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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龜板品種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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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是部份種別分別各列入保育及非保育類，在世界重視保育的潮流下，中藥龜板藥材涉及
的保育問題必須儘速解決，否則保育問題後患無窮。本研究從中藥市場採集各種龜板樣品，從
腹甲各盾的特徵差異之比較來開發鑑定方法，研究結果，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ITES)附錄 I 及 II，共有哈米頓氏龜等 7 種，非保育類有馬來龜等 26 種。

我們將研究結果，從腹甲形態特徵、編出簡易能區別保育類龜板的檢索表、照片箭號圖示
其特徵，得以區分是否保育類，及鑑定出正確的品種。使政府有關機構、中藥進口商、零售商、
藥廠、中醫師、保育團體有明確的鑑定依據，不進口不使用保育類龜板，以期有效解決龜板保
育問題。

關鍵詞：保育，龜板，鑑定。

前　　言

保育是世界的潮流，在地球已逐漸形成一個地球村的情況下，保育為國際及國內非常重視的工作。有些

中藥涉及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在傳統文化與保育問題上，產生了交錯糾葛的複雜問題，近十年來，犀角、

虎骨、熊膽等中藥引起國際媒體的攻擊，在 1994年還引發了美國對台灣祭出培利制裁 (Pelly Amendment)，

使台灣國際形象受傷很大，政府非常重視中藥材的保育問題。

在台灣使用之中藥材龜板，均由國外進口，每年平均約 130 公噸 1，其中偶而會混有保育類的龜板，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根據聯合國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稱CITES，又稱華盛頓公約、華約）及國內生態保育特別的需

要，所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及產製品名錄 2，龜依種別分別列入：(1) 瀕臨絕種CITES Appendix I，(2)珍貴

稀有CITES Appendix II，(3) 非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台灣近年來，由於龜板類營養滋補保健品如龜鹿二仙膠、龜苓膏等的風行，龜板進口量增多，是否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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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口保育類龜板，為極需解決的問題。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89 年曾發函各中藥商、製藥廠、中醫

師、藥師等公會及相關政府機關，核報龜板等庫存的情形、保留來源憑證、及公告變更換證等 3，89年 11月

媒體特別報導龜板保育的問題 4、5。可見龜板的保育問題，為我們政府迫在眉捷，急需解決的問題。本研究成

果，能正確的鑑定出何者為保育類龜板，以供進口商、中醫藥業者及保育團體瞭解，我們政府主管機關於查

輯有依據，避免再引起龜板的保育問題，受國際的攻擊、引發制裁的傷害。

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赴各地中藥進口商、中盤商採樣本

自 1996年迄今，北中南各地，長期持續工作。

二、開發鑑定方法

1.動物學家對龜品種的鑑定都從其全形外觀形態 6-16，尤其是頭部、背甲、緣肋等，但中藥用的是腹甲，

一般龜動物專家都無法從此類腹甲來做判定其種別。

2.搜集文獻，查出中藥藥材鑑別的專著有關龜板的內容來參考 17-21及大陸學者所發表的用腹甲來鑑定的

論文 22-48。 

3.本研究工作，花費很長的時間，在建立腹甲的鑑定方法。從腹甲的全形形狀、前後端形狀、雌雄體、

6 個盾片（代號：1 喉盾、2 肱盾、3 胸盾、4 腹盾、5 股盾、6 肛盾）、骨板、橫縫、前部肱胸縫處

與後部腹股縫處長度比較、甲橋、外表面顏色、各盾紋理花紋、各盾的特徵、兩盾連接處的特徵，顏

色、各盾外緣與其中縫線長短之比較、各盾板中縫線所測量的長短之比較、腋盾和胯盾、內表面骨板

的特徵。從正比、對比、反比來整理出其特徵。

4.請各國龜類專家學者協助，就我們拍攝的腹甲，與他們的資料、全形的標本等對照。這些專家：(1)

四川省藥品檢驗所，黎躍成。(2) Dr. Peter Paul van Dijk, Biology Department, Science Faculty,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3) Gary Ades, Paul Crown, and Michael Lau, Kadoorie Farm &

Botanic Garden, Hong Kong, (4) Dr. Anders G.J. Rhodin, Chelonian Research Foundation, MA, USA。

5.就 5年來所搜集到的樣本，共計有 817件樣品，編號標示、比較、分析、鑑定。這些樣品太多，除了

一部份放在本校中醫學系中藥研究室、農委會保育科外，大部份存放在自家貯藏室，可提供任何學者

比對參考。

結　　果
一、赴全省各地收集之中藥龜板，經鑑定確認，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保育類

有(1)瀕臨絕種CITES I：哈米頓氏龜Geoclemys hamiltonii Gray、印度鋸背龜Kachuga tecta (Gray)、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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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龜Morenia ocellata (Boulenger)。(2)珍貴稀有CITES II：緬甸星龜Geochelone platynota Blyth、緬甸陸龜

Indotestudo elongata (Blyth)、凹甲陸龜Manouria impressa (Gunther)、四爪陸龜 Testudo horsfieldi Gray等共 7

種，其他非保育類有烏龜等 26種，共 33種。

二、CITES 保育類龜板之特徵

就我們研究所得，7種保育類龜板之主要特徵如下，最重要的特徵畫線，腹甲各盾以數字代表，1喉盾、

2 肱盾、3 胸盾、4 腹盾、5 股盾、6 肛盾，以其盾縫長比較大小。以下哈米頓氏龜、緬甸星龜從未見發表，

內容為我們觀查所記，其他 5種，就參考文獻各家的內容，比較、核對正誤、加上我們自已的見解所完成。

1.哈米頓氏龜Geoclemys hamiltonii Gray C:I

顏色紋理：呈黃白色及深黑色粗條塊狀輻射狀相交花紋，左右相對稱。各盾性狀：喉盾三角形，腹盾、

股盾均較其他盾大。盾外緣與中線比：肱盾的外緣為中縫線 2.5 倍，腹股盾的外緣與中縫線近相等。各盾中

縫比：股盾中縫最長（5 >），肱盾肛盾中縫很短（> 2, > 6）。各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5 > 4 > 1 > 3 > 2 > 6。

2.印度鋸背龜Kachuga tecta (Gray) C:I

別名：印度稜背龜。甲橋：甲橋亦有黑條斑。顏色：外表黃白色，淡黃色。紋理：每盾片具有對稱的黑

色粗長條狀斑塊，向前彎。各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4 > 5 > 6 > < 2 > 3 > 1。內表面：內面對光視呈半透明

狀，可見外面的黑色條斑。

3.緬甸孔雀龜 Morenia ocellata (Boulenger) C:I 

別名：眼斑沼龜、緬甸草龜。顏色：黃色、淺黃色。紋理：無斑，或每塊具棕色或棕褐色斑塊。盾外緣

與中線比：肱盾、股盾中外緣較中縫線長。各盾中縫比：腹盾和胸盾中縫均較長，股盾或和喉盾中縫均短。

各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4 > 3 > 2 > < 5 > < 6 > 1。

4.緬甸星龜 Geochelone platynota Blyth C:II

別名：美麗陸龜、星龜。前後端：前端微凹缺，後端呈三角形或圓弧形深凹缺。顏色：黃色，米黃色。

紋理：兩側有對稱的黑色略呈三角形的斑塊及深褐色斑條紋，很多偏心性類方形細條紋。各盾性狀：胸盾極

短小，呈橫條狀，兩側上緣明顯上翹，肛盾呈八字形增厚。盾外緣與中線比：胸盾上翹外緣為中縫的 3倍。

各盾中縫比：腹盾中縫最長（4 >），胸盾中縫很短（> 3）。各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4 > 2 > 5 > 1 > 6 > 3。

內表面：前端角質覆蓋面頗寬，前緣薄刃形，後緣增厚，形成懸空的腔穴。

5.緬甸陸龜 Indotestudo elongata (Blyth) C:II

異名：Testudo elongata (Blyth) 別名：印度陸龜，印度長背陸龜、黃頭陸龜。顏色：外表面黃綠色。前後

端：前端鈍厚而略凹，上板向上突起，後端具三角形凹缺刻深。紋理：每塊具大小不一的黑褐色斑塊。表面

粗糙，年輪明顯。各盾中縫比：腹盾中縫最長，肛盾中縫最短或近於無(>6)。各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4>5>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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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凹甲陸龜 Manouria impressa (Gunther) C: II

異名：Testudo impressa (Gunther)  別名：印刻六角龜、龜王。顏色：外表面黃棕色，淡黃棕色。紋理：

1.哈米頓氏龜 2.印度鋸背龜

3.緬甸孔雀龜 4.緬甸星龜

5.緬甸陸龜 6.凹甲陸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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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爪陸龜

每塊具有不規則的黑褐色斑塊，或放射狀條紋。兩盾連接處：胸盾和肛盾相接處最窄，向外漸寬。各盾中縫

比：腹盾中縫最長（4 >），肱盾次之，胸盾和肛盾的中縫最短（> 3,  > 6）。各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4 > 2

> 5 > 1 > < 6 > 3。

7.四爪陸龜 Testudo horsfieldi Gray C:II

別名：四趾龜、四腳陸龜。形狀：短橢圓形。顏色：外表面黃白色，盾片具黑色斑塊，佔全面積 90%。

紋理：每塊具有對稱不規則的黑色大斑塊。各盾性狀：腹盾最大。胸盾及肛盾小，肛盾兩枚。兩盾連接處：

胸盾和肛盾相接處最窄，向外漸寬，肱胸兩端微向前伸。盾外緣與中線比：胸盾特別狹小，其外緣為中線之

2倍。各盾中縫比：腹盾中縫最長（4 >），約等於喉肱胸盾縫之總和，胸盾和股盾的中縫最短（> 3, > 5）。各

盾板中縫排列順序：常見 4 > 1 > 6 > 2 > 5 > 3。

三、保育類與非保育類龜板鑑定檢索表

檢索表對動植物的品種鑑定區別很有幫助，大陸專家所發表的論文，有 2 篇提出檢索表，「進口龜板的

鑑定」討論 13種 26，「龜板及其偽品的鑑別」討論 9種 30，以下 1a、1b 以胸腹盾板間有韌帶相連來區別閉殼

龜是引用大陸專家的檢索表，其他大部份檢索表內容是我們就觀察研究結果，十數次修改，獨立建立的，我

們編列容易鑑定區別的檢索表如下。  

1a　胸腹盾板間有韌帶相連

    皆非保育類，包括安布閉殼龜、三線閉殼龜、黃緣閉殼龜、黃額閉殼龜、海南閉殼龜、鋸緣攝龜。

1b　胸腹盾板間無韌帶相連，後端具三角形凹缺……………………………………....… 2

2a　腹甲較長，10 cm 以上…………………………………………………………………3

3a　板長 10-20 cm，表面粗糙 ………………………………………………………….….4

4a　股盾縫最長（5 >），有相對應的黑白色粗條塊狀相交紋理…………….…哈米頓氏龜

4b　腹盾縫最長（4 >），前端鈍厚，上板向上突起…………………………………….…5

5a　肛盾縫最短（> 6），肱胸縫波狀彎曲，外表面黃綠色…………………….…緬甸陸龜  

5b　胸盾縫最短（> 3）……………………………………………………….…….………6

6a　胸盾內窄外漸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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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外表面黃棕色，板長方橢圓形 …………………………………………….…凹甲陸龜 

7b　外表面黃白色，板短橢圓形，具黑色斑塊 ...……………………………...…四爪陸龜

6b　胸盾窄橫長條狀，內表面後緣增厚，形成懸空腔穴 …..……………………緬甸星龜

3b　形很大，板長 20-50 cm以上

    皆非保育類，包括草龜、廟龜、馬來巨龜。

2b　腹甲較小，表面較平滑………………………………………….………………………9

9a　每塊盾片必有或常有輻射狀條紋，表面黃褐色或呈全黑色

    皆非保育類，包括大地龜、剌地龜。

 9b　每塊盾片不具有輻射狀條紋 ……………………………………………………….………………10

10a　外表面色單一，呈淡黃色或黃色，股肛盾縫短，肱胸間縫波形，胸腹間縫弧形前伸……..緬甸孔雀龜  

10b　表面黃白色，每盾片具有對稱的黑色粗長條狀斑塊，盾片較薄，內面對光視呈半透明狀…..印度鋸背龜 

10c　不具上述 10a  10b特徵，外表面顏色紋理多種，複雜多樣變化很大…..….…皆非保育類，包括烏

     龜、大頭烏龜、粗頸龜、眼斑龜、四眼斑龜、馬來龜、地龜、果龜、黃喉水龜、平胸龜、花龜、

     史密斯稜背龜、巴西龜、黑胸葉龜、鋸齒攝龜。

 討　　論

1.龜板進口量增多，是否混有進口保育類龜板，為極需解決的問題。但要解決這問題，首先必須能鑑定

出何者為保育類龜板。本研究成果，整理出簡易鑑別檢索表，解決保育類龜板外觀鑑別之問題。

2.從 1985 迄今，大陸學者從腹甲來鑑定品種，所發表的期刊論文，經查共發表了 31 篇論文，我們查到

全文有 27 篇 22-48。詳讀了這 27 篇的全文，很可惜內容重覆性很多，在 1 篇論文中所討論的龜的品種，從 1

種到 13 種，有多有少，不一定，以龜的品種來統計，27 篇論文共計討論有 18 種龜，其內容歸納分析，依

次數排列，論文中用不同中文名、學名異名，合併列出，共計討論烏龜 Chinemys reevesii (Gray)有 11篇、緬

甸陸龜 Testudo elongata (Blyth) 9篇、安布（東南亞、馬來）閉殼龜Cuora amboinensis (Gunther) 7篇、黃喉水

龜(黃喉擬水龜) Clemmys mutica (Cantor)異名 Mauremys mutica 7篇、凹甲陸龜 Testudo impressa (Guenther) 5

篇、平胸龜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 Gray 2篇、大地龜Geoemysda grandis (Gray) 2篇、緬甸孔雀龜（眼斑

沼龜、緬甸草龜）Morenia ocellata (Boulenger) 4篇、廟龜（安嫩代爾聖龜）Hieremys annandalei (Boulenger) 2

篇、黃緣閉殼龜Curora flavomarginata  (Gray) 2篇、馬來龜（爪哇弓穴龜）Damonia subtrijuga (Schlegel) 2

篇、花龜Ocadia sinensis (Gray) 2篇、閉殼龜屬 Cuora 2篇、水龜屬Clemmys 2篇、鋸齒攝龜Cyclemys dentate

(Gray) 1篇、陸龜 Testudo emys Schleg ＆ Mull 1篇、草龜Hardella thurgi (Gray) 1篇、刺地龜Geoemyda spinosa

(Gray) 1篇、地龜Geoemyda spengleri (Gmel) 1篇、三線閉殼龜Cuora trifasciata (Bell) 1篇。對於保育類龜種

的問題，大陸學者從未有人論及，故本篇為台灣及大陸第一篇研究保育類龜板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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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5 年 5 月 28 日 85 農林字第 5030238A 號公告，保育類之龜計有 12 種及 2 科

現生所有種。就我們的研究結果，對公告的保育龜，我們分成 4類，第 1類都屬美洲、澳洲、非洲、歐洲的

龜種，中藥市場從未見過，如巴達庫爾龜Batargur baska、牟氏龜Clemmys muhlenbergi、三龍骨龜Melanochelys

tricarinata、沼澤箱龜 Terrapene coahuila、革龜Dermochelys coriacea、澳洲短頸龜Psudemydura umbrina。第

2類未當作中藥材用，蠵龜科Cheloniidae所有種，即俗稱海龜，本類海龜在本草典籍上有收載，現大陸有些

地區有當藥用，但據我們的調查結果，台灣沒有。第 3類為非CITES保育類，台灣原有此類品種，因已稀有

而列入保育類，包括柴棺龜（黃喉水龜）Clemmys mutica、食蛇龜（黃緣閉殼龜）Cyclemys flavomarginata、

金龜（烏龜）Geoclemys reevesii 等 3 種，這 3種都有當中藥材用。第 4類有當中藥材用，屬於CITES 保育

類，哈米頓龜Geoclemys hamiltonii、印度鋸背龜Kachuga tecta、緬甸孔雀龜Morenia ocellata、及象龜科（又

稱陸龜科）Testudinidae現生所有種（計有 4 種如上，緬甸星龜 Geochelone platynota、緬甸陸龜 Indotestudo

elongata、凹甲陸龜 Manouria impressa、四爪陸龜 Testudo horsfieldi）。

4.上述農委會公告第 3類國內保育 3種，未列入本「保育類龜板」之研究。緣由說明如下：(1)台灣中藥

材龜板全部都是進口，沒殺本省活龜做本省產的龜板藥材。(2)在農委會的立場，這 3 種是在台灣地區已很稀

有，需保育生存的活龜，這是台灣生態的保育問題，和中藥材所進口的龜板毫無關連。(3)假設，要在台灣採

收龜板，以台灣吃鱉不吃龜的風俗，若殺龜只取龜板，其他部份丟掉，成本太高，據我們訪問調查中藥批發

商，即使 20 年前低工資的時代，亦無如此做法。(4)今日的台灣的高工資，是大陸、東南亞的 15-25 倍，要

把台產盛產的花龜、巴西龜，捕捉、殺龜取腹甲，1 台斤的龜板成本，就高過一千元台幣，東南亞的龜板，

他們吃龜肉，龜板是廢棄物，進口價 1台斤約 250元，根本沒人競爭價來賣。(5)根據我們這 7年來全省各地

的調查，從沒有採收台灣產龜板當藥材的記錄。(6）這 3 種既是台灣稀有，就不容易抓到，那有可能殺來當

作龜板藥材用？

根據上述之依據，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台灣雖有這 3 種龜的龜板，但因市埸品都是進口品，非 CITES

保育類龜種，所以只以CITES保育類龜種為界定。如果有人以台灣的地區性保育品種，而認為這三種龜的龜

板中藥商不能買賣，那是不明真相，誤導，要用惡法害人。這 3 種中的金龜（烏龜）Geoclemys reevesii (Chinemys

reevesii)，在大陸北方很多，在中藥市場上，稱「蘇板」是品質最好的龜板，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的正品

龜板，市價 1台斤八百多元。

我們這個論點，在近數年與保育團體、農委會、中醫藥委員會的開會中，雖曾有過強烈的辯論，但後來，

保育團體及農委會、中醫藥委員會已都認同接受我們的論點，所以本論文，不予列入。

5.本文提出保育類 7 種，為針對腹甲的特徵的專題研究報告。相片圖以箭頭舉出特徵，主要文字畫線，

為此類龜板形態研究，首見的創見，讓參與者很快就可以學會鑑定。

事實上，龜板價廉、量大，貨源很多，從常理來判斷，應當大都是非保育類之龜板。根據這幾年市場調

查研究，涉及保育類龜板，雖有但量很少，約 1﹪ 以下，以印度鋸背龜 Kachuga tecta (Gray)和緬甸陸龜

Indotestudo elongata (Blyth)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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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灣是海洋文化，龜被人民神化了，所以只吃鱉但不吃龜，但東南亞、中國南方，人民喜好吃龜肉，

他們在殺龜時，把龜板留下來，賣給中藥收集商，是千年悠遠歷史的商業循環，所以要解決龜保育問題，從

吃龜肉地區來教育，辨識保育龜種，不吃保育龜，國外出口商不收購、國內進口商怕受嚴重處罰，這才是追

本溯源的解決方法。

這幾年政府大力宣導，中藥商都很注重保育類中藥問題，龜板進口商都很願意配合。本研究成果，配合

圖鑑可供參考，有重要特徵可依據判定，業者能瞭解注意，不使用保育類的龜板，進口商不要進口，更要求

國外出口商不要採集，政府主管機關查輯有依據，就能確實有效的解決台灣中藥保育類龜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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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life conservation is a world wide trend. It has become a common consensus for countries on
the globe to protect wildlife. A few wild animals ba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drugs were listed
as endangered wildlife species, but it caused very serious problems of conservation. Since then, Chinese
medicine had turned out to be the center of criticism in the world. Turtle shell was one of these
problem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ind a settled method for turtle shell. In Chinese traditional drugs, we
only used the plastron, there were great variations on morphology, and even the turtle experts could not
identify it. So, the main problem was how to tell the protected species from those that were not
protected.

In a five years efforts, we collected the samples from the traditional dealers, and developed the
identifying methods. We presented a detail identification description on morphological will
characteristics and offered a simple key that, we believed, were quite easy to learn. It will help to
educate the Chinese drugs dealers, government officers, to know the protected and non-protect species.
From our collections, there were 7 species belong to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cording to 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They were (1)
CITES I : Geoclemys hamiltonii Gray, Kachuga tecta (Gray), Morenia ocellata (Boulenger); (2) CITES
II : Geochelone platynota Blyth, Indotestudo elongata (Blyth), Manouria impressa (Gunther), and
Testudo horsfieldi Gray. The other 26 species were not listed on endangered wildlife species.

With this repor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importers and dealers will have a handy for reference,
they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ed species, and refuse to use them. Our government officers will
also have a standard for punishment. It will be very big helpfu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rtle in Taiwan
Chinese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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