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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人之道：觀察植物方法

植物擁有根、莖、葉、花、果實種子等部分，在營

隊活動中，首堂課程教導學員觀察及識別植物，建構

生物「觀察」、「採集」、「分類」之研究進程與概念，講

師先從觀察這些器官及型態著手：像是葉子的形狀、

大小、顏色、質地及著生的情形，以及葉尖、葉基、

葉緣等特徵，都是識別植物的重要依據，甚至葉子表

面的附屬物，例如長毛或帶刺，也是值得觀察記錄的

特徵。

再者，標本採集應將物種大致的形象，甚至是代表

某一個時期的樣貌，來描述物種的特徵，才是一個成

功的採集工作。標本所收錄的資訊，甚至可能是一條

解開演化奧秘的重要線索。

生物分類時，為物種命名也是個學問，為了讓不同

人可以彼此溝通，用共同的語言指示相同物種。目前

物種學名命名常用的是二名法：「屬名」加上「種小

名」，學界統一使用拉丁文，因為它是現代人不使用

的語言，因此文字語法不會有變動。

課程中也傳達一項觀念，在製作植物標本，盡量能

採集植物完整的各部分，除有莖葉外，若能同時有花

或是果實，標本特徵較完整，比較具有判讀、參考價

值。但大型植物全株採集保存比較困難，則建議選取

有花或果實的枝條，擷取30-50公分，或是將整株植

物稍作拗摺，再行裝訂標本。

有了這些基礎認識，講師也介紹在植物採集時，如

何準備充足的配備，以完成採集目標：準備好紙筆、

圖7 印尼黑果（圖片來源：Rumphia / Blume, C. 

L., 1848）

袋子、修枝剪、高枝剪、掘根器、吊牌（標註標本採

集資料）、衛星定位儀、高度計等等，並運用吸水紙、

厚紙板、標本夾及傘帶等物品處理標本。

營隊中並現場演示器材裝備的操作情形，講師帶來

「高枝剪」其長度可以靈活伸縮，用以採集高處不易攀

至，以及樹冠的標本。高枝剪在剪斷枝葉後，構造上

可以繼續夾持標本，讓野外植物採集工作多了一分機

動性。

製作臘葉標本

將枝葉採集後，還需要有相關的採集記錄，才稱得

上一件完整的標本，因為這些資訊對往後的鑑定工作

非常重要，甚至是物種外觀的顏色也建議紀錄下來，

因為壓乾後標本的顏色往往就不見了。

製作臘葉標本時，請學員首先將採集者、採集時

間、採集地點直接寫在覆蓋上的吸水報紙，而考量標

本製作需要乾燥流程，營隊已事先請講師採集、壓乾

一批標本，供學員在課程中可以學習裝訂，此次採集

針對草地上常見之草本植物，減少環境影響。在壓製

採集標本覆上吸水紙後，以瓦楞紙間隔重複堆疊

以圖解引導學員認識植物構造

體驗運用高枝剪在野外採集高處及樹冠標本

「發現臺灣」博物學家營
Being a Naturalist - Winter Break Camp
郭元興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Guo, Yang-Sing Education Department,National Taiwan Museum

講師演示將標本夾以傘帶束起，進行標本乾燥

壓製標本時，在吸水紙上先記錄採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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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本固定於無酸臺紙上，謄寫採集、識別資料於標籤貼在臺紙空白處 即使用一截布尺，團隊合作下，也可透過比例尺公式算出整棵樹高

生態觀察行旅

臺博館坐擁於二二八公園的綠地之中，在課程的教

導及動手操作後，營隊進一步規劃一趟在公園裡的生

態觀察行旅，讓大家實際走進生態環境，並製作學習

單，企圖以五感體驗引發學員的觀察興趣。

在講師的導覽中，將實際博物學家在野外所看所感

與學員分享，並與稍早所習得的植物知識作連結，在

旅程中，講師帶領學員觀察區別公園內「裸子植

物」及「被子植物」、「單子葉植物」及「雙子葉植物」；

也鼓勵學員聞聞植物的氣味，氣味會來自不同的部

位，講師列舉了幾項公園內有明顯味道的植物，請學

員找出味道是來自植物的那個部分。公園內也同時種

植大葉桉、白千層兩個來自澳洲的同科近親，請學員

標本時，會先調整、展開枝葉的姿態後，覆蓋堆疊起

來，而靜置數小時後，等植物失去水分時，進一步修

整更加美觀的姿態。

標本裝訂時，常見是以膠帶黏貼或線縫方式，固定

於A3大小的紙板上，本次讓學員學習操作將標本展

開於無酸臺紙，並使用無酸膠帶固定。講師提醒，黏

貼處建議避開大片葉子表面，盡量從葉柄、枝幹下

手，膠帶黏貼也要服貼標本表面，才能經久牢固，接

著簡明地記載植物採集、識別資料，編寫標籤貼於臺

紙上，以製作一件完整的臘葉標本。 觀察他們的異同處，從特徵中推理看看它們為何有

「浴火重生」的本領？

樹的調查

營隊進一步以問答引導，由講師設計「樹」家庭訪

問紀錄表，請學員以分組方式選定公園內的樹種，列

出基本的樹木特徵內容，並提點觀察重點，協助學員

們調查樹木各項生長資訊。並將樹葉形狀及樹皮型態

印拓下來，看看葉片形狀來分辨針葉樹或闊葉樹？同

時教導學員如何以公式，靠營隊準備的布尺，便可測

量計算出樹的胸高直徑，甚至是整棵樹高！

在各分組帶開行動時，由於製作紀錄並無標準答

案，而是要在學員們的細心觀察，方能對調查樹種更

加瞭解，尤其是測量題需要團隊合作取得數據，在分

享的階段，可以看到每位學員都能對記錄成果充分掌

握，累積事物觀察發現的能力。 

活動資訊

2018年1月27日 9:00-17:00

課程─「發現臺灣」常設展導覽→「植」人之道：觀察植

物方法→生態觀察行旅→樹的家庭訪問→成果

分享、結業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228和平公園

講師─許毓純─本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蔡孟穎─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王錦堯─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在生態行旅上，請學員觀看、觸摸感覺大葉桉之樹皮特徵

聞聞看，樟樹有氣味的部位在哪呢？可能不只一

處喔

學習製作一件展示、觀賞用之標本，表現生物優美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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