-36 號小橋、利農橋、萬豐橋及

其對面稻田 4 處以聽音觀察。穿越線以利農橋為起點，往北進入

左岸菜園至其盡頭搜索，往南則沿左岸邊溝至匯流處進行聽音，

並搜索農業試驗所園區臨岸區域。 

 爬蟲類： 

 調查日期：110.09.06；110.09.10。 

 調查人員：王丕宏；洪維城、陳岳峯、賴俊宏。 

日間調查於魚類調查時同步進行，搜尋活動的個體及痕跡，

如有電捕所得爬蟲類則納入紀錄；夜間調查併同兩棲類調查進行，

於搜索兩棲類時一併關注爬蟲類，並額外留意民宅燈下牆面、電

線桿上可能出沒的壁虎。 

 蜻蜓類 

 調查日期：110.09.10。 

 調查人員：詹見平、涂淑美。 

利用魚類調查時同步進行（不同於兼辦爬蟲類調查人員），

主要以利農橋為核心，依環境的可及性擴大調查範圍，以目視及

拍照記錄來往飛行活動的蜓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