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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辦理「2018 年福爾摩沙生態講座計畫」，計畫編號：107 林發-8.2-保 35，

已依計畫進度完成 3 場，共計參加總人數為 120 人。出席參與的民眾踴躍且會後反

應相當良好，已有聽眾已經開始預約來年（108 年）生態講座舉辦的場次。依本計

畫的內容執行達成以下成果： 

一、計畫目標： 

依據本計畫，本會辦理的「2018年福爾摩沙生態講座計畫」已執行完畢，透過

該計畫達成如下的目標及成果： 

(一) 透過此次計畫，已讓國人充份瞭解保育臺灣特有野鳥及愛護自然生態的重要

性及核心價值，經由本講座的專題演講，盡情分享、熱烈討論的相互辯證與激

盪，加強了國人關心環境保護意識的觀念，生態保育意識能更加深植人心，激

發國人愛護、保護珍貴環境土地之心；宣導里山倡議的核心價值「社會-生態-

生產地景」，透過合理的經濟支持友善農業，也有助於改善農民民生經濟和保

護生態系統，友善環境得以永續發展，也是自然又健康的休閒活動。 

 (二) 營造友善、融入社區文化與參與之社會- 

  藉由與「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及「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協力辦理

生態講座，引導更多民眾走入華山文創園區，認識、親近日治時期的酒廠百年

後如今已蛻變為華山文創園區，而成為文化創意的聚集地、青年們休

閒娛樂的場所；與協辦單位「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致力共同推廣綠

色企業參與，會館現場陳列來自全臺各地農友開發的友善農產及文創品，鼓勵

與支持友善農業夥伴間之合作，建立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夥伴網絡關

係。 

二、已達成之成果： 

(一)量化成果 

1.辦理107年10月「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與生態棲地的關係和願景」（演講者：

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楊平世）生態講座，共計有27位民眾參加。 

2.辦理107年11月：「野鳥與原生植物的永世情懷」（演講者：台灣原生植物保育

協會理事長 陳世揚）生態講座，共計有50位民眾參加。 

3.辦理107年12月：「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與燕鷗」（演講者：澎湖野鳥學會前

理事長 林長興），共有43位民眾參加。 

三、針對演講內容的議題討論所得結論： 

<第一場>-10月「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與生態棲地的關係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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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與民間合作，在都會人工溼地野放、復育螢火蟲成功，大

安森林公園在 2018 年 3 月發現螢火蟲蹤跡，賞螢季也在 4 月開始。夜晚

欣賞螢火蟲要謹記「3 不 1 沒有」原則，也就是不喧嘩、不捕捉、不以燈

光直射螢火蟲和沒有光害。手電筒要以紅色玻璃紙罩住，才不會干擾螢火

蟲活動。   

螢火蟲復育及公園生態化是臺北市政府重要施政目標，螢火蟲復育成功是許

多志工及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農委會林試所及學者專家在螢火蟲的基礎研

究，及光電業者提供適合螢火蟲棲地的特殊波長燈泡，在產、官、學努力下，螢

火蟲在臺北市復育成功，不但是都市生態化的指標，也重拾都市民眾對生命的感

動，在市區即可近距離看到螢火蟲飛舞。 

楊平世教授談起台灣二十多年之螢火蟲生物學研究與保育生物學的應用，從

詩經、唐詩對螢火蟲的抒情描述延伸到現代對螢火蟲的科學研究，臺灣已經發現

65 種螢火蟲接著介紹螢火蟲的繁殖、棲地特性以及天敵，淺顯的說明讓大家對螢

火蟲的復育需求有初步瞭解。 

以大安森林公園為例，臺北市公園螢火蟲生態棲地營造設計，和野外復育工

作的功能不同，在都會區中心公園進行螢火蟲生態棲地營造，除原有復育目的外，

還要考量環境教育需求，吸引民眾前來關注。 

樹木是維繫自然生態系的重要角色，如何跳脫傳統農藥的使用，選擇對環境

友善的樹木病蟲害防治方法，對環境生態的傷害就會減少，已被破壞的自然環境，

才會有機會慢慢地恢復生機。 

還有在生態池撈出許多不同的外來魚如銀龍、泰國鱧…，民眾放生的菜鴨、

巴西龜，諸多外來物種顯示出民眾為自己的私慾放養外來物種，反而破壞原生物

種的棲地環境，原生物種的保育除棲地的維護，更需要公民的參與和教育，才能

長久維護棲地減緩破壞。 

螢火蟲生態池不是挖個池子放螢火蟲就可以了，如何維護生態池環境、長期

保持適合螢火蟲生長繁殖的棲地，以及避免自然界天敵對螢火蟲的傷害，是我們

螢火蟲復育工作時面對的問題，讓民眾共同來關心公園生態化的相關議題才是復

育工作是否成功更重要的要素。 

臺北市公園螢火蟲復育及未來展望：從榮星花園、木柵公園及大安森林公園

的螢火蟲復育成果及經驗，透過產、官、學在全臺各地由點、線、面把臺灣優秀

的復育成績行銷到世界各地。 

 

 <第二場>-11 月「野鳥與原生植物的永世情懷」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7%E5%AE%89%E6%A3%AE%E6%9E%97%E5%85%AC%E5%9C%9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7%E5%AE%89%E6%A3%AE%E6%9E%97%E5%85%AC%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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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植物、哺乳動物、鳥類、兩棲類、昆蟲創建一個複雜的自然網絡生活，

每個物種的生命週期都高度依賴於他人。 

春天的野花花蜜授粉，並提供給小蠅食物，這些小蠅成為早春鳥類的食物。

這個時機是大自然完美的精心策劃。本地原生植物種子、漿果就在鳥需要時而準

備，鳥類的排遺是讓種子散播最好的方式。植物和動物在一起互相依賴、進化而

生存。  

原生植物是自然的發生在一個地區，不是經由人為有意或無意的從其他地方

引進，原生植物較能適應當地的氣候、土壤和環境條件。無論在潮濕的夏季和嚴

寒的冬天都能夠蓬勃生長，並吸引當地的昆蟲、鳥類和其他動物授粉的花朵和散

播他們的種子藉以延續生命。而原生植物提供清潔的空氣、純淨的水、土壤的穩

定、洪水的防範，和野生動物合適的覓食及棲息地。人類的健康都依賴這些自然

生態的調合過程，因此原生植物是正常生態系統的基石。 

原生植物對於人類的重要性： 

1.生態學--當我們處在長期的乾旱下？將會是什麼樣的世界，如果我們只有相對較

少的園藝苗木出售，人類和他們的寵物只有和昆蟲（蚊子，扁蝨，跳蚤，蒼蠅，

蟑螂）一起過生活，那將會如何？ 

2.藥物--植物已經是泛天然化學物質陣列的基礎：美國 25％的藥物，例如頭痛藥阿

司匹林 aspirin（楊柳樹的樹皮）、抗癌藥紫杉醇 taxol（紫杉樹皮）提煉合成。 

3.文化價值--臺灣因地理環境特殊及多樣化，孕育豐富多元的原生植物，是地被的

保護者，也是生物多樣性的基礎，且已長久生長在這塊土地上，除扮演生態平

衡者的角色外，也提供民俗用途，並具有人文及文化價值。 

原生植物在當地生態環境中已與其他物種形成生命共同體，彼此相互

依存，且因原生植物與其他動植物及菌類長期以來彼此影響（包含促進及

抑制），使各種生物的族群在生態系中達到最適數量，保持環境的穩定及

生態平衡。另外，原生植物在其所棲息的生態系中扮演生產者及庇護者的

角色，具有提供其他動物取食、棲息、庇護、築巢、育雛等功能，是生態

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員。  

要避免本土珍貴的原生植物滅絕，須建立全民共識及共同參與保育。

如何進入關心原生植物之門呢？公務部門及民間團體都舉辦各種認識原

生植物的活動，想開始認識原生植物的國民，可藉由參加這類活動進行原

生植物的自然觀察及學習。  

例如，若干社區及學校在推動由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陳世揚理事長

發起的「校園諾亞方舟計畫」，先從保護及認識校園內原有的原生植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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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並在後續的綠美化時採用原生植物，使校園成為原生植物的棲息地。

逐漸營造生態社區及校園，達到社區志工及師生參與保育的目的。而參與

這計畫的每一個人，其對原生植物的保護已經達到行動的境界，假以時日，

原生植物形成社區及校園的特色，生態環境也漸達平衡及穩定狀態，達到

永續發展及生命才有希望的境界。  

保育原生植物是大家的責任，也是保持良好生態環境及生活品質的重

要工作。先從瞭解其重要性及生態意義開始，然後才能身體力行，從生活

上逐步做起，才能有效保育這些珍貴的資產。  

一棵大樹就是一個生態系，許多生物靠樹木維持生命。這些生物間彼此關聯，

互相影響，形成一個具體而細微的生態鏈。當砍伐一棵大樹時，所破壞的不只是

一個生命，而是一個以大樹為中心的生態系。植栽樹木長成後，可調節周遭環境

並達成如調節氣溫、屏障不良景觀、穩固邊坡、淨化空氣、保持水土等機能。以

及提供鳥類及其他動物棲息、覓食的場所。墾丁森林遊樂區火筒樹開花時，吸引

大群當地特有的黑點大白斑蝶群集吸蜜；大雪山林道23.5 k每年冬季山桐子結果，

滿樹紅果聚集了大群黃腹琉璃、虎鶇、赤腹鶇、冠羽畫眉來取食果實，尤其出現

即將提升為臺灣第28特有種的稀有白頭鶇(Island thrush. Turdus poliocephalus)更是

此地特有景觀。吸引各地愛鳥、賞鳥人士不遠千里而來，所以在自然性需求高的

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遊憩區都很適合原生觀賞植物的種植；梨山賓館山櫻花樹

上長有許多寄生性的桑寄生，由於紅胸啄花鳥與桑寄生間有著密切的共生關係，

該地也是最容易近距離觀察紅胸啄花鳥的地方，更具有生態以及科學研究的價值。

也可經由解說導覽，讓遊客領略自然界中生物寄生、共生等互動關係。因此，在

遊憩區適當種植各種原生樹種，不只在景觀上的美感，也能提供各種野生動物的

棲息地及食物來源，對於原生的蝴蝶食草、蜜源植物、誘蝶、誘鳥植物若能完整

建立資料庫，對未來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及相關生態旅遊為主體的環境植栽規

劃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此，環境教育亦應普及化、全民化，大眾傳播媒體以及

各森林遊樂區之遊客解說服務，亦應配合環境保護的觀念。全體民眾應就其所認

知的範圍內，共同體認到環境保育可以解決目前的問題而具有最長久的效益，從

而自然產生對環境保育的支持行動。如何引導遊客欣賞並愛護我們的自然環境，

在森林遊樂區內有適當的行為，環境解說教育就相當重要。國家公園遊憩區、森

林遊樂區遍佈全臺，每年遊客人數以百萬計，在可及性及環境豐富度上，都是推

廣環境解說教育絕佳的場所。 

 

<第三場>-12 月「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與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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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群島由近百個大小不同的島嶼和岩礁組成，座落在臺灣海峽中，地理位

置位於東亞航運要衝，也是東亞地區的候鳥遷徙必經的地點，不但擁有南方盛夏

風情、潔白沙灘及清澈海水，更是重要的生態樂土。而「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是臺灣第九座國家公園，也是第二座海洋型國家公園。澎湖南方四島是由東吉嶼、

西吉嶼、東嶼坪嶼、西嶼坪嶼四個較大島嶼及周圍小型島嶼與海域組成。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內的島上是澎湖著名的玄武岩地形，是臺灣最古老的玄武

岩火山地質，形狀各異，雄偉昂立於島上，其中位於東南端的東吉嶼在清朝時便

是著名的海運貿易轉運站，如今雖已無人居住，但是仍可以看到當時遺留下來的

傳統三合院建築、洋樓建築及梯田式菜宅等人文景色。這四座島上幾乎無人居住，

島上最多的「居民」是成群的山羊，少了人為破壞，反而讓島嶼上的生態能夠自

在繁衍。 

澎湖南方四島因乏人干擾，受到燕鷗親睞築巢，讓愛鳥人士競相前往一睹奇

景，蘊育出一處誘人的「燕鷗的天堂」。每年夏季正值燕鷗孵育稚鳥的時節，在

南方四島的海面上，時時可以見到燕鷗群集覓食育雛的情景，十分壯觀。 

南海各島中以大、小貓嶼和附近無人島為主，絕大多數燕鷗鳥類在這個地方

繁殖；北海各島則因為人為開發與干擾，近年燕鷗鳥類逐漸轉徙到東北海的大、

小雞善嶼、錠鉤嶼、小白沙嶼、澎澎灘、鳥嶼等島上繁殖。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擁有豐富的鳥類、地景與海洋生態資源，非常適合推

動成為海洋環境教育的平台。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2014 年以「澎湖南方四島

的夏季嬌客─燕鷗」為主題，設計製作了適合國小學童閱讀的兒童繪本－燕鷗樂園: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希望能透過擬人化的手法，讓小讀者們可以披上翅膀，

從空中飽覽澎湖南方四島獨特的地質景觀。 

澎湖地區鳥類的遷徙在每年春季 1 到 4 月最頻繁，冬候鳥的種類和數量是全

年最高峰，5 月份開始，候鳥數量與種類漸漸減少，雖然夏季 6、7 月間，候鳥種

類最少，不過到澎湖棲息繁殖的夏候鳥燕鷗卻成為澎湖鳥類生態的特色。其中，

貓嶼海鳥保護區在夏季時，附近海域受黑潮支流影響，漁產豐富，因此成為臺灣

最大的海鳥繁殖地，是亞洲最大的玄燕鷗(Brown noddy. Anous stolidus)繁殖地區，其

他像白眉燕鷗(Bridled tern. Onychoprion anaethetus)、鳳頭燕鷗(Greater crested tern. 

Thalasseus bergii)與蒼燕鷗(Black-naped tern. Sterna sumatrana)也都在島上繁殖，數

量更高達數萬隻。 

南方四島為澎湖重要的漁場，生態資源珍貴且物種多樣性高，海底珊瑚覆蓋

率高，因此孕育出多樣魚蝦貝類生態，每年冬季有大批蒼燕鷗、白眉燕鷗及鳳頭

燕鷗等東亞候鳥南遷過境的必經之地，具有發展浮潛及賞鳥觀光的條件，而地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9C%89%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B3%E9%A0%AD%E7%87%95%E9%B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BC%E7%87%95%E9%B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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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是玄武岩地形所構成，沿岸海蝕平台、海蝕洞林立，成為遊艇遠距觀光最佳

選擇，因此被選為臺灣第九個國家公園。近年來，經由各地熱衷賞鳥的人士，

有系統而連續的經年調查，澎湖的鳥類調查數據已達到 14 目 40 科 317 種。

這些鳥類除澎湖本島各地常見的鷸科、鴴科、鷺科、雁鴨科等水鳥外，夏季的燕

鷗仍是愛鳥人士的最愛。夏季最常見的燕鷗計有，玄燕鷗、蒼燕鷗、紅燕鷗、白

眉燕鷗、小燕鷗和鳳頭燕鷗等六種。 

近來澎湖西吉島的「藍洞」掀起旅遊熱潮後，也讓鄰近列入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的東吉島、東嶼坪、西嶼坪，成為熱門觀光景點，但是觀光基礎設施問題至今

仍不見改善。由於南方四島基礎交通設施缺乏，僅有東吉島與東嶼坪兩島港口較

為完善，因此四島旅遊通常在兩島登島，其中東吉島上有燈塔、氣象站，算是四

島生活機能較為完整的聚落。南方四島因為交通不便、物資運補及產業轉型不易，

人口逐漸外移；冬季則因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海上活動；年雨量不足且降雨多集

中夏季 5-9 月，以上種種原因都對澎湖觀光旅遊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海報、布條及活動照片請參考： 

布條 

 
 

<第一場>-10月份海報及看板 

 
 

<第一場>楊平世教授精彩的演講內容讓現場聽眾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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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11 月份海報及看板 

 

<第二場>陳世揚老師精彩的演講內容引發聽眾很大的迴響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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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12 月份海報及看板 

 

<第三場>講師：從澎湖遠道專程而來的林長興老師，從澎湖的文史、地質至燕鷗， 

精彩的介紹內容讓聽眾興起一股想去賞燕鷗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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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流程： 

地點 時間 內容 備註 

華山文創園區(西 7-4 館) 

(台北市八德路一段 1 號)  

18：30 報到  

19：00～20：30 講座演講  

20：35～21：25 相關議題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