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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考察目的 

由於林地裏的生物品種繁多，生態系統複雜，因此它較其他陸上生態環境如草坡及

灌木林更為成熟。在林地中可發現成層現象，由最低層「地被層」、「灌木層」到

最頂部的「喬木層」。可惜香港的樹林經常受到人為因素所影響，加上大部分樹林

皆為人工種植，成層現象並不明顯，而生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亦不高，故此它們在

生態上的價值比天然樹林為低。  

樹林裏存在很多共生的關係。其中樹木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小生境（如樹洞、樹皮、

枯  枝、落葉等）給動物和其他植物棲息，但同時生物也在為不同資源而競爭。在是

次考察中，同學請留意各種動植物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分別所扮演的生態角色。  

 
 

•  培養同學對奧妙生物世界的欣賞，促進對生物的尊重。  

•  熟習在樹林的生態考察技巧。  

•  觀察及比較不同生境及小生境品種的生態。  

 
 

儀器及工具 
 
 
 
 
 
 
 
 
 
 
 
 
 
 
 
 
 
 

 

注 意 事 項 

•  不准吸煙。  

•  建議穿著長袖上衣，長褲和帶上帽子。  

•  不准爬樹。  

•  切勿伸手入洞內。  

•  野外脊椎動物屍骸可能會傳染疾病，切勿蒐集或作近距離觀察。  

•  搜集長有荊棘的植物和會螫傷的動物時，應特別小心。  

•  切勿進食野生植物。  

•  不要破壞環境，勿另闢新徑。  

•  請各位同學合作，避免騷擾他人。  

•  組員必須互相合作，在組長的領導下有效和認真地完成考察工作。  

 

 
 
 
 
 
 

★ 因研習時間緊迫，同學必須有效率地

工作。如有空閒時間，在安全的情況下，

同學亦可作自發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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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植物和動物取樣  非生物因子量度  

□ 昆蟲網  X1  □ 風速計  x1  

□ 記錄板  x1  □ 指南針  x1  

□ 棉手套  x1對  □ 溫濕度計  x1  

□ 樣方  x1  □ 光度計  x1  

□ 膠袋  X1 □ 卷尺  [20m]  x1  

□ 膠籃  X1  □ 數字咭  x1套  

□ 膠樽  X5 □ 土壤溫度計  x1  

□ 筆掃  x2  □ 鐵鏟  x1  

□ 林地生物辨認冊  X1 
  

□ 草地生物辨認冊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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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環境 

 
繪出考察地點四周的鳥瞰圖（圖 1），包括：  

A. 研習位置（運用指南針）   

B. 主要道路，行人小徑，大石，樹木，牆壁和建築物等  

C. 小生境（參考  表 3）  

D. 其他有關的資料  

 
 
 
 

2 
量度

植物數據 

在研究區域選出2-4棵木本植物，記錄在鳥瞰圖內，並在樹幹上掛

上數字咭，然後為每棵樹進行下列研究（把資料記錄在 表2 中）：   

•  辨認品種。  

•  量度樹高、樹幹周界及樹冠闊度。  

•  辨認及記錄與該植物相關之生物，例如攀援狀植物及地衣等。  

★ 請同學們愛護環境和尊重生物。避

免收集不必要的樣本。 

★ 請在規定的範圍內工作以減少對環

境的滋擾。 

 

★  不要搜集緊附在樹皮上的植物。  

 
 

 

3 
樣方取樣

和數據量度 

 
 

 

4 
小生境 
取樣 

 

 

在林地及草地內分別隨機選一點，各放置一個  0.5m × 0.5m 的樣

方，標示於鳥瞰圖中相應處，然後：   

A. 量度樣方內的溫度、濕度、風速、風向和光強度並記錄於  表 1 內。 

B. 收集所有在樣方內的枯枝落葉。  

C. 用鐵鏟盛滿一大樽樣方內的泥土樣本。  

D. 於草地範圍外，重複步驟  A 至 C 一次，將資料填入 表 1 。 

 

 
 
 
 
 

A. 找出三處小生境並於鳥瞰圖中加入標示。  

B. 量度和收集各小生境的相關數據後填入  表 3 之中。  

C. 搜集樹林中的動物，然後辨認及記錄其小生境。  

 
 

 
 
 

 

 

 

★  請戴上手套收集枯枝落葉。  

 
 
 
 
 
 
 
 
 
 
 
 

★  注意不同小生境。  

★  切勿伸手進巢穴及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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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工 作 儀 器 
 

□ 100ml量筒  

□ 膠盆  

□ 蒸發皿  

□  電子磅  

□  刮勺  

□  洗滌瓶（去

離子水）  

x1  

x2  

x1  

x1  

x1  

x1 

□ 玻璃棒        x1 

□ 培養皿 x3 

□ pH試紙 x1 

□ 封口薄膜   x1  

□ 間尺          x1 

□ 清水       x1瓶  

□ 立體顯微鏡  

□ 筆掃   

□ 漏斗  

□  電烘箱  

□  燒瓷夾子 

□ 隔熱手套 

x1 

x2 

x1 

（共用）  

（共用）  

（共用）  

 

5 
土壤分析      

 

5.1 土壤含水量 

秤約  20g  土壤  (M 1 )，置於蒸發皿內。  置於  105 ℃  電烘箱內至少半個鐘

後，把蒸發皿取出冷卻，再秤土壤質量  (M2 )。請填寫  表 4 ，計算出土壤

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  (%) = [  
(M1−M2)

M1
 ]  x 100% 

 

5.2 土質分析  

把約  60ml 土壤放進  100ml量筒裡，加入清水直至水平面高於100ml刻

度線，然後用封口薄膜封著並搖勻，  待它慢慢沉澱後比較不同土層的體

積（把數據記錄於  表 5 內）：  

 

沙粒 % = 

 

粉粒 % =
  

 

黏粒 % =
  

[  
(>0.02mm) 土粒高度

土壤總高度
 ]  x 100% 

[  
(0.002−0.02mm) 土粒高度

土壤總高度
 ]  x 100% 

[  
(<0.02mm) 土粒高度

土壤總高度
 ]  x 100% 

利用土壤質地三角表決定土質（參考 圖 2）。 

 

 

5.3 pH值  

將泥土樣本和去離子水以  1:5  的比例混和，利用pH試紙量度水層的pH

值，把數據記錄於  表 5 內。

 

6 
生物研究 

6.1. 枯枝落葉分析  

A. 使用電子磅量度收集得來枯枝落葉的質量，然後填寫  表 6；   

B. 使用筆掃，收集枯枝落葉內的動物並分類到培養皿中。  

 
6.2. 利用參考資料、圖片和立體顯微鏡，辨認從考察地點搜集回來

的生物樣本。 

 
6.3. 動物觀察  

A. 辨認其品種和數算每個品種的數目，將數據填入  表 7。 

B. 觀察和記錄搜集回來動物的適應特徵。  

 

 
陸地生境  

 

★ 因儀器十分昂貴，請小心使用。有

需要時請向技術員查詢。 

 

★ 請把泥水倒進指定的膠桶內。 

★ 請把鑑別後的動物放進指定的玻璃皿

中並把膠樽清洗。 

★ 請勿計算水層和腐殖質層。 



 

 

 

討論 

 
 
 
 
 
 
 
 
 
 
 
 

 
 
 

參考資料 

★  綜合其他組別的資料後，就是次考察你得出什麼結論？  

★  簡單說明陸地生境內動植物的適應特徵。  

★ 基於觀察和搜集回來的生物，試製作食物鏈  / 食物網顯示樹林生態系統內生物的食性層次。  

★ 評論是次考察所受的限制  / 障礙及提出日後可行的改善方法。  

★  解釋土壤與枯枝落葉對於樹林的重要性。  

★  細心觀察落葉，想一想：   
 

 
•  樹葉掉到地上之後發生了甚麼改變？   

•  有甚麼生物有助於這過程? 你找到這些生物嗎?  

•  有沒有非生物因子會影響這過程？   

•  樹林的泥土肥沃嗎? 為什麼? 枯枝落葉的重要性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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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考察地點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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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生物因子數據 
 

 
林地 草地 

樣方 1 樣方 2 

泥土表面溫度 (℃) 

  

泥土內溫度 (℃) 

  

相對濕度 (%) 

  

風速 (m/s) 

  

風向 

  

光強度 (lux) 

  

 
表 2. 樹木數據紀錄 

 

  
樹木名稱 

樹高量度  
樹幹周界 

(m) 

樹冠闊度 依附於樹木上之物種紀錄 (✓) 

量度者身

高 (m) 

與量度者

比例 

樹高 

(m) 
步距 (m) 步數 

樹冠闊度

(m) 
攀援植物 地衣 真菌 

1 
           

2 
           

3 
           

4 
           

 
表 3.  小生境動物數據 

 

小生境類型 溫度 (℃) 相對濕度 光強度 (lux) 物種 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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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 

  

  

粉砂黏土 

砂質黏土  

粉砂質壤土 
 

砂質黏壤土 

 

壤土 

砂質壤土 

 

粉砂壤土   

 
壤質 

砂土 

  
粉砂 

 
 

表 4.  計算土壤含水量 表 5. 土壤分析 
 

 
 
 
 
 
 
 
 

 
 

 
 

圖 2. 土壤質地三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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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草地 

 土壤pH值 

  

砂粒百分比 

  

粉粒百分比 

  

黏粒百分比 

  

土壤質地 

  

重量 (g) 林地 草地 

蒸發皿 
  

蒸發皿 + 土壤樣本 
  

土壤樣本 (M1) 
  

蒸發皿 + 焗後土壤樣本 
  

焗後土壤樣本 (M2)  
  

土壤樣本差 (M1 - M2)  
  

土壤含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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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枯枝落葉分析 
 

 

林地 草地 

枯葉質量 (g) 
  

枯葉密度 (kg/m2) 
  

 

 

 

表 7.  枯枝落葉動物數據 
 

動物名稱 林地數量 草地數量 適應特徵 

土龞 
   

金邊土鱉 
   

 
   

 
   

 
   

 
   

 
   

 
   

 
   

其他 
   

所有動物總數量 
  

/ 

動物物種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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