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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夏季傍晚，總能看到一隻隻黑影從頭上掠過，總是有人感到十分驚慌，由於西方世界將

蝙蝠與可怕的場景連結，造成現今許多人認為蝙蝠是可怕的動物，認為所有蝙蝠會吸食人的

血液，加上近年台灣狂犬病在鼬獾身上爆發以及媒體們的過度渲染，造成許多人更加害怕蝙

蝠，從２００８年起家畜衛生試驗所檢測發現台灣的蝙蝠並沒有狂犬病的病毒，儘管如此，

人們還是相當害怕牠們。蝙蝠是有益的生物，也是生態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因為人類對牠

們的誤解，使牠們很少受到人類公平的對待與保育關注。 

 

一、研究動機 

 

在小學時因為黃金蝙蝠生態館剛好落成，因為是利用校園的廢棄建築物改建的，大家在

下課時間不時會過去參觀，因此全校都了解蝙蝠，並且喜愛牠們，到鄰鎮上學時，才發現僅

管只隔著一鄉之遙，還是有許多人沒有到訪過蝙蝠館，沒有人了解蝙蝠，在國中生物課時更

是有人說蝙蝠是鳥類，因此想藉著個機會，讓大家能更加認識這群生物們。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蝙蝠的習性 

 （二）介紹蝙蝠的特殊之處 

 （三）了解蝙蝠帶給人類的影響 

 （四）介紹台灣常見蝙蝠 

 

三、研究方法 

 

 （一）實地參訪黃金蝙蝠生態館尋找相關資訊、拍攝照片 

 （二）查閱蝙蝠相關圖書、摺頁介紹蒐集相關資料 

 （三）利用網路搜尋額外需補充之資訊、圖片 

 

貳●正文 

 

一、關於蝙蝠 

 

  全世界蝙蝠將近１１００種，占所有哺乳動物的五分之一。牠

們是世界上唯一會飛行的哺乳類動物。蝙蝠可以分類為大翼手亞目

和小翼手亞目，其中小翼手亞目占了多數，約有１０００種。而在

台灣的８０多種哺乳類中，蝙蝠的種類更是超過了４０％。蝙蝠主

要分布於世界各地的熱帶及溫帶森林，有些生活在較開闊的棲地，  （圖 1：蝙蝠的構造） 

近代以來，有些蝙蝠近年來也適應了在人類居住的環境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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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比較大翼手亞目蝙蝠和小翼手亞目蝙蝠 

資料來源：黃金蝙蝠生態館    圖表來源：自製 

 

二、蝙蝠的食性 

 

蝙蝠的食性相當多樣化。大翼手亞目的果蝠或狐蝠以吃果實為主，亦會吃花粉、花蜜。

小翼手亞目的蝙蝠約７０％的種類以昆蟲為食，其他尚有吃花粉、花蜜以及吃魚、蛙等小型

脊椎動物為主的蝙蝠（徐昭龍、李秉容、鄭錫奇，2010） 

 

 （一）食植性 

 

多為大翼手亞目蝙蝠，無回聲定位系統，倚靠嗅覺與視覺尋

找食物，眼部和鼻部構造發達，例如果蝠、狐蝠，吸食花蜜為主

的蝙蝠，其舌頭構造發達，且較為細長，例如長舌蝠。 

（圖 2：舌頭長達 8.5cm 的厄瓜多爾長舌福） 

 （二）食蟲性 

 

多為小翼手亞目蝙蝠，以回聲定位系統來尋找食物，眼睛退化，以耳朵來接收超音波，

台灣常見的蝙蝠如東亞家蝠、高頭蝠多以昆蟲為食，台灣彩蝠以蜘蛛為食。 

 

 （三）食肉性 

 

以小型脊椎動物為食，體型較大，回聲定位構造發達，牙齒構造複雜，後爪強而有力。

如食蛙蝠、牛頭犬蝠。 

   

１、食蛙蝠 

 

分類 大翼手亞目 小翼手亞目 

俗稱 果蝠、狐蝠 蝙蝠、夜婆、蜜婆 

分布 舊大陸熱帶或亞熱帶之非洲、亞

洲與澳洲地區 

分布廣泛，除南極洲和極少數小島外所有地方

都有 

體型 較大 較小 

覓食方式 主要靠視覺與嗅覺 主要靠回聲定位系統 

棲所 多數群棲在森林 通常棲息在建築物、洞穴或樹上 

面部構造 簡單、鼻吻端較長 較複雜 

眼睛大小 大 小 

毛髮長短 短 毛髮較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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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蛙類為主食，能藉由分析青蛙的鳴叫聲判別是否有毒、美味，牠也會捕食昆蟲來吃。 

 

  ２、牛頭犬蝠 

 

以魚類為主食，具有極佳的肌肉協調性和回聲定位能力。 

 

 （四）攝食血液 

 

以血液為食的蝙蝠只有吸血蝠、白翼吸血蝠和毛腿吸血蝠三種，分布在中南美洲，並非

真的吸血，而是藉由尖銳的牙齒咬破獵物的皮膚讓血液流出，再以舌頭舔食，舌頭有溝槽方

便吸食血液，唾液中具有抗凝血的酵素，延緩血液凝結。 

 

三、蝙蝠的棲所 

 

「蝙蝠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陸生哺乳類動物。」（鄭錫奇、陳宏彰、林玟伶、沈芸，2010）

除了極地地區和新生的島嶼外，海平面至５０００公尺的高山都能見到牠們的身影。蝙蝠的

棲所非常多種，一般可以分為洞穴型、樹棲型、建築型棲所。良好的棲所在沒有人為干擾下，

可以提供蝙蝠長期的保護，免於陽光和其他掠食者的侵害。 

 

（一）洞穴型棲所 

 

以天然或人工的洞穴、坑道或岩壁縫隙、下水道及溝渠為棲所，目前已發現超過１０種

的台灣蝙蝠會利用洞穴型棲所，如摺翅蝠、台灣葉鼻蝠等。 

 

 （二）建築形棲所 

 

利用人造建築物的縫隙作為棲所，如屋簷、閣樓、煙囪、牆壁、橋梁等人工設施。這居

住於此的蝙蝠體型較小，東亞家蝠、高頭蝠。 

 

 （三）樹棲型棲所 

 

利用樹木的枝條、樹葉下、樹洞作為棲所。這類棲所較不穩定，因此蝙蝠經常搬遷，如

金黃鼠耳蝠、台灣狐蝠。 

 

四、蝙蝠特殊之處 

 

 （一）唯一會飛行的哺乳動物 

 

蝙蝠後肢的整體結構與多數哺乳類相似，但前肢卻演化成翼。蝙蝠的翼膜是由多數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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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動物都有的指尖皮膚演化而來，主要由延伸極長的指頭來支撐，翼膜本身是一層很薄的肌

肉以及富有彈性的纖維，夾在兩皮膚間形成。牠的前臂骨是人類同比例的兩倍長，這樣特化

有助於蝙蝠的飛行，蝙蝠的雙翼藉由肩膀與胸部的強健肌肉拍擊，為了維持在空中飛行，蝙

蝠必須不停揮動雙翼，所以必須擁有良好的心臟和血液循環系統，也需要相當多能量。 

 

 （二）倒吊 

 

蝙蝠的膝關節朝向後方，後腳有尖銳的爪子，所以倒吊對蝙蝠來說是很自然的姿勢。蝙

蝠的腦部血管中具有許多瓣膜可以協助血液送回心臟，並不會有腦充血的問題。（徐昭龍、鄭

錫奇、李秉容，2010）不管睡覺、冬眠抑或死亡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維持倒吊姿勢，倒吊

在高處也提供最大位能，可讓蝙蝠鬆開腳時就迅速起飛；掛在樹枝上或洞壁上也可以降低天

敵的威脅；休息時僅以腳爪接觸冰冷的洞壁，更是延緩失溫的絕妙方法。 

 

 （三）異溫動物 

 

對於哺乳動物而言要維持較高的體溫事件相當耗能的事，蝙蝠活動時體溫高達４０度，

相對上就必須吃上更多的食物來維持體溫。蝙蝠與蜂鳥一樣，在活動時屬於恆溫動物，「在休

息時，可以將體溫降至與環境溫度一樣。」（鄭錫奇，2010）事實上，「蝙蝠是一種會主動調

節溫度的動物，與烏龜、蛇類的被動變溫不同，學者稱為異溫動物。」（張恒嘉，2008） 

 

 （四）特異的生殖方式 

 

溫帶和亞熱帶地區的蝙蝠同才入秋後交配，隔年生產，在營養缺乏的冬眠時期，懷孕是

一項考驗，所以蝙蝠有特殊的生殖機制。 

 

１、延遲受精 

 

秋季雌蝠交配後並不產卵，而將精子儲存在生殖道內度過冬眠期，醒來後才排卵、受精、

懷孕。例如東亞家蝠。 

 

  ２、延遲著床 

 

有些蝙蝠在秋季交配後，受精卵發育至肺泡期但胚胎卻延遲進入子宮，同時以懷孕的方

式進入冬眠，直到隔年春季醒來時才著床、發育。例如摺翅蝠。 

 

２、延遲發育 

 

胚胎植入子宮不久後就延遲或停止發育的速度，一段時間後再恢復正常的速度，並完成

生殖。例如台灣葉鼻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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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回聲定位 

 

「蝙蝠的超音波是以其喉部肌肉收縮來製造，經由嘴部或鼻子發射處去。」（鄭錫奇、黃

秀玉、陳宏璋、林玟伶、沈芸，2010）由鼻子發出超音波的蝙蝠，其鼻子形狀相當特別，如

台灣葉鼻蝠、無尾葉鼻蝠、台灣大蹄鼻蝠、台灣小蹄鼻蝠等。 

 

所有的蝙蝠都有眼睛，只不過是色盲，超音波是他們認識世界最主要的方式。大翼手亞

目的蝙蝠不具回聲定位的能力「但有研究指出某些大翼 手亞目的蝙蝠（例如埃及的果實蝠）

會利用回聲定位系統來找尋回家的路徑。」（吳忠信，2005）小翼手亞目的蝙蝠大多利用超音

波來進行回聲定位。對蝙蝠而言，就像是人腦分析眼睛所接受的店脈衝依樣，在數十億分之

一秒內就完成解析的工作，並在腦海中形成一個完整的影像，做出精準的反應，而且蝙蝠回

聲定位系統的抗干擾能力特別強，那怕周遭干擾的噪音比超音波強幾百倍，牠也能有效率地

活動、覓食。 

 

 （六）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 

 

只有少數幾種動物才會幫助毫無血緣關係的同類，吸血蝙蝠便是其中之一。每當吸血蝙

蝠若沒有找到食物，便會返回洞中乞求其他滿載歸來的陌生蝙蝠分點血給自己喝，而他便會

將血液反芻出來粉給同類。美國羅格斯大學人類學家崔佛斯（Robert Trivers）把這種行為稱為

「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從長遠來看，兩個非親緣關係的個體互相幫助，比起自私自

利生存機會必定較大。吸血蝙蝠燃燒食物能量的速度相當快，若連續兩三天無法找到食物，

邊會餓死。「捐給非血親的蝙蝠雖然是一種犧牲，卻也像是在買保險。」（唐嘉慧譯，2005） 

 

五、蝙蝠的影響 

 

 （一）農業 

 

一隻食蟲性蝙蝠一夜即可吃掉數百至上千隻的昆蟲，對農業蟲害控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農民可減少因大量使用化學藥劑造成的環境汙染。2011 年 4 月出刊的《科學》學術期刊，即

有研究學者發表蝙蝠捕食吃農作物的昆蟲，讓美國農夫一年至少省下 37 億美金的害蟲防治費

用。《國家科學院院刊》在 2015 年 9 月發表一項研究，表示受到蝙蝠保護的玉米，不僅可以

減少一半的蟲害，感染真菌的機率也大幅降低，至少替農民帶來 10 億美元以上的收入。蝙蝠

的排遺是一種優質而高效的磷肥，可增加地區居民的收入。模擬蝙蝠超音波的叫聲，製成可

嚇走農業害蟲的儀器。（張恒嘉，2008）一些夜晚才開花的植物，則須倚靠植食性的蝙蝠來替

他們傳花授粉、種子傳播。 

 

 （二）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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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蝙蝠唾液中提取的酵素ＤＳＰＡ，已成為治療缺血性中風的最佳藥物，這種化合物能

阻止血液凝結，已成為德國亞琛的生物製藥公司ＰＡＩＯＮ的著名藥物；從食蟲蝙蝠排遺製

成的夜明砂，可清肝熱、活血散淤、明目，適用於陰乾熱引起的眼紅澀痛、白睛、結膜出血、

青光眼、夜盲及白內障患者；蝙蝠生殖過程中的「延遲受精」、「延遲著床」、「延遲發育」啟

發冷凍胚胎學的發展。（張恒嘉，2008） 

 

 （三）軍事 

 

人類模仿蝙蝠的回聲定位系統發明雷達；新一代的隱形戰機與盲人「探路儀」的發明，

或多或少受到蝙蝠回聲定位的啟發；由食魚蝠上所學到的準確擊中潛水挺的魚雷，亦與之有

關（張恒嘉，2008）二戰間，美國曾計畫在墨西哥游離尾蝠身上放置炸彈，由飛機運送至日

本，讓牠進入建築物中引爆，最後因原子彈結束戰爭，而未實行。 

 

 （四）休閒娛樂 

 

以蝙蝠為主的生態旅遊，在臺灣北部（台北瑞芳）、中南部（雲林北港、水林；嘉義水社

寮）與東部（花蓮月洞）上演，已受到媒體青睞。 

 

（五）文化 

 

在東方文化中，蝙蝠的「蝠」與「福」同音，所以被賦與吉祥的涵義，常將牠結合成象

徵福壽的吉祥物，在較為講究的廟宇、古宅或生活器具中，或多或少都有以蝙蝠來招引福氣

的裝飾圖案。 

     

（圖３：天官賜福圖）（圖４：板橋林家牆上的蝙蝠裝飾） （圖５：「蝠」壽如意） 

 

六、台灣常見的蝙蝠 

 

 （一）東亞家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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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約４～７ｇ，是平地最常見的蝙蝠，通常棲息在建築物縫隙中，容易不慎進入人類

家中，體型較小。 

 

  （二）棕蝠 

 

體重約１５～３０ｇ，喜好棲息於樹洞中，曾被發現棲息於防空洞中，是體型較大的蝙

蝠，常與東亞家蝠混淆。 

 

 （三）高頭蝠 

 

體重約２０～３５ｇ，毛色偏棕黃色，通常會在棕櫚科植物上大量群集，也會以小群方

式棲息在建築物縫隙或洞穴中，通常為遷徙性蝙蝠。 

 

       

（圖６：東亞家蝠）  （圖７：棕蝠）    （圖８：高頭蝠） 

 

 （四）金黃鼠耳蝠 

體重約１０～２０ｇ，因其擁有一身亮麗的金黃色毛髮，常稱為黃金蝙蝠，為臺灣特有

亞種，是一種遷徙性蝙蝠，多棲息在樹上，少數會在洞穴中冬眠。 

 

 （五）摺翅蝠 

體重約１０～１５ｇ，因其第三根指骨很長，又有長指蝠、長翼蝠的別稱，休息時會反

摺，因此稱為摺翅蝠，為群居性。 

 

 （六）游離尾蝠 

體重約１５～１８ｇ，其耳殼又厚又大，尾巴游離於尾膜之外，多棲息在岩縫中，可長

距離飛行，飛行速度快。 

 

        

（圖９：金黃鼠耳蝠）  （圖１０：摺翅蝠）   （圖１１：游離尾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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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論 

 

同樣身為哺乳類動物，卻演化出如此令人讚嘆的生物，擁有如此令人稱羨的飛行能力，

擁有在黑暗中輕鬆飛行的利器－超音波，為了度過冬眠期間而演化出的特異生殖方式，連倒

吊的棲息方式也存在著很深的學問，實在是相當值得人們去認識、了解牠，是相當迷人的生

物。 

 

許多蝙蝠的外表並不討喜，人們也因西方文化深植的影響，只要看到蝙蝠就會倍感害怕，

甚至攻擊、傷害牠們。任何生物都是生態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人類在許多方面上都須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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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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