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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生物多樣性？

• 說說看，同學的看法!!

•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或 biological 
diversity），又稱物種岐異度，是生命變化的程
度。可以是指在一個區域的，或生物群系之內的基
因變化，物種變化，或生態系統變化。

• 簡單來說，是指所有不同種類的生命，生活在一個
地球上，其相互交替、影響令地球生態得到平衡。

• 亦可解釋為：單位面積內生物種種類的數目，表示
生物群落中顯示生態地位多樣化與基因變異。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一詞是在
1986年才被提出，為生物的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的簡稱。

• 最早是指對地球上所有植物、動物、真菌及微
生物物種種類的清查。

• 此後，生物多樣性在學術上的定義被擴充及所
有生態系中活生物體的變異性，它涵蓋了所有
從基因、個體、族群、物種、群集、生態繫到
地景等各種層次的生命型式。



生物多樣性的危機

• 造成生物多樣性降低的可能原因

1.棲地破碎化
2.過度利用
3.全球氣侯變遷
4.污染
5.外來物種侵襲
6.農林業的單一耕作或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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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英文：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縮寫：CBD），目的是訂立一套國際

性戰略，使生物多樣性得以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生物多樣性公約是一項具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條

約，它往往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的文件。

• 該公約有三個主要目標：

1.保障世界的生物多樣性

2.可持續地利用其組成部分

3.公平分享資源所帶來的好處（Benefit Sharing，
又稱惠益分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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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生物多樣性檢索



<台灣特有種>

• 特有種（endemic species，指特有性之現
象或性質，英文為endemism）是指「因歷
史、生態或生理因素等原因，造成其分布
僅侷限於某一特定的地理區域或大陸，而
未在其他地方中出現」的物種。

→包含有台灣特有種及台灣特有亞種，地域
上的分布包括台灣本島、離島（綠島、蘭
嶼、澎湖、金門、馬祖）。



台灣特有種生物有……

台北樹蛙 台灣黑熊

台灣肉桂 台北一葉蘭

台灣山椒魚

台灣長臂金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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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

• 外來物種指原來在當地沒有自然分布，經由人
為無意或有意引進的物種。而已在自然環境建
立穩定族群者，則稱為「歸化種」。

• 外來種的好壞由於人類社會的定義而有所不同：
並非所有的外來種都有害，其實大部份都對人
類有益，才會被人為引進，如加州蜜李、美國
櫻桃等。

• 會破壞生態環境及造成人類經濟損失的外來種
則稱為「入侵種」，如紅火蟻、福壽螺、布袋
蓮、非洲大蝸牛、巴西龜、松材線蟲等。



棲地

• 「棲地」（habitate）是自然生態學的一個
核心。學習觀察生物的人，如果有棲地的
觀念，他對自然環境的觀察會更細緻。棲
地的定義是生物在自然的情況下，對於居
住或棲息地方的選擇。這種選擇是生命的
一種表現，是有法則，而非隨意或任意的。



棲地的破壞(1)
• 山區的開發

任意在山區墾植、闢路，易導致崩坍，水土流失，

並分割了生物棲息地，影響野生動物活動。

• 河川棲地的改變(河川棲地的改變之攔砂壩)

山坡地水土保持不良，因此在河川建了許多攔沙壩，

不但阻礙河川魚類的洄游，也影響棲地環境。

• 河川的水污染(河川水污染之垃圾)

雖然台灣有數百條的大小河川，但工廠廢水、家庭

廢水、垃圾、農藥與肥料滲流等，使河川中下游幾

無潔淨水源。



棲地的破壞(2)
• 沿海濕地的消失(紅樹林工業區開發)

紅樹林可以增加漁業資源，並有攔沙、擴大灘地、防洪護岸、

淨化水質、學術研究、教育、觀光等功能，實非人為工程所

能取代，但由於人為的開發，紅樹林愈來愈少了。

• 酸雨的影響監測

工業與汽車的廢氣不但污染空氣，所含的硫化物與氮氧化物

也會引起酸雨。酸雨會嚴重危害森林，使樹木死亡，並造成

湖泊水質酸化，傷害水生生物。（圖為福山植物園，乃國內

酸雨監測點之一）。

• 沿海魚塭的氾濫(魚塭養殖、地層下陷)

魚塭養殖改善了沿海居民的經濟，但卻也面對地曾層下陷的

苦難。



棲地的類型

什麼是棲地?
Q&A

<網站連結>
http://environment.edu.tw/disc
overy_new/unit/un_16/energiz

e_16_01/default.htm

http://environment.edu.tw/favicon.ico


動手實作

• 測量校園生物多樣性

1.生物種類(動物.植物調查)

2.校園環境面積調查

3.鋪水面、水泥面、草皮、花
圃所占面積比例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