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年度宜蘭縣海洋野生動物及生態保育計畫

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 府農畜字第 1120019697A 號

執行期間：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5 日

委託（補助）機關：宜蘭縣政府 

執行單位：中華鯨豚協會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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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宜蘭縣沿海常有鯨豚、海龜擱淺事件發生，也為台灣鯨豚、海

龜擱淺之主要重點縣市，每當發生擱淺事件時也常吸引眾人的目光，

因此，建立有效率的擱淺處理流程與培育擱淺救援觀念與人力是非

常重要。

另外，宜蘭縣民間海域活動興盛，不論是賞鯨業、遊艇業、衝

浪業等海岸第一線業者，都有很高的機率會遇見擱淺或漂流的鯨豚

與海龜，因此本案也將辦理宜蘭縣相關海域業者、學校或是民眾之

鯨豚、海龜擱淺救援之觀念與能力，學習鯨豚、海龜發生擱淺、誤

捕或受傷之緊急救援初步處理，並利用救傷模擬演練訓練，提升救

援效率，以維護海洋生物資源並推廣海洋保育觀念。

二、計畫執行期間：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5 日

三、總計畫經費：550,000 元

四、經費來源：

(一) 縣府款：450,000 元

(二) 中華鯨豚協會配合款：100,000 元

五、計畫目標：

(一)全程目標：加強宜蘭縣全境鯨豚、海龜救援與海洋保育業務

相關單位、一般民眾與師生對鯨豚、海龜之基礎認識與海洋

保育觀念，學習鯨豚、海龜發生擱淺、誤捕或受傷之緊急救

援初步處理，並利用救傷模擬演練訓練，提升救援效率，以

維護海洋生物資源並推廣海洋保育觀念。

(二)本年度目標：
(1)鯨豚擱淺現場救傷處理、活體傷病個體後送醫療、死亡

大體之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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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龜擱淺現場救傷處理、活體傷病個體後送醫療、死亡

大體之後續處理。

(3)宜蘭縣鯨豚、海龜擱淺救援宣導講座共5場。

六、計畫內容概述：

(一) 負責宜蘭縣鯨豚擱淺處理。

 當鯨豚擱淺事件發生，針對不同的現場狀況，包含死亡

個體、活體擱淺個體及迷航個體等執行現場救援處理工

作，例如活體擱淺鯨豚之後送運輸，提供活體擱淺搬運

所需鎮定劑或醫療藥劑、後續收容復健之器具、藥劑與

檢驗費用，負責死亡擱淺鯨豚搬運及掩埋作業，並在每

次鯨豚擱淺處理結案後至 MUM 系統進行填報作業。

(二) 負責宜蘭縣海龜擱淺處理。

 當海龜擱淺事件發生，針對不同的現場狀況，包含死亡

個體、活體擱淺個體及迷航個體等執行現場救援處理工

作，例如活體擱淺海龜之後送運輸，提供活體擱淺搬運

所需鎮定劑或醫療藥劑、後續收容復健之器具、藥劑與

檢驗費用，負責死亡擱淺海龜搬運及掩埋作業，並在每

次海龜擱淺處理結案後至 MUM 系統進行填報作業。

(三) 前往宜蘭縣沿海地區或校園空間辦理宜蘭縣鯨豚、海龜擱

淺救援與保育宣導講座共 5 場，內容包含。

 宜蘭縣在地鯨豚與海龜約 1 小時。

 活體鯨豚與海龜擱淺救援操作技巧約 1-2 小時。

七、年度重要工作項目統計

重要工

作項目

工作數量 實施

地點

備註

單位 全程計畫目標

112 年 1 月至

112年 12月

本年度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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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宜蘭縣鯨豚

擱淺處理
次 7 8

宜蘭縣

因本年度海龜擱

淺工作超出計畫

目標16隻，故減

少辦理宣導講座

場次，並將講座

經費用於海龜擱

淺處理之用

負責宜蘭縣海龜

擱淺處理
次 30 46

宜蘭縣鯨豚、海

龜擱淺救援與保

育宣導講座

場 5 2

八、計畫執行成果：

(一)宜蘭縣擱淺鯨豚與海龜處理部分：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死亡

鯨豚
0 0 1 0 0 3 1 0 0 1 0 - 6

活體

鯨豚
1 0 0 0 0 0 0 0 0 1 0 - 2

死亡

海龜
3 2 1 6 5 0 2 0 2 0 4 - 25

活體

海龜
0 0 0 1 5 4 1 0 0 8 2 - 21

總計 4 2 2 7 10 7 4 0 2 10 6 54

本年度1月 1日至12月 2日止本會共計執行54隻鯨豚、海龜擱

淺處理工作，其中鯨豚案件有 8隻，其中6隻為死亡個體，2隻為活

體擱淺，而海龜部分共處理46隻個體，其中包含21隻活體擱淺。

在擱淺物種部分，8隻擱淺鯨豚中分別有侏儒抹香鯨 3隻，熱帶

斑海豚2隻，而弗氏海豚、真海豚、飛旋海豚皆擱淺各 1隻；46隻

海龜部分中綠蠵龜42隻、玳瑁2隻、赤蠵龜1隻與欖蠵龜1隻。

最後，23隻活體動物中(21隻海龜、2隻鯨豚)有 19隻海龜(皆

為粉鳥林定置網混獲海龜)與 1隻鯨豚完成野放、2隻復健過程中死

亡(2海龜)、1隻鯨豚因無救援與野放可能而採人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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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活體擱淺鯨豚與收容復健海龜(共4隻)資訊如下表

(1)收容復健海龜部分

通報日期 112 年 5 月 9 日 通報單位 烏石港安檢所

混獲地點 烏石港海域

擱淺物種 綠蠵龜(T-IL-20230509-01)

擱淺數量 1

擱淺體長 CCL:42.0 公分

CCW:37.1 公分

Weight:9.6 公斤

個體性別 無法辨識之青少龜

擱淺狀態 活體擱淺

處理方式 海龜狀況營養指數和血糖都偏低，整體

情形個體有脫水且營養不良，腹甲傷深

及骨，初期暫時安置於八斗子海之生收

容，協會專員則會依獸醫師指示執行餵

食工作，約一週後移入本會樹林救傷站

進行復健工作。

擱淺原因判斷 漁業混獲

後續追蹤 2023 年 7 月 3 日死亡、7 月 5 日進行解

剖，主要死因為嚴重寄生蟲感染。

病理解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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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日期 112 年 6 月 2 日 通報單位 粉鳥林安檢所

混獲地點 東澳海域

擱淺物種 綠蠵龜(T-IL-20230602-01)

擱淺數量 1

擱淺體長 CCL:83 公分

CCW:74.3 公分

Weight:54.4 公斤

個體性別 亞成體公龜

擱淺狀態 活體擱淺

處理方式 綠蠵龜背甲附著物多、加上體表有大量

傷口，經現場評估後擬帶至樹林收容，

後續再判斷醫療處置

擱淺原因判斷 混獲導致擱淺

後續追蹤 復健過程中從 CT 上發現傷痕龜有腸扭

轉或是腸系膜扭轉的情形，需要手術矯

正，然而個體腸道沾黏嚴中，最後動物

於 112 年 10 月 30 日手術過程中死亡，

並在 10 月 30 當日進行解剖，目前等待

死亡病理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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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鯨豚部分

通報日期 112 年 1 月 13 日 通報單位 民眾

擱淺地點 岳明沙灘

擱淺物種 侏儒抹香鯨

擱淺數量 1

擱淺體長 165 公分

個體性別 未知

生命狀態 活體

處理方式 根據獸醫初判，動物體態、呼吸及心跳

狀況許可，並且體表沒有嚴重外傷，擬

後送八斗子海之生並持續觀察

擱淺原因判斷 個體野放無法判定

後續追蹤 個體狀況保持穩定，水位升高後泳動與

浮力正常，於 112 年 1 月 14 日上午 5:52

完成野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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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日期 112 年 10 月 17 日 通報單位 民眾

擱淺地點 外澳沙灘

擱淺物種 侏儒抹香鯨

擱淺數量 1

擱淺體長 157 公分

個體性別 雌性

生命狀態 活體

處理方式 個體呼吸有噴出黏液，研判有嗆水；體

型瘦、並有脫水的跡象；牙齒不明顯推

測尚外完全離乳；幼體體表多處達摩鯊

的新舊咬痕，顯示動物本身的活動力就

差，根據以上檢傷結果，幼體尚未離乳

年紀過小、營養狀態不佳並有嗆傷跡

象，後送復健的恢復的可能性低，故現

場採人道處置方式送動物離開。

擱淺原因判斷 因疾病而擱淺

後續追蹤 肉眼解剖疑有循環障礙（腹水且豆蔻

肝）跟長時間的飢餓，另血檢也懷疑有

腦方面的病變，目前等待死亡病理結果

中。

(二)宜蘭縣鯨豚、海龜擱淺救援與保育宣導講座部分：

本年度於 10月 18日及 11月 8日針對宜蘭縣的教師、學生、蘭

陽博物館志工以及烏石港賞鯨業者各辦理 1場宜蘭縣鯨豚、海龜擱

淺救援與保育宣導講座，2場課程共有 63位民眾參加。課程內容皆

以宜蘭縣常見鯨豚與海龜為主題，並搭配簡易辨識方法與擱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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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場處理方式等內容，讓課程學員了解如何進行通報工作以及如

何協助擱淺的鯨豚與海龜。賞鯨業者也回饋這是第一次針對賞鯨業

辦理擱淺處理課程訓練，學員都受益良多，也十分願意協助幫忙擱

淺或纏繞鯨豚與海龜，希望能持續辦理相關課程。

圖1、兩場宜蘭縣鯨豚、海龜擱淺救援與保育宣導講座課程的招生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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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課程影像

11月 8日課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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