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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解釋 

專有名詞 解釋 
目視遇測法 調查人員在一定的時間內，有系統的走過調查區域，將眼睛所看

到的動物種類和數量記錄下來。 
地景遺傳學 研究地景系統對生物族群遺傳結構之影響的學科 
穿越線 穿越線調查法為在調查範圍內選定一條固定的調查路線，此路線

即稱為穿越線，調查時以穩定的速度沿著這條穿越線前進，記錄

沿途兩側發現的動物種類和數量。 
食餘 食餘是指動物進食後吃剩的食物殘渣，包括果殼、斷枝殘莖、殘

骸、空殼、蟹腳和沾有血跡的羽毛等，可用來輔助判斷進食的動

物種類。 
基因交流 不同地區的族群間，生物個體彼此往來並且交配繁殖，達到交換

遺傳物質的現象 
排遺 排遺就是動物的糞便。不同食性的動物常因其食物、體型、消化

過程的差異而有不同形態、顏色、大小、氣味的糞便，因此可用

來輔助判斷動物種類。 
族群遺傳結構 一限定範圍內同種生物在基因表現上的現象 
微棲地 微棲地係指生物在特定時間，為生存、繁衍、覓食、遷移和棲息

等實際所使用的空間處所，水域及陸域環境 
鳴叫辨識法 不同種類的青蛙都有其獨特的求偶叫聲，因此可由其鳴叫聲來辨

識和計數青蛙的種類數量。 
遷徙路徑 動物在其繁殖地和非繁殖地間所進行的規律性大規模族群移動

稱之為遷徙，許多動物包括鳥類、魚類、海龜和哺乳類中的鯨魚、

偶蹄目動物、蝙蝠等都會遷徙。族群長途遷徙時常有固定使用的

路線，此即稱為遷徙路徑。 
遺傳分化 不同生物族群間的基因表現具有顯著的差異性 
原生種 係指於天然族群分布範圍包涵臺灣及臺灣以外地區之物種 
特有種 天然族群分布僅於臺灣地區之物種 
栽培種 人為栽植物種，在野生環境不易與其他物種競爭繁殖。 
歸化種 包括外來入侵或人為栽植逸出植物，已適應於野生環境，能與其

他原生物種競爭且持續繁殖。 
中水 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經匯集處理後，達到規定的水質標

準，可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用於非飲用水及非身體接觸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