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一 
 

  教育部九十一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   
 

計 劃 名 稱：三峽滿月圓蝴蝶資源及生態教育推廣之研究 
主   持  人：江寶媚 
執 行 單 位：台北市立民族國中 
 

一、計畫目的：  

蝴蝶屬於節肢動物、昆蟲綱之鱗翅目。是完全變態的昆蟲，換言之，其
一生需經過卵期→幼蟲期→蛹期→成蟲期等四階段之歷程。目前台灣已記錄
的蝴蝶種類約近400種，以台灣這塊小島面積而言，遠超過亞洲其他地區，
因而被喻為『蝴蝶王國』。然而隨著都市化的迅速及擴散，許多農田、原野、
甚至森林已遭砍被開闢為聚落，導致生態棲地遭受破壞，威脅蝴蝶及其他動
植物的生存。另外，過去台灣地區對於地區性的蝴蝶調查資料相當缺乏，因
此，本研究希望藉由九個月的實地深入的調查研究，做為蝴蝶生態保育教育
推廣工作，盡一己之力。 

 
本研究計劃目的如下： 

1. 了解滿月圓地區的蝴蝶及相關的生態資料 
2. 建立蝴蝶的區域性鄉土教材資料 
3. 透過研究資料做為推廣保育工作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時間：91年4月份至91年12月份。上午8：30∼11：30。 

2. 研究範圍：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分為主步道、健行步道、自導 

式步道及滿月圓瀑布區。 

3. 研究方法： 

a. 文獻探討 

b. 實地調查 

c. 生態攝影記錄 

d. 利用Thomas所記載的方式，採穿越線調查法（Transect line  

method），每月一次，遇下雨時該次調查資料則視為無效。每次紀

錄係沿者特定路線已固定腳程前進，前方及兩側眼力所看到的蝶種、

數量及相關行為資料加以紀錄。 

ｅ. 腐果誘集法，選定一處於調查前二天放置腐果，以引誘蝴蝶前來吸

食，以補上項方法之不足。惟效果不佳，從9∼12月份則停止用此方

法。 



f. 教材編輯－戶外教學手冊 

三、研究成果 

1. 蝶相組成 

a. 共紀錄 11科 86種 2109隻次蝴蝶，包括鳳蝶科 11種，粉鳳蝶科 7

種，斑蝶科9種，蛺蝶科25種，蛇目蝶科9種，小灰蝶科11種，

弄蝶科10種，其他各1種（包括：銀斑小灰蝶、台灣小灰蛺蝶、環

紋蝶即長鬚蝶）【圖1】。如依面積計，每平方公里之蝶種約5.5種。 

2. 蝶相月變動 

各科蝶種變化在8-55種之間，其中以6月份的55種最高，而以12月份

的8種為最低；同時發現從6-10月份，除了9月外，皆超過37種以上

（圖2），顯示這段期間是蝴蝶最活躍的季節。 

3. 蝴蝶隻次 

此與過去報告中（2000年）全年中以7月份數最高，次為10、11月份。

換言之，一年中有兩個高峰期；本次的研究中，從4∼8月份均有200隻

次以上蝴蝶記錄，以 6月份的588隻次最高量，在 9月份則降到72隻次，

即使10、11月份也沒有超過200隻次以上的記錄；12月份只有28隻次

的記錄【表1】，這數量與往年調查相吻合，可見與冬季低溫有關。 

4. 環境變化：在進行研究前，樣區環境遭逢天災，研究區內前年受象神風

災之影響，多處坍方。今年大勢整修，包括蚋仔溪河床的整修工程、瀑

布區步道的舖設、滿月圓瀑布旁的平台及水泥欄杆的重新修護、距入口

處約30公尺綠竹林的大片路基坍塌。如今已將整片坡地用鋼筋水泥加高

護坡。此天災加人為整修活動，是否會干擾區內蝴蝶活動造成不利之影

響。由結果顯示，在這段研究期間，確實發現比起往年的調查記錄有較

少的蝴蝶在此活動。 

 

四、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 各科蝶種以4-10月份是賞蝶最理想的時機。 

2. 本區沿溪流的主步道極適合開闢為蝶道，特別是青斑鳳蝶屬家族，正如

5月的陽明山青斑蝶季活動，吸引眾多的遊客加入護蝶愛蝶的行列。本

區也有此條件，約6∼7月份均極理想的規劃時間。 

3. 可規劃在開闊處摘種適當的蜜源植物，且高度要適切並符合民眾賞蝶之

最佳角度；惟較高大的木本植物可種於較低? 處或設瞭望台並將其架

高，以利遊客觀察。 

4. 在定期除草管理方面，應設有專負責管理制度，可用區塊輪流方式修剪，

並對於開過花或因過長的植株妨礙遊客者，得隨時留意並修剪。 

5. 各月份代表性蝶種及特有種，可做為賞蝶及遊客解說教育之活動，並配

合季節設立活動的解說告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