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秀農業人員

建立研究資料‧奠定保育基礎
「台灣黑熊之父」‧野生動物的守護者
文圖｜徐清銘  部分照片由楊吉宗提供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楊吉宗

奠定台灣黑熊的保育基礎，對喚起國人

保育意識居功厥偉，被稱為「台灣黑熊

之父」。楊吉宗說，野生動物保育的推

展，其實是很好的社會教育，懂得尊重

野生動物的生存權，社會將更為祥和。

台灣黑熊是島上最大型的食肉目動

物，但過往國人對這個台灣特有、瀕臨

絕種的「獸中之王」所知幾近空白，農

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楊吉

宗長期貼近研究，10	多年的努力，建

立黑熊繁殖生理、生態功能等基本資

料，奠定台灣黑熊的保育基礎，並成功

繁殖育成一對雙胞胎小黑熊，復育過程

引發各界高度關注，對喚起國人保育意

識居功厥偉，稱譽楊吉宗為「台灣黑熊

之父」，再合適不過。	

32 豐年第59卷　第10期

一個偶然的因緣，楊吉宗與台灣

黑熊結下不解之緣，進而成為野生動

物的守護者。他花費十數年時間貼近

研究、並成功繁殖育成台灣黑熊，建

立黑熊繁殖生理、生態功能等資料，

榮獲優秀農業人
員獎，楊吉宗於
頒獎會場留影

對於獲獎，楊吉宗的家人與同仁與有榮焉，
都感到相當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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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研究資料‧奠定保育基礎
「台灣黑熊之父」‧野生動物的守護者

黑熊不解之緣
楊吉宗投入台灣黑熊保育研究，說

來有些因緣際會。民國	83	年，雪霸國

家公園警察查緝盜獵、及時解救	 1	隻

重約	 10	公斤、

斷了腿的小黑

熊，送到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

救治，在細心照

顧下，小熊得以

復原，但評估已

不適合野放，於

是送到特生中心

新成立的烏石坑

低海拔試驗站，當時擔任該站首任主

任的楊吉宗，很自然地接手，沒想到

就此與台灣黑熊結下不解之緣。	

黑熊曾是縱橫台灣山林的獸中之

王，但因棲地破壞、人類獵捕，數量銳

減，目前全台野生族群可能不到	 300	

隻。78	年，「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

實施，台灣黑熊

被列為瀕臨絕種

保育動物，早年

國內野生動物學

術研究風氣尚未

萌芽，戒嚴時期

入山又有層層限

制，致黑熊相關

研究幾近空白。	

既然有緣接

觸珍稀的台灣黑熊，楊吉宗自我期許作

出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由於野生樣本

得之不易，楊吉宗於是遍訪登記在案的

烏石坑試驗站內，
黑熊母子自在嬉玩

黑熊生性隱密機靈，近距觀察機會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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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黑熊飼主，探詢送黑熊從事試驗的意願，

同時採集血液樣本作為親緣關係	DNA	的檢

測，沒想到研究計畫還未完成，卻碰上	921	

大地震，辛苦採集的樣本毀於一夕，所幸部

分飼主願意送黑熊前來進行繁殖試驗，試驗

站的黑熊數量逐步增加，楊吉宗全台奔波訪

問的辛勞，並未白費。	

楊吉宗後來調回特生中心本部接任動物

組長，但黑熊研究並未隨職務變動而放下，

即使後來升任主任秘書、副主任，還是擔在

身上。	

成功繁殖黑熊
黑熊研究一直以來乏人問津，一來數量

少、取樣不易，且短期內不易有成果，比如黑

熊繁殖週期長，往往	 2	年才得有一項研究報

告出爐，加上黑熊有野生凶性、具危險性，

因此少有人有興趣投入，別人不想做，楊吉

宗放不下，當初接下黑熊，就此一路「撩下

去」，後來興趣激發，越作想法越多、研究

越鑽越深，在台灣黑熊領域卓然成家。	

楊吉宗至今已發表	8	篇台灣黑熊的論文報

告，篇篇皆是重要之作。如今國內對於野生

黑熊的繁殖行為、性激素周期性變化、親子關

係、以及其生態功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楊吉

宗十多年來投入的心血，建立台灣黑熊基本資

料，填埔了空白，也奠定了保育、復育、野放

訓練的良好基礎。	

民國	 90	年，楊吉宗首度紀錄台灣黑熊的

生產過程，94	年，成功繁殖育成一對雙胞胎

雌性小黑熊「Happy」、「Bingo」，經以記者

會方式公布，引起廣泛迴響，對於喚起國人保

育意識起了莫大作用；另外，配合國家地理頻

道製作「綻放真台灣—搶救台灣黑熊」影片，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廣場的黑熊塑像

黑熊藝品造型可愛

楊吉宗辦公室蒐集諸多黑熊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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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感到心酸。	

小黑熊姊妹於	 94 	 年冬順利誕

生，由楊吉宗領軍的研究小組，一開

始就設定野放目標，並擬定嚴謹的野

放訓練計畫。為讓小黑熊適應大自然

的環境，特地安排半開放的森林圈養

空間，作為過渡場所。訓練第一要務

在於小熊得學習自尋食物的能力，小

組人員前前後後共採集了	 200	多種植

物的根莖、花果，介紹讓小熊認識；

避開人類、對陌生人的負面制約訓練

也是要點，敲鑼打鼓、灑辣粉、彈彈

弓，想得到的嚇唬方法全用上。野放

成敗，小熊懂得遠離人群是關鍵之

一。	

野放訓練進行順利，看著小熊一

步一步學得獨立生活的能力，楊吉宗

很欣慰，但是召開	 2	次野放可行性評

估會議，學者專家的結論是小黑熊種

源未確定，野外族群未明，野放並不

可行。	

耗費好大功夫訓練，原期待小

熊可以順利回歸自然，藉著無線電

發報器定位追蹤監測，作為後續成

長的觀察研究，最終卻被以未可知

的理由卡住，楊吉宗備感挫折，

更讓他難過的是，決定不野放	 1	

個多月後，小熊「Happy」從搖

晃的樹枝攀吊到另一棵樹，演出

「逃家記」，後雖藉由頸圈的發

報器找回，但回籠後可能不習慣

小空間的「緊迫感」而猝死。沒

能看到小熊自由悠游山林，反而

送別，打擊之大，可以想像。	

提供雙胞胎小黑熊野放訓練的相關素

材，於全球	 166	個國家播出，對於台

灣保育形象的提升作用難以計量。	

楊吉宗在黑熊研究、保育的卓著

貢獻，為他博得「台灣黑熊之父」的

稱譽。97	年全國優秀農業人員評選，

楊吉宗獲得這項農業領域至高榮譽，

可說實至名歸。

野放黑熊受阻
投入黑熊保育研究，讓楊吉宗的

人生倍增光彩，但過程除了外人難以

體會的辛勞、挫折也多，雙胞胎小黑

熊「Happy」、「Bingo」野放計畫受

阻，並間接導致小黑熊姊妹之一夭

折，尤讓楊吉宗傷感，如今想起，仍

小熊是爬樹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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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石坑試驗站位於大安溪上游海

拔約	1	千公尺的偏僻山區、人跡罕至，

道路崎嶇，時常崩塌中斷，籌設工作篳

路藍縷、千頭萬緒，楊吉宗進駐籌辦，

過程卻超乎預期地順利，甚至可說是心

想事成，似乎有天意幫忙。	

推展動物保育
早先工作對象為畜養的經濟性動

物，其最終命運不外送入屠宰場，

如今工作性質轉變，成為生命的守護

者，楊吉宗雖不曾拿過屠刀，也未成

佛，卻頗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的況味，投入野生動物保育，楊吉宗

感覺很舒坦，也覺得很有意義。楊吉

宗認為，野生動物保育的推展，其實

是很好的社會教育，懂得尊重野生動

物的生存權，社會將更祥和。	

專注黑熊保育研究，楊吉宗認為

並非因於黑熊特別重要，而是黑熊位

居食物鏈最高層，活動範圍又大，其

棲息、繁殖地區若獲得保護，不只造

福黑熊，也保育了其它生物，整個生

態環境得以維護。此外，黑熊是獸中

王者，保育研究成果經傳播放送，激

發社會大眾的矚目與關心，無形中接

收保育概念，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難

以計量。	

楊吉宗認為，國人的保育觀念已

大有進步，但黑熊仍有非法狩獵的壓

力，野外繫放研究找到的黑熊，約半

數肢體不全，不是斷掌、就是斷腿，

應是受捕獸夾所傷，顯示保育還有進

步的空間。

籌辦烏石坑站
楊吉宗是國立中興大學畜牧研究所

碩士，動物研究是本行，公務生涯起

步，擔任南投縣竹山鎮公所獸醫，亦

與動物相關，但對象多為畜養的經濟

性動物，走向野生動物保育之路，楊

吉宗回想起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

股無形的力量推著他往前走。	

到特生中心任職之前，楊吉宗原

在省山地農牧局畜牧組服務，後來農

牧局改制為水土保持局，他考量水土

保持非其所長，有意轉調，特生中心

徵詢他負責即將成立的烏石坑試驗站

籌備工作的意願，由於烏石坑位處偏

僻、交通不便，他掛念家有老小需要

照顧、猶豫不決時，調任函已送來，

可說是被推著上任。

新興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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