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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一）擬解決問題 
1.全程目標 

本計畫全程目標即為取得苔蘚與不同疏伐柳杉林環境間的生態相關資料，

進而策略性地找出具有長遠指標性苔蘚物種與對應柳杉林之間的關係。 
由於苔蘚植物體形微小，對微棲地及生育基質的變化異常敏感，因此苔蘚植

物的壽命與其上之生育基質、棲地的壽命及微環境有密切的關係。柳杉的樹皮及

林地環境對有些苔蘚物種異常敏感，有些則容忍度很強。藉著這些物種的生活策

略頻譜，找出他們之間的指標性關係。以作為未來台灣人工林生態系經營符合林

業永續經營的參考。  
 

2.本年度計畫緣起 
根據上年度的研究結果顯示，柳杉樹上與地表上苔蘚植物優勢種的覆蓋度及

物種組成會隨著微氣候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本年度的計畫將針對柳杉樹上 2 m 以

下的苔蘚優勢種覆蓋度及物種組成，連同該株為圓心、2 m 為半徑的圓形地表面

積上苔蘚優勢種覆蓋度及物種組成進行調查。 
 

3.本年度計畫目標 
   對不同疏伐程度的林內、森林及疏伐後之破空交接處與破空處中央，針對柳

杉樹幹 2 m 以下及樹幹方圓 2 m 半徑的地表，進行苔蘚物種垂直及水平分佈與物

種組成的調查。期能找出最便捷的方法及指標性物種，能反應苔蘚物種多樣性與

柳杉疏伐程度之間的關係。 

 
（二）重要工作項目 
  1. 擬解決問題 

     希望能早一點知道柳杉疏伐方式及地被植物的清除程度。 

  

  2. 研究方法 

   (1) 未疏伐前 

       林內中央及林緣各選一棵柳杉調查柳杉樹幹 2 m 以下及樹幹方圓 2 m 半 

       徑的地表與林緣外破空處的地表，進行苔蘚物種垂直及水平分佈與物種 

       組成的調查。 

 

   (2) 疏伐後 

       對不同疏伐程度的林內、森林及疏伐後之破空交接處與破空處中央，針 



       對柳杉樹幹 2 m 以下及樹幹方圓 2 m 半徑的地表，進行苔蘚物種垂直及 

       水平分佈與物種組成的調查。 

    

   (3) 結果分析及討論 

 

   (4) 結論 

 
 
（三）執行程序 
  1. 文獻回顧 
 
  2. 不同疏伐程度的苔蘚調查 

    
   3. 結果分析比較  
  
  4. 建議 

 
（四）預期效益 
  1. 預期結果 
   (1) 土生苔蘚的物種與樹生苔蘚的物種只有極少部份會相同，大部分的物種 
       都不相同。 
   (2) 地上的微氣候變化會比樹上的微氣候變化還要顯著。 

   (3) 由於疏伐或破空地表棲地多樣性的增加及微氣候的變化比較強烈，所以 
       土生苔蘚遷出遷入的情形會比樹生苔蘚還要顯著。 
   (4) 根據上年度的普查結果顯示，土生苔蘚得種類比樹生苔蘚還要多。 
   (5) 疏伐程度越大(例如疏伐 50 %)，土生苔蘚的物種較偏向陽性苔蘚；反之，   
       疏伐程度越小(例如疏伐 25 %及未疏伐)，土生苔蘚的物種較偏向陰性。 
   (6) 地被植物的高度及疏密程度也會影響土生苔蘚植物的物種及覆蓋度。地 
      表植物越密，土生苔蘚的種類較少。因此，影響苔蘚植物的多樣性，除了 
      柳杉林的疏伐程度不同外，地表植物的高度及疏密程度也會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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