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熱帶山區雲霧林為陸地生態系中相當特殊的林型，檜木林的生育環境適位

於盛行雲霧帶，在台灣的山地森林植群中扮演一明顯之分界線（Su, 1985, 1994），

此線以上為代表寒冷氣候的針葉樹林，以下則為代表溫溼氣候的常綠闊葉樹林；

由於盛行雲霧帶環境之恆定性，故保留了頗多地質時代以來的孑遺古老物種

（Peng et al., 1994），而為研究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其中如檜木屬

(Chamaecyparis)植物，今日僅間斷分布於東亞及北美，此種東亞－北美間斷分布

之類型，顯示其祖先在 2億年前歐亞和北美仍相聯結之古大陸時期即已存在，後

因板塊移動使歐亞北美大陸分離，始形成現今之間斷分布情形；又如舉世聞名的

臺灣杉（Taiwania）－唯一以臺灣為屬名的植物，以及巒大杉、紅豆杉、昆欄樹

及其他繁多孑遺植物，亦均以此一林帶為其主要生育環境。是以檜木林雖非台灣

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區，但卻是特有種比例最高的地區，此一現象在國外其他地

區也有類似之情形(Still et al., 1999) ，故以生物多樣性保育之觀點來看應為重點

保存區域。近年來在棲蘭山區陸續發現的新種，如鴛鴦湖細辛、鴛鴦湖龍膽、棲

蘭杜鵑、宜蘭天南星，除印證此一說法之外，亦顯示台灣以往在此方面研究之不

足。 

 

棲蘭山區位於蘭陽溪及大漢溪之間的分水嶺，蘭陽溪溪谷為一迎向東北之

口袋形開口，東北季風受地形抬升而釋出水汽。由於受此地形效應之影響，稜線

以東山區全年雨量平均，為恆溼型氣候，迥異於台灣其他地區多少有乾溼季交替

現象之夏雨型氣候。此一氣候特性上的明顯差異受到台灣歷來氣象及植物學者之

注意（陳正祥，1957，1961；戚啟勳，1969；郭寶章，1979；蘇鴻傑，1985，1992），

並將其劃分為不同的地理氣候區。棲蘭山區恰位於恆濕型之東北氣候區與夏雨型

氣候區之轉換帶，由於氣候的明顯轉變，分布於此線兩側之植物種類亦有差異。



生態交會帶往往具有高的生物多樣性，故棲蘭山區在台灣地區生物多樣性有其獨

特的地理位置。 

 

森林為台灣的命脈，而在全島各類森林之中又以檜木林最為珍貴。民國七

十八年七月政府宣佈台灣全面禁伐檜木天然林，惟仍有局部地區進行檜木枯立倒

木處理。此一現象經民間保育團體揭露之後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乃有全國總動

員挽救棲蘭檜木活動，以及設置棲蘭檜木國家公園之議。雖目前政府之決策尚未

定案，然當務之急應先進行環境資源等基礎資料之調查，以應未來研議規畫最佳

保育措施之需要。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對棲蘭山區之檜木林及相關植群，調查其

植物資源現況與分布情形，以提供研議規畫出最佳保護管理措施之基礎資料。 

 

有關本區植物資源之調查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1972年，王忠魁等在鴛鴦湖首

次發現東亞黑三稜及一些新紀錄的伴生植物，而引起國內保育界人士之注意；隨

後，柳榗及徐國士於 1973年進行「鴛鴦湖自然保護區之生態研究」，共記錄種子

植物 108種及 28種蕨類植物，並針對湖區內的水生植被、湖區四周沼澤地濕生

植物群落、以及附近的山地森林群落進行調查。1975 年，柳榗發表「台灣紅檜

扁柏林群落生態之研究」，其調查資料中即有一樣區位於鴛鴦湖，但文中並未提

供原始資料，故無法作為本研究之參考。林則桐及邱文良於 1990年再度進行「鴛

鴦湖自然保留區之植被」調查，其結果與柳榗及徐國士(1973)之研究類似，但植

物種類增加為 252種，包括蕨類植物 65種、裸子植物 5種、及顯花植物 182種。

最近，陳玉峰等人（1999）對台灣檜木林生態進行全面性的調查研究，在本區之

棲蘭山林道、斯馬庫斯及鎮西堡等地曾調查了 17 個樣區，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

料。此外，台灣大學植物研究所研究生王裕發(1996)以鴛鴦湖地區植物的花粉形

態為其碩士論文，也進行了一些採集調查，部分結果並已發表(Chen & Wang, 

1999)；邱志明等人(1993)曾針對棲蘭山林區不同年度及地點之伐木跡地進行調

查，但其重點在於比較天然更新與人工造林地之林分狀況和樹種組成；中央研究



院植物研究所近年來在鴛鴦湖地區進行長期生態研究也累積了相當多的成果，但

研究結果仍未發表。 

 

由上所述可知有關本區植物資源之調查研究雖已有若干資料，但幾乎全部

集中於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對於鴛鴦湖自然保留區以外地區則極為欠缺。不論就

檜木林之珍貴稀有性或此一地區在台灣地區生物多樣性之獨特位置觀之，均有必

要進行一全面性之資源調查，以供自然生態保育或經營管理之參考。 



調查範圍 
 

調查區位於台灣中北部，桃園、新竹、宜蘭等三縣交壤之處，行政區域分

屬桃園、新竹、宜蘭等三縣；地理位置為雪山山脈的北段區域，位於大漢溪和蘭

陽溪的上游地區。研究範圍係以鴛鴦湖為中心，北以台北－桃園及台北－宜蘭之

縣界（即塔曼山－美奎西莫山－馬望來山稜線）為界，於上濁水山附近轉南向，

沿芃芃溪東側稜線至芃芃附近接上蘭陽溪，東以蘭陽溪為界，於留茂安附近轉向

西南，循尾稜上眉有岩（2,328 m），續沿新竹宜蘭縣界向西南，至邊吉岩山（2,824 

m）後沿雪霸國家公園東北界，越塔克金溪後經南馬洋山（2,933 m）及馬洋山

（2,864 m）稜線，循東北向支稜下至泰崗溪（他開琴溪）溪谷，沿泰矢生山（雪

白山，2,444 m）西南支稜上泰矢生山，向北沿桃園新竹縣界經玉峰山（2,300 m）

至低陸山（2,160 m），轉東後於新興溫泉附近折向北，於北橫大曼附近循塔曼溪

向東於埤谷山(1,520 m)之南沿支稜向北轉東北東接上北界（圖一）。 

 

 雪山山脈主稜由南向北貫穿調查區之中心地帶，全區地勢大致呈現南高北低

之勢，以中央之稜線為最高，逐漸向東西兩側降低。全區海拔最高之處為南界之

南馬洋山（2,933 m），最低之處為棲蘭附近，海拔僅約 350 m左右。 

 

 



圖一、研究區位置及範圍圖 



調查內容與方法 
 

調查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一）植物社會類型、結構與組成及植被分佈之調查。 

（二）生育於區域內維管束植物種類，以及珍稀有植物資源之調查。 

（三）植物景觀分析。 

 

其方法如下： 

（一）植物社會之調查：在初步進行全面勘查後，選擇具有代表性之地區設置若

干樣區，以 Braun-Blanquet 之方法進行植物社會結構與組成之調查。並選

擇具代表性之植物社會繪製剖面圖，以顯示其結構。植被分布則以林務局

第三次台灣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資料轉繪，再配合現場勘查，區分

植物社會類型後製作植被及土地利用型圖，面積太小之植被或土地利用型

則予以歸併。 

（二）植物資源之調查：每月均選取不同路線至現場調查植物種類，並採集植物

攜回做成標本，以供日後覆核。此外，另查閱有關本區之植物調查文獻，

以彌補因調查時間不足之疏漏。綜合野外現場調查結果及相關調查文獻製

作本區之植物名錄，以呈現本區之植物資源。調查時並特別著重稀有植物

之分佈及生育地。 

（三）植物景觀分析：依據自然度及稀少性進行初步分析。 

 



植物種類及稀有植物 
 

綜合半年來之調查結果以及前人於鴛鴦湖地區之研究資料（柳榗、徐國士，

1973；林則桐、邱文良，1990），生育於本區之維管束植物共有 1009 種，分屬

152科 502屬；其中蕨類植物有 28科 209種，裸子植物 6科 14種，雙子葉植物

105科 665種，單子葉植物 13科 121種。除 14種為歸化種以及 16種為栽培種

外，其餘均為自生種（表一）。植物名錄詳見附錄一。 

 

表一. 棲蘭山檜木林區植物屬性統計表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和 

科數 28 6 105 13 152 

屬數 78 11 342 71 502 

種數 209 14 665 121 1009 

        

喬木 2 14 177 3 196 

灌木 1 0 136 2 139 

藤本 0 0 103 12 115 

草本 206 0 249 104 559 

      

原生 209 12 640 118 979 

歸化 0 0 13 1 14 

栽培 0 2 12 2 16 

 

 本研究並將生育於本區之植物種類再予以進一步分析，嚴格挑選出其中以霧

林帶為主要生育環境之種類，計得 107科 215屬 361種（附錄二），其中屬於台



灣特有之種類共有 139種，特有值佔 38.5%，明顯高於全台灣維管束植物之特有

比例（27%）(彭仁傑等，1993)。若進一步分析特有種之組成（表二），可發現蕨

類植物之特有值甚低，僅 8.86%，此乃因蕨類植物較為古老，多屬廣泛分布之種

類使然。故若不計蕨類植物，僅計算種子植物之特有值則高達 46.8%左右，明顯

高於全台灣種子植物之特有比例（32.8%），由此可見霧林帶物種之特殊性，以生

物多樣性保育之角度觀之，確屬台灣地區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帶之一。 

 

表二. 棲蘭山檜木林區霧林帶植物屬性統計表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和 

科數 22 6 74 5 107 

屬數 42 8 149 16 215 

種數 79 10 247 25 361 

特有種 7 8 109 15 139 

特有種比例 8.86% 80% 44.13% 60% 38.5% 

 

有關區內植物之珍貴或稀有性，由於台灣地區稀有植物之定義迄無一致見

解，少部分學者採用較嚴謹且合乎 IUCN精神的定義，主張稀有植物應以一地區

之固有(endemic)植物為要（黃增泉等，1991；黃增泉，1999），但為考慮一些非

屬本地固有之稀有植物可能具有生態上之價值(如水筆仔)、植物地理上之意義(如

鐘萼木) 或其他植物學上、育種學上之價值，而將非本省固有種但在本省數量及

分佈均小且具有學術上價值之植物種類亦予列入，但另列一類，即非固有之稀有

種(如：黃增泉等，1991；謝長富等，1990)。惟國內大部分學者均主張採用廣義

的定義，即泛指一切產量稀少或分佈地點局限一隅而不常見之植物種類 (柳榗、

徐國士，1971；徐國士、呂勝由，1984；徐國士等，1980，1985，1987；徐國士、

蘇鴻傑、彭鏡毅，1985；徐國士，1987；蘇鴻傑，1980，1987；賴明洲，1987，



1991)，其中雖有部份未予明確定義，然詳閱其報告，則均屬廣義之定義；由於

國內惟一見諸於法律條文者僅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載「珍貴稀有動植物：指依本法

指定，本國所特有之動植物或族群數量上稀少或有絕滅危機之動植物」 (文化資

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69條三款)，其為廣義之定義，殆無疑義，故本研究亦沿用

此一定義。 

 

由於學者間對於稀有植物的定義見解不一，以致對於台灣稀有植物種類之

認定亦莫衷一是。目前唯一經由政府指定公告的稀有植物名錄，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及經濟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九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公告指定台灣穗花杉、台灣油杉、紅星杜鵑、

烏來杜鵑、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韭、台灣蘇鐵、台灣水青岡、蘭嶼羅漢松、清水

圓柏、鐘萼木等十一種為珍貴稀有植物，此十一種植物在本調查區中均未發現。

其餘由各學者所提出之稀有植物名錄則彼此差異甚大，例如文建會委託中華民國

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所完成之「台灣地區具有被指定為自然文化景觀之調查研究報

告」(徐國士、蘇鴻傑、彭鏡毅，1985)，列舉了 374種稀有植物；而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委託輔仁大學賴明洲教授(1991)執行之「台灣植物紅皮書—稀有及瀕危植

物種類之認定與保護等級之評定」一書中則列舉了 502種；最近行政院環保署委

託台灣大學黃增泉教授（1999）研擬之「台灣地區特稀有植物名錄」則列舉了蕨

類以上之特稀有植物計 239種 4亞種 30變種，三者不惟種數差異極大，且所列

舉之種類亦有相當差異。本研究參考前人有關稀有植物之文獻（徐國士、呂勝由，

1984；徐國士、蘇鴻傑、彭鏡毅，1985；賴明洲，1991；呂勝由、林明志，1996；

呂勝由、邱文良，1997，1998，1999；黃增泉，1999），另加上調查人員多年來

野外調查之實際經驗，初步認定生育於區內之稀有植物共有 62種。 

 

本研究進一步參考 IUCN有關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劃分基準（彭國棟，1996），

將此 62 種植物依其數量及野外受威脅的程度予以分級。其中臺灣泡桐屬於野外



絕滅，本次調查所見應屬栽植；屬於瀕臨絕滅(EN)者有台灣石松等 19 種，屬於

易受害(VU)等級則有相馬氏石松等 30種，屬於依賴保育等級有姬卷柏等 8種，

而屬於接近威脅等級則有台灣扁柏等 4種（表三）。 

 

此 62 種植物中有若干種類，如紅檜與臺灣扁柏等在全省及區內之數量尚

多，嚴格而言，尚未達稀有之程度。惟亦有學者（呂勝由、林明志，1996）主張

其天然族群數量持續減少，推論在十年或三世代內，族群數量會減少超過 20%，

故將其列為稀有植物。本研究雖不贊成將其列為稀有植物，但因此類植物在學術

上之重要性，故可歸為珍貴植物。以下仍將二者合併介紹之。 

 

茲將此 62種稀有植物之特徵及分布扼要說明如下： 

1.相馬氏石松(Lycopodium somae Hayata)：VU 

相馬氏石松屬於石松科，為溫帶小型地生或岩生性擬蕨類植物，分布於北溫

帶及熱帶高山(郭，1999)，在台灣主要見於 1500 公尺以上中海拔山區，植株極

為矮小，高度僅約 5至 10公分，外表常偏紅褐色，通常與苔蘚類混生而易被忽

視，小葉線形肉質狀，繁殖枝條與營養枝條葉片同形。棲蘭山區可於一七○林道

西向潮溼岩壁發現其蹤跡。 

 

表三.  棲蘭山檜木林區珍貴及稀有植物分類表 

類   級 種      類 種數 

完全絕滅（EX） 目前尚無 0 

野外絕滅（EW） 臺灣泡桐 1 

嚴重瀕臨絕滅（CR） 目前尚無 0 

瀕臨絕滅（EN） 台灣石松、鱗芽裏白、華東瘤足蕨、東方莢果蕨、岩穴

蕨、南洋紅豆杉、台灣粗榧、叢花百日青、台灣杉、臺

灣五葉參、太平山細辛、台灣吊鐘花、小葉四葉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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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黃蘗、宜蘭天南星、東台天南星、三星石斛、南湖蠅

蘭、東亞黑三稜 

易受害（VU） 相馬氏石松、寬片膜蕨、韓氏烏毛蕨、雉尾烏毛蕨、馬

祖耳蕨、台灣黃杉、巒大杉、臺灣掌葉槭、雲南冬青、

華參、鴛鴦湖細辛、燈台樹、棲蘭杜鵑、白木通、土肉

桂、鐵釘樹、臺灣擦樹、多花蓬萊葛、裏菫紫金牛、短

莖紫金牛、布氏稠李、霧社山櫻花、阿里山櫻花、柳氏

懸鉤子、青貓兒眼睛草、臺灣貓兒眼睛草、臭椿、畢祿

山苧麻、黃根節蘭、老鸛草 

 

 

 

 

30 

依賴保育（cd） 姬卷柏、長苞雙蓋蕨、黃花鳳仙花、八角蓮、阿里山十

大功勞、山豆根、鐵線蕨葉人字果、臺灣一葉蘭 

8 

接近威脅（nt） 台灣扁柏、紅檜、著生杜鵑、博落迴 4 

 

2.台灣石松(Lycopodium taiwanense Kuo)：EN 

台灣石松為台灣特有種植物(Kuo, 1985)，屬於石松科，為小型著生性擬蕨

類，植株初先直立，後漸下垂，小葉螺旋狀排列但較稀鬆，繁殖枝條與營養枝條

葉片同形，基部多分枝，狀似叢生。本種零星分布於全島中海拔山區，檜木林帶

為其主要生育植群社會，本次調查在低陸山與鎮西堡一帶檜木林發現其極少數個

體，分別著生於樹幹基部與倒木上。 

 

3.姬卷柏(Selaginella heterostachys Bak.)：cd 

姬卷柏屬於卷柏科，其為一全島零星分布的擬蕨類植物，生育於低海拔山地

潮溼岩壁低位處，耐遮蔭而極不耐乾燥，植株外型與高雄卷柏類似，即全株可區

分為平鋪坡壁的營養枝條與伸長懸空的繁殖枝條。本次調查期間在調查範圍西側

新興溫泉一帶發現本物種的分布，生育地面積狹小。 



 

4.鱗芽裏白(Diplopterygium laevissimum (Christ)Nakai)：EN 

鱗芽裏白為裏白科蕨類植物，其主要特徵為休眠芽被卵形、黃褐色鱗片所包

覆。本種為台灣產裏白屬植物海拔分布最高者，侷限分布於以檜木林為主的針闊

葉混淆林，在調查範圍內有兩個族群，分別位於鴛鴦湖與低陸山，由於本種具有

地下長走莖，因此於此二生育地都佔據較大面積地被環境。 

 

5.寬片膜蕨(Hymenophyllum simonsianum Hooker)：VU 

寬片膜蕨屬於膜蕨科，為喜馬拉雅山－西南中國植物區系的一員，在台灣分

布於中海拔檜木林帶，其生育環境為林下潮溼岩壁，極為耐遮蔭，在調查範圍的

一一○林道邊坡岩壁發現一新分布族群。寬片膜蕨為岩生性小型蕨類，具有長走

莖，葉片 5至 10公分長，二回羽狀複葉，葉片邊緣具撕裂狀鋸齒，孢子囊群生

於裂片頂端，孢膜唇狀開裂，先端為撕裂狀鋸齒。 

 

6.華東瘤足蕨(Plagiogyria japonica Nakai)：EN 

華東瘤足蕨為臺灣產 7種瘤足蕨科植物中最稀有的種類，在此之前的採集記

錄為日據時期鈴木氏採自高雄，本次調查期間在調查範圍西側低陸山一帶再次採

集到本種，其生育地為近稜脊的坡面，與瘤足蕨、華中瘤足蕨及台灣鱗毛蕨等混

生於林下地被層，植株數極為稀少。 

 

7.東方莢果蕨(Matteuccia orientalis (Hook.) Trev.)：EN 

東方莢果蕨屬於球子蕨科，為溫帶蕨類植物成員，以往的採集記錄顯示，其

在台灣僅分布在宜蘭縣太平山與中橫公路宜蘭支線思源啞口兩處地點，本次調查

則又在棲蘭山一六○及一七○林道發現其新分布族群，個體數不到 10 株，且皆

為成熟植株。本處新分布地點的生態環境與思源啞口類似，皆為路旁邊坡的森林

邊緣地帶，生育地潮溼而日照充足。 



 

8.韓氏烏毛蕨(Blechnum hancocki Hance)：VU 

韓氏烏毛蕨為台灣特有種蕨類植物，屬於烏毛蕨科，具有直立根莖，一回羽

狀複葉，孢子葉與營養葉兩型(dimorphous)，孢子葉羽片較短，初為褐色，待孢

子成熟後變成黑褐色。本種分布於全島但個體數不多，每一族群個體數不超過

20株，通常在 10株左右，其分布範圍在海拔 1000至 2500公尺之間，生育地為

林緣半遮蔭的邊坡環境，偶見於大岩石縫隙底層。 

 

9.雉尾烏毛蕨(Blechnum melanopus Hook.)：VU 

台灣產的烏毛蕨屬植物僅本種根莖為匍匐的走莖，因此容易區分，另外其孢

子葉與營養葉同形，此點亦可與前述韓氏烏毛蕨區別。本種與韓氏烏毛蕨一樣，

亦為全島分布但個體數不多的蕨類植物，而在棲蘭山地區的族群與個體數則特別

多，可能與生態環境適合其生長有關。本種的生育地為中海拔山地潮溼遮蔭環

境，特別是林下或林緣垂直的坡壁，在一○○、一一○、一六○林道及鴛鴦湖周

邊地區都可發現其族群。 

 

10.岩穴蕨(Monachosorum maximowiczii (Bak.) Hayata)：EN 

岩穴蕨為一華北—日本分布的物種，屬於碗蕨科，根莖短直立，葉片為狹長

的一回羽狀複葉，葉軸常延長並形成一無性芽，藉此構造進行無性繁衍。本種在

台灣主要分布於中北部中海拔山區，特別是檜木林帶，喜好生育於巨大檜木樹幹

基部或根部，屬於低位著生物種，棲蘭山地區在一六○林道、一七○林道、嘎拉

賀神木區與鎮西堡附近檜木林都有記錄到本物種。 

 

11.馬祖耳蕨(Polystichum tsus-simense (Hook.) J. Sm.)：VU 

馬祖耳蕨屬於鱗毛蕨科，根莖短直立而葉片下垂，葉片通常為深綠色而基部

鱗片深褐色或黑色。馬祖耳蕨為一溫帶蕨類植物，分布於東亞至東北亞，在台灣



雖為一全島廣泛分布的植物，但數量相當稀少，喜生育於中海拔山地潮溼遮蔭的

岩壁，本次調查期間在調查區西南側近鎮西堡附近山地發現其新分布地點。 

 

12.長苞雙蓋蕨(Diplazium squamigrerum (Mett.) Matsum.)：cd 

長苞雙蓋蕨屬於蹄蓋蕨科，為分布於台灣中海拔檜木林地被層的大型蕨類植

物，族群與個體數量都稀少，其喜歡生長在地勢平緩的鞍部或山坡，通常與川上

氏雙蓋蕨、擬德氏雙蓋蕨及其他中大型草本植物混生，因此常被忽略。本種在調

查範圍內僅見於鎮西堡附近山地，僅發現一族群。 

 

13.南洋紅豆杉(Taxus sumatrana (Miq.) de Laub.)：EN 

南洋紅豆杉為紅豆杉科植物，葉片鐮刀狀披針形，螺旋狀著生枝條上，並扭

旋成互生兩列，葉下表片具有兩條淡黃色氣孔帶，有時不顯著，種實外被假種皮，

成熟時假種皮橘紅色。本種之地理分布範圍廣泛，從東喜馬拉雅山往東至台灣，

往南分布至馬來西亞，在台灣主要分布於中海拔針闊葉混淆林，各地族群數量都

極少，加上一直受到盜伐壓力，因此亟須保護。本種在調查範圍內零星分布，於

鎮西堡附近可發現巨大的成熟植株。 

 

14.台灣粗榧(Cephalotaxus wilsoniana Hayata)：EN 

台灣粗榧為台灣特有種裸子植物，屬於粗榧科，葉片為螺旋狀著生而扭轉成

對生兩列，葉片線形鐮刀狀，葉下表具有兩條明顯的灰白色氣孔帶，種實核果狀，

熟時假種皮呈紫色。本種在下白堊紀至中新世的地質時代即有化石的記錄，其分

布於全島中海拔 1300至 2700公尺的成熟森林，通常單株散生於林下，可以繁殖

的個體數極少，加以種子發芽困難，整個物種的數量因而逐漸減少。在調查範圍

內於斯馬庫斯一帶具有較大族群分布，並有許多胸徑 30 公分以上的成熟植株，

其餘地區僅零星發現少數幼苗與稚樹。 

 



15.叢花百日青(Podocarpus fasciculus de Laubenfels)：EN 

叢花百日青屬於羅漢松科，為常綠小喬木，葉片為線狀披針形，先端銳形，

種子核果狀，大小與種托約略相等，成熟時種托呈紅色或紫色。本種為台灣特有

種，主要分布於中北部中海拔 1500至 2500公尺山地，另在北大武山亦有分布，

在調查範圍的棲蘭山區曾有採集記錄，本種為台灣產羅漢松屬植物海拔分布最高

者。 

 

16.台灣黃杉(Pseudotsuga wilsoniana Hayata)：VU 

台灣黃杉為台灣特有裸子植物，屬於松科，分布於中北部溪谷，尤其以大甲

溪上游與大漢溪上游流域數量最多，海拔範圍 800至 2700公尺，其生育環境侷

限於陡峭的溪谷邊，屬於乾燥岩生環境的先驅種類。本次調查在西南側近鎮西堡

一帶（大漢溪上游）針闊葉混淆林發現其少數個體，都屬於巨木級的成熟植株，

由於下層闊葉樹種構成的林冠鬱閉，不利於台灣黃杉的更新。 

 

17.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EN 

台灣杉屬為第三紀孑遺植物，屬於杉科，目前僅存二種，分別分布於台灣與

中國大陸雲南、貴州及緬甸北部一帶。本種為台灣特有種，海拔分布範圍自 1300

公尺至 2600 公尺，為本島樹型最高的數種，通常與檜木構成針闊葉混淆林的優

勢喬木種類，惟相對於檜木種類，其個體數相當稀少，但在棲蘭山地區的一六○

及一七○林道可發現為數頗多的成熟個體混生於檜木林中。本種於成熟林內更新

不易，幼苗多出現在崩塌地。 

 

18.巒大杉(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ata)：VU 

巒大杉為台灣特有裸子植物，屬於杉科，其近緣種為中國大陸福建省所產杉

木(C. lanceolata (Lamb.) Hook.)，惟近年分子生物學證據顯示兩者或為同一分類

群（洪國翔等，2000），顯見巒大杉的分類地位仍須進一步釐清。本種與台灣杉



一樣，通常亦與檜木構成針闊葉混淆林的優勢喬木種類，只是相對於檜木種類，

其個體數亦屬稀少，但在棲蘭山地區的一六○及一七○林道可發現為數頗多的巒

大杉成熟個體混生於檜木林中。 

 

19.台灣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 (Hay.) Rehder)：nt 

台灣扁柏為台灣特有變種裸子植物，屬於柏科植物，分布於中北部中海拔

1300 公尺至 2800 公尺山地，可形成純林或與紅檜構成針闊葉混淆林的優勢樹

種。就數量而言，台灣扁柏與紅檜都不是稀有植物，只是天然的原始檜木林幾已

被砍伐殆盡，多數地區僅殘留少數幾棵巨木而已，而棲蘭山地區是目前台灣少數

僅存的原始檜木林，並且是以台灣扁柏為主的純林或混淆林，更加顯得保護此一

地區台灣扁柏的重要性。 

 

20.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Matsum.)：nt 

紅檜為台灣特有種裸子植物，屬於柏科，分布於全島中海拔 1000 至 2900

公尺範圍，為構成檜木林的主要樹種，常與台灣扁柏、台灣杉、巒大杉、鐵杉等

樹種形成針闊葉混淆林的第一喬木層。在棲蘭山區紅檜主要分布於斯馬庫斯、唐

穗山及鎮西堡附近，並多為成熟林中殘存巨木形態，林下幾乎不見其小苗。紅檜

樹形較矮胖，樹幹基部寬大而尾梢常呈二叉分枝，其鱗片狀葉片先端尖刺外凸，

與台灣扁柏先端圓鈍朝內的葉片明顯不同。 

 

21.臺灣掌葉槭(Acer palmatum Thunb. var. pubescens Li)：VU 

屬於槭樹科，為落葉性喬木。其幼枝被白色長柔毛，葉深 7裂，裂片先端漸

尖略重鋸齒緣，葉的上下表面脈上有長柔毛，為重要區分特徵。本種為台灣特有

變種，零星分布於中北部中海拔森林中，森林邊緣及半開闊地為其主要生育地。 

 

22.雲南冬青（Ilex yunnanensis Fr. var. parvifolia (Hayata) S. Y. Hu）：VU 



為冬青科常綠小灌木，小枝具有細毛，葉革質長橢圓形（0.8-2 ×0.5-0.7 公

分），鋸齒緣；花單一腋生，核果球形，成熟轉紅色。本種為台灣特有變種，分

布於北部中高海拔森林內，於本調查區發現於鴛鴦湖附近，零星散生。 

 

23.臺灣五葉參(Pentapanax castanopsisicola Hayata)：EN 

為五加科灌木，常附生於殼斗科植物上，可達 2公尺；小葉 5-7枚，卵形，

長可達 12 公分，具有 10-15 對側脈；位於葉之下半部的小葉近全緣，而上半部

則為細鋸齒緣。本種為台灣特有種，零星分佈於全島中海拔地區，主要生長於海

拔 1,500-2,300 公尺之間。 

 

24.華參(Sinopanax formosana (Hayata) Li)：VU 

屬五加科灌木或小喬木，枝條、葉及花序被褐色星狀毛，單葉近圓形，葉基

平截至心形，可達 20 公分寬，具有 3-5 列或不規則粗鋸齒緣；葉柄長約與葉相

等，具托葉。花無梗，成繖形近頭狀花序，排列成圓錐狀。此分類群為單種屬

(monotypic genus)，且為台灣特有屬及台灣特有種，在植物地理及分類地位上極

具重要價值。零星分佈於全島中海拔(2,300-2,600 公尺)地區，生育環境喜好林

緣、灌叢中或開闊地。 

 

25.鴛鴦湖細辛(Asarum crassusepalum S. F. Huang, T. H. Hsieh & T. C. Huang)：VU 

屬馬兜鈴科多年生匍匐草本。地下莖無毛，單葉，呈三角狀長橢圓形至三角

狀卵形，上表面常有白點，下表面紫色，花萼筒外表光滑，萼片與花萼筒間有附

屬物，較厚質的花萼是它與其它台灣產同屬植物的重大區分特徵。此種類直至

1995年才被發表(Huang et al., 1995)，為台灣特有種，也是本區之特有種，目前

僅在本調查區域之鴛鴦湖集水區範圍內(海拔約 1,600-2,300 公尺)發現，分布之

範圍侷限於本區內。 

 



26.太平山細辛 (Asarum taipingshanianum S. F. Huang, T. H. Hsieh & T. C. 

Huang)：EN 

為馬兜鈴科多年生匍匐草本，與鴛鴦湖細辛同為 1995 年才發表之台灣特有

種(Huang et al., 1995)。地下莖長且光滑，分枝相距甚遠；葉三角狀長橢圓形，上

表面具有白斑及短毛，下表面灰綠或紫色，萼片與萼筒間無附屬物為此種之重要

辨認特徵。目前僅發現於太平山及棲蘭山兩地，海拔約 2,000 公尺左右，生長於

霧林帶之檜木林下。 

 

27.黃花鳳仙花(Impapiens tayemonii Hayata)：cd 

為鳳仙花科直立草本，高可達 50 公分左右；葉橢圓狀披針形，先端漸尖，

長可達 10 公分，其重要區分特徵為花辦鮮黃色及花距末端 2裂。本種為台灣特

有種，零星產於中北部中高海拔(1,600-3,000公尺)山區，常於針葉林或針闊葉混

合林下潮濕處形成群落，為路旁之重要原生景觀植物，在區內則可於鎮西堡附近

發現較大的族群。 

 

28.八角蓮(Dysosma pleiantha (Hance) Woodson)：cd 

屬於小蘗科之多年宿根性草本，成熟具花果之植株大多為 2 片葉子，葉盾

形，邊緣常為 6-8裂，具有緣毛。花單生或聚成近繖形花序；粉紅色至深紫紅色，

萼片 6、花瓣 6-9。分布於中國東南、華中及台灣北部，主要分布地在陽明山國

家公園內海拔 500公尺以上的地區，以及本調查區內；喜好生長於潮濕陰暗的森

林底層，近來因為藥用及園藝上的運用，八角蓮在野外的個體數持續減少，而經

過初步調查結果發現，本區內的八角蓮族群連續且完整，應竭力保護。 

 

29.阿里山十大功勞(Mahonia oiwakensis Hayata)：cd 

為小蘗科灌木，直立或斜生攀附在其它灌木上，葉叢生於枝條前端，葉長約

40 公分，奇數羽狀複葉，小葉3-14對；花黃色，聚生或總狀或圓錐狀，萼片 6



或 9，花瓣 6枚；果實為漿果。為台灣特有種，零星分布於中央山脈 1,500至 3,500 

公尺之中高海拔山區。在本區零星分布於樹林下層或開闊之林緣，植株數目稀少。 

 

30.燈台樹(Swida controversa (Hemsl.) Sojak)：VU 

為山茱萸科喬木，高可達 30公尺；葉互生或對生，橢圓形，5-10 公分長；

先端突漸尖，下表面灰白色並略被伏毛。本種分布於中國、日本及台灣；在台灣

的分布零星且數量稀少，僅局限產於北部中海拔森林中。在本區則於鎮西堡及斯

馬庫斯附近的森林內發現。 

 

31.棲蘭杜鵑(Rhododendron chilanshanense Kurashige)：VU 

為杜鵑花科灌木，約 2公尺高，花桃紅色。此種為近期才被日人發表之新種

(Kurashige, 1999)，其形態與同屬之另一種類守城滿山紅(R. mariesii Hemsl. & 

Wilson)相似；依據目前資料顯示此種植物為台灣及本區之特有種，所有已知記

錄地點均在鴛鴦湖至棲蘭山一帶，故推論本調查區應為此種類之最重要生育地。

除生態及地理分布上的重要性外，因亦極具觀賞價值，為此區之重要植物，應注

意其族群之動態變化。 

 

32.著生杜鵑(Rhododendron kawakamii Hayata)：nt 

杜鵑花科之附生灌木，多分枝且枝條柔軟，葉先端圓或微凹及具有黃色之花

冠為其重要區分特徵。為台灣特有種，生長於全島中海拔（1,000-2,600 公尺）

山區之樹幹上，喜好高濕多雨的環境。零星分布於本區之森林內，在棲蘭至鴛鴦

湖一帶因為經年多霧且時常下雨，偶可發現植株生長於潮濕的地上或路旁斜坡。 

 

33.白木通 (Stauntonia trifoliata (Thunb.) Koidz. subsp. australis (Diels) T. 

Shimizu)：VU 

為木通科之攀緣藤本，小葉 3枚；雌花花萼 3枚，呈暗紅色，心皮 4-6枚，



僅數朵位於花序之近軸部，小花梗長達 1公分，而雄花 10至 20朵，位於花序之

遠軸部，小花梗則僅約 3 mm，花序下垂。分布於中國大陸之華中與華南，及台

灣東部及中部山區，生育地海拔介於 1,600-2,500 公尺之間，在本區可發現於開

闊林緣，野外個體少且零星。 

 

34.土肉桂(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ira)：VU 

為樟科之喬木，葉對生至互生，革質，卵形至長橢圓狀卵形（8-12 × 3-6 公

分），下表面粉白色，3 出脈，葉子具有濃郁之香氣；花序疏被毛，花被內側被

毛而外側則僅略被毛。為台灣特有種，零星分布於中北部海拔 400-1,500公尺之

森林中，野外族群稀少。 

 

35.鐵釘樹(Lindera erythrocarpa Makino)：VU 

為樟科之常綠喬木，小枝被毛，葉倒披針形至倒披針狀長橢圓形（4-15 ×

1.5-3.5 公分），羽狀脈；核果球形，猩紅色。分布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

台灣，在台灣主要產於北部中海拔（1,000-1,800 公尺）山區，喜好林緣或半開

闊的環境，於本區內可於林道兩側發現零星個體。棲蘭及附近山區為此種類在台

灣的主要分布中心。 

 

36.臺灣擦樹(Sassafras randaiense (Hayata) Rehder)：VU 

為樟科之落葉喬木，葉互生，全緣或 1-3淺裂，葉菱狀卵形，長可達 15 公

分，葉柄長可達 4 公分；花序總狀或繖房狀；雄花可孕雄蕊 9枚，2-4室；核果

卵形，成熟時具有膨大的果柄。此屬植物僅有三種，為東亞、北美間斷分布類型，

台灣擦樹為本島所特有，不僅是植物地理上的重要指標植物，也因為是寬尾鳳蝶

的食草，更突顯其保育上的重要性。本種之分布除阿里山區附近外，主要均分布

於中北部海拔 900-2,400 公尺山區，於北橫附近、鴛鴦湖、太平山及觀霧地區可

發現較大的族群。 



 

37.台灣吊鐘花(Enkianthus perulatus Schneider)：EN 

為杜鵑花科落葉性灌木，小枝條近輪生，單葉互生，常叢生枝頭，花冠壺形

白色，5 個裂片；蒴果球形，具 5 裂瓣。本屬植物共有 10 種，分布於東亞及喜

馬拉雅地區，本種分布於日本，台灣僅見於台北、桃園、宜蘭縣交界之處，野外

族群小且狹隘分布，容易因人為干擾而受害。 

 

38.山豆根(Euchresta formosana (Hayata) Ohwi)：cd 

為豆科之直立灌木，枝條光滑，奇數羽狀複葉，小葉對生，5-7枚；花序頂

生，長可達 15 公分，花白色至淡紫色，莢果卵球形，僅含一枚種子。分布於台

灣、琉球及菲律賓，在台灣的分布屬於全島中低海拔零星分布型，喜好生長於陰

性闊葉林中，雖野外族群之個體數目零星而少見，但因其廣泛分布全島，目前尚

無絕滅的威脅。 

 

39.多花蓬萊葛(Gardneria multiflora Makino)：VU 

馬錢科之攀緣灌木，全株無毛；葉對生，全緣革質，狹橢圓形至披針形，托

葉合生或鞘狀；腋生之聚繖花序，花冠五深裂，呈黃色。分布於日本、台灣及中

國南方，在台灣主要分布於北部的中低海拔(600-1,700公尺)地區，大多生長於常

綠闊葉林內。調查區內於鎮西堡附近山區發現之。 

 

40.裏菫紫金牛(Ardisia brevicaulis Diels var. violacea (Suzuki) Walker)：VU 

為紫金牛科的短小亞灌木，具匍匐莖，幼莖及新生葉常帶紅色，葉為卵狀披

針形，下表面紅色，數朵花形成腋生之繖形花序。花冠略帶紅色。分布於北部低

海拔（500-800 公尺）山區，喜好生長於闊葉林下、森林邊緣。野外族群數量少，

且狹隘分布。 

 



41.屯鹿紫金牛(Ardisia brevicaulis Diels)：VU 

紫金牛科低矮小灌木，幼莖被短柔毛，葉紙質，披針形至橢圓形，全緣或略

波狀緣，下表面灰綠色，花序繖形狀，花冠粉紅色。分布於台灣及中國華南地區，

在台灣分布於中北部的中低海拔地區，喜好陰性環境，通常生長於鬱閉之森林底

層，野外植株零星。 

 

42.博落迴(Macleaya cordata (Willd.) R. Br.)：nt 

為罌栗科多年生草本，掌狀裂葉邊緣常呈波浪狀或鋸齒狀，寬卵形，可達

30公分長；花序總狀，頂生直立可達 40公分，花白色。分布於大陸、日本及台

灣；台灣產於桃園及新竹地區的低中海拔（700-1,500 公尺）地區，族群分布零

星且受限。喜好生長於開闊斜坡，潮濕處或小山丘附近。此種類發現於本區近鎮

西堡附近的開闊地、草生地或破壞地。 

 

43.鐵線蕨葉人字果(Dichocarpum adiantifolium (Hook. f. & Thoms.) W. T. Wang & 

Hsiao)：cd 

屬毛茛科小草本，葉 3出複葉或雞爪形複葉；花序僅數朵聚繖狀，花白色，

心皮 2，蓇葖果成熟後形成倒人字形 2叉狀。產於中國大陸及台灣，台灣的族群

零星分布於北部中海拔山區，族群數量少，且微棲地之要求度較高，喜好潮濕陰

暗的環境，尤其檜木林下的小溪畔附近處。 

 

44.布氏稠李(Prunus buergeriana Miq.)：VU 

薔薇科落葉喬木，樹高可達 10 公尺，葉倒卵形至長橢圓形，先端漸尖，細

銳鋸齒緣，長 4-10 公分，總狀花序被毛，花白色，核果近球形，成熟暗紅色或

紫黑色。產於日本、韓國及台灣，在台灣分布於中央山脈中北部海拔 1,000-2,700

公尺的山區，野外植株的分布零星且數量少，在調查區內於明池附近發現之。 

 



45.霧社山櫻花(Prunus taiwaniana Hayata)：VU 

薔薇科之落葉喬木，葉膜質，長橢圓狀卵形，先端漸尖，且有細鋸齒緣；花

數朵簇生，白色，花梗與花萼被白色細絨毛；核果成熟時呈紅色或深紫紅色。為

台灣特有種，產於中北部中海拔(900-2,400公尺)山區。本區主要零星分布於鴛鴦

湖附近，除了特稀有外，更因其高度觀賞價值，應重視並保護。 

 

46.阿里山櫻花(Prunus transarisanensis Hayata)：VU 

為薔薇科小喬木，葉膜質，卵狀長橢圓形，長 3-5.5公分，具有 6-7對側脈，

先端尾狀漸尖，銳細鋸齒緣；花 2-3朵簇生，淡粉紅色，核果橢球形。台灣特有

種，產中北部海拔 1,600-2,800 公尺山區；在本區內零星分布自拉拉山至思源沿

線一帶的森林中，極具觀賞價值。 

 

47.柳氏懸鉤子(Rubus liuii Yang & Lu)：VU 

多年生攀緣性灌木，莖上散生彎曲的小刺，幼莖密生捲曲狀絨毛。單葉，互

生，呈長橢圓狀披針形到披針形。葉緣為疏鋸齒緣，葉下表面密生黃褐色絨毛，

花序總狀頂生或腋生，花瓣粉紅色。為台灣特有種，產於新竹鴛鴦湖，南投合歡

山、昆陽，花蓮清水山等海拔 1,600-2,800公尺的山區。 

 

48.小葉四葉葎(Galium trifidum L.)：EN 

茜草科多年生濕生草本，莖匍匐，上疏被倒刺；葉倒披針狀至披針形，無葉

柄，葉子 4枚輪生，表面無毛，葉緣具倒刺；花白色，與其它豬殃殃屬最大的差

別在於其花冠僅 3裂，瘦果球形且表面無毛，成熟時呈黑色。本種廣泛分佈於北

半球溫帶地區；台灣僅分佈於北部及東北部山區湖泊附近及濕地。 

 

49.臺灣黃蘗(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var. wilsonii (Hayata & Kanehira) 

Chang)：EN 



為芸香科之落葉喬木，枝略被毛。羽狀複葉長可達 27公分，15公分寬，小

葉 9枚，卵狀橢圓形，先端漸尖，基部歪形，下表面脈上被毛；聚繖花序腋生或

頂生，花紅色，花絲被長柔毛；核果，漿果狀，成熟為黑色。為台灣之特有變種，

特產於拉拉山、鴛鴦湖、太平山、思源埡口、阿里山、和平林道等地。 

 

50.青貓兒眼睛草(Chrysosplenium delavayi Fr.)：VU 

虎耳草科之光滑肉質小草本，葉對生，腎形至近圓形，邊緣鈍鋸齒緣；花序

為疏散的繖形花序，花小，無柄或具短柄，萼筒杯狀，萼裂片寬矩形，先端微凹

頭。分布於中北部中海拔闊葉林下；調查區內則記錄於塔曼山附近。 

 

51.臺灣貓兒眼睛草 (Chrysosplenium lanuginosum Hook. f. & Thoms. var. 

formosanum (Hayata) Hara)：VU 

為虎耳草科的草本，植株具走莖，多毛，葉互生，卵形至圓形，葉背及葉面

皆被毛，葉緣波浪狀至鋸齒狀；花單朵或成聚繖狀，綠色，萼裂片寬圓形，先端

鈍圓。台灣特有變種，產於中部中海拔闊葉林下潮濕處。 

 

52.臺灣泡桐(Paulownia x taiwaniana Hu & Cheng)：EW 

玄參科之多年生高大喬木，莖枝無毛；花萼廣卵形，全緣或稀 3-5淺裂，上

表面疏被腺毛，下表面被柔毛；花冠淡紫色，喉部黃色具深紫色斑點；蒴果光滑

卵形。台灣特有種，為一天然雜交種，目前在野外所見皆為人工栽植，野生植株

可能已經絕滅。 

 

53.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 (Miller) Sw. var. tanakai (Hayata) Kanehira & Sasaki)：

VU 

為苦木科落葉性喬木，高可達 25 公尺，樹皮為灰黃色，光滑；葉互生，奇

數羽狀複葉，小葉 13-25枚，鐮刀狀披針形，除近基部有少數鋸齒外，餘為全緣。



花小，雜性，圓錐狀花序頂生或腋生。翅果淡紅褐色。台灣特有變種，分佈於北

部中至高海拔森林中。 

 

54.畢祿山苧麻(Boehmeria pilushanensis Liu & Lu)：VU 

蕁麻科之直立小灌木，高可達 1.5公尺，莖密生絨毛；葉卵形至寬卵形，兩

面均被極密的絨毛，葉先端短突尖，葉緣為齒緣，上部有時呈重鋸齒；花序為雌

雄同序，腋生，花軸上花密生。為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低海拔山區林緣。 

 

55.宜蘭天南星(Arisaema ilanense J. C. Wang)：EN 

為天南星科之多年生落葉性草本，具有明顯的塊莖，葉兩枚，為兩側對稱型

之奇數羽狀複葉，小葉 7-15 枚；佛焰花序上具有彎曲之棒狀附屬物，上半部呈

暗紫色至黑色，下半部則偏紅色，為此種類主要之區別特徵。本種於近年才被發

表(Wang, 1996)，原本僅發現於思源附近，而棲蘭附近為最近方發現之另一生育

地，為台灣特有種，僅局限分布於北台灣之中海拔山區，主要生長於潮濕之森林

底層，早春即開花結果。 

 

56.東台天南星(Arisaema thunbergii ssp. autumnale J. C. Wang et al.)：EN 

屬於天南星科，為多年生落葉草本，地下塊莖直徑可達 6 公分，假莖可達

15公分，植株僅長一片葉子，兩側對稱型之奇數羽狀複葉，小葉 11-15枚，佛焰

苞近白色，具有紅紫色之縱向長條斑紋，附屬物細長狀，可達 60公分長。為 1996

年才被發表之台灣特有亞種(Wang, 1996)，零星分布於台灣東部及北部低海拔森

林中，在本區內則發現於明池至四稜一帶。 

 

57.黃根節蘭（Calanthe striata R. Brown var. sieboldii Maxim.）：VU 

蘭科之地生直立草本，上生 2-3片葉子，葉寬橢圓形（45-60 ×9-15 公分），

葉尖呈短突尖狀；花莖直立，40-50公分長，花序總狀，可達 15公分左右，通常



具有 10 朵花，花鮮黃色，甚大，花徑可達 3.5 公分。本種產於日本及台灣，是

台灣產根節蘭中花最大且最具觀賞價值者，野外個體因人為採集而漸減少。喜好

陰濕環境。 

 

58.三星石斛(Dendrobium sanseiense Hayata)：EN 

屬蘭科植物，假球莖匍匐或近乎直立，歪斜紡錘形，常成多角形；葉子單一，

倒卵形，先端圓頭具淺凹；花單一，淡紫色，光亮如臘，唇瓣斜上，先端反捲成

三裂片，唇瓣淡棕色，中央具有二條龍骨自基部延伸到唇瓣基部。本種植物外形

略似豆蘭屬植物，常被誤認，為台灣特有種。目前僅發現於本省北部與東部海拔

1,000-2,000公尺之山區叢林內，附生於大樹幹上，數量極為稀少。 

 

59.臺灣一葉蘭(Pleione formosana Hayata)：cd 

為蘭科多年生附生草本，假球莖角錐狀具光澤，呈紫色、紫褐色或青綠色；

葉單一，倒披針形到窄橢圓形，葉面折曲，紙質，於開完花後長出；花序頂生，

僅一朵花，少數具 2朵花，花淡紫色或少數為白色，外型優美且大，為極佳之觀

賞植物。為台灣之特有種，分布於海拔 1,500到 2,000公尺之山區，附生於陰濕

之岩壁、樹幹上或舖滿苔類之山顛上。 

 

60.南湖蠅蘭(Tipularia odorata Fukuyama)：EN 

為蘭科多年地生小草本，假球莖卵形，具有 1-2個節，其上僅具一片葉子；

葉子卵狀橢圓形，表面綠色，葉背紫紅色，葉基驟縮成一纖細呈紫褐色的葉柄；

花序自假球莖的頂端長出，長 5-8公分，其上長有數朵排列不甚緊密的小花；花

有香氣，唇瓣 3裂，具距。一般分布於北部及東部海拔約 2,400公尺的針闊葉混

合林下，本區可在海拔約 1,600公尺的鴛鴦湖畔發現，與林下苔類層混生。 

 

61.東亞黑三稜(Sparganium fallax Graebner)：EN 



為黑三稜科多年生挺水或沉水草本，地下莖橫走；葉基生直立，線形，基部

鞘狀，葉長於莖；花序總狀直立，頂生；花單性，聚集成球狀，雄花球位於花序

上方，而雌花球則位於花序下方；果實卵圓形。東亞黑三稜分布於中國、日本及

臺灣；臺灣主要分布於神祕湖、鴛鴦湖等東北部的湖沼。 

 

62. 老鸛草(Geranium wilfordii Maxim.) :VU 

為牻牛兒苗科之多年生草本，莖伏臥生長；葉對生，三角形，通常三深裂；

花序腋生或近頂生，著生二花，花白色，徑約 1.6公分。本種分布於中國大陸、

韓國及日本，台灣則遲至 1987年才被發表(Fan & Yang, 1987)，僅知侷限分布於

思源啞口一帶，本次調查則於鎮西堡附近發現其新生育地。 

  

珍貴及稀有植物在調查區內以及週邊地區之分布如圖二所示，由圖可見鎮

西堡及鴛鴦湖二地為稀有植物種類最多之處，此一現象或可歸因於此二地之調查

較為頻繁所致，惟與此二地區環境之變化或亦有關。由於生態系之多樣性直接影

響物種多樣性，鴛鴦湖具有水生、溼生及陸生等多樣化環境，而鎮西堡則具有原

始森林到開墾地之環境變化，故這些地區較原始森林擁有較高之物種多樣性乃意

料中事，相對之下出現稀有植物的機率亦較高。惟此仍有待將來進行更詳細之調

查以驗證之。 











針闊葉混淆林演替初期的植物社會，通常以小面積存在，並可發育成全台灣最常

見的落葉林型。在棲蘭山區本植群型主要分布於鴛鴦湖過後 0.5公里的一○○林

道兩旁，由於此東北向山坡母岩裸露，土壤化育不佳，加以持續的崩塌使得整個

植物社會維持在開放的灌叢植物社會，灌木層以台灣赤楊佔優勢，高度自 1至 3

公尺，地被層則以台灣芒為主，其次有台灣懸鉤子、裏白、腎蕨等零星出現。 

 

（三）森林植物社會： 

 森林為本區最主要的植被類型，涵蓋全區海拔範圍，根據氣候分帶、組成優

勢樹種可以區分為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暖溫帶闊葉林、溫帶常綠闊葉林、溫帶針

闊葉混淆林與溫帶針葉林五大類型森林植物社會，再依組成分化細分為不同優勢

林型，茲將主要林型的社會組成及結構特性分別描述如下： 

 

1.亞熱帶常綠闊葉林： 

調查區東界及北橫東段退輔會棲蘭森林遊樂區附近為全區海拔最低之處，海

拔高度範圍在 350至 700公尺左右，部分地區殘存之天然林屬於台灣北部低海拔

常見之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可能因外力干擾較為頻繁，故林相多不完整，常有一

些陽性樹種混生。較常見之優勢樹種有青剛櫟、鵝掌柴、大葉楠、香楠、大葉釣

樟、小梗木薑子、杜英、水同木、牛乳榕、茄冬、糙葉榕、水金京、樹杞、三葉

山香圓、青楓、白匏子、九芎、山漆等。灌木及草本種類則極為複雜，灌木層之

常見種類有通條木﹑刺杜密﹑天仙果﹑野牡丹﹑硃砂根﹑九節木﹑台灣山桂花﹑

華八仙﹑長梗紫麻﹑水麻﹑風藤﹑...等，草本層之常見種類則有廣葉鋸齒雙蓋蕨、

奄美雙蓋蕨、腎蕨﹑闊葉樓梯草、冷清草﹑台灣何首烏﹑火炭母草﹑普拉特草﹑

地蜈蚣﹑水鴨腳﹑棕葉狗尾草﹑姑婆芋﹑….等等。 

 

2.暖溫帶闊葉林： 

 暖溫帶闊葉林為本區分布範圍最廣的闊葉林型，海拔高度範圍為 700至 1500

公尺左右，由於全年雨量分布均勻度不同，本植群帶可再區分為常綠林型（長尾

尖葉櫧—香楠林型）與半落葉林型（青剛櫟—石朴林型），半落葉林型僅分布在

西村以西一帶的山坡及稜脊。 

 



(1)常綠林型（長尾尖葉櫧—香楠林型）： 

海拔高度 700至 1500公尺地區優勢的天然闊葉林為暖溫帶常綠闊葉樹林﹐

以樟科之楨楠屬(Machilus)及殼斗科之柯屬(Pasania)和栲屬(Castanopsis)植物佔

優勢，並混生有多種闊葉樹﹐具有相當高之物種岐異度。主要之優勢植物有長尾

尖葉櫧、紅楠﹑香楠﹑山紅柿等，其他常見的物種有厚殼桂、長葉木薑子﹑台灣

雅楠、赤皮﹑短尾葉石礫﹑黃杞、紅皮﹑杜英、猴歡喜﹑薯豆﹑牛乳榕﹑山枇杷﹑

小花鼠刺﹑西施花等﹐樹幹上常有大量附生植物﹐如台灣山蘇花、山蘇花、書帶

蕨﹑瓶蕨﹑海州骨碎補、石吊蘭﹑大腳筒蘭、石斛等﹔林下則以耐陰之灌木和草

本為主﹐如柏拉木、長梗紫麻、琉球雞屎樹﹑九節木﹑紅果金粟蘭﹑廣葉鋸齒雙

蓋蕨﹑觀音座蓮、冷清草、水鴨腳﹑咬人貓等；藤本植物有糙莖菝契、廣東山葡

萄、青棉花、血藤等。其結構與組成參閱圖四。 

 

(2)半落葉林型（青剛櫟—石朴林型）： 

調查區西側三光溪流域，即北橫大曼至西村一帶，由於位於東北季風之背風

坡，每年從十月份開始雨量銳減，氣候明顯轉變為夏雨型。受到此種冬半年有明

顯乾旱現象之影響，此區之植被雖亦屬闊葉林，但組成之優勢種除常綠闊葉樹

外，林中常混生有大量落葉樹，形成半落葉林，沿道路兩側之開闊地甚至形成帶

狀之落葉林，其景觀與常綠闊葉樹林迥然不同。此一林型森林之結構有三至四個

層次，優勢常綠樹種有青剛櫟、長尾尖葉櫧、大明橘、紅楠等，落葉樹種則以石

朴、台灣赤楊、櫸木等佔優勢，其他樹種有樟葉槭、黃連木、化香樹、楓香、山

櫻花、沙朴、山埔姜、牛乳榕、賊仔樹、大頭茶、米飯花、紅皮等，灌木層植物

種類較少，以九節木、車桑子為主，地被層植物有小葉複葉耳蕨、天草鳳尾蕨、

台灣蘆竹等；藤本植物種類較少，以細梗絡石、拎壁龍、風藤為主。 





3.溫帶常綠闊葉林： 

溫帶常綠闊葉林分布海拔高度範圍約 1500至 2000公尺，林相結構完整，垂

直的層次分化可以分成四層（圖五），即林冠層、小喬木層、灌木層及地被層，

林冠層高度 15至 20公尺，以木荷及錐果櫟最佔優勢，次優勢的物種有紅楠、薯

豆、昆欄樹、毽子櫟及黑星櫻，其他出現頻度較高者有霧社木薑子、長葉木薑子、

大葉石櫟、烏心石、薄葉虎皮楠、尖葉槭、小花鼠刺、長果紅淡比、山枇杷等；

第二喬木層高度約 8至 12公尺，以西施花及枇杷葉灰木較佔優勢，其次尚有大

葉木犀、圓葉冬青、香桂、高山新木薑子、阿里山灰木、粗毛柃木、台灣樹參、

等；灌木層植物以上層喬木稚樹及細枝柃木、假柃木、狹瓣八仙花、金石榴、深

紅茵芋、日本雞屎樹等為主；地被層植物以華中瘤足蕨最佔優勢，其次較常出現

的物種有台灣鱗毛蕨、倒葉瘤足蕨、斜方複葉耳蕨、廬山石葦、扇蕨、深山雙蓋

蕨、稀子蕨、魚鱗蕨、伏牛花、無刺伏牛花、高粱泡、台灣鬼督郵等；藤本植物

有北五味子、台灣絡石、青棉花、圓葉鑽地風及大枝掛繡球等；著生植物則以骨

牌蕨、書帶蕨及石吊蘭較常見。 

 

4.溫帶針闊葉混淆林：  

 溫帶針闊葉混淆林在調查範圍內主要出現在針葉林與常綠闊葉林交接地

帶，在調查區內佔有相當大的面積。本次調查在低陸山及基那吉山附近稜脊發現

較大面積的本林型植物社會，本林型最上層喬木種類與其他溫帶針葉林一樣，都

是以檜木類、台灣鐵杉及巒大杉等針葉樹種為主，但在本林型中針葉樹所佔有的

覆蓋度小於 30﹪，最上層喬木並不形成林冠，而是以突出樹(emergent tree)的形

態存在於森林中，樹高 20至 50公尺，因地而異，鬱閉的林冠是由第二層的闊葉

樹種所構成，林冠高度從 15至 20公尺。第一層喬木的針葉樹種以檜木為主，即

台灣扁柏或紅檜，其次是台灣鐵杉、巒大杉、台灣黃杉等，第二層喬木則以木荷、

錐果櫟、大葉石櫟、霧社木薑子、昆欄樹等闊葉樹佔優勢，其餘物種及森林結構

與溫帶闊葉林相當。 

 

 

 

 





5.溫帶針葉林 

針葉林在海拔 1000公尺左右開始出現，特別是在迎向東北季風之坡面上針

葉林的分布明顯降低。惟大部份分布於較低海拔地區之針葉樹多半形成針闊葉樹

混淆林，為介於闊葉林與針葉林兩種植物社會之過渡帶。針葉林中又以檜木林佔

大部分，調查區南側乾燥之南向坡則以松林為主，稜線附近則以鐵杉林為主。檜

木林為本區最重要之植物社會，以紅檜和台灣扁柏佔絕對優勢，但其中亦有多種

針葉樹，如台灣杉、巒大杉（香杉）、台灣鐵杉、台灣黃杉（帝杉）等混生。紅

檜和台灣扁柏所構成的森林常合稱為檜木林，惟一般而言，二者之生育環境略有

差異，前者多生育於山坡下側近溪谷處，形成紅檜林；而後者則多生育於山坡上

側近稜線處，形成扁柏林；但在環境適中之處，二者亦常混生而形成混合林。本

區的檜木林為全台同型森林中最具代表性者，惜以過去數十年間大量砍伐，棲蘭

山 100號林道以東幾已蕩然無存，目前所見之優良林分多位於大漢溪上游。 

 

(1)台灣扁柏林型： 

台灣扁柏林以鴛鴦湖附近為代表，然此一林份之結構僅具有三個層次，明

顯欠缺第二層闊葉樹喬木層，且組成樹種中未發現在台灣中海拔森林中普遍出現

之殼斗科植物，故與台灣其他地區，甚或鄰近地區之檜木林頗不相同，僅能視為

檜木林的一個特例。茲簡述其結構與組成如下，第一層樹冠以台灣扁柏最具優

勢，胸徑約在 80 公分至一公尺左右，其餘優勢樹種以台灣鐵杉次之，其他樹種

極少出現；第二層林木以白花八角最佔優勢，其他較重要之優勢植物有台灣杜

鵑、台灣扁柏、厚皮香，昆欄樹、深山野牡丹、高山新木薑子、台灣鵝掌柴、長

果紅淡比、台灣樹參、阿里山茵芋等；地被植物則以台灣瘤足蕨最常見亦最佔優

勢，但因溼度甚高，故地面常覆蓋大量之苔蘚類植物，其覆蓋度常達 50%以上；

其餘較常見之地被植物有耳形瘤足蕨、掌葉黃蓮、台灣藤漆、台灣沿階草、圓葉

裂緣花、鴛鴦湖細辛、山酢醬草、肉穗野牡丹、裂葉樓梯草等，覆蓋度均低；著

生植物種類甚多，以細葉蕗蕨、肢節蕨、波氏星蕨、石吊蘭、台灣一葉蘭等較為

常見。 

 

雪白山南向坡面之扁柏林，初步勘查結果其結構與組成與鴛鴦湖頗有差

異，此地之台灣扁柏胸徑可達二至三公尺，森林具有四至五個層次，且第二層闊



葉樹喬木層之組成樹種中有多種殼斗科植物出現。此地之台灣扁柏林發育良好且

結構完整，或為全台此一林型中林相最為優美者，此一樣區尚待進一步詳細調查

之。 

 

(2)紅檜林型：  

紅檜林可以鎮西堡附近為代表，森林之結構具有完整之四或五個層次。第

一層樹冠幾乎純由紅檜構成，樹高約 40－50公尺，甚至可達 60公尺，胸徑可達

4-5公尺，極為壯觀；偶亦可見台灣鐵杉、台灣杉、巒大杉、華山松等針葉樹伴

生，胸徑亦達 2公尺之譜；第二層樹冠則由闊葉樹構成，高約 15-25公尺，其中

大樹之胸徑亦達約 l公尺左右，常見樹種包括木荷、大葉柯、狹葉櫟、昆欄樹、

毛柱紅淡、薄葉虎皮楠、台灣蘋果、水絲梨、森氏櫟、山櫻花、烏心石等；第三

層之小喬木層高約 8-12 公尺，以長葉木薑子、霧社木薑子、高山新木薑子、黑

星櫻、厚皮香、擬日本灰木等為主；灌木層則以狹葉莢迷、玉山灰木、阿里山灰

木、細枝柃木、圓葉冬青、深紅茵芋、虎刺、台灣八角金盤及上層喬木的幼株組

成；地被層則以台灣瘤足蕨最多，其餘常見者尚有斜方複葉耳蕨、華中瘤足蕨、

尖葉耳蕨、稀子蕨、川上氏雙蓋蕨、絨莖樓梯草、短角冷水麻、長梗盤花麻、赤

車使者、蘭嵌馬藍、台灣沿階草等。 

 

(3)台灣扁柏—巒大杉—台灣杉林型： 

台灣扁柏—巒大杉—台灣杉林型以棲蘭山區一六○及一七○林道沿線山坡

為代表（圖六），在調查範圍內佔有較大的面積，最上層喬木幾乎僅由台灣扁柏、

巒大杉及台灣杉共同組成，其中仍是以台灣扁柏最優勢，其次是巒大杉及台灣

杉，樹形皆相當高大，平均高度約 30至 35公尺，胸高直徑約 1.5至 2公尺，在

接近稜脊或坡度陡峭地區，則會混生少量台灣鐵杉、台灣二葉松及台灣五葉松；

第二喬木層以闊葉樹種為主，高約 15-25公尺，其中大樹之胸徑亦達約 l公尺左

右，優勢的種類為木荷、毽子櫟、假長葉楠、霧社木薑子、昆欄樹及台灣紅榨槭

等，其他常見樹種有大葉石櫟、粗毛柃木、狹葉櫟、毛柱紅淡、薄葉虎皮楠、森

氏櫟等；第三層之小喬木層高約 8-12 公尺，以長葉木薑子、高山新木薑子、白

花八角、黑星櫻、四川灰木、阿里山灰木等為主；灌木層則以狹葉莢迷、細枝柃

木、圓葉冬青、深紅茵芋、八角金盤及上層喬木的幼株組成；地被層則以台灣瘤



足蕨最多，其餘常見者尚有斜方複葉耳蕨、華中瘤足蕨、斜方複葉耳蕨、魚鱗蕨、

川上氏雙蓋蕨、短角冷水麻、赤車使者、蘭嵌馬藍、沿階草等；藤本植物有大枝

掛繡球、紫花野木瓜等。 

 

(4)台灣鐵杉林型： 

台灣鐵杉林型在調查區內主要分布於西南側海拔較高之處，但全區於海拔

1,500 公尺以上之近山頂稜線處亦均可見之。海拔較高處之鐵杉林殆為純林，林

下以玉山箭竹佔絕對優勢，其他草本植物甚少，種類組成頗為單純；海拔較低處

之山頂或支稜之鐵杉林則與檜木林相接，其上層林木高度 20至 25公尺，以台灣

鐵杉佔優勢，台灣扁柏則零星分布;下層林木高度 5 至 6 公尺，以台灣杜鵑最優

勢，台灣扁柏次之，常見之植物為台灣杜鵑、台灣扁柏、台灣樹參、高山新木薑

子、毛蕊木、白花八角、玉山灰木、長果楊桐、假繡球、銳葉南燭、台灣莢迷、

雲南冬青等; 地被草本植物則以台灣瘤足蕨最佔優勢，其他常見之植物有台灣黃

蓮、圓葉裂緣花、大花細辛、沿階草、紫金牛等；藤本、著生植物出現較少，以

細葉蕗蕨、蔓竹杞、梳葉蕨等出現較多。 

 

(5)松林型： 

松林型主要見於調查區西南側與雪霸國家公園接壤之南向坡面，以台灣二葉

松及華山松佔優勢，伴生植物亦均以陽性植物為主。一般認為此一林型為火災適

存植群，由於週期性火災之干擾，故森林往往無法發育至鬱閉之階段，多形成類

似疏林之景觀，森林之結構通常只有二至三層，物種之組成則頗為單純。由於可

及性及時間因素皆不足，此一林型在本調查並未設樣區調查。 

 







植物景觀 
 

植物景觀分析係依據自然度及稀少性進行初步分析，自然度的區分依據黃

增泉等（1999）之定義區分為下列六級： 

 

自然度 5—天然林地區：包括未經破壞之樹林，以及曾受破壞，然已演替成天然

狀態之森林；及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結構均頗穩定，如不

受干擾其組成及結構在未來改變不大。 

自然度 4—草生地：在當地大氣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林，但受立地因子如土壤、

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子之限制，使其演替中止於草生階段，

長期維持草生地之形相。 

自然度 3—造林地：包含伐木跡地之造林地、草生跡地及火災跡地之造林地，以

及竹林地。其植被雖為人工種植，但其收穫期長，衡定性較高，不

似農耕地經常翻耕、改變作物種類。 

自然度 2—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田、雜糧、特用作

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地被可能隨時更換。 

自然度 1—裸露地：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被區，如河川水域、礁岩、天然崩

塌所造成之裸地等。 

自然度 0—由於人類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如都市、房舍、道路、機場等。 

 

依此定義製作棲蘭山區之自然度圖（圖七），顯示大部分地區仍具有高的自

然度，即大部分地區仍屬天然林。依據自然度以及植群之稀少性分析，調查區內

有下列數處擁有較高的植物景觀價值： 

一、北橫沿線之四季景觀變化：台灣由於地處亞熱帶，故氣候之四季變化

並不明顯，也不容易看到如溫帶地區一般的四季景觀變化。但在本區北橫沿線四

稜至大曼一帶，由於位於東北季風的雨影區，冬季乾旱，形成以落葉闊葉樹佔優



勢之半落葉林，尤以春秋時序交替之際，極富景觀變化之美。 

 

二、斯馬庫斯及鎮西堡之巨木群：巨木素為台灣森林遊樂區之重要景觀點

之一，如阿里山、拉拉山、觀霧、大雪山、溪頭等地莫非如此，斯馬庫斯及鎮西

堡二地之巨木群在台灣堪稱數一數二，不論就大小或數量均遠勝前述地點，景觀

價值無以倫比。 

 

三、鴛鴦湖之中海拔溼生及水生植群：水體本身即為重要之景觀點，而水

生及溼生植群在台灣中海拔山區又極為少見，鴛鴦湖之水生及濕生植被為少數代

表台灣中海拔山區水域生態系之地區之一，為稀有之植物景觀。 

 

另外如一六○及一七○林道之原始檜木林，為目前台灣扁柏林型中保存良

好且容易抵達之處，均具有高度之植物景觀價值，惟其中若干地區亦屬生態敏感

度較高之處，保育與觀光遊憩之平衡點以及環境承載量均需深入考量。 

 





結論與建議 
 

綜合半年來調查結果以及前人於鴛鴦湖地區之研究資料（柳榗、徐國士，

1973；林則桐、邱文良，1990），生育於本區之維管束植物累計已知有 1009種之

多，如再經詳細調查當不只此數，植物種類可稱相當豐富。調查區內之稀有植物

初步發現共有 62 種，其中棲蘭杜鵑及鴛鴦湖細辛為特產於本區之植物，另外亦

有頗多為古老之孑遺物種，極具保育與研究價值。 

 

根據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鎮西堡及鴛鴦湖二地為稀有植物種類最多之處，此

一現象或可歸因於此二地之調查較為頻繁所致，惟與此二地區環境之變化或亦有

關，此仍有待將來進行更詳細之調查以驗證之。 

 

本區之天然植被類型主要包括水生及濕生植被、森林植被兩大類型，其中

鴛鴦湖之水生及濕生植被為少數代表台灣中海拔山區水域生態系之地區之一，目

前已公告為鴛鴦湖自然保留區。 

 

本區之森林植被若依氣候帶劃分可分為熱帶常綠闊葉林、暖溫帶闊葉林、

溫帶常綠闊葉林、溫帶針闊葉混淆林與溫帶針葉林五大類型森林植物社會；若依

形相則可分為常綠闊葉林、半落葉林、檜木林、鐵杉林及松林等五種主要類型，

其中又以檜木林為最主要類型。檜木林不論在學術或利用上均具有極高價值，特

別是在學術研究上，無論就生態保育、生物地理、島嶼生物或全球變遷等考量，

檜木林均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惟國內對此種林型，不論對其生育地條件、森林

之演替、生態系中養分與能量之循環、生育其間各種生物之多樣性以及相互關

係，仍欠缺了解（林則桐、邱文良，1990）。在此種情況下，劃設適當之保護區

以供長期且深入研究是必須的，惟目前台灣針對檜木林設立之保護區或保留區僅



有鴛鴦湖一處，面積僅 374公頃。其他自然保留區或國家公園或林務局之國有林

自然保護區範圍內雖亦保存了一些檜木林，惟面積及數量均不足。本調查區內之

檜木林為全台此類林型中蓄積優良、更新最佳（陳玉峰等，1999），佔地最廣地

域（據洪富文等，2000資料），且不同齡級之林分（幼齡林、壯齡林及老齡林）

於此均可發現，具有高度生態多樣性，特別是此地之扁柏林為全台（也是全球）

惟一殘存最大面積之天然純林，更應予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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