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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太魯閣國家公園有超過八成的面積是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內，少部份屬於
台中與南投兩縣之中央山脈主脊部份，全區地勢由高地向溪谷低地陡降，其

中 7．2％的面積是屬由海拔高度超過三千公尺的山峰組成，包括了 5岳之
一，無明山、畢祿山、合歡山、閂山、奇萊山和太魯閣大山等名列「台灣百

岳」的高山，共達二十七座之多﹔而一千至三千公尺的山地面積更高達了

78． 4％的比例，因此，太魯閣國家公園乃一標準的山岳型國家公園，而由
於園區地處本省東北部，冬季季風循溪谷直上，受地形攔阻，往往使此區高

山成為全省雪量最大之處，雪季最長可達六個月，而積雪期也有四個月之

多﹔因此，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區屬寒帶重溼型氣候，例如合歡山的年雨量可

達三千五百公釐﹔而年平均溫也僅 7．7度，在冬季時的南湖大山其絕對最
低溫度甚至可達零下十度，因此在此低溫高雨量的條件下，使得高山地區的

年平均溼度都保持在 80-85％之間(王，1984)。 
    在如此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加上強風與嚴酷日曬的作用，限制了大部份
植物的生長與分佈，使得吾人在高海拔地區所能見到的植物景觀遠比中、低

海拔要來的少與單純，甚而在某些地方呈現岩屑裸露的不毛景象﹔由於植物

提供了生物群落生存與發展的基本能量來源，而另一方面，植物種類數的多

寡也直接或間接的限制了生存在此一群落中的生物種類及依賴這些生物生

存的捕食者或寄生者，這種隨著海拔高度與環境中可利用資源的變化而影響

當地動物歧異度的例子在許多如鳥、魚、昆蟲及其它動物之中都能發現﹔但

是，由於環境中可利用的空間與植物等資源在高海拔地區相對的有限，而其

分佈常常呈不連續的塊狀或點狀形式，使得動物的族群大小(SIZE)受到極嚴
格的限制，在這種情形下的動物族群如果不具備良好的遷徙能力與發展適應

的條件，例如改變食物種類等，則此等族群可能面臨滅亡的命運，當然也有

可能因為在這一個小族群內，由於可能缺少與其它同種族群的基因交流，使

得族群的恒定性遭到破壞，再經由自然選汰(NATURAL SELECTION)或遺傳
漂浮(GENETIC DRIFT)的作用，使得這一族群走向種化(SPECIATION)之
路，待時間足夠後，就可能形成當地的特有種甚至特有屬﹔然而依以臺灣如

此年輕小島，若不是在地質年代曾經與隔臨的古老大陸有過陸路的接觸， 
則不可能有如此豐富的生物資源的，例如目前生存在本省高地的臺灣鼴鼩

(Anourosorex squamipes yamashinai)是生活在四川，雲貴及中南半島的原名
亞種之唯一亞種，而此鼴鼩全世界只這一種，其它類似的例子在許多植物、



昆蟲乃至於古生物上也多不勝數﹔事實上，根據統計，以單位面積來看，本

島所產的哺乳類(林與林，1984)與昆蟲中的蝴蝶之種類數乃是居世界之冠
(楊，1980)﹔造成如此高歧異度(DIVERSITY)物種的原因以島嶼生態學的角
度來看，除了臺灣地處熱帶和亞熱帶的交界，大陸的邊緣，使氣候潮溼多雨，

加上地形起伏落差極大，除造就了將近四千種分屬不同植物帶的高等維管束

植物的生長外，進而有利許多以植物為食的動物生存，另外一個主要的原

因，乃是具有許多由於複雜地形所造就成的棲息島嶼(HABITAT ISLAND)，
將許多原可做水平交流的族群其遷徙的路徑切斷，使之恍如生活在一個孤立

的小島之上﹔據林與林(1983)的報告，以臺灣所產的 45種哺乳動物來看(蝙
蝠除外)，發現分佈在 2000公尺以上與以下的特有種比例為２：１，顯示高
海拔地區具有比低地更多的種化條件與機會，此乃可能因為原本來自同一祖

先的族群，在遷移與擴散的過程當中，由於地理隔離在先，使族群之間失去

了基因交流的機會，而各自小而少的基因庫(GENE POOL)在面對複雜的環
境變化等其它的選汰壓力下，產生了足夠的變異，造成了生殖上的隔離，在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即使當往後兩個足群再有機會碰在一起時，則因為失去

了彼此辨識的能力，或生活周期的改變使的彼此的繁殖期錯開，當然最主要

的是彼此之間的生殖系統不再被對方接受，因而造就了種化的現象，這也是

目前普遍被接受的一類說法，同時也是何以在高山上要比在低地更有機會發

現特有種的原因，而目前僅出現在本區審馬陣山草原上的一種未經定名的哦

鰓金龜(Hoplia sp.)屬昆蟲，經過形態上的比對，與在其它高山地區的玉山箭
竹─高山茅群系上所發現的同屬但但不同種的個體間，呈現出極明顯的親緣

關係，而此將可做為極佳的高山生物地理之研究題材。 
    太魯閣國家公園高海拔地區昆蟲資源的調查肇始於日據時代的博物學
家鹿野忠雄氏自 1928年(昭和三年)起一連串對臺灣高山所做的科學性探
險，當時他的足蹟已先後到達奇萊山、中央尖山與南湖大山等現屬國家公園

範圍內的地方，在進行以地質學、動物學和民族學為主的調查探險時亦採集

了許多昆蟲標本，其中 1932年發表的新種步行蟲—臺灣擬食蝸步行蟲
Coptolabrus nankotaizanus 最為有名，其種名即是以模式標本的發現地，南
湖大山為紀念，同時本種目前亦被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為須受保護的種類之

一﹔臺灣光復之後，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並無任何有關本區昆蟲的基本資

料發表，直到近二十年以來才漸有國外的學者或業餘收藏家陸續到此區進行

昆蟲採集活動，尤以近幾年來的活動最為頻繁，歐、美、日等國學者紛紛對

此一高海拔地區的昆蟲，開始投以較多的興趣，例如在 1990年夏季，日本
東京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就曾組隊，對本區的合歡山區及南湖大山山區進

行以某幾類的蛾類、甲蟲與半翅類為主的採集，而來我國進行訪問研究的加

拿大藉學者也對本區高海拔所產的隱翅蟲類作了比較廣泛的採集，並已有相

關的論文發表。當然，昆蟲標本商的活動也並沒有因國家公園的成立而消聲

匿跡，相反得倒以國家公園的理由，提高來自此一地區標本售價，以滿足國



內外標本收藏者物以稀為貴的心理，另外，也可能因為加強收購的影響，使

得近幾年來，以園區地點為新種模式產地的相關報告愈來愈多，其中最為有

名的應算是在全省只分佈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慈恩到大禹嶺一帶的栗色深山

鍬形蟲(Lucanus kanoi ssp.)了。 
 

調 查 範 圍 及 方 法 
 
1. 調查範圍及時間 

在進行採集之前，先將園區中海拔高度超過 2500公尺或接近 2500
公尺的山區，依其林型或植物組成分為高山寒原帶、高山草原帶與高山

森林帶，另外並選擇高山溪流或塘沼，以將高海拔環境做一適當分類，

再對生活其內的昆蟲個別加以採集﹔至於從八十一年九月到八十二年

六月間的計劃執行期間，共分至以下四個地點進行採集： 
   

a. 南湖山區：自 710林道登山口起至南湖大山圈谷沿線。 
b. 中部橫貫公路沿線：以關原與大禹嶺據點，在公路沿線進行採集和
觀察工作。 

c. 合歡山區：以霧社支線所經過的合歡山區為主。 
d. 820林道：由森林開發處以往所開闢的道路沿線為採集點。 
 

2. 調查方法 
     主要分成實際的野外採集標本工作和室內的相關文獻整理和比對鑑
定。 
    
野外採集方法有 
a. 直接觀察 
b. 掬樹法 
c. 燈光誘集法 
d. 挖掘法 
e. 水棲甲蟲採集法 
f. 食物誘集法 
  
 而室�文獻收集則持續去年的工作，其中以一些曾刊載園區中所產之
種類或標本採自園區之期刊與書籍為主，而不論其發表的年代是否為管

理處成立之後。 
 

結                           果 
    經過將近一年的調查發現，在以上四個地點中記錄了陸生種類 11目 62



科 257屬 335種，水生種類 5目 16科 21屬 27種，總計有 14目 77科 277
屬 361﹔其中陸生昆蟲包括了受到立法保護的臺灣擬食蝸步行蟲一種﹔各
目、科、屬及種類數的詳細統計如表一及表二所示： 
 
表一、太魯閣國家公園高海拔地區陸棲昆蟲種類之統計 
                (81年 9月至 82年 6月) 
 
彈尾目                         虎甲蟲科           1屬      1種 
 節腹亞目                      步行蟲科           7屬      8種 
   長角跳蟲科    1屬   1種   多食亞目 
纓翅目                         埋葬蟲科           1屬      1種 
 錐尾亞目                      蟻塚蟲科           3屬      3種 
   薊馬科        1屬   1種    隱翅蟲科           3屬      3種 
蜻蜓目                         微隱甲科           1屬      3種 
 不均翅亞目                    夜耀螢科           2屬      2種 
   蜻蜓科        1屬   1種    紅螢科             1屬      1種 
直翅目                         巨顎扁甲科         1屬      1種 
 蝗亞目                        小蕈蟲科           2屬      2種 
   蝗蟲科        1屬   1種    出尾蟲科           2屬      3種 
同翅目                         赤翅蟲科           2屬      2種 
 沫蟬科          1屬   1種    擬步行蟲科         2屬      2種 
 木蝨科          5屬  13種    穀盜科             1屬      1種 
異翅目                         鍬形蟲科           2屬      2種 
 軍配蟲科        1屬   1種    麗金龜科           1屬      1種 
 盾�科          1屬   1種    鰓金龜科           6屬      9種 
脈翅目                         天牛科             3屬      3種 
 姬蛉科          1屬   1種    出尾蕈甲科         1屬      1種 
鱗翅目                         叩頭蟲科           3屬      3種 
 蝶亞目                        菊虎科             3屬      3種 
鳳蝶科           4屬  10種    擬金花蟲科         2屬      3種 
粉蝶科           5屬   6種    金花蟲科          15屬     17種  
斑蝶科           4屬   6種  有吻亞目           
蛇目蝶科         3屬   4種    象鼻蟲科           3屬      3種 
蛺蝶科          13屬  15種  膜翅目                
小灰蝶科         6屬   6種   細腰亞目            
�蝶科           2屬   2種     蟻科              4屬      5種 

   蝶亞目                           蜜蜂科            1屬      1種 
    天蠶蛾科         3屬   2種     姬蜂科           2? 屬      5種 



   接上頁-- 
    
   天蛾科          2屬    2種    黃金小蜂科         1屬      1種 
   枯葉蛾科        3屬    3種    小繭蜂科          12種     20種   
   帶蛾科          2屬    3種    姬小蜂科           1屬      1種 
   鉤蛾科          2屬    2種  雙翅目  
   波蛾科          3屬    3種   長角亞目 
   燈蛾科          5屬    6種    蛾蚋科             1屬      1種 
   舟蛾科          8屬    8種    大蚊科             2屬      2種 
   斑蛾科          1屬    1種   畸脈亞科              
   尺蛾科         53屬   84種    舞蠅科             2屬      2種  
   夜蛾科         28屬   41種   裂顎科目             
鞘翅目                            黃潛蠅科           1屬      1種 
 肉食亞目                         花蠅科             2屬      2種 
 

             
                                          共 11目 62科 257屬 335種 
 
 
 
陸生昆蟲各目概要： 
一、彈尾目 Collembola 
極小型的無翅昆蟲，體長通常只 1-2 mm。多以植物腐壤的組織為食，故

生活場所不外乎落葉堆、腐木及土壤，但有時可在潮濕的水邊或積水處見及。

此目昆蟲由於腹部具特化的彈跳器官，可藉以跳躍，故又名跳蟲。屬無變態，

也就是其幼期與成蟲期除體長略異及性器官未成熟，體型與成蟲幾乎沒有差

別。 
    目前在合歡山區的朽木裡發現一種長角跳蟲科(Entomobryidate)的記
錄(圖、五)，此科主要特徵在於頭部觸腳各節長而明顯，位腹部第五節之
叉狀器(furca)發達﹔此外，通常本目昆蟲具有鱗片(scales)，複眼退化，只
具幾個小眼分佈以寒帶、溫帶國家為主﹔本省已知種類的 20餘種。 
 

二、纓翅目 Thysanoptera 
多數為小型 1mm左右之昆蟲，其足之端部無爪，卻有明顯的囊狀胞，故

又名抱腳蟲﹔此類昆蟲生活史資料變化頗大，一般雖為卵生但有的種類為胎生

或可行孤雌生殖，另外，其變態過程亦隨著不同的種類而游行於不完全變態或

完全變態的形式間。目前本區只在大禹嶺採過一隻屬薊馬科(Thripidae)之種類
(圖、六)，但是否為當地農作物上之種類尚不得而知，但以目前已知 100餘種



的記錄看來，在高海拔山區應可再發現若干種類。目前成蟲多在植物的各個器

官，如根、莖、葉和花上發現，以其刺吸式口器吸取植物的汁液為食，有時可

同時發現成蟲與其若蟲聚集於一處生活。 
 

三、蜻蜓目 Odonata 
蜻蜓目與蜉蝣目是比較近緣的兩群昆蟲，同樣是幼生期皆於水塘或溪流中

生活，變為成蟲後仍待在水邊覓食，交尾與產卵。但兩者間除了食物迥異外，

前者不論成蟲或稚蟲皆以捕捉空中飛翔或水中的小動物為食，後者則稚蟲食水

中石頭上的苔蘚或其它有機質碎屑，至於成蟲則幾乎不取食。另外蜻蜓的飛翔

能力通常很強，雖然成蟲仍以水邊生活為主，但也能在非其幼期棲地附近發

現。以本計劃中所採得的唯一一種本目昆蟲─金黃蜻虰而言，這是一種普遍被

發現在本省各地，北從台北的陽明山，南至墾丁都能見其蹤影。雖然在本區高

山地帶也偶可見到成群的成蟲飛行，但在周遭附近的各種水域之中卻不能找到

任何本目昆蟲的稚蟲，顯示本種之發現，很可能只是族群隨機地順著風勢由低

地溪谷飛行擴散到此地，但卻無法在高海拔山區落地生根，繁衍後代，因此在

本文之中，仍然將其同列入陸生昆蟲項目之中探討。 
 

四、直翅目 Orthoptera 
本目昆蟲以一般人所熟悉的蝗蟲、蟋蟀和螽�為主要代表﹔一般而言，以

目前世界已知的直翅目昆蟲約 20000種，其多數主要的分部範圍都是集中在熱
帶、亞熱帶等地區，發現在暖溫帶地區的種類則較少，且生活史較長、體型亦

較小。目前園區中發現的本目昆蟲只有一種，即蝗科的高砂蝗(學名見目錄所
載)，雖然如此，但其卻是高海拔山區代表性的昆蟲之一，因為其棲地是嚴格地
限制在高山箭竹─高山茅等群叢之中，在森林之中幾無可能見及，登山客在草

原行走時，往往隋著腳步而驚動周遭蝗蟲四散跳躍﹔目前尚不了解其在大雪封

山時如何渡過考驗，但應該也是由雌蟲在秋末時分將卵產在圖中而過，待來年

春末孵化，約 6、7月長成成蟲而活躍在高山草原，如著名的合歡山草原和審
馬陣山草原﹔其族群雖然很大，但也並非廣泛分佈在各個角落，通常太長的草

叢比較少見，其出現似乎呈現某種程度的點狀分佈型式，也就是說在兩個相同

的環境之下，並不一定都能看到。因此，可據以判斷其族群也可能具有小規模

短距離的遷徙能力。 
 
五、同翅目 Homoptera 
同翅目昆蟲以其口喙部從頸或胸部伸出而分為頸喙亞目(Auchenorrhyncha)

與胸喙亞目(Sternorrhyncha)，其下又在再分為三十幾科，算是在昆蟲各目中分
化較多的一目，一般而言，也是台灣少數幾個比較受到重視與研究的目之一，

這可能與其多數的種類均直接和人類所種植的經濟作物有關。例如稻蝨科

(Delphacidae)、蟬科(cicadidae)、葉蟬科(Cicadellidae)、飛蝨科(Cixiidae)、青翅



羽衣科(Flatidae)、木蝨科(Psyllidae)、粉蝨科(Aleyrodidae)和旌蚧科(Ortheziidae)
等等均有持續進行研究。目前在園區中高海拔山地共記錄了 4科 33種的本目
昆蟲，但其中 7種只能鑑定至亞科，而且可能其中有部分種類為本省新記錄種，
為採自合歡山區箭竹叢上的小浮塵子亞科昆蟲，故暫時不列入正式記錄之中。 

 
六、異翅目 Heteroptera 
有一些學者將本目與同翅目併為一目稱為半翅目，但由於其成蟲翅的質地

前者之前翅通常有一半的部份革質化程度很高呈鞘翅狀，而後者的前翅與後翅

質地一致為膜質，故國內仍多以分開而論來區別。     
本目以其觸角的長短明顯與否，分隱翅�亞目(Cryptocerata)與顯角�亞目

(Gymnocerata)，而通常又因前者所屬俱為水棲種類故又稱為水棲�類
(Hydrocorisae)，後者則相反，是為陸棲�類(Geocorisae)。目前為止，水棲�
類尚未在園區內的高海拔部份採獲，而只記錄了陸棲類的軍配蟲科的一種和盾

�科的一種﹔值得注意的是前者為首度在本省發現的 Acalyta 屬軍配蟲，以往
此屬種類以分佈在東北亞的日本到西伯利亞的寒溫帶地區，因此被認為是一種

典型的冰河時期之孓遺生物(relict species)(Tomokuni, 1992)。另外，此種到現
在為止也只有在南湖大山區的陶塞峰下被採獲。成蟲與若蟲皆俱在未知的苔蘚

植物─羽藻科(Bryopsidaceae)之一種上採獲。因此，從其寄生植物來判斷，應

屬於一種原始的高山性昆蟲。 

 

七、脈翅目Neuroptera 

本目昆蟲顧名思義，即其成蟲個體具有發達的縱橫脈及許多分支與變異，

但一般種類的飛翔能力都很弱，幼蟲皆為肉食性，目前在高海拔山區所記錄的

姬蛉科之一種(圖、九)，其幼生期是以捕食一些小型昆蟲並吸取體液稱作蚜狼

(Aphis-wolves)，俟一定時期後吐絲作繭，待羽化前並不像其它昆蟲在原地進

行，而是移動至一定距離之後，再變為成蟲。多數成蟲都具有趨光性，幼蟲則

水、陸生皆有。 

 

八、鱗翅目Lepidoptera 

      也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蛾或蝶類在內，是目前我國被研究的最為透徹也最為

一般人所熟知與喜好的一種昆蟲，其中蝶類又比蛾類更受多數人注意。現今，

本省產蝶類約近400種、蛾類則有3仟多近4千種，但詳細的數目將不只如此。

在經過近一年的觀察與採集後，共在園區中的高海拔山地發現了49種蝶類。

雖然這個數目超過了全省蝶類總數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份種類都可能只是順

著氣流風向到達此地、其棲息的繁殖處所，仍只會是在較低海拔甚至接近平地

的山區。例如所有的紫斑蝶類(Euploea spp.)，其所有已知的寄主植物，概為生

長在低地的典型亞熱帶、熱帶季風區的桑科(Moraceae)榕屬(Ficus)之植物﹔但多

數的種類其寄主植物則分佈在中海拔的暖溫帶山區，只不過成蟲的向上垂直分



佈的趨勢，較向下分佈者來得強些。至於不論成、幼蟲真正都生活在高海拔者，

嚴格說來只有兩種，亦即永澤蛇目蝶與玉山蔭蝶，尤以前者是只有發現在3000

公尺以上的箭竹草原上。成蝶出現期間從每年的6月始至10月，在太陽高照

的白天，或緩緩的低飛在草原之上，或以草原上的小花如龍膽類(Gentiana spp.) 

  與玉山佛甲草(Sedum morrisonensis)為最常吸食花蜜的種類。目前其幼生期狀況

不明，但一般均推測應是以玉山箭竹為其食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佈在日本

北海道、本州、四國與九州的一種同屬近緣種(Minois dryas)其雌蝶產卵的動作，

而是在空中飛翔時，直接的將卵飄落到植物上，至於永澤蛇目蝶是否也具如此

有趣的行為，則仍須進一步的觀察。而另外一種代表性種類玉山蔭蝶，其垂直

範圍則較前種廣，通常在海拔1500公尺左右山區即可發現，直至玉山絕頂也

能見其徘徊(白水，1960)，同時在森林中，草原上也不限特定棲地才能見到，

它可能的草食與幼蟲棲地應也不至於像前種一樣，必須在3000公尺以上的開

闊草原之中。另外，在每年的盛夏之後的初秋時分，在中橫霧社支線的合歡山

段，尤以有時可發現為數不少的這兩種蝶類，停棲在柏油路上，而任由過往車

輛輾壓，造成道上蝶屍處處的景觀，值的加以注意。 

      至於絕大多數成蟲都在夜間活動的蛾類，目前在高海拔山區共記錄了156

種﹔在極少數白天亦可見及的種類中，又有如部份的燈蛾科是黑夜白晝都能看

到，真正只於白天活動者，目前只記錄一種斑蛾科的錦斑額屬，這一是一屬活

躍在高海拔山區的蛾類，其在世界上其它地區的分佈也僅限於喜馬拉雅山到臺

灣的這一帶狀高地而已，台灣是其分佈的最東緣，其特徵都是以紅褐色為底的

黑色條紋虎斑，極為容易辨識﹔目前本省已知應有2種以上，在夏季天候良好

的開闊草原、稜線以及森林邊緣都是以燈光誘集法，加以觀察，其中有許多蛾

類的垂直分佈範圍頗大，如條背天蛾等，但這種具有非常強飛行能力的種類，

究竟是由低地順勢往高地遷移過程中，被燈光誘來，還是土生土長地以附近的

食草為食，亦或兩者情形皆有，則要進一步的加以調查﹔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蛾

類是目前只發現在公園內諸如合歡山等高海拔範圍者，如紗鉤蛾等，但這些種

類究竟是全省只分佈在彼等山區的土著種(endemic species)亦或因為其它高山

地區之交通不遍而資料缺乏，則也有待進一步的証實。 

 

九、鞘翅目Coleoptera 

鞘翅目是昆蟲綱中最大的一群，目前已知種類超過 35萬種，不論其分佈、
種類以及食性棲地變化都具高度的歧異度。本目昆蟲，也就是甲蟲，以高度革

質的體壁，尤其前翅特化成鞘翅，而為大眾熟知，也因為如此，使絕大多數的

成蟲，由於身體負載大，二對的飛行功能翅又只剩下一對，使其主動飛行能力

大多非常微弱以及藉著風來做遠距離遷移的可能性降低許多。甚至有許多的種

類，如某些步行蟲科，上翅癒合，而失去了飛行能力，也因為這些特性，使得

這種甲蟲常常被用來當作生物地理學研究的良好題材。 
本區調查共發現了 26科 72種的甲蟲，種數雖不及鱗翅目的數目，但科數



則超過了蝶、蛾的總數。在為數眾多的甲蟲當中，吾人以成蟲第一可見腹節是

否為後腳基節窩分揩等數個型態上的特徵，並綜合實性選擇將本目昆蟲既分為

食肉亞目(Adephaga)與多食亞目(Polyphaga)。前者所佔的比例要比後者少的
多，而另外若成蟲頭部有向前延伸形成口吻者，則歸入有吻亞目(Rhynchophora)
之中，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象鼻蟲(Weevil)。在園區高海拔山地所發現的食肉亞
目只有 3科，這尚且包括了水生的龍蝨科在內。其中虎甲蟲科只有特產於台灣
2500-3000公尺左右高度的素木氏虎甲蟲，並且是只發生在開闊的草原地帶。
由於本種不擅飛翔，但與其它虎甲蟲一樣，複眼大而突出明顯，6隻腳細長且
高高拱起，大顎發達銳利，構造上是適應在開闊的草地及裸岩砂地間的肉食昆

蟲。幼蟲生息地與成蟲一樣，都在草原上捕捉或誘陷其它小動物為食，卻不曾

出現在森林或高大茅草叢間，至於另外一種陸生肉食性甲蟲─步行蟲類，則為

肉食亞目中最大與最多分化的一個科，本省目前已知種類約 200種，但種數應
是遠遠超過這個數目的。由於多數種類的飛行翅不具作用，因此產生了許多對

棲地專一性很高的現象，例如有的樹棲性步行蟲，終其一生只生活在樹上，岩

洞性的種類則只可在石灰岩洞穴或達一定深度的岩堆中發現，由於眼睛的功能

不再需要，而至複眼退化不見。當然，也有部份的種類既能飛，也能跑，對於

棲所的選擇很廣，也有很大的分佈範圍，例如在本次調查所記錄的雙紋麗步行

蟲(圖、十)，它不但在台灣的垂直與水平分佈範圍都十分大，即使在島外，從
西伯利亞東部向南的日本、中國大陸、中南半島、婆羅洲而至印度都可見及，

是非常容易辨識，又常被燈光誘集而來，再俟機獵捕其它因燈光引起的小昆蟲。 
蟻塚蟲科是一種體型微小的甲蟲，通常長度不超過 2-4mm左右﹔可是種

類數倒也不少，目前台灣已知約 40種，但由於調查不夠深入，以世界已知 4000
種，鄰近的日本有 150多種的記錄看來，未來還有可能增加許多種類。雖然本
類甲蟲有少部份，如在此次調查中所發現的一種短柄蟻種蟲屬(圖、十五)是與
仲尼窄胸蟻共生在蟻巢內，但其餘大多數的種類都生活在落葉堆、朽木或土壤

之中，以捕食其它小動物為生﹔本科與另一類甲蟲─隱翅蟲一樣，成蟲前翅，

也就是鞘翅，都明顯退化，致始腹節裸露在外，但前者可見腹節僅 5節，後者
為 7-8節，又前者體色幾乎全為紅褐色或棕褐色。 

隱翅蟲科是隱翅蟲總科中的最重要成員，全世界已知的種類超過 2萬種，
本身的生態及型態變化很大，最小者體長不超過 1mm，但大者則有 20mm以
上﹔不同的種類各以植物、腐肉或捕食其它昆蟲為食，而有的則與其它小動物

共生，甚至也有卵是寄生在某些動物之上，至於分佈則不論南北、高低、乾濕

都可見及，可謂適應性極高的一群﹔在調查中發現的 Stenus sp.(圖、十六)屬隱
翅蟲，是逐水而居的一類，不論在溪流邊池沼旁，都可看見其敏捷的寶藍金屬

光澤的身影，快速而過，但由於資料欠缺，究竟在所採得的個體之中包含了多

少種，以及其與低地所產者是否為同一種，則暫不得而知。 
對雄蟲大顎發達顯著的鍬形蟲科而言，高海拔的環境並不十分適合它們的

生存。因為主要以東南亞熱帶地區為鍬形蟲起源與分化的中心，有著豐富的高



大闊葉喬木種類可提供許多幼蟲的取食，然而在如此高山地區，不但所見樹木

多為針葉樹，要不然就是一片片的草原，自無法提供與維持鍬型蟲所需的基本

食物來源。因為，目前為止所記錄的 2種種類，在可預見的未來，應無太多增
加之可能﹔但對於出現在大禹嶺至碧綠神木一帶的栗色深山鍬形蟲，曾有日本

人認為應是獨立的一種新種，而分別以 Lucanus masumotoi和 L. ogakii 之名命
名了這一種鍬形蟲。雖然有部份人士依優先權原則(priority)，採用了前者之命
名做為對此一族群的正式學名，但也有學者認為此一族群與分佈在北部拉拉山

北坡的另一亦屬栗色深山鍬形蟲種群(the kanoi species group)之一的拉拉山栗
色深山鍬形蟲(L. kanoi pieces) 在許多諸如大顎形齒、體色光澤、眼緣突起形
狀乃至雄性外生殖器(genitalia)和一些生物學的資料上都頗為相近，只不過後
者可用比較的標本個體數太少，而無法找出較具代表性的形態特徵上之異同，

再加上此二族群間，除在宜蘭縣的太平山附近曾發現有另一小族群外，在地理

上尚難看出有進行交流的可能，乃使人以為或已形成地理隔離的要件，有理由

認為兩族群已獨立各為兩種。因此在本文中，經過研究人員初步的比對，尚無

法確定是否應為種群之中的另一種，因此暫時將其視為栗色深山鍬形蟲，以為

慎重起見。 
至於鰓角類(Lamellicornia)中的另外一群甲蟲，就是眾所周知的金龜子

了。在本次的調查中，尚無法在高海拔山區採得屬於食糞群(coprophagides)的
種類，也就是一般習稱的糞金龜，這可能與氣候條件的不適應宜有關。而所記

錄的 10種俱為食葉群(phytophagides)的一員，分屬 2 科﹔在其中之一麗金龜
科中，只有一種太平山綠豔金龜的記錄，這是一種台灣特有種並且其為垂直分

怖很大的一種，一般從全省海拔 1000到近 3000公尺的山地，在每年的 5到
10月間均可輕易的用燈光誘得，因此其種名雖以太平山定名，但事實上卻是
廣泛地分佈在全島各山區。在本省有另一近似種Mimela kitanoi，其差別在於
後者鞘翅側緣有一明顯黃帶，並且目前只知其產地是侷限在新竹與桃園一帶

1000公尺左右的山區。 
另一類金龜，則屬於鰓金龜科，這是台灣目前最大的一個金龜子科，已記

錄的種類約有 187種，大多數都是顏色暗淡在夜晚活動的中小型種類。但是其
中的一個亞科─哦鰓金龜亞科(Hoplinae)，則是一群白天活動，而身被亮麗金
屬光澤鱗片的小型金龜，這是一類屬級(genus level)分化不明顯，但種級間
(species level)卻明顯分歧的甲蟲。目前在本省已知有 24種，分屬 2個屬，並
依其型態特徵上的歸納可將之分為 5個種群，除少部份的 5、6個種以外，其
餘大部份都只侷限地在少數一、兩個採集點被發現過。其中以綠哦鰓金龜種群

(the shibatai species group)在本省的分佈，最能代表此種分化狀況﹔由於根據目
前的標本來源發現，除了在園區內的合歡山草原，與南湖山區的審馬陣山草原

各有兩個同源的(homologens)不同種族群之外，其餘如北部的拉拉山、北橫公
路四稜附近、新竹的尖石山地、南投的梅峰、台中的小雪山、雪山與南橫公路

的啞口等等也曾經採過極為相似的這類身被金綠色鱗片，六足呈淡黃光澤，體



長 7-9mm的小型草原性或樹冠活動型的金龜(圖、十八)。在經過初步比對後發
現，各族群內的某些特徵穩定，而族群間的差異尤以雄蟲外生殖的形狀及大小

明顯可分。另外，種群內各種族群在全省的分佈都呈現點狀形式，垂直範圍則

由 1千多公尺到 3千多公尺之間，也就是說目前累積的採集記錄來看，每一種
通常只出現在一個地點，這種彼此間具有密切的關連，卻又各自獨自發展的例

子，與前曾述及的栗色深山鍬形蟲種群的情形，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同時

也是島嶼山地生物地理學的特色之一﹔在本區高海拔分佈的另一群鰓金龜─

齒爪鰓金龜(Holotrichia spp.)所採得的 2種，亦即合歡山齒爪鰓金龜與鳶紅齒
爪鰓金龜應也有類似的分化路徑，但不同的是這兩種間的隔離周期可能必須追

溯到更為久遠的地質年代之前，此乃因為它們具有在更多的形態特徵與其它生

物學上的差異而所做的判斷，同時也是後者具有廣泛分佈在全島中、高海拔山

地與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同種族群關係之特性，而牽扯到較為複雜的再侵入

(re-invasion)的可能與結果分析，故不能一概括之。 
與鍬形蟲的原因類似，天牛科甲蟲的種類在高山地區也是不多，雖然未來

還很可能發生一些純粹高山性的天牛，但目前為止在本計劃之中所記錄到的天

牛種類也不過 3種而已，只佔整個台灣天牛相的很小一部份﹔雖然如此它們卻
也都是俱有分佈上代表性種類。以金毛四條花天牛而言，其應屬於一種高山草

原性之天牛，此乃因為它的幼蟲與成蟲期，都是在草原中枯死敗壞的針葉樹種

類之倒木或枯立木內渡過，但這是否因為雌蟲對產卵環境條件的要求與限制所

致，尚不得而知。因為同樣倒伏在高山森林中的樹木，卻不曾知道或採集過此

種天牛，或許可能是木材內的濕度或因為曝曬在強大紫外線與太陽幅射能的草

原枯木能提供天牛卵、幼蟲和成蟲更多的溫度要求而影響所及，則有待進一步

的觀察與探討。 
在多食亞目的甲蟲之中，有另外一類鞘翅薄軟，吾人因此特徵稱之為軟鞘

類，其主要組成份子為螢科、紅螢科與菊虎科﹔在軟鞘類的成員中，大部份的

體色都很鮮明，不論幼蟲期或成蟲，大部份的種類都是肉食性的捕食者，以菊

虎而言(圖、十九)，在本次計劃中所記錄到的 3種都是在進行夜間採集時，飛
至燈光附近，捕捉其它因燈光誘引而至的蛾類或小昆蟲為食(圖、二十九)，而
且許多的種類都能同時於白天或晚上活動，尤其白天在許多種類昆蟲聚集的場

所如樹冠層(canopy)的花間，聚集的個體數目和種類數，往往比夜晚燈光下所
能見到的還多。一般而言，菊虎是典型的森林性昆蟲，雖然有時可能在草原上

發現成蟲，但其幼蟲應是在森林林床下以捕食小動物生活。 
   
十、膜翅目 Hymenoptera 
    膜翅目昆蟲一般而言，是屬於比較進化的一群昆蟲，它們之間不但有些種
類具有辨識、記憶與護幼或哺幼的習性，同時也有的種類，如吾人所熟知的蜜

蜂等，更具有分工嚴密的社會性結構與階級區分，而且在諸如巢穴建築的架構

與選擇，也常令人類匪夷所思，驚嘆不已。 



   在本目昆蟲中，是以蟻與蜂為代表，而前者只包括了一個總科(Superfamily)
下的一個科，也就是蟻科而已。在本次調查中共記錄了 5種高山性螞蟻，基本
上來說，它們在全省各地的高海拔山區應都可看到，但由於螞蟻具有強烈的領

域性，若食物與生活空間重疊，則容易發生激烈的競爭，尤以生活習性和築巢

行為等相似的種類。在本區中以仲尼窄胸蟻(圖、二十一)和台灣窄胸蟻為例，
這是兩種在形態與分佈上都很類似的高山蟻，除了某些型態上的特徵，如體壁

上的刻紋，可將此兩種加以區分外，有趣的是還可從它們築巢在依岩壁開鑿上

道路邊的岩屑層內，而且要有一坡度，後者是把巢建在植被較多的平地上，除

了濕度較大外，它們也會以一些植物碎屑作為構築的材料，但主要的結構體都

是在地表之下﹔到目前為止觀察的結果尚未發現有這兩種螞蟻出現在同一地

點的記錄，雖然它們都普遍地被發現在全省中、高海拔的山區。另外，不論那

一種成熟的巢都是可能具有數萬個體的族群並聚集越冬，同時也是多蟻后型及

無兵蟻階級的組成，並有翅型個體益亦會趨光。 
    在膜翅目中的另外兩個主要蜂類，分別是姬蜂科(圖、二十二)與小繭蜂
科，這是兩種主要的寄生性蜂類，目前已知種類數顯示是動物界中最大科之

一，其中後者之總類數顯示是動物界中最大科之一，其中後者之總數約為世界

所有脊椎動物之總合，約 15000種以上，而前者又比後者的種類要多﹔而且許
多包括台灣在內的亞熱帶、熱帶國家仍極度欠缺這方面的研究，因此，估計全

世界小繭蜂的種數將不會少於 4萬種。大多數的姬蜂與小繭蜂類都是一次性寄
生蜂(primary parasitoids)，少部份會有重覆寄生的現象﹔而寄生的種類，常隨
著寄生蜂的種類而異，但通常大部份是以蝶，蛾與各類甲蟲為主要的對象，因

此有許多種的寄生蜂類被應用來做為農業上害蟲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AL)的良好材料。大部份小繭蜂的體長在壹公分以下，少有壹公分以上
的種類，在整個調查之中是屬於不甚顯眼的一群，但卻又同時可能是無處不在

的一群。 
 
十一、  雙翅目 Diptera 
        雖然以蚊、蠅、蚋為主要代表的雙翅目昆蟲中，有很大的一部份其幼
蟲是生活在水中或潮濕的環境裡，但在陸生昆蟲名錄內所記載的種類，則完全

是在陸域範圍所採得的成蟲。以蛾蚋科中的 Psychoda屬來說，可能為一種
P.alternata 的世界分怖種類，但無論如何，這些都是一群在人工環境中，如下
水溝或污水處理設備裡繁衍的昆蟲，即使在高海拔的環境，如大禹嶺一帶的衛

生間內，仍可容易的看到其成蟲停棲在牆壁上。而舞蠅科的幼蟲一般都是生活

在果、菜園和畜舍的堆肥以及森林底層的落葉堆裏，但卻經常飛入房舍內外的

空間﹔雙翅目昆蟲種類繁多，有許多的種類和人關係直接而密切，在本此調查

中，本目是偏重在住屋附近的人工環境之採集，除了前述的蛾蚋和舞蠅之外，

大蚊科的部份種類，如圖二十三所示的姬大蚊屬，由於其體軀結構相當的脆

弱，尤以它的大足與胸節的連接很容易斷離，因此推測是無法作較長距離的飛



行，而採集地多在室內，判斷是經由燈光誘入，據此屋邊的水溝之中，可能就

是大蚊幼蟲的生息場所。 
 
水生昆蟲部份 
 
    高山地區受限於地形的條件，許多止水域或流水域的規模與分佈都不比低
地環境來得大和多，但是其常年的周期性變化，如水量與水位卻可能比較明

顯，換句話說，生活在水中的昆蟲種類必須面對更嚴酷的環境變化所帶來的衝

擊，同時，ㄝ狹窄的水域裏之空間與食物資源也會比較有限，競爭將因此較為

激烈，可能因此限制了一些種類的生存與移入，使的水生昆蟲相的表現會比低

地水域來的少。 
    在本次調查之中，共計在高海拔山區選擇了一處止水域和三處溪流上游的
流水域地點做為採集樣區，前者是位於合歡山北峰與石門山之間鞍部的一處小

水塘，後者則分別選取了位於南湖後上游即南湖下圈谷的水源地，大甲溪上游

的合歡溪源頭處以及塔次基里溪的一個位於大禹嶺附近的小支流作為定點，所

得之結果統計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太魯閣國家公園高海拔地區水棲昆蟲種類之統計 

(81年 9月至 82年 6月) 
 
鞘翅目                            沼石蠶科         1屬     1種 
 肉食亞目                         石蠶科           1屬     1種 

     龍蝨科     2屬   3種           鱗口石蠶科       1屬     1種 
    多食亞目                        �翅目 
     牙蟲科     1屬   1種           短尾石蠅科       2屬     2種 
   蜉蝣目                            石蠅科 
     扁蜉科     2屬   3種          雙翅目 
     短絲蜉科   1屬   2種           大蚊科           1屬     1種 
     褐蜉科     1屬   1種           蚋蚊科           1屬     1種 
   毛翅目                            搖蚊科           2屬     2種 
     流石蠶科   2屬   4種           細文科           1屬     1種 
     絲口石蠶科 1屬   2種  

 
                                             共 5目 16科 21屬 27種 
 
水生昆蟲各目概要 
一、鞘翅目 Coleoptera 



生活在水中的甲蟲數量本應不少，但能在高海拔水域中適應者似乎不多，而

且俱為捕食性的龍蝨與蚜蟲科。在 4種裡面有三種是在北合歡山側冬季乾涸
水塘遺跡(圖、四)的枯木中找到，其中的大龍蝨只發現了一塊鞘翅而加以判斷
出，而是實上這卻是一種目前只分佈在一千公尺以，下尤以平地較多的大型

龍蝨，本次的記錄，雖只發現其殘骸，但對於其垂直分佈上的意義仍然很大﹔

另外兩種同在枯木中發現的同屬龍蝨則是正以成蟲態越冬的群體，每一種的

數量都不少，約在二十隻上下，其中一種為已知種，在本省其它的高山水域，

如八通關、塔塔加和南橫的天池裏都有發現，另外一種(圖、十二)則可能為本
省的新紀錄種龍蝨，除在止水域的越冬集團中發現成蟲個體外，另外也在大

禹嶺附近的緩流溪水中發現一些個，至於牙蟲部份則只有一種的記錄(圖、十
三)，這是一種近幾年才命名發表的高山性牙蟲，模式產地是在屏東的北大武
山山腹，棲習環境也近似，那就是在高山小溪中的止水域緩流區內，尤以堆

積了許多落葉、樹隻的空間、更容易見及﹔另外在進行水棲昆蟲採集時，也

曾在此一水域中發現了數隻 Angabus屬龍蝨幼蟲，但因缺乏相關資料加以判
斷，因此目前暫無法得之其是否為所發現的兩種龍蝨中的一種，而牙蟲的幼

蟲(圖、十四)與成蟲則是同時都已尋獲。 
 
二、蜉蝣目 Ephemeroptera 
    自古人們就將蜉蝣多所注意，但多著重在短暫的生命之上，與其它的水
生昆蟲比較，蜉蝣具有兩個有翅的成蟲期(一般只具一個)，及亞成蟲期與成蟲
期，蜉蝣表面看來極具脆弱短命，但事實上它卻有水蟲之中最強的適應能力，

不論水塘、溪流、沼澤甚至溫泉之中，在地球上除了南北極和一些遠離大陸

的小島之上，幾乎都能在任何海拔 4000公尺以內的淡水水域，甚至某些半鹹
水中發現其身影(Edmunds ey al, 1976)﹔在台灣的情形也很類似，目前除了平
地某些重度污染的水域失去了蜉蝣的蹤影外，在高海拔的山區，例如園區中

的南湖大山下圈谷的溪流中，蜉蝣是唯一能採集到的水生昆蟲，而尚且是一

種新種(NEW SPECIES)，另外兩種康(1993，未發表)分別採自中央尖山及南湖
大山溪流裏的新種蜉蝣，則有待做正式的論文出版，目前則暫以該作者所命

名列入記錄之中。 
 
三、毛翅目 Trichoptera 

    毛翅目即指石蠶蛾，是一種成蟲與鱗翅目成蟲非常近似的昆蟲，一般而
言都認為這兩類的昆蟲應具有共同的祖先，但經過不斷的適應變化之後，石

蠶蛾的幼蟲特化進入水中生活而有了許多功能性適應的器官與構造產生，但

成蟲的型態大致保留了許多原始的特徵，相隊鱗翅目成蟲型態，則有許多的

變化，也就是說許多的原始的特徵雖在蝶、蛾的成蟲體軀上看到(WILLIANS 
AND FELTMATE，1992)，但是其幼蟲，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毛毛蟲，除了其
前足(PROLEGS)部份外，蟲體其餘部份多保留祖先的形質



(CHARACTERS)(Ross，1967)。 
   所以石蠶蛾成蟲除了有一些諸如類似鱗片(SCALES)的翅上物之外，其生
活在水中的幼蟲也有吐絲做巢營「繭」的現象，但也有的種類是完全不築巢

的，如在本次調查記錄中有 4種的流石蠶科即是﹔石蠶蛾的分佈也是十分的
廣泛，但在台灣，它們的最高垂直分佈尚不至於如蜉蝣來的高，但種類數卻

可能高出兩、三百種之多﹔另外其它會做巢的石蠶蛾，例如圖二十七的絲口

石蠶科與圖二十八的石蠶科兩種，其所做巢的形狀與使用材質，多所不同，

前者是以細緻的砂質顆粒，後者則明顯的取用掉落水中的冷杉或鐵杉的葉片

等植物組織做為構築的材料，這樣一類的非蟲體形態特徵，由於會隨著環境

與齡期等的變化而異，因此雖仍可做為分類學上的根據之一，但多不可靠，

僅能參考。 
 
四、�翅目 Plecoptera 
    亦是所謂的石蠅。在討論昆蟲進化史時，通常吾人將有翅的各目昆蟲概
分為古翅類(PALAEOPTERYGOTA)和今翅類(NEOPTERYGOTA)，這兩者主
要的差別在於後者在基翅部具有關節構造而可將翅折疊在胸腹部之上，而前

者(以蜉蝣和蜻蜓兩目為代表)則無法如此折放﹔至於石蠅因為有著複雜的
翅脈與摺疊兩對翅的方式而被認為屬於今翅類中最為古老的一群昆蟲，另外

許多現存的種類，也與在具上億年的地層中所挖出的化石相當。 
     一般而言，石蠅生活在低水溫，清潔的流水與湖沼之中，其稚蟲與蜉
蝣稚蟲頗似，但差異在於石蠅具有胸鰓構造而無腹鰓，但有的種類，如本次

調查所得短尾石蠅科之 Nemoura 屬是無鰓之器官，另外石蠅稚蟲齡期頗
多，翅芽突出明顯，也是可與蜉蝣區別。 
 
五、雙翅目 Diptera 
    雖然在陸棲昆蟲的雙翅目部份，指的是蟲體(成蟲)採自陸上悽地之中，
但事實上其中有些種類的幼蟲期，例如大蚊科等是在水中或潮濕的環境下羽

化成為成蟲。但為了區分起見，在本文中是依蟲體的採集場合來區，因此在

此部份的雙翅目昆蟲種類都是從前已述及的數個採集點水域中獲得的幼蟲。 
     雙翅目是很大的一個昆蟲目，在估計的二十萬種之中，已被描述的種
類頂多只有一半(Hardy,1977)，但這與雙翅目的親戚─長翅目(MECOPTERA)
蠍蛉的四百種比起，來已算是高度分化了。在雙翅目中大約有 32個科的幼
蟲是水生或半水生的，但由於目前對雙翅目右蟲採集技術與採集地點的選擇

仍不熟悉，故此次調查中只發現了在靜水域中的四科五種計錄，一般而言，

雙翅目幼蟲的形式大約可分成幾種，如圖二十四所示的大蚊科幼蟲是一類近

似蛆狀的幼蟲，而如圖二十五所示的則是一種近似孑孓狀的形式，至於前者

大蚊科的幼蟲長為成蟲之後，是否就是陸生昆蟲名錄中同 Tipula sp.之同種，
則有待進一步的飼養與觀察。 



討                         論 
 
   目前國人對於臺灣的昆蟲資源之種類數、分佈及其族群概況的了解可說
極大部份仍是處於混沌未明的階段，雖然由最近的統計資料得知之昆蟲的種

類數為 17,609種(周等，1992)，但參考幾個昆蟲學較為發達的國家對於自己
本土昆蟲相的估算，以及與臺灣當今幾個被研究調查的較為詳細的類群和國

外同類群數量的比例關係，例如同翅目與鱗翅目等再以之推類到其它各目

上，而任為台灣昆蟲相至今大約只發現了其中的百分之十左右，換句話說，

應該有 14-20萬種的昆蟲與我們人類一起生存在這一個小島上(朱，1990)，
這個數目遠遠地超過四千種的維管束植物以及半百的哺乳動物數目之記

錄。可是，雖然從表面上看來以及一般人的印象裡，昆蟲是無所不在的，甚

至有些惹人厭的小動物，但仍有許多的種類絕種了。例如以前在台灣可見到

的大紫斑蝶(Euploea phaenareta)﹔而另外有的種類其族群規模變小了，例如
三種被我國目前指定為「瀕臨絕種」類的蝴蝶：寬尾鳳蝶、大紫蛺蝶與珠光

黃裳鳳蝶，這些不幸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昆蟲棲地的被破壞，除了使對環境敏

感度高的種類遠離棲所外，對許多以植物組織器官為食的昆蟲而言，也因此

失了食物的來源，再加上有些種類的個體本身具有商業與蒐藏的價值，而遭

到強大的獵捕壓力，凡此種種均能使許多昆蟲漸漸的走向滅絕的道路。事實

上，根據Wheeler(1990)的估計，以目前人類對環境破壞、污染的速度看來，
假設以目前現有 1000萬種昆蟲的可能來推算，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將在未來
的 30年中滅絕，也就是說每一個小時將有 19種昆蟲消失﹔雖然熱帶雨林的
破壞、濫伐是造成大部份生物滅亡的元兇，但是不要忘了許多間接的因素，

例如酸雨對森林的生長與土壤的發育以及環境溫度的變化等，都會在短時間

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對昆蟲，尤其完全依賴植物為生的種類，將會直

接地遭到波及﹔因此，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南湖大山圈谷的景觀依舊，合歡山

的植被仍然完好，但許多無法量化，由遊憩活動所造成的各種污染和干擾，

但缺乏完整的基本昆蟲相資料與長期記錄監測的累積情形下，將難以有效的

評估與推測。 
    從整個昆蟲的層面來看，本計劃的調查執行與結果編寫所能涵括到的範
圍仍是有限的，這不單牽涉到工作時程長短、相關研究人員的缺乏以及相關

資料闕如等問題，同時有許多因此而衍生出的問題，例如採樣地區是否有代

表性，因為昆蟲對環境，尤其是其幼生期環境條件的要求往往非常敏感，而

不同種類的昆蟲，其生活史又通常相差極多，不只由卵長成成蟲可能需要一

段漫長的時，而且不同階段的同種個體(LIFE STAGE)對棲所的要求很可能
完全不同，因此，若只憑逢機地上山想在一特定的區域中，以有限的時間掌

握住全部當地昆蟲族群的資料與動態，實屬不易﹔但無論如何，科學資料的

累積是一點一滴的﹔由於植物有無多寡，牽設到許多昆蟲賴以生存與繁殖的

能量來源，再加上由不同植物形成並加以影響的微氣候(MICROCLIMATE)



等因素，直接或間接地決定昆蟲是否適宜在此一「後天」決定的環境中落腳

生存或活動(相對於「後天」者，對於台灣這樣一個年輕的大陸島嶼而言，
就是指最近數千年以來，由幾次的冰河時期陸地相連所造成的生物遷移進入

到台灣發展的這樣一個「先天」的基因庫來源。)。 
    在前言部份已經提到過在高海拔地區有更大的可能與機會進化出特產
於該地的種類，或是保留與維持一些在冰河時期遷入台灣，後因氣候轉暖，

逼使族群向高地遷移的原始種類﹔而這些在高地發現的昆蟲究竟對棲所有

什麼偏好性與選擇性? 以及不同形式的棲地之間，其具代表的昆蟲又有何異
同，則是以下接著討論的重點所在。 
    一般而言，高海拔的山區與平地或低山帶比較起來，不論是水域或陸域
環境都是比較封閉的，由其在陸域部份的植被形相(PHYSIOGNONY)，往往
將一塊地區劃分成兩個敬涇渭分明具不同環境生態系，例如高大的冷珊純林

與低矮的箭竹草生地只是一線之隔，固然有時會有一些過渡帶(ECTONE)現
象，但與中低海拔林木蓊鬱的高密閉度森林比較可說截然不同。另外，雖然

一般都認為台灣的森林界限是在 3000公尺，但事實上在 3500公尺或更高的
山區之背風面少風化作用以及土壤發育良好的場合，例如南湖大山南坡、雪

山翠池或玉山等地，都還能看到許多以冷杉或玉山圓柏所形成純林的高大森

林之型態，所以嚴格地說，以台灣的氣候條件與植物組成來看南湖大山圈谷

環境，尚稱不上具備完整的高山寒原(ALPINE TUNDRA) 條件 (徐，1984) 
。但為區分起見，在本文之中仍然將此一地帶與另外的玉山箭竹草原地帶和

高山樹林帶加以分隔，以為討論之用。基本上，從植物空間的分怖與生長的

形態來看，高山寒原帶與玉山箭竹草原帶是比較相近的，它們所能提供昆蟲

生活的一些物理等環境條件也差不多，也就是說，決定昆蟲是否立足的因素

除了個別種類對氣候不同程度的敏感要求外，對植食性(PHYTOPHAGOUS)
昆蟲而言，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當地是否能提供適當與足夠的寄主植物，

還有各種必要的生育躲藏之處所﹔雖然會有一些種類是會同時出現在兩個

地帶之內，例如許多隨著風向從較低海飛到高海拔地區的蝴蝶，但附帶一提

的是，根據現場觀察，多數的蝴蝶甚少飛進圈谷之內，大多數只從南湖北峰

或由上圈谷等邊緣切過，在下圈谷之中是幾乎見不到任何種蝴蝶的，而目前

調查已之特產於圈谷之中的則都是不具飛行能力，例如鞘翅目中擬步行蟲科

的Misolampidius 屬之一種與異翅目軍配蟲科中弱飛行能力的 Acalypta 
formosana 以及一些尚未定名的飛行性蛾類﹔另外值的擔憂的是這些特產
於圈谷中的蟲種類在當地也不是處處可以發現得到，而且被發現的個體也是

很有限，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未來仍不能在其它高山地區發現同一種的分佈，

那麼以目前攀登南湖大山人數始終維持很多的情形之下，而圈谷的腹地極

小，再扣除一些裸露岩屑地區，很可能將因無心之過，把集中在某一定點的

族群摧毀。 
    介於森林與寒原帶之間的玉山箭竹草原帶，指的是在玉山箭竹為優勢植



生的開闊地區而言，雖然在草原之中偶鑲嵌著冷杉或二葉松等立木，或玉山

杜鵑等矮性灌叢，而且也的確會有特定種類昆蟲，例如只在審馬陣山草原的

冷杉葉上所發現的鞘翅目象鼻蟲科 Canenosilapillus屬之一種，出現在這些
非草本植物上，但多數的種類仍是草原性的代表性種類，例如蝴蝶中的永澤

蛇目蝶，直翅目中的高砂蝗，鞘翅目中的素木氏虎甲蟲、金毛四條花天牛等，

只能在此一植物帶中發現，另外大多數的蝴蝶種類都能在草原上見及，但如

前已述及，那些都是隨著風勢飛經而過。 
    相對於草原的開闊、陽光充足或風強雨急毫無遮蔽，森林提供的環境特
性是截然不同的﹔一般來說，森林帶的昆蟲與草原帶的種類相異的多，相似

的少，這主要是因為位於草原帶下方的森林，尤其越靠近中海拔的森林，其

不只能提供昆蟲的食物種類多，另外棲所選擇也多，所以高海拔森林帶所記

錄的昆蟲空間分佈形式與種類相似程度，拿中海拔森林帶與高山草原帶來比

較時，前者是遠大於後者的，當然有一些種類也是能同時出現在這兩個地帶

的，例如高海拔記錄中唯一保育類昆蟲─台灣擬食蝸步行蟲，在三千公尺的

草原與森林中都能發現其蹤跡，這可能與其專事捕捉其它小昆蟲為食的特性

有關，而植物與環境的種類、特性等之重要程度不如能否找得到食物，不過

這也是一種廣泛垂直分佈的種類，有關這點楊(1991)已有過初步探討，在此
將不多做贅述。 
 
 

建    議    事    項 
 

1. 建議設立高海拔樣區，先期建力完整基礎資料，再據以觀察記錄長期環
境變遷與生物(昆蟲)群落之間，其質與量的變化，尤其是在遊客負載量
頗大的合歡山及穿越其間的霧社支線所造成的污染和公路邊坡箭竹草原

持續塌落等環境。 
2. 太魯閣國家公園具有全省條件最為優越與獨特的地質與地理環境，以及
豐富的生物資源，建議今後繼續與國內外相關機構與研究人員合作，就

特定專常領域做更為深入的探討，以為國家公園的保育與開發措施提供

完善諮詢。 
3. 根據實地了解，非法商業性採捕昆蟲行為仍可於園區範圍內發現，尤其
在春、夏兩季，無風無雨的白天與黑夜，常可在一些定點附近見及﹔另

外也有商人利用當地居民甚至工程施工單位，或提供採集器材，如水銀

燈等，唆使其於閒暇之餘，代其採捕昆蟲，再定時加以低價收購後高價

售出，因此建議加強夜間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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