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果
一、外來歸化植物種類
1. 記錄到的歸化植物共有 40 科 91 屬 117 種，其中種數最多的前三個科分

別為菊科 20 種、豆科 14 種及禾本科 12 種。

2.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 認定「世界百大入侵種」之名單中，本次調查

共記錄到小花蔓澤蘭、銀合歡、馬櫻丹、香澤蘭、刺軸含羞木及南美蟛

蜞菊等六種。

二、六種對生態極具侵略性的歸化植物
1. IUCN 於 2000 年公布「世界百大入侵種」之名單，其中 6 種植物已在墾

丁地區有發現，包括小花蔓澤蘭、銀合歡、馬櫻丹、香澤蘭、刺軸含羞
木及南美蟛蜞菊。

2. 分布最廣的是銀合歡、馬櫻丹及小花蔓澤蘭，數量很多。
3. 香澤蘭、刺軸含羞木及南美蟛蜞菊目前數量不多，但應注意其族群拓展

情況。

三、族群數量較多的外來歸化植物分布狀況
1.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出現頻度最高的外來植物是大花咸豐草 (74%)，依

序為銀合歡 (56%)、長穗木 (34%)、馬櫻丹 (30%) 及長柄菊 (21%)。

四、各棲地類型的外來歸化植物 shannon 多樣性指數
1.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內之環境教育步道的物種多樣性最高，達 0.48，因地

被層植物的豐度極高，因此物種多樣性遠高於其他棲地類型。

2. 最低的兩種棲地類型為草原及濱水地，各為 0.19 及 0.16，因草原及濱水

地皆有優勢種，導致物種多樣性極低。

五、外來歸化種優勢的環境
1. 森林步道空曠高光的環境會比林下遮蔭環境有較多的外來種，表示外來

種植物欲進入光量較低的遮蔭環境，會較難以建立族群。

2. 廢耕地等 8 種棲地類型的外來種種數比例至少佔有 50% 以上，原生種植

物被排斥的情況明顯。

3. 森林步道不論是空曠或林下遮蔭環境的外來種種數尚不及 25%，表示公

園綠地等 8 種棲地的環境有利外來種的建立，且會明顯抑制原生種植物

的生存。

重要發現
1. IUCN 於 2000 年公佈「世界百大入侵種」之名單，其中有 6 種植物在墾

丁國家公園地區已有發現紀錄，包括小花蔓澤蘭、銀合歡、馬櫻丹、香

澤蘭、刺軸含羞木以及南美蟛蜞菊，應特別注意其族群發展。

2. 森林步道不論是空曠或林下遮蔭環境的外來種種數尚不及 25%，表示外

來種植物在此棲地環境較難建立族群。

3. 廢耕地、公園綠地、果園、竹林、墓地、道路邊、草原、農地等 8 種棲

地的環境有利外來種的建立，且會明顯抑制原生種植物的生存。

南仁山之環境教育步道的地被層尚有許多
原生植物，故多樣性高。

森林下遮蔭環境有較少的外來種，表示外來
種植物在光量較低的遮蔭環境較難以建立族
群。

廢耕地等 8種棲地類型皆為陽光充足的環境，
有利於外來植物的生長。( 圖為優勢的外來植
物─大花咸豐草 )

由於草原及濱水地皆有優勢種，導致物種多樣
性極低。( 圖為優勢的外來植物─李氏禾 )

長穗木：全年皆可開花，單一植
株可生產一萬粒以上的種子，種
子輕小，可藉風力傳播。

長柄菊：多年生草本，因花梗極
長而得名。種子具冠毛，能隨風
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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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合歡：更新能力極強，種子數
量眾多，萌芽能力亦高，非常難
以防治。

小花蔓澤蘭：其蔓莖生長快速，
常覆蓋於樹冠上，阻礙樹木的光
合作用。

馬櫻丹：在臺灣出現至少已有
50 年以上，常用於園藝造景，
故加速族群擴散。

刺軸含羞木：侵略性極強且生長
快速，在河口地帶形成優勢種，
破壞河口生態系。

香澤蘭：在開闊地植株可達 3 m，
且有性生殖與無性繁殖能力均
強。

南美蟛蜞菊：節處容易發根，莖
蔓延快，可完整覆蓋地面。

大花咸豐草：ㄧ年四季皆可開
花，黑色果實具倒鈎，常沾黏
於人的衣物，散播速度極快。

研究目的
1. 調查墾丁國家公園內的歸化植物種類及分布位置。
2. 比較不同棲地類型原生種與外來歸化植物種類的比例，以瞭解歸化植物

對原生植物的影響。
    註：歸化植物是指原本不存在於臺灣，因人類有意或無意的從國外引進至國內，且可在野外生 
       存並自行繁衍其後代的外來植物。

研究方法
1. 在墾丁國家公園區內沿路踏勘，記錄外來植物出現之種類及所屬棲地類

型，並進行 GPS 地理座標定位，以繪製分布圖。
2. 設 置 124 個 1 × 0.5 m 的 樣 區， 調 查 樣 區 內 植 物 種 類， 分 別 計 算

shannon 多樣性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