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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小檔案 

行政區位:台北、宜蘭兩縣交界處 

海拔高度:400~1,400公尺 

年平均氣溫:18.5ºC 

年平均雨量:4,125公厘 

年平均相對濕度:94.1%  

林相:樹冠層以樟科、殼斗科為主要 
     的優勢喬木，附生植物豐富 

福山研究中心面積1097.9公頃 

(實際規劃植物園區範圍＜3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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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植物園地形示意圖 

哈盆溪與粗坑溪 

植物園環境及資源特色－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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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霧森林 

亞熱帶雨林 

福山植群帶 

原生維管束植物：538種 

展示區維管束植物：3971株633種 

植物園環境及資源特色－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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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種類多樣且容易觀察 

植物園環境及資源特色－哺乳動物 

植物園環境及資源特色－鳥類 



Page 5 

植物園環境及資源特色－兩棲爬蟲及魚類 

植物園環境及資源特色－昆蟲及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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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的定位與任務 

 研究：北台灣長期生態研究的基地 

 保育：亞熱帶雨林、水資源及台灣原生植物 

                  種源保育場所 

 環境教育：以植物園為背景傳達保育的知識 

                     與福山的研究成果 

經營現況與特色–研究 

 台灣第一處長期生態研究(LTER)站，已發表研究報
告300餘篇 

 與CTFS合作，設置與25ha之森林動態樣區(Forest 
Dynamic Plot) 

 長達12年之植物物候調查，可與全球變遷監測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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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pH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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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現況與特色–保育 

 水資源-水源保護區 

 生物多樣性-哈盆自然保留區 

 珍稀物種保育-台灣油杉、台灣萍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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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管理措施 

嚴格管制進出 

承載量 

 平日500人 

 假日600人 

休園 

 每週二 

 三月份 

開放時間：9-16時 

不販賣食物 

不設置垃圾桶 

禁止餵食野生動物 

福山植物園 

自導式解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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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植物園一般遊客資訊來源 

 福山植物園網站 

 九人座司機(人員解說) 

 福山志工(人員解說) 

 自然中心視聽媒體與展示 

 解說牌示 

 教學活動方案、解說手冊、摺頁等 

 二維條碼 

福山植物園展示區規劃暨解說牌示設置 

將原有12個分區整合簡化為4大分區 

原以植物分類系統規劃之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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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植物園全區導覽圖 

主要分區 
分區導覽牌 

(A型100*75cm) 
主題解說牌 

(B1型 100*50cm) 
 資源解說牌 

(B2型 60*40cm) 
摺頁（共5款） 

解說站及 
停車場 

B1.臺灣油杉區外保育 導覽地圖 

自然教室區 A1.自然教室區 

B1.水生植物池 
B2.林下植物 
B3.蕨類植物 
B4.裸子植物 

 B2.天然林與人工林 
 B3.臺灣葉蝙蝠 
 B4.樹木公寓-附生植物 

森林蕨響 

樹木展示區 

A2.樹木展示區 
–樟櫟天地 

A3.樹木展示區 
 –繽紛世界  

 
B5.森櫟奇境 

B6.樟中乾坤 

B7. 杜鵑花園 

 
 B5.哈盆溪 

 

 B6.樹木彩妝 

樟櫟天地 
樹木名片 

森林探索區 A4.森林探索區 
 B7.森林中下層植被 

 B8.颱風與森林動態 

生活植物區 

A5.生活植物區 
–綠野竹境 

A6.生活植物區 
–民俗植物 

B8.山林雅竹 

 

B9.民俗植物 

 B9. 動物運動場 

福山住客 

分區主題與解說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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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分區解說牌分佈圖 

分區牌樣式 

  

意象設計 

小叮嚀： 

每區不同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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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解說牌1-自然教室區 

 本區以小教室的方式展示水生植物、林下植物、蕨類植物
及裸子植物等主題，讓您可近距離觀察這群生態習性特殊
的植物。另周邊森林內多樣性極高的附生植物，與棲息、
活動於水池及其附近的各類野生動物，使本區成為一處靜
觀體驗自然生態的好地方。 

小叮嚀 
來到野生動物的家，請
降低音量，並遵守不餵
食、不戲水等原則，以
免干擾到牠們的生活及
行為。 

其他區分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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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面主題及資源解說牌分佈圖 

小鸊鷉：分佈在低海拔山區及平地的湖泊、池沼等，普遍可見。具有特殊的瓣蹼，擅於潛水， 
        但飛行能力較弱。 
臺灣萍蓬草：池中綻放黃色花朵的臺灣萍蓬草，曾因棲地遭到大量開發而成為稀有植物，是植 
            物園進行區外保育的案例之一。 
草魚：水裡看到的黑色軍團也是福山的小義工，他們會幫忙清理水中的藻類，避免藻類過度繁 
      殖而長滿水池！ 
鴛鴦：分佈於亞洲東部，在臺灣為冬候鳥或留鳥，偏好森林溪流與山地湖泊。  

解說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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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解說牌-2 

28 

解說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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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牌-4 

30 

解說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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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解說摺頁 

5種解說摺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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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解說摺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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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鵰生態影片拍攝製作 

透過林鵰生態影片的宣導，期使國人更瞭解林鵰的生活
習性及森林保育的重要性。 

 

台灣山林裡有一群默默付出青春歳月的研究人員，以及
生態藝術工作者，他們為大自然環境不遺餘力的奉獻，
期盼台灣的美麗山林及原生動、植物，可以在這座美麗
的島嶼中，與人類和諧共存。 

 

１００年國家優良出版品 

福山的聲音劇場 

 呈現福山優美的生態環
境及多樣生物，顯示出
多年保育成果。 

 提醒民眾用視覺及聽覺
去感受自然。 

http://fushan.tfri.gov.tw/download.php?func=video
聲音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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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植物園 

自然教育推廣 

福山植物園自然教育服務對象 

一般參訪遊客 

 種子教師培訓 

戶外教學實習 

  (1)大專院校生命科學暨環教相關科系 

  (2)小學生戶外教學(101年開始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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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教師的自然探索研習 

種子教師的根與芽研習 

種子教師的筆筒樹推廣活動 

大專院校戶外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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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科博館合辦生態研習，
學生在肉桂樹下找尋寶物。 
 

「福山深呼吸」教學活動， 
用嗅覺認識福山 

FS-SP001 福山植物人 

活動簡介 

福山植物園擁有原始的中低海拔森林，園區內蒐集了台灣各
地代表性植物，在這裡容易讓孩子直接走入森林觀察樹木的形態
與特色。 

本活動提供孩子機會去親近樹、仔細觀察它及周圍的生態，
再分工合作、發揮創意化身為福山的植物，敘說其與周圍生物的
故事，藉此瞭解植物的生態特色及森林的重要性。 

活動日期 
一個月前預約決定 

時間 2小時 

對象 國小中高年級 

費用 免費 

課 程 內 容 及 簡 介 

時    間 單    元 地    點 內    容 

20分鐘 
一棵樹的故

事 
福山植物園

區 

以一棵樹為主題，示範如何去觀察、
發現他與周圍生物的關聯性，並解釋
相關的名詞。 

70分鐘 小小偵察家 
福山植物園

區 

仔細觀察園區幾棵特別的植物，記錄
他的外觀、形態、色彩、氣質、周圍
環境、有什麼生物住在身上等，並發
揮創意表現之。 

30分鐘 
化身為福山

的樹 
福山植物園

區 

將創意樹的特色及其與周圍生物發生
的故事，和同學分享。 

2011年與宜蘭縣
國教輔導團合作
研發出16個教學
活動， 
今(2012)年經過
篩選及調整，已
產出4個完整的
教學活動，預計
於9月份與中道
小學合辦試教並
加入協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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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垃圾桶內找食物 
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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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s+stems 

武陵賞櫻的車潮 

阿里山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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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閒、生態的福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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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認識生態系統的組成、互動、功能，並省思
人類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 

 瞭解國內外生態保育的演變、現況與作法。 

 認識校園生物多樣性，以及觀察物種棲息環
境的變化。 

 將校園生物多樣性調查融入環境教育中，營
造教室外學習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