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這座用鋼骨和玻璃打造的熱帶雨林溫室，身披著永不褪色的天空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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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大自然一直是人類最強大而

不敗的盟友，然而當人類遠離自然並住進了水泥叢林的城

市後，才發現當腳下的土地愈來愈稀少的城市，更需要自

然這個盟友。於是人們亡羊補牢的把植物園「搬」進了城

市，讓城裡的人們只要走出家門就能親近大自然，於是乎

植物園便成了每個城市最可信賴的盟友。

內藏精華版雨林的植物園

我們來到臺中，在這個繁華都城裡發現了一處有群山

和水流匯聚的地貌，更有一群心懷理念和熱忱的「園丁」

不遠萬里，將世界各處的熱帶雨林植物「搬」來這裡，並

將我們世居的這座島嶼上的低海拔原生植物「移植」於此，

讓處於盆地的這個城市有了一方可以自由呼吸山海溪流的

森林生態系。只是作為一個現代人，你必須擁有極大的想

像力，才能揣想在這塊面積僅 4.4856公頃的小小山丘上，

竟能「種」出數千年來自然演化的原生面貌。

這處都市裡的「森林生態系」，便是國立自科學博物

館植物園。

走進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植物園

從熱帶雨林到臺灣低海拔森林

文、圖／王新偉

科學博物館植物園參觀資訊

地址：臺中市北區館前路一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17:00
自行開車：
■ 國道 1號高速公路，臺中交流道 (178台中 )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館區。 
■ 國道 3號高速公路，龍井交流道 (182龍井 )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館區。

大眾運輸：
■ 臺中市公車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24, 48■ 由臺中高鐵站搭 159公車至科博館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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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出現了一座用鋼骨和玻璃打造的熱帶雨林

溫室，身披著永不褪色的天空藍。即使在沒有陽光

的夜晚，她也能魔幻般地成為一個宏大的聚光體，

那應該是夜行生物最理想的棲身之所；而當曙光來

臨之際，她又化身成一座花團錦簇、充滿花香鳥語

的伊甸花園。

專程為我們導覽的科博館科學教育組的徐家

全解說員告訴我，這座熱帶雨林溫室其實就是一個

精華版的雨林。我的腦海中忽然浮現「諾亞方舟

(Noah)」的概念。單從外觀看，眼前這座建築的硬

體已很不簡單，大大小小粗細不一的圓形鋼管，建

造者竟像編竹籃般地將其緊密交錯串聯在一起，而

這些鋼管的長度從幾公尺到幾十公尺不等。用建築

的專業術語描繪：這座溫室的直徑達 56公尺、地

面的高度有 31公尺、地下高度則有 4.5公尺，室

內展示面積約為 2,500平方公尺。至於建築本體是

❷

❶

❶ 有著圓弧流線造型的鋼骨「玻璃屋」，是
臺中這座花園城市最顯著的地標。

❷ 抬頭仰望內部巨大的結構本體，才發現這
座溫室並非是一個密閉空間，通過煙囪效

應的自然調節方式來增進室內外空氣的流

通，如此便不需採用耗能的密閉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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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成「雨林模式」，至於採光、通風及溫濕度

的調節等也必須是全方位的。

玻璃結構 讓植物沐浴大自然中

徐先生帶我進入這座「玻璃屋」一探究竟，

抬頭仰望內部巨大的結構本體，才發現這座溫

室並非是一個密閉空間，不但在其最上與最下

層各有一圈排氣窗，而且四面帷幕玻璃牆的每

片強化玻璃間在垂直向各有 5公分的間隙，這

種煙囪效應的自然調節方式就是為了增進室內

外空氣的流通，如此便不需採用耗能的密閉空

間設計。此時，忽有清涼水霧從天而降，原來

是館內的噴霧加濕設施正在定時運作。徐先生

告訴我，人工水霧是為了讓整座溫室依週邊的

環境變化自動做溫溼度的調節。而為了防範臺

灣在冬季也會遭遇寒流侵襲對雨林植物可能造

成寒害影響，設計者特別在溫室內的各個角落

都預留了暖氣裝置，若是室內溫度過低，暖氣

裝置啟動，溫室內的溫度會上升。這些溫濕度

方面的調控都是為了讓整座溫室之條件更接近

熱帶雨林之生態環境。

既然玻璃牆到處都有間隙，那下雨天這裡

豈不成了水濂洞？徐先生笑著說，常常在雨天

時，會有戶外的民眾跑進溫室內想躲雨，進來

才發現在溫室內也要撐傘。可見，溫室裡的熱

帶雨林植物也是要沐浴大自然的陽光雨露，才

能生機無限。

徐先生頗為自豪地告訴我，這座熱帶雨

林溫室在民國 88年 7月 23日落成並對外開

採高精密度（誤差值 1/1000）的圓形

鋼架結構，外牆帷幕則以懸吊式玻璃組

成，主要構架以 6組擷抗結構的塔柱

來支撐，自上而下是兩層的圓形屋頂

和 7層的環梁構成空間桁架結構系統。

從空中俯瞰，這座有著圓弧流線

造型的鋼骨溫室，是臺中這座花園城

市最顯著的地標。

打造出這麼一座巨大無比的透明

「玻璃屋」，已令人嘆為觀止，之後還

要在裡面種滿並種活數百種的雨林植

物，就更加讓人驚嘆連連了。複製一座

熱帶雨林，對處於北回歸線上有著熱帶

和亞熱帶不同氣候類型的臺灣並不難，

難得是讓這些雨林植物可以生存永續，

於是必須打造一座與原生環境相似的

溫室，並將溫室內的環境因子控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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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放，不久便遭遇那場讓臺灣山河變色的

「九二一大地震」，臺中因為接近震源的

中心，可想而知受波及的程度有多嚴重，

但這座「玻璃屋」卻是毫髮未傷。完好無

損的關鍵就在於這座溫室的內部貼近壁體

有很多像斜張橋鋼索的設計，而每一道鋼

索的銜接之處都連著粗大的彈簧，當地震

發生時，「玻璃屋」就像多了無數個「避

震器」，所以落成廿多年間，雖經歷大大

小小數不清的地震，這座「玻璃屋」都能

安然無恙。

光聽這樣的描述，就愈發覺得眼前的

這座建築很了不起。

世人常用「溫室裡的花朵」來形容被

過度保護和人為改變自然條件的動植物，

其生命力往往變得脆弱不堪。那這座熱帶
❷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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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的杯狀空間，使其可以在乾旱期間獲得所

需要的水分及養分。在熱帶雨林中，積水型鳳

梨為許多兩棲如蛙類和小昆蟲提供了庇護之所。

在乾季來臨時，這一個個積水的鳳梨葉杯便成

為許多小生物的保命傘。至於空氣型鳳梨具有

如電線般的根，支撐它們得以順利的固著在樹

上或其他物品上面，它們的根不具有吸收水分

和養分的功能，而是通過葉片上長滿鱗片狀的

毛，來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如霧水、露氣，因

而呈現亮灰色或銀白色的外觀。只見溫室內的

造型拱門和鋼管上掛滿了厚實如馬毛的鬚狀植

物，那便是空氣型鳳梨中的松蘿鳳梨，當水霧

瀰漫，走在這些如馬毛的松蘿鳳梨下，很有幾

分浪漫的意境呢。你能想像，全世界的鳳梨科

植物竟有 52屬 2,656種 342變種這麼多，分

布在熱帶至暖溫帶，不但能適應乾旱的環境，

且大多演化成附著生的植物。

疊比覆蓋 複製熱帶雨林生物群

在植物繁盛的熱帶雨林世界裡，綠意綿延

的樹冠大致分為五層，第五層（最高層）高度

約 45公尺，常有突出的超高樹，以落葉樹種為

主，樹冠呈傘形，樹梢之間稍空曠，空氣可流

通，陽光易穿透；到了第四層樹冠，每個樹梢

之間仍有廣闊距離；但第三層樹冠就變得緊密

排列，高度大約 6-12公尺，此層亦即地面上所

能仰視到的那一層；再下來第二層為灌木層，

較為稀疏清爽；最底層也就是第一層為地被層，

生長著蕨類與草本植物，由於鋪陳累積的落葉

極淺，很快便被雨林的食腐昆蟲搬運分解。各

雨林溫室內的植物，會不會也因為離

開原生地，變得缺少生氣呢？

為了使溫室內的植栽及環境的

設計充分呈現出熱帶雨林植物生態的

特色，還要兼顧景觀展示及教育的意

義，館方可謂煞費苦心。當參觀者一

進入溫室，迎面而來的是多采多姿的

鳳梨科植物。在臺灣，鳳梨是一種具

有「好彩頭」的水果，而在一般人的

眼裡，鳳梨就是長在地上會結出一個

可口甜蜜且多汁的果實。但從徐先生

的口中，才知道那不過是地生型鳳梨

的一種，依照鳳梨的生態習性，還有

積水型鳳梨和空氣型鳳梨等不同生長

類型。顧名思義，積水型鳳梨雖也有

蓮座狀叢生的外觀，但同時形成可以

❶ 為防範冬季可能遭遇寒流侵襲，溫室內的各個角
落都預留了這種綠色的暖氣裝置，若是室內溫

度過低，暖氣裝置啟動，溫室內的溫度會上升。

❷ 一進入溫室，迎面而來的是多采多姿的鳳梨科
植物。走在這些如馬毛的松蘿鳳梨下，很有幾

分浪漫的意境呢。

❸ 饒富趣味的「幹生花」，這是可可樹的小花開
在樹幹之上，精巧迷人。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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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樹冠就這樣疊比覆蓋，努力爭搶著生

存空間，同時又為苔蘚、蕨類及各類的附

生植物提供生存條件。

這座溫室內的的樹冠層分布，最高的

是吉貝木棉樹，次之的是大葉桃花心木和

馬尼拉欖仁樹，巴西橡膠樹和可做良好家

具用途的柚木排第三，太平洋溫桲第四，

最後則是號角樹和塔木。

熱帶雨林是地球上最複雜，且多樣性

最高的生物群系，幾乎囊括地球上所有物

種的一半，同時熱帶雨林又被稱為「地球

之肺」，人類生活所需要的眾多資源都來

自熱帶雨林，這也是科博館植物園在創立

之初就致力要打造一座熱帶雨林溫室的發

想。除了上述的森林層次複雜，大型葉、

裂葉與複葉、幹生花、支持根（板狀根）

等也都是雨林植物為適應環境所發生的演

化。除此之外，雨林中的植物適應環境的

方法還有纏勒、滴水葉尖、快速落葉等。

對參觀者來說，饒富趣味和充滿奇特

印象的應該就是「幹生花」現象了。深受

國人喜愛的木瓜、楊桃、榴槤等眾果樹都

是典型的幹生花植物。「幹生花」是指某

些木本植物，在樹幹或主枝上開花及結果，

而不像一般的植物，花及果實大都生在新

枝或枝椏的頂端。來自熱帶雨林的幹生花

植物有可可、樹葡萄、砲彈樹等。

徐先生帶我們去看溫室內的一株砲彈

樹，樹幹粗大筆直，葉子呈橢圓形，此樹

的奇特之處就是從樹幹長出無數小枝條，

❶ 這株砲彈樹也是「幹生花」植物，只見粗大筆直的樹
幹上花苞枝條密密麻麻，還有一顆大如椰子的球形果

實掛在樹幹上。

❷ 海椰子是只出現在印度洋塞席爾群島上的一種特有棕
櫚樹，以擁有植物界最大種子著稱，引種到臺灣卻生

存不易。

❶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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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開出花來，花形也碩大無比，粉紅與

黃色相間，十分的醒目。夏季正是砲彈樹

的花期，只見這株砲彈樹樹幹上花苞枝條

密密麻麻，還有一顆大如椰子的球形果實

掛在樹幹上，茶褐色的外觀渾圓如古代的

砲彈，果然名副其實。

與砲彈樹相距不遠有一株海椰子，

其棕櫚葉大如傘蓋。徐先生告訴我們，海

椰子雖不是國際瀕危物種，但引進臺灣後

卻栽培不易，眼前這株可能是全臺僅存。

原來海椰子是只出現在印度洋塞席爾群島

(Seychelles)上的一種特有棕櫚樹，以擁有

植物界最大種子著稱，開花結果要 25-40

年，果實成熟也要 7-10年那麼久，但樹齡

卻可達 120年。過去因其果實飄洋出現在

馬爾地夫的海灘上，一度被命名為「馬爾

地夫椰子」，如此傳奇的發現過往，遠渡

重洋來到臺灣，種植不易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來到一處蘭花岩壁，只見一種美

麗得不尋常的蘭花正在綻放，其亮黃的花

形有如一隻翩翩的蝴蝶。徐先生說這種蘭

花叫蛾形文心蘭，原生地在熱帶美洲。臺

灣雖是蘭花的王國，但其實大多數的蘭花

都喜愛高溫多濕的環境，因此大多原生地

在多雨的熱帶，不論是石斛蘭類、文心蘭

類，還是蝴蝶蘭類，在熱帶雨林中幾乎都

可見到她們的身影。

另一種極具觀賞性的鹿角蕨也是熱帶

雨林的「原住民」，它是一種腐生植物，

以樹表的腐爛有機物為營養，它用硬而光

滑的營養葉及有抓附性的根系把持在樹

上。這座溫室內的鹿角蕨欣欣向榮，可以

觀察到當表層的扇形營養葉才枯黃，鮮綠

的新營養葉已蔓延開來。

與鹿角蕨生存方式迥異的山蘇，也是

一種蕨類，它的生存方式很另類。當陽光

穿透山蘇的長長葉柄，其背面線形的褐色

孢子囊群清晰可辨，並由中肋沿側脈著生。

只見徐先生用手指輕輕抖動葉片，這些深

褐色孢子便如粉末飄散在空氣中，經由孢

子產生下一代，再隨風散播，難怪野外的

山蘇族群數量如此龐大。山蘇在臺灣鄉野

也是一道美味的野菜，徐先生告訴我們可

以食用的山蘇大多是南洋山蘇，只取新生

的黃綠色嫩芽烹煮，是一道自然健康的野

菜。不過臺灣其他原生種的山蘇並不適合

食用，多附生於臺灣中低海拔山地，基部

常因堆積許多其他樹木的落葉而形似鳥巢

狀，故得名臺灣鳥巢蕨。

蕨類和草本類植物都是雨林的地被

層。在溫室內，除了高大的落葉樹種，天

南星類、秋海棠類、竹芋類等這些深受人

們喜愛的觀葉植物也隨著園藝早已進入尋

常百姓家。

植物之外的熱帶生物

為增加雨林生態展示的生動性，溫室

內另闢有一處亞馬遜河流域河魚展示區，

以生態造景方式模擬了亞馬遜河流之岸

景、植栽，河魚均來自亞馬遜流域，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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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世界最大的淡水魚－象魚，還有讓人聞之色變的

食人魚，喜歡生活在積水型鳳梨科植物內的南美箭毒

蛙也是館內的人氣焦點，每到了餵魚秀時間更是不可

錯過的重頭戲。

走出溫室，一隻碩大無比的的珠光鳳蝶金屬雕塑

在入口廣場上熠熠生輝。珠光鳳蝶是來自熱帶雨林的

蝴蝶，在臺灣只在蘭嶼出沒。珠光鳳蝶不但是臺灣原

生蝶類中體型最大的，也是臺灣最瀕危的三種保育蝶

類之一，因其翅膀上獨有的珍珠光澤而遭到濫捕造成

其在野外的數量驟減。遊客除了要認識這隻美麗的大

蝴蝶，地面上用馬賽克拼貼成的白色小花則是珠光鳳

❶

❹

❸

❷

亞馬遜河魚餵食秀

象　魚：星期二、四、六、日，下午 3:30食人魚：星期三下午 3:30、
              星期六上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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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的蜜源植物－海檬果，想要看看這種植物

的實際長相，它就長在這隻大蝴蝶尾端的

圍欄外，園方種植了好幾株海檬果，夏天正

是海檬果開花結果的季節，當一朵朵白色

小花在蝴蝶的身後飛舞，彷彿下一秒蝴蝶

就要振翅飛起來。另外在海檬果的旁邊，還

長有珠光鳳蝶幼蟲的食草－港口馬兜鈴。

植物園戶外植物的生態展示，以熱帶

雨林溫室為中心，由北邊依順時針方向分

別規劃：北部低海拔生態區、中部低海拔生

態區、南部低海拔生態區、季風雨林區、隆

起珊瑚礁區、蘭嶼生態區、海岸林生態區、

臺東蘇鐵區、豆科藤蔓植栽區及特展區。

徐先生告訴我，植物園的戶外植物以

臺灣低海拔原生植物為主，細分成 8區近

500種代表植物，當中的大部分植物都來

自原生地，為了讓這些植物來到新環境不

致「水土不服」和產生變異，甚至連土壤

都從原棲地運來。經過廿多年的努力，戶

外已出現成熟的植物林相，具體而微的呈

現臺灣本土性低海拔植物生態，透過解說

牌和植物的身分辨識，讓遊客更能認識臺

灣豐富的植物生態。

蕨類天堂在臺灣，這是植物園特展室

的主題。臺灣有著全世界密度最高的蕨類

植物種類，總計約 34科 627種，是當之

無愧的蕨類天堂。走進特展室，滿目鮮綠

的蕨類，遊客在此可以一窺臺灣原生蕨類

植物之全貌，進而對臺灣多樣豐富的蕨類

植物留下深刻的印象。

❶ 找找看可可的果實有何特別之處。
❷ 極具觀賞性的鹿角蕨也是熱帶雨林的「原住民」，它
是一種腐生植物，以樹表的腐爛有機物為營養。

❸ 當陽光穿透山蘇的長長葉柄，背面線形的孢子囊群清
晰可辨，用手指輕輕抖動，這些深褐色孢子便如粉末

飄散在空氣中，經由孢子產生下一代。

❹ 原生於熱帶美洲的蛾形文心蘭的花，有如一隻張開翅
膀的黃蛾，美麗無比。

最後，一定不能錯過的植物是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的館花－豔紅鹿子百合，就

生在特展室戶外的假山水瀑造景區，想像

著一株株纖細的豔紅鹿子百合迎著豔陽綻

放其絕世的容顏，該是何等的驚豔！豔紅

鹿子百合為臺灣本土珍稀瀕危植物，被譽

為亞洲最美麗的百合花，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一直致力於它的保育，從大量繁殖幼

苗、種原保存到原生地復育。

森羅夢境、塵煙漫漫、喧囂蔓蔓⋯躲

藏在城市中的這塊綠洲，是停留在深夜中

的清夢。

春芽、夏蔭、秋紅、冬椏。植物的四

時變化是看不盡的青山隱隱，是看不盡的

波光疊翠。當我們與土地一起呼吸，就能

應變、共存，進而永續。

抬頭仰看青天裡，風吹雲捲，四野綠

影宜人，正對面「玻璃屋」上，正巧飄過一

抹白雲，掛在屋頂上，拖成輕淡的一片霧。

對於一個善於觀察與等待的人而言，植

物園比圖書館別有一番鮮活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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