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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

獎  項 名  次 分會 / 參與團隊 記  錄

記錄總數最多獎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484 種 

第二名 新竹 / 大坪組 460 種 

第三名 新竹 / 油羅田組 386 種 

第四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373 種 

第五名 嘉義 / 蘭潭後山組 368 種 

珍稀物種記錄獎
( 依保育等級、物種數排序 )

第一名 臺東 / 知本溼地組 游隼、黃鸝、環頸雉、烏頭翁、
鳯頭蒼鷹、大冠鷲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林鵰、大冠鷲、東方蜂鷹、
鳯頭蒼鷹、臺灣水鹿、臺灣獼猴

第三名 臺北 / 五股溼地組 黑面琵鷺、八哥、魚鷹、紅尾伯勞

植物記錄獎

第一名 新竹 / 大坪組 384 種 

第二名 嘉義 / 蘭潭後山組 344 種 

第三名 新竹 / 頭前溪組 312 種 

昆蟲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113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111 種 

第三名 臺北 / 新山夢湖 ( 汐湖 ) 組 58 種 

鳥類記錄奬

第一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48 種 

第二名 臺北 / 五股溼地組 44 種 

第三名 臺南 / 巴克禮公園組 40 種 

兩棲爬蟲類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油羅組 23 種 

第二名 宜蘭 / 雙連埤組 13 種 

第三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12 種 

第三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12 種

貝類記錄奬

第一名 宜蘭 / 舊寮步道組 4 種 

第一名 新竹 / 大山背組 4 種 

第一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4 種 

甲殼類記錄奬

第一名 臺北 / 挖仔尾溼地組 10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3 種 

第二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3 種 

魚類記錄奬 第一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7 種

哺乳類記錄奬

第一名 宜蘭 / 舊寮步道組 4 種 

第一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4 種 

第一名 新竹 / 大坪組 4 種 

蜘蛛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19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17 種 

第二名 新竹 / 大山背組 17 種 

其它類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30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8 種 

第三名 花蓮 / 玉泉寺步道組 3 種 

 在夜色中集合  不確定能不能看到螢火蟲

公民科學家我們做得到
圖／花敏煌〈桃園分會親子一團志工，自然名：暗光鳥〉
文／郭益昌〈桃園分會親子一團志工，自然名：烏頭翁〉

「這裡會有螢火蟲嗎？」
「應該有吧？夥伴說來這裡看過」

這裡真的有螢火蟲嗎？這裡和印象中有螢火
蟲出沒的地方很不一樣，附近沒看到水溝，也沒
有埤塘或是水窪啊？沒有聽到青蛙叫，也看不到
附近有潮濕的環境。我們來這裡等真的是明智的
選擇嗎？懷疑的聲音開始在心頭迴盪著。

奔鹿團長暗光鳥不斷在崎嶇的泥土小徑上尋
尋覓覓，夜色漸濃，終於傳來第一隻螢火蟲的消
息。大夥慢慢走進了森林裡，在昏暗的林子裡搜
尋著螢火蟲的身影。一開始只有看到一兩隻，等
到眼睛適應黑暗的環境後，一隻又一隻的螢火蟲
在我們面前閃爍著。這時我們欣喜若狂地確定這
裡有螢火蟲！

小鹿發現在樹叢下有幾點螢光不怎麼移動，
蹲下來觀察的時候發現牠們被蜘蛛網困住了！銀
腹蜘蛛喜歡在草叢間織網，等待螢火蟲、蚊蠅上

門。天黑後打著燈籠的螢火蟲，一不小心就會被
困住！

「怎麼辦？好多隻螢火蟲被困住了！」
「要救牠們嗎？」
「可是救了螢火蟲，蜘蛛就餓肚子了！」
「以前炫蜂團生活規律前兩條說，一、我

 桃一奔鹿團以家庭為單位的賞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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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裡迎賓的臺灣藍鵲家族

 下午先進行城市自然大挑戰活動

能夠尊重生命，不傷害其他生物。二、我能夠
關懷自然，不違反自然法則。我們還是不要干涉
吧！」他們這麼的討論著。

四月團集會在夥伴提供的情報下，我們選
擇到石門水庫賞螢。導引員團隊原本考量疫情因
素，決定改為以小隊的方式進行團集會，不進行
始會式，也不進行閉會式。後來又因為確診案例
波動，夥伴再修改計畫，改為由鼓勵每個家庭自
己就近找個地點賞螢。下午請小鹿先各自進行
「城市自然大挑戰」，響應全世界同步進行的物
種調查，並且可以趁這個機會，熟悉附近的環
境，傍晚休息一下，再等待螢火蟲現身。

大家很有默契，完全不使用手電筒或是任何
照明設備。就著一點點的月色，隱隱約約看到地
面上，顏色比較淡的是石頭，顏色深一點的則是
泥土路。而放慢腳步後，腳底彷彿能感受到地形
崎嶇變化，避開危險。

唐朝詩人李白寫過一篇〈春夜宴從弟桃花園
序〉：「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
良有以也。」這一天要賞螢，自然不適合點蠟燭
夜遊，但卻不影響大家的興致，夜色中，一群小
鹿大鹿減少了對視覺的依賴，聽覺和觸覺卻意外
地更敏銳了！

導引員烏頭翁想起一首小時候唱過的兒歌，
帶著小鹿一起唱：「小小螢火蟲，飛到西，飛到
東，這邊亮，那邊亮，好像許多小燈籠」。雖然
是一首老兒歌，但卻很應景，謝謝還保有童心的
小鹿的配合。

這些年 螢火蟲變少了嗎？隨著賞螢活動熱
門起來，有越來越多賞螢的地點被發現，但是也
有些地方被認定螢火蟲的生存狀況，一年不如一
年，有逐年遞減的趨勢。相隔幾年陸續回到曾經
拜訪過的賞螢地點，我認為螢火蟲並沒有明顯變
少，只要環境保護好，避免路燈和農藥，留下螢
火蟲喜愛的野地，螢火蟲有機會生生不息，讓子
子孫孫可以繼續傳唱那首兒歌：「小小螢火蟲，
飛到西，飛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