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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海豚媽媽「被擱淺」  保育牛步趕不上滅絕速度 

 

2014 年 09 月 09 日，一隻白海豚被發現死亡擱淺在苗栗海域，根據解剖人員

初步判斷發現，這隻白海豚有明顯魚網纏繞痕跡，胃部仍有食物，表示死亡之前仍

維持正常進食狀態，推測可能因漁業誤捕而死亡。2009 年 09 月 25 日也發生同樣

事件，也是擱淺死亡於苗栗海岸，研究人員亦判斷因漁網纏繞窒息致死。根據林務

局委託研究報告指出，台灣數量僅剩 70 隻左右的白海豚，能夠承受的誤捕死亡數，

為 7~8 年一隻，台灣五年之內已經發生兩起白海豚遭誤捕死亡案例，還不包含沒有

被人發現的案例。本次發現死亡的白海豚，為 2002 年台灣第一隻被科學研究團隊

個體辨識出的白海豚，編號 TW-01，因為頭部附近有類似眉毛的斑點，暱稱畫眉，

身上有類似染色體斑點，又暱稱染色體(Chromosome)為保育團體最孰悉的白海

豚，TW-01 的死亡讓關心白海豚的人特別不捨。 

  

根據由國際學者組成的「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技術顧問團 (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以下簡稱 ETSSTAWG)」針對台灣白

海豚的保育計畫，研討科學資料及提出實質建議──為了回復台灣白海豚的數量，學

者們建議可將台灣白海豚的保育目標設定為，在 2030 年以前，將族群數量提升

到 100 隻。也就是說，用現在的滅絕速度，2030 年是不可能達到 100 隻的安全族

群數量，甚至有可能在 2030 年就要宣告白海豚滅絕。沒有保育措施，TW-01 可以

算是「被擱淺」死亡，兇手是政府。 

  

白海豚是台灣環境重要指標，台灣白海豚的滅絕，表示台灣西海岸生態環境破

壞程度也已經到達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保育白海豚，等同在保護海洋生態、

保護漁業、保護台灣人民。但是，最基本的「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在保育團體努力多年才促使林務局於今年四月預公告，至今在其他行政單位阻撓之

下，仍未正式公告，政府組改也未見海洋保育專責機關的產生。 

  

保育白海豚，是馬總統的承諾之一，因此保育團體再次來到總統府陳情，要求

政府立刻通過「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並且制定更積極的保育措施、

成立海洋資源研究保育專屬機關。另外，保育團體認為，台中市政府花預算興建白

海豚館不如將預算花在白海豚保育工作之上，尤其反對台中市政府規劃有爭議的海

豚活體養殖空間。最後保育團體呼籲年底大選位於白海豚棲地範圍(苗栗、台中、彰

化、雲林、嘉義、台南)的候選人，能夠提出白海豚保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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