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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自然資源資料庫的資料擴充工作的延續。在植物方面，以陽明

山國家公園內車、步道兩側 10 公尺範圍內胸高直徑大於 80 公分的老樹為對

象，進行種類以及分布的調查。在動物方面，進行蛛形綱的蜘蛛目、盲蛛目，

以及軟甲綱的等足目及端足目的普查。其中等足目動物有部份類群在外觀上

極為相似，因此在本研究中也利用粒線體 DNA 序列比對技術輔助鑑定。 
記錄的老樹共有 22 種 235 株，榕樹、楓香及紅楠是數量最多的三種老

樹。大多數的老樹都出現在道路兩側以及公園、聚落內。以老樹的來源來區

分，人工種植的老樹共有 7 種，株數為 164 株。屬於天然植株的老樹有 15
種，株數為 71 株。 

蜘蛛目動物共採獲成熟個體 16 科 66 種。在棲地屬性上，由於調查方式

採用掉落式陷阱，因此採獲的大多是地棲性，且行為上屬於地表徘徊型的種

類。其中以狼蛛科、鷲蛛科以及蟹蛛科合計的個體數即達總數量的 81%，是

陽明山國家公園底層的蜘蛛優勢類群。優勢種則是狼蛛科水狼蛛屬的一個未

知種 (Pirata sp.1)。 
盲蛛目動物共採獲 5 科 13 種。以大屯山系採獲的種類及數量最多。種

數次多為七星山系。闊葉林植被有較多的盲蛛種類，但芒草草原以及矢竹草

原有較高的盲蛛數量。 
端足目動物僅採獲 2 種，二者均以闊葉林為主要的棲息環境。布氏陸鉤

跳蝦的分布較廣，土跳蝦僅出現在陽明書屋至七星山登山口一帶，數量龐大。 
等足目動物共採獲 4 科 6 種，大屯山區採獲的種類及數量最多。總個體

數以海蟑螂科的湖水虱 (Ligidium sp.) 數量最多。其次為喜陰蟲科的眼斑喜

陰蟲。等足目動物的種類組成在各種植被型棲地中有明顯差異。從數量上來

看，以闊葉林最多，其次為人造林。矢竹、芒草以及短草環境的等足目動物

較少，而裸地環境則是完全沒有。 

 
關鍵字: 陽明山自然資源資料庫、老樹、蜘蛛、盲蛛、端足目、等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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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expend the exist database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Yangmingsan National Park. In the flora sub-database,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old trees with DBH (diameter in breast high) over 80 cm and locating 10 meters 
inside main roads and footpaths were recorded. In the fauna part, a pitfall survey 
was used for fauna of spider (Araneae), harvestman (Opiliones), terrestrial 
isopod (Isopoda), and amphipod (Amphipoda). Moreover, chromosome DNA 
sequencing was used to examine morphological groups of the isopods.  

There are 235 extended records of old trees, which belongs to 22 species. 
The first three abundant species of the old trees are Ficus microcarp, 
Liquidambar formosana, and Machilus thunbergii. Most of the old trees locate 
beside main roads and inside parks and villages. Seven species, 164 individuals 
of these old trees were planted by men; 15 species, 71 individuals of these old 
trees were from natural seeding.  

There are 16 families, 66 species of spiders records in the pitfall survey. 
Most of the spiders are ground-living and wondering species. Lycosidae, 
Gnaphosidae, and Thomisidae, the dominated groups, are consist 81% of the 
whole records, the most dominated species is an new recorded wolf-spider 
species, Pirata sp.1. There are 5 families, 15 species of harvestmen records in the 
survey. Datuansan has the most abundant species and individual of the 
harvestmen, then Chihsinsan. However, 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the 
species number of the harvestman is higher, and in grasses areas the individual 
number of the harvestman is higher.  

Two species of amphipod were recorded. They mainly lives under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The first species of the amphipod has wider distribution. The 
second species is abundant locally, specially in the area between Yangming 
Reading Cabin and entrance of Chihsinsan.  

Four families, 6 species of terrestrial isopods were recorded. The most 
abundant species is Ligidium sp. (Ligiidae). The other common species is 
Burmoniscus ocellatus (Philosciidae). Datuansan has the most abundant species 
and individual of the isopods. The isopo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vegetations is varied. 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the species diversity is 
the highest, then artificial forest; grasses areas, and none in lands without 
vegetation.  

 

Keyword: database of natural resources, old trees, spiders, harvestmen, 
amphipods, isop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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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生態資源豐富，大型昆蟲已知至少有 324 種 (羅淑

英，1996)，哺乳類動物已知至少有 26 種 (李玲玲、徐昭龍，2006)，鳥類

122 種，爬行類 53 種，蛙類 22 種，蝶類 191 種 (李培芬，2007)。而在園區

內記錄到的維管束植物種類更高達 1309 種（王義仲，2003）。為有效管理動

物、植物、環境監測與地景地質等資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從民國九十

四年至九十六年間著手建置「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資源資料庫」。並在「自

然資源資料庫查詢管理系統 96 年擴充計畫」(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2007) 執行期間彙整了過去研究報告中的調查資料，將臺灣動物名錄以

及部份的分布資訊建檔於本資料庫中。後續又於九十七年完成臺灣植物名錄

建置以及園區內一般遊憩路線及登山步道的植物名錄調查  (傅木錦，

2008)。至此，自然資源資料庫內已建置完成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脊椎動物、

昆蟲以及維管束植物的名錄。 

統計至目前的結果，在植物方面，自然資源資料庫已完成臺灣植物名錄

建置，且已有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植物的分布點位資料 29764 筆，這其中包含

了蕨類植物 121 種，裸子植物 13 種，雙子葉植物 537 種以及單子葉植物 157

種。在動物名錄方面，資料庫中已建置臺灣動物名錄 3048 種，其中以蝶類

及脊椎動物的名錄建置最為完整，且現有的 5865 筆動物分布點位資料幾乎

全屬於蝶類以及脊椎動物。雖然自然資源資料庫建置了相當高達 1952 筆的

無脊椎動物名錄，但是這些無脊椎動物的點位分布資料幾乎沒有，且已建置

的無脊椎動物全部屬於昆蟲綱，其他類群的無脊椎動物名錄尚未建置。 

本計畫為自然資源資料庫的資料擴充工作的延續，依資料庫系統現有的

功能，逐年完成不同類群生物的分布調查，以完整建立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

生物基本資訊，輔助陽管處的保育決策以及提高解說教育的服務內涵。本次

計畫的調查對象涵蓋植物及動物。在植物方面，有鑑於老樹是野生動物重要

的生態資源提供者，有些尚且為珍貴之鄉土文化資產。生長在聚落的老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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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住民的生活有密切關連，而在山坡地以及天然環境中經由自然演替而留

存的老樹其必然有獨特的生態意義。通常老樹樹冠可高聳於周遭植群，是許

多大型鳥類偏好的築巢場所以及休息的棲枝。而老樹開展的樹冠可提供廣大

的遮蔽，足以提高微棲地的溼度，形成獨特的微氣候。粗大的樹幹則可提供

基底，是攀附植物的依附對象。樹幹上的孔隙或樹洞則是野生動物的棲息場

所。而老樹的存在，也代表當地生態環境有一定的穩定性及特質，非常值得

我們探究。因此本次計畫在植物資料庫方面，即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老樹

為對象，進行種類以及分布的調查。 

在動物方面，本計畫以陽明山自然資源資料庫內尚未建立資料的非昆蟲

無脊椎動物為調查對象。在非昆蟲無脊椎動物中，蛛形綱(Arachnida)的蜘蛛

目(Araneae)、盲蛛目(Opiliones)，以及軟甲綱(Malacostraca)的等足目 (Isopoda) 

及端足目(Amphipoda) 是較常見或是分類資料相對較多的類群，因此本計畫

即以這四個目為本年度的調查研究對象。等足目動物以及端足目動物絕大多

數棲息於環境的底層。蜘蛛目動物以及盲蛛目動物的棲息空間除了底層之

外，有些類群也會棲息在樹木或是草灌叢植物體上。由於本次研究的調查對

象所涵蓋的分類群較多，因此本年度先以棲息於土壤表層及淺層的物種為調

查對象。 

在另一方面，本計畫的對象物種-等足目動物有部份類群在外觀上極為

相似，其分類的依據往往僅能靠體節外緣的角度或是交接器的微小差異來區

別。這些特徵模稜兩可，若非熟悉此類群動物研究人員以及藉由高性能顯微

鏡輔助實在很難區別其差異。近年利用粒線體 DNA 序列比對技術已成為物

種族群遺傳或是物種鑑別研究的重要輔助工具。DNA 序列除了可以驗證傳

統形態分類方式的正確性之外，又具有快速的優點。農委會林務局於 92 年

至 98 年間便已開始進行「臺灣野生物遺傳物質冷凍典藏計畫」，以公開徵求

的方式蒐藏臺灣野生動物的生命條碼序列與遺傳物質，以因應目前全球物種

快速滅絕的危機。本計畫所研究的四個非昆蟲土壤動物類群除了蜘蛛目之

外，其餘類群分類研究很少，遺傳序列的研究更是缺乏。本研究以有限的經

費下初步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內部份等足目動物為對象，建立其生物條碼資料

庫，以期能夠檢驗現有等足目分類的正確性，並提供未來研究人員從事分類

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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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人研究 

一、 陽明山國家公園所在行政區老樹資料庫現況 

近年來，老樹被視為是具有人文及歷史意義的文化資產。民國 79 年當

時的臺灣省農林廳推行「加強珍貴老樹及行道樹保護計畫」時，即提出 1. 符

合胸高直徑 1.5 公尺以上（胸圍 4.7 公尺以上），2. 樹齡 100 年以上，以及

3. 特殊或具區域代表性之樹種等三個認定原則。符合前述任一原則的樹木

即屬於受保護的對象。 

近年許多地方政府陸續進行，或已完成轄內老樹(或受保護樹木)的普

查。各地方政府進行平地及山坡地村落老樹調查及保護計畫時，大多援引上

述的認定原則。其中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92 年 4 月 18 日公布「臺北市樹木保

護自治條例」，更將受保護樹木擴及珍稀物種，且胸高直徑達 80 公分以上的

樹木全列為保護對象。 

這些樹木的調查資料，有些已經上網公開供民眾查詢。在臺北市區老樹

的相關資料庫目前有農委會林務局的「臺灣的老樹」，以及臺北市政府的「受

保護樹木」兩個網頁資料庫。「臺灣的老樹」收錄的老樹資料主要來自於平

地及聚落。其中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及邊緣的老樹共有 27 筆 (圖 1)。 

臺北市政府的「受保護樹木」共有 1456 筆老樹資料，但調查範圍並未

涵蓋陽明山區。該資料庫中每一筆資料均有編號、位址描述、樹種、管理單

位、樹高、樹齡、來源、樹形、特色、健康度、地理位置、背景訪談及環境

描述，其最大的特色在於樹木的空間資訊可與 Google Map 結合，直接可將

樹木位置呈現於衛星影像圖上。臺北縣政府則是從去年開始進行老樹的列管

造冊。目前已經完成網路查詢平台。 

 

 



陽明山國家公園 98 年度「自然資源資料與監測系統 PDA 野外調查資料建檔工作計畫」 

 4

 

圖1 農委會林務局老樹資料庫中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老樹 (座標系統

TWD97) 

 

二、 陽明山國家公園非昆蟲土壤無脊椎動物普查現況 

本計畫的四個研究類群：蛛形綱(Arachnida)的蜘蛛目(Araneae)、盲蛛目

(Opiliones) ，以及軟甲綱 (Malacostraca) 的等足目  (Isopoda) 及端足目

(Amphipoda) 是土壤中較常見的非昆蟲無脊椎動物。除了蜘蛛目在臺灣已有

學者進行多年的分類研究之外，其餘物種幾乎沒有臺灣研究人員進行過研

究，亟待建立其分類以及生物學資料。各類群動物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普查

及研究現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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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蜘蛛目 

蜘蛛目動物是土壤動物中數量及種數相當龐大的類群，累積的分類研究

成果也是相對較豐富，且早有通俗性的蜘蛛圖鑑出版 (傅燕鈴，2002；陳世

煌，2001)。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蜘蛛目動物調查資料並不多。卓逸民教授曾

於 2003 年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不同植被型環境進行蜘蛛目動物的採集研

究，共鑑定出棲息於地表、灌叢及樹冠層的蜘蛛 91 種。是目前陽明山國家

公園內蜘蛛類動物最完整的一次普查。除此之外，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蜘蛛

調查資料也散見於動物相調查研究報告中，為動物相調查主題下的調查對象

之一。如林曜松教授 (2000) 調查磺嘴山生態保護區動物相，曾以掉落式陷

阱，捕獲 4 目 (Order) 的蛛形綱動物，其中蜘蛛目動物經鑑定共有 46 種。

林思民教授 (2008) 調查芒草與箭竹草原的動物相，確認蜘蛛目 21 種。至

此，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已知的蜘蛛種類共有 109 種。 

有些蜘蛛目動物體色鮮豔，行為特殊，容易吸引民眾興趣，是值得推廣

的解說教育素材。另一方面，有些種類體型碩大，外觀兇猛，常承受蜘蛛愛

好者的採集壓力。因此將蜘蛛目動物列為本年度調查的對象之一，除了更新

先前的蜘蛛分布資料之外，也期能確認各物種的豐富度，以及了解是否必須

立即提供保護措施。 

(二)  盲蛛目 

盲蛛目動物與蜘蛛目動物同屬蛛形綱。早期曾有日本學者鈴木正將整理

出臺灣盲蛛 25 種 (Suzuki, 1977)， 之後鶴崎展巨整理採集自臺灣的標本，

重新描述四個種及一個新種 (Tsurusaki, 1991)，至此臺灣的盲蛛記錄已有 26

種。但鶴崎展巨認為與日本相比，臺灣已知的盲蛛種類仍相對太少，可能仍

有很多的未知種類尚未被發現。 

陽明山的盲蛛記錄目前僅有 3 種 (Suzuki, 1977，Tsurusaki, 1991)。而臺

灣學者幾乎沒有對盲蛛目從事過分類研究。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盲蛛目動

物調查資料散見於各研究報告中，如林曜松教授 (2000) 研究磺嘴山的動物

相提及有盲蛛出現，但未進行分類。林思民教授 (2008) 研究草原及森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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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動物相，採獲 4 種盲蛛，但也未能鑑定種類。許多臺灣動物多樣性的研

究中都會在研究地點發現盲蛛的存在，但是皆未能予以詳細鑑定。主要是因

為臺灣所有的盲蛛模式標本以及鑑定者多在德國及日本，而且許多重要的分

類文獻是以德文發表於 20 世紀初期，這些資料取得都相當不易，是臺灣後

起研究人員研究本類動物的困難之處。 

(三)  端足目 

棲息於陸域或是溪流的端足目動物均為鉤蝦亞目的成員。而陸生的種類

目前已知絕大部份都屬於鉤跳蝦科 (Talitridae)。臺灣陸生端足目動物俗稱跳

蝦，相關研究非常少，大多數的分類研究都集中在海岸高潮線附近的沙跳蝦 

(Miyamoto and Morino, 1999, 2004, 2008)。與棲息於森林內跳蝦有關的文獻

僅有一篇布氏陸鉤跳蝦 (Bousfieldia phoenixae) 的新種報導 (Chou and Lee, 

1996)。 

跳蝦對於防止體內水分散失的機制並不完善，因此僅能棲息高溼度的微

棲地。由於鉤跳蝦大多棲息在穩定的潮溼環境，所以鉤跳蝦是良好環境指

標。在適當的環境下常可發現龐大的族群量，是我們在提及土壤生態時無法

忽視的類群。 

陽明山的鉤跳蝦在近年的研究報告中完全沒有被提及。雖然鉤跳蝦在陽

明山區的種類可能不多，但是牠們在特定環境常會出現龐大族群，且牠們以

植物碎屑為食，在生態環境中擔任分解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許多肉食性

動物的食物來源，深具研究的價值。 

(四)  等足目 

陸生等足目的部份類群俗稱鼠婦，是生活於落葉層或枯木中的小型節肢

動物，大部分的種類以朽木或是植物腐敗的枯枝落葉為食。1992 年，韓國

學者權道憲與臺灣博物館王嘉祥先生曾進行一次，也是至目前為止最完整的

臺灣陸生等足目動物普查，整理出臺灣陸生等足目動物 23 種 (Jeon and 

Kwon, 1996；Kwon and Jeon, 1993；Kwon and Wang, 1996；Wang and Kwon, 

1993)。但當年的調查並未進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因此實際上陽明山

國家公園內的等足目動物多樣性現況仍屬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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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同種類的等足目動物外觀非常相像，往往僅有很微小的特徵差

異，必須靠顯微鏡或是有經驗的分類學者才有辦法區別出來。因此我們依據

文獻確認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等足目動物種類後，各物種均進行至少一個個體

的粒線體 COI 基因序列定序。以提供未來研究人員從事分類研究的參考。 

第三節   計畫目標 

一、調查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步道及車道老樹分布。 

二、進行陽明山國家公園非昆蟲無脊椎土壤動物 (蜘蛛目、盲蛛目、端足

目、等足目) 調查。 

三、建立陽明山國家公園陸生等足目動物的生物條碼序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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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老樹分布調查 

一、 調查時程、對象及方法 

於民國 98 年 5 月至 11 月間，調查胸高 (離地高度約 1.3m) 直徑為 80cm

以上的喬木。 

為了讓調查資料未來可以匯入自然資源資料庫中。老樹調查的記載項目

參考自然資源資料庫內的欄位規範(圖 2)。每株被調查的老樹均記錄其種

類、座標、海拔高度、生育環境、地理位置、樹高、胸高直徑、地址。另外，

為了了解老樹與周遭植被的關係，老樹上的附生植物以及鄰近的伴生植物一

併記載。 

定位採用Garmin 60CSx衛星定位儀，並配合強固型PDA(PS535F, Getac) 

進行座標測量及資料登錄。GPS 座標基準設定為 WGS84，並轉換為臺灣座

標基準 1997 版(TWD97)座標植。後續的座標計算以及資料登載均使用

TWD97 座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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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自然資源資料庫-老樹資料庫的各項欄位 

定位方式係直接將 GPS 直接貼靠在目標樹樹幹上，待定位數值穩定後

隨即記錄座標值。但 GPS 顯示的定位誤差在 5 米以上時，為了提高測量精

度，調查者在附近尋找樹冠覆蓋程度較低，且可以直視目標樹的地點，當確

認 GPS 顯示測量誤差在 5 米以下時，記錄該點的座標，然後以雷射測距儀

標定目標樹的距離、方位、俯仰角。並透過與 PDA 的連結，將雷射測距儀

的測量資訊帶入掌上型電腦地理資訊系統 (ARCPAD V7.1, ESRI, Inc.)以取

得目標座標，並載入圖層中。 

樹高採用雷射測距儀 (TruPulse 360B, LTI )測高的功能來測得。當調查

人員所在位置約與目標樹木的基部同高，目標樹的樹頂可以直視且調查人員

與樹頂間無其他樹木枝條等障礙物時，使用測距儀內建的垂直高度測量功能

來測量樹高。但目標樹樹頂與調查人員間有其他障礙物時，則採用測距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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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測高功能。三點測高的功能主要是運用在調查者與目標物的頂端之間有

障礙物會干擾雷射測距儀功能時，可以利用調查者與目標物間的水平距離以

及與目標物頂端的夾角來計算出高度。 

樹幅以雷射測距儀兩點測水平距離的功能。以目標樹木樹冠最寬處的兩

個端點作為該樹的樹幅。當樹冠端點與調查者之間有障礙物會妨礙雷射測距

儀測量時，在原擬標定的樹冠附近或是垂直正下方尋找可以通視的物體 (通

常是鄰近植株的樹冠)作為替代的標定點，並由測距儀計算兩個標定點間的

水平直線距離作為樹幅值。 

老樹的胸高直徑以胸徑尺在樹幹高度大約 1.3 米的位置量測。當老樹所

在位置在民宅內或是懸崖峭壁上而無法接近測量時，則直接以測距儀測量樹

幹 1.3 米高處的幅寬，並儘可能從不同角度進行一次以上的測量，最後取平

均值作為該樹的胸高直徑。 

二、 調查範圍 

(1) 一般管制區內車道、步道及登山步道 

在一般管制區內以車道及登山步道兩側 10 公尺為調查範圍 (圖 3)。車

道包含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陽金公路、百拉卡公路、至善路、萬溪產業

道路等。步道則以下列為主： 

紗帽山線︰陽明山公車站→陽明湖→紗帽山→陽投公路 

竹篙山線︰冷水坑站→擎天崗→竹篙山→擎天崗環型步道→冷水坑 

菜公坑山線︰七星山站→百拉卡人車分道→菜公坑山→大屯自然公

園→七星山站 

中正山線︰竹子湖站→水尾產業道路→中正山→十八份 

面天山線︰七星山站→百拉卡人車分道→二子坪→面天山→興福寮 

坪頂古圳線︰平等里站→內厝橋→坪頂古圳→桃仔腳橋→田尾仔橋

→土地公廟→聖人瀑布 

金包里大路︰菁山里站→絹絲瀑布→擎天崗→許顏橋→頂八煙 

七星公園線︰陽明山公車站→遊客中心→七星公園→冷水坑 

頂山線︰冷水坑站→擎天崗→石梯嶺→頂山→風櫃口→聖人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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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山主峰線︰七星山站→百拉卡人車分道→大屯主峰→大屯坪→

二子坪→七星山站 

七星山主峰線︰七星山站→小油坑→七星主峰→七星東峰→夢幻湖

→冷水坑 

大屯山西峰線︰七星山站→百拉卡人車分道→大屯主峰→大屯南峰

→大屯西峰→清天宮 

(2) 生態保護區 

調查範圍包含生態保護區範圍內車道、步道以及仍有路跡的古道。磺嘴

山生態保護區磺嘴山步道、富士坪古道、鹿崛坪古道、大尖後山等路線。鹿

角坑生態保護區包括楓林瀑布、竹子山戰備道、以及大屯溪古道。 

 

圖3 老樹調查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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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昆蟲無脊椎土壤動物調查 

一、 採集方法 

研究期間為 98 年 4 月起至 98 年 11 月止。以 5-7 月、8-9 月以及 10-11

月間分別代表三季於各採樣點各進行一次採樣。 

每個採樣點設置 1 組掉落式陷阱(pitfall)。每組掉落式陷阱主體由兩個瓶

口直徑為 12cm 的 PET 罐及 3 公尺長，20 公分高的塑膠帆布所組成。在選

定的採集樣點先以鏟子將地面整平約 3 公尺長，30 公分寬的範圍，接著在

整平的地面上以營釘將帆布兩端拉直垂直固定於地面 (圖 4)，帆布與地面之

間的空隙以鏟子挖掘附近土壤填補。帆布的兩端埋設裝盛 1 公升 95%酒精與

甘油混合液 (4:1)的 PET 罐(圖 5)，罐口與地面平齊，在罐口上方以 3 枝免洗

筷支撐直徑 25cm 的免洗盤，用以阻擋雨水落入罐中。免洗盤的盤面調整到

離地面 5cm 以上，以避免妨礙長腳型盲蛛進入陷阱。 

每個採樣點均放置一週後收回採獲物，並將 PET 罐倒置，以避免非調

查期間有動物掉入。採獲的標本連同陷阱中的甘油-酒精混合液於現場倒入

雙層封口袋，並置入塑膠罐中攜回以避免擠壓造成滲漏或損傷標本。

 

圖4 帆布兩端拉直固定於地面 

. 

圖5 帆布末端各埋設一個 PET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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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地點選定及調查頻度 

國家公園內植被大類型可以區分為農作區、草原、天然闊葉林以及人造

林等 (黃增泉等，1986)。其中草原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代表性植被，依組

成的植物種類可分為包籜矢竹、臺灣芒、五節芒、以及放牧草原植物社會 (王

義仲，2003)。依照干擾程度，可區分為干擾程度較高的一般管制區(遊憩區)，

以及干擾程度較低的生態保護區有及管制措施之特定區域，如陽明書屋、天

溪園及大油坑等。 

非昆蟲土壤無脊椎動物的採樣點依據區系、環境干擾程度以及植被型態

來選定。區系分為大屯山系、七星山系、磺嘴山生態保護區以及鹿角坑生態

保護區。採樣點的植被類別區分為芒草原、箭竹草原、短草原 (代表放牧草

原)、闊葉林以及人造林。 

低干擾環境以磺嘴山生態保護區以及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為代表，分別選

定芒草原、箭竹草原、短草原、闊葉林及人造林設置採樣點。其中鹿角坑生

態保護區闊葉林面積廣大，因此加設一處闊葉林的採樣點。高干擾的遊憩區

以七星山系及大屯山系為代表區域，同樣選定芒草原、箭竹草原、闊葉林及

人造林設置採樣點。短草原採樣點則設置在擎天崗。 

另一方面，夢幻湖為草澤植被，周邊為人造林；大油坑為硫磺噴氣孔，

為無植被環境，二者具有獨特的生態條件，因此也分別設置採樣點進行調

查。夢幻湖的採樣點設置在距離水畔約 10 公尺處，該處植被屬於人造林，

地被植物密度並不高。大油坑周圍地表幾乎全為岩塊或碎石難以埋設陷阱，

因此選定距離大油坑北側約 75 公尺，土壤以碎石及腐植質混合組成的環境

作為陷阱的埋設點。 

除此之外，陽明書屋以及天溪園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物種多樣性相當高

的區域，二者長年以來都有管制措施，遊憩干擾程度不高，是值得探究底層

動物相的地點。再加上這兩個地點固定有解說員及志工帶領遊客進行導覽，

在解說教育上也有基礎動物資料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在這兩個地點也設置採

樣點，以了解這兩個地點的土壤動物多樣性。各樣點所在山系及屬性參見表

1。採樣點分布參見圖 6。 

 



陽明山國家公園 98 年度「自然資源資料與監測系統 PDA 野外調查資料建檔工作計畫」 

 14

表1 採樣點屬性表 

干擾程度 區系或地點 植被型/環境型 樣點
編號 緯度 經度 

1 N25.193791 E121.574581
闊葉林 

2 N25.189733 E121.554416

人造林 3 N25.184583 E121.53605 

矢竹草原 4 N25.1839 E121.535433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 

芒草草原 5 N25.211883 E121.560233

闊葉林 6 N25.164033 E121.587650

人造林 7 N25.164616 E121.586863

短草地 8 N25.167583 E121.597300
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芒草草原 9 N25.172433 E121.602166

陽明書屋 次生林 /人工植
栽 10 N25.1626 E121.54151 

天溪園 闊葉林 11 N25.1317 E121.5946 

大油坑 無植被 12 N25.174631 E121.580699

低 干 擾 
(生態保護
區或有管
制措施之
區域) 

夢幻湖生態保護區 人造林(近沼澤) 13 N25.167683 E121.56025 

闊葉林 14 N25.188833 E121.537283

人造林 15 N25.17461 E121.537283

矢竹草原 16 N25.176433 E121.521416
大屯山系 

芒草草原 17 N25.181433 E121.52415 

闊葉林 18 N25.158466 E121.5472 

人造林 19 N25.168316 E121.561866

矢竹草原 20 N25.179566 E121.546666
七星山系 

芒草草原 21 N25.172116 E121.559816

高 干 擾 
(遊憩區) 

擎天崗 短草地 22 N25.166683 E121.57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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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採樣點分布圖及所在位置植被型 (各採樣點屬性依編號參見表一) 

三、 標本處理及資料建檔 

攜回實驗室的標本若未能即時處理則先置於-20℃冰櫃冷凍。標本分類

之前先從甘油-酒精混合液中挑出，置於盛有清水的培養皿中 10 分鐘以上

以去除殘留於標本上的甘油，之後標本依種類連同寫有採集地點及日期的

標籤浸泡於含有 95%酒精的玻璃標本管中，然後由個別研究人員進行鑑定

及分類。所有的標本資料均以電腦建檔，以利日後匯入自然資源資料庫。 

為了配合自然資源資料庫的資料規範。各標本的調查資料至少須包含

時間、學名、座標、採集者、調查方式、採集地點植被、微棲地等基本資

訊。 

四、 資料分析 

將區系以及單一陷阱樣點的採集資料分開比較。區系資料係指特定範

圍或是山系內的所有採樣結果，例如七星山系的資料是指七星山範圍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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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林、次生林、矢竹草原及芒草草原等 4 個採樣點的資料總和。在本研

究中的區系依表 1 有七星山、大屯山、鹿角坑生態保護區以及磺嘴山生態

保護區。單一樣點係指面積小，但環境具有特殊的生態特性，在該區域種

僅設置一組掉落式陷阱。在本研究中的單一陷阱樣點有擎天崗、陽明書

屋、天溪園、夢幻湖及大油坑。 

(1) 多樣性分析 

棲地中的動物種類複雜度常會使用生物多樣性指數來表達。常用的多

樣性指數有下列幾種： 

辛普森優勢度指數(Simpson’s dominance index)指數，可用來表示動物

群落中種類的多寡，當數值越大表示此群聚內的動物種類越少，且群聚中

有優勢物種存在。 

Simpson 優勢度指數(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C)) 

 







2

N

n
C i

 

ni：為第 i 種動物之個體數     
N：所有種類之個體數 

 

夏農-威納歧異度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可以反映群

聚內的動物種類豐富度及各種動物個體數在群聚內的數量分配是否均

勻，數值越大代表動物種類越多，各物種的數量也都越相近，較無優勢種

類存在。 

Shannon 歧異度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H’)) 

 























N

n

N

n
H ii ln

 
ni：某種個體數 N：所有種個體數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代表群聚內各物種的數量均勻程

度。指數範圍在 0-1 之間，越接近 1，代表該群聚的各物種個體數較平均，

優勢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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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 (J’) 

S

H
J

10log

'
'

 
S=所出現的物種 

 

Margelef's index 種豐富度指數是用來呈現群聚內的種類數的豐富

度。數值越高，代表動物種類數越多。 

Margelef's index 種豐富度指數 (SR) 

NSSR 10log/)1(   

S：群聚內所出現動物種數，N ：所有種個體數 

 

各區系的多樣性指數是將該區的各採樣點三次的採集資料合併帶入

公式計算。各環境型的多樣性指數是將相同環境型的採樣點其三次採集資

料合併計算。 

(2) 相似性分析 

因多樣性指數無法呈現各種環境型內的動物種類差異，因此利用

MVSP 統計軟體的 UPGMA 群集分析方法，將各種環境型的動物組成相似

性以樹狀圖呈現。 

第三節   建立等足目動物的保育遺傳資料 

一、 DNA 的萃取 

將存放於 95%酒精的樣本取出，讓酒精短暫揮發，使用萃取 DNA 之

KIT(Master Pure DNA Purification Kit)，按照廠商說明書的流程純化 DNA。

萃取出來的樣本 DNA 均保存於-20℃冰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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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合酶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子標記是以粒線體 DNA 的 COI 片段基因。PCR 反

應中所使用的引子(primer)參考 Folmer et al. (1994)。 

PCR反應是在總體積 20μl的反應混合液內進行，含有 Promega GoTaq 

Green Master Mix (2x) 10μl、各 1μl 的一對 10mM primers、1.0~2.0μl 

25mM 的 MgCl2 、1μl 萃取的 DNA、5~6μl 的 ddH2O。PCR 反應參數

設定如下： 

 預熱期：以 94℃反應 3 分鐘使雙股 DNA 的兩股變性解開

(denature)。 

 反應期：設定 35 次循環，每一循環包括 94℃持續 30 秒的 denature；

接著為 48~50℃持續 40 秒使引子與 DNA 鏈合 (annealing)。之後

為 72℃持續 70 秒進行 DNA 複製的延長反應 (extension)。 

 後延長反應(final extension)：在完成 35 次循環後，再進行 72℃持

續 10 分鐘的延長反應而得到 PCR 反應產物。 

 設定 4℃讓產物進行低溫保存。 

反應產物以 1.5% agarose gel 確認 DNA 是否增幅成功後，委託生物技

術公司以自動定序儀進行定序。定序資料使用 sequencher 4.7 軟體進行序

列檢查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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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 

第一節   老樹分布調查 

一、 老樹分布 

統計已記錄的老樹共 22 種 (表 2)，種類有琉球松、臺灣肖楠、黃杞、

青剛櫟、石朴、山黃麻、榕樹、九丁榕、雀榕、樟樹、厚殼桂、大葉釣樟、

大葉楠、紅楠、香楠、楓香、相思樹、茄冬、無患子、杜英、九芎以及江

某等。記錄的老樹共有 235 株，其中榕樹共記錄 85 株，是數量最多的樹

種。數量次多的樹種為楓香，共記錄到 53 株。紅楠是數量第三多的老樹，

但數量僅有 25 株，其餘樹種全都在 11 株以下。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老樹分布主要集中在仰德大道、陽明公園、前山

公園、新北投與十八份之間的聚落及開墾地。在這個範圍內的老樹即有 167

株，其中榕樹就有 72 株，楓香有 48 株，其餘樹種株數都在 10 株或 10 株

以下。榕樹大多被種植在道路兩側，從仰德大道教師研習中心附近起，經

過紗帽路到新北投，以及從湖山路經東昇路到新北投這兩條道路兩側的路

樹絕大部份都是榕樹。楓香老樹則大多集中在陽明公園內，但在仰德大道

到新北投之間路旁也有不少楓香行道樹。 

其他老樹較集中的區域還有興福寮，及百拉卡公路從陽金公路到小觀

音山岔路口與竹子湖間的區域 (圖 7)。興福寮為聚落，在這一帶出現的老

樹有楓香、榕樹、相思樹、茄冬及大葉楠等，大多是聚落住民偏愛種植的

樹種。百拉卡公路與竹子湖間出現的老樹則多屬於原生植株，種類有紅

楠、大葉楠等。人工種植的樹種有榕樹及琉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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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老樹名錄 

樹種 

裸子植物 Gymnospermae  

 松科 Pinaceae  

  琉球松 Pinus luchuensis Mayr. 

 柏科 Cupressaceae 

  臺灣肖楠 Calocedrus formosana (Florin) Florin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胡桃科 Juglandaceae 

  黃杞 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 Wall. 

 殼斗科 Fagaceae 

  青剛櫟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 

 榆科 Ulmaceae 

  石朴 Celtis formosana Hayata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桑科 Moraceae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九丁榕 Ficus nervosa Heyne 

  雀榕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樟科 Lauraceae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Nees & Eberm. 

  厚殼桂 Cryptocarya chinensis (Hance) Hemsl. 

  大葉釣樟 Lindera megaphylla Hemsl. 

  大葉楠 Machilus japonica Sieb.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Liao 

  紅楠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 Zucc.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金縷梅科 Hamamelidaceae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豆科 Fabaceae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五加科 Araliaceae 

  江某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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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陽明山國家公園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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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樹屬性及個論 

從樹種的來源區分，老樹大致可以區分為人工種植及天然植株。人工

種植的樹種依用途可再區分為庭園樹 (種植於庭園或是農地) 及非庭園樹 

(包括路樹及人造林樹種)。有些出現在次生林的老樹，若其在陽明山區的

原生林中未曾被發現，且該樹種所在的次生林可能是由荒廢農地演替而來 

(林下有砌石等遺跡，附近或是有竹林)，那麼該樹則視為可能是前人所種

植，在本研究中將之歸類於人工種植。例如有些榕樹及楓香生長於次生林

中，但因這些次生林在過去應為開墾地，有些還有砌石或是竹林等等先民

農業活動的遺跡。再加上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原生林中並未曾發現榕樹

及楓香，因此推斷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楓香及榕樹老樹應該都是人工種

植。 

天然植株係指非人工種植的植株。有些樹種並無太大的利用價值，被

刻意種植的機會不高，或是過去在陽明山並沒有大面積造林紀錄，且在陽

明山區森林中很容易見到。這些樹種即使出現在聚落或是路邊，也都視為

是天然植株。 

在本研究中，視為人工種植的老樹共有 7 種，株數為 164 株。屬於天

然植株的老樹有 15 種，株數為 71 株 (表 3)。在比例上，人工種植的老樹

的比例為 67.2%，高於天然植株。 



第三章 結果 

 23

表3 老樹樹種、來源及數量 

來源 樹種 用途或所在環境型 株數 

榕 路樹、庭園 85 

楓香 路樹、庭園 53 

茄冬 庭園 10 

琉球松 造林 6 
相思樹 造林 6 

樟樹 路樹 3 

人工種植 

臺灣肖楠 庭園 1 

紅楠 聚落、開墾地、次生林 25 

雀榕 開墾地(公園) 11 

大葉楠 聚落、次生林 10 

山黃麻 次生林 5 

九丁榕 聚落、次生林 4 

香楠 開墾地 3 

石朴 聚落 2 

江某 次生林 2 

杜英 次生林 2 

無患子 開墾地(公園)、聚落 2 

厚殼桂 開墾地 1 

大葉釣樟 開墾地 1 

青剛櫟 次生林 1 

黃杞 次生林 1 

天然植株 

九芎 次生林 1 

 

(一)  人工種植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榕樹以及楓香是最主要的庭園樹以及路樹。臺灣

肖楠、茄冬也是庭園樹種之一，但數量不及榕樹及楓香。造林樹種則以琉

球松及相思樹為主。 

1.  榕樹 

榕樹廣泛分布於臺灣平地至低海拔丘陵地。由於榕樹生長快速，且氣

生根觸地後可以發展成支持根，因此在空曠的環境下往往可以發展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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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樹冠，提供人們遮蔭乘涼的處所。再加上榕樹材質可用性不高，大樹不

易遭到砍伐利用，在聚落中的榕樹常有機會成長為老榕，有些在廟宇附近

的老榕還會被當作神祇膜拜保護。 

榕樹老樹在陽明山分布相當廣泛。大多出現於聚落、公路兩側、開墾

地以及私人庭院 (圖 8)，少數位在已經發展成為次生林的舊農耕地。由於

在陽明山的原生林中並未發現過榕樹，因此推測出現在陽明山次生林內的

榕樹應全數是人為種植的植株。 

 

圖8 榕老樹分布圖 

榕樹因受人為管理程度很高，樹高及樹幅變異較大。觀察到的榕樹老

樹樹高範圍為 4.5 公尺至 19.5 公尺，平均為 12.4 公尺。樹幅為 6.4 公尺至

29.2 公尺，平均為 15.3 公尺。在本次調查的老樹中，榕樹的平均胸高直徑

為 123.8cm，僅次於雀榕。榕樹因其氣生根在主幹附近常會成長成為支持

根，會阻礙主幹胸高直徑的測量。因此有不少植株的胸高直徑測量值無可

避免的也涵蓋了支持根。若排除有上述誤差的植株，清天宮前圓環內的榕

樹 (No.242)(彩圖 6) 其胸高直徑達 217cm (表 4)，應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

胸高直徑最大的榕樹。但目前有蟲害，正投藥治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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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老樹在教師研習中心至臺北縣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之間分布相對

密集，在這個區域中的老榕生長空間大多未受壓迫，樹幅平均達到 24.0 公

尺。遠高於紗帽路一帶老榕的平均樹幅 16.2 公尺。 

榕樹的分布地點因靠近人類活動範圍，因此植株容易受到人類的管

理，活動的干擾及破壞。在紗帽路一帶的榕樹全緊臨道路，可能為了避免

妨礙交通，有些植株枝幹已被鋸斷。也有榕樹因壓迫到房舍或是妨礙車輛

進出而被鋸掉整個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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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榕樹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 陽明路一段，68 號南側廢屋前 荒廢地 正常   115.2 13.3 22 419 

2 陽明路一段 68 號北側，鄰近陽明路 荒廢地 正常  風藤；姬書帶蕨；青剛櫟 310 19.5 26.4 428 

3 陽明路一段 69 號北側，鄰近陽明路 荒廢地 正常  洋落葵；拎壁龍；腎蕨 210 17.3 26.3 430 

13 
湖山路一段 6巷 3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 陽金公路  111.2 9 22 436 

14 
湖山路一段 6巷 4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 陽金公路  123.9 17.1 29.2 436 

15 
湖山路一段 6巷 5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 陽金公路  204.6 19 25.1 435 

16 
湖山路一段 6巷 6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 陽金公路  170.7 16.3 26.3 438 

17 
湖山路一段 6巷 7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陽金公路  180 16.9 21.7 438 

18 
湖山路一段 6巷 8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陽金公路 風藤；江某 202 14.1 22.6 438 

19 
湖山路一段 6巷 9號西北面(國際大

飯店對面) 
荒廢地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陽金公路  82.7 9.6 20.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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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21 
湖山路一段 2 號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內 
開墾地 

良好(其中一分枝有蟲蛀痕

跡) 
陽金公路 拎壁龍；江某；茄冬 123.8 12.2 23.3 435 

27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風藤；伏石蕨；三角葉西番蓮 168 14.5 16.9 293 

28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日本薯蕷；漢氏山葡萄 102.5 14.4 6.4 292 

29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洋落葵；漢氏山葡萄；千金藤 127.3 16.2 18 292 

30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128.5 17.4 22.3 288 

32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

跡)(有一分枝斷掉) 
紗帽山 雞屎藤 83.3 12.7 13.2 288 

33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2 分枝(大分枝折斷) 紗帽山 黃金葛；拎壁龍 158.9 4.6 10.4 288 

34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95.2 13.7 13.2 288 

35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95.5 13.4 12.1 288 

36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雞屎藤 94.5 14.5 16.3 288 

37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樹幹上有蟲蛀痕跡) 紗帽山 雙面刺 104.4 14.9 17.7 288 

38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風藤；串鼻龍；洋落葵；拎壁龍；

合果芋 
177.3 15.7 24.1 333 

40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腎蕨；山葛；假菝契；伏石蕨；

臺灣崖爬藤；千金藤 
213.5 15.3 19.4 388 

45 紗帽路鼎筆橋 開墾地 良好 紗帽山  100 12.7 20.6 266 

53 前山公園(荷花池) 開墾地 良好 前山公園  122.6 11.9 15.2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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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63 淡水鎮百六戛 2-3 號 開墾地 良好   172.3 13.8 21.5 671 

71 菁山路 22 號 開墾地 良好  
巴西水竹葉；窗孔龜背芋；伏石

蕨 
95 11.1 18.4 503 

79 湖山路一段 開墾地 良好  拎壁龍；臺灣崖爬藤 100 11 10.1 459 

80 湖山路一段 開墾地 良好   190 13.4 7 449 

81 湖山路 1 段 17 號對面 開墾地 良好  風藤；伏石蕨 120 9.3 9 448 

104 竹子湖路 56 號左前方 10M 開墾地 良好  米碎柃木；伏石蕨 178 6 9.1 646 

109 花鐘停車場入口右方 12M 處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洋落葵；風藤；雞屎藤；

槭葉括摟 
97.1 7.8 10.7 416 

145 六窟溫泉 開墾地 末梢被鋸掉   113.8 4.5 7.3 372 

146 六窟溫泉 開墾地 良好   96.4 9.5 14 366 

147 湖底路 18-24 號路口 聚落 良好  腎蕨；拎樹藤 109.7 12.3 14.5 304 

154 湖山路 2 段站牌旁 開墾地 良好  合果芋；伏石蕨 85.1 16.8 23 409 

155 湖山路 2 段站牌旁 開墾地 良好  合果芋；伏石蕨 93.4 17.2 15.4 409 

156 湖山路 2 段 11~11-17 路口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83.6 18.1 11 408 

157 湖山路 2 段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104.8 17.4 16 411 

158 湖山路 2 段 開墾地 良好  風藤 125.9 15.3 10 412 

159 湖山路 2 段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 91.9 14.2 15.8 411 

160 湖山路 2 段 9-5 號外 開墾地 良好  風藤 96.5 12.6 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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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62 湖山路 2 段 51 號附近 開墾地 良好   90.4 16 12 400 

164 湖山路 2 段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81 13.4 14.3 394 

165 湖山路 2 段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82.3 15.9 9.6 393 

166 湖山路 2 段 97 號門口 開墾地 良好   81.2 14.5 13.3 395 

167 湖山路 2 段 97 號門口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85 12.4 12 394 

168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風藤 104.6 13 16.3 398 

170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90 12 13.1 399 

171 東昇路 107 號旁 聚落 
長在牆角，似營養不良，

枝幹有鋸痕 
 拎壁龍 175 11.7 24.2 392 

174 東昇路(十八份 0+700) 開墾地 靠路一側有鋸痕  槭葉牽牛；菟絲子；雞屎藤 205.3 11 10.1 300 

175 東昇路 泉源國小宿舍旁 開墾地 良好  雞屎藤;香楠一株 94.8 14.8 16 293 

176 東昇路 泉源國小宿舍北上站牌旁 開墾地 直徑約 50CM 側枝被鋸掉  洋落葵 84.3 10.9 12.3 291 

177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雞屎藤；洋落葵 81.3 9.7 10.7 289 

178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 101.2 10.1 12.7 286 

179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黃金葛；洋落葵 81.2 8.9 14.3 284 

180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 86.8 9.4 14 282 

181 東昇路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 81.2 11.2 17.1 282 

182 東昇路 46 號前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 94.6 11.7 14.7 280 

183 東昇路 41-8 號前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 230 9 12.3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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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84 泉源國小車站旁 聚落 良好   98.3 9.9 12.8 276 

197 登山路 135-1 號門口 聚落 良好  伏石蕨 92.9 12.7 14.3 273 

203 陽金公路綠峰山莊對面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拎壁龍；風藤；五爪龍；

玉葉金花 
81.6 11 16.8 313 

205 陽金公路 開墾地 良好  
腎蕨；伏石蕨；風藤；菝契；三

葉崖爬藤；書帶蕨 
97.5 11.7 16.4 284 

208 坪頂古圳 次生林 良好 平等里 
風藤；臺灣崖爬藤；伏石蕨；細

梗絡石；拎壁龍；臺灣常春藤 
85 9.5 13 474 

209 坪頂古圳 次生林 良好 平等里 

珍珠蓮；臺灣崖爬藤；伏石蕨；

菝契；拎壁龍；臺灣常春藤；拎

樹藤 

110 9.6 13.5 474 

210 坪頂古圳 次生林 良好 平等里 
拎壁龍；細梗絡石；伏石蕨；臺

灣崖爬藤；腎蕨；拎樹藤 
120 10.3 8.5 478 

211 坪頂古圳 次生林 良好 平等里 

拎樹藤；臺灣常春藤；細梗絡石；

風藤；拎壁龍；伏石蕨；臺灣崖

爬藤 

100 11.6 10.9 479 

213 中正山第二登山口往觀景臺 1.2K 次生林 良好 中正山 菝契；三葉崖爬藤 131.8 9 9.1 780 

214 中正山第二登山口往觀景臺 次生林 良好 中正山  104.5 11.1 10.6 723 

230 泉源路 開墾地 良好 北投泉源路 拎壁龍 114.2 13.4 16.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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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231 泉源路 開墾地 良好 北投泉源路 拎壁龍 134.1 12.7 12.2 144 

232 泉源路 開墾地 有蟲蛀痕跡 北投泉源路 拎壁龍；槭葉牽牛；菝契 142 10.9 13.1 158 

233 泉源路 開墾地 良好 北投泉源路 拎壁龍；槭葉牽牛 163 12.8 20 161 

242 清天宮前圓環 聚落 蟲害，有塗藥  
臺灣天仙果；酢醬草；火炭母草；

黃鵪菜；姬書帶蕨；雞屎藤 
217 15.8 22.7 461 

243 
北投區復興三路 520 巷 1 號右前方

10M 處 
聚落 良好  姬書帶蕨；臺灣崖爬藤 133.1 15.4 16.9 462 

249 陽明公園外攤販 開墾地 基部從鐵皮屋中長出來 陽明公園  200 12.4 17 384 

250 陽明公園外攤販 開墾地 良好 陽明公園 串鼻龍 150 13.6 23 393 

251 陽明公園外攤販 開墾地 靠近路邊的一大分枝被砍 陽明公園 腎蕨；風藤；臺灣常春藤；王瓜 130 8.9 7.5 393 

253 行義路與東昇路交叉口安全島 開墾地 枝剪過   86.2 6.3 8.1 185 

254 惇敘工商側門前 開墾地 良好   85.7 7.8 11.5 203 

256 東昇路 55 號旁 開墾地 側枝剪過  萬年青；洋落葵；腎蕨 115.5 12.4 11.4 314 

257 風尾站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姬書帶蕨；洋落葵 88.9 7.9 8 372 

258 第一停車場花鐘站左側 20M 開墾地 良好 陽明公園 風藤；腎蕨；江某 148.7 10 13 424 

259 第一停車場花鐘站左側 15M 開墾地 良好 陽明公園 
拎壁龍；伏石蕨；姬書帶蕨；瓦

葦 
107.5 9.1 8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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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楓香 

楓香廣泛分布於臺灣中低海拔山區中。楓香的樹幹直挺，樹形優雅，

再加上根系發達、抗污染能力良好，因此常被作為行道樹或園藝觀賞樹。

楓香木材的經濟價值不高，因此在山區中大樹被砍伐利用的情況不多見。 

楓香在陽明山的分布地點主要集中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仰德大道、陽

明公園以及十八分之間(圖 9)，以陽明公園內及登山路一帶數量最多。 

 

圖9 楓香老樹分布圖 

大多數的楓香都被種植道路兩側或是公園內作為行道樹或觀賞樹

種。除了在道路旁及公園內的植株之外，其餘的楓香老樹大多位在私人庭

院或是聚落開墾地內，有少數的楓香是位在次生林內，但這些次生林內都

有過去開墾的遺跡，因此推測這些植株可能也都是先民所種植。 

在本調查中楓香老樹的樹高在 8.3 公尺至 24.7 公尺之間 (表 5)，平均

高度為 17.5 公尺。樹幅 7.6 公尺至 23 公尺，平均 15.3 公尺。平均胸高直

徑為 106.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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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楓香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4 教師研習中心門口南側 開墾地 良好   80.5 19.3 15.1 420 

5 教師研習中心門口北側 開墾地 良好   81.6 15.2 10.3 422 

8 鹿角坑溪畔南岸 次生林 良好  風藤；伏石蕨；柚葉藤；大星蕨；臺灣水龍骨 83.8 16.3 10.8 463 

20 湖山路一段 2 號 開墾地 良好 陽金公路 雀榕 81.9 15.7 13.2 432 

26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96 16 18.2 282 

52 前山公園(紗帽路 123 號左斜前方) 開墾地 良好 前山公園 伏石蕨 87.5 22.5 8.5 449 

54 遊客中心人車分道 次生林 良好 陽金公路  96.5 22 11.4 495 

73 菁山路 99 巷 27 號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145 17.1 9.2 503 

75 中興路東北方 20M 次生林 良好  臺灣崖爬藤；珍珠蓮；伏石蕨 105 14.9 15.6 569 

84 湖山路 1 段 31 號 開墾地 良好   85 15.1 11 447 

85 草山行館停車場 開墾地 良好   89 14.6 12 435 

86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伏石蕨 105 21.2 16 432 

87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珍珠蓮；風藤 87.7 19 18.2 432 

88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110.7 19.2 15.4 434 

89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拎壁龍；珍珠蓮；風藤；伏石蕨 113.3 22.1 12 433 

90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珍珠蓮 87.5 19.4 14 434 

91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137 17.6 16.2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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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92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風藤；拎壁龍 99.5 15.8 12.9 437 

93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135 16 18.2 439 

94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伏石蕨 95 10.5 16 444 

102 新園橋 1 號 開墾地 良好   101.4 16.5 16 427 

105 猴崁產業道路 0+800 次生林   臺灣崖爬藤 146 19.5 18.1 580 

106 猴崁產業道路 0+100 次生林 良好  毬蘭 97.8 15.7 15 560 

107 青春嶺路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珍珠蓮；薜荔 133.5 14.8 14.6 562 

110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瓦葦；伏石蕨 95 12.8 15 438 

111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88.4 14.6 17.6 446 

113 陽明公園住宅內 開墾地 良好  拎壁龍 110 11.3 16 450 

114 陽明公園 開墾地 
主幹被嚴重蛀

蝕 
 臺灣崖爬藤；毬蘭 119 8.3 7.6 457 

115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臺灣崖爬藤；拎壁龍 105.5 16.5 13.6 461 

116 陽明公園住宅內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 90 17.2 16 460 

117 陽明公園住宅內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臺灣崖爬藤；拎壁龍 90 14.7 15 459 

119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書帶蕨 95.5 17.2 23 460 

120 陽明公園 次生林 良好  風藤；三葉崖爬藤；臺灣崖爬藤；伏石蕨 92 16.9 17.2 464 

121 陽明公園 次生林 良好  臺灣崖爬藤；風藤 94 12.1 17 460 

122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石葦 173 22 20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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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23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臺灣崖爬藤 86 16.5 18 443 

124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瓦葦；拎壁龍 96 19 21 443 

125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書帶蕨；珍珠蓮；拎壁龍 155 20 17 442 

138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風藤；榕 84 13.3 13.1 338 

148 湖底路 18-24 號路口 聚落 良好  千金藤；黃金葛 81 20.8 12 305 

150 紗帽路 81 號 次生林 良好   108.6 17.3 16.1 365 

151 紗帽路 81 號 次生林 良好   82.9 15.6 14.6 365 

161 湖山路 2 段 次生林 良好   146.6 23.9 18.8 401 

188 
泉源頂坑詹祖香楓一號(登山路 166

號前) 
聚落 良好 聚落 臺灣崖爬藤；伏石蕨 173.7 23.8 23 338 

190 登山路 161-2 號 聚落 良好   136.8 18.3 20.1 318 

191 登山路 161-2 號 聚落 良好  石葦 168.9 23.5 16 316 

192 登山路 161-2 號 聚落 良好   90 17.1 10 319 

193 登山路 161-2 號 聚落 良好   102.7 20.9 20 315 

226 淡水鎮興福寮福德宮 聚落 良好 興福寮 石斛 93.7 17.7 20.3 381 

227 淡水鎮興福寮福德宮 聚落 良好 興福寮 伏石蕨；石斛 101.7 20 14.2 381 

236 苗圃登山口 0.47KM 次生林 良好 七星山  98.3 15.2 17.5 680 

247 青春嶺路 次生林 一大分枝斷掉  伏石蕨；珍珠蓮 119 24.7 11.2 350 

248 青春嶺路 次生林 良好   97.5 20.6 13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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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登山路 166 號前的楓香 (No.188)(彩圖 5)，胸高直徑達 173.7 公

分，是調查到的楓香老樹中最大的一株。據楓香旁所立的石碑所載，該株

楓香植於 1890 年，距今已有 120 年。而在陽明公園內也有數株楓香其胸

高直徑達 150 公分以上，其中一棵生長在靠近邊坡處位置的楓香老樹

(No.122)，胸高直徑也達 173 公分，設有木頭圍籬保護，旁邊所設的告示

牌記載這棵楓香已有 200 餘年歷史。 

楓香的樹形挺拔，不容易因妨礙人類活動而被修剪。除了陽明公園內

有一株遭到蛀蝕而生長狀況不佳之外 (No.114)，其餘楓香的生長狀況都相

當良好。 

3.  茄冬 

茄冬廣泛分布於臺灣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中。樹冠傘形，枝葉密集，

具有良好遮蔭效果，為優良的行道樹及觀賞樹種。茄冬壽命很長，與榕樹

一樣常有機會成長為老樹，生長在聚落中的茄冬老樹甚至會被當作神祇，

受到民眾膜拜保護。 

茄冬老樹在陽明山地的生育環境多為公園或聚落等開墾環境，主要分

布在國家公園範圍南側及西南側一帶的聚落或公園環境中。由於茄冬常有

機會長成老樹，受到民眾膜拜，加上葉子及果實皆可利用，因為被砍伐情

形較少，本次調查的茄冬老樹生長情況大都良好。 

本次調查中的茄冬平均胸高直徑為 92.7cm。樹高為 8.6 公尺到 15.6 公

尺，平均 11.8 公尺。樹幅為 7.1 公尺至 16.6 公尺，平均 11.6 公尺。最大的

茄冬老樹位於興福寮聚落 10 號民宅的門口  (No.228)，胸高直徑為

108.4cm。 

表6 茄冬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

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48 前山公園 開墾地 良好 前山公園 伏石蕨 88 9.3 10.1 417

51 前山公園 開墾地 良好 前山公園 伏石蕨 81.6 10.2 10.7 431

64 百拉卡公路 次生林    95.5 14.4 10 438

98 新園街 3 號右前方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珍珠蓮；風 100 12.2 16.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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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藤；瓦葦 

99 新園街 3 號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毬蘭；臺灣崖

爬藤；洋落葵 
103 8.6 11.5 435

133 陽金公路 開墾地 良好 

陽金公路

(界址-教

師中心) 

風藤；伏石蕨；珍珠蓮 90 15.6 7.1 400

186 登山路 161 號旁 聚落 良好 聚落  80 13.3 13.7 327

198 中正山車道 次生林 良好  洋落葵 94 11.2 12.4 444

228 
淡水鎮興福寮 10 號

門口 
聚落 良好 興福寮 刺蔥 108.4 12.7 13.1 397

241 清天宮站牌旁 聚落 良好  姬書帶蕨 86.5 10.7 11 462

 

圖10 茄冬老樹分布圖 

4.  琉球松 

琉球松原產於琉球，由於生長迅速，樹形高大，形態優美，可做為防

風及觀賞等用途，引進臺灣普遍被使用來當作園藝造林樹種，尤其以北部

地區種植較多。琉球松老樹在陽明山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向天池至三聖宮的

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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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之間 (圖 11)，生育環境多為次生林，應屬日治時期大屯山造林運動所

栽植之人工林。 

 

圖11 琉球松老樹分布圖 

本次調查中，琉球松老樹的平均胸高直徑為 88.9cm，樹高為 14.5 公

尺到 17.3 公尺，平均 16.0 公尺。樹幅為 10.1 公尺至 20.4 公尺，平均 14.5

公尺 (表 7) 。其中位於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旁的次生林的一棵琉球松老樹

(No.220)，胸高直徑為 102.6cm，為本次調查中胸高直徑最大的琉球松老樹。 

琉球松老樹的分布地點全在次生林環境中，不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

響，但因松材線蟲的危害，近十幾年來已有不少松樹陸續凋萎。 

 

表7 琉球松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55 百拉卡人車分道 次生林 良好 
竹子湖北

面山坡 
薜荔 80 15.3 14.5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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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 
天然闊葉

林 
良好 面天山 

臺灣常春藤；拎

壁龍 
81.8 17.3 13.2 796

220 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 次生林 良好 面天山 
伏石蕨；珍珠

蓮；波氏星蕨 
102.6 16.8 13.2 788

224 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 次生林 良好 面天山 伏石蕨 82.1 16.8 15.5 811

239 
興福寮往向天池步道

1.5K 
次生林 樹皮破洞  風藤；伏石蕨 88.2 14.5 10.1 787

240 
興福寮往向天池步道

1.5K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樹杞；

波氏星蕨；拎壁

龍 

98.5 15 20.4 792

 

5.  相思樹 

相思樹為生長快速的喬木，屬於先驅木本植物，在全島向陽次生林及

開墾地常見。本種在日據時期曾因製茶所需而被大量造林作為薪碳材 (王

義仲，2003)。 

相思樹老樹大多出現在陽明山國家公園西南邊緣附近的開墾地 (圖

12)。其出現的地點常在農地附近或是已經發展成為次生林的舊農耕地。相

思樹老樹的樹幅寬 6.0 公尺至 23.1 公尺，平均 12.9 公尺。樹高 8.3 公尺到

18.8 公尺，平均 13.6 公尺 (表 8)。 

 

表8 相思樹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

形 

地理位

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25 
紗帽路 55-66 號巷口(公車

站：大埔)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石葦；雀榕 82.1 9.9 15.1 308

96 
菁山路 101 巷 49 弄 6 號左

方 15m 
次生林 良好   80.1 8.3 6 525

100 新園街 69 號 開墾地 良好  珍珠蓮 80 18.4 7.6 449

215 
中正山觀景臺往中正山登

山口停車場方向 300M 
次生林 良好 中正山 珍珠蓮；腎蕨 81.1 12.4 14.4 579

237 興福寮往向天池步道 0.7K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姬書帶蕨 87.3 18.8 23.1 577

246 面天山清天宮登山口 0.3K 開墾地 良好   83.1 13.5 11.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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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相思樹老樹分布圖 

6.  樟樹 

樟樹普遍分布於中低海拔山區，因可提煉樟腦油，早年曾被大量種

植。因其樹形具有觀賞價值，且又屬於誘鳥植物，因此在臺灣廣被種植作

為行道樹。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樟樹老樹分布在紗帽路及湖山國小 (圖 13)。平

均胸高直徑為 101.9 公分，樹幅寬 12.9 公尺至 18.3 公尺，平均 14.8 公尺。

樹高 12.7 公尺到 17.3 公尺，平均 14.8 公尺(表 9)。 

表9 樟樹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

形 

地理位

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31 紗帽路(公車站：第二展望臺)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89.8 17.3 12.9 288

44 紗帽山(公車站：水井尾)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125.8 12.7 13.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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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湖山國小步道口 次生林 良好  拎樹藤 90 14.5 18.3 427

 

 

圖13 樟樹老樹分布圖 

7.  臺灣肖楠 

臺灣肖楠是產在臺灣中北部中海拔的原生大喬木，常被作為庭園樹。

在調查範圍中僅在湖山路記錄到一株直徑超過 80cm 的臺灣肖楠 (表 10，

圖 14)，其所在位置為私人庭園，應也是人工植栽。 

 

表10 臺灣肖楠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28 
湖山路一段

48 號 
開墾地 良好   85 10.2 9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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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臺灣肖楠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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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然植株 

8.  紅楠 

紅楠為常綠喬木，樹高可達 20 公尺，生長在臺灣中低海拔闊葉林，

耐風力強，略微偏好潮溼環境。紅楠生長緩慢，材質佳，是早期傢俱的木

材來源。其樹形變化大，常在距離地面不到 2 公尺處即開始分枝。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紅楠老樹主要出現在次生闊葉林內，其分布主要在

竹子山以西，大屯山、七星山以南 (圖 15)。海拔高度分布於 311 公尺到

862 公尺之間，是所有調查到的老樹中，分布海拔最高的樹種。25 株紅楠

老樹平均出現在海拔 565 公尺。平均胸高直徑為 100.3 公分。樹高為 7.1

公尺到 20.6 公尺，平均 12.1 公尺。樹幅為 7.6 公尺至 16.6 公尺，平均 12.8

公尺 (表 11)。 

 

圖15 紅楠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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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紅楠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6 七星公園-主峰 次生林 良好   85.5 13 16 862 

23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伏石蕨 105.7 15 15.7 335 

24 
紗帽路 55-66 號巷口(公車站：大埔)

對面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117.3 11.6 14.5 317 

57 百拉卡人車分道 次生林 良好 竹子湖北面山坡 伏石蕨 100 10.5 11.5 797 

58 百拉卡人車分道，步道北側約 5 米 次生林 良好 竹子湖北面山坡 柚葉藤；伏石蕨；水鴨腳 88 13.5 13.9 779 

62 百拉卡人車分道 次生林 良好 竹子湖北面山坡 風藤；姑婆芋；伏石蕨；波氏星蕨 103.5 11.1 16 818 

65 百拉卡公路 開墾地 良好  臺灣崖爬藤；伏石蕨 166.5 13.9 15.6 656 

66 
陽明山莊門前(三芝鄉興華村車埕路

16 號-6 ) 
開墾地 良好   136 14.5 10.8 372 

69 菁山路 101 巷與 99 巷岔口 開墾地 良好  洋落葵；伏石蕨；臺灣崖爬藤 99.1 13 10 491 

70 菁山路 101 巷與 99 巷岔口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珍珠蓮；臺灣崖爬藤 80 10 7.6 490 

74 菁山路 99 巷 開墾地 良好  山蘇；伏石蕨；腎蕨；臺灣崖爬藤；書帶蕨 95 9 11.4 499 

76 中興路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 150 9.8 16.4 570 

77 中興路東北方 50M 次生林 良好  腎蕨 100 13.6 15.1 568 

78 中興路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臺灣崖爬藤 87.6 9 12 569 

82 湖山路 1 段 15 號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 115 7.1 9.7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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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97 菁山路 101 巷 67-2 號 開墾地 良好  山蘇；伏石蕨；風藤 82.1 7.7 10.3 547 

130 菜公坑山步道(第二登山口)0.2k 處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 89.7 10 8.7 848 

131 菜公坑山步道(第二登山口)0.1k 處 次生林 良好  琉球雞屎樹；菝契；風藤 84.9 11.8 12.7 838 

142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瓦葦；拎壁龍；伏石蕨 80 10.4 10.4 450 

153 紗帽路 81 號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風藤 80 17.7 12.5 367 

200 中正山車道 次生林 良好  細梗絡石 86 16.1 16.6 311 

206 坪頂古圳 次生林 良好 內雙溪溪谷 拎壁龍；伏石蕨；風藤 100 9.8 11 352 

252 苗圃登山口 0.66K 次生林 良好 七星山 拎壁龍；瓦葦 81.3 9.1 12 696 

270 中興路+200 次生林 良好 中興路 伏石蕨 85 20.6 13.7 567 

271 中興路+250M 次生林 良好 中興路 書帶蕨；拎壁龍；伏石蕨；瓦葦 108.8 14.3 15.4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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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雀榕 

雀榕分布在全臺灣平地到低海拔地區。其種子常會隨著鳥類四處散

播，且耐貧瘠環境。因此常可在岩壁或石塊上生長。雀榕因偏好陽光，因

此大樹都分布在聚落或道路等開闊環境，其氣生根常會纏繞自身主幹，使

主幹更粗大。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雀榕老樹樹高 7.3 公尺至 14.7 公尺，平均為 9.6

公尺，樹幅範圍 9.1 至 20.1 公尺，平均 14.1 公尺(表 12)。植株分布集中在

前山公園、陽明公園及紗帽路一帶(圖 16)。大多數的植株生長狀況良好，

僅有紗帽路上有一株雀榕生長地點太靠近道路，在車道上方的枝幹被扯斷 

(No.22)。 

在本次調查的老樹中，以雀榕的平均胸高直徑最大 (129.4cm)。最大

的植株其胸高直徑為 195cm (No.42)。 

表12 雀榕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22 紗帽路 100 號對面 路口 
近路口處

有斷枝 
紗帽山 

拎壁龍；青楓；雞

屎藤；舖地錦竹草 
138.2 9.8 10.9 408

42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195 9 15.4 284

43 紗帽路 21 號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98.6 8.8 13.1 279

49 前山公園 公園 良好 前山公園 拎壁龍；槭葉牽牛 149.5 10.3 9.1 420

50 前山公園 公園 良好 前山公園 拎壁龍 150 14.7 15.8 423

83 湖山路 1 段 17-2 號 住家庭院 良好   93 7.7 14.7 450

101 新園街新園橋 1 號 開墾地 良好  
黃金葛；窗孔龜背

芋；毬蘭 
164.5 8.1 17 428

112 陽明公園 公園 良好   128.8 11.1 20.1 449

118 陽明公園 公園 良好  臺灣崖爬藤； 112.9 10.5 17.3 456

173 東昇路 77-1 號旁 民宅 良好  
伏石蕨；臺灣崖爬

藤 
102.6 7.3 12 398

217 

中正山觀景臺往中正

山登山口停車場方向

250M 

次生林 良好 中正山 拎壁龍；雞屎藤 90.5 8.6 10.2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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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雀榕老樹分布圖 

10.  大葉楠 

大葉楠主要分布在低中海拔地區，常在潮溼環境或是溪谷兩岸出現。

大葉楠樹幹粗大挺直，樹形優美，雖然屬於重要木材，但在聚落中仍常被

刻意保留下來。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大葉楠老樹出現在潮溼或溪谷環境，如竹子湖至百

拉卡公路間以及鹿角坑生態保護區，有些則是生長在聚落中，如十八分至

興福寮一帶(圖 17)。大葉楠老樹的平均胸高直徑為 98.0 公分。樹幅寬 8.8

公尺至 15.9 公尺，平均 11.9 公尺。樹高 8.8 公尺到 19.4 公尺，平均 13.6

公尺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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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大葉楠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7 
鹿角坑溪谷北面

坡 
次生林 良好  

珍珠蓮；伏石

蕨；山蘇；闊葉

樓梯草 

85 19.4 15.4 402

56 百拉卡人車分道 次生林 良好 
竹子湖北

面山坡 

薜荔；山蘇；小

膜蓋蕨；伏石

蕨；珍珠蓮 

90 10.6 12 786

59 百拉卡人車分道 次生林 良好 
竹子湖北

面山坡 

伏石蕨；波氏星

蕨；風藤 
95 13.3 9 801

103 竹子湖路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珍珠

蓮；臺灣常春

藤；瓦葦 

100.6 12.1 10 678

172 東昇路 77 號 聚落 

樹穴被水泥

封住，葉形

變形，可能

有病 

 五爪龍；石葦 95.8 8.8 9 396

202 
琴天崗往八煙

1.4KM 路牌處 
次生林 良好  

珍珠蓮；風藤；

伏石蕨 
86.8 11.4 8.8 530

225 
淡水鎮興福寮 3號

門口 
聚落 良好 興福寮 雀榕；瓦葦 117.3 17.1 15.9 385

229 
淡水鎮興福寮 10

號門口 
聚落 良好 興福寮 伏石蕨 126 16.9 14.7 397

235 
苗圃登山口

0.42KM 
次生林 良好 七星山 

伏石蕨；拎壁

龍；江某 
83.1 12.1 12.2 660

244 

北投區復興三路

520 巷 6 街 7 號路

底 

聚落 側枝鋸過  
姬書帶蕨；酢醬

草；黑果馬皎兒 
100.7 14.3 12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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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大葉楠老樹分布圖 

11.  山黃麻 

山黃麻也是生長快速的先驅喬木，在全島低海拔山區常見，其植株高

大，常突出於周遭林冠層，是次生闊葉林的代表性樹種。山黃麻觀賞價值

不高，且庇蔭效果不佳。因此在在聚落中並不太容易受到注意及保護。 

山黃麻老樹大多出現在陽明山國家公園西南邊緣附近的聚落及開墾

地的道路旁 (圖 18)。平均胸高直徑為 99.1 公分。樹幅寬 7 公尺至 15 公尺，

平均 11.2 公尺。樹高 9.1 公尺到 18.2 公尺，平均 13.2 公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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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山黃麻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境
健康情

形 

地理位

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72 
菁山路 99 巷西北方

50M 處 
次生林 良好  伏石蕨 113 10 13 503

95 
菁山路 101 巷 49 弄

2 號 
開墾地 良好  伏石蕨；瓦葦 96 12.5 7 538

152 紗帽路 81 號 次生林 良好   91.9 9.1 11.8 365

163 湖山路 2 段 開墾地 葉不多  洋落葵 110 18.2 15 394

269 中興路 0+800 次生林 良好 中興路
瓦葦；伏石蕨；拎壁龍；

風藤 
84.7 16.3 9 533

 

圖18 山黃麻老樹分布圖 

12.  九丁榕 

九丁榕為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的大喬木，常出現在潮溼環境。其

樹形高大挺拔，頗具觀賞價值。九丁榕的枝葉茂密，果實可作為鳥類的食

物，是誘鳥樹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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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九丁榕老樹分布在十八分、陽明公園及內雙溪(圖

19)，共記錄到 4 株。平均胸高直徑為 109.9 公分。樹幅寬 9.1 公尺至 16.9

公尺，平均 12.4 公尺。樹高 9 公尺到 15.9 公尺，平均 12.8 公尺 (表 15)。 

表15 九丁榕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29 湖山路一段 開墾地 良好  腎蕨；風藤；珍珠蓮 131.2 11.3 16.9 427

187 登山路 166 號 聚落 良好 聚落 伏石蕨 95.8 15.1 11.7 332

189 登山路 166 號 聚落 
良好(有

斷枝) 
  132.4 9 9.1 335

207 坪頂古圳 次生林 良好 
內雙溪溪

谷 
姑婆芋；伏石蕨；風藤 80 15.9 12 369

 

 

圖19 九丁榕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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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楠 

香楠樹形直挺，頗具觀賞價值。主要分布於低海拔日照充足的次生林

內。因香楠偏好較乾燥的環境，因此常在開墾地荒廢後，植被逐漸演替成

為次生林的階段中出現。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香楠老樹分布在興福寮至向

天山 (圖 20)，其出現的地點附近都有零星的竹林，可能在過去都是農地。 

香楠老樹平均胸高直徑為 89.8 公分。樹幅寬 10.3 公尺至 10.7 公尺，

平均 10.5 公尺。樹高 12.8 公尺到 14.8 公尺，平均 13.7 公尺(表 16)。 

表16 香楠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

形 

地理位

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221 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 
天然闊

葉林 
良好 面天山 伏石蕨；風藤；珍珠蓮 94 13.6 10.7 794

222 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 次生林 良好 面天山 伏石蕨；波氏星蕨 80.1 12.8 10.5 794

238 
興福寮往向天池步道

1.3K 
次生林 良好  

波氏星蕨；伏石蕨；風藤；

臺灣牛彌菜；三葉崖爬藤 
95.4 14.8 10.3 752

 

圖20 香楠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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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石朴 

石朴大多出現在平地至山區的次生林內。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石朴老

樹僅記錄到 2 株，都出現在十八分的聚落(圖 21)，且都位於山澗附近。兩

株石朴平均胸高直徑為 100.0 公分。樹幅寬分別為 11.4 公尺及 11.9 公尺，

樹高分別為 15.6 公尺及 22 公尺 (表 17)。 

表17 石朴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

環境

健康

情形

地理

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94 登山路 161-2 號旁小路下 聚落 良好  海金沙；風藤 85 15.6 11.4 316

196 登山路 159-5 號內 聚落 良好   115 22 11.9 310

 

圖21 石朴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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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某 

江某為耐陰樹種，常出現在潮溼環境。在低海拔次生林及天然林中常

可見到江某小苗。江某雖然在陽明山區非常普遍，但可能由於其材質偏

軟，因此能夠成長到胸高直徑 80cm 以上的機會不高。陽明山國家公園內

的江某老樹分別在紗帽山南側以及陽投公路上各有一株(圖 22)。兩株平均

胸高直徑為 108.9 公分。樹幅寬分別為 10.6 公尺及 14.9 公尺，樹高分別為

10.9 公尺及 11.3 公尺(表 18)。 

 

表18 江某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

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41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122.9 11.3 14.9 278

46 紗帽山登山步道 2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94.8 10.9 10.6 374

 

 

圖22 江某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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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杜英 

杜英是臺灣中地海拔的常見喬木。因其老葉掉落前會變為紅色，且樹

形優美具有觀賞價值，再加上對於光度的適應範圍廣泛，在有遮蔭的環境

也生長良好，因此近年在市區常被作為景觀樹或行道樹。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杜英老樹共記錄到 2 株，全分布在紗帽山南側(圖

23)。兩株的胸高直徑為 85.6 公分及 85.8 公分。樹幅寬分別為 11 公尺及

15.7 公尺。樹高分別為 13.9 公尺及 16.4 公尺(表 19)。 

表19 杜英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

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39 紗帽路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王瓜 85.6 13.9 11 344

47 紗帽山登山步道 2(0.2k 處) 次生林 良好 紗帽山  85.8 16.4 15.7 407

 

 

圖23 杜英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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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無患子 

無患子是落葉性喬木，分布於全台低海拔闊葉林。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內的無患子老樹共記錄到 2 株，分布在陽明公園內及湖底路的聚落(圖

24)。兩株的胸高直徑分別為 92.4 公分及 110 公分。樹幅寬分別為 13 公尺

及 15.6 公尺。樹高分別為 9 公尺及 14.8 公尺(表 20)。 

 

表20 無患子老樹調查資料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置 攀附植物 

胸高

直徑

(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126 陽明公園 開墾地 良好  雀榕；伏石蕨 92.4 9 13 503

149 梅湖溫泉上方 聚落 
一舊分枝

折斷 
  110 14.8 15.6 308

 

 

圖24 無患子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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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餘樹種 

九芎、大葉釣樟、青剛櫟、厚殼桂以及黃杞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各僅

發現 1 株老樹(表 21，圖 25)。除了大葉釣樟及厚殼桂出現在開墾地旁之外，

其餘樹種都出現在次生林內。 

表21 僅有一株的老樹調查資料 

樹種 編號 樹址 
生育環

境 
健康情形

地理位

置 
攀附植物 

胸高直

徑(cm) 

樹高

(m)

樹幅

(m)

海拔

(m)

九芎 12 
鹿角坑溪畔北

岸 
次生林

樹幹有直徑

40cm 蛀蝕
 柚葉藤；風藤 109 12.9 8.6 523

大葉釣

樟 
195 

登山路 161-2

號旁小路下 
聚落 良好  風藤 101 19.5 17.9 311

青剛櫟 212 

中正山第二登

山口往觀景臺

1.1K 

次生林 良好 中正山

石葦；拎壁龍；樹杞；

菝契；臺灣常春藤；芒

萁；臺灣土茯苓 

99.6 11.4 6 802

厚殼桂 185 
登山路 157 號

旁 
聚落 

蟲蛀，1.5M

高處蟲蛀穿
 石葦 83.7 9.9 12.1 275

黃杞 139 紗帽山步道 次生林 良好   84.5 12 11.6 455

 

圖25 僅有一株的老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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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昆蟲無脊椎土壤動物調查 

一、 蜘蛛目 

本研究共採獲蜘蛛目動物 1017 隻，因幼蛛鑑定困難，暫不納入分析。

有些蜘蛛目動物的種內形態變異很大，其種類尚難以確定，因此暫依其形

態區分為不同的形態種。本調查共採獲蜘蛛目動物成熟個體共 16 科 66 種 

(含形態種) 494 隻。在棲地屬性上，因調查方式採用掉落式陷阱，因此採

獲的大多是地棲性，且行為上屬於地表徘徊型的種類。其中以狼蛛科、鷲

蛛科以及蟹蛛科合計的個體數即達總數量的 81%，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底層

的蜘蛛優勢類群。優勢種則是狼蛛科水狼蛛屬的一個未知種  (Pirata 

sp.1)，其數量達 179 隻 (表 22)，佔總數量的 36.2%。 

將成熟個體數超過 10 隻的蜘蛛依種類分別繪製分布圖於圖 26。優勢

種 Pirata sp.1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分布廣泛，僅在竹子山、大屯山闊葉林、

擎天崗及天溪園未採獲 (圖 26-b)。另一個優勢種 Lycosidae sp.4，其出現

環境以森林為主，但在人造林的數量稍多；在矢竹草原、短草地及裸地環

境中則沒有出現 (圖 26-e)。 

除了狼蛛科之外，鷲蛛科是採獲個體數次多的科別。採獲的鷲蛛科蜘

蛛有 1 個 Zelotes 屬的不明種以及 15 個未能確定種類的形態種。這 15 種形

態種主要出現在闊葉林及矢竹草原環境，在人造林內則是完全沒有發現。

蟹蛛科的優勢種為 Thomisidae sp.1 及 Thomisidae sp.14，其主要出現在芒

草草原，在闊葉林的數量次之 (圖 26-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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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蜘蛛目優勢種分布及數量(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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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蜘蛛目優勢種分布及數量(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續) 

g h 

i j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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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植被型中，闊葉林有較多的蜘蛛種數及個體數 (36 種 169 隻)，

芒草草原次之 （24 種 114 隻)。各區系的比較上，以七星山的種類及數量

較多 (23 種 111 隻)，鹿角坑生態保護區次之 (21 種 88 隻)。磺嘴山的蜘蛛

種類最少，但是採獲的蜘蛛個體數有 104 隻，是蜘蛛數量相對較多的區系

(表 23)。在各個單一樣點的比較上，以天溪園的種數最多 (14 種)，其次為

陽明書屋 (13 種)。在個體數上，以夢幻湖最多 (37 隻)，陽明書屋次之 (35

隻)。大油坑則是蜘蛛種類及數量最少的地區 (3 種 7 隻)。 

以 UPGMA 方法分析各環境型內的蜘蛛種類組成的相似性。結果顯示

兩種森林型環境(闊葉林及人造林)的蜘蛛種類較相似。草原型環境(矢竹草

原、芒草草原及短草地)及裸地分在同一群 (圖 27)，其中芒草環境與其他

三種環境型的蜘蛛相相似程度較低，而裸地與矢竹草原的蜘蛛相則較相

似。 

 

表22 蜘蛛目動物在各棲地類型之種類及數量 

 
闊葉

林 

人造

林 

矢竹

草原

芒草

草原

短草

地 
裸地 總計

Agelenidae 草蛛科        

 Agelenidae sp.1 1      1 

Araneidae 金蛛科        

 Cyclosa sp.1   1    1 

Atypidae 地蛛科        

 Atypus karschi 卡氏地蛛 5     1 6 

Ctenidae 絞蛛科        

 Anahita fauna 黃豹櫛蛛 3   5 1  9 

 Ctenus yaeyamesis 石垣櫛蛛 1 1 2 8   12 

Ctenizidae 螲蟷科        

 Bothriocyrtum tractabile 大蛭蟷  1     1 

Gnaphosidae 鷲蛛科        

 Zelotes sp.1   1  8  9 

 Gnaphosidae sp.1    1   1 

 Gnaphosidae sp.5 3   1   4 

 Gnaphosidae sp.6 1  6    7 

 Gnaphosidae sp.7   7    7 

 Gnaphosidae sp.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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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

林 

人造

林 

矢竹

草原

芒草

草原

短草

地 
裸地 總計

 Gnaphosidae sp.9 2      2 

 Gnaphosidae sp.10 2  3 6   11 

 Gnaphosidae sp.11    1   1 

 Gnaphosidae sp.13     2  2 

 Gnaphosidae sp.14 2      2 

 Gnaphosidae sp.15 1      1 

 Gnaphosidae sp.16 1      1 

 Gnaphosidae sp.17      1 1 

 Gnaphosidae sp.18   1    1 

 Gnaphosidae sp.20 3  2 2 3  10 

Hahniidae 橫疣蛛科        

 Hahnia ovata 卵狀柵蛛 6 1  1   8 

Hexathelidae 六疣蛛科        

 Macrothele sp.1    1   1 

Lycosidae 狼蛛科        

 Arctosa laminate 片熊蛛 15 4 2 1 1  23 

 Arctosa sp.1  1     1 

 Pirata clercki 克氏水狼蛛 1    1  2 

 Pirata sp.1 水狼蛛 61 49 9 30 25 5 179

 Pirata sp.4 水狼蛛 13  1    14 

 Lycosidae sp.4 9 20  1   30 

 Lycosidae sp.5  1     1 

 Lycosidae sp.7 1      1 

 Lycosidae sp.8 5 1   3  9 

 Lycosidae sp.9 1 1     2 

 Lycosidae sp.20 2   1 10  13 

 Lycosidae sp.21  2  1   3 

Oonopidae 卵蛛科        

 Ischnothyreus narutomii 鎧蛛 2      2 

 Oonopidae sp.1   1 1    2 

Pisauridae 跑蛛科        

 Pisaura bicornis 1      1 

Salticidae 蠅虎科        

 Harmochirus brachiatus 鰓蛤莫蛛 2 2     4 

 Hasarius adansoni 安德遜蠅虎 1      1 

 Myrmarachne sp.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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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

林 

人造

林 

矢竹

草原

芒草

草原

短草

地 
裸地 總計

 Salticidae sp.5 1      1 

 Salticidae sp.6 1      1 

 Salticidae sp.7    12   12 

 Pseudopoda sp.1  2     2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科        

 Leucauge sp.1 3      3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1      1 

 Tetragnatha sp.1     1  1 

Theridiidae 姬蛛科        

 Theridiidae sp.1  2     2 

Thomisidae 蟹蛛科        

 Xysticus chui 朱氏花蟹蛛  1     1 

 Xysticus sp.1   2  1   3 

 Thomisidae sp.1 7   5   12 

 Thomisidae sp.5 1      1 

 Thomisidae sp.6 2      2 

 Thomisidae sp.7    1   1 

 Thomisidae sp.8    1   1 

 Thomisidae sp.9    4   4 

 Thomisidae sp.10   1    1 

 Thomisidae sp.11    2   2 

 Thomisidae sp.12    2   2 

 Thomisidae sp.13  2     2 

 Thomisidae sp.14 3 3 2 14 2  24 

 Thomisidae sp.15  1   3  4 

Zodariidae 道士蛛科        

 Mallinella fulvipes 黃足道士蛛 2 1 1    4 

 
Mallinella shimojanai 下謝名道士

蛛 
3 1 1 12   17 

 總數 169 101 43 114 60 7 494

 種數 36 23 17 24 12 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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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蜘蛛目動物在各區系之種類及數量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擎天崗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總計 

Agelenidae 草蛛科           

 Agelenidae sp.1  1        1 

Araneidae 金蛛科           

 Cyclosa sp.1 1         1 

Atypidae 地蛛科           

 Atypus karschi 卡氏地蛛      5   1 6 

Ctenidae 絞蛛科           

 Anahita fauna 黃豹櫛蛛 1   6  2    9 

 Ctenus yaeyamesis 石垣櫛蛛  8 4       12 

Ctenizidae 螲蟷科           

 Bothriocyrtum tractabile 大蛭蟷 1         1 

Gnaphosidae 鷲蛛科           

 Zelotes sp.1 8 1        9 

 Gnaphosidae   1       1 

 Gnaphosidae sp.5 1 1      2  4 

 Gnaphosidae sp.6 6 1        7 

 Gnaphosidae sp.7 5 2        7 

 Gnaphosidae sp.8 1 1        2 

 Gnaphosidae sp.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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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擎天崗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總計 

 Gnaphosidae sp.10  9  2      11 

 Gnaphosidae sp.11 1         1 

 Gnaphosidae sp.13    2      2 

 Gnaphosidae sp.14      2    2 

 Gnaphosidae sp.15      1    1 

 Gnaphosidae sp.16    1      1 

 Gnaphosidae sp.17         1 1 

 Gnaphosidae sp.18 1         1 

 Gnaphosidae sp.20 1  2 4  2  1  10 

Hahniidae 橫疣蛛科           

 Hahnia ovata 卵狀柵蛛  1 3     4  8 

Hexathelidae 六疣蛛科           

 Macrothele sp.1  1        1 

Lycosidae 狼蛛科           

 Arctosa laminata  4 5  1 6  7  23 

 Arctosa sp.1    1      1 

 Pirata clercki 克氏水狼蛛     1 1    2 

 Pirata sp.1 54 24 34 42  5 15  5 179 

 Pirata sp.4  1  13      14 

 Lycosidae sp.4 5 2 1 8   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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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擎天崗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總計 

 Lycosidae sp.5       1   1 

 Lycosidae sp.7        1  1 

 Lycosidae sp.8  1 1 6    1  9 

 Lycosidae sp.9      1 1   2 

 Lycosidae sp.20 1  2 9 1     13 

 Lycosidae sp.21 3         3 

Oonopidae 卵蛛科           

 Ischnothyreus narutomii 鎧蛛   2       2 

 Oonopidae sp.1 1 1        2 

Pisauridae 跑蛛科           

 Pisaura bicornis        1  1 

Salticidae 蠅虎科           

 Harmochirus brachiatus 鰓蛤莫蛛  2 2       4 

 Hasarius adansoni 安德遜蠅虎        1  1 

 Myrmarachne sp.1   1       1 

 Salticidae sp.5 1         1 

 Salticidae sp.6        1  1 

 Salticidae sp.7   12       12 

Sparassidae 巨蟹蜘科           

 Salticidae sp.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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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擎天崗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總計 

Tetragnathidae 長腳蛛科           

 Leucauge sp.1        3  3 

 Nephila pilipes 人面蜘蛛        1  1 

 Tetragnatha sp.1     1     1 

Theridiidae 姬蛛科           

 Theridiidae sp.1       2   2 

Thomisidae 蟹蛛科           

 Xysticus chui 朱氏花蟹蛛 1         1 

 Xysticus sp.1 3         3 

 Thomisidae sp.1   5   7    12 

 Thomisidae sp.5   1       1 

 Thomisidae sp.6  2        2 

 Thomisidae sp.7  1        1 

 Thomisidae sp.8    1      1 

 Thomisidae sp.9    4      4 

 Thomisidae sp.10   1       1 

 Thomisidae sp.11   2       2 

 Thomisidae sp.12   2       2 

 Thomisidae sp.13 2         2 

 Thomisidae sp.14 11  5 5  1 1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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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擎天崗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總計 

 Thomisidae sp.15 1    3     4 

Zodariidae 道士蛛科           

 Mallinella fulvipes 黃足道士蛛 1  1   1 1   4 

 Mallinella shimojanai 下謝名道士蛛  14 1   1  1  17 

 總數 111 78 88 104 7 35 37 27 7 494 

 種數 23 20 21 14 5 13 8 14 3 66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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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MA

Euclidean

闊葉林
人造林
矢竹草原
裸地
短草地
芒草草原

48 40 32 24 16 8 0

 

圖27 六種棲地型的蜘蛛目動物組成相似性 

在多樣性方面，蜘蛛目動物在七星山、大屯山以及鹿角坑生態保護區

都有較高的種豐富度，而磺嘴山則是相對較低。而在歧異度方面，各四個

區系的差異不大。在優勢度方面，以七星山的優勢度較高，大屯山的優勢

度較低。而在均勻度上，七星山較低，其餘三個區系差別不大。 

在五個單一陷阱採樣點的多樣性比較，以夢幻湖有較高的優勢度，陽

明書屋以及天溪園有較高的歧異度，大油坑的歧異度則是非常低。在均勻

度方面，以夢幻湖及大油坑較低。種豐富度以天溪園及陽明書屋較高，大

油坑最低。 

從植被型來看，闊葉林有最高的種豐富度，其 SR 值達 15.7，其次為

芒草草原、人造林及矢竹草原，但三者差距不大。裸地僅有 2.367，是蜘

蛛種豐富度最低的環境類型。優勢度方面，以裸地環境的優勢度最高，顯

示蜘蛛種類單純。在歧異度方面，以闊葉林最高，但與芒草草原及矢竹草

原的歧異度差距並不大。人造林與短草地的歧異度稍低，而裸地的歧異度

則是遠低於其他有植被的環境。在均勻度方面，以矢竹草原較高，芒草草

原次之，人造林最低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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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各區系蜘蛛目動物多樣性指數 

(a) 區系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Simpson index (λ) 0.262 0.158 0.185 0.205 

Shannon-Wiener's index (H’) 2.068 2.296 2.307 2.047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1.518 1.765 1.745 1.786 

Margelef's index (SR) 10.756 10.042 10.286 6.445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b) 樣點 

 擎天崗 陽明書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Simpson index (λ) 0.265 0.125 0.316 0.125 0.551 

Shannon-Wiener's index (H’) 1.475 2.280 1.440 2.361 0.796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2.110 2.047 1.594 2.060 1.669 

Margelef's index (SR) 4.733 7.772 4.464 9.082 2.367 

 

 

表25 各植被型樣點蜘蛛目動物多樣性指數 

 闊葉林 人造林 矢竹草原 芒草草原 短草地 裸地 

Simpson index (λ) 0.155 0.281 0.110 0.121 0.230 0.551 

Shannon-Wiener's index (H’) 2.669 1.964 2.497 2.527 1.881 0.796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1.715 1.442 2.029 1.831 1.743 1.669 

Margelef's index (SR) 15.710 10.976 9.795 11.182 6.186 2.367 

 

二、 盲蛛目 

盲蛛目動物共採獲 5 科 13 種。以大屯山系採獲的種類及數量最多 (10

種 190 隻)。種數次多為七星山系 (9 種)。在單一樣點中，以陽明書屋的採

獲種類及數量最多 (5 種 29 隻)，其次為擎天崗(4 種 9 隻)。大油坑僅採獲

1 種 1 隻，是盲蛛最少的樣點(表 26)。 



第三章 結果 

 71

盲蛛的分布參見圖 28。Gagrellinae sp.1 是分布最廣的盲蛛，除了少數

闊葉林以及裸地環境沒有發現之外，在其餘採樣點都有捕獲(圖 28-e)。

Pseudomelanopa taiwana 是分布廣度僅次於 Gagrellinae sp.1 的種類 (圖

28-i)，其分布以草原為主，在許多闊葉林內沒有採獲記錄。 

在各環境型中，以闊葉林的盲蛛種類最多 (11 種)，除了 Gagrellinae 

sp.4 及 Oligolophus tienmushanensis 之外，幾乎陽明山所產的盲蛛在闊葉林

內都可找到。其餘的環境型所能採獲的盲蛛種類都遠少於闊葉林。但在數

量上，芒草草原以及矢竹草原採獲的盲蛛卻高於闊葉林及其他環境型 (表

27)，種類則都是集中在 Metagagrella formosa、Gagrellinae sp.3 以及

Pseudomelanopa taiwana 等三個種。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優勢種為 Pseudomelanopa taiwana 及 Gagrellinae 

sp.3。二者除了裸地之外，在各種環境型都有被採獲，且都在草原植被中

較多。其中 Pseudomelanopa taiwana 以芒草草原較多，Gagrellinae sp.3 在

矢竹草原較多。 



陽明山國家公園 98 年度「自然資源資料與監測系統 PDA 野外調查資料建檔工作計畫」 

 72

表26 盲蛛目動物在各區系之種類及數量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大油坑 擎天崗 陽明書屋 夢幻湖 天溪園 總計 
Laniatores            
 Phalangodidae           
   Tokunosia tenuipes taiwana 3 2 1    3   9 
 Epedanidae           
  Sarasinicinae           
  Kilungius bimaculatus 1 1 1 1 1  7   12 
 Podoctidae           
   Lomanius formosae 2         2 
Euanoi             
 Sclerosomatidae           
  Gagrellinae           
   Metagagrella formosa 21 29 21   2  3 1 77 
   Gagrellinae sp.1 2 20 5 4  2 1  4 38 
   Gagrellinae sp.2 2 4 1 1   3   11 
   Gagrellinae sp.3 10 71 33 11  1  1 1 128 
   Gagrellinae sp.4 1         1 
  Leiobuninae           
   Pseudomelanopa taiwana 17 59 43 18  4 15 3  159 
   Pseudogagrella taiwana  1        1 
   Leiobunum maximum formosum  2  1      3 
   Leiobunum sp.         2 2 
 Phalangiidae           
  Oligolophinae           
   Oligolophus tienmushanensis  1        1 
   總數 59 190 105 36 1 9 29 7 8 444 
   種數 9 10 7 6 1 4 5 3 4 13 



第三章 結果 

 73

表27 盲蛛目動物在各棲地類型之種類及數量 

    闊葉林 人造林 矢竹草原 芒草草原 短草地 裸地 總計 
Laniatores         
 Phalangodidae        
   Tokunosia tenuipes taiwana 3  2 4   9 
 Epedanidae        
  Sarasinicinae        
   Kilungius bimaculatus 7  1 2 1 1 12 
 Podoctidae         
   Lomanius formosae 2      2 
Euanoi          
 Sclerosomatidae        
  Gagrellinae        
   Metagagrella formosa 4 8 48 15 2  77 
   Gagrellinae sp.1 10 1 5 19 3  38 
   Gagrellinae sp.2 11      11 
   Gagrellinae sp.3 5 15 62 41 5  128 
   Gagrellinae sp.4   1    1 
  Leiobuninae        
   Pseudomelanopa taiwana 26 12 23 91 7  159 
   Pseudogagrella taiwana 1      1 
   Leiobunum maximum formosum 3      3 
   Leiobunum sp. 2      2 
 Phalangiidae        
  Oligolophinae        
   Oligolophus tienmushanensis   1    1 
   總數 74 36 143 172 18 1 444 
   種數 11 4 8 6 5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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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盲蛛目動物數量及分布(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 

a b 

c d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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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盲蛛目動物數量及分布(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續) 

g h 

i j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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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盲蛛目動物數量及分布(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 (續) 

比較三種優勢種盲蛛在三個季次的採獲數量，Metagagrella formosa 及

Gagrellinae sp.在第三季的數量顯著增加。Pseudomelanopa taiwana 的數量

在第二季即已經開始增加，在第三季的採獲數量與第二季相近 (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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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三種優勢種盲蛛在各季次的採獲數量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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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UPGMA 方法分析各環境型內的盲蛛種類組成，結果顯示芒草草原

的盲蛛組成最為獨特，與其他環境型的相似性較低。闊葉林、人造林、短

草地以及裸地有較高的盲蛛群聚相似性，矢竹草原的盲蛛組成與闊葉林、

人造林、短草地以及裸地間有較大的差異 (圖 30)。 

UPGMA

Euclidean

闊葉林
人造林
短草地
裸地
矢竹草原
芒草草原

96 80 64 48 32 16 0

 

圖30 六種棲地型的盲蛛目動物組成相似性 

 

在多樣性方面，盲蛛目動物在歧異度、均勻度以及種豐富度都以七星

山較高 (H’=1.661，J’=1.741，SR=4.518)，顯示七星山有較高的盲蛛多樣性。

磺嘴山盲蛛優勢度最高，歧異度、種豐富度最低 (λ=0.358，H’=1.252，

SR=3.213)，是盲蛛多樣性較低的地區。 

在五個單一陷阱採樣點的多樣性比較，除了大油坑之外，其餘樣點的

優勢度以夢幻湖較高 (λ=0.388)，歧異度則是以擎天崗最高 (H’=1.273)，陽

明書屋次之 (H’=1.270)。均勻度以擎天崗及夢幻湖較高 (J’分別為 2.114

及 2.105)。種豐富度以天溪園較高(SR=3.322)，擎天崗次之(SR=3.144)，夢

幻湖最低 (SR=2.367)。 

從各環境型來看盲蛛多樣性，以闊葉林的種豐富度及歧異度最高，優

勢度最低 (SR=5.350，H’=1.997，λ=0. 185)，是盲蛛多樣性最高的環境型。

其餘環境型的歧異度及種豐富度都遠低於闊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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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各區系盲蛛目動物多樣性指數 

(a) 區系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Simpson index (λ) 0.245 0.271 0.309 0.358  

Shannon-Wiener's index (H’) 1.661 1.515 1.329 1.252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1.741 1.515 1.573 1.608  

Margelef's index (SR) 4.518 3.950 2.969 3.213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b) 樣點 

  大油坑 擎天崗 陽明書屋 夢幻湖 天溪園

Simpson index (λ) 1.000 0.309 0.348 0.388  0.344 
Shannon-Wiener's index (H’) 0.000 1.273 1.270 1.004  1.213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 2.114 1.816 2.105  2.015 
Margelef's index (SR) - 3.144 2.735 2.367  3.322 

 

 

表29 各植被型盲蛛目動物多樣性指數 

 闊葉林 人造林
矢竹草

原 

芒草草

原 
短草地 裸地 

Simpson index (λ) 0.185 0.335 0.328 0.357  0.272  1.000 
Shannon-Wiener's index (H’) 1.997 1.165 1.304 1.274  1.426  0.000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1.918 1.935 1.444 1.637  2.041  - 
Margelef's index (SR) 5.350 1.928 3.248 2.237  3.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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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端足目 

端足目動物僅採獲 2 種，分別為鉤跳蝦科 (Talitridae) 的布氏陸鉤跳

蝦 (Bousfieldia sp.) 以及土跳蝦 (Talitroides topitotum)。這兩種鉤跳蝦在陽

明山區的分布並不算廣泛，可能是這兩種鉤跳蝦僅能棲息在潮溼環境，因

此其分布受到溼度條件的限制。 

從採獲地點的植被型來看，二者均以闊葉林為主要的棲息環境 (表

31)，但以布氏陸鉤跳蝦的分布較廣。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西側的大屯山系

及東側的天溪園均有分布，但在陽明書屋卻完全沒有記錄到，形成不連續

的分布，而土跳蝦卻僅出現在陽明書屋至七星山登山口一帶 (圖 31)。 

從各季別的捕獲數量來看，布氏陸鉤跳蝦在季節間的捕獲數量差異並

不明顯。土跳蝦在春季的數量相當少，夏季時數量開始增多，到了秋季則

是激增 (圖 32)。 

 

表30 端足目動物在各區系之種類及數量 

 
七星

山 

大屯

山 

鹿角

坑*

磺嘴

山+

大油

坑 

擎天

崗 

陽明

書屋 

夢幻

湖 

天溪

園 

Bousfieldia sp. 0 11 15 0 0 0 0 0 9 

Talitroides topitotum 12 0 0 0 0 0 4186 0 0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表31 端足目動物在各棲地類型之種類及數量 

 闊葉林 人造林
矢竹草

原 

芒草草

原 
短草地 裸地 

Bousfieldia sp. 32 0 2 1 0 0 

Talitroides topitotum 4198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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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端足目動物數量及分布圖(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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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端足目動物在各調查季別的數量變化 (a:布氏陸鉤跳蝦;b:土跳蝦) 

四、 等足目 

等足目動物共採獲 4 科 6 種。以海蟑螂科  (Ligiidae)的湖水虱 

(Ligidium sp.) 數量最多 (165 隻)。其次為喜陰蟲科 (Philosciidae) 的眼斑

喜陰蟲 (Burmoniscus ocellatus) (134 隻)。而卷甲蟲科 (Armadillidae) 的古

巴球鼠婦 (Cubaris sp.)、氣肢蟲科 (Trachelipodidae) 的伊斯氏光管潮蟲 

(Lucasioides isseli) 及一個未確定種 (Agnaridae sp.) 被捕獲的數量都在 10

隻以下，是屬於分布狹隘且數量較稀少的種類。 

眼斑喜陰蟲是分布最廣的等足目動物，除了在大油坑以及鹿角坑的一

處闊葉林樣點之外，其餘樣點都有採獲 (圖 33-c)。湖水虱 (Ligidium sp.)

分布廣度僅次眼斑喜陰蟲，僅大油坑、陽明書屋、七星山芒草草原、磺嘴

山芒草草原、磺嘴山人造林、磺嘴山短草地沒有採獲 (圖 33-a)。彌氏喜陰

蟲出現的環境以闊葉林及人造林較多，在大屯山系、七星山系以及天溪園

都有分布 (圖 33-b)，但採獲本種的樣點數明顯較少。 

其餘等足目動物採獲數量並不多，在分布上也比較侷限。伊斯氏光管

潮蟲、古巴卷甲蟲以及緣潮蟲的出現樣點都在 2 處以下 (圖 33-d,e,f)。 

各山系或區域中，以大屯山區採獲的種類及數量最多。鹿角坑生態保

護區次之。磺嘴山生態保護區最少。單樣點的採集地中，以天溪園的等足

目動物種類數量最多，其中眼斑喜陰蟲及湖水虱為優勢種。其餘樣點的等

足目數量不多，大油坑更是完全沒有採獲(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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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植被型棲地中，等足目動物的種類組成有明顯差異。從數量上

來看，以闊葉林最多，其次為人造林。矢竹、芒草以及短草環境的等足目

動物較少，而裸地環境則是完全沒有採獲 (表 33)。 

在多樣性方面，由於在陽明山區的等足目動物種類不多，且並非所有

的區系都有採獲。因此有些區系或是樣點並無法計算出有意義的指數。就

可用的數據來看，全部的採樣區系及採樣點的歧異度指數都在 1 以下。在

4 個區系中，以鹿角坑的歧異度最高 (H’=0.900)，但與大屯山及七星山的

差距不大 (H’分別為 0.890 及 0.843)，磺嘴山的歧異度最低 (H’=0.624)。

在種豐富度方面，以大屯山較高 (SR=2.000)，鹿角坑次之 (SR=1.709)，七

星山及磺嘴山較低 (SR 分別為 1.285 及 0.782 )。在優勢度方面，以磺嘴山

的較高 (λ=0.568)。 

在五個單點採樣點中，大油坑沒有採獲。擎天崗以及陽明書屋僅採獲

1 種，歧異度 (H’)為 0。剩餘的兩個樣點則以天溪園歧異度稍高 

(H’=0.998)，夢幻湖較低(H’=0.562)。兩個採樣點的種豐富度及均勻度都以

夢幻湖較高 (SR=1.661，J’=1.868) (表 34)。 

從植被型來看，短草原僅採獲 1 種，是等足目動物多樣性最低的環境

類型。其他植被型則以闊葉林的歧異度指數較高 (H’=0.937)，人造林及矢

竹草原次之，但與闊葉林差距不大 (H’分別為 0.882 及 0.853)。種豐富度

以矢竹草原最高 (SR=1.886)，闊葉林、芒草草原及人造林較低，但三者差

距不大 (SR 分別為 1.329，1.266 及 1.165)。均勻度以人造林較高 (J’=1.848)

其次依序為芒草草原、闊葉林及矢竹草原 (J=1.654，1.556，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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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等足目動物數量及分布圖(方格後數字為採獲數量)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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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等足目動物在各區系之種類及數量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擎天崗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天溪園 大油坑 總計 

Philosciidae 喜陰蟲科           

 Burmoniscus meeusei 彌氏喜陰蟲 2 3 3     5  13 

 Burmoniscus ocellatus 眼斑喜陰蟲 21 32 19 13 1 13 3 32  134 

Armadillidae 卷甲蟲科           

 Cubaris sp.   1       1 

Ligiidae 海蟑螂科           

 Ligidium sp. 湖水虱 13 62 34 6   1 49  165 

Trachelipodidae 氣肢蟲科           

 Lucasioides isseli 伊斯氏光管潮蟲  1      4  5 

Agnaridae 緣潮蟲科           

 Agnaridae sp.  2        2 

 總數 36 100 57 19 1 13 4 90 0 320 

 種數 3 5 4 2 1 1 2 4 0 6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磺嘴山生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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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等足目動物在各棲地類型之種類及數量 

 闊葉林 人造林 矢竹草原 芒草草原 短草地 裸地 總計 

Philosciidae 喜陰蟲科         

Burmoniscus meeusei 彌氏喜陰蟲 8 4 1    13 
 

Burmoniscus ocellatus 眼斑喜陰蟲 70 30 13 11 10  134 

Armadillidae 卷甲蟲科         

 Cubaris sp.   1    1 

Ligiidae 海蟑螂科         

 Ligidium sp. 湖水虱 98 18 24 25   165 

Trachelipodidae 氣肢蟲科         

 Lucasioides isseli 伊斯氏光管潮蟲 5      5 

Agnaridae 緣潮蟲科        

 Agnaridae sp.    2   2 

 總數 181 52 39 38 10 0 320 

 種數 4 3 4 3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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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各區系等足目動物多樣性指數 

(a) 區系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Simpson index (λ) 0.474 0.488 0.470 0.568 

Shannon-Wiener's index (H’) 0.843 0.890 0.900 0.624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1.766 1.274 1.495 2.072 

Margelef's index (SR) 1.285 2.000 1.709 0.782 

(b) 樣點 

 擎天崗 陽明書屋 夢幻湖 天溪園 

Simpson index (λ) 1.000 1.000 0.625 0.428 

Shannon-Wiener's index (H’) 0.000 0.000 0.562 0.998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 - 1.868 1.657 

Margelef's index (SR) - 0.000 1.661 1.535 

 

表35 各植被型樣點等足目動物多樣性指數 

 闊葉林 人造林 矢竹草原 芒草草原 短草地 

Simpson index (λ) 0.445 0.459 0.491 0.519 1.000 

Shannon-Wiener's index (H’) 0.937 0.882 0.853 0.789 0.000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1.556 1.848 1.417 1.654 - 

Margelef's index (SR) 1.329 1.165 1.886 1.26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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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陽明山等足目動物生物條碼 

本研究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所採獲的等足目動物共有 6 種。每種等足

目動物至少完成一個個體的 mtDNA cytochrome c oxidase 1 (COI) 基因片

段定序。定序長度從 602bp 到 684bp 不等。所有物種鹼基的組成都以 T 所

佔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A。大多數的種類 G 的比例高於 C，僅有標本編號

ISO-KUO-153_2 的 Ligidium sp. 的 C 比例比 G 高。 

 

表36 已完成 COI 序列定序之等足目標本及其序列鹼基百分比 

物種 標本編號 T(U) C A G Total 

Burmoniscus ocellatus B1x50 37.8 14.4 29.1 18.6 687 

Burmoniscus ocellatus L17 38.9 14.3 28.3 18.6 651 

Burmoniscus meeusei ISO-KUO-531_1 33.8 19.3 24.9 22 683 

Burmoniscus meeusei ISO-KUO-450_1 33.3 19.3 24.4 23 684 

Ligidium sp. ISO-KUO-22 39 15.9 25.1 20 634 

Ligidium sp. ISO-KUO-153_2 38.2 16.9 28.3 16.7 629 

Lucasioides isseli ISO-KUO-457_1 37.5 14.6 25.4 22.4 602 

Agnaridae sp. ISO-KUO-413_1 37.9 17.1 25.8 19.2 639 

Cubaris sp. ISO-KUO-409_1 38.2 17.2 26 18.6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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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論 

第一節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老樹組成特性 

仰德大道、陽明公園、前山公園、新北投與十八分之間是陽明山國家

公園內老樹最密集的區域。在這個範圍內有高達 73.7%的老樹是人工植

栽，樹種以榕樹及楓香最多，主要是用來作為行道樹或是庭園樹。 

原生的老樹在分布上，同樣也是以仰德大道至十八分之間較多。但是

在分布上比人工種植的樹種廣泛。從陽明山國家公園西側的百拉卡公路至

東側的天溪園間都有原生老樹出現。在種類上共有 15 種，其中以紅楠最

多，也是分布最廣泛的原生老樹。 

從科別來看，老樹以樟科的種數最多 (6 種)，其次為桑科榕屬 (3 種)。

樟科的老樹除了樟樹之外，其他樹種應全屬於天然植株。而桑科的老樹

中，僅有九丁榕及雀榕屬於天然植株。 

第二節   老樹與環境的關係 

若僅探討原生的老樹植株，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老樹以紅楠分布範圍

最廣。紅楠雖然能夠耐受低溫，且從開闊的廢耕地到天然闊葉林都有出

現，但是老樹的分布位置大多集中在山區的西南面到南面。從冬天東北季

風的風向來看，紅楠老樹的出現地點可說幾乎都在背風面。例如百拉卡公

路上的紅楠老樹便是在小觀音山及菜公坑山南面。仰德大道至十八分之間

的紅楠老樹在北方則是有七星山及大屯山的遮蔽。在這些山區北面則都沒

有紅楠老樹出現 

較特別的是大葉楠老樹，其在竹子山與磺嘴山之間的谷地有分布。這

個谷地的開口朝東北，也就是金山鄉及萬里鄉的方向，在冬天會直接面迎

東北季風，且谷地越往馬槽方向，其海拔高度是越來越高。可預見的，這

個谷地在冬天的水氣應該是非常充沛。在這個範圍內有大葉楠老樹出現，

應與大葉楠本身偏好潮溼環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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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餘的原生老樹，其分布地點上大致都比紅楠更為偏南，推測這

些樹種應是對於低溫以及風勢的耐受能力較差，因此分布的海拔高度較

低。 

樟科植物是臺灣低海拔森林中成熟林的代表性種類，樟科老樹在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分布，大致是風櫃嘴與菜公坑山之間的西南側。其中有不少

的樟科老樹出現在聚落中，這也代表這些地區過去尚未被人類開墾之前，

應是環境穩定的闊葉林。演替中期的代表性老樹大多集中在陽明山國公園

南側至西南側邊緣，也就是紗帽路、十八分至興福寮的帶狀區域。在分布

上比前述的樟科老樹更偏南方 (或海拔更低的地區)。 

第三節   非昆蟲土壤動物 

一、 蜘蛛目 

本計畫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採獲蜘蛛目動物 16 科 66 種，彙整前人及

本研究的調查成果，陽明山的蜘蛛種類共有 23 科 112 種 (林曜松，2000；

卓逸民，2003；林思民，2008)。卓逸民等(2005)的研究顯示陽明山國家公

園以狼蛛科的小齒水狼蛛 (Pirata denticulatus)數量最多，其次為鷲蛛科的

武昌狂蛛 (Zelotes wuchangensis)。本研究中，底層數量最多的蜘蛛科別為

同樣也為狼蛛科及鷲蛛科，結果與卓等相似。 

森林型環境與草原型環境的蜘蛛相有差異。除了因為草原生態系與森

林生態系的昆蟲多樣性較低 (林思民，2008)，草原環境與森林環境所能提

供蜘蛛結網或是獵食的空間條件不同，也是造成兩種植被型的蜘蛛組成不

同的原因之一 (卓逸民，2003)。大油坑是蜘蛛多樣性最低的樣點，因植被

稀少，可供無脊椎動物藏匿的空間也不多，端足目、等足目動物的調查中

也顯示大油坑是這兩類動物非常貧乏的地區。因此靠捕食其他小型動物為

食的蜘蛛數量稀少是必然的現象。 

陽明書屋及天溪園是蜘蛛種豐富度最高的兩個採樣點。陽明書屋與天

溪園的底層落葉豐厚，提供許多以植物碎屑為食的動物的食物來源，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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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碎屑動物也是許多肉食動物的食物。可能因此使這兩個樣點有較豐富的

蜘蛛種類。 

二、 盲蛛目 

在這次的研究中，本調查共計採獲盲蛛 13 種，已確認種類的共有 8

種。在分布上，以大屯山及鹿角坑生態保護區數量較多，在種類上則以大

屯山及七星山較多。在 5 個單一陷阱的採樣點中，以陽明書屋的種類及數

量稍多。從整個盲蛛的採集數量及分布來看，陽明山以闊葉林的盲蛛多樣

性較高，但在數量上則以草原環境較多。在國外，有些盲蛛在農作物收割

季節會大量出現，因此盲蛛又被稱為收割者 (harvestmen)。在陽明山國家

公園中，三種優勢種盲蛛也有季節性突然增加的現象。且以夏末至秋季增

加幅度最大。有季節性大發生現象的盲蛛，全都是以草原環境為主要棲地

的種類，這與國外的情形相當類似。 

陽明書屋雖只設置一組陷阱，但若與其他陷阱的採集結果相比，陽明

書屋的採獲盲蛛數量及種類都算豐富。較特別的是在種類的組成上，陽明

書屋的盲蛛有三分之一是屬於 Laniatores，在比例上遠高於其他採樣點。

Laniatores 全部屬於肉食性，具有發達的觸肢可以鉗住獵物。而且

Laniatores 腳的長度較短，與一般所常見的長腳盲蛛形態大不相同。卓逸

民等 (2003)曾經比較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數個地區的落葉量，發現陽明書屋

的落葉量是各樣點中最高。而在本計畫中發現陽明書屋也有數量龐大的土

跳蝦棲息，可成為肉食性動物的食物來源。另一方面，Laniatores 的短腳

會比長腳的 Euanoi 亞目更適合在落葉層中鑽行獵食，這點應也是陽明書屋

Laniatores 比例上較高的原因。 

日本學者鈴木正將報導臺灣盲蛛 8 個新種及 5 個新亞種 (Suzuki， 

1974；1977)，鶴崎展巨則重新整理 4 種盲蛛的描述，並發表一個新種 

(Tsurusaki, 1991)。這些前人的研究中，面天山有 Pseudomelanopa taiwana

及Leiobunum maximum formosum兩種盲蛛記錄，Pseudogagrella taiwana 則

僅知在陽明山有，但詳細地點不明。本調查共計採獲盲蛛 13 種，前述 3

種盲蛛在本研究中均有採獲。其中 Pseudomelanopa taiwana 數量相當多，

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優勢種，而 Leiobunum maximum formosum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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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gagrella taiwana 採獲的數量則相當少，但因 L. maximum formosum

及 Pseudogagrella taiwana 主要棲息在草本植物體上或是樹幹上，以掉落式

陷阱並不易捕獲，因此採獲的數量較少。這三種日本學者曾記錄過的盲

蛛，除了 Pseudomelanopa taiwana 在多種植被型樣點都有出現之外，其餘

兩種都只出現在闊葉林。而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數量最多的 Gagrellinae spp.

卻未曾被鈴木正將採獲。Gagrellinae 的主要棲息地以草原植被為主，在森

林中的數量明顯較少。因此可能當年鈴木正將在陽明山採集地點以闊葉林

為主。 

三、 端足目 

本研究所發現的土跳蝦為臺灣的首次紀錄。在這之前，臺灣棲息於森

林中的端足目僅知一種布氏陸鉤跳蝦 (Chou and Lee, 1996)。布氏陸鉤跳蝦

主要棲息於低中海拔闊葉林內，而土跳蝦在國外則是屬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的廣布種，且常出現在公園及花圃 (弗藍德、林群聲，1985)，相對於其

他陸生端足目動物來說，其適應能力較為廣泛。 

土跳蝦被採獲的數量達到 4198 隻，這個數目僅僅是來自於陽明書屋

及七星山闊葉林的兩組掉落式陷阱的捕獲數量。顯見土跳蝦在陽明書屋一

帶的密度相當高。但有趣的是土跳蝦在陽明山的分布非常侷限，以土跳蝦

的適應能力來說，分布範圍應該會比布氏陸鉤跳蝦廣。因此很有可能陽明

山的土跳蝦也是隨著花卉被引進，但可能引入時間還不久，其族群尚未擴

散到整個陽明山其他地區。 

此外，有土跳蝦的採樣點都沒有布氏陸鉤跳蝦出現。在弗藍德與林群

聲(1985)與 Bousfield 的通訊中，Bousfield 提到夏威夷因為土跳蝦及奧勒跳

蝦傳入，結果取代了部份原生物種。因此陽明書屋沒有布氏陸鉤跳蝦出

現，是否是受到土跳蝦的排擠所致，值得深入研究。 

跳蝦科的動物大多是以植物碎屑為食。因此棲地要能夠維持龐大的土

跳蝦族群便必須能提供足夠的植物性食物來源。卓逸民等 (2005)比較陽明

山國家公園蜘蛛多樣性時，曾進行採樣點的樹冠層覆蓋度以及落葉層淨重

調查。結果顯示陽明書屋有最高落葉層淨重，且樹冠層覆蓋度高達 90%。

意味著陽明書屋的底層溼度容易維持，且有豐富的落葉量可供作土跳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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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可能因環境適宜及食物豐富，才會使陽明書屋的土跳蝦數量如此龐

大。 

四、 等足目 

大多數陸生等足目動物偏好高溼度的微棲地。除了因為陸生等足目動

物體表防止水分散失的機制較差之外，也因為牠們主要以腐爛的植物性碎

屑為食，在潮溼環境中植物的枯枝落葉腐爛程度較高，也有利牠們攝食。

在本研究中，等足目動物的分布與環境干擾程度並無關連，但與環境溼度

的關連性較大。在各區系中，大屯山及七星山的種類及數量最多。以草原

植被為主，且森林樹冠層覆蓋度較低的磺嘴山則是等足目動物種類及數量

最少的地區。在特定的樣點中，大油坑地表以裸地為主，植物覆蓋度低，

再加上環境空曠，地表溼度維持不易，因此可預期該處等足目動物勢必稀

少。相對的，夢幻湖的採樣點非常潮溼，但採獲的等足目動物卻很少。可

能樣點在下雨時容易積水，因此等足目動物不多。 

調查到的等足目動物中，古巴卷甲蟲 (Cubaris sp.)僅採獲 1 隻，是數

量最少的等足目動物。但在過去個人的觀察中，古巴卷甲蟲在陽明山國家

公園內的中正山到大屯山之間都有分布，但其微棲地大多選擇在石塊下，

且不太會四處徘徊，可能因此而降低被捕獲的機率。另一種採獲數量較少

的種類是緣潮蟲科 (Agnaridae) 的一個未知種。本種在臺灣其他地區尚未

被發現，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非常稀少，且僅棲息在苔蘚或是匍匐生長的

植物下方，棲息地相當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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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解說文案 1-認識蜘蛛 

蛛形綱（Class: Arachnida）是土壤生態系中，種類及數量僅次於昆蟲

的節肢動物，其中又以真蛛目（或稱蜘蛛目 Order: Araneae）種類及數量最

龐大且最為人們所熟知。臺灣目前已確認的蜘蛛種類約有 300 多種，推測

可能有更多的種類尚未被發現或是仍待鑑定。 

一般人常對蜘蛛有許多誤解，甚至認為若是被家中的大蜘蛛(白額高腳

蛛)爬過身體，皮膚將會紅腫潰爛。其實臺灣除了少數一些上戶蛛科或是寡

婦蛛科等蜘蛛的毒性較強以外，大部分的蜘蛛對人類而言是無害的。 

蜘蛛也常常被以為是昆蟲的一種。但是昆蟲有三對腳，而屬於蛛形綱

的蜘蛛有四對步足，二者是完全不同類群的動物。從體節分節來看，昆蟲

綱的動物可成分頭、胸、腹三個部份，而蛛形綱的動物頭胸部癒合，有些

類群像是真蠍及螨類則是頭、胸、腹都癒合在一起。 

蜘蛛的眼睛位於頭胸部的前方。一般蜘蛛具有八個眼睛，全為單眼，

少數種類的蜘蛛只有四或六個眼睛，一些居住在黑暗環境中的蜘蛛眼睛甚

至已經退化。目前已知的所有蜘蛛皆是肉食性的。大部分的蜘蛛在上顎均

有一對毒腺，當抓到獵物時，上顎的毒牙會在獵物身上注入毒液，用來麻

痺獵物。 

依生活習性，蜘蛛可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造網性蜘蛛，例如人面蜘

蛛或是幽靈蛛等，牠們常在屋內牆角、樹洞或是植物間等場所結網，用來

捕食其他掉落蛛網的獵物。不同的蜘蛛所結的蛛網也會有所不同，因此蛛

網也是分辨蜘蛛種類的一個重要特徵；另一種則是徘徊性蜘蛛，指不結捕

食網的蜘蛛，例如高腳蛛或蠅虎等蜘蛛，蜘蛛絲僅用來築巢或是作為其他

用途，大多為主動的掠食者。 

蜘蛛絲有許多用途，除了結捕食網之外，許多蜘蛛會利用蛛絲來移動

或垂掛身體。當幼蛛在擴散時，會停在高處，從尾部的絲疣吐出一條細絲，

稱為遊絲。起風的時候，便可隨風飄曳，移動到其他的地方。 

蜘蛛對人類有許多益處。牠能夠捕捉蟑螂或是其他害蟲，而蛛絲則具

有很強的韌性，目前正在研究開發來取代蠶絲或作為新的生物材料。 

 



陽明山國家公園 98 年度「自然資源資料與監測系統 PDA 野外調查資料建檔工作計畫」 

 96

長尾蛛 (彩圖 11) 

Macrothele sp. 

科名：六疣蛛科 Hexathelidae 

本種體長可達 26mm，背甲黑褐色，光滑無毛且具有光澤，略呈橢圓

形。頭部略為隆起，頸溝及放射溝明顯，八眼排列聚集成一團。上顎強大

粗壯，毒牙呈紅色。步足粗壯，黑褐色。腹部呈橢圓形，暗褐色。腹部尾

端可見二對絲疣，後絲疣特別長，為六疣蛛科的主要特徵。本種形態與赫

爾斯特長尾蛛 (Macrothele holsti) 相似，但本種的毛細長疏鬆，不同於其

他臺灣有紀錄的長尾蛛種類。  

長尾蛛為夜間活動的蜘蛛，通常築巢於樹洞或岩石縫隙中，巢呈管

狀，入口以蛛絲覆蓋，當獵物掉落於洞口蛛網上，長尾蛛會立即衝出，將

獵物咬死，再拖入洞內食用。長尾蛛的毒牙能穿透人類的皮膚，且毒性強，

是臺灣主要的毒蜘蛛類群，但牠們平常多躲藏於洞穴或石塊下，除非受到

驚擾，不然鮮少主動攻擊人類。 

 

卡氏地蛛 (彩圖 12) 

Atypus karschi (Doenitz, 1887) 

科名：地蛛科 Atypidae 

卡氏地蛛為地蛛科的蜘蛛。本科為較原始的類群，其毒牙與地面垂直

僅能上下擺動，兩毒牙不相接觸，與其他常見蜘蛛毒牙可左右交叉擺動完

全不同。卡氏地蛛雌蛛體長約 18mm。背甲黑褐色，具有光澤，略呈梯形，

前緣較後緣寬。頭部具明顯之頸溝及放射溝。八眼聚集成一團。上顎黑色，

長且特別強壯，向前伸出。步足暗褐色。腹部為暗褐色，顏色較背甲淺，

被有黃褐色毛。腹部背面前方有一片幾丁質板。尾端有三對絲疣，後絲疣

最長。雄蛛體型較雌蛛小，體色與雌蛛相似，腹部背面的幾丁質板特別發

達。 

廣泛分布於臺灣中、北部之低海拔山區。卡氏地蛛為埋伏捕獵的蜘

蛛，築巢於樹根或岩石細縫中，管狀巢由地下延伸至地面，地面上的網常



附錄一 解說文案 1-認識蜘蛛 

 97

固定於樹幹或岩壁上，網上黏附沙土或枯葉，偽裝成枯枝，當獵物爬過巢

管時，卡氏地蛛會透過巢壁，咬住獵物，並拖進巢中撕食。 

 

亞洲狂蛛 (彩圖 13) 

Zelotes asiaticus (Boes. et Str., 1906) 

科名：鷲蛛科 Gnaphosidae 

小型蜘蛛，雌蛛體長約 7-8mm。背甲橢圓形，前端明顯較後端狹窄，

黑色且具有光澤。步足黑褐色，粗壯，具毛刺。腹部亦呈黑褐色，為長橢

圓形，尾端有短絲疣。雄蛛體型較雌蛛小，約 5-6mm，體型顏色與雌蛛相

同。 

廣泛分布於臺灣各低海拔山區。常見於落葉堆或石塊下活動覓食。 

 

擬環紋豹蛛 

Pardosa pseudoannulata (Boes. et Str., 1906) 

科名：狼蛛科 Lycosidae 

小型蜘蛛，雌蛛體長約 10-12mm。背甲淺棕色，兩側有深褐色粗縱紋，

背甲邊緣有淺黃色細紋。八眼排列成 4-2-2 三列。步足黃褐色，有許多深

褐色橫帶。胸板於各步足基節間，各有一個黑點(共 6 個)，為本種的重要

辨識特徵。腹部背面有縱紋與小白點。雄蛛體型較小，體色與雌蛛略同，

觸肢有明顯的白色條帶。 

本種主要棲息在臺灣各低海拔山區，喜棲息於水邊或草叢，白天常出

現於落葉堆中活動覓食。卵囊為綠褐色，球形，雌蛛會以絲疣攜帶卵囊，

待若蛛孵化後，雌蛛會背負若蛛共同生活一段時間。 

 

蟻蛛屬 

Myrmarachne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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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跳蛛科 Salticidae 

本屬是小型的蜘蛛。屬於跳蛛科，八眼呈 4-2-2 排列成三列，前列中

眼特大，為跳蛛科的主要特徵，第二列眼為最小。體型細長，外觀類似螞

蟻。雄蟻蛛具有一對粗壯且長的上顎，雌蟻蛛則較不明顯。腹部細長，前

端明顯隘收。本屬在外型及行為上皆擬態成螞蟻，不易跟螞蟻區分。螞蟻

屬於昆蟲綱，具有頭、胸、腹分節，且具三對脚。但蟻蛛的頭胸節癒合，

且具四對脚，有趣的是，蟻蛛會將第一對腳向前上舉，擬態成螞蟻的觸鬚。 

臺灣的蟻蛛分佈廣泛，約有 10-11 種，擬態的對象，從棘蟻、黑家蟻

到體色紅色的螞蟻等都有。主要活動於地面與植物上，為不結網的主動掠

食者。 

水狼蛛 

Pirata sp. 

科名：狼蛛科 Lycosidae 

水狼蛛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底層數量最龐大的蜘蛛。八眼成 4-2-2 排成

三列。頭胸部的背面有一條寬的縱黑帶，黑帶邊緣為切齊的直線。腹部背

面有成對的小白點。陽明山所產的水狼蛛與琉球群島有細齒水狼蛛(Pirata 

denticulatus) 相似，但其雄性成熟觸肢的交接器形態卻與克氏水狼蛛

(Pirata clercki) 較相似，但頭胸部花紋卻又不同。陽明山也有克氏水狼蛛

的分佈，但數量較少。 

水狼蛛屬的蜘蛛常見於有地被植物的潮溼地，在陽明山國家公園中的

多種環境型都可發現。 

 

石垣櫛蛛 (彩圖 14) 

Ctenus yaeyamensis 

科名：櫛蛛科 Ctenidae 

石垣櫛蛛的外形與狼蛛相似，但八眼排列成 2-4-2 三列，與狼蛛科明

顯不同。本種體長可達 16 mm，比臺灣一般常見的狼蛛大。石垣櫛蛛的體

色變異很大，從深黑褐色到淡棕色皆有，全身具細長且密的毛。背甲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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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近菱形的淺色縱帶。步足褐色，具有許多長毛。雄蛛體型較雌蛛小，

外型與雌蛛相似。 

石垣櫛蛛為臺灣中低海拔森林地面最常見的遊走性蜘蛛，主要在白天

活動，為主動追捕獵物的掠食者。 

 
 

黃足道士蛛 

Mallinella fulvipes 

科名：擬平腹蛛科 Zodariidae 

黃足道士蛛的頭胸部為橢圓形，前端略圓形，深黑褐色，平滑具有光

澤。步足成紅褐色。本種與下謝名道士蛛 (Mallinella shimojanai) 皆為陽

明山常見的道士蛛，但黃足道士蛛體型約為下謝名道士蛛的兩倍大，步足

呈赤褐色，下謝名道士蛛的腳則為淺黃綠色，可作為辨別兩者的特徵。 

道士蛛常於夜間在地面附近活動，行動迅速，為主動的獵食者。採樣

與觀察不易，故全台的紀錄不多，在陽明山數量不少，是陽明山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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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解說文案 2-認識盲蛛 

盲蛛屬於節肢動物門，蛛形綱，盲蛛目。盲蛛可能是大家不太熟悉的

一群動物。在英國，盲蛛常常在收割季節大量出現，因此被俗稱為「收割

者」 (harvestmen)，這也是在文獻中最常被使用的盲蛛統稱。而在北美洲

及澳洲，因為長腳形態的盲蛛很多，所以盲蛛在當地被稱呼為「長腿老爹」

(daddy long legs)。在亞洲地區，包括中國、韓國、日本以及臺灣則大多以

「盲蛛」(blind spider)來稱呼這類動物。 

盲蛛目在蛛形綱中，數量僅次於蜘蛛目及蹣類，目前已經被描述的種

類大約有 6500 種。但是生物學家對他們的了解仍然不多。可能是因為牠

們主要棲息在陰暗潮溼的環境，且大多數的種類為夜行性，又不具有鮮豔

的體色，因此長久以來一直未受到注意。盲蛛依種類不同，牠們可以小型，

皮膚柔軟的節肢動物、無脊椎動物，植物或是真菌為食。 

盲蛛身體可分為前體節 (頭胸部)及腹部 (opisthosoma)。但二者間的

連結範圍寬大，而且又很密合，不像蜘蛛的頭胸部與腹部間可見到明顯的

連結點，因此盲蛛的身體看起來是圓形或橢圓形。盲蛛的前體節有六對附

肢，包括螯肢(chelicerae)，觸肢(pedipalps)以及 4 對步足。頭胸部背面有背

甲 (carapace)覆蓋，有一對緊鄰的眼睛位在背甲的隆起錐狀構造上。腹部

具有 10 個節。生殖孔位在腹部第二節。 

盲蛛在全球分布廣泛，除了南極之外，在各大陸均有分布。而牠們的

棲息環境也相當多樣，從土壤、苔蘚、落葉堆、草叢、石塊、以及樹幹的

垂直面都有可能發現。熱帶地區，特別是潮溼的森林是盲蛛多樣性最高的

地方。 

大多數的盲蛛採取伏擊的方式獵食。盲蛛沒有毒腺，因此捕捉到獵物

時必須利用螯肢及觸肢穩固的箝住獵物才能開始進食。有時捕捉到較大的

獵物時，會用螯肢及觸肢箝住獵物長達半小時，直到獵物不再抵抗為止。 

除了極少數種類的盲蛛是孤雌生殖之外，大多數的盲株行有性生殖。

棲息於地面的盲蛛大多將卵產在土壤或是岩石縫隙中。雌盲蛛有延長的且

具有感覺能力的產卵管，可用於尋找合適的產卵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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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ungius bimaculatus (彩圖 15) 

科名：Epedanidae 

本種體長約 0.55 公分。體色為深紅褐色，背甲上的背板顏色較深，為

黑褐色。眼柄上具有一粗長的刺，長度約為整個眼柄高度的一半。本種具

有發達的觸肢，觸肢形態為本種的主要辨識特徵。觸肢的腿節修長，長度

約為體長的二分之ㄧ至三分之二。觸肢背側的刺較小，僅為隆起狀，腹側

的刺則較細長。觸肢膝節光滑不具棘刺，末端膨大，脛節及跗節具有許多

粗長的棘刺，跗節末端的爪極長，可達到與跗節長度等長。螯肢具有網狀

花紋。雄盲蛛與雌盲蛛在體型及體色皆相似。 

本種為地棲性盲蛛，肉食性，具有強壯的觸肢，而且步足的長度較短，與一

般所熟知的盲蛛形態大不相同，這樣的形態可方便牠在落葉中鑽行搜尋獵物。 

 

Metagagrella formosa (彩圖 17) 

科名：Sclerosomatidae 

本種為地棲性的盲蛛，主要發現於矢竹草原。雌盲蛛體長約 0.4 公分，

體色褐色，背甲有明顯深褐色縱帶；雄個體體色為黑色，背甲縱帶不明顯，

背甲末端左右兩側通常有白色斑塊。背甲中央有一粗刺。本種觸肢的腿節

與膝節顏色為黑褐色，脛節及跗節則為米色，雌盲蛛在觸肢膝節末端有延

伸形成角狀的構造。步足纖細光滑不具棘刺，第二對腳的腿節有兩個瘤

點。雄盲蛛體型略小於雌盲蛛，觸肢跗節腹面有一排黑刺，雌盲蛛則無。 

 

Pseudomelanopa taiwana (彩圖 16) 

科名：Sclerosomatidae 

本種雌盲蛛體長約 0.7 公分。體色褐色，從眼柄延伸至背甲四分之三

處有深褐色縱帶，縱帶形狀為梯形，末端較寬，顏色也較深。背甲中央具

有一粗刺。步足上佈滿許多粗棘刺，為本種的主要辨識特徵。雄盲蛛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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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小於雌盲蛛，體色與雌盲蛛相似，雄盲蛛在觸肢跗節腹面有一排細黑

刺，雌盲蛛則無。 

本種為地棲性的盲蛛，步足不若一般常見的樹棲盲蛛 ( 如

Pseudogagrella taiwana) 細長，較為粗短。Pseudomelanopa taiwana 主要發

現於矢竹或芒草草原，尤其以芒草草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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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解說文案 3-認識陸生端足目動物 

端足目動物從高山到深海中均有分布。牠們的外觀差異極大，但陸生

種類幾乎全屬於鉤跳蝦科 (Talitridae)，因此陸生種類在外觀都很相似。鉤

跳蝦的腹部前彎，外觀與煮熟的小型蝦子很像，又因牠們具有極佳的跳躍

能力，因此俗稱「鉤跳蝦」。鉤跳蝦在臺灣的分布廣泛，從海濱地區一直

到中高海拔山區富含落葉的潮溼環境底層，都有機會發現牠們的蹤跡。 

但是鉤跳蝦的研究在臺灣一直不多。在本研究之前，臺灣內陸森林的

鉤跳蝦僅確定一種 (Chou and Lee 1996 )，且僅在南投山區有正式紀錄。 

在形態上，臺灣的鉤跳蝦體長大多在 1.2cm 以下。體型側扁，頭部具

有 2 對觸角，第一對觸角明顯較第二對觸角短，有些種類的第二觸角有明

顯的雌雄二型性，雄鉤跳蝦的第二對觸角會特別粗大。鉤跳蝦頭部兩側有

明顯的複眼。有些種類的雄鉤跳蝦的第二腮足指節特別發達，且特化為鉗

狀，主要是在交配時用來抱住雌鉤跳蝦。腮足之後為五對步足，其中後面

三對步足特別發達，主要是用來跳躍。 

雌鉤跳蝦有保護幼蝦的習性。受精卵會被安置於雌蝦腹部，幼蝦孵化

後，仍會躲藏在雌蝦腹部下方一段時間，待雌鉤跳蝦蛻皮時一起被釋放出

來。 

鉤跳蝦主要以植物碎屑為食，是土壤碎屑食物鏈中的重要角色。他們

可將植物的枯枝落葉分解為細小的微粒，讓微生物能夠快速的將這些有機

物轉化為植物可再吸收利用的養分。 

 

布氏陸鉤跳蝦 (彩圖 19) 

Bousfieldia sp. 

鉤跳蝦科 Family：Talitridae 

成體體長大約 8mm，複眼的位置在頭部兩側接近上緣。第一對觸角很

短，頂多略超過第二觸角的第三柄節。雄鉤跳蝦第二腮足指節特化為鉗

狀。第二步足長度比第一步足短。三對腹肢退化，無挖掘功能。第一尾肢

的外肢無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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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陸鉤跳蝦是臺灣內陸森林的鉤跳蝦中，唯一已被正式發表的種。

本種最早在鳳凰山的闊葉林中被發現。陸鉤跳蝦主要以植物碎屑為食，而

又因生理及形態構造上的限制，對於身體水分的維持能力並不佳，因此本

種僅能棲息在落葉豐厚的潮溼密林下。 

陽明山地區有布氏陸鉤跳蝦出現的地點不多，在竹子山、大屯山及天

溪園一帶的潮溼闊葉林底層都可發現。 

 

土跳蝦 (彩圖 20) 

Talitroides topitotum (Burt) 

鉤跳蝦科 Family：Talitridae 

成體體長約 5-15mm，複眼的位置在頭部兩側接近上緣。第一對觸角

的觸角鞭長度超過柄節總長。除了一些必須靠顯微鏡才能鑑別的特徵之

外，其餘外觀上與布氏陸鉤跳蝦相似。 

土跳蝦在全球分布廣泛，在中美洲、斯里蘭卡、澳洲及香港均有發現

記錄。本種因棲息環境廣泛，在有些國外的花園中相當普遍，因此又被稱

為花園的跳躍者(garden hopper)。 

土跳蝦最早發現於斯里蘭卡，但是後來在許多島嶼也有發現記錄。由

於跳蝦無法在乾燥環境也無法在水中存活，因此跳蝦要藉由自然散播的方

式把族群拓展到世界各地是相當困難的事。有學者認為土跳蝦應該是隨著

人類的貿易活動而散播到世界各地，例如原木或是園藝植物的進出口等方

式。土跳蝦在陽明山的分布狀況相當侷限，目前僅在陽明書屋至七星山苗

圃登山口一帶發現，且數量非常龐大。但到目前為止在陽明山區的其他調

查區域中卻尚未發現土跳蝦。推測土跳蝦很有可能也是近年才隨著花卉及

苗木被引進陽明公園一帶，因此目前還沒有擴散到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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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解說文案 4-認識陸生等足目動物 

全球陸生等足目動物都屬於潮蟲亞目。潮蟲亞目在 2003 年的統計已

知有 3637 種以上 (Schmalfuss 2003)。臺灣自 1913 年起即有陸生等足目的

記錄 (Budde-Lund 1913)，接著 Arcangeli (1927)及 Verhoeff (1928)分別記錄

臺灣 6 種及 12 種等足目動物。之後臺灣等足目的的研究幾乎停滯，一直

到了 1992 才又有學者進行等足目的調查。1992 年有韓國學者權道憲、田

大秀與臺灣博物館的王嘉祥先生進行臺灣陸生等足目的全面性的調查，描

述了近 20 種陸生等足目 (Kwon and Jeon 1993, Wang and Kwon 1993, Jeon 

and Kwon 1995, 1996, Kwon and Wang 1996)；之後李政諦 (1993) 發表棲息

於溪流的臺灣海蟑螂 (Ligia taiwanensis)。至此，已被記錄的臺灣陸域等足

目動物種類約有 42 種。但相較全球已知的種類數仍是明顯偏低。以臺灣

獨特的地理特性及多樣的生態系，應仍有相當多的物種尚未被發現。 

陸生等足目動物在我們生活周遭並不算是少見的動物。在陽台盆栽

下，或是庭院石塊落葉下常見的鼠婦，以及岩礁海岸數量極多的海蟑螂，

都屬於等足目動物。但這些動物相關研究極少，也是我們自然教育中很少

被提及的類群，因此許多人對他們並不熟悉，所以常有民眾誤以為鼠婦也

是昆蟲的一種。 

陸生的等足目動物大致為長橢圓形，外觀上可以清楚的區分頭部、胸

部及腹部。頭部前端具有兩對觸角，其中第一對觸角極短，通常要透過放

大鏡才能觀察到，第二對觸角則清楚可見。頭部兩側具有複眼，依其種類

的不同由數十個到一百多個不等的單眼所組成。胸部有七個胸節

（pereonites），每個胸節下方有一對步足。身體後段約 1/3 的部份為腹部，

由六個腹節所組成，腹節下方共有 5 對腹肢，在最後一個體節有一對特化

的尾肢。 

大多數陸生等足目動物的雌蟲會將受精卵置入胸節下方的攜卵袋

中，幼蟲孵化後會在攜卵袋中成長，直到可以獨立生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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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虱 (彩圖 21) 

Ligidium sp. 

科名：海蟑螂科 Ligiidae 

湖水虱在外觀上與海蟑螂很像，只是體型較小，多在 0.8cm 以下。本

種體色為深褐色至淡褐色，每個體節都有深褐色斑塊。複眼由大約 150 個

單眼所構成，第二觸角的觸角鞭有 14 節。尾肢的內肢及外肢細長。本種

尾板（telson）末端為三角形，是本種與目前臺灣同屬的另外兩個物種可以

明確區別的重要特徵。 

本種湖水虱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分布相當廣泛，從海拔僅有 200 多公

尺的下七股到大屯山山頂均有紀錄。喜歡棲息在針、闊葉林下的潮溼環

境，大多藏匿在大石塊或是落葉下。但如果地面溼度足夠，有時在草原環

境也可發現。本種生性活潑，幼蟲會採取跳躍方式躲避敵害，成蟲及幼蟲

都會裝死欺騙掠食者。 

 

眼斑喜陰蟲 (彩圖 22) 

Burmoniscus ocellatus (Verhoeff, 1928) 

科名：Philosciidae 

眼斑喜陰蟲的雌蟲體長可達 1 公分，雄蟲約 0.6 公分。體色大致為暗

褐色或紅褐色。頭小，複眼位於頭部兩側頂端。第 7 胸節兩端向後延伸，

胸節側面與後緣略成鈍角。大多數的個體尤其是成熟雌蟲胸節兩側末端有

暗橘色斜紋。腹節寬度明顯較胸節小，因此胸部與腹部可明顯區分。尾肢

粗大，長度約 1mm。 

分布於日本、中國以及香港。在臺灣分布相當廣泛，主要分布在低中

海拔山區闊葉林。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只要在落葉豐厚的潮溼環境中幾乎

都可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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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氏光管潮蟲 (彩圖 23) 

Lucasioides isseli (Arcangeli, 1927) 

科名：Trachelipodidae 

 

體長大約 7mm，身體為長橢圓形，體色為灰棕色。第一體節後緣在兩

側向前彎曲。尾板三角形，兩側內凹，末端圓尖。複眼約由 18 個單眼組

成。胸節表面佈滿清晰可見的瘤狀顆粒。 

目前僅知分布於中國南部以及臺灣。在臺灣地區主要出現在新店以北

的低海拔山區，大多棲息在石塊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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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等足目動物粒線體 DNA COI 片段序列 

1. 眼斑喜陰蟲 Burmoniscus ocellatus (L17) 

標本採集地點:擎天崗 

TTTTATTTTTGGGGCTTGAGCAGGAGCAGTAGGGTCATCATTAAGAGTATTAATTCGGAT

TGAACTTGGGCAAACAGGAAGATTAATTGGGGATGATCAAATTTATAACGTTATTGTAAC

AGCTCATGCTTTTGTTATAATTTTTTTTATAGTTATACCTATTATAATTGGAGGGTTTGGAA

ATTGGTTAATTCCATTAATACTAAGGGCCCCGGATATAGCTTTCCCTCGAATAAATAATTT

AAGATTTTGGTTATTACCCCCTTCTTTAATTCTTTTATTAATAAGAGGTTTAATTGAAAGAG

GAGTGGGAACAGGATGAACAGTTTACCCTCCTCTTGCAGGAGCTATTTCCCATAGGGGG

CCTTCTGTAGATTTAGGAATTTTTTCCTTACATTTAGCAGGAGCCTCTTCAATTTTAGGAG

CTGTTAATTTTATTACTACTATAATTAATATACGGATAAAAGGTTTGAAACTAGATCGTATA

CCTTTATTTGTTTGATCAATTTTAGTTACTACTGTTTTACTTCTATTATCTCTTCCTGTATTA

GCAGGAGCAATTACTATACTCTTAACAGATCGAAATTTAAATACTTCTTTTTTTGACCCTA

GAGGGGGGGGAGATCCTATTTTATATCAGCATTTATTTTG 

 

2. 眼斑喜陰蟲 Burmoniscus ocellatus (B1x50) 

標本採集地點:絹絲瀑布 

CATAAGGATATTGGAACTTTATATTTTATTTTCGGAGCTTGAGCAGGAGCTATTGGATCTT

CATTAAGTGTACTAATTCGAATTGAATTAGGGCAAACAGGAAGACTTATTGGAGATGACC

AGATTTATAATGTTATTGTTACAGCTCATGCCTTTATTATAATTTTTTTTATAGTTATACCTG

TGATAATTGGGGGGTTTGGAAATTGGTTAATTCCTTTAATATTAAGGGCTCCTGATATAGC

TTTTCCTCGAATAAATAATTTAAGATTTTGATTATTACCTCCTTCATTAACTCTTCTATTAAG

TAGGGGAATAGTGGAGAGGGGTGTAGGAACAGGATGAACAGTTTATCCCCCTTTAGCTG

GAACAATTTCTCATAGAGGCCCATCAGTAGATATAGGAATCTTTTCTCTTCATTTAGCAGG

GGCTTCTTCAATTTTAGGGGCTGTAAATTTTATTACAACTATAATTAATATACGAATAAAAG

GTTTAAAATTAGATCGAATACCTTTATTTGTTTGATCAATTTTAATTACTACTGTTTTACTTT

TATTGTCTCTTCCTGTATTAGCAGGAGCAATTACAATACTATTAACGGATCGGAATCTAAA

TACTTCCTTTTTTGATCCAAGGGGAGGAGGGGATCCAATTCTTTATCAGCATTTGTTTTGA

CTCTTCGGACAC 

 

3. 緬氏喜陰蟲 Burmoniscus meeusei (ISO-KUO-450_1) 

標本採集地點:小觀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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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GGTGGAGTAGGAACATCCCTTAGAATGTTGATTCGGACTGAATTGGGACAGGCTGGA

AGCTTAATGGGGGATGATCAAGTTTACAATGTGCTTGTTACTGCCCATGCTTTTGTAATAA

TTTTCTTTATAGTTATACCTATCATAATTGGTGGGTTTGGAAACTGACTAATACCTTTGATG

CTGGGGGCTCCTGATATAGCTTTCCCCCGAATAAACAATTTAAGATTTTGGCTACTTCCC

CCTTCCTTAACTCTTATATTAGTAAGAGGCTTGGTAGAAGGGGGGGTGGGGACAGGTTG

AACTGTCTACCCTCCTCTGGCAAGGACAGTAGCTCATAGAGGAGCTTCAGTAGATTTAG

GAATCTTCTCTCTTCATTTGGCTGGGGCTTCTTCAATTCTAGGGGCTGTGAATTTTATCAC

TACAATGGTTAATATACGAGCAAAGGGGATAAAACTAGACCAAATTCCTCTGTTTGTTTG

GTCAATTCTAGTGACGGCGGTACTTCTCCTTCTTTCCTTGCCTGTCTTGGCAGGAGCTAT

TACTATGCTTTTAACAGATCGAAATTTAAACACTTCTTTTTTTGACCCAATAGGAGGAGGA

GACCCTGTTCTTTATCAACATCTCTTTTGACTCTTC 

 

4. 彌氏喜陰蟲 Burmoniscus meeusei (ISO-KUO-450_1) 

標本採集地點:小觀音山 

CCGGGGGGGTAGGTACTTCCCTTAGAATGTTGATTCGGACTGAATTAGGGCAGGCTGGA

AGCTTAGTAGGGGATGATCAGACCTATAATGTGCTTGTCACTGCCCATGCTTTTGTAATA

ATTTTCTTTATAGTTATACCTATTATAATTGGAGGGTTTGGAAACTGACTAATACCTTTAAT

ACTAGGGGCTCCTGATATAGCTTTCCCTCGAATAAACAATTTAAGATTTTGGCTACTTCCT

CCATCCTTAACTCTTTTATTAGTAAGAGGTTTGGTAGAAGGAGGGGTGGGAACAGGCTG

AACTGTCTACCCTCCTCTGGCGAGCACAGTGGCCCATAGAGGAGCTTCAGTGGACTTAG

GAATCTTCTCTCTTCATTTGGCTGGGGCTTCTTCAATTTTAGGAGCTGTGAATTTTATTAC

CACAATGGTTAATATACGAGCAAAGGGAATAAAATTAGATCAAATTCCTCTATTTGTTTGG

TCAATTCTAGTGACGGCGGTACTTCTCCTTCTTTCCTTGCCTGTCCTGGCAGGGGCTATT

ACTATACTTCTAACAGATCGAAATCTAAACACTTCTTTTTTTGACCCAAGAGGGGGAGGA

GATCCTGTTCTTTATCAACATCTTTTTTGACTCTTC 

 

5. 湖水虱 Ligidium sp. (ISO-KUO-153_2) 

標本採集地點:菜公坑山 

GGTTCATAGGCGTAAGTTTAAGAATAATCATTCGAGCTGAATTAGGTAGAAGAGGACATT

ACATTGGCAATGATCAACTATATAATGTTATAGTTACCGCACACGCTTTTGTAATAATCTT

TTTCATAGTTATACCTGTTATAATTGGTGGCTTTGGTAATTGATTAATTCCTTTAATATTAG

GTGCAACTGATATAGCTTTCCCTCGTATAAATAATATAAGATTCTGACTTTTACCTCCTTC

TTTTGCTCTATTATTAGGAAGAAGAGTTGTTGAATTGGGAGTTGGGACAGGCTGAACTGT

CTACCCTCCTTTATCATCTAACATAGCCCATAAAGGGGCTGCTGTTGATATAGCAATT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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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TTGCATCTAGCTGGAGCTTCATCCATCTTAGGAGCTGTAAACTTTATTACTACTGTAA

TTAATATACAATCACCTGGAATAAGATATGATCGTATACCTCTTTTTGTATGATCTGTATTT

ATTACAGCTATTCTCTTATTATTATCTCTTCCAGTTCTTGCAGGAGCAATCACAATACTTTT

AACAGATCGTAATTTAAATACCTCTTTCTTTGATCCTAGAGGTGGTGGAGATCCTATTTTA

TATCAACATTTATTCTGA 

 

6. 湖水虱 Ligidium sp. (ISO-KUO-22) 

標本採集地點:絹絲瀑布 

TTTTGTGTTTGGGTTATGGGCTGGAGCGGTAGGGGTTGGCTTAAGAATAATTATTCGAAC

AGAACTAGGGAGAAGAGGGCGTTATATTGGGAATGATCAATTGTACAATGTAATAGTCAC

AGCTCATGCTTTTGTGATAATCTTTTTTATAGTTATACCTGTGATGATTGGAGGGTTTGGG

AATTGATTAATCCCTCTTATACTAGGAGCTCCTGATATAGCATTCCCTCGTATAAATAATA

TAAGATTTTGGCTATTACCTCCAGCTTTTGCGTTATTACTAGGAAGAAGAGTTATTGAATT

AGGAGTTGGTACAGGCTGAACTGTTTATCCTCCTTTATCCTCTAATATTGCACATAAAGG

AGCTGCTGTTGATTTAGCTATTTTTTCTTTACATTTAGCAGGCGCTTCTTCTATTTTAGGA

GCTGTAAATTTTATTACTACTGTAATTAACATACGTTCTCCTGGTATAACTTATGATCGTTT

ACCTCTATTTGTTTGATCTGTTTTTATCACCGCTATTCTTTTACTTCTTTCTCTTCCTGTTCT

TGCAGGGGCAGTAACTATACTTTTAACGGATCGTAATTTAAACACTTCTTTTTTCGATCCA

AGAGGAGGAGGAGACCCTATTTTA 

 

7. 緣潮蟲 Agnaridae sp. (ISO-KUO-413_1) 

標本採集地點:大屯山 

AGGCGTGGTAGGAACAGGCTTGAGAGTATTAATCCGGGTAGAACTAGGACACCCAGGA

AGTTTAATTGGCGACGATCAGATTTATAATGTTATTGTAACTGCTCATGCTTTTGTTATGA

TTTTTTTTATAGTAATGCCTATTATAATTGGTGGATTTGGTAATTGATTAATTCCTTTAATAT

TAGGAGCTCCTGATATAGCTTTCCCTCGAATAAATAATATAAGGTTTTGATTACTACCTCC

TTCTTTAGTTCTTCTCTTATCAAGTGGATTAATTGAAAGAGGGGTGGGGACCGGGTGGAC

AGTTTACCCTCCTTTAGCATCAAATATTGCTCATAGAGGAGCTTCTGTTGATTTAGGAATT

TTTTCTTTGCATTTAGCTGGGGCTTCTTCAATTCTAGGAGCAGTAAATTTTATTACAACTG

TAATTAACATACGTTCTCCCAGAATAAGAATAGATCGAGTACCTCTATTTGTGTGATCTGT

TCTAATTACTGCTATTCTTTTACTATTATCCCTTCCTGTACTTGCTGGCGCTATCACTATG

CTCCTAACTGATCGTAATTTAAACACTTCTTTTTTTGATCCTAGAGGAGGGGGAGACCCA

ATTCTTTATCAACATCTATTTTGACTTTTC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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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斯氏光管潮蟲 Lucasioides isseli (ISO-KUO-457_1) 

標本採集地點:天溪園 

GGGAGCAGTCGGAACGGGTTTAAGAGTGCTAATTCGTACAGAATTAGGACATCCAGGTA

GTCTAATTGGAGATGATCAAATTTATAACGTGGTTGTTACTGCCCACGCTTTTATTATAAT

TTTTTTTATAGTAATACCTATTATAATTGGGGGGTTTGGAAATTGATTAGTACCTTTAATGC

TAGGGGCTCCTGATATAGCTTTTCCTCGTATAAATAATATAAGATTTTGATTATTACCTCC

CTCTTTAGTTCTTCTTTTAAGGAGAGGGTTAGTAGAAAGAGGAGTAGGAACTGGGTGGA

CAGTATACCCTCCTTTAGCAGCAGGGATTGCCCATAGAGGAGCTTCTGTAGATTTAGGAA

TTTTTTCTTTACATTTAGCTGGGGCTTCTTCAATTTTAGGAGCGGTGAATTTTATTACAACT

GTGGTTAACATACGATCTTTAGGGATGAGTATAGACCGTGTTCCTTTATTTGTCTGGTCT

GTGTTTATTACTGCTATTTTATTACTTTTATCTTTACCTGTATTAGCAGGGGCAATTACTAT

ATTGCTCACTGATCGTAATTTAAATACTTTCCTTTTTGATCCTAGAGGAGGGGGGG 

 

9. 古巴卷甲蟲 Cubaris sp. (ISO-KUO-409_1) 

標本採集地點:大屯山 

TGGGGCTGTAGGGACTTCTTTAAGTGTTATTATTCGAATTGAATTAGGACAAACAGGAAG

TTTTATTGGAGATGATCAGATTTATAATGTAATTGTAACTGCCCATGCTTTTATTATAATTT

TTTTTATAGTTATACCTATTATAATTGGAGGATTTGGAAACTGACTAGTCCCTTTAATACTT

GGAGCTCCTGATATGGCTTTCCCTCGAATAAATAATATAAGATTTTGGTTACTTCCTCCTT

CTTTAACTTTATTATTAACAAGAGGGCTGGTAGAAAGGGGGGTTGGGACTGGTTGAACA

GTCTATCCTCCTTTGGCAGCAAATATTGCTCACAGAGGGGCTTCTGTAGACTTAAGTATT

TTTTCTTTACACTTAGCAGGAGCTTCTTCCATCTTAGGGGCTGTCAATTTCATCACTACCA

CTACAAACATACGATCCCCTTGGATAAAAATAGATCGTTTACCTCTTTTTGTATGATCTAT

TTTTATTACAGCTATTTTATTACTTCTCTCTTTACCAGTCTTGGCTGGGGCTATCACAATAC

TTTTAACAGATCGGAATTTCAATACTTCTTTTTTTGATCCTAGAGGAGGGGGGGACCCTA

TTTTATATCAGCATTTATTTTGACTCTTC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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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各採樣區系及樣點捕獲昆蟲統計 

區系 採樣點 

 
七星山 大屯山 鹿角坑 磺嘴山 天溪園

陽明書

屋 
夢幻湖 大油坑 擎天崗

總計

半翅目 13 12 139 12 7 17 1   24 225 

同翅目 8 5 23 5 4 2   7 54 

直翅目 52 34 33 289 14 29 9 1 67 528 

革翅目 105 46 67 58 22 14 5  6 323 

等翅目   2 5       7 

蜚蠊目 189 163 117 26 15 13 4 3 9 539 

彈尾目 661 396 1130 357 200 181 111 46 142 3224

膜翅目 923 723 685 902 234 93 38 8 198 3804

鞘翅目 538 940 752 312 247 245 143 14 48 3239

總尾目 4 1 4 1  2    12 

螳螂目   6 1  1     8 

雙翅目 388 448 441 261 72 26 77 3 44 1760

鱗翅目 3 2 3 1 3 1    13 

總計 2884 2778 3400 2224 819 623 388 75 545 1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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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各植被型樣點捕獲昆蟲統計 

物種目 人造林 矢竹草原 芒草草原 短草草原 裸地 闊葉林 總計 

半翅目 6 8 7 32   172 225 

同翅目 1 7 22 11  13 54 

直翅目 50 12 46 290 1 129 528 

革翅目 58 82 87 37  59 323 

等翅目 6  1    7 

蜚蠊目 62 238 114 26 3 96 539 

彈尾目 596 404 777 316 46 1085 3224 

膜翅目 662 710 757 630 8 1037 3804 

鞘翅目 550 503 621 155 14 1396 3239 

總尾目 2     10 12 

螳螂目  2 2   4 8 

雙翅目 307 305 280 187 3 678 1760 

鱗翅目 1 1 2   9 13 

總計 2301 2272 2716 1684 75 4688 1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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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解說文案-陽明書屋底層動物相 

陽明書屋因為有管制措施，環境干擾程度低，因此在陽明書屋的森林

底層落葉豐厚，且森林的覆蓋程度很高，有利於底層溼度的維持。 

盲蛛目動物有 5 種，分屬於 Laniatores 及 Euanoi 兩個亞目。在陽明書

屋較特別的是 Laniatores 的盲蛛數量比其他地點多。這個亞目的盲蛛腳較

短，具有發達觸肢，且都屬於肉食性。由於陽明書屋底層落葉豐厚，其中

土壤無脊椎動物也必然豐富，可能因此 Laniatores 數量會比其他地點多。

Euanoi 盲蛛有 3 種，以 Pseudomelanopa taiwana 的數量較多。

Pseudomelanopa taiwana 也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優勢種盲蛛之一。但其

主要的棲息環境以草原為主。 

等足目動物目前僅發現眼斑喜陰蟲，本種是陽明山分布最廣泛的等足

目動物，對環境的溼度適應能力較為廣泛。大多數的等足目動物以植物碎

屑為食。陽明書屋森林底層的落葉豐厚，相當適合等足目動物棲息，因此

應該仍有不少的種類未被發現。但因等足目動物的習性不盡相同，以掉落

式陷阱法能夠調查到的種類有限，未來可多方面的利用不同的調查方法在

陽明書屋進行更完整的普查。 

陽明書屋在本研究採獲的端足目動物有土跳蝦 1 種，數量非常龐大。

下大雨時，土跳蝦會為了避免被雨水沾附窒息而跑到建築物的前廊，雨停

後，許多來不及跑回土壤及落葉下的土跳蝦會因脫水而乾死在陽明書屋的

各處建築物門口。我們也由此察覺土跳蝦在陽明書屋的數量是這麼龐大。

但是牠們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卻只分布在陽明書屋至七星山苗圃之間。土

跳蝦適應能力強，經常隨著園藝苗木散布，因此是全球性的廣布種。陽明

書屋的土跳蝦分布侷限，可能也是隨著苗木而被引進，其族群目前尚未拓

展到陽明山國家公園海拔較高的地區。國外的相關研究發現土跳蝦在環境

條件合適的情況下，往往可以繁衍大量族群，進而排擠原生跳蝦。在陽明

山有另一種鉤跳蝦-布氏陸鉤跳蝦，其分布較為廣泛，但是在有土跳蝦的地

方卻沒有布氏陸鉤跳蝦，因此土跳蝦是否也對陽明山原生的鉤跳蝦產生排

擠的現象，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在昆蟲方面，在陽明書屋採集到革翅目 1 科、半翅目 2 科、同翅目 1

科、直翅目 3 科、雙翅目 7 科、鞘翅目 8 科、鱗翅目 1 科、總尾目 1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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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翅目 3 科、彈尾目 2 科、蜚蠊目 2 科。從目級來看，以鞘翅目的昆蟲最

多，其次為彈尾目。從科級來看，則以彈尾目的長腳跳蟲科最多，其次為

鞘翅目的出尾蟲科。 

彈尾目昆蟲是不變態的昆蟲，通常棲息在富含有機質的土壤中，牠們

的體型相當小，一般都在 3mm 以下。彈尾目昆蟲腹部具有彈跳器，善於

跳躍，因此俗稱跳蟲。跳蟲通常是土壤中數量龐大的優勢類群。大部分的

跳蟲都以土壤中的腐植質為食，因此在溼度高，落葉以及腐植質豐厚的環

境中特別多。有些則以真菌或植物組織為食，甚至會危害蘭花，成為農業

害蟲。 

出尾蟲依種類不同，有肉食性，吸食植物汁液或是吃真菌的種類。有

些肉食性的種類還被拿來作生物防治，以抑制某些植物害蟲，如介殼蟲

等。出尾蟲相當普遍，但體型相當小，在陽明書屋採獲的種類大多未及

2mm，不容易被注意到。在本研究中，利用掉落式陷阱捕獲的出尾蟲數量

龐大，可能是出尾蟲為了獵食或是尋找真菌而在地面遊走，因此掉落到陷

阱的機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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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解說文案-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常見老樹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桑科 Moraceae 

榕樹廣泛分布於臺灣平地至低海拔丘陵地。榕樹生長快速，且氣生根

觸地後可以發展成支持根，因此在空曠的環境下往往可以發展出巨大的樹

冠，提供人們遮蔭乘涼的處所。再加上榕樹材質可用性不高，大樹不易遭

到砍伐利用，因此在聚落中的榕樹常有機會成長為老榕，有些在廟宇附近

的老榕還會被當作神祇膜拜保護。 

陽明山的榕樹老樹分布相當廣泛，大多出現於聚落、道路兩側、開墾

地以及私人庭院，少數位在已發展成為次生林的舊農耕地。由於陽明山的

原生林中並未發現過榕樹，因此推測出現在陽明山次生林內的榕樹可能都

是人為種植的植株。 

榕樹老樹在陽明山的分布地點多靠近人類活動範圍，因此植株容易受

到人類的管理、活動的干擾及破壞。紗帽路一帶的榕樹全都緊臨道路，可

能為了避免妨礙交通，有些植株枝幹已被鋸斷。也有榕樹因壓迫到房舍或

是妨礙車輛進出而被鋸掉整個分枝。榕樹耐修剪，可修剪成任何造型，常

被使用來作為庭園造景樹種，本次調查在行義路與東昇路口安全島上，就

有一棵榕樹老樹被修剪成幾何圖形。 

榕樹老樹在教師研習中心至臺北縣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之間分布相對

密集，在這個區域中的老榕生長空間大多未受壓迫，樹幅平均達到 24.0 公

尺，遠高於紗帽路一帶老榕的平均樹幅 16.2 公尺。清天宮前圓環內的榕

樹其胸高直徑達 217cm，應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胸高直徑最大的榕樹，但

目前有蟲害，正投藥治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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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金縷梅科 Hamamelidaceae 

楓香廣泛分布於臺灣中低海拔山區中。楓香的樹幹直挺，樹形優雅，

再加上根系發達，抗污染能力良好，因此常被作為行道樹或園藝觀賞樹。

木材可作為建築、薪材等用途，但經濟價值不高，因此山區中大樹被砍伐

利用的情況不多見。楓香的葉片在冬天會逐漸由綠轉黃，天氣愈冷，葉片

愈黃。楓香被為造林樹種之一，在部份中低海拔山區被廣泛種植，到了秋

冬之際可見大片楓香變黃的美麗景象。 

楓香老樹在陽明山的分布地點主要集中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仰德大

道、陽明公園以及十八分之間，以陽明公園內及登山路一帶數量最多。大

多數都被種植在道路兩側或是公園內作為行道樹或觀賞樹種，尤其在陽明

公園的種植密度很高。其餘楓香老樹大多位在私人庭院或是聚落開墾地

內，有少數的楓香位在次生林內，但這些次生林內都有過去開墾的遺跡，

因此推測這些植株可能也都是先民所種植。 

楓香木材可作為建築、薪材等用途，但經濟價值不高，因此山區中大

樹被砍伐利用的情況不多見。楓香的樹形挺拔，不容易因妨礙人類活動而

被修剪，因此大多數楓香的生長狀況都相當良好。位在登山路 166 號前的

楓香，胸高直徑達 173.7 公分，是調查到的楓香老樹中最大的一株。據楓

香旁所立的石碑所載，該株楓香植於 1890 年，距今已有 120 年。而在陽

明公園內也有數株楓香其胸高直徑達 150 公分以上，其中一棵生長在靠近

邊坡處位置的楓香老樹，胸高直徑也達 173 公分，設有木頭圍籬保護，旁

邊所設的告示牌記載這棵楓香已有 200 餘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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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松 Pinus luchuensis Mayr. 

松科 Pinaceae 

琉球松原產於琉球，由於生長迅速，樹形高大，形態優美，耐鹽防風，

可做為防風及觀賞等用途，在日據時期被日本人引進臺灣普遍使用來當作

園藝造林樹種，尤其以北部地區種植較多。 

琉球松老樹在陽明山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向天池至三聖宮的步道之

間，生育環境多為次生林，應屬日治時期大屯山造林運動所栽植之人工

林。琉球松老樹的平均胸高直徑為 88.9cm。本次調查計劃中胸高直徑最大

的琉球松老樹，位在二子坪往面天山步道旁的次生林，胸高直徑為

102.6cm。 

琉球松老樹的分布地點全在次生林環境中，不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

響，但因松材線蟲的危害，近十幾年來已有不少松樹陸續凋萎。琉球松為

良好的庭院造景樹種，尤其是樹形優美的琉球松老樹價格更是高貴，為山

老鼠覬覦的樹種之一。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茄冬廣泛分布於臺灣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中。樹冠傘形，枝葉密集，

具有良好遮蔭效果，為優良的行道樹及觀賞樹種。根部保水力佳，亦為良

好的水土保持樹種。茄冬生命力強，壽命很長，與榕樹一樣常有機會成長

為老樹，生長在聚落中的茄冬老樹甚至會被當作神祇，受到民眾膜拜保

護。茄冬的木材可供建築、傢俱等用材，葉片可入藥，常被拿來燉雞作為

茄冬雞食用。 

茄冬可做為觀賞樹，提供遮蔭效果，亦可誘鳥。因此茄冬老樹在陽明

山地的生育環境多為公園或聚落等開墾環境，主要分布在國家公園範圍南

側及西南側一帶的聚落或公園環境中，作為行道樹或庭園樹種使用。 

由於茄冬常有機會長成老樹，受到民眾膜拜，加上葉子及果實皆可利

用，因為被砍伐情形較少，本次調查的茄冬老樹生長情況大都良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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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高直徑為 92.7cm。位於興福寮聚落 10 號民宅的門口，胸高直徑為

108.4cm，為本次調查中最大的茄冬老樹。 

 

 

紅楠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 Zucc. 

樟科 Lauraceae 

紅楠為常綠喬木，樹高可達 20 公尺，生長在臺灣中低海拔闊葉林，

耐風力強，略微偏好潮溼環境。紅楠生長緩慢，材質佳，是早期傢俱的木

材來源。樹皮可入藥，亦可作為褐色染料。紅楠與大葉楠及香楠一樣，同

為製作線香的原料。紅楠的樹形變化大，常在距離地面不到 2 公尺處即開

始分枝。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紅楠老樹主要出現在次生闊葉林內，其分布主要在

竹子山以西，大屯山、七星山以南。海拔高度分布於 311 公尺到 862 公尺

之間，是所有調查到的老樹中，分布海拔最高的樹種。本次調查到的 25

株紅楠老樹平均出現在海拔 56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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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圖 

 
1.山黃麻(No.163) 位於湖山路路旁 

 
3.茄冬(No.241)，位於清天宮站牌旁，

樹基位在柏油路面下 2 公尺 

 
5.楓香 (No.188)，位於登山路路旁，為

本次調查中，胸高直徑最大的楓香

老樹。 

 
2.無患子(No.126)，位於陽明公園內。 

 
4.榕(No.253)，位於東昇路與行義路路

口的安全島上 

 

6.榕(No.242)，位於清天宮前圓環，為

本次調查中胸高直徑最大的榕樹老

樹。 



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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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思樹(No.246)，位於清天宮往面天

山的登山步道上 
8.雀榕(No.22)，位於紗帽路路旁 

9.紅楠(No.23)，位於紗帽路路旁次生林

中。 
10.琉球松(No.219)，位於面天山步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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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長尾蛛 Macrothele sp. 

 
12.卡氏地蛛 Atypus karschi 

 

13.亞洲狂蛛 Zelotes asiaticus 

 

14.石垣櫛蛛 Ctenus yaeyamensis 

 
15. Kilungius bimaculatus 

 
16. Pseudomelanopa taiwana 



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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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etagagrella formosa♀ 

 

18. Metagagrella formosa♂ 

 

19.布氏陸鉤跳蝦 

Bousfieldia sp. 

20.土跳蝦 Talitroides topitotum 

 

21.湖水虱 Ligidium sp. 

 

22.眼斑喜陰蟲 Burmoniscus ocellatus 23.伊斯氏光管潮蟲 Lucasioides isse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