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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董世良 ■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林政課課長(時任關山工作站主任)
吳文雄 ■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知本工作站主任(時任關山工作站技正)
張勝傑 ■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林政課技正(通訊作者)

一、前言

台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台東處)自96年5

月至目前為止，每年均辦理12次清查工作，茲

就台東處歷次清查成果較具代表性之一次清查

工作成果，藉以探討執行情形及工作成效。

二、台東林區管處轄區特性

台東處轄區位於台灣地區東南方，介於東

經120度51分38秒至121度27分40秒，北緯22

度14分0秒至23度26分14秒，東臨太平洋，西

以中央山脈分水嶺為界，北鄰花蓮縣，南至屏

東縣牡丹鄉，轄區內有台東縣全部及屏東縣少

部分國有林班地，劃分為關山、延平、台東、

大武及成功等5個事業區，共253個林班，分由

大武、知本、成功、關山4個工作站負責巡護(圖

1)。根據全國第三次森林資源調查結果顯示，台

東地區森林覆蓋率以高達78.45％冠於全台，其

緝捕山老鼠，展現遏阻不法之決心

－台東林區管理處深山特遣隊紀實

森林面積(226,778公頃)與蓄積量(50,727,767立

方公尺 )在全台之中僅次於花蓮縣 (森林面積

319,508公頃、蓄積量50,820,089立方公尺)，其

中、高海拔針闊葉樹的蓄積量由於開發速度較

緩，貴重木分布更是首屈一指，其中不乏牛

樟、紅檜、烏心石及台灣櫸等珍貴一級林木，

為避免珍貴林木資源遭竊取及瞭解林班內動、

植物資源狀況，加強辦理「森林巡護任務編組

特遣隊」深山巡護工作實屬必要。

 三、執行清查工作記事

(一) 清查工作的第一天，天空飄著雨，溫度只有

10-13℃，所有人員即前往紅石林道沿線早

期曾發生牛樟被伐倒地區進行清查，清查到

下午4點時天色已經昏暗，就在預定紮營地

點-紅石林道管制站旁紥營，並由負責野生動

物調查任務的同仁在關山事業區第51林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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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野生動物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正當大家

準備進行夜間巡視時，特遣隊隊長接獲民眾

線報，於關山事業區第54林班疑似有違反森

林法案件發生，因該區域道路中斷、人煙罕

至，隊長研判認為這個情報應該可信度極高

立即率森林警察等特遣隊成員前往查緝，到

達現場後即開始進行埋伏，晚上9點多時終

於看到趙姓嫌犯攜帶簡易背包下山，經森林

警察佯裝為登山客與其交談後認行跡可疑立

即表明身分進行盤查，於背包中查獲竊取之

牛樟菇及金線蓮各1包，並扣得小挫刀、鏡

子及頭燈等採菇工具，全案即由森林警察將

人犯及贓物押解下山，移由關山警分局偵

辦。

查獲趙姓嫌犯盜採牛樟菇14.5公克及金線蓮18株及指認竊取現場照

片

特遣隊深入林班巡查情形及牛樟樹頭萌蘗生長情形調查

圖1  台東林區管理處轄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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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的清查工作，天空雖然還是陰陰的，

不過終於沒有下雨了，負責野生動物調查的

同仁先去檢視及拆除關山事業區第51林班內

設置之野生動物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後，所有

人員即輕裝出發前往位於紅石林道14.5公里

登山口，開始進行登山口到楠山三角點之間

的巡護工作，在巡護過程中發現多處山豬拱

痕以及山羌排遺。

(三) 第三天繼續將人員分成2組，第1組由隊長帶

隊，深入紅石林道24公里進行沿線林班巡

查。第2組則負責營地安全並就近前往加奈路

山登山步道沿線林班巡查，結果在加奈鹿山

登山步道附近巡查的這一組人有了意外的收

穫，在巡查途中發現疑似「石棺」遺址(此發

現經過同仁將相關影像送交國立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考古部門研判結果，確實屬人為結

構，並且已派考古專家前往探勘鑑識。)該石

板遺址，係由石板堆砌為方形孔洞結構，寬

約60公分，高約45公分，洞深約160公分。

野生動物觀察及紀錄情形，圖為山羌排遺。

裝設自動照相機，計拍攝紀錄山羌及藍腹鷴。

石棺遺址GPS定位及遺址內部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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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查成果

(一) 本次森林巡護任務，深入紅石林道24公里，

除於第1日會同森林警察查獲盜採牛樟菇及

金線蓮案件外，沿途無發現不法情事。

(二) 紅石林道沿線林班，屬早期伐木林班，但是

還是有牛樟生立木零星分布其間，而且早期

伐木後所遺留之牛樟樹頭也還是有遭切割竊

取的風險存在，所以仍有加強列管及加強查

緝的必要。

(三) 本次巡護過程計以目擊、裝設自動照相等觀

測方法，紀錄到山羌、藍腹鷴、山豬等3種

野生動物，並拆除獵寮2處。

(四) 本次清查作業發現「加奈鹿山石板遺址」，

可說是執行深山巡護工作的額外收穫。

五、結語

台東處為維護森林資源，針對珍貴林木分

布，且難以到達之重點區域，組成深山特遣隊

不定期進入深山駐守巡護工作仍需持續辦理，

惟執行本項工作精神體力之消耗甚大，十分辛

苦，而且面對攜械之犯罪集團，更須冒著生命

危險，然林務機關不具有司法警察權，需藉由

林、檢、警、法院及相關單位多方面之協助與

配合，方能將山老鼠集團一網打盡。

圖2  本次清查路線套繪正射影像之GPS軌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