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宗竹入侵杉木林促進土壤劣化

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邱志郁研究員領導之研究團隊，日前發
表孟宗竹入侵杉木林之相關研究成果，該團隊發現，孟宗竹侵入鄰近
杉木林後，會影響土壤的化學組成，讓土壤無法持續補充耐分解性
的有機物，致使土壤有機物日漸耗損，進而劣化。這項最新研究成
果，已於2016年8月25日發表在Nature旗下的《科學報導》(Scientific 

Reports)。
這項研究的樣區是設置在南投縣溪頭附近，緊鄰竹林的柳杉林。

團隊針對柳杉林──過渡帶──竹林的帶狀樣區，比較土壤有機物的含量
和組成變化，藉此評估竹林侵入柳杉林對土壤有機物所造成的影響。

竹子具備地下走莖，可侵入鄰近林地，逐漸佔滿林間的孔隙，造
成林木幼苗無法獲得光線而枯死，長期而言，將造成森林生物多樣性
下降。竹子為草本植物，枝葉枯落物的成分在土壤中較易於分解，這
種特性雖有助於提升養分的利用效率，但卻無法補充耐分解性的有機
物，導致土壤有機物的質和量皆日益耗損。

此外，從竹林的經濟效益層面分析，經營竹林的產出首重竹筍採集和竹材
砍伐，採集竹筍需翻動土壤，會加速土壤中有機物分解，而頻繁砍伐竹材，也
造成有機物被剝奪。長期而言，竹林無法像森林一般持續累積腐植質，而會呈
現地力衰退的現象，除了土壤有機物含量減少之外，也會造成土壤有機物組成
結構改變的問題。

團隊利用核磁共振的技術檢測並證實，竹林枝葉枯落主要是以碳水化合物

的氧烷基碳為主，在土壤中較易於分解；相對而言，杉木林枝葉含有較高量的

木質素、單寧、蠟質以及樹脂構成的烷基碳等屬於耐分解的物質。杉木林可透

過枝葉枯落物將耐分解的成分補充到土壤中，維持土壤腐植質的穩定性，但如

前述竹林並不存在此種條件，而且因產業需求經常翻動竹林土壤更促進有機質

分解，加劇竹林土壤的腐植化程度。

根據土壤腐植酸的光譜分析，證明竹林土壤的腐植化程度高於過渡帶和柳

杉林。這項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上述的現象──竹林土壤中，原本由森林所貢獻的

耐分解性有機物逐漸耗損，土壤整體的有機物含量下降。另外，以不同濃度的

硫酸水解土壤有機物的實驗證實：竹林土壤中易分解性有機物的比例增高，但

耐分解性有機物比例降低。這除了因為竹林枝葉易分解性有機物的比例較高的

特性之外，也和竹林土壤經常被翻動有關。鬆土挖掘竹筍的過程，不僅促進易

分解性有機物分解，也一併促進了耐分解性有機物的分解。基於竹林無法補充耐分解性有機物，久而久之，耐

分解性有機物的比例便日益下降。這個現象不僅造成土壤劣化，也讓土壤喪失通氣、保水、抗旱、保持養分等

維持生態環境穩定的功能。

本論文第一作者王雪卿原於本院生物多樣性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目前轉往任教於國立中央警察大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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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南投中海拔山
區，孟宗竹林侵入鄰
近的杉木林的現象：
（A）鳥瞰圖，淺綠
色的孟宗竹林分佈在
深綠色的杉木林間；
（B）側面圖；（C）
林木內部景觀。

圖二、孟宗竹林侵入鄰近的杉木林，
導致土壤有機態碳和耐分解有機物
（黑色部分）含量減少。

圖三、枯枝落葉的化學官能基比例。
竹林枯枝落葉中氧烷基碳成分（淡黃
色和淡綠色部分）最高；烷基碳成分
（黑色部分）最低，顯示其具備易於
分解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