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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國家森林遊樂區（北、中部）鍬形蟲資源調查 

計畫 

計畫主持人：台灣大學楊平世教授 

研究人員：李惠永 

摘要 

本研究針對林務局北部及中部五個國家森林遊樂區進行鍬形蟲資源調查，滿月圓

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9 屬 14 種的鍬形蟲，無保育類鍬形蟲分佈其中；東眼山

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10 屬 16 種的鍬形蟲，無保育類鍬形蟲分佈其中；內洞國

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10 屬 16 種的鍬形蟲，包含保育類的台灣大鍬形蟲（Dorcus 

grandis formosanus），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內亦擁有很好的獨角仙及螢火蟲資

源；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8 屬 18 種的鍬形蟲，其中有 10 種為台灣特有

種，並包含許多珍稀的種類，如：條紋鍬形蟲（Dorcus striatipennis striatipennis）、

高山肥角鍬形蟲（Aegus kurosawai）、碧綠鬼鍬形蟲（Prismognathus piluensis）、

斑紋鍬形蟲（Aesalus imanishii）、蓬萊深山鍬形蟲（Lucanus kurosawai）；奧萬大

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12 屬 29 種的鍬形蟲，其中有 16 種為台灣特有種。奧萬

大國家森林遊樂區也調查到保育類昆蟲－長角大鍬形蟲（Dorcus Schenklingi）及

一些稀少的種類如：高山肥角鍬形蟲、姬角葫蘆鍬形蟲（Nigidius acutangulus）、

金鬼鍬形蟲（Prismognathus davidis cheni）及栗色深山鍬形蟲（Lucanus kanoi 

kanoi）。 

 

關鍵字： 

鍬形蟲、國家森林遊樂區、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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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由於地理位置橫跨熱帶與亞熱帶，雨量豐沛、氣候溫和，境內高山林

立；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一百餘座，林相從熱帶季風林、亞熱帶森林一

直到溫帶草原，如此豐富的森林資源，孕育出了近五千種的甲蟲，其中鍬形蟲就

佔了 54 種。鍬形蟲在分類上屬於鞘翅目（Coleoptera）鍬形蟲科（Lucanidae），

目前全世界約有 1200 種，台灣已知的種類就有 54 種，佔了全世界將近二十分之

一，台灣稱之為「昆蟲王國」實不為過 。 

台灣的甲蟲研究算起來時間並不算長，最早的階段應屬一批歐洲學者、官

員及醫生來華採集各種生物，而第一次正式記載的台灣甲蟲迄今不過 140 年，一

直到日據時代，台灣的鍬形蟲始有較具系統性的研究，然這些研究都是以分類上

的研究及形態上的描述居多，有關於區域性的鍬形蟲資源研究，則相當缺乏。 

目前台灣地區所能發現鍬形蟲的海拔高度最低者為墾丁地區海拔 5 公尺左

右的姬扁鍬形蟲；最高的則是能高－安東軍海拔 3230 公尺左右的台灣鬼鍬形

蟲。而海拔 500 到 1500 公尺左右的楠儲林帶，則是鍬形蟲種類最多的區域，此

區域的代表性植物即是殼斗科（Fagaceae）和樟科（Lauraceae）的植物。 

在政府提倡生態旅遊的同時，鍬形蟲為日間及夜間觀察不可或缺的動物資

源，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對於交通及住宿條件十分便捷的國家森林遊樂區

來說，園區內的步道、步道週邊的植物及園區內的路燈都是觀察鍬形蟲的極佳場

所，鍬形蟲更是眾多生物資源中容易與民眾產生互動的題材，是故，瞭解國家森

林遊樂區內的鍬形蟲資源，並評估哪些路段適合成為觀察鍬形蟲的地點實為刻不

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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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 

台灣鍬形蟲的研究較具系統性的整理可追溯至日據時代三輪勇四郎的報

告，三輪（1931、1932a、1932b、1933、1934）記載了 48種鍬形蟲，其中台灣

產的種類則有 36種；境野（1980a、1980b、1980c）共記錄了台灣產鍬形蟲 40

種；張（1993）記錄了 49種；境野等（1994）記載了 50種；水沼及永井（1994）

記載了台灣產的鍬形蟲 51種；王（1995）名錄的部分記錄了 52種，內文單種介

紹則記載了 46種；李（2004）記載了 54種及 4個亞種；張（2006）記載了 54

種。綜合上述研究，台灣產鍬形蟲迄今為止共有 54種及 4個亞種。 

文獻中提及與本研究有關的區域－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洞國家森林

遊樂區、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

區的鍬形蟲資源，僅有藤田（1991）、谷角（1992）、張（1993）、Sakaino（1995）

及李（2004）有記載部分的種類，記載的種類資料如下：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 形 蟲 種 類 資 料 來 源 

條背大鍬形蟲 Dorcus reichi clypeatus Benesh,1950 李（2004） 

漆黑鹿角鍬形蟲 Pseudorhaetus sinicus concolor Benesh, 1960 李（2004） 

姬角葫蘆鍬形蟲 Nigidius acutangulus Heller, 1917 李（2004）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 形 蟲 種 類 資 料 來 源 

條紋鍬形蟲 Dorcus striatipennis striatipennis（Motschulsky,1861） 張（1993）、李（2004） 

小鍬形蟲 Dorcus rectus （Motschulsky, 1857） 藤田（1991）、谷角

（1992）、李（2004） 

蓬萊深山鍬形蟲 Lucanus kurosawai Sakaino,1995 李（2004）、Sakaino

（1995） 

大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maximus vendli Dudich, 1923 李（2004） 

泥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doro doro Mizunuma, 1994 李（2004） 

高山肥角鍬形蟲 Aegus kurosawai Okajima et Ichikawa, 1986 李（2004） 

台灣肥角鍬形蟲 Aegus laevicollis formosae Bates, 1866 張（1993） 

碧綠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piluensis Sakaino,1992 李（2004） 

台灣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formosanus Nagel,1928 張（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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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asahinai Y. Kurosawa, 1974 張（1993） 

 

其餘的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

鍬形蟲資源，缺乏科學性研究的資料和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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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方法： 

1.利用鍬形蟲夜間趨光的習性，以 400W 水銀燈泡、白鐵腳架、反光白布及發電

機架設 Light trap（燈光誘集）吸引鍬形蟲，並記錄鍬形蟲的種類。調查時間自

民國 95 年 5 月開始。燈火架設的位置如下：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地質走廊接近東滿步道入口。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服務中心前空地。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沿南勢溪的步道。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200 林道 38K 處。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餐廳後方生態池旁的草坪。 

2.針對趨光性較弱的種類及喜歡吸食腐果的種類設置腐果陷阱，每個森林遊樂區

放置 5 處，於第一天調查時放置，第三天記錄，陷阱分散放置於森林遊樂區，

以吸引鍬形蟲前來取食並記錄種類。 

3.部分種類的鍬形蟲夜晚不具趨光性、亦無法以腐果誘集，需直接採集朽木中的

幼蟲攜回飼養，以確定種類。 

4.白天以步行的方式來記錄森林遊樂區範圍內是否有白天出現的種類。 

5.成蟲的鑑定以李（2004）的圖鑑為鑑定依據。 

6.調查時間：自民國九十五年五月起至民國九十六年三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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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討論： 

（一）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並無相關之文獻記載，本研究目前調

查到 9屬 14種的鍬形蟲，詳細名錄見表一，本研究目前尚未在滿月圓國家森林

遊樂區內發現保育類的鍬形蟲。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入口處至遊客中心的步

道，六月份時有許多桑科榕屬植物的落果，以及七月份構樹的落果，會吸引扁鍬

形蟲及許多蛺蝶前來吸食，是觀察鍬形蟲及蝴蝶較佳的路段。遊客中心到滿足小

橋一帶及自導式步道至滿月瀑布，由於造林的關係，林相單純，目前尚未發現會

吸引鍬形蟲的樹種。園區內的步道自七月份開始，白天會有紅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winhoei）在步道上爬行，八月和九月數量最多。六月至七月可以說是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最多的季節，分別調查到 12 及 14 種（見表

二）。該遊樂區內截至目前為止，調查到較特別的種類有兩種，一種為雞冠細身

赤鍬形蟲（Cyclommatus mniszechi），另一種為圓翅鋸鍬形蟲（Prosopocoilus forficula 

austerus）。雞冠細身赤鍬形蟲的蟲體在某些角度下會泛青綠色之金屬光澤，是同

屬的其餘兩種鍬形蟲（細身赤鍬形蟲及豔細身赤鍬形蟲）所沒有的特徵，可藉此

加以區別。本種鍬形蟲分佈於中國和台灣，在台灣也僅分佈於台北、基隆等低海

拔地區，本種雌蟲喜躲藏於枝葉間，不容易發現，本種雌蟲在產卵時偏好產於溼

度較高的木頭及木屑中，所以時常出現在溪流附近或潮濕的地區。本調查在 6

月、7 月、8 月的燈光誘集中皆有發現雞冠細身赤鍬形蟲成蟲。 

圓翅鋸鍬形蟲分布於中國、越南及台灣，台灣產者為台灣特有亞種。本種雖

不屬於保育類的鍬形蟲，但是數量十分稀少，本種的雌蟲又比雄蟲更難發現。本

研究在 7 月時有一次趨光的記錄。 

 

（二）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並無相關之文獻記載，本研究目前調查

到 10屬 16種的鍬形蟲，詳細名錄見表一，目前尚未在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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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保育類的鍬形蟲。本區域的鍬形蟲在各個月份出現的情形見表三。自五月調

查迄今，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以扁鍬形蟲（Dorcus titanus sika）、鏽

鍬形蟲（Dorcus carinulatus）及台灣肥角鍬形蟲（Aegus laevicollis formosae）最為常見，

五至十月不論是燈光誘集或是水果誘集皆可發現上述三種鍬形蟲。八月至十月，

在遊樂區的東眼山林道、自導式步道及森林知性步道會有許多紅圓翅鍬形蟲在地

面上爬行，及在天空中飛行。 

本遊樂區目前調查到較為特殊的鍬形蟲種類則屬漆黑鹿角鍬形蟲

（Pseudorhaetus sinicus concolor）；漆黑鹿角鍬形蟲蟲體泛油量之光澤，分布於

越南、中國和台灣，在台灣分佈於全島海拔 300~1800 公尺山區，主要分佈於北

部，中南部及東部也有少數的發現記錄。本調查在七月份調查到 3 隻夜間趨光的

個體。另外，六月及七月在東眼山林道亦有發現屬於保育類的虹彩叩頭蟲

（Campsosternus gemma）。 

 

（三）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並無相關之文獻記載，本研究目前調查

到 10屬 16種的鍬形蟲，詳細名錄見表一。本調查在六月、七月、八月於內洞國

家森林遊樂區都有調查到屬於保育類的台灣大鍬形蟲（Dorcus grandis formosanus）；

台灣大鍬形蟲分布於寮國、緬甸、越南、印度、中國、台灣；台灣產者為台灣特

有亞種，模式產地為新竹北埔。本種於民國七十八年由農委會公告為保育類野生

動物。本區域各種類鍬形蟲出現的月份詳見表四，較特殊的種類有六至八月的雞

冠細身赤鍬形蟲及六月份燈光誘集到的稀有種類－圓翅鋸鍬形蟲。另外，本區域

擁有穩定的獨角仙族群，在六月燈光誘集加上腐果陷阱總共誘集到 46 隻次的獨

角仙，七月亦誘集到 38 隻次的獨角仙，但是本研究尚未在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

內發現獨角仙喜歡吸食的樹種－光蠟樹（Fraxinus formosana Hay），另外，內洞國

家森林遊樂區夜間擁有豐富的螢火蟲資源，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 10 - 

（四）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依據藤田（1991）、谷角（1992）、張（1993）、李（2004）

的文獻記載有 10種鍬形蟲資源，本研究目前調查到 8屬 18種的鍬形蟲，詳細名

錄見表一。其中藤田（1991）、谷角（1992）及李（2004）記載了小鍬形蟲（Dorcus 

rectus）在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的採集記錄，該種鍬形蟲迄今僅在大雪山森林遊樂

區、廬山溫泉及北橫上巴陵有三隻雌蟲的發現記錄，雄蟲在台灣至今仍未被發

現，本研究亦尚未在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發現小鍬形蟲的蹤跡。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目前所發現的 18種鍬形蟲當中，有 10種為台灣特有種，其中包括許多稀有的種

類，例如：條紋鍬形蟲（Dorcus striatipennis striatipennis）、高山肥角鍬形蟲（Aegus 

kurosawai）、碧綠鬼鍬形蟲（Prismognathus piluensis）、斑紋鍬形蟲（Aesalus imanishii）、

蓬萊深山鍬形蟲（Lucanus kurosawai）…等。其中，碧綠鬼鍬形蟲是 Sakaino 在 1992

年所發表的新種，也是台灣特有種，模式產地在花蓮碧綠神木，但是經過調查發

現，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可以說是碧綠鬼鍬形蟲最重要的棲息環境。另外，斑紋鍬

形蟲也是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極為特殊的種類，斑紋鍬形蟲是全世界最小的

鍬形蟲，1981年由 Inahara 及 Ratti 所發表的台灣特有種，模式產地在南投縣的

梅峰，除梅峰外，新竹尖石及拉拉山有零星的發現記錄，現今的梅峰在高麗菜園

及果園的開發下，已很難再發現斑紋鍬形蟲了，而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則是目

前最容易見到斑紋鍬形蟲的地點。 

另外，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最為特殊的一種鍬形蟲就屬蓬萊深山鍬形

蟲；蓬萊深山鍬形蟲為 Sakaino 在 1995年所發表的新種，也是台灣特有種，模

式標本（Holotype）採自南投松崗，副模（Paratype）採自鞍馬山（現今之大雪

山森林遊樂區），Sakaino 在原始文獻中描述，本種鍬形蟲的棲息環境經常雲霧繚

繞宛若蓬萊仙境，所以在發表新種的文獻中已指名本種鍬形蟲的俗名為「蓬萊深

山」鍬形蟲。蓬萊深山鍬形蟲屬於稀少的鍬形蟲，該種在其他的棲息環境每晚僅

能發現零星的個體，但是在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內，卻是普遍種，在每年的 5-7

月，園區內所有的燈光，幾乎都能見到蓬萊深山鍬形蟲，鞍馬山莊的住宿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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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員工宿舍、小木屋都是很好的觀察地點，這種鍬形蟲可以算是大雪山國家森

林遊樂區最具代表性的昆蟲。本區域內各種鍬形蟲出現的季節詳見表五。另外，

在調查中也發現，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有屬於保育類的昆蟲－台灣長臂金龜

（Cheirotonus macleayi formosanus）和台灣擬食蝸步行蟲（Coptolabrus 

nankototaijanus）。 

 

（五）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缺乏文獻的記載，僅有李（2004）記

載了三種，本研究目前調查到 12屬 29種的鍬形蟲，詳細名錄見表一，調查中發

現，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有著為數不少的保育類昆蟲－長角大鍬形蟲（Dorcus 

Schenklingi），自 5月份調查迄今，五至十月及十二月皆有發現。奧萬大國家森林

遊樂區擁有豐富的鍬形蟲資源，目前調查到的種類已超過台灣產鍬形蟲種類的二

分之一，台灣產鍬形蟲中有 27種為台灣特有種，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目前調

查到的台灣特有種即有 16種，其資源豐富的程度可見一般。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第一停車場旁的青剛櫟（Q. glauca Thunb. Ex Murray）樹

液，自五月起，陸陸續續會吸引台灣深山鍬形蟲、扁鍬形蟲、鹿角鍬形蟲、細身

赤鍬形蟲、鬼豔鍬形蟲、兩點赤鍬形蟲、紅圓翅鍬形蟲、平頭大鍬形蟲、鏽鍬形

蟲、大圓翅鍬形蟲、長角大鍬形蟲….等多種的鍬形蟲，另外，停車場下方沿著

河谷的楓林步道，步道旁的青剛櫟、狹葉櫟（Q. stenophylloides Hayata）及長尾尖葉

儲（Castanopsis carlesii）則會吸引漆黑鹿角鍬形蟲和豔細身赤鍬形蟲，只要輕輕震

動樹幹，上述兩種鍬形蟲就會裝死而掉落，十分容易觀察，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

區可以說是中台灣地區漆黑鹿角鍬形蟲最重要的棲息環境。 

遊樂區內的所有步道在八至十月的白天，有為數眾多的紅圓翅鍬形蟲在地

面上爬行，是觀察鍬形蟲很好的地點。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的種類不僅

多，還包括許多稀有的種類，例如：高山肥角鍬形蟲、姬角葫蘆鍬形蟲（Nigidius 

acutangulus）、金鬼鍬形蟲（Prismognathus davidis cheni）、栗色深山鍬形蟲（Lucanus kanoi 

http://www.efloras.org/florataxon.aspx?flora_id=101&taxon_id=20000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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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oi）。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除了鍬形蟲資源外，也擁有為數可觀的獨角仙，

在五至七月的燈火誘集及腐果陷阱，都可以吸引許多的獨角仙前來，另外，遊樂

區內夜間的螢火蟲資源也相當可觀，值得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研究期間也發現

遊樂區內除了長角大鍬形蟲外，也有一些其他的保育類甲蟲，如：台灣長臂金龜、

虹彩叩頭蟲和霧社深山天牛（Aeolesthes oenochrous）。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內各

種鍬形蟲出現的月份詳見表六。 

本計畫除實地調查上述五個國家森林遊樂區外，也於民國 95年 9月 21-22

日假林務局員工教育訓練中心，順利舉行 95年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解說員培

訓研習班，參加人員 50人，活動之課表及行程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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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上之建議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較適合觀賞鍬形蟲的季節為 5 月至 10 月，即使是 10

月以後，仍能觀察到扁鍬形蟲和台灣肥角鍬形蟲。遊樂區內較適合觀察鍬形蟲的

路段為遊樂區入口處至遊客中心的步道，但須架設夜間燈光，否則無法吸引鍬形

蟲前來，經營上可以將遊樂區內的倒木放置在步道旁與溪流之間的樹林中，由於

該處較為陰暗潮濕，較利於鍬形蟲雌蟲的繁殖，由於園區內較為特殊的雞冠細身

赤鍬形蟲喜歡產卵在溼度較高的木頭中，所以該處為十分適合其繁殖的地點，另

外在自導式步道兩側，由於林相單純，幾乎很難發現鍬形蟲，建議可以栽種一些

鍬形蟲喜歡吸食的樹種，例如：青剛櫟（Q. glauca Thunb. Ex Murray）、栓皮櫟

（Q. variabilis Bl.）和烏來柯（C. uraiana（Hayata）Kanehira＆Hatusima）。這些

樹種不但可以提供鍬形蟲的成蟲來吸食樹液，也可以吸引許多蛺蝶、環紋蝶、蛇

目蝶和金龜子前來吸食樹液，這些樹種開花的時候，又是昆蟲很重要的蜜源植

物，可以吸引各式各樣的昆蟲前來吸食花蜜，而上述植物的枯枝或是遭颱風所吹

落較粗的枝幹，都是鍬形蟲產卵繁殖最好的介質，也可以統一集中放置，提供鍬

形蟲及其他甲蟲一個良好的產卵環境。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較適合觀賞鍬形蟲的季節為 5 月至 10 月，東眼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的步道附近幾乎是以人造林為主的森林，能發現的鍬形蟲種類很少，

主要就是扁鍬形蟲、鏽鍬形蟲、台灣肥角鍬形蟲及紅圓翅鍬形蟲。森林歧異度較

高鍬形蟲種類較多的地點則為東滿步道通往北插天山的森林，本研究僅能在東滿

步道的入口處以燈光誘集的方式調查趨光前來的鍬形蟲種類，勢必有許多不趨光

或弱趨光性的種類會成為遺珠之憾，建議新竹林管處能自行編列研究案對東滿步

道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在地質走廊接近東滿步道入口，可以設置一座白色牆面，並配置一盞水銀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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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天傍晚六點至晚上九點點亮水銀燈，旁邊亦可設置解說看板解說該處常見的

鍬形蟲種類，方便民眾觀察。 

絕大多數的鍬形蟲都不會去利用針葉樹的朽木，所以人造的針葉林對鍬形

蟲來說，沒有太大的助益，台灣的鍬形蟲主要生活在海拔 500 到 1500 公尺左右

的楠儲林帶，此區域的代表性植物即是殼斗科（Fagaceae）和樟科（Lauraceae）

的植物，而絕大多數的鍬形蟲雌蟲對產卵的朽木種類沒有明顯的專一性（針葉樹

除外），但是環境中若有殼斗科的朽木，鍬形蟲通常會優先利用（野外的殼斗科

植物朽木中，幾乎都可以發現鍬形蟲幼蟲），雌鍬形蟲僅會選擇朽木溼度及軟硬

度適中的部位產卵。以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來說，園區內有許多的人造林，建

議在園區內多種植一些中低海拔常見的闊葉樹種，增加原始林的比例，尤其是殼

斗科的青剛櫟、錐果櫟（Q. longinux Hayata）、栓皮櫟、短尾葉石櫟（L. harlandii

（Hance）Rehd）、長尾尖葉儲等殼斗科的種類。 

行政中心前的覆地開闊，是許多昆蟲會出沒的地點，廣場周圍也可以種植

一些昆蟲的蜜源植物，例如芸香科的賊仔樹（Evodia meliaefolia）、食茱萸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冇骨消（Sambucus formosana）和殼斗科植物以吸

引昆蟲前來吸食花蜜和樹液。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較適合觀賞鍬形蟲的季節為 5月至 10月，內洞國家森

林遊樂區由於南勢溪和內洞溪流經，區內地勢較為陡峭且有許多瀑布，林相保存

還算完整，有三分之二的面積幾乎都是原始林，但是鍬形蟲成蟲喜歡吸食樹液的

樹種較少，所以白天不容易見到鍬形蟲，建議可以在南勢溪及內洞溪沿岸種植一

些青剛櫟和烏來柯。由於地勢較為陡峭，鮮少見到林間的倒木，可以考慮設置集

材堆置區，將倒木及枯枝落葉集中管理，集材區可設置在南勢溪或內洞溪的步道

旁隂涼處或樹林下。 

調查中也發現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擁有不錯的獨角仙資源（夜間趨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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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但是步道兩側尚未發現獨角仙喜歡吸食的樹種－光蠟樹，獨角仙晚上具有

趨光性，會被燈光所吸引，白天則會成群的在光蠟樹上吸食樹液，是非常容易近

距離觀察的大型甲蟲，建議在遊樂區的沿溪步道，選定一路段種植光蠟樹，在五

到七月時可以吸引獨角仙前來吸食樹液，方便遊客觀察。 

若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有考慮夜間開放，在夜間觀察的部分，螢火蟲的資

源相當豐富，數量和種類都多，是一個不錯的生態旅遊景點，也值得做進一步的

研究，在甲蟲觀察的部分，目前僅有羅好水壩前有一盞燈光可以吸引鍬形蟲，若

需設置燈光，園區內的幾個休息平台、觀瀑台和涼亭都是架設燈光很好的地點。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較適合觀賞鍬形蟲的季節為 5 月至 10 月，園區內的

鍬形蟲種類絕大多數都是台灣特有種，也有許多稀有的種類例如：條紋鍬形蟲、

高山肥角鍬形蟲、碧綠鬼鍬形蟲、斑紋鍬形蟲和蓬萊深山鍬形蟲；這五種鍬形蟲 

只有蓬萊深山鍬形蟲具有趨光性，其餘四種為不趨光或是弱趨光性，幾乎都在生

長的倒木附近活動，斑紋鍬形蟲甚至一生都在鬼石櫟的倒木裡生活，更突顯出倒

木在本遊樂區扮演的重要性。本遊樂區的大型倒木眾多，建議若是不影響遊客或

車輛通行，可讓倒木就地維持現狀，無須清除，也不需設置集材堆置區。 

本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大多數的種類為夜間趨光的種類，較適合做夜間觀

察，六至八月是種類最多的時候，收費站的燈光、收費站旁停車場、廁所及鞍馬

山莊的路燈，都是很好的觀察地點，白天適合觀察的鍬形蟲種類僅有八至九月的

泥圓翅鍬形蟲而已。 

另外，遊樂區內有許多擬食蝸步行蟲，擬食蝸步行蟲是農委會公告的保育

類昆蟲，屬於夜行性的昆蟲，會在夜晚出沒覓食，由於後翅退化，僅能在地面上

爬行，許多遊客誤以為該昆蟲為蟑螂而將之踩死，建議加強宣導或在遊樂區內設

立一些解說告示牌教育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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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是十分適合發展生態旅遊的地點，交通及食宿都十

分便利，自然資源又很豐富，以鍬形蟲來說，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適合觀賞鍬

形蟲的季節為 5 月至 10 月，園區內白天和晚上都適合觀察鍬形蟲，白天以第一

停車場旁的青剛櫟和楓林步道旁的青剛櫟、狹葉櫟及長尾尖葉儲為觀察重點，這

些樹種會吸引許多種類的鍬形蟲前來吸食樹液，夜間觀察則以停車場附近的燈

光、綠野山莊、楓紅山莊的燈光較容易吸引甲蟲，建議管理處可以在停車場遊客

中心附近設置夜間觀察的專區及探照燈以吸引鍬形蟲前來，並在附近設置解說牌

或是自行編印相關的解說文宣。 

另外，園區內的倒木不是十分常見，可以考慮設置一些倒木枯枝落葉堆置

區，好漢坡、賞鳥步道、森林公園及楓林步道沿線都是可以設置的地點。除此之

外，也建議在第三停車場、第四停車場週邊及楓林步道沿線種植一些青剛櫟、狹

葉櫟、赤皮（Quercus gilva Bl.）、栓皮櫟、錐果櫟、火燒柯（C. fargesii Franch）

及長尾尖葉儲等殼抖科的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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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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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鍬形蟲屬 Dorcus 

台灣大鍬形蟲 Dorcus grandis formosanus Miwa, 1929 X X ☆ X X 

長角大鍬形蟲 Dorcus Schenklingi （Möllenkamp, 1913） X X X ☆ X 

平頭大鍬形蟲 Dorcus miwai Benesh, 1936 X O X O O 

扁鍬形蟲 Dorcus titanus sika （Kriesche, 1920） O O O O X 

深山扁鍬形蟲 Dorcus kyanrauensis （Miwa, 1934） O O O O X 

望月鍬形蟲 Dorcus mochizukii （Miwa, 1937） X X X O O 

條紋鍬形蟲 Dorcus striatipennis striatipennis

（Motschulsky,1861） 

X X X X O 

條背大鍬形蟲 Dorcus reichi clypeatus Benesh,1950 X X X O O 

細角大鍬形蟲 Dorcus gracilicornis Benesh,1950 X X X O O 

刀鍬形蟲 Dorcus yamadai（Miwa,1937） X O X O O 

鏽鍬形蟲 Dorcus carinulatus Nagel,1941 O O O O O 

大禾鏽鍬形蟲 Dorcus japonicus Nakane et S. Makino,1985 X X X X X 

小鍬形蟲 Dorcus rectus （Motschulsky, 1857） X X X X X 

姬扁鍬形蟲 Dorcus parvulus（Hope et Westwood, 1845） X X X X X 

      

細身赤鍬形蟲屬 Cyclommatus 

艷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asahinai Y. Kurosawa, 1974 X X X O O 

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scutellaris Möllenkamp, 1912 O O O O X 

雞冠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mniszechi (Thomson, 1856) O X O X X 

      

鋸鍬形蟲屬 Prosopocoilus 

兩點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astacoides blanchardi（Parry, 

1873） 

O O O O O 

高砂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motschulskyii（Waterhouse, 

1869） 

X X X X X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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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翅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forficula austerus Delisle, 1967 O X O X X 

雙鉤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formosanus （Miwa, 1929） X O X O O 

      

黑豔鹿角鍬形蟲屬 Pseudorhaetus 

漆黑鹿角鍬形蟲 Pseudorhaetus sinicus concolor Benesh, 

1960 

X O X O X 

      

鹿角鍬形蟲屬 Rhaetulus 

鹿角鍬形蟲 Rhaetulus crenatus crenatus Westwood, 1871 O O O O X 

      

豔鍬形蟲屬 Odontolabis 

鬼豔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parryi Boileau, 1905 O O O O X 

      

肥角鍬形蟲屬 Aegus 

台灣肥角鍬形蟲 Aegus laevicollis formosae Bates, 1866 O O O O O 

姬肥角鍬形蟲 Aegus nakaneorum Ichikawa et Fujita, 1986 X X X X X 

高山肥角鍬形蟲 Aegus kurosawai Okajima et Ichikawa, 1986 X X X O O 

菲律賓肥角鍬形蟲 Aegus philippinensis Deyrolle,1865 X X X X X 

      

角葫蘆鍬形蟲屬 Nigidius 

台灣角葫蘆鍬形蟲 Nigidius formosanus Bates, 1866 X X X X X 

蘭嶼角葫蘆鍬形蟲 Nigidius baeri Boileau, 1905 X X X X X 

姬角葫蘆鍬形蟲 Nigidius acutangulus Heller, 1917 X X X O X 

路易士角葫蘆鍬形蟲 Nigidius lewisi Boileau, 1917 X X X X X 

      

葫蘆鍬形蟲屬 Nigidionus 

葫蘆鍬形蟲 Nigidionus parryi（Bates,1866） X O O O X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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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月

圓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東

眼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內

洞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奧

萬

大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大

雪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矮鍬形蟲屬 Figulus 

矮鍬形蟲 Figulus binodulus Waterhouse, 1873 O O O O X 

蘭嶼矮鍬形蟲 Figulus binodulus Fairmaire, 1849 X X X X X 

豆鍬形蟲 Figulus punctatus Waterhouse, 1873 X X X X X 

蘭嶼豆鍬形蟲 Figulus curvicornis Benesh, 1950 X X X X X 

      

鬼鍬形蟲屬 Prismognathus 

金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davidis cheni Bomans et Ratti,1973 X X X O X 

金鬼鍬形蟲（北部亞種） 

 Prismognathus davidis nigerrimus Sakaino et Yu,1993 

X X X X X 

台灣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formosanus Nagel,1928 X X X X X 

碧綠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piluensis Sakaino,1992 X X X X O 

      

斑紋鍬形蟲屬 Aesalus 

斑紋鍬形蟲 Aesalus imanishii Inahara et Ratti,1981 X X X X O 

      

圓翅鍬形蟲屬 Neolucanus 

大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maximus vendli Dudich, 1923 X X X O O 

紅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winhoei Bates, 1866 O O O O X 

泥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doro doro Mizunuma, 1994 X X X O O 

泥圓翅鍬形蟲洞口亞種  

Neolucanus doro horaguchii Nagai,2001 

X X X X X 

扇平小黑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eugeniae Bomans, 1991 X X X X X 

中華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inicus taiwanus Mizunuma,1994 

X X X X X 

      

深山鍬形蟲屬 Lucanus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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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月

圓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東

眼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內

洞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奧

萬

大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大

雪

山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高砂深山鍬形蟲 

 Lucanus maculifemoratus taiwanus Miwa,1936 

X X X O O 

台灣深山鍬形蟲 Lucanus formosanus Planet,1899 O O O O X 

大屯姬深山鍬形蟲 Lucanus datunensis Hashimoto,1984 X X X X X 

姬深山鍬形蟲 Lucanus swinhoei Parry,1874 O X O O X 

黃腳深山鍬形蟲 Lucanus miwai Y.Kurosawa,1966 X X X X X 

蓬萊深山鍬形蟲 Lucanus kurosawai Sakaino,1995 X X X X O 

栗色深山鍬形蟲 Lucanus kanoi kanoi Y.Kurosawa,1966 X X X O X 

栗色深山鍬形蟲（北部亞種） 

Lucanus kanoi piceus Y.Kurosawa,1966 

X X X X X 

黑腳深山鍬形蟲 Lucanus ogakii ogakii Imanishi,1990 X X X X X 

黑腳深山鍬形蟲（出雲山亞種） 

Lucanus ogakii chuyunshanus Sakaino et Yu,1993 

X X X X X 

      

總計 9

屬

14

種 

10

屬

16

種 

10

屬

16

種 

13

屬

29

種 

8

屬

18

種 

 

☆：保育類 

O：目前記錄到的種類 

X：尚未記錄到的種類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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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特

有

種 

調
查
方
式 

扁鍬形蟲 X X ★ ★ ★ ★ ★ ★ ★ ★ ★  L、T、H 

深山扁鍬形蟲 X X ★ ★ ★ ★ ★ X X X X ◎ L、T、H 

鏽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 

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雞冠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L、T 

圓翅鋸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L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H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 

台灣肥角鍬形蟲 ★ X ★ ★ ★ ★ ★ ★ ★ X ★  L、T、H 

矮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L、H 

紅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 H、T 

台灣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姬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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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特

有

種 

調
查
方
式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 L、T、H 

扁鍬形蟲 X X ★ ★ ★ ★ ★ ★ ★ X ★  L、T、H 

深山扁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 L、T 

刀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H 

鏽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 

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L 

雙鉤鋸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 L 

漆黑鹿角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L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L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 

台灣肥角鍬形蟲 ★ X ★ ★ ★ ★ ★ ★ ★ ★ X  L、T、H 

葫蘆鍬形蟲 X X X X X X ★ X X X X  H 

矮鍬形蟲 X X X ★ ★ ★ X X X X X  L、H 

紅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 X X ◎ H、T 

台灣深山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 L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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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特

有

種 

調
查
方
式 

台灣大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扁鍬形蟲 ★ X ★ ★ ★ ★ ★ ★ ★ ★ X  L、T、H 

深山扁鍬形蟲 X X ★ X ★ ★ ★ X X X X ◎ L、T、H 

鏽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 

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雞冠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L、T 

圓翅鋸鍬形蟲 X X X X ★ X X X X X X  L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T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X ★ ★ X ★ ★ ★ ★ ★ ★ ★  L、T、H 

葫蘆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H 

矮鍬形蟲 X X X ★ ★ ★ X X X X X  L、H 

紅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 X X ◎ H、T 

台灣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姬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X X X X X X ◎ L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保育類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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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特

有

種 

調
查
方
式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 

望月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條紋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H 

條背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T、H 

細角大鍬形蟲 X X ★ X ★ ★ ★ ★ ★ X X  T、H 

刀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 

鏽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 

艷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L 

雙鉤鋸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台灣肥角鍬形蟲 ★ X ★ ★ ★ ★ ★ ★ ★ ★ ★  L、T、H 

高山肥角鍬形蟲 X X ★ X X ★ ★ X X X X ◎ H 

碧綠鬼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H 

斑紋鍬形蟲 X X X ★ ★ ★ X X X X X  H 

大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 

泥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 H 

高砂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L 

蓬萊深山鍬形蟲 X X X ★ ★ ★ X X X X X ◎ L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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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特
有
種 

調
查
方
式 

長角大鍬形蟲 X X X ★ ★ ★ ★ ★ ★ X ★ ☆◎ L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 

扁鍬形蟲 X X ★ ★ ★ ★ ★ ★ ★ X X  L、T、H 

深山扁鍬形蟲 X X X ★ ★ ★ ★ ★ ★ X ★ ◎ L、T、H 

望月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條背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T、H 

細角大鍬形蟲 X X X X ★ ★ ★ ★ ★ ★ X  T、H 

刀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H 

鏽鍬形蟲 X X X ★ ★ ★ ★ ★ ★ X X ◎ L、T、H 

艷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 L、H 

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 ★ ★ ★ ★ X X X  L、T、H 

雙鉤鋸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漆黑鹿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H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 ★ ★ ★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 ★ ★ ★ ★ ★ ★ ★ ★ ★ ★  L、T、H 

高山肥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H 

姬角葫蘆鍬形蟲 X X X X ★ X X X X X X ◎ L 

葫蘆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H 

矮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L 

金鬼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L 

大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 

紅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 X X ◎ H、T 

泥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 H 

高砂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L 

台灣深山鍬形蟲 X X X ★ ★ ★ ★ X X X X ◎ L 

姬深山鍬形蟲 X X X ★ ★ ★ X X X X X ◎ H、T 

栗色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X X X X X ◎ L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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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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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95年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解說員培訓研習班」課程表 

 
 
 
 

日期 
 

 課程/ 
  講座 
 
 時間 

9 月 21 日/ 

(星期四 ) 

9 月 22 日/ 

(星期五) 

8：00 
∣ 

9：00 
 早餐 

9：00 
∣ 

9：50 
(第一節) 

 鍬形蟲棲息環境之經營 

講師：楊平世 教授 
現職：台大昆蟲系教授 

10：00 
∣ 

10：50 
(第二節) 

報  到 自然生態體驗及生態攝影 

講師：李惠永、李信德、林衍德  
現職：台大昆蟲系研究助理及博士
班研究生 
地點：桂山電廠 

11：00 
∣ 

11：50 
(第三節) 

認識昆蟲 

講師：李信德 
現職：台大昆蟲系博士班研究生 

12：00 
∣ 

13：30 
午餐 及 休息 

13：40 
∣ 

14：30 
(第四節) 

台灣甲蟲多樣性 

講師：林衍德 
現職：台大昆蟲系博士班研究生 

綜合座談會 

 

14：40 
∣ 

15：30 
(第五節) 

台灣鍬形蟲世界 

講師：李惠永 
現職：台大昆蟲系研究助理 

15：40 
∣ 

16：30 
(第六節) 

昆蟲攝影 

講師：李惠永  
現職：台大昆蟲系研究助理 
 

賦 歸 

17：30 
∣ 

18：30 
晚餐 

19：00 
∣ 

20：30 

夜間觀察 

（訓練中心樓頂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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