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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萬芳國小位於萬芳社區的中心點，校本課程以環境教育為主軸，然而環境

教育更需以社區與學校週遭的生態為主，課程設計從學生遊憩與生活環境中出發

來進行生態觀察紀錄，激發孩子們對社區自然環境產生情感。本研究對社區的

140高地公園進行生態觀察，以建立資料庫，並藉此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本計畫

的研究目的包括： 

一、建立萬芳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資料庫，提供各校進行環境生態教學

之參考。 

二、編撰萬芳 140高地公園之生態探索植物及動物資料導覽手冊，提供各校

教師之參考。 

三、編撰萬芳 140高地公園之生態探索的教案，提供學生體驗學習之教材。 

本研究以萬芳社區 140高地公園為研究場域對象。本研究成果主要在探究
臺北市萬芳社區 140高地生態資源在資料庫建置及其教學應用之設計，以田野調
查為主要研究方法，蒐集相當多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料，分為四大部分來整編本
研究的田野調查資料，分為(一)140高地公園地質環境分析；(二)140高地公園植
物觀察紀錄分析；(三)為 140高地公園動物觀察記錄分析；(四)為 140高地公園
生態資源應用於環境教育之教學設計，四大部分來整合本案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建置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提供各校進行環境生態教學之參考。 

二、140高地公園生態之植物及動物資料手冊提供教生態教學之參考。 

三、發展生態保育與提升教師行動研究能力具有環境保育的教學價值。 

四、重視環境與氣候變遷，實施環境與物種保育的教學工作。 

五、鼓勵教師進修生態環保知能及田野拍攝技能。 

 

 

 

關鍵詞：生態資源、生態教學、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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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是逐年建置中，截至2015年國土資訊系統計畫所建置的生態

資源資料庫網站如下圖所示。計有「台灣農地資訊服務網」、「農地資料流通中心

(ALDOC)」、「農田坵塊資訊查詢供應系統」、「稻田利用調查編輯系統」、「台灣

土壤資源與農地土地覆蓋圖資瀏覽查詢系統」、「土壤資料庫系統擴展與在國土保安

應用網站」、「漁業地理資訊系統」、「生物多樣性國土資訊系統應用平台」、「航

遙測圖資供應平台」、「空間資訊供應系統」、「生態資源資料分組網站」、「國家

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知識平台」等12個網站。 

 

 

 

 

 

 

 

 

 

 

 

 

綜合上述，生態資料涵蓋範疇廣泛，而且資料內容多元、異質性高，部分資料分

屬不同單位就不同地區進行建置。為促進資料整合、推動分組發展，並提升分組資料

之完整性，國內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導結合14個單位籌組國土資訊系統計畫，合作

建置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以「分組網站」、「空間查詢」、「流通平台」及「跨單

位物種查詢平台」四個子系統網站，各系統領域資料庫之建置分別為生物、棲地、環

圖 2- 2 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整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中央研究院(2012)。生態資源資料庫分組整合推動第三期計畫期末報告

書。取自 http://econgisdw.forest.gov.tw/Download/document/16/102/生態資源資料

庫分組整合推動作業第三期(2012)_期末報告書(主文).pdf 

圖 2-3 生態資源典藏館網頁 

資料來源：生態資源典藏館網頁，取自 http://ngis.forest.gov.tw/forest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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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資源管理四項類別為主軸來整合資料，以提供台灣國土治理之需，增進生態資料

運用之效益。 

本研究所進行的生態資源調查，以台灣的植物群、昆蟲群、兩生類、鳥類為主要

研究對象。因此，經由「生態資源資料分組網站」、「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

知識平台」資料庫查詢，從生物的物種分布、物種特性、生長環境來研究，期望藉由

搜集充足資料，引證應用於研究140高地生物分布情形之依據，140高地屬文山區山林

地，故申請專業的研究案，藉此建置140高地生態資源資料庫以供生態教育教學之參

考。 

 

 

 

 

 

 

 

 

 

第三節 台灣生態資源之概況 

為了讓後代子孫能永續生存在這個美麗的地球村，近 20年來，世界各國重視領

域內的生態資源，因而有資源調查、研究、分析與建立資料庫之計畫。生態資源的國

際性組織相繼成立，如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Global 

Taxonomy Initiative (GTI)，許多先進國家也有生物多樣性投資計畫，例如：美國於 

Geological Survey (USGS)下組成生物部門的架構，紐西蘭成立 Land Care 計畫。我

國近 20 年來也為境內珍貴的原始林、稀有動、植物、特殊地景，劃設保護區或指定

為保育類，以求能保留其生存與活動之空間，並透過適當的經營管理措施，讓這些資

源得以自由生息與永續成長。 

行政院農委會及林務局也陸續執行的森林資源調查、植群圖畫製和自然資源與

生態資料庫建置計畫，以符應維護保育地球生態平衡的國際趨勢。本研究所進行的生

態資源調查，所涉屬性資料是愈豐富詳細最好，然而，本研究者考量全球生態範圍廣

圖 2-4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 
資料來源：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取自

http://ngis.forest.gov.tw/ 

圖 2-5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知識平台 
資料來源：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取自

http://ngis.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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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和中國大陸雖然分割的時間不長，但加上冰河時期的作用，兩地在百萬年內

有過分分合合的階段。造成昆蟲物種的交流並未完全中斷，導致物種特有率不如大洋

洲島嶼般高；在這樣不長的隔離時間裡，但由於地形變化大，使得台灣昆蟲特有性比

率仍高達 50％~60％，尤其是亞高山和高山環境，臺灣特有率更是高達 90％以上，如

果再將臺灣特有亞種列入，則臺灣昆蟲的特有性將高達 60％以上。例如：台灣爺蟬

(Formotosena seebohmi Distant) 屬於熱帶昆蟲，近似種多分布於東南亞地區，台灣爺

蟬是唯一分布在台灣的特有種。長角大鍬甲(Docus schenklingi Möllenlamp) 珍貴稀有

的台灣特有種，棲息於中海拔山區，屬於保育類昆蟲。蘭嶼大葉螽蟴(Phyllophorina 

kotoshoensis Shiraki)全世界僅分布於蘭嶼與綠島兩地的大型螽蟴，夜間活動，白天棲

息於陰暗的林間。 

   

圖 2-6 台灣爺蟬 圖 2-7 長角大鍬甲 圖 2-8 蘭嶼大葉螽蟴 

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二)台灣低海拔昆蟲 

台灣低海拔地帶昆蟲的分布受到地質變化年代之影響，昆蟲種類呈現泛舊北區

色彩，昆蟲種類以中國南方、中國北方和印度等地區類群相似，加上氣候呈現熱帶與

亞熱帶，許多外來種也在短時間內廣布台灣平地，多數全島可見。例如：東陞蘇鐵灰

蝶(Chilades pandava peripatria Hsu)台灣特有亞種，以蘇鐵類植物為食，廣泛分布於全

島低海拔地區。獨角仙(Xylotrupes dichotomus-Linnaeus)民俗昆蟲，雄性頭上的長角是

打鬥的利器，幼蟲以腐植土為食，成蟲則以光臘樹的樹液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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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東陞蘇鐵灰蝶 圖 2-10 獨角仙 

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三)台灣中海拔昆蟲 

台灣中海拔是昆蟲種類最為豐富的地區，昆蟲的歧異度和生態多樣性居全台灣

之冠，台灣生物種源庫之稱；但因多數地區到達不易，加上多數昆蟲出現在樹冠層帶，

一般人不易查覺得到，常以為本區生物除鳥類以外，並無許多的昆蟲分布；如果在夜

間前往燈源下一睽究竟，意想不到的種類將讓人嘆為觀止。威廉透翅鹿蛾(Amata 

wilemani Rothschild)台灣特有的種類，透明的雙翅為其特徵，較於其他日行性的鹿蛾，

本種則為夜行性種類。相較於其他日行性的鹿蛾，本種則為夜行性種類。 

 

 

 

 

 

 

 

 

 

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圖 2-11 威廉透翅鹿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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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高海拔昆蟲 

台灣高山林立，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山脈多達二百六十座，使得島內地形崎嶇，

生態環境差異度很大。第四季冰河退卻後，地球溫度上升，原本在間冰期來到台灣山

地的溫帶物種，由於無法適應低海拔的環境變異，逐步往高海拔遷移和退卻，三千公

尺的山頂變成為主要的避難所，物種在隔離的影響下種化發生，導致許多特有種的形

成，比率近乎 95％。例如：素木虎甲(Cicidela shirakii Kano)台灣高山相當常見的地棲

甲蟲，俗稱『帶路蟲』，常在登山客的前方疾走，台灣北部受到季風影響，本種可以

降遷至一千五百公尺處。太魯閣蜉金龜(Aphodius tarokensis Stebnicka)棲息於兩千五百

公尺以上高山的食糞性金龜，後翅退化僅存翅芽，不具飛行能力，屬於東喜馬拉雅區

系的代表物種(李培芬等撰，2004)。 

 

 

 

 

 

 

 

 

圖 2-12 素木虎甲 圖 2-13 太魯閣蜉金龜 

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五) 台灣東北部昆蟲 

強烈東北季風影響下，本區氣候冬季相當濕冷，分布著許多特殊的植物和動

物，迎風面和山頂的生態系甚至有降遷和壓縮的現象發生，代表性植物—台灣水青岡

是區界分布特徵種，此外，過去地質年代中與琉球列島的不連續相接，臨海地區常有

琉球昆蟲的色彩。渡邊氏長吻白蠟蟬(Pyrops watanabei -Matsumura)保育類二級的

種類，主要分布在北部低山地帶，棲息地緊鄰都市城鎮，面臨龐大的干擾壓力，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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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於烏桕或白桕樹上。松吉丁 Chalcophora japonica-Gory)棲息於北部低海拔地

區，幼蟲取食松科植物，成蟲則有越冬現象。 

 

 

 

 

 

 

 

 

圖 2-14渡邊氏長吻白蠟蟬 圖 2-15松吉丁 

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六)台灣東南部昆蟲 

北回歸線通過台灣中南部，使得此區氣候普遍炎熱，冬季平均最低溫度超過 15

℃，物種呈現強烈的熱帶色彩，馬來亞區和菲律賓亞區的物種分布占絕大多數；尤其

恆春半島地區，冬季亦遭受東北季風影響，氣候上有落山風時期，導致昆蟲的發生期

有明顯的季節變化，部分種類甚至因同受東北季風影響，而呈現南北分布狀況不同的

現象。例如：豔紅鹿蛾(Euchromia elegantissima formosana Butler)熱帶性蛾類，廣布東

南亞與台灣南部氣候濕熱的地區。太平洋麗龍蝨(Hydaticus pacificus Aubé)東南部濕地

常見的大型水棲甲蟲，以水流平緩之溪流或窪池為主要活動地區(李培芬等撰，

2004)。 

 

 

 

 

 

 

圖 2-16 豔紅鹿蛾 圖 2-17太平洋麗龍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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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七)台灣蘭嶼綠島昆蟲 

蘭嶼綠島出現的昆蟲種類與台灣本島的種類是截然不同，此區因受菲律賓區系

昆蟲的影響，島上出現許多昆蟲是菲律賓或東南亞的種類；早在日據時期，博物學者

鹿野忠雄便注意到其異同處，加以研究台灣和此區在動物地理學上的關係，因而將澳

洲區與東方區界線的華萊士線延伸到台灣東部外海，也就是蘭嶼綠島和台灣本島之間。

島上多特有種類，特別是球背象甲（球背象鼻蟲）一類，是此地帶的指標物種，僅分

布於蘭嶼綠島，加上不具飛行能力，能忠實的反映出兩島的特殊性。此外，島嶼球背

象甲(Pachyrrhynchus insularis Kano)蘭嶼特有種，島上數量最少的一種，取食茄

苳樹。綠島球背象甲(Kashotonus multipunctatus Kono)綠島特產屬種，全世界目前

僅見於綠島，島上分布相當廣泛。楚南球背象甲(Pachyrrhynchus sonani Kano)蘭嶼、

綠島特有種，取食蕁麻科植物。蘭嶼球背象甲(Pachyrrhynchus tobafolius Kano)

蘭嶼、綠島特有種，族群數量最龐大的一種，取食蕁麻科植物 (李培芬等撰，2004)。 

 

 

 

 

 

 

圖 2-18島嶼球背象甲 圖 2-19綠島球背象甲 

 

 

 

 

 

 

圖 2-20楚南球背象甲 圖 2-21蘭嶼球背象甲 

資料來源：李培芬等撰(2004)。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1：生物多樣性。臺北

市：農委會林務局。 

(八)蝴蝶王國-台灣擁有 40-50種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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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蝴蝶約有兩萬種，在台灣 36,000平方公里的單位面積中，曾經擁有約

400種蝴蝶(包含亞種)，其中有 40∼50種為台灣的特有種，台灣成為全世界最多蝴蝶

物種的地方。但在 1960 年代後產業經濟轉型，台灣土地被大面積開發利用，地貌驟

然改變；山坡地也被大量栽植檳榔、高山茶、高冷蔬菜、溫帶果樹等高經濟作物，加

上過度使用農藥，使得棲地環境嚴重惡化。長達 20年的超量商業捕捉行為，加上賴

以存活的棲地環境改變，蝴蝶數量因而急遽減少，台灣外銷蝴蝶的盛況不再，而野外

也難見到大批蝴蝶翩然起舞的斑斕美景。 

(九)黃裳鳳蝶與馬兜鈴的關係 

黃裳鳳蝶是台灣列為保育的大型珍貴蝶類，胸部為紅色，腹部為黃色，翅脈灰

黑相間，加上後翅具大範圍的明顯黃色斑塊，使得黃裳鳳蝶的外形鮮豔耀眼。黃裳鳳

蝶的活動範圍非常廣，幾乎由平地到海拔 2,000公尺的山區都可見到，在台灣原有的

主要分布地區為南部恆春半島，台灣東半部及中央山脈四周山區亦有少量族群分布。

但由於大量開發造成棲地破壞，加上黃裳鳳蝶幼蟲為寡食種類，只能食用特定種類的

馬兜鈴科植物，因而數量日漸稀少。 

台灣的馬兜鈴屬植物共有 5種，包括瓜葉馬兜鈴、蜂窩馬兜鈴、異葉馬兜鈴、大

葉馬兜鈴和港口馬兜鈴。其中，黃裳鳳蝶幼蟲的專一食草植物為異葉馬兜鈴及港口馬

兜鈴。異葉馬兜鈴在台灣僅分布中、北部低海拔山區的森林邊緣，但因棲地開發而被

破壞，使得族群大量減少；而港口馬兜鈴數量較異葉馬兜鈴更少，僅出現在台灣南部

地區的森林邊緣或是路邊開闊地，屬於瀕臨滅絕植物。食草數量如此稀少，曾一度讓

黃裳鳳蝶陷入滅絕困境(李培芬等撰，2005)。 

 

 

 

 

 

 

 

 圖 2-22 黃裳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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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芳社區：1971 年辛亥隧道開通，政府規劃 140山坡地為臺北市第一個高

地社區，於 1978年開始辦理土地徵收。1979年萬芳路開闢，連接興隆路與木柵路，

經多年開發，萬芳社區終於建設完成，除了興建國宅外，並設立萬芳國小，公務人員

訓練中心等教育單位。因附近興隆山有「萬隆煤礦」及「芳川煤礦」，於是取名為「萬

芳社區」，行政區域歸屬於木柵的博嘉里；1990年於木柵區與景美區合併為文山區時，

單獨設為萬芳里，2002 年再畫分為萬芳里及萬美里。萬芳里主要建在海拔 40-50公

尺之間，萬美里建在海拔 90-100公尺之間，最高點為抱子腳山(海拔 138 公尺)，山

頂建有涼亭，山頂保持雜林分布，山稜線有登山步道，適合休閒踏青。萬芳路南側的

小山底下，曾為重要的煤礦區，現已停採(詹瑋等撰，2009)。 

 

 

 

 

 

 

 

 

貳、140高地的文史發展 

圖 2-24  140 高地公園登山路線圖 

圖 2-25  140 高地公園衛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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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岩壁，並推動鬆散的砂石撞擊坡角或護岸基礎，加速侵蝕的速度，產生崩塌，進

而淤積河道，造成河道改道等災害(詹瑋等撰，2009)。萬芳社區的萬美街一段之南，

萬利街之東北和萬芳路以北之區域的地層是介於大寮層和石底層之間的沖積層。萬芳

國小的地層就是位於沖積層地區。 

四、140高地土壤的特性 

土壤覆蓋於地殼表層，孕育物種的生存，提供農林生長及動物棲息。土壤是由岩

石化育而成，其化育條件與土壤母質、氣溫、雨量、日照、風、地形坡度、天然植物、

動物及時間等因素有密切之關係。文山區的土類以黃棕壤、石質土、紅棕壤及沖積土

等四種為主。區內約有四分之三的地區，屬於海拔 50~500公尺之丘陵地，地表土類

以黃棕壤分布為主，岩性鬆軟，呈酸性反應，強風暴雨下極易風化流失。東南部猴山

岳至二格山一帶山區，多石質土，土層淺薄肥力較差。紅棕壤分布面積不廣，僅在北

方福德墓園及待老坑山西方等區域分布，呈酸性反應，土層淺薄。至於景美溪兩岸之

溪谷則為沖積土，呈酸性反應，為早期移民的主要墾殖地(詹瑋等撰，2009)。140高

地屬於海拔 138公尺之丘陵地，地表土類以黃棕壤分佈為主，岩性鬆軟，呈酸性反應，

強風暴雨下極易風化流失。 

綜合上述地質與地層分析，萬芳社區在區域的開發整地工程時，是將坡地高處削

平，低處填高而成今日地貌，就地質結構而言本區的地質較為脆弱。 

 

 

 

 

 

 

 

 

 

 

 

 

 

 

 

參、140高地坡度分析及地質安全監測 

一、140高地坡度分析 

圖 4-2  140 高地公園地質結構圖 圖 4-3  萬美街一段地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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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互擠壓影響，地質相較古老歐亞大陸地質較

為鬆軟，經常發生地震，導致地基不穩固。又因受全球暖化，氣候異常影響，尤其是

颱風季節常挾帶大量的降雨等，讓地質岩層較為鬆軟的 140高地地層容易滑動，尤其

是順向坡的部份，140高地順向坡大部分集中在萬美街一段以北，萬寧街以南，還有

部分在 140高地公園稜線以南的山坡地。 

順向坡可能因為坡腳遭切除致失去支撐力，或雨水入滲至地層面中造成潤滑或

岩體軟化作用，使滑動面上方之岩體下滑，遺留平面狀地形。如果順向坡坡面或斜面

的坡度大於地層的傾角，則地層的層面或其他不連續面會出露在坡面上，這種地層潛

在滑動面見光的狀況下，就很容易發生滑動。140高地順向坡部份，因颱風季節的大

量降雨，已造成多次崩塌記錄，不宜再超限利用。 

 

 

 

 

 

 

 

 

 

 

 

 

 

 

二、為防止順向坡崩塌，140高地設置地質安全監測 

140高地地質構造屬第三紀中新世軟質沉積岩，為維護萬芳社區地形地基之安全，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在 140高地設置地質監測系統，包含三大

設施： 

(一)傾度盤：安裝傾度盤後，讓居民更容易觀察及判斷地層的傾斜度及安全性。 

(二)傾度管可測量地層變化曲線：傾度管長度 40或 30公尺，測量時，將感應

器滑入傾度管底部，約每 50cm上拉量測一次，直到孔口為止，量測讀值並記錄在記

錄器裡面，最後將量測讀值下載至電腦，換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地層變化曲線了。 

 

 

圖 4-4  140 高地坡度示意圖 圖 4-5  140 高地順向坡崩塌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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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自動位移分析儀：140高地所在的萬美里，在大地工程處與多位大學教授、

防災專家指導下，開始建設防止地層滑動的設備，萬美里成為全國第一個裝置全自動

化位移分析儀設施來監測坡地自主防災的社區。社區將持續進行自主演練，讓所有居

民熟悉自主防災機制，降低 140高地坡地滑動的災害。 

 

 

 

 

 

 

 

 

 

 

肆、140高地的水土保持設施 

為防止 140高地地質滑動，除了設置地質監測系統，大地工程處並在坡地上建置

水土保持設施，例如：設置擋土牆、防災沙包、防土石流失網、防災石蛇籠、水泥壁

防土石流失等方法，在擋土牆方面，地錨使用在高挖方邊坡及具有較深層破壞潛能邊

圖 4-7  140 高地公園地質監測系統傾度管 

圖 4-8  140 高地公園地質監測系統-全自動位移分析儀 

圖 4-6  140 高地公園地質監測系統傾度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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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以防止土質流失。 

 

 

 

 

 

 

 

 

 

 

 

 

 

 

 

 

 

 

 

 

 

 

 

 

 

 

 

 

 

 

 

 

 

 

 

 

 

 

 

 

 

第二節 140高地公園植物觀察記錄分析 

台灣植物生態資源群的類型，受到地理位置、板塊擠壓、海拔高度、地形、坡

度、雨量、溫度及人類活動等因素之影響，區分為低海拔地區植群、次生林、草生地、

中海拔地區植群、高海拔地區植群、人工植群(李培芬等撰，2005)。140 高地公園因

標高 138公尺的山坡地而名，植物群分布，因受到地形、海拔高度、坡度、雨量、溫

度及人類活動等因素影響，呈現的植物群為低海拔地區植群、次生林及草生地植物群

圖 4-9  140高地公園擋土牆 圖 4-10  140高地防災沙包 

圖 4-12  140高地防土石地錨 圖 4-11  140高地防土石流失網 

圖 4-13  140高地防災石蛇籠 圖 4-14  140高地水泥壁防土石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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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植物的莖、葉、花及果實之特性，並用數位相機拍照存檔來記錄。在拍攝過程

遇到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如焦距問題及植物隨著季節氣候改變呈現不同樣態，研究團

隊成員在過程中須等待與注意拍攝的時間等等問題，在整合資料時，發現有遺漏的照

片，很感謝張信忠、周祥傳、諶家強三位專家提供曾在 140高地步道拍攝的植物照片

檔。尤其諶家強獸醫師個人臉書中所建立植物資料庫為資料搜集、照片引用的資料來

源之一。有關諶家強獸醫師個人臉書資料庫，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13442305&fref=ts)： 

 

 

 

 

 

 

 

 

 

 

 

 

圖 4-15 諶家強獸醫師個人臉書 圖 4-16 桑科榕氣根圖 

 

 

 

 

 

 

 

 

 

 

 

 

圖 4-17  十二生肖開花植物圖 圖 4-18 九種裸子植物圖 

本研究團隊經過六次討論及校稿，研究團隊才完成 140高地植物的概況詳實記錄

彙整，因本專案經費不足支應印製本專書，本研究團隊另爭取國教署的中小學科學教

育專案，協助編印《臺北市萬芳社區 140高地生態資源在國小環境教育教學應用之研

究：植物及動物生態資源篇》，有關 140高地的植物生態資源資料庫收錄本專書中的

植物篇章，電子書光碟網址為

http://harvest.wfes.tp.edu.tw/sites/default/files/萬芳 140高地生態資源專

書 5月 21日.pdf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13442305&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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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40高地公園動物觀察記錄分析 

生物學家根據生物的型態、構造、生理、遺傳及生態等特徵，將它們分門別類，

可分為界、門、綱、目、科、屬、種等七個階層，界為最高的階層，而種為最低的階

層。階層愈高，包含的生物種類愈多；而較低的階層包含的種類就較少，但彼此的構

造特徵卻愈相似。目前生物在分類學上可分為：動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

界及原核生物界等五界，詳見圖 4-15。其中動物界之下細分 16門，本研究調查以動

物界的節肢動物門(共有 11綱)、脊索動物門(共 9綱)為重點。 

 

 

 

 

 

 

 

 

 

 

台灣森林廣茂、地形多變，孕育豐富的生物資源，野生動物種類之多及特有性

的珍奇異獸，舉世聞名。迄今已記錄的包含哺乳類 100多種、兩生類 32 種、鳥類約

576種、爬蟲類 94種、淡水魚類 224種(楊嘉棟，2010)。台灣四面環海，水氣充沛，

中南部有北回歸線通過，溫度近乎熱帶氣候，溫暖潮濕的環境相當適合昆蟲生長，因

此，兩大區界擴散而來的種類多能迅速的在此生存，也使得台灣分布有溫、熱兩氣候

帶的昆蟲。台灣昆蟲目前記錄有近 20,000種，幾乎在昆蟲分類上所有的『目』都可

以在本島發現。由此可知，動物資源富饒的多樣性，這些繁多珍奇的野生動物，不論

在學術研究、資源保育及生態旅遊上均深具價值。 

壹、文山區動物群分佈類型 

文山區動物生態分佈類型，摘述如下(詹瑋等撰，2009)                                                                                                                                                                                                                                                                                                    

圖 4-19  生物界分類圖 

資料來源：國立科學工藝館 http://biotech.nstm.gov.tw/01/01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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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蛛形綱 蜘蛛目 高腳蛛科 2 常出現於住家牆壁上 3 

蛛形綱 蜘蛛目 長腳蛛科 1 常出現於樹林或溪邊 2 

蛛形綱 蜘蛛目 絡新婦科 1 平地或樹林織大型網 3 

  兩生綱 無尾目 樹蛙科 2 草叢或水旁 1 

  兩生綱 無尾目 赤蛙科 4 草叢或水旁 4 

  兩生綱 無尾目 蟾蜍科 1 草叢或水旁 5 

  鳥綱 雀形目 鵯科 2 低海拔樹林 5 

  鳥綱 雀形目 鴉科 3 低海拔樹林 5 

  鳥綱 雀形目 鷺科 2 低海拔田地 3 

  鳥綱 鬣形目 鬚鬣科 1 闊葉林或次生林的中上層 5 

參、140高地動物群概說 

本研究團隊在動物專業獸醫師諶家強先生、張信忠及周祥傳二位田野調查專家

陪同，進入 140高地進行動物群的田野調查，以 140高地公園調查過程中看到的動物

為主要的調查記錄對象，以利日後帶領學生進入 140高地公園探索動物群。在調查、

拍攝紀錄過程中，針對步道兩側的動物群記錄每一種動物的名稱、學名、特徵、生態

習性、活動環境分布等，並用數位相機拍照存檔來記錄。在拍攝過程遇到許多技術上

的困難，如昆蟲動作對焦問題及動物隨著季節氣候改變呈現不同樣態，研究團隊成員

在過程中須等待與注意拍攝的時間等等問題，在整合資料時，發現有遺漏的照片，很

感謝張信忠、周祥傳、諶家強三位專家提供曾在 140高地步道拍攝的動物照片檔；尤

其諶家強獸醫師個人臉書中所建立動物資料庫為資料搜集、照片引用的資料來源之一。

有關諶家強獸醫師個人臉書動物資料庫，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13442305&fref=ts)： 

 

 

 

 

 

 

 

 

 

 

 

 

圖 4-20 九種鹿子蛾圖 圖 4-21 食草性昆蟲圖 

本研究團隊經過六次討論及校稿，才完成 140高地動物的概況詳實記錄彙整，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13442305&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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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網址為 http://harvest.wfes.tp.edu.tw/sites/default/files/萬芳 140高地

生態資源專書 5月 21日.pdf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專書的植物學習內容，內容用語採國小學童可以理解認知

的字句，記載科別、學名、別名、類型、莖、葉、花、果實等資料，並圖文並茂佐證，

指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以就現場所見的植物與專書相對應學習認知。以日本萍蓬草

為例，其記錄內容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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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40高地動物生態資源資料庫 

有關萬芳社區 140 高地動物生態資源資料庫之建置方式及內容展示型式說明如

下。 

一、萬芳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動物資料庫建置之方式 

萬芳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資料庫建置方式是參考仿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導的

國土資訊系統計畫所建置的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模式，但因生態資料涵蓋範疇廣泛，

而且資料內容多元、異質性高，部分資料分屬不同單位就不同地區進行建置。為促使

資料整合，資源資料庫之建置分別為生物、棲地、環境及資源管理四項類別為主軸來

整合資料，增進生態資料運用之效益。本研究所進行的140高地動物群調查，先經由

「生態資源資料分組網站」、「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知識平台」資料庫查詢，

從生物的物種分布、物種特性、生長環境等方面來建置本研究資料資源庫之主軸，藉

此建置140高地生態資源資料庫，作為各校生態教育教學之參考。 

研究團隊於 103年 9月即進入 140高地公園實地田野調查，逐次蒐集與記錄文

山區及 140高地公園周遭區域常見的昆蟲類、兩生類、鳥類及蜘蛛等動物種類分佈量

及其生長習性的資料，並詳實記載動物的種名、學名、外型特徵、活動環境分布、生

態習性等資料紀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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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芳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動物資料庫之展示 

本研究資料庫展示方式為二，一是專書出版，書名為《臺北市萬芳社區 140高

地生態資源在國小環境教育教學應用之研究：植物及動物生態資源篇》，二是電子書

光碟及建置專屬網頁，有關查詢 140高地的植物生態資源資料庫收錄本專書中的動物

篇章之路徑為進入萬芳國小全球資訊網站→主題網站→生態教育→探訪 140高地；電

子書網址為 http://harvest.wfes.tp.edu.tw/sites/default/files/萬芳 140高地

生態資源專書 5月 21日.pdf 

140高地公園生態資源專書的動物學習內容，內容用語採國小學童可以理解認知

的字句，為使國小學童對常見的昆蟲類、兩生類、鳥類及蜘蛛等動物種類成長過程進

一步認知，本研究特別編撰青蛙成長史、養蟾蜍小常識等篇章，以利學童對昆蟲或兩

生類的了解。並記載昆蟲類、兩生類、鳥類及蜘蛛等動物的種名、學名、外型特徵、

活動環境分布、生態習性等資料紀錄檔案，以圖文並茂佐證，指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就可以現場所見的植物與專書相對應學習認知。以貢德氏赤蛙、台灣藍鵲為例，其記

錄的內容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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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adWHYZY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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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芳社區老樹照片 

          

 

 

 

 

 

            

 

 

 

 

 

 

 

 

 

 

 

 

 

 

 

 

 

 

 

 

 

 

 

 

 

 

 

 

 

 

圖四:位於四號公園的猢猻
樹，可以讓學生練習量樹木
胸圍。(樹胸圍超過 0.8m) 

 

圖二:位於土地公廟旁柚子

樹，萬芳社區開發前，即存在

此地，具有歷史代表價值。 

圖一:位於土地公廟旁玉蘭

花，萬芳社區開發前(約四十

年前)，即存在此地，具有歷

史代表價值。 

 

圖三:位於土地公廟旁蓮霧
樹，萬芳社區開發前(約四十
年前)，即存在此地，具有歷
史代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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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森林公園新地景  五色鳥新家落成  

    春天將至，北市工務局別出心裁，特別在大安森林公園內

替五色鳥打造「咕咕鐘」新家，補足因都市化而日益不足的天
然樹洞。公園處表示，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因為幅員廣闊，經

常可見多種動物棲息，五色鳥也長年在此繁殖育幼。從 3月開

始，在公園內不時就可以看到五色鳥用嘴喙敲打樹幹，為了尋
找做窩的地方，如果這時修剪枝條與枯枝，將不利於牠們繁殖，

所以才要輔助設置「巢箱」。巢箱的外型不僅像極「咕咕鐘」，

也成為綠色世界內的特有公共藝術，未來不僅助公園生物多樣
性，也能成為學術研究及教育資源，讓五色鳥在園內生生不息。

(2015-04-13) 

◎小朋友換你試試看為五色鳥設計有創“藝”新家 

 

 

 

 

 

 

 

 

 

▲嬌客五色鳥 (圖／興南國小校長室提供) ▲（工務局提供） 

http://times.hinet.net/corpus/北市?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大安?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大安?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公園?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綠色?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藝術?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未來?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公園?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研究?m=nk
http://times.hinet.net/corpus/教育?m=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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