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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國家森林遊樂區（中、南、東部）鍬形蟲資源調查 

 

 

摘要 

本研究針對林務局中部、南部及東部五個國家森林遊樂區進行鍬形蟲資源

調查，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發現 11 屬 23 種的鍬形蟲；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則有 10 屬 26 種的鍬形蟲；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共調查到 8 屬 18 種的鍬形蟲；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則發現 9 屬 21 種的鍬形蟲；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8

屬 9 種的鍬形蟲。其中，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有調查

到屬於保育類的台灣大鍬形蟲（Dorcus grandis formosanus）；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則調查到屬於保育類的長角大鍬

形蟲（Dorcus Schenkli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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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了全世界將近二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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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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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cus parvulus）；最高的則是能高－安東軍海拔 3230 公尺左右

的台灣鬼鍬形蟲（Prismognathus formosan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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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教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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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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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三輪勇四郎的報

告，三輪（1931、1932a、1932b、1933、1934）記載了 48種鍬形蟲，其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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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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阿里山國家森

林遊樂區、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的

鍬形蟲資源，僅有王（1987；1994）、張（1993）及李（2004）有記載部分的種

類，記載的種類資料如下：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泥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doro doro Mizunuma, 1994 王（1987）、王（1994） 

大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maximus vendli Dudich, 1923 王（1987）、王（1994）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大禾鏽鍬形蟲 Dorcus japonicus Nakane et S. Makino,1985 李（2004） 

台灣大鍬形蟲 Dorcus grandis formosanus Miwa, 1929 王（1987）、王（1994） 

長角大鍬形蟲 Dorcus Schenklingi （Möllenkamp, 1913） 王（1994） 

平頭大鍬形蟲 Dorcus miwai Benesh, 1936 王（1987）、王（1994） 

條背大鍬形蟲 Dorcus reichi clypeatus Benesh,1950 王（1987）、王（1994） 

細角大鍬形蟲 Dorcus gracilicornis Benesh,1950 王（1987）、王（1994） 

鬼豔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parryi Boileau, 1905 李（2004） 

台灣深山鍬形蟲 Lucanus formosanus Planet,1899 王（1994） 

高砂深山鍬形蟲 

 Lucanus maculifemoratus taiwanus Miwa,1936 

王（1987）、王（1994） 

黃腳深山鍬形蟲 Lucanus miwai Y.Kurosawa,1966 王（1987）、王（1994） 

大屯姬深山鍬形蟲 Lucanus datunensis Hashimoto,1984 王（1994） 

紅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winhoei Bates, 1866 王（1987）、王（1994） 

台灣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formosanus Nagel,1928 王（1987）、王（1994）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平頭大鍬形蟲 Dorcus miwai Benesh, 1936 張（1993）、王（1994）、

李（2004） 

細角大鍬形蟲 Dorcus gracilicornis Benesh,1950 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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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背大鍬形蟲 Dorcus reichi clypeatus Benesh,1950 張（1993）、李（2004） 

長角大鍬形蟲 Dorcus Schenklingi （Möllenkamp, 1913） 張（1993）、王（1994） 

望月鍬形蟲 Dorcus mochizukii （Miwa, 1937） 李（2004） 

高砂深山鍬形蟲 

 Lucanus maculifemoratus taiwanus Miwa,1936 

王（1987）、王（1994）、

李（2004） 

台灣深山鍬形蟲 Lucanus formosanus Planet,1899 張（1993）、王（1994）、

李（2004） 

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scutellaris Möllenkamp, 1912 李（2004） 

大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maximus vendli Dudich, 1923 王（1987）、王（1994）、

李（2004） 

紅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winhoei Bates, 1866 李（2004） 

葫蘆鍬形蟲 Nigidionus parryi（Bates,1866） 李（2004） 

台灣肥角鍬形蟲 Aegus laevicollis formosae Bates, 1866 李（2004） 

台灣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formosanus Nagel,1928 李（2004）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平頭大鍬形蟲 Dorcus miwai Benesh, 1936 李（2004） 

 

除上述四個國家森林遊樂區以外，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則缺乏科學性研究的資料

和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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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開始至 2009 年 5 月為止，每個月每個地點調查一次。 

燈光誘集架設地點：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中心前停車場。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祝山林道。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中心旁平台。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武陵山莊旁。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伐木機具展示館前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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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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討論 

（一）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台中縣和平鄉，轄屬東勢林區管理處，面積約

2492.320 公頃，海拔高度介於 750 - 2424 公尺，十文溪與佳保溪匯流其間，

區內蘊藏珍貴林木，昔日與阿里山、太平山並列為臺灣三大林場，所以早在日治

時期就已經是非常著名的鍬形蟲和蝴蝶的產地。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在文獻記載上有 1屬 2種（王，1987、

1994），分別為泥圓翅鍬形蟲(Neolucanus doro doro)及大圓翅鍬形蟲(Neolucanus 

maximus vendli)，本研究調查到 11屬 23種的鍬形蟲，其中在 2008年 7月、8月及

2009年 5月有調查到屬於保育類的台灣大鍬形蟲（Dorcus grandis formosanus），詳細

種類名錄及發生月份如表一：  

 

表一、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及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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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X ★ ★ ★ ★ ★ ★ X ◎ L、T 

扁鍬形蟲 ★ ★ ★ ★ ★ ★ ★ ★ ★ ★ ★  L、T、H 

深山扁鍬形蟲 X X X ★ ★ ★ ★ ★ ★ ★ X ◎ 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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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鍬形蟲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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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X  T、H 

刀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 L、H 

鏽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 L、T、H 

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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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L、H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X X ★ ★ X ★ ★ ★ X ★ X  L、T、H 

姬角葫蘆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L 

矮鍬形蟲 X X X X ★ ★ ★ ★ ★ X X  L、H 

大圓翅鍬形蟲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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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L 

台灣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 ★ X X X X ◎ L 

各月分種類數 1 2 2 3 6 19 19 14 8 6 1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保護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暖溫帶林帶上，以針闊葉樹混合林為主，鍬形蟲

全年可見，以七月和八月最多(19種)，其中不乏一些稀少的種類，例如：圓翅

鋸鍬形蟲(Prosopocoilus forficula austerus)和姬角葫蘆鍬形蟲(Nigidius acutangulus)；圓翅

鋸鍬形蟲為台灣特有亞種，零星分布於台灣海拔 150〜1750公尺山區，目前僅知

白天會吸食火燒柯、烏來柯、青剛櫟和短尾葉石櫟的樹液，夜晚具有趨光性，本

種在台灣各地有極大的獵捕壓力，其生態習性、生活史及生態需求尚未被發現，

亟待研究，本研究在 2008年 7月有 1隻次的趨光記錄。 

姬角葫蘆鍬形蟲為台灣特有種，模式產地為高雄甲仙，體型僅有 1.2公分，

屬於稀少的鍬形蟲種類，成蟲為肉食性。雌蟲會將卵產在活樹的枯側枝內，目前

在野外的生態觀察記錄不多，生活史不明，亟待研究，本研究在 2008年 7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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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隻次；8月有 1隻次的趨光記錄。 

本區域所調查到的鍬形蟲種類，絕大多數都可以被燈光誘集，其中扁鍬形蟲

(Dorcus titanus sika)為全年可見的種類(見表一)。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第一停

車場路燈、八仙山莊小木屋、蜜月屋、二層木屋的燈光都是觀察鍬形蟲的好地點，

園區步道兩側尚未發現與鍬形蟲有關的植物，僅有少部分的的構樹落果會吸引扁

鍬形蟲。另外在 2008年 7月和 2009年 5月的調查中發現八仙山家森林遊樂區

有著為數不少的獨角仙族群，這些都是發展甲蟲生態旅遊的重要資源。 

 

（二）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轄屬嘉義林區管理處，面積約

1400 公頃，海拔高度介於 2200 - 2450 公尺，自日治時期開始，就是很著名的

昆蟲產地，許多昆蟲的模式標本皆產自阿里山，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

資源，在文獻記載上有 5屬 13種（王，1987、1994；李，2004），本研究調查到

10屬 26種的鍬形蟲，其中在 2008年 7月、8月有調查到保育類的台灣大鍬形蟲；

2008年 7月和 2009年 5月有調查到屬於保育類的長角大鍬形蟲，詳細種類名錄

及發生月份如表二：  

 

表二、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及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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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X X X X X ☆

◎ 

L 

台灣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L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X ★ ★ ★ ★ ★ ★ X ◎ L、T 

深山扁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 L、T、H 

望月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L 

條紋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H 

條背大鍬形蟲 X X X X ★ ★ ★ ★ ★ X X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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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角大鍬形蟲 X X X X ★ ★ ★ ★ ★ ★ X  T、H 

刀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 L、H 

鏽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 L、T、H 

大禾鏽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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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T、H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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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金鬼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L 

台灣鬼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 H 

大圓翅鍬形蟲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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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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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 L 

蓬萊深山鍬形蟲 X X X X ★ X X X X X X ◎ L 

              

各月分種類數 0 0 0 0 6 21 20 13 8 5 0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保護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26種的鍬形蟲，將近台灣產鍬形蟲種類的一

半(台灣目前已知的鍬形蟲有 54種)，其中也包括一些稀少的種類，例如：高山

肥角鍬形蟲(Aegus kurosawai)、蓬萊深山鍬形蟲(Lucanus kurosawai)、條紋鍬形蟲(Dorcus 

striatipennis striatipennis)、姬角葫蘆鍬形蟲(Nigidius acutangulus)。雖然阿里山國家森林

遊樂區的鍬形蟲有 26種之多，但是發現的數量都很少，每一種都是零星的記錄

而已。 

另外，從 2008年 12月至 2009年 4月，都沒有發現任何的鍬形蟲，可能因

為海拔較高，氣溫偏低，不利於鍬形蟲活動所致，再者，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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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幾乎是以紅檜、扁柏、柳杉、台灣杉、鐵杉、華山松為主的森林，這些針

葉樹種的倒木，鍬形蟲幾乎都不會去利用，在能提供鍬形蟲繁殖的闊葉樹倒木不

多的情況下，鍬形蟲的數量自然不多，步道沿線也幾乎都是這些人工林，鮮少有

殼斗科的植物，所以白天幾乎看不到任何的鍬形蟲(只有 7至 9月步道上有零星

的紅圓翅鍬形蟲，但數量亦不多)，由表二中可知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可以觀

察鍬形蟲的季節為 7至 9月，觀察的較佳地點則為：大門收費站前的探照燈、旅

客服務中心一帶的路燈、商店區、旅社區的燈光、園區內的阿里山賓館、阿里山

閣大飯店、受鎮宮、香林國小及園區內步道旁的路燈或膝燈。 

 

（三）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高雄縣桃源鄉，轄屬於屏東林區管理處，面積約 770

公頃，海拔高度介於 1550公尺至 1804公尺之間。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

資源文獻記載了 7 屬 13 種(王，1987；張，1993；王，1994；李，2004)，本研

究記錄了 8 屬 18 種的鍬形蟲，其中在 2008 年 7 月及 2009 年 4 月和 5 月有調查

到屬於保育類的長角大鍬形蟲，詳細種類名錄及發生月份如表三： 

 

表三、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及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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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X X ☆

◎ 

L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 L、T 

深山扁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 L、T、H 

望月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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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X X ◎ L、H 

鏽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 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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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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T、H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X X X ★ ★ ★ ★ ★ ★ ★ X  L、T、H 

大圓翅鍬形蟲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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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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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L 

              

各月分種類數 0 0 0 2 5 16 16 11 8 5 0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保護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由表三中可知，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適合觀賞鍬形蟲的季節為 7至 9月，適

合夜間觀賞鍬形蟲的地點則是：遊客中心、出雲山莊、藤枝山莊的燈光及大門口

售票亭附近的路燈都是觀賞鍬形蟲的好地點。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最具代表性的昆蟲當屬長角大鍬形蟲(Dorcus Schenklingi)

和蓬萊鍬形金龜(Kibakoganea formosana)兩種；長角大鍬形蟲為保育類的昆蟲，屬

於台灣特有種，有「關刀龜」的別稱，本種夜晚具有趨光性，白天會吸食青剛櫟、

栓皮櫟、火燒柯、狹葉櫟的樹液。藤枝地區擁有穩定的長角大鍬形蟲族群，4至

7月為藤枝地區的長角大鍬形蟲的發生期。 

另一種藤枝地區較具代表性的甲蟲則是蓬萊鍬形金龜，蓬萊鍬形金龜又稱為

文龍角金龜，為台灣特有種，本種分布在台灣南部，在藤枝地區的發生期為每年

的 4至 6月。每年四月開始，藤枝附近的原住民（包含二集團的原住民）及一些

業餘的甲蟲愛好者都會前往藤枝一帶的道路路燈獵捕這兩種甲蟲，少數不肖甲蟲

商店會向當地原住民收購這些甲蟲(包含保育類的長角大鍬形蟲)，造成藤枝一帶

的甲蟲面臨極大的獵捕壓力，遊樂區內由於管制良好，並未發生上述情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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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 4月至 8月期間，加強遊樂區外的聯外道路之巡查取締，杜絕這些非法獵

捕昆蟲的情形，並透過宣導，與當地居民溝通才能治本。 

 

（四）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行政轄區跨越台中縣和平鄉及宜蘭縣大同鄉，轄屬於

東勢林區管理處，面積約 3760公頃，海拔高度介於 1,800-3,884 公尺。武陵國

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文獻記載的部分僅 1屬 1種(李，2004)，本研究調查

到 9屬 21種的鍬形蟲，其中在 2008年 7月有調查到屬於保育類的長角大鍬形蟲。

本區域的鍬形蟲在各個月份出現的情形如表四： 

 

表四、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及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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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X X X X X ☆

◎ 

L 

平頭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 L、T 

深山扁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L、T、H 

望月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 L 

條背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T、H 

細角大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T、H 

刀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 L、H 

鏽鍬形蟲 X X X X X ★ ★ ★ ★ X X ◎ L、T、H 

艷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 L、H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X X X ★ ★ ★ ★ ★ ★ ★ X  L、T、H 

金鬼鍬形蟲 

(北部亞種) 

X X X X X X ★ ★ X X X  L 

大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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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X X X ◎ H、T 

高砂深山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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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H 

栗色深山鍬形蟲 

(北部亞種) 

X X X X X ★ X X X X X ◎ L 

              

各月分種類數 0 0 0 1 3 16 17 10 3 1 0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保護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由表四可知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適合觀賞鍬形蟲的季節為 7至 9月，5月以

前和 9月以後鍬形蟲的種類數都在 3種以下，不適合觀賞。該區域適合夜間觀賞

鍬形蟲的地點有：武陵山莊、旅遊服務中心、第一休閒農莊、富野渡假村、國民

賓館附近的燈光，夜間都會有鍬形蟲飛到附近，很容易觀察。 

自億年橋往武陵山莊經武陵吊橋往桃山瀑布的沿路上，有許多的栓皮櫟及少

部分的狹葉櫟，2008 年 7月及 2009年 5月，在沿路的栓皮櫟上幾乎都可以發現

姬深山鍬形蟲(Lucanus swinhoei)(推測 6月的時候最多，惜本研究並未包含 6月的

調查，有待東勢林區管理處後續追蹤研究)。姬深山鍬形蟲為台灣特有種，雄蟲

體長約 27〜54mm，雌蟲約:20〜31mm ，分布在台灣北部及中部海拔 200〜2100

公尺山區， 雄蟲喜歡棲息在栓皮櫟的樹上，本種鍬形蟲為日夜雙行性，夜晚亦

具有趨光性，本種的繁殖產卵需求及幼蟲的生態、生活史尚未被發現，亟待研究。

狹葉櫟上則可以看到平頭大鍬形蟲(Dorcus miwai)、細角大鍬形蟲(Dorcus gracilicornis)

和艷細身赤鍬形蟲(Cyclommatus asahinai)在樹上吸食樹液。 

 

（五）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轄屬於花蓮林區管理處，海拔高



- 15 - 

度介於 140-601公尺，面積約 145公頃。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資源缺乏

相關文獻的記載，本研究在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調查到 8屬 9種的鍬形蟲，其中

並沒有調查到屬於保育類的鍬形蟲，詳細種類名錄及發生月份如表五：  

 

表五、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種類及出現月份 

            月份 

 

種類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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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L、T、H 

鏽鍬形蟲 X X X X X ★ ★ ★ ★ ★ X ◎ L、T、H 

細身赤鍬形蟲 X X X X X ★ X X X X X ◎ L 

兩點鋸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T、H 

鹿角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鬼豔鍬形蟲 X X X X X ★ ★ X X X X  L、H 

台灣肥角鍬形蟲 ★ ★ ★ ★ ★ ★ ★ ★ ★ ★ ★  L、T、H 

紅圓翅鍬形蟲 X X X X X X ★ ★ ★ X X ◎ H、T 

矮鍬形蟲 X X X X X ★ ★ ★ X X X  L、H 

              

各月分種類數 2 2 2 2 2 8 8 6 4 3 2   

 

★：調查記錄到的種類  ◎：台灣特有種  ☆：保護種  X：未記錄到的種類 

L：燈光誘集  T：腐果誘集  H：逢機手採   

 

由表五中可知，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全年都可以見到鍬形蟲，這些鍬形蟲

皆屬於常見的種類，雖然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鍬形蟲種類數不多，沒有一個月

分超過十種，但是數量上相當多，很容易可以看得見，尤其是扁鍬形蟲(Dorcus 

titanus sika)和台灣肥角鍬形蟲(Aegus laevicollis formosae)更是全年可見，7至 9月森林

浴步道和自導式步道地面上經常可以見到紅圓翅鍬形蟲(Neolucanus swinhoei)在步

道上爬行，由於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海拔較低，平均氣溫較高，所以全年都可

以見到鍬形蟲，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依然有鍬形蟲活動，雖然種類上不若其他森

林遊樂區來的多，但是數量上相當多，亦是十分適合發展甲蟲生態旅遊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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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發展夜間觀察甲蟲，伐木機具展示館前草地、自然教室、運材索道流籠旁、

林業陳列館前空地都是適合架設燈光觀察甲蟲的地點。 

 

（六）解說員培訓及解說手冊 

本計畫除實地調查上述五個國家森林遊樂區外，也於 2008年 9月 25-26日

假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舉行 97年國家森林遊樂區鍬形蟲解說員培訓研習班，參

加人員 40人，活動之課程表及行程詳見附錄一。另外，本計畫亦已完成國家森

林遊樂區常見鍬形蟲解說手冊之撰寫。 

 

（七）經營管理上之建議 

(1)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觀賞甲蟲的季節為每年的七至

九月，較佳的觀察鍬形蟲地點則為第一停車場路燈、八仙山莊小木屋、蜜月屋、

二層木屋的燈光，建議在上述地點附近增設一些鍬形蟲相關之解說看板，讓民眾

了解當地的鍬形蟲資源。也可以在十文溪沿岸步道、林間教室、望月亭一帶及生

態教室附近種植一些殼斗科植物，建議種植的樹種則為青剛櫟、栓皮櫟、長尾栲、

火燒柯、大葉石櫟、短尾葉石櫟。 

由於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獨角仙資源相當豐富，建議在遊客中心旁及八

仙山莊小木屋一帶種植一些光臘樹，以吸引獨角仙，讓遊客方便近距離觀察，並

設立解說牌，教育民眾獨角仙與光臘樹之間的關係及獨角仙的生態，並在光蠟樹

旁選擇較為平坦的地點，設置落葉堆置區，將落葉集中堆放，獨角仙被吸引來後，

雌蟲在光蠟樹上完成交配，可以直接就近產卵繁殖。 

若要發展夜間昆蟲觀察，園區內的清風亭、望月亭、觀景平台都是很好的架

燈地點。也可以在望月亭、飄香亭、聽泉亭、尋悠亭、觀景平台附近選擇地勢平

坦之處進行棲地營造，將園區內被颱風吹倒須清除的倒木分段切割後集中放置，

以提供甲蟲產卵繁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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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交通及餐飲住宿條件都十分方便、鍬形蟲種類繁多

(目前調查到有 23種)，十分適合發展甲蟲的生態旅遊，建議東勢林管處自行編

列經費詳細調查園區內的鍬形蟲資源，尤其是本研究所缺乏的 6月資料，也可以

舉辦一些觀賞甲蟲的營隊或是甲蟲季、甲蟲攝影比賽等相關的推廣活動。 

 

(2)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森林幾乎是以紅檜、扁柏、柳杉、台灣杉、鐵杉、

華山松為主的人工林，這些針葉樹種的倒木，鍬形蟲幾乎都不會去利用，在能提

供鍬形蟲繁殖的闊葉樹倒木不多的情況下，鍬形蟲的數量自然不多，建議在第一

管制哨至派出所沿線、祝山林道及沼平公園步道沿線種植一些狹葉櫟、錐果櫟、

高山櫟、銳葉高山櫟、火燒柯、長尾栲…等殼斗科植物，增加鍬形蟲成蟲取食的

樹種，可以吸引鍬形蟲前來取食，也可以選擇地勢平坦處(例如沼平公園附近的

步道旁)進行甲蟲的棲地營造，由於園區內的樹種多為針葉樹種，針葉樹的倒木

並不利於鍬形蟲的產卵繁殖，所以在棲地營造上面，這些倒木並不適用，建議收

購菇農種植香菇後拋棄的椴木當成產卵材，適當裁切後整齊堆置，可以提供鍬形

蟲產卵繁殖用，2至 3年後，依每個區域鍬形蟲利用椴木的情況更新香菇椴木，

應可增加園區內鍬形蟲的數量，提高遊客看見鍬形蟲的機率，並在棲地營造的地

點設置解說牌教育民眾棲地營造的目的及功能。 

另外，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解說文宣和看板，對昆蟲方面的著墨甚少，

即使在林務局的台灣山林悠遊網中，也無法查到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昆蟲的

資訊，然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自日治時期就是非常著名的昆蟲產地，許多昆蟲

的模式標本也都產自阿里山或是以阿里山命名，建議嘉義林區管理處可以自行編

列經費調查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昆蟲資源，將這些基礎生態資料建立起來以

為日後解說或是推廣教育的依據。 

 

(3)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 18 - 

藤枝地區的甲蟲資源相當豐富，食宿餐飲的條件亦都具備，是辦理甲蟲營隊

的好地方，4月到 7月都是很好的時間，建議屏東林管處可以在每年辦理一些甲

蟲營隊，透過營隊的方式讓民眾更加了解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甲蟲資源，也可

以設立一間昆蟲展示室，依不同季節陳列展示不同主題之昆蟲標本，建議與特有

生物研究中心中海拔試驗站合作，由試驗站依不同季節提供不同主題的標本，並

更換前項主題之標本，因為山區多雨潮濕，不利於長時間的昆蟲標本保存，昆蟲

標本在陳列展示一段時間後就會因為空氣潮濕而潮化或發霉，必須經過專人處

理，特有生物研究中心中海拔試驗站有很好的昆蟲標本保存設備，也有極佳的昆

蟲標本製作處理團隊，如此可以節省森林遊樂區製作昆蟲標本、存放昆蟲標本的

人力、設備和空間問題,也可以隨時有不同的昆蟲主題可供展示，可以讓昆蟲標

本發揮最大的功能。 

另外，在每年 4月至 8月期間，建議管理處加強遊樂區外的聯外道路之稽查

取締，杜絕這些非法獵捕昆蟲的情形，並透過宣導，與當地居民溝通才能治本。 

 

(4)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道路沿線有許多的栓皮櫟，栓皮櫟分泌的樹液許多甲蟲

都喜歡吸食，栓皮櫟的枯枝和朽木對許多昆蟲來說是很好的產卵繁殖木頭，尤其

是鍬形蟲，這些道路附近的栓皮櫟在每年颱風過後勢必有許多的枝葉被吹落需清

除，建議管理處將這些栓皮櫟枝葉倒木擇一平坦陰涼處集中放置，營造甲蟲的產

卵繁殖環境，地點可以選擇億年橋至武陵山莊道路旁地勢較平緩的森林中。棲地

營造主要是針對遊樂區倒木、枯枝、落葉的經營管理方式，將災害中傾倒的倒木

分解，集中排列，並將枯枝落葉放入堆置區以營造甲蟲的產卵繁殖環境，吸引甲

蟲前來產卵繁殖，純粹為營造甲蟲的繁殖環境所設置，並非讓遊客尋找甲蟲的地

點，堆置區的木頭須分解排列整齊，方可容納較多的倒木，也可以避免被誤認為

是垃圾場而遭遊客丟棄垃圾，由於堆置區內堆放許多倒木，環境潮濕，難免會有

蛇類躲藏，所以堆置區需設立解說看板教育民眾，說明棲地營造的功能性。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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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管理處加強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解說看板及文宣品，尤其是昆蟲的部分。 

另外，在研究調查期間發現武陵山莊附近的道路旁及武陵吊橋前後的步道兩

側邊坡長滿了大葉馬兜鈴，大葉馬兜鈴為保育類曙鳳蝶及大紅紋鳳蝶的寄主植

物，此處亦為武陵地區很重要的曙鳳蝶棲地，但經常性的除草常造成大紅紋鳳蝶

和曙鳳蝶的幼蟲因找不到寄主植物而四處逃竄或死亡的情形。在不影響遊客的安

全也不妨礙遊客在步道上行走的前提下，建議停止該區域的除草工作。 

 

(5)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海拔較低，平均氣溫較高，全年都可以見到鍬形蟲，

而且數量上相當多，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依然有鍬形蟲活動，是十分適合發展甲

蟲生態旅遊的場所，若要發展夜間觀察甲蟲，伐木機具展示館前草地、自然教室、

運材索道流籠旁、林業陳列館前空地都是適合架設燈光觀察甲蟲的地點。 

另外，森林遊樂區中的解說牌，解說看板、文宣，在昆蟲部分還有再加強

的空間，自然教育中心內也可以多增加一些昆蟲的展示或設計一些以甲蟲為題材

的遊戲或活動，增加與民眾之間的互動，也可以不定期做一些特展或研習活動。 

 

(八)台灣的甲蟲產業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台灣的甲蟲產業 

台灣的甲蟲研究算起來時間並不算長，最早的階段應是一批歐洲學者、官

員及醫生來華採集各種生物的標本，而第一次正式記載的台灣甲蟲迄今亦不過

140多年；到了日治時代，對昆蟲始有較具規模及系統性的採集和研究，但是在

飼養甲蟲的這塊領域，依然尚未起步；許多當時所採集的標本，現今仍保存於台

灣大學昆蟲系標本館及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系標本館。日治時代以後，仍有許多

新種及新記錄種陸續為國內外學者所發表，種類數不斷的增加。而台灣昆蟲的商

業性利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6年日本人朝倉在埔里經營蝶類標本，除了蝴蝶標

本以外，朝倉也蒐集部分的鍬形蟲標本販賣；1918-1920年間日本人在埔里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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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社特產株式會社」，販賣昆蟲標本以及埔里當地的特產（朱（1973）、楊

（1989、1991）及葛(2001)），然而這些標本的買賣，多以蝶類為主，雖含有少

部分台灣特有甲蟲；而後在埔里陸陸續續由當地人設立了昆蟲研究株式會社、昆

蟲研究所及昆蟲館，台灣的甲蟲標本才正式成為商業交易的對象；而為了取得完

美無瑕疵的甲蟲標本，以獲取更高的利潤，有些人也開始嘗試飼養甲蟲，開啟了

台灣甲蟲飼養的先例。 

國外有許多的甲蟲被當成寵物來飼養，特別是鍬形蟲和兜蟲（獨角仙），其

中又以鄰近的日本地區最為熱衷，以甲蟲為主的昆蟲商店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

飼育甲蟲的用品如枯木、木屑、腐質土還有標榜著可以延長壽命、提高產卵率各

式各樣口味的果凍也紛紛商品化，使得一般上班族也能夠輕易的取得這些飼養甲

蟲的材料，再加上飼養甲蟲只需要小小的空間，在寸土寸金的日本，更容易為大

眾所接受，這股「甲蟲飼育風潮」目前正席捲全球，並大大影響台灣，魅力無法

擋。 

 

甲蟲飼養 

近年來全世界興起飼養甲蟲的風潮，尤其以歐洲、美洲及日本最為狂熱，

在網路發達與交通便利的情況下，這些活體昆蟲被當成商品交易，經由航空運

輸，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到達地球的另一端；是故，許多販賣活體昆蟲的商店及

網站陸續成立，以鄰近的日本為例，日本境內有超過 500家的昆蟲商店及超過

1000個以販賣活體昆蟲為主的網站。西元 1992年，「Biotec」菌瓶商品化生產

後，日本的甲蟲愛好者開始大量飼養鍬形蟲（藤田, 2003），而後又有許多品牌

的甲蟲飼育用品陸續推出，甲蟲相關之雜誌、期刊亦紛紛出刊，掀起了日本境內

飼養甲蟲的熱潮。以體長 75mm的日本大鍬形蟲（Dorcus hopei binodulosus）為例，

早年身價動輒 10~20 萬日幣，在這些飼育用品商品化後，日本人大量飼養，目前

市場行情僅需 4000~6000 日幣（藤田, 2003）。台灣也有這樣子的案例，以體長

50mm 的雞冠細身赤鍬形蟲（Cyclommatus mniszechi）及高砂鋸鍬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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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opocoilus motschulskyii）來說，20 年前的單價約在 10000~30000 元之間，

隨著日本飼育用品的大量進口及台灣飼養技術的日趨成熟，在大量繁殖的情況

下，這兩種鍬形蟲的成蟲市場行情僅有數百元台幣，單隻的幼蟲亦只需 50 元即

可購得。 

甲蟲是很好的教學素材，許多靠近郊區的學校或山地學校，鍬形蟲和獨角仙更是

校園中的常客，經常可以在教室的紗窗或走廊燈下發現他們的蹤跡，學生可以透

過飼養甲蟲來了解甲蟲的生態、行為和變態過程，進而啟發一些自然科學實驗的

靈感。再加上許多飼養甲蟲的用品都已經商品化，取得十分容易，飼養甲蟲可以

說是一件輕鬆又容易的事情。 

 

台灣的甲蟲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一）甲蟲商品 

甲蟲飼養的風氣已經在台灣漸漸風行，台灣的甲蟲愛好者在飼養甲蟲的時

候，多半仍需仰賴日本進口的飼育用品，近年來已有部分商家開始著手發展本土

的飼育用品，但是仍有諸多的問題仍待解決，例如：飼育成效的穩定性、商品本

身的品質、包裝…等問題。那麼，未來台灣的甲蟲產業可以朝哪些方向去發展跟

努力？ 

 

1.飼育用品的開發 

（1）甲蟲果凍：甲蟲果凍的目的在延長甲蟲的壽命，因為鍬形蟲、兜蟲（獨角

仙）在自然界中，多數的時間是以幼蟲的型態存在自然界中，變成成蟲的目的在

交配繁殖下一代，所以大多數的甲蟲在野外的壽命都不會太長，大約 1~2 個月，

只有少數種類可以用成蟲的型態越冬，但是在人工飼養的條件下，提供高營養的

食物，可以延長成蟲的壽命，所以才會有甲蟲果凍這樣的商品誕生。甲蟲果凍其

實是由人類吃的果凍再行添加適合昆蟲生長的動植物性蛋白質而來，在台灣已有

部分商家開始生產甲蟲果凍；但是這些果凍在延長壽命的能力仍然不及日製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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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果凍來得好，這方面是今後可以努力的方向，有一些單價較高的日製甲蟲果

凍，標榜可以讓雌蟲提高產卵量，也有一些甲蟲果凍標榜可以讓雌蟲在生產完第

一輪後可以快速恢復體力，繼續生產第二輪，這一類的果凍，也是有志生產甲蟲

果凍的業者日後可以努力的方向。 

（2）果凍座：果凍座是放置甲蟲果凍供甲蟲取食的台座，也就是甲蟲的餐桌，

果凍座在製作上並不困難，傳統上是以木頭製作，將樹木枝幹裁切成四至五公分

高的圓柱狀，並在上方鑽一個適合放置果凍大小的圓形洞，即成為果凍座。木頭

製成的果凍座材質上較為天然，但是由於重量較輕，果凍座容易被甲蟲所翻倒，

有些雌鍬形蟲甚至會啃咬鑽入果凍座中，造成果凍座的損壞。若要生產甲蟲果凍

座，可以考慮使用 Poly或是窯陶材質，不但重量較重，不容易被甲蟲所翻倒，

亦方便清洗，不會有發霉變黑的情形發生，使用的壽命也較木頭製成的果凍座來

的長。也可朝向將果凍座的高度增高，果凍座的內部刨空，製成人工的樹洞，供

甲蟲躲藏。 

（3）產卵木：產卵木是提供鍬形蟲產卵用的介質，產卵木必須是經過真菌分解

過的朽木，而非剛倒下死亡的生硬木。台灣的香菇種植業已經有許久的歷史，菇

農種植香菇所使用的椴木，在種植香菇後，已無實質上的價值，多半是丟棄或是

做為燃燒用的柴火，但是這些菇農眼中看似無價值的香菇椴木，卻是極佳的甲蟲

產卵木，可以形成產業，政府可以輔導菇農生產甲蟲產卵木，形成附加的產業，

或是針對香菇品質不佳的菇場，輔導轉型成為專門生產甲蟲產木的工廠。 

台灣已有部分業者開始生產甲蟲產卵木，提供甲蟲寵物商店銷售，而這些

台製產卵木的樹種多半以楓香（Liquidambar formaosana）、相思樹（Acacia 

confusa）、杜英（Elaeocarpus sylvestris）為主，鍬形蟲喜歡的櫟木（殼斗科植物

（Fagaceae））則十分稀少。若要將產卵木產業化經營，必須有源源不絕的木頭

來源，以日本為例，日本業者在私有土地上廣泛種植殼斗科樹種，並將之分成許

多區域，每年分別採收一個區域，採收後立即補植新苗，採收完一輪後，第一年

採收的區域又可以重複採收，如此企業化的永續經營，方能有源源不絕的產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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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 

台製的產卵木在使用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在品質上卻參差不齊，規

格上大小不一，且產木沒有經過充分的冷凍及乾燥過程，造成產木內有雜蟲或是

產木容易發霉，影響商品的品相。 

日後產卵木的生產及發展方向必須朝向產品規格化、精緻化、包裝化的企

業化經營模式，或是朝向高單價的砂埋靈芝木或是菌種活性較高的芸芝產卵木去

發展。 

（4）枯枝、落葉及樹皮：枯枝、落葉及樹皮在甲蟲飼養上可以提供甲蟲攀爬、

躲藏及翻身用，十分重要。在日本，這些商品也跟產卵木一樣有企業化的經營，

台灣目前則沒有此項產品的生產。枯枝、落葉及樹皮在商品化前亦須經過乾燥的

過程，以免在包裝後商品腐敗，影響品質及美觀。 

（5）木屑及腐植土：木屑及腐植土是佈置產卵環境的產床及孵化後幼蟲的食物，

目前台灣的甲蟲愛好者在飼養幼蟲時，多半仍仰賴日本製的木屑及腐植土，台灣

也有業者生產本土的木屑及腐植土，但是飼養幼蟲的穩定性差，可以養活，但是

無法穩定的飼育出大型個體，僅適合當成產卵佈置用的產床，卻不適合做為飼養

幼蟲的飼育材。相對的，日製的木屑及腐植土的選擇性多，針對幼蟲的需求添加

營養配方，並經過各種等級的發酵（一次發酵、二次發酵及多次發酵），所以可

以穩定的飼育出大型甚至超大型的個體。有些業者甚至針對不同屬的鍬形蟲幼

蟲，發展出專用的木屑及腐植土，例如：細身赤鍬形蟲屬（Cyclommatus spp.）

專用木屑、大鍬形蟲屬（Dorcus spp.）專用木屑、深山鍬形蟲屬（Lucanus spp.）

專用腐植土…..等等。台灣日後在發展木屑及腐植土方面，應朝向營養添加及發

酵時間的掌控方向努力，在木屑及腐植土的商品部分，仍有很大的發展及進步空

間。 

（6）菌瓶：有些種類的鍬形蟲幼蟲可以使用菌瓶來飼養，特別是大鍬形蟲屬的

鍬形蟲幼蟲；市售的台製菌瓶實為種植袖珍菇所使用的菌瓶，這些菌瓶被直接拿

來餵食鍬形蟲幼蟲，台製的菌瓶由於尚未添加適合甲蟲發育的營養物質，所以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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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不佳，僅對少數特定的種類有效果，廣泛通用性不及日製的菌瓶，日製的菌

瓶，由於經過研究改良，添加了許多適合甲蟲生長發育的營養，可以廣泛提供各

種可以取食菌瓶的鍬形蟲幼蟲取食，可飼育的種類較多，且極容易飼育出大型個

體。台灣未來的菌瓶開發，可以朝向測試鍬形蟲幼蟲對各式菇類菌瓶（包括：鮑

魚菇、金針菇、香菇、猴頭菇、袖珍菇….等）取食、發育及適應的情形，選擇

適合的菌瓶，添加適合鍬形蟲幼蟲生長發育的高蛋白質，並將填充的菌瓶容器由

窄口改為廣口，以利更換菌瓶時的挖掘操作，亦可朝向菌類活性較高的芸芝菌及

靈芝菌開發。 

日製的菌瓶除了通用性較廣外，亦針對飼養者的需求，發展出專為飼育出

大型個體而設計的「大型菌瓶」、專為飼育出體態比例優美的「美型菌瓶」及可

以讓鍬形蟲大顎變的粗壯的「極太菌瓶」。台製的菌瓶可以先以通用性高為首要

目標，再來追求「美型」、「大型」和「極太」。 

 

2.飼養工具、容器及週邊產品 

在飼養鍬形蟲時，會用到許許多多的工具，例如挖掘菌瓶的工具、填充飼

育材會使用的擠壓棒、也可發展快速吸熱放熱及防木蚋的各式飼養容器和飼養

箱；筆者經常看見飼養者在剝產卵木找幼蟲時，會祭出各式各樣的五金工具，卻

得不到很好的效果，時常需費力的剝產木，也經常傷及幼蟲，在這方面，可設計

剝產卵木專用的剝木工具，不但省力、方便又不會傷及幼蟲。 

剝完產卵木所剩的碎木塊既不能再當成產卵木使用，要將之變成木屑又需

耗費許多力氣，所以這一類的碎木塊往往遭到丟棄，十分可惜；可以發展輕便的

絞碎木機，將這些碎木塊絞成木屑，可供佈置產卵床使用，或將這些木屑加入富

含動植物性高蛋白質的物質予以發酵處理，做為幼蟲的食材。 

在飼養鍬形蟲時，若不慎破壞鍬形蟲的蛹室，則必須為鍬形蟲製作一個人

工蛹室，人工蛹室一般會以插花用的海綿或是衛生紙來製作，但是製作上需要技

巧又耗費時間，可以發展用彈性海綿或是木頭製作而成的人工蛹室，商品化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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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甲蟲愛好者使用。 

飼養甲蟲時經常會發生木蚋、果蠅及蟎類等問題，也可以發展黏蟲紙、防

蟎木屑、防蟎液…等等產品。 

 

3.甲蟲意象商品 

以甲蟲為主題的商品、玩具、教材、書籍、服飾、飾品、抱枕、撲滿，這

些意象商品，都是產業，都是商機。 

 

（二）生態旅遊及社區林業 

台灣的甲蟲種類相當多，已知的種類就將近 5000 種，以鍬形蟲為例，鍬形

蟲就有 54 種（全世界亦不過 1200 多種），而且這 54 種當中有一半是台灣特有種，

台灣的鍬形蟲分佈範圍相當廣泛，幾乎全島都有鍬形蟲的分佈，十分適合推展甲

蟲生態旅遊；以林務局的森林遊樂區來說，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内洞國家森

林遊樂區、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太平山國家森林遊

樂區、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都有條件可以發展甲蟲生態旅遊。但

是在發展生態旅遊之前，需先進行更詳細的甲蟲生態調查，充分了解哪些月份哪

些地點哪些植物有哪些甲蟲資源可供觀賞；也可以在園區的步道兩側多種植一些

會吸引甲蟲的殼斗科植物或是光蠟樹來吸引鍬形蟲和獨角仙，方便遊客就近觀

察，或是在園區內做一些棲地營造，將枯枝落葉集中裁切後整齊堆置，讓鍬形蟲、

獨角仙、金龜子還有各類的甲蟲前來產卵繁殖。 

除此之外，亦要訓練國家森林遊樂區附近的居民成為解說員，採取使用者

付費的方式，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讓產業社區化，形成社區產業，也可以

利用當地居民的特殊技能（例如：藍染、繪畫…等等），輔以甲蟲為題材，生產

當地特有的特色商品，尤其是以甲蟲為意象的商品；除了這些實質商品之外，亦

須設計一些解說文宣、摺頁，並在固定的季節推出甲蟲季的相關活動如：攝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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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繪畫比賽、甲蟲生態營隊或結合當地的特殊節慶或其他動植物，發展成具有

特色的地方產業。也可以邀請廠商贊助，推出甲蟲飲料、甲蟲冰淇淋；在日本有

啤酒廠商推出螢火蟲啤酒，每賣出一罐螢火蟲啤酒，廠商就捐出一定比例的金

額，回饋給當地做為螢火蟲復育基金。 

另外，日本及韓國有許多獨角仙牧場，專門大規模飼養獨角仙，提供各地

甲蟲寵物商店販售或供應給學校做為教材，如此可以降低商家自行至野外採集的

情形。台灣目前並無此類專門繁殖供應獨角仙的獨角仙牧場，森林遊樂區週邊的

生態農場，林務局可以輔導其轉型成為獨角仙牧場，以獨角仙做為生態旅遊的號

召，並發展獨角仙週邊的產業及飼養獨角仙會使用到的耗材包括：果凍、腐植土、

枯枝落葉… 等等。另外，也可以朝向利用溫控等方式來控制獨角仙的幼蟲期生

長和蛹期的時間，使得一年四季都有獨角仙的成蟲可以供應。 

另外，有一些柑橘園每年柑橘產量過盛，導致柑橘產業逐漸式微，許多柑

橘園漸趨荒廢，而這些荒廢的柑橘園卻是昆蟲的天堂，許許多多的甲蟲，包括紅

圓翅鍬形蟲、鬼豔鍬形蟲、扁鍬形蟲還有其他的甲蟲、蝴蝶都會聚集在柑橘樹上

吸食樹液；在沒有噴藥的情況下，許多以柑橘類植物做為寄主植物的蝴蝶，都會

飛來產卵，林務局也可以考慮補助這些果農，以合作的方式使其成為社區林業的

一部分，讓這些荒廢的柑橘園變成自然教室，成為社區產業。 

森林遊樂區附近以採果觀光為主的生態農園，林務局也可以採合作的方

式，讓這些觀光農園將一小塊園區轉型成甲蟲生態園區，走觀光兼生態旅遊路

線，或是將生產過盛的柑橘製作成柑橘口味的甲蟲專用果凍、甲蟲造型冰棒，變

成社區產業，這些都是未來可以努力的目標。 

還有，一些經營不善的香菇場，林務局也可以輔導其轉型生產飼養甲蟲用

的產卵木及木屑，尋找事業的第二春；或以合作的方式購買這些菇場的香菇椴木

在森林遊樂區進行甲蟲棲地營造時成為底材，讓森林遊樂區附近的香菇場成為社

區林業的一部分。 

甲蟲產業絕對有本錢成為良好的生態產業，且處處是商機，值得林務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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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去規劃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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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鍬形蟲屬 Do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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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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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頭大鍬形蟲 Dorcus miwai Benesh, 1936 ★ ★ ★ ★  

扁鍬形蟲 Dorcus titanus sika （Kriesche, 19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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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月鍬形蟲 Dorcus mochizukii （Miwa, 1937） ★ ★ ★ ★  

條紋鍬形蟲 Dorcus striatipennis striatipennis

（Motschulsky,1861） 

 ★    

條背大鍬形蟲 Dorcus reichi clypeatus Benesh,1950 ★ ★ ★ ★  

細角大鍬形蟲 Dorcus gracilicornis Benesh,1950 ★ ★ ★ ★  

刀鍬形蟲 Dorcus yamadai（Miwa,193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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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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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鍬形蟲 Dorcus rectus （Motschulsky,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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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身赤鍬形蟲屬 Cyclomm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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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身赤鍬形蟲 Cyclommatus scutellaris Möllenkamp, 19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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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鍬形蟲屬 Prosopocoilus 

兩點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astacoides blanchardi（Parry, 

1873） 

★ ★ ★ ★ ★ 

高砂鋸鍬形蟲 Prosopocoilus motschulskyii（Waterhouse,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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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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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豔鹿角鍬形蟲屬 Pseudorhaetus 

漆黑鹿角鍬形蟲 Pseudorhaetus sinicus concolor Benesh, 

1960 

     

      

鹿角鍬形蟲屬 Rhaetulus 

鹿角鍬形蟲 Rhaetulus crenatus crenatus Westwood, 1871 ★ ★ ★ ★ ★ 

      

豔鍬形蟲屬 Odontolabis 

鬼豔鍬形蟲 Odontolabis siva parryi Boileau, 1905 ★ ★ ★ ★ ★ 

      

肥角鍬形蟲屬 Ae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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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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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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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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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葫蘆鍬形蟲屬 Nigi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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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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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角葫蘆鍬形蟲 Nigidius acutangulus Heller, 19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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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鍬形蟲屬 Nigidionus 

葫蘆鍬形蟲 Nigidionus parryi（Bates,1866） ★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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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鍬形蟲屬 Figulus 

矮鍬形蟲 Figulus binodulus Waterhouse, 1873 ★    ★ 

蘭嶼矮鍬形蟲 Figulus binodulus Fairmaire, 1849      

豆鍬形蟲 Figulus punctatus Waterhouse, 1873      

蘭嶼豆鍬形蟲 Figulus curvicornis Benesh, 1950      

      

鬼鍬形蟲屬 Prismogna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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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鬼鍬形蟲（北部亞種） 

 Prismognathus davidis nigerrimus Sakaino et Yu,1993 

   ★  

台灣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formosanus Nagel,1928  ★    

碧綠鬼鍬形蟲 Prismognathus piluensis Sakaino,1992      

      

斑紋鍬形蟲屬 Aesalus 

斑紋鍬形蟲 Aesalus imanishii Inahara et Ratti,1981      

      

圓翅鍬形蟲屬 Neolucanus 

大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maximus vendli Dudich, 1923 ★ ★ ★ ★  

紅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winhoei Bates, 1866 ★ ★ ★ ★ ★ 

泥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doro doro Mizunuma, 1994 ★     

泥圓翅鍬形蟲洞口亞種  

Neolucanus doro horaguchii Nagai,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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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圓翅鍬形蟲  

Neolucanus sinicus taiwanus Mizunuma,1994 

     

      

深山鍬形蟲屬 Lucanus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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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砂深山鍬形蟲 

 Lucanus maculifemoratus taiwanus Miwa,1936 

★ ★ ★ ★  

台灣深山鍬形蟲 Lucanus formosanus Planet,189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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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深山鍬形蟲 Lucanus swinhoei Parry,1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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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萊深山鍬形蟲 Lucanus kurosawai Sakaino,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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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色深山鍬形蟲（北部亞種） 

Lucanus kanoi piceus Y.Kurosawa,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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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腳深山鍬形蟲（出雲山亞種） 

Lucanus ogakii chuyunshanus Sakaino et Yu,1993 

     

      

總計 11

屬

23

種 

10

屬

26

種 

8

屬

18

種 

9

屬

21

種 

8

屬

9

種 

 

☆：保育類 

★：目前記錄到的種類 

空白的欄位為該國家森林遊樂區尚未記錄到的種類 

 

 

 

 

 

國家森林遊樂區 

鍬形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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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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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九月二十六日 

8：00 
∣ 

9：00  早餐 

9：00 
∣ 

9：50 
(第一節) 

 戶外觀察~自然生態體驗及生

態攝影 

10：00 
∣ 

10：50 
(第二節) 

報到 戶外觀察~自然生態體驗及生

態攝影 

11：00 
∣ 

11：50 
(第三節) 

認識昆蟲 甲蟲標本製作 

12：00 
∣ 

13：30 
午餐 及 休息 

13：40 
∣ 

14：30 
(第四節) 

有趣的甲蟲世界 賦 歸 

14：40 
∣ 

15：30 
(第五節) 

鍬形蟲的生態、飼養及保

育 
 

15：40 
∣ 

16：30 
(第六節) 

昆蟲攝影  

17：00 
∣ 

18：00 
晚餐 

18：30 
∣ 

20：00 
夜間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