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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中的照路人 - 埔里分場生態調查
文圖 / 藍玄錦、鄧執庸、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

「日頭暗尋無路，趕緊來火金
姑，做好心來照路，西北雨低低落」
這首兒時膾炙人口的童謠，歌詞中的
火金姑就是常稱的螢火蟲。螢火蟲在
生態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因其對生
態環境的變化極為敏感，其減少或消
失可能暗示著環境的變化，如土地開
發、光污染、農藥使用、水質污染及
降雨量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螢火蟲數
量下降。因此螢火蟲的存在，不僅美
化了自然，也反映了生態健康狀況。

本場埔里分場位於南投縣魚池
鄉， 海 拔 約 650m 的 丘 陵 台 地 上。
場區周邊環境為農地及次生林等鑲嵌
的環境，每年 3-5 月的夜間，可觀察
到大量的螢火蟲。調查發現，此處
螢 火 蟲 為 黑 翅 螢 火 蟲 (Abscondita 
cerata)， 屬 陸 生 螢 火 蟲。113 年 草
地區的黑翅螢火蟲數量經面積加成
計 算 後 為 10,908 隻， 相 較 110 年
的 15,618 隻， 減 少 了 30.16%。 樹
林 區 則 為 5,844 隻， 相 較 110 年 的

4,614 隻則上升 26.65%。於此三年
間，場內農耕範圍無太大變化，試
驗栽培管理模式亦無變動，與其數
量變化無太大關聯性。比較兩年的
氣候差異結果顯示，110 年 1-4 月降
雨 量 為 90.5mm，113 年 同 期 則 為
257.5mm。陸生螢火蟲的幼蟲多生
活在潮濕的環境，如落葉層、土壤或
苔蘚中，並以小型無脊椎動物 ( 如蝸
牛、蚯蚓 ) 為食。適量的降雨有助保
持土壤濕潤，讓幼蟲能順利生長。但
降雨過多，可能導致土壤過於潮濕甚
至淹水，影響幼蟲的活動與存活。
分場的樹林區係以土肉桂為主要樹
種，樹齡皆 20 年以上，枝葉茂密，
在大量降雨時其對雨水具
有極佳的緩衝能力，且林
下植被相周年並無太大變
動，而草地區會定期進行
除草，相較於樹林區，其
植被對強降雨的緩衝能力
較 差。 此 外， 近 年 鄉 公 所

為 場 區 周 邊 住 戶
夜 間 出 入 安 全，
於 草 地 區 外 圍 的
農 路 新 設 路 燈，
上 述 皆 可 能 是 造
成 螢 火 蟲 族 群 變
動的原因。

人類活動及農業生產與生態息息
相關，生態調查的結果及其變動原
因，都需長期觀測並累積資訊才能釐
清。後續本場亦會持續進行長期生態
監測，相關調查資料皆可作為生態變
化、環境變化、人為活動及農業生產
相關性議題及操作調整的參考依據。

▼ 黑翅螢

▼ 螢火蟲調查樣區 - 樹林區 ( 左 )、草地區 ( 右 )

不同棲地及年份對螢火蟲數量變化之比較

文圖 / 李昱錡、陳宛瑩、賴畇潸
為促進中部地區青年農民業務聯

繫及交流，介紹青農輔導資源並說
明未來政策方向，本場 114 年 3 月
25 日邀集轄區青農聯誼會幹部、指
導農會及縣市政府等代表共同參與
於 本 場 舉 辦 之「114 年 中 部 地 區 青
農聯繫暨政策說明會」。會議由楊
宏瑛場長主持，農業部胡忠一政務
次長特別蒞臨綜合討論節次，現場
聆聽青農建言並交換意見。與會單
位包括農政機關、農會及青農共 250
人熱情參與。

青農輔導是農業部的重要政策，
世 代 交 替 之 下 全 國 青 農 人 口 已 達
12.6 萬人，其中中部地區青農聯誼
會總人數 6,769 人 ( 包含 3 個縣級聯
誼會及 60 個在地聯誼會 )，在本場
的長期陪伴與輔導下，不僅於歷年

114 年中部地區青農聯繫暨政策說明會紀實
評鑑中屢獲個人及團體合作的亮眼
成果，亦於 113 年榮獲 1 位全國十
大神農、2 位全國模範農民及 19 位
百大青農的殊榮。為使青農更加瞭
解農業重要輔導資源，特辦理本次
說明會，期透過互動交流，規劃未
來輔導發展方向。

說明會首先由農科院丁川翊研究
員講述農業部各項青農輔導政策及

資源，接續由農糧署中區分署張甯
科員介紹青農農糧設施 ( 備 ) 補助方
案，剖析各項補助重點及法規資訊。
最後由全國農業金庫吳秉濬襄理說
明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協助青農
瞭解貸款條件及配套措施。隨後，
胡忠一政務次長於綜合討論時一一
回應青農提問，充分溝通達到政策
說明聯繫與互動之目的。

▼ 114 年中部地區青農聯繫暨政策說明會胡忠一政務次長 ( 中 )、楊宏瑛場長 ( 中左 1) 與全體與會
者合影

記錄數量 ( 隻 ) 換算密度 估算總數 棲地面積 (m2)113 年 110 年 113 年 110 年 113 年 110 年
草地區 44 63 0.29 0.42 10,908 15,618 37,184.89
樹林區 57 45 0.38 0.3 5,844 4,614 15,378.76

螢火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