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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完成國內多項調查計畫及不同植物標本館之植物分布資料收集，並以

1990年至2002年全台156處氣象測站資料建構之台灣地區氣溫多元迴歸方程式，

配合250公尺網格之數值高程模型，建置全台各月份及年均溫分布圖層，再利用

該圖層及植物分布點位套疊分析，完成2,356種維管束植物之最適溫度分布範圍

建構。篩選牡丹至南仁山等14處可能之長期氣候變遷下的殘存地點。而後依據易

受暖化影響地點之物種密度、地形及水系特徵進行評估，認為其中7處殘存地點

因植群缺乏向高海拔遷徙退卻空間，可能具有遭受暖化效應衝擊之疑慮，應為優

先關注與保護的地點。另提出132種分布範圍與殘存地點重疊率達80%以上之物

種，因其分布範圍狹窄且多侷限於殘存地點，當暖化持續時，現生族群可能受到

較大的衝擊，為值得優先關注之對象。福山森林植物物候之脆弱度評估的結果顯

示大多數植物其開花、結實量會受到三種以上氣候因子的影響，其中有三種植物

的開花量同時受到五項氣候因子的影響，二種植物之結實量受到五項氣候因子的

影響。極端氣候霜害則造成九種植物開花量及六種植物結實量長期的減產，其影

響可持續七年以上。南仁山溪谷樣區與樣帶，其中欖仁溪樣區因受東北季風及地

型遮蔽影響，樣區內可分為迎風型與背風型生育地，而溪谷樣區則因南仁山遮

蔽，因此最不受東北季風影響。本研究以欖仁溪樣區與溪谷樣區的四次調查估算

森林生物量，森林組成結構變化與物種族群變化，以及樣帶的兩次木本與小苗調

查估算物種沿海拔之遷移狀況。顯示南仁山森林可能受東北季風影響而使得迎風

型生育地產生變化，其中亦包含許多迎風分布型物種族群量之減少。相較於各地

區水青岡森林依風險程度由高至低排序：蘭崁山是非常高風險、阿玉山是高風

險、大白山是中等風險、鳥嘴山是低風險、銅山與插天山是非常低風險。未來要

依災害風險的程度訂定管理計畫，進而規劃風險管理、減緩與調適的策略，以因

應氣候變遷之衝擊，以確保台灣水青岡森林的生物多樣性之永續經營。本研究主

要針對台灣水青岡昆蟲相進行調查，篩選出可反映台灣水青岡森林破碎化程度的

指標物種，以作為監測水青岡森林良痞的基礎。由於台灣水青岡森林植食性昆蟲

資料匱乏，本研究完成北插天山、鳥嘴山、銅山、大白山與蘭崁山等樣區記錄取

食或利用台灣水青岡的昆蟲共計28科109種。風險評估流程規劃、昆蟲指標物種

評估與制訂、與其他相關子計畫整合等工作目標已經達成。而從族群遺傳探究台

灣水青岡大族群(銅山、北插天山)遺傳多樣性呈現出低度之遺傳多樣性。而台灣

水青岡小族群(蘭崁山、大白山及鳥嘴山)族群數量少，但遺傳多樣性和大族群類

似，及遺傳獨特性，建議應進行採種、扦插或嫁接來做復育或移地保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