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球 萬 物 依 水 而 生 。 水 ， 是 生 物 體 所 需 要 的 基 本 元 素 ， 更 是 生 態
系 統 的 基 石 。 隨 著 人 類 文 明 的 不 斷 進 展 ， 對 於 水 資 源 的 需 求 越 來 越 緊
密 ， 為 滿 足 日 漸 增 加 的 需 求 而 興 築 各 種 形 式 的 攔 水 堰 壩 ， 以 便 蓄 水 使
用 。 臺 灣 的 河 川 也 有 將 近 四 百 多 種 的 魚 類 和 八 十 餘 種 的 蝦 蟹 類 ， 有 些
種 類 為 了 尋 找 食 物 或 是 繁 衍 後 代 ， 必 須 在 不 同 水 域 間 遷 徙 。 橫 向 的 攔
水 構 造 物 阻 斷 了 河 川 的 生 態 廊 道 ， 使 得 水 生 生 物 的 生 存 之 路 充 滿 阻 礙
及 挑 戰 ， 甚 至 會 對 物 種 的 存 續 造 成 嚴 重 的 威 脅 。 為 永 續 生 態 環 境 ， 許
多 堰 壩 在 設 計 之 時 ， 都 會 特 別 規 劃 魚 道 的 設 施 ， 以 維 持 河 道 的 生 態 廊
道 暢 通 。  

　 　 如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北 區 水 資 源 局（以 下 簡 稱 北 水 局）所 管 轄 的 新 竹 縣
頭 前 溪 隆 恩 堰 、 上 坪 堰 、 桃 園 市 大 漢 溪 中 庄 堰 以 及 宜 蘭 縣 羅 東 溪 羅 東
堰 等 四 座 大 型 堰 壩 ， 皆 附 設 有 不 同 形 式 的 魚 道 。 為 了 瞭 解 魚 道 設 置 後
的 成 效 ， 北 水 局 特 別 委 託 淸 華 大 學 研 究 團 隊 ， 針 對 四 座 壩 堰 所 附 設 之
魚 道 進 行 水 域 生 態 調 查 。 根 據 調 查 結 果 ， 就 能 了 解 魚 道 設 計 是 否 符 合
當 地 生 物 的 需 求 ， 同 時 作 為 未 來 改 善 魚 道 時 的 參 考 。 讓 我 們 在 利 用 水
資 源 的 同 時 ， 能 夠 兼 顧 生 態 保 育 工 作 。  

　 　 而 臺 灣 每 條 溪 流 因 豐 富 多 元 的 環 境 而 各 具 特 色 ， 北 水 局 所 管 轄 的
四 座 壩 堰 所 在 的 不 同 河 川 ， 在 生 物 組 成 上 有 著 各 自 的 特 別 之 處 。 根 據
四 座 重 要 壩 堰 附 設 的 魚 道 及 周 邊 環 境 的 調 查 資 料 ， 彙 整 編 撰 屬 於 四 座
壩 堰 之 生 物 名 錄 ， 介 紹 此 地 的 溪 流 生 態 ， 希 望 讓 更 多 人 了 解 臺 灣 溪 流
生 態 的 美 ， 邀 請 大 家 一 同 守 護 臺 灣 珍 貴 的 淡 水 生 物 在 潺 潺 溪 流 中 的 生
存 權 利 ， 一 代 一 代 繼 續 繁 衍 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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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灣 鬚 鱲 ����������������

　 長 鰭 馬 口 鱲 ��������������������

　 粗 首 馬 口 鱲 ��������������������������

　 鯽 ��������������������������

　 紅 鰭 鮊 ���������������������������

　 鯉 ����������������������

　 圓 吻 鯝 ���������������
��������

　 唇 䱻 	�
������������

　 䱗 	�
����������������

　 短 吻 小 鰾 鮈 ����������������������������

　 大 眼 華 鯿 �������
��
������

　 高 體 鰟 鮍 ���������������

　 革 條 田 中 鰟 鮍 ����������
�������

　 臺 灣 白 甲 魚 ���������
����������


　 中 華 鰍 ����������������

　 纓 口 臺 鰍 ���
��������������

　 臺 灣 間 爬 岩 鰍 	�
�
��������
������

　 鯰 ��������������

　 長 脂 瘋 鱨 ��������������������

　 　 臺 灣 的 河 川 眾 多 ， 溪 流 環 境 豐 富 ， 孕 育 了 4 0 0 多 種 原 生 的 魚 類 ， 為 因 應
不 同 的 生 活 環 境 ， 生 物 們 演 化 出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形 態 以 及 生 活 方 式 。 在 四 座 壩
堰當中，總共記錄了60種的魚類及16種蝦蟹類。其中佔多數的物種，是屬於
原 生 初 級 性 的 2 5 種 淡 水 魚 類 ， 這 類 的 淡 水 魚 ， 從 出 生 、 成 長 、 繁 殖 到 死 亡 ，
一輩子都棲息於純淡水的環境當中，因此也稱為「純淡水魚類」。    

　物種名 　學名 隆恩堰 上坪堰 中庄堰 羅東堰

　 短 臀 瘋 鱨 ����������������������

　 黃 鳝 ���������������

　 極 樂 吻 鰕 虎 ��������������
���

　 明 潭 吻 鰕 虎 �����������������������

�����������������������

　 羅 漢 魚 �������������������

　四壩堰的初級性淡水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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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石斑、秋斑、臺灣光唇魚、番仔鯉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別名：臺灣馬口魚、一枝花、台灣縱紋鱲

棲息環境：溪流中上游

　　四座壩堰雖然所處的河川有所不同，但皆有廣泛分布於臺灣西部溪流的臺
灣石　，以藻類為主食的它們，時常在岩石上刮出一條一條的食痕；而這類游
泳型魚類在進食時會轉動它們的身體，鱗片會反射陽光，水面上看就像在水底
發光一樣，非常漂亮！ 

　　此外，俗稱溪哥的粗首馬口鱲也廣布於四座壩堰之間。由於成熟的個體身
體會呈現紅藍相間的婚姻色，因此也被稱作紅貓。而這類的魚在繁殖時會選擇
較細的沙質地，並利用延長的臀鰭在交配時煽動地面，將魚卵產在沙子當中。

　　在各壩堰也分別有特別之處，例如上坪堰有許多對水質環境要求很高的臺
灣白甲魚，它們的魚卵需要在較低溫的環境方能順利孵化。因此，每當春末夏
初，它們就會開始成群的上溯到水溫更低的上游去繁殖，形成非常壯觀的內河
洄游生態。 

　　中庄堰則有許多大型河川中下游及湖庫型的魚類，夏秋兩季許多的圓吻鯝
會在此活動，河床的石頭上滿滿的食痕以及水面連續不斷的水花及閃光，都是
它們在此活動的線索。此外還有僅分布於淡水河流域的大眼華鳊，會利用魚道
集 體 上 溯 ， 高 高 的 身 體 、 圓 圓 大 大 的 眼 睛 非 常 特 別！而 在 沿 岸 緩 流 區 域 ， 應 該
不 難 發 現 在 水 中 飄 動 的 鮮 豔 小 點 ， 那 些 就 是 美 麗 的 高 體 鰟 鮍 以 及 革 條 田 中 鰟
鮍 ， 如 果 幸 運 的 話 或 許 還 能 看 見 它 們 利 用 河 蚌 等 貝 類 當 作 產 房 繁 衍 後 代 呢！

　　除了上面較為常見的魚類之外，四座壩堰還有許多美麗又有趣的初級性淡
水魚，就讓我們繼續認識它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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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總統魚、翹嘴仔、短鰭鮊魚、小曲腰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湖泊、池沼、水庫

別名：溪哥、尖嘴紅貓、寬鰭鱲、臺灣平頷鱲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別名：呆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溝渠、池沼、水庫

別名：土鯽、鯽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溝渠、池沼、水庫

別名：溪哥仔、紅貓、闊嘴郎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別名：更魚、憨魚、甘仔魚、阿嬤魚、鯃魚

原分布：淡水河以北至宜蘭蘭陽溪間河川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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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目孔、大目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水庫

別名：車栓仔、短吻棒花魚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別名：竹竿頭、眞口魚

原始分布：後龍溪以北至淡水河流域間河川中下游

別名：尖嘴仔、車栓仔、竹竿標仔、麥穗魚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溝渠、池沼、湖泊、水庫

別名：牛屎鯽仔、紅目鯽仔、七彩葵扇、鱊

棲息環境：河川下游、野塘、湖泊、溝渠、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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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平鰭鰍、石貼仔、鹿角魚、花貼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別名：臺灣石鮒、牛屎鯽仔、副彩鱊、革條副鱊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池沼野塘、溝渠、水庫

別名：臺灣間吸鰍、石貼仔、石爬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別名：沙溜、中華花鰍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溝渠

別名：鯰仔、黃骨魚、鯤魚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水庫、溝渠、池沼、野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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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仔陵吻鰕虎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池沼野塘、溝渠水田

別名：狗甘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別名：淡水河鮠、三角姑、脂鮠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別名：鱔魚

棲息環境：河川下游、溝渠、池沼、野塘、水田

別名：黃江龍仔、三角姑、日月潭鮠、短臀鮠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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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鰻 鱺 ���������������

　 花 鰻 鱺 �������
��
�����

　 克 氏 褐 蛇 鰻 ��������������������

　 大 鱗 龜 鮻 ������
���������

　 綠 背 龜 鮻 ����������������

　 龜 鮻 ���������
���������

　 鯔 ������������

　 布 魯 雙 邊 魚 �
����������������

　 六 帶 鰺 �������������������

　 花 身 鯻 ��������������

　 黑 邊 湯 鯉  �����
��������

　 溪 鱧 ������������������

　 褐 塘 鱧 ������������

　 黑 頭 阿 胡 鰕 虎 �������
�����������

　 叉 舌 鰕 虎 ������������������

　 斑 帶 吻 鰕 虎 ������������
�������������

　 日 本 瓢 鰭 鰕 虎 ���������������������

　 　 不 同 於 初 級 性 淡 水 魚 一 生 都 是 在 淡 水 域 度 過 ， 有 些 魚 類 在 其 生 活 史 當
中 ， 除 了 部 分 時 期 生 活 在 淡 水 域 之 外 ， 還 有 一 段 時 期 能 夠 棲 息 於 海 水 、 河 口
半 淡 鹹 水 區 的 環 境 。 由 於 它 們 會 在 不 同 的 時 期 ， 選 擇 不 同 的 水 域 生 活 ， 而 在
河、海之間移動，因此統稱為洄游性淡水魚。 

　 　 洄 游 性 淡 水 魚 在 不 同 的 成 長 階 段 所 需 的 環 境 不 同 ， 在 各 階 段 轉 換 時 就 必
須 在 河 川 中 移 動 ， 尋 找 適 合 生 長 的 環 境 。 因 此 ， 河 川 的 連 通 性 極 為 重 要 ， 河
川 中 的 高 矮 堰 壩 ， 都 可 能 會 成 為 它 們 難 以 跨 越 的 高 牆 。 臺 灣 的 洄 游 性 淡 水 魚
類十分豐富，而在四座壩堰中共紀錄了18種的洄游性淡水魚。 

　物種名 　學名 隆恩堰 上坪堰 中庄堰 羅東堰

　 大 口 湯 鯉  ��������������

　四壩堰的洄游性淡水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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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座壩堰位處地區不同，有著不同的洄游性物種。例如隆恩堰有許多的花
鰻鱺以及日本鰻鱺棲息，充滿黏液的皮膚除了讓它們能夠離開水面一段時間之
外，也是攀爬岩石或是壩堰表面上溯的利器，儘管是幾層樓高的瀑布也難不倒
它們。 

　 　 此 外 ， 還 有 塊 頭 較 小 的 日 本 瓢 鰭 鰕 虎 ， 用 著 特 化 的 胸 鰭 和 腹 鰭 吸 附 著 岩
石，對抗急流一步一步地向上游邁進。偶爾，也能看見它們趴在緩水域的岩石
上快速扭動嘴巴進食的可愛畫面。同樣有著特化胸鰭的，還有十分罕見的溪鱧
，從海邊經過隆恩堰可以一路上達非常遙遠的上坪堰。小小的身軀，克服重重
難 關 ， 成 功 上 溯 到 深 山 溪 流 當 中 ， 實 在 令 人 佩 服！倘 若 在 秋 冬 之 際 ， 蹲 在 隆 恩
堰的魚道旁仔細觀察，就有機會能夠一睹溪鱧用著超高的上溯技巧越過半錐形
魚道的隔壁喔！ 

　　四壩堰之中，最靠近河口的羅東堰，更有種類十分豐富的洄游性魚類，許
多棲息在河海之間的各式鲻科魚類、湯鯉，時常成群活動，從高處俯瞰水面或
許就能夠看見它們聚集起來的黑影在河道中巡迴覓食。運氣再好一些，甚至能
看見多數時間居住在海裡的六帶鰺游入河川覓食。除此之外，羅東堰一年四季
都可以看見的種類還有日本瓢鰭鰕虎、斑帶吻鰕虎等魚類。許多剛剛進入幼魚
形態的小魚，一路從海邊沿著河道努力的往上游溯游。夏季還會加入許多黑頭
阿胡鰕虎一起在附近的水域活動，尋找適合成長的棲息地。 

　　除了上述的洄游性魚類之外，四壩堰中還有更多的洄游性生物，接下來就
讓我們來看看還有哪些特別的物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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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豆仔魚、烏仔、烏仔魚、烏魚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鰻鱺、日本鰻、白鰻、溪鰻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中下游

別名：烏魚、奇目仔、靑頭仔、信魚、正烏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石喬仔、花鰻、鱸鰻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全段

別名：綠背鮻、豆仔魚、烏仔、烏仔魚、烏魚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彎線雙邊魚、玻璃魚、九梗仔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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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花身仔、鯻、銅罐仔、斑吾仔、細鱗鯻

棲息環境：潟湖、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粗鱗和尙魚、石貼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別名：甘仔、瓜仔、田蛙仔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烏咕魯、棕塘鱧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紅尾冬、湯鯉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烏尾冬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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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烏老、和尙魚、日本禿頭鯊

棲息環境：河流全段

別名：狗甘仔、正叉舌鰕虎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下游

別名：狗甘仔、曙首厚唇鯊

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中下游

別名：狗甘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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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了 魚 類 之 外 ， 本 地 區 也 有 十 分 豐 富 的 淡 水 蝦 蟹 類 資 源 ， 在 四 壩 堰 中 共
紀 錄 1 6 種 的 蝦 蟹 類 。 而 蝦 蟹 類 亦 可 依 照 其 生 殖 方 式 區 分 為 兩 種 類 型 ： 陸 封 型
、 洄 游 型 。 陸 封 型 的 蝦 蟹 類 一 生 皆 生 活 於 鹽 度 少 於 千 分 之 三 的 淡 水 水 域 ， 在
淡 水 環 境 中 棲 息 、 覓 食 以 及 繁 殖 。 洄 游 型 的 蝦 蟹 類 則 在 幼 體 時 會 經 過 一 段 漂
浮 期 ， 隨 著 洋 流 或 潮 汐 漂 送 ， 逐 步 成 長 後 形 態 改 變 並 回 到 淡 水 域 中 棲 息 。 抱
卵 的 雌 蝦 準 備 繁 殖 時 ， 會 移 動 至 河 川 中 下 游 ， 甚 至 河 口 區 域 釋 放 受 精 卵 ， 使
後代回到大海當中進入漂浮期。 

　物種名 　學名 隆恩堰 上坪堰 中庄堰 羅東堰

　 字 紋 弓 蟹 ����������������

　 合 浦 絨 螯 蟹 ������������������

　四壩堰的蝦蟹類

　 多 齒 新 米 蝦 ����������������������

　 粗 糙 沼 蝦 ������������
��������


　 日 本 沼 蝦 ������������
�����������

　 熱 帶 沼 蝦 ������������
��������


　 附 刺 擬 匙 指 蝦 �����������������

　 長 額 米 蝦 �������������������

　 衛 氏 米 蝦 ���������������

　 南 海 沼 蝦 ������������
��������

　 臺 灣 沼 蝦 ������������
����
������

　 寬 掌 沼 蝦 ������������
������
����

　 大 和 沼 蝦 ������������
���������


　 毛 指 沼 蝦 ������������
���������

　 貪 食 沼 蝦 ������������
���

　 闊 指 沼 蝦 ������������
�����������



蝦蟹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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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溪流當中，較為常見的如粗糙沼蝦、日本沼蝦(陸封型)及多齒新米
蝦，皆是陸封型蝦類，在四座壩堰當中也經常能看見它們。各壩堰也分別具有
各種不同的洄游型蝦蟹類。在夏秋兩季，會有許多俗稱毛蟹的合浦絨螯蟹在隆
恩堰附近活動，入夜後更能夠看見它們大方的沿著潮濕的水邊，成群的上溯，
十分壯觀！ 

　　此外，位於羅東溪下游的羅東堰，因為靠近河口的緣故，棲息著豐富的洄
游型蝦蟹類生物。除了能夠看見許多臺灣沼蝦、南海沼蝦的幼體集體上溯外，
還 有 許 多 罕 見 或 是 美 麗 的 蝦 子 ， 像 是 體 色 艷 麗 、 腰 間 繫 著 白 色 腰 帶 的 熱 帶 沼
蝦、體側有橘紅側點的貪食沼蝦，還有各式花紋、螯形的多種蝦子，型態之豐
富，令人目不暇給！ 

　　走訪這幾座堰壩時，不妨多注意溪流中的岩石周圍，或許就能看見這些美
麗蝦蟹探出雙螯在覓食。如果靜靜的在原地等待，它們甚至會大量的爬出洞穴
讓 你 欣 賞 它 們 亮 麗 的 造 型 ～ 就 讓 我 們 看 看 四 壩 堰 中 的 蝦 類 們 都 長 些 什
麼樣子吧! 

別名：扁蟹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別名：毛蟹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溝渠、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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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上游偶有零星個體

別名：蓬萊蝦

棲息環境：河川中游至下游

別名：澳洲沼蝦、溪蝦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游偏下游

別名：金背網球蝦、刺足仿匙蝦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別名：黑殼蝦、鋸齒新米蝦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水田

別名：溪蝦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上游偶有零星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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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環境：河口、河川中下游

別名：過山蝦、溪斑節蝦

棲息環境：河川中游至下游

棲息環境：河川中下游

棲息環境：河川中游

別名：黑殼沼蝦、黑殼仔、溪蝦仔

棲息環境：河川中上游
棲息環境：湖泊、水庫、埤塘、河川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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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壩堰外來種問題－外來入侵魚類

    隨著科技進展、國際化的帶動，溪流生物們除了面對人為捕撈、水源汙
染 、 河 道 阻 隔 及 氣 候 變 遷 的 挑 戰 下 ， 還 得 面 臨 日 益 嚴 重 的 外 來 種 問 題 。 養 殖
業 所 溢 出 、 棄 養 、 錯 誤 放 生 、 人 為 放 流 等 等 有 意 無 意 的 行 為 ， 在 臺 灣 目 前 已
經 有 將 近 5 0 多 種 的 外 來 物 種 ， 成 功 入 侵 臺 灣 淡 水 域 並 威 脅 原 生 物 種 的 生 存 。
在四座壩堰中也記錄到了13種外來種，可能會對原生物種造成很大的威脅。 

　 　 許 多 人 的 認 知 當 中 ， 台 灣 鯛 ( 吳 郭 魚 ) 是 臺 灣 本 土 的 魚 種 ， 因 為 養 殖 技 術
的 成 功 甚 至 被 視 為「 臺 灣 之 光 」。 其 實 不 然 … … 吳 郭 魚 ， 也 就 是 雜 交 口 孵 非
鯽 、 吉 利 非 鯽 等 慈 鯛 科 魚 類 的 通 稱 ， 其 實 它 們 都 是 來 自 非 洲 。 它 們 堅 硬 的 背
棘 、 壯 碩 的 體 型 、 強 勢 領 域 行 為 、 照 顧 後 代 的 護 幼 行 為 ， 再 加 上 驚 人 的 耐 汙
能 力 ， 造 就 它 們 成 為 嚴 重 入 侵 全 臺 灣 水 域 環 境 的 一 大 殺 手 。 此 外 還 有 同 樣 會
護 幼 且 領 域 性 極 強 的 巴 西 珠 母 麗 魚 ， 起 初 因 為 色 彩 繽 紛 而 由 水 族 業 者 引
入 ， 卻 成 為 威 脅 原 生 生 態 的 另 一 把 利 刃 。 有 著 堅 硬 外 骨 骼 而 出 名 的 雜 交 翼 甲
鯰（垃 圾 魚）、 溪 流 中 兇 猛 掠 食 者 的 線 鱧（泰 國 鱧）， 也 早 已 入 侵 臺 灣 的 各 大 溪
流，對於臺灣原生淡水生物造成十分龐大的威脅。 

　 朱 文 錦 �������������������������

　 錦 鯉 ����������������������

　 鯁 ����������
�������

　 橘 尾 窄 口 䰾 �����
��������������

　 泥 鰍 ������������������������

　 雜 交 翼 甲 鯰 �������������������

　 香 魚 ��������������������������

　 食 蚊 魚 ��
�����������

　 大 口 黑 鱸 ��������������
�����

　 巴 西 珠 母 麗 魚 ���������������������

　 吉 利 非 鯽 �����������

　 線 鱧 ��������������

　物種名 　學名 隆恩堰 上坪堰 中庄堰 羅東堰

　 雜 交 口 孵 非 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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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金魚

最大體長：30cm以上

別名：類小䰾、紅胸鰂、馬來鰂

最大體長：30cm

別名：鯪魚、靑鯪魚、土鯪、鯪公、鯁仔

最大體長：60cm

別名：琵琶鼠、淸道夫、垃圾魚

最大體長：50cm

別名：大肚魚、三界娘仔

最大體長：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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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淡水鱸、加州鱸、黑巴斯

最大體長：60cm以上

別名：吳郭魚

最大體長：25cm

別名：泰國鱧、泰國魚虎

最大體長：100cm以上

別名：吳郭魚、臺灣鯛

最大體長：30~50cm

別名：西德藍寶石、藍寶石

最大體長：25cm



　 　 在 豐 富 多 樣 的 原 生 魚 類 之 中 ， 也 存 在 著 一 些 鮮 少 人 知 的 隱 憂 。 由 於 資
訊 、 交 通 的 日 益 發 達 ， 加 上 宗 敎 放 生 活 動 及 釣 魚 風 氣 的 盛 行 ， 錯 誤 的 護 生 、
恣 意 的 野 放 ， 導 致 許 多 原 本 屬 於 其 他 地 區 的 物 種 開 始 進 入 到 四 座 壩 堰 的 河 段
。有些大大衝擊了原生的溪流生態。 

　 　 在 隆 恩 堰 不 僅 有 著 十 分 穩 定 的 圓 吻 鯝 族 群 ， 成 群 性 成 熟 個 體 會 在 繁 殖 季
集體上溯。也出現大量人為放生的大鱗副泥鰍。 
 

　 　 何 氏 棘 鲃 更 於 隆 恩 堰 、 上 游 的 上 坪 堰 以 及 羅 東 堰 等 地 分 布 ， 體 型 壯 碩 、
缺 乏 天 敵 使 其 形 成 非 常 龐 大 的 族 群 ， 會 掠 食 其 他 原 生 的 魚 類 和 蝦 類 ， 對 入 侵
地區的生態已經造成嚴重的威脅。 

　　此外，2020年開始於隆恩堰及上坪堰等地，發現高身白甲魚的蹤跡。本
種 身 型 肥 厚 、 體 型 碩 大 ， 並 具 有 領 域 性 ， 相 較 於 同 棲 位 的 臺 灣 白 甲 魚 更 佔 優
勢，可能會造成棲地競爭而壓縮原生魚類的生存空間。 

　 　 羅 東 堰 則 除 了 有 高 身 白 甲 魚 、 何 氏 棘 鲃 的 分 布 之 外 ， 還 有 其 他 半 紋 小 鲃
以及唇䱻的入侵，原生種受到的威脅日趨嚴重。 

　 　 雖 然 是 屬 於 臺 灣 的 原 生 物 種 ， 但 是 被 放 流 到 非 原 本 棲 息 的 河 川 去 ， 因 為
這 些 物 種 更 能 快 速 的 適 應 非 原 棲 息 的 臺 灣 溪 流 環 境 ， 所 以 更 容 易 排 擠 或 威 脅
到原棲地的物種之生存。 
 

　四壩堰外來種問題－本土入侵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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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入侵魚類簡介

別名：更魚、憨魚、甘仔魚、阿嬤魚、鯃魚

原分布：淡水河以北至宜蘭蘭陽溪間河川中下游

別名：紅目呆、紅目侯、牛屎鯽仔、條紋二鬚䰾

原始分布：中南部地區之河川中下游

別名：高身鯝魚、高身鏟頷魚、赦鮸、鮸仔、霞面

原始分布：台灣東部地區河川中下游。

別名：竹竿頭、眞口魚

原始分布：後龍溪以北至淡水河流域間河川中下游

別名：卷仔、留仔

原始分布：臺灣東部、曾文溪以南的流域

別名：紅泥鰍、魚溜、雨溜、大鱗泥鰍

原始分布：全台皆有分布，主要分布於湖沼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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