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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胃內含物分析法研究武陵地區之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斯

文豪氏赤蛙(Odorrana swinhoana)與梭德氏赤蛙(Rana sauteri)之食性，並探討其攝食

策略。結果發現三種青蛙的食物都是以節肢動物為主，且以昆蟲佔最大比例。盤古

蟾蜍之主要食物類別為鞘翅目、雙翅目與膜翅目；斯文豪氏赤蛙為蜘蛛目、雙翅目

與無尾目；梭德氏赤蛙則為雙翅目、蜘蛛目與鞘翅目。三種青蛙的食性重疊度分別

為盤古蟾蜍與梭德氏赤蛙的 0.782；斯文豪氏赤蛙與梭德氏赤蛙的 0.592；盤古蟾蜍

與斯文豪氏赤蛙的 0.516。三種青蛙食性重疊度雖高，但因棲地區隔或某些食物類

別之差異等因素，仍能共域於相同環境。食性寬度分別為斯文豪氏赤蛙 0.859、梭

德氏赤蛙 0.734 與盤古蟾蜍 0.719。三種青蛙中以盤古蟾蜍與梭德氏赤蛙之攝食策

略較為相似，斯文豪氏赤蛙與前兩種差異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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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habits of three sympatric frog species, Bufo bankorensis, 

Odorrana swinhoana and Rana sauteri, were investigated by stomach content analysis 

in the Wulin area. All three species fed mainly on arthropods, in particular insects. The 

diet of B. bankorensis consisted primarily of the orders Coleoptera, Diptera, and 

Hymenoptera; that of O. swinhoana were primarily of Araneae, Diptera, and Anura; and 

R. sauteri, Diptera, Araneae, and Coleoptera. Food niche overlap index was highest 

between B. bankorensis and R.sauteri (0.782), followed by that between O. swinhoana 

and R. sauteri (0.592), and lowest between B. bankorensis and O. swinhoana (0.516). 

Although food niche overlap was high, a few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diet composition 

and habitat preference. The food niche breadth index of O. swinhoana was highest 

(0.859), followed by R. sauteri (0.734) and B. bankorensis (0.719). We suggest that the 

feeding strategies were more similar between B. bankorensis and R. sauteri among the 

three stream breeding anurans. 

Keywords: food habits, feeding strategy, Bufo bankorensis, Odorrana swinhoana, 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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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兩棲類在生態系中扮演重要的能量傳遞

功能(Cogălniccanu et al. 2000)。在食物網中，

兩棲類通常為次級消費者，主要攝食環境中的

無脊椎動物，然後將大部分攝取的能量轉換成

為本身的生物量，僅少數能量用於維持自身代

謝，之後成為蛇類、鳥類等動物的食物，進而

成 為 環 境 中 主 要 的 生 物 量 提 供 者

(Cogălniccanu et al. 2000)，因此兩棲類是生態

系中良好的能量傳輸中繼站。而且因為兩棲類

特殊的生活史特徵，幼體為水生，成體在生殖

季時會利用水域環境生殖交配，其餘時間會遷

往附近之森林底層等陸域環境棲息、覓食

(Richter et al. 2001, Regosin et al. 2003, 

Greenberg and Tanner 2004)，使其在食物網中

的影響力連結了水域與陸域。因此，對於兩棲

類在食物網中所扮演的角色亟待深入了解，而

由食性研究，可以幫助解答這類問題。 

在研究兩棲類的族群與群聚時，食性研究

是非常基礎而且重要的生態資料 (Hirai 

2002)，諸如形態、覓食策略或禦敵行為等皆

與食性有關(Toft 1980)，而且食性資料可應用

於物種保育、競爭、活動模式等研究(Toft 1980, 

Hirai and Matsui 2001)。因此兩棲類食性的研

究(e.g. Toft 1980, Ovaska 1991, Cogălniccanu et 

al. 2000)，對於了解兩棲類的基礎生態特性與

描述其生態區位有極大的幫助。 

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斯文豪氏赤

蛙(Odorrana swinhoana)與梭德氏赤蛙(Rana 

sauteri)為台灣地區常見的溪流生殖蛙類，均廣

泛分布於全省各地。盤古蟾蜍海拔分布範圍為

0-3000 m；斯文豪氏赤蛙分布範圍為 300-2000 

m；梭德氏赤蛙為 200-3500 m (Kam et al. 1998, 

楊懿如 1998, 呂光洋等 2002)。三種青蛙常有

共域的現象。在相同環境中，共域的蛙類會有

資源分配的現象，而資源分配利用包括了空

間、時間以及食物三個部分(Cogălniccanu et al. 

2000)。以食性的角度來看，由於多數蛙類的

主食都是無脊椎動物(Pough et al. 2004)，因此

在溪流中種間的食物內容不會完全區隔，而不

同種之間面對類似的資源需求，勢必會因資源

(食性差異)或空間(攝食區域)等因子的區隔

下，產生不同的攝食策略或食物組成，因此除

了基本食性調查，本研究更進一步以盤古蟾

蜍、斯文豪氏赤蛙與梭德氏赤蛙為例，討論溪

流兩棲類群聚中種間的食性差異。 

本研究目標以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與

梭德氏赤蛙為對象，分析食物組成，比較種間

之食性差異，藉此建立其食性基礎資料並探討

這三種蛙類在溪流環境中的生態地位。  

 

材料與方法 

 

研究地區位於台中市和平區武陵農場之

七家灣溪流域。武陵農場海拔約 1700-2100 

m，一月均溫約 5℃，七月均溫約 16℃。冬季

為乾季，夏季是雨季(圖 1)。採樣區域以七家

灣溪溪畔為主，並輔以高山溪、桃山北溪與有

勝溪等支流，全區共分九個樣站(圖 2)。 

 

圖 1.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5 月武陵地區月

累積雨量與平均溫度圖(資料來源：思源氣象站) 

實驗期間為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

每兩個月採集調查一次，共完成六次採樣。調

查方法為入夜一小時以後，於各樣區內標定

50 m 長溪段，沿兩岸溪畔以手電筒搜尋並徒

手捕捉所有發現之青蛙。搜尋範圍為溪流水面

以上至遇溪床坡度超過 45∘或樹林等障礙物

為界之河床區域，重複搜尋此 50 m範圍溪段

至不再發現青蛙為止。所捕捉到之青蛙分辨種

類及計算數量，並記錄性別、體長與體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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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捕獲之青蛙麻醉致死後，以 10%福馬林固定

並保存於 70%酒精中。 

 

圖 2. 實驗樣區地圖(黑色線條為道路，灰色線條

為溪流，黑色圓點為樣區位置) 

為確定所使用的樣本數足以達到統計上

的要求，取全年各月份所有青蛙胃內含物資

料，以種為單位，將樣本中所發現食物類別之

累積數目和累積樣本數作相關性分析圖(製作

分析圖之前先將各種青蛙胃內含物中，出現相

對比例小於 10%之食餌類別合併為其他項)，

以了解需多少樣本才有代表性 (Churchfield 

1982) ，並以軟體＂ Species Diversity and 

Richness (Pisces Conservation Ltd. UK 1998)＂

隨機取樣 1,000 次之平均結果，作為評估統計

分析時所需樣本數之依據。結果顯示當梭德氏

赤蛙累積至 10 隻個體時，累積的食餌類群數

可達 90.2%，盤古蟾蜍累積至 9 隻個體時，累

積的食餌類群數可達 92%，而斯文豪氏赤蛙則

是累積至 8 隻個體時，累積的食餌類群數可達

91.8% (圖 3)。因此當標本數目足夠時，梭德

氏赤蛙與盤古蟾蜍各月份不同性別各至少取

10 隻樣本分析胃內含物，而各項統計分析比

較所需之樣本數，也以此為標準。 

取固定完成之樣本解剖，完整取出胃並剖

開後將所有食物碎片置於解剖顯微鏡下觀

察，參考貢穀紳(1979, 1991)、張永仁(1998, 

2001)、Borror et al. (1970, 1981)、McCafferty et 

al. (1983)與 Wallace et al. (1997)等資料，將不

同食物碎片分門別類，分類階層至少鑑定至

綱，但昆蟲至目為止，並計算各食物類別碎片

的總數，如發現胃中有砂石或植物碎片，只註

記有發現但不計數。若發現青蛙胃內無任何食

物碎片，則註記為空腹，並在之後進行各項食

性分析時，排除空腹個體。 

 
圖 3. 武陵地區三種青蛙全年胃內含物分析

中，樣本數與發現平均食餌項目累積數關係圖 

在比較青蛙的食性特性時，以下列各種食

性指標做比較，所有計算皆為食餌碎片數而非

食餌個體數： 

 

一、出現頻率(FO: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代表某食物類別於所有個體中的普遍

性；計算方式為待測樣本之所有個體中出現某

種食物類別的個體數除以總個體數，數值以百

分比方式表示(Hyslop 1980) (ni：含食物類別 i

的個體數；N：個體總數)： 

FOi = ( ni / N ) * 100% 

二、相對重要性(RI: relative importance)： 

代表某一食物類別於食性組成中的相對數

量；計算方式為每個個體中某一食物類別之數

目除以該個體所有食物總數，以算出單一個體

該食物類別之數量百分比，再將所有個體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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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類別的數量百分比相加之後除以總個體

數(Hyslop 1980) (Σ No.i (%)：所有個體中食物

類別 i的數量百分比總和；N：個體總數)： 

RIi = Σ No.i (%) / N 

三、食性寬度(H': food niche breadth)： 

此指標可用來檢視青蛙食物資源利用的

寬窄程度，H'值範圍從 0-∞，數值越大代表食

性寬度越寬，數值越小代表食性寬度越窄

(Krebs 1999) (RIi：單一樣本中食物類別 i的相

對重要性)： 

H' = - Σ RIilog RIi 

四、食性重疊度(Ojk: niche overlap)： 

食性重疊度指標可以檢視兩個樣本之間

食物資源利用的重疊程度，Ojk值範圍從 0-1，

數值越接近 0 代表兩樣本間食物類別越不重

疊，越接近 1 代表兩樣本之間食物利用重疊度

越高(Krebs 1999) (RIij：樣本 j中食物類別 i的

相對重要性；RIik：樣本 k 中食物類別 i 的相

對重要性)： 

Ojk = Σ RIijRIik / ( Σ RIij
2
 Σ RIik

2
 )

1/2
 

計算出現頻率(FO)與相對重要性(RI)，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Microsoft 

Corporation USA 2003)計算，計算食性寬度(H')

與 食 性 重 疊 度 (Ojk) 時 ， 以 Ecological 

Methodology (Krebs 2000)計算。在比較種間的

食性差異時，以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檢測比較，顯著水準定為

0.05，統計試驗以 SYSTAT V. 10 (SYSTAT 

SOFTWARE Inc. USA 2000)分析。 

 

結果 

 

共取 168 隻梭德氏赤蛙個體做胃內含物

分析，空腹個體 18 隻，攝食率為 89.3%。每

隻梭德氏赤蛙胃內發現的食物項目介於 1 至

10 項之間，平均 3.2 項；而每個胃內食物碎片

總數介於 1到 263片之間，平均 54.5片(表 1)。

梭德氏赤蛙胃內含物組成總共可區分為 28 個

類別(表 2)，包括非昆蟲的貧毛綱(蚯蚓)、腹

足綱(蝸牛)、兩生綱的無尾目(幼蛙)、四類蛛

形綱、唇足綱(蜈蚣與蚰蜒)、倍足綱(馬陸)與

軟甲綱的等足目(鼠婦)，以及佔類別數與食物

總數最多的昆蟲綱。昆蟲有 15 個目的成蟲和

3 個目的幼蟲。 

梭德氏赤蛙各食物類別的出現頻率以雙

翅目最高 (73.3%) ，其次分別為鞘翅目

(36.0%)、蜘蛛目(32.7%)、鳞翅目幼蟲(21.3%)

與同翅目(20.7%)；其餘 23 類出現頻率都低於

20%，其中有 11 類出現頻率低於 5% (表 2)。 

雙翅目是梭德氏赤蛙胃內含物中相對重

要性最高的食物類別(34.2%)，且所有食物類

別中只有雙翅目的相對重要性高於 10%，其次

分別為蜘蛛目(9.7%)、鞘翅目(9.1%)與半翅目

(6.2%)，上述四項食物類別相對重要性共佔

59.2%，其餘 24 類相對重要性皆低於 5%，共

佔 34.1% (另有 6.7%無法辨識之碎片) (表 2)。 

雙翅目、蜘蛛目與鞘翅目在梭德氏赤蛙胃

內含物中之出現頻率與相對重要性皆為最高

的前三項，顯示梭德氏赤蛙以這三類無脊椎動

物為主食。 

共分析 117 隻盤古蟾蜍個體之胃內含物，

其中有 12 隻空腹，攝食率為 89.7%。每隻盤

古蟾蜍能發現的食物項目介於 1 至 13 項之

間，平均 4.6 項；單一個體可發現的食物碎片

總數變異很大，介於 1 到 4,772 片之間，平均

為 182.8 片(表 1)。盤古蟾蜍胃內發現的食物

類別與梭德氏赤蛙胃內所發現之 28 個類別完

全相同(表 2)。 

盤古蟾蜍各項食物類別的出現頻率以鞘

翅目(75.2%)、雙翅目(66.7%)與膜翅目(53.3%)

較高，其次分別為鞘翅目幼蟲(31.4%)、蜘蛛

目(28.6%)、鳞翅目幼蟲(28.6%)、同翅目(25.7%)

與半翅目(25.7%)，其餘類別出現頻率都低於

20%，而低於 5%的類別有 12 項(表 2)。 

各類食物相對重要性以鞘翅目最高

(22.1%)，其次為雙翅目(20.3%)、膜翅目(15.0%)

與蜘蛛目(6.8%)，上述四項食物類別相對重要

性共佔 64.2%，其餘 24 個類別相對重要性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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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種青蛙攝食率(%)、胃內含物平均類別數(±SD)與平均碎片數(±SD) 

物種 分析隻數 攝食隻數 攝食率 平均類別數 平均碎片數 

盤古蟾蜍 117 105 89.7 4.6 ± 2.5 182.8 ± 484.2 

斯文豪氏赤蛙 21 19 90.5 3.1 ± 1.8 64.6 ± 78.6 

梭德氏赤蛙 168 150 89.3 3.2 ± 1.9 54.5 ± 53.3 

表 2. 三種青蛙各食物類別之出現頻率(%)與相對重要性(%)。黑體字代表相對重要性 10%以上、
出現頻率 20%以上之數值 

食物類別 

盤古蟾蜍 

(n = 105) 

斯文豪氏赤蛙 

(n = 19) 

梭德氏赤蛙 

(n = 150) 

出現頻率 
相對 

重要性 
出現頻率 

相對 

重要性 
出現頻率 

相對 

重要性 

貧毛綱 1.0 0.2 0 0 0.7 < 0.1 

腹足綱 3.8 0.1 10.5 1.3 3.3 0.2 

兩生綱       

無尾目 3.8 1.6 42.1 10.6 4.0 1.5 

蛛形綱       

蟎蜱亞綱 18.1 0.3 5.3 < 0.1 6.7 0.2 

蜘蛛目 28.6 6.8 36.8 18.9 32.7 9.7 

盲蛛目 4.8 1.5 10.5 3.5 6.7 3.5 

擬蝎目 1.9 0.1 0 0 2.0 0.4 

甲殼綱       

十足目 0 0 5.3 1.4 0 0 

唇足綱 3.8 1.2 15.8 9.3 2.0 0.1 

倍足綱 15.2 2.9 5.3 2.1 2.0 0.3 

軟甲綱       

等足目 4.8 0.8 0 0 5.3 0.1 

昆蟲綱       

蜚蠊目 1.9 0.2 0 0 4.0 1.8 

鞘翅目 75.2 22.1 31.6 5.0 36.0 9.1 

鞘翅目幼蟲 31.4 2.9 0 0 5.3 0.4 

彈尾目 19.0 2.6 0 0 11.3 1.3 

嚙蟲目 2.9 1.0 0 0 4.7 0.7 

革翅目 8.6 1.1 0 0 7.3 2.1 

雙翅目 66.7 20.3 21.1 10.7 73.3 34.2 

雙翅目幼蟲 5.7 0.2 0 0 10.7 1.7 

蜉蝣目 8.6 1.4 26.3 9.6 4.0 2.1 

半翅目 25.7 2.8 10.5 0.8 16.7 6.2 

同翅目 25.7 1.5 10.5 3.4 20.7 4.4 

膜翅目 53.3 15.0 5.3 2.9 9.3 1.5 

鱗翅目 9.5 0.5 26.3 9.5 10.0 2.8 

鱗翅目幼蟲 28.6 2.1 15.8 1.0 21.3 3.5 

廣翅目 2.9 0.1 0 0 2.0 0.7 

直翅目 1.0 < 0.1 5.3 4.6 2.0 0.1 

襀翅目 1.0 < 0.1 10.5 3.7 6.0 1.1 

毛翅目 8.6 1.3 10.5 0.8 8.7 3.6 

無法辨識之碎片 38.1 9.5 10.5 0.9 18.7 6.7 

碎石與植物碎片 73.5 - 66.7 - 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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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5%，共佔 26.3% (另有 9.5%無法辨識之

碎片) (表 2)。 

盤古蟾蜍的食物組成中，鞘翅目、雙翅目

與膜翅目的出現頻率與相對重要性都最高，顯

示這三類昆蟲為盤古蟾蜍的主食。 

斯文豪氏赤蛙為全年採集樣本最少的物

種，僅捕獲 21 隻，胃內含物分析結果有 2 隻

空腹個體，攝食率為 90.5% (表 1)。每隻斯文

豪氏赤蛙發現的食物項目介於 1 至 9 項之間，

平均 3.1 項；單一個體可發現食物碎片總數介

於 1 到 272 片之間，平均 64.6 片(表 1)。斯文

豪氏赤蛙胃內含物總共可區分為 19個類別(表 

2)，包括只在此種發現的甲殼綱十足目(螃

蟹)，以及腹足綱、兩生綱的無尾目、蛛形綱

三類、唇足綱與倍足綱，並有佔類別數與總數

最多的昆蟲綱。昆蟲包括 10 個目的成蟲和一

個目(鳞翅目)的幼蟲。 

各食物類別的出現頻率，以兩生綱無尾目

(42.1%)、蜘蛛目(36.8%)、鞘翅目(31.6%)、蜉

蝣目(26.3%)、鳞翅目(26.3%)與雙翅目(21.1%)

較高，其餘 13 類都在 20%以下(表 2)。 

胃內含物中，相對重要性較高的為蜘蛛目

(18.9%)、雙翅目(10.7%)與無尾目(10.6%)，其

次為蜉蝣目(9.6%)、鱗翅目(9.5%)、唇足綱

(9.3%)、鞘翅目(5%)。上述類別相對重要性共

佔 73.6%，其他項目佔 25.5% (無法辨識之碎

片佔 0.9%) (表 2)。 

斯文豪氏赤蛙的食物中，無尾目、蜘蛛目

與雙翅目的出現頻率與相對重要性都佔很高

比例，顯示斯文豪氏赤蛙的主食為無尾目、蜘

蛛目與雙翅目。此外，蜉蝣目與鳞翅目的出現

頻率與相對重要性分別為第四、第五高，因此

也是斯文豪氏赤蛙的主食之一。雖然鞘翅目出

現頻率為第三高，但是其相對重要性僅佔

5.0%。 

以 MANOVA 比較三種青蛙之食物組成，

發現三種青蛙之間有顯著差異(p < 0.05)。但三

種青蛙的食物中，雙翅目、鞘翅目與蜘蛛目等

類別都占有相當比重，可看出三個物種在食物

組成上雖有差異，但仍會共同利用某些食餌資

源。 

三種青蛙的食性重疊度以盤古蟾蜍與梭

德氏赤蛙最高(Ojk = 0.782)，斯文豪氏赤蛙與梭

德氏赤蛙次之(Ojk = 0.592)，盤古蟾蜍與斯文豪

氏赤蛙最低(Ojk = 0.516) (表 3)。由三種青蛙的

食餌內容可進一步確認：盤古蟾蜍與梭德氏赤

蛙所發現的 28 個食物類別都一樣，但其中有

10 類食物未在斯文豪氏赤蛙中發現；另外，

斯文豪氏赤蛙胃中的十足目，則未在另兩種發

現(表 2)。 

食性寬度以斯文豪氏赤蛙最高 (H' = 

0.859)，梭德氏赤蛙(H' = 0.734)與盤古蟾蜍較

相似(H' = 0.719) (表 3)。顯示斯文豪氏赤蛙相

較於另兩種，所利用的食物類別較為廣泛。 

綜合上述，三種青蛙中以盤古蟾蜍與梭德

氏赤蛙之攝食策略較為相似，斯文豪氏赤蛙與

前兩種差異較大。 

 

討論 

 

從事食性研究時，可以用計算數量、量測

面積或估算體積等方式估算胃內含物的量

(Hyslop 1980)，一般以體積估算法較能代表食

餌的貢獻度。本研究以計算食餌碎片數量的方

式研究青蛙食性。食餌經過消化後常已破碎成

許多碎片，且不同類型食餌的破碎程度不一，

譬如體積大的鱗翅目幼蟲、幼蛙等較不容易破

碎，而體積小的節肢動物卻常被分解成數十或

數百塊，如此在計算各類食餌對青蛙的貢獻時

誤差會較大。但青蛙胃內的食餌數量常超過數

百，少數個體達數千，如需進一步估算食餌體

積，將是極大的工作量，此限制使本研究無法

以體積法研究青蛙的食性。雖以計數法有此缺

表 3. 三種青蛙發現食物類別數、食性寬度與

種間食性重疊度 

 盤古蟾蜍 斯文豪氏赤蛙 梭德氏赤蛙 

食物類別數 28 19 28 

食性寬度 0.719 0.859 0.734 

食性重疊度 盤古蟾蜍 斯文豪氏赤蛙 梭德氏赤蛙 

盤古蟾蜍 - 0.516 0.782 

斯文豪氏赤蛙  - 0.592 

梭德氏赤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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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在瞭解青蛙食物種類、比較種間差異、

探討生態意義等分析時仍為有用的資料。 

三種青蛙之間，以盤古蟾蜍與梭德氏赤蛙

的食性重疊度最高，且攝食策略相似，最有可

能產生競爭。但是如果七家灣溪流域中無脊椎

動物的數量足以充分供給區域內之兩棲類使

用，就不會造成食物上之競爭。另外，兩物種

在空間的利用上不甚相同。由各月份採樣結果

顯示，9 至 11 月是梭德氏赤蛙的繁殖季，這段

時間梭德氏赤蛙大量出現於溪岸邊生殖，此時

在溪岸的盤古蟾蜍數量相對較少；而盤古蟾蜍

生殖季在 4 月與 6 月，當盤古蟾蜍聚集於溪岸

生殖時，梭德氏赤蛙數量就相對較少。由此可

知兩種青蛙在溪流空間的利用上有資源分配

的現象。類似的結果已在溪流環境的蛙類群聚

研究中被發現(朱哲民 1996)。由於多數兩生類

在生殖季結束後會遷往鄰近之森林底層棲

息、覓食(Richter et al. 2001, Regosin et al. 2003, 

Greenberg and Tanner 2004)，盤古蟾蜍與梭德

氏赤蛙可能也有類似的遷徙行為。當兩物種對

生殖區域利用的時間不同，遷往覓食環境的時

間就不重疊，由此可以推測這樣的棲地區隔，

可以讓同是對無脊椎動物有大量需求的梭德

氏赤蛙與盤古蟾蜍可以共域棲息於七家灣溪。 

雖然盤古蟾蜍與梭德氏赤蛙的食性重疊

度高，但檢視其食性組成，可以發現盤古蟾蜍

的主食(食物類別相對重要性較高者)為鞘翅

目、雙翅目與膜翅目，梭德氏赤蛙的主食為雙

翅目、蜘蛛目與鞘翅目，另斯文豪氏赤蛙之主

食為蜘蛛目、雙翅目與無尾目。雖然三種青蛙

的三類主食中各有重疊，但非完全相同，所以

食物的利用仍有所區隔，可達成資源利用之分

配。 

三種青蛙在食物內容中皆有發現青蛙，其

中斯文豪氏赤蛙為七家灣溪流域中體型最大

的蛙類，其食物內容中，有許多梭德氏赤蛙(21

隻斯文豪氏赤蛙中有 6 隻攝食梭德氏赤蛙，另

有 2 隻攝食不確定物種之幼蛙)。而盤古蟾蜍

與梭德氏赤蛙體型比斯文豪氏赤蛙小，食餌內

容中發現青蛙的比例較少，而且都是幼蛙(168

隻梭德氏赤蛙中有 6 隻攝食幼蛙；117 隻盤古

蟾蜍中有 4 隻攝食幼蛙)，可知三種青蛙之間

的關係，除了有可能是競爭者之外，也是捕食

者與被捕食者之間的關係 (e.g. Wu et al. 

2005)。這三種青蛙在過去的文獻中沒有被發

現捕食同類的現象，類似的結果僅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捕食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杜銘章、呂光洋 1982)。七家灣溪

中梭德氏赤蛙與盤古蟾蜍蝌蚪集中在六月變

態，三種青蛙食幼蛙時間亦集中在 6 月；食梭

德氏赤蛙成蛙的斯文豪氏赤蛙都在 9 月(梭德

氏赤蛙生殖季，大量聚集於水岸邊)發現，顯

示三種青蛙在被捕食者大量出現時較有機會

攝食同類。 

本研究結果盤古蟾蜍的食性組成與杜銘

章、呂光洋(1982)的研究相似。該研究之樣本

分別於七個不同區域採得，與本研究相比，在

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盤古蟾蜍的食性仍相似，

顯示盤古蟾蜍可能對食物有其偏好。斯文豪氏

赤蛙的食性組成除蜘蛛目以外，其餘食物類別

與前人研究(杜銘章、呂光洋 1982, 馬曉筠等 

1992, Kam et al. 1998)多不相同，顯示各種青

蛙除了食餌組成不同外，食性策略可能也不一

樣。但台灣目前有關兩生類食性的研究都僅是

分析胃內含物，如能在未來將食性資料與環境

中的昆蟲相做比對，應能更完整瞭解各種兩生

類的食性偏好以及攝食策略。 

 

結論 

 

本研究發現武陵七家灣溪流域中共域的

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與梭德氏赤蛙的主要

食物來源是無脊椎動物，且以昆蟲佔最大部

分，因此可知蛙類與環境中的無脊椎動物群聚

有密切關係。三種青蛙中，以盤古蟾蜍與梭德

氏赤蛙之食性組成較為相似，斯文豪氏赤蛙與

前兩者差異較大。此外，三種青蛙之間除了是

競爭者關係以外，也存在著掠食者與被掠食者

的關係。本研究提供一份關於溪流蛙類食性的

基礎資料，此類調查對於進一步之相關生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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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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