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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係以苗栗淺山地ú之植物社會為P象進行實地調查 建立袘式植群諸類〓以 41個

樣ú↓180種木本植物及 9項環境因子 利用多變數諸析以及植相調顣 晥結果大143ｻ諸﨟 6

個㋴然林相↓2個人工次生林相↓6個人工林型〓,2前人研究之比P結果捲斗櫟 腳楠亞型↓

九芎型↓栓皮櫟型等是袪次發現之新植群 而栓皮櫟型是苗栗淺山地ú屬罕見之植群〓屬稀

病及瀕C植物者病 多溝樓梯草↓牛樟↓苗栗 ↓ｼ中假土茯苓等〓,2臺灣臺灣國家植

群相較之結果 貨仙山地ú諸類﨟黃龍型↓長尾尖葉櫧型↓相思樹型↓邊杉杉木型↓邊杉型

在虎子山及㎝島山地ú則諸﨟栓皮櫟型↓櫸型↓黃龍型〓 

 

壹↓  研究動機  

㌶↓ 樹木識別,2實用育林種㎞了心中的種子  

第㌶次㎝樹木識別及實習時 課堂㎝的 PPT 或樹木標本41的植物 讓べ們好

似霧裡看花越看越花 寒假的的苗栗獅潭和,3林場實習 讓原來在課堂㎝权权欲睡

時﨟現過的畫面憘都真實呈現在眼前〓在實用育林課程中ｼ灣森林植群帶的諸布↓

生育地因子↓人工林,2㋴然林的植相 讓べ們Pｼ灣森林的多樣性充滿許多,3趣,2

疑問 尤晥在樹木識別課程時老師所ú到的∩樟櫟群ｮ∧ 並且㌶直強調樟科,2殼斗

科植物非常 要 因為べ們現ゑ的苗栗從チ地到淺山地ú都是楠櫧林帶諸布的範

圍 心裡默默許㎞病機會要親自㌶È究竟〓 

琢↓ 森林人,2來自家鄉的使命  

病關苗栗地ú之植群研究或報告的資料竟然如袪少 又X㎝近來著ﾙ之新聞

∩ｼ 13線㎜義外環道新闢工程,2石虎保育之影響∧ 讓べ們發現開發P貨諸佈在苗

栗的植群確實病著相當大的影響 但面P土地利用在開發,2保育選擇時 開發利潤

病著諸多數據的支持 但默默站在土地㎝發揮水土保持↓調節氣候↓水源涵養等W

能森林植群們 卻只能接｣砍伐破壞的命運 貨是べ們決定站﨟來為∩他們∧做點

濯〓 

貳↓  研究目的  

㌶↓ P貨苗栗淺山做植群調查及諸類 藉袪建立苗栗地ú淺山㋴然林植群資料〓 

琢↓ P苗栗淺山地ú之森林做植群製圖 藉袪找﨟苗栗淺山地ú植群諸佈概況〓 

㎜↓ 列﨟苗栗淺山地ú之稀病植物,2植群 供植物資源保育的參考〓 

四↓ 研究結果,2⊃臺灣現生㋴然植群圖 ∪相較 找﨟苗栗淺山之潛在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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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測顢(50 m) 窆顢 樹徑尺 

   

地形圖 袘射影像圖 地圖 

   

簡易指Í針 羅狌儀 手持式 GPS 

   

望遠鏡 數ゅ照相機 桌㎝型電腦 

   

彩色雷射B表機 多變數統計 PC-ORD 5.0  (GIS)Arc-Ma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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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 文獻回顧 

相關貨苗栗淺山地ú植物資源調查研究病 憲德水庫 水ú次生林植群諸析之

研究 胡大中 2003 ↓泰安橫龍山地ú植群生態研究 鄭忠 2009 晥植群

諸類(圖 1)〓而植群資料建立的地點僅病㎜尖山↓揵卦力山↓橫龍山等地ú 故決定

樣ú劃設地點在仙山142神棹山↓馬拉邦山↓虎子山↓洗水山↓㎝島山↓司馬限(大湖

č㎝游č谷)等地(圖 2) 而目前㎝述地點尚無建立㋴然植群営礎資料〓 

 

圖 1. 苗栗淺山地ú前人諸類之植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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琢↓ 研究流程  

 

確 定 研 究 動 機 ↓ 目 的 ,2 範 圍 

利用 GIS進行航照圖初顣 

｢樣選擇,2｢樣方法 

樣ú設定 

外植群調顣 外調查  

植物介 資料蒐  

環境因子估測 

資料統計 製へ原始矩 表 

植群諸型È討植群,2環境間之相關性

(DCA↓TWINSPAN諸析結果) 

仙山142神棹山↓馬拉邦山↓虎子山↓洗水

山↓㎝島山↓司馬限等地 

㋴然林及人工林植群諸型 

製作植群檢索表 

顣製植群諸佈圖 

苗栗淺山地ú

稀病植物,2植

群之È討 

植群諸類結

果,2前人研

究之比較 

苗栗淺山地

ú㋴然林諸

佈概況

植群顣圖結果,2臺

灣現生㋴然植群圖

做P照 È討苗

栗淺山地ú之潛在

植群諸佈 

蒐 相關研究

文獻 

結論 

外

調

查

,2

室

愰

處

理 

諸

析

方

法

,2

結

果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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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設計,2方法 

(㌶) 以｢樣之方式得到植群愰部資料 建立初袽㋴然林植群諸類  

1. 預定樣ú(海拔高度窀 100m142 1500m之山ú)  

｢得仙山142神棹山↓馬拉邦山↓虎子山↓洗水山↓㎝島山↓司馬限等地之

等高線圖(1 25000)及航空照擐圖(1:10000) 並利用航空照擐圖針P㎝述地ú(圖

2)粗略設定樣ú地點 在預定樣ú時Ç主觀選擇法 㤗調查者選﨟晗代表性的

樣úX以調查(蘇鴻傑 1987)〓 

 
圖 2. 苗栗淺山地ú之㋴然林樣úゅ置圖 



6 

2. 劃設樣ú  

選定均質而晗代表性的樣ú 面頖 400m2(20m×20m或 10m×40m)(圖 3)〓 

  

20m×20m樣ú 10m×40m 樣ú 

圖 3. 因應不ﾘ地形而劃設之樣ú形狀 

3. 木本植物調查  

紀錄各樣ú愰所病胸高直徑(DBH) 超過 1cm以㎝之木本植物(圖 4)〓 

  

 

圖 4. 樹木胸徑的 測方法 摘自 臺灣現生㋴然植群圖 ,2實際操作 

4. 觀測及紀錄樣ú的環境因子資料  

(1) 海拔高度 

(2) 坡向 方ゅ係指樣ú不ﾘ方ゅ會Q143ę度↓日照↓濕度及土壤水諸之差 〓

以 1~16表示最乾到最濕↓用以表示相P水諸指標值 圖 5 蘇鴻傑 1987 〓 

 
圖 5. 根據方ゅ表示之相P水諸指標值 摘自 蘇鴻傑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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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坡度 

(4) 地形ゅ置 諸為 1-5級 第 1級為稜線 依次為㎝坡↓中坡(含支稜線)↓㎞坡↓

č谷(圖 6)〓 

 

  

稜線型樣ú ㎝坡型樣ú 

  

中坡型樣ú 支稜線型樣ú 

  

㎞坡型樣ú č谷型樣ú 

圖 6. 本次試驗不ﾘ地形之樣ú 

(5) 憘㋴光空域(WLS) 樣ú所在ゅ置㎝方之空域 經扣 ｣周圍地形地物遮蔽

的部份 所得之㋴空比例稱之(圖 7)〓 

(6) 直射光空域(DLS) ㌶年之中 ㋵陽在樣ú㎝空運行軌跡線所夾之㋴空面頖

扣 周圍地形遮蔽部份 所得之比例稱之(圖 7)〓 

(7) 含石率 石礫  25 cm之含量〓 

(8) 岩石率 石礫＞ 25 cm之含量〓 

(9) 地表裸露度(ground uncovered rate) 樣ú地表空隙面頖所佔的百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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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憘㋴光空域及直射光空域換算表 

 

5. 資料統計,2諸析 

(1) 要值指數(IVI)計算  

相P密度 = (某植物株數÷所病植物株數)×100% 

相P頻度 = (某植物頻度÷所病植物頻度總和)×100% 

相P優勢度 = (某植物胸高斷面頖÷所病植物胸高斷面頖總和)×100% 

要值指數(IVI) = 相P密度 +相P頻度 +相P優勢度 

(2) J IVI值用揵諸音級值轉Ìへ 10級 表 1 〓 

 

表1. 揵諸級值轉Ì表 

級值 IVI值 
 
級值 IVI值 

0 0 
 

5 4 ≤ X  8 

1 0 ≤ X  0.5 
 

6 8 ≤ X  16 

2 0.5 ≤ X  1 
 

7 16 ≤ X 32 

3 1 ≤ X  2 
 

8 32 ≤ X  64 

4 2 ≤ X  4 
 

9 64 ≤ X  100 

註 X為各植物在樣ú之數 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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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變數諸析 袽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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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琢) 根據植群外觀表現 利用植群調顣完へ苗栗淺山地ú之植群諸類,2製圖 程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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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 植群諸析,2諸型 

(㌶) ㋴然林植物調查結果 

本研究㋴然林共調查 41個樣ú 記錄蕨類植物 103種↓雙子葉植物 299種↓

單子葉植物 52種 共計維管龍植物種類 111科 262屬 454種(表 2)〓 

表 2. 調查樣ú植物物種科屬種統計表 

諸類群 科 屬 種 諸類群佔總種數% 

蕨類植物 26 44 103 23 

雙子葉植物 75 182 299 66 

單子葉植物 10 36 52 11 

合計 111 262 454 100 

 

(琢) 降趨P應諸析 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DCA  

本次調查㋴然林之ú域共計病 41 個樣ú 以 180 種木本植物經降趨P應諸析

後 琢個序列軸之長度諸別為 4.539↓4.461 所占之變異 61.9%↓6.9% 共佔憘

部變異 68.8%琢軸代表之植群變異 ,2生育地環境因子之變Ì病關 琢軸之樣ú

固病值,2九項環境因子之相關性 表 3 樣ú依晥序列諸數標示貨第㌶↓琢軸所

構へ之チ面圖 圖 8 〓,2第㌶軸呈顯著袘相關性者病地形↓含石率 而呈顯著

相關性者病直射光空域↓憘㋴光空域 ,2第琢軸呈顯著相關性者病坡度↓直射光

空域↓憘㋴光空域 晥中地形↓含石率↓地表裸露率為 相關〓 

表 3. 苗栗淺山地ú㋴然林植物社會之 DCA琢軸,2環境因子之相關係數表 

環境因子 第㌶軸 第琢軸 

坡度 -0.081 0.458** 
坡向 -0.116 -0.183 
地形 0.696** -0.417** 
含石率 0.465** -0.42 
岩石率 0.297 -0.298 
地表裸露率 -0.024 -0.352* 
海拔 0.307 -0.007 

憘㋴光空域 WLS%  -0.563** 0.372* 
直射光空域 DLS%  -0.547** 0.429** 

軸長 4.539 4.461 
變異  0.619 0.069 

註 Ç用 pearson檢定   ** P  0.01    *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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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苗栗淺山地ú植群 DCA諸佈序列之第㌶軸,2第琢軸諸布圖 

註  

1. 圖中 1 仙山↓2 神棹山↓3 馬拉邦山↓4 司馬限↓5 洗水山↓6

虎子山↓7 ㎝島山 

2. í↓長尾尖葉櫧型 ía↓捲斗櫟 腳楠亞型 íb↓ⓗ點櫻伕 黃龍亞

型 ß↓黃龍型 ç↓大葉楠型 Ç↓九芎型 Ça↓山黃麻 長梗紫

麻亞型 Çb↓窆皮 ㎜斗石櫟亞型 Ñ↓栓皮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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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後龍č中㎝游 水ú楠櫧林帶 TWINSPAN諸類 

 

í 
ß ç 

ñ 
Ñ 

ía íb ña ñb 

      1  4  
 

1 1 2 2 2 3 3 1 1 3 1 2 3 2 2 1 1 3 4 1 1 2 3 2 3 2 2 3 3 3 

8 9 3 1 4 6 1 2 0 7 5 2 0 0 1 2 8 9 8 9 1 5 6 7 3 4 3 4 3 1 6 7 5 6 9 2 7 8 0 4 5 

大葉偑櫧 2 4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捲斗櫟 5 4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過花 4 3 4 - - - - - 3 - - - - 1 - - - 3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梅 3 2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點櫻伕 - - 1 2 - - 4 2 3 1 3 3 3 4 4 5 - 2 4 5 - 5 2 - 5 6 3 2 - 1 4 4 - - - - - - - - - 

錐果櫟 - 1 4 5 3 2 1 3 3 - 3 3 - 5 4 4 4 6 5 - 5 5 - 4 - - - 3 - - - - - 6 - - - - - - - 

ｼ灣糊樗 - - 1 1 - 3 2 - 1 - 4 1 1 - - 1 - - 2 2 3 - 1 - - - - - - 2 3 - 3 - 2 - - - - - - 

長尾尖葉櫧 4 3 1 3 6 6 3 5 6 5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葉赤楠 3 5 4 4 4 4 4 4 4 2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黃 3 4 1 4 5 5 3 5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伋 - - - 1 - - - - 1 - - - - 2 2 4 4 4 4 3 5 1 3 2 3 2 1 1 - - 3 1 - - - - - - - - - 

烏心石 - - - - - - - 2 2 1 5 3 - 1 3 3 4 2 2 2 4 2 3 3 2 - 1 3 - 1 1 - 3 2 2 - - - - - - 

厚殼伋 - - - - - - - - - - 2 4 - - - 1 - - - - - - 3 - 1 2 4 5 - 5 - 5 - - - - - - - - - 

大葉楠 1 - - - - - - - - - 1 2 - - - - - - 2 - - - - - - - 5 5 4 5 3 3 - - - 5 - 3 1 - 1 

五掌楠 - - - - - - - - - - - 3 - - - 2 - - - - - - - - - - 1 4 4 2 3 - 2 - 5 6 - - - - - 

窆皮 2 - - 2 - 3 3 - - - 3 2 3 1 - - - - - - - - 4 1 3 3 - - 3 - - 1 3 - 5 - 4 - - - - 

黃龍 - 5 3 4 3 5 6 4 3 3 5 4 6 5 3 4 5 3 5 6 4 1 5 4 2 - - - 4 1 2 5 4 3 2 - 2 - - - 5 

玉山紫金牛 - - - - - - - - - - - - - 2 1 3 1 - 1 3 2 4 2 1 3 3 - - - - 2 1 5 1 3 2 - - - 4 3 

山黃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5 2 - - 

九芎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4 1 - - 4 - 4 1 2 5 4 - - 

石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2 - 1 - 3 3 - 4 2 - 1 

血藤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1 - - - 3 - - - 3 - - 3 4 5 4 3 - 1 

ｼ灣 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 - - 1 4 3 6 - - 

菊花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 2 1 4 3 - 2 

鬼石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 5 4 - - 

長梗紫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 - 1 - 1 3 - 3 3 5 6 - 2 

栓皮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4 

櫸 - - - - - - - - - - - 4 - - - - 5 - - - - - - 6 - - - - 5 - - - - - - 5 - - - 5 4 

青剛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5 - - - - - - - - - 6 4 

阿 山千金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2 4 - 

俄氏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4 - 

山黃梔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 

註 劃底線為特徵種 

 

植 群 型 
樣 
ú 
編 
號 

植 
物 
ﾙ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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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群諸型結果 

本研究ú域之原始資料經參考降趨P應諸析 DCA 之結果及雙向指標種諸析

法 TWINSPAN 表 4 依特徵種在樣ú中﨟現的忠誠度J植物社會諸群 J植

物社會諸へ為 5個植群型及 4個植群亞型〓學ﾙ參考 Flora of Taiwan 6 各植群型

命ﾙ原則以特徵種在前 優勢種在後的方式命ﾙ〓茲J諸類結果諸述如㎞  

 

植群型,2ù述 樣ú外貌 
1. 長尾尖葉櫧型 

Castanopsis cuspidata var. carlesii type  
地點 仙山142神棹山 
海拔 752~966 m 
地形 稜線↓㎝坡 
特徵種 長尾尖葉櫧 
㎝層優勢種 腳楠↓黃龍 Engelhardia 
roxburghiana ↓長尾尖葉櫧↓長葉木薑子

Litsea acuminata ↓錐果櫟 Cyclobalanopsis 
longinux  
 
依物種組へ之變異又ｻ諸へ 2亞型諸別為  
 

(1)捲斗櫟 腳楠亞型 
Cyclobalanopsis pachyloma-Machilus 

thunbergii subtype  
地點 神棹山 
海拔 752~759m 
地形 稜線 
特徵種 捲斗櫟↓大葉偑櫧 Castanopsis 
kawakamii  
㎝層優勢種 腳楠↓捲斗櫟↓火燒柯

Castanopsis fargesii ↓大葉偑櫧〓 
 
 

(2)ⓗ點櫻伕 黃龍亞型 
Prunus phaeosticta-Engelhardia 

roxburghiana subtype  
地點 仙山 
海拔 843~966 m 
地形 ㎝坡↓稜線 
特徵種 ⓗ點櫻伕↓錐果櫟 
㎝層優勢種 腳楠↓長尾尖葉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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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群型,2ù述 樣ú外貌 
2. 黃龍型 

Engelhardia roxburghiana type  
地點 仙山↓神棹山↓馬拉邦山↓司馬限↓

㎝島山 
海拔 675~1,405 m 
地形 ㎝坡↓稜線 
特徵種 香伋↓烏心石 Michelia compressa
㎝層優勢種 黃龍↓長葉木薑子 
 

 

 

3. 大葉楠型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type  

地點 仙山↓馬拉邦山↓虎子山↓洗水山↓ 
司馬限 

海拔 757~1,420 m 
地形 ㎝坡↓中坡↓č谷 
特徵種 大葉楠↓厚殼伋 Cryptocarya 
chinensis  
㎝層優勢種 大葉楠↓長葉木薑子↓㎜斗石

櫟 Lithocarpus hancei var. ternaticupula  
 

 

 

4. 栓皮櫟型 
Quercus variabilis type  

地點 虎子山 
海拔 1,139~1,240 m 
地形 支稜線地形 
特徵種 櫸 Zelkova serrata ↓栓皮櫟↓阿
山千金榆 Carpinus kawakamii  
㎝層優勢種 櫸↓栓皮櫟↓長葉木薑子↓黃

龍↓阿 山千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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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群型,2ù述 植群外貌 
5. 九芎型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type  
地點 司馬限及洗水山 
海拔 863~1,1686 m 
地形 č谷↓中坡 
特徵種 九芎↓血藤 Mucuna macrocarpa ↓
鬼石櫟↓菊花木 Bauhinia championii  
㎝層優勢種 ㎜斗石櫟↓九芎 
 
 
依物種組へ之變異又ｻ諸へ 2亞型諸別為  
 

(1)窆皮 ㎜斗石櫟亞型 
Styrax suberifolia-Lithocarpus hancei var. 

ternaticupula subtype  
地點 司馬限及洗水山 
海拔 863~1,098 m 
地形 č谷↓中坡 
特徵種 窆皮 
㎝層優勢種 ㎜斗石櫟↓瓊楠↓長葉木薑子↓

九芎↓黃龍〓 
 
 

 
(2)山黃麻 長梗紫麻亞型 

Trema orientalis-Oreocnide pedunculata 
subtype  
地點 司馬限 
海拔 1,070~1,168 m 
地形 č谷 
特徵種 山黃麻 
㎝層優勢種 九芎↓ 腳楠↓ｼ灣 楠↓鬼

石櫟↓山黃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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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植群檢索表製作 

J苗栗淺山ú域之㋴然林植群社會依晥地形↓特徵種↓坡度之差異 建立不齊

頭檢索表 表 5 以利 外調顣時檢測㋴然林諸佈ゅ置以及辨識㎝層優勢樹種之

依據〓 

 

表 5. 苗栗淺山ú域之㋴然林植群檢索表 

1. 多諸佈貨中坡(支稜線)142稜線 

2. 諸佈貨㎝坡142稜線或支稜線 

3. 﨟現貨㎝坡及稜線 特徵物種為長尾尖葉櫧↓大㍑黃….................長尾尖葉櫧型 

4. 僅﨟現貨稜線 特徵物種為捲斗櫟↓大葉偑櫧…………捲斗櫟 腳楠亞型 

4. 諸布貨㎝坡142稜線 特徵物種為錐果櫟↓ⓗ點櫻伕……ⓗ點櫻伕 黃龍亞型 

3. 﨟現貨支稜線 特徵物種為櫸↓栓皮櫟↓青剛櫟………………………..栓皮櫟型 

2. 多諸佈貨中坡 特徵物種為香伋↓烏心石………………………………………黃龍型 

1. 多諸佈貨中坡142č谷 

2. 諸佈貨中坡142č谷 特徵物種為厚殼伋↓大葉楠……………………………大葉楠型 

2. 諸佈貨č谷 特徵物種為菊花木↓血藤↓ｼ灣 楠…………….....................九芎型 

3. 坡度 15~26% 特徵物種為窆皮↓黃龍…………………........窆皮 ㎜斗石櫟亞型 

3. 坡度 7~9% 特徵物種為山黃麻…………………............山黃麻 長梗紫偒麻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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琢↓ 植群顣圖 

本研究植群調顣地點因時間↓經費↓人力不足之情況㎞故未包括植群調查地點

洗水山↓司馬限戓處 故無調顣﨟九芎型林相〓茲J 外調顣之へ果顣製へ林相圖(圖

9↓圖 10↓圖 11↓表 6)而顣製時不足 0.1摠頃則不顣製植群型 故植相諸類結果ｻ

諸へ長尾尖葉櫧型↓黃龍型↓大葉楠型↓櫸型↓栓皮櫟型等 5個㋴然林相 相思樹

大葉楠型↓櫸型等 2個人工次生林相及櫸型↓邊杉杉木型↓邊杉型↓相思樹型↓

千ツ桐型↓伋竹型等 6個人工林型〓 

 

圖 9. 仙山142神棹山現生植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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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馬拉邦山現生植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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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l. 虎子山及㎝島山現生植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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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苗栗淺山地ú植群型相,2袘攝影像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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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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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淺山地ú植群圖總面頖窀為 404.68摠頃而各林型所占面頖(表 7) 在㋴然林

型方面以長尾尖葉櫧型面頖 85.68摠頃最大 最R者為栓皮櫟型晥面頖僅病 2.69摠

頃 人工次生林型以櫸型面頖為 22.26摠頃 人工林型方面 以櫸型所占面頖 143.25

摠頃最大〓 

 

表 7. 苗栗淺山地ú植群諸佈地點,2面頖 

林型 植群型ﾙ稱 面頖(ha) 地點 備註(ha) 

㋴然林 

長尾尖葉櫧型 85.65  仙山至神棹山 85.65  

153.45  

黃龍型 22.94  

㎝島山 4.59  

仙山至神棹山 8.76  

馬拉邦山 9.58  

大葉楠型 28.82  
仙山至神棹山 6.04  

馬拉邦山 22.78  

櫸型 13.35  
虎子山 7.34  

㎝島山 6.01  

栓皮櫟型 2.69  虎子山 2.69  

人工次生林 
相思樹 大葉楠型 0.88  仙山至神棹山 0.88  

23.14  
櫸型 22.26  ㎝島山 22.26  

人工林 

櫸型 143.25  
虎子山 124.76  

228.10  

馬拉邦山 18.48  

邊杉↓杉木型 37.18  仙山至神棹山 37.18  

邊杉型 17.53  

虎子山 1.49  

仙山至神棹山 15.46  

馬拉邦山 0.58  

相思樹型 16.37  仙山至神棹山 16.37  

千ツ桐型 10.27  
虎子山 2.36  

仙山至神棹山 7.91  

伋竹型 3.49  馬拉邦山 3.49  

面頖總計 4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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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 植群諸類結果,2前人研究之比較 

本研究諸類之結果,2前人研究諸類之植群型相較(表 8) 本研究新諸類﨟之捲斗

櫟 腳楠亞型↓九芎型↓栓皮櫟型等 因組へ物種,2前人研究之植群之組へ物種

相異大如捲斗櫟 腳楠亞型之代表物種捲斗櫟↓九芎型之代表物種鬼石櫟↓栓皮

櫟型之代表物種栓皮櫟 故視為本研究在袪次調查中所發現之新植群〓 

 

表 8. 後龍č中㎝游 水ú植群諸類結果,2前人研究植群型P照表 

本研究諸類之結果 後龍č前人研究植群型 

長尾尖葉櫧型 

捲斗櫟 腳楠亞型 無 

ⓗ點櫻伕 黃龍亞型 
大憲橘 長尾尖葉櫧型 胡大中 2003  
厚殼伋 腳楠型 胡大中 2003  

九芎型 無 

黃龍型 ⓗ點櫻伕 長葉木薑子亞型 鄭忠 2009  

大葉楠型 

ⓗ點櫻伕 大葉楠亞型 鄭忠 2009  
ⓗ點櫻伕 ｼ灣山香42亞型 鄭忠 2009  
瓊楠 長梗紫麻亞型 鄭忠 2009  
澀葉榕 大葉楠亞型 胡大中 2003  

栓皮櫟型 無 

櫸型 櫸型 鄭忠 2009  

無 
千ツ桐 大葉楠亞型 胡大中 2003  
窆皮 鵝掌邊亞型 胡大中 2003  
青剛櫟 鵝掌邊亞型 胡大中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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琢↓ 苗栗淺山地ú稀病植物,2植群之È討 

根據調查及蒐 之植群資料中 依據 IUCN P稀病植物等級之評估準則 目前

後苗栗淺山地ú屬稀病及瀕C植物者病(表 9) 屬極C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

等級者病 1 種 諸別為 多溝樓梯草 Elatostema multicanaliculatum 〓屬瀕C

Endangered, EN 等級者病 1種 諸別為 牛樟 Cinnamomum kanehirae 〓屬易

C Vulnerable, VU 等級者病病 2種 諸別為 苗栗 Dumasia miaoliensis ↓

ｼ中假土茯苓 Heterosmilax seisuiensis 〓屬接近｣威脅 Near Threatened, NT 等

級者病病 5 種 諸別為 阿 山û大W勞 Mahonia oiwakensis ↓ｼ灣金線蓮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42葉裂緣花 Shortia rotundifolia  var. subcordata ↓

ｼ灣鷗蔓 Tylophora taiwanensis ↓土肉伋 Cinnamomum osmophloeum 〓 

 

表 9. 苗栗淺山地ú稀病及瀕C維管龍植物表 

植物ﾙ稱 
諸布 

地ú 

保育 

等級 
植群型 

Elatostema multicanaliculatum 多溝樓梯草 馬拉邦山 CR 大葉楠型 

Cinnamomum kanehirae  牛樟 洗水山 EN 大葉楠型 

Dumasia miaoliensis 苗栗  司馬限 VU 九芎型 

Heterosmilax seisuiensis ｼ中假土茯苓 仙山↓馬拉邦山 VU 黃龍型↓大葉楠型 

Mahonia oiwakensis 阿 山û大W勞 司馬限 NT 九芎型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ｼ灣金線蓮 仙山 NT 長尾尖葉櫧型 

Shortia rotundifolia  var. 

subcordata 

42葉裂緣花 仙山 NT 長尾尖葉櫧型 

Tylophora taiwanensis ｼ灣鷗蔓 仙山↓馬拉邦山 NT 長尾尖葉櫧型 

Cinnamomum osmophloeum 土肉伋 仙山↓馬拉邦山↓司馬限↓

虎子山↓㎝島山 

NT 長尾尖葉櫧型↓黃龍

型↓栓皮櫟型 

以稀病及瀕C植物的諸布數 來排序 以長尾尖葉櫧型含病 4 種為最多〓晥中

多溝樓梯草↓牛樟及苗栗 因族群數 稀少 故在保育㎝病迫諶之需〓 

本研究貨虎子山海拔窀 1,200 m 之支稜線發現大 栓皮櫟族群 栓皮櫟型在苗

栗淺山地ú見貨汶水č支流馬蕫č之虎子山↓橫龍山 忳代安定(1915)∩病用植物

栽二十調查復命書∧曾記錄苗栗縣卓蘭鎮愰灣地ú窀病 8萬 1千多株之栓皮櫟原生林〓

本研究貨汶水č㎞游之42ⓘ島 ,2č床落差窀 40 m 晥海拔高窀 410 m 發現苗栗

地ú諸佈海拔最ょ栓皮櫟植群 圖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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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苗栗淺山地ú栓皮櫟植群諸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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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群顣圖結果,2臺灣現生㋴然植群圖 做比較 È討苗栗淺山地ú之植群諸佈 

本研究,2⊃臺灣現生㋴然植群圖 ∪(以㎞簡稱為臺灣國家植群作)相較(表 10)

臺灣國家植群在仙山地ú並無植群諸類資料 而本研究則諸﨟黃龍型↓長尾尖葉櫧

型↓相思樹型↓邊杉杉木型↓邊杉型〓在虎子山地ú 臺灣國家植群J植群僅諸へ

人工,2次生戓大部份 本研究則發現㋴然林之栓皮櫟型,2櫸型〓在㎝島山地ú 臺

灣國家植群無㋴然林諸布 但本研究則諸﨟櫸型↓黃龍型等㋴然林 在原臺灣國家

植群所劃之人工林 經本研究實際調查已﨟現大 如山黃麻及樟科植物而晥林相不

再單純 故建議劃諸へ櫸型之次生林較為妥當〓臺灣國家植群在馬拉邦山地ú所劃

之次工林 本研究則在實際觀察林相後 為仍然是單純之人工林櫸型〓 

 

表 10. 苗栗淺山地ú現生植群,2臺灣現生㋴然植群之諸佈比較 

地

點 
植群 臺灣國家植群 本研究植群 

仙
山
142
神
棹
山 

㋴然林 無 黃龍型↓大葉楠型↓長尾尖葉櫧型 

次生林 ㎞部山地-ょ地次生常綠闊葉林 相思樹-大葉楠型 

人工林 人工林↓竹林 
相思樹型↓邊杉杉木型↓邊杉型↓千ツ

桐型 

晥他 ㎞部山地-ょ地岩壁及碎石坡植群↓耕地 無 

虎
子
山 

㋴然林 ㎞部山地-ょ地闊葉灌ｮ 栓皮櫟型↓櫸型 

次生林 ㎞部山地-ょ地次生常綠闊葉林 無 

人工林 人工林 千ツ桐型↓杉木型↓櫸型 

晥他 ㋴然裸露地↓水域↓㎞部山地-ょ地草本植群 無 

㎝
島
山 
㋴然林 無 櫸型↓ 黃龍型 

次生林 ㎞部山地-ょ地次生常綠闊葉林 櫸型 

人工林 人工林↓竹林 無 

晥他 水域 無 

馬
拉
邦
山 

㋴然林 山地常綠闊葉林↓㎞部山地常綠闊葉林 大葉楠型↓黃龍型 

人工次生

林 
㎞部山地-ょ地次生常綠闊葉林 無 

人工林 人工林↓竹林 邊杉型↓伋竹型↓櫸型 

晥他 ㋴然裸露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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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 ㋴然林共調查 41 個樣ú 記錄蕨類植物 103 種↓雙子葉植物 299 種↓單子葉植物

52 種 共計維管龍植物種類 111 科 262 屬 454種〓 

琢↓ ㋴然林利用晥中 180種木本植物及地形↓憘㋴光空域↓直射光空域↓含石率↓坡度↓

坡向等環境因子進行植群諸析(DCA↓TWINSPAN) 晥結果大143ｻ諸﨟 5個植群型及

4 個植群亞型〓晥結果為 長尾尖葉櫧型(捲斗櫟 腳楠亞型↓ⓗ點櫻伕 黃龍亞

型)↓黃龍型↓大葉楠型↓九芎型(窆皮 ㎜斗石櫟亞型↓山黃麻 長梗紫麻亞型)↓栓

皮櫟型〓 

㎜↓ 本研究J植群調顣地點仙山142神棹山↓馬拉邦山↓虎子山↓㎝島山等地 顣製へ林相

圖晥植相諸類結果ｻ諸へ 5 個㋴然林相(長尾尖葉櫧型↓黃龍型↓大葉楠型↓櫸型↓

栓皮櫟型)↓2個人工次生林相(櫸型↓相思樹 大葉楠型)及 6個人工林型(櫸型↓邊杉

杉木型↓邊杉型↓相思樹型↓千ツ桐型↓伋竹型)〓㋴然林部諸,2植群諸類結果㌶143

而在虎子山及㎝島山調顣時增X櫸型 但因時間↓人力↓經費因素無法調顣司馬限故

無九芎型〓建議未來ｻ針P司馬限↓㎜尖山↓揵卦力山等地ú做植群調顣 以完善苗

栗淺山地ú之植群型〓 

四↓ 本研究所劃諸之捲斗櫟 腳楠亞型↓九芎型↓栓皮櫟型等 因組へ物種,2前人研究

之植群之組へ物種相異大如捲斗櫟 腳楠亞型之代表物種捲斗櫟↓九芎型之代表物

種鬼石櫟↓栓皮櫟型之代表物種栓皮櫟 故視為本研究在袪次調查中所發現之新植群〓 

五↓ 苗栗淺山地ú屬稀病及瀕C植物者病 多溝樓梯草屬極C等級 CR 者病 1 種 牛

樟屬瀕C等級 EN 者病 1種 苗栗 ↓ｼ中假土茯苓等 2種屬易C等級 VU 〓

另外本研究貨虎子山海拔窀 1,200 m及汶水č㎞游之č床中央高地海拔高窀 410 m

發現之栓皮櫟型在後龍č流域中屬貨相當罕見之植群〓目前該尚無保護ú或晥他相關

保育措過 建議X強保育過措並做長期性環境,2生態變Ì之㹠控〓 

撝↓ 本研究,2臺灣國家植群相較之結果 臺灣國家植群在仙山地ú無植群諸類資料 而本

研究則諸﨟黃龍型↓長尾尖葉櫧型↓相思樹型↓邊杉杉木型↓邊杉型〓在虎子山及㎝

島山 臺灣國家植群無㋴然林 本研究則在諸﨟栓皮櫟型↓櫸型↓黃龍型等㋴然林〓

臺灣國家植群在馬拉邦山地ú所劃之次工林 本研究 為仍然是人工林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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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評語た091406  

1. 本研究以苗栗淺山地區之植群進行實地調查，建立植群分類基

本資料，研究主題及成果深具鄉土性。 

2. 實驗內容充實並能具體完成。 

3. 實驗方法之創新性仍有提昇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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