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海洋⽣物博物館-⽩鯨諮議平台結論報告: 
積極⾯對海洋哺乳動物圈養的質疑、反對與省思



 

　　2014，年9⽉30⽇國⽴海洋⽣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館)，⼀隻⽩鯨
「Blue」死亡，經獸醫師團隊解剖，最終診斷為急性，嚴重，敗⾎症。此事件
發⽣後，本館深覺在海洋⽣物的飼養、研究、教育與保育上須更嚴謹並灌注⼼
⼒。 

　　在社會各界，⺠意代表以及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關切現存三隻⽩鯨的處境
與動物福利狀況下，責成海⽣館成⽴「⽩鯨諮議平台」，邀集多位專家學者及
⺠間組織共同討論改善⽩鯨動物福利的可能性。⾃去(104)年1⽉29⽇起，⾄今
(105)年7⽉⽌，共召開四次委員會議。基於海⽣館與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海景公司)合約1與現有野⽣動物保育法令2之限制，在諮議平台會
議期間，於最⼤可能範圍內，針對現存三隻⽩鯨的圈養環境及福利改善，曾提
出多項建議，並在海景公司配合協助下逐步進⾏中。後續聲學、動物⾏為與動
物⽣理學等攸關圈養⽩鯨動物福利之相關學術研究，亦已持續進⾏中。 

　　⽩鯨諮議平台雖以「⽩鯨」為名，然其⽴⾜基礎卻是國⼈對於海洋⽣物與
環境的關切。且本於地球村的觀念與事實，本館對於外界質疑圈養⽩鯨議題處
理的過程，選擇扮演主動積極正⾯的⾓⾊，採取直接⾯對並了解外界質疑與反
對的聲浪，積極進⾏動物福利⽅⾯的改善，並希望能夠提供世界各地相關機構
參考借鏡，爰⼀併提出下述結論，以為回應各界對於本館⽩鯨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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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合約為我國政府與⺠
間企業合作BOT案⾸例，
且以採購法為⺟法，與後
續以促參條例為⺟法之案
例不同，涉及權利義務爭
議之仲裁案，絕⼤多數不
利於政府。惟該合約將於
2024年12⽉到期。 
 
2海⽣館的⽩鯨當年皆依
照野⽣動物保育法規定，
合法申請輸⼊⾄臺灣。迄
今野⽣動物保育法，仍未
完全禁絕海 
洋哺乳類野⽣動物活體之
輸⼊、飼養與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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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 

１.在歷經七隻⽩鯨的犧牲後，做為應該傳遞正確海洋⽣態保育觀念的海⽣館，
我們深切體認:⼈⼯圈養環境無論如何寬廣與改善，永難及於⾃然海洋的深邃
壯闊。海洋哺乳動物的家在海洋，不是任何⼈造⽔缸。海⽣館正式宣布: 

(⼀)未來將不再輸⼊保育類野⽣海洋哺乳類活體以純為展⽰之⽤。 

(⼆)在優先考量動物福利的狀況下，不以現有⽩鯨進⾏違反動物本能，且⾮
天然的「⼈⼯授精⽅式」，使⺟鯨懷孕⽽繁衍後代。 

２.⼈⼯環境確實無法複製⽩鯨的⾃然棲地。牠們對各種聲⾳的感受及其影響，
⼈類的了解⾮常有限。加上圈養在硬體設施結構改善條件有限的展⽰池與社
群結構中(三隻⽩鯨無法和諧共處⼀池)，其⾝⼼可能已遭受影響。飼養時之
例⾏⽣理監測，例如採⾎等，雖可即時了解⽩鯨健康情形，但亦有造成動物
過度緊迫之⾵險。且任何⼈為的改善，多少都有窒礙難⾏之處，效果也有侷
限。例如，⼀旦聲學研究證明維⽣系統⾺達⾳頻對⽩鯨有負⾯影響，任何更
換、改造⾺達之⼯程都涉及暫停維⽣系統運作，以及臨時安置⼤型海哺動物
(⽩鯨體重超過1公噸)之⾵險。⽽雖然⽩鯨為社群性動物，即使館⽅有意讓現
存三隻⽩鯨混游，但仍難避免較弱勢個體不斷遭受攻擊⽽受傷感染之⾵險。 

３.⻑期圈養的鯨豚成功野放回海洋，⺫前僅有的先例，為⼩型海豚，但耗費不
眥，且仍無法完全避開導致動物傷亡之⾵險。於寒帶或適溫、適候環境終⾝
「收容」雖然可⾏，也有國際保育團體嘗試推動，但以本館⽩鯨⾝⼼狀況⽽，
⾔，移地收容的前置⼯作，例如對⽩鯨的驅趕、捕捉以及⻑途運輸，皆恐有
傷亡的⾵險，因此現階段不宜將⽩鯨野放或者送到其他地⽅進⾏收容。 

４.諮議平台建議海景公司本於社會企業責任，儘速完成下列改善措施: 

(⼀)延聘專業專職獸醫師，以⽩鯨、海豹為其主要職責。(海景公司⺫前僅
聘⽤⼀位專職獸醫，照顧所有海洋⽣物。⽩鯨之健康，則委由屏科⼤獸
醫團隊協助健康監測與治療。) 

(⼆)儘量減少任何可能給⽩鯨帶來緊迫之環境因⼦，例如背景⾳量，維⽣系
統⾺達隔⾳等。 

(三)持續⾏為豐富化措施與改善，並邀請學術界進⾏⾮侵⼊性無傷害之觀察
與記錄。 

５.⽩鯨被世界⾃然保護聯盟歸類為近危(Near Threatened)的物種，因其數量
稀少，因此有關⽩鯨的任何資料(例如飼養、繁殖、⾏為觀察以及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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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顯彌⾜珍貴。因此，海⽣館將秉持在保育⼯作上扮演主動積極的⾓⾊，
持續與海景公司及相關單位合作，就⽩鯨的相關研究投⼊資源與⼈⼒，期望
在未來，這些資料能讓我們在⾯對野外棲地惡化時，對野外⽩鯨族群和其他
鯨豚的保育做出進⼀步的貢獻。 

⼆ 

　　不僅⽩鯨，其他⼤型⿂類(鯊⿂、魟⿂、鮪⿂)等，基於動物福利考量，⺫
前⼈⼯圈養之設施與環境，無法提供與⼤⾃然相同之多樣與豐富，亦不適合毫
無章法的引進，只純粹為展⽰所⽤。海⽣館將依照海景公司所送「⽣物引進計
畫書」，核實檢視所欲引進之⽣物，以及海景公司對該⽣物的照護能⼒並兼顧
動物福利考量，進⾏審查。 

三 

　　海⽣館是公⽴博物館，當初在規畫時對社會做的⺠意調查有超過九成以上
的⺠眾希望能展⽰海獸類，因此當時館⽅有義務去執⾏，以完成對公眾的承諾。
但隨著國⼈保育意識抬頭，2006年海⽣館的第三個館-「世界⽔域館」成⽴，即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為原則，希望能夠藉此減少活體展⽰，⺫前它擁有
70.5%的虛擬實境的電⼦展⽰及乾式展⽰，活體展⽰僅剩29.5%，如此可以領導
世界⽔族館的發展⽅向，讓更多的⽣命被保護。因此，海⽣館將督促海景要更
新其軟硬體，以期能彌補珍貴⽣物活體展⽰機會減少的缺憾，代之以更⽣動⽽
活潑的視覺影⾳展⽰與教育。 

四 

　　基於動物福利、⽣命與保育教育，現有部分海洋⽣物允許親⼦觸摸之展⽰
⽅式(觸摸池)，建議海景公司研擬替代⽅案，並推動改⾰。 

五 

教育展⽰部分，海⽣館將持續與政府的動保⾏政、漁業⾏政以及保育⾏政單位
合作，加強各類海洋⽣物動物福利教育之推廣，特別是海洋哺乳類、⿂類、甲
殼類與頭⾜類動物之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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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館⽩鯨圈養環境及福利改善:

（⼀）、⽩鯨展⽰教育改造⽅⾯

1.建置⽩鯨直播系統讓⽩鯨飼育環境及照護更加公開透明化。 

	 2.第⼀研究中⼼的⽩鯨實體⾻骼標本與複製⾻骼標本製作典藏，運
⽤於科學教育活動。 

	 3.珊瑚⺩國館探索海哺類⽩鯨常設展⽰更新以強化展教。 

	 4.籌備珊瑚⺩國館⽩鯨科研展來呈現環境豐富化與聲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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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照護改善⽅⾯ 

1.環境改善部分 

(1)暫停⽩鯨池附近⼤型活動及加強設施穩定牢固。 

(2)進⾏環境噪⾳監測與通⾵改善。 

(3)進⾏⽔中微⽣物的分析皆有利於改善⽩鯨⽣活的環境。 

2.環境豐富化部分 

(1)增加⾏為觀察、⿂餌多樣性、玩具強度及⼈員與動物的互動。 

(2)海景公司已委託國⽴⾃然科學博物館進⾏⽩鯨⾏為豐富化研究。 

(3)研究⼈員可於遠端即時監看⽩鯨⾏為並觀察紀錄。 

(4)增加飼養紀錄觀察項⺫與醫療檢測項⺫有助於對⽩鯨健康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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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鯨相關研究部分 

(1)海⽣館與嘉義⼤學及中⼭⼤學研究⽩鯨聲學與環境緊迫研究:已初
步完成⽩鯨池環境聲學研究，釐清不同環境噪⾳因⼦對⽩鯨之影響。

(2)緊迫荷爾蒙與免疫功能量測:研究⾮侵⼊式的荷爾蒙量測⽅法，來
評估⽩鯨的⽣理與健康狀況。 

(3)⽩鯨免疫功能評估:以流式細胞儀量測⽩⾎球吞噬與氧爆作⽤的改
變，進⾏評估⽩鯨受到緊迫與容易受微⽣物感染的情況。 

(4)⽩鯨醫療研究發表持續進⾏，相關⽩鯨研究並於研討會及期刊發表，
⺫前共已累計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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