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即大學：課程實作
土地初級生產力測量

連興隆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2008



課程精神

校園規劃與營造
（黃世孟）

校園文化，藝術與生態
（連興隆，外聘講員）

校園實作與導覽
（黃世孟，連興隆）



核心

Image: 綠色大學 (塔樂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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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物與環境間交互作用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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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二個基本問題

系統能承載的負荷量
為何?
地球的維生系統是否
有極限?

現有的生物數量有多
少?
生物的多樣性/絕種



土地的初級生產力：能量流動

I A

UE

R

P

S

G

Biomass

I: Input
A: Assimilated
R: Respiration
P: Production
G: Growth
S: Stored
UE: Unavailable



土地的初級生產力：收穫量法

選定完全一致之測試區塊(50 X 50 cm)共兩塊
第一天,將其中一區塊內,所有草本植物(含根莖葉)
取出,除去泥土雜物後,1050C 烘乾24 小時,秤重
紀錄(W1)
第21天, 另一區塊重複上述步驟得生物質量
(biomass)(W2)

土地的初級生產力= 
(W2-W1)

20 X 0.25
[g/m2/d]



實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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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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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初級生產力量測的基本假設為何?
初級生產力是一定值麼?
什麼環境因子會影響初級生產力的大小?
影響的關係為何?(e.g., 正比/反比)
初級生產力是否存在一上限值?如果有,這代表的
環境意涵為何?



「生態池魚虎」族群數量調查：
標示再捕捉法

林肯-彼得森指數法(Lincoln-Peterson Index)
M/m = N/n

M:捕捉標記後釋放的魚虎數量
m:再次捕捉的魚虎中有標記者之數量
n:再次捕捉的魚虎總數量
N:推估生態池魚虎之總數量

貝利修正法(N. Bailey, 1952)
N = M(n+1)/(m+1)



標示再捕捉法

廣泛應用於生物族群數量的調查: 鯨魚..
族群中所有個體被捕捉的機率均等

標示再捕捉期間族群總數不變

標記和未標記個體之死亡與遷出速率均等

標記不會喪失



範例

第一次捕捉魚虎5隻,全標記,放回生態池(M)
第二次(一個星期後),於同依地點捕獲10隻(n),其
中有標記者2隻(m)
N=(5x10)/2= 25隻(估計生態池魚虎之總數量)



實作地點

由環安組張明湶先生協助捕捉魚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