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喜普鞋蘭、台灣一葉蘭、
台灣蝴蝶蘭　記錄分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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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賞心悅目的外貌，不但值得觀賞，

也帶來經濟價值。在受人歡迎的花卉植物

中，蘭花的顏色及種類千變萬化，花型枝

葉造型奇特，氣質優雅，地位無可取代。

蘭科植物在世界分布廣泛，種類高達所有

種子植物比例的十分之一，至今還不斷有

新種被發現。台灣的複雜氣候與多變地貌

恰好為蘭花提供多樣化棲地，特有種多達

129種。種源豐富，加上優秀的人工育種

技術，使得台灣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蘭花外

銷出口國，創造出花卉產業的經濟奇蹟。

台灣的植物

植物的生活應用

植物的潛在價植

植物資源經營

植物與生態保育

植物與生態系

野生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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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植物種類繁多且多樣性高，在各種不

同的科中，蘭科植的物種類數目最多，約有360

種，佔台灣原生種子植物的十分之一，是最大的

一科。原生的蘭科植物中，有129種為台灣特有

種，比例高達蘭科植物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截

至目前為止，仍不斷有新種或新紀錄野生蘭花被

發表，還有一些未曾紀錄過的種類正待確認，因

此實際的種數仍在繼續增加。

雖然為數眾多，但在野外卻不容易見到蘭

花的芳蹤，主要原因是由於部分蘭花的外型與一

般植物沒什麼兩樣，即使是花期，也因為花小不

明顯，在外觀上很難清楚辨識。而且蘭花的種類

雖多，但是野生族群的數量卻未成正比，因此在

野外並不容易發現。台灣野生蘭的族群數量雖然

少，但分布範圍卻幾乎涵蓋全島，不同的植被類

型，有著各式適合當地環境的蘭花生長，而潮濕

涼爽的原始闊葉林是最多野生蘭花分布的棲地。

由於蘭花對氣溫變化格外敏感，每種野生蘭都有

其偏好的海拔分布範圍，根據這些範圍，可以粗

略將台灣野生蘭分為低海拔、中海拔以及高海拔

三個不同的類群加以介紹。

低海拔闊葉林帶分布許多熱帶及亞熱帶野

生蘭，但由於人類生活的需求，這個區域也是

開墾壓力最大的地區，許多原始林被人類的造林

地、農田、果園以及竹林等人為開墾地所取代。

失去賴以維生的原始林，有些生存於低海拔闊葉

林的野生蘭族群數量銳減，成為難得一見的珍稀

物種；但相對的，一些環境適應能力較強的野生

蘭，反而在造林地中形成新的族群；更有少數適

應能力更強的野生蘭如豹紋蘭、倒吊蘭、一葉罈

花蘭等種類，能直接在人為農作區中繁衍開來。

至於海拔高度在800到2,300公尺左右、午

後常見雲霧繚繞的中海拔植群帶，氣候涼爽、水

氣充足，相當適合根系不深的蘭科植物生長。這

類型的生育環境聚集了一半以上的台灣野生蘭種

類，從長在樹上、岩石上的附生蘭到林下的地生

蘭都有採集記錄，是野生蘭科植物數量最豐富的

地區。

隨著植群帶推移，被發現的蘭科植物的種類

數目也逐漸下降。在海拔2,300公尺以上的高海拔

山區，植物族群較中海拔植群帶單純，適合蘭科

植物生存的棲地也較少。因為氣候嚴寒，生存在

高海拔區域的蘭科植物以耐寒的地生蘭為主，例

如：著名的台灣喜普鞋蘭、小喜普鞋蘭等等。

野生於樹幹上的豆蘭      吳姍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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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科植物種類繁多，生長環境也相當多樣，

從生長環境及生存方式將蘭科植物簡單分類，自

土壤層由下而上可分為腐生蘭、地生蘭、半地生

蘭及附生蘭共四類。

腐生蘭
腐生蘭由於沒有葉綠素，無法行光合作用，

因此靠著根系周圍細菌形成共生關係，消化分

解土壤中腐爛植體以獲取養分。想要一窺腐生

蘭的真面目可說是難上加難，因為腐生蘭平常隱

身於土壤中，只有在花季時花莖才會穿出地表，

加上腐生蘭種類不多，因此更難發現，少見的無

葉蘭、山珊瑚及赤劍等蘭科植物皆屬於腐生蘭一

類。

地生蘭
地生蘭，顧名思義就是生長於土地上的蘭

花。地生蘭生長在森林或灌木叢下，吸收土壤

地中的養分維生。地生蘭的植株莖葉露出土表，

根部與土壤接觸，生長方式如同一般常見的植物

一樣，但蘭科植物大多屬於淺根植物，根部僅是

匍匐吸附在表土上，主根根系並不會像樹木一樣

無限向地下延伸生長。地生蘭的代表為台灣金線

蓮、白及、拖鞋蘭等蘭科植物。

半地生蘭
這類蘭科植物會附生於枯倒木上，吸取枯木

的養分。森林底層傾倒的成堆枯木看似已走到生

命終點，但附生其上的許多生物卻為枯木開啟多

采多姿的第二春，像滿綠隱柱蘭這類的半地生蘭

就是典型代表。

附生蘭
附生蘭是最為人所熟悉的蘭花，其包含有石

生蘭與氣生蘭兩類。全世界的蘭科植物共有800

屬以上，其中500屬以上為生長攀附於樹上的氣

生蘭；但由於可生長在岩石上的石生蘭也常攀附

於樹上，這兩者很難清楚的劃分，因此多倂稱為

「附生蘭」，如：蝴蝶蘭、石斛、台灣風蘭、蜘

蛛蘭⋯皆屬此類。附生蘭是以吸附在其他物體如

樹幹、枝條或是岩石上的型態生活，它們的根並

不會穿入物體中，只是以吸附的方式將物體當作

支持物，以便爭取到更大量的陽光，而其養分來

源其實是在樹幹或岩石上堆積的腐植質。

人工栽培的石斛，為附生蘭的一種      林品涵攝

蘭科植物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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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小百科

蘭花的構造
蘭科植物有著千變萬化的形態，這些特殊的變異不僅表現在花朵上，就連根、莖、葉等器官也與

一般植物有些許不同。

蘭科植物的根由不定根組成，表皮外披一層由細胞壁增厚所形成的白色或白綠色的軟木質厚細胞

層，能避免水分蒸散及保護根部細胞。大多數的蘭科植物根部相似，形狀皆粗大為肉質且有顯著

根端。少數蘭科植物有鬚根，但比一般草本植物的鬚根粗。

蘭科植物的莖，外型長短粗細、千變萬化，如要簡單區分，可分成單軸類與複軸類。單軸類

（monopodial）是指主軸的生長點可維持生長多年，形成一個明顯的主軸，沒有塊莖也沒有假球

莖。複軸類（sympodial）則是指每年都有新生的主軸長出取代舊的主軸，幾乎都具有假球莖。假

球莖是由膨大的節間所形成，用途為儲藏水分及養分，並非真正的球莖，像石斛及台灣一葉蘭都

是具有假球莖的蘭科植物。

種
子

花

葉

莖

根

所有的蘭科植物均為單葉，葉脈多為平行脈，少數如金線

蓮為網狀脈。葉片形狀變異極大，從直立的棒狀到像耳朵

的圓型各式各樣都有，而我們一般在花市上常見的蘭花大

多擁有質感肥厚的肉質或革質葉片。

不同種類的蘭花種類，唇瓣形色亦不同，

(a)進口種嘉德麗亞蘭具皺褶狀唇瓣；(b)進

口種仙履蘭的唇瓣則呈袋狀，如拖鞋般，

因此又稱「拖鞋蘭」      　　　林品涵攝

a

b

蘭科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變化多端的花朵。蘭花的形

狀、外型及顏色隨種類各有不同，像是袖珍蘭花的花朵，

直徑僅僅幾公釐，而嘉德麗亞蘭的花朵直徑卻長達15公分

寬。蘭花的花色更是五彩繽紛，除了純黑之外，各種顏色

的蘭花都有，姿態也變化萬千。

蘭花的花朵之所以與眾不同，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蘭

花不像一般花卉的花朵多為中心放射狀，所有的蘭科植物

的花朵均左右對稱，且在同朵花中有著特殊的花萼以及形

狀不同的花瓣。與主花瓣形狀不同的唇型花瓣被稱做「唇

瓣」，唇瓣的顏色鮮豔、形狀特殊，能夠吸引昆蟲協助傳

粉，隨種類不同的外型，亦可用以分辨蘭花種類。

蘭花的花朵組成看似複雜，但還是有規則可循。除了左右

對稱外，三片花瓣及三片花萼組成3+3基本花型。有些蘭

花則由3+3型簡化，如仙履蘭少了一個花萼，只有3+2型；

而三尖蘭屬的花瓣退化消失，只剩下三個花萼片，成為

0+3型。

蘭科植物的種子數量極多，每個蒴果中種子數目幾乎上

萬。種子非常的細小，不含胚乳，長度在1公釐以下，重

量在0.3∼6.3×10-6公克之間，可隨風四處散布。若在自

然環境下發芽，由於沒有胚乳提供發育所需的養分，因此

需要與真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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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著名的野生蘭

台灣喜普鞋蘭
Cypripedium formosanum Hayata

 西元1916年，日本植物分類學家早田文藏

在合歡山海拔2,500公尺的針葉林中，採集到一

種美麗的仙履蘭，也就是「台灣喜普鞋蘭」。外

型十分討喜的台灣喜普鞋蘭，在國際間與台灣一

葉蘭、台灣蝴蝶蘭一同被視為台灣的代表蘭花。

高海拔山區是地生蘭的天下，在高山上生

存，首先面臨到的是度冬的問題，台灣喜普鞋蘭

以強壯的匍伏根狀莖休眠過冬，而不像一般蘭科

植物以球莖形式過冬，待春季到來，兩片像圓扇

般的膜質葉片拱著白色帶紫紅色細斑的花朵，令

人驚艷。

台灣喜普鞋蘭零星散布在台灣東部及中部中

央山脈的中、高海拔地區，海拔高度2,000公尺

以上均可見其分布。台灣喜普鞋蘭偏好冷涼陰濕

的環境，如高山草原、岩石地或箭竹林間生長。

目前野外的族群因山林砍伐破壞棲地與商業開採

等壓力而迅速減少，所幸國家公園與保護區中仍

保存了一些零星的族群。

台灣喜普鞋蘭植株約20∼40公分高，春季開花      伍元和攝

該物種之記錄分布區域

該物種之調查出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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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葉蘭
Pleione bulbocodioides (Franch.) Rolfe
日本在西元1909年開發台灣山林時，日人森

丑之助在阿里山首次採得台灣一葉蘭。標本送回

日本後，西元1911年由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分類學

者早田文藏命名。從西元1920年至1975年，台

灣一葉蘭在英國得過6次蘭花大獎，是一葉蘭屬

中目前得獎紀錄最高的種類。

台灣一葉蘭的繁殖力強，除了行有性生殖靠

種子傳播外，也能夠靠假球莖行無性繁殖。「假

球莖」一般可供植物貯水與儲藏養料，繁殖方式

是從假球莖側生出新的球莖，或是自假球莖的頂

端生出小球莖。台灣一葉蘭的一個假球莖只會長

一片葉子，通常也只開一朵花。

台灣一葉蘭喜好寒涼潮濕、半透光的環境，

通常成群生長在常綠闊葉林、檜木林邊緣或外圍

坡地上，或是在岩壁及樹上附生，少數會於竹林

間生長，棲息海拔高度介於700∼2,500公尺間，

而以海拔1,400∼1,900公尺的雲霧帶族群最為繁

盛。由於台灣一葉蘭的根系並未深入泥土中，大

多仰賴空氣中的水氣存活，因此葉子上長有皺摺

便於攔截水氣，且多分布在水氣豐富的中海拔雲

霧帶中與檜木林為鄰。不幸的是，台灣的檜木長

久以來就是伐木業的最愛，伐木後清地造林，林

下植物因而被一掃而空；再加上台灣一葉蘭深受

國外消費者喜愛，野生族群被大量採集外銷，一

度幾近滅絕。

因此，台灣大學園藝系李哖教授主導台灣一

葉蘭培育計畫，經過多年的育種繁殖，現在已能

成功大量人工栽培。人工所栽培的台灣一葉蘭在

品質與價格方面明顯優於野生植株，可以有效減

低對台灣一葉蘭野生族群的開採壓力。雖然台灣

一葉蘭目前的野生族群尚少，但在深山密林中仍

依稀可見零星族群分布，政府所設立的台灣一葉

蘭自然保留區以及其他保護區亦發揮保育功能，

使得台灣一葉蘭的未來仍見生機。

台灣一葉蘭的植株約18至30公分高，花期從冬末至春

季，於3、4月時盛開。                                陳韻如攝

該物種之記錄分布區域

該物種之調查出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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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Rchb. f.

台灣原生蝴蝶蘭有兩種，其一為僅產於小蘭

嶼的桃紅蝴蝶蘭（Phalaenopsis equestris），另一

為台灣蝴蝶蘭（Phalaenopsis aphrodite）。台灣

蝴蝶蘭過去被歸類於 Phalaenopsis amabilis，該種

名 amabilis 的前兩音節讀音極像「阿嬤」，因此

又有別稱為「台灣阿嬤」。

台灣是台灣蝴蝶蘭分布範圍的最北界。從台

灣東岸海岸山脈向下到恆春半島、蘭嶼及菲律賓

北部島嶼、海拔高度300∼1,500公尺的熱帶及

亞熱帶原始闊葉林中，艷麗的台灣蝴蝶蘭分布其

間。台灣蝴蝶蘭喜歡高溫、通風良好且潮濕的環

境，常附生在榕樹、樟樹等樹幹粗枝上或是大石

岩壁間。

台灣蝴蝶蘭在西元1879年被發現，西元

1947年，「紅頭嶼」原生的台灣蝴蝶蘭獲得國

際花卉展冠軍，紅頭嶼因此在同年更名為「蘭

嶼」。自此之後，台灣蝴蝶蘭獲獎無數。西元

1952、1953年國際花卉展，台灣蝴蝶蘭接連獲

得冠軍，還有人形容台灣蝴蝶蘭群開的盛況，就

像是大蛇木板上同時飛舞著三百多隻白色蝴蝶一

樣！三年後法國楠特城舉行第三屆國際花卉展，

台灣蝴蝶蘭又獲大獎，從此，台灣蝴蝶蘭馳名國

際。

美麗的外貌讓台灣蝴蝶蘭一夕成名，但也

同時帶來嚴重的人為採集壓力。台灣蝴蝶蘭的原

有棲地十分狹窄，台灣僅只東海岸海拔800公尺

以下的亞熱帶及熱帶森林，棲地破壞加上大量採

集，在野外已難以找到原生種台灣蝴蝶蘭。經過

多年的雜交育種，現今常見的白色蝴蝶蘭多是與

白花蝴蝶蘭或是其他品種蘭花雜交過後的品種，

純品系的台灣蝴蝶蘭已難以尋得。

市售台灣蝴蝶蘭均經過改良，不僅顏色多樣，花瓣亦增厚，

較不易損傷      　　　　　　　　　　　　　　　陳韻如攝

該物種之記錄分布區域

該物種之調查出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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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蘭花貿易概況
世界上大多數的野生蘭花都受到華盛頓公

約，也就是「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稱CITES)」

保護，禁止野採買賣。商業性的人工栽培繁殖能

為野生蘭花減輕採集買賣壓力，只要在交易市場

上能清楚分辨野生蘭與人工繁殖蘭花的不同，確

保野生蘭買賣無法矇混其中，就能更進一步達成

保育野生蘭花的目的。

目前全世界的人工雜交種蘭花高達四萬種左

右，增加的速度可以「日」為單位來計算。台灣

的蘭花擁有先天優勢，不僅氣候溫暖，生態環境

適宜，還加上高生物多樣性提供豐富種原，經由

資料統計期間：2004年01月至12月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資料整理統計而得

近十年台灣蘭花貿易出口趨勢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資料整理統計而得

人為雜交育種，能培育出相當多優秀的品系以及外

觀美麗的人為變異品種；加上現代化的無菌播種、

組織培養與溫室栽培技術，使得台灣蘭花產業成功

打入國際市場，並帶動台灣農業走向全球化競爭。

台灣的蘭花外銷產值占全世界半數以上，其

中蝴蝶蘭和文心蘭為大宗。台灣不但可稱為全世界

最大的蘭花外銷出口國，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蝴

蝶蘭出口國。台灣所生產的蘭花組培苗、小苗和切

花，每年大量輸往日本、美國、中國、越南、韓國

及歐洲等世界各國。根據海關進出口資料顯示，西

元2004年台灣蘭花出口值高達3,000萬美元，光蝴

蝶蘭就佔了貿易額的八成，遠景可期。

西元2001∼2004年台灣蘭花貿易出口總值

陳宛均製圖

陳宛均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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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人工栽培的蝴蝶蘭      (a)(d)陳韻如 (b)(c)陳宛均攝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