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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由
• 太魯閣國家公園自成立以來推動之有關
苔蘚、地衣的相關調查研究報告僅1篇。

• 此篇僅調查苔蘚植物，並聚焦於高山地
區的基礎調查。

• 迄今已將近有16年未有針對苔蘚之調
查，且未有全區苔蘚及地衣資源總體調
查。

• 園區內缺乏正確且詳細的野外苔蘚及地
衣解說牌示或相關書籍資料，提供民眾
親近及認識苔蘚及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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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 （一）調查太魯閣國家公園全區苔蘚及地
衣植物種類並更新名錄。

• （二）調查苔蘚及地衣植物生態及環境資源
資料，並定位及拍攝生態照片。

• （三）調查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特殊苔蘚及地
衣植物資源特色。

• （四）彙整文獻和調查資料，撰寫植物資
源、植被生態及解說素材等相關圖鑑手冊文
稿。

• （五）提供關新聞稿一份含圖片檔案10張。

• （六）出版太魯閣國家公園苔蘚、地衣圖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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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 野外採集標本329份，苔蘚部分經整合楊遠波與徐國士(2004)名
錄，目前共452個類群；地衣經大村嘉人博士鑑定共2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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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植物資源及基礎調查研

究(楊遠波、徐國士，2004) –苔蘚種數

苔類(33科80屬) 蘚類(12科16屬) 角蘚類(1科1屬)



圖鑑簡介–封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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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以手繪的方式，將圖

鑑內的4大類群：苔類、

蘚類、角蘚及地衣凸顯出

來。



圖鑑簡介–圖鑑規劃

• 書籍規格：版面尺寸A5 (14.8*21cm)，160~176頁，彩色印刷
初版1,000本。

• 文字1萬8千字以上

• 圖片360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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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圖鑑主要章節內容
• 序

• 如何使用本書

• 目錄

• 導論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苔蘚

–苔蘚的重要性

–地衣的重要性

–苔蘚的生活型

–地衣的生長型

–苔、蘚、角蘚的區別

–苔蘚的形態分類特徵

• 物種介紹

• 太魯閣苔蘚、地衣名錄

• 中名索引

• 學名索引
9



圖鑑簡介–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苔蘚(1/3)

• 本章節將太魯閣國家公園依海拔高度區
分，介紹園區內的苔蘚及其特性。

• 在低海拔地區，常見的苔蘚植物包括：

砂卡礑步道的日本紫背蘚、石灰擬平
苔、卵舌疣鱗蘚

匯德步道的半月蘚、細葉澤苔、卷葉濕
地苔、小扭口苔

長春祠的銅綠淨口苔、毛地錢、姬蛇
蘚、大葉鳳尾苔

布洛灣環流丘步道的日本簑苔、短尖假
懸苔、短枝擬平苔

遊客中心樟樹上的細鱗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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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苔蘚(2/3)

• 在中海拔地區，常見的苔蘚植物包
括：

羊頭山登山口的粗裂地錢、蛇蘚、鹿
角蘚、大葉鳳尾苔。

關原森林步道的皺葉耳葉蘚、曲枝平
苔、垂苔、中台白齒苔。

卡拉寶山的燄苔、鞭蘚、平邊厚角
苔、亞形錦葉苔、毛扭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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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苔蘚(3/3)

• 在高海拔地區，常見的苔蘚植物包
括：

台14甲線公路的疣小金髮苔

合歡山主峰及北峰步道的長枝紫萼
苔、小孔篩葉苔。

高山冷杉林的白齒泥炭苔、塔苔、
波綠溪蘚、平肋提燈苔。

820林道及大禹嶺的反扭苔、尖葉
走燈苔、橙色絲帶苔、擬合睫苔、
克誒西亞唇鱗蘚、列胞耳葉蘚、毛
叉蘚、羽蘚、褶葉木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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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苔蘚的重要性(1/2)
• 本章節闡述自然界的動物如何
使用苔蘚，及其在自然界的重
要性。

例如

• 在寒帶地區的齧齒類及哺乳類
動物會食用苔蘚，增加細胞膜
的柔韌性，避免凍結。

• 雀形目的鳥類經常利用苔蘚築
巢。

• 為許多單細胞生物及小型動物
的棲息地或庇護所及植物的種
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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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苔蘚的重要性(2/2)

• 前述提及雀形目的鳥類是
已知經常利用苔蘚植物築
巢的動物，根據科學家的
報導，用來築巢的苔蘚是
有選擇性的，也就是說鳥
類能夠辨認適合築巢的苔
蘚，而不是隨機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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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地衣的重要性

• 地衣為真菌與藻類或藍綠菌組成
的共生體，除了被人類利用做藥
用、香料及飼料，本章節也闡述
了其在自然界的重要性。

例如

• 固氮作用。

• 幫助岩石風化與土壤形成。

• 改善土壤中有機物質的組成。

• 吸收大氣中的重金屬及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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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苔蘚的生活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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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將介紹7種苔蘚的生活
型，生活型用肉眼就能辨認，
對於初學者是一個較容易理解
的特徵，因此整理7個典型的生
活型，供讀者參考。



圖鑑簡介–苔蘚的生活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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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型：莖直立，分枝稀少，植物
體體疏鬆或密集的長在一起。

墊狀體型：半球體型，由中心點向上及
周圍產生新的植物體而形成，因此莖的
方向從垂直到水平。



圖鑑簡介–苔蘚的生活型(3/5)

19

樹型：莖像匍匐莖一樣沿著基質
生長，具退化的葉子，直立莖具
有叢生的分枝，發展成頂生的一
叢側枝，帶有行光和作用的葉子
或是形成像玫瑰花形狀的大型頂
生葉子。

草蓆型：
莖沿著基
質生長，
有分枝或
沒有分
枝，通常
根與基質
緊密的結
合。



圖鑑簡介–苔蘚的生活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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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貼型：植物體疏
鬆的結合，通常具
有許多分枝，通常
由側蒴苔類及葉狀
蘚類組成，常具有
少數假根附件。

扇形：莖生長在垂直的石頭或樹幹
上，分枝在水平面上重複產生形成一
個平坦的平面，可行光合作用，有時
向莖的先端下彎，葉兩列。



圖鑑簡介–苔蘚的生活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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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垂型：主要為附生
型植物，莖懸垂僅一
個點與基質連結，具
有許多短的水平的側
枝。



圖鑑簡介–地衣的生長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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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介紹地衣的生長，其與
苔蘚的生活型類似，可依肉眼
可見的外表將其粗略的分類，
在傳統上地衣有3種主要的生
長型是最廣為接受的說法：殼
狀、葉狀和枝狀。



圖鑑簡介–地衣的生長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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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狀地衣：地衣體呈
各種色彩的斑塊狀硬
殼，幾乎與生長基質
結合在一起，採集時
常需要破壞一部分基

質。

葉狀地衣：地衣體呈扁
平的葉狀，近圓形或不
規則擴展，通常不會牢
固的黏合在生長基質
上，通常有上皮層及下
皮層，有少數種缺乏下

皮層。



圖鑑簡介–地衣的生長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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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狀地衣：枝狀地衣的外部形
態往往變化較大，常見的3類
枝狀地有直立的灌叢狀(例如
軟石蕊)，扁平的條帶狀至寬
扇狀(例如中國樹花)，以及懸
垂的細絲狀(例如亞洲樹發)，
它們僅由基部的1個點（或最
多幾個點）附著在基質上，並
且可以輕鬆與與基質分離。枝
狀地衣對空氣汙染相當敏感。



圖鑑簡介–苔、蘚、角蘚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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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蘚有3個大類群，苔、蘚及
角蘚，本章節將這3大類群的
特徵用文字描述，加上手繪
圖，供讀者參考。



圖鑑簡介–苔蘚分類形態特徵

• 對於想要更進一步了解苔蘚分
類的讀者，本章節列出觀察苔
蘚時需要注意的特徵，當中許
多特徵需要透過顯微鏡做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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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鑑簡介–物種介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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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擬平苔
Neckeropsis calcicola Nog.

石灰擬平苔生長在石灰岩地區，為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特色物種，從遊
客中心至天祥管理站間的各步道，
只要仔細觀察步道旁的石壁，幾乎
都可以發現他們的身影，其中砂卡
礑步道有大量的族群，常與光葉擬
平苔生長在一起，仔細觀察其葉上
的橫紋，應該不難分辨二者。其與
非石灰岩地區生長的鈍葉擬平苔相
似，可從葉尖區分2 者，前者葉尖
截頭，而後者葉尖圓頭。

石灰擬平苔 鈍葉擬平苔 光葉擬平苔



圖鑑簡介–物種介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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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舌疣鱗蘚
Cololejeunea latilobula (Herzog) Tixier

本種分布於熱帶亞洲及非洲，在臺灣很
稀有僅分布於高雄柴山及太魯閣地區，
緊貼在鹼性的珊瑚礁或大理石上。
細鱗蘚科中疣鱗蘚屬是沒有腹葉的類群
中最為多樣的一屬，為了保存水分，常
具特化的腹瓣或疣狀突起，並常以緊貼
基質的生長狀態，來適應葉附生或岩生
的環境。

側葉 側葉葉緣 腹瓣



圖鑑簡介–物種介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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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鱗紫背蘚
Plagiochasma appendiculatum Lehm. & 

Lindenb.

在太魯閣紫背蘚屬植物有4種以上，在其
他地區不容易同時看見，圖鑑中介紹其中
3種，其腹鱗片在種之間的差異大且穩
定，鈍鱗紫背蘚的腹鱗片附屬物圓形，日
本紫背蘚的附屬物3角形且經常有2個，紫
背蘚的附屬物則為線形至錐形，只有1
個。

鈍鱗紫背蘚 日本紫背蘚 紫背蘚



圖鑑簡介–物種介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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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角蘚/臺灣角蘚
Anthoceros angustus Steph.

本種片狀體邊緣有無性芽是獨特的
特徵，容易與角蘚屬的其他物種作
區別。角蘚科的物種經常有相較於
其他綠色植物大的葉綠體，許多學
者認為這種特徵是為了適應在古老
的年代植物剛從水中登上陸地時的
大氣成分以及強烈的陽光，而遺留
下來的特徵。

細胞及葉綠體 蒴壁細胞 彈絲



圖鑑簡介–物種介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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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毛亞鈴孢衣
Heterodermia comosa (Eschw.) 

Follmann & Redón
蜈蚣衣科之地衣體葉狀或近似灌叢狀；
以下表面假根固著於基質上。上下表面
均具皮層，有時無下皮層。髓層發育良
好。共生藻為共球藻。
本種常生於開闊但潮濕環境的樹上。本
種線狀匙形至槳狀的裂片為其特徵之
一。

地衣體表面觀 地衣體腹面觀



◎ 賞苔蘚小叮嚀

• 1.輕鬆的登山健行穿著加上一顆喜愛
親近自然的心，若能隨身攜帶一個10
倍放大鏡更佳。

• 2.在區內規劃之步道周邊賞苔蘚，並
遵守相關規定，注意安全。

• 3.不任意刮取或挖採苔蘚、攀折植
物，以減低對生態的衝擊。

• 4.苔蘚植物對環境極為敏感，愛它就
把它留在原地，不要帶回家。

立碗苔



報告完畢

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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