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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研究緣起 

台灣現有記錄蟬科(Hemiptera: Cicadidae)種類有 56 種，其中陽明山國家公園

有記錄 19 種蟬，但前人的研究未曾對其鳴聲(calling song)做任何的資料建立及研

究，鳴聲為蟬之最大特色，陽明山每年從 4 月到 10 月為蟬科成蟲的活動鳴叫的

季節，其中夏天的陽明山暮蟬（Tanna sozanensis）更是陽明山的特色物種，蟬在

環境解說教育上已是重要的一環。建立起蟬科基本鳴聲資料將有助於對蟬的進一

步研究，鳴聲的認識亦是良好的解說教材。 

二、材料方法 

1、蟬科標本之採集。 

2、本園區的蟬科鳴針野外收音。 

3、分析鳴聲之音頻圖(spectrogram)及波形圖(oscillogram)。 

三、結果  

本園區紀錄 19 種蟬，標本皆有採集到，但聲音錄 18 種，其中琉璃草蟬未收錄。 

四、建議事項 

本聲音分析資料除了可以供研究外，聲音亦可以考慮製成環境解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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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cicadas, Cicadidae, calling song, Yangmingshan 
   

 56 species of cicada have been described from Taiwan, 19 species were recorded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dults appear from April to November, there are 

variation in their calling song, every species have individual pattern of calling song. 

The most special cicada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is Tanna sozanensis t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their calling song were 

analysed, data of calling song are good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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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是一個盛產蟬的地方，種類及數量都相當的豐富，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海

拔由 200M-1100M 左右，具有許多闊葉林及人造林，這些環境很適合蟬棲息，

這樣的海拔分布也剛好是蟬種類分布最多的地帶，台灣目前蟬科紀錄 56 種，而

陽明山地區有分布 19 種，比例相當高。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4 月到 10 月間是蟬出

現的季節，在這段時間蟬聲總是響徹於山谷間，蟬聲是蟬的最大特色，但前人的

研究中對蟬的鳴聲資料建立及研究很缺乏，蟬在環境解說教育上已是重要的一

環。建立起蟬科基本鳴聲資料將有助於對蟬的進一步研究，鳴聲的認識亦是良好

的解說教材。 

 
 
 
 
 
 
 
 
 
 
 
 
 
 
 
 
 
 
 
 
 
 

1 



 

二、材料方法 

 

(一)、蟬科標本之採集 

標本採集主要以捕蟲網及撿拾路燈趨光個體，採集地點為全園區  

(二)、蟬科鳴聲野外收音 

野外錄音所使用的器材：FOSTEX FR2 錄音機、Sennheiser MKH-70 指向性麥克

風及 Sennheiser 原廠避震架、風罩。 

錄音的距離盡量保持在 5M 內，長時間錄音以選取乾淨的聲音。 

(三)、鳴聲分析 

所使用的軟體為 BatSound Pro Version 3.3b 及 Avisoft-SASLab Pro Version 4.3 

主要分析音頻圖(spectrogram)及波形圖(oscill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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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蟬科種類描述 
 
1.蟪蛄 Platypleura kaempferi(Fabricius, 1794 )  
形態特徵：小型蟬，具良好的保護色，體色為黑色、橄欖綠混合，身體及前翅覆

蓋銀灰色鱗毛。頭部暗綠色，二複眼間及單眼區域具黑色不規則橫紋及縱紋，額

唇基基部具黑色橫紋，複眼黃綠色內有許多小黑斑，單眼紅色。前胸背板及前胸

緣片為暗綠色，前胸緣片外側彎曲呈鈍角，前胸背板中紋、兩側斑紋及斜溝為黑

色，中胸背板黑色 W 字紋及 X 字型隆起為暗黃綠色，W 字紋下方二斑點為黑色。

腹部短，黑色，腹瓣圓弧形，各腹節外緣黃綠色，身體腹面具白粉，前翅雲狀翅

斑淡灰黑色，後翅黑色，後翅外緣透明。雄蟲尾節小，頂端尖，雌蟲腹部第 7
腹板後有明顯的產卵管。蟪蛄及小蟪蛄近似，主要相異處為；蟪蛄前翅近外緣脈

處斑紋與翅緣斑點相連，小蟪蛄前翅近外緣處翅斑不與翅緣斑點相連，蟪蛄翅緣

斑點大，小蟪蛄翅緣斑點小。前翅雲狀翅斑個體間多少有些差異。個體間體型大

小多少有些差異，一般蟪蛄體型會比小蟪蛄大一些。 
體長：♂約 19-22mm、♀約 19-21mm 
前翅長：♂約 27-29mm、♀約 28-30mm 
生態習性：蟪蛄是北台灣低海拔山地普遍的種類且數量多，常集體棲息於高大喬

木，似乎沒有較喜歡的樹種，常可在同一棵樹看到數量不少的蟬蛻，在北部數量

比小蟪蛄多，棲息地類似二種通常會混雜在一起，二種鳴音也相似。  
分布地區：台灣新竹以北及宜蘭。亦分布於中國、日本、韓國、俄羅斯、馬來西

亞。 
成蟲出現時間：5-8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觀察記錄：全園區幾乎都可以發現  
 
2.小蟪蛄 Platypleura takasagona Matsumura, 1917  
形態特徵：小型蟬，一般體型比蟪蛄小一些，外型及體色與蟪蛄近似，顏色通常

比蟪蛄淡一些。身體及前翅覆蓋銀灰色鱗毛，有些個體因銀灰色鱗毛覆蓋的原

因，看起來體色似銀白色，體色與樹皮顏色相近，形成良好的保護色。額唇基較

蟪蛄稍微突出，頭部淡黃綠色，二複眼間及單眼區域之黑色橫紋及縱紋與蟪蛄相

似，複眼淡黃綠色內有許多小黑斑，單眼紅色。前胸背板淡黃綠色，前胸緣片彎

曲呈鈍角或圓弧，前胸背板中紋、斜溝及二側斑紋為黑色，前胸中紋較蟪蛄細，

中胸背板黑色，W 字紋及 X 字型隆起為淡黃綠色，W 字紋下方二斑點黑色。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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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黑色，各腹節外緣淡黃綠色，雄蟲背瓣前緣為較寬的暗黃綠色紋，腹瓣外緣淡 
黃綠色，身體腹部具白粉。前翅雲狀斑紋顏色較蟪蛄淡，前翅 M1、M2、M3 三

條中脈末端上具似三角型的小斑點，此特徵較易與蟪蛄區別，翅緣斑點小，後翅

黑色，後翅外緣透明。雄蟲尾節小，雌蟲第腹節第 7 節後產卵管明顯。 
體長：♂約 16-18mm、♀約 17-18mm 
前翅長：♂約 23-26mm、♀約 25-28mm 
生態習性：本種從低海拔山地到海拔 2000M 左右山地都有分布，接近平地的山

地數量較多，常集體棲息於喬木，較喜歡的樹木為相思樹、樟樹、楓香等。 
分布地區：台灣全島廣泛分布 
成蟲出現時間：4-8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幾乎都可以發現 
 
3.薄翅蟬 Chremistica ochracea (Walker, 1850)  
形態特徵：中型蟬，體色有綠色型及橙色型。頭部與額唇基突出，略成三角形，

複眼淡褐色，突出，單眼紅色，頭部外緣二複眼間有一條黑色斑紋，頭部寬於中

胸背板基部，中胸背板較前胸背板長，綠色型中胸背板縱溝為淡黃色。雄蟲腹部

比頭胸部長，背瓣完全蓋住鼓膜，第 2、3 節背板明顯較寬，腹辦長方形，內緣

重疊，長未超過第 2 節腹板，頂端略圓，身體腹面覆蓋白粉。翅透明，無斑紋，

綠色型的前翅端室以內的翅脈為綠色，以外為黑色，橙色型前翅端室以內翅脈為

淡褐色。雌蟲腹部比頭胸部短，尾節膨大，產卵管未伸出末節。 
體長：♂約 23-25mm、♀約 19-20mm 
前翅長：♂約 29-33mm、♀約 28-30mm 
生態習性：台灣全島平地至低海拔山地廣泛分布，常集體棲息於高大喬木，如相

思樹，白天鳴叫，天黑前還會鳴叫，會齊鳴。 
分布地區：台灣、中國 
成蟲出現時間：4-9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幾乎都可以發現，以陽明公園較易觀察 
 
 
4.高砂熊蟬 Cryptotympana takasagona Kato, 1925  
高砂為台灣古名，非高山之意。先前在台灣被許多人誤鑑定為熊蟬 C. facialis。 
形態特徵：大型蟬，身體黑色，平滑，具金屬光澤，身體密生銀灰色鱗毛，鱗毛

易脫落。頭部短寬，比中胸背板基部稍寬，前額稍突，額唇基中央具的紅褐色斑

紋，複眼與觸角間具紅褐色斑紋，複眼黑色，下緣略有淡藍色，內有許多小黑點，

單眼淡紅色。前胸背板有許多細刻，中胸背板發達隆起。腹瓣橙黃色；內緣重疊，

胸部腹面及腹瓣兩側布滿白粉。足黑色，中後足的基節、腿節、脛節及跗節具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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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度淡褐色斑紋，中後足基節的斑紋大，後足脛節的斑紋長。翅透明，前後翅

基部具黑色斑紋，前翅結節線以內翅脈為綠色，以外為黑褐色。雄蟲尾節大，雌

蟲尾節膨大；二側具紅褐色長斑紋，產卵管上方第 7 腹板有明顯 V 型缺刻。 
體長：♂約 38-41mm、♀約 36-40mm 
前翅長：♂約 47-52mm、♀約 50-52mm  
生態習性：本種為台灣最普遍的蟬，從平地到海拔 1200M 山地都可發現，城市

中也很常見，會群聚，白天鳴唱，會齊鳴，在平地常與紅脈熊蟬族群混雜一起，

夜晚有趨光性。 
分布地區：台灣本島、綠島，亦分布於中國福建。 
成蟲出現時間：6 月-10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前山公園及遊客中心附近較多 
 
5.台灣熊蟬 Cryptotympana holsti Distant, 1904  
形態特徵：大型蟬，身體黑色，平滑，具金屬光澤。頭部短寬，比中胸背板基部

稍寬，額唇基稍突；二側呈 V 形紅褐色斑紋，複眼黑色，單眼淡紅色。前胸緣

片外側具一對紅褐色斑紋，中胸背板外緣具二對紅褐色斑紋；斑紋上密生金色鱗

毛，有些個體中胸背板縱溝及 X 字型隆起前緣也具金色鱗毛，鱗毛易掉。腹部

背面密生黑色短毛，腹面側板及腹板二側具紅褐色斑紋，斑紋上密生金色鱗毛，

雄蟲腹瓣黑色，長到第 3 或第 4 腹節，下緣尖，內緣重疊，外緣具紅褐色斑紋。

前翅結節線以內至翅基部為黑色或黑褐色斑紋，斑紋上密生金色鱗毛，結節線以

外為透明但顏色稍微淡褐色，翅脈為暗褐色，後翅翅端室以內至基部為黑褐色斑

紋，以外透明。雄蟲尾節大，雌蟲尾節膨大，左右各有一大塊紅褐色斑紋，產卵

管上方第 7 腹板有明顯 V 型缺刻。 
體長：♂約 46-49mm、♀約 42-47mm 
前翅長：♂54-57mm、♀約 52-56mm 
生態習性：主要棲息於靠近山地的平地至海拔 1200M 左右之山地，喜歡棲息高

大喬木，如食茱萸，會群聚，會集體鳴叫，早上 7 點左右開始鳴叫，鳴聲相當嘹

亮。 
分布地區：基隆、宜蘭、陽明山、烏來、日月潭、埔里、霧社、竹崎、台南、墾

丁、台東、花蓮。其他國家為；中國、越南、柬埔寨。 
成蟲出現時間：6-10 月，以 6-7 月數量較多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幾乎都可以發現 
 
6.寒蟬 Meimuna opalifera (Walker, 1850)  
形態特徵：中型蟬，體色主要為黑色及橄欖綠，具銀灰色鱗毛。頭部橄欖綠，比

中胸背板基部略寬，複眼暗綠色，內有許多小黑斑，單眼淡紅色，複眼旁及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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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具黑色斑紋，額唇基具黑色中紋，橫溝黑色，喙管延伸至後腿基節。前胸背

板橄欖綠，中紋二側、斜溝、斜溝間短縱紋及前胸背板外緣具黑色斑紋，前胸緣

片外緣具二對黑色斑點。中胸背板黑色；長度明顯比前胸背板長，W 字紋綠色，

W 字紋下方二斑點為黑色，縱溝淡橘色，側緣具綠色斑紋，X 字型隆起為暗黃

綠色。頭、胸腹面淡褐色具白粉。腹部黑色，腹面具白粉，背面具較多的銀灰色

鱗毛，背瓣大，鼓膜不外露，腹瓣黑色，三角型，背面各腹節外緣具淡藍色斑紋。

翅透明，前翅前緣脈為暗綠色及淡橘色相間，結節線以內翅脈為淡黃綠色，以外

為黑色，R3、R4+5 及 M1 三條脈間的 1st、2nd 橫脈具煙褐色斑紋。雌蟲產卵管

伸出尾節甚多。 
體長：♂約 25-27mm、♀約 22-28mm 
前翅長：♂約 33-36mm、♀約 31-37mm 
生態習性：本種廣泛分布於台灣本島，數量多，從平地至海拔 1300M 左右山地

皆可發現，棲息於喬木，白天鳴叫，時間約為 0730-1730，陰天下小雨也會鳴叫，

夜晚會趨光。鳴音特別，會變奏，似鳥叫聲，相當悅耳。 
分布地區：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成蟲出現時間：6-11 月，以 8-10 月數量最多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幾乎都可以發現 
 
 
7.岩崎寒蟬 Meimuna iwasakii Matsumura, 1913  
形態特徵：中型蟬，身體具有美麗的藍綠色斑紋，覆蓋少許的銀灰色鱗毛。頭部

藍綠色，略寬於中胸背板基部，二複眼及單眼區域具不規則的黑色橫紋，複眼淡

褐色，下緣淡藍色；內有許多小黑斑，單眼淡紅色，額唇基橫溝黑色，喙管延伸

至後腿基節。前胸藍綠色；中紋兩側、斜溝、斜溝間短縱紋及前胸背板外緣具黑

色斑紋，前胸緣片外緣具二對黑色斑點，側上方具微小齒突，中胸明顯比前胸長，

黑色，W 字紋及中胸外緣為較粗藍綠色斑紋，W 字型下方二斑點為黑色，中胸

縱溝淡橘色，X 字型隆起藍綠色。身體腹面具白粉，以頭、胸部較多，腹部黑色，

長度比頭、胸部略長，背瓣大藍綠色，從側面可看到鼓膜外露，腹節下緣具藍綠

色斑紋，腹瓣長，末端略尖，淡綠色，外緣具漸層的黑色斑紋。翅透明，前翅前

緣脈為暗綠色及淡橘色相間，結節線以內翅脈為淡橘色，以外為黑色，1st、2nd
橫脈具煙褐色斑紋，R3、R4+5、M1、M2、M3、M4 脈末端有時具很淡的煙褐

色斑。雌蟲產卵管伸出尾節甚多。 
體長：♂約 28-30mm、♀約 31-33mm 
前翅長：♂約 39-40mm、♀約 42-44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低海拔山地至中海拔地區，喜歡棲息於高大喬木的枝

條上鳴叫，有時也會棲息於較低的樹上，在低海拔較喜歡棲息於食茱萸、烏臼、 
 

6 



山黃麻、九芎、江某、楓香等樹。數量不多但鳴音大聲，早上 8 點左右鳴叫，日

落前還會鳴叫，陰天下小雨時也會鳴叫，鳴音富含層次，會齊鳴，相當敏感，不

易接近。 
分布地區：台北陽明山、芝山巖、烏來、石碇、南庄，亦分布於日本琉球 
成蟲出現時間：9-10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主要分布於馬槽鹿角坑地區 
 
8.北埔姬春蟬 Euterpnosia hoppo Matsumura, 1917  
形態特徵：小型蟬，身體瘦長，體色主要為黑色及綠色，身體覆蓋金色鱗毛。頭

部綠色，寬於中胸背板基部，複眼暗綠色，單眼紅色，頭頂上方幾乎佈滿黑色斑

紋，額唇基綠色，具黑色中紋。前胸背板綠色，短於中胸背板，中央具對稱的二

條黑色中紋，中紋二側斜溝及外緣為黑色斑紋，前胸緣片綠色，外緣下方略擴張，

擴張處具二黑斑，中胸背板黑色，中央部分及外緣具綠色斑紋，縱溝為淡褐色，

X 字型隆起為綠色。腹部長於頭胸部，雄蟲體壁薄，略呈半透明，腹部背板為綠

色與黑色相間，背板通常為綠色，下緣為黑色，第 3-6 背板二側具黑斑，第 4 腹

節略膨大，二側有突起，但不明顯，第 8 腹節黑色，下緣具白粉，背瓣小，鼓膜

大部分外露，腹瓣小，魚鱗狀，左右分離，雄蟲尾節小，雌蟲尾節膨大，產卵管

伸出尾節。翅透明，前翅翅脈黑色，節結處白色，1st、2nd 橫脈具很小的黑色斑

紋。 
體長：♂約 26-28mm、♀約 21mm 
前翅長：♂約 27-28mm、♀約 27mm 
生態習性：本種棲息於北部低海拔山區，喜歡棲息喬木的枝條，數量多，很敏感，

不易發現，不趨光，會齊鳴。 
分布地區：陽明山、北橫大曼、新竹北埔、宜蘭福山 
成蟲出現時間：4-5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4-5 月時在陽明山的陽明公園附近及汐止汐萬路近軍

人公墓附近山區，數量較多。 
 
9.青面姬春蟬 Euterpnosia viridifrons Matsumura, 1917  
形態特徵：小型蟬，身體瘦長，體色主要為橄欖綠及淡褐色，身體覆蓋金色鱗毛。

頭部橄欖綠色，寬於中胸背板基部，複眼淡綠色，單眼紅色，二複眼間及單眼區

域具不規則黑色斑紋，額唇基綠色，無斑紋(本種主要與其他姬春蟬區別的特

徵)。前胸背板橄欖綠，短於中胸背板，中央具二條黑色細紋，二側斜溝及外緣

為黑色斑紋，前胸緣片外緣下方略擴張，擴張處具黑色斑點，中胸背板縱溝內及

二側為淡褐色，縱溝下方為橄欖綠，具黑色中紋，縱溝黑色，二側有不連續的黑

色斑紋，X 字型隆起為綠色，上方具二黑斑。雄蟲腹部背面二側為橄欖綠略帶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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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色，中央部分為淡褐色，腹部明顯長於頭胸部，體壁薄，略呈半透明，第 4
腹節二側有黑色突起，第 3 至 6 腹板二側具黑斑，第 7、8 腹節及尾節為黑色，

第 8 節下緣具白粉，背瓣小，鼓膜大部分外露，腹瓣小，魚鱗狀，左右分離，身

體腹面披白粉，第 2 及 3 腹板間具黑色斑紋，雄蟲尾節小，雌蟲尾節膨大，二側

具黑色斑紋，產卵管伸出尾節。翅透明，前翅前緣脈暗綠色，節結處為淡黃色，

翅脈黑色，1st、2nd 橫脈具黑色斑紋。 
體長：♂約 18-21mm、♀約 15-19mm 
前翅長：♂約 22-24mm、♀約 19-24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低海拔山區至海拔 1700M 左右山區，喜歡棲息於喬

木的枝條，有時會在較低的枝條上，數量多，不太敏感，雄蟲白天鳴叫，直到黃

昏還會鳴叫。 
分布地區：陽明山、烏來、上巴陵、太平山、新竹北埔、清境農場、霧社、日月

潭、蓮花池、竹崎、阿里山、關仔嶺、扇平 
成蟲出現時間：5-8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都分布，數量非常多，6 月是高峰期。 
 
10.台灣騷蟬 Pomponia linearis (Walker, 1850)  
形態特徵：大型蟬，體色主要為暗褐色及淡綠色，身體覆蓋金色鱗毛。頭部暗褐

色，約與中胸背板基部等寬，複眼綠褐色，單眼紅色，頭部中央具綠色斑紋，頭

部腹面複眼下緣至觸角具黑色橫紋，二複眼下方經前額形成明顯的淡黃色橫紋，

喙管達第二腹節。前胸背板暗褐色，比中胸背板短，具黑色中紋；中紋內具較細

的綠色縱紋，前胸緣片下緣淡綠色，左右具黑色斑點，側緣具齒狀突出，中胸背

板暗褐色，縱溝淡褐色，X 字型隆起為淡綠色，字型中央為暗褐色。雄蟲腹部略

透明，明顯長於頭胸部，背面紅褐色，腹面淡黃綠色，背瓣未完全蓋住鼓膜，從

側面可看到鼓膜外露，腹瓣小，魚鱗狀，內側接觸，尾節明顯披白粉。雌蟲腹部

短於頭胸部，產卵管不伸出尾節。翅透明，略帶很淡的褐色，前翅前緣脈節結以

內綠色，以外褐色，節結處白色，翅脈綠色與黑色相間，1st、2nd、M1 與 M2
之間、3rd、4th 各橫脈及 R3、R4+5、M1、M2、M3、M4、Cu1a 具很淡的煙褐

色斑紋。 
體長：♂約 40-45mm、♀約 30-32mm 
前翅長：♂約 45-49mm、♀約 43-47mm   

生態習性：本種廣泛分布於全島低海拔山地至 1200M 山地，數量多，較喜歡棲

息在樹的主幹上，有時也會棲息在很低的樹幹上，不是很敏感，容易尋聲觀察，

雄蟲通常在黎明天色暗時及下午 3 點至傍晚 6 點半鳴叫，陰天也會鳴叫，鳴音大

聲嘹亮，會齊鳴。 
分布地區：台灣、中國、日本、印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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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蟲出現時間：4-10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都分布，數量相當多。 
 
11.台灣姬蟬 Purana apicalis (Matsumura, 1907)  
舊名台灣姬蜩 
形態特徵：小型蟬，體色主要為橄欖綠色及黃褐色混合，身體覆蓋銀色鱗毛，頭

部橄欖綠色，頭部寬於中胸背板基部，複眼橄欖綠色，單眼紅色，單眼區域及單

眼與前額間具黑色橫紋及短縱紋，額唇基橫溝黑色，喙管長至第 2 腹節。前胸背

板明顯短於中胸背板，具二條黑色中紋，前胸緣片外緣上方具齒突，外側下方具

黑斑，中胸背板中央具三條黑色中紋，中間黑紋長，左右黑紋與縱溝等長，縱溝

二側具黑斑，X 字型上方具二黑斑。腹部褐色，比頭胸部短，雌蟲腹部比雄蟲更

短，各腹節背板下緣具黑色斑紋，雄蟲從身體側面可看到部分鼓膜外露，腹瓣小，

魚狀鱗，左右分離，第 3、4 腹板二側具小瘤狀突，雄蟲尾節小，雌蟲尾節膨大，

產卵管略伸出尾節。翅透明，前翅前緣脈節結線以內為綠色，以外為褐色，節結

線以內的翅脈為綠色，以外為黑色，節結點為淡黃色，前翅 1st、2nd、3rd 橫脈

具黑色斑紋，R3、R4+5、M1、M2、M3、M4、Cu1a 具黑色小圓斑。 
體長：♂約 22-23mm、♀約 19-20mm 
前翅長：♂約 30-31mm、♀約 27-28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平地至 800M 以下低海拔山地，喜歡棲息於森林內，

常可發現大量的族群，有時會棲息於較低的枝條或樹幹上，不敏感，易接進，會

齊鳴，通常只在早上 5 點半至 8 點鳴叫。 
分布地區：陽明山、烏來、新竹北埔、宜蘭福山、日月潭、蓮花池、恆春、南仁

山、扇平 
成蟲出現時間：5-9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目前發現主要分布在新園街一帶。 
 
 
12.陽明山暮蟬 Tanna sozanensis Kato, 1926  
形態特徵：中型蟬，身體主要為暗褐色及綠色，體型及體色斑紋變異大，頭胸部

具金色鱗毛，腹部具銀色鱗毛，頭部綠色，窄於中胸背板基部，複眼暗綠色，單

眼紅色，單眼區域黑色，複眼旁具黑色斑紋，額唇基上方及二側橫溝具黑色斑紋，

喙管超過後足基節。前胸背板暗褐色，短於中胸背板，具綠色中紋，前胸緣片綠

色，外緣呈角狀，二側外緣下方具二黑色斑點，中胸背板褐色，W 字紋綠色，

W 字紋內之顏色變化大有些形成黃褐色斑，有些則為黑色，背板二側綠色，最

外側具明顯的金色鱗毛縱紋，斑紋下方具黑色斑點，X 字型隆起綠色。腹部背面

紅褐色，雄蟲腹部明顯長於頭胸部，體壁薄，略呈半透明，各腹板下緣具黑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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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第 3、4 腹板二側具瘤狀突，第 3 腹板瘤狀突較大，第 4 腹板瘤狀突不明顯，

第 8 腹節披白粉，背瓣大，從側面可以看到部分鼓膜外露，腹瓣綠色，魚鱗狀，

左右分離，雌蟲腹部短於頭胸部。身體腹面；頭胸部綠色，腹部淡黃色，具少許

白粉。雄蟲尾節長，雌蟲第 8 腹節披白粉，產卵管不伸出尾節。翅透明，前翅前

緣脈暗褐色，翅脈為黑色與綠色相間，節結處為白色，1st、2nd、2nd 與 M1 底

部、3rd、4th 橫脈具煙褐色斑紋，R3、R4+5、M1、M2、M3、M4、Cu1a 等脈

端部具煙褐色斑點。 
體長：♂約 34-38mm、♀約 23-27mm 
前翅長：♂約 40-43mm、♀約 37-40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北部 300-1000M 低海拔山地，數量多，不敏感，會

棲息在較低的樹幹上，易觀察，成蟲夜晚易趨光，通常在黎明及黃昏鳴叫，陰天、

下小雨及幽暗的森林內也會鳴叫，會齊鳴。  
分布地區：陽明山、烏來、坪林、北橫明池、宜蘭福山 
成蟲出現時間：5-9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都分布，數量相當多。 
 
 
13.細蟬 Leptosemia sakaii (Matsumura, 1913)  
形態特徵：小型蟬，體色為橄欖綠及黃褐色混合，頭部寬於中胸背板基部，頭部

橄欖綠色，複眼橄欖綠及黃褐色混合，單眼紅色，二複眼間及單眼區域具不規則

黑色橫紋及短縱紋，額唇基上方橫溝具黑色斑紋，喙管長至後足基節。前胸背板

約與中胸背板 X 字型隆起前部分等長，具二條黑色中紋，外側斜溝具黑色斑紋，

外緣與前胸緣片交接處具黑色斑紋，中胸背板具黑色中紋，中紋二側各具二條黑

色斜紋，X 字型隆起前具二黑色斑點。腹部黃褐色，體壁薄，略呈半透明，雄蟲

腹部長於頭胸部，雌蟲腹部短於頭胸部，雄蟲背瓣小鼓膜部分外露，腹瓣小，魚

鱗狀，左右分離，第 3 至 7 節腹節背板外緣具黑色斑點，第 8 節腹節背板黑色，

雄蟲尾節小，雌蟲尾節膨大，尾節二側具黑色斑紋，產卵管略伸出尾節。翅透明，

前翅節結線以內的翅脈為綠色，以外黑色，節結點為淡黃色，1st、2nd、3rd 橫
脈及 R3、R4+5、M1、M2、M3、M4、Cu1a 脈具煙褐色斑點。 
體長：♂約 18-22mm、♀約 16-17mm 
前翅長：♂約 24-27mm、♀約 21-25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 800M 以下低海拔山地，喜歡高大喬木，有時會棲息

在很低的樹幹上，常會在某些棲地大量出現。 
分布地區：陽明山、宜蘭獨立山、太平山、新竹北埔、埔里、日月潭、關仔嶺、

甲仙、南橫梅山。亦分布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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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蟲出現時間：5-7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馬槽地區較多，其他地區零星分布。 
 
14.端黑蟬 Nipponosemia terminalis (Matsumura, 1913)  
形態特徵：本種體色以黑色、棕色、綠色為主，身體覆蓋許多金色鱗毛。頭部黃

綠色，頭頂黑色，額唇基黃綠色，複眼褐色，單眼紅色，複眼旁具棕色斑紋，頭

部寬於中胸背板基部。前胸背板黑色，具工字型中紋，中紋及前胸緣片有些個體

為綠色，有些為紅褐色，中紋下方具二個小黑斑，中紋二旁各具三條不規則棕色

斜向斑紋，前胸緣片側上方與複眼相連，中胸背板黑色，W 字紋及 X 字型隆起

為紅褐色，外緣具紅褐色斑紋。腹部背面黑色，身體腹面淡黃綠色，背瓣大，完

全覆蓋鼓膜，第 3-8 節背板後緣具褐色斑紋，雄蟲腹瓣長形，下緣略圓，左右接

近，雄蟲腹部比頭胸部短，雌蟲腹部比頭胸部長，雌蟲尾節呈尖銳狀，尾節腹面

黃綠色延伸至側面，產卵管略伸出尾節。翅透明，前翅翅端 R3 脈外緣附近具煙

褐色斑紋，前翅前緣脈結節線以內綠色，1A 臀脈為藍色，其餘脈為黑色，翅基

2A 脈下緣膜為橘色，後翅翅基 M 中脈、A 臀脈為橘色，3A 臀脈下緣膜為橘色。 
體長：♂約 21-23mm、♀約 25-26mm 
前翅長：♂約 27-28mm、♀約 30-32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低海拔山地，以新竹以北數量較多，喜歡棲息於九芎

樹上，不一定會棲息在很高樹枝上，有時一顆九芎樹可以棲息十幾隻，夜晚會趨

光。 
分布地區：陽明山、宜蘭、福山(宜蘭)、烏來、新竹、花蓮、北埔(新竹)、大林(嘉
義)、大坑山(嘉義)、甲仙、台東，其他國家地區；日本琉球、中國。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以馬槽及鹿角坑地區數量較多。 
 
15.草蟬 Mogannia hebes (Walker, 1858)  
形態特徵：小型蟬，身體覆蓋金色鱗毛，體色多型；有綠色、綠褐色、黃綠色、

黃褐色等，以綠色型較常見。以綠色型為例：頭部綠色，頭部與額唇基突出似三

角型，頭部窄於中胸背板，複眼淡灰褐色，單眼淡黃色，複眼旁具黑色斑點或斑

紋，喙管達中足基節，末端黑色。前胸背板棕色，前胸背板中紋及前胸緣片綠色，

中紋二側具黑色斑紋，中胸背板黑色，W 字紋及背板二側為綠色，W 字紋內具

二黑點，X 字型隆起綠色。腹部綠色，中央膨大，背面隆起，隆起處為淡綠色或

淡黃色，第 2、3 節背板二側通常具黑斑，背瓣非常小，鼓膜大部分外露，雄蟲

腹瓣小，左右分離，呈彎月型向內彎曲。翅透明，前翅翅基部至翅一半處淡黃色，

翅脈從翅基至翅 2/3 處為綠色，其餘為黑色，後翅從翅基至翅 2/3 處為淡綠色，

餘為黑色。雄蟲尾節小，末端略尖，雌蟲尾節膨大，產卵管不伸出尾節。 
體長：♂約 13-15mm、♀約 9-13mm 
 

11 



前翅長：♂約 15-17mm、♀約 12-15mm 
生態習性：本種廣泛分布於全島(包含綠島及蘭嶼)平地至低海拔山地，數量多，

甚至曾經被列為甘蔗害蟲，一般棲息在低矮的草本植物，但在闊葉林也會棲息在

樹冠的葉子上，喜歡吸食禾本科植物，在野外雌蟲常將卵，產於芒草上，不敏感，

容易接近。 
分布地區：台灣、中國 
成蟲出現時間：3-9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都分布 
 
16.琉璃草蟬 Mogannia cyanea Walker, 1858  
形態特徵：小型蟬，色彩鮮豔，無近似種，有橘翅型及黑翅型，身體近黑色，具

靛藍色金屬光澤，覆蓋許多黑色短毛，無斑紋。頭部比前胸背板長，額唇基較其

他草蟬突出，額唇基覆蓋甚多短毛，喙管達中足基節。前胸背板前窄後寬，前胸

緣片外側下緣近前翅處向中胸側面擴張，中胸背板長於前胸背板。腹部背面隆

起，背瓣小，鼓膜大部分外露，腹瓣小，不具金屬光澤，彎月型。雄蟲尾節小，

雌蟲尾節膨大，產卵管略長於尾節。翅基具紅褐色及黑褐色斑紋；超過翅一半，

斑紋內翅脈橘色或紅色，斑紋外翅透明，翅脈黑色，後翅透明，黑翅型前翅翅基

為黑褐色，翅脈黑色。 
體長：♂約 13-15mm、♀約 13-15mm 
前翅長：♂約 14-16mm、♀約 15-16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低海拔山區，數量少，棲息在喬木樹冠葉子上或草本

植物，喜歡白臼樹，交尾、羽化則常在草本植物上。 
分布地區：烏來、外雙溪、萬里、太平山、新竹北埔、日月潭、埔里、南投、竹

崎、阿里山、關仔嶺、甲仙、屏東。其他國家地區；中國、印度、緬甸。 
成蟲出現時間：5-８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外雙溪、鹿堀坪有零星分布，數量稀少。 
 
17.黑翅草蟬 Mogannia formosana Matsumura, 1907  
形態特徵：小型蟬，體色為黑色或暗褐色，身體覆蓋金色鱗毛。頭部寬明顯窄於

中胸背板，複眼暗灰色，單眼淡紅色。前胸背板前窄後寬，前胸緣片外側下緣近

前翅處向中胸側面擴張。腹部膨大，背面隆起，隆起處覆蓋金色鱗毛，第 6、7
節背板外側具銀色短毛組成的銀色斑紋，背瓣小鼓膜大部分外露，腹瓣小，彎月

型，腹部黑色或暗褐色。前翅翅基至翅一半處為暗褐色斑紋，其餘為透明，斑紋

內有些翅室為白色斑紋，斑紋變異大，前翅前緣脈為紅褐色，斑紋內翅脈為綠色，

以外翅脈黑色，後翅透明。雌蟲尾節膨大，產卵管不伸出尾節。 
體長：♂約 13-15mm、♀約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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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翅長：♂約 14-15mm、♀約 15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平地至 1000M 左右山地，喜歡停在草本植物葉子上

或是喬木的葉子上鳴叫，南部地區數量多，較常見。 
分布地區：台灣全島、綠島 
成蟲出現時間：4-8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鹿角坑地區有少量族群 
 
18.黑翅蟬 Huechys sanguinea (De Geer, 1773)  
形態特徵：小型蟬，體瘦長，體色主要為黑色和紅色(或橘紅色)，具黑色短毛。

身體及翅較軟，頭部黑色，頭部約與中胸背板基部等寬，額唇基紅色，具縱溝及

橫溝，喙管黑色，單眼紅色。前胸背板黑色，比中胸背板短，前胸緣片外側上方

不發達，中胸背板黑色，二側具一對大塊的紅色斑紋，X 字型隆起黑色。頭胸部

腹面黑色，足黑色。腹部紅色，第 1 節腹板及第 2 節背板外緣具黑色斑紋，無背

瓣，腹瓣很小，魚鱗狀，左右分離。前翅淡黑色不透明，後翅淡褐色半透明。雄

蟲尾節小，雌蟲尾節膨大，產卵管略伸出尾節，第 7 節腹板具明顯 V 型缺刻。 
體長：♂約 16-19mm、♀約 18-21mm 
前翅長：♂約 19-22mm、♀約 20-23mm 
生態習性：本種主要棲息於 800M 以下低海拔山地，全島廣泛分布，常局部出現

大量的族群，喜歡九芎、食茱萸等喬木，常集體棲息在一顆樹上，鳴叫、交尾，

翅軟飛行速度慢，下午至傍晚間進行羽化，不敏感。 
分布地區：陽明山、台北、烏來、日月潭、蓮花池、集集、嘉義、關仔嶺、甲仙、

屏東牡丹、高士、恆春、蘭嶼等地。亦分布於其他國家；中國、香港、印度、緬

甸、菲律賓、馬來西亞。 
成蟲出現時間：3-7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分布，但數量不多。 
 
19.紅腳黑翅蟬 Scieroptera formosana Schmidt, 1918  
形態特徵：小型蟬，體瘦長，體色主要為黑色及紅色再加上白色斑紋。頭部黑色，

寬於中胸背板基部，複眼黑色，單眼紅色，額唇基上方黑色，腹面紅褐色，額唇

基上方中央無縱溝，具橫溝。前胸背板黑色，比頭部長，具白色中紋，前胸緣片

白色，中胸背板黑色，具白色中紋，整個胸部背面形成十字型白色斑紋，X 字型

隆起紅色；中央具黑色斑紋。腹部紅色，比頭胸部長，無背瓣，腹瓣小，魚鱗狀。

身體腹面紅色，足紅色，各足基節前方具黑色斑紋，中足基節上方處具黑斑。雄

蟲尾節小，雌蟲尾節膨大；尾節上緣及產卵管鞘具黑色斑紋，產卵管略伸出尾節。

前翅不透明黑色，具藍綠色金屬光澤，前緣脈從翅基至節結處為白色，後翅透明，

具很淡的黃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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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長：♂約 15-17mm、♀約 19-20mm 
前翅長：♂約 18-20mm、♀約 21-22mm 
生態習性：本種棲息於低海拔山地，喜歡杜紅花，會群聚，六七月時常可在杜紅

花上發現，一棵杜紅花有時可棲息十幾隻，通常也在杜紅花上交尾及產卵，終齡

若蟲通常也在杜紅花附近羽化，下午羽化，飛行速度慢，鳴聲小聲，會齊鳴。 
分布地區：基隆、陽明山、台北、烏來、宜蘭、太平山、新竹、新竹北埔、埔里、

集集、竹崎、嘉義大坑山、關仔嶺、里港、恆春、屏東牡丹、蘭嶼等地區。其他

國家地區：中國、緬甸、印度、菲律賓、馬來西亞。 
成蟲出現時間：4-8 月 
陽明山國家公園觀察記錄：全園區分布，6 月時在陽明山馬槽及鹿角坑地區，幾

乎所有的杜紅花上都可以發現本種，當然杜紅花並非都是在路旁，有時候要進林

子內去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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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鳴聲分析 
 
波形圖(oscillogram)及音頻圖(spectrogram)分析 
蟬的鳴聲具有專一性，每一種的波形圖波動的振幅及型皆不盡相同，波形圖可當

做鑑定種類的依據，而音頻圖會顯現出頻率的範圍及強弱，圖中顏色較深的部分

為音頻較強的部分，由圖可明顯看出強頻所在，各種的音頻似乎也都不盡相同。 
 

 
1. 蟪蛄 Platypleura kaempferi(Fabricius, 1794 )  
 
圖 1A、波形圖 

 
 
圖 1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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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蟪蛄 Platypleura takasagona Matsumura, 1917  
 
圖 2A、波形圖 

 
 
圖 2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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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薄翅蟬 Chremistica ochracea (Walker, 1850)  
 
圖 3A、波形圖 

 
 
圖 3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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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砂熊蟬 Cryptotympana takasagona Kato, 1925 
 
圖 4A、波形圖 

 
 
圖 4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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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熊蟬 Cryptotympana holsti Distant, 1904  
 
圖 5A、波形圖 

 
 
圖 5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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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寒蟬 Meimuna opalifera (Walker, 1850)  
 
圖 6A、波形圖 

 
 
圖 6B、音頻圖 

 
 
 
 
 
 
 
 
 
 
 

20 



7. 岩崎寒蟬 Meimuna iwasakii Matsumura, 1913 
 
圖 7A、波形圖 

 
 
圖 7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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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北埔姬春蟬 Euterpnosia hoppo Matsumura, 1917 
 
圖 8A、波形圖 

 
 
圖 8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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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青面姬春蟬 Euterpnosia viridifrons Matsumura, 1917  
 
圖 9A、波形圖 

 
 
圖 9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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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台灣騷蟬 Pomponia linearis (Walker, 1850) 
 
圖 10A、波形圖 

 
 
圖 10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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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灣姬蟬 Purana apicalis (Matsumura, 1907) 
 
圖 11A、波形圖 

 
 
圖 11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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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陽明山暮蟬 Tanna sozanensis Kato, 1926 
 
圖 12A、波形圖 

 
 
圖 12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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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細蟬 Leptosemia sakaii (Matsumura, 1913) 
 
圖 13A、波形圖 

 
 
圖 13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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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端黑蟬 Nipponosemia terminalis (Matsumura, 1913) 
 
圖 14A、波形圖 

 
 
圖 14B、音頻圖 

 
 
 
 
 
 
 
 
 
 
 

28 



15. 草蟬 Mogannia hebes (Walker, 1858) 
 
圖 15A、波形圖 

 
 
圖 15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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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黑翅草蟬 Mogannia formosana Matsumura, 1907 
 
圖 16A、波形圖 

 
 
圖 16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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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黑翅蟬 Huechys sanguinea (De Geer, 1773) 
 
圖 17A、波形圖 

 
 
圖 17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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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紅腳黑翅蟬 Scieroptera formosana Schmidt, 1918 
 
圖 18A、波形圖 

 
 
圖 18B、音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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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1、蟬聲是很多人的童年回憶，它豐富了人文及生態的趣味，期許未來管理處可

以多做一些有關蟬的環境教育解說。 
2、管理處或許可以考慮多出版一些有關自然聲音的出版品，這部分是較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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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蟬科(Cicadidae)名錄  

No 學名  中名  

1 Platypleura kaempferi (Fabricius, 1794) 蟪蛄                 

2 Platypleura takasagona Matsumura, 1917 小蟪蛄              E 

3 Chremistica ochracea (Walker, 1850) 薄翅蟬 

4 Cryptotympana takasagona Kato, 1925 高砂熊蟬 

5 Cryptotympana holsti Distant, 1904 台灣熊蟬 

6 Meimuna opalifera (Walker, 1850) 寒蟬 

7 Meimuna iwasakii Matsumura, 1913 岩崎寒蟬 

8 Euterpnosia hoppo Matsumura, 1917 北埔姬春蟬          E

9 Euterpnosia viridifrons Matsumura, 1917 青面姬春蟬          E

10 Pomponia linearis (Walker, 1850) 台灣騷蟬 

11 Purana apicalis (Matsumura, 1907) 台灣姬蟬            E

12 Tanna sozanensis Kato, 1926 陽明山暮蟬          E

13 Leptosemia sakaii (Matsumura, 1913) 細蟬 

14 Nipponosemia terminalis (Matsumura, 1913) 端黑蟬 

15 Mogannia hebes (Walker, 1858) 草蟬 

16 Mogannia cyanea Walker, 1858 琉璃草蟬 

17 Mogannia formosana Matsumura, 1907 黑翅草蟬            E

18 Huechys sanguinea (De Geer, 1773) 黑翅蟬 

19 Scieroptera formosana Schmidt, 1918 紅腳黑翅蟬 
“E”台灣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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