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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隊長舒涵之前在大農大富國家森林遊樂區擔任螢火蟲解說隊的隊員，當聽到隊長分享她在解說遇

到的一些趣事時，我們想說在學校附近的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和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同樣是國家森林

遊樂區，有螢火蟲和豐富的生態，也有美麗的星空，於是我們決定以富源森林遊樂區為研究地點，就

近觀察和研究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生態與螢火蟲。 

 

二、研究目的 

(一) 花蓮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夏季螢火蟲種類調查 

(二) 花蓮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夏季螢火蟲的特徵 

(三) 花蓮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夜間生態解說員培訓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查詢：藉由上網蒐集文獻資料、論文與查閱相關書籍了解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夏季螢火 

蟲的資料。 

(二)田野調查：夜間穿越線調查法、窗式陷阱調查 

(三)分析歸納。 

四、研究架構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夏季夜間生態解說探究 

 

3 

貳、文獻探討 

一、花蓮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夏季夜間生態 

平常我們很難有夜間自然觀察的機會，一般人都覺得晚上黑漆漆的，能觀察什麼？其實夜間生態

的豐富度不輸給日間，光是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森林裡，就是很不一樣的體驗，讓我們覺得興奮異常。 

夜間的自然觀察和白天不同之處，在於白天主要是用眼睛觀察，夜間則是用耳朵仔細地聆聽，在

夜間觀察時要放輕腳步，張開耳朵，即使眼睛在夜間看不清楚，但可以利用其他感官，感受夜間的生

態之美。有時我們可以聽到樹上有如蒸汽火車鳴笛般高頻「呼~呼~」的黃嘴角鴞叫聲。有時也可以在

池塘邊聽到像狗在低吠的貢德氏蛙叫聲，依據季節和棲地的不同，螢火蟲、山羌、青蛙、樹蛙、貓頭

鷹、蛾、天牛、邊蠍、螽斯、飛鼠、白玉蝸牛等動物依時序出現，除此之外還能欣賞到美麗的仲夏夜

星空。 

 

二、花蓮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夏季螢火蟲(表一) 

螢火蟲名稱 月 幼蟲 特徵 分布 

大陸窗螢 3~10 月 陸生 雄蟲胸部為橘黃色;翅鞘為黑色,翅鞘 

外圍有明顯黃緣成蟲胸部腹面為;橘

黃色慈蟲為短鞘翅，腹部為橘黃或黑

褐色。 

大農大富平

地森林園區

有發現 

紋胸黑翅螢 3~7 月 紅褐色,體背中央有一

道縱向淡褐色斑紋 

前胸橘黃色,中央有黑色斑紋;前翅均

為黑色.雄雌外型不同.雄蟲具完整翅

膀,雌蟲為短翅型,為熠螢屬中唯一雌 

雄不同型的種類 

 

 

池南、富源 

國家森林遊 

樂區 

黃肩脈翅螢 5~10 月 陸生 前胸為橘黃色,翅鞘黑色,在前緣有黃 

色斑點,但轄區內的大多數個體的黃 

色斑點消失.頭部一般為黑色少數個 

體呈褐黃色 

池南、富源

國家森林遊 

樂區 

中華晦螢 6~8 月 黑色前胸前緣有明顯

的大片橘黃色斑點，

本種與黑翅晦螢又蟲 

相似，但可依前述黃

色斑紋大小來區分 

前胸及翅鞘均橙黃色,翅末為黑色， 

雄蟲腹部在發光器的前一節為黑褐

色；雌蟲此黑褐色斑紋部完整。 

富源國家森 

林遊樂區 

 

蓬萊短角窗螢 

4~8 喜歡棲息在樹上,個齡

期的體色變異很大 

前胸為淡黃色,翅鞘為黑色,是本屬唯

一翅鞘全為黑色的種類.觸角為絲狀 

池南、富源 

森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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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蟲為短翅鞘.雄蟲發光器兩節， 

雌蟲為兩哥點狀 

雲南扁螢 10~12 黑色,外型略似東方 

水蠊 

雄蟲前胸為灰褐色,外緣較淡: 

翅鞘為黑色 

池南、富源,

大農大富森 

林園區 

山窗螢 10~12 陸生.本種外型極類似

大陸窗螢的幼蟲,但各

體末端較後者尖銳;偉

節形狀接近三角形 

雄蟲前胸為橙黃色;翅鞘為黑色,外緣

有係為黃邊，成蟲胸部腹面有黑色斑 

紋;雌蟲為短翅鞘，腹部為橘黃或黃褐

色 

池南、富源,

大農大富森 

林園區 

參、研究方式 

(一）穿越線調查法： 

    我們一行人在天黑前抵達穿越線起點，等待天色昏暗時開始走進步道。老師說：「看到第一隻螢火

蟲開始發光時記錄其時間、種類、性別，並測量當時的溫度、相對濕度」。定量採樣是以每小時努力之

採獲量(catch per hour of effort)方式進行，我們在固定距離內的穿越線內來回走動，在固定時間內盡量

採集能採獲螢火蟲的個體數量。調查時間分為前、後兩段，每段各半小時；第一段時間約在目擊第一

隻螢火蟲發光後五分鐘內，或見到第二隻螢火蟲發光後開始；第二段時間則在整理完第一段時間樣本

後立刻接續進行。兩段採集的目地，在檢驗出現的種類是否隨時間而有所差異。 

    由於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賞螢路線有許多條，但是監測的老師因考量我們還是小學生，又沒有

什麼豐富的監測經驗，故於調查時帶隊老師請我們先監測主步道，因為此步道最容易行走，監測路線

共有三條(如圖 4)，第一條是主步道，第二條是從夢幻花園到石頭公園，第三條是環溪步道 1，監測期

間共設置三組人力，同時在三條步道中進行螢火蟲監測，每次進行 1 小時的調查。 

(二）穿越線調查法的路線： 

1.主步道(步道 1)：主步道以欣賞園區植栽景觀為主，有紫藤花架廊道，每年 3-5 月及 9 月 

中下旬到 10 月是觀賞螢火蟲最佳地點全長 800 公尺，步行時間約 30 分鐘，步道平緩易行， 

為賞螢最佳場所。 

2.夢幻花園到石頭公園(步道 2)：本區由原來的沉積岩和火山岩經過變質作用而形成大大小 

小的石頭，經過規劃整理，成為石頭公園。全長 400 公尺的夢幻花園，步行約 20 分鐘。 

不僅花木扶疏，園藝造景更是美不勝收，除此之外，夢幻花園裡還建造一座蝴蝶網室和 

梅花鹿飼養的園區，適合做生物的近距離觀察。 

3.環溪步道 1(步道 3)：環溪步道 1 沿線為低海拔闊葉林林相，以蝴蝶、螢火蟲、蛙類之動 

物觀察為主要特色。環溪步道 1 全長為 1100 公尺，步行約 40 分鐘。 

 

 

圖 1：步道 1 圖 2：步道 2 圖 3：步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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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穿越線調查法的路線 

(二)陷阱調查法 

    我們用窗式陷阱調查。飛行攔截網主要採集飛行中撞擊陷阱網面而落入收集器中的昆蟲。陷阱為自

製，選擇地面較平坦且不會干擾到遊客的地點設置（如圖 5-圖 7），使用兩根 160 公分高的吊衣桿，綁繩

固定做為支架，撐開 1 x 1.2 平方公尺之單面 PVC 網面，網底離地 10-15 公分，底下放置 2 個塑膠方

盆，以 95%的藥用酒精與丙二醇，以 1:1 混合溶液注入方盆內至約 4 分滿。 

    丙二醇為毒性較低的防腐劑，其密度大而且濃稠，可與水或乙醇溶在一起，除了具有防腐功能外也

能降低溶液揮發速率，維持較長時間的效果。另外丙二醇的含量達 7％時可以抑制細菌的生長，可以讓

我們要觀察的螢火蟲比較不容易被細菌分解。網面上方架設像屋頂的防水帆布，是為了阻擋雨水直接落

入陷阱而造成溶液濃度下降，並可減少枯枝落葉掉落讓昆蟲攀爬逃離陷阱。 

    陷阱之四端綁繩固定在附近植株上。每隔兩週收集樣本一次，在設置陷阱的地方挑出其中的螢火

蟲標本，存放於裝填 95%乙醇溶夜之 5ml 瓶子中，並記錄阱每次採到的螢火蟲。不是螢火蟲標本收集

後置於裝填 95%乙醇溶液之密封塑膠罐內，送至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製成標本保存管理。落入飛行攔

截網內掉落的樹枝與樹葉於每次蒐集標本時一併清除乾淨；收集保存樣本用的溶液視揮發與雨水稀釋

狀況添加或更新，若溶液有變髒的話，就要將原溶液倒掉，以清水清洗塑膠盆後更換新溶液。若遇到

污損或天災破壞之飛行攔截網的 PVC 視情況以清水清洗或完全更新。我們共設置 2 座窗式陷阱，一座

在環山步道的樹林裡(北緯 23° 35’23’’ 東經 121° 21’14’’ 海拔 240M)，另外一座在主步道靠近環溪步道的

小徑上(北緯 23° 35’17’’ 東經 121° 21’6’’ 海拔 240M) 

      

圖 5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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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螢火蟲調查表 

根據 7-9 月的監測紀錄填入表格中，表格中記載的是我們在監測期間所捕捉或目視的螢火蟲種類和 

數量。 

(表二)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螢火蟲調查表 

日期 農曆 地點 組員 氣溫 濕度 第一隻 

出現時間 

第一段 

時間 

第二段 

時間 

7/19 6/2 富源國

家森林

遊樂區 

陳建方、黃廉芳 

陳祐辰、陳品蓉 

簡宇辰、鍾家淇 

簡竹儀、賴木蘭 

田又愷、吳世強 

林亞紜、林亞彤 

鍾志杰、鍾瑞騰 

陳萬三、陳淑芬 

27 度 86% 目視 

19:18 

19:00 

│ 

19:30 

19:30 

│ 

20:00 

種類名稱 第一隻 

採獲時間 

性別 第一段 

個體數 

雄 雌 第二段 

個體數 

雄 雌 

蓬萊短角

窗螢 

19:35 雄 1 1 0 0 0 0 

黃肩脈翅

螢 

19:28 雄 1 1 0 1 0 0 

山窗螢幼

蟲 

19:18 雄 10 10 0 0 0 0 

扁螢幼蟲   19:20 雄 5 5 0 0 0 0 

 

 

 

 

 

 

  

 

圖 8：扁螢幼蟲正在吃

蝸牛 

 

圖 9：黃肩脈翅螢 

圖 10：山窗螢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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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螢火蟲調查表 

日期 農曆 地點 組員 氣溫 濕度 第一隻 

出現時間 

第一段 

時間 

第二段 

時間 

8/2 6/16 富源國

家森林

遊樂區 

陳建方、簡宇辰

鍾家淇、賴木蘭 

簡竹儀、吳世強 

田又愷、林亞彤 

林亞紜、楊舒涵 

鍾志杰、鍾瑞騰 

陳萬三、陳淑芬 

25 度 95% 目視 

19:19 

19:00 

│ 

19:30 

19:30 

│ 

20:00 

種類名稱 第一隻 

採獲時間 

性別 第一段 

個體數 

雄 雌 第二段 

個體數 

雄 雌 

黃肩脈翅

螢 

19:14 雄 1 1 0 1 0 0 

山窗螢幼

蟲 

19:24 雄 10 15 0 0 0 0 

扁螢幼蟲   19:20 雄 5 6 0 0 0 0 

(表四)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螢火蟲調查表 

日期 農曆 地點 組員 氣溫 濕度 第一隻 

出現時間 

第一段 

時間 

第二段 

時間 

8/21 7/6 富源國

家森林

遊樂區 

鍾瑞騰、簡宇辰

鍾家淇、賴木蘭 

簡竹儀、吳世強 

田又愷、林亞彤 

林亞紜、楊舒涵 

26 度 90% 19:15 19:00 

│ 

19:30 

19:30 

│ 

20:00 

種類名稱 第一隻 

採獲時間 

性別 第一段 

個體數 

雄 雌 第二段 

個體數 

雄 雌 

黃肩脈翅

螢 

19:15 雄 2 2 0 6 4 2 

山窗螢幼

蟲 

19:20 未知 目視 12 15 0 0 0 0 

扁螢幼蟲   19:25 雄 8 6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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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螢火蟲調查表 

日期 農曆 地點 組員 氣溫 濕度 第一隻 

出現時間 

第一段 

時間 

第二段 

時間 

9/6 7/22 富源國

家森林

遊樂區 

鍾瑞騰、簡宇辰

鍾家淇、賴木蘭 

簡竹儀、吳世強 

田又愷、林亞彤 

林亞紜、楊舒涵 

黃廉芳、鍾志杰 

26 度 90% 18:40 

 

19:00 

│ 

19:30 

19:30 

│ 

20:00 

 

種類名稱 第一隻 

採獲時間 

性別 第一段 

個體數 

雄 雌 第二段 

個體數 

雄 雌 

赤腹櫛角

螢大齡幼

蟲 

18:56 雌 1 0 1 0 0 0 

黃肩脈翅

螢 

19:10 雌 1 0 1 目視 5 未知 未知 

扁螢幼蟲   19:25 雄 5 6 0 0 0 0 

山窗螢幼

蟲 

19:30 未知 目視 1 未知 未知 目視 2 未知 未知 

 

 

圖 11：赤腹櫛角螢大齡幼蟲 

   

圖 12：螢火蟲的幼蟲也會發光喔！圖片為黃肩

脈翅螢成蟲與赤腹櫛角螢大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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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螢火蟲調查表 

日期 農曆 地點 組員 氣溫 濕度 第一隻 

出現時間 

第一段 

時間 

第二段 

時間 

9/18 8/4 富源國

家森林

遊樂區 

鍾志杰、黃廉芳 

陳建方、陳品蓉 

謝秀玉 

24 度 83% 18:36 19:00 

│ 

19:30 

19:30 

│ 

20:00 

 

種類名稱 第一隻 

採獲時間 

性別 第一段 

個體數 

雄 雌 第二段 

個體數 

雄 雌 

黃肩脈翅

螢 

19:10 雄 1 3 0 0 0 0 

黃脈翅螢   19:25  0 0 0 1 未知 未知 

 

 圖 13：黃肩脈翅成蟲 

圖 14：黃肩脈翅成蟲與黃脈翅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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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夏季螢火蟲 

  

螢火蟲名稱 特徵 生活環境 其他發現 圖片 

蓬萊短角窗

螢幼蟲 

雌蟲會躲

藏在隱密

處  

海拔

2,200 公

尺以下

之山區  

蓬萊短角窗的蛹會攀爬

至樹木的高處，並鑽入

樹枝縫隙中化蛹。  

 

黃肩脈翅螢 

成蟲 

體長約

6-8mm，複眼

大，黑色，前

胸背板橙黃

褐色，翅鞘黑

色密布刻

點。 

低海拔 

山區 

雄蟲發光器 2 節，幼蟲黑

色，末節左右各有一枚白色

斑，夜晚也會發光，這種光

通常是警戒性用來驅敵嚇

退天敵。 

 

山窗螢幼蟲 山窗螢幼蟲

共有十二節

身體 

潮濕的無

農藥污染

環境，會

在草叢或

石縫落葉

堆中活動 

發光器是左右兩邊對稱。五

公分的幼蟲只是二齡期。距

離成蟲還有一至二個月左

右。 

 

扁螢幼蟲 腹部末端

有一對 C

字形的發

光器  

幼蟲偏好

潮濕的環

境，常棲

息在土壤

縫隙或地

面落葉層

這類陰暗

潮濕處

所。 

 

扁螢的幼蟲很會爬樹，碰到

危險則會表現出將身體捲

成球狀的假死行為，攻擊性

強，唾液有極強的麻醉性，

若不小心碰到牠，會有像是

被 110 伏特電到的感覺。 

 

 

 

 

 

 

 

蓬萊短角窗螢幼蟲圖片來源：許志遠先生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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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夜間生態解說員培訓 

    我們這次的培訓是以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來做解說訓練。在經歷多次的上課、夜間觀察、監測

及跟隊解說的培訓歷程中，我們有如下的發現： 

1. 生態解說的目的及解說技巧 

(1) 環境解說的目的 

環境解說的目的在於讓人們知道在地有什麼特別的生態環境，了解生態的重要性，引發更

多人對環境議題進行思考，進而保護本土環境。 

(2) 生態解說的技巧 

解說員不是給孩子(或大人)再次接受教育的機會,而是讓他們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奇妙

的世界裡，引發對生命的感動。所以解說者必須對解說的環境相當認識與熟悉，運用說故

事或問答方式，增加解說的生動性。 

2. 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夏季夜間有三大亮點可以作夜間生態解說： 

(1) 夏季螢火蟲 

 大家都以為只有春天可以賞螢，其實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夏季的夜晚，螢火蟲也相當活躍。 

四月:到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研習，了解螢火蟲種類，螢火蟲的一生，如何分別螢火蟲的

雌、雄成蟲，學習如何使用捕螢網。我們抓了幾隻幼蟲來觀察，發現大多是扁螢和山窗螢

的幼蟲。 

       七月:我們發現了很多螢火蟲的幼蟲，有雲南扁螢的幼蟲和黃肩脈翅螢的成蟲。 

八月:我們看到了很多螢火蟲發出很亮的光芒，跟春天一閃一閃發亮的螢火蟲不同，牠們的

光芒不會閃爍，就像是一顆一顆的小燈泡落在地上。我們還在樹上看到扁螢，女生嚇得花

容失色，還以為是新品種會發光且令人頭皮發麻的蟑螂，令她們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呢！

結果經過老師解說後，我們才知道是披著蟑螂皮的扁螢幼蟲。正當我們想去觸碰扁螢，觀

察牠的發光器有幾節的時候，老師突然制止我們，因為扁螢的唾液麻醉性極強，如果我們

去處碰牠們，會被電到，就像在家裡被電器用品電到那樣疼痛，要過一段時間才能恢復。 

       九月:有觀察到赤腹櫛角螢的大齡幼蟲，讓我們非常興奮。    

(2) 豐富的蛙種 

在學習解說螢火蟲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其他有趣的生態或自然環境，可以一併認識。富

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夜間可以聽到非常多的蛙鳴聲。所以我們也同時上了青蛙解說課程。跟

著老師了解青蛙物種及習性後，我們一起去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賞蛙。我們看到數量最多

的是太田樹蛙，太田樹蛙的叫聲很像蟲鳴。我們還看到莫氏樹蛙、布氏樹蛙和小雨蛙，聽

到狗蛙的叫聲。狗蛙的叫聲像狗，所以才叫狗蛙。在夢幻花園發現小雨蛙，小雨蛙的答答

答叫聲和太田樹蛙的叫聲非常的相像，我聽了十次以上才能分辨。之後我們到餐廳後面發

現了布氏樹蛙。其中有一個小水漥，竟然出現五種以上的青蛙鳴聲。富源富源國家森林遊

樂區真是一個適合賞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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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季星空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夜間光害甚少，所以另一個有趣的自然觀察是星空。跟著帶隊老師的

腳步，我們學習認識夏季大三角，了解牛郎織女的動人愛情故事；尋找天蠍座，體會人生

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無奈。(天蠍座和獵戶座呈 180 度相對位置)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的夏夜很適合賞螢、蛙或星空，如果我成為解說員，會推薦更多人來這裡。  

我也會更努力成為知識豐富、解說生動的解說員，讓大家都了解、喜愛這塊土地，愛護這塊土地。 

 

伍、結論 

1. 我們此次的夜間監測重點主要是螢火蟲，先前對螢火蟲只停留在四、五月黑翅晦螢大量出沒時

那種滿山滿谷飛舞的壯麗景象。但是在七月到九月期間的螢調，才發現原來富源國家森林遊樂

區的螢火蟲種類相當的豐富，在監測期間我們甚至觀察到了螢火蟲短暫的一生，而我們的監測

行動將持續進行，藉由長期監測來觀察氣候對本土生態造成的影響。 

2. 富源國家森林園區夏季夜間有除了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星星還有聽到優美的蛙鳴，我

們之後也將進一步加入解說員的行列，並接受一系列解說員的考核，希望透過我們的解說，可

以讓更多人重視本土生態環境，進而一起保護我們的家園。 

3. 在監測螢火蟲的過程中，發現今年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螢火蟲比往年調查的時間提早出現，

經過專家研判可能是因為全球氣候暖化的關係，故我們會持續參與螢火蟲的監測，繼續研究全

球暖化對螢火蟲的生態造成的影響。並將研究結果提供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參考，希望政府能更

加重視全球暖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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