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潛在及既有海洋保護區輔導工作 

都蘭保育區第 1場海洋生態調查工作坊 

地點： 都蘭國入境大廳 二樓會議室 (959台東縣東河鄉 29鄰 224號) 

時間：112年 6月 25日(日)、26日(一) 

與會人員：都蘭部落、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

究所等。 

會議規劃： 

執行本區生態管理與監測之規劃與相關在地培力工作，尤其聚焦在地原住

民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海洋科學知識之結合，避免兩種知識系統在不同的社會系

統中造成的衝突所形成的不信任感。 

 

議程： 

第一天(6/25)： 部落交流會議 備註 

17:00-17:30 調查方法說明 國立中山大學 

17:30-19:00 交流討論 

 

第二天(6/26)： 生態調查 備註 

9:00-10:00 第一處亞潮帶調查 視現場潮汐及天氣情況調整 

10:30-11:30 第二處亞潮帶調查 視現場潮汐及天氣情況調整 

12:00-14:00 午餐休息 

 

14:00-15:00 潮間帶調查（待

定） 

視現場情況決定 

 

  



112年度潛在及既有海洋保護區輔導計畫 

都蘭潛在保育區第 1場小型工作坊 

會議記錄 

地點：都蘭國入境大廳 二樓會議室 (959台東縣東河鄉 29鄰 224號) 

時間：112年 6月 25日(日)、26日(一)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會議內容： 

➢ 開場與會人員介紹: 

蔡政良老師與 12位部落青年介紹、張懿老師團隊介紹 

➢ 張懿老師開場說明: 

生態調查方法介紹，如何標準化作業 

介紹海保署計畫目的，培育在地調查能力、在地管理、與在地傳統融合 

如何與漢人漁民溝通 

➢ 珊瑚礁體檢課程(主講人：黃建華) 

➢ 意見交流: 

 龍蝦調查需要特別處理，可能固定一處，固定頻率調查 

 龍占、笛鯛建議分開紀錄，龍占數量較多 

 關鍵調查物種:白毛、倒吊、刺尾鯛 (經常食用魚種)、馬糞海

膽、紫海膽、龍蝦(希望規範有限制大小及抱蛋、只能用手抓) 

 其他可記錄物種:章魚、花枝(洄游性)，萊氏烏賊(軟絲) 

 都蘭有季節性的變化，可以依照季節不同調整，颱風導致的

地形變化非常大，颱風季前/後都調查最好 

 問:海龜很常見到，有需要做紀錄嗎? 答:海龜並非指標物種，

可以記錄，但最重要的是產卵棲地，海龜在海裡可能只是經過，重要

性較低，可以拍照記錄龜臉的兩側和背甲，上傳至「海龜點點名」辨

識 

➢ 調查方式討論: 

 同一個地區分為兩組:專業組調查(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科學家調

查(都蘭部落青年) 

 部落:底質分三類石頭、沙子、獨立礁(有珊瑚礁)、以及魚類、無



脊椎 

 第二天調查方式:會有 2個青年跟著專業組學習 

➢ 其他備註: 

 當地人脈網絡:納入海保署韓靜雯巡查員 

 (今年先不做)嘎亞蓋保育分區:主要保護海膽(季節限制)龍蝦，以

保力達及啤酒罐大小為標準 

 請蔡政良老師團隊記錄本次調查點位，做為以後固定調查點位、

記錄部落調查常見的物種(常用經濟魚種) 

 調查時間:6/26上午 9點都蘭鼻海祭屋集合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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