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花米草? 

 互花米草的生理特色? 

 互花米草如何入侵台灣? 

 為何麼要除互花米草? 

 如果要除，那要怎麼除？ 方法…… 

 移除的原則 

 執行成果 

 未來工作 

 執行困難事項 

 檢討與建議 

 

 





 互花米草為多年生草本，屬禾本科。 

 互花米草可以生長於泥灘、沙灘及礫石等生育環境，
其本身具有地下根莖，可深入土壤30~100公分，
根系不易移除，葉具鹽腺，為適應高鹽分之機制。 

 

 互花米草常被誤認為蘆葦而延誤移除時機,兩者之株
高、莖稈及葉型較難分辨，唯花序有明顯不同， 

互花米草為細長形之穗狀花序，蘆葦為開展
形之圓錐花序，故開花期為辨識最佳時機。 







 

蘆  葦 互花米草 



蘆  葦 

? 



 互花米草生長期為4至10月，花期與地理分布有關，北美 

    一般是6~10 月，歐洲是7~11 月，台灣則是7~10月。 

 

 台灣地區結實率低，主要以地下根莖萌生側芽擴展族群， 

   每年生長約2~10公尺。 

 

 

 
藉由地下根莖快速的萌蘗能力，互花米草在潮
間帶形成高密度的單物種植物群落，原生植物

無法與它競爭。 

 



 

  搶灘能力強：可生活在高水位地區  

  吃苦耐鹽：海水淹沒區  

  傳播方式多：種子、根生及斷株  

  多子多孫：高遺傳分化特性(可適應不同環境) 



 

 

  中國為了保護海岸及提高海灘植被生產力，於1979年 

   自美洲引進互花米草，因面積激增迅速，嚴重衝擊沿 

   海的生態環境，成為中國沿海灘地最強勢的入侵植物。 

 十多年前互花米草因海流及候鳥挾帶種子已入侵金門及馬 

   祖，更橫越海峽來到台灣，已在彰化、台中、台北等地陸 

   續發現其族群，推估入侵時間已有5年以上，已威脅沿海 

   原生物種生存空間。 

   目前面積已超過約7公頃（不含大安）。 

 

 

 

國際公認的入侵植物，具有耐鹽及耐淹，可以適 
 

應潮間帶高鹽分環境。 







 

 1.常見危害  

 破壞近海生物棲息環境，影響灘塗養殖。  

 堵塞航道，妨礙水道運輸、影響船隻出港。  

 影響海水交換能力，導致水質下降，並誘發赤湖。  

 威脅海岸生態系統，致使大片紅樹林或棲地消失。  

 



 2.對高美濕地而言 

 當地植物競爭如雲林莞草。 

 潮間帶消失。  

 棲地的破壞。  

 海岸景觀的影響。  

 降低生物多樣性。 

 



 (1)機械(挖土機)挖除法  
 (2)連續割除法  
 (3)鹽度與溫度的控制  
 (4)人工拔除法  
 (5)火燒法  
 (6)覆蓋法  
 (7)圍堤水淹法  
 (8)化學藥劑法  
 (9)冷凍移除法  
 (10)生物防治法  
 (11)最好的方法……  

 



   金門縣政府 李愛瓊整理 



 

 「保持監控且在一發現便即刻根除」是控制互花米 

    草族群的原則。  

  以「人工拔除」配合「機械挖除」的成效較佳，拔 

   除時須將根系儘可能移除，並將根系及斷莖掩埋， 

   以避免互花米草藉無性繁殖再度生長擴散。 

目前保護區移除對策為連續割除法，此法主要抑制
光合作用產物轉移至根莖，以減少地下擴展範圍。 



 1.施作方式與工作時程： 

 

 

 

 

 相關工作人員及移除僱工合計13名，其中八名為雇 

   工，其工作項目為移除互花米草。 

 

 另外五名執行工作人員 

   工作項目包括丈量、監測、監工、照相等相關工作。 

 

移除工 
作小組 

確認危 
害範圍 

進行規
劃及排
定順序 

進行移 
除工作 



 

 

 

施作時間: 

 

 

施作方式: 
 

 

 

                                                                                      

樣區監測:   

 

 

每個月15-20日，唯必須配合潮汐及天候狀況 
(如 大雨、颱風等)做適當的工作日分配。 

  101/4-101/11, 102/4-102/11 

採取樣區
分批移除 

人工連續
挖除法 

送至岸邊曬乾後 

並由清潔車送至焚
化爐燒毀。 

 務必做到減少擴散。 

時間每月1次，有發芽，
立即拔除 



 2.夥伴參與: 

 靜宜大學環境倫理通識課程，舉辦移除工作坊共計 

   8場次共計約560位學生參與。(5/19-10/20止)。 

 活動課程包含:(1).外來物種互花米草介紹與宣導 

                       (2).來物種互花米草移除工作。 

 保德信保險公司與曉明女中舉辦外來物種互花米草 

   介紹與移除工作。(10/6) 

 高西里里長、高美愛鄉協會、台中縣大地鄉土關懷 

   協會、高東社區發展協會、高美觀光促進會…等當 

   地區居民參與。 

 







 3.移除面積(2012年) 

 高美濕地互花米草面積約5-6公頃 

 A-高美濕地-北邊-番子寮海堤-共1大區，9個小樣區。 

  清除時間：2012/05/19-2012/07/02 已完成 

  清除面積：計656.42平方公尺。 

 

 B-高美濕地-南邊-高美1、2號海堤-共2大區，13個小
樣區。 

  清除時間：2012/07/4-2012/08/23止，已完成。 

  清除面積：計471.68.平方公尺。 

 

 



 C-高美濕地-北邊-高美番仔寮海堤-共1大區，13個
小樣區。 

  清除時間：2012/08/30-2012/10/20止，已完成
9個樣區。 

  清除面積：小計568.1平方公尺。 

 

 截至101/10/20止，共計移除1696.20平方公尺。 

 截至101/10/20止，割除地上物面積2124平方公尺 

 



D:2013年(102年) 

（1）於2013年4月起每個月15日進行， 

         施作範圍自高美1-2號海堤區域至番仔寮海堤區 

         域， 每次由8名人員施作，目前已施作4-10月。 

         截至2013年11月24日已移除地下物1584.81M2 

            ，24處。 

 

 （2)互花米草外來物種移除工作地上物割除部分 

        共計參加人數1555人次，割除面積7744.38M2 

        ，16處。  

 



(3).生物多樣性教育推廣活動，共 12場1072人次參與
（室內）。 

 

(4).生物多樣性教育推廣活動，共  6場1135人次參與
（室外）。 
 



 4.移除成效： 

 採取人工連續挖除法，在樣區內之互花米草已初步
獲得控制。 

 於101年7-10月針對已移除樣區進行監測，目前已 

   有部分樣區的雲林莞草及甘藻已在已移除樣區內有 

   逐步生長及擴散出現；而螃蟹及彈塗魚等已經在已 

   移除樣區內有活動繁殖。 

  

 



1.北堤岸移除工作 

 番仔寮海堤北邊零星面積部份共13個樣區已仗量完 

   成， 將進行移除。 

2.互花米草防治移除工作坊，推廣、演講 

 於靜宜大學與高美濕地共同舉辦移除工作坊計10場。 

 活動課程包含:(1).外來物種互花米草介紹與宣導  

                       (2).外來物種互花米草移除工作。 

3.互花米草防治監測調查工作 

   於已移除之區塊內進行監測調查工作（每月一次)。 

 



 重機械無法進入會深陷泥沼而難脫身且鹽霧會易使
機械生銹。 

 

 之前雖然曾使用割除法但一年僅一次，並不能根除
，因互花米草根系可達1公尺以上，也可不斷萌生
地下根莖再抽出地面長出不定芽，每年可延伸3-
10公尺，所以挖除根系是根治大法。  

  

 唯高美濕地為保護區，大機械無法施作，只能先將
地上物割除及小區域挖除根系。 























 互花米草移除工作費工費時。 
 

 保護區內之土質及地形不佳（小河，軟泥沼地、暗
溝等），目前的三個樣區都是單一區塊，可以逐一 

   移除，唯番仔寮海堤北邊土質及地形更差，是外來 

   種互花米草移除工作中最可能影響進度的區塊。 
 

 高美濕地互花米草北邊番仔寮海堤地區覆蓋面積約 

   近9000平方公尺（此區為大面積且連續非單一區 

   塊），是目前高美濕地面積最大且最難移除的部份 

  ，困難度甚高，是目前最棘手的問題。  

 



 1.基礎調查與移除方案 

 

 

 

 

 

 2.夥伴關係的合作及專業分工 

 

 

 

依環境資源特性選擇最高效
率的移除方法，選擇的方法
須用研究計畫做為佐證。 

在番仔寮海堤外之互花米
草，建議在先用小型割草
機或以鐮刀，將互花米草
先行割除，並以人工連續
挖除法，挖除根系，以防 

止族群量擴大。 

夥伴關係的合作帶來高度的執行力與正面效益 

大專院校及保育團體及當地社區協會 

舉辦互花米草防治移除工作坊，推廣、演講等活動 



 3.新聞媒體與保育推廣 

 

 

 

 4.指標物種 

 

 

 5.長期監測 

 

改變會讓民眾造成誤解,新聞稿的隨時發佈,新
聞界的報導,可即時導正民眾觀念 

選擇一個代表性的指標物種，便於社會對於
環境改善的認同 

唯有持續的監測與移除，是不讓外來種擴散
的必要工作。 



 

 這是一場與互花米草的8年長期抗戰， 

維護高美濕地的景觀與生物多樣， 

必須要有體力、持續力與它對抗， 

或許能夠成功。 
， 



 

 台中市政府農業局-林務自然保育科 

 靜宜大學 

 保德信保險公司 

 弘光科技大學 

 高西里里長 

 高美愛鄉協會 

 台中市大地鄉土關懷協會 

 台中市高東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高美觀光促進會  

 台中荒野保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謝 謝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