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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由 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3

月，於臺北市內湖區金面山南麓溪谷進行

黃口攀蜥夜晚停棲行為研究，以溫度和各

項停棲行為進行來分析探討，包括黃口攀

蜥的成幼蜥、雌雄蜥停棲選擇上的差異。  

研究期間，共標記到 452 隻攀蜥，其

中雌蜥 163 隻、雄蜥 168 隻、幼蜥 121 隻。

將停棲的情況分為方向、角度、停棲型態、

離地高度四項來分析，在方向上多以朝

內、向上為主；角度多以小角度的 1°～45

°及 180° 為主；在停棲型式多以環抱莖枝

為主。進一步分析成幼蜥、雌雄蜥不論在

方向、角度、停棲型式的選擇上皆無差異。

離地高度的部分則以成蜥及雄蜥的停棲高

度較高；以溫度分析黃口攀蜥的成幼蜥出

現停棲隻次、停棲高度、出現停棲攀蜥體

型的相關性，溫度對出現停棲隻次可以做

出趨勢相關曲線，估算攀蜥的停棲有一最

適宜溫度範圍約在 19℃～24℃間；溫度與

其停棲高度呈現正相關性；每次測得樣區

溫度與出現停棲攀蜥平均吻肛長有顯著的

正相關。而黃口攀蜥夜晚婷棲時則會傾向

於較固定的範圍內。  

關鍵字：黃口攀蜥、停棲行為、溫度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高中時期參加了生物科學研究社，參

與社團活動進行了幾次白天及夜間的野外

採集後，發現了有種攀木蜥蜴在白天的時

候活動力很強，總是不容易抓到，但是夜

晚時卻會靜靜的停棲於樹枝或是葉子上，

且觀察到的次數頻繁，數量頗多。在好奇

心驅使之下請教生物老師有關此種攀木蜥

蜴的基本資料，才讓我們知道牠的名字－

黃口攀蜥。  

黃口攀蜥 (Yellow-mouthed japalura)學

名 Japalura polygonata xantbostoma，為臺

灣特有亞種，分佈於臺灣中部以北，西半

部最南至南投與臺中一帶，常在低海拔山

區及丘陵的樹林邊緣活動（劉，1994；向，

1996；呂等，1999；向，2001），於臺灣中

部以北由平地至海拔 1000 公尺左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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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記錄，另外尚有兩個不同亞種分布於

日本的琉球群島（呂等，1999）。體長大約

23 公分，尾長約吻肛長的 2 至 2.5 倍，是

臺灣攀蜥屬中體型最小者。體背部大多成

黃褐色，有時偏綠，口腔外緣及舌部有明

顯的黃色。在體色上具有明顯之雌雄二型

性 (sexual dimorphism)，雄蜥下頷底色為灰

色且帶有白斑，喉部並可見銹紅色斑塊，

雌蜥下顎白斑較不明顯，而喉部斑塊僅有

淡黃色調，腹部為淺灰色，有時帶黃褐色

（呂等，1999；向，2001）。幼蜥的體長較

小，體色不明顯，多為棕色，性別特徵也

尚未出現。  

高中的基礎生物課本曾敘述：「在不

同的森林層次中，可分別觀察到不同的鳥

類活動期間，但有些物種對於環境因子的

需求不是很嚴格，這些物種可以活動於不

同的森林層次中，但總有一些較喜歡的層

次」（施，2001）。那麼黃口攀蜥於夜晚時

是否也會有其較偏好的停棲行為？或是會

因環境因子的變化而採取不同的停棲行

為？而不同物種的生物對同一環境因素所

能適應的範圍往往不同，若一種生物對所

有環境因素的適應範圍是廣的，則這種生

物的分佈也一定很廣（施，2001）。那麼金

面山南麓溪谷黃口攀蜥對於環境因子的適

應能力是屬於廣泛型的？抑或是狹窄型？

高二生命科學教材下冊中亦有提到：「動物

以體溫維持的方式可區分為恆溫動物和變

溫動物 (或異溫動物 )兩大類，不論哪一類

型的動物，其體溫的調節包括有行為、構

造或生理的適應，行為適應如爬行類動

物，他們常會四處移動以尋找最適合自己

溫度的處所。」（施，2002）。那黃口攀蜥

在夜晚的停棲行為是否與體溫的調節有

關？而又是否會有一段較適合黃口攀蜥停

棲調節體溫的溫度呢？  

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學者著手進行

有關臺灣產攀蜥生態學的研究，包括有：

攀蜥的種類分布（羅，1980；林及鄭，1990；

簡，1990；林，1993；呂等，1999；向，

2001）、親緣關係（劉，1994；向，1996）、

生殖（鄭，1977；陳，1982）與族群生態

（盧，1987）、行為及食性（范姜，1994）

等。其中關於攀木蜥蜴行為生態方面的研

究資料則較為稀少，所能參考的書籍、文

獻也非常有限。另外在野外觀察的過程

中，常會發現到攀蜥於停棲時的一些特殊

現象，在內心充滿疑問、不解的動力驅使

下，本研究即以停棲行為作為主題，進一

步的了解金面山區黃口攀蜥的停棲生態習

性。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內湖區金面山南麓溪谷黃口攀

蜥在夜晚停棲行為（包括：停棲時

之方向、角度、停棲型式）的選擇

有何差異？  

（二）探討溫度對黃口攀蜥的停棲行為有

何影響？  

（三）建立黃口攀蜥之基本生態資料以提

供日後相關研究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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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或過程  

一、研究設備器材  
電子秤（Bonso poket 80TM）  一個

游標尺（KAWAI）  一支

手電筒  數支

溫溼度計（Every day）  一個

解剖剪刀  一把

量角器  一把

捲尺 (5 公尺 ) 一個

封口袋  數個

數位相機（Nikon coolpix 4300）  一臺

單眼相機（Pentax mz50）  一臺

 

二、研究時間及地點  
本研究於 2002 年 7 月份展開，資料

統計至 2003 年 3 月底為止，共 9 個月，每

個月至少至樣區中進行 4 次的夜間採集觀

察，每次調查時間大約 3～4 個小時。  

研究地點為臺北市內湖區金面山南

麓溪谷。金面山屬於五指山系的支脈，位

於內湖金龍寺西側山稜，標高 258 公尺，

山頂有一巨石凸向北方，從碧山巖望去頗

似鳥嘴尖型，所以又稱剪刀石山（網站 1；

網站 2）。  

 

三、調查方法  
研 究 期 間 ， 利 用 穿 越 線 調 查 法

（Transect）（呂等，1996）將樣區劃分為

A～AT 共 35 區。此外，依環境差異再將

調查區域劃分為兩個區塊，前 15 區（Ａ區

～Ｏ區）為溪谷區域（圖一）、後 20 區（Ｐ

區～AT 區）為山林步道區域（圖二）。  

 

 
圖一 研究樣區：溪谷區域  

 
 

 
圖二 研究樣區：山林步道區域  
 

調查時利用上述之穿越線，使用目視

遇測法 (Visual Encounter Method)及徒手

撲捉法（Hand-Capturing）在夜晚時間進

行觀察採樣。  

在進行調查的樣區中就地形環境劃

分為溪谷與山林步道兩區域，其中進一步

將溪谷中的十五個地點做統計，由於約每

5 樣區有一種地形上的變化（如：上坡、

岩壁），因此統計時以每 5 個地點為一分

區，再進行不同月份各分區攀蜥停棲隻數

的比較（第一分區：前區～Ｅ區，第二分

區：Ｆ區～Ｊ區，第三分區：Ｋ區～Ｏ區）。 

 

四、測量與紀錄  
1.黃口攀蜥的形質測量及性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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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樣區中所觀察到的黃口攀蜥進行

形質測量及性別判定，項目包括有：  

（1）吻肛長（snout-vent length, SVL，㎜）

（圖三）  

（2）尾長（ tail length，㎜）（圖四）  

（3）體重（weight，g）（圖五）  

（4）標定編號  

參考 Twitty 剪趾標號法 (toe-clipping 

method)（呂等，1996），將所觀察之黃口

攀蜥進行標放（圖六），以便於攀蜥個體的

辨識。  

 

 

 
圖三 測量吻肛長  

 

 
圖四 測量尾長  

 

（5）判定性別  

喉部有明顯橘色鏽斑的為雄蜥（封底

圖 A），無鏽斑的為雌蜥（封底圖 B），若

無法判定鏽斑性徵，則以體色和吻肛長判

定為幼蜥。  

 

 
圖五 測量體重  

 

 
圖六 剪趾標號  

 
2.棲地的測量與紀錄  

測量記錄項目包括：樣區中的溫度

（℃）、溼度（％）、黃口攀蜥停棲的區段

位置、離地高度（㎝）、方向、角度（∘）

以及停棲型式。  

（1）溫、濕度  

使用溫溼度計測量攀蜥停棲地點環

境之溫溼度資料，並加以記錄。  

（2）停棲高度  

測量攀蜥停棲位置至地面的垂直高

度（㎝）。  

（3）停棲方向  

以攀蜥頭部與植物體的相對位置為

基準，將停棲方向共分為：垂直向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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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垂直向下（圖八）、水平朝內（圖九）、

水平朝外（圖十），朝外向上（圖十一）、

朝外向下（圖十二）、朝內向下（圖十三）

及朝內向上（圖十四）等八種。  

（4）停棲角度  

量角器測量攀蜥停棲時與水平方向

的夾角；大於 90 °的角以補角來記，水平

則記為 180 °；共分為四種：1 °～45 °、46 °

～89°、90°（垂直）及 180°（水平）。  

 

 
圖七 垂直向上  

 

 
圖八 垂直向下  

 
圖九 水平朝內  

 

 
圖十 水平朝外  

 

 
圖十一 朝外向上  

 

 
圖十二 朝外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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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停棲型式  

停棲型式分為環抱莖枝（圖十五）與

趴於葉面（封面圖）兩種情形。環抱莖枝

者需測量莖枝直徑；趴於葉上者則需測量

其前後腳的距離和左右腳的距離（紀錄為

長×寬）。  
 

 
圖十三 朝內向下  

 

 
圖十四 朝內向上  

 

 
圖十五 抱著樹枝的黃口攀蜥  

五、資料分析  
將野外觀察時所蒐集的數據資料使

用 Microsoft Excel 軟體加以紀錄整理，利

用 SigmaStat 統計軟體及 SPSS 統計軟體

（張及林，1995）進行以下各項數值的統

計分析：  

1.環境因子與攀蜥行為的相關性：  

（1）各分區中攀蜥停棲分布情形：  

統 計 每 個 月 各 個 分 區 攀 蜥 出 現 隻

次，使用卡方分析 (chi-square)進行適合度

考驗（ test of goodness of fit），以瞭解攀蜥

停棲於各分區的偏好程度。  

（2）停棲型式：  

計算攀蜥停棲時環抱莖枝與趴於葉

面的比例，以卡方分析 (chi-square)進行百

分比同質性考驗（ test of homogeneity of 

proportions），分析停棲型式在不同季節雄

雌個體及成幼個體之間的差異程度。  

（3）停棲選擇之各項因子分析：  

統計攀蜥停棲時之停棲高度、方向及

角度資料，使用獨立 t 檢定及卡方分析

(chi-square)之百分比同質性考驗，檢測各

項因子在雄、雌個體及成、幼個體間有何

差異性。  

（4）溫度影響停棲行為的分析，包括項目

有：  

Ⅰ .溫度與出現隻數的相關性：  

將每次採集時的平均溫度與所觀察

的出現隻數以 SigmaStat 套裝軟體進行相

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以檢測

二者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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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溫度與停棲高度的相關性：  

將每次採集時的平均溫度與所測得

之平均停棲高度以 SigmaStat 套裝軟體進

行相關性分析，以檢測二者間之關係。  

Ⅲ .溫度與出現停棲攀蜥體型的相關性：  

將每次採集時的平均溫度與出現停

棲攀蜥之體型 (SVL)以 SigmaStat 套裝軟體

進行相關性分析，以檢測二者間之關係。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族群相關數據統計  

研究調查工作期間，進行了 51 次的

夜間觀察，共紀錄到黃口攀蜥 1806 隻次，

標記隻數有 452 隻，其中包括雄蜥 168 隻、

雌蜥 163 隻及幼蜥 121 隻，總共回收 702

隻次；此外，未標號的幼蜥 256 隻次。  

 

（二）攀蜥於樣區中分佈情形：  

7 月份在前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6.7

％，8 月份在 M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0.4

％，9 月份在 P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1.3

％，10 月份在 H、 I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9.7％，11 月份在 D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4.4％，12 月份在 D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8.3％，1 月份在 D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28.2％，2 月份在 C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7％，3 月份在 B 區出現的隻數最多佔 12

﹪，皆以溪谷區（Ａ區～Ｏ區）的隻數為

多。  

 

表一、黃口攀蜥停棲型式統計分析  

 環抱莖枝  趴於葉面  

成蜥  425 254 

雄蜥 (隻 ) 178 116 

雌蜥 (隻 ) 247 138 

雄雌蜥 chi-square x2=0.927，df =1，p>0.05 

幼蜥  278 251 

成幼蜥 chi-square x2=12.31，df =1，p＞0.05 

總數（隻）  703 505 

適合度考驗  x2=32.45，df =1，p＜0.01 

 

表二、不同月份黃口攀蜥停棲之平均高度  

 
2002 年

7 月  
2002 年  

8 月  
2002 年  

9 月  
2002 年

10 月  
2002 年

11 月  
2002 年

12 月  
2003 年  

1 月  
2003 年  

2 月  
2003 年  

3 月  

隻次（隻）  90 102 182 259 201 308 79 215 174 

平均高度（㎝） 91.3 137.8 129.3 148.7 109.4 89.9 55.3 66.2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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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黃口攀蜥停棲處離地高度之統計分析：  

 隻數  平均離地高度（㎝）  

成蜥  788 118.6 ㎝±2.43 ㎝  

雄蜥 (隻 ) 372 126.2 ㎝±3.32 ㎝  

雌蜥 (隻 ) 416 112.6 ㎝±3.27 ㎝  

雄雌蜥 t-test t＝2.64，p<0.01 

幼蜥  584 91.5 ㎝±2.46 ㎝  

成幼蜥 t-test t＝ -7.59，p<0.01 

 

表四、黃口攀蜥停棲方向之統計分析：  
 

垂直  
朝上  

垂直  
朝下  

水平  
朝內  

水平  
朝外  

朝外  
向上  

朝外  
向下  

朝內  
向下  

朝內  
向上  

成蜥  95 2 182 87 97 9 13 218 

雄蜥 (隻 ) 37 1 90 34 45 4 10 96 

雌蜥 (隻 ) 58 1 92 53 52 5 3 122 

雄雌蜥  
chi-square  

x2=9.62，df=7，p＞0.05 

幼蜥  82 1 145 80 112 12 13 134 

成幼蜥  
chi-square 

x2=15.47，df=7，p＞0.05 

總數（隻）  179 3 337 169 209 21 16 352 

適合度考驗  x2=844.4，df=7，p＜0.01 

 

統計分析結果，每個月隻次最多的區

域：7 月為第一分區（前區～Ｅ區），佔 52.9

％；8 月為第二分區（Ｆ區～Ｊ區），佔 41.5

％ ； 9 月 的 停 棲 分 布 無 顯 著 差 異

（X2=5.129，df =2，p>0.05）；10 月亦無顯

著差異（X2=2.54，df =2，p>0.05）；11 月

為第一分區，佔 55.4％；12 月為第一分

區，佔 64.7％；1 月為第一分區，佔 64％；

2 月為第一分區，佔 58％；3 月為第一分

區，佔 47％。  

（三）攀蜥停棲行為分析結果  

1.停棲型式：  

在環抱莖枝與趴於葉面的兩種停棲

型式中，主要是以環抱莖枝的比例較高 (佔

58﹪ )，進行 chi-square 之適合度考驗，顯

示攀蜥其對此二種停棲型式的選擇有顯著

的差異（X2=32.45，df =1，p＜0.01）（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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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黃口攀蜥停棲角度之統計分析：  

 1~45° 46~89° 90° 180° 

成蜥  221 119 96 269 

雄蜥 (隻 ) 101 53 38 124 

雌蜥 (隻 ) 120 66 58 145 

雄雌蜥  
chi-square 

x2=1.32，df =3，p＞0.05 

幼蜥  173 94 83 225 

成幼蜥  
chi-square 

x2=0.45，df =3，p＞0.05 

總數（隻）  394 213 180 482 

適合度考驗  x2=197.76，df=3，p＜0.01 

 

成、幼蜥在停棲型式的選擇上，亦以

環抱莖枝的型式居多（成蜥 63％；幼蜥 52

％），使用 chi-square 同質性檢定顯示成、

幼蜥在停棲型式的選擇上並無顯著差異

（X2=12.31，df =1，p＞0.05）（表一）。  

在雄蜥與雌蜥方面，雄蜥環抱莖枝與

趴於葉面的比例為 61：39，雌蜥環抱莖枝

與 趴 於 葉 面 的 比 例 為 64 ： 36 ； 使 用

chi-square 同質性檢定，顯示雄、雌蜥在

停棲型式的選擇並無差異性（X2=0.927，

df =1，p>0.05），即顯示出雄、雌蜥之停棲

型式均以環抱莖枝為主（表一）。  

以停棲型式中的抱枝、趴葉兩種做區

分，結果發現停棲時抱枝的直徑與吻肛長

無顯著相關（ r＝0.294，p＞0.05），與體重

亦無顯著相關（ r＝0.166，p＞0.05）。停棲

時趴葉的面積與吻肛長無顯著相關（ r＝

0.114，p＞0.05），與體重亦無顯著相關（ r

＝0.169，p＞0.05）。  

2.攀蜥停棲高度：  

在研究調查期間，黃口攀蜥平均停棲

高度最高為 2002 年 10 月份的 148.7 ㎝，

最低平均停棲高度為 2003 年 1 月份的 55.3

㎝（表二）。  

成蜥平均停棲高度為 118.4 ㎝±2.43

㎝，幼蜥為 91.6 ㎝±2.46 ㎝；雄蜥平均停

棲高度為 126.2 ㎝±3.59 ㎝，雌蜥則為 112.6

㎝±3.26 ㎝（表三）。  

3.停棲方向：  

八種停棲方向中，經過統計分析的結

果，顯示攀蜥對停棲方向的選擇有所差異

（X2=844.4，df =7，p＜0.01），其中以朝

內向上的 27.2％及水平朝內的 26％比例

為多（表四）。  

成蜥在停棲方向選擇以朝內向上者

為多（30.2％），幼蜥則是水平朝內者為多

（27.7％）；分析成、幼蜥選擇八種停棲方

向間之差異性，結果兩者間並無顯著差異

（X2=15.47，df=7，p>0.05），雄蜥和雌蜥

則均以朝內向上的方向為主（雄蜥：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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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蜥：30.4％），以 chi-square 同質性

檢定分析雄、雌蜥之間對停棲方向的差異

性，結果兩者亦無顯著差異（X2=9.62，

df=7，p＞0.05）（表四）。  

4.停棲角度：  

四種停棲角度，以 chi-square 適合度

檢定，顯示攀蜥對此 4 種角度有顯著的偏

好差異（X2==197.76、df=3、p＜0.01）（表

五），主要是以 1°～45°（31％）及 180°（38

％）的比例較高。  

以 chi-square 同質性檢定成、幼蜥在

停 棲 時 在 角 度 選 擇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X2=0.45，df =3，p＞0.05），雄、雌個體

間亦無顯著的差異（X2=1.32，df =3，p＞

0.05）（表五）。  

 

（四）溫度對黃口攀蜥的影響  

研究調查至 2003 年 3 月為止，月平

均溫度以 2002 年 7 月的 29.8℃為最高，

2003 年 1 月的 14.2℃最低；而黃口攀蜥出

現的隻次以 12 月最多、1 月最少（圖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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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黃口攀蜥每月出現隻次數與各月

份平均溫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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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每次溫度與黃口攀蜥出現隻次數

之趨勢相關分析  
 

1.溫度與出現隻次的相關性：  

溫度與黃口攀蜥的出現停棲隻數並

無 呈 現 線 性相 關 （ r=0.123 ， p ＞ 0.05 ，

n=51），但可以做出趨勢相關曲線（圖十

七），由此圖顯示出攀蜥的停棲有一最適宜

之溫度範圍，約在 19℃～24℃間。  

2.溫度與停棲高度的相關性：  

溫度與黃口攀蜥的停棲高度呈現正

相關性（ r=0.608，p＜0.01，n=51）（圖十

八），顯示當溫度上升時攀蜥停棲的高度亦

會隨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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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各月份平均溫度與每次黃口攀蜥

平均高度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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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溫度與出現停棲攀蜥體型的相關性：  

每次測得樣區溫度與出現停棲攀蜥

平均吻肛長有顯著的正相關（ r=0.882，p

＜0.01，n=51）（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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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每次溫度與出現攀蜥吻肛長之相

關分析  
 
（五）個體停棲範圍：  

統計回收次數在三次以上的共有 93

隻，以此 93 隻做停棲範圍的分析，其中皆

出現於同地點的佔 37％、出現於 2 個地點

的佔 51％、出現於 3 個地點的佔 8％、出

現於 4 個地點的佔 3％、出現於 5 個地點

的佔 1％，由此顯示黃口攀蜥夜晚停棲時

傾向選擇停於固定的範圍內（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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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黃口攀蜥出現停棲地點及出現次

數之百分比例  
 

二、討論  
（一）樣區中攀蜥停棲行為的分析：  

1.整個族群對停棲因素的探討：  

黃 口 攀 蜥 停 棲 的 方 向 多 選 擇 為 朝

內、向上，就兩方面進行推測其原因可能

有二，一為掠食者（predator）因素：在研

究 期 間 於 樣 區 中 曾 親 眼 目 睹 紅 斑 蛇

（Dinodon rufozonatum）正在掠食黃口攀

蜥（封底圖 C 與封底圖 D），故推測當掠

食者（蛇類）沿著黃口攀蜥所停棲之植物

體爬行找尋獵物時，黃口攀蜥若採取朝

內、向上的停棲行為，便可輕易迅速察覺

掠食者的企圖，而跳離停棲物，以避免被

掠食者掠食，而此一避敵行為的停棲行為

亦已於研究期間獲得證實（封底圖 E），當

圖中朝內向上停棲的黃口攀蜥察覺到掠食

者後，即立刻跳開逃離，而免於被捕食的

命運；其二為數學與生理適應因素：當樹

枝晃動時，若半徑越大則擺動的弧長也會

越大（弧長=半徑×2π×θ /360），朝內者頭

較接近樹幹故半徑較小，所受到的擺動弧

長也會較朝外者來的小，較不易受到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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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晃動影響；而多選擇停棲方向向上者，

可能與生理（腦壓）方面有關，當其頭部

向下時，血液多流入腦部會使其腦壓上升

而感到不適。由上述的分析結果得知，朝

內與向上是黃口攀蜥對方向選擇的重點。  

停棲角度方面：黃口攀蜥停棲時的角

度集中於 180∘及 1~45∘，皆為小角度，

推測可能與物理上所學的靜力平衡有關，

在一斜面上的物體（攀蜥，重量為 mg），

若為靜止時則所受外力合力為零，故其所

施的力會等於其下滑力（重力的分量，

mgsinθ），由此得知角度越大時攀蜥要施的

力也會相對增加，故推測攀蜥停棲時多選

擇費力較小的小角度。  

停棲型式的統計：攀蜥趴於葉面停棲

時，會因風力造成的搖晃弧度比環抱莖枝

來的劇烈，且攀蜥主要是使用趾頭攀附物

體，並非像壁虎科（Gekko）之蜥蜴具有

趾瓣（劉，1983）可輕易停棲於較光滑的

葉面上，因此黃口攀蜥停棲型式較多選擇

環抱莖枝之原因可是為了省力及避免受到

較大搖晃弧度的干擾。  

2.成、幼蜥對停棲高度的探討：  

成蜥在夜晚停棲時平均的離地高度

會大於幼蜥，得知成蜥與幼蜥在離地高度

上是不同的選擇（ t＝7.59、p<0.01）。可能

是由於成蜥的趾頭發育較幼蜥完全，攀爬

的能力也較幼蜥強，加上成蜥體型較大，

故在停棲時可搶佔到較高較優勢的位置；

因此認為離地的高度與其成、幼蜥的攀爬

能力及體型大小有關。  

3.雌、雄蜥對停棲高度的探討：  

雄蜥在夜晚停棲時平均的離地高度

會大於雌蜥，得知雄蜥與雌蜥在離地高度

的選擇上是有明顯差異性的（ t＝ 2.64、

p<0.01），可能是優勢者（dorminants）和

次級者（subordinants）為了避免競爭所採

取的策略（林、呂，1988），而由型質資料

分析雄蜥體型較雌蜥為大，故應為優勢

者，因而造成雄雌蜥在夜晚的停棲高度會

有顯著的差異性。  

由以上可得知，黃口攀蜥在停棲行為

上的差異會造成存活率的不同，在演化適

應上是有重要意義的（林、呂，1988）。  

 

（二）溫度對樣區中黃口攀蜥族群的影響： 

在 51 次的夜間觀察期間，黃口攀蜥

的出現頻度為 100﹪，顯示為全年皆活動

的蜥蜴且無明顯之蜇伏期。由趨勢相關分

析結果得知黃口攀蜥停棲溫度有一最適宜

的範圍，與此溫度範圍相差愈多則出現隻

數減少。而 1 月時溫度最低日（9.4℃）的

觀察隻數為 2 隻、最高日（17.4℃）的觀

察隻數為 45 隻，與當月份單次觀察最少

日、最多日相等，且兩次溫度皆低於其適

宜溫度，故推斷影響黃口攀蜥出現停棲數

量 隻 次 的 主 要 因 素 為 溫 度 ， 且 可 能 以

19~24℃為黃口攀蜥最適宜的停棲溫度範

圍（圖十七）。  

野外調查時發現隨著溫度的降低，每

次出現停棲攀蜥的平均吻肛長亦逐漸減少

（圖十九），經形質測量的結果得知均以幼

蜥為多數，此現象與向（2001）所提的冬

季出現的個體以幼蜥佔多數是相同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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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時有觀察到腹內有卵的母蜥，而夏

季又為黃口攀蜥的生殖季（呂等，1999），

故推測冬季時幼蜥出現較多，可能是由於

生殖季過後所孵化出之幼蜥，而造成 12

月開始幼蜥停棲數量增加。  

 

（三）黃口攀蜥各月在樣區中之分布情形： 

由此結果顯示在 9、10 兩月份時其停

棲地點的分布最廣且最平均，而其他月份

的分布則有聚集的現象，且以溪谷區域中

的第一分區（A~E 區）居多。由於太高或

太 低 的 體 溫 均 會 減 緩 蜥 蜴 逃 逸 的 速 度

（林、呂，1988），而第一分區內的樹木較

茂密、遮蔽度較高、能藏匿的地點較多，

即使逃逸的速度受到溫度影響時，也可由

此分區的環境躲避天敵的攻擊，故推測黃

口攀蜥會集中停於第一分區是環境較易於

藏匿的關係。  

 

（四）黃口攀蜥個體停棲範圍：  

由重複次數最高次的 148 號黃口攀蜥

來分析（出現 15 次），停於原地點 15 次，

而其他的回收個體（去除之回收 3 次以下）

的統計結果皆出現在 2 個地點以下的居

多，而在調查期間甚至曾多次觀察到同一

個體停於同一樹枝的現象。林及呂於 1988

年曾提到：在蜥蜴的活動範圍中可能有一

較安全的地點（home site）做為其白天休

息與晚上睡覺之用，而此地點也許就在枝

葉上，故多次發現同一隻蜥蜴停棲於同一

位置；亦有資料顯示白天時雄蜥會有很強

的領域性（向，2001）。但在我們夜晚調查

時，卻曾發現兩隻攀蜥同時停棲於同一樹

枝上（圖二十一與封底圖 F），甚至有相疊

環抱停棲行為（附錄：封底圖 G），此一特

殊現象是因掠食者捕食行為所造成，還是

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抑或是其他停棲行

為因素的考量，則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圖二十一 在同一樹枝上有兩隻攀蜥停棲  
 

肆、結論與應用  

一、結論  
（一）停棲行為分析  

1.影響樣區黃口攀蜥出現的主要因素為溫

度。  

2.黃口攀蜥不因成、幼或雄、雌個體的差

異，在停棲行為選擇上均具一致性：在

方向上的選擇多以朝內、向上為主，角

度多以 1∘～45∘、180∘為主，停棲型

式多以環抱莖枝為主。  

3.成幼蜥在停棲的離地高度上的選擇有差

異性，成蜥多半停於離地較高的位置。  

4. 黃 口 攀 蜥 夜 晚 停 棲 時 安 全 地 點 (home 

site)的選擇傾向於一固定範圍之內。  

（二）溫度的影響  

1.溫度在 19~24℃左右時最適合樣區中的

黃口攀蜥停棲，與此溫度相差越多，則

出現隻次會相對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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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度低時樣區中的幼蜥的出現比例較

高。  

 
圖二十二 Twitty 剪趾法  

 

設正向力為 N 

攀蜥的重量為 mg 

攀蜥所施的力為 F mg θ

N F

mgsinθ 

 
圖二十三 靜力平衡：在一斜面上的物體

（攀蜥），若為靜止時，則其

所 施 的 力 會 等 於 其 下 滑 力

（mgsinθ），由此得知角度越

大時攀蜥要施的力也會相對

增加。  
 

二、應用  
近年來人類過度的開發土地，使得全

球林地面積不斷下降，而氣溫不斷的上

升。根據「臺灣地誌」的記載，四百年前

的臺灣，從高山到平原，「森林密佈、麋鹿

成群」。近四十年來，在國民政府許可下「砍

掉的森林就有四千三百六十名萬立方公

尺；用載重十五立方公尺，車長十公尺的

運柴車，要有  290 多萬輛來拖運。車車相

接，全長可達  3 萬公里，足足可繞臺灣全

島 25 圈半」（網站三）。在我們研究的結果

中顯示：黃口攀蜥在選擇停棲的地點時，

大都會選在樹木較茂密、遮蔽度較高的地

點停棲。若大量的林地遭到破壞，將會使

黃口攀蜥的棲息地減少，不但直接影響到

當地的生態環境與是會影響黃口攀蜥的生

存。  

臺灣地區在原生林地大量被開發之

後，便開始大面積的栽種人工林，但人工

林的經營主要是從木材經濟角度考量。因

此，除了採用單一樹種造林外，苗木栽植

後，也要進行打枝、除草、除藤、除蔓、

除雜木、伐除小徑木、除蟲、滅鼠等措施，

以提高材積生長率或樹木形質，這導致森

林生態體系的單調化，不利水土與野生動

植物生態的保育；且在民國七十年代後已

全面不符經濟原則。在環保人士的抗爭

下，臺灣部分地區改採多樹種混植、林下

栽植、「林相改良」、「天然更新」等方式，

這些作法雖可提高物種的多樣性，但更不

合乎森林經濟原則，且水土與生態保育效

果仍遠低於次生林（網站三）。每個生物都

有他重要的生態地位，不論是對於黃口攀

蜥的食物來源或黃口攀蜥與其掠食者之間

的關係皆會有所影響。林地的單一化，更

會使得原有的生態環境發生大幅度的改

變，而造成原有的食物鏈及食物網失去平

衡﹔對黃口攀蜥而言，不但衝擊其覓食環

境、食物來源，甚至對攀蜥的停棲行為也

可能有著極大的影響，而將導致其存活率

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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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溫度的暖化，使得溫度不斷的一

再升高，溫度升高的結果會使得外溫動物

對於環境適應能力受到嚴重的影響；我們

研究報告中有提到，太高或太低的溫度皆

會影響黃口攀蜥的避敵逃逸速度，而這將

可能增加黃口攀蜥於夜晚停棲時被掠食者

補食的機會。  

此外，臭氧層的破壞使得太陽光直接

照射到地表，造成紫外線含量大增。很多

的醫學報導指出，長期曝曬在紫外線含量

很高的太陽光下，會使得皮膚受到傷害，

嚴重一點甚至會導致皮膚癌﹔黃口攀蜥屬

於外溫動物，白天時會利用曬太陽來提升

自己的體溫，而此種行為會不會導致黃口

攀蜥的生理病變，亦或者使黃口攀蜥為了

適應環境而改變了原有的習性，都是值得

再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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