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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旗尾山蕨類資源之調查研究 

壹、研究動機 

台灣素有「蕨類王國」之稱，台灣產的蕨類約有六百餘種，其中特有種約六十種，不僅

資源豐富，單位面積的蕨類種數更是世界之冠。此外，蕨類也是高中生物教材中非常有用且

有趣的相關教學資源。旗尾山擁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可是我們對這個環境中的蕨類植物族

群，卻瞭解很少，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也很有興趣針對旗尾山的蕨類資源進行調查研究。  

 
貳、目的 

一、進行旗尾山及本校校園之蕨類資源普查並繪製蕨類地圖(分布圖)。 
二、建立蕨類植物標本及影像資料。 
三、建立旗尾山區之蕨類植物孢子圖誌。 
四、建立此區蕨類植物之簡易簡索表。 
五、探討各種蕨類植物的特性與生長環境之相關性。 
 
參、研究地點 

一、地理位置 
本研究的地點位於高雄縣旗山鎮，旗山鎮位於高雄縣地理位置的中央，東鄰杉林鄉、

美濃鎮，南接屏東縣里港鄉和高雄縣大樹鄉，西連燕巢鄉、田寮鄉，北經內門可通台南

縣的龍崎和南化，交通四通八達，如圖一。旗尾山位於旗山鎮的東邊，屬於玉山山脈的

末端，為一低海拔山麓，海拔高度最高 306 公尺，形勢陡峭，東鄰美濃平原和荖濃溪，
西接楠梓仙溪和旗山鎮。 
本校西側及北側被旗尾山的末段所圍繞，為一典型的人工造園環境，面積 4.54公頃。 

二、 氣候 
旗山位於北回歸線以南，氣候屬熱帶潤濕型，每年的五至十月屬雨季，其餘為乾季。

氣溫偏高，六至九月平均溫度在二十七度以上，年平均溫約 22℃∼25℃之間，年雨量約
2000∼2500公釐，集中於夏季。 

 
肆、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蕨類植物資源普查 
(一) 本校校園 

1. 進行全校地毯性的調查，分為 A、B、C三個區域，將發現的蕨類植物種類、
出現位置、數量、生活型(岩生、地生及附生)、生長環境(如表五)等資料記錄下
來，並繪製校園蕨類地圖(分布圖)。 

2. 依據林仲剛(1996)書中所提，生長在 100~80%光照下為陽性蕨類，生長在
80~50%光照下為半陽性蕨類，生長在 0~50%光照下為陰性蕨類。我們依照這三
個等級記錄各蕨類生長環境的照光程度，判定的標準是估計遮蔽物及照光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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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以下作法相同。 
(二) 旗尾山 

1.    設立二條穿越線，穿越線之一是沿著旗尾山公路往北至紅蜻蜓山莊附近的登
山口往上切至稜線，再沿稜線往南調查而下至在旗山橋河濱公園旁的道路，環繞

成圈(圖一)，共分為沿山公路、登山步道及稜線三段。旗尾山公路沿途之調查以
邊坡為主，另一側是楠梓仙溪，溪岸及河濱公園不在調查範圍內。穿越線之二是

位於旗尾山西側，沿著旗美高中西側的小路至南側圍牆外旗尾山之山腳下進行調

查。 
2.    在穿越線上調查時，則採每 20公尺為一單位，設置一號碼牌，以利記錄確
實位置及繪分布圖。沿途記錄發現的蕨類植物種類、出現位置、生活型、生長環

境等資料，並利用坡度計測量生長位置的地形坡度且記錄之，最後將資料整理成

圖表。 

二、 蕨類植物標本之建立 
將調查發現的蕨類植物各採集完整 3 棵植株，經壓製乾燥處理後其中一株製成臘葉

標本，其他二株分別作為自行鑑定研究及寄給專家學者鑑定之用。 

三、影像資料之建立 
調查的同時，以數位相機及傳統相機拍攝各種所見蕨類植物的根、莖、葉、孢子囊

群等特徵、以及生長環境。此外，以採集的標本利用複式顯微鏡進行細部的觀察，並將

所見之孢子、孢子囊、蓋膜、鱗毛等特徵拍攝下來。 

四、調查期間及次數 
從 2003年 7月 8日至 2003年 12月 7日為止，共進行旗尾山的蕨類資源調查八次。 

五、調查工具及器材 
修枝剪、小花鏟、一字螺絲起子、相機、照相底片、蕨纇植物圖鑑、大塑膠袋、手

套、原子筆、調查記錄表、簽字筆、粗鐵絲、硬紙板、透明膠帶、布手套、噴水器及水 

六、標本製作器材 
        報紙、美工刀、耐酸台紙、瓦楞紙板(30×45cm)、重物、塑膠繩、牛皮紙、膠帶、膠

水、標籤紙 

七、孢子大小之測量 
        利用顯微測微器測量蕨類孢子的大小，包括長徑及短徑長度。 
 
伍、結果與討論 

一、蕨類資源 
調查範圍內之蕨類植物計有 13科 28 種，特有種只有 1種(表一)。其中，旗尾山之

蕨類植物計 10科 20種，僅台灣車前蕨(Antrophyum formosanum)為台灣特有種，占旗尾
山蕨類種數之 3.57%；本校之蕨類植物則有 9科 16種，種豐富度低於旗尾山，不具台灣
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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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旗尾山及本校之蕨類資源統計表 
調查地點 科 種 特有種 特有種比例 
本校 9 16 0 0% 
旗尾山 10 20 1 5% 
合計 13 28 1 3.57% 

 
二、頻度及生物歧異度 

(一) 在調查範圍內出現頻度最高的蕨類為生根卷柏(27.12%)，其次是鞭葉鐵線蕨
(20.94%)及海金沙(18.24%)，如表二；在旗尾山的調查路線上出現頻度較高的蕨
類，依序為生根卷柏(25.88%)，其次是鞭葉鐵線蕨(25.83%)及海金沙(22.15%)，
故此三種是旗尾山調查路線上蕨類群集的優勢種；在本校校園的蕨類群集中，優

勢種為生根卷柏及小毛蕨，其出現頻度分別為 32.40%、25.92%(表二)。比較上
述旗尾山及本校校園的蕨類群集組成，顯示二環境中的蕨類植物種類、出現的頻

度及優勢種有差異，而鱗蓋鳳尾蕨在校園環境中的出現頻度明顯大於旗尾山。 
(二) 物種歧異度指數 

1. 辛普森歧異度指數(Simpson’s index of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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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分別將旗尾山及本校校園的蕨類出現頻度帶入辛普森歧異度指數及香農─威

納指數公式中，則求得二環境中的蕨類物種歧異度如下： 

調查地點 辛普森歧異度指數 D值 香農─威納指數 H值 
旗尾山 0.807 2.867 
本校校園 0.797 2.737 

上表的結果顯示，旗尾山的蕨類物種歧異度高於本校校園中的蕨類物種歧異

度。探討其原因，或許可以從生態系統歧異度的角度來解釋，旗尾山的生態環境比

校園人工環境複雜，所以由於旗尾山的生態系統歧異度比本校校園大，以至於其中

孕育出較多樣的蕨類資源。 
 

三、 分布及生長環境 

(一)  分布 
分布於校園中的蕨類植物主要是在西側及東北側圍牆附近，計有 9科 16種，其

中人工栽培者有 2 種，即鐵線蕨及台灣巢蕨。生根卷柏成片生長於科學館西側花圃
中，植株個體最小，但數量最多(表二)。其次是小毛蕨，但大多集中生長在科學館
西側花圃的朱槿灌叢下；分布最廣的是鱗蓋鳳尾蕨及密毛小毛蕨(圖一)，數量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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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鱗蓋蕨僅分布於校園北邊籃球場旁圍牆下，只有發現 1棵。 
在旗尾山的二條穿越線上，計登錄 10科 20種蕨類植物。其中，登山步道上的

蕨類有 12種，種類最多；稜線上的蕨類則只有 5種，種類最少(表三)。在旗尾山的
調查路線上，數量最多的蕨類為生根卷柏、鞭葉鐵線蕨及海金沙，前者除在稜線上

分布不多外，其他區段則隨處可見，其中又以登山步道上的出現頻度(69.83%)最大；
後二者則普遍分布於調查路線上，隨處可見，鞭葉鐵線蕨在沿山道路延線的出現頻

度(56.45%)最多，海金沙則在稜線上的出現頻度(48.58%)最多。腎蕨、薄葉三叉蕨、
大葉鳳尾蕨、杯狀蓋骨碎補蕨及台灣車前蕨等 6種，只有在登山步道上才可見到(圖
二)，鱗蓋鳳尾蕨則只有在穿越線二之屋舍磚牆上才有。箭葉鳳尾蕨的分布事實上也
很普遍，尤其是稜線上(78.67%)甚為易見，只是每次見到的數量都很少。城戶氏鳳
尾蕨多分布於沿山道路(66.67%)，但數量不多，在穿越線二上則沒有發現。密毛小
毛蕨大多分布於穿越線二沿路上(95.76%)，在穿越線一則很少(4.24%)。 
密毛小毛蕨則是穿越線二沿路數量最多(36.82%)的蕨類(表四)，多生長在水溝

中，可能與此路線上有此種環境有關。在沿山道路上出現頻度最高的是鞭葉鐵線蕨

(50.35%)，其次是海金沙(23.17%)及生根卷柏(19.34%)，如果要觀察半邊羽裂鳳尾蕨
及大金星蕨，則在此區段才看得見。在登山步道上出現頻度最高的是生根卷柏

(64.0%)，其次是海金沙(13.01%)。其他種類的蕨類則較為零星分布，其分布位置如
圖二。 
整體而言，於旗尾山及本校校園皆有分布的蕨類植物計有 6科 10種，包含密毛

小毛蕨、小毛蕨、毛葉腎蕨、海金沙、薄葉三叉蕨、生根卷柏、城戶氏鳳尾蕨、日

本金粉蕨、箭葉鳳尾蕨及鱗蓋鳳尾蕨等。由此可知，這些種類在天然闊葉林及校園

人工的環境皆能生存，適應範圍較廣。 
(二)  生活型 

本調查範圍內的蕨類以地生型與岩生型的種類居多(表五)，二種生活型皆有者
共計 12種，僅抱樹石葦及鳥巢蕨 2種為附生型，而後者為人工栽植種，若只統計前
者，則屬附生型的蕨類所占比例(3.57%)甚低。海金沙的生活型屬地生型(79.83%)，
少數為岩生(20.17%)，由於其葉軸可無限延長且常攀附在其他植物上，若不仔細觀
察，易誤以為它是附生型的。生根卷柏多為岩生(77.38%)，少數為地生(22.62%)。
46.43%的種類如上述一樣，能岩生也能地生(詳見表五)，只有 4種(14.29%)只記錄為
岩生。附生型的蕨類甚少是本區蕨類資源的特色，推測可能與曾受大面積的墾植或

火燒等嚴重的干擾或破壞有關。 
(三) 生長環境 

根據本研究調查的結果(表五)可知，所記錄的蕨類皆生長於光照程度低於 80%
以下，屬半陽性或陰性植物。地生型的蕨類生長的坡度大多為 0，薄葉三叉蕨生長
於 0~29的坡度，大金星蕨只發現一棵，生長的坡度則為 63；地生及岩生型兼具者，
生長的坡度範圍較大，多為 0~90，但半月形鐵線蕨為 50~90，小毛蕨則為 0~40。 
只生長在闊葉林的蕨類，包括鞭葉鐵線蕨、蛇脈三叉蕨、粉葉蕨、高雄卷柏、

大葉鳳尾蕨、半邊羽裂鳳尾蕨、半月形鐵線蕨、杯狀蓋骨碎補蕨、台灣車前蕨及大

金星蕨等 10種。大多數的種類是生長在林下或林緣，生長在路邊、水溝及牆壁上的
種類較少，鱗蓋鳳尾蕨較常出現在路邊，而密毛小毛蕨多生長在水溝中兩側的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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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金沙、密毛小毛蕨、鞭葉鐵線蕨、鱗蓋鳳尾蕨及腎蕨等，能生長的環境類型較多(表
五)。各蕨類植物在不同生長環境的出現頻度，詳見表五。 
分析各種蕨類植物的生態習性與其生長環境(表五)的關係，可知蕨類植物的特

性與棲息地有關。地生及岩生型兼具者，較能生活在多種不同的環境類型中，生態

適應性較佳，例如鞭葉鐵線蕨、密毛小毛蕨、腎蕨、海金沙、生根卷柏、日本金粉

蕨和鱗蓋鳳尾蕨等。蛇脈三叉蕨和大葉鳳尾蕨雖然也有地生及岩生者，但可能受到

光照的限制，只能在林下的環境生長。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想像，在某處調查發現

蛇脈三叉蕨和大葉鳳尾蕨，表示該處的環境屬性為闊葉林下。其他同樣只在闊葉林

下生長者還包括杯狀蓋骨碎補蕨(地生型)、台灣車前蕨(岩生型)等，也可作同樣的推
想；其中，台灣車前蕨在岩生的環境中保水不易，生活在闊葉林下照光度低、濕度

較高，有利於其生存。鱗蓋鳳尾蕨和過溝菜蕨、粉葉蕨等地生型蕨類，則棲息於屬

於人類居家周圍的道路旁、牆壁上或水溝中等較潮溼、較開闊或易受人為干擾的環

境。附生型的抱樹石葦生活在林緣有利其獲取陽光，但樹上的環境保水不易，所以

它生長處照光度不高，屬於比較陰濕的環境，而它的葉厚肉質有利於其生存。 

四、 簡易檢索表 
根據調查發現的 28種蕨類植物的主要分類特徵，製成簡索表，結果如下： 
 

種檢索表 
 

1.葉通常小脈，僅一中脈或無脈……………………………………………………2 
1.葉大型，葉脈多條分叉……………………………………………………………3 

   2.主軸分枝多次……………………………………………………………..高雄卷柏   
2.主軸分枝少次……………………………………………………………..生根卷柏 
3.基部具褐色鱗片…………………………………………………………………...4 
3.基部不具褐色鱗片………………………………………………………………...7 
4.叢生………………………………………………………………………..大金星蕨 
4.不叢生………………………………………………………………………………5 
5.根莖長匍匐狀………………………………………………………………………6 
5.根莖短匍匐狀………………………………………………………………………7 
6.孢子葉呈長線形…………………………………………………………...抱樹石葦 
6.孢子葉不呈長線形…………………………………………………………..小毛蕨 
7.最下羽片朝前………………………………………………………… 密毛小毛蕨 
7.最下羽片耳狀……………………………………………………… 小密腺小毛蕨 
8.如蔓藤般生長……………………………………………………………….海金沙 
8..不像蔓藤般生長……………………………………………………………………9 
9.孢子囊不具孢膜………………………………………………………...台灣車前蕨 
9.孢子囊具孢膜……………………………………………………………………...10 
10孢膜在葉緣……………………………………………………………………… 15 

   10.孢膜在裂片邊緣與中脈間…………………………………………………….....11 
   11.孢膜線形………………………………………………………………….台灣巢蕨 
   11.孢膜非線形……………………………………………………………………….12 
   12.羽軸表面有溝………………………………………………………….鱗蓋鳳尾蕨 

12.羽軸表面無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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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部兩側等長…………………………………………………………….過溝葉蕨 
13.基部兩側非等長………………………………………………………………….14 
14.莖短而斜上生長……………………………………………………….蛇脈三叉蕨 
14.莖短而直立生長……………………………………………………….薄葉三叉蕨 
15.孢膜開口朝內…………………………………………………………………….16 
15.孢膜開口朝外…………………………………………………………………….23 
15.未裂片僅具單脈………………………………………………………日本海金沙 
16.羽片或回小羽狀扇形…………………………………………………………….17 
16.孢子葉之未葉較寬……………………………………………………………….19 
17.莖短直立狀……………………………………………………………………….18 
17.莖短匍匐狀…………………………………………………………………鐵線蕨 
18.羽片斜三角形或長方形………………………………………………鞭葉鐵線蕨 
18.羽片半圓形…………………………………………………………半月形鐵線蕨 
19.孢子囊被假胞膜反捲保護………………………………………………………20 
19.假孢膜呈長線形…………………………………………………………………21 
20.掌狀複葉…………………………………………………………  城戶氏鳳尾蕨 
20.羽狀複葉………………………………………………………………大葉鳳尾蕨 
21.二回羽狀複葉…………………………………………………………箭葉鳳尾蕨 
21.二回羽狀分裂…………………………………………………………………….22 
22.基部具鱗片………………………………………………………………….粉葉蕨 
22.基部不具鱗片………………………………………………….…半邊羽裂鳳尾蕨 
23.孢膜至少兩條脈相連………………………………………………………….烏蕨 
23.孢膜僅一條脈相連……………………………………………………………….24 
24.孢膜腎形或圓腎形……………………………………………………………….25 
24.孢膜杯狀………………………………………………………………………….26 
25.羽片未覆蓋葉軸………………………………………………………….毛葉腎蕨 
25.羽片有覆蓋葉軸……………………………………………………………….腎蕨 
26.葉柄基部具關節………………………………………………….杯狀蓋骨碎補蕨 
26.葉柄基部不具關節…………………………………………………….熱帶鱗蓋蕨 

 
 
五、孢子及孢子囊 

由於受到採集調查時間的限制，僅有部分所採集到的蕨類標本具有孢子葉，所

以，有關蕨類孢子與孢子囊的形態觀察及測量，只有幾種得以進行。從現有的資料(圖
三)看來，海金沙的孢子較大，長徑和短徑沒有顯著差異(t-test, p>0 .05)，呈圓形，大
葉鳳尾蕨、蛇脈三叉蕨及城戶氏鳳尾蕨的孢子也與上述結果相同。其他幾種的孢子，

長徑和短徑有顯著差異(t-test, p<0.05)，呈橢圓形；鱗蓋鳳尾蕨的孢子最小，其他種
類的孢子長徑，有些有顯著差異(圖中 95%信賴區間沒有重疊)，有些則沒有顯著差
異(圖中 95%信賴區間有重疊)，而孢子短徑亦然，不過，長徑彼此間有顯著差異者，
短徑不一定有顯著差異。小密腺小毛蕨、薄葉三叉蕨、蛇脈三叉蕨、城戶氏鳳尾蕨

和鱗蓋鳳尾蕨的孢子外緣，呈現不規則狀的突起(表六)。 
海金沙、鐵線蕨及日本金粉蕨的孢子囊，具短柄；薄葉三叉蕨、蛇脈三叉蕨和

鱗蓋鳳尾蕨的孢子囊為薄壁、環繞的完整斜生環帶、不具口邊細胞、具長柄；城戶

氏鳳尾蕨的孢子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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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的結果，孢子及孢子囊的形態也可做為分類的依據，但本研究的資料

尚不完整，所以我們並未依此做成一簡易的檢索表。 
 

六、面臨問題 
本校校園中由於興建新的教學大樓，原本司機室已被鏟除，以致於其西面牆上

生長的鱗蓋鳳尾蕨、腎蕨及毛葉腎蕨等，皆因此消失。其次，學校工友整理環境及

學生打掃，亦會不經意地將一些蕨類鏟除，例如水溝、花圃，但影響較小，且之後

蕨類多能再度繁衍。此外，水溝定期性地噴灑殺蟲劑，對於生長在溝中及溝邊的蕨

類，殺傷力大，易造成大量枯死的現象。 
在調查期間中，未發現旗尾山的蕨類受到人為的破壞，較明顯的影響是 8月的

颱風，導致大量土石及樹木從山上沖刷下來，造成沿山公路旁的蕨類部分消失。其

次，冬季少雨，穿越線二的一部分地點因乾旱已有一些蕨類大面基枯死，例如鞭葉

鐵線蕨、高雄卷柏、生根卷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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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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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校校園蕨類植物分布圖 

 
a鱗蓋鳳尾蕨  b城戶氏鳳尾蕨  c熱帶鱗蓋蕨  d海金沙  e生根卷柏  f毛葉腎蕨 

g日本金粉蕨  h小密腺小毛蕨  i密毛小毛蕨  j全緣卷柏  k過溝菜蕨  l鐵線蕨 

m烏蕨   n小毛蕨   o山蘇(鳥巢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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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旗尾山蕨類植物分布圖 

 
 

a鱗蓋鳳尾蕨  b城戶氏鳳尾蕨  o半月形鐵線蕨  x腎蕨  n大金星蕨  f毛葉腎蕨 

g日本金粉蕨  u小毛蕨  i密毛小毛蕨  w台灣車前蕨  z抱樹石葦  s薄葉三叉蕨 

v大葉鳳尾蕨  r蛇脈三叉蕨  t杯狀蓋骨碎補蕨  p半邊羽裂鳳尾蕨  q箭葉鳳尾蕨 

y粉葉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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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種蕨類孢子大小之比較圖
(長條圖中的Y誤差線，表示平均數的95%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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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調查地點中各蕨類植物的出現頻度資料表 
 

編號 蕨類名稱 校園 旗尾山 
全部範圍 

(旗尾山和校園)

1 鞭葉鐵線蕨  25.83% 20.94% 

2 鐵線蕨＊ 10.80%  2.05% 

3 密毛小毛蕨 6.91% 8.32% 8.06% 

4 小密腺小毛蕨 0.22%  0.04% 

5 腎蕨 0.22% 1.87% 1.55% 

6 毛葉腎蕨 0.65% 0.50% 0.53% 

7 過溝菜蕨 0.22%  0.04% 

8 台灣巢蕨＊ 0.22%  0.04% 

9 海金沙 1.51% 22.15% 18.24% 

10 薄葉三叉蕨 0.65% 0.55% 0.57% 

11 蛇脈三叉蕨  0.81% 0.65% 

12 粉葉蕨  0.10% 0.08% 

13 生根卷柏 32.40% 25.88% 27.12% 

14 高雄卷柏  3.53% 2.86% 

15 大葉鳳尾蕨  1.36% 1.10% 

16 抱樹石葦  0.76% 0.61% 

17 城戶氏鳳尾蕨 0.65% 0.30% 0.37% 

18 日本金粉蕨 5.62% 0.25% 1.27% 

19 半邊羽裂鳳尾蕨  0.40% 0.33% 

20 箭葉鳳尾蕨 4.10% 3.78% 3.84% 

21 半月形鐵線蕨  0.66% 0.53% 

22 熱帶鱗蓋蕨 0.22%  0.04% 

23 鱗蓋鳳尾蕨 9.50% 0.91% 2.54% 

24 杯狀蓋骨碎補蕨  0.50% 0.41% 

25 台灣車前蕨  0.61% 0.49% 

26 大金星蕨  0.10% 0.08% 

27 小毛蕨 25.92% 0.81% 5.56% 

28 烏蕨 0.22%  0.04% 

  N=463 N=1982 N=2445 

 
註：＊表示人工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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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旗尾山調查路線上各蕨類植物族群的分布概況表 
 

旗尾山〈穿越線一〉 
編號 蕨類名稱 

沿山道路 登山步道 稜線 
穿越線二 總數量(棵) 

1 鞭葉鐵線蕨 56.45% 4.69% 28.71% 10.16 512 

3 密毛小毛蕨 4.24%   95.76% 165 

5 腎蕨  40.54%  59.46% 37 

6 毛葉腎蕨    100% 10 

9 海金沙 28.98% 16.34% 48.58% 6.10% 459 

10 薄葉三叉蕨  100%   11 

11 蛇脈三叉蕨 43.75% 56.25%   16 

12 粉葉蕨    100% 2 

13 生根卷柏 21.06% 69.83% 1.52% 7.59% 527 

14 高雄卷柏    100% 70 

15 大葉鳳尾蕨  100%   27 

16 抱樹石葦    100% 15 

17 城戶氏鳳尾蕨 66.67% 16.67% 16.67%  6 

18 日本金粉蕨 60.0/5   40.0% 5 

19 半邊羽裂鳳尾蕨 100%    8 

20 箭葉鳳尾蕨 9.33%  78.67% 12.0% 75 

21 半月形鐵線蕨 23.08% 76.92%   13 

23 鱗蓋鳳尾蕨    100% 18 

24 杯狀蓋骨碎補蕨  100%   10 

25 台灣車前蕨  100%   12 

26 大金星蕨 100%    2 

27 小毛蕨  81.25%  18.75% 16 

       

 種數 11種 12種 5種 1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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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旗尾山調查路線上各蕨類植物在不同區段中的出現頻度資料表 
 

旗尾山〈穿越線一〉 
編號 蕨類名稱 

沿山道路 登山步道 稜線 
穿越線二 

1 鞭葉鐵線蕨 50.35% 4.17% 33.56% 12.12% 

2 鐵線蕨     

3 密毛小毛蕨 1.22%   36.82% 

5 腎蕨  2.61%  5.13% 

6 毛葉腎蕨    2.33% 

9 海金沙 23.17% 13.01% 50.91% 6.53% 

10 薄葉三叉蕨  1.91%   

11 蛇脈三叉蕨 1.22% 1.57%   

12 粉葉蕨    0.47% 

13 生根卷柏 19.34% 64.00% 1.83% 9.32% 

14 高雄卷柏    16.32% 

15 大葉鳳尾蕨  4.70%   

16 抱樹石葦    3.50% 

17 城戶氏鳳尾蕨 0.70% 0.17% 0.23%  

18 日本金粉蕨 0.52%   0.47% 

19 半邊羽裂鳳尾蕨 1.39%    

20 箭葉鳳尾蕨 1.22%  13.47% 2.10% 

21 半月形鐵線蕨 0.52% 1.74%   

23 鱗蓋鳳尾蕨    4.20% 

24 杯狀蓋骨碎補蕨  1.74%   

25 台灣車前蕨  2.09%   

26 大金星蕨 0.35%    

27 小毛蕨  2.26%  0.70% 

  N=544 N=575 N=438 N=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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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蕨類植物的生長環境比較表 

 
生活型 生長環境 

編

號 蕨類名稱 照光

程度 坡度 岩
生 

地

生 
附

生 
闊

葉

林

人

造

林

林

下

林

緣 
路

邊 
水

溝

中 

牆

壁

上

總

數

量
(棵)

1 鞭葉鐵線蕨 <80 0~90 336 176  ○  237 264   11 512

2 鐵線蕨 50~80 90 50    ○     50 50 

3 密毛小毛蕨 <80 0~90 148 49  ○ ○ 25 5 3 164  197

4 小密腺小毛蕨 50~80 0  1   ○    1  1 

5 腎蕨 <80 0~90 20 18  ○ ○ 15 15  7  38 

6 毛葉腎蕨 <50 90  13  ○ ○     13 13 

7 過溝菜蕨 <80 0  1   ○   1   1 

8 台灣巢蕨 50~80 0   1  ○   1   1 

9 海金沙 <80 0~90 94 372  ○ ○ 162 281 3 20  466

10 薄葉三叉蕨 <80 0~29  14  ○ ○ 11  3   14 

11 蛇脈三叉蕨 <50 0~90 7 9  ○  16     16 

12 粉葉蕨 <50 0  2  ○     2  2 

13 生根卷柏 <80 0~90 513 150  ○ ○ 464 173   40 663

14 高雄卷柏 <50 90 70   ○   70    70 

15 大葉鳳尾蕨 <50 0~90 10 17  ○  27     27 

16 抱樹石葦 <50    15 ○   15    15 

17 城戶氏鳳尾蕨 <80 0~90 6 3  ○ ○ 5 1 3   9 

18 日本金粉蕨 <80 0~90 5 26  ○ ○ 3  25 3  31 

19 半邊羽裂鳳尾蕨 <80 90 8   ○  6 2    8 

20 箭葉鳳尾蕨 <80 0~90 5 89  ○ ○ 12 59  23  94 

21 半月形鐵線蕨 <80 50~90 3 10  ○  10 3    13 

22 熱帶鱗蓋蕨 50~80 0  1   ○   1   1 

23 鱗蓋鳳尾蕨 <80 0~90 6 56   ○  6 40  16 62 

24 杯狀蓋骨碎補蕨 <50 0  10  ○  10     10 

25 台灣車前蕨 <50 90 12   ○  12     12 

26 大金星蕨 50~80 63  2  ○  2     2 

27 小毛蕨 <80 0~40 3 133  ○ ○ 131 3 2   136

28 烏蕨 <50 0  1   ○ 1      

 
註一：生長在 100~80%光照下─陽性蕨類 
      生長在 80~50%光照下─半陽性蕨類 
      生長在 0~50%光照下─陰性蕨類 
註二：人造林是指校園的人工植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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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各蕨類植物之孢子及孢子囊的測量描述資料 
孢子 編

號 
蕨類名稱 

長徑(mm)範圍 短徑(mm ) 範圍 形態 
孢子囊形態 

2 鐵線蕨 0.03~0.04 0.0175~0.0275 橢圓 短柄 
3 密毛小毛蕨 0.03~0.045 0.02~0.03 橢圓  
4 小密腺小毛蕨 0.02~0.05 0.01~0.04 橢圓、壁不規則

突起 
 

8 台灣巢蕨 0.0375-0.045 0.025 橢圓 長柄 
9 海金沙 0.0375~0.065 0.0375~0.065 圓形 短柄 
10 薄葉三叉蕨 0.03~0.05 0.02~0.03 橢圓、壁不規則

突起 
薄壁、環繞的完整斜

生環帶、不具口邊細

胞、具長柄 
11 蛇脈三叉蕨 0.02~0.04 0.02~0.04 圓形、壁不規則

細毛狀突起 
薄壁、環繞的完整斜

生環帶、不具口邊細

胞、具長柄 
15 大葉鳳尾蕨 0.03~0.05 0.03~0.05 圓形  
17 城戶氏鳳尾蕨 0.0425~0.05 0.0375~0.05 圓形、壁不規則

突起 
 

18 日本金粉蕨 0.03~0.06 0.02~0.05 橢圓 短柄 
23 鱗蓋鳳尾蕨 0.015~0.03 0.0125-0.0275 橢圓、壁不規則

突起 
薄壁、環繞的完整斜

生環帶、不具口邊細

胞、具長柄 
 
 
 



評 語 

040726高中組生物科 佳作 

高雄縣旗尾山蕨類資源之調查研究 

1. 調查與記錄詳盡。 

2. 對蕨類之生物多樣性研究深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