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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和蛙類作朋友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楊懿如副教授 

　　蛙類是出沒在黑夜裡的頑皮精靈，和風細雨的天氣是牠們的最愛，荷葉當

傘、綠葉當帽，就這樣躲在暗處高歌，和你玩捉迷藏。 

　　聰明的蟾蜍是我們的好鄰居，經常慵懶的坐在路燈下守燈待蟲，也是捕捉

害蟲的高手。在稻田、平原或池塘看到褐色的蛙類從眼前快速跳過，八九不離

十是有一雙彈簧腿的赤蛙，牠們一跳的距離可達身體的三十倍，相當於小朋友

一跳就跳過操場。綠意盎然的森林是樹蛙的家，但要找到牠們可要有好眼力，

牠們都有絕佳的保護色。溪流、瀑布、溫泉都是蛙類出沒的地方，台灣的蛙類

有三十二種，從海平面到三千公尺的高山，都能發現蛙類的蹤跡。 

　　雖然如此，想要拜訪這群善於隱藏的精靈，和牠們作朋友，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牠們的家沒有地址，該如何登門造訪呢？ 

　　楊胤勛先生花了好多年的時間，到台灣各地用鏡頭觀察紀錄蛙類生態，並

彙整成《賞蛙地圖》，也就是為蛙類的家安裝門牌，讓我們有機會親近觀賞牠

們。 

　　為什麼要賞蛙呢？蛙類成體用皮膚呼吸，蝌蚪在水中生活，都直接與自然

環境接觸，也迅速反應各種環境變化，是最好的環境監測利器。最近三十年

來，由於環境變遷，全球蛙類的數量下降，並引起廣泛的注意。因此，如何提

升人類對於蛙類的認識，並以實際行動來保護牠們，已經是刻不容緩。賞蛙就

是讓人們親近、認識、接納、進而保育蛙類的最佳方式。 

　　《賞蛙地圖》也是一本蛙類知識小百科，想要瞭解蛙類，並和蛙類作朋

友，就從這本書開始吧！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11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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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懂蛙、賞蛙、愛蛙
楊胤勛 

　　剛開始賞蛙時，因為不懂青蛙，常常撲空，看到很多高手每次夜間觀察都

滿載而歸，挫折到差點放棄。幸好二○○五年初，因緣際會認識了熱心的蛙友

陳明弘（Winsun）先生，在他的帶領下，我快速學習青蛙相關知識及夜間生態

攝影技巧，並開始累積賞蛙經驗和觀察要領。透過Winsun，陸續認識何俊霖

（Hoher）、李欣學（小潔）、江志緯（小黑）、陳志明（Ziming）等蛙友，因

為大家對夜間生態觀察都有狂熱的執著，讓我賞蛙時不再是單槍匹馬，每次活

動也因多人多隻眼睛而更加精彩萬分。再加上青蛙公主楊懿如教授、青蛙小站

站長李鵬翔兩位大師級青蛙專家無私的指導，並透過李站長設立的青蛙小站上

的資料、賞蛙情報網的長期紀錄、青蛙討論區的最新消息和蛙友攝影作品，讓

筆者能隨時充實青蛙相關知識和訊息，真是獲益匪淺。

　　《賞蛙地圖》絕對不是筆者一人之力所可以完成，要感謝的人多到數不

完，全台各地的蛙友無私提供賞蛙地點，甚至無條件實地帶領筆者深入各個人

跡罕至的賞蛙地點，如高雄蛙友李漢廣先生、新竹油點草農場主人陳紹忠先

生、鳥會及蝶會的陳王時老師、台南真理大學的莊孟憲教授等人，這些恩情筆

者謹記在心。還有許多朋友知道筆者撰寫本書後，不吝給予建議、指教和鼓

勵，甚至免費提供青蛙棲地照片，如向高世老師、兩棲調查小隊永遠的志工

李懷莉、網友小工友、李東陽、Neo老師等，沒有您們的幫忙本書必定遜色不

少。當然最要感謝是我的家人，他們必須容忍我三更半夜出門賞蛙，甚至搞到

隔天天亮才返家，不但沒禁止我這非比尋常的興趣，反而給予我實質的鼓勵和

支持。

　　最後，希望《賞蛙地圖》一書能有助於對賞蛙有興趣卻不知如何入門的

人，能快速上手成為賞蛙專家。相信台灣的蛙類也會張開雙手歡迎大家，若能

一起加入賞蛙、愛蛙、護蛙的行列，這必定是台灣蛙類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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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言｜

　　

初
拿到《賞蛙地圖》時，不禁讚嘆：「新的賞蛙聖經出現了！這本書必將成為每

個賞蛙人隨身必備的寶典！」書內對於全台的賞蛙聖地幾乎網羅一空！每個賞

蛙點介紹得非常生動且實用，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每個賞蛙點的熟悉與感情。不只是賞

蛙點，書內對青蛙的知識、賞蛙的技巧也有深入淺出的介紹，真是一本適合新手到老

鳥的蛙書！

青蛙小站（http://www.froghome.tw/）站長、蛙類攝影專家　李鵬翔醫師

　　

台
灣是兩棲爬行動物相當豐富的地區，擁有高達32種蛙類，近年賞蛙風氣盛行，

賞蛙圖鑑也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現，而《賞蛙地圖》是結合賞蛙路線及圖鑑功

能的一本工具書，作者楊胤勛先生花費很多時間，利用無數的夜晚，蒐集所有台灣蛙

類的生態圖片，及繪製賞蛙路線地圖，是一本結合知性與休閒的課外圖書，有助於民

眾對蛙類的認識。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民眾投入賞蛙活動，一同關懷台灣的蛙類生態。

　　台北市野鳥學會常務理事、台灣蝴蝶保育學會常務理事、蛙類專家　陳王時

青
蛙的世界就如人的世界般「風情萬種」，鼓著鳴囊似乎在向人挑釁的青蛙，其

實是在向同伴發出求偶的訊息；站在葉子上向天空「仰望」的青蛙、裝可愛的

青蛙等不同樣態的Pose，實際上各自代表不同的意義，有的令人驚奇四起，有的則令

人發噱不已！究竟青蛙世界有多少種風情，且讓我們一起徜徉青蛙世界吧！

　　台中縣高美國小校長　黃財源

小
勛十分喜歡觀察自然生態，平時上山下海走過台灣各個角落，這種不畏艱辛的

研究精神讓我非常敬佩，尤其對青蛙的研究更是鉅細靡遺。《賞蛙地圖》書中

有非常珍貴的青蛙圖片和介紹，可說是青蛙寶典。好書不寂寞，相信它對台灣未來的

生態保育會有很大的貢獻。

　　台中縣大安國小家長會會長　陳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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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完小勛的演講，進而去小勛的部落格看看，才發現原來青蛙有各種各樣的面

目！有的可愛得令人愛不釋手；有的站在葉子上向遠處「眺望」，不曉得在沉

思些什麼；有的卻讓我忍不住要和牠大吵一架（因為牠鼓鼓的腮幫子似乎在向我下戰

帖，縱使小勛說，牠是在求偶啦！）很期待小勛的書，一定和演講一樣精采！讓我們

一塊兒「驚豔」吧！

　　台中縣順天國中學生　黃玫瑄

小
勛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裡，找到攀附樹枝上的樹蛙；在溪澗內聽聲辨位找到

隱蔽色極佳的斯文豪氏赤蛙；或是走在山徑上，一個伸手，手裡突然「變」出

一條蛇來；有時車還在路上開著，他突然停下來，告訴你這條水溝中有哪種蛙正在鳴

叫。跟小勛到野外，真是處處充滿驚奇，總能滿載而歸。有時跟著出遊的友人都感到

倦了，卻仍見他興致勃勃地抱著相機取景，果真應了「千年等待，就為了換得一瞬間

的美麗」這句話。如今，他的細膩、敏銳與堅持終於結成了豐美的果實－小勛要出書

了！身為朋友，真為他感到驕傲與開心。透過他的精采的文字與照片，您也能一窺他

細膩又敏銳的內心世界，並且認識他所鍾愛的蛙類。衷心地推薦給愛蛙的、正準備開

始愛上蛙的您，這本值得收藏的賞蛙圖鑑。

知名山友　劉佩珊

台
灣氣候溫暖潮濕，蕞薾小島上就發現有32種青蛙，依著四季時序接力登場。想

知道要去哪裡拜訪這些山林裡可愛的夜精靈嗎？帶著小勛的《賞蛙地圖》，按

圖索驥、聽音辨位，保證讓你有個驚喜不斷的夜晚。

國內最大攝影網站DCView評議委員、資深蛙友　陳明弘
　

認
識小勛是在四年前一個仲夏的夜晚，記得那天我們先到高美溼地看海後再轉往

新社賞蛙，對他而言我是個賞蛙新手，但他總是在過程中不厭其煩的和我分享

賞蛙的經驗和許許多多賞蛙的故事，讓我獲益良多。除此之外我都懷疑他眼睛有著特

異功能，每次跟著他的腳步去賞蛙，只見他的手電筒好似東晃晃西照照，然後他就指

著那裡說這裡有一隻，那裡也有一隻。青蛙大多有著保護色，小勛到底是怎麼能迅速

的發現，真是令人大嘆太神奇了。但隨著自己的賞蛙次數愈來愈多，才知道這特異功

能是靠著無數次的經驗及非常了解青蛙的習性及棲地才能達到的。

　　知名部落客（http://www.tonylee.idv.tw/）　李東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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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賞蛙地圖》是提供賞蛙新手的推廣性書籍，以大量野外實拍圖片配

合淺顯易讀的文字來闡述。共四章，第一章介紹青蛙基本知識，包括

生活史、身體構造、天敵和棲地等；第二章則是帶領讀者出門賞蛙，

介紹賞蛙裝備、找蛙技巧、紀錄及拍照方式；第三章則是精選100個

台灣賞蛙景點，親訪賞蛙天堂；第四章是台灣32種野生蛙類圖鑑；第

五章則是青蛙的保育觀念。其中以第三章和第四章為本書重點，閱讀

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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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蛙評比 ★★★★

賞蛙季節 全年，冬季最佳

蛙　　種 台北樹蛙、莫氏樹蛙、古氏
赤蛙、拉都希氏赤蛙、斯文
豪氏赤蛙、長腳赤蛙、面天
樹蛙、白頷樹蛙、小雨蛙、
澤蛙、盤古蟾蜍、日本樹
蛙、褐樹蛙、梭德氏赤蛙

娃
娃
谷

交通

觀察 安全

數量 蛙種

　　信賢村的娃娃谷位於烏來的西南

方，南勢溪和內洞溪的匯流處，信

賢瀑布為主要景點。此山谷在冬季

常有許多台北樹蛙聚集鳴叫求偶，

其叫聲如「哇∼∼」，因此被稱為

「蛙蛙谷」，後來以訛傳訛變成「娃

娃谷」。目前已由農委會林務局開發

為內洞森林遊樂區，景色優美，而且

容易親近，是台北近郊著名的避暑盛

地。此外，這裡也有許多鳥類，加上

林木茂盛，是觀察自然生態和森林浴

的好去處。因交通方便、山路平緩，

林道兩旁森林綿密，漫步其中可讓心

情放鬆，加上台北縣民憑身分證可免

門票的措施，使得娃娃谷成為台北人

假日休閒健行的熱門地點。

　　娃娃谷除了台北樹蛙外，還可觀

察到北台灣分布較少的莫氏樹蛙，但

數量不多，需要一點運氣才能見到。

停車場旁的水溝是蛙蛙樂園，古氏赤

蛙、拉都希氏赤蛙一年四季可見，運

2信賢瀑布。

交通資訊

由新烏路經過烏來以後，
經107縣道可至信賢村。到
信賢村後右彎過河後再左
轉即可見到內洞森林遊樂
區的售票亭。

氣好還能見到古氏赤蛙在水溝裡打架

的難得畫面。

　　另外，秋冬之際溪流裡的梭德氏

赤蛙繁殖奇景非看不可，成千上萬隻

梭德氏赤蛙以同一姿勢占據溪裡每一

個石頭。加上水裡滿滿都是配對成功

等待下蛋時機的梭德氏赤蛙夫妻，以

及剛生下、快孵化的卵團、蝌蚪，整

個溪流熱鬧滾滾，保證一見難忘。

4古氏赤蛙。

1莫氏樹蛙。

1梭德氏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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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賞蛙地圖 66 娃娃谷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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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氏樹蛙。

1梭德氏赤蛙。

台
北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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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蛙評比 ★★★★

賞蛙季節 全年，冬季最佳

蛙　　種 台北樹蛙、莫氏樹蛙、古氏
赤蛙、拉都希氏赤蛙、斯文
豪氏赤蛙、長腳赤蛙、面天
樹蛙、白頷樹蛙、小雨蛙、
澤蛙、盤古蟾蜍、日本樹
蛙、褐樹蛙、梭德氏赤蛙

娃
娃
谷

交通

觀察 安全

數量 蛙種

　　信賢村的娃娃谷位於烏來的西南

方，南勢溪和內洞溪的匯流處，信

賢瀑布為主要景點。此山谷在冬季

常有許多台北樹蛙聚集鳴叫求偶，

其叫聲如「哇∼∼」，因此被稱為

「蛙蛙谷」，後來以訛傳訛變成「娃

娃谷」。目前已由農委會林務局開發

為內洞森林遊樂區，景色優美，而且

容易親近，是台北近郊著名的避暑盛

地。此外，這裡也有許多鳥類，加上

林木茂盛，是觀察自然生態和森林浴

的好去處。因交通方便、山路平緩，

林道兩旁森林綿密，漫步其中可讓心

情放鬆，加上台北縣民憑身分證可免

門票的措施，使得娃娃谷成為台北人

假日休閒健行的熱門地點。

　　娃娃谷除了台北樹蛙外，還可觀

察到北台灣分布較少的莫氏樹蛙，但

數量不多，需要一點運氣才能見到。

停車場旁的水溝是蛙蛙樂園，古氏赤

蛙、拉都希氏赤蛙一年四季可見，運

2信賢瀑布。

交通資訊

由新烏路經過烏來以後，
經107縣道可至信賢村。到
信賢村後右彎過河後再左
轉即可見到內洞森林遊樂
區的售票亭。

氣好還能見到古氏赤蛙在水溝裡打架

的難得畫面。

　　另外，秋冬之際溪流裡的梭德氏

赤蛙繁殖奇景非看不可，成千上萬隻

梭德氏赤蛙以同一姿勢占據溪裡每一

個石頭。加上水裡滿滿都是配對成功

等待下蛋時機的梭德氏赤蛙夫妻，以

及剛生下、快孵化的卵團、蝌蚪，整

個溪流熱鬧滾滾，保證一見難忘。

4古氏赤蛙。

1莫氏樹蛙。

1梭德氏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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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賞蛙地圖 66 娃娃谷 67

地點特性評比：
交通（愈易到達分數愈高）

安全（愈安全分數愈高）

蛙種（蛙類種數或特有種愈多分數愈高）

數量（青蛙數量愈多者愈高）

觀察（愈易觀察者分數愈高）

賞蛙評比：
星星愈多表示愈值得一探

可觀察到的蛙種

交通資訊及詳細地圖，
地圖標記請參考右頁說明。

賞蛙據點縣市檢索

適合賞蛙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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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零散分布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中低海

拔原始闊葉林中，發現地點包括宜蘭福山植物

園、烏來、三峽、北橫明池、東眼山、台中烏

石坑、高雄扇平森林遊樂區、屏東太漢山、墾

丁國家公園南仁山保護區、台東知本、多良、

依麻林道及利嘉等地。

◆  特徵：橙腹樹蛙體型中型，身體及四肢修長，
頭部吻端尖，上唇白色，鼓膜及顳褶明顯，下

唇也有白線，但於吻端處中斷為一大特徵。背部光滑，墨綠色，

散布一些白色或黃色的斑點。體側從吻端到股部有一條白線，白

線下方鑲有細黑邊，腹側橙紅色，腹部橙紅色沒有黑斑。前肢背

面綠色，腹面橙紅色，手臂外側白色皮瓣明顯，指間有微蹼，指

端吸盤橙紅色。後肢背面綠色，腹面橙紅色，腿部外側白色皮瓣

明顯，趾間蹼發達，趾端吸盤橙紅色。雄蛙具咽下單一外鳴囊。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特有種

 俗別名 無

 體長 ♂ 5 ~ 6.5cm  ♀6 ~ 7.5cm

繁殖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分布海拔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相似種比較

莫氏樹蛙

  體型略小。
  體側無白線。
  後肢內側血紅色且有黑斑。
  虹膜紅色。

翡翠樹蛙

  有過眼金線。
  腹部白色。

4橙腹樹蛙下唇有白線但於吻端
處中斷，看起來好像嘟嘴巴要親
人的樣子。

1腹面橙紅色。

2有些個體背上有白點。

42雄蛙具咽下單一外鳴囊。

保育類Ⅱ級

第四章　賞蛙圖鑑 342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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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零散分布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中低海

拔原始闊葉林中，發現地點包括宜蘭福山植物

園、烏來、三峽、北橫明池、東眼山、台中烏

石坑、高雄扇平森林遊樂區、屏東太漢山、墾

丁國家公園南仁山保護區、台東知本、多良、

依麻林道及利嘉等地。

◆  特徵：橙腹樹蛙體型中型，身體及四肢修長，
頭部吻端尖，上唇白色，鼓膜及顳褶明顯，下

唇也有白線，但於吻端處中斷為一大特徵。背部光滑，墨綠色，

散布一些白色或黃色的斑點。體側從吻端到股部有一條白線，白

線下方鑲有細黑邊，腹側橙紅色，腹部橙紅色沒有黑斑。前肢背

面綠色，腹面橙紅色，手臂外側白色皮瓣明顯，指間有微蹼，指

端吸盤橙紅色。後肢背面綠色，腹面橙紅色，腿部外側白色皮瓣

明顯，趾間蹼發達，趾端吸盤橙紅色。雄蛙具咽下單一外鳴囊。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特有種

 俗別名 無

 體長 ♂ 5 ~ 6.5cm  ♀6 ~ 7.5cm

繁殖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分布海拔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相似種比較

莫氏樹蛙

  體型略小。
  體側無白線。
  後肢內側血紅色且有黑斑。
  虹膜紅色。

翡翠樹蛙

  有過眼金線。
  腹部白色。

4橙腹樹蛙下唇有白線但於吻端
處中斷，看起來好像嘟嘴巴要親
人的樣子。

1腹面橙紅色。

2有些個體背上有白點。

42雄蛙具咽下單一外鳴囊。

保育類Ⅱ級

第四章　賞蛙圖鑑 342 橙腹樹蛙 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343

樹
蛙
科

中名   學名

科別

表台灣
特有種

表示珍貴稀有
野生動物

表台灣
特有亞種

表示其他應予保
育之野生動物

特有種

特有亞種

海拔分布

相似種及鑑別重點

第四章賞蛙圖鑑邊欄設計為巨棲
地，圖例說明如下。至於青蛙的棲
地則區分為巨棲地和微棲地，詳細
說明請參見第43至46頁。
巨棲地共四種，說明如下：

鑑別主圖

著色區為繁殖期

體長指吻端至尾端

俗別名

平原

地區

低海拔

森林

中海拔

森林

高海拔

森林

國道

省道

縣道或鄉道

快速道路

山脈

機關或學校

遊樂區

賞蛙景點

溫泉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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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Ⅱ級

保育類Ⅲ級

台北捷運

高雄捷運

鐵路

步道入口

步道

瀑布

農場

寺廟

火車站

博物館

地圖標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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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知多少
第一章　



青蛙的一生
青蛙在分類上屬兩棲類無尾目，所謂兩棲類，是指一大群一生有經歷

兩個主要時期，其中幼體時期是生活在水中，用鰓呼吸，成體則是可

離水而居，用肺、口腔黏膜和皮膚呼吸的動物。而台灣的兩棲類又可

以分為有尾目和無尾目。有尾目的兩棲類動物雖然從幼體到成體中間

也會經過變態的過程，但是變態完成後，尾巴並不會消失，例如：台

灣高山上所產的山椒魚（山椒魚科）。　　

蟾蜍科

樹蟾科

樹蛙科

狹口蛙科

赤蛙科

無尾目：青蛙

褐樹蛙

有尾目：山椒魚

阿里山山椒魚

卵

蝌蚪

小蛙
成蛙

抱接

產卵

中國樹蟾
的一生

台
灣
的
兩
棲
類

小雨蛙

台北赤蛙

中國樹蟾

莫氏樹蛙

盤古蟾蜍

第一章　青蛙知多少12



青蛙和蟾蜍則屬於無尾目，牠們在由幼體轉為成體的變態過程中，尾

巴會慢慢消失，故名為無尾目。絕大部分的青蛙，一生會經歷三個主

要時期，分別是卵、蝌蚪和成蛙，其中蝌蚪是生活在水中的幼體，成

蛙則可離水而居。

卵

蝌蚪

小蛙
成蛙

抱接

產卵

中國樹蟾
的一生

青蛙的一生 13



卵

青蛙的卵可以不同聚集方式區分為：一、卵團型：整團相

黏；二、卵泡型：呈泡沫狀；三、沉底分散型：一生

出來就分散沉入水中；四、卵串型：卵串成一

長串；五、片狀漂浮型：成片飄浮在水面

上；六、顆粒狀：每顆卵顆粒分明。

2卵泡型：如翡翠樹蛙、白頷樹蛙。

1顆粒狀：如面天樹蛙。

2 沉底分散型：如
台北赤蛙、日本
樹蛙。



青蛙的卵孵化成蝌蚪所需要的時間會依種類及溫溼度

而有所差異，一般來說需要4至10天。而溫度越高孵化

時間越短，某些蛙類喜產卵於暫時性水域，這些水域

可能因一場大雨而形成，陽光曝曬後便快速消失，故

卵的發育必須特別快速，如海蛙、中國樹蟾的卵，

在氣溫較高時都僅須一天就可迅速孵化成蝌

蚪。而面天樹蛙的卵如果碰到無雨且乾燥

的天氣，將不會快速孵化，而大雨過後

積水出現，面天樹蛙的卵則可能在一日

內孵化完成。

海蛙卵

1 海蛙剛產下的卵為黑白
雙色。

1 約一小時後卵轉為黑
色。

1 約兩小時後開始迅速分
裂。

1 片狀漂浮型：如小雨蛙、史丹
吉氏小雨蛙、澤蛙、貢德氏赤
蛙等。

3 卵團型：如梭德氏赤蛙、長腳
赤蛙。（圖中卵已長腳，並因
為干擾，而略分散）

2 卵串型：如盤古蟾
蜍、黑眶蟾蜍。

青蛙的一生 15



蝌蚪

卵孵化之後即進入蝌蚪期，剛孵化的

蝌蚪具有羽狀外鰓，但通常很快就會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長在外鰓前方的

內鰓。

　　蝌蚪期的長短，會受到許

多因素影響。在水溫低的

時候，蝌蚪期會拉長，

甚至可能度冬至隔年

春天才變態。環境條

件改變成不適合成蛙生活的時候，蝌

蚪期也會增長；相反的，若乾旱造成

缺水壓力，則也可能刺激蝌蚪的發育

及變態加速。一般在常溫食物充裕情

況下，蝌蚪期大約30到40天，但也有

例外，如牛蛙蝌蚪就需要兩年才能完

成變態。

　　從蝌蚪變成成體的過程

稱為變態，蝌蚪的變態

過程是先長出後腳，再

長出前腳，長出前腳的

蝌蚪尾巴會慢慢消失，

並進入小蛙期。
2剛孵化的蝌蚪具有羽狀外鰓。

4正在吃東西的蝌蚪。

4蝌蚪有時也會吃死掉的動物屍
體，甚至是同類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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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蛙

小蛙時期骨骼系統及消化系統會發生

很大的轉變，並開始慢慢離開水域，

踏出陸上生活的第一步。此時的小蛙

暫時無法進食，而是靠著分解尾巴來

提供成長所需營養。這些神奇的過程

都是經過長期適應與演化的結果，才

使得蛙類可以從兩億五千萬年前繁衍

至今，並散布於南極洲外的所有大

陸。

3仍帶有尾巴的
翡翠樹蛙幼體。

1尾巴剛消失的翡翠樹蛙幼體。

1長出後腳的黑蒙西氏小雨蛙蝌蚪。

1前腳已長出的褐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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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

台灣所見到的野生蛙類都是採用體外

受精產卵的方式生殖。典型的交配方

式是雄蛙抱在雌蛙的背上，這動作稱

為「抱接」。開始產卵時，雄蛙通常

會用大腿輕夾母蛙的腹側，刺激母蛙

排卵，這時雄蛙會將泄殖腔口盡量靠

近母蛙，然後公母蛙會同時排卵及排

精，以提高受精率。當雄蛙感覺到母

蛙體內已經沒有卵，便會主動離開並

結束整個交配的行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產五種

樹蛙和白頷樹蛙的產卵方式非常特

別，除了典型的求偶配對儀式外，牠

們會做出一團卵泡，並將卵粒安置其

中。

　　製作卵泡的過程相當繁複，公母

蛙完成抱接配對以後，母蛙會帶著公

蛙來到水裡吸水，這過程對母蛙來說

非常辛苦，因為牠必須背著沉重的公

蛙入水，吸飽水後，還得頂著比平常

重上許多的大肚子，四處尋找適合製

作卵泡的地點。因此樹蛙科的母蛙體

型通常比公蛙大且強壯許多。

　　而哪裡適合製作卵泡呢？直接將

卵泡打在水中並不適合，因為卵泡長

期泡水會腐爛，長在水域上方的植物

體或是人造水桶的壁邊應該是較好的

選擇，因為等到卵孵化後，只要等一

4拉都希氏赤
蛙產卵時，公
蛙會用後腿輕壓
刺激母蛙排卵。

1日本樹蛙抱接。

1諸羅樹蛙的母蛙比公蛙體型
大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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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大雨，蝌蚪就可以順著雨水進入水

桶中成長。

　　至於踢卵泡的過程耗時多久，每

種樹蛙都不同，不過動作大同小異，

都是母蛙排出卵混和預先吸好的水分

及黏液，公蛙排出精子，然後公母蛙

一起用後腳踢打，最後做出一團如泡

泡般的卵泡。有些體型較大的蛙種如

翡翠樹蛙，因為母蛙肚內的卵數量較

多，需要做兩團卵泡才夠用，因此多

半還有中場休息並順便補吸水的過

程，整個踢卵過程結束，母蛙通常也

累到筋疲力竭。

1正在吸水的翡翠樹蛙夫妻。

4正在踢打卵泡的翡翠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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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的身體構造
台灣的青蛙目前有32種，有些種類之間長得極像，反而有些同種青蛙

在不同個體間的外觀變異卻很大，因此青蛙的辨識對賞蛙新手來說，

其實是有難度在的。我們不能單靠顏色、體型或單一特徵就判定是哪

種青蛙，一定要多確認幾個部位的特徵才能加以判定。所以了解青蛙

身體各部位的名稱是青蛙辨識入門第一課，非常重要。而因為青蛙和

蟾蜍的身體構造略有不同，加上青蛙的某些部位是特定種類才有，本

書為了力求完整，分別用豎琴蛙、黑眶蟾蜍、中國樹蟾和澤蛙四張圖

片來分別加以說明。而不同種的青蛙其蝌蚪身體構造差異並不大，本

書採用梭德氏赤蛙蝌蚪為代表來介紹。

豎琴蛙

虹膜

 瞳孔

鼻孔

鼓膜

吻端

肩腺

前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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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側褶

背中線

疣粒

後肢

泄殖孔 

青蛙體長指的是吻端至尾端的長度，而蝌蚪則區分為體長和尾長。兩者的體長皆須

以物種的中軸線為基準點測量。

體長測量

青蛙體長 蝌蚪體長

體    長

體   長
尾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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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眶蟾蜍

澤蛙

纍粒

耳後腺
稜脊線

大腿

小腿

足  

鼓膜 

前肢 

顳褶

瞳孔 

虹膜

膚褶

趾端 趾

背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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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樹蟾

梭德氏赤蛙蝌蚪

吻端

鼻孔

眼鼻線 鼓膜 泄殖孔

體側

鳴囊

吸盤 

背部 
尾部

出水口

尾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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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或葷食
青蛙在蝌蚪期是以素食為主，不過到了成蛙時期會轉為葷食主義者。

其實大部分的青蛙不但是吃全葷，還只吃活的、會動的動物，只要體

積是牠們可以吞下的動物，牠們都視為最佳美食。所以從前在田裡釣

青蛙時，用什麼當餌並不重要，但是一定要會晃動，這樣青蛙才會上

鉤；青蛙不太挑食，以牛蛙為例，舉凡昆蟲、蚯蚓、小魚、小蛙、小

蛇、小老鼠甚至小鳥等，都有可能成為蛙類的盤中佳餚。

2正在吞食蚯蚓的黑眶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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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是大胃王

除了食性廣，同時牠們還是食量驚人的大胃王呢！牠們可以一次吃下和自己身

體差不多體積的食物量，所以如果家裡有養青蛙的話，看看牠可以為我們吃掉

多少蚊蟲，所以青蛙對於人類，絕對是有益的動物喔！

　　雖然青蛙的食量很大，但牠們耐餓的功夫也是很厲害的，一旦飽餐一頓

後，撐個一兩個月不再進食也不會餓死。當然囉，這群愛吃的傢伙為了滿足口

腹之慾，當然捕食和找食物的功力不能太差；像蟾蜍就很聰明，懂得在路燈下

守株待兔，等待驅光性昆蟲受光的吸引而自投羅網。而其他蛙類則常利用身體

保護色藏在自然界的隱密處，一旦發現有食物經過時，牠們會全神貫注的盯住

食物，然後伺機發動攻擊。青蛙捕食的方式是先閉起眼睛，然後吐舌把食物鉤

回嘴裡並迅速吞下。

　　青蛙吞嚥的過程非常有趣，如果只是抓到小型的食物自然沒問題，一口就

直接吞到胃裡，但如果抓到的食物是像魚類或是蚯蚓等很大或很長的食物，那

吞嚥就沒辦法一氣呵成了，往往都要經過一番的努力，才能完成整個吞食的過

程。這時候，我們可以看見青蛙擠眉弄眼甚至手腳並用來幫助吞嚥，非常有趣

哦！

1剛吃下一隻小蟲的拉都希氏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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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的天敵
大概是因為青蛙肉質鮮美且營養豐富，所以以青蛙為食的動物其實非

常多，一般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蛇類，筆者其實也有多次在野外見到蛇

類吞食青蛙的經驗。青蛙在遭到天敵攻擊的時候，常會吸氣盡量把身

體鼓大，讓攻擊牠的蛇類吞嚥難度增高，並發出類似嬰兒哭泣的聲

音，好似在求救一般。比起青蛙，蟾蜍因為有毒，許多天敵基本上對

牠們是敬而遠之的，但仍有某些蛇能忍受蟾蜍的毒性，如擬龜殼花，

就是以蟾蜍為主食的蛇。蟾蜍一旦被蛇攻擊也會有鼓起肚子的反應，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擬龜殼花具有特化的大牙，專門用於刺穿蟾蜍

的肚子，所以每次看到擬龜殼花吞蟾蜍，就會看見血肉膜糊的殘忍畫

面。

2 青蛙是蛇類
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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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水生昆蟲
也是天敵

除了蛇以外，還有其他動物如螃蟹、

鳥類甚至水生昆蟲也會攻擊蛙類，另

外筆者在野外實地觀察時也常常看見

青蛙被蚊蟲或水蛭寄生吸血，有趣的

是這些蚊蟲也是蛙類的食物之一，可

見得在自然界裡誰吃誰還真難說呢！

　　青蛙除了自然界裡原有的天敵

外，現在還多了馬路上的汽車，筆者

在野外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路上的蛙

類屍體，牠們的犧牲真的非常冤枉，

筆者也希望各位賞蛙人到了野外，多

多注意路上和腳下的蛙類，以免製造

太多不必要的殺戮。而人類對蛙類的

危害當然不僅於此，影響蛙類生存最

大的問題還是來自環境的破壞，因為

棲地消失對蛙類的影響將是全面性的

毀滅，後果非常嚴重。

4水生昆蟲也會
攻擊蛙類。

1水蛭吸食青蛙的血。

2螃蟹也來咬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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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鳴叫中的澤蛙

青蛙的鳴叫
青蛙鳴叫主要為了求偶，而且只有公蛙會發出求偶的叫

聲，母蛙只是聆聽著並透過公蛙的叫聲來選擇對象。母

蛙選擇公蛙的條件是什麼呢？主要是比較公蛙鳴叫聲的

高低音來鑑別，而非大小聲；一般來說，體型大的蛙叫

聲較低沉，母蛙只要選擇低音的叫聲就可以找到較適合

的公蛙，這是頗為常見的蛙類擇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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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的發聲方法

青蛙的鳴叫和人類說話的方式完全不

同，人類張著口說話，但青蛙卻是閉

著口鳴叫，可是閉著口要怎麼叫呢？

　　青蛙在閉著口的情況下透過鼻孔

吸入一口空氣，並將空氣擠到肺裡，

此時青蛙的肚子會鼓起。當開始發聲

的時候，青蛙會關起鼻孔閉氣，再收

縮肚子將肺裡的空氣往喉下擠，經過

聲帶時將振動聲帶所發出的聲音和空

氣一併擠入鳴囊中，鳴囊因為充氣而

鼓起，形成共鳴腔將聲音傳出去，之

後縮起鳴囊再將氣擠回肺部，這樣就

完成一聲鳴叫。

　　之後青蛙會將這口氣來回在肺與

鳴囊間來回傳送，發出一連串嘓嘓嘓

嘓的叫聲，有些蛙可以用同一口氣來

回叫上千次而不用換氣，但最終這口

氣還是要從鼻孔呼出。

青蛙鳴叫示意圖

鼻孔

發聲器
（聲帶）

口腔

咽喉（聲帶）

肺

鳴囊

1鳴叫中的諸羅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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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囊大小
決定叫聲大小

青蛙的叫聲有時挺像蟲叫聲，但是仔

細聽還是有質感上的不同，因為青蛙

的叫聲是透過共鳴的方式傳出，所以

會比其他蟲類所發出的單純摩擦聲響

來得渾厚圓潤，但就音量來說就不一

定比較大了。不過蛙鳴因為經過鳴囊

的共鳴發送，往往可以比蟲叫聲傳得

遠，一般蛙鳴可以傳個三四百公尺不

成問題，國外更有紀錄傳超過一公里

的蛙鳴聲。而青蛙叫聲的大小和體型

無關，反而和鳴囊的大小有關；比如

台灣體型最小的小雨蛙，就因為具有

超大鳴囊，其叫聲比體型大牠數倍的

拉都希氏赤蛙來得大聲。

2小雨蛙有著超大鳴囊，
是個大聲公。

1拉都希氏赤蛙的內鳴囊，聲音就像含在口
裡。
2鳴叫聲像蟲的史丹吉氏小雨蛙。



　　其實青蛙不是只有求偶一種叫

聲，筆者曾觀察到多次公青蛙的打架

行為，在打架的過程中，兩隻青蛙會

彼此發出挑釁的爭鬥聲，並靠這聲音

了解彼此的位置然後互相接近，相遇

後開始大打出手。除了爭鬥外，青蛙

被錯抱或是被天敵攻擊時，也會發出

的類似嬰兒般的叫聲，這種叫聲稱為

釋放叫聲。

鳴囊型態

　　青蛙的鳴囊形態多變，以鳴囊外
顯程度區分為內外鳴囊之分；以鳴囊
的位置區分，則有咽下和咽側兩種；
又以鳴囊的個數來分，有單鳴囊和雙
鳴囊的差異，也有青蛙是沒有鳴囊的
（如盤古蟾蜍）。

1被紅斑蛇咬住的
白頷樹蛙，發出類
似嬰兒的叫聲。

1打架中的日本樹蛙，不斷發出爭鬥聲。

1諸羅樹蛙是咽下單鳴囊。

1斯文豪氏赤蛙是咽側雙鳴囊。

1拉都希氏赤蛙是內鳴囊。

1腹斑蛙是咽下雙鳴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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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的感官
青蛙的耳朵

青蛙的耳朵並沒有外耳殼，中耳的鼓

膜就直接裸露在外，牠能接受到環境

中細微的聲波震動，並藉以判別身處

環境的狀況。一般來說青蛙可以聽到

附近同伴的叫聲，並加以附和或是比

拼。所以當我們在野外實在找不到青

蛙時，不妨先準備青蛙的叫聲在現場

播放，有些蛙聽到錄音機傳來的其他

同類叫聲時，也會誤以為真有同伴在

附近而抱以熱烈回應，藉此我們就可

1貢德氏赤蛙鼓膜特寫。

4莫氏樹蛙是
容易被叫聲欺
騙的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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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青蛙的藏身之處喔。

　　當然聽力如此好的青蛙，也會隨

時感受其他不明聲響，所以當我們靠

近青蛙時，青蛙就可以感受到我們腳

步聲，進而逃離或停止鳴叫。對蛙類

而言，鼓膜像是靈敏的小型雷達，可

以偵測細微聲波，是不可或缺的避敵

利器。

　　青蛙的鼓膜不只有聽覺功用，同

時具備類似擴音器的功能，所以青蛙

叫聲的傳播，除了透過鳴囊共鳴後傳

出，鼓膜也有貢獻，就像音響的左右

喇叭一樣，鼓膜也有發送聲音的能

力。所以有些蛙類的公母可以用鼓膜

來區分，以台北赤蛙為例，公蛙的鼓

膜比眼睛大，母蛙的則是比眼睛小。

2台北赤蛙公蛙的鼓
膜比母蛙的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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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的眼睛

青蛙有著大而明亮的眼睛，這應該就

是牠可愛迷人的主因。不過有著大電

眼的青蛙視力其實不太好，牠只可以

看見物體約略的輪廓，而且只對會動

的物體有反應，所以蛙類世界流傳著

三句箴言：　　

 • 看到比自己體型小的東西是食物就

吃。

 •  看到比自己體型略大的東西是異性就

抱。

 •  看到比自己體型大很多的東西是敵人

就跑。

　　青蛙就靠著這三句箴言來應付牠

的生活，當然這麼簡單的判斷方式，

出錯的機會也就大了，所以我們常看

見不同的青蛙錯抱在一起的現象，錯

抱的組合更是千奇百怪，有綠色樹蛙

錯抱赤蛙、大蛙抱到小蛙、公蛙抱公

蛙、多搶一結果搶的還是別種母蛙、

抱到屍體、抱到石頭，甚至抱到卵

泡、3P、抱錯蛙還抱到後腿的搞笑

樣子，每次看見都讓人哈哈大笑。

1大眼睛的褐樹蛙，虹
膜有T型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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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再仔觀察青蛙的眼睛，

牠是有上下眼瞼的；但是上眼瞼不會

動，下眼瞼則可以往上閉合。眼睛裡

還有肌肉牽動著可以自由轉動，且因

為眼睛位置和口腔連結，所以眼部的

肌肉還可以幫助青蛙吞嚥，這也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青蛙吞嚥時，看見

牠們擠眉弄眼擺出千奇百怪的表情。

1日本樹蛙公蛙抱公蛙。
2拉都希氏赤蛙抱錯黑眶蟾蜍，結果被過肩摔。

4剛吞下一隻蚯蚓
的黑眶蟾蜍，眼睛
閉起可以幫助牠吞
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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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偽裝
青蛙主要靠皮膚顏色偽裝，青蛙的皮膚顏色以青綠色、土褐色為主，

但皮膚的色素細胞會隨著環境、溫度等外在條件而有所變化，比如躲

在土裡的台北樹蛙，常常都是土色的；而棲息在植物體上的個體卻又

常是亮麗的綠色，差異很大，有時真讓人不敢相信是相同的蛙種，其

實這是蛙類為了配合環境顏色改變體色，達到隱蔽效果。

青蛙保護色

許多蛙類身上都有花紋，乍看下很醒目，卻具有保護效果；例如許多蛙類頭部

的眼睛及鼓膜部分有深色縱帶或菱型黑斑，看起來像帶著黑眼罩，事實上這條

黑眼罩是為了遮住頭部重要的感覺器官，避免遭受攻擊。此外有些青蛙的四肢

有深色橫紋、體側有縱向花紋、或者在背部中央有一條淺色背中線將身體分成

兩半，這種花紋主要是為了打破身體原有的輪廓，讓青蛙看起來不像青蛙，錯

亂天敵本能的判斷力。

　　更有趣的是某些青蛙的大腿內側還有醒目的顏色或特殊花紋，而且僅在跳

躍或游泳時露出來，例如莫氏樹蛙的大腿內側紅色，白頷樹蛙的的大腿內側及

腹側有網狀花紋，當青蛙逃跑時，突然露出不一樣的顏色或花紋，可能使隨後

追捕的天敵感到迷惑，青蛙再利用這混亂的一瞬間爭取脫逃的機會。

3花狹口蛙受到天
敵驚擾時會先鼓起
身體，再分泌毒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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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腳赤蛙的臉上有黑色菱型斑，可讓天敵
無法分辨眼睛的確實位置。

1很多澤蛙在背部中央有條淺色背中線將身體
分成兩半，讓身體形狀看起來不像一隻蛙。

1白頷樹蛙後腿的網紋可能也有類似的效果。 1腹斑蛙的四肢有深色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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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變色

但有些蛙類在繁殖季時，體色也會有所變化，例如日本樹蛙、褐樹蛙，公蛙在

發情的時期明顯變黃，但母蛙則維持原本褐色為主的色調，加上公蛙母蛙體型

大小差異很大，看起來就好像兩種不同的青蛙在抱接一般，非常有趣。而青蛙

的皮膚對於蛙類來說，除了具偽裝的效果以外，其實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

如可以幫助呼吸，還靠它來感應周遭環境的溫濕度變化，有些蛙類皮膚還帶毒

性，讓吃下牠們的天敵感到不適甚至中毒，如蟾蜍和花狹口蛙。青蛙的皮膚對

環境的敏感度極高，所以是很好的環境指標動物，當蛙類突然從我們居住的地

方消失或減少時，也表示附近的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將來可能也會影響人類的

健康。

 1中國樹蟾的黑色面罩是為了遮住頭部最重要的眼部。

1褐樹蛙公母蛙體型差異頗大，加上顏色上的明顯差
異，看起來就好像兩種不同的青蛙在抱接一般。

1蠻殖期變黃的褐樹蛙公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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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氏樹蛙大腿內側紅色在
天敵出現時會露出來，也許
會嚇天敵一跳再趁亂逃脫。

 1植物體上的台北樹蛙體色就很綠。 1土裡的台北樹蛙體色通常都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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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的移動
青蛙最主要的活動方式就是跳躍，因此身體構造也朝向適應跳躍的方

向演化。青蛙修長的後肢是名副其實的彈簧腿，會產生往前衝的力

量，比較短壯的前肢則能減輕落地後的衝擊力，前後腳各司其職，以

完成跳躍的動作。青蛙的後大腿、小腿及足部平常坐疊在一起，就如

同壓扁的彈簧，放鬆拉直後往外彈出的力道便可使身體向前，而青蛙

為了能夠跳得更遠，騰空以後也會拉長身體減少阻力，簡單一個跳躍

動作，就有這麼多的細節配合協調，難怪青蛙是個跳躍高手。另外，

青蛙也是游泳高手，長而具蹼的後肢在水裡也是非常有用的利器，讓

牠們能靈活行動於水陸兩種環境。

1吸盤發達的翡翠
樹蛙善於爬樹。

1褐樹蛙為了適應流水的環境，也具有發達的吸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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