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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外 線 攝 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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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打 火 機 生 火

魚 蝦 籠
溪 流 調 查

穿山甲遺骸挖掘
校 園 物 種
穿 越 線 調 查

各組規劃一條穿越校園的路
線，沿路調查行經可見的物種，
並做下紀錄，以做出來的調查
報告推估校園內的物種豐富度
及 路 徑 上 的 物 種 習 性 。

除了文獻查找、社區訪談靜
態調查外，戶外動態調查也十
分重要，藉由挖掘失去追蹤的
穿山甲，體驗調查人員的辛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
畢業的登山社社長的介紹下
瞭解野外調查的所需的裝備
以及使用，以及野外調查常
發生的突發情況和趣事。

紅外線攝影機的紀錄是野外調
查很重要的一環，能夠長時間
紀錄動物的同時，又不需要調
查人員長期待在野外。憑藉在
學校架設相機拍攝穿山甲，為
未來野外調查作練習和準備。

在野外作調查的時候常常需
要過夜，因此生火成為了至關
重要的部分，在不借用打火機
的情況下，從撿材、搭起地基
到生火全數由同學們練習，以
此模擬野外無中生有的過程。

除去陸地上的調查，溪流
內豐富的物種也是調查的一
環，各組挑選溪流放置魚蝦
籠並在隔天取回，最後量測
長度大小種類，以此了解溪
流 內 的 物 種 豐 富 度 。

魚蝦籠

生態的保育並非待在教室紙上談兵
能夠解決，這堂課除了教室內知識
的傳授外，十分注重野外的實作。
配合南投豐富的物種及多樣化的環
境，展開各式各樣的調查及學習。

調查報告

型 值 測 量

判別出物種後，如何精
確的描述捕捉到物種也
是一門學問，統一的量
測方式不但能更精確地
描述捕捉物，更能使得
報告內容的參考性提高。

魚 蝦 辨 識

野外調查後最重要的無
非是做出調查的總結報告，
一個魚蝦籠內的物種也並
非只有一種魚，所以如何
辨識生物種類挑出生物特
徵，並以圖鑑等工具判別
物 種 非 常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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