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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次：第四講 
講題：台灣後山守護者：台灣黑熊 
講者：黃美秀 
時間：2018/03/31(六) 10：20-12：00 
地點：圖書資訊館 1F 湖畔講堂 
紀錄：謝念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所長-黃美秀教授的專長是研究生物學領域，畢業於

師大學士、台大碩士、美國博士，曾獲各式殊榮。 
她曾在台東縣立東海國中任教，是一位出身嘉義水上的動物保育學者。 
她長年致力於臺灣黑熊的保育工作，為研究台灣黑熊第一人，逐熊而居，以山林為家，被

媒體讚譽為「台灣珍古德」或「台灣黑熊媽媽」。 
因此前後進出總統府 2 次與法院 10 次欲求爭取些什麼，卻始終無下文。 
令人驚訝的是前瞻基礎建設計劃斥資八千八百億怎無提及「台灣黑熊」?! 
她說傳統思想總是追求生活穩定但生態界是無常的! 
她期待野外式森林辦公室，自述研究過程折騰、冗長、繁瑣… 
而愛上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文化、生活、交流互動。 
因此與家人遠離、山區失聯、網路不通、意外風險… 
 
著作：尋熊季、黑熊手記。 
電影：黑熊森林。 
從林子裡爬出來的熊博士。 
嚴謹學術/科學學術。 
 
全世界有八種熊：貓熊(中國)、亞洲黑熊(台灣黑熊，地理分布：有 7 亞種，不只限定在台

灣，但在台灣是唯一有)、馬來熊、美洲黑熊、棕熊(歐洲)、北極熊、懶熊、眼鏡熊。 
 
迷思一：台灣黑熊會不會攻擊人類? 
       台灣黑熊會咬人但不會隨意攻擊人類。 
       伊索寓言：遇熊要裝死、爬樹-顯示朋友的誠信度。 
       台灣黑熊是食肉目科，遠距離靠嗅覺(用鼻子看世界，所以對香水敏感)，近距離靠

視覺。 
       台灣黑熊有犬齒，前腳 、後腳、 爪子有 5-6 公分，吃哺乳類動物，整體感覺憨厚。 
       熊站起來代表嚇阻敵人往前進，所以人遇到它要往後退，勿激怒它確保平安無事(王
不見王)。 



       動物園之人工投食讓熊自動站起來覓食並秀出胸前招牌大 V 字並不是在健康檢查

(不建議如此行為)。 
       辨識台灣黑熊的方法：腳印、排糞/遺(屎與人類糞便形狀相似但有香草味道)。 
       熊什麼都吃但 90％吃植物(春夏秋冬：花、草、果實)。甜食：蜂蜜。動物：山羌、

台灣野山羊/長鬃山羊、水鹿) 
 

迷思二：熊會出現在哪裡? 
       台東知本山區沒人的地方、拉拉山、中央山脈、國家公園。 
 
迷思三：總共有多少熊? 
       200-600 隻。 
       她已經抓 30 隻，但她可以抓到 400-500 隻。 
 
迷思四：為什麼台灣黑熊瀕臨絕種? 
       人類圈養環境迷思所致(呼籲勿領養小黑熊，台灣黑熊本來就生存於野外)。 
       熊剛出生約 250g/人類嬰兒 3,200g 
       誤捕，現在進行式… 
       沒有熊，山就失去靈魂。 
       食補文化、傳統中藥… 
 
迷思五：為什麼要保育台灣黑熊?台灣黑熊有什麼價值? 
        尊重與保育台灣黑熊=保育台灣山林、土地、物種、人類，使之生生不息，源遠流

長。 
        人類究竟對於生態平衡是有感覺?還是無感覺? 
        生態角色：關鍵物種、頂層掠食者。  
 
結論：宣導禁用塑膠製品(吸管、塑膠袋、塑膠瓶…)等有害物質。 
      提倡民眾的動物保育意識與環境保護意識(陽光、空氣、水)。 
      18 歲以上的公民用選票翻轉政治，支持環境保育。 
      全球化與國際接軌，改變自己，改變世界。 
警示：台灣已滅種生物-貓科台灣雲豹、貂科水獺、石虎、台灣狐蝠… 
      台灣黑熊的活動範圍極大，設置保育範圍是可以保護所有的物種免於受到侵害。 
願景：確保台灣黑熊在自然的環境內永遠存在。 
省思：我們到底要留什麼給下一代子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