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活動(hiking)與生態觀察結合的可能性？ 
紅外線自動相機的運用 

白欽源 * 

摘  要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trail-camera)是野生動物研究的利器，運用其隱密?性與自動拍攝，可

讓人在最低干擾的狀態下獲得野生動物的影像資料，透過健行活動結合野生動物痕跡?辨識，

學習如何架設自動相機，了解環境中的動物，並讓遊客在健行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是行走，

更將觸角延伸至自然環境中的線索，有如傳統獵人般，學習山中的知識及土地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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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活動(hiking)與生態觀察結合的可能性？ 
紅外線自動相機的運用 

白欽源 

前言 
  近年健行(Hiking)活動有越來越盛行的趨勢，著名的健行路線如玉山、嘉明湖、合歡北峰

等等，在網路及多媒體發達的宣傳下，人數常多到連營地都不夠，這此種盛況下，人們對於

自然環境的干擾將被放大成為衝擊，LNT 教育及對環境生態的教育更為重要。另一方面生態

旅遊也是這二十年來，國內新興的旅遊方式，近幾年更有以賞鳥或夜間觀察為主題的行程，

透過受訓練的解說員帶領，觀察自然生態，能夠讓遊客以正確的方式來認識自然環境，並寓

教於樂，學習人與自然的土地倫理觀。 

  本文試著運用紅外線自動照相機(trail-camera)，讓健行活動結合野生動物觀察，讓遊客在

健行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是行走，更將觸角延伸至自然環境中的線索，有如傳統獵人般，學

習山中的知識及土地倫理。 

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Ecotourism），最早來自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所倡導自然保育行動，用來

替代絕對隔離人為影響的自然保留區管理型態。 

  早期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的保護區管理方式，是將任何人類活動排除的保護區管理方式，

強調純粹的「荒野」。然而這樣的方式明顯忽略了原住民及當地居民的權利，因此遭到不同程

度的排斥，也造成保護大自然的工作困難重重，管理績效也很差，甚至後來保育生物學的研

究發現，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需要適度的擾動，能些微棲地的變動與干擾，能促使生態演替

與族群的更新。 

  經過保育人士多年的思考，希望透過精心規劃的生態旅遊，帶領遊客以正確的方式認識

自然的奧秘，並且也認識當地的原住民或居民的生活文化，並透過旅遊型態來對當地的社會、

經濟、環境付出貢獻，創造適量的經濟收益。 

  多年來，有許多人投注了心力，提倡觀光旅遊的新形式，力求友善且尊重地對待目的地

的環境與居民。這種旅遊形式可稱為「自然取向的旅遊」（nature-based tourism），它和其他地

方慣用的名詞，如：soft tourism, appropriate tourism，alternative tourism, responsible tourism, 

environment- friendly travel, ethical tourism, green tourism, nature-oriented tourism, sustainable 

tourism，nature tourism 以及 ecotourism 等，均為近似同義詞。最近幾年，不論在報章雜誌、

廣播電視以及學術論著各方面，都廣泛採用「生態旅遊」來表示這種觀光旅遊的新潮流，而

且將它定位在高度自然取向的旅遊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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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觀察與健行結合的實驗 
  2005-2007 年間，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曾與太魯閣大同大禮部落合作，設計「目擊式狩獵」

的生態旅遊行程（見附錄），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在 2011 年也舉辦過兩次，「目擊式狩獵」

將傳統狩獵轉化為生態觀光的形式。獵人們不帶刀槍，憑藉山野知識帶領遊客用雙眼與相機，

捕捉野生動物的形貌。以目擊狩獵的形式，獵人們觀察獵物，但是不把獵物抓起來，與遊客

分享觀察動物的喜悅。此種形式的生態旅遊，可視為健行與生態觀察結合的理想樣貌。只是

野生動物畢竟對人有趨避的天性，在人數較多的情況下，要目擊動物談何容易，往往也驚鴻

一瞥，無法仔細觀察，隨著近年數位相機科技的進步，運用適當的器材也許能補足這類行程

操作的缺憾。 

自動相機的運用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Trail-camera)向來是野生動物研究的利器，原理是利用相機上的紅外

線偵測器感應前方的物體移動而啟動拍照，最早是美國運用在狩獵獵物的監測上，狩獵活動

盛行的美國，為了瞭解獵物的生態習性及活動，以訂定出適合的自然資源管理辦法（例如族

群量、每年可獵的數量），後來廣泛運用在野生動物研究中，透過自動相機的設置，可以幫助

我們監測平常不易見到的動物。 

  早期自動相機體積龐大攜帶不易且使用 35mm 底片拍攝，一卷僅能拍攝 36 張，常常需要

更換，且無錄影功能，價格昂貴，在國內要特別請人訂做，隨著近十年的數位科技的進步，

目前市面上自動相機已經都是數位相機，且多數擁有錄影功能，能設定在紅外線感應觸發後

拍攝照片或者影片，有些功能較完整的相機，還能兩種皆拍攝。而大部分自動相機廠牌都是

在中國代工製造，因此在淘寶網上也出現許多中國自有廠牌如 Keep-guard，台灣也開始有像

野聲公司這樣專門代理自動相機的公司出現，在紅外線自動相機的取得難易度上降低不少。 

自動相機與健行活動結合 – 生態追蹤健行 
  自動相機的放置，需要相當自然觀察能力與知識，如何判斷野生動物的獸徑、排遺，觀

察地形（如稜線或越稜點常是動物利用的路徑），這其中也隱含許多登山知識與技能，相輔相

成，透過解說能夠讓健行的遊客學習相關知識，並加強其自然體驗。 

  在行程的安排與操作上，以太魯閣蓮花池步道為例，可安排兩天一夜的行程，於第一日

提早抵達蓮花池，留下約兩小時，帶領遊客在附近學習觀察獸徑、獸跡、排遺，並架設自動

照相機，為增加拍攝動物的成功率以 2-4 台為佳，隔天下山前再回收相機，檢視拍攝成果。 

  使用自動相機與一般目擊型野外觀察不同，可以讓遊客透過影片看到平常不易見的野生

動物，且因為非人直接去尋找，動物相對容易出現，而自動相機的架設與傳統上原住民獵人

的陷阱架設，位置選定原理相似，其中也蘊含許多文化素材可供解說 

  在推廣上，中級山與低海拔的淺山在地景上，較沒有像百岳或高山那樣令人衝擊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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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但相對的在動物相上卻非常的豐富，像

是苗栗淺山仍存有台灣最穩定的石虎族群，太

魯閣國家公園的蓮花池步道、玉山國家公園的

瓦拉米，有豐富的中大型哺乳類，若能與小百

岳或郊山形成結合，便能將原本一日或半日的

行程，擴展到二日的過夜行程，可做為未來深

度的旅行型態去做規劃。 

結語 
  結合現代科技運用的旅行方式，最終目的

除了能夠讓商業化利益回饋到當地居民外，更

希望能夠透過認識生態環境讓遊客能進一步

深化對土地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加強生態倫理

觀念，甚至回饋資源在保育計畫上，自動相機

所獲得的影像資料，若能透過政府設立公眾平

台建立影像資料庫，便能將旅遊與公民科學結

合，成為未來環境監測資料的一部份，供給未

來研究人員或政策規劃參考。太魯閣國家公園

的西寶有機農場，近年也透過自動相機做野生

動物的監測，並改變當地居民以往將野生動物

單純視為害獸的觀念，相關內容可見於

Facebook 西寶新心向榮粉絲頁。 

  這類行程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野外解說

員以及事前勘察，在初期培訓人員或勘查地點

須花費些時間及成本，或許可以考慮跟目前林

務局推廣的環境教育中心或保育協會合作，進

行培訓當地居民或解說員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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