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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植物開花物候監測

前言

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其實是

華江溼地守護聯盟的催生者，說是褓母也不

為過，這要從2006年說起。在那一年華江舉

辦了一場國際溼地研討會，林試所前所長金

恆鑣在一個星期六假日的下午，交辦第一作

者扛著發電機與蛾類夜間調查工具來到華江

橋下做示範，從此開展了本所與英國文化協

會(BC)及英國田野協會(FSC)的交流、合作，

前金所長更交付筆者將林試所的資源、專業

投注在華江溼地上。14年過去了，華江溼地

守護聯盟從一個志同道合的群組轉變成為正

式立案的法人組織，從各項生態監測到環境

教育實踐推廣，至今依然持續進行中。由於

臺灣目前的植物物候調查監測都是針對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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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而且大多是由政府機關所推動執行，像

華江溼地守護聯盟由一個民間團體、志工組織

執行，又是針對草本植物的開花物候調查監

測，不只是國內絕無僅有，在國際上也是難能

可貴。因此，本文主要介紹華江溼地守護聯盟

於華江雁鴨自然公園，進行近9年的植物開花

物候監測結果與此公園中生長之珍稀草本植

物，以供公園棲地相關管理單位參考。

華江溼地守護聯盟在生態監測及環境

教育的貢獻

在前金所長的支持下，2006~2007年

間第一作者2次前往英國，與英國田野協會

(FSC)交流合作，帶回自然探索教育的理念和

模式。並在2007年起假本所福山研究中心福

山植物園建立自然探索教育初階、進階兩套

模組，作為生態監測、環境教育志工培訓的

基礎和依據，截至2017年辦理了超過50場教

師、志工、解說員的專業研習。因應環境的

變遷、公務機關的要求及聯盟夥伴的共識，

在2014年正式立案為社團法人組織：臺北市

華江溼地守護聯盟。

2007年溼地守護聯盟第一批生態監測

志工在本所福山植物園完成二階段自然探索

教育培訓後，次年起以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為

調查範圍，開始進行鳥類、昆蟲、兩棲、植

物、底棲等的監測調查。每個生態監測組，

其調查方法都經由各類群的專家學者指導、

設計：鳥類組由臺灣大學袁孝維、丁宗蘇教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的春天百花盛開。(范義彬 攝)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7 No. 6 2020 73

林
業
論
壇

授指導，昆蟲組由第一作者指導，植物組先

是由文化大學李載鳴教授指導，2011年以後

由第一作者修改為開花物候監測，兩棲組由

文化大學盧堅富教授指導，底棲組由中研院

陳章波、謝惠蓮教授、吳思儒博士指導，志

工協助執行，至今依然在進行中。

臺灣的生態監測除了必須有政府機關的

支持和贊助外，背後一定要有學者專家的指

導、設計、協助，這種屬於學者專家型的調查

監測，若是太複雜繁瑣或過於精細時，一般

非本科系的志工來操作執行，必然無法達到

設定標準。因此，華江溼地守護聯盟的生態

監測是採取滾動式修正，從繁複、辛苦的每

木(每草)調查，修改成新鮮有趣、賞心悅目且

簡單方便的開花物候調查監測，而這個模式

也可以作為公民科學發展的模式，而且本聯

盟針對草本植物的開花物候調查監測計畫，

也是國內、外首創，因此更加難能可貴。

為了跳脫傳統、框架式的知識學習，建立

以科學研究為基礎，以生態監測方法為依據，

和第一手知識學習的模式，本聯盟於2011年開

始在暑假期間舉辦以中小學為對象為期2天的

自然探索夏令營，截至今年已是第10年舉辦。

這個活動不只是知識的學習，更強調生活教

育、表達培力和團隊合作，往往投入的志工和

服務人員比學員還多，是一個CP值極高的暑

期活動。這種模式是從以科學研究、生態監測

為基礎，轉化成生動活潑、簡單有趣的活動，

其特色是操作、體驗、探索的環境教育，為臺

灣的環境教育建立了最佳典範和模式。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植物開花物候監測

2011年以前植物組的調查方式是設穿越

線、在樣線上選5 m×5 m的調查樣區，但是這

樣的調查方式在無遮蔭的溼地非常炎熱，一、

兩次以後就找不到志工願意來了。因應這樣的

問題，第一作者將植物樣區調查修改為物候

監測，剛操作後發現，植物物候調查對志工依

然太複雜，只好再簡化，只針對每月開花的種

類。調查方式是每月調查1次，將華江橋為界

分成南北兩區，再依植物相不同分成人工草

地、短草區、長草區，以穿越這3區的穿越線

作為調查範圍，自2011年5月開始，至今2020

年依然持續記錄開花植物的種類和數量變化。

從2011至2019年年底，華江雁鴨自然公

園共累積記錄57科262種維管束植物，其中以

禾本科44種最多，菊科36種次之。華江雁鴨

自然公園內維管束植物種類變化，自2012年

45科199種，第2年突然增加到46科241種，

增加了1科42種，其後至2019年底增加至57

科262種，增加了11科21種，變化最為明顯且

具有代表性(表1)。監測成果亦顯示每月都有

植物開花，華江橋南區多於北區，最多的是

人工草地，最少的是長草區；人為干擾最大

的人工草地，反而物種較人為干擾較多的短

表1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維管束植物多樣性變化

科別(種數) 2012 2013 2019

禾本科 28 42 44

菊科 28 34 36

莎草科 13 18 19

蓼科 12 12 13

玄參科 11 13 13

大戟科 9 12 13

豆科 9 10 11

其他科 98 100 113

Total 199(45科) 241(46科) 262(57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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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長草區為高。於樣區內記錄到較稀有的

蘭科植物，如：綬草、線柱蘭和禾葉芋蘭，

這3種蘭花特殊且美麗，一年開花一次，數量

不多，僅發現於人工草地的樣區內。

開花種類調查顯示(圖1)，種類最多的是

2013年3月，共有109種開花，其次依序是：2013

年5月有97種、2014年5月有92種、2015年5月有

89種與2019年4月有88種。開花的種類在季節上

呈現分布不均的情形，2012~2019年開花種類最

多的季節有5年都在5月，2年在4月，3月和6月

各有1年。另一方面，全年都開花的植物是菊科

黃鵪菜、鱧腸、大花咸豐草、霍香薊、紫花霍

香薊、南美蟛蜞菊及酢醬草科的黃花酢醬草等

7種。除了黃鵪菜、鱧腸、黃花酢醬草這3種是

原生種，其餘4種都是外來種，其繁殖能力、競

爭優勢強，未來在棲地的經營管理上應考量是

否清除，以維護原生種植物的繁衍。

颱風對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植物開花的

影響

在2012~2019年期間，颱風對華江雁鴨自

然公園影響最大的是2012年8月6日中度海葵

颱風，造成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淹水達3 m深，

淹水的時間長達1星期，而且有近1 m高的淤

泥覆蓋，對於開花植物的影響只有當月份種

類數明顯下降，只有14種，之後種類便逐漸增

加，至2013年3月有109種植物開花達到最高

峰，是種類數最多的月份(圖2)。這個現象，

很有可能是2012年8月透過海葵颱風從上游帶

來許多植物種子，種子逐漸萌芽成長開花，在

2013年3月達到最高點，其後逐漸下降，其可

能的原因是ㄧ些植物的適應性較弱，或是被

其他較強勢的植物逐漸淘汰所造成。然而，由

於這9年來直接影響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就只有

海葵颱風，這個現象是否為颱風影響的常態，

有待下一個直接影響的颱風再來驗證。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植物開花物候監測

的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可以作為監測氣候變遷之

影響、生態保育之基礎、棲地經營管理之參

考及環境教育和生態觀察之依據。在生態保

育的貢獻上，本監測調查依然在進行中，未

來特別是稀有物種蘭科之綬草、線柱蘭、禾

圖2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開花物候調查月變化。圖1 2011~2019年開花種類最多的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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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芋蘭族群變化，與棲地環境和經營管理間

的關聯性，避免因人為經營管理，例如：除

草，造成稀有物種之生存影響或破壞。較稀

有的蘭科植物綬草、線柱蘭和禾葉芋蘭僅見

於人工草地，開花的季節在3~5月間，特別是

綬草，因為民間有經濟價值，在中藥、藥膳上

有採集利用，造成綬草天然族群受到威脅。

棲地的各種經營管理特別是除草，除草

雖然只移除這些稀有蘭花的地上部，不會完

全造成生存傷害，但是主管單位應考量將除

草的時間避開開花最多的季節：3~5月間，

保護這些開花植物的繁殖，而且開花最多的

季節也是觀光賞花、生態旅遊和環境教育的

最佳季節。未來這樣的監測必須持續進行下

去，除了需要獲得政府部門的經費補助外，

亦需志工們的熱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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