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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環境的朋友 「鹿」死誰手 

國中生物教師 梁楹佳 

一、 主題導覽 

《科學少年》做環境的朋友〈「鹿」死誰手〉 

關鍵字：1.物種 2.物種滅絕 3.生態保育 4.棲地 5.保育 

地球自有生命形成開始，雖不斷有新物種出現，但現存的物種也會演化或滅亡。漫

長的時間洪流中，物種的興滅就像戲劇般，不斷地在地球上演著。有的角色比較引人注

目，恐龍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概括來看物種數量在地球上維持一個動態緩慢的變

化，滅絕的速度並不是很快。直到 19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物種滅絕的速率突然提高很

多；19世紀以前，平均每 50年會有一物種滅絕，但 1951年後，平均不到一年，就會有

物種滅亡。地球早期物種滅絕的原因，可能是氣候或環境的巨大改變，但是現今造成物

種快速滅絕的原因是什麼呢？最重要可能是「人」的因素吧！ 

物種滅絕的原因 

造成物種滅絕的原因是複雜的，摒除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影響。事實上物種在自然

界，仍必須面對環境無比艱辛的競爭與挑戰，生物演化在自然環境中，無時無刻都在發

生。但人為因素加入後，造成了然體系的崩壞，加速物種滅絕。物種滅絕的幾個重要因

素歸納如下： 

1. 棲地破壞──依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資料顯示，物種的滅絕有 67%是因為

原始棲地被干擾或破壞所造成。自然環境的改變速度通常較為遲緩，大多數的生物

可以逐漸去適應新環境。但人為開發所造成的環境改變，常常是迅速且巨大的，幾

乎沒有任何的生物，能在短期內演化適應。〈「鹿」死誰手〉一文中所提及的石虎，

正面臨到棲地被破壞、生存受威脅的嚴肅課題。 

2. 生物資源過度利用──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源自於人類需求與經濟利益的結合。

許多開發中國家，為了改善經濟狀態，大量輸出生物資源來換取資金，但卻留下環

境的破壞、生態系的崩壞與物種的滅絕。臺灣的梅花鹿，何以落到「獨留鹿名，不

見鹿」？這正是以生物資源換取經濟利益最鮮活的例子。目前還有許多物種，正因

為人類無度的需求，出現生存的危機，例如黑鮪魚、老虎、犀牛、大象……。  

3. 外來種的引進──人類的文明進步，加速世界各地互動與交流的頻率，間接提供物

種遷徒的多元管道。不論是人類有意或無意所造成的物種遷移。新遷入的物種，可

能因無法適應而死亡，也可能因成功的適應而引發當地生態的失衡，造成其他物種

的死亡。引進臺灣的吳郭魚，成功地入侵臺灣的水域，造成臺灣本土魚種的浩劫，

這是引入時所始料未及的慘痛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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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汙染──汙染物破壞生態系統，使一些敏感的物種減少或滅絕。生物對環境因

子如 pH值、含氧量、溫度……等，有一定的耐受程度，若因為人為的因素，造成汙

染物質大量的增加，並超過生物的忍受範圍，即容易造成物種滅絕。例如全球逐漸

減少的珊瑚，與人類活動的增加及海洋的汙染息息相關。 

5. 氣候變遷──全球氣候變遷直接或間接改變物種生存的環境，導致物種的滅絕或遷

移，只有能適應環境的物種，才得以繼續存活下來。在地球的幾次冰河期，已經驗

證適者生存的例子。由於全球暖化的影響，造成冰原開始崩解，南極企鵝因為棲地

的消失，生存受到威脅。 

為什麼要保護物種 

地球是所有生物共同的棲所，有許多物種因環境的變化而滅絕，以前如此，現在更

因工業化的影響，導致物種加速地滅絕中。也許我們要問，為什麼要保護瀕危物種？臺

灣推動生態保育數十年來，曾發動紅樹林保育、濕地保育、搶救石虎……等各類型的議

題。保護瀕危的物種絕對有其正當性，所有物種都是生態環境中的一份子，他們的存在，

對遺傳基因、對物種、對生態系甚至整個生物圈，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生物的多樣性

有其重要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每一物種在生態平衡上均有其區位(niche)，尤其在食物鏈

及食物網上，都扮演著關鍵角色。每一物種的滅亡，都會造成生態失衡，長期失衡的結

果，會造成生態系的崩解，更可能使其他物種滅亡。一個物種的滅絕很難從經濟價值去

衡量，但伴隨著物種滅絕，卻會帶來其他生物的生存危機，所以保護稀有的物種，事實

上也正是保護著人類！ 

如何努力保護物種 

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已逐漸成為世人的共識，希望透過各方面的努力一起對物種的

保護做出貢獻，以下是努力的方向： 

1. 正確的觀念由日常生活做起──人類日常生活的方式，可能直接或間接加速物種的

滅絕。如黑鮪魚在人類飲食習慣的改變下，出現生存上的危機。平日紙張的耗用，

造成森林的危害及生物棲地的破壞。能源的消耗，造成環境的汙染和氣候異常，也

使得生物存活環境的惡化。拯救瀕危物種，從人類日常正確生活態度做起。 

2. 以法律及國際協定保護物種──不論是國際間或是國內，針對物種保育都制定有相

關的法規，如野生動物保護法、國家公園法……等。法律提供物種保育更堅實的依

據，相關罰則也讓我們更嚴肅得看待保育議題。 

3. 成立野生生物的保護區──除了法律規範，更積極的作為是讓物種繼續在地球上存

活，因此物種棲地的維護就顯得相當重要。各種保護區及國家公園設立的主要目的，

在減少人類活動干擾，讓物種在自然的狀態下生長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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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教材連結 

   科學少年雙月刊─做環境的朋友〈「鹿」死誰手〉文中，由梅花鹿相關地名及歷史的

考據，進而談到旅鴿、黑鮪魚及石虎等物種滅絕或瀕絕的原因，可提升學生物種保育、

生態環境保護的觀念。可以配合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以增加授課內容的深

度及廣度。也適合資優班學生作為科學導讀的教材。以下彙整各版本教科書中是可配合

教學使用的單元請參考使用。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1人類對環境的衝擊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2 生物多樣性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3生物的保育 

2.翰林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1人類與環境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2生物多樣性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3保育與生態平衡 

3.康軒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1人類對環境的衝擊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2維護生物多樣性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下： 6-3人類與自然的和諧 

三、 挑戰閱讀王（奪得 10個以上的，閱讀王就是你！） 

看完做環境的朋友「鹿死誰手」後，邀你一起來挑戰下列的幾個問題，加油！ 

（  ）1. 臺灣梅花鹿的消失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2個  哦！） 

(1)棲地破壞 (2)人為的獵捕 (3)外來種的引進 (4)環境的汙染 

（  ）2. 美國的旅鴿消失在美洲的天空，主要原因為何？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2個  哦！） 

(1)棲地破壞 (2)人為的獵捕 (3)外來種的引進 (4)環境的汙染 

（  ）3. 臺灣的石虎目前所面臨最大的危機為何？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2個  哦！） 

(1)棲地破壞 (2)人為的獵捕 (3)外來種的引進 (4)環境的汙染 

（  ）4. 臺灣面對生物棲地零碎化目前的補救措施為何？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3個  哦！） 

(1)成立國家公園 (2)取消重要道路的開闢 (3)成立野生動物保護區 (4)成

立中央山脈保育廊道。 

（  ）5. 以下有關石虎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3個  哦！） 

(1)是臺灣僅存的貓科動物 (2)雄性石虎的活動範圍較雌性大 (3)棲息在高海

拔的山區 (4)馬路的開闢限縮了石虎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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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延伸思考 

1. 除了物種棲地遭受破壞及人為的過度獵捕外，還有哪些因素也可能加速物種的滅絕？ 

2. 從改變日常生活的方式著手，哪些做法對物種的保護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