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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古蹟再現「蕨」代風華 

-----------------蕨美古城 

 

摘要 

  「左營舊城」是台灣首座土石城池。緊鄰學校邊的東門牆垣是座東北朝西南的走向，長約

180 公尺高 2.4 公尺。位於校園內的牆面，濕氣重，光照弱，植物生長茂盛。城牆上孕育蕨類

多達十八種，分布區域面最多的是鞭葉鐵線蕨、鱗蓋鳳尾蕨、鐵線蕨、小密腺小毛蕨等。依城

牆高度來區分，蕨類則喜歡分布在離地面 160 公分以下。透過探索深深體會到蕨類生長的奧秘，

我們製作蕨類簡易檢索表、標本、書籤及網頁，為學校師生及家長導覽解說「蕨美古城」上曼

妙的蕨類生態。 

    台灣屬於蕨類王國，處處可見。但當古蹟與蕨類結合成一體時，那才令人讚嘆！但我們

發覺古蹟經過維護修補後的地方，蕨類就長不出來了，因此古蹟的維護與生態保育要如何兩

者並存，是個值得探討的空間。  

      

 

 

 

 

 

 

 

蕨美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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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去年我們參加了科展，對蕨類植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在參展的過程中深獲評審

老師們的肯定與鼓勵，並且給予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由於這些因素，激發了我們想對蕨類

植物再做深層的探索與研究；因此在自然老師的引導下，我們又再度地回到古城牆上，一窺

蕨類的世界，希望藉由此次的鑽研，能讓我們成為蕨類的專家，將這全國唯一僅有的古蹟生

態牆介紹給大家，進而能愛護我們生長的環境並維護祖先留下來的遺跡。 

 

貳、 研究目的 

一、認識校園蕨美古城生態牆 

二、探索古城牆上蕨類的種類 

三、調查古城牆上蕨類的分布情形 

四、探討影響古城牆上蕨類的生長因素 

五、探討季節的變化是否影響古城牆上蕨類的生長 

六、製作屬於古城牆上觀察蕨類的簡易檢索表 

七、製作古城牆上蕨類標本 

八、結合語文、藝術與人文領域製作蕨美童詩書籤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蕨類圖鑑、數位相機、尺、筆、厚紙板、標本夾、麻繩、濕度計、小鏟子、修枝剪、卡

紙、衛生紙、報紙、標籤紙、鑷子、膠帶、膠水、PH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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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方法及結果 

一、 認識校園蕨美古城生態牆 

   「舊城」是台灣的第一座土城，建始於清康熙 61 年（1722），左倚龜山，右聯蛇山。現

今左營舊城，僅存南、北、東三座城牆。東門城牆目前除為學校圍牆，作為校園安全屏障，

並成為古蹟特色景觀，及民眾休閒運動重要所在。 

    「東門」城牆建築材料主要由咾咕石(珊瑚礁的化石)、花崗石、磚瓦及三合土堆砌而成。 

咾咕石為左營當地的建材，花崗石則是來自大陸的壓艙石，三合土則是以石灰、糯米及黑糖

混合而成，是一種黏著劑。 

   「東門」的城門洞以花崗石建造，較為堅硬不易損壞。而拱形的城門洞內外兩個拱圈大小

不一，外拱圈較小，能增加防禦性。 

    東門的牆垣以咾咕石、泥土、三合土堆砌而成。外高內低，以馬道排水；而內外牆垣的

中間則夾夯土層。此外，牆垣的壁上留有一些不規則的小孔，做為中間夯土層的排水孔，以

防內部溼氣無法排除而使牆垣倒塌。 

    東側的牆垣是座東北朝西南的走向，長約 180 公尺高 2.4 公尺，。校園內的牆面陽光照射

不足，且濕氣重，致使牆垣上的小孔生長出茂密的耐陰植物(尤其蕨類)，形成了一片極具研究、

懷古價值的古蹟生態古城牆。 

     

 

東門位於校園東側，為師生上放學必經之通道，與師生關係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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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索古城牆上蕨類的種類 

     （一）步驟 

 1. 實際走訪調查蕨美古城 

 2. 核對圖鑑找出東門城牆上的蕨類名稱 

 3. 紀錄古城牆上的蕨類特徵 

 

     （二）我的觀察 

         學校古城牆已比對出有 18 種蕨類： 

鐵線蕨、鞭葉鐵線蕨、鱗蓋鳳尾蕨、腎蕨、小毛蕨、野小毛蕨、密毛小毛蕨、

小密腺小毛蕨、 鳳尾蕨、劍葉鳳尾蕨、傅氏鳳尾蕨、高雄卷柏、生根卷柏、薄

葉三叉蕨、排灣三叉蕨、瓦葦、海岸擬茀蕨、粉葉蕨。 

 

 

 

 

 

 

 

 

 

 

 

 

 

 

 

 

 

 

 

 

 

 

 

 

 

 

城牆上孕育著多種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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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東門城牆常見蕨類 

 

編 號 蕨 類 科 別 蕨 類 屬 別 蕨 類 名 稱 備 註 

1 

卷柏科 卷柏屬 

高雄卷柏  

2 生根卷柏  

3 

鳳尾蕨科 

鐵線蕨屬 

鞭葉鐵線蕨  

4 鐵線蕨  

5 

鳳尾蕨屬 

鱗蓋鳳尾蕨  

6 鳳尾蕨  

7 劍葉鳳尾蕨  

8 傅氏鳳尾蕨  

9 粉葉蕨屬 粉葉蕨  

10 

金星蕨科 毛蕨屬 

野小毛蕨  

11 密毛小毛蕨  

12 小毛蕨  

13 小密腺小毛蕨  

14 腎蕨科 腎蕨屬 腎蕨  

15 

水龍骨科 

瓦葦屬 瓦葦  

16 擬茀蕨屬 海岸擬茀蕨  

17 

三叉蕨亞科 三叉蕨屬 

薄葉三叉蕨  

18 排灣三叉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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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蕨類

名稱 
高雄卷柏 

特徵 

孢子：有孢子囊穗。 

莖：具直立莖及匍匐莖。 

葉序：叢生（簇生）、節間極短，

葉互生但群集而成束者。 

葉片形狀：中葉卵圓形。 

備註：孢子囊穗較長，約5-7 mm。 

 

 

 

 

 

 

 

 

 

 

 

 

 

 

 

 

 

 

 

 

 

 

 

 

 

 

 

 

 

 

編號 2 

蕨類

名稱 
生根卷柏 

特徵 

孢子：有孢子囊穗。 

莖：匍匐莖。 

葉序：每一排由四片小葉組成，

其中兩片向外開展，另外

兩片則交疊在莖幹上，看

起來像一排綠色拉鍊，一

齒扣一齒。 

葉片形狀：中葉長卵形。 

備註：孢子囊穗較短，約2-5 mm。 

高雄卷柏 

生根卷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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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蕨類

名稱 
鞭葉鐵線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假孢膜，靠

近羽片邊緣生長。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一回羽狀複葉。 

羽片形狀：斜三角或斜長方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編號 4 

蕨類

名稱 
鐵線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假孢膜，靠

近羽片邊緣生長。 

莖：匍匐莖。 

葉序：二至三回羽狀複葉。 

羽片形狀：扇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鞭葉鐵線蕨 

 

鐵線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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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蕨類

名稱 
鱗蓋鳳尾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假孢膜，靠

近羽片邊緣生長。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一回羽狀複葉。 

羽片形狀：窄線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備註：節間較短、葉形較長。 

 

 

 

 

 

 

 

 

 

 

 

 

 

 

 

 

 

 

 

 

 

 

 

編號 6 

蕨類

名稱 
鳳尾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假孢膜，靠

近羽片邊緣生長。 

莖：斜生莖，有翅。 

葉序：一回羽狀複葉。 

羽片形狀：窄線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備註：節間較長、葉形較短。 

 

鱗蓋鳳尾蕨 

鳳尾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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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蕨類

名稱 
劍葉鳳尾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假孢膜，靠

近羽片邊緣生長。 

莖：橫走莖。 

葉序：二回羽狀複葉。 

羽片形狀：橢圓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編號 8 

蕨類

名稱 
傅氏鳳尾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假孢膜，靠

近裂片邊緣生長。 

莖：橫走莖。 

葉序：二回羽狀裂葉。 

裂片形狀：卵狀線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劍葉鳳尾蕨 傅氏鳳尾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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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蕨類

名稱 
野小毛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裂片中脈與葉緣之間。 

莖：短直立莖。 

葉序：二回羽狀裂葉。 

裂片形狀：卵形。 

葉脈脈形：小毛蕨脈形。  

 

 

編號 10 

蕨類

名稱 
密毛小毛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裂片中脈與葉緣之間。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二回羽狀裂葉。 

裂片形狀：卵狀披針形。 

葉脈脈形：小毛蕨脈形及游離

脈。  

 

野小毛蕨 

密毛小毛蕨 



 10 

 

編號 11 

蕨類

名稱 
小毛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裂片脈上。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二回羽狀裂葉。 

裂片形狀：卵狀披針形。 

葉脈脈形：小毛蕨脈形。  

 

 

 

 

 

 

 

 

 

 

 

 

 

 

 

 

編號 12 

蕨類

名稱 
小密腺小毛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羽片脈上。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二回羽狀裂葉。 

裂片形狀：卵狀披針形。 

葉脈脈形：小毛蕨脈形及游離

脈。  

 

小毛蕨 

小密腺小毛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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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 

蕨類

名稱 
腎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羽片小脈頂端。 

莖：短直立莖、匍匐莖、塊莖。 

葉序：一回羽狀複葉。 

羽片形狀：略長鐮刀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編號 14 

蕨類

名稱 
瓦葦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圓形或長形，生

長於中肋與葉緣間，且僅

分布於上段，無分叉具有

固定形狀，無孢膜。 

莖：匍匐莖。 

葉序：單葉全緣。 

葉片形狀：長橢圓形。 

葉脈脈形：假葉脈。  

 

腎蕨 

瓦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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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蕨類

名稱 
薄葉三叉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裂片小脈頂端。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二至三回羽狀裂葉。 

裂片形狀：波浪淺裂狀。 

葉脈脈形：具弧形網眼。  

 

 

 

 

 

 

 

                                        

 

 

 

  

 

 

 

 

編號 16 

蕨類

名稱 
排灣三叉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具有孢膜，生長

於裂片脈上。 

莖：斜生莖（亞直立莖）。 

葉序：二回羽狀裂葉。 

羽片形狀：波浪深裂狀。 

葉脈脈形：游離脈。  

 

薄葉三叉蕨 

排灣三叉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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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7 

蕨類

名稱 
海岸擬茀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無孢膜，圓形，

生長於葉軸旁。 

莖：匍匐莖。 

葉序：ㄧ回羽狀分裂。 

裂片形狀：橢圓形。 

葉脈脈形：葉脈網狀，網眼內具 

     有小脈。  

 

 

 

 

 

 

 

 

 

 

 

 

 

 

 

 

編號 18 

蕨類

名稱 
粉葉蕨 

特徵 

孢子：孢子囊群無孢膜，沿脈生

長。 

莖：短直立莖。 

葉序：二回羽狀深裂。 

裂片形狀：披針形。 

葉脈脈形：游離脈。  

 

海岸擬茀蕨 

粉葉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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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古城牆上蕨類的分布情形 

     （一）步驟 

 1. 因東門城牆高 240 公分，因此我們將古城牆寬每隔 240 公分設為一區，共可分

成 72 小區。 

 2. 每 1 小區（240×240 公分）畫成九宮格來觀察。 

 3. 紀錄每一小區蕨類分布情形。 

                                            

 

   

 

 

 

 

 

 

 

 

 

 

 

 

 

 

 

 

 

 

將城牆畫成九宮格來觀察方便做歸納整理 

古蹟牆上的蕨類物種豐富，是學習蕨類的最佳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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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卷柏     2. 生根卷柏      3. 鞭葉鐵線蕨    4. 鐵線蕨     5. 鱗蓋鳳尾蕨  

6. 鳳尾蕨       7. 劍葉鳳尾蕨    8. 傅氏鳳尾蕨    9. 野小毛蕨  10. 密毛小毛蕨  

11. 小毛蕨     12. 小密腺小毛蕨 13.腎蕨          14. 瓦葦      15. 薄葉三叉蕨   

16. 排灣三叉蕨 17. 海岸擬茀蕨   18.粉葉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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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4 

70 

35 

42 

69 

7 

13 

29 

33 

7 

29 

34 

35 

36 

38 

43 

46 

52 

53 

54 

58 

59 

60 

61 

62 

64 

66 

69 

42 

43 

44 

45 

55 

70 

11 

26 

35 

36 

37 

39 

42 

43 

44 

45 

46 

51 

52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1 

52 

 

4 

7 

9 

25 

29 

31 

32 

33 

34 

35 

39 

40 

42 

43 

44 

45 

46 

48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70 

71 

72 

38 36 

37 

1 

3 

4 

5 

6 

7 

8 

9 

11 

12 

53 

2 

3 

4 

5 

6 

7 

8 

9 

10 

12 

62 

38 33 

34 

32 

33 

36 

48 

總計 69 42 63 20 3 3 24 28 1 38 1 2 10 1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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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國小東門城牆蕨類生長區域分布調查表 

1. 高雄卷柏     2. 生根卷柏      3. 鞭葉鐵線蕨    4. 鐵線蕨     5. 鱗蓋鳳尾蕨  

6. 鳳尾蕨       7. 劍葉鳳尾蕨    8. 傅氏鳳尾蕨    9. 野小毛蕨  10. 密毛小毛蕨  

11. 小毛蕨     12. 小密腺小毛蕨 13.腎蕨          14. 瓦葦      15. 薄葉三叉蕨   

16. 排灣三叉蕨 17. 海岸擬茀蕨   18.粉葉蕨 

 

第1區 1.3.4.6. 第2區 2.3.4.5. 第3區 1.2.3.4. 

第4區 1.2.3.4.5.12. 第5區 1.2.4.5. 第6區 1.2.3.4.5. 

第7區 1.2.3.5.7.10.12. 第8區 1.2.3.5. 第9區 1.2.3.5.12. 

第10區 2.3.5. 第11區 1.3.4.5.9. 第12區 1.2.3.4.5. 

第13區 3.4.5.8. 第14區 3.5. 第15區 3.5. 

第16區 3.4.5. 第17區 3.4.5. 第18區 3.4.5. 

第19區 3.4.5. 第20區 3.4.5. 第21區 3.4.5. 

第22區 3.4.5. 第23區 3.4.5. 第24區 3.4.5. 

第25區 3.4.5.12. 第26區 3.4.5.9. 第27區 3.4.5. 

第28區 2.3.4.5.12. 第29區 3.4.5.8.10.12. 第30區 3.4.5. 

第31區 3.4.5.12. 第32區 3.4.5.14.17. 第33區 3.4.5.8.12.14.17 

第34區 3.4.5.6.10.12.14. 第35區 3.4.6.7.9.10.12 第36區 3.4.5.6.9.10.16.17. 

第37區 3.4.6.9.16. 第38區 3.4.6.10.13.15. 第39區 3.4.6.9.12. 

第40區 3.4.6.12. 第41區 3.4. 第42區 3.4.6.7.9.12. 

第43區 3.4.5.6.9.10.12 第44區 3.4.5.6.9.12. 第45區 3.4.5.6.9.12. 

第46區 3.4.5.6.9.10.12. 第47區 3.5.6. 第48區 3.5.12.18. 

第49區 3.5. 第50區 3.4.5.12. 第51區 3.4.5.9.12. 

第52區 3.5.9.10.12. 第53區 1.3.4.5.6.10.12. 第54區 3.5.9.10.12. 

第55區 3.5.9.10.12. 第56區 3.5.9.12. 第57區 3.5.9.12. 

第58區 3.5.6.9.10.12. 第59區 5.9.10.12. 第60區 5.9.10.12. 

第61區 3.5.6.9.10.12 第62區 1.3.5.9.10.12. 第63區 3.5.9.12. 

第64區 3.5.6.9.10.12. 第65區 3.5.9.12. 第66區 3.5.6.9.10.12. 

第67區 3.5.6.9.10. 第68區 3.5.9. 第69區 3.5.7.9.10. 

第70區 3.5.10.12. 第71區 3.5.9.12. 第72區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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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區     

 高 161~240cm 中 81~160cm 低 0~80cm 

1.高雄卷柏 2 4 6 

2.生根卷柏 3 9 1 

3.鞭葉鐵線蕨 23 42 45 

4.鐵線蕨 9 26 32 

5.鱗蓋鳳尾蕨 43 45 50 

6.鳳尾蕨 4 8 7 

7.箭葉鳳尾蕨 0 4 1 

8.傅氏鳳尾蕨 0 2 0 

9.野小毛蕨 18 13 8 

10.密毛小毛蕨 7 16 14 

11.小毛蕨 1 1 0 

12.小密腺小毛蕨 8 24 20 

13.腎蕨 0 1 1 

14.瓦葦 2 2 0 

15.薄葉三叉蕨 0 1 0 

16.排灣三叉蕨 0 3 0 

17.海岸擬茀蕨 1 1 1 

18.粉葉蕨 0 1 0 

總計 121 203 186 

      

城 牆 高 度 蕨 類 名 稱 

蕨類在城牆高度的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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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觀察 

 1. 古城牆上的蕨類大部分都從咾咕石縫隙中長出來。 

 2. 城牆上蕨類分布區域最多的是鞭葉鐵線蕨、其次依序是鱗蓋鳳尾蕨、鐵線蕨、

小密腺小毛蕨、野小毛蕨、密毛小毛蕨、鳳尾蕨等。 

 3. 城牆上蕨類分布區域最少的是粉葉蕨、腎蕨、薄葉三叉蕨。 

 4. 將城牆分成 72 區中，以第 33、34、35、36、38、42、43、46 區生長蕨類最多樣。 

 5. 將城牆分成 72 區中，第 13 至 27 區蕨類種類普遍最少。 

 6. 依東門城牆高度來區分，蕨類喜歡生長在離地面 80 至 160 公分處。 

 7. 城牆第 34、37、39、41、44、45 區雖然種類少，但蕨類生長的數量比較多，尤

其鞭葉鐵線蕨、鱗蓋鳳尾蕨、鐵線蕨居多，很適合蕨類生長的環境。 

 8. 綜合觀察蕨美古城的紀錄，城牆第 32 區至 46 區是蕨類的最佳生長環境，鞭葉

鐵線蕨、鱗蓋鳳尾蕨、鐵線蕨等布滿整區域。 

 

 

 

 

 

 

 

 

 

 

 

 

 

 

 

 

 

 

 

 

 

 

 

 

 

 

 

蕨美古城绝對美麗 

聚精會神觀察並紀錄蕨類喜歡的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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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探討古城牆上蕨類的生長因素 

     （一）步驟 

 1. 用濕度計測城牆上各小區的濕度。 

 2. 觀察城牆溼度並做紀錄。 

 3. 觀察地形及日照並做紀錄。 

 4. 在城牆上各區域各取約 5g 的土壤。(以不破壞城牆為原則) 

 5. 各加入 25ml 的水(1:5)。 

 6. 將雜質過濾用ｐＨ計測定ｐＨ值。 

 7. 記錄結果並歸納之。 

 

 

      

溼度帄均值 

區 % 區 % 區 % 區 % 

１ 58.5 １９ 54.5 ３７ 56 ５５ 49 

２ 56 ２０ 55 ３８ 56 ５６ 49.5 

３ 57 ２１ 55 ３９ 56.5 ５７ 50.5 

４ 58 ２２ 55 ４０ 56.5 ５８ 51.5 

５ 57 ２３ 55 ４１ 59 ５９ 53 

６ 58 ２４ 56.5 ４２ 53 ６０ 52.5 

７ 59 ２５ 56 ４３ 52 ６１ 52 

８ 56 ２６ 56 ４４ 57.5 ６２ 51.5 

９ 55 ２７ 56 ４５ 54 ６３ 53.5 

１０ 54 ２８ 54. ４６ 55 ６４ 54 

１１ 54 ２９ 53 ４７ 54.5 ６５ 54 

１２ 54 ３０ 52.5 ４８ 53.5 ６６ 55 

１３ 54 ３１ 52 ４９ 53 ６７ 55.5 

１４ 55 ３２ 52 ５０ 51.5 ６８ 56 

１５ 54 ３３ 52 ５１ 51 ６９ 57 

１６ 53.5 ３４ 55 ５２ 50.5 ７０ 57 

１７ 54 ３５ 55.5 ５３ 50 ７１ 57 

１８ 54 ３６ 53 ５４ 49.5 ７２ 58 

 

 

 

 

 

濕度紀錄表：                               溫度：帄均值 15-2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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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觀察 

    實地觀察後可列出五種影響蕨類生長因素： 

 1. 地形：岩生（從岩縫中長出）。 

 2. 溼度：蕨類植物多半喜歡潮濕多雨的遮陰環境 50％～60％。 

 3. 日照：不可直接日曬。依城牆照光面來觀察，則蕨類喜歡在陽光較弱或是照不

到陽光的牆上。 

 4. pH 值：古城牆上的土壤 pH 值偏鹼(pH 值介於 8.3-10.36 間)。 

 

 

 

 

 

 

 

古蹟生態牆ｐＨ值紀錄表：   

                            

ｐＨ值 

區 pH值 區 pH值 區 pH值 區 pH值 

１ 8.85 １９ 9.18 ３７ 9.06 ５５ 8.63 

２ 8.72 ２０ 8.52 ３８ 9.03 ５６ 8.47 

３ 8.81 ２１ 8.32 ３９ 8.66 ５７ 8.51 

４ 8.89 ２２ 8.37 ４０ 8.63 ５８ 8.46 

５ 8.98 ２３ 8.51 ４１ 8.92 ５９ 8.37 

６ 8.96 ２４ 8.41 ４２ 8.56 ６０ 8.56 

７ 9.04 ２５ 8.30 ４３ 8.49 ６１ 8.87 

８ 8.91 ２６ 8.37 ４４ 8.93 ６２ 8.91 

９ 8.52 ２７ 8.41 ４５ 8.71 ６３ 8.76 

１０ 9.27 ２８ 8.41 ４６ 8.61 ６４ 8.73 

１１ 8.79 ２９ 8.52 ４７ 10.36 ６５ 8.67 

１２ 8.76 ３０ 8.57 ４８ 9.01 ６６ 8.71 

１３ 8.78 ３１ 8.48 ４９ 8.61 ６７ 8.73 

１４ 8.75 ３２ 8.72 ５０ 8.72 ６８ 8.69 

１５ 8.69 ３３ 8.66 ５１ 8.63 ６９ 8.68 

１６ 9.02 ３４ 8.76 ５２ 8.81 ７０ 8.41 

１７ 8.89 ３５ 8.86 ５３ 9.03 ７１ 8.76 

１８ 8.61 ３６ 8.90 ５４ 8.45 ７２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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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討季節的變化是否影響古城牆上蕨類的生長 

     （一）步驟 

 1. 每一個季節觀察一次。 

 2. 詳細紀錄每一種蕨類生長情形。 

 

     （二）我的觀察 

 1. 春天到秋天時卷柏還在生長當中，但是只要到了冬天，卷柏就開始進入休眠期，

等到春天來了，卷柏就會再回到生長期。 

 2. 依圖鑑介紹絕大多數的蕨類植物都有明顯的季節性生長，但實際觀察時 18 種蕨

類中，只有卷柏類隨季節改變而有明顯落差。 

 

  

 

 

 

 

 

 

 

 

 

 

 

 

 

 

 

 

 

 

 

 

 

 

卷柏休眠期 

卷柏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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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製作屬於古城牆上觀察蕨類的簡易檢索表 

 

    

檢索順序 特徵說明及符合特徵之蕨類 備考 

特徵1 
有孢子囊穗（孢子葉集生於枝條末端所形成之緊縮構

造）。 
 

符合特徵

之蕨類 

高雄卷柏 

生根卷柏 
 

特徵2 孢子囊穗較長，約5~7mm。 孢子囊穗較短，約2~5mm。  

符合特徵

之蕨類 
高雄卷柏 生根卷柏  

 

 

 

 

 

 

  

檢索順序 特徵說明及符合特徵之蕨類 備考 

特徵1 
孢子囊群圓形或長形，絕無分叉，具有固定形狀，但無

孢膜。 
 

符合特徵

之蕨類 

瓦葦 

海岸擬茀蕨 
 

特徵2 葉為單葉全緣。 葉為一回羽狀分裂之單葉。  

符合特徵

之蕨類 
瓦葦 海岸擬茀蕨  

 

 

 

 

 

 

學校東門城牆常見蕨類檢索表 
表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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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

順序 
特徵說明及符合特徵之蕨類 

備

考 
特徵1 孢子囊群具有孢膜，靠近羽片邊緣或位於小脈頂端。  

符合

特徵

之 

蕨類 

鞭葉鐵線蕨、鐵線蕨、鱗蓋鳳尾蕨、鳳尾蕨、 

劍葉鳳尾蕨、傅氏鳳尾蕨、腎蕨、  薄葉三叉蕨 
 

特徵2 一回羽狀複葉 二回羽狀裂葉 
二回羽狀 

複葉 
 

符合

特徵

之 

蕨類 

鞭葉鐵線蕨 

鱗蓋鳳尾蕨 

鳳尾蕨 

腎蕨 

傅氏鳳尾蕨 

薄葉三叉蕨 
鐵線蕨 

劍葉鳳尾蕨 
 

特徵3 窄線形羽片 

斜三角

或斜長

方形羽

片 

略長

鐮刀

形羽

片 

卵狀

線形

裂片 

波浪狀

裂片 

扇形

羽片 

橢圓

形羽

片 

 

符合

特徵

之 

蕨類 

鱗蓋鳳尾蕨 

鳳尾蕨 

鞭 

葉 

鐵 

線 

蕨 

腎 

蕨 

傅 

氏 

鳳 

尾 

蕨 

薄 

葉 

三 

叉 

蕨 

鐵 

線 

蕨 

劍 

葉 

鳳 

尾 

蕨 

 

特徵4 

節間 

較短 

葉形 

較長 

節間 

較長 

葉形 

較短 

 

 

符合

特徵

之 

蕨類 

鱗 

蓋 

鳳 

尾 

蕨 

鳳 

尾 

蕨 

 

 

 
 

 

學校東門城牆常見蕨類檢索表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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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

順序 
特徵說明及符合特徵之蕨類 

備

考 

特徵1 
孢子囊群具孢膜，生於脈上，而不長在葉脈頂端(含靠近邊緣，

但不生於脈頂)。 
 

符合特

徵之蕨

類 

野小毛蕨、密毛小毛蕨、小毛蕨、小密腺小毛蕨、 

排灣三叉蕨 
 

特徵2 
孢子囊生長於 

裂片中脈與葉緣之間 

孢子囊生長於 

裂片脈上 

孢子囊生長於

羽片脈上 
 

符合特

徵之蕨

類 

野小毛蕨、密毛小毛蕨 
小毛蕨 

排灣三叉蕨 
小密腺小毛蕨  

特徵3 
短直 

立莖 

斜生莖 

（亞直立莖） 
斜生莖（亞直立莖） 

 

 

符合特

徵之蕨

類 

野 

小 

毛 

蕨 

密毛小毛蕨 
小毛蕨 

排灣三叉蕨 
 

特徵4 

 

「小毛蕨

脈形」 

最 末 裂 片

的 側 脈 會

和 相 鄰 裂

片 的 側 脈

連結，形成

長 方 格 狀

網眼。 

「游離

脈」 

葉脈不管

是單一、

分叉或多

歧，都不

會結合或

相交。 

 

符合特

徵之蕨

類 

小 

毛 

蕨 

排 

灣 

三 

叉 

蕨 

 

 

 

學校東門城牆常見蕨類檢索表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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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製作蕨類標本 

     （一）步驟： 

 1. 將從城牆帶回來的各種蕨類新鮮標本整理好、用幾張四折的舊報紙，擺上經過

整理的植物。 

 2. 使它自然帄坦：葉片不要折疊，葉面盡量向上，其中的一、二葉葉背向上，便

利做葉背的觀察。 

 3. 葉子比較薄的，鋪上兩三張舊報紙，厚的葉子需要五、六張，最好在葉的上下，

鋪上幾張衛生紙，這樣容易吸收水分，每隔數份再插入一張瓦楞紙片，疊高約

十公分分為一堆，增加通風機會。最後用石頭或重物壓住。 

 4. 每天換紙三至四次，至少二次。換紙時，要注意到枝葉的姿態。 

 5. 約數天或一星期後，即成可以長期存放的乾燥標本了。 

 

     （二）我的心得： 

 1. 將從城牆帶回來的各種蕨類新鮮標本整理好、攤放在舊電話簿內或自製的標本

夾；或是夾在舊報紙等任何吸水力較強的紙張中，每隔數份再插入一張瓦楞紙

片，增加通風機會。最後用石頭或重物壓住，效果絕佳。 

 2. 將整疊壓好的標本放在乾燥的地方，甚至也可以擺在除濕機旁使其乾燥，約數

天或一星期後，即成可以永久存放的乾燥標本了。 

 3. 取出乾燥後的標本，用不會傷到標本和紙張的美工膠帶、醫療用膠帶或甚至一

般用膠水，將標本固定在白紙上或筆記本上，方便以後蕨類植物教學使用。 

 

 

 

 

 

 

 

 

 

 

 

 

                       

 

 

 

 

大家一起來採集標本 整理採集的蕨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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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合語文、藝術與人文領域製作蕨美童詩書籤 

     （一）步驟： 

 1. 將從城牆帶回來的各種蕨類新鮮標本整理好、用電話號碼簿壓整理過的蕨類。 

 2. 約數天或一星期後，即成可以永久存放的乾燥書籤標本了。 

 3. 以童詩呈現各種蕨類的特徵。 

 4. 將 A4 丹迪紙橫向帄分裁成 4 張相同大小的書籤。 

 5. 將童詩連同標本製作成精美的書籤。 

 

     （二）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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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 

一、收集蕨類植物鮮活標本的第一步，是確切掌握最佳的採時期。絕大多數的蕨類植物

都有明顯的季節性生長：初春以至仲夏，為其營養生長最旺盛之時期；夏末至中秋

以後，營養生長之速度趨於和緩，孢子產生的數量則漸次增多；秋末至入冬營養生

長速度與孢子生產數量皆隨之迅速降低，植物體或進入休眠而完全停止生長，或呈

半休眠狀態而生育不佳；冬至到明年春分，蕨類植物又漸漸自休眠或半休眠中甦醒，

同時新的不定根與蕨葉也開始大量分化。 

二、根據我們長期觀察東門城生態牆得知，牆上的蕨類大都屬半日照，尤其鞭葉鐵線蕨、

鱗蓋鳳尾蕨、鐵線蕨、小密腺小毛蕨、野小毛蕨、密毛小毛蕨的生長。 

三、台灣氣候溫熱而潮濕，正是蕨類植物繁衍孳生的理想環境。而東門城牆靠學校校園

那面，屬半日照，又潮濕，很適合各種蕨類生存，所以東門城牆可說是全國唯一僅

有的古蹟生態牆。 

四、全國唯一僅有的古蹟生態牆，經由我們的探討研究，除了是學校師生的最愛，並已

成為蕨類研究專家及社區愛護生態者持續關心及矚目的焦點。也由於我們的努力研

究探索，並獲文建會青睞，豎立了三面蕨類植物解說立牌，全校親師生均持續關心

其存在及發展。 

五、台灣屬於蕨類王國，處處可見。但當古蹟與蕨類結合成一體時，那才令人讚嘆！但

我們發覺古蹟經過維護修補後的地方，蕨類就長不出來了，因此古蹟的維護與生態

保育要如何兩者並存，是個值得探討的空間。  

六、東門城牆上因粉葉蕨只發現一株，維護一段時間後枯死，所以檢索表中不列入判斷。 

七、東門城牆蕨類生長偏好 pH 值介於約 8.3-9.0 間，若超過 10 以上，蕨類則不易存活。 

八、46 屆科展中，我們只研究到蕨類的認識，經過我們兩年的觀察探索，如今我們已找

出古城牆上蕨類的生長奧秘，並以數字加以佐證，這是我們最大的突破。 

 

 

 

 

 

 

 

 

 

 

 

    向學弟妹們導覽解說古城牆上的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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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學校古城牆上共有 18 種蕨類:鐵線蕨、鞭葉鐵線蕨、鱗蓋鳳尾蕨、腎蕨、小毛蕨、

野小毛蕨、密毛小毛蕨、小密腺小毛蕨、 鳳尾蕨、劍葉鳳尾蕨、傅氏鳳尾蕨、高雄

卷柏、生根卷柏、薄葉三叉蕨、排灣三叉蕨、瓦葦。 

二、依據蕨類葉片是否有孢子囊，可將蕨類區分成孢子葉、營養葉以及營養孢子葉三大

類。 

三、孢子通常是粉末狀的細小顆粒，表面有各式的花紋或附屬物，形狀沒有絕對的特性；

一般藉由風力、自身彈力，或外表的機械力，如動物的摩擦、雨水的打擊等來播散。

學校東門城牆的蕨類大部份分布在離地面 80 至 160 公分處，也驗證此原理。 

四、學校東側的牆垣是座東北朝西南的走向，長約 180 公尺高 2.4 公尺，。因此城牆陽光

照射不足，且濕氣重，如此的環境條件致使牆垣上的小孔生長出茂密的植物(尤其蕨

類)，形成了一片極具研究、懷古價值的古蹟生態古城牆。 

五、台灣氣候溫熱而潮濕，正是蕨類植物繁衍孳生的理想環境。而東門城牆靠學校校園

那面，屬半日照，又潮濕，很適合各種蕨類生存，所以左營東門城牆可說是全國唯

一僅有的古蹟生態牆。 

六、城牆上蕨類分部區域最多的是鞭葉鐵線蕨、其次依序是鱗蓋鳳尾蕨、鐵線蕨，最少

的則是粉葉蕨、腎蕨、薄葉三叉蕨、小毛蕨等。 

七、城牆上蕨類分部區域的土壤 pH 值偏鹼(pH 值介於 8.3-10.36 間)。 

八、將城牆分成 72 區中，以第 33、35、36、42、43、46 區生長蕨類最多樣。因那幾區前

面種植了幾棵大榕樹，日照少又陰濕，很適合蕨類生存。 

九、將城牆分成 72 區中，第 13 區至 27 區蕨類種類普遍最少。因那幾區前面無樹遮蔭，

日照多，蕨類生存不佳。 

十、蕨美古城屬日照少、濕氣重，所以才會蕨類茂盛，尤其第 32 區至 46 區，是蕨類的

最佳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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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55 一級古蹟再現「蕨」代風華--蕨美古城 

本研究針對校園周邊堿牆的蕨類進行分類及生態調查，內容豐富完

整。製作的標本亦有教學及應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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