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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樹的秘密生活－構樹葉形變化的秘密 

摘要 

校園和野地常見的構樹，是一種雌雄異株的灌木，構樹葉形有許多變化，從卵心形、三

裂到五裂鳥趾狀。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構樹多變的葉形和性別與生長的環境無關，但卻和構

樹的年齡有關；年齡大的構樹，葉子多為卵心形，年齡小的構樹葉型則多為三裂到五裂鳥趾

狀，因此我們推測葉形變化與構樹年齡有關；觀察構樹時，發現與構樹同屬於桑科的植物：

桑樹，葉形變化也與構樹一致，小株桑樹葉形同為三裂到五裂鳥趾狀，大株桑樹葉形則轉為

卵心形，此種現象反映這類植物小苗競爭光線所演化出的生存策略。構樹的雄株在二月底開

始掉葉子，三月長出雄花序，三月底雄花序成熟後，構樹始長出新葉子，同時期雌株的雌花

序開始出現，到四月底時構樹果實開始成熟。 

壹、研究動機 

校園裡及校園周遭野地中的構樹，葉面長了非常多的絨毛，夏天時會結又甜又多汁的橘

紅色果實，是鳥類很喜歡吃的食物；仔細觀察這些構樹，發現構樹的葉子形狀變化相當大，

有的很像鳥趾，有的卻像三叉戟，從卵心形、三裂到五裂鳥趾狀都有，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

構樹的葉子有那麼大的變化？構樹是雌雄異株的灌木，其葉形的變化與雌雄是否有關連？還

是葉形與生長環境有關？或是葉形的變化與構樹的年齡有關係？關於構樹葉形變化，前人也

有做過研究，因此我們找到曾經指導學長姐們研究過構樹葉形變化的老師，進一步探索構樹

葉形變化的秘密。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構樹的葉子型態與構樹性別的關係 

二、探討構樹的葉子型態與構樹生長環境的關係 

三、探討構樹的葉子型態與構樹年紀的關係 

四、觀察構樹的生命史與構樹拓展族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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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設備 

皮尺、游標尺、照度計、電子溫度計、修枝剪、高枝剪、採集袋、紀錄紙、相機 

二、材料 

 校園及附近構樹 

肆、研究內容 

一、葉子的形態研究 

〈一〉研究方法 

調查地點包括校園、校園附近的荒地及荒廢民宅庭院等，共十個地點（圖 4-1），

總共調查 152 棵構樹，將構樹的葉子形狀大致分成四個類型：Type I、Type II、Type III、

Type IV〈圖 4-2〉，以這四種類型做標準進行調查，調查時估算每棵構樹上葉子四個類

型的百分比，以固定觀察者目測，以此棵構樹超過 70%的葉子型態代表此棵構樹的葉

型；判斷每棵構樹的性別，並測量每棵構樹的胸高直徑 DBH〈離地面 130 公分處樹幹

直徑，用以代表構樹年齡〉，此外紀錄十個地點可能影響植物生長的環境因素，包括：

陽光、溫度、土壤等因素，將所有資料詳細紀錄在紀錄紙上〈表 4-1〉。 

圖 4-1：學校附近構樹調查地點 A～J 共十處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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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I    Type II    Type III      Type IV 

圖 4-2：構樹葉子的四種型態，Type I 葉型心形無裂，葉緣有細鋸齒，Type II 葉型三淺裂，葉

緣有細鋸齒，Type III 葉型三深裂，裂處有隘縮，葉緣有細鋸齒，Type IV 葉型五深裂鳥趾狀，

葉緣有細鋸齒 

 表 4-1：觀察紀錄表格式 

日期  天氣  調查者  

編碼 胸圍 DBH 葉型 性別 溫度 光度 備註 

A-1 23.55 7.50 II F    

…
 

…
 

…
 

…
 

…
 

…
 

…
 

…
 

〈二〉研究過程 

【研究一】葉子型態與構樹性別的關係 

1. 步驟： 

(1) 觀察校園及周圍十個地點，共 152 棵構樹。 

(2) 以雌花、雄花或宿存果實來判斷每棵構樹的性別，除去無法判定性別植株，

選定 100 棵作為實驗材料。 

(3) 按照地點將構樹編號標記〈A-1、A-2…，B-1、B-2…~J100；第一碼為地點，

第二碼為流水號〉。 

(4) 估計每棵構樹四種葉子型態的百分比〈以超過 70%的型態代表此棵構樹的葉

型〉。 

(5) 紀錄每棵構樹的性別與代表葉型。 

2. 結果： 

將調查結果 100 棵構樹中性別與葉型的關係製成表 4-2，其中有 50 棵雄性、

50 棵雌性；100 棵構樹中，Type I 葉型的構樹有 40 棵，佔全部的 40%，Type II 葉

型的構樹有 10 棵，佔全部的 10%，Type III 葉型佔全部的 25%，Type IV 葉型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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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 25%。 

調查 100 棵構樹中，共有 50 棵雌株，其葉型為 Type I、Type II 者有 23 棵，

佔所有雌株 46%，Type III、Type IV 者合計有 27 棵，佔所有雌株 54%；50 棵雄株

中，葉型為 Type I、Type II 者合計有 27 棵，佔全部雄株的 54%，Type III、Type IV

者合計有 23 棵，佔所有雄株的 46%〈圖 4-3〉。 

表 4-2：構樹葉子的形態與其性別之關係 

 雌株 雄株 總計 葉型 性別 

Type I 19 21 40 

Type II 4 6 10 

Type III 13 12 25 

Type IV 14 11 25 

總計 50 50 100 

 

 

圖 4-3：構樹雌株與雄株的四種葉型〈I、II、III、IV〉所佔百分比圓餅圖 

3. 我們的發現： 

(1) 調查的 100 棵構樹中，Type I 有 40 棵、Type II 有 10 棵、Type III 有 25 棵、

Type IV 有 25 棵，Type I、Type II 常同時出現在同一棵構樹上，似乎可將 Type 

I、Type II 當作同一個類群，而 Type III、Type IV 也可以當作同一個類群。 

(2) 雌株 50 棵中，Type I、Type II 共佔有 46%，Type III、Type IV 佔有 54%；沒

有明顯的區別，所以推測雌性構樹和葉型無明顯關係。 

(3) 雄株 50 棵中，Type I、Type II 共佔有 54%，Type III、Type IV 佔有 46%，沒

有明顯的區別，所以推測雄性構樹和葉型無明顯關係。 

構樹雌株葉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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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構樹的葉子型態與構樹生長環境的關係 

1. 步驟 

(1) 觀察十個地點日照情形、白日溫度。 

(2) 紀錄十個地點各自株數與其代表葉型。 

2. 結果 

根據表 4-3 顯示，十個觀查地點共 100 棵構樹中，Type I 共 40 棵構樹分布對

採集地點光照量並非隨著光照增加而增加或減少，顯示光照與葉形 Type I 無高相

關性，Type II、III 結果顯示亦與光照量無關，唯有 Type IV 在 8500～9590lux 光照

範圍中有隨光照增加而增加趨勢，但其結果不明顯。至於溫度與構樹葉形關係，

結果顯示，調查地點測量白日溫度與葉形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此外，調查點都是日照充足的荒廢地，像是馬路邊、荒廢民宅庭院等地的日

照都相當充足。那些地點除了構樹以外，許多植物如大花咸豐草、血桐、野桐、

桑樹等數量也相當的多。 

表 4-3：五個構樹生長環境與葉子型態的關係表 

   葉型   

光照(lux) 地點 溫度(℃) I II III IV  總計 

4780 C 27.1 9 1 5   15 

7390 A 28.2 3  5   8 

8000 D 26.8 4  1   5 

8200 E 25.5 5  1   6 

8500 G 23.2  4 2 2  8 

8700 H 24.2 2 1 2 8  13 

8750 I 27.1 8 1  2  11 

9590 J 27.9 2 1 2 12  17 

11300 B 24.5  2 4 1  7 

16850 F 29.9 7  3   10 

總計   40 10 25 25  100 

 

3. 我們的發現： 

(1) 根據十個地點的環境資料與當地生長的構樹葉型做比較發現，構樹四種葉型

與當生長地的光照量無顯著關係，與調查的點白日溫度亦無顯著相關性。 

(2) 十處調查地點多為日照充足的荒廢地，像是馬路邊、荒廢民宅庭院等地，現

是構樹為一陽性先驅植物，葉形變化與當地環境因子媒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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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葉子型態與構樹年紀的關係 

1. 步驟： 

(1) 測量每棵構樹的胸高直徑。 

(2) 紀錄每棵構樹的胸高直徑與代表葉型。 

2. 結果： 

如同表 4-4，將 100 棵構樹，依照樹幹不同的粗細〈胸高直徑〉，每三公分當

成一個徑級，切成 0-3、3-6、6-9、9-12、12-15、15-18、18-21、21-24、27-30、51-54

十個徑級，與構樹的葉型互相比較，Type III、Type IV 葉型的構樹共 50 棵，當中

胸高直徑小於 12cm 的共有 46 棵，佔全部的 46%，而大於 12cm 的只有 4 棵，佔

全部的 4%，可見小徑級的構樹葉型多為 Type III 及 Type IV；而 Type I、Type II

葉型的構樹共有 50 棵，其中大於 12cm 的共有 19 棵，佔全部的 19%，而小於 12cm

的有 31 棵，佔全部的 31%，大徑級的構樹葉型多為 Type I、Type II，且 Type III、

Type IV 兩種葉型的構樹鮮少形成大徑級植株。 

 表 4-4：構樹的徑級大小〈年齡〉與其葉型的關係表 

cm 0-3 3-6 6-9 9-12 12-15 15-18 18-21 21-24 27-30 51-54 總計

Type I 2 5 10 6 5 3 3 2 2 2 40 

Type II 0 1 5 2 0 0 2 0 0 0 10 

Type III 6 4 12 0 2 0 1 0 0 0 25 

Type IV 18 5 1 0 0 1 0 0 0 0 25 

總計 26 15 28 8 7 4 6 2 2 2 100 

構樹葉形與構樹DBH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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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構樹四種葉型〈I、II、III、IV〉的徑級分布圖，本圖每 5 公分切一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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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圖 4-4 結果所示，Type IV 葉形植株隨著構樹徑級的增加，株數不斷減少，

顯示 Type IV 多出現在小徑級的構樹上，Type III 也多半是小徑級的構樹；而 Type 

I、II 在徑級 6cm 以下數量較少，多集中在 6-9cm 徑級中，9cm 以上徑級則因調查

植株中數量本就較少，僅可看出大徑級構樹葉形以 Type I、II 較多，Type III、IV

則集中出現於小徑級構樹上。 

3. 我們的發現： 

(1) 構樹的葉型顯然與樹幹直徑大小有關，而胸高直徑其實代表構樹的年齡大

小，直徑越大的構樹年齡越大，所以構樹的四種葉型與構樹的年齡有關係。 

(2) 構樹的年齡越大，它的葉子形狀大部分是 Type I 接近卵心型。 

(3) 年輕的構樹葉子形狀變化較大，從卵心型到三裂、五裂形狀都有，但是卵心

型的數量較少。 

二、構樹的生態與生活史 

〈一〉研究方法 

每兩週一次，定期觀察十個地點的構樹生長情況，包括開花時間、傳粉媒介、傳播

種子的方法以及其他擴展地盤的方式，並且調查構樹上生活的昆蟲與小動物，將每次觀

察結果紀錄在紀錄表上，紀錄表格式如表 4-5。 

表 4-5：構樹生態紀錄表格式 

編號 日期 形態紀錄 生態紀錄 備註 

A-1 94.3/5 葉片掉落，雄花序出現 發現鳥巢  

 94.3/19 雄花序盛開 有蜜蜂採蜜  

…
 

…
 

…
 

…
 

…
 

〈二〉研究過程 

【研究四】構樹的生命史 

1. 步驟： 

(1) 每兩週觀察校園及周圍十個地點，共 100 棵構樹。 

(2) 紀錄每株構樹上的生物、開花時間、傳粉者與種子傳播者。 

(3) 以照相機紀錄生長狀態以及與之共同生活的生物。 

2. 結果： 

根據每個月兩次的觀察紀錄，構樹大約在二月底開始陸續出現雄花序，至三

月底雄花序大量出現，至四月初逐漸成熟；雌花序自三月底開始陸續出現，四

月初開始大量出現，直到四月底構樹開始出現成熟的果實。 

 7



3. 我們的發現： 

(1) 在二月底，構樹的雄株在長出花序前，葉片會先掉光，露出光禿禿的枝椏，

然後才長出一串串的雄花序，三月底雄花序成熟露出花粉後，嫩葉才又重新

長出來。 

(2) 構樹的雄株花序跟桑樹的花序很像，長長的一串，而且沒有花瓣；構樹雌株

的雌花序出現時，葉子並沒有掉落，授粉前像是長著白色刺的海膽，授粉後

花序的突起物凋萎，至四月底開始陸續成熟成為紅色的果實。 

(3) 在觀察時發現，雄花序成熟時，許多蜜蜂聚集在花序周圍替構樹傳粉。 

(4) 在紀錄構樹的生長情況時意外發現，構樹的根四處延展，許多小苗從延伸的

根部長出來，有些地點的構樹因此一叢叢的生長。 

(5) 在構樹葉片落盡時，意外發現構樹樹枝上有許多鳥巢，以大小及形狀判斷那

些是綠繡眼前一年離巢後遺留下來的。 

(6) 調查構樹時發現，構樹的樹皮呈現褐色、乳白色斑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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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每月兩次紀錄十個地點構樹的生長情況紀錄表 

 A、B C、D、E F G H、I、J 

 

 

 

 

 

上旬 － － － － － 
時 

地 
點 

十一 間 

月 下旬 － － － － － 

上旬 － － － － － 十二 

月 下旬 － － － － － 

上旬 － 發現有無性繁殖 － － － 
一 

下旬 部分構樹葉片大

量掉落 

－ 發現有些構樹有

雌花序 

－ － 
月 

上旬 部分構樹葉片大

量掉落 

部分構樹葉片大

量掉落 

部分構樹葉片大

量掉落 

部分構樹葉片大

量掉落 
－ 

二 

月 下旬 葉片掉光的雄株

出現花序 

葉片掉光的雄株

出現花序 

葉片掉光的雄株

出現花序 

部分構樹葉片大

量掉落 
－ 

上旬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雄株花序成熟，

發現鳥巢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葉片掉光的雄株

出現花序 

葉片掉光的雄株

出現花序 

三 

月 下旬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雄株花序成熟，

部分雌株花序出

現 

上旬 雄株開始長出嫩

葉 

雄株開始長出嫩

葉 

雄株開始長出嫩

葉 

雄株開始長出嫩

葉 

雄株開始長出嫩

葉 四 

月 下旬 部分雌花序開始

成熟 

部分雌花序開始

成熟 

部分雌花序開始

成熟 

部分雌花序開始

成熟 

部分雌花序開始

成熟 

上旬 － － － － － 五 

月 下旬 － － － － － 

上旬 －  － － － 六 

月 下旬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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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4-13：馬路邊的一棵構樹長成一大叢  照 4-14：校園水池畔的構樹 

照 4-15：構樹雌株開花期間，葉子仍然茂密 照 4-16：構樹四種形態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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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構樹葉子的形狀被我們分成四種葉型，但事實上自然界的構樹葉片葉型不止這四種，區

分為四種葉型式，是為了將構樹分群做調查研究。根據我們分的四種葉型，經過調查分

析後發現 Type I、Type II 性質相近，似乎可以視為同一類群，Type III、Type IV 可以視為

同一類群。 

二、構樹的葉型與構樹的年齡有關係，年齡較大的構樹，它的葉子形狀大部分是 Type I 接近

卵心型，沒有分叉；而年齡小的構樹葉子形狀變化較大，從卵心型到三裂、五裂都有，

但是卵心型的數量較少。 

三、構樹的葉形變化與植株大小年齡有關，其他植物是否也有這種現象呢？調查構樹時，在

野外見到與構樹同屬於桑科的植物：「桑樹」，期葉形變化與構樹相似，小徑級桑樹葉形

也為三裂到五裂鳥趾狀，大徑級桑樹葉形則轉為卵心形；桑科植物多分布在熱帶與亞熱

帶地區，此種現象反應桑科植物小苗須競爭光線，為使光線應用效率提高，所發展出來

的生存策略。 

四、觀察構樹的生活使發現，雄構樹在長出花序前，葉片會先掉落，光禿禿的枝椏上長滿一

串串的雄花序，吸引大量的蜜蜂來採蜜，這種現象可能是構樹為了增加傳粉者發現不明

顯花序的機會，因而讓葉片掉落來。 

五、構樹的雄花比雌花早出現，雄花與雌花同時出現的時機很短，到底是什麼機制讓他們錯

開開花時間呢？這個問題值得再深入研究。 

六、構樹的生長環境都是在路邊荒地或是荒廢的庭園中，到山上卻看不到構樹的蹤影，是什

麼原因讓構樹生長侷限在路邊荒廢地呢？這個問題值得再深入研究。 

陸、結論 

一、構樹是一種雌雄異株的灌木，構樹的葉型有很多變化，從卵心形、三裂到五裂鳥趾狀。

從我們的結果發現，構樹的葉型和性別無關，也和生長的環境無關，卻和構樹的年齡有

關。即年齡大的構樹，葉子多為卵心形，年齡小的構樹葉型則較多樣化，多為三裂到五

裂鳥趾狀。 

二、構樹的生活史中，雄株在二月底開始掉葉子，三月長出雄花序，三月底雄花序成熟後，

構樹開始長出新葉子。同時期雌株的雌花序開始出現，四月底時構樹果實開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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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1558 

研究內容有意義，團隊合作的情形也很良好，可惜部分實驗

的完整性有待加強，以致無法具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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