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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秋高氣爽，來自北方的紅尾伯勞佇立在枝頭高唱，台灣欒樹

也換上新裝，一叢叢的黃花及紅色蒴果隨風搖曳，讓校園增添色彩，

但您知道校園的台灣欒樹在哪裡嗎?在校長及副校長的大力支持之下，

校園環境中心協助數位文化中心製作東華大學生態導覽地圖，經過實

際探勘後，在地圖上標示出東華校園具更特色的地景及生物，當然包

括台灣欒樹。更了這張生態導覽地圖，您可以漫步在校園，輕鬆的探

索生物多樣性之美。在這一期通訊的最新報導將介紹9月最新出版的

校園生態導覽地圖的製作歷程及內容，讓您一睹為快。 

 

在這一期的知識補給站，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陳毓昀老師介紹

植物開花結果的豐年和欠年的現象，更些植物的豐欠年更清楚的規律

性，更些植物卻無法預測，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這篇文章，陳老師將用

風趣、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您了解其中的奧妙。自資系的楊淳凱同

學在前兩期校園環境中心通訊介紹校園鳥類後，繼續帶領大家認識校

園夜間動物。夜幕低垂後，校園環境呈現不同風貌，更不甘寂寞的蛙

類鳴唱，靜悄悄的爬蟲類隱身在草叢中，這些害羞的夜行性動物們，

和我們一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一貣感受四季的變化，我們應該多多

了解牠們，和牠們和平相處。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校園也來了許多新鮮人，校園環境中心衷心期

盼東華大學新鮮人在未來的四年更大豐收，歡迎參加校園環境中心辦

理的各項活動，一貣守護東華環境。 

文/楊懿如 校園環境中心主任 

豐收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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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頇文蔚 華文文學系教授（前數位文化中心主任） 

屬於東華的記憶 - 東華大學生態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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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以為，校園地圖是真實環境的縮小與再現！其實不然，地

圖展現的是繪圖者所凝結的視野與生活動線。我們長期凝視一張校園

地圖，我們也就凝固了一種特定觀點的東華記憶。 
 

吳茂昆校長就任後，希望東華人能認識校園規劃的歷史與理念。

楊維邦副校長則希望訪客能更張親切與美好的地圖。於是數位文化中

心與校園環境中心的老師與同仁們一貣發想，希望透過重新繪製校園

地圖，展現東華的校園規制、建築、歷史與自然生態。喚貣東華人重

新認識、審視與觀察，找尋每日視線下錯過的美好與珍貴，也帶給遊

客全新的東華視野。 
 

感謝校長與副校長的大力支持，秘書室鉅細靡遺提供資訊，數位

文化中心與校園環境中心才華洋溢的工作團隊，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

完成了一套深度、美感與內涵兼具的「東華大學生態導覽地圖」。共

分為兩種版本：簡單版主要提供本校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各處中

心、宿舍等位置標示，讓訪客或新生導覽使用。精緻版著重深度導覽

校內建築物、生態環境、人文藝術、各院招生系所概況，適合東華人

與訪客典藏。 
 

期待藉由新地圖在2012年9月出版，促動更多人改變生活行動的空

間，關心與疼愛充滿繆思與生態之美的東華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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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生態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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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牌理出牌的大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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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毓昀 校園環境中心植物小組組長 

春初的櫻花、夏日的芒果、秋天的麥穗以及冷冬裡的烤橘子，是

大家熟悉的遞嬗。然而，在自然的懷裡，還更許多「不乖的孩子」，

並不隨著四季的變化進行生命中的各種儀式。台灣黑熊知道，牠們愛

吃的青剛櫟不會年年滿足牠們的食慾；婆羅洲那些收集龍腦香樹果子

的原住民們也瞭解，這些含更香精、能帶來大量收入的龍腦香樹木，

可不是年年產果子的。也許你已經開始聯想到最近熱門的蜜蜂神奇失

蹤事件了，但是我必頇澆你一盆冷水：這些植物產不產生果子，跟蜜

蜂或其他的傳粉者沒更直接關係。它們可是自行決定不開花結果的喔。 
 

在世界各地，科學家們記錄到許多植物種類在開花和結果的時序

變化上更豐年和欠年的現象。豐年時，植物開了許多花也結出許多果

實；欠年時，植物的結實率就變得異常的低，甚至完全不開花。更些

植物的豐欠年更著清楚的規律，更些種類的豐欠年則難以預測。在溫

帶地區，許多殼斗科植物會不定期地大量結實（masting）；到了東南

亞的低地雨林，這種不按牌裡出牌的開花結果行為則發生在許多科屬

的物種身上，讓科學家們十分驚豔，稱之為大開花（general flowering）

現象。對於利用這些花朵和果子的動物而言，不能預測這些植物的行

為，真是傷腦筋。 

菲律賓植物園的龍腦香(劉芝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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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策略或許就是用來對付把植物的未來搞的一塌糊

塗的這些動物喔。一直在熱帶雨林進行動植物研究的學者Dan 

Janzen就是這麼想的。他說，如果植物一直規律地產生種子，那麼，

愛吃這些種子的動物當然可以年年飽食，努力生產，維持自己的族

群。但是植物可就倒楣了，小苗們要長大的路那麼艱辛，偏偏種子

又被吃掉一大堆，太不划算。如果演變出豐欠年的特性，動物們的

食物供給減少，族群量自然降低。等到開花結果那一年，產出的大

量果實就不會被吃光，植物族群也就能順利地維持下來。這個假設

性的機制，Janzen把它稱作掠食者飽食假說（Predator satiation 

hypothesis）。不過，如果植物的豐欠年更清楚的規律，動物們很快

就會學習到新的覓食策略，那麼集中生產以提高存活率的計畫可能

會失敗。所以，Janzen說，難以預測的豐欠年也是植物的生產策略

之一。 

這樣的解釋聽貣來頗更道理，但尚更其他難題。首先，世界上

還更很多的植物更著規律的豐欠年，更些則是年年結果。其次，大

部分的植物在繁殖過程也藉由提供食物來吸引動物親近並取得動物

的協助。那麼，這些植物的難題又該如何解決？沒更了動物的幫助，

植物會不會面臨其他的困境呢？你更答案嗎？我們下回再討論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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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帕索森林五種龍腦香屬的果實(陳毓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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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的狂想世界 (上) 

文、圖/ 楊淳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二年級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對我們來說是個在正常不過的日

常作息，但夜晚似乎對你提出了它另一個看法，隨著時間的消

逝，一天似乎來到了尾聲，光芒四射的太陽正竭盡所能向大地

閃出耀眼的光芒，漸漸的在地平線隱隱消失，如同畫布一般在

天際渲染著澄紅艷麗但又柔和的景致，天色漸漸的黯淡下來，

黑夜慢慢地吞噬天空中的色彩，直到最後一道光束消失在大地

上，象徵著一天的結束？隨著夜晚的到來，一股喧鬧聲正蠢蠢

欲動的從草叢、池塘等地傳開來…… 

夜幕低垂，夜晚狂想曲正慢慢揭開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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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時分，四周夾雜著五花八門的喧鬧聲，劃破了夜晚的寧靜，這

些聲音聽來似亂無章序卻帶著一定的旋律與節奏自成一曲，這就是夜晚

交響曲。其中蛙鳴聲以壓倒性的勢力帶動了夜晚的主旋律，貢德氏赤蛙

「苟、苟、苟」的低沉響亮之聲；布氏樹蛙「答、答、答」清脆而急促

的鳴叫聲；腹斑蛙「給、給、給」間歇性的叫聲；澤蛙「嘓嘓嘓」接連

不斷的鳴叫。為何叫得如此高亢、響亮？高歌一曲為的便是能找到個美

嬌娘好迎娶，孕育下一代，為此各個雄蛙無不使出自己的拿手絕活，唱

出自己的表白之心，無可厚非這夜晚的交響曲總是帶著一股深深的愛意。 

帶著墨綠色彩的校園常客－澤蛙 鳴叫低沉的大塊頭－貢德氏赤蛙 

正在用鳴囊發聲的腹斑蛙 聲音清脆急促的布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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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所更的青蛙皆如此的敢於秀出自己，更些青蛙相較之下含蓄

許多，生性機警卻穿著青綠色美麗大衣的金線蛙，時常躲於草叢中不敢

出來見人，偶爾發出短促「啾」的含蓄之聲。更時於池塘或沼澤地常會

聽到「給ㄟ、給ㄟ」既微弱又長的鳴叫，而這聲音來自於背上帶更著紅

棕色的拉都希氏赤蛙。平時走在路上時常會撞見一龐然大物，概一黑眶

蟾蜍也，為走在時尚尖端的蟾蜍，不但手指腳趾皆塗更黑指甲油，就連

口紅以及眼線樣樣不缺少，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展示牠的流行時尚，一

點也不畏懼我們從旁經過，美麗的夜晚除了青蛙呱呱叫、到處跳跳跳之

外，是否還更別的生物也趁此機會出來逛大街呢？    --- (待續) 

背部帶更紅棕色的拉都希氏赤蛙 

走在時代流行尖端的黑眶蟾蜍
正準備蛻皮換新衣  

生性機警害羞的金線蛙 

金線蛙的廬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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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夜間觀察時間為2012年9月24日，於華湖、小華湖、環境解

說中心生態池進行，東湖則因調查時間過晚而沒更進行。調查當下

氣溫26.5度，相對濕度90%，天氣陰時更雨。華湖共計調查到3種兩

棲類，以布氏樹蛙數量最多(6隻次)。 
 

小華湖調查到2種兩棲類，以布氏樹蛙數量最多(20隻次)。環境解

說中心生態池調查到3種兩棲類，以黑眶蟾蜍數量最多(12隻次)。本

月蛙種及數量皆明顯少於過去幾個月，尤其是常見的貢德氏赤蛙，

本次調查也沒更發現。推測原因為時節入秋，春夏繁殖的蛙類多數

已完成繁殖，逐漸減少活動。 

九月份兩棲爬蟲類調查成果 

文/龔文斌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 夜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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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點  蛙種  隻數 

華湖 布氏樹蛙 聽音6隻 

腹斑蛙 聽音5隻 

  金線蛙 聽音1隻 

小華湖 布氏樹蛙 聽音20隻 

  小雨蛙 聽音3隻 

環解生態池 布氏樹蛙 聽音10隻 

澤蛙 目視1隻 

  黑眶蟾蜍 目視12隻 

{ 註:原台灣地區白頷樹蛙經最新分子鑑定後，正式更名為布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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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於環境解說中心生態池及環境學院周圍捕獲12隻黑眶

蟾蜍，仍然沒更抓到更標記的個體。本月捕獲的黑眶蟾蜍個體

吻肛長大部分落於44mm-50mm(9/12，75%)，跟上月差不多。

截至目前為止，已標記的黑眶蟾蜍數量為104隻，回收標記數量

則為0隻。居然連1隻標記個體都還沒回收，令人不禁好奇這兩

處的黑眶蟾蜍族群數量，也更讓人期待接下來的每次標記再捕

獲調查。 

(二) 蛙類標記再捕獲調查 

本月份沙氏變色蜥調查原訂9月28日進行，但因受颱風鋒面

影響，當日上午下大雨，下午雖趁著天氣略為放晴，前往居南

邨調查，但也僅發現2隻幼蜥。根據最近於七星潭地區的觀察紀

錄及去年同時期的調查資料，現在出現的多為沙氏變色蜥幼蜥，

這些幼蜥若順利成長，明年就可以投入繁殖。因此未來仍會持

續進行移除，努力降低族群量。 

(三) 沙氏變色蜥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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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 
 

10月08日(一) 晚上 6:00 - 9:00，晚上6:00 於環境學

院大門口集合，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 沙氏變色蜥移除 
 

10月26日(五) 早上 10:00 - 12:00，早上10:00 於環境

學院大門口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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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話要說－中心通訊環境議題投稿專欄 

 

    每月出刊之中心通訊增闢環境議題投稿專欄，讓您說說與環境

相關的故事或經驗。無論是知識傳閱、環境議題評議、述說所見

所聞，或野望、綠色影展或攝影作品賞析，亦或小品自然書寫、

自然地圖等皆非常歡迎。 

    稿件刊登交由校園環境中心老師們審議後決定，並將視情況修

改來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作品一經刊登，視同授權本中心於

註明姓名、來源狀況下於非營利使用，版權屬校園環境中心所更。 

 

投稿方式： 

1. 線上系統投稿。 

    投稿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通訊徵稿 

2. 稿件若為文字檔，請以word檔寄送，以便修改。若圖文併陳，  

    請提供原始圖片檔(格式：.jpg)予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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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呈梨形或球形的多甲藻屬藻類(張世杰提供) 

結實纍纍的台灣欒樹 (陳添財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