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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小心！別踩到牠。」在我們的城市裡，有著一條美麗的河流─美崙溪，她有著多元、

豐富的生態，在一次參加荒野協會--守護美崙溪、淨河川的活動過程中，我們驚奇的看到許多

陸蟹在河川玩耍，但卻也看到了陸蟹被壓扁在馬路上，甚至被卡在縫裡，讓我想到多麼的無

辜啊，一條小生命就這樣沒了；如果是因為人類不小心，而戮殺了這小小的生命，以後我們

不是就看不到可愛的陸蟹在美崙溪畔玩耍了嗎？ 

陸蟹數量變多變少我們目前還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市民如果沒有好好保護這裡的陸蟹

的生存環境，總有一天，美崙溪陸蟹將會滅絕，我們再也看不到可愛的陸蟹，所以我們想探

討美崙溪口陸蟹生存環境的相關問題。 

 

二、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針對美崙溪口的陸蟹及棲息環境做為研究對象，研究小組擬定以下幾個研究目

的，想要深入探討美崙溪的陸蟹及生態環境。 

 

（一）了解美崙溪下游的地理位置與環境 

（二）探討美崙溪下游陸蟹的種類及外型構造特徵 

（三）探討美崙溪下游陸蟹棲息的環境及其生物行為  

（四）探討美崙溪下游陸蟹面臨的危機 

（五）探討維護美崙溪下游陸蟹永續生存的方法 

 

三、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題首先探討文獻中的重要資料，實地踏查美崙溪觀察陸蟹還有陸蟹棲息環

境，再透過訪問專家，探討分析後提出相關的結論與建議。 

（一）文獻分析法：尋找相關書籍，網路搜尋相關資料，分析關於陸蟹資料後放入正文中。 

（二）實地調查法：實際到美崙溪下游觀察與並進行棲地環境調查。 

（三）專家訪談法：進行專家訪談，了解美崙溪的陸蟹生態及推動保護陸蟹的策略，整理

訪問結果後放入正文中。我們把訪談二位人員的資料，簡述於下表。 

表一  陸蟹研究小組訪談人員資料 

受訪者 受訪者資料 受訪日期 受訪地點 

簡廷任老師 

任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深耕花蓮在地

生態與文化領域，常協助政府機關及學校

進行專案研究，並積極推廣環境教育，透

過設計課程及生態探索活動，與學童分享

自然的感動，體現花蓮森林和海洋的價值。 

108 年 9 月 7 日 王記 

黃碧雲女士 
民生里里長夫人（民生里社區發展協會總

幹事） 
108 年 10 月 2 日 將軍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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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與架構 

依據我們的研究主題及研究過程的階段性，我們討論擬定以下的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五、研究對象及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對象：美崙溪下游的降海型陸蟹，本研究簡稱陸蟹。 

(二)研究設備及器材 

   根據我們的研究內容，我們分別使用相機、挖沙工具、手電筒、筆記本、筆、電腦、

記錄版等器材進行實驗，觀察陸蟹的行為與特徵。 

 

表二  研究器材與設備一覽表 

 

相機(拍照用) 

 

工具(方便抓陸蟹) 手電筒(照明用) 

 

筆記本、筆(紀錄重點) 

觀察箱(裝陸蟹) 

 

記錄版(紀錄重點) 

 

電腦(整理資料) 

 

錄音筆(訪談錄音用) 

 

 

陸蟹生態

研究結論 

保育陸蟹

生存環境

建議 

整理專家

訪談資料

陸蟹生態

環境分析 

確認研

究主題

與研究

目的 

相關文

獻資料

蒐集與

探討 

研究過程

資料討論

整理與分

析 

提出 

研究結

論與研

究建議 

美崙溪陸蟹

專家訪談 

簡廷任老師 

黃碧雲女士 

觀察調查

法— 

1.美崙溪

中下游踏

查 

2.夜觀陸

蟹 

美崙溪

陸蟹研

究行動

開始 

1.確認

研究方

向 

2.擬定

研究主

題 

1.圖書館

蒐集書

籍資料 

2.上網搜

尋網路

資料 

圖一  陸蟹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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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洄瀾灣流

水環境改善計畫 

貳●正文 

 

一、 美崙溪下游的地理位置與環境 

 

美崙溪約有 15 餘公里，流域是花蓮市人口最為集中的區域。從上游到下游，美崙溪呈現

著多元的面貌，尤其美崙溪的下游更孕育許多的生命，根據根據我們研究的主題，收集相關

資料及實地踏查後，將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一) 美崙溪下游的地理位置與環境 

 

1、美崙溪流域介紹及下游地理位置： 

美崙溪是一個具多元生態環境的溪流，裡面含有非常多的生物存在。主要發源於秀

林鄉標高 2,311 公尺之七腳川山東南側，向東南流經娑婆礑、水源村(秀林鄉)，進入花

蓮市後轉向東北流經國福後，沿花蓮市與新城鄉交界，最後注入太平洋。整條長約 15.40 

公里，流域面積為 76.40 平方公里。上游（水源地到水源大橋）由於地處管制區，兩岸

的林相保存好，生態豐富。中游（水源橋到國福大橋之

間)，見到一片荒地景象，這裡的溪水已轉為下水和伏流，

大片乾枯的溪床和大量堆積的礫石。豐川堤防到嘉國橋，

這一帶到了吸水的末端(下游)；美崙溪將入海，隨著花蓮

港的建設，美崙溪河床與出海口逐漸淤積，此美崙溪形

成「沒口溪」。 

 

2、美崙溪下游的環境與生態： 

由於河川發源地地勢高峻，流路短促，故河床陡峻，

下游出海口附近河床多卵石沉積。但美崙溪的生態多元

且豐富，美崙溪生態共紀錄到 37 科 96 種鳥類保育類鳥

種，有 4 科 11 種兩棲類； 42 種魚類，蜻蜓記錄到有 3

科 16 種，植物調查目前共計發現 10 科 26 種。下游則

常可看見大萍、布袋蓮、構樹……等植物，鳥類有麻雀、

大白鷺、中白鷺、小白鷺、夜鷺、洋燕、紅鳩、鳥頭翁、大捲尾、褐頭鷦鶯、黑頭文鳥、

紅冠水雞等，魚類則有臺灣鏟頜魚、粗首蠟、大吻蝦虎及日本禿頭鯊等。從將軍府至美

崙溪左岸河畔公園，栽種吸引蝴蝶之原生種蜜源植物，吸引台灣狐蝠食用之漿果植物，

岸邊水溝為陸蟹棲息之熱點，所以這裡列為二級海岸保護區。 

 

中游伏流 

 

美崙溪下游環境 

 

下游陸蟹棲地 

 

探訪美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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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蟹 母蟹 

二、 美崙溪下游陸蟹的探討 

美崙溪下游生態豐富且有陸蟹存在是令人相當驚奇的事，於是我們查了相關書籍，

閱讀許多書籍及訪談專家，來瞭解陸蟹構造及探討美崙溪路蟹的種類及生態環境，「陸蟹」

是指生活在陸地上、日常活動不受潮汐影響的蟹類，臺灣的陸蟹主要為地蟹科、相手蟹

科與方蟹科種類。依生活的區域又分成三種，分別為：溪蟹、陸蟹及海洋型陸蟹。溪蟹

是指終身住在淡水溪流裡的陸蟹；陸蟹也有降海型陸蟹及山上的陸蟹的區別，而在美崙

溪下游看到的是屬於降海型陸蟹。 

 

(一)認識陸蟹 

1.認識陸蟹的身體構造與特徵 

從小知識告訴我「陸蟹有 8 隻腳，1 對螯」，事實上動物

學家在分類時，屬於節肢動物門、甲殼綱、十足目。生

活在陸地，大多不需要浸泡在水中，牠是從海洋演化到

路地的「鐵甲武士」，因為生活在陸地，所以要發展出

在陸地生活的機制，身體分為頭部、胸部和腹部，頭胸

和腹部外面包著硬硬的外殼具有蠟質以減少水分散

失，也因生活在陸地，所以腳比較有力。請參考(右圖二)

所示。 

 

2.陸蟹覓食行為的特殊性 

陸蟹多屬於雜食性，可以只吃樹葉過活，是一群不挑食的好孩子，所以美崙溪畔樹林多，

牠總是有永遠也吃不完的落葉。偶爾也吃掉落的果實、殘枝、腐屍，動物的屍體等，是

生態系中的腐食者，但是魚、蝦、昆蟲、貝類以及腐爛的肉類，都是陸蟹喜愛的食物。

他們喜歡晚上才外出覓食，如果在缺乏食物的情況下，母蟹可能會吸取身上所抱的卵，

甚至有些大型陸蟹會捕捉小陸蟹。陸蟹大多是挖洞居住，洞穴主要是提供避難及居住休

息，不管洞穴有水與否，洞內的濕度絕對比外面來得高，這將有助於保濕減少水分散失。 

 

3.陸蟹的性別 

陸蟹的性別可從腹部分辨，雄蟹的腹部大都呈現三角形，稱為

尖臍，雌蟹的腹部呈橢圓形至半圓形比較寬大，稱為圓臍。 

 

4.陸蟹的繁殖 

不同的陸蟹有不同的繁殖期，陸蟹交配後，母蟹的

抱卵期大約為 17 天，當要產卵時，母蟹需移動至海

邊，母蟹在卵即將孵化時緩步入海，當卵接觸到海

水孵化時，蟹媽媽會快速抖動腹部，把幼蟲釋放出

來這就是「釋卵」。蚤狀幼生在海洋中過浮游的生

活，以其它更小的海洋浮游生物為食，在經過多次

的脫殼長大後，才變成一隻小螃蟹，再回到陸地上

生活。 
圖片來源：綠島永續生態資訊網 

不動指 前額 

螯腳（攝食用）       可動指  

步腳 

掌部 

指節 

前節 

脘節 

長節 

(圖二) 



篇名：蟹老闆的靚旅～美崙溪陸蟹的美麗與哀愁 

第 5 頁，共 10 頁 

 

5.自割與再生 

陸蟹當遇到危險時，為了確保自身安全，陸蟹會自行斷肢，斷肢後還會

長出新肢，長新肢需要經過多次脫殼，才會長成。 

 

(二)美崙溪下游陸蟹的種類及外型構造特徵 

本研究小組找尋資料時發現有許多的參考資料和文獻對於美崙溪下游陸蟹的種類既

載並不是很多，所以我們訪談了洄瀾生態工作室簡任廷老師，來幫助我們釐清問題及疑

惑。簡老師提到曾在美崙溪畔出現的螃蟹約有十七種，較常見的陸蟹有七種，分別是字

紋弓蟹、印痕仿相手蟹及中型仿相手蟹……等，牠們各有特色，也容易分辨。例如︰樹精

靈」林投攀相手蟹、「小白臉」灰甲澤蟹，以下我們以表格整理的方式說明美崙溪下游陸

蟹的種類及外型構造特徵及生態習性。 

表三  美崙溪下游陸蟹的種類 

名稱 又稱 特性說明 照片 

中型

仿相

手蟹 

聖誕

紅 

外型構造特徵： 

蟹甲呈四方形，蟹額處下凹，兩側斜嚮往上，蟹眼便

位於其尖端處。具有一對平均大小的蟹螫及左右各四

對的步足，蟹螫的尖部為明顯的白色。蟹身為火紅

色，但體色自蟹額處向第四對步足逐步淺淡並偏臘黃

色。 

生態習性： 

以夜間活動為主，主食草及落葉。繁殖時會至海邊釋

出幼體。 

 
很常見且族群最大 

整隻的，只螯足前端呈現

白色，外號是「聖誕紅」 

印痕

仿相

手蟹 

滿天

星 

外型構造特徵： 

印痕仿相手蟹體色為紫褐色或紅褐色，甲前部為黑

色。因為手臂上有很多一點一點的班點，所以被大眾

稱為「滿天星」。前側緣、後側緣鑲有金色條紋。再

行進間，不會集體行動，大多單獨行動，卵成熟時母

蟹會在黃昏時過馬路到海裡產卵，卻有不少死於車

下。常出現在河口域及海濱水溝內有水的地方。 

生態習性： 生態習性以夜間活動為主，危險時常有

棄螯而逃的自割習性。 

 
很常見且族群最大 

螯足上有明顯白點，被稱

為「滿天星」 

毛足

圓軸

蟹 

 

巨神

斌 

外型構造特徵： 

一般甲寬可達 8∼9 公分，頭胸甲呈近圓方形足左右

不一樣大，步足長有剛毛，所，背甲顏色由褐色至黑

色都有；眼睛黑色；大螯顏色較淡。甲面光滑，熬以

因為有「毛狀的步足」，所以稱為毛足。 

生態習性： 

穴居，洞穴底部有含鹽份不高的水，以落葉枯草為主

食，稚蟹常出沒於有淡水的區域。 

 
有「毛狀的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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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觀陸蟹 

 
陸蟹放在放大觀察盒 

 
夜觀一邊紀錄 

 
陸蟹 

 

林投

蟹 

(林

投攀

相手

蟹) 

樹精

靈 

外型構造特徵： 

頭胸甲背甲呈方型，眼睛呈透明淡綠色，背甲以黃褐

色為主。螯足掌部呈較鮮豔的橙色，螯指為白色，雄

蟹螯足較雌蟹粗壯；步足黃褐色。 

生態習性 

常出現的地方常是海岸河口或靠近溪流水源處，因為

林投樹的葉柄基部容易積水，可提供隱密的躲藏空

間，葉片多刺的保護效果，成為最容易吸引林投蟹光

顧的植物。 

  
圖片來源：墾丁國家公園

生物資料庫 

擅長爬樹，又稱樹蟹。 

字紋

弓蟹 

扁蟹

仔 

或扁

扁蟹 

外型構造特徵： 

字紋弓蟹體長約 8 公分。頭胸甲近圓方形，扁平，

表面光滑，身體呈墨綠或黑色，背甲方形有點圓，身

體非常扁平。背甲寬約 4 公分，四對足都有長長的

毛而且扁平。 

生態習性： 

步足扁平，適合游泳，其游泳的方向為直線前進。牠

會配合雨季來臨，隨洪水進入海裡繁殖，大眼幼蟲再

成群溯溪而上。 

  
因身材扁平又叫「扁扁

蟹」 

灰甲

澤蟹 

小白

臉 

外型構造特徵： 

頭胸甲光滑隆起，呈近方形，甲寬約 3 公分，甲的前

側緣有顆粒狀突起，是台灣特有種的大型澤蟹。甲及

步足呈灰白色，螯足為白色且不等大。 

生態習性： 

穴居之洞口常隱在草叢或樹根間。穴居於山溝旁的土

質洞穴中。牠只出現在台灣台東海岸山脈的泥質山溝

地區，屬於台灣特有種 

 

 
甲及步足呈現灰白色 

是台灣特有種 

奧氏

後相

手蟹 

白目

眉仔 

 

燈籠

蟹 

外型構造特徵： 

甲身隆起呈方形，甲面光滑約寬 2 公分，額下切，兩

眼間有似眉之黃色條紋（有些無眉紋），螯足等大，

各步足長有剛毛。甲呈黑褐色，兩螯為紅棕色，步足

顏色較甲色淡。 

生態習性：夜行性蟹類。 

 
棲息在美崙溪口接近海

的地方 

資料來源：花蓮溪社區溪流生態資源手冊、台灣賞蟹情報、台灣海洋生態資訊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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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說明我們觀察陸蟹的足跡： 

 
以手機拍下陸蟹 

 
陸蟹的食物毛柿 

 
陸蟹的家(山壁洞穴) 

 
山壁上都是洞穴 

 

為了協助我們瞭解美崙溪下游陸蟹面臨的危機及如何保育陸蟹永續生存，我們除了分析

文獻資料外，也進一步訪問洄瀾生態工作室的老師及民生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黃碧雲女士，

了解美崙溪下游陸蟹的生存危機及保育的方法，以下我們將訪談內容分陸蟹危機、永續生存

二個面向，依題目整理分析如下。 

 

表四  美崙溪下游陸蟹的危機及棲地保育 

面向 題目 簡廷任老師 黃理事長 

陸 

蟹 

生 

存 

面 

臨 

的 

危 

機 

里民

是否

知道

陸蟹

相關

知識 

民生里的里民或志工們知道當

地的自然生態及文化古蹟，對於靜態

(古蹟及植物)的部分能了解能解

說，但是對於會動的生態資源（動物

部份），如狐蝠或陸蟹專業知識則比

較不足。 

在過去民生里有很多陸蟹，因為里

民經常在夜晚家後院聽到悉悉簌簌的

聲音，後來沿著聲音尋找採發現有需多

陸蟹的存在。因此里民開始認識陸蟹，

也同時發現這裡生態豐富要好保護讓

牠可以成為當地的特色，但是民生里真

的缺乏較專業的解說志工。 

辦理

夜觀

陸蟹

活動

是否

有其

他單

位的

資源 

配合公務機關的計畫，協助辦理

其中的一個小計劃，通常都是與環境

議題有關的子計畫，就會有經費可以

支應活動需要的支出。 

曾經也向市公所提出美崙溪下

游是個生態豐富的地方，讓市公所編

列經費一起保育，或許這不是發展的

方向，所以沒有被重視 

通常是申請公家單位的支持，但是

必須與環境有關的公務單位，例如：林

務局、環境保護局、水利局、河川局等，

都有利活動的辦理。 

如果是非環境保護的機關單位，怎

無法申請經費補助活動需要的開銷。 

推動

過程

中遇

到的

困難 

曾經辦理志工培訓，但是志工要

到成熟可以解說各種陸蟹，是需要很

長的時間，因為民生里的志工年紀比

較大，這對於志工而言會比較有壓

力。 

大約在四年前溪畔公園的樹木被

花蓮市公所以「修剪」名義，全部攔腰

砍伐。這樣不當的「修剪」破壞了溪畔

公園旁陸蟹的生態棲地。當時里民嚴重

的抗議，最後市公所允諾不再砍伐。 

陸 

蟹 

生 

存 

面 

臨 

的 

危 

機 

為何

會想

到辦

理夜

觀陸

蟹的

活動 

研究陸蟹的專家劉烘昌教授曾

在花蓮多年研究陸蟹，這裡最高紀錄

有三十幾種，但目前漸漸變少，因此

我們才要積極辦理陸蟹夜觀活動，透

過大人帶小朋友參加營隊，或是營隊

結束後回家告訴家人，將保育觀念帶

回去。 

在市中心的社區，有這樣多元豐富

的生態環境，我們當然西往保留下來，

而且讓更多的人知道可以一起保護，辦

理營隊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未來

可以
未來會持續辦理美崙溪生態營

隊，推動生態保育觀念，並透過小朋

民生里持續辦理生態教育志工培

訓，讓更多的人一起投入保護陸蟹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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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的方

向 

友影響家人一起保護陸蟹 

花蓮縣政府預計開始整治美崙

溪的環境，可以規劃路系生態保護

區，因為有公權力的介入，陸蟹可以

得到保護 

建議民生里可以成立河川巡守

隊或生態巡守隊，可以不定時地巡視

下游的生態，已勸導的方式，可以觀

察他但不抓他 

中 

這裡的陸蟹減少不是因為陸殺，而

是因為棲地被破壞，所以我們也會持續

讓更多的環保志工，一同守護棲地環

境，讓自然生態可以永續 

 

 

以下照片為我們訪談專家及踏查美崙溪下游的紀錄： 

 
 
 
 
 
 
 
 

同時訪問到二位專家 

 
 
 
 
 
 
 
 

致贈結緣品 
 

 
 
 
 
 
 
 
 

此處洞穴及食物最
多，因此陸蟹也最多 

 
 
 
 
 
 
 
 

生態多元且豐富 
一大片的毛柿樹 

 

參●結論 

三、研究結論 

如果陸蟹棲息地生態惡化，表示著我們生活環境並不健康。保護陸蟹的棲息地，也等於

我們有良好的居住環境。經由這次的研究，我們統整出以下結論： 

(一)美崙溪下游常見的陸蟹—菁華橋旁的步道因靠近出海口，有

良好的遮蔽空間、豐富的食物及終年不斷的水源，讓陸蟹喜

愛在此居住。此處較常見的陸蟹有五種，分別為中型仿相守

蟹、印痕仿相守蟹、字紋弓蟹、凶狠圓軸蟹和林投仿相守蟹(樹

精靈)，在這兩次的夜觀活動中，我們最常發現中型仿相守蟹

和印痕仿相守蟹，可見這兩種陸蟹在這有較大的族群分布。 

 

(二)陸蟹的食與衣—陸蟹雖屬於雜食性，但仍須要有充足的食物來源，單車道旁有茂密的毛

柿樹林，提供陸蟹充足的食物來源。 

 

(三)陸蟹的住與行—陸蟹多躲在洞穴中，溪畔的山泉水排水管(山

壁孔洞)是他們居住的地方。陸蟹需去海裡產卵，再回到陸

地上生活，因此居住地點會比較靠近出海口，美崙溪中、上

游因環境改變，不利陸蟹生活，所以只有菁華橋附近的單車

道旁有陸蟹居住，中上游是沒有陸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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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陸蟹的危機—人為濫捕，棲地的改變，是目前陸蟹面臨最大的危機。人類捕捉陸蟹主要

的原因是為了吃和為了當魚餌，兩三年前可以在此處看到水溝內爬滿了陸蟹，現在卻

寥寥無幾。 

 

(五)陸蟹的未來—現在的陸蟹比以前的陸蟹怕人，這是陸蟹演化的機智，陸蟹需要保護自己，

以免被人類抓走。因此宣導保護陸蟹不濫抓及保護陸蟹的棲地是維護陸蟹永續生存最

重要的方法。 

 

四、研究建議 

 

經過這段時間研究後，對於陸蟹的生存危機及永續生存環境，針對硬體環境設施及環境

推動規劃等二個方面提出建議，希望大家共同來維護屬於美崙溪特有的生態環境。 

 

(一)硬體環境設施 

 

1. 水源條件—美崙溪下游的陸蟹最主要賴自來水廠水管破洞所流下來的水，或是滲透

到地下的水源，水文應維持對陸蟹有利的條件，這樣較有利陸蟹的棲息。 

2. 棲地環境—美崙溪下游左岸的地方，林木應被保育，以保護陸蟹棲地環境，讓陸蟹

有足夠空間活動、築洞，並有足夠的枯落葉區域讓陸蟹棲息。 

3. 植栽考量—種植樹冠夠大的植物，下方不會生長過多草本植物，例如毛柿又有落果

可以產生腐植質，也提供食物來源，有利陸蟹棲息。 

4. 復育設施—建議可規劃陸蟹復育類型設施，例如河口洄游道、水溝生態棲地營造等，

塑造美崙溪下游段水溝旁的生態水岸環境。 

5. 解說設施—建置環境教育服務性的設施，例如環境解說牌或生態廊道指示牌等，設

施應定期保養維護，引導民眾重視美崙溪下游環境保護課題。 

 

 
 
 
 
 
 
 
 

需多垃圾會汙染水源 

 
 
 
 
 
 
 
 

我們隨手撿拾垃圾 
 

 
 
 
 
 
 
 
 

許多市民在此運動 

 
 
 
 
 
 
 
 

還有機車從此處經過 

 

(二)軟體活動規劃 

 

1. 建立志工社團—以團隊參與模式，培訓生態解說志工，落實環境生態保育，創造生

態保育多元人才。 

2. 辦理生態營隊—辦理生態環境教育營隊，增加民眾認識陸蟹，讓更多民眾了解陸蟹

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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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社區共融—與地方社區連結，透過地方社區營造創生過程，連結在地社區民眾

共同，在地社區民眾可以參生態環境與陸蟹生存防護，打造社區居民一起重視陸蟹

生存環境，形塑社群凝聚力。 

4. 成立河川巡守隊—成立河川巡守隊或是陸蟹保衛隊，讓一些有空的社區志工可以一

邊運動一邊巡視是否有民眾捉捕陸蟹，隨時勸離。 

5. 架設網站粉絲頁—可以利用網路無緣弗屆的特性，成立專屬美崙溪的網站或是粉絲

頁，讓訊息傳遞出去，讓更多人可以知道美崙溪下游的生態環境。 

6. 印製摺頁手冊—將美崙溪下游的生態環境及陸蟹的相關知識，保育方法印製成手冊

或摺頁，宣導讓民眾知道，讓民眾可以一起投入保護陸蟹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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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簡廷任老師的訪問題目 

 

問題： 

1.溪蟹要分公和母除了可以從牠的腹部分辨之外，還可以從什麼地方分辨嗎? 

2.如果溪蟹生長在和以往不同的生長環境，溪蟹有辦法生存嗎?太久沒下雨(太乾燥)對溪蟹有

影響嗎? 

3.美崙溪除了中型仿相守蟹和印痕仿相守蟹還可能出現哪種螃蟹? 

4.為什麼將軍府旁的步道會聚集那麼多的溪蟹? 

5.美崙溪溪蟹的覓食行為有什麼特殊性嗎? 

6.美崙溪溪蟹面臨到什麼樣的危機? 

7.美崙溪上、中、下游的溪蟹數量有不一樣嗎? 

8.美崙溪溪蟹數量從以前到現在有改變嗎? 

9.現今汙染嚴重美崙溪的溪蟹有受影響嗎? 

10.美崙溪以前的溪蟹有比現在的大嗎? 

11.花蓮有在做什麼保護(育)溪蟹的工作嗎?是那些人?怎麼推動? 

12.花蓮的溪蟹走向大海產卵時被陸殺的情況嚴重嗎?大部分都走哪裡(移動動線、時間) 

13.花蓮的生態旅遊有很多，賞鯨、賞鳥、賞螢、潮間帶、都很熱門，但賞蟹並沒有很常見，

將軍府推動賞蟹的生態旅遊可行嗎?有沒有人在做? 

 

訪問民生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黃碧雲女士(里長夫人)的問題 

 

問題： 

1.我們知道在早期民生里周邊環境凌亂不堪且空地雜亂荒蕪，很雜亂的，直到吳里長上任後，

成立守望相助環保義工服務隊，社區才開始變得不一樣，里長甚至辦理夜觀陸蟹的活動，

因此我們想請問里長為什麼會想要舉辦這樣活動〈探索陸蟹〉？ 

2.民生里的里民都知道陸蟹相關知識及如何保育陸蟹嗎？ 

3.往年暑假都會在美崙溪下游旁的步道辦夜觀，為什麼今年沒有辦？ 

4.在辦理這樣的活動時候，是否有尋找相關的單位協助或是資源? 

5.在推動保護陸蟹生存環境的過程中，是否曾經遭遇過困難? 

6.如果我們希望推動保護美崙溪陸蟹，我們可以往哪幾個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