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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就在學校旁，在社區長老述說的歷史裡，原是

一片青青草原，每到春、夏的夜晚，總是螢火紛飛，但到日治時期種了很

多的甘蔗，為了增加產量來製糖，噴撒了的化學肥料，導致許多生物跟著

螢火蟲一起消失，直到 2002 年因愛台十二建設–綠色造林計畫（羅尤娟、

廖秀蓉，2014）種下樹苗後才有動、植物回來，連生態指標螢火蟲也回來

了。 

  研究者從小學六年級時參與螢火蟲導覽課程，並考取解說員證照。與

研究人員一同執行 2018-2020 兩年的監測調查，監測點為大農大富平地森林

園區南環 4k 處（以下稱為南一）如圖一，調查結果發現螢火蟲種類兩年由

7 種增加至 9 種，也察覺到棲地改變似乎會影響螢火蟲數量與種類，因此決

定用「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棲地環境之研究」作為本次研究之主

題。 

 

 

 

 

 

 

 

 

圖一 監測位置 

資料來源：青陽農場，2019。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欲透過大農大富平地森林螢火蟲與環境

變化藉此調查數量及環境影響，再由文獻探討及深度訪談了解保育方式。 

          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問題分述如下： 

（一）調查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種類與數量 

（二）探討環境變化與螢火蟲數量之相關性。 

（三）了解這段期間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如何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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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各項流程如下所述，並繪製流程如圖二 

 
圖二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方法 

  （一）調查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種類與數量 

  先透過書籍翻閱及校內、校外大大小小螢火蟲的相關課程及講座，了

解螢火蟲的相關知識，持續兩年每月兩次進行日、夜間的螢火蟲監測。 

  日間監測使用攔截網調查法，利用透明布幕進行攔截螢火蟲，於布幕

的下方盆子內倒入丙二醇和酒精（此溶液較不會破壞環境及造成環境汙染）

以便收集標本如圖三，最後紀錄盆內螢火蟲種類及數量。 

  夜間監測使用穿越線調查法，在一百公尺的範圍使用網子撈取螢火蟲

採樣並記錄如圖四。 

                         
 
 
 
 
 
 
 
                     圖三 攔截網調查法                                   圖四 穿越線調查法   

   資料來源：青陽農場，2019。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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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探討環境變化與螢火蟲數量之相關性 

  觀察記錄南一區環境的重大變化事件，再與螢火蟲的監測資料互相對

照分析，找出兩者相關性調查。 

  （三）了解這段期間螢火蟲如何保育 

  訪談棲地保育協會專家葉美青老師、及在地專家傅元陽老師，從中

了解專家在棲地保育的看法及保育方法。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前身（1921 至 2000） 

  1921 年日治時期鹽水港株式會社的大和農場成立，當時由會社種植甘

蔗（張國政，2020）如圖五，1945 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接收臺灣，1946 年

成立臺灣糖業公司，並於九月過後接收臺灣糖業業務，保留大和農場，更

名為花蓮糖廠（鍾書豪，2004），1980 年代之後，臺灣糖業在國際的競爭

力逐漸衰退，使得臺灣製糖業面臨極大挑戰，花蓮糖廠也於 2002 年結束

製糖事業。 

 

 

 

 

 

 

 

 

圖五 大和農場早期甘蔗種植情形 

資料來源：張國政，2020。 

（二） 現況（2002 至今） 

  2002 年因愛台十二建設–綠色造林計畫（羅尤娟 、 廖秀蓉，2014），

在 1250 公頃的土地上種下了 1875000 株的樹苗（大農大富，2018），台灣

欒樹、烏心石、水黃皮、杜英等 20 餘種的原生樹種（花蓮林管處，

2015），並在 2011 年 4 月成立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楊瑞芬，2020），

種了 18 年的樹，成立 8 年的園區，在全國慢慢有了名聲，春天有花海、



「螢火蟲的故鄉」：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調查及棲地環境影響之研究 

4 
 

夏天賞螢和賞鳥、秋冬有楓紅，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樣貌，而棲地也愈來

愈多元，生物多樣性更豐富，最近多了哺乳類動物，黃喉貂和台灣野山羊

（楊瑞芬，2019），水資源也越來越多，2019 年更出現了水生螢火蟲—黃

緣螢及陸生黃脈翅螢兩種物種。  

二、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物種變化 

（一）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物種調查結果 

  在當時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發現了 4 屬 7 種的螢火蟲（陳燦榮、鄭

明倫，2016a），其中有日行性—紅胸窗螢、日夜行性—雙色垂鬚螢，另外

夜行性五種，其中黑翅晦螢與大陸窗螢因數量較多具有觀賞價值。 

（二）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8 月調查結果 

  2018 年花蓮林區管理處，將調查監測的工作，委由青陽農場兩位老師

及陳燦榮老師，協助社區民眾進行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調查，本

調查研究者也都有參與。  

  目前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發現了 6 屬 9 種的螢火蟲（陳燦榮、鄭明

倫，2019a），新發現了兩種螢火蟲，分別為水生—黃緣螢、夜行性—黃

脈翅螢。在數量上黑翅晦螢大量增加產生較好的視覺效果是賞螢活動重要

的主角，但大陸窗螢數量卻明顯變少。 

二、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2019 年發現的 9 種的螢火蟲 

中文名稱 
發光形

式 
習性 發生期 敘述 圖片 

黑翅晦螢 閃爍 夜行性 4-7 月 
全台最多，體長 7.0-

10.0mm，除了前胸背板為

橘黃色，其皆為黑色。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大陸窗螢 持續 夜行性 4-10 月 

雌蟲為幼蟲型態，雄蟲體

長 12.0-15.7mm；雌 19.1-

20.0mm，黑翅深黃邊，前

胸背板有兩點透明。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山窗螢 持續 夜行性 9-12 月 

雌蟲為幼蟲型態，雄蟲體

長 17.0-22.0mm；雌 26.5-

28.3mm，黑翅淡黃邊，前

胸背板有兩點透明。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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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胸窗螢 
不明顯 

發光 
日行性 2-6 月 

雌蟲為幼蟲型態，雄蟲體

長 9.0-12.0mm；雌 13.0-

15.7mm，前胸背板有紅

紋、兩點透明。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雲南扁螢 持續 夜行性 
12 月-翌

年 1 月 

雌蟲為幼蟲型態，雄蟲體

長 13.0-16.0mm；雌 20.0-

32.0mm，前胸背板灰褐

色，其餘全黑。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大端黑螢 

（疑問種） 
閃爍 夜行性 3-6 月 

體長 10.0-15.0 

mm，尾部黑斑，其餘全

黃。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雙色垂鬚螢 無發光 
日、夜 

行性 

12 月-翌

年 3 月 

雌蟲為幼蟲型態，雄蟲體

長 6.0-12.0mm；雌蟲 22.0-

28.0mm，全身黃褐色。 

http://s5b15.cdps.ntpc.edu.tw/rong/firefly/name/namea4.htm 

黃緣螢* 

持續 

、 

閃爍 

夜行性 5-9 月 
體長 7.6-9.0mm， 

除了前胸背板和翅膀中線

為橘黃色，其皆為黑色。 

本研究者攝 

黃脈翅螢* 持續 夜行性 4-11 月 
體長 6.0-7.0mm，有明顯隆

脈，翅膀末端和腹部為

黑，其餘黃。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C04274200 

 

*為 2019 年新發現的兩種螢火蟲物種 

資料來源：陳燦榮、鄭明倫，2019b；本研究者整理。 

三、 探討環境變化與螢火蟲數量情形 

在進行螢火蟲監測期間，南一區曾經發生兩件較大的環境變化事件: 

  （一）南一區種植山藍 

   2019 年 11 月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開始執行林下經濟計畫，林務局

於南一區域種植約一公頃山藍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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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19 年栽種山藍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 

  研究者監測 2019 年 2 至 4 月與 2020 年 2 至 4 月黑翅晦螢數量，整理

比較表如表二。黑翅晦螢生存的環境有明顯變異之後，於隔年（2020）3

月上旬出現了大量的黑翅會螢族群。 

 

 

 

 

 

 

 

表二  2019 年 2 至 4 月與 2020 年 2 至 4 月黑翅晦螢數量比較表。 

  可以推測這樣生存環境，可能更適合黑翅晦螢生長，極大值由兩百隻增加

為五百隻。 

  （二）南一區砍樹 

  2020 年 6 月林試所執行混農林計畫，於南一區塊砍樹約一公頃如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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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020 年砍樹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 

  研究者比較 2019 年 6 至 7 月與 2020 年 6 至 7 月黑翅晦螢數量，整理

比較表如表三。 

 

 

 

 

 

 

 

 

表三 2019 年 6 至 7 月與 2020 年 6 至 7 月黑翅晦螢數量比較表 

  黑翅晦螢喜愛有樹陰和草叢的區域，當此區域的樹被砍後，於 2020 年

6 月至 7 月無黑翅晦螢，由此可證明環境破壞對螢火蟲生長有極大影響，甚

至會造成不再出現的嚴重結果。 

五、訪談了解這段期間螢火蟲如何保育 

  研究者於 2020 年 10 月 2 日至青陽農場深度訪談葉美青與傅元陽老師。傅

元陽老師認為：「保育可分為保護棲地以及培育物種。當年在種植樹木時，我

向臺糖公司要求不能以農藥抑草（抑制草的生長），需改由人工除草，以減低

對於棲地造成的破壞，也因此讓現在有螢火蟲大發生之盛狀可以欣賞。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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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達到保育的效果要從學校開始，讓已成為導覽員的學員發揮同儕之間的

影響力，去推動環境保育的觀念，落實在學生的生活中並有在地參與感。」 

  同時訪談葉美青老師時，葉美青老師表示：「保育可以分為環境、人、物

種三個面向討論。首先，環境部分：適當的砍草維持螢火蟲幼蟲食物來源，使

得螢火蟲的族群穩定。再者，人的部分：螢火蟲的一切知識皆由人來傳遞，棲

地的保育也不例外，解說員藉由解說的過程中，讓遊客對螢火蟲的生活環境有

基本認知，進而再透過遊客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一傳十、十傳百，促使螢火蟲的

保育知識像漣漪一樣往外擴散。最後，在物種方面：透過研究者對環境的觀察，

建立螢火蟲在棲地保護機制，使得螢火蟲與棲地可以永續生存。」 

叁●結論、建議與反思 

       一、經過研究調查和訪談後，得出以下結論： 

(一)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螢火蟲種類增加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屬於人工造林，因為避免使用化學藥劑抑制雜

草而使用人工砍草來維持林相，也因而保留良好的環境，調查後發現更多

種類的螢火蟲，種類由七種增加為九種。 

(二)棲地改變對螢火蟲數量影響深遠 

  2019 年在南一區大量種植山藍後，當年 3 月上旬出現了超過前年兩倍

量的黑翅晦螢族群，也是研究者參與過程中見過見過數量最多的一年。而

2020 年南一區大量砍樹後，6、7 月沒有黑翅晦螢出現。對比兩者的差異是

山藍樹的種植與砍伐，可見環境對螢火蟲數量的影響非常大。 

  二、研究後的建議 

  為了讓螢火蟲可以持續在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展翅發光，應從教育

出發，落實環境教育的推廣工作，研究者的建議與反思如下： 

   （一）維持監測工作 

  維持志工螢火蟲監測工作室非常重要的部分，透過持續觀察棲地狀況

及螢火蟲數量的變化，社區持續作自主性的監測調查，並累積大量調查數

據及棲地狀況，分析比較前後差異，提供數據說明環境對螢火蟲數量的變

化的關係。但長期投入對志工是很大的挑戰，研究者參與過程發現志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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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減少，但招募志工以維持社區長期監測工作是很重要的。 

  （二）持續觀察作物方式對棲地影響 

  訪談和研究中，發現作物對螢火蟲棲地的影響需要再觀察，其因素像

噴灑農藥、使用化學肥料……等，而透過深入的觀察與查證才能找到相關

證據去做出更好的建議。 

  （三）多方宣導的工作推廣 

  多方宣傳的工作是身為一位導覽志工和學生的研究者最能擔任完成的

任務，研究者能將保育的知識透過解說的過程，以及校內、外的發表，來

傳達給大家，能從自己做起，間接影響他人的保育觀念，使螢火蟲有好的

棲地生活，在原棲地永續繁衍，這是身處棲地的研究者可以對環境教育最

大的貢獻。 

三、 研究後的反思 

  研究者發現做一個研究是相當困難且具有挑戰性的，在監測過程中

會學到生活中不會遇到的相關專業知識，像是環境層面的議題，如：當

環境被破壞時，這個循環的生態圈只會是我們所看見的樣子嗎？還是有

許多我們表面看不到的事物正在消失。 

  透過這些議題能夠讓研究者更深刻體會到人與環境的關係相當密切，

研究者希望能透過一個環境議題的研究，讓更多人知道大農大富平地森

林園區能變成現在舉辦多次螢火蟲季、花海季、風箏季等不是一蹴可成，

是很多人默默在後面努力付出才有現在的光輝。 

  研究者在螢火蟲季有擔任解說員的工作，透過帶人進行解說自己也

在學習社交技巧，跟願意參與這項活動的人分享更多有關螢火蟲保育的

方式以及可以怎麼去欣賞螢火蟲，既不會干擾螢火蟲，遊客也能夠看到

螢火蟲的美。研究者在校內跟同學分享螢火蟲的保育知識，為在地生態

盡一份心力，讓更多人知道破壞遠比復育來得容易，但是要讓一個地區

的生態復育，需要更長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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