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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和明

從食物鏈階層談

植物保育
近年來林務局與國內保育單位所推行的綠網計畫與里山倡議，

是在沒有適當植物保育法規保護前，

保育這些位處保護區外受脅植物的重要方法，

也是以生態系與食物鏈網絡基礎進行物種保育的健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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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

唯有愈多樣的綠色植物所建構的棲地環境，

才能容納與維持愈多樣的生物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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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植物做為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一部

分，它們的樣態看似靜止，因而常常被當

做「背景」而忽視，它們的重要性與珍貴

性也就一起被忽略了。做為地球上主要的

生產者，綠色植物（特別是具有輸導組織

的維管束植物）的生物量確實遠比消費者

（如草食性或肉食性動物）來得多許多，也

因此為生態系的食物鏈網絡樹立了穩固的

基礎，穩定且緊密連結整個生態系中的所

有生物類群。

然而這種維穩整個生態系的生產者角

色，並不是單一或少數種類的植物能擔負

得起，而必須由眾多的維管束與非維管束

植物共同擔當。也唯有愈多樣的綠色植物

所建構的棲地環境，才能容納與維持愈多

樣的生物類群。  
珍稀野生物保育的觀念在近代逐漸

被認同後，國際上重要保育團體如國際

自然保護聯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
會（WWF）等，陸續提出許多亟待保護
的物種名單。在初期，這些名單都以大型

動物為主，牠們除了體型大而受矚目外，

許多物種的消費位階更是位於食物鏈網絡 

金字塔的最頂端，族群數量本就稀少，因

此很容易理解牠們何以會優先列名在首幾

批的保護名單中。

隨著時間推演，物種保育名單中開始

出現了綠色植物，特別是那些孑遺或易遭

受人類採栽的類群。然而相對於數量龐大

的植物種類，列名保育清單的植物物種數

仍屬鳳毛麟角，人類對植物所投注的努力

與保育資源也微不足道。相對地，在同一

時期逐漸發展的另一種保育機制─設置保

護區，則可說是較為經濟又有效的方法，

短時間內便保護了為數眾多的植物種類。

設置足夠面積的保護區讓我們可以盡

可能完整地把特定生態系及生存其中的生

物類群保留下來，這樣的保護區除了保育

最大的生物多樣性外，完整且健康的生態

系更能調適因極端氣候或環境變遷所帶來

的衝擊。由於人類族群數量快速增加，許

許多多的荒野地都因為人的需求而改變樣

貌，或鏟除地表開採礦石，或整地開發成

都市或工業區，即使是維持綠色樣貌，大

多數也只是單調貧乏、單一作物集約式耕

作的農耕地、牧地或林地。  

台灣油杉原是文資法保護的珍稀植物，今年 4月已
公告解編，不再受文資法保護。（圖片來源：朱恩良）

蘭嶼羅漢松因樹型優美雅緻，野外個體多數被採栽

做為景觀樹種。（圖片來源：朱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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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除了保育最大的生物多樣性外，

完整且健康的生態系更能調適因極端氣候或環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大多數蘭科植物都面臨巨大的採集壓力，寶島喜普

鞋蘭就是其中之一。（圖片來源：朱恩良）

台灣破傘菊是台灣特有種植物，生育地屬於常遭受

人為干擾的里山地景，族群無法擴大的原因至今仍

不明。（圖片來源：朱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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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同程度的棲地改變，幾乎完全破壞

了原來的生態系，當然也毀壞了其中的食物鏈

網絡。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漸漸地，

在許多國家中，有限的保護區成了野生物最後

的諾亞方舟。

和動物一樣，許多受到關注的植物種類

也會因為潛在的經濟利益而遭大量採伐，但和

動物不一樣的是，絕大多數植物都定植於某一

處，因此可以更容易地定位而被尋獲與盜採。

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這些物種即使是生長在

保護區內，仍可能成為盜伐者的下手目標。當

這些特定種類的基礎生產者自生育地中移除消

失，看似無損原有的生態體系，實際上卻會使

得整個生態系中的食物鏈網絡因這些物種的缺

損而變得脆弱，減損了對極端氣候或環境變遷

的應變調適能力。

為了因應保護區的不足，經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各會員國政府簽署並自 1975年起生效
的國際公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

約（CITES），希望透過對野生物進出口的適
當管制，確保野生動植物的國際貿易行為不會

危及這些物種族群的永續存活，特別是各國的

或世界性的珍稀野生動植物。世人都期望藉由

CITES這樣的國際公約與各國國內的保育法規
共同管理，能減少瀕危物種因人為的盜獵與過

度利用而族群絕滅的機率。當然，最好是不再

有物種滅絕事件的發生。

和全球的趨勢一樣，野生植物的保育在台

灣也一直落後於野生動物。相對於野生動物，

受到國家法律直接指名保護與保育的台灣野生

植物，一直以來都是稀少與不足的。依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文資法），民國 77年農委會公告
了 11種保護的珍稀植物，而後陸續因為分類
疑義解決與民間大量培植應用等現實因素，部

分物種遭到解編而自名單中移除。統計至去年

4月止，四千四百餘種原生維管束植物中僅剩 4
種直接受到文資法的保護，也就是不到千分之

一，如此低的比率實無法有助於植物的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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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

缺、缺
缺

缺

藉由保護整個生態系的棲地保育模式，

間接保護了許多台灣重要的野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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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隨著文資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森林法等立法及公告執行後，民國

70年代起政府陸續劃設許多的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等保護／留區，同時許多重要的國

家公園也在這時期設立。因此，即使野生植物

保育法一直都停留在空中閣樓，未能推動立

法，但這些保護區及它們所形成的中央山脈保

育廊道，藉由保護整個生態系的棲地保育模

式，間接保護了許多台灣重要的野生植物。

生長在保護區內並不是植物族群安全的

保證，只要具有經濟價值，人類盜獵的手就

不時深入這些生育地搜刮。隨著 3C產品普及
與網路發達，網站上的野生植物買賣有增無

減，為那些原本就已經非常稀少的植物，如

許多的蘭科植物，帶來更多更大的生存壓力。

如何透過立法保護，配合其他的保育措施，

讓這些物種在台灣的野外族群個體可以無憂

地自然存活與繁衍，潛在的社會需求則藉由

人工培育與大量繁殖而獲得滿足，是所有保

育工作者面臨的課題，也是大家可以深入思

考與努力的方向。

2017年底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及台灣植物分類學會共同出版了近年

來較完整的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由超過 50位植物專家學者依據 IUCN的準
則評估台灣原生的 4,442種植物，其中 989
種被評定為受脅物種，也就是多達 22.3％
種類的台灣植物族群存活面臨著威脅。這

麼多的受脅植物，對比現有法律保護的植

物僅 4種，真是杯水車薪！
在沒有立法進一步直接保護這些物種

之前，保護區的保育功能變得更加重要，

而要如何維護那些生長在保護區外的受脅

種類或個體，或許是較為緊急的議題與工

作。近年來林務局與國內相關保育單位所

推行的綠網計畫與里山倡議，正是在沒有

適當植物保育法規保護前，保育這些位處

保護區外受脅植物的重要方法，也是以生

態系與食物鏈網絡基礎進行物種保育的健

康模式。

漁夫花許多工夫所編織的漁網網目越

小，便能捕捉越多的魚；網目越大，花的

工夫與材料越少，但捕獲的魚也越少；而

溼地植物槐葉蘋常見於人工生態池，但野外族群幾

已消失殆盡。（圖片來源：朱恩良）

台灣檫樹是單食性蝴蝶―寬尾鳳蝶幼蟲的唯一食
草，其族群的變動直接影響這蝶種的存活。（圖片

來源：朱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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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張和明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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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魚網破了個洞，不管網目大小，網裡

圈的許多魚都會從這個破洞逃走。野生物

保育工作就像撒網捕魚，花愈多成本投入

物種保育，當然能保育更多的物種，保育

成效通常也會愈佳。

只是在一般社會中，人們常主動投資

大筆經費與資源在能立即產生對人類有「可

見」效益的事物上，而只願意投注最有限

的經費在保育工作，因為保育常常是無法

立即看見成效的，或者效用不是那樣直接，

人們不用心是無法感受到的。因此，保育

工作者除了一方面要透過環境教育，讓更多

民眾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與必要性外，另

一方面必須思索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建立

一綿密的野生物保育網，牢牢且健康地圈護

著這群未來有無限可能的人類伙伴。

台灣現階段面臨的植物保育問題，不

是保護網網目的大小問題，而是保護網的

某塊區域一直未能編織成網，以形成一完

整的防護網，而變成了植物保育工作上的

大漏洞。這個漏洞就是缺少的野生植物保

育法，保育法的存在才可能使植物的保護

網得以完整。

許多植物種類因為具有經濟價值（直

接對人類而言）而一直受到有心人士覬覦，

保護區的設置雖然可以遏止大規模的開發

行為與明目張膽的盜採獵伐，然而化整為

零的山老鼠仍想盡各種辦法偷偷把這些有

價值的珍稀物種帶出保護區。在區外，它

們便失去了保護傘，沒了法律的保障，只

能任人宰割。

這些珍稀植物一旦自保護區移出，也

代表區內的食物鏈網絡從根部斷了一些線，

整個保護區生態系的結構安穩便受到損傷。

一旦這些珍稀或關鍵物種持續自保護區消

失或絕滅，更會大大地失去了保護區最初

設置的意義。植物紅皮書名錄的確立，正

是告知我們這些物種它們當前的生存困境，

而要如何讓它們脫離困境，以及如何建立

完善的植物保護網，讓它們可以無憂無慮

地繼續在台灣這塊地上生存繁衍，孕育也

支持健康與完整的自然生態系與人類社會，

是你我無可迴避的責任。

綠色植物做為生產者具有龐大的生物量體，是地球

生態系統中食物鏈網絡的根基。

如何發揮里山倡議的精神，讓人類社會與周遭的生

產和生態環境能和諧共處，永續維護最大的生物多

樣性，正考驗著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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