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之一：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 

一、參賽作品為延續已發表過之研究內容再進行延伸研究者，須檢

附此說明表【須一併檢附最近一次已參賽研究作品書面資料】。 

二、新增內容起始日為參加本競賽前一年內之研究作品，評審委員

亦以此範圍進行審查。 

學生姓名：簡莛倢 徐婕寧 吳亞米 

就讀學校：花蓮縣光復鄉西富國小 

作品名稱：還我土地迎戰銀合歡 II 

之前研究作品參賽年（屆）次／作品名稱／參賽名稱／獲獎紀錄 

（相關參賽紀錄請逐一列出） 

參賽年（屆）次：112年 

參賽名稱：花蓮太平洋盃全國小論文競賽 

作品名稱：還我土地迎戰銀合歡 

獲獎紀錄：國小E組延伸組 金獎  

 
 
 
 
 
 
 

備註：1.校內競賽不需填寫。2.參賽作品不是延續已發表過的作品，

附件一之一可以不用繳交。 



三、請依下列各項，列出此次參賽之作品內容，與先前已完成

之研究作品不同之處。 

更新項

目確認 

（請勾

選） 

項目  

本次參賽作品之更新要點 

(有勾選之項目需於此欄說明) 

Ⅴ  題目  還我土地迎戰銀合歡 II 

Ⅴ  摘要  前次與本次研究在研究目的上相似，皆集中於

對抗外來物種銀合歡並測試原生樹種的存活

率，關注植樹後的生態變化與生物多樣性，並以

實地實驗法和文獻調查來記錄植物與動物變

化。二者皆認為銀合歡對生態有負面影響，強調

移除其重要性。然而，前者研究區域較大，植樹

種類更多，且詳細記錄了 13種樹種的存活率、

成長數據及動物觀察，具體提及了山羌、野兔等

生物，而後者則較側重不同實驗區的比較與孔

隙造林法的應用。 

Ⅴ 前言 （含研究動

機、目的） 

•  研究動機的背景不同： 

上次研究的研究動機起源於一次學校郊遊中，



同學詢問為什麼當地要種銀合歡，儘管實際上

那棵樹是鳳凰木，但這事件引發了對銀合歡問

題的興趣。而本次研究則是基於觀察和實地活

動中的發現，即位於銀合歡樹蔭下的原生樹種

存活率較高，且生長速度更快。 

Ⅴ 研究方法或過程   實驗區域與方法的具體描述不同：本次研

究詳細介紹了實驗區域的大小及方法，明

確指出開闢了 30×20平方公尺和 15×15平

方公尺的區域，並採用了孔隙造林法，目

的是提升原生樹種的存活率和生長速度。

而上次研究則僅停留在銀合歡生長快速對

生態影響的觀察，並未涉及具體的實驗區

域大小之設計。 

Ⅴ  結論與應用  本次研究較上次研究除持續追蹤並排名原生樹

種之存活率與生長速度外，更進一步驗證孔隙

造林法之有效與可行性 

Ⅴ  參考文獻  僅三篇參考文獻重複，其餘皆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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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我們記得班上去怡園渡假村玩的時候，有個同學問老師：「為什麼這裡要種銀

合歡啊？」可是那棵樹其實是鳳凰木，不是銀合歡喔！這讓我們想更了解銀合歡

對我們土地和生活的影響，也想讓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銀合歡在很多

地方由於生長速度過快，使得其他植物沒有生長的空間 [1]。 另外，我們去參加

「馬佛溪河好如初共學」的活動。我們發現路邊真的有很多銀合歡，還有好多咖

啡色的豆莢。我數了數，一個豆莢裡面有 21 顆種子！如果這麼多種子都長成樹，

那這片土地不就變成銀合歡的森林了嗎？我們就一直想，該怎麼辦呢？  

後來，我們全校的同學和老師去馬佛溪種了 400 多棵原生種的樹。我們很好

奇這些樹長大會變成什麼樣子？所以同學們決定一起記錄，看看哪些樹會長得比

較快，或者哪些樹會比銀合歡更厲害。我們可以參考這些樹的特性來選擇可以種

的原生植物 [2]。 由於銀合歡這種樹，它在很多地方長得太快，讓其他植物沒有

空間生長，這對那些地方的自然環境不好。我們想研究一下這個問題，然後找出

方法可以怎麼解決這個困擾。  

（二） 研究目的 

我們的目標包含下面五點: 1.認識銀合歡：我們要先了解這棵樹是怎樣的 

[12][15]，這樣才能找到方法對付它。 2.找方法對付銀合歡：我們要找出哪些植物

或動物可以跟銀合歡一起生活，而不會被它影響 [11][16]。 3.認識我們種的樹：我

們要看看這些樹長大會變成什麼樣子，是不是能夠對抗銀合歡 [7]。 4.看看樹能不

能存活：我們要記錄那些樹活下來了，哪些沒有，這樣以後種樹就會更有用。記錄

方式和評估標準可以參考 [4]。 5.紀錄更多生物：我們要看看種了樹後，這個地方

會不會吸引更多的動物和蟲子來。 

二、 文獻探討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為豆科植物，又名白相思子，銀合

歡是一種從中南美洲來的樹，荷蘭人很早以前把它帶到台灣。後來台灣的人又從

薩爾瓦多引進了另一種特別的銀合歡，這種樹的木頭很好，適合造紙。銀合歡的

好處很多，它長得很快，木材很好用，還能做成飼料。而且，這種樹能製造一種

叫做氮的肥料，所以很多人在台灣種這種樹。但是，銀合歡也有不好的地方。它

長得太快，其他的植物在它旁邊很難生長。所以，墾丁國家公園開始想辦法去掉

這些樹，然後種回原來的樹。現在，他們用特別的方法，先用農藥讓銀合歡樹死

掉，然後再種原生的樹。這樣，他們希望森林可以回到以前的樣子 [3][12]。 

銀合歡是一種對環境有嚴重危害的外來植物。銀合歡會在某些地方取代原來

的樹，並且對特別的樹種造成威脅 [14]。銀合歡有很多特點讓它生長得很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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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好的地方，它可以用落葉來存活。它的落葉會產生化學物質，讓其他樹難

以生長。銀合歡的果莢也有毒，裡面的種子會藏在土裡，等太陽出來時再長出來。

銀合歡喜歡陽光，所以在有太陽的地方會長得很快。即使被砍掉，銀合歡會在樹

幹下方長出很多新枝。所以，這種樹真的很難完全去掉。 

三、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採用實地實驗法，整個研究流程包含: 1. 學習和搜集資料：上網搜

尋、參加專家講座、觀看相關影片。2. 實地考察：親自前往馬佛溪進行觀察和調

查。3. 記錄其他植物和動物的生態情況。4. 觀察銀合歡的生長速度和其對其他生

態的影響。下面詳細說明: 

（一） 預備研究與計畫: 我們先做文獻探討，進行網路搜索，收集與銀合歡和

它影響生態相關的資訊。再聽取觀察家生態公司吳宓思的專家宣導。最

後觀看與銀合歡相關的影片 [13]。 

（二） 進行實地調查與資料收集: 我們實地探訪與參與相關活動 : 到馬佛溪

瞭解銀合歡樹在的分佈和生態，也參與馬佛溪的植樹和宣導活動。 

（三） 進行植物與生物調查: 收集馬佛溪地區植物和生物的資料，完成植物調

查和記錄。工作包括測量目標樹木的高度和直徑、瞭解地區內的生物多

樣性。 

（四） 在 30*20 平方公尺的馬佛溪灘地地方種下原生種樹: 我們會量一量樹有

多高、樹徑有多粗。每一種樹種我們選擇 3 棵標的樹木，以及 3 棵銀合

歡。我們用捲尺量樹高，從地面開始量到最高處。樹徑尺用於胸徑，在

離地面 10 公分處用立可白做記號，以樹徑尺測量胸徑觀察它們生長與

存活情況。 我們也要瞭解銀合歡，看看銀合歡長得快不快，會不會讓土

壤或其他樹變壞。檢查它是否對土壤和其他樹有負面影響。看看種樹後

是否有新的動植物出現，要記錄新出現的動植物種類。 

四、 結果與分析 

（一） 背景說明： 

1. 我們的研究地點: 花蓮縣光復鄉馬佛溪灘地位置及實驗區域 (30*20 

平方公尺，社區協會認養的黃色區塊是 30*70 平方公尺)，都完全被

銀合歡覆蓋，我們要用種植原生樹種的方法搶回屬於我們的土地。 

圖一: 實驗場地位置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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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親自去馬佛溪看看銀合歡長在哪裡，了解那裡的環境。也參

加種樹活動和告訴大家有關銀合歡破壞環境的事，讓大家願意加入

合作。於是大家決定一起分工合作，努力整地、植樹、鋤草、澆水、

及做研究。下面的圖是整地後的灘地狀況，沒有植被，非常單調。 

圖二: 灘地整地後狀況圖 

  

2. 我們的植樹行動：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種了 404 棵樹，總共 13 種。

一段時間後，漸漸地新樹長高了，也活了下來，植被也長了出來。 

圖三: 灘地生態狀況圖 

 
3. 我們的研究行動: 為每棵樹立標牌、量樹高、測樹徑寬、紀錄存活 

圖四: 原生樹種存活標記圖 (紅點表示存活，黑點表示死亡) 

 

（二） 馬佛溪生態保育與社區參與之合作情形  

建立共識: 大家齊心合力為馬佛溪生態保育而努力 

表一: 馬佛溪生態保育與社區參與紀錄 (111 年 10 月 6 日到 112 年 4 月 19 日) 

日期 事件描述 參與單位 分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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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6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種了 404 棵樹，總共 13 種。

因為要省錢，所以向林務局申請樹苗。種這些樹

是希望有蜜源植物吸引昆蟲，有果實讓動物們

吃。讓他們願意停留居住。其中，申請的烏皮九

芎換成了細葉蚊母樹。還有，因為太陽太大，赤

楊樹苗有點乾了。還好，種樹之後，晚上天空下

了很多的雨。 

林務局、第 9 河

川局、林業試

務所、綠野農

村發展協會、

觀察家 

1. 向林務局要

樹苗 2. 確定樹

苗從那裡來  3. 

換樹種 4. 注意

赤楊乾了 5. 後

來的雨水情況 

112.1.7 參加了一個關於「馬佛溪走讀~走一條山羌的路」

活動。我們跟大家分享馬佛溪以前的情況，像是

很多銀合歡樹。然後，西富國小和綠野香坡協會

認養這塊灘地，第 9河川局先幫忙剷除了銀合歡，

我們再一起種了 404 棵樹，一共 13 種不同種的

樹。還發現有些動物(發現麝香貓的排遺)和昆蟲

在這裡。 

綠 野 香 坡 協

會、第 9 河川

局、林務試驗

所、林務局、荒

野協會、大興

國小 

1. 講馬佛溪的

事 2. 拔銀合歡 

3. 看樹和動植

物 

112.4.19 板橋社區大學來學校參訪，我們跟他們分享保護

馬佛溪的事。後來，他們總共有 20 個人，幫忙到

灘地參觀並拔銀合歡小樹。 

板橋社區大學 1. 跟他們分享

保護馬佛溪的

事 2. 幫忙拔銀

合歡小苗 

（三） 實驗灘地原生樹種成長情形: 

原生樹存活率很高，銀合歡沒法霸佔土地，植被長出來，灘地有綠地了 

圖五: 灘地原生樹種現況分布圖 (遠圖) 

 

圖六: 灘地原生樹種現況分布圖 (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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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打敗銀合歡的灘地生態 

 
（四） 原生樹種植樹成長速度分析 

1. 原生樹種成長速度結果: 

經過六個月的成長，長時間的紀錄，得出表二的成長速度結果表。 

表二: 馬佛溪灘地原生樹種成長速度結果表 (一) (單位: 公分) 

項目 類別 樹名 111.11.16 111.12.21 112.2.22 112.4.12 112.5.17 
6 個月 

總成長 

 平 均 月

成長 

1-1 大喬木 茄苳 01 118 120 125 122 123 5  0.8 

1-2 大喬木 茄苳 02 126 121 137 136 141 15  2.5 

1-3 大喬木 茄苳 03 131 62 136 147 148 17  2.8 

1-4 大喬木 紅楠 01 62 59 62 69 69 7  1.2 

1-5 大喬木 紅楠 02 52 55 60 60 60 8  1.3 

1-6 大喬木 紅楠 03 66 66 67 66 70 4  0.7 

1-7 小喬木 黃荊 01 103 103 106 112 128 25  4.2 

1-8 小喬木 黃荊 02 75   103 107 110 35  5.8 

1-9 小喬木 黃荊 03 102 106 108 103 130 28  4.7 

1-10 小喬木 厚皮香 01 82 81 79 87 90 8  1.3 

1-11 小喬木 厚皮香 02 56 58 74 57 61 5  0.8 

1-12 小喬木 厚皮香 03 71 72 71 71 71 0  0.0 

1-13 灌木 台灣天仙果 01 58 57 57 78 84 26  4.3 

1-14 灌木 台灣天仙果 02 76 72 71.5 92 94 18  3.0 

1-15 灌木 台灣天仙果 03 59.5 61 65 67 67 7.5  1.3 

1-16 對照組 銀合歡 A01 55 88 102 153 194 139  23.2 

1-17 對照組 銀合歡 A02 31 56 104 135 找不到 不列入   

1-18 對照組 銀合歡 A03 118 150 185 229 210 92  15.3 

 



7 
 

表三: 馬佛溪灘地原生樹種成長速度調查表 (二) (單位: 公分) 

項目 類別 樹名 111.11.16 111.12.21 112.2.22 112.4.12 112.5.17 

6個

月

成

長 

平均 

2-1 大喬木 烏臼 01 115 112 105 100 100 -15 不計算 

2-2 大喬木 烏臼 02 103 103 101 111 122 19   

2-3 大喬木 烏臼 03 93 94 94 103 129 36 28 

2-4 大喬木 赤楊 01 71 73 86 122 152 81   

2-5 大喬木 赤楊 02 70 69 88 109 143 73   

2-6 大喬木 赤楊 03 73 80 100 134 175 102 85 

2-7 小喬木 森氏紅淡比 01 140 147 150 180 175 35   

2-8 小喬木 森氏紅淡比 02 119 114 121 124 124 5   

2-9 小喬木 森氏紅淡比 03 142 127 137 142 146 4 15 

2-10 小喬木 鐵冬青 01 90 90 99 113 120 30   

2-11 小喬木 鐵冬青 02 68 86 85 87 89 21   

2-12 小喬木 鐵冬青 03 89 92 93 112 126 37 29 

2-13 小喬木 細葉蚊母樹 01 170 168 173 178 185 15   

2-14 小喬木 細葉蚊母樹 02 130 137 150 150 160 30   

2-15 小喬木 細葉蚊母樹 03 167 182 182 184 190 23 23 

2-16 對照組 銀合歡 C01 73 106 129 157 188 115   

2-17 對照組 銀合歡 C02 58 100 133 139 190 132   

2-18 對照組 銀合歡 C03 44 65 60 80 135 91 113 

2. 原生樹種植物成長速度分析: 

從上面的表可以發現，銀合歡的成長速度是最快速的，每個月可

以成長 15-23 公分，遙遙領先於其他樹種。還有，我們可以發現到下

面幾點： 

(1.) 黃荊: 黃荊是最棒的樹！在測量的兩次裡，它都成功存活，所

以是存活率第一名。不僅如此，黃荊的成長速度也很出色。特

別是黃荊 02，它在短短的半年內就長高了 35 公分。這讓人非

常驚喜！ 

(2.) 茄苳: 茄苳這一系列的成長情況相當不穩定。特別引人關注的

是茄苳 03，它在某段時間內的高度變矮了。因為有些樹枝枯

掉了。 

(3.) 台灣天仙果: 台灣天仙果的成長情況是好的，尤其是台灣天仙

果 01。 

(4.) 銀合歡系列: 這一系列的樹真的讓人驚艷！它們成長得特別

快，尤其是銀合歡 A01，它的成長速度真的是驚人。但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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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銀合歡 A02 後來找不到，猜測可能砍草時被砍掉了。還有

銀合歡 A03 在一段時間後變矮了，因為它的樹枝折斷了。這也

是研究過程中難以控制的現象。。 

(5.) 藤本是為了覆蓋土地遮陰用，所以不列入本次植樹之研究： 雖

然山素英和金銀花的表現很好，但它們沒有被列入排名 

(6.) 成長速度的觀察： 不同的樹有不同的成長速度。對照組的銀

合歡 A01 成長最快，而小喬木的厚皮香 03 則幾乎沒有成長。 

(7.) 不同樹種的成長差異： 大喬木通常成長較慢，而小喬木和灌

木則成長較快。特別是黃荊和台灣天仙果，它們的成長速度顯

著超過了大喬木。 

(8.) 數據遺失： 部分數據如銀合歡 A02 在最後的測量中遺失，可

能因該樹已經死亡或其他原因。 

(9.) 我們的研究發現，長得最快的是銀合歡，其次是赤楊，第 3 名是

烏臼，果真是銀合歡成長速度最快，所以不能只有把銀合歡砍掉，

如果砍掉後不理它，很快就會成為一片銀合歡森林，因為它的生

命力和存活率實在太快了，一個字形容『牛』。 

 

（五） 原生樹種植樹存活率分析 

1. 植樹存活率結果 

經過六個月的成長後，我們於六月及九月分別紀錄植樹存活情形，

最後得出表四的植樹存活率結果表。 

表四: 植樹存活率結果表 

編

號 

類別 樹名 數

量 

112.6.21 存

活數量 

112.6.21 存

活率 

112.9.1 存

活數量 

112.9.1

存活率 

存 活 率

排序 

8 小喬木 黃荊 23 23 100.00 23 100.00 1 

9 小喬木 細葉蚊母樹 30 28 93.33 26 86.67 2 

6 小喬木 厚皮香 30 30 100.00 26 86.67 2 

3 大喬木 烏桕 30 29 96.67 25 83.33 4 

5 小喬木 鐵冬青 30 30 100 20 66.67 5 

7 小喬木 森氏紅淡比 30 29 96.67 19 63.33 6 

4 大喬木 赤楊 21 20 95.24 13 61.90 7 

1 大喬木 茄苳 30 29 96.67 18 60.00 8 

2 大喬木 紅楠 30 28 93.33 14 46.67 9 

10 灌木 台 灣 天

仙果 

50 36 72.00 22 44.00 不 列 入

排序 

11 灌木 燈秤花 50 37 74.00 15 30.00 不列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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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藤本 山素英 30 23 76.67 23 76.67 不列入排序 

13 藤本 金銀花 20 20 100.00 19 95.00 不列入排序 

  小計   404 364 90.10 263 65.10   

2. 植樹存活率分析: 

由存活率可以說明貧瘠缺水的灘地適合種植樹木依序為: 黃

荊、細葉蚊母樹、厚皮香、烏臼、森氏紅淡比、赤楊、鐵冬青、茄

苳、紅楠，令我好奇的是厚皮香不耐旱卻能有 86.67%的存活率，值

得繼續研究。通過對表格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觀察： 

(1)、 整體存活情況： 112.6.21 的總存活率為 90.10%。 到 112.9.1，總存

活率下降到 65.10%。 

(2)、 類別分析： 大喬木和小喬木的存活率都被列入排序，而灌和藤本

的存活率沒有被列入排序。 小喬木中，黃荊的存活率最高，達到

100%。 在大喬木中，烏桕和赤楊存活率較高。 藤本植物如山素英

和金銀花的存活率也較高，尤其是金銀花達到了 95%。 

(3)、 特殊數據點：  5 號「鐵冬青」在 112.6.21 的存活數量超過了灘地

數量，這可能是數據錯誤或者其他特殊情況。 

(4)、 存活率下降情況： 從 112.6.21 到 112.9.1 的時間段內，所有類型的

樹和植物的存活率都有所下降。例如細葉蚊母樹從 93.33%降到

86.67%，烏桕從 96.67%降到 83.33%。 紅楠的存活率下降最為劇烈，

由 93.33%降到 46.67%。 

(5)、 灌木與藤本存活率：  台灣天仙果和燈秤花都是灌木類，其存活率

從 72.00%和 74.00%下降到 44.00%和 30.00%。 山素英和金銀花為

藤本，其存活率在 112.9.1 分別為 76.67%和 95.00%。 

(6)、 存活率最高的樹木 :  在 112.6.21 的時候，黃荊和厚皮香都有

100.00%的存活率。 到了 112.9.1，黃荊仍維持 100.00%的存活率，

而厚皮香的存活率下降到 86.67%。 

(7)、 不同類別的樹木: 大喬木、小喬木的存活率在此資料中皆有所列出，

且都有所下降。 灌木和藤本的存活率未被列入排序，但其存活率

亦有所下降，例如燈秤花從 74.00%降到 30.00%。 

 

（六） 生態調查分析 

在種了樹後，我們看看有哪些新動物或蟲子來，又有哪些新的植物

也出現，再想想看這些新動物和植物來是不是因為我們種的樹[5]。我們

得到初步結果，發現馬佛溪灘地新長出的木本植物有:構樹、山黃麻、杜

虹花。草本植物:有 36 種。小動物:山羌、山豬腳印；野兔、麝香貓排遺、

蜜蜂、蝴蝶、蚱蜢、青蛙、蝸牛、蜘蛛、蜻蜓…等。 

（七） 綜合分析 

在前面我們已經在[馬佛溪灘地原生樹種植物成長速度結果表]、[馬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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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植樹存活率結果]中，記錄植物的生長速度、存活率，再加上初步生

態調查分析綜合分析後可以得到下面的整理結果:  

1. 最佳適合植物：在這片土地上，黃荊長得最好了。它不只存活下來，

還長得很快！ 

2. 存活率與環境適應性：即使厚皮香不太喜歡乾旱的地方，但它還是

有 86.67%能存活下來，這真是太厲害了！ 

3. 存活率動態：從 6 月 21 日到 9 月 1 日，許多樹的存活數量都變少

了。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或其他原因。 

4. 類別差異：大樹中，像烏桕和赤楊存活得比較好。在小樹和灌木裡，

山素英和金銀花也很棒！ 

5. 新生態系統：種了這些樹後，有新的小動物和植物來了。這可能是

因為新樹讓這裡變得更適合它們住。 

6. 成長速度差異：不同的樹長得速度不一樣，銀合歡是長得最快的樹。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從這次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銀合歡會對大自然造成危害 [6] ，也認識到

可能的替代樹種[7]。種了新樹後，我們的灘地有更多不同種類的植物和動

物。這次的調查讓我們知道在這片土地上，哪些樹可以生存得好，哪些不

行。以後我們可以用這些資訊，更好地種樹和保護這裡的生態。我們也發

現我們種的原生樹許多可以存活下來，一方面阻止銀合歡的搶占地盤，也

讓灘地出現植被，也有新長出的木本植物。還有小動物的腳印；野兔、麝

香貓排遺、蜜蜂、蝴蝶、蚱蜢、青蛙、蝸牛、蜘蛛、蜻蜓…等足跡，動物

生存環境好像變好了。 

我們覺得我們的研究可以讓生態恢復生物多樣性，也能讓家鄉變得更

美好。我們的研究可以給其他研究的人一些建議: 例如，可以種那些植物比

較容易活，那些長得比較快可以跟銀合歡競爭。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做，

因為如果大家都一起幫忙，就像一個大家庭，也可以做得更快。我們的研

究可以讓家鄉變得更好，以後學弟學妹可以到我們種樹的森林玩，真的很

好玩。我們會繼續做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大人和小朋友跟我們一起來，

人多可以幫我們拔銀合歡小苗，不然我們實在拔不完啊! 我們希望我們的

研究能找到解決銀合歡的方法，希望銀合歡不要再破壞我們的樹木，也希

望我們種的樹會開花和結果，讓更多動物能住在馬佛溪，我們就能親眼看

到動物們了。 

我們走到旁邊新開闢的灘地，一到那裡，有樹蔭好涼啊!發現只有 10 種

地被植物!想想看為什麼? 在我們種植的灘地，有 36 種地被植物，這裡卻

只有 10 種，我們猜可能因為之前這裡都是銀合歡，陽光和水被銀合歡搶走

了，所以其他植物就很少了。我們下一次要研究這一塊周圍先留一圈銀合

歡的灘地，看看原生樹種在銀合歡的樹蔭下，是否可以長得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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