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年 6 月 27 日，台南縣永康市三崁店舊

糖廠突然被怪手在一天之內，將這裡約 2 公頃的

次生林夷為平地，因地主台糖公司和興總建設有

合建開發計畫，要在這片每逢大雨必積水的低漥

地興建六百戶的密集住宅；怪手推倒了胸圍超過

250 公分的百年老樹，絲毫不留下生機，並將這

樣的行為解釋為「鋤草」、「鑑界」之需求。 

同日晚間，邀約真理大學的莊孟憲老師前

來，協助鑑定此區確有諸羅樹蛙棲息在百年樹林

中，當晚開啟了諸羅樹蛙搶救運動事件。自這一

晚起，由台南社大、台南荒野、永康社大、台南

環盟、台江文化促進會、台灣田野學會、台灣濕

盟、中華鳥會…等 40 幾個社團組成「守護三崁店

聯盟」，動員超過 300 人次進行搶救諸羅樹蛙與生

態，以及進行文化資產調查工作。歷經五天的搶 

救，經學者與聯盟工作小組討論後，到目前為止

諸羅樹蛙是不可能進行移地復育的，聯盟立即暫

停一切搶救工作，隨即也將已搶救的諸羅樹蛙再

次放回原地。三崁店舊糖廠雖於 6 月 28 日經縣府

城鄉局吳局長現勘協調，暫停兩個月施工，再經

8 月 24 日立委李俊毅及 9 月 4 日台南縣長蘇煥智

兩次召開協調，再將停工期限展延至 96 年底止。 

然而，此區域內的諸羅樹蛙仍面臨滅絕危

機，9 月台糖與興總建設已委託民翔環境生態研

究公司，開始著手研究規劃要將諸羅樹蛙以移地

復育方式，進行一連串自三崁店移除諸羅樹蛙的

計畫；但至少到目前為止，學術界的實驗都證明，

要將諸羅樹蛙進行移地復育是不可行的，也未成

功過。 

根據「守護三崁店聯盟」的專家學者及志工

文、圖／吳仁邦 

次生林被砍伐的殘破樹幹 

三崁店糖廠舊宿舍區的次生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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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調查，初步估算三崁店舊糖廠每公頃棲地約

有 200 隻諸羅樹蛙，也就是說這片大於 10 公頃

的棲地，最高可容納 2000 隻諸羅樹蛙棲息。開發

單位以切割 1.2 公頃劃設成為公園預定地，明顯

是為刻意規避環境影響評估；7 月 3 日聯盟成功

力促縣府文化局將公園預定地中的日本神社遺

址，先行以公權力公告暫訂古蹟（暫訂古蹟視同

為古蹟），但事後得知，可能只挽救了 187 坪的神

社古蹟基座，聯盟成員與在地居民可謂一片譁然。 

台 灣 特 有

種的諸羅樹蛙

最初發現於嘉

義，自 1995 年

由師大呂光洋

教授鑑定命名

以來，據調查

僅分布在西南部平原，而台南縣永康市三崁店族

群為首次在曾文溪以南被發現。學術界研究調查

得知，西南部的諸羅樹蛙大部分棲息於平原農耕

區域中，極少完全棲息利用次生林；諸羅樹蛙因

棲息地日漸減少，已瀕臨絕種，早被學術界公認

應該成為保育類動物名單中的一員。台糖卻於 6

月 27 日以「鋤草」行為致使約 400 隻諸羅樹蛙因

而斃命，在繁殖季時期遭台糖以除草劑進行「整

理環境」而死亡的更是難以數計。更值得大家省

思的是，永康市這片在高度工業化且高度污染鹽

水溪畔的綠地，三崁店舊糖廠宿舍區是永康無可

替代的生態綠肺，在極短的調查時間裡，三崁店

糖廠內動植物共計有 158 種，分別為植物 80 種、

昆種 25 種、蜘蛛 1 種、軟體動物 4 種、兩棲類 8

種、爬蟲類 5 種、鳥類 30 種、哺乳類 5 種，其中

包含 6 種保育類動物：喜鵲、虎皮蛙、貢德氏赤

蛙、史丹吉氏小雨蛙、雨傘節、眼鏡蛇…等。 

致力於研究諸羅樹蛙的莊孟憲老師認為，三

崁店棲地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鹽水溪沿岸包含諸

羅樹蛙在內，許多物種重要的「基因種源庫」。園

區內豐富的植被提供許多動物棲息、覓食及繁殖

場所，在都會化嚴重的永康及台南市區已少見如

此豐富的平原森林生態系，更是鄰近開發地區生

物躲藏的重要「避難所」。如果這裡消失了，許多

生物將被迫遷移或死亡，而這種特殊生態系的形

成必須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開發前應徹底了解

本地生態體系，如果台灣沒有足夠智慧保留永康

的綠肺基地，我們將眼睜睜看著一處代表台灣平

原地區重要的生態環境消失。 

1947 年，國府所屬的台糖公司接管了從日本

人手裡的土地達 118,206 公頃，至今僅剩約

54,000 公頃，2007 年的今天仍持續賤賣台灣本

島的國土。保留三崁店舊糖廠的 10 公頃多的宿

舍區面積，除符合社會正義的方向，將能為永康

及大台南地區存留下一片極佳的森林自然教室，

提供學子瞭解平原環境的「次生林」之演替變化。 

我們強烈建議台糖公司，台糖公司擁有的土

地是國家的、全民的，台糖可利用土地甚多，不

一定得將住宅建在這片綠地之上。要永康地區能

真正永續發展，就應以一座綠肺自然公園的保留

運動，期許導引社會功利主義，示範不以毫無生

命之土木工程花費 50 億鉅資興建圈圍式，又與

地方沒有血脈的住宅區來作為發展；而是以保存

在地原本有特色的綠色命脈，做為推廣三崁店整

體綠色奇蹟方式，讓學子可以永遠留下阿公的自

然生活記憶，真正認識台灣，熟悉每一個本土生

命，亦尊重所有生命。 

聯盟的主要工作伙伴，於九月下旬前往永康

市民代表會臨時會，進行三崁店事件的完整報

告，9 月 27 日代表會於臨時會中，通過支持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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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店保留作為綠色公園，此舉同等代表整個永康

市地區 21 萬人口的民意。聯盟也邀請市民代表會

於 10 月份前往台北觀摩「富陽自然生態公園」及

「關渡自然公園」，更於 10 月 26 日拜會台糖公司

新上任的葉國興 董事長，葉董事長與前余董事長

一致表示，願意視地方政府及專家學者的意見及

看法，盡力配合協助。但是台南縣政府至今，依

然未秉持魄力做出合理的處理結果。 

秋季的寒

意已來臨，聯

盟在 10 月份

的 動 植 物 調

查 工 作 依 然

持續進行，夜

間 調 查 工

作，雖於九月中旬就未再觀察到諸羅樹蛙的明顯

活動，但白天卻觀察到如高蹺鴴、磯鷸等其他的

鳥類前來利用積水淺灘區域，聯盟的調查工作將

會持續進行下去。日前，聯盟的伙伴剛接待來台

參加「2007 全球環境治理國際工作坊」的釋學源

法師、Mr. Lis Maidy Darjo MALAU、綠色和平中

國辦公室項目經理馮家強及張子見老師等人，瞭

解到他們為了保護數萬公頃熱帶雨林辛苦的付

出，我們的工作及付出就顯得渺小，也表示我們

的努力還不足以讓多數的台灣人覺醒。 

有時我們都對「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路」這

句話太過樂觀，所謂「出路」對於許多移動能力

差、有效繁殖族群小、環境變遷耐受性弱、特定

棲地依賴性高的物種而言，經常與「死亡」或「滅

絕」相去不遠，也許我們無法幫助這類物種延續 

命脈，但至少不要在滅絕的過程中扮演「催化

劑」！「守護三崁店」的諸羅樹蛙棲地搶救行動

仍在進行中，此時，急需各界的關心人士援助，

請共同支持台灣的諸羅樹蛙及平原性的次生林保

護行動，並幫助我們向政府建言施壓，阻止台灣

諸羅樹蛙最重要的種原庫消失！ 

總召集人：吳仁邦（jacana.home@msa.hinet.net） 

副總召：蔣耀賢（sugar.kat@msa.hinet.net） 

執行秘書：謝宛真、李安慈 

守護三崁店聯盟 E-mail：sakhamtiam@gmail.com 

守護三崁店聯盟 BLOG：

http://www.wretch.cc/blog/sakhamtiam 

7 月 21 日聯盟舉辦打掃三崁店之守護綠色奇蹟活動

（學名 Rhacophorus arvalis） 

體型為中小型，♂4-5cm，♀5-8cm，背部黃綠

色有許多小顆粒，腹部為白色或淡粉紅色，由吻

端至四肢全緣均鑲上白邊。虹膜草綠色，趾間有

蹼，吸盤發達。鼓膜大而明顯，顳褶清晰。具單

一鳴囊，叫聲極為響亮，類似「達達」聲。以覓

食昆蟲為主。 

分布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之農耕地，目前

侷限在雲林、嘉義、台南等縣市的部分地區。若

以水系來看，則分布於虎尾溪、北港溪以南，曾

文溪以北的範圍。台南縣永康 

糖廠為曾文溪以南的首次發 

現，族群數量估計 2000 隻 

以上，是目前發現單一面 

積族群量最大的棲息地， 

在台北縣四崁水也有發現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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