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原產於中、南美洲
2.平均體長12-15公分
3.雌性大於雄性，少數雌性可達20公分以上
4.雄性有婚刺(婚墊)
5.成體皮膚粗糙且佈滿疣粒

6.體色為淺褐色至深褐色或是黑色
7.耳後腺(毒腺)延伸至肩部，形成三角形
8.受到刺激會分泌毒液

海蟾蜍外型特徵

何俊霖 提供

何俊霖 提供 何俊霖 提供



海蟾蜍和台灣蟾蜍特徵差異

耳後腺三角形 耳後腺長條形 耳後腺長條形

虹膜綠色 虹膜金黃 虹膜紅色

鼓膜明顯 鼓膜明顯 鼓膜不明顯



卵、蝌蚪、幼蛙

1.卵僅需24-72小時即可孵化成蝌蚪，2-7周即可變態成小蛙(此時體長約1公分)
2.約1年可成長至7-8公分且達到性成熟

卵串 蝌蚪

幼蛙(剛變態) 幼蛙

何俊霖 提供



經常出沒的環境類型

短草地、空地 灌溉用水桶

堆肥區

菜園、果園

水池 住家附近

陳岳峯提供

陳岳峯提供 何俊霖 提供



海蟾蜍入侵與危害

1920~1935年代
曾為了控制甘蔗田裡的害蟲
引進世界各地包括澳洲、美國、
夏威夷、日本小笠原群島及琉球、
菲律賓等地

因體型龐大、發育速度快，入侵
後影響多種原生物種，造成嚴重
的生態，被列為全球百大入侵種
之一

捕食其他原生動物 競爭資源
或造成經濟損失

造成原生掠食動物死亡 造成犬貓等寵物傷亡

Photo by jameslambo

Photo by greg_nye

Photo by  liujimfood

https://www.inaturalist.org/people/liujimfood


海蟾蜍的移除控制

1.直接捕捉即可不使
用攻擊性的器具

2.若使用陷阱，也不
會採用致死陷阱或將
陷阱設置於曝曬區域

3.定期巡視回收陷阱

目前對海蟾蜍採取全收容的措施，尚未進入人道安樂處理階段
但若收容量能超出負荷，需要進行時，也會由獸醫師依照規定執行

1.捕捉後要使動物安定
避免讓受傷或從高處摔落

2.抓握時避免只抓單腳

3.使用可透氣的袋子暫時安
置，一個袋子不裝太多隻，
避免踩踏、緊迫而分泌毒液

1.集中在當地的收容處

2.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會
派員前往回收，並妥善安
置在中心的收容場

3.每隻皆有登記都有列管
定期向林務局回報數量

捕捉 保定 安置

人道安樂處理







Q1：為什麼要移除外來種？讓他們生活在野外會有什麼問題？

外來種可能會捕食、傷害或是競爭，進而壓縮原生生物的生存空間，或是造成農業、
經濟等方面的損失，為了保護台灣原生的生物以及減少經濟損失，移除外來種是必
要的手段，且移除一定會有生命的犧牲，所以要認真看待

Q2：外來種移除不就抓起來殺掉就好了嗎？，他們造成那麼多問題本來就該死…

這些外來生物到台灣來造成生態與經濟上的問題並不是他們自願的
移除一定會有生命犧牲，過程需按照動物福利進行，避免造成過多的痛苦或是受傷
這不是偽善而是對生命的「尊重」

更不要有類似狩獵、炫耀、虐待或是玩樂的行為與心態
容易造成社會上觀感不佳，讓外來入侵種的移除污名化、對移除產生阻力

移除倫理及常見問題QA

海蟾蜍的移除控制



Q3：我可以PO上網跟親朋好友分享我在協助控制海蟾蜍這件事情嗎？

協助控制外來種，保護台灣的生態本來就是一件很積極正面的事情，當然可以分享
只是要注意在分享協助移除的成果，避免以不友善、虐待、致死的心態

移除倫理及常見問題QA

海蟾蜍的移除控制

移除海蟾蜍雖然是必要之「惡」但可以用「善」的方式進行

讓網路、媒體以正確的心態報導，讓民眾能正視外來入侵的
議題，讓所有生命獲得尊重，這才是對台灣生態環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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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勢湳蓮花池(集合地點)

(GPS：23.99662, 120.71876)

2.北投新圳便橋
3.中和路石頭公周遭
4.麥豆周遭

全段路程約為40分鐘

調查路線

1.須配戴護目鏡
2.配戴手套、勿徒手捕捉
3.注意路上車輛
4.注意犬隻及蛇類等
5.孩童需由成人陪同參與

特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