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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而『設』？

過去：以人為本的環境政策與建設，把絕大
多數的野生動植物一步步擠壓到優質棲地之
外

現在：生物意識：人與自然生死與共

設計反應文化（環境危機即設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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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ECOLOGY ?

5

生態學 ECOLOGY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環境以及生物
與生物之間相互關係的一門學科，
是屬於生物學基礎分支學科。

生態學是研究生態系統構造和功能
的科學(Odum, 1956)。

生態學是以研究族群、群落和生態
系統為中心的宏觀生物學。

- 生態學是對家園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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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圈只佔海平面上下各十公里的範圍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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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家將全球依照物理因子相似的區域劃分幾個大的生
物棲息地，稱為「生物相」，大多以植物命名或作為基本
特徵。

why？
一個生物相裡住著幾個不同的生物群落，某些生態系在其
物理與生物因子能忍受的程度下，可以作一些改變，但有
些則不能。如草原生態系則較雨林可以承受較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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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

生物相的代表---植物，為何不選擇用「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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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態學的發展趨勢

 更加往宏觀的方向發展：個體生態學 種群生態學
生態系統 生物圈 全球生態學（能量和物質的流動
無國界）

 廣泛應用系統理論（系統生態學）：建立系統的模
擬模型，模擬生態系統的行為和各種管理措施。應
用最優化原理來控制和管理生態系統

 與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結合：生態經濟學。

 應用生態學：生態工程，生態技術，生態建設，生
態管理

 量化生態學：植被的聚類分析、排序技術，種的多
樣性研究，信息生態學

ECOSYSTEM

生態系

生態系組成

生態學的主要單位，由生物群集及其生存的環境兩大因
子所組成

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分解者的聯繫而緊密結合在一起

生物與環境之間也可反應出不同動植物群落與其棲地間
相互作用的關係

分類：陸地生態系、水域生態系

生物的分布限制
環境條件
生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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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成分

(生物群落)

非生物成分
(自然環境)

｛
生產者

消費者(動物)

還原者

｛
綠色植物

光合細菌等其他自營生物

｛
初級消費者︰草食動物

次級消費者︰肉食動物

三級消費者︰大型肉食動物

｛
碎食者︰原生動物、腐食性昆蟲

軟體動物與小型動物
分解者︰細菌、真菌

生
態
系
統

｛
光、溫度
土壤
水、二氧化碳、氧
有機物

生態系統的組成成分 生態系的連續性

生態系間其實難以區隔。因為

 漸進式的變化。
-溪流、河口、海洋生態系間

 每一生態系並非封閉。
-能量流轉、物質循環彼此互通

 生態系會消長
-今日森林、明日草原

 各生態系的生態法則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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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種類

地球表面可分為陸地、海洋、淡
水、島嶼等生態系統。

陸地生態系統又可分為森林、草
原、荒漠、凍原等生態系統。

森林生態系統又可分為熱帶雨林、
熱帶季風雨林、常年闊葉林、落
葉闊葉林、針葉林等生態

沙漠：氣候特點是乾燥，終年少雨或無雨
凍原：範圍在樹木線以上生長著低矮植被且地
下具永凍層的地帶
河口：包括河流、湖泊、水庫、池塘等特定水
域
海洋：在海洋中由生物群落及其環境相互作用
所構成的自然系統，是生命的起源
濕地：是陸地與水域的過渡地帶
溪流：是人類文化的起源

全球生態系：
森林：是樹木群落和其他有機體群落，是最大
最豐富，也是組成最複雜，結構最穩定的生態
系統，共佔有陸地生物量的90%以上
草原：是草原半乾旱到半濕潤氣候條件下，生
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的一種自然生態系統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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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

生態系並非一成不變，有更替性。例如森林大
火後形成草原，然後向陽的灌木、喬木竄
出，再形成森林，最後達到安定狀態（極

相林climax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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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的演進只有短短100-150萬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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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域生態系：發展受氣候條件影響

沙漠：年蒸散量大，年降雨量不超過250公釐，生物
歧異度低，生態環境相當惡劣而且脆弱，一旦被破
壞，需要上百年時間才會逐漸恢復。
草原：雨量較沙漠多，但不足以形成森林，隨著緯
度、溫度、雨量的差異，可分成熱帶疏林、溫帶草
原及寒原。熱帶疏林：由草原及疏生的灌木、樹木
構成，冬、夏乾季，春、秋雨季。溫帶草原：土壤
肥沃，是世界主要的糧食產地。寒原：出現在極地，
夏天6-8週長，表面由地衣、苔蘚、莎草、禾草、矮
灌叢等植物覆蓋，生長緩慢，破壞後需長時間才能
恢復。
森林：依照森林的外型，可區分成雨林（赤道附
近）、季雨林（雨量較少有乾季的雨林，例如恆春
半島）、落葉林（闊葉林，位於四季分明之地區，
開發壓力大），硬葉林（地中海型氣候植被，冬天
溼冷，夏天乾熱），北方針葉林（以針葉林為主，
種歧異度低）。

影響陸域生態系氣候的主要因子

緯度

雨量

高緯度地區：光照弱、溫度低

低緯度地區：光照強、溫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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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 rain forest

Tropical dry forest

Tropical savanna Temperate woodland
and shrubland

Desert

Temperate grassland

Boreal forest
(Taiga)

Northwestern
coniferous forest

Temperate forest

Mountains and
ice caps

Tundra

台灣大體而言，是扮演森林生態系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綠色資產‐‐集中在赤道兩側至南北迴歸線之
間的熱帶雨林區

南北迴歸線以外的溫帶地區，最大面積的植被是半沙
漠型，乾旱季長，植物不易成林，多灌叢類的耐旱植
物;次為大草原

台灣雖然位處亞熱帶，但是高山林立，所以在
3000~3500M的高海拔地區自有不少此類森林，而這
也是寒帶森林分布的最南限

23 24

水筆仔和紅海欖，紅樹科植物 >>>>>  胎生植物

海茄苳屬馬鞭草科，欖李屬使君子科，兩者則無胎生

胎生

非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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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態系：地球表面71%是水域，受鹽度、陽光穿
透度、溶氧、養分及水溫影響

海洋生態系：水域之97%，包括海岸與深海，以大陸
棚為界。海岸佔海洋面積10%，但90%海洋生物生存
於此。分成上中下三層，上層光照充足，生物種類
繁多；深海中下層光照不足，浮游生物減少，生物
種類也少。
海洋對人類的貢獻

（1）生物的棲息場所
（2）提供食物
（3）調節大氣溫度，洋流與儲存二氧化碳
（4）稀釋污染物

海洋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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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系
海洋的範圍：河口、沿岸區（或稱潮間帶）以及兩者
之下的大洋區

環境條件依照生物的分布狀態來分，海洋大致區分為
水團與海底。水團為浮游生物或游泳生物的生活場所，
海底則為深海生物的生活場所。

27

海洋依離岸距離和水深，通常可分為近海區(淺海區)和遠洋區(大
洋區)。
沿岸區為水深在200公尺以內的水域，因為受到潮汐和波浪的影
響，所以溫度、鹽度等因子變化劇烈，相對地，影響生物的生存與
分布。遠洋區為水深超過200公尺以上的海域，不易察覺潮汐的變
化，因此生態因子相當穩定。
海底領域可分為大陸棚、大陸斜坡和海底平原等。大陸棚為近海
區的底部，水深不超過200公尺；大陸斜坡為大陸棚向下沿伸，坡
度突然下降，屬遠洋區；海底平原則為遠洋區海洋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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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ECOSYSTEM)

依人類活動與環境的干擾程度
自然生態系統

人為生態系統。

人為生態系統是指城市、工礦區、
農田等生態系統。

由小而大彼此連結所構成之完整且
複雜的態綜合體,其具有持續發展的
時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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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生態系

都市是人類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
物，且是大量的物質進入與生活集中
的場所。

特性
地貌呈破碎化(Fragmentation)。
景觀是以人為創造為主。

氣候有都市熱島(Urban Heat 
Island)現象。

水文因都市環境條件影響，降水
量較多及有都市洪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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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生態系--組織結構

生態呈倒金字型生物量塔(Pyramid 
of biomass)
為已開發生態系(Built ecosystem)
為異營性的生態系(Heterotrophic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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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生態系

水稻、果園、菜園及旱田等農耕地以及魚
塭，一般種植單一物做或養殖單一漁產，
生物相單純而且密度高，耗費大量能量維
持。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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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生態特色

四面環海，氣候顯現溫帶與亞熱
帶的特性，氣溫高而且雨量充沛。
面積狹小（三萬六千平方公里），
南北緯度差別少，但海拔高度差
異大，造成各種主要氣候類型都
看得到，也提供複雜的生物棲息
環境。

台灣的生態特色

北回歸線上少見的森林

坡陡多山細膩分化的棲息環境

物種歧異度高

特殊的地理位置

孓遺生物眾多

具有許多高山池沼

北半球生態系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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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半球生態系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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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葉林

低緯度

高
海
拔

低
海
拔

高緯度

寒原

闊葉林

熱帶雨林

針葉林

寒原

闊葉林

寒原 草原 針葉林 闊葉林 熱帶雨林

闊葉林

針葉林

草原

寒原

物種歧異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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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台灣種密度為1

–夏威夷為0.99

–新克里多尼亞為1.72

–牙買加為2.66

–波多黎各為2.84

–美國加拿大中國皆小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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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森林單位面積的生物種類
為何常較其他地區多? 

森林界線的海拔高度因地而異，在瑞士阿
爾卑斯山，森林的分佈只能到達海拔2000
公尺左右，在北美洲北部山地則只能發育
到1400公尺左右，而在台灣從海岸附近一
直到海拔3500公尺左右的高山都具有發育
成森林的潛力

台灣的地質年齡還輕，山地因褶曲推擠，
形成許多山谷、山坡及山脊，造成豐富的
微地形環境，可以容納更多的生物生長其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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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與台灣主要生態系之比較

瑞士 台灣

生態帶 海拔高度 代表性植物 海拔高度 代表性植物

高山寒原 2000公尺以上 灌木狀松樹 3600公尺以上 圓柏、高山杜
鵑

亞高山針葉林 1000-2000公
尺

冷杉、雲杉 300-3600公尺 冷杉

冷溫帶針葉林 2500-3000公
尺

鐵杉

冷溫帶真闊葉
混淆林

500-100公尺 山毛櫸 180-2500公尺 檜木

暖溫帶針葉林 500-1800公尺 樟科、殼斗科

亞熱帶針葉林 500公尺以下 楠木類

熱帶植物群落 海邊、河口、
溪谷

榕類、紅樹林、
海岸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