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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學生專題製作與論文競賽補助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補助計畫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呂佩倫 核定經費 10,000 

單位系所 生命科學系 
經費執行

情況 

■已請購核銷完畢 

□尚未請購核銷 

□經費餘款            

計畫執行 

年度/學期 

 111  年度  第二  學期 

112  年度  第一  學期 
參賽期程 

1. 112 年 1 月 16-17 日 

2. 112 年 4 月 23 日 

2.112 年 5 月 15-19 日 

3.112 年 9 月 1-2 日  

4. 112 年月 12 日 11 日  

參加競賽/學

術活動名稱 

1. 2022年第 33屆動物行為

暨生態國際研討會 

2. 2023 台灣植物分類學會

年會暨植物多樣性與系

統分類研討會 

3. 2023 國立台東大學理工

學院理工週競賽 

4. 台灣濕地學會年會暨第

十四屆台灣濕地生態系

研討會 

5. 生科系專題成果發表 

作品名稱 

1.臺東知本地區產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與臺灣長尾水

青蛾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 對於宿

主植物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的適應性差異 

2.臺東區域性氣候變化與森林碳收支關

係 

3.長 尾 水 青 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與 臺 灣 長 尾 水 青 蛾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 對於宿主植

物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的適

應性差異 

4.東源泥炭濕地草澤植物的碳吸存研究 I 

5.台灣長尾水青蛾幼蟲早期發育過程中

擁擠效應之專題研究 

指導參賽學

生姓名 

周昱達、謝立德、鄭惟元、

連家誼、朱玉輝、林知樞、

李孟祈、林睿彬、蔡承軒、

姚冠廷、楊韜煜、蕭欽陽 

班級 碩士班、生科四、生科三、生科二、 

競賽性質 

□國際性 

■校際  

■校內(院級以上) 

參賽地點 

1. 東海大學(1/16-1/17) 

2. 國立中興大學 (4/23) 

3. 國立台東大學 (5/15-5/19) 

4. 國立成功大學 (9/1-2) 

5. 國立台東大學 (12/11) 

系所主管 

簽章 
 日期  

學院院長 

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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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賽作品：(論文摘要或作品說明) 

 

1. 2023 年第 34 屆動物行為暨生態國際研討會 

 

論文摘要 

臺東知本地區產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與臺灣長尾水青蛾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 對於宿主植物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的適應

性差異 

 

周昱達 1, 朱玉輝 1, 林睿彬 1, 蔡育珊 1, 呂佩倫 1* 

1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植物分子演化與生態系統實驗室) 

 

摘要 

本實驗主要探討臺東知本地區產之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與臺灣長

尾水青蛾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 對於共同宿主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的適應性差

異:根據實驗對於長尾水青蛾與臺灣長尾水青蛾之統計結果，活率分別是 72.22％ 和 80.00％ ，

而在成蟲前平均總發育天數、幼蟲期平均總發育天數、平均蛹期、各齡期平均發育天數(五齡除

外)，兩者均有顯著差異 (t-test, p < 0.005)，且長尾水青蛾與臺灣長尾水青蛾在於發育上最明顯

之差異是前者出現滯育的六齡個體，因此實驗結果顯示臺東知本地區產臺灣長尾水青蛾對於宿

主植物楓香之適應性較長尾水青蛾佳。   

 

關鍵字: 水青蛾 (Luna moth; Actias spp.）、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生長延遲和高死亡

率假說、定向選擇 (Directional selection)、穩定選擇 (Stabilizing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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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 台灣植物分類學會年會暨植物多樣性與系統分類研討會 

 

 



 

4 

3. 2023 國立台東大學理工學院理工週競賽 

論文摘要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理工學院學生學習成果競賽 

類    別：生物與應用科學       收件編號： 

參賽作品名稱：探討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幼蟲期食草類型對於早期生

活史的影響 

關 鍵 詞：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寄主植物、生長表現   (最多5個) 

摘要 

21 世紀持續飽受氣候變遷的全球性大影響，生物多樣性呈現逐年降低趨勢，生物適應演

化的改變也逐漸受到關注，本研究主要以臺東地區所採集到的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Brechlin, 2012) 為實驗對象，探討幼蟲期食草類型其生理生態的適

應現象。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 為分布廣泛的物種之一，推測與其

食草的適應性有關連，食草一詞在許多文獻中稱之為寄主植物。長尾水青蛾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 ) 位於生態網底層，但目前科學界對於台灣分布的長尾水青蛾的基

礎研究所知不多。本研究探討長尾水青蛾幼蟲取食不同寄主植物與潛在寄主植物在生活史

的影響，測試的食草共十種 1.楓香、2.熱帶蘋果、3.九芎、4.烏臼、5.茄苳、6.櫻花、7.臺

東火刺木、8.大花紫薇、9.土肉桂、10.樟樹的適應性差異，根據實驗結果，通過食草長期

分析可行性之測試之寄主植物有楓香、熱帶蘋果、九芎、烏臼、茄苳、櫻花、臺東火刺

木、大花紫薇，其中臺東火刺木、大花紫薇，無法使一齡幼蟲順利成長，長尾水青蛾幼蟲

對於其他寄主植物之適應性從最佳到最差依序為楓香＞熱帶蘋果＞九芎＞烏臼＞茄苳＞櫻

花，與平均幼蟲期發育天數從最長到最短為櫻花＞茄苳＞九芎＞烏臼＞熱帶蘋果＞楓香，

兩者呈現負相關，本實驗中並未加入掠食性天敵但是在飼養過程中發育遲緩可能造成幼蟲

體質衰弱進而影響對於外在不良因素之抗性，因此得知長尾水青蛾幼蟲期發育在本實驗中

部分支持生長延遲和高死亡率假說。另外我們根據實驗結果在此研究中提出一個新的假

說，以此描述長尾水青蛾對於食草資源的利用方式，稱之為「月底破產假說」，在終齡幼

蟲長期分析中長尾水青蛾五齡幼蟲在適應程度方面從最佳到最差依序為樟樹＞臺東火刺木

＞土肉桂，這些植物與大花紫薇同屬於暫時替代寄主，能在幼蟲發生急難狀況時予以緩衝

使其能夠尋找適合之寄主，或是讓較成熟之幼蟲能夠羽化，因此推論長尾水青蛾可能會在

較適合之寄主植物大爆發後，擴散至其他次之的寄主植物，並在這些寄主植物上維持一定

之族群比例，待適合之寄主植物資源恢復再回到上面大量繁殖，呈現相互消長的循環，而

暫時替代寄主則是提供緩衝，讓長尾水青蛾幼蟲能更在遇到寄主植物突然染病死亡，或是

寄主植物遭到砍伐時，能夠提供暫時的食物來源，因此森林植物的物種多樣性是非常重要

的，可以推論長尾水青蛾與各寄主間呈現複雜之網狀共演化關係。另外在農業與造林方針

上，長尾水青蛾可能危害特定林木與薔葳科作物，為避免農損產生在農林業政策上可以參

考本研究之數據。 

 

關鍵字: Actias ningpoana ningtaiwana、寄主植物、食草轉換、生長延遲和高死亡率假

說、昆蟲與植物的交互作用、月底破產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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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濕地學會年會暨第十四屆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 

 

論文摘要 

 

東源泥炭濕地草澤植物的碳吸存研究 I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marsh plants in Dongyuan Peat Wetland 

謝立德、呂佩倫*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通訊作者：peiluen@nttu.edu.tw 

 

單子葉植物對於草澤溼地扮演重要的生態系角色，植物藉由行光合作用將大氣二氧化碳固定為

生物量成長，當植物死亡時含有機碳的枯落物即為泥炭濕地的主要材料，本研究主軸在於調查

泥炭濕地草澤植物的有機碳含量來了解東源濕地水上草原的年碳吸存。本研究預估研究時間為

2022 年 8 月到 2024 年 6 月，本次研討會資料收集至今年六月為止，每個月進行採樣與量測，

以植被組成與地形將水上草原分為 5 區進行研究。本研究的生產量是以優勢物種植物李氏禾

(Leersia hexandra)和野薑花(Hedychium coronarium)收割法來推算，並使用元素分析儀測量有機

碳含量。1 區至 5 區的植被每月平均淨初級生產量分別為 17.99、22.59、56.38、26.8 及 31.47 g 

DW m-2 month-1，目前預估東源泥炭濕地的年碳吸存量約 43.85 噸碳，為一個需要重點保護的

碳吸存濕地。 

 

關鍵詞：泥炭地、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野薑花(Hedychium coronarium)、碳吸存、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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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科系成果展 

論文摘要 

 
台灣長尾水青蛾幼蟲早期發育過程中擁擠效應之專題研究 

 

周昱達、朱玉輝、林睿彬、呂佩倫*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通訊作者：peiluen@nttu.edu.tw 

 
 

 臺灣長尾水青蛾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 屬於天蠶蛾科 (Saturniidae) 下的物種為 普遍

分布臺灣中低海拔的大型蛾類，但有關本物種之生態基礎研究少之又少，且本實 驗室在

種源管理上發現高密度的集約管理容易大量死亡，推測擁擠可能是造成大量死 亡的原

因。 本實驗主要探討臺灣長尾水青蛾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的擁擠實驗，根據實驗 結

果發現:當幼蟲面對擁擠逆境時，體重增加速度會與密度呈正相關，前期發育速度會 加

快，根據前人研究結果，推測在終齡時會呈現體重較小之現象，而導致成蟲較輕而 影響

繁殖潛力。我們額外做了一個室內與室外自然棲地存活率的比較實驗，了解台灣 長尾水

青蛾之生態資訊，我們發現:蛹對於外在環境的敏感度相對幼蟲更加敏感，並 且對於生活

史時間長度造成相對明顯的影響。台灣長尾水青蛾在野外環境對於幼蟲具 有高強度的篩

選能力，體質相對較弱之個體在發育初期就會被篩選掉，而室內個體在 發育後期還是有

可能造成死亡。  

 

關鍵字: Density-dependent, Actias sinensis subaurea、Early Development, Natur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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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之競賽活動：(請依據參加活動次數，附上相關活動簡章或海報、議程與參加證

明等佐證資料) 

 

1. 2023 年第 34 屆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海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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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台灣植物分類學會年會暨植物多樣性與系統分類研討會海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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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國立台東大學理工學院理工週競賽海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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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濕地學會年會暨第十四屆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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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科系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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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賽準備與活動記錄 

※請附文字說明與 4-6 張活動照片（無照片則免附） 

學生參加研討會發表的相關照片及簡要說明（5-6 張） 

 
 

第 34 屆動物行為暨生態國際研討會作者同學周昱

達與壁報合照。 

2023理工週和作者同學們與壁報合照。 

 

 

2023 台灣植物分類學會年會暨植物多樣性與系統

分類研討會作者與壁報合影。 

2023 台灣植物分類學會年會暨植物多樣性與系統

分類研討會終生成就獎與大會專題演講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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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濕地學會年會暨第十四屆台灣濕地生態系研

討會理事長致詞。 
台灣濕地學會年會暨第十四屆台灣濕地生態系研

討會謝立德同學口頭論文發表。 

 

 

生科系成果展林知樞同學們一起合照。 
生科系成果展朱玉輝、林睿彬、周昱達等同學們

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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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競賽成果 (參賽證明、得獎證明或學生心得) 

1. 2023 台灣濕地學會研討會學生心得 

 

1. 參與者:生科碩二 謝立德  

 這是我是第一次參與研討會，第一次在近 200多名老師和專業人士的面前介紹、報告我

的論文內容與結果。我主要在研討會上分享了我們團隊在東源泥炭濕地的碳吸存研究成

果，說實話，在一大群老師等級的人面前說話就已經夠緊張了，本次報告雖然試報了無數

次了，但我覺得內容上還缺少了幾樣東西，所以只能很快的介紹完，草草收尾我覺得除了

很可惜外，跟其他同學比起來也有些差距，又剛剛好安排順序時我又是偏後面的，在聽前

面其他人報告時感到越來越緊張，雖然最後報告時整體還可接受，但還是在某些部分犯些

忘詞等低級錯誤，不過總是要有這種下馬威第一次，如果還有下次一定能表現的更好。 

當然除了上台報告，我也聽了多種多樣其他老師們的分享，尤其是莊執行長分享的東源濕

地保育與公民參與，內容上除了與我研究地點有關，我覺得公民參與是很重要的重點，每

個需要被保護的濕地不可能全部位於荒郊野外荒無人煙，除了附近會住人，有可能正在被

使用以外，可能在住民文化、利益上是為不可或缺的地方，就比如東源泥炭濕地，由於獨

特景觀環境，濕地下埋藏著含大量有機碳的泥炭，如果在未來被人為釋放回大氣中可能會

造成災害性影響，以純生態、濕地保育的角度上來保護的話，肯定不外乎”隔離”保護，

但現實是周遭很久以前就已經有住人，除了是他們的私人土地外，更是在文化上有深遠價

值，總不可能以國家徵收之類的搶來吧，而是應該以積極的態度與住民溝通，使他們能充

分了解我們的目的與想法，以及這片土地的價值和重要性，並且決定權在於他們，能得到

許可當然最好，但如果導入公民參與就不一樣了，輔導有意者成為導覽專員、實際教導保

育和永續利用的方法與理念，使的區區許可能成為政府協會、住民、大自然三贏的成功。 

現在濕地保護的目的除了單純動物植物的保育，漸漸加入我以上有提到的碳循環問題，而

這是會直接牽扯到全球地區乃至地球本身的問題，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報告者也有很多即是

圍繞此主題進行研究，而且我發現除了單純如我一樣進行某地區的碳調查，還有利用結合

民生種植進行減排評估等似生態檢核的方法另我眼前一亮，在人為開發地農耕方面確實對

碳循環有很大影響，在結合新農法下，是否可以改變未來種植的革新呢? 

本次參與濕地研討會收穫剖多，除了增強報告的抗壓性(?)外，也聽到了老師們的分享，

有的回歸過去調查幾百千年的變化、有的專注當下計算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碳流通、有的

放眼未來提出新方法與材料，我重新認知到我這門學科的重要性，我也很高興能認識、看

到老師同學們對大自然的熱情與努力，很高興能認知到有很多人在與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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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 理工週競賽學生心得 

    從事長尾水青蛾的研究工作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了，整個研究過程中從採集、飼養方式

確立、管理模式確立等前期工作就花了近半年的時間，長尾水青蛾研究工作最難的部分是採

集種源，長尾水青蛾的成蟲行蹤不定，很難在同一個地方一直很穩定的採集到，能看到的往

往是零星的個體，加上採集到的成蟲當中幾乎全部都是雄的，雌蟲因為飛行能力與意願相對

較差因此採集到的機率相對低很多，因此要進行本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這個瓶頸突破

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蟲怎麼養，人員如何安排，最令人頭痛的就是幼蟲傳染疾病的問題，

水青蛾幼蟲期容易遭受真菌感染，導致死亡，因此我們想了很多方法克服，最重才將幼蟲的

存活率拉到一定的比例，但是又遇到了種源基因狹窄化的問題，目前仍然難以突破，因此為

了仍然充滿挑戰，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有更好的技術突破。 

3. 生科系成果展競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