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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是現今國際上針對世界上熊類

的研究和保育最具規模的會議。筆者參與於 2007 年 11 月 4 至 10 日於墨

西哥舉行的第十八屆研討會，旨在發表以「亞洲黑熊攝食及果實類型對

於種子萌芽之影響」為題之口頭論文，以及以「圈養亞洲黑熊之幼獸行

為發展及親子關係」為題之壁報論文。筆者並受邀擔任議程分組報告之

主持人，並參與會後隨即舉行之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UCN）之熊類專家

群會議，交換促進熊類保育及研究之意見。此會議提供不僅提供有關熊

類研究與保育的最新發展，也提供了各類專家學者及保育人是交流討論

的平台，促成未來合作保育及研究熊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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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目 的  

「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是現今國際上針對世界上熊類的研究和保育

最正式且最具規模的會議。參與 2007 年 11 月 4 日至 10 日於墨西哥舉行的第十八屆

研討會，筆者旨在發表以「亞洲黑熊攝食及果實類型對於種子萌芽之影響」（附錄一）

為題之口頭論文，以及以「圈養亞洲黑熊之幼獸行為發展及親子關係」（附錄二）為

題之壁報論文。此外，筆者並受主辦單位邀請擔任議程分組報告之主持人。研討會後

隨即舉行世界熊類專家群會議，由於筆者目前擔任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UCN）物种

存續委員會亞洲黑熊專家群之共同主席，故受邀參與，參與討論並提供個人意見，期

促進亞洲地區熊類之保育。 

 

二 、 過 程  

2007/11/3：  

台 灣 飛 往 洛 杉 磯 ， 轉 機 至 墨 西 哥 Moterrey。   

 

2007/11/4：  

研討會議 場 (Moterrey； 附 錄 三 )註 冊 。  

 

2007/11/5：  

參 與 會 議 Session 1（ Bear Research,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in 

Mexico）、 Session 2（ Bear Foods & Nutrition）、 Session 3 (Polar Bear)。

14:40 筆 者 口 頭 發 表 論 文 －「 亞洲黑熊攝食及果實類型對於種子萌芽之影響（附

錄一，Effects of fruit types and consumption by Asiatic black bears on seed dispersal）」。 

19:30-21:00參 與 遺 傳 研 習 會 Genetics Workshop Part 1 - Density Estimation: 

DNA hair snag essentials, issues & strategies in DNA sampling, & Program MARK 

Overview Presented by John Boulanger, Integrated Ecological Research, Nelson, BC, 

CANADA; Gary Whit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t. Collins, CO, USA; and Mike 

Proctor, Birchdale Ecological, Kaslo, BC, CANADA 

 

2007/11/6：  

上 午 參 與 會 議 Session 4 (Population Estimation) 

10:00-12:00 IBA 國 際 熊 類 學 會 會 員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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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8:30 參 與 遺 傳 研 習 會 （ Genetics Workshop Part 2 - Monitoring Bear 

Population Trends in Forested Environments - Presented by John Boulanger, Integrated 

Ecological Research, Nelson, BC, CANADA; and Mike Proctor, Birchdale Ecological, 

Kaslo, BC, CANADA. Contributing scientists include Rick Mace, Montana Fish, Wildlife 

& Parks Department; Dave Garshelis, Minnesota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rk Boyc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8:30-21:00 海 報 展 示 及 解 說 （ 附 錄 四 ）， 發 表 論文：圈養亞洲黑熊之幼

獸行為發展及親子關係（附錄五，Infant Behavioral Development and Mother-Young 

Relationship of Captive Asiatic Black Bears）。 

 

2007/11/7   

白 天 (Field Trip)： 國 家 公 園 戶 外 參 訪 。  

18:30-21:00 Bear Observation Video & Informal Discussion，錄 影 帶 觀 賞，討

論 美 洲 黑 熊 行 為 習 性 。   

 

2007/11/8 

參 與 會 議 Session 5 (Bear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Session 6 

(Bear behavior)及 Session 7 (Andean bear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18:30-21:00參 與 遺 傳 研 習 會 Genetics Workshop Part 3 

(Planning and Conducting Noninvasive Genetic Research, presented by Kate Kendall, Jeff 

Stetz, and Amy Macleod, Northern Divide Project, US Geological Survey, Glacier National 

Park, MT, USA.) 

 

2007/11/9 

參 與 會 議 Session 8 (Human Bear Interaction /  Conflict)、 Session 9 

(Bear Physiology)、 Session 10A(Spatial Analysis & Spatio Temporal 

Relationships)。  

12:00-13:30 亞 洲 黑 熊 專 家 群 小 組 會 談 （ 附 錄 六 A）  

15:10-16:50 筆 者 主 持 Session 10A(Spatial Analysis & Spatio 

Temporal Relationships 之 議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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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8:00 閉 幕 式  

 

2007/11/10 

7:30- 11:00 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UCN）物种存續委員會熊類專家群（Bear Specialist 

Groups）會議（ 附 錄 六 B） 。 

13:00 - 17:00 La Pastora Zoo, Bear Anesthesia, Monitoring, & Handling Workshop（附

錄七） 

2007/11/11~11/16 個 人 參 訪 墨 西 哥 生 態 保 護 區 及 保 育 學 者 。  

 

2007/11/17~11/18 墨 西 哥 Monterry 搭 機 經 洛 杉 磯 ， 抵 台 北 。  

 
三 、 心 得   

「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是現今國際上針對世界上熊類的研究和保育

最正式且最具規模的會議。該會議每年分別在北美地區，以及世界上其他有熊類分佈

的國家輪番舉行，參與者包括來自世界各地的熊類學者專家、自然資源管理及保育的

政府機關、以及相關的保育組織和代表等數百人與會。 

除了學界之外，參與者不乏其他非營利之民間保育保育機構，包括公、私立動物

園、以及國際保育聯盟熊類專家群、野生動物貿易調查委員會、世界動物福利基金會

等。此次會議內容涵蓋世界八種熊類，與會代表分別來自 26 個國家，包括 Argentina, 

Belgium, Bolivia, Canada, China, Colombia, Croatia, Ecuador, Estonia, Germany, Greece, 

India, Iran, Italy, Japan, Nepal, Mexico, Norway, Pakistan, Panama, Peru, Poland, Russia, 

South Korea, Sweden, Taiwan, Turkey,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and Venezuela

等，發表論文涵蓋 55 篇口頭及 88 篇壁報論文（附錄八）。論文內容涵蓋文熊類保育

及經管理、人熊關係（Bear/Human Interactions）、野外及實驗室研究技術、棲地評估

及利用、族群估算、行為生態。  

和往年相較之下，雖說此屆國際熊類研討會的主題內容，已儘量試著兼顧世界所

有熊類研究，但是多數的發表論文仍是出自於北美地區，我們仍是可以明顯的看到亞

洲地區熊類研究及保育和其他地區的大幅落差。在世界八種熊類之中，除了北美地

區，對於境內的美洲黑熊、棕熊、北極熊的研究和保育，已有超過三、四十年的研究

歷史之外，近年來針對唯一分佈在南美洲的唯一一種熊類，即眼鏡熊，也已累積相當



 4
 

 
 

多的研究者，其中更有許多計畫是由南、北美地區熊類學者的共同合作完成。此進展

亦可由多篇有關眼鏡熊的口頭和壁報論文發表可見一般。甚至，在國際保育組織的參

與下，「眼鏡熊保育行動綱領」亦甫完成並發表。 

在口頭論文發表的題材上，相對於分佈於亞洲地區的四種熊類，成果發表卻只十

分有限。僅有印度一篇關於懶熊救傷的報告，以及筆者發表一有關亞洲黑熊生態習性

的報告一篇而已（附錄一）。此現象突顯出亞洲地區熊類研究和保育的的不成比例，

也透露出語言上的可能隔閡，或許也是落實世界熊類研究和保育的限制因子。此外，

更值得吾人重視的是，由於這些亞洲熊類的分佈範圍，許多都位於開發中國家，影響

這些動物未來存續的威脅因子持續存在著，甚至情況在惡化之中，比如棲地破壞、人

熊衝突、以及非法狩獵和買賣熊類等。加上這些分佈於亞洲地區的熊類，皆被列為國

際保育聯盟（IUCN）紅皮書上受威脅或易受傷害的物種，更透露出加強對這些物種

保育和研究的急迫性。 

除了學界之外，參與者不乏其他非營利之民間保育機構，包括公、私立動物園、

以及國際保育機構。這些保育機構藉此機會，不僅瞭解有關熊類研究與保育的最新發

展，更進一步直接與各專家學者討論，交換彼此的經驗和心得，也尋求未來可能合作

的機會。筆者為此不斷提昇的民間保育心力而感到欣慰，這股民間的參與力也是足資

台灣借鏡之處。此會議提供不僅提供有關熊類研究與保育的最新發展，也提供了各類

專家學者及保育人是交流討論的平台，促成未來合作的機會。故此會議遂成為提升及

影響國際熊類保育及研究水準最重要之會議。 

 

四、建議 

有鑑於保育資源（如人力、經費、技術等）的有限性，強調規劃保育議題之優

先次序，遂成為近年來在強調保護生物多樣性浪潮中的最重要話題。生物多樣性保育

涉及層面和議題卻是十分龐雜，縱使各方對此意見紛歧不一，然其中所獲的一致結論

便是：瀕臨絕種物種，庇護物種（Umbrella species），特有物種（Endemic species），

以及明星物種（Flagship species）具有保育之優先性。在台灣，能同時符合這些保育

優先順位條件者，台灣黑熊（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便是一例。 

台灣黑熊是亞洲黑熊分佈於台灣特有的亞種，也是台灣唯一原產的熊類。由於

近年嚴重的開發與棲地破壞，野外台灣黑熊的族群及歷史分布縮減皆已逐漸縮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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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於 1989 年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被列為瀕臨絕種的動物。牠們的地理分布主要侷限

於缺乏人為干擾、偏遠且地形崎嶇的山區。然而，在非法狩獵持續威脅其長期存續之

餘，卻鮮有針對台灣黑熊所擬定的保育策略付諸行動。 

台灣黑熊體型龐大，活動範圍廣泛，涵蓋了各種不同的生態環境梯度，為保育

學上的庇護物種(umbrella species)或地景物種(landscape species)。台灣黑熊於生態上及

保育上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不僅攸關此物種於本島的保存，同時也將影響到更大範

圍的生態系及所屬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由於政府及民間團體對於黑熊保育的逐漸重視，1994 年舉辦「台灣黑熊族群與

棲地存續分析保育研習會」，國內外專家著手評估黑熊的棲地地用模式和族群存續

性。在基於十分有限的資訊情境下，該報告指出台灣黑熊的族群處於「高度危險」的

狀況，並粗略估計本島殘存數量計約為 100-500 隻，遠遠低於種群永續發展所需的族

群量。 

瀕危物種的經營管理有其保育的優先性、必要性，尤其台灣黑熊同時身負旗鍵

物種(keystone species)及庇護物種的角色。成功的黑熊保育除了有賴該物種生的物學

資訊(包括物種生物學、棲息地需求、族群結構及數量、棲地破碎化、人類對棲地環

境的利用)的累積之外，並且依賴社會、經濟、行政、組織等諸多因素的配合(圖 1)。 

台灣黑熊的數量稀少且習性隱蔽，加上台灣山區研究環境相當艱惡，野外調查

活動範圍廣泛的動物如黑熊十分困難，因此此物種現今於野外族群的分布、豐富度，

以及生態習性依然不夠明朗，造成管理單位於擬定相關保育政策以及採取行動時的限

制與障礙。然瀕危物種的保育工作有其急迫性，乃眾所周知的。就台灣黑熊而言，保

育所需的資訊不僅受限於上述族群及台灣地理環境特色而累積緩慢，推展保育研究工

作的順利與否也受限於研究人力和經費、缺乏政治組織的支持和管理單位對該物種的

長遠保育規劃，以及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認識不足。因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未

來台灣黑熊研究及保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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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成功的熊類保育計劃所應強調的議題及各項因素之關係圖 

 

1. 整合研究資源，進行台灣黑熊之長期監測與研究 

在台灣，野外研究較大型哺乳動物如台灣黑熊的困難度十分高。因為這些動物通

常習性隱蔽、活動範圍廣大，而且多分佈於在人為干擾較少的偏遠山區；而這些地區

則大多位於地形崎嶇、地貌複雜、植被茂密、交通不便之處。雖然這些大範圍活動的

動物的野外研究，十分辛苦、也很困難，但卻非做不可，這更意味著研究者或相關單

位應該集思廣益，整合資源和資訊，一起努力突破困境，累積台灣黑熊於生態學及保

育上的相關資料。對於台灣黑熊相關的研究，較為迫切者包括：黑熊族群於台灣全島

分佈的現況；評估及尋找台灣黑熊分佈的熱點（Hot spots），進而加強該地區的生態

監測和保育；加強對黑熊生態習性的瞭解，包括繁殖育幼、覓食策略、個體和社會行

為等；探討台灣黑熊的遺傳的多樣性，以及可能的關聯族群（meta-population）的分

佈，藉以瞭解和是否有地理隔離的現象；加強瞭解非法狩獵黑熊的程度，以及其對黑

C. 組織因素 
• 政府結構 
• 經費基礎 
• 現有的經營管理計劃 
• 部門間的合作 
• 知識基礎 

D. 政治因素 
• 政府對計畫的承諾 
• 可能涉及到的邊界關係 
• 政治結構中支援的部門 

 

成功的熊類保育計劃 

A. 生物學因素 
• 物種生物學 
• 棲息地需求 
• 族群結構及數量 
• 棲地破碎化 
• 人類對棲地環境的利用 

 

B. 社會因素 
• 當地經濟之影響 
• 大眾對物種保育的支持 
• 文化關係 
• 當地居民感受之威脅 



 7
 

 
 

熊族群存續的影響；瞭解市場上，非法買、賣熊類產製品的現況。 

2. 擬定台灣黑熊保育行動綱領（Conservation Action Plan） 

與其他分佈於亞洲地區的熊類的窘境相似，由於人為的各種開發及干擾活動，以

及自然棲息環境的破壞，人與熊之間的衝突不斷增加，現今台灣黑熊的分布範圍不僅

大幅縮減，其族群也處於受威脅的狀態。在台灣，黑熊被列為瀕臨絕種的動物，也是

華盛頓公約上附錄Ⅰ的保育類動物，即除非特殊情況下，禁止國際間的貿易；牠們也

被列為 IUCN 紅皮書上的易受傷害物種 (Vulnerable species)。 

然而，令筆者十分憂心的不外乎是，台灣的社會以及大部分相關的保育單位，對

於台灣黑熊的危險處境多半察而不覺，或甚是不知情。針對瀕危物種的保育，最基本

的作法之一，便是會集學者專家以及有興趣的相關單位和團體，擬定「保育行動綱領

（Conservation Action Plan）」。有關其他熊類的保育行動綱領，已見於北極熊、美洲

黑熊、棕熊、貓熊等物種，甚至是由南美洲四個國家共同策劃擬定的眼鏡熊保育策略

也甫出爐。台灣的地理生態以及人文特色有別於其他國家，島上的台灣黑熊也有的獨

特的生態習性，以及保育困境和議題。因此，擬定「台灣黑熊保育行動綱領」為有效

地保育該物種不可或缺的根本步驟。 

3. 加強台灣黑熊保育教育的宣導 

經由偶有所聞的非法獵殺黑熊的媒體報導可知，台灣現今的立法及執法似乎未能

減輕台灣黑熊所遭受的存續威脅。非法狩獵對原本數量已經稀少的黑熊的未來存續，

可能產生致命影響，實不容我們忽視。台灣黑熊保育的落實，至少需要從累積動物基

本生態和族群資料，以及制止非法的市場供、需二方面著手。 

台灣黑熊甚至是其他野生動物保育成敗之所繫，充其量也只不過是全體國民的保

育意識能否提升罷了。但這「思想」的改革，往往也是最難的一步！除了加強對該物

種基本生物學上的瞭解之外，我們也應該持續瞭解地方居民對黑熊及其狩獵的行為和

態度，人對熊體的利用方式和其經濟價值，以及原住民和其他一般社會大眾（是潛在

的熊體消費者）二者的文化價值和社經因素的改變。此外，無論在保護區以內或之外

的地區，提昇有效的執法，減少人類對黑熊的狩獵活動，監測黑熊族群和狩獵的影響，

以及加強針對不同對象而設計的保育黑熊宣導教育，皆是不可或缺的保育手段。 

保育台灣黑熊的宣導教育，旨在激發民眾對於台灣黑熊和生態保育的關心，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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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方式至少可以包括：成立「台灣黑熊保育基金會」，募集保育基金，推廣台灣黑

熊保育和研究之進行；設置台灣黑熊保育的網頁，增加社會大眾對該物種的認識，以

及對相關的保育議題的瞭解，例如非法狩獵及買賣黑熊等；充實及加強書面解說教育

宣導品，比如黑熊保育折頁、手冊、書籍；進行有關熊類保育的大眾演講，尤其是在

可能有獵熊活動發生的原住民部落，以及國中、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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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口頭發表論文之摘要 

 

EFFECTS OF FRUIT TYPES AND CONSUMPTION BY ASIATIC BLACK BEARS 
ON SEED DISPERSAL  
 
中文：亞洲黑熊攝食及果實類型對於種子萌芽之影響 
 
MEI-HSIU HWANG and YU-CEN JHONG  
Institute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Hsech Fu Road, Nei Pu, Pingtung, 91201, Taiwan 
 
    Forest-dwelling bear species are opportunistic foragers and mainly consume 
vegetation. Bears have been suggested as potentially important seed dispersers, which 
influence the recruitment,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ecosystems through seed dispersal. However, very little solid evidence is available, 
especially for the threatened Asiatic black bears (Ursus thibetanus). Our study objective 
wa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Asiatic black bears in the mechanism of seed dispersal b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fruit types and bear feeding behavior on seed germination. 
    Seeds of seven fruits consumed by wild Asiatic black bears in Taiwan were extracted 
from fresh fruit (controls) and from scats of 4 captive adult Asiatic black bears (ingestion 
treatments). These fruits included various types: nut (Cyclobalanopsis glauca), prome 
(Eriobotrya deflexa, Malus doumeri), capsule (Machilus zuihoensis, Prunus campanulata, 
Viburnum luzonicum), and berry (Diospyros oldhamii). For each fruit species, each bear 
was fed the fruit every other day for 6 days. Germination tests for 3 of the fruit species 
were completed.  Effects of the feeding process and fruit types on seed viability, 
germinability, and germination rate were measured against the controls. Germination tests 
of seeds, which required 3 months of chilling to break dormancy, were monitored for 3 
months under incubator and green house conditions. 
    Our result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seed damage caused both by bear foraging and the 
digestive processes varied by fruit type. For nuts, most seeds were broken and few whole 
seeds were extracted from scats. Diospyros oldhamii and Machilus zuihoensis, seeds 
ingested by bears germinated about two times earlier than control groups (including those 
with the pericarp and without the pericarp), i.e., from 3 to 6 weeks. For control groups, 
seeds with pericarps removed geminated earlier and had higher germination rate than those 
without pericarps removed partly because of fungi infection on the latter. Germination 
rates of ingested seeds negatively related to damage levels (n = 4) of seed testa. For non- or 
slight-damaged seeds, seeds covered with pericarp remnants had lower germination rates. 
Among all groups, seeds with serious damage had lowest germination rate. Mean retention 
time of different seeds in bear digestive tracts was 23-26 hour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M. zuihoensis seeds, non- and slight-damaged, increased with the 
retention duration (n = 3 periods, 83%~86%, 83%~91% respectively).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digestive process of bears may simulate prewarming of seeds, which generally causes 
germination enhancement. Further analysis of tested seeds will be presented.  
    Because of the intensive movement and enormous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bears, 
their role in seed dispersal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this declining species in forest recruitment and will highlight this 
specie’s importance in future ecosyste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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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發表論文（壁報）之摘要 

 
INFANT BEHAVIORAL DEVELOPMENT AND MOTHER-YOUNG 
RELATIONSHIP OF CAPTIVE ASIATIC BLACK BEARS 
 
中文：圈養亞洲黑熊之幼獸行為發展及親子關係 
 
YI-JUNG LIN, Wildlife First Aid Station,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Nantou, 
Taiwan 
MEI-HSIU HWANG, Institute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Taiwan 
CHIEH-CHUNG YANG,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TUNG-CHI HO,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Abstract: Asiatic black bear (Ursus thibetanus) cubs are late-maturing, making maternal 
care important for cub growth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Our objective was to document 
cub growth and the mother-young relationship in captive Asiatic black bear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ubs’ lives. We videotaped and made on-sight observations of one and two 
pairs of mother-cubs, for a total of 145 24-hr observation days, at the Shoushan Zoo and 
the low altitude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in Taiwan, 
respectively. 

Bear cubs started to open their eyes at one-month old, crawl at 1.5-2 months and 
walk after two months old. Mothers seldom left dens until cubs were two months old. Both 
mothers and cubs were very inactive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and then their daily active 
proportion increased over time. For both mothers and cubs, inactivity and play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77.7% vs. 67.3%) and the second (5.7% vs. 13.6%) proportions of the daily 
activity budget, respectively. Both mothers and cubs were mainly diurnal, with activities 
peaked at dawn and dusk. Activity levels of mothers during daytime and nighttime were 
37.6% and 8.6%, respectively, and those of cubs were 53.2% and 14.2%. Mother-cub body 
contacts were >50%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a cub’s life, indicating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aily average nursing bouts of bears were 8.8 (±2.7) for a total of 42.9 (±11.3) 
minutes. Daily nursing bouts and time were greater when cubs were 3-4 and 9-12 months 
old than 5-8 months old. This might be related to restricted supply of artificial food during 
the 9-12 month period, which may drive cubs to demand more food and milk from their 
mothers. Both feeding-related mother-cub agonistic behaviors and mother agonistic 
reactions toward cub’s begging for milk increased with cub’s age. The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was therefore asserte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aily nursing bouts and time between the 
single cub and the twin. However, the twin spent more of each day playing and playing 
with other bears (20.1% and 15%, respectively) than the single cub did (17.3% and 9.6%,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twin played more with siblings (7.7%) than with their mother 
(2.2%). The single cub had less body contact (49.7%) and more no-reaction (47.8%) with 
the mother than the twin (64.4% and 19.3%,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a more intimate 
mother-cub relationship for twins than for single cubs.  

The mother and cub kept in environmentally more complex and larger space 
provided with more food spent more time foraging, and less time in feeding anticipation 
and stereotypes. Bears kept in spatially richer environment and without a curfew also 
started their activities earlier in the morning.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both mother and cub 
behavi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ere affect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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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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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海報論文展示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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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筆者黃美秀及林依蓉等人所準備的「圈養亞洲黑熊之幼獸行為發展及親子關

係」的論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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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UCN）物种存續委員會熊類專家群（Bear Specialist 

Groups）會議 

（A）亞洲黑熊專家群組座談 

 

 

 

 

 

 

 

 

 

 

 

（B）世界熊類專家群組（Bear Specialist Groups）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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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熊類麻醉及保定處理研習會（La Pastora Zo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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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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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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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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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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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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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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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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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第十五屆國際熊類研究與經營管理研討會議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