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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清白招潮蟹各樣區平均洞數關係圖 

 

    各調查地點樣區的蟹洞寬如表20所示，螃蟹洞穴平均寬度最大者為第8樣區6.85mm

為最大，次之為第 7樣區 6.82mm,最小的為第 1樣區其數值為 5.9mm，因第 7與第 8樣

區在 8月份時受到颱風影響、之後環境遭破壞、無法調查，只調查 3-7 月份資料共 5次

調查。 

 

表 20   清白招潮蟹平均洞寬 

單位/MM 樣點 1 樣點 2 樣點 3 平均值

第 1樣區 5.91 6 5.79 5.9

第 2 樣區 6.16 6.37 6.05 6.19

第 3 樣區 6.05 5.64 6.13 5.94

第 4 樣區 6.47 6.74 6.92 6.71

第 5 樣區 6.06 6.55 6.61 6.4

第 6 樣區 6.22 6.36 6.32 6.3

第 7 樣區 6.78 7.06 6.64 6.82

第 8 樣區 7.02 6.65 6.89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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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清白招潮蟹各樣區平均洞寬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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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調查地點樣區的螃蟹密度如圖表 21 所示，螃蟹密度最多者為第 8樣區 52 隻為最

多，次之為第 4樣區 43 隻，螃蟹數量最少為第 1樣區其數值為 25 隻，因第 7與第 8樣

區在 8月份時受到颱風影響環境遭破壞、無法調查，只調查 3-7 月份資料共 5次調查。 

 

表 21 各調查點之平均密度 

單位/隻/m2 樣點 1 樣點 2 樣點 3 平均值

第 1樣區 24 26 25 25

第 2 樣區 37 29 32 33

第 3 樣區 34 35 36 35

第 4 樣區 50 40 39 43

第 5 樣區 39 36 41 39

第 6 樣區 27 31 24 27

第 7 樣區 39 46 39 41

第 8 樣區 56 50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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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清白招潮蟹各樣區平均密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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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遊客環境教育服務中心建置 

    紅樹林濕地邊本協會理事長提供閒置空間，進行評估、規劃後，以雇工購料方式，

簡單整修掛牌使用。目前已獲得本協會理事長戴玉樹同意，無償提供南岸防風林養殖魚

池邊面積約 40 平方公尺之閒置倉庫，於 11 月底修繕完成，因經費不足，本次修繕只能

以外觀為主，內部整修含地磚、輕鋼架、燈具、多媒體設備、電線設備等，將分年編列

並爭取縣府及公所經費補助，如下圖 59(左現況及右整修後狀況)。 

 

 

 

 

 

 

      

圖 59 遊客服務中心修繕(左-修繕前；右-修繕後) 

 

（七）濕地即時影像監控系統整修 

    98、99 兩年度建置之兩組生態網路監視系統，因海邊鹽沫、颱風、小偷剪纜線及工

程施工，纜線數度斷裂造成畫質不穩及不清，目前兩組監視系統完全不能使用，已請廠

商勘查完畢，待颱風期過後，預計於 11 月初維修使用。本部分已於 11 月底完成，經廠

商檢修結果，兩組主機鏡頭已無法修復，汰換新鏡頭，完工照片如下。 

 

 

 

 

 

   

圖 60 監視系統汰換照片(左-汰換前；中及右-汰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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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錄 

附件一 人力培訓課程計畫表 

 

人力培訓課程計畫表 

日期 時間 時數 課程 講師 地點 

 6 月 14

日 

10:00-12:00 2 第一次座談 
 

08:00-10:00 

13:00-14:00 

3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理

論(一) 
李鎮宇 

6月14日 
14:00-18:00 4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實

務操作 
李鎮宇 

09:00-11:00 2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理

論(二) 

張登凱講

師(外聘) 
6月24日 

14:00-16:00 2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實

務操作及測驗 

張登凱講

師(外聘) 

6月24日 13:00-15:00 2 第二次座談  

9 月 5 日 18:00-19:00 1 第三次座談  

9 月 5 日 19:00-10:00 3 生態監測培訓 李鎮宇 

09:00-11:00 2 新豐紅樹林生態介紹

(三) 

張登凱講

師(外聘) 
9月23日 

14:00-16:00 2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實

務操作及測驗 

張登凱講

師(外聘) 

10 月 24 19:00-21:00 2 第四次座談  

李鎮宇：明新科大休閒系助理教授、台灣大學森林系博士 講師簡

歷 外聘講師：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張登凱講師 

室

內：鳳

坑 村

集 會

所 

室

外：計

畫 範

圍 

參 加

人

員：每

場 50

人 

 

 

5月17日 社區參訪(宜蘭林美、無尾港) 宜蘭 

11 月 9、

10 日 

社區參訪(屏東大鵬灣、嘉義頂菜園) 屏 東

高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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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理論培訓班講義-李鎮宇老師 

新竹縣濕地永續發展協會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理論
與實務培訓班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理論與實務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李鎮宇

 

何謂解說導覽？

 所謂的「解說導覽」，就是目的事業機
關在其經營管理目標的前導下，對轄區
內環境解說資源做適當的開發與說明，
以服務遊客而達到經營管理的目的。

 

Freeman Tilden（費門提頓）

1977：解說是一種教育性活動，經由原始事物

之使用，以提示其意義與關連，並強調親身之

經驗即運用說明性之方法或媒體。

 

解說媒體

媒體：傳遞者將解說訊息傳達給遊客時，所憑藉的
各種工具與方法。

一、人員導覽

二、非人員導覽

文字導覽、指引標誌、手冊、摺頁、定期或不定期的季刊、

多媒體導覽：語音導覽手機、電腦終端機、影片

 

      

解說服務的重要性

一、企業形象的建立：透過解說行銷機關企業

二、社會教育的功能：純展示轉變為資訊提供的教育
類型

三、新的寓教於樂任務及功能：資訊藉由不同方式提
供

四、休閒的附加價值：增加遊客滿意度

五、環境教育的功能：藉由解說減少人類行為對環境
衝擊

六、倡導合理的遊憩行為：避免破壞性遊憩行為  

解說方法

一、濃縮法：化繁為簡

二、對比法：比較兩者差異，大小比較

三、演算法：利用簡單公式計算出未來的演
變

四、量換法：巨木胸徑需幾人才能合抱

五、引喻法：藉由事物讓人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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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的挑戰

 遊客是解說媒體所面對的主要對象，遊客的年
齡、性別、教育程度、職業、文化背景以及種
族的不同，常造成解說上的差異，這些差異也
對解說員造成極大的挑戰。

影響遊客參與解說的因素

— 開車後的疲倦

— 急著要上廁所

— 已過了用餐時間而未用餐

— 身旁為著吵鬧不休的孩子

— 急著照相留念

— 忙著買紀念品

   

影響遊客參與解說的因素

 解說員要常常注意遊客的安全。

 遊客停留的時間也是解說過程應考慮。

解說過程應避免事項

 1.於工作中抽菸、吃東西、喝酒或嚼口香糖。

 2.工作中與朋友或同事聊天。

 3.對遊客表現出不耐煩的談話態度。

 4.粗魯。

 5.於工作期間閱讀、編織、寫信或與朋友電話
閒聊。

 6.給遊客錯誤的資訊。

 

應注意

 停留時間及集合時間、地點。

 遊憩設備有不同的規定及必須遵守的細則

研究報告顯示，有86％的遊客願意接受有關於風景區的各項規定。

 應用解說員的專業知識與技能及解說技巧方法，
使遊客獲得最大的遊憩滿意度。

 注意單獨行動的遊客。

 行程表之外，不要臨時追加活動。

對兒童的解說

下面列出和孩童作解說工作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1.傾聽並回答孩童的問題，不會回答的就說不知道，但是可
以陪同兒童們一起去尋找答案。

2.兒童喜歡知道什麼是最大的、最高的、第一的、最厲害的，
告訴他們這些東西，他們會記憶得很快。

3.兒童相信他們自己所經歷過的事物，有時會也誇大或加入
想像來敘述這些事物，所以提供兒童的解說材料應該儘量
正確。

4.兒童常在野外忘記危險的存在，解說人員要經常 注意
兒童活動地區的安全性。

 

對兒童的解說

5.運用孩童可以理解的字眼和詞句，對年齡較小的
孩童，儘量使用簡潔而不複雜的句子，以達到良
好的溝通。

6.鼓勵孩童表達或說出內心的感覺，尊重其表達的
內容，不要加以駁斥，或強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加
諸於孩童身上。

7.多鼓勵孩童正向的行為以及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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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解說員認證標準
簡 介

以荒野協會與財團法人台北市北投文化
基金會之解說員認證方法與標準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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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生態旅遊導覽解說理論培訓班講義-張登愷老師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張登凱講師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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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毛 港 生態人文之 旅

 

相傳明隆武元年﹝西元1646年﹞，荷蘭人因遭遇海難導致船破
而登陸，故將此處稱為紅毛港

清代稱紅毛港庄，雍正三年(1725﹞，粵省陸豐縣人徐立鵬，
到竹塹埔西北約二十里之紅毛港新莊子開墾，成為客家籍移
入竹塹之始。來自金門以閩南為主的鄭氏家族，也陸續進入
紅毛港開墾，

 

紅樹林棧道

 

姜家古宅區是姜家先祖朝鳳公於清乾隆二年(西元
1737年)時來此定居所開墾。

三合院的建築之美

 
夫妻樹

 

百年朴樹林

 
埃及聖朱鹭

 

東方環頸鴴

 

擬傷的東方環頸鴴

 

大小白鷺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