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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自工業革命以來，由於排放大量的CO
2
 ，使得氣候逐漸暖化與極端化。這些氣候

因子的改變，造成了森林組成的變化，降低了生物多樣性，也造成了物種的向北或

向上遷移。而每一物種對此快速的氣候變化反應不一，有些物種因為無法順利遷移

而造成植株數量減少。本計畫先前探討了南仁山生態系與物種保育之順序流程，採

用Shooet al.(2013)所提出之針對氣候變遷下野外原生物種保護之管理行動決策方

式來進行物種回復力之行動參考方案，並參考其他學者對此方案之探討而稍微修正

其步驟流程。本計畫由先前執行的槲櫟為指標物種，以及先前研究得出之族群數量

減少且瀕危的臺灣石櫟(  Pasania  formosana  )、希蘭灰木(  Symplocos

shilanensis )與唐杜鵑( Rhododendron simsii )為案例物種進行本計畫。在這些

案例物種進行異地保育時須考量到遺傳多樣性與種源材料收集，亦在本計畫中有初

步執行流程，以利進行異地保育之策略。在物種遷地保育之地點篩選上，本計畫預

定以Shoo et al. (2013)及其後之文獻對南仁山區之物種進行管理行動決策之保育

評估，並進行南仁山區之小苗監測，以了解物種之可能危機。另外也進行生存危機

物種之文獻或實例之人為繁殖策略收集，以利在物種發生危機時，可有參照之依據

。最後使用槲櫟之人工繁殖與區外栽種之經驗，以評估並進行南仁山區之物種復育

。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None 

 

 

三、計畫目的：

持續依據監測調查結果及相關資料之收集，評估南仁山區之樣區物種保育方式。 

持續進行小苗監測，以評估將來之物種之保育策略。  

持續依據實例或文獻資料，檢討南仁山區之物種繁殖策略，以避免物種滅絕。 

持續進行槲櫟之文獻與實例分析，以為南仁山區物種實際施行保育策略之參照。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由總計畫下，本細部計畫主要參照文獻與學會團隊資料，進行南仁山區物種保育策

略評估，另外亦須配合學會團隊之估測，進行佐證。其主要工作項目與實行方法如

下 

參考Shoo et al. (2013)之全面性決策框架文獻以及後續的文獻，先針對樣區內

物種依照其長期物種族群變化，學會團隊物種資料庫以及最近出版之台灣植物紅

皮書進行樣區內物種之評估。若有資料不足部分則盡量收集相關文獻以進行分析

。此部分分析亦會參考物種徑級結構與小苗調查為佐證，以了解物種未來生存之

危機情況。 

持續進行欖仁溪樣區，出風山樣區與南仁山樣帶之小苗監測調查，以了解森林之

動態變化，期能更進一步分析物種在南仁山區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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