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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延續去年的研究，今年我們仍針對銀合歡這種外來物種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進

行探討，並繼續測試排名在前之原生樹種的存活率。研究聚焦於植樹後的生態變

化，記錄原生植物的存活情況，並觀察生物多樣性的變化。在研究方法上，仍使

用了實地實驗法，觀察植物與生物，測量樹高和樹徑，並定期記錄植被和動物的

變化。研究依舊進行了文獻調查，並參與了實地植樹活動來收集數據。研究焦點

不變，不斷關注銀合歡的快速生長對其他植物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仍強調了移除

銀合歡，恢復原有生態的重要性。 

不同的是，我們在去年 10 月開闢了新的兩塊灘地，分別是 10×10 平方公尺的

B 區和 15×15 平方公尺的 C 區，並採用了孔隙造林法。這種方法的選擇是基於我

們之前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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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實驗進一步探討孔隙造林法是否能提升原生樹種的存

活率與生長速度，並觀察這一策略是否能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增加。此外，我們將

通過詳細的數據記錄與分析，來驗證這些假設的效果。 

（二） 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包含下面五點:1.認識我們種的樹:長期觀察我們種的樹之特性，

能不能競爭得過銀合歡，並比較不同樹種的存活率。2.看看樹能不能存活:看看這

些樹的存活率會不會隨時間變化 3.紀錄生態的變化:看看我們種了樹後，動植物的

種類和數量有那些改變，記錄方式和評估標準可以參考 [6]。 4.了解種植面積大小 

(孔隙造林法中的孔隙大小)的影響:了解 A、B、C 區種植面積的大小對樹種存活率

的影響 5.認識孔隙造林法是否可行:利用銀合歡的樹蔭讓原生樹種活得更好,也抑制

了銀合歡小苗的生長。  

 

二、 文獻探討  

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是豆科植物，又稱白相思子，原產於中南美洲，

早期由荷蘭人引入台灣。後來，台灣又從薩爾瓦多引進了一種特別的銀合歡，這種樹

木材質優良，適合用來造紙。銀合歡的優點眾多，首先，它的生長速度極快，木材用

途廣泛，並且還可以製作飼料。此外，銀合歡具備固氮能力，能夠產生氮肥，這使得

它在台灣被廣泛種植。然而，銀合歡也有其負面影響。由於其生長速度過快，會抑制

其他植物的生長，因此對當地生態系統造成威脅 [1]。 墾丁國家公園因此展開行動，

嘗試移除銀合歡並恢復原生植物群落。他們採用了一種先用農藥殺死銀合歡，然後再

種植原生樹種的方式，希望能夠讓森林重現過去的自然風貌 [2]。銀合歡被視為對環

境有嚴重危害的外來入侵物種，它的快速生長能力源自於多項特性，例如，它能在貧



還我土地，迎戰銀合歡  II 

3  
  

瘠的土地上存活，落葉會釋放化學物質，抑制其他植物生長。其果莢有毒，種子能在

土壤中潛伏，等到陽光充足時再發芽生長。銀合歡喜歡陽光，因此在陽光充足的地區

會迅速繁殖。即使被砍伐，樹幹下方也會冒出許多新枝(萌蘗現象)，這使得徹底清除

銀合歡變得極為困難。 

由於我們之前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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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隙大小(種植面積大小)會影響光照強度，進而影響種子的發芽速度與幼

苗的存活率，並且強調孔隙造林法可能有助於改善原生樹種的存活率和生物多樣性 

[3]，這與我們研究中光線對植物生長的重要性相互呼應。某些樹種在大孔隙中的存活

率較低，而在小孔隙或林下環境中存活率較高 [3]，這可解釋我們的研究中為何某些

樹種，如台灣天仙果和厚皮香，在不同區域的存活率差異明顯，顯示在實施孔隙造林

法時，需仔細考慮孔隙大小對不同樹種的影響。同時，海岸林面臨的惡劣氣候條件如

強風、高鹽度和乾燥，氣候變化對樹種存活率和生長速度有重要影響 [3]，這與我們

研究中提到的颱風和高溫對樹種存活率的影響相似。最後，不同樹種對光照與孔隙條

件的適應性差異，如先驅樹種在大孔隙中發芽較快，這對於我們在選擇樹種時應考慮

的耐蔭性與耐旱性提供了建議 [3]。總結來說，該研究對理解孔隙造林法的效果以及

光照、孔隙大小和氣候條件如何影響不同樹種的發芽與存活率，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3]，這與我們在 B、C 區域中使用的孔隙造林法相呼應。 

森林中創造孔隙以增加光照，可以促進樹木的生長和存活率[4]。例如，靠近銀

合歡樹蔭的樹木存活率較高，可以解釋為孔隙讓陽光有效到達地面，促進了原生樹種

的生長。此外，海岸林的逆境條件如飛砂、強風、強日照和高鹽分，而強調了選擇耐

旱、耐鹽的樹種的重要性，如木麻黃，這有助於在惡劣環境中選擇適合的樹種 [4]，

這些環境挑戰與我們在 ABC 三區不同樹種存活率的觀察直接相關。 生態造林的做法

是強調通過根據不同孔隙大小混合種植原生樹種以促進生態系統穩定 [4]，這與我們

在不同區域中使用不同樹種組合的方法相符，如在 A 區、B 區和 C 區中種植黃荊、台

灣天仙果和軟毛柿等，這種策略有助於提高林木存活率和生物多樣性。同時，孔隙的

長期更新對海岸林穩定性和防護功能有其重要性 [4]，這也與我們研究中銀合歡樹蔭

下樹木存活率較高的現象一致，表明孔隙更新有助於促進原生樹種生長並提升生態穩

定性。最後，在長期管理和維護方面，必須適時補植和撫育，以確保林木更新和生態

穩定 [4]，這與我們研究中建議的除草頻率調整和拔除銀合歡小苗等管理策略相一致。

總結來說，該研究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實踐建議，幫助我們更深入

理解孔隙造林法的效果，特別是在樹種選擇、孔隙大小的確定及長期管理方面提供了

具體的操作參考。該研究與我們的研究在孔隙造林法和樹種選擇上有直接關聯，並且

能幫助解釋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該研究強調了孔隙對樹木生長的重要性，這與我們研

究中孔隙造林法的應用一致。 

此外，孔隙變化越大，林木的生長潛力就越強，這有助於解釋不同區域的原生

樹種存活率和生長速度的差異。若孔隙大小適中，光照條件良好，樹木的生長速度較

快，存活率較高；反之，過大的孔隙可能對某些樹種產生不利影響 [5]。探討的孔隙

對林木生長的影響和模型分析方法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技術參考，有助於

深入理解孔隙大小、光照條件與樹種生長之間的關係，並解釋 B 區和 C 區中樹木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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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生長速度提升的原因。該研究與我們的研究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探討孔隙造林法

對不同樹種的存活率和生長速度的影響上。當森林中出現孔隙時，會影響周圍林木的

光照和資源供應，進而促進其生長 [5]，這與我們在 B 區和 C 區使用孔隙造林法的研

究目的一致，旨在創造孔隙以增加光照，提升樹木的生長潛力，解釋了靠近銀合歡樹

蔭的樹木存活率和生長速度較高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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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區採全部移除直接整地之方式處理，而 B、C 區採孔隙造林法。以

下就第 4 點詳細說明:  

在 30*20、15*15 和 10*10 平方公尺的 ABC 三塊馬佛灘地地方種下原生樹種,其中

B、C 區有 6 種樹種是 A 區的推薦樹種,分別是:黃荊、細葉蚊母樹、台灣天仙果、厚

皮香、鐵冬青跟森氏紅淡比,新的原生樹種有:冇骨消、羅氏鹽膚木、軟毛柿等等,我

們會量一量數有多高樹徑有多粗。我們用捲尺量樹高,從地面開始量到最高處。樹徑

尺用於樹徑,在離地面 10 公分處用立可白做標記,以樹徑尺測量樹徑觀察它們生長與

存活情況。要看看種樹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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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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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們在花蓮縣光復鄉馬佛溪灘地位置及

實驗區域種了 404 棵樹，總共 13 種 (A 區: 30*20 平方公尺，社區協會認養的黃色區

塊是 30*70 平方公尺，如圖一)、 去年 10 月開墾了新的兩塊灘地,分別是 10✽10 平方

公尺的 B 區與 15✽15 平方公尺的 C 區 (在 A 區的北方平行區域，間隔各約十公

尺)，各種了 80 棵樹，總共 11 種及 143 棵樹，總共 16 種，如圖二，原灘地 A 區經

整理後如圖三。 

 

                        
                            圖一: 實驗場地位置範圍圖     圖二: 實驗林灘地 ABC 圖  圖三: 灘地整地後 A 區狀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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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植樹行動：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在 B、C 區分別種了 80 棵樹，

11 種及 143 棵樹，總共 16 種，總共種了 223 棵樹，。A 區在 113.7.25

颱風之前，漸漸地新樹長高了，也活了下來，植被也長了出來。 而 B、

C 區之存活率也相當高，如圖四。 

 

 

  

A 區(30*20)空拍圖 B 區(10*10)空拍圖 C 區(15*15)空拍圖 

   
A 區(30*20) 實景圖 B 區(10*10)實景圖 C 區(15*15)實景圖 

圖四: 灘地生態狀況圖 

2、 可惜的是颱風後，113.08.03 我們再次測量後，各區存活率驟降，部分

原生樹種狀態如圖五。 

 

  
 

A 區枯死的鐵冬青 B 區好幾棵冇骨消枯死 C 區銀合歡倒塌壓到原生樹種 

圖五: 颱風後原生樹種狀態圖   

 

（二） 實驗灘地原生樹種成長情形 

由於原生樹存活率很高，致使銀合歡沒法霸佔土地，尤其在有樹蔭底下的地被

植物長得更茂盛了。以下大致以空拍圖來描繪 ABC 區的情形如: 

圖五: 灘地原生樹種現況分布圖 (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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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灘地原生樹種現況分布圖 (近圖) 

  
圖七: 打敗銀合歡的灘地生態  

      
                 A 區                            B 區                          C 區 

 

（三） 原生樹種植樹成長速度分析 

原生樹種成長速度結果: 經過約一年的成長，長時間的紀錄，得出表一的成

長速度結果表。  

表一: 馬佛溪灘地 ABC 區原生樹種成長速度結果表 (單位: 公分)  

 編號 名稱 A 區 B 區 C 區 

1 黃荊 42 79 24 

2 厚皮香 4 2   

3 細葉蚊母樹 11   2 

4 森氏紅淡比 19   9 

5 燈稱花 20     

6 赤楊 49     

7 茄苳 28     

8 烏臼 47     

9 鐵冬青 15     

10 台灣天仙果 6   8 

11 羅氏鹽膚木   51 20 

12 軟毛柿   12 10 

13 海州常山   42   

14 台灣火刺木   28   

15 魯花樹   13   

16 宜梧   23   

17 冇骨消   32   

18 青剛櫟     1 

19 黃連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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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生樹種植物成長速度分析 

 依據生長速率表，分析如下: 

1. 以黃荊為例，成長速率 B 區＞A 區＞C 區。 

2. 依據本團隊 112 年研究，銀合歡每個月成長速率為 26 公分，能與銀合歡抗衡的樹

種有，A 區之黃荊、赤楊、茄苳、烏臼；B 區之黃荊、羅氏鹽膚木、海州常山及

台灣火刺木；C 區之黃荊。 

3. 113 年 8 月 12 日測量時，發現由於凱米颱風過境，有許多樹種就算存活下來，也

有折枝以致成長速率為負數的情形，如:厚皮香、細葉蚊母樹、軟毛柿、青剛櫟

等，故不列入計算。 

 

（五） 原生樹種植樹存活率分析 

1 ABC 區植樹存活率結果經過約一年的成長後，我們於七月(颱風前)及八月(颱風

後)分別紀錄植樹存活情形，最後得出表二的植樹存活率結果表。  

表二: 植樹存活率結果表 

    A 區       B 區     C 區     

編

號 
  

112.09.01

存活率 

113.02.19

存活率 

113.7.3

存活率 

113.8.12

存活率 

113.02.19

存活率 

113.7.3

存活率 

113.8.12

存活率 

113.02.19

存活率 

113.7.3

存活率 

113.8.12

存活率 

1 黃荊 100 100 96 87 100 100 93 100 100 100 

2 細葉蚊母樹 87 87 73 53       100 100 45 

3 厚皮香 87 80 73 37 100 91 36 100 100 15 

4 鐵冬青 67 57 57 17       0     

5 森氏紅淡比 67 57 60 33       100 73 9 

6 台灣天仙果 61 53 42 14 100 100 0 94 83 33 

7 烏桕 86 76 86 72             

8 赤楊 62 76 48 14             

9 茄苳 62 59 59 34             

10 紅楠 50 43 43 0             

11 羅氏鹽膚木         100 89 78 90 80 70 

12 軟毛柿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3 台灣火刺木         100 100 89       

14 海州常山         90 80 70       

15 魯花樹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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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椬梧         100 100 100 100 80 80 

17 月橘               100 94 67 

17 青剛櫟               100 100 70 

18 黃連木               100 100 89 

           
 

 

  平均 81 72 67 41 99 95 81 99 92 59 

以下灌木不列入計算                    

19 月橘               100 94 67 

20 小葉黃鱔藤               100 90 10 

21 燈稱花 40 37 40 31       90 80 0 

22 冇骨消         87 87 27 100 33 33 

23 山素英 100 56 48 4 100 100 0 100 100 100 

24 金銀花 90 60 60 45 0     0     

  平均 72 63 60 33 97 94 70 98 91 56 

 

2 植樹存活率分析:  

(1.) A 區已經植樹 2 年，如果以植樹一年的存活率做為比較基礎:A 區為

81%,B 區為 99%，C 區為 99%，顯見人工之孔隙造林法優於直接清除

整地法。 

(2.) 113.7 月 B 區存活率為 95%，C 區存活率為 92%。 

(3.) 113.7.24 因凱米颱風來襲，A 區存活率由 81%降至 41%，B 區由 99%

降至 81%，C 區由 99%降至 58%。 

 

（六） 生態調查分析 

生態環境的改變:  113 年 2 月灘地發現紅火蟻，而且有一棵細葉蚊母樹直接被

蟻穴包圍，加上贈送苗木的苗圃也因為苗圃出現紅火蟻被列管，因此合理推論，我

們灘地可能是因為植株汙染，剛開始有 35 個蟻穴，因此防治期間，我們都無法到灘

地觀察與紀錄，因此只有 7 月和 8 月各做一次全面性的紀錄樹高和樹徑，並從這 2

次紀錄中整理出 3 塊不同灘地之結果。 

113 年我們在距離植樹灘地 100 公尺處，架設自動攝影機，看見許多山羌、山

豬、野兔、食蟹檬和麝香貓，也出現蜜蜂、蝴蝶、蜻蜓、蚱蜢、瓢蟲，生態越來越

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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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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活率以 B 區最高(81%)，其次是 C 區(59%)，最後是 A 區(41%): 也就是人工砍除

銀合歡的孔隙造林法優於直接清除整地法(使用怪手大面積挖除銀合歡的方式)，原

因是怪手挖除後表面只剩下礫石，沒有泥土，不適合苗木生長；而人工砍除銀合

歡能保留地被植物及覆土，有助於苗木生長。 

2. 空隙造林法中遮蔽率越高越有助於耐陰植物生長: 10 公尺*10 公尺的 B 區孔隙造林

法之植木存活率，優於 15 公尺*15 公尺的 C 區孔隙造林法。 

3. 黃荊是優先選擇: 依據統計表顯示，縱使 A 區、B 區、C 區的條件不同，但黃荊的

存活率以及生長速率都是最佳的，可做為未來植樹或補植的優先選擇。 

4. B 區、C 區原生樹種的選擇: 

(1.) B區建議樹種: 有軟毛柿、魯花樹、宜梧、台灣火刺木和黃荊，其中魯花樹、

宜梧、台灣火刺木都是帶刺、小葉片、耐旱植物，也順利通過颱風的挑戰。 

(2.) C 區前 5 名建議樹種: 黃荊、軟毛柿、黃連木、宜梧、羅氏鹽膚木。 

5. 颱風/連續高溫共同作用之影響: 七月份一整月連續高溫達 32 度以上，植物奄奄一

息，再加上由於 C 區最北邊，颱風來襲時首當其衝，直接迎風面，孔隙面積較大

(15 公尺*15 公尺)，颱風過後 8 月 12 日存活率從 7 月 3 日的 92%下降為 59%，其

中有一棵銀合歡攔腰折斷，並直接壓到我們種的羅氏鹽膚木和黃連木，未來建議

孔隙造林面積或許還是以 10 公尺*10 公尺最佳。 

6. 綜合分析 B 區和 C 區孔隙造林法之結果，兼具存活率高且生長速率快(能與銀合歡

每月成長26公分抗衡者)之原生樹種有: 黃荊(93%，79公分/月)、台灣火刺木(89%，

28 公分/月)、羅氏鹽膚木(78%，51 公分/月)、宜梧(100%，23 公分/月)、軟毛柿

(100%，12 公分/月)，是未來植樹樹種之參考。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還我土地，迎戰銀合歡 II」的結論顯示，孔隙造林法相較於直接清除

整地法，能更有效提升原生樹種的存活率與促進生態穩定性。透過在 B 區和 C 區使

用孔隙造林法，原生樹種的存活率和生長速度明顯優於 A 區，尤其是黃荊的表現最

佳，在 B 區成長速率達 79 公分，顯示出其在未來植樹工作中的巨大潛力。研究發

現，颱風和連續高溫對植樹存活率影響顯著，C 區因迎風面積較大而受損嚴重，表

明孔隙大小的選擇需要謹慎，以減少氣候災害的影響。此外，黃荊、羅氏鹽膚木、

軟毛柿和台灣火刺木等樹種的生長速度與銀合歡相當，能與之抗衡，這些樹種在未

來造林工作中應被優先考慮。隨著原生樹種逐漸恢復，灘地的生物多樣性明顯提升，

出現了更多的動植物，顯示出恢復原生植被對促進生態多樣性的積極作用。為了進

一步提高成效，建議未來造林時選擇 10×10 平方公尺的孔隙大小，並持續進行管理，

包括補植、移除銀合歡小苗和除草，確保原生植物穩定生長。同時，為應對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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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帶來的極端天氣挑戰，應選擇耐旱、抗風的樹種，並推廣孔隙造林法，促進生態

系統的恢復與平衡，達成「還我土地」的目標，成功迎戰銀合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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