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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在台灣的發現地點

十分零星，主要生存環境於低海拔，因棲地面臨嚴重破碎化及過度人為干擾的威脅，另

因和人的活動重疊度高，可能攻擊農民或農場圈養的雞隻、造成農民損失而遭受捕殺傷

亡。目前估計野外數量十分稀少，以現有的分布及族群資料無法對其繁殖生物學有進一

步了解。因石虎野外分布零星且有瀕臨絕種之虞，域外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的工

作刻不容緩，本計畫前往日本數個圈養石虎經驗豐富的動物園參訪學習，以利未來相關

工作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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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在台灣的發現地點

十分零星，主要生存環境於低海拔，因棲地面臨嚴重破碎化及過度人為干擾的威脅，另

因和人的活動重疊度高，可能攻擊農民或農場圈養的雞隻、造成農民損失而遭受捕殺傷

亡。目前估計野外數量十分稀少，以現有的分布及族群資料無法對其繁殖生物學有進一

步了解。因石虎野外分布零星且有瀕臨絕種之虞，域外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的工

作刻不容緩，圈養繁殖的個體不僅提供動物園保育教育宣導之用，亦可替未來需補充野

外個體及進行野放之準備。 

    有鑑於此，筆者於今年向台北市立動物園申請石虎之域外保育計畫，開始對於圈養

的石虎投入心力從事相關研究。日本琉球大學理學部海洋自然科學科伊澤雅子（Masako 

Izawa）教授於 1982 年起開始進行西表山貓（和本島石虎親緣關係最近之石虎亞種）及

對馬山貓之研究，對於石虎研究及保育貢獻卓越，且於國際期刊發表多篇石虎相關研究

。伊澤教授於去年九月份訪台並至本中心參訪及演講交流共三天，在訪視急救站的圈養

石虎後，力邀研究人員至日本參訪及交流，因日本對於石虎繁殖圈養已有許多經驗和成

果可提供我們了解及學習，本計畫參與人員預定前往數個動物園參訪，看其圈養石虎的

環境及條件狀況，吸取其豐富經驗，以利於本計畫更順利推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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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日期 地點 工作項目 

7 月 23 日 13:05 抵達東京 和日本野生物研究中心（Japan 

Wildlife Research Center）研究人員交

流 

7 月 24 日 東京市區、井の頭自然文化園

（Inokashira Park Zoo） 

上午和日本野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人

員及獸醫交流，下午前往動物園了解

其圈養石虎情形及和相關人員進行

交流學習 

7 月 25 日 多摩動物公園（Tama Zoological 

Park） 

前往動物園參訪其他大型貓科動物

圈養情形，並了解其研究動物荷爾蒙

現況及和相關人員進行交流學習 

7 月 26 日 轉機至福岡，並前往佐世堡  

7 月 27 日 九十九島動植物園（Kujukushima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並回到福岡 

前往動物園了解其圈養石虎情形及

和相關人員進行交流學習 

7 月 28 日 福岡市動植物園（Fukuoka 

Municipal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 

前往動物園了解其圈養石虎情形及

和相關人員進行交流學習 

7 月 29 日 回程  

 

1. 日本野生物研究中心 

因為我們到訪的時間是周六及周日，日本野生物研究中心於假日無法開放，因

此伊澤教授聯繫安排了一位研究人員和一位獸醫和我們進行交流，並由他們偕同前

往井の頭自然文化園進行參訪。 

原本我以為日本野生物研究中心是政府的單位，但細談下才知道他們屬於非政

府組織，只是大部份經費來自於政府。1978 年成立至今，任務和本中心十分相似，

從事環境的研究及監測工作。進行資料分析、撰寫報告提出保育政策、實際參與保

育和經營管理行動、並進行解說教育等（詳細關於此中心的介紹可見附錄）。他們

主要協助政府推動保育，他們拿了一本手冊和我們分享，由環境省所出版，標題就

人與自然的共存，是一本值得我們參考學習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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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環境省出版的一本手冊，在網路上打 For coexistence of People and Nature 搜尋

可下載到完整版本，內容完整呈現日本保育策略及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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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井の頭自然文化園 

    這是一個小型的動物園，主要介紹日本本土的動物，規模不大但很有規劃，結

合日本最喜歡的妖怪做了一本導覽手冊，讓民眾可以自導式參觀，充滿巧思和樂

趣。現任園長是從多摩動物園退休後轉任的，跟他聊起來，可以感受他的熱誠和對

動物園發展的願景。 

 
井の頭自然文化園的介紹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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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の頭自然文化園的導覽手冊，結合妖怪和動物的關聯，且搭配一些解說讓民眾對

動物的認識更加深刻，上圖是封面，左下是山貓的介紹頁，右下是提供給民眾剪下

做成小玩具的小產品，將動物更貼近民眾的生活 

 

    他們圈養了 10 隻石虎，其中 5 隻是對馬山貓，另 5 隻是韓國的亞種；其中對

馬山貓都是福岡動物園繁殖出的個體，目前他們嚐試配對繁殖，並在繁殖籠舍外利

用竹子做圍籬以減少遊客可能造成的干擾，只是仍無成功繁殖。針對對馬山貓，更

規劃一解說廊道，包括物種的詳細解說外，也將照養的方式呈現給大眾，例如食物

方面，每天餵食每隻個體 300g 的食物，雞頭、雞肉、豬肉和老鼠搭配餵食。而未

開放給民眾參觀的個體，也搭配監視系統，現場實況轉播那些個體的現況，這部份

對於遊客來說也是很有新意的，畢竟他們可看到平時只有工作人員才能看到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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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另外，東京動物園協會也結合年輕人喜歡的偶像團體，出了一系列的資料夾，

這是較創新的手法宣傳動物園和保育，每個團體的成員有其最喜歡的動物，且說明

原因，多元的宣傳方式讓我見識到日本動物園的普及程度，及對於社會的影響層面。 

 
藉由偶像團體進行動物園的推廣和宣導 

 

3. 多摩動物公園 

    此動物園佔地 52 公頃，且從 1958 年成立至今，是個規模較大的動物園，主要

目標是介紹世界上不同的動物給民眾。 

 

 

多摩動物園的地圖，主要分為亞洲區、澳洲區和非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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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任務歸屬不同，這動物園中並無展示石虎，伊澤教授安排我們前往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許多大型的貓科動物，且有專門的實驗室在進行分子鑑定、精子冷凍

保存和性荷爾蒙的研究。工作人員帶我們前往參觀獵豹、雪豹和藪貓，他們對於貓

科動物均有多次成功的繁殖經驗，今年五月就有一隻雪豹順利產下 3 隻小雪豹。 

 
母雪豹和 3 隻小雪豹，母雪豹平時在外場，當飼養員餵好食物後再讓母雪豹回

到內舍，母雪豹會在一旁看小雪豹進食；右圖是飼養員將小雪豹放置在水桶中

進行秤重，約三個月大的小雪豹有 3 公斤重。 

 

    到多摩動物園最主要目的，就是了解他們進行荷爾蒙分析的試驗，為了許多動

物能成功在圈養環境中繁殖，性荷爾蒙的分析就顯得很重要，他們不吝嗇地給我們

很多經驗談。對於一個物種的繁殖週期了解，至少需進行三年荷爾蒙的分析，搭配

行為研究才能徹底了解，對於稀有且保育物種，這部份是必須投入的。 

 
專門的實驗室進行性荷爾蒙分析的流程圖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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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十九島動植物園 

        成立於 1961 年，原本稱做佐世保市亞熱帶動植物園，是日本最西側的動物園，

裡面的動物約 60 種、250 隻，植物高達 2100 種。 

 

九十九島動植物園的地圖，是一個動植物展覽並重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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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十分重視對馬山貓的保育，因此設置有一專門的展示空間，展出的是編

號 22 號的個體，是 2004 年在福岡市動物園所繁殖的個體，於 2010 年送至此動物

園配合進行教育宣導。 

 

 
遊客可參觀的對馬山貓展示空間，此個體在高處躲著睡覺 

         

除了遊客可參觀的展場，他們另有一秘密基地正進行對馬山貓的繁殖復育計

畫，有 4 隻個體安排於另一完全不對外開放的籠舍。 

 
這是目前全部對馬山貓的譜系圖，包括他們目前位於哪個動物園，可看出原本

繁殖並無障礙，但去年及今年就無成功繁殖的個體，他們目前不清楚原因為何，

但努力想克服此問題中；右圖是圈養於不對外開放籠舍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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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動物園的繁殖籠舍建立得較晚，因此在各動物園的經驗累積下，他們建立了

通道，提供個體進入而到其他個體的籠舍，可觀察個體的互動情形，了解其可

能配對成功的可能性，也降低直接讓動物碰觸可能造成受傷的情形 

 

繁殖籠舍的設計是每隻個體有三個空間，一是活動場（空間最大，包含相通的

通道）；二為放置巢箱及餵食的空間；三是另一小空間，可能讓飼養員可以讓個體

進入方面清理的空間。其中最棒的設計是活動的秤，他們每兩週替石虎量一次體

重，因此他們設計一個木板平臺，平時將食物擺在上面，而石虎習慣在上面取食，

因此當要秤重時，再將秤放到木板下，就可量到石虎的體重。體重的紀錄對於圈養

動物的健康監測十分重要，這是我們參訪學習後，未來必須執行的部份。 

 

左圖是石虎的巢箱，中間有加一層透明板的是母石虎的巢箱，是方便加上監

視鏡頭的設計；右圖則是秤石虎體重的裝置，十分便利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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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岡市動植物園 

此動植物園約成立半世紀，目前正在大規模改建中，有許多工程正在進行，園

內約有 150 種的動物，2600 種植物。 

 

福岡市動植物園的地圖 

 

此動物園最早開始繁殖對馬山貓，繁殖經驗最為豐富，其他動物園展示繁殖的

對馬山貓個體均來自此園。目前也在興建新的籠舍，規劃作為對馬山貓復育使用。

全園目前有 11 隻對馬山貓，其中 2 隻放於外場供教育宣導，另外 9 隻均進行圈養

繁殖試驗。 

 
左圖是公開的展場，展示個體進行解說教育；右圖是不對外開放的繁殖籠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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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籠舍中提

供飼養人員記

錄相關資料，和

看監視畫面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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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1. 動物園扮演的角色—保育觀念的推展及教育 

    這次參觀的四個動物園，單看名稱就知道並非單純的動物園，許多是動植物

園，甚至加入文化和藝術等元素，稱作自然文化園。多元的展示空間提供民眾不一

樣的選擇，也可扭轉傳統認為動物園只是圈養很多動物的觀感，強調動物和環境的

重要性，更可強化生物多樣性的宣導。 

2. 圈養動物之經營管理 

    我們參訪了東京兩個動物園（井の頭和多摩），細談下了解除了此兩個動物園

外，還有恩賜上野動物園及葛西臨海水族園，此四個園區均隸屬於東京動物園協會

（Tokyo Zoological Park Society），因此每個動物園均有完整規劃的屬性。舉例來說，

井の頭和多摩兩個園區有各自不同的責任歸屬，一為推廣日本本土動物及保育，另

一則為讓大眾認識全球不同棲地環境的動物；雖然對馬山貓是日本的明星物種，但

在規模大許多的多摩動物公園中卻無法看到對馬山貓，只能看到獅子、老虎、獵豹

等動物。這樣的方式我十分讚賞，因為不僅可提升一般大眾對於本土動物的了解，

也會加深民眾對於本土動物的認同感。 

日本東京動物園協會

所列特地想進行保護

的物種，及其責任歸

屬的動物園 

 

3. 石虎保育的展望與未來 

         目前在日本各大動物園中，圈養的對馬山貓個體約有 35 隻，其中僅少數從野

外回來，多數均是繁殖出來的個體，但未有繁殖個體經野放訓練而成功野放的案

例，是因他們認為石虎的野放訓練難度很高，但這是未來必須突破的問題。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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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兩個島嶼上，雖然受到很大的重視和保育，但數量亦逐年下降中，更積

極的做法是能適時補充一些個體。 

對馬山貓面臨的生存威脅，

和台灣的石虎所面臨的問題

非常相似，不正視這些問題

並且一一解決的話，石虎將

可能走上滅絕一路 

 

 

此外，我也詢問關於石虎和家貓雜交的問題，他們亦懷疑但無證據顯示野外

是否發生，他們曾經嘗試在圈養環境下看家貓和石虎是否雜交，答案是否定的，

兩物種間沒有正向的互動情況，這樣的結果是讓保育人員比較放心的。對我們來

說更是如此，畢竟台灣的流浪貓數量極多，若存在雜交問題將造成石虎另一嚴重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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