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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氣候的帽子戲法—
氣象海嘯

野豬家豬一家親

「豬」對台灣人來說，是一種再熟悉不過的動物了。不

過能正確回答「山豬」、「台灣野豬」與「家豬」之間的差

異與關係的，卻少之又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野豬可說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台灣

野豬雖然是只局限分布在台灣的特有亞種，目前並未被列入

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野保法」）的保育類動物名單

內，似乎表示其族群數量尚多而穩定，但是卻鮮少受到人們

的關注。事實上，不僅台灣，全世界有關野豬的研究也十分

稀少。

博物學家萊爾‧華特森（Lyall Watson）就說過：「科
學界對野豬的冷漠令人不解，從事日本獼猴田野研究的生物

學家比全世界各種野豬的研究人員還多⋯⋯」可見人類對野

豬可能因為偏見，導致普遍認知不足。

從分子演化的證據來看，古代野豬自東南亞發源地往北

遷移，約在末次冰盛期間或末次冰盛期前就已經產生分歧。

一群往東遷至台灣島上，逐漸分化成台灣的特有亞種台灣野

豬；另一群則往西遷至中國大陸，成為後來的華南野豬。

我們食用的黑家豬是距今約九千年前從華南野豬馴化而

來的，因為與台灣野豬有共同的祖先，所以兩者的關係密切，

在分類上同屬偶蹄目、豬形亞目、野豬科、野豬屬，是同一

台灣野豬的
現況與保育
■  吳幸如

過去的農家圈養家豬販賣以換取生計的情況十分普遍，

因此當時有句俗話說：「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現代人則剛好相反，

很少人真正見過豬走路。至於對山林中台灣野豬的印象，恐怕更是陌生了。

野豬是台灣唯一會在分娩前築窩

的有蹄動物，豬窩多就地取材，

圖中豬窩就使用當地廢林道上常

見的五節芒為主要材料。這個母

野豬用於育幼的窩，構造完整，

上下都鋪上柔軟的芒草，可以保

護仔豬免於失溫，提高其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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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歐亞野豬、但不同亞種的表親。從外形

來看，最大的不同在於野豬俗稱「鼻子」

的吻端特別長，身材也較結實短小；初生

的野豬身上有具保護作用的褐色條紋，而

家豬沒有。

此外，一般人俗稱的「山豬」，泛指

一些野生的或在山區圈養的吻端明顯較長

的豬，這其中除了純種的台灣特有亞種野

豬外，也可能包括了野豬與家豬產下的雜

交種，以及野化的家豬。而後兩者的外形

乍見與野豬類似，一般人無法從外觀分辨

出來。原來家豬在野外環境生存一段時間

後，形態會隨著食性變化而改變，吻端會

變長，回復其祖先的樣子。

適存強勢的生理特性

台灣野豬跟山羌、台灣野山羊與水鹿

一樣，同屬偶蹄動物，但只有牠是非反芻

動物，跟人類一樣只有一個胃。牠的牙齒

也未如草食獸般特化，成年野豬擁有 44顆
牙齒，不但有發達的臼齒足以磨碎食物，

公野豬的上下犬齒特化而凸出，磨尖可做為禦敵的

武器，在野豬經常活動的地點，常可看見其把牙磨

尖的磨牙痕。相較於其他偶蹄動物較細長的磨角

痕，野豬磨牙痕顯得既深又粗短。

芋頭是野豬最喜歡的農作物之一，尤其喜歡在拱地

挖出芋頭後，啃咬莖與根的交接處。由於經常挖

出來後卻未吃完，一夜可毀損大片芋園。這些芋頭

雖僅被咬數口，但賣相大壞，因此常使農民損失慘

重，十分苦惱。

台灣野豬外形上具有明顯較家豬長的吻端，以及

小而直立後縮的耳朵。圖中這隻公野豬未及一歲

大小就被獵捕，研判尚未繁殖過。通常公野豬須

達兩歲以上，具備較壯碩的體形與強大的戰鬥能

力後，才可能爭取到交配與繁殖的機會。

還有上下完整的門齒（草食動物則沒有上

門齒）可以撕咬食物，使牠自然而然成為

雜食性動物。

牠還有可平貼地面的平盤式鼻子，以

及較其他動物優異的嗅覺，能聞嗅到埋在地

底下的食物，法國人就是利用這點來訓練野

豬尋找埋在泥土中珍稀價昂的松露菌。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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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構造特殊，野豬具一塊特化的鼻骨，使

得吻端特別發達且堅硬，發展出特有的「拱

地行為」—以吻端挖開泥土、搬開石頭往

地底下覓食。這讓牠能輕鬆覓取藏在地下，

諸如植物根莖、蚯蚓、甲蟲幼蟲等食物，

增加了食物來源，也提升了生存的優勢。

此外，野豬適應力很強，在台灣自海

平面至海拔 3千公尺的高山上都可以發現牠
的蹤跡，但牠偏好棲息在較平緩的低海拔山

區。這區域常因人類開發致使棲地受到破

壞，與人類因空間重疊產生的衝突也大增。

因此，雖然台灣野豬憑藉著各種優異且特

殊的生理特徵與行為，得以成功繁衍廣布

全島，卻也因此與人類衝突不斷，注定了

始終被人類追捕獵殺的命運。

惡名昭彰的破壞專家  

野豬或家豬原來只分布於舊大陸，但

在西元 750年起，即隨人類探險與殖民的
腳步引進新大陸，如澳洲及美洲大陸。長

期以來，這些被引進的家豬及少數歐洲野

豬，或因跳躍、或因拱地鑽洞逃脫出圍籬、

或因放牧而脫跑，因而在野外繁衍。由於母

豬多產，野化的公豬個性兇猛，並具尖銳犬

齒做為武器，且適應力強，因此少有天敵，

族群日益壯大。牠們侵入農田、森林與牧

草地，四處翻土拱地覓食，逐漸成為多數

國家頭痛的害獸，甚至已成為全球危害最

嚴重與最普遍的大型野生動物。

以鄰國日本為例，由於人口老化，獵

人與農民俱漸衰老，因此農地逐年廢耕，狩

獵活動也降低，野豬族群便日趨增加。即便

政府出面協助獵捕，近年來開放狩獵加上

台灣野豬憑藉著各種優異且特殊的生理特徵與行為，得以成功繁衍廣布全島，

卻也因此與人類衝突不斷。

這是一隻純種公野豬的頭骨，可以明顯看出上下

顎都有發達外凸的犬齒，尤其是下犬齒，是足以

致命的武器。早年台灣原住民多認為能與公野豬

搏鬥才是英雄，就因為這對尖獠牙曾奪過不少獵

人的性命。利用野豬頭骨的形態測量值，是世界

上普遍用來判斷其是否是純種的依據。原住民為

炫耀戰功而留下的公野豬頭骨，因此成為絕佳的

研究樣本。

索套陷阱或鐵夾是過去全面禁獵前，最常用來獵

捕台灣野豬的工具。圖中陷阱零件僅包括一條改

組後的煞車線用鋼索，以及兩片用竹製作的踏板。

由於重量輕便，獵人一次可攜帶數十組上山。布

設陷阱時，其餘材料只需就地取材。因一次布設

範圍可以很大，陷阱有效捕捉動物的時間也長，

因此對野生動物曾造成很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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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治獵捕的野豬數量，從 1992年的一
年 79,021頭，暴增到 2004年的 266,870頭，
但仍無法有效減緩其增加的速度。

因此，現今國外關於野豬的研究，多

半著眼於如何防治其危害，並控制其過多

的族群。而在台灣，近期研究卻發現台灣

野豬數量非但沒有暴增，甚至在 1990年代
末期還呈現明顯的衰退。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呢？

族群數量遠低於預期

台灣於 1972年頒布全面禁獵令，1989
年更施行了野保法保護所有的野生動物。

強力執法加上民眾的保育觀念提升，已使

近年來國家公園與保護區中的保育類野生

動物族群明顯增加。但由於野保法中也明

定：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者，得予以

獵捕或宰殺；但如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需事

先申請，其餘不用。因此在台灣，不論危

害農作物的元兇是否是野豬，以防治危害

之名「合法」獵殺台灣野豬的情形仍十分

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發現截至 2007年
止，涵蓋台灣一半以上土地的中部、南部

及東部山區，野豬不僅未因野保法受惠，

反而成為唯一族群數量未增反減的中大型

野生哺乳動物。特別是在中央山脈核心地

區的南投、花蓮與高雄山區，相對數量明

顯較屬於保育類的台灣獼猴、山羌、台灣

野山羊，甚至水鹿為低。過去認為野豬數

量最多的海岸山脈，其數量也在 1990年代
末期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甚至在北端部

分地區幾乎已絕跡。

以除害為名難逃殺機

台灣人向來喜好食用豬肉，因此與家

豬肉質相近的台灣野豬肉自然大受歡迎。

過去研究發現，台灣野豬是原住民狩獵的

首選，也是最受山產店消費者喜愛的佳肴。

野保法施行後，獵人更趨於選擇獵捕野豬，

原因除好吃外，更因野豬可以藉危害防治之

名合法獵捕，並可公開販售以獲取利潤。

曾有一種盛行於西南部及花東縱谷的

平埔族傳統獵法，利用 15隻以上訓練有素
的獵狗圍獵野豬。由於野豬天性好鬥，相較

於其他動物聞狗吠聲就逃跑，公野豬反而

會停步戰鬥，因此易被狗群圍獵。這些獵狗

團於白天至各山區狩獵，因為對台灣野豬

具備高度的獵物專一性，全盛時期一團每

月可捕獲上百隻野豬，販售所得相當可觀。

據調查，這種獵狗群的密集圍獵，很可能是

1995∼ 1997年間造成海岸山脈地區野豬族
群突然銳減的主要原因。

另外政府於 1997至 2000年間，陸續
開放山區及平地原住民可以合法擁有自用

槍枝後，使用獵槍狩獵人數隨之增加，使用

陷阱狩獵的則日益減少。由於槍獵法較陷阱

獵法有更高的獵物選擇性，已發現在中部及

南部山區有顯著偏好獵捕台灣野豬的現象，

對台灣野豬族群也產生不利的衝擊。

過度獵捕使生育力降低

很多人會問：「豬如此多產，怎麼可

能絕種？」豬確實是一胎多產的動物，過去

經由人為選汰出來的中國家豬就是以多產

做為選種的主要條件，迥異於歐洲系家豬以

野保法施行後，獵人更趨於選擇獵捕野豬，原因除好吃外，

更因野豬可以藉危害防治之名合法獵捕，並可公開販售以獲取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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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大、產肉多為主。一隻肚子垂地的中

國家豬，一胎經常可以生產超過 20隻以上
的小豬。然而台灣野豬也如同牠的親戚般

這麼多產嗎？

早期文獻陳述台灣野豬一胎可生育 5
∼ 6或 3∼ 6隻仔豬，但是經由 2000∼
2007年檢視高雄及台東山區生育過的母野
豬乳頭，發現 2∼ 3隻才是較常見的數量。
事實上，不論是何種亞種，初次生產的母

野豬產下的活產並能成功撫育長大的仔豬

數量，都較經常生產的母豬少。

由於觀察到捕獲的母野豬年齡普遍小

於兩歲，推測可能是因獵捕壓力過大，造

成台灣野豬的生育年齡偏低，連帶使平均

的一胎仔豬數量偏低。如果現存野豬持續

在未達生育年齡前，或僅初次生產就遭獵

殺，其族群數量將無法有效增加。

從歷史來看，野豬原本普遍分布在英

國及西歐各國鄉間野地，但在 13世紀就因
為過度獵捕而絕跡。現在活躍在英國並造成

嚴重危害的野生豬族群，並非原生種，多是

從農場或狩獵場中逃逸的家豬與再引進的歐

洲野豬及其雜交種，種源複雜。

據研究，一種生長在普遍信奉回教不食

豬肉的印尼的野豬親戚—鹿豬（Babirusa），
目前就因持續受到過度的獵捕而瀕臨絕種。

可見即便野豬繁殖力強、適應力佳，但若

毫無節制地捕殺，仍有滅絕的危機。

山豬養殖混淆純種基因 

台灣野豬除了因棲地易受到人類開發

而破壞、面臨巨大的獵捕壓力外，山邊的

山豬養殖也對其特有基因產生威脅。

台灣在 1990年代中期開始流行畜養具
條紋的小野豬當寵物，當時在花東地區開

始出現大型的野豬養殖場。筆者發現這類

養殖場中，雜交種的比率常高達 90％以上。
飼主表示因販售條紋仔豬的利潤較成豬高，

因此習慣讓純種公野豬跟產仔數較高的母

家豬或小耳豬雜交配種後，把雜交仔豬充

當野豬販售。因為牠們身上也常帶有黑褐

相間條紋，一般人無法分辨，也不在意是

否是純種。

位居花蓮台東山邊的大型山豬養殖場，常養殖高達

90％以上的野豬與家豬雜交種。這類養殖場通常全
場僅有一隻純種公野豬做為種豬，不斷近親交配的

結果，就經常出現如圖中這類具異常花斑毛髮的雜

交豬。

這是一窩剛出生的仔豬，正在母豬身邊吮乳。這些

仔豬的親代分別是公野豬及母小耳家豬，雖然身上

具備家豬沒有的條紋保護色，但是同一窩常有明顯

色差，一般人並無法分辨其是否是純種。事實上，

純野豬一窩體色都相同，不會有深淺不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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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野豬養殖場多半位在山邊，如

果圍籬不夠堅固，易遭好拱地的雜交豬鑽

洞逸出，進而與野生野豬繁殖。巨大的天

然災害也可能增加這類事件發生的機會，

如 2012年間八八風災重災區的高雄山區，
傳出經常在田邊獵獲體重很不尋常、動輒

超過 1百公斤重的野生「山豬」。這些很
可能就是當年風災時山區養殖的豬隻因圍

籬遭強風或土石傾倒，或飼主下山避難前

把豬隻解禁令其自由覓食，經數年野化後

的家豬或其產下的雜交種。

近年來，臺灣大學研究團隊首次針對

台灣野豬的親緣關係進行分析與研究，這

是台灣野豬第一次被有系統地進行全島性

的遺傳多樣性調查。目前初步發現台灣自

野外獵獲的野豬雖多數是純種，但全島各

區都發現身上雜有其他亞種基因的個體，

雜交的來源包括蘭嶼小耳豬、中國種家豬、

歐洲種家豬等。

台灣野豬的未來

綜合上述可知，野豬顯然是台灣十分

重要的自然資源，但近年來族群數量卻遠

低於預期，處境堪慮。其族群凋落除了前

文所述各種因素外，可能還有因人類帶入

了病原，而受到與家豬相同的疾病威脅，

如豬瘟或口蹄疫等。現階段是否需立即對

野豬採取較積極的保育措施，甚或把牠劃

為保育類物種，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野豬是台灣十分重要的自然資源，但近年來族群數量卻遠低於預期，處境堪慮。

在原住民部落中，常可見到一些利用山豬牙做成的裝飾品，包括頭飾、吊飾等。近年因為野豬數量大不如前，

供不應求，開始出現以進口的中國公家豬牙做為替代品。本圖中的豬牙雖看來犬齒很大，但從牙齒露出部分

判斷，這都是不足半歲的幼公豬牙，只是一般人會因為犬齒牙根長而被誤導，以為是真野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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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倡議近年頗受

到國際的重視，因此，世界上對原生物種

特別是特有物種的危害防治原則，常與外

來種不同。

例如同樣喜食野豬肉的中國，其原生

野豬曾因被過度濫捕與棲地破壞而致族群

瀕危，中國政府就在 2000年把野豬劃設在
具有重要經濟及科學研究價值的國家保護

級野生動物名錄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野生動物保護法，嚴格禁止任何單位和個

人非法狩獵，包括對其防治危害的獵殺。

因而自 2005年起其族群已開始有明顯的復
甦，甚至在部分地區如福建泉州，已傳出

危害農地甚至傷人的情事，便在當年開放

少量族群的狩獵執照。但部分地區如吉林

省，則因野生野豬族群減少，所以從 2003
年起宣告全面禁獵 5年。

相形之下，屬特有亞種的台灣野豬自

頒行野保法之後，除未曾持續監控各地遭

獵捕的族群數量外，也未及時視現況而採

取任何保育措施，顯然對其保育還有許多

值得努力的空間。台灣過去談生物保育，

多半只關注少數明星物種。絕大多數的研

究與保育經費被挹注在劃為保育類的物種

身上，至於一般類物種的基礎研究，向來

十分缺乏。在這情況下，長期受忽視的台

灣野豬複雜的保育問題，恐怕非簡單增劃

為保育類動物就可解決。

尤其台灣因出生率逐年降低，未來人

口會嚴重老化。或許十年後，台灣野豬族

群將如日本一樣，因人口老化、農地逐漸

廢耕而急遽增加、四處為害。為及時遏止

現階段族群受到的威脅持續擴大，並因應

將來可能發生的嚴重危害，今後應投注更

多人力物力進行與野豬相關的研究，持續

監測族群，並多與各方人士溝通，以研討

出人豬衝突的圓滿解決方案。

期望台灣野豬族群日後能順利繁衍，

台灣也能永續利用並有效管理這一重要的

自然資源。

吳幸如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過去台灣原住民都以能捕獲兇猛且聰

明的公野豬為榮，因此部落舊家屋前

常以獵獲的公野豬下顎骨做為榮耀象

徵，兼以這戰功彰顯武力，嚇阻敵人

來犯，避免衝突發生。相關野豬的習

俗是台灣原住民與野豬共生共榮下的

珍貴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