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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楊佩縝、陳毓昀老師

圖1  東華大學校園草地上的綬草 (陳冠任)

臺灣的綬草（圖1，Spiranthes sinensis）為多年生的地生蘭

花，主要生長季為每年9月至隔年6月，花期則在四月份清明節

前後，故又名清明草。除了小巧討喜的花朵可做為室內盆栽之

外，綬草的藥用功效也常常引起注目（余德發，2004）。傳統

上，臺灣的原住民常以綬草燉煮湯品，以助勞動後的體力恢復。

國內外亦有數起研究指出綬草含有消炎成分，可減輕內臟組織

發炎之症狀（李文麗，2005）。因為醫藥及觀賞的價值，綬草

族群常常處於採集的壓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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綬草喜歡生長在低海拔向陽草地，原本在東亞各地

均有分布，是一常見的草本植物。隨著都市開發的需求，

適宜綬草生長的棲地面積逐漸下降，加上傳統的藥用採

集等人為活動，東亞各地的族群均有急遽下降的情形

（董必慧等，2006、Sun，1996）。為了因應國人對綬

草的需求，花蓮農改場及宜蘭大學等曾經嘗試以蘭花栽

培常用的組織培養技術生產綬草（王啟正，2004）。然

而，綬草的盆栽及農地栽植常常在一年左右即因為疾病

及其他不明原因失敗（余德發，個人通訊）。目前，研

究人員對綬草的生態學並不清楚，因此在農業技術的發

展上遭遇瓶頸。本研究希望利用校園的綬草資源進行相

關調查，為此物種建立基本生態資訊，以供農業應用。

從過去的栽植經驗中，花蓮農改場的研究人員發現

在花期過後，梅雨及高溫會促使白絹病及褐斑病等病原

滋生，感染綬草，導致栽培失敗。根據少數的自然觀察，

野生的綬草可以在渡夏之後重新發出葉片並成功生長。

然而，因為缺乏系統性的觀察來推估綬草的致病率及死

亡率，因此無法斷定綬草之平均壽命。此外，在自然系

統中，綬草四周往往有許多其他的草本植物混生。研究

人員懷疑雜生於綬草周圍的天然植被或許具有隔離病菌

的效果，但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可資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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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蘭科植物一樣，綬草的種子極小，僅有胚的

構造，而無胚乳等營養組織提供種子發芽之用，因此需

要特定的共生蘭菌協助其發芽及生長。根據初步觀察，

生長在同一片草地上的綬草常常呈現群聚生長的狀況，

而非均勻的分布。由於綬草的不定芽是從莖的基部發出，

沒有蔓性的走莖，因此，綬草群聚生長是否與蘭菌的分

布有關，是一個有趣的課題。相對於蘭菌對蘭花的重要

性，Tondello等人（2012）提出蘭菌對其他植物的影響之

討論。Tondello等人認為，蘭科共生菌可能會不利於周圍

非蘭科植物生長，因而造成蘭科植物附近只有少數植物

能夠存活。根據此推論，我們可以預期綬草的密度將影

響當地植被組成和土壤裸露程度。

本研究首先藉由調查東華大學校園綬草的分佈，了

解校園內綬草族群的分佈及密度，以利未來追蹤綬草族

群動態。我們也調查綬草周圍的植被覆蓋度，並分析綬

草密度與周圍植被覆蓋度（或土壤裸露程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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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與分析

1. 東華大學校園綬草調查

為瞭解校園內綬草的分佈，我們針對校內主要草地進

行地毯式搜尋，尋找綬草，並在每一株綬草旁插上標示

牌，給予編號並記錄其花軸數及開花狀況。為詳細瞭解

綬草的空間分布模式，我們在湖畔及教職員宿舍樣區的

草地上各設置27與24個10m x 10m樣方（圖2），對樣方

內所有的綬草進行定位。

2. 綬草周圍之植被覆蓋度調查：

我們挑選東華大學湖畔草地的樣區進行系統抽樣：在

27個10m x 10m樣方中分別抽取5個1m x 1m小樣方(如圖2，

右上)，並利用數位相機俯拍每個小樣方內的植被（範例

如圖3。影像收集時間：2014年4月2日到201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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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校園綬草分布圖。a：綠色部分代表我們普查過的草地，藍色部分代表該
區域內有綬草出現。b：我們在湖畔及教職員宿舍設立的綬草調查樣方
（每一方格為10m x 10m，用以定位區內的綬草）。c：抽樣之小樣方在每
一樣方中的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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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照片內的調查器材影響分析，我們使用Image J 

program攫取每張照片的樣方草地影像（不含器材），作為

計算綠草比例的標準照片（張逸群等，2013），並輸出每一

張照片的RGB（紅：R、綠：G、藍：B）值。我們利用事前

已經建立的鑑別依據來鑑別綠葉與非綠草（枯葉、土壤）

（元色組合：G-R之值），並計算每個小樣方中的綠草像素

之比例，作為小樣方內的植被覆蓋度(%)之估算值。對於每

一小樣方，我們亦記錄樣方內出現的綬草株數。

(a)

(b)

圖3 湖畔草地的值被覆蓋度評估（影像分析法）。照片(a) 顯示該樣方植被覆蓋度較

低（綠草覆蓋度評估值為19%），照片(b) 的樣方植被覆蓋度較高（綠草覆蓋度

評估值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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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在調查期間我們一共普查了東華大學校園內的18塊草地，

其中共有11塊草地有綬草生長（圖2）。在本次調查中，我們

找到1840株綬草，其中有91%（1669株）的綬草分佈在教職

員宿舍、湖畔、外環道球場等樣區，其密度依序為0.11625、

4.98、0.06786株/平方公尺。

湖畔樣區的27個樣方中共有868株綬草，分別分佈在其中

21個樣方內，其中又以A4、A5、B4、B5等樣方的綬草密度最

高（圖4），綬草密度的標準偏差為58。

圖4 湖畔樣區綬草分布圖。顏色越深代表樣方綬草數目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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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綬草密度與植被覆蓋度繪成散佈圖（圖5），我們發現

兩者有相關性。以簡單線性迴歸加以分析後，確認綬草的密度

與植被覆蓋度呈負向的相關（斜率：-0.055，adj.R2=0.197，

p<0.05）。然而，這個相關性並非十分緊密，因此，必須進一

步調查其他因子對綬草分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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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綬草密度與植被覆蓋度的線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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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Tondello等人（2012）假設與綬草共生的蘭菌可能會

分泌化學物質，導致周圍的植物產生病變，進而會影響植

被覆蓋率。亦即，綬草與周圍的植被覆蓋度應呈負相關。

我們在湖畔樣區取得的綬草與植被覆蓋度資料確認了兩者

的密度負相關，似乎間接支持了Tondello等人（2012）所

提出的假說。然而其他因素亦可能會導致這樣的負相關性，

因此這個蘭菌的假說需要進一步檢驗方能確立。在眾多的

影響因子中，我們認為土壤養分和水分也有可能影響植被

覆蓋度：

1.綬草對土壤中的養分有很強的競爭力，而影響周圍植被

的生長，導致綬草周圍的植被覆蓋度低。

2.綬草生長在向陽低窪地區，與一般蘭科喜濕的習性相符，

因此雨季裡持續的雨水造成一個適合綬草生長的棲地，

但可能讓周圍植被的根持續的泡在水中，而影響周圍植

被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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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方向

1. 選取綬草數量較多的地區以及數量較低的地方進行土壤

養分含量的分析，並在實驗室內以實驗操作的方式種植

綬草及其他草種，以確認土壤養分是否會影響綬草周圍

植物的生長。

2. 在操控性實驗中比較綬草會不會受到雨量的影響，並挑

選綬草原生地做為對照組來確認雨量是否影響綬草周圍

植物的生長。

3. 分析蘭菌分泌的化學物質，利用生物試驗法瞭解該化學

物質對其他草種生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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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

時間：民國104年06月08日（周一） 19:00 - 21:00

地點：19:00 點於環境學院大門口集合

地點：環境學院 B158

所需裝備：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沙氏變色蜥移除

活動時間：民國104年06月10日（周三）07:00-09:00

集合地點：環境學院大樓門口

集合時間：07:00 

服裝要求：請穿著雨鞋或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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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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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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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中心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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