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目的

金門歐亞水獺親緣譜系及族群動態研究（3/3）

戰地戒嚴任務結束後，金門陸續展開各項開發，

野生動物的生存與地方開發的衝突日益明顯，導

致當地的歐亞水獺族群的生存面臨巨大生存壓

力。為了妥善策畫金門歐亞水獺族群的保育工

作，本計畫持續瞭解監測族群動態，進行族群量

及族群結構調查與研究，擴建水獺個體資料庫，

以建立金門水獺重要基本生物學資訊，為日後擬

定物種保育策略提供基礎資訊。

重要發現

建議

研究方法

年度研究結果

1. 每季一次進行金門水獺棲地野外調查及排遺樣本蒐集，透過分子生
物學微衛星個體鑑定技術分析排遺樣本中微量的水獺DNA並鑑定個
體，藉以推測歐亞水獺在金門島的分佈情況。

2. 利用DNA資料帶有遺傳訊息的特性，分析水獺個體間的親緣遠近，建
立金門水獺親緣譜系及族群結構假說。

3. 結合個體鑑定結果與排遺樣本地理位置紀錄，連結個體與棲地之關聯
性，推論不同個體對於棲地偏好的差異。

4. 比較往年個體出現資訊及族群結構，研判長期乾旱對於金門水獺造成
的干擾與影響。

1. 本年度總共調查了61個樣
點，包括金門本島東半
島36個樣點、西半島15
個樣點、中央地區7個樣
點，以及烈嶼8個樣點，
共採得507件新鮮排遺樣
本。

金門水獺族群動態假說
金門水獺族群應非封閉族群，個體有能力跨
越海域自由出入金門。然而在鄰近地區並無
發現其他穩定發展的水獺族群的前提下，推
測只會有水獺個體移出金門，族群應為只出
不進的半開放狀態。但也有記錄顯示有些個
體可能長期離開金門後再次渡海回到金門島
上棲息，具有更寬廣的生存領域，金門只是
其棲地的一部分，不會時時定居於此。

金門為華南沿海地區歐亞水獺的
繁殖熱點
每年的調查資料都可發現比例極高的新
個體，但是這些個體絕大部分在出現一
兩季後就消失於金門，不再被調查到，
推測應為幼獸離乳成長後離開金門另覓
棲地，不再停留於金門。這些數量眾多
的外移新個體顯示金門是歐亞水獺重要
的繁殖場域，也是鄰近華南沿海地區歐
亞水獺活動及繁殖的核心棲地。

1. 掌握棲地現況，保持水域間通道暢通，將周緣溝渠清淤清理
納為主管單位湖庫疏濬固定工作項目。

2. 乾旱後水域中的淡水域原生種魚類族群需要人為介入予以補
充復育。

3. 設置金門水獺族群資料庫網路科普推廣平台，提升民眾對於
水獺保育工作的認同。

4. 進一步開展金門歐亞水獺更深入的生態研究，可對其沿海族
群食性生態及塑膠微粒干擾現況等與環境的互動進行研究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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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歲以上可能達性成
熟的個體僅有17隻，
其他的145隻都是2歲
以下的年輕個體，其
中第一次被記錄到的
新個體多達133隻，
佔整年度鑑定個體的
82.10%。

3. 藉由個體間DNA資訊的變
異程度，更新金門水獺
的親緣譜系資料，確認
金門水獺可以棲地利用
及親緣關係劃分為四個
家族，並從中辨識出族
群繁殖貢獻度高的個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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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點: 有採到新鮮排遺

4. 成年水獺在金門族群中
比例相當少，但這些定
居的個體應該才能代表
金門水獺的族群狀態，
其長期居留的棲地可以
當作重要棲地及繁殖熱
區的辨識指標。

遺傳親緣分析
在粒線體DNA層級的分析
研究如預期般觀察到金門
水獺的遺傳歧異度相當
低，但在同一批樣本中微
衛星層級的核DNA遺傳訊
息卻沒有觀察到基因窄化
的情況出現。利用粒線體
DNA的比較研究得知金門
和臺灣的族群親緣關係最
為接近。

號碼表示超過5歲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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