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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對棒的生長環境－孢子囊的耐酸性與耐熱性 

 

摘要 

台灣被稱為「蕨類王國」，蕨類資源豐富，蕨類的密度更是世界第一。為明瞭林口台地蕨

類的多樣性，選擇桃園縣龜山鄉長庚村作為田野調查地點並進行一年的觀察研究。藉由調查

蕨類物種的分佈及數量，來探討蕨類植物的特性與生長棲地條件的相關性，並探究蕨類孢子

囊的耐酸性與耐熱性是否是決定優勢種蕨類生長的重要關鍵。實驗發現本區數量最多、分佈

最廣、最具代表性的優勢種蕨類為密毛小毛蕨，而不同 pH 值(pH 8~3)及溫度(20~40℃)對密毛

小毛蕨孢子囊無明顯破壞效果，對照組則相反，推測其對生長環境的要求不高，像在有陽光

處和陰暗處都可以生長，同時具有極強的耐酸性與耐熱性，適應性強，因此容易繁殖而成為

本區的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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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周末吃飽飯後常陪媽媽及爸爸沿著居住社區內的環坡道路健行，除了觀賞眼前滿山遍野

的綠色植物外，偶而會注意到步道邊那些長得矮小，外表相似，不會開花，幼葉捲曲，葉背

有時可觀察到排列型態不同的米白色或褐色的點狀物(孢子)，這種植物不是在所有路段都可被

發現，但在某一區段卻長得異常密集。回去詢問老師後，才知道這些植物被稱為｢蕨類｣。全

世界被發現的蕨類可分為 33 科其中台灣擁有 27 科，約有六百多種，所以台灣被稱為「蕨類

王國」，不僅蕨類資源豐富，蕨類種類的密度更是世界第一。所以，我們很好奇社區內蕨類生

物多樣性的概況如何？有無優勢種蕨類？優勢種蕨類生長與環境條件的關係為何？引發我們

產生想要研究「桃園縣龜山鄉長庚村蕨類田野調查及影響優勢種蕨類生長的關鍵因素」的念

頭，因此便開始我們的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調查長庚村蕨類物種的分佈及數量，並繪製蕨類生態地圖。 

二、探討長庚村蕨類植物的特性與生長棲地條件的相關性。 

三、探討蕨類孢子囊的耐酸性與耐熱性是否是決定優勢種蕨類生長的重要關鍵。 

 

叁、研究設備器材 

 

一、田野調查工具及器材 

修枝剪、小花鏟、橡膠手套、夾鏈袋、放大鏡、三合一測量檢測儀(土壤 pH 值/土壤濕度/

光照度)、長庚村行政區域圖暨調查紀錄表、各色簽字筆、數位相機及蕨纇圖鑑(郭城孟，

2001)。 

 

二、標本製作材料及器材 

報紙、重物、美工刀、耐酸台紙、瓦楞紙板、塑膠繩、膠帶、標籤紙、烘箱、培養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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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剪刀、鑷子、解剖刀、蓋玻片、載玻片、燒杯、滴管、濾紙、拭淨紙、解剖顯微

鏡、複式顯微鏡、Olympus 顯微照相系統、數位相機、計時器、pH 酸鹼度計、1M 鹽酸溶

液、1M 氫氧化鈉溶液、去離子水、0.2M 蔗糖等張溶液、pH 3~8 0.2M 蔗糖等張溶液及生

理食鹽水。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探討 

 

(一)從第 42 屆中小學科展國中生物組的｢獅頭山蕨饗－台北縣新店市廣明獅頭山蕨類植物調

查及研究」文中，觀察他們是以「整座山」的蕨類分佈進行研究，而我們為探討林口台

地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對蕨類物種生長的影響，所以選擇居住地「長庚村」作為田野調

查地點，並觀察蕨類生物多樣性的變化。 

(二)同時參考第 44 屆中小學科展高中生物科｢高雄縣旗尾山蕨類資源之調查研究｣，其中所觀

測的項目及使用的技術，加以修正來應用於我們的研究。 

 

二、研究地點 

 

(一)長庚村的地理位置 

長庚村隸屬於桃園縣龜山鄉，東鄰新北市泰山區，北接新北市林口區，地理上位於林口

台地南半部(龜山鄉東北隅)，海拔約 240~250 公尺。此區域地勢平坦，缺乏屏障，僅三面

由山谷環抱，經常風力強勁。氣候經常高溫多雨，台地上泥土淋溶作用旺盛，易形成強

酸、不肥沃的紅土層覆蓋在土壤頂部，其下則為礫石層及砂泥層。 

 

(二)氣候 

長庚村氣候型態與林口的氣候型態類似，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颱風與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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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寒冷潮濕。根據中央氣象局在 1996~2000 年的資料顯示，年平均溫為 22.1 度，最冷

月均溫 15.1 度，最熱月均溫 28.7 度，年平均相對濕度為 79.5%，二月至三月間濕度可達

84%，較台北盆地潮濕。 

 

三、蕨類物種分佈及數量田野調查 

 

(一)田野調查期間及次數，從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為止，進行長庚村的蕨類

物種田野調查每月一次，共計十二次。 

(二)田野調查，以村內道路做為分界，分為九個區域。蕨類種類、分佈位置、數量、生活型態

(岩生、地生及附生)、生長環境條件(土壤 pH 值、土壤溼度及環境光照度)等資料詳實記

錄，並繪製長庚村蕨類生態地圖。 

 

四、蕨類標本的製作 

 

(一)蕨類物種經由 Excel 統計分析計算數量並繪製成表格。 

(二)依蕨類物種總數量的多寡決定採集數目，單一蕨類可採集完整的 2~3 棵植株，經壓製乾燥

處理後其中一株製成臘葉標本，其餘則交付給長庚大學自然學科專家作為鑑定蕨類物種

之用。 

 

五、蕨類植株影像資料的建立 

 

(一)在田野調查時，透過數位相機拍攝蕨類的根、葉柄、葉、孢子囊群等特徵及棲地環境，並

輔以蕨類圖鑑對照，增加物種辨識的準確性。 

(二)根據蕨類物種及其總數量的統計結果，以蕨類總數量排序，表列各個蕨類的總數量排名，

選擇排序第一位的蕨類物種為長庚村的蕨類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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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勢種蕨類的形態學觀察及探討影響其生長的關鍵因素 

 

採集優勢種蕨類植株數棵，分別進行下列觀察： 

 

(一)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優勢種蕨類孢子體世代－根、葉柄、葉、孢子囊堆的結構特徵，並將

觀察結果經由顯微照相系統或數位相機拍照記錄。 

(二)探討不同 pH 值對優勢種蕨類孢子囊及孢子的影響 

   1. 配置 0.2M 蔗糖等張溶液，利用 pH 酸鹼度計測量，加入 1M 鹽酸溶液或 1M 氫氧化鈉溶

液，分別調配 pH 3、pH 4、pH 5、pH 6、pH 7 及 pH 8 的 0.2M 蔗糖等張溶液。 

   2. 在解剖顯微鏡下分離孢子囊，然後以尖鑷將其放置於載玻片上，滴數滴等張溶液，用

計時器計時三十分鐘後蓋上蓋玻片。 

   3. 將水埋玻片移至複式顯微鏡，分別利用低倍及高倍物鏡進行鏡檢觀察。 

   4. 利用滴管吸取 pH 8 等張溶液數滴，打開蓋玻片滴入水埋玻片中，靜置三十分鐘後，立

即進行鏡檢觀察。 

   5. 漂洗後，重複步驟 3 及步驟 4，依序將不同 pH 值(由 pH 高至低)等張溶液滴入水埋玻片，

並進行鏡檢觀察。 

   6. 觀察結果透過顯微照相系統記錄。 

   7. 除觀察優勢種蕨類外，另採集分佈廣但數量不多的蕨類作為對照組。 

(三)探討不同溫度對優勢種蕨類孢子囊及孢子的影響 

1. 利用可調式烘箱分別設定 20、25、30、35 及 40℃環境。 

2. 將來自優勢種蕨類及對照組蕨類含有孢子囊的羽葉兩片，分別放置於培養皿內並移至

於相同溫度條件下的烘箱內，靜置一小時。 

   3. 立即分離培養皿內的孢子囊，製成水埋玻片，在複式顯微鏡下進行鏡檢觀察。 

4. 觀察結果透過顯微照相系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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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長庚村位於林口台地南半部(桃園縣龜山鄉東北隅)，除西南端與相鄰的樂善村有道路相通 

，其餘區域皆對外獨立，所接壤的地理型態皆是坡度陡峭的山谷，此區域地理範圍及形態呈

現於圖一。根據村內道路規劃將調查區域切割分為九區，在田野調查結束後，以收集的蕨類

種類分布調查資料為基礎，繪製長庚村蕨類生態地圖，如圖二所示。 

 

圖一、長庚村區域圖(資料來源 google map) 

 

圖二、長庚村分區暨蕨類生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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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蕨類物種分佈及數量概況 
 

(一)分佈及數量調查 

1. 長庚村發現的蕨類物種共計 12 科 12 種(表一)。 

2. 主要分佈於東側、北側及西側村界鄰近山谷邊緣的土地兩旁，以及西南側大樓群背陽

面處的草地及花台。 

3. 分佈最廣的蕨類依序為密毛小毛蕨、熱帶鱗蓋蕨及半邊羽裂鳳尾蕨；芒萁、烏毛蕨及

筆筒樹僅生長在特定區域(表一)。 

4. 出現頻率最高的蕨類依序為密毛小毛蕨(70.3%)、伏石蕨(8.8%)及熱帶鱗蓋蕨(7.1%)(圖

三)。 

5. 區域內的蕨類族群中，優勢種為密毛小毛蕨，所佔數量及比率大於其他蕨類。 
 

表一、長庚村各分區蕨類種類分布及數量調查一覽表 

 金

星

蕨

科 

水

龍

骨

科  

碗

蕨

科 

海

金

沙

科  

鳳

尾

蕨

科 

水

龍

骨

科  

裏

白

科 

鱗

始

蕨

科 

鱗

始

蕨

科 

腎

蕨

科 

烏

毛

蕨

科  

桫

欏

科 

分

區 

密

毛

小

毛

蕨 

伏

石

蕨 

熱

帶

鱗

蓋

蕨 

海

金

沙 

半邊

羽裂

鳳尾

蕨  

抱

樹

石

葦 

芒

萁   

烏

蕨 

圓

葉

鱗

始

蕨 

腎

蕨 

烏

毛

蕨 

筆

筒

樹 

1 241            

2 70  11  17     17  3 

3 151 133 50 104 29 42  2 8 5   

4 256 113 88 17 5 37  22 9  7  

5 270  22 15 19  42 5 6    

6 277 39 25   8       

7 303    7        

8 277            

9 435  33  22        

數

量

合

計 

2280 285 229 136 99 87 42 29 23 22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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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龜山鄉長庚村蕨類種類及數量(百分率)調查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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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密毛小毛蕨每月所佔數量都大於熱帶鱗蓋蕨，不因季節變化而影響，持續維持數量上

的優勢(表二)。 

 

表二、長庚村密毛小毛蕨(優勢種)及熱帶鱗蓋蕨(對照組)每月數量調查一覽表 

年 2011 2012 

月份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密毛

小毛

蕨 

3588 3529 3030 1694 959 712 679 1463 1779 3333 3312 3284 

熱帶

鱗蓋

蕨 

343 331 298 186 122 67 56 50 249 320 371 356 

 

 

 

 

 

 

 

 

 

 

 

 

 

 

 

 

 

 

 

 

 

圖三、長庚村蕨類種類分布及數量(百分率)調查概況 

 

註一：數字 1~12 為各個蕨類的標示：1,密毛小毛蕨；2,伏石蕨；3,熱帶鱗蓋蕨； 

4,海金沙；5,半邊羽裂鳳尾蕨；6,抱樹石葦；7,芒萁；8,烏蕨；9,圓葉麟始 

蕨；10,腎蕨；11,烏毛蕨；12,筆筒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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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型調查 

1. 多數蕨類以地生型的型態生長，共計 10 種(表三)。 

2. 僅伏石蕨及抱樹石葦為附生型，其中伏石蕨也以岩生型存在。 

 

表三、長庚村各種蕨類植物的生長環境比較表 

 生活型 生長環境 

蕨類種類 岩生 地生 附生 林下 林緣 水溝旁 大樓旁草坪 大樓花台 

密毛小毛蕨  2280  1696 139  392 53 

伏石蕨 24  261  261 24   

熱帶鱗蓋蕨  229  218 11    

海金沙  136  20 111   5 

半邊羽裂鳳尾蕨   99  70 22  7  

抱樹石葦   87  87    

芒萁    42  37 5    

烏蕨  29  27 2    

圓葉鱗始蕨  23  17 6    

腎蕨  22  4   18  

烏毛蕨  7  7     

筆筒樹  3   3    

 

二、蕨類物種分佈與棲地環境條件的觀察 

 

(一)生長環境調查 

   1. 多數蕨類主要生長於林下及林緣處(表三)。 

   2. 密毛小毛蕨、半邊羽裂鳳尾蕨、海金沙及腎蕨亦可在大樓旁草坪及花台上發現。 

   3. 密毛小毛蕨、海金沙及半邊羽裂鳳尾蕨能生長的環境類型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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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龜山鄉長庚村各分區土壤濕度調查直方圖

(二)光照度、土壤濕度及土壤 pH 值的調查 

   1. 調查期間從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每月第一個週末早上 10 點測量一次，

共計十二次。 

   2. 東北側的第 2、3 及 4 區光照度最低，約在 200~500 流明；其次是西側及西南側的第 7、

8 及 9 區，光照度約 600~900 流明，而其他分區光照度則落在 1600~2200 流明(圖四(A))。 

   3. 東北側的第 3 區濕度最高；濕度較低的僅出現在西側及西南側的第 7 及 9 區；而多數分

區濕度數值約在 4~5 之間(圖四(B))。 

   4. 土壤 pH 值除西側第 1 區及北側第 5 區偏中性(pH 7)外，多數分區皆偏弱酸性，pH 值介

於 5~6 之間(圖四(C))。 

  

 

 

 

 

 

 

 

 

 

 

 

圖四、長庚村各分區(A)光照度、(B)土壤濕度及(C)土壤 pH 值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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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勢種蕨類－密毛小毛蕨孢子體世代形態學構造觀察 

 

(一)密毛小毛蕨外形 

根莖地上生，短匍匐狀。葉叢生；葉柄長 10~40 公分，佈滿絨毛，基部被褐色、線形至披

針形鱗片；葉片通常卵形至卵狀披針形，長 30~55 公分，寬 10~18 公分，草質，密布柔毛，

二回羽狀分裂；羽片長 7~10 公分，寬約 1~1.5 公分；葉脈游離，裂片側脈 5~8 對左右，相

鄰兩裂片最基部一對側脈連結，並由連結點向缺刻處伸出一條小脈。孢子囊群圓形，位於

裂片側脈上，孢膜圓腎形，具毛。 

圖五、密毛小毛蕨外形 

 

(二) 密毛小毛蕨根、葉柄、葉及孢子囊堆的構造觀察 

 

 

 

 

 

 

 

 

 

 

 

 

 

 

 

圖六、密毛小毛蕨根、葉柄、葉及孢子囊堆的構造觀察 

葉 

年輕孢子囊堆 

成熟孢子囊堆 葉柄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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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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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優勢種蕨類生長的關鍵因素 

 

(一)不同 pH 值對密毛小毛蕨孢子囊及孢子的影響 

   1. 與對照組相較下，弱鹼(pH 8)及酸(pH 6~3)對密毛小毛蕨的孢子囊無明顯破壞效果(圖

七)。 

pH 8 pH 7 

pH 6 pH 5 

pH 4 pH 3 

圖七、不同 pH 值下密毛小毛蕨孢子囊外形的變化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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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弱酸(pH 4)造成熱帶鱗蓋蕨孢子囊柄連接蓋膜變得鬆散，觀察到部分分離及破裂的孢子

囊；強酸(pH 3)明顯破壞蓋膜及孢子囊，觀察到鬆散的蓋膜、多數破裂的孢子囊及釋出

的孢子。但弱鹼及弱酸(pH 6~5)並無效果(圖八)。 

 

pH 8 pH 7 

pH 6 pH 5 

pH 4 pH 3 

圖八、不同 pH 值下熱帶鱗蓋蕨孢子囊外形的變化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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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與對照組相較下，弱鹼(pH 8)及酸(pH 6~3)同樣對密毛小毛蕨的孢子無明顯破壞效果(圖

九)。 

   4. 弱鹼與酸對熱帶鱗蓋蕨的孢子亦無明顯影響(圖十)。 

 

   

   

圖九、不同 pH 值下密毛小毛蕨孢子的外型變化 (1000X) 

 

   

   

圖十、不同 pH 值下熱帶鱗蓋蕨孢子的外型變化 (1000X) 

 

 

 

 

pH 8 pH 7 pH 6 

pH 5 pH 4 pH 3 

pH 8 pH 7 pH 6 

pH 4 

444

48 

pH 5 p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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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溫度對密毛小毛蕨孢子囊及孢子的影響 

   1. 與對照組相較下，溫度的變化對密毛小毛蕨的孢子囊無明顯破壞效果(圖十一)。 

    

20℃ 25℃ 

30℃ 35℃ 

 40℃  

圖十一、不同溫度下密毛小毛蕨孢子囊的外型變化 (100X) 

 

 



 

15 
 

2. 35℃下明顯破壞熱帶鱗蓋蕨的孢子囊與蓋膜的連接，可觀察到鬆散的蓋膜、游離的孢子

囊；40℃下多數孢子囊破裂，孢子釋出(圖十二)。 

 

20℃ 25℃ 

30℃ 35℃ 

 40℃  

圖十二、不同溫度下熱帶鱗蓋蕨孢子囊的外型變化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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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與對照組相較下，溫度的變化對密毛小毛蕨的孢子無明顯破壞效果(圖十三)。 

   4. 溫度變化對熱帶鱗蓋蕨的孢子亦無明顯影響，與溫度 35℃開始破壞孢子囊結構的結果

不同(圖十四)。 

 

   

 

 

圖十三、不同溫度下密毛小毛蕨孢子的外型變化 (1000X) 

 

   

  

圖十四、不同溫度下熱帶鱗蓋蕨孢子的外型變化 (1000X) 

 

 

20℃ 25℃ 30℃ 

35℃ 40℃ 

20℃ 25℃ 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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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蕨類分佈與棲地環境的關係 

 

每種蕨類都有其喜好的生態棲地，喜歡陽光的長在向陽處、喜歡陰濕的長在陰濕處，蕨

類植物對自然界的氣候及棲地條件的反應非常敏感，不同種類對生態環境的要求往往不同，

因此，從蕨類植物的生長常常可以了解該棲地的地質、化學特性或氣候條件等，進而試著找

出蕨類生長與棲地環境條件的關聯性。長庚村內發現的蕨類種類雖然只有 12 科 12 種，無法

完全呈現出台灣蕨類的多樣性，但我們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 

 

(一)從結果分析可知蕨類生長與其棲地環境密切相關。背陽面光照低、土壤濕度高的棲地較易

發現蕨類的多樣性，蕨類數目也較其他區域多。 

(二)靠近北側村界鄰近山谷的邊緣土地兩旁的第 3、4 及 5 區，發現至少八種的蕨類生長，包

括密毛小毛蕨、伏石蕨、熱帶鱗蓋蕨、海金沙、半邊羽裂鳳尾蕨、抱樹石葦、烏蕨、圓

葉鱗始蕨等蕨類，此區域的蕨類多數生長在林下或林緣，不僅光照低且濕度較高，符合

上述觀察現象。 

(三)向陽面光照高、土壤濕度低的棲地與人為活動頻繁的住宅區或道路旁其蕨類種類及數量皆

少。 

(四)在村內，林下、林緣或是大樓旁的草坪或花台，皆可觀察到密毛小毛蕨生長，棲地環境光

照度、土壤濕度的變化不影響其分佈，它有極強的環境適應力，分布廣且植株數量龐大，

所以密毛小毛蕨為長庚村的優勢種蕨類。 

(五)附生型具有常走莖的伏石蕨及抱樹石葦生活在林緣有利獲取陽光，常蔓生在樹幹上，但樹

幹上的環境保水不易，所以它生長在低光照度、溼度高的環境，而同時也觀察到它的葉

厚肉質可能有利於其生存。 

(六)長庚村優勢種蕨類—密毛小毛蕨，與台灣其他區域觀察到的優勢種不同，反映出長庚村獨

特的棲地環境特別適合密毛小毛蕨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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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庚村與歷屆科展台灣各區域優勢種蕨類的比較 

 

表四、長庚村與歷屆科展台灣各區域優勢種蕨類的比較 

地點 優勢種蕨類 光照度 濕度 pH 值 

台北縣新店市獅頭山 假蹄蓋蕨 中度 70~80% - 

高雄縣旗山鎮旗尾山 生根卷柏、鞭葉鐵線蕨 中度 - -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 日本金粉蕨、鳳尾蕨 中度 - -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舊城 鞭葉鐵線蕨、鱗蓋鳳尾蕨 中度 50~60% 8.3~9.0 

高雄市左營區北柴山 薄葉三叉蕨、海金沙、小毛蕨 中度 49~51% 6.7~6.9 

南投縣埔里鎮油車坑溪 烏毛蕨、愛德氏肋毛蕨 中低度 - - 

桃園縣龜山鄉長庚村 密毛小毛蕨 中低度 79~84% 5.0~6.0 

 

綜合整理先前文獻與我們的研究相比較，可以發現在不同地點所做的田野調查，呈現出

的優勢種蕨類均不同(表四)。 

 

(一) 這些不同區域的優勢種蕨類普遍生長在中光照的環境下，但是各個區域的溼度變化與土

壤 pH 值差異極大。例如，與長庚村濕度接近的台北縣新店市(現在改為新北市新店區)獅

頭山，其代表的優勢種蕨類卻是假蹄蓋蕨。此外，同為弱酸性的土壤環境，高雄市左營

區北柴山的優勢種蕨類卻是薄葉三叉蕨、海金沙及小毛蕨。 

(二) 上述觀察再次說明了，各個區域獨特的棲地環境提供適合優勢種蕨類生長的棲地條件，

加上優勢種蕨類本身的特性，共同造就出當地獨有的優勢種蕨類。林口臺地上的長庚村提

供低光照、高濕度及偏酸性的環境，使得密毛小毛蕨大量生長而成為本區的優勢種蕨類。 

 

三、優勢種蕨類生長的關鍵因素 

 

根據先前田野調查結果，發現密毛小毛蕨喜好低光照、高濕度及偏酸性的棲地生長。此

外，蕨類的發育是由孢子萌芽形成配子體而後進入孢子體世代。所以我們設計以不同 pH 值

及溫度來探討其對孢子囊及孢子的影響。目前的實驗結果指出： 

 

(一)密毛小毛蕨孢子囊具有極強的酸鹼耐受性，孢子囊結構不易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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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密毛小毛蕨孢子囊對高溫具有一定的耐熱性，孢子囊結構亦不易受到破壞。 

(三)酸鹼及溫度變化對密毛小毛蕨孢子結構無明顯改變，推測可能與孢子囊的保護有關。 

(四)綜觀實驗結果，推測密毛小毛蕨孢子囊的耐酸性與耐熱性可能是決定其成為長庚村蕨類優

勢種的關鍵因素。 

 

四、蕨類分類及採集上的問題 

 

(一)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蕨類鑑定是一項重要又不易的工作，蕨類的分類，往往找尋羽葉(包括

幼株及成熟株)來當作判斷基準。 

(二) 不僅許多蕨類的幼葉相當類似，而利用成熟葉片來判斷分類時，又會發現同科的蕨類外觀

型態差異不明顯，例如：金星蕨科小毛蕨屬的小密線小毛蕨、密毛小毛蕨、小毛蕨及野小

毛蕨，或是碗蕨科鱗蓋蕨屬，熱帶鱗蓋蕨、台北鱗蓋蕨及克氏鱗蓋蕨，都是不易分辨的蕨

類。 

(三) 蕨類孢子囊堆的形狀和排列方式是判斷蕨類分類很重要的特徵，例如：密毛小毛蕨的孢子

囊群圓形，位於裂片側脈上，孢膜圓腎形，具短毛。圓葉鱗始蕨的孢子囊群著生在小脈頂

端的橫向連接脈上，孢膜橫長形，通常連續不斷裂。此外，腎蕨的孢子囊堆圓形，著生細

脈末端近緣處；因其孢子囊群的孢膜裂口展開，呈腎臟形，這是它分類上最大的特徵。 

(四)大多數的蕨類都有明顯的季節性生長，季節變換會影響蕨類孢子囊及孢子的成熟。不同時

期的採集對蕨類分類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例如：春季至夏季，是蕨類營養生長最旺盛的時

期；夏末至中秋之後，營養生長速度趨於和緩，孢子產生的數量逐漸增加；秋末至冬季，

營養生長速度與孢子成熟數量皆隨即降低，蕨類進入休眠而逐漸停止生長，或呈現半休眠

狀態；直至明年春季，才自休眠或半休眠中甦醒，同時新的不定根與蕨類羽葉也開始大量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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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長庚村在一年的田野調查中，發現 12 科 12 種蕨類，包括：密毛小毛蕨、伏石蕨、熱帶

鱗蓋蕨、海金沙、半邊羽裂鳳尾蕨、抱樹石葦、芒萁  、烏蕨、圓葉鱗始蕨、腎蕨、烏毛蕨及

筆筒樹。棲地的光照度、土壤濕度是主要影響此區域蕨類物種的分佈，從結果得知多數蕨類

喜愛低光照、濕度高、弱酸性的棲地生長，除了較耐乾旱芒萁，在區域內發現靠近東側及北

側的村界邊緣土地是蕨類最蓬勃生長的區域，不僅蕨類種類多同時生長數量也多；此外，本

區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優勢種蕨類為密毛小毛蕨，推測其對生長環境的要求不高，像在

有陽光處和陰暗處都可以生長，同時具有極強的耐酸性與耐熱性，適應性強，因此容易繁殖

而成為本區的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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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09 

優點： 

對蕨類觀察詳細。蕨類種類夠多而有意義。初步觀察土壤與蕨

類交互作用的關係值得鼓勵。 

缺點： 

1. 可提出更科學及應用性問題。為何該區域 pH低，其對蕨

類分佈及生長之影響。與附近產業相關嗎？ 

2. 可提升實驗精準度。例如孢子囊 pH值有反應土壤 pH值

嗎？ 

3. 為何密毛小毛蕨是強勢族群，其生物與環境關係為何。 

4. 相關實驗調查在其他區域可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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