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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人工林棲地動物調查報告

緣起

花蓮縣光復鄉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於2011年5月21日正式開園，成為臺灣第一座

成功復育新生的平地森林，也是人們最容易

接近的森林。園區的發展定位為兩文化(糖業

文化、原住民文化)及兩生態(低碳生態旅遊、

生態保育)，整體規劃朝符合生態、節能、減

碳、健康為原則之低密度、綠建築設計導向

之多元生態知性旅遊區。

為了協助園方落實所提出之「在地文化、

生態永續、遊憩樂活與節能減碳」目標，朝向

永續發展，林試所在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正

式開園之後，自2012年開始進行全區一年四季

的生物資源調查，初步以蜻蜓、蝶類、鳥類、

兩棲爬蟲類及哺乳動物為主，建立園區生物

多樣性的基線資料庫，提供園方永續經營之參

考。以下分別就蜻蜓等動物類群說明調查結

果，並提出動物資源經營之建議。

蜻蜓

紀錄蜻蛉目8科29種。蜻蜓中之青紋細蟌

及薄翅蜻蜓數量最多，佔所有蜻蜓的55%，

薄翅蜻蜓數量雖少於青紋細蟌，但前者之相

對優勢度最高(55.3%)，在7成以上樣點有記

錄。蜻蛉目成蟲會因季節氣候的改變而出現

活動，一年一世代的種類如粗鉤春蜓、海神

弓蜓、慧眼弓蜓集中出現在夏季，多世代的

種類如霜白蜻蜓、紫紅蜻蜓、青紋細蟌、善

變蜻蜓則四季皆有，但族群量還是以夏季為

盛。過境種類如綠胸晏蜓、薄翅蜻蜓、海霸

蜻蜓在秋季則廣泛分布於園區。

蜻蛉目是需要水生環境的昆蟲，目前園區

有水域的地區包括遊客服務中心四周所營造

出的人工水池，以及在大富區域早期種植甘蔗

及水田留下的灌溉溝渠，這些地方皆有穩定水

源，水量有增減但不虞乾涸。在其他廣大的區

域有時因雨季短暫性的積水造成的水域環境，

尚有鼎脈蜻蜓、金黃蜻蜓的出現。另外森林是

蜻蜓發育成熟的環境，一些半熟未熟的個體

(未確定種類)也在森林頂層出沒。

園區內所記錄到蜻蜓的種類及數目不

多，除了季節性及調查頻度外，還有一個主

要原因需要注意的，就是棲地的營造。新生

的人造池的確增加蜻蜓種類的棲息，但一個

大面積水域的月池，其蜻蜓的歧異度及豐富

度卻不及一個抽水出口形成的小面積水池，

差異是在底質環境。後者已有蝦藻及其他沉

水植物等淨化水質，前者則僅有邊緣的挺水

植物，水質也較為混濁。建議這些水池能

種植沉水植物或放置適量的倒木改善棲地環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葛兆年 (nien@tfri.gov.tw)、陳一銘、許詩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王立豪　⊙艾慶華

薄翅蜻蜓秋天過境時成群出現於園區(葉文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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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這樣能形成間隙空間較為立體堆疊的環

境，以利水生動物繁殖生存，同時應留意勿

引進繁殖快速擴散的植物種類。

蜻蜓成蟲活動需要多樣的水域環境，平

地森林目前皆為全日照的開闊水池，卻沒有森

林邊緣或林中靜水半日照的水生環境，建議再

設計營造適合的生態池，豐富棲地種類，以利

多樣物種棲息。本園區溝渠底質為砂質間混

以小礫石，有沉水植物生長，水流速度平緩，

應輔以以新造的森林，是適合蜻蛉目生長的環

境。但本次調查卻發現了大量的溝邊蔓藤性植

物如小花蔓澤蘭已覆蓋大面積溝渠水域，不利

蜻蜓繁殖，建議適時整理溝邊侵略性植物。

蝶類

記錄蝶類5科77種，其中弄蝶科11種、鳳

蝶科11種、粉蝶科8種、蛺蝶科32種、灰蝶科

15種，共計842隻次。其中臺灣琉璃翠鳳蝶、

墨子黃斑弄蝶為臺灣特有種。臺灣琉璃翠鳳

蝶後翅具有藍綠色亮斑，為大型美麗的蝶

種，雄蝶具有濕地吸水的習性，幼蟲以飛龍

掌血為食。墨子黃斑弄蝶的幼生期以禾本科

植物為食，森林邊緣有遮蔽的地區為成蟲偏

好活動的場所。春季與夏季為蝶類偏好活動

的季節，為造訪觀察蝶類活動最佳的時期。

各物種中以豆環蛺蝶、白雅波灰蝶及小

波眼蝶最為優勢。其中豆環蛺蝶的數量最多

且廣布於園區各地；白雅波灰蝶幼蟲以豆科

植物的花苞為食，園區內的曲毛豇豆(Vigna 

reflexo-pilosa)開花時經常可見成蟲在附近聚

集飛繞。小波眼蝶取食禾本科的多種禾草，

森林邊緣的半遮蔭地區為該種偏好活動的環

境，樣區內的林緣草生地即為該種合適的生

育環境。其它如青鳳蝶、玉帶鳳蝶、以及幻

蛺蝶則為園區內較大型且常見的種類，除了

冬季低溫期外，經常可見其活動。

調查也發現小稻弄蝶僅在園區南端地區

有記錄，應與鄰近地區種植水稻有關，該種幼

蟲偏好取食水稻葉片，稻田中常見的稻苞蟲即

是本種弄蝶幼蟲。此外，調查期間經常可見園

區內樹上具有舉尾蟻築巢，大農與大富兩區也

分別記錄到虎灰蝶的活動，該種幼蟲具有蜜腺

分泌蜜露供舉尾蟻取食，而幼蟲本身則由於舉

尾蟻的保護而降低被天敵為害的機會，如此共

生關係為良好的生態教育素材。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遊客中心為遊客

必然駐足的據點，花海圖騰更為該地主要的特

色。然而由於環境較為開闊，蝶類甚少在此棲

息。建議可在此區的森林邊緣種植本土蜜源

植物引誘蝶類停留訪花，園區自行車道整護時

也應該避免砍除正值開花期的野花野草。食

草與蜜源植物為蝶類能否棲息與繁衍的關鍵

原因，人工林底層的草本植物與次生林木及

灌叢演替而成的環境也吸引了些許蝶類在此

棲息、繁衍。未來若需進行除草等措施時，建

園區隨處皆可見豆環蛺蝶(王立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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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採取各區塊輪替的方式，避免全面性的砍

除而過度干擾蝶類棲息的環境。中央山脈與

海岸山脈為良好的蝶類種源庫，建議可於園

區內散植各種蝶類的寄主植物，以吸引更多蝶

類在此棲息繁殖，增加園區內的物種多樣性。

鳥類

共記錄鳥類37科78種3145隻次。包含大

彎嘴 、小彎嘴 、五色鳥、烏頭翁與臺灣

畫眉5種特有種，以及蛇鵰、黃嘴角鴞、大卷

尾、臺灣夜鷹與朱鸝等19種特有亞種，其中

蛇鵰、朱鸝、東方蜂鷹、紅隼、烏頭翁等9種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鳥類，紅尾伯勞為其他應

予保育之鳥類。各鳥種在區內的分佈以綠繡

眼最為優勢，在超過7成的調查點有記錄，並

且記錄的總隻次亦佔各鳥種總和的2成。

整合各鳥種在樣區中出現的頻度以及總

記錄數量，估算其相對優勢度，則在大農大富

園區內最優勢的前10種物種分別為綠繡眼、

竹雞、棕背伯勞、紅嘴黑鵯、灰樹鵲、環頸

雉、烏頭翁、褐頭鷦鶯、大卷尾及灰頭鷦鶯。

除了環頸雉、褐頭鷦鶯、大卷尾及灰頭鷦鶯以

開墾地為棲息地之外，其他皆為常在樹林活

動的鳥種，可見森林園區的建造，已提供適合

一般樹林性鳥種棲息之環境。但是低海拔次

生林常見的鳥類像繡眼雀 、烏線雀 、五色

鳥等，目前在森林園區尚無記錄或十分稀少，

推測某些生態功能尚有不足。例如森林園區

缺乏五色鳥築巢需要的枯木，故牠僅短暫停

留或覓食，很少居住園區內；又如造林木底層

的植物單純稀疏，因此少見烏線雀 等底層鳥

類覓食活動，故建議森林園區加強營造森林

多重層次，提供更多生物棲所，可以更貼近平

地造林營造健康森林，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增

加綠色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所有調查點中，位於森林園區南端的臺

糖有機田調查到最多鳥種。有機田周邊有造林

地，必然出現一般樹林性鳥類，特別的是，有

機田因類似濕地吸引來一些濕地性候鳥，如鷺

科及鷸 科鳥類。這些溼地鳥類並未在森林園

區其他樣點記錄到，也就是說，這些鳥類僅在

此處出現而已。因此對鳥類來說，這塊有機田

是森林園區最特殊的棲地，能提供靠水活動的

鳥類所需，目前由臺糖公司以有機方式種植水

林下地被若有植生覆蓋，較適合在地被層活動的動物棲息；反之，則物種多樣性會降低(葛兆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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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有利於鳥類生存。此大面積水域提供了不

同於造林環境的棲地，有利提升造林區的鳥類

多樣性，顯見此類棲地的重要。

森林園區調查到次多鳥種的調查點，雖

然鳥種數不如臺糖有機田那麼多，但多樣性

指數卻是全園之最。此調查點位於園區服務

中心東南側，附近的棲地與造林地大不相同。

這塊棲地(以下簡稱休耕地)目前沒有任何具規

模的利用，其從外觀來看，它不像造林地有整

齊美觀的林相，從植被結構與種類來看，其層

次較多，植物種類多且不同於造林樹種。從棲

地類型看，它包括開闊地、廢耕之後自然演替

的草生地及灌叢，並且有天然更新的林木鑲

嵌於其中。故此地記錄到有不同棲地偏好的

鳥類，如偏好灌叢的如紅頭穗 、竹雞等，偏

好在草生地活動的環頸雉、褐頭鷦鶯、灰頭鷦

鶯及白腰文鳥等，常在樹冠層活動的綠繡眼、

紅嘴黑鵯、大卷尾及棕背伯勞等，以及常在乾

旱、廢耕田地等開闊地活動的小雲雀、金斑

及黃鶺鴒。多樣化的棲地造就了多樣性的鳥

類，此塊棲地在平地森林園區中有其獨特性

及重要性，故建議優先保留避免變動。

兩棲及爬蟲類

共記錄到兩棲類6科11種584隻次、爬蟲

類6科12種23隻次，共計12科23種607隻次。

其中莫氏樹蛙為臺灣特有種，鎖鏈蛇與雨傘

節為珍貴稀有之爬蟲類。兩棲類中以黑眶蟾

蜍最為優勢，澤蛙次之，其他如腹斑蛙、拉

杜希氏赤蛙、日本樹蛙、小雨蛙等物種的數

量亦不少；爬蟲類中則以南蛇最為優勢，雨

傘節也有3隻次的記錄。森林園區內兩生類

種類及數量較多的區域內大多含有穩定的水

源，但水源若流速太快，抑或水源與棲地交

壤處缺乏遮蔽，可能會使兩棲類停留的機會

減少並增加其被捕食的風險，多樣性及數量

反而會因此較為低落。而爬蟲類多出現於草

生地環境，與水源的有無關聯較不明顯。

中大型哺乳動物

在森林園區內的造林地、河道、休耕地及

園區外靠近海岸山脈的次生林內，分別架設紅

外線自動相機監測中大型哺乳動物種類及活動

情形。2012年至2013年在園區內休耕地監測12

個月，其他3種棲地各監測9個月，共記錄8種

中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分別為食肉目的鼬獾、

白鼻心、麝香貓、食蟹 ，以及非食肉目的野

兔、山羌、臺灣獼猴、野豬等如圖示。

在森林園區的造林地記錄有鼬獾、白鼻

心、野兔等3種，河道及休耕地各增加山羌1

種，休耕地再增加麝香貓1種。此休耕地如鳥

類調查結果所述，目前植被為休耕後自然演

替之狀態，由樹林、灌叢、高草、短草鑲嵌狀

混生，地景多樣性高，與造林地單純林相有所

春天在茂密的造林區可聽見朱鸝母鳥大聲回應公鳥的叫

聲(許詩涵 攝)



林業研究專訊 Vol.20 No.6 201330

專
題
論
述

不同。休耕地上的散生樹木以苦楝、野桐、小

葉桑、臺灣紫珠、菲律賓饅頭果及外來種銀合

歡為主，灌木以野牡丹、馬櫻丹、臺灣馬桑為

主，多為花蓮低海拔次生林常見之種類。高草

大多是叢生的高大禾草五節芒，低草的種類組

成較複雜，種類也較多，但以菊科的大花咸豐

草、霍香薊等較占優勢。此休耕地能有5種中

大型哺乳動物出現，應該與其多樣化的植被能

提供多樣性的功能有關，如山羌常取食小灌木

嫩葉，野兔常活動於開闊地，白鼻心需要植物

果實、昆蟲、鼠類等多樣化的食物，目前休耕

地應比造林地更適於哺乳動物棲息活動。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臺灣各地的麝香

貓族群數量普遍稀少，為珍貴稀有類野生動

物，在1年監測中僅休耕地有記錄到，其他3

種棲地包括次生林都沒有，更可見休耕地經

大農大富3種棲地及海岸山脈次生林之中大型哺乳類動物出現率

鼬
獾

休耕地

造林地

河道

海岸山脈次生林

白
鼻
心

野
兔

麝
香
貓

山
羌

台
灣
獼
猴

野
豬

食
蟹

20.00

15.00

10.00

5.00

0.00

休耕地

造林地

河道

海岸山脈次生林

麝香貓僅出現在園區少數高茅草混雜灌木及短草的環境

(陳一銘 攝)
園區服務中心東南方之休耕地一景，麝香貓曾出沒其中

(許詩涵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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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然演替作為野生動物棲地在大農大富森

林園區的特殊性。為了落實綠色造林提升生

物多樣性的目標，對於森林園區中現存的生

物多樣性棲地應該予以保留，如果應注意而

未注意令其遭受破壞，則未來的棲地復育之

路將非常漫長。

臺灣獼猴、野豬及食蟹 僅出現於次生

林內，雖然口訪時地方居民多半宣稱野豬經

常出現於造林地中，而其中幾次事件也有相

當的可信度，但我們研判這是因為野豬出現

常伴隨對農作物造成損害，因此在農民間特

別容易廣為流傳。山羌在次生林的出現率遠

遠高於其他棲地中出現之任何動物種類，其

在生態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本種也是很

有潛力的生態教育要素，目前有少量山羌出

現在森林園區，可惜目前的林地經營方式並

不利於其族群存續，我們建議管理單位應該

特別著力於山羌之棲地復原經營，其實際的

操作技術，並非難以達成。

此外，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河道棲地之

物種豐度、豐量都相當高，而河道兩側之濱

水帶正因不適於造林而維持相對較為天然的

狀態，並且自海岸山脈原生林延伸進入造林

地，除了形成森林性物種移動之廊道外，也

提供在河床開闊地活動之野兔很好的躲避屏

障，在野生動物的棲地復原經營上，是相當

值得努力的一環。

結語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的造林，由上空

俯瞰已成為壯觀的樹海，可謂已蔚然成林。

林試所經過1年調查，發現園區中有豐富的

動物資源，除了造林地可以提供動物棲所之

外，現有的水池、水田、河道、溝渠，以及

休耕後自然演替的小區也是重要的動物棲息

環境，希望園方對這些造林地以外的環境能

加以關注，避免更動。

現有水池若能增加立體堆疊，同時新增

森林邊緣或林中靜水半日照的水生環境，以及

適時整理溝邊侵略性植物，將有利水生動物繁

殖生存。並建議森林園區散植各種蝶類的寄主

植物，加強營造森林多重層次，例如不除草增

加草本層，讓更多種鳥類、蝶類棲息。綜上所

述，我們期盼園方善用現有環境的特色，並輔

以營造多樣化的微棲地，讓大農大富平地森林

園區成為名符其實的生物多樣性家園。

增加月池結構的多樣性可以吸引不同種類的生物(陳銘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