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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仁愛鄉布農族

　武界部落食用植物多樣性

　　　　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　嚴新富

摘要

南投縣仁愛鄉布農族武界部落的食用植物田野調查，分別在 2011 及 2019 進行，

其中在 2019 年間的訪談，是配合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所進行基本資料的調查。將所記

錄到的野生植物建立名錄。再依據族人的概念，將食用植物分成傳統食用作物（含

澱粉類、豆類、南瓜、根莖類）、蔬菜（含野菜類、外來的菜、救荒食物）、水果（含

水果、堅果）及零嘴（分果實、葉片、地下部位）、茶飲與嗜好品、間接食用等五

大類，每一種植物均會敘明中名、學名、科名及訪談內容。

田野調查

布農族武界部落的田野調查，分別在 2011 年 10 月 25-26 日及 2019 年 3 月 20 日、

6 月 20 日及 10 月 5 日進入部落訪談；其中在 2019 年間的訪談，是配合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所進行的植物資源基本資料的調查。野生植物調查及採

集地點包括投 71 線過隧道往武界之潮濕山壁、武界至水庫大壩、武界林道 4.5K 前

後、武界至一線天等地，所採集到的植物名錄如附件。

傳統作物的訪談以作物樣品進行，同時輔以作物的彩色圖鑑。至於野生植物的

訪談，在耆老行動方便的前題下，到野外現地訪談。若耆老不方便到野外，則採集

新鮮植物，回部落訪談。所訪談的植物樣品，會製成臘葉標本，編上作者的採集編

號後，存放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標本館中，以供後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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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分類 

整理田野調查的資料後，依據族人的概念，將食用植物分成傳統食用作物、蔬

菜、水果及零嘴、茶飲及嗜好品、間接食用等五大類，其他再細分各小類，每一種

植物均會敘明中名、學名、科名及訪談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壹、傳統食用作物

一、澱粉類
1. 小米〔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小米的品種有：

(1). miibar lulat（糯性）糯性品種，可做小米酒。

(2). malamaotiocu 穗分叉的品種是小粒的，煮飯吃，收穫時另選，送給頭目吃的。

(3). miilab kasin（非糯性），煮食。

小米的播種期在東方為 12 月，這裏是 1 月，而在部落為 2 月；通常在 6-7 月採

收小米，而紅藜〔台灣藜（Chenopodium formosanum）卻要在年底才能採收。大白

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是小米田很討厭的草。

種小米時，一塊地不能混種，一般糯性品種少量，而其他品種大量栽植。以

前小米酒只有在祭典時用，糯小米也能做年糕，是祭典時的傳統食物；年糕以月桃

（Alpinia zerumbet）葉包在外層，很香，很好吃。做小米酒時，小米打殼時只能打

一半，酒會稀釋；全部打後燒熱水至滾，噴出，稍軟化後再打，以月桃葉包住，蒸，

吃起來有小米的甜味，是以前無砂糖時代的替代品。

收成後的入倉祭（malaline），會用到年糕及酒當祭品，同時殺一條豬；小米需

貼在倉庫兩邊，豬放在中間，在山上只有鄰居，大家齊聚在祭典中；唱入倉歌「祈

求今天入倉的作物能很耐吃」；再分豬肉，首先由最年長的分頭部及下巴。

做小米酒的過程：小米先打好，浸泡水至稍酸化，煮；mukun（台灣藜，又稱

紅藜）先曬乾後打成粉末，加入，此粉末不能外洩；混合煮好的小米後，放入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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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大木頭（lakus）製成的容器內，放涼；此時需依溫度決定，勿太熱，會變成醋，

太冷則醱酵較慢；再入甕，一層小米，一層酵母粉（紅藜粉末）。

在田裏小米會與紅藜（台灣藜）混種，小米較早成熟，而紅藜（台灣藜）較晚熟，

但要一起播種。入倉時，其他族的人不能用小米灑在豬肉上，否則其他家族嫁出去

的女兒不能吃它，這種灑小米的動作往往是非自主性。

玉米（Zea mays）打成粉，可加入小米稀飯，也可加入旱稻（Oryza sativa）稀

飯中一起吃；大薯（Dioscorea alata）以小杵臼打成漿，配小米飯，拌著吃；收小米

時，用蜘蛛抱蛋〔台灣蜘蛛抱蛋（Aspidistra elatior var. attenuata）〕的葉片綁。

2. 穇子〔Eleusine coracana (L.) Gaertn.〕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磨成粉，似玉米（Zea mays）粉食用；曬乾，裏面淡紅色；糯米（Oryza 

sativa）稀飯加穇子粉，很好吃；煮稀飯時可加穇子粉；今已無，翻譯者 16 歲時才無。

也有族人將穇子加入米飯煮來吃。

3. 高粱〔Sorghum bicolor (L.) Moench〕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主食之一，只有一品種；玉米（Zea mays）打了之後去殼，分大中小，大粒者

與高粱一起煮；高粱去殼後，裏面是紅色的，煮熟後放二天，會變甜甜的；傳統食

物 kabiyak，有點湯，會甜甜的，不能再加熱，否則會酸化。

4. 薏苡〔Coix lacryma-jobi L.〕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有 2 種，一種可以吃，但打起來很麻煩，以前種在旱地，今已不種了。另一為

野生種〔註：可能是念珠薏苡（Coix lacryma-jobi var. maxima）〕，不可食用，只

當項鍊。

可週年播種，在田邊或畸零地均可播種，種一次後就不必管它，因小鳥會吃它

的果實，而幫它傳播；或它的種子會自行掉落而萌芽生長，已經有野生化現象。

結果期在 8-10 月間，不結果時像草一樣。只有一種，在同一棵植株上，可以看

到白色、黑色的果實，依生長程度不同而已。

將薪柴先燒成炭，在炭火中放入果實烤，會有 pipipopo 的聲音，硬殼會裂開，

取出種子可以直接食用，或拿來與其他食物煮食，或磨成粉後再處理。現在很少人

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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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串起來可當項鍊，或頭飾。

成串的果實掛在門口，可以避邪。

5. 玉米〔Zea mays L.〕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以前只有一品種 lauba；今有白色品種 lauba toklaz、紅色品種 lauba langac，和

混色品種。

玉米打成粉（dandan），可加入小米（Setaria italica）稀飯，也可加入旱稻

（Oryza sativa）稀飯中一起吃；玉米打了之後去殼，分大中小，大粒者與高粱一起

煮。

飼料玉米先曬乾，再泡水，打後再煮。也用來做酒。

6. 台灣藜（俗稱紅藜）〔Chenopodium formosanum Koidz.〕藜科 Chenopodiacee：

做酒用。

7. 陸稻（旱稻）〔Oryza sativa L.〕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每天打米，當天吃。

米醬先煮後再發酵，發酵時會長毛毛的。

糯米蒸後再發酵，用來做酒釀。

8. 稷〔Panicum miliaceum L.〕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布農族傳統作物，但武界部落無訪談資料。

二、豆類及南瓜
1. 樹豆〔Cajanus cajan (L.) Millsp.〕（木豆） 豆科  Leguminosae

1 月時播種，10 月底才開花，12 月採收；樹豆一年收一次，而芋頭（Colocasia 

esculenta) 喜歡留在土中；有黑色（cv. galilan）及黃色品種，米黃色品種（cv. 

debula singi）由信義引進，目前以黑色品種為主。

2. 鵲豆〔Lablab purpureus (L.) Sweet〕（肉豆、皇帝豆）豆科  Leguminosae：

有白及紅 2 品種，不吃莢，主要吃種子，與山肉湯一起煮，今已不種植。

3. 萊豆〔Phaseolus lunatus L.〕（皇帝豆）豆科  Leguminosae：

很香，籽較小；今已無。

4. 米豆（赤小豆）〔Vigna umbellata (Thunb.) Ohwi & Ohashi〕豆科 Leguminosae：

花黃色，十月底開花，豆有紅、綠二類，子葉不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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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前種，10-11 月開花。

乾豆用來煮湯。

5. 豇豆〔Vigna unguiculata (L.) Walp.〕（八月豆）豆科  Leguminosae：

白皮的品種今已無人種植；紅皮的較短，也是古老品種，連皮一起吃，今馬老

師還有種植；老人家生病時會想念傳統的豇豆，此時會煮湯給他吃。

6. 大豆（黃豆）〔Glycine max (L.) Merr.〕豆科  Leguminosae：

吃乾豆。

7. 南瓜〔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 ex Poir.〕 葫蘆科 Cucurbitaceae：

以前的大型種，外形分圓形及橢圓形，一粒南瓜大到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背不

動，今已無古老的品種。

南瓜大小；外來的品種需加引進者人名，如 Hudan ＋人名。

傳統上會摘心以促進分枝，所摘下的嫩芽傳統上當菜吃；摘心要在未開花前施

行，開花後摘心就不會長。

南瓜通常與地瓜〔甘藷（Ipomoea batatas）〕一起煮，一層地瓜，一層南瓜，

層層相疊。

三、根莖類：
1. 芋〔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天南星科  Araceae：

品種有：1. day gucngog 報導人喜食，平地種較多，今變較大形，肉紫紅色； 2. 

day laubas；3. day bokbok；4. day gabilat 報導人喜食，糯性品種，帶黃色，粘粘的。

樹豆〔木豆（Cajanus cajan）〕一年收一次，而芋頭喜歡留在土中。

2. 大薯〔Dioscorea alata L.〕薯蕷科  Dioscoreaceae：

有紫色的，掃巴型的品種。

可煮湯，或磨漿吃；大薯以小杵臼打成漿，配小米（Setaria italica）飯，拌著吃。

3. 甘藷（地瓜）〔Ipomoea batatas (L.) Lam.〕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甘藷有很多品種，如 dakuanung 是古老品種，心葉紫色，白皮白肉，長形，肉

質鬆鬆的；hudangihong 水分較多，紅皮白肉，圓形。

地瓜（甘藷）可煮成泥狀，或加粉食用。

4. 千年芋〔Xanthosoma sagittifolium (L.) Schott〕天南星科  A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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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作物，白色（註：應為淺綠色）的葉片，吃子芋，不吃葉柄。

5. 山葛〔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豆科  Leguminosae：

挖地下塊根可以吃；根也可以烤食。

貳、蔬菜

一、野菜類
1. 瓦氏鳳尾蕨〔Pteris wallichiana Ag.〕鳳尾蕨科 Pteridaceae ：

可食，吃起來粘粘的；以火灰泡 2 天，再以鹽巴醃 1 天，洗乾淨後煮湯或炒食。

2. 構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桑科 Moraceae：

嫩芽當菜，去會苦的托葉後，川燙後再炒，或炸；現代拿來做甜不辣。

3. 小葉桑〔Morus australis Poir.〕桑科 Moraceae：

嫩芽當菜。

4. 山豬肉〔Meliosma rhoifolia Maxim.〕清風藤科 Sabiaceae：

三、四月採嫩葉吃，燙後加花生（Arachis hypogea）粉一起吃；今族人用來炒食。

山豬肉嫩心加花生或花生粉，與蒜頭（Allium tuberosa）一起炒香可食。四、

五月採嫩芽。

5. 溪頭秋海棠〔Begonia chitoensis Liu & Lai〕秋海棠科 Begoniaceae：

今當風味餐，涼拌或煮酸辣湯。

6. 水芹菜〔Oenanthe javanica (Bl.) DC.〕繖形科 Umbelliferae：

加肉絲炒菜（51）。

7. 鵝仔菜〔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菊科  Compositae：

鵝仔菜可以當菜吃。客人來訪時，用鵝仔菜加花生（Arachis hypogea）粉當菜。

8. 台灣油點草〔Tricyrtis formosana Baker〕百合科 Liliaceae：

嫩梢用來炒豬肉。

9. 五節芒〔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嫩筍可食，當菜。

10. 山棕〔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棕櫚科  Palmae：

嫩心水煮後當菜（32）；心可煮食，或與山肉一起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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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黃藤〔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棕櫚科  Palmae：

藤心當菜。

12. 隼人瓜（梨瓜、佛手瓜）〔Sechium edule Sw.〕葫蘆科  Cucurbitaceae：

傳統吃法是吃嫩瓜及削皮的老瓜，但不吃種子。

吃嫩芽是現代的用法。

13. 其他野菜：

其他嫩芽或嫩葉可食的野菜尚包括桫欏科（Cyatheaceae）的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 (J. Sm. ex Hook.) Copel.〕、蹄蓋蕨科（Athyriaceae）的過溝菜蕨〔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蓼科（Polygonaceae）的火炭母草〔Polygonum chinense 

L.〕、胡椒科（Piperaceae）的薄葉風藤〔Piper sintenense Hatusima〕、十字花科

（Cruciferae）的葶藶（山芥菜）〔Rorippa indica (L.) Hiern〕、茄科（Solanaceae）

的 白 英〔Solanum lyratum Thunb.〕、 菊 科（Compositae） 的 苦 苣 菜〔Sonchus 

arvensis L.〕、苦滇菜〔Sonchus oleraceus L.〕。

二、外來的（非傳統使用的）菜
1. 虎刺樬木〔Aralia armata (Wall.) Seem.〕五加科  Araliaceae：

日本人喜食。春天嫩芽可當菜吃。

2. 昭和草〔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菊科 Compositae：

當菜，可煮湯或炒食，嫩稍炒蛋。

3. 飛機草〔Erechtites valerianifolia (Wolf ex Rchb.) DC.〕菊科 Compositae：

老人家常吃的菜；有一則故事：日本人用飛機灑種子，有一個人叫 Lammu 死後

在他的墳墓上此草長得特別茂盛，老人家拿來吃吃看，才變成我們的菜。

飛機草水煮後加花生（Arachis hypogea）粉吃。

4. 紅茄〔Solanum integrifolium Poir.〕茄科 Solanaceae：

很重要的菜，果實可以當菜，紅果、綠果都可以吃，但很苦。有客人來時煮的菜。

日本人帶入部落，吃起來苦苦的。紅果及綠果均水煮後可吃，或與山肉一起吃。

5. 台灣山蘇花〔Asplenium nidus L.〕鐵角蕨科 Aspleniaceae：

有族人當菜吃；但也有族人認為以前不吃，今當菜，是向阿美族學習的。

〔筆者註：阿美族人吃的「山蘇花」，在植物學上稱為南洋山蘇花（Asple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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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asicum），外形很像台灣山蘇花，但葉背中肋有一凸起的稜線，因此常被誤認〕

5. 假酸漿〔Trichodesma khasianum Clarke〕紫草科 Boraginaceae：

排灣族及魯凱族人取葉片包 chinapu（註：傳統食物，可以連包葉一起吃，對布

農族而言，屬外來知識）。

6. 天仙果〔Ficus formosana Maxim.〕桑科 Moraceae：

族人最近才用來煮雞湯。

7. 小葉桑（小桑樹）〔Morus australis Poir.〕桑科 Moraceae：

最近族人取嫩梢炸食（註：外來知識）。

三、救荒食物
1. 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 (J. Sm. ex Hook.) Copel.〕桫欏科 Cyatheaceae：

光復時飢荒，吃它的心；但也有族人不吃。

2. 台灣青芋（山芋）〔Colocasia formosana Hayata〕天南星科 Araceae：

葉片及芋頭煮後，用來餵豬。久煮後人才可以吃。

也有布農族其他部落的族人認為它是救荒野菜，葉柄、塊根煮食。

3. 廣葉鋸齒雙蓋蕨〔Diplazium dilatatum Bl.〕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布農族人會吃，但武界部落有族人不吃。

參、水果及零嘴

一、水果
1. 茅瓜〔Solena amplexicaulis (Lam.) Gandhi〕葫蘆科 Cucurbitaceae：

果可食，味甜。

但也有族人認為吃嫩芽是現代的用法。

2. 其他水果：

其 他 當 水 果 吃 的 植 物 尚 有 桑 科（Moraceae） 的 愛 玉 子〔Ficus pumila L. 

var. awkeotsang (Makino) Corner〕、 小 葉 桑〔Morus australis Poir.〕、 木 通 科

（Ladizabalaceae）的長序木通〔Akebia longeracemosa Matsum.〕、石月〔Stauntonia 

obovatifoliola Hayata〕、獼猴桃科（Actinidiaceae）的水冬瓜〔Saurauia tristyla 

DC. var. oldhamii (Hemsl.) Finet & Gagncp.〕、薔薇科（Rosaceae）的台灣懸鉤子

59



配
合
國
土
生
態
綠
網
發
展
中
部
地
方
特
色
農
業
研
討
會
論
文
輯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布
農
族
武
界
部
落
食
用
植
物
多
樣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Rubus formosensis Ktze.〕，但也有部分武界部落族人不吃台灣懸鉤子的果實。

二、堅果：
1. 野核桃（台灣胡桃）〔Juglans cathayensis Dode〕胡桃科  Juglandaceae：

果烤後打碎，吃仁，好吃，很香。

2. 油葉石櫟（小西氏石櫟）〔Pasania konishii (Hayata) Schottky〕殼斗科 Fagaceae：

果烤後打碎，吃起來像花生。

3. 族人不吃的堅果：

青剛櫟〔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ex Murray) Oerst.〕殼斗科 Fagaceae：

因果實太苦，族人不吃。 

三、零嘴（依食用部位分）：
（一）果實：

1. 小構樹〔Broussonetia kazinoki Sieb.〕桑科 Moraceae：

果可食，但吃時會粘舌頭。

2. 柘樹（刺格）〔Maclura cochinchinensis (Lour.) Corner〕桑科 Moraceae：

果可食，吃起來酸酸的。

3. 羅氏鹽膚木〔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 & Willson〕漆樹科

Anacardiaceae：

果實表面會長白色的鹽巴，可食，但人少吃，因又鹹又酸。

4. 山紅柿〔Diospyros morrisiana Hance〕柿樹科 Ebenaceae：

果實族人少吃，因味道澀澀的。

5. 俄氏柿〔Diospyros oldhamii Maxim.〕柿樹科 Ebenaceae：

果可食。但也有族人認為果雖可食，但很澀。

6. 紅籽莢蒾〔Viburnum formosanum Hayata〕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果可食，吃起來酸酸甜甜且帶點苦味。

7. 刺茄〔Solanum capsicoides〕茄科 Solanaceae：

果可食，族人只吃內果皮。

8. 三角葉西番蓮（黑果西番蓮）〔Passiflora suberosa Linn.〕西番蓮科 Passifloraceae

果可食，但也有族人認為果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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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零嘴：

其他果實可當零嘴吃的尚有桑科（Moraceae）的構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越橘葉蔓榕〔Ficus vaccinioides Hemsl. ex King〕、小葉

桑〔Morus australis Poir.〕，以及蓼科（Polygonaceae）的火炭母草〔Polygonum 

chinense L.〕。

（二）葉片：

1. 酢漿草〔Oxalis corniculata L.〕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當零嘴吃，吃起來酸酸的。

2. 溪頭秋海棠〔Begonia chitoensis Liu & Lai〕秋海棠科 Begoniaceae：

當零嘴吃，比較甜。也有族人認為溪頭秋海棠的葉柄及腎蕨（Nephrolepis 

auriculata）的球莖可止渴。

3. 酸藤〔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茄科 Solanaceae：

武界布農族人不吃，但泰雅族人會吃。

（三）花：

1. 南澳杜鵑（埔里杜鵑）〔Rhododendron breviperulatum Hayata〕杜鵑花科 \Ericaceae：

五、六月開花，族人會吃花。

2. 金毛杜鵑〔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杜鵑花科 Ericaceae：

花可食，花瓣吃起來吃起來酸酸的，族人也會吃花蜜。

（三）地下部位：

1. 腎蕨〔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蓧蕨科 Oleandraceae：

球莖可食，用來解渴。

2. 台灣蜘蛛抱蛋的蛋（註：塊根）〔Aspidistra elatior Blume var. attenuata (Hayata) 

S. S. Ying〕百合科 Liliaceae

塊根可以生吃，吃起來有甜味。

（四）布農族人有吃，但武界部落族人不吃果實者：

1. 水麻〔Debregeasia orientalis C. J. Chen〕蕁麻科 Urticaceae：

布農族人會吃果實，武界部落族人不吃果實。

2. 長梗紫麻〔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蕁麻科 Urticaceae：

布農族人會吃果實，但武界部落族人認為果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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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茶飲及嗜好品

一、煮來當茶水喝：
1. 天仙果〔Ficus formosana Maxim.〕桑科 Moraceae：

加入開水煮來喝。

2. 小葉桑〔Morus australis Poir.〕桑科 Moraceae：

嫩梢可煮來當茶喝。

3. 蕺菜（魚腥草）〔Houttuynia cordata Thunb.〕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煮水喝。

4. 水芹菜〔Oenanthe javanica (Bl.) DC.〕繖形科 Umbelliferae（Apiaceae）：

煮來當茶喝。

5. 刀傷草〔Ixeridium laevigatum (Blume) J. H. Pak & Kawano〕菊科 Compositae

（Asteraceae）：

煮水喝。

6. 鵝仔菜〔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菊科 Compositae（Asteraceae）：

煮湯當飲料，放入冰箱。

7. 苦苣菜〔Sonchus arvensis L.〕菊科 Compositae（Asteraceae）：

煮水喝。煮水喝，特別苦。煮水後當茶。煮來當茶水喝。

8. 複方：

族人用菊科  Compositae（Asteraceae）的兔仔菜〔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sama（苦苣菜、鵝仔菜），以及茄科（Solanaceae）的光果龍葵〔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kolut（註：物種待確定） 等一起煮水當茶喝。

二、嗜好品：
1. 薄葉艾納香〔Blumea aromatica DC.〕菊科 Compositae（Asteraceae）：

以前當香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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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間接食用

1. 九芎〔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千屈菜科 Lythraceae：

上面有螞蟻大便（註：應為蚜蟲分泌的蜜汁），甜甜的，可食。

2. 海州常山〔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幹內會長蟲（sasanal），可烤食。

枝幹會長蟲（suswun），族人會抓來吃。

3. 五節芒〔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

稈基部會長蟲癭（具族語，但忘記），其蛹 (ova) 可食，用來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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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中　名

蕨類植物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全緣卷柏

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 Hieron. 異葉卷柏

Selaginella remotifolia Spring 疏葉卷柏

Selaginella repanda (Desv. ex Poir) Spring 高雄卷柏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Beauv.) Spring 萬年松

木賊科  Equisetaceae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ramosissimum 木賊

觀音座蓮舅科  Marattiaceae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Rosenst. 觀音座蓮

莎草蕨科  Schizaeaceae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裏白科  Gleicheniaceae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w. 芒萁

蚌殼蕨科  Dicksoniaceae
Cibotium taiwanianum Kuo 台灣金狗毛蕨

桫欏科 Cyatheaceae
Cyathea lepifera (J. Sm.) Copel 筆筒樹

Cyathea spinulosa Wall. ex Hook. 台灣桫欏

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Dennstaedtia scandens (Bl.) Moore 刺柄碗蕨

Microlepia marginata (Panzer) Chr. 邊緣鱗蓋蕨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Presl 粗毛鱗蓋蕨

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subsp. wightianum (Wall.) Shieh 巒大蕨

鱗始蕨科  Lindsaeacee

Lindsaea orbiculata (Lam.) Mett. ex Kuhn var. commixta (Tagawa) Shieh 海島鱗始蕨

Sphenomeris chusana (L.) Copel. 烏蕨

鳳尾蕨科  Pteridaceae
Cheilanthes dealbata D. Don. 台灣粉背蕨

Cheilanthes karmeri Franch 克氏粉背蕨

附錄  布農族武界部落田野調查植物名錄（含傳統栽培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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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中　名
Cheilanthes mysuriensis Wall. 細葉碎米蕨

Cheilanthes sp. 碎米蕨屬

Onychium japonicum (Thunb.) Kunze 日本金粉蕨

Pteris biaurita L. 弧脈鳳尾蕨

Pteris dispar Kunze 天草鳳尾蕨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Pteris formosana Bak. 台灣鳳尾蕨

Pteris longipes Don 蓬萊鳳尾蕨

Pteris longipinna Hayata 長葉鳳尾蕨

Pteris semipinnata L. 半邊羽裂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Pteris wallichiana Ag. 瓦氏鳳尾蕨

鐵線蕨科  Adiantaceae
Adiantum edgeworthii Hook. 愛氏鐵線蕨

Adiantum malesianum Ghatak 馬來鐵線蕨

Adiantum philippense L. 半月形鐵線蕨

書帶蕨科  Vittariacee
Vittaria anguste-elongata Hayata 姬書帶蕨

水龍骨科  Polypodiaceae
Colysis elliptica (Thunb.) Ching 橢圓線蕨

Colysis wrightii (Hook.) Ching 萊氏腺蕨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Lepisorus obscurevenulosus (Hyaata) Ching 奧瓦葦

Microsorium fortunei (Moore) Ching 大星蕨

Pseudodrynaria coronans (Wall.) Ching 崖薑蕨

金星蕨科  Thelypterdaceae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ex H. Ito 小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小毛蕨

Cyclosorus truncatus (Poir.) Farw. 大葉毛蕨

Glaphyropteridopsis erubescens (Hook.) Ching 方桿蕨

Phegopteris decursive-pinnata (van Hall) Fée 短柄卵果蕨

Pseudocyclosorus esquirolii (Christ) Ching 假毛蕨

鐵角蕨科  Aspleniaceae
Asplenium adiantoides (L.) C. Chr. 革葉鐵角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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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中　名
Asplenium cheilosorum Kunze ex Mett. 薄葉孔雀鐵角蕨

Asplenium ritoense Hayata 尖葉鐵角蕨

Asplenium nidus L. 台灣山蘇花

烏毛蕨科  Blechnaceae
Blechnum orientale L. 烏毛蕨

Woodwardia orientalis Sw. var. formosana Rosenst. 台灣狗脊蕨

骨碎補科  Davalliaceae
Davallia formosana Hayata 大葉骨碎補

蓧蕨科  Oleandraceae
Arthropteris palisotii (Desv.) Alston 藤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Nephrolepis multiflora (Roxburgh) Jarrett et Morton 毛葉腎蕨

鱗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Arachniodes aristata (Forst.) Tindle 細葉複葉耳蕨

Arachniodes rhomboides (Wall.) Ching 斜方複葉耳蕨

Arachniodes sp. 複葉耳蕨屬

Dryopteris formosana (Christ) C. Chr. 台灣鱗毛蕨

Dryopteris scottii (Beddome) Ching 史氏鱗毛蕨

Dryopteris sp. 鱗毛蕨屬

三叉蕨科  Aspidiaceae
Hypodematium crenatum (Forsk.) Kuhn 腫足蕨

Tectaria coadunata (Wall.) C. Chr. 觀音三叉蕨

Tectaria polymorpha (Wall.) Copel. 南投三叉蕨

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Deparia petersenii (Kunze) M. Kato 假蹄蓋蕨

Diplazium dilatatum Blume 廣葉鋸齒雙蓋蕨

被子植物 -- 雙子葉
胡桃科  Juglandaceae

Juglans cathayensis Dode 台灣胡桃

殼斗科  Fagaceae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ex Murray) Oerst. 青剛櫟

Pasania kawakamii (Hayata) Schottky 大葉石櫟

Pasania konishii (Hayata) Schottky 油葉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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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中　名

榆科  Ulmaceae
Aphananthe aspera (Thunb. ex Murray) Planch. 糙葉樹

Celtis formosana Hayata 石朴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Trema tomentosa (Roxb.) Hara 山油麻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櫸

桑科  Moraceae
Broussonetia kazinoki Sieb. 小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Fatoua pilosa Gaud. 細齒水蛇麻

Ficus erecta Thunb. var. beecheyana (Hook. & Arn.) King 牛奶榕

Ficus formosana Maxim. 台灣天仙果

Ficus pumila L. var. awkeotsang (Makino) Corner 愛玉子

Ficus sarmentosa B. Ham. ex J. E. Sm. var. nipponica (Fr. & Sav.) Corner 珍珠蓮

Maclura cochinchinensis (Lour.) Corner 柘樹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蕁麻科  Urticaceae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木苧麻

Boehmeria nivea (L.) Gaud. 苧麻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山苧麻

Boehmeria pilosiuscula (Bl.) Hassk. 華南苧麻

Boehmeria pilushanensis Liu & Lu 畢祿山苧麻

Boehmeria wattersii (Hance) Shih & Yang 長葉苧麻

Debregeasia orientalis C. J. Chen 水麻

Elatostema herbaceifolium Hayata 台灣樓梯草

Elatostema lineolatum Wight var. majus Wedd. 冷清草

Elatostema sp. 樓梯草屬

Gonostegia hirta (Bl.) Miq. 糯米團

Gonostegia matsudai (Yamamoto ) Yamamoto & Masam. 小葉石薯

Nanocnide japonica Bl. 花點草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長梗紫麻

Pilea funkikensis Hayata 奮起湖冷水麻

Pilea melastomoides (Poir.) Wedd. 大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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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ea peploides (Gaudich.) Hook. & Arn. var. peploides 矮冷水麻

Pilea plataniflora C. H. Wright 西南冷水麻

Pilea rotundinucula Hayata 圓果冷水麻

Pilea sp. 冷水麻屬

Procris laevigata Bl. 烏來麻

山龍眼科  Proteaceae
Helicia formosana Hemsl. 山龍眼

蓼科  Polygonaceae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ex Murray var. hypoleucum (Ohwi) Liu, 
Ying & Lai

台灣何首烏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Drymaria diandra Bl. 菁芳草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藜科   Chenopodiaceae
Chenopodium formosanum Koidz. 台灣藜

莧科  Amaranthaceae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 牛膝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樟科  Lauraceae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樟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ira 土肉桂

Lindera communis Hemsl. 香葉樹

Litsea acuminata (Blume) Kurata 長葉木薑子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黃肉樹

Neolitsea konishii (Hayata) Kanehira & Sasaki 五掌楠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Clematis parviloba Gard. ex Champ. subsp. bartlettii (Yamamoto) 
Yang & Huang

巴氏鐵線蓮

Clematis tashiroi Maxim. 田代氏鐵線蕨

Clematis uncinata Champ. ex Benth. 柱果鐵線蓮

Ranunculus cantoniensis DC. 禺毛茛

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
Akebia longeracemosa Matsum. 長序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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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untonia obovatifoliola Hayata 石月

防已科  Menispermaceae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金藤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臭腥草

胡椒科  Piperaceae
Peperomia sui Lin & Lu 紅莖椒草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風藤

Piper sintenense Hatusima 薄葉風藤

金粟蘭科  Chloranthaceae
Chloranthus oldhami Solms. 四葉蓮 (台灣及己 )

獼猴桃科  Actinidiaceae
Saurauia tristyla DC. var. oldhamii (Hemsl.) Finet & Gagnep. 水冬瓜

茶科  Theaceae
Adinandra formosana Hayata var. formosana 台灣楊桐

Gordonia axillaris (Roxb.) Dietr. 大頭茶

山柑科  Capparaceae
Capparis acutifolia Sweet 銳葉山柑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Brassicaceae)
Rorippa indica (L.) Hiern 山芥菜、葶藶

金縷梅科  Hamamelidaceae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景天科  Crassulaceae
Kalanchoe spathulata (Poir.) DC. 倒吊蓮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Astilbe longicarpa (Hayata) Hayata 落新婦

Deutzia pulchra Vidal 大葉溲疏

海桐科  Pittosporacee
Pittosporum illicioides Makino 疏果海桐

薔薇科  Rosaceae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蛇莓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山櫻花

Rubus formosensis Ktze. 台灣懸鉤子

Spiraea prunifolia Sieb. & Zucc. var. pseudoprunifolia (Hayata) Li 笑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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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  Leguminosae (Fabaceae)
*Arachis hypogea L. 花生

Bauhinia championii (Benth.) Benth. 菊花木

*Cajanus cajan (L.) Millsp. 樹豆

Derris laxiflora Benth. 疏花魚藤

Desmodium heterophyllum (Willd.) DC. 變葉山螞蝗

Dumasia villosa DC. subsp. bicolor (Hayata) Ohashi & Tateishi 二色山黑扁豆

*Glycine max (L.) Merr. 大豆（枝豆）

*Lablab purpureus (L.) Sweet 皇帝豆（萊豆）

Millettia reticulata Benth. 老荊藤

Mucuna macrocarpa Wall. 血藤

*Phaseolus lunatus L. 萊豆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Vigna umbellata (Thunb.) Ohwi & Ohashi 赤小豆（米豆）

*Vigna unguiculata (L.) Walp. 八月豆（豇豆）

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Breynia officinalis Hemsley 紅仔珠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乳仔草

Glochidion rubrum Bl. 細葉饅頭果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Arg. 野桐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Arg. 白匏仔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樹薯

Sapium discolor Muell.-Arg. 山臼

楝科  Meliaceae
Melia azedarach Linn. 苦楝

黃褥花科  Malpighiaceae
Hiptage benghalensis (L.) Kurz. 猿尾藤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 & Willson 羅氏鹽膚木

Rhus succedanea L. 山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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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樹科 ( 槭樹科 )  Aceraceae
Acer albopurpurascens Hayata 樟葉楓

Acer serrulatum Hayata 青楓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Dodonaea viscosa (L.) Jacq. 車桑子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清風藤科  Sabiaceae
Meliosma rhoifolia Maxim. 山豬肉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Ilex asprella (Hook. & Arn.) Champ. 燈稱花

衛矛科  Celastraceae
Euonymus laxiflorus Champ. ex Benth. 大疔癀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Turpinia formosana Nakai 台灣山香圓

鼠李科  Rhamnaceae
Rhamnus formosana Matsum. 桶鉤藤（台灣鼠李）

Sageretia thea (Osbeck) Johnst. 雀梅藤

Ventilago elegans Hemsl. 翼核木

葡萄科  Vitaceae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Sieb. & Zucc.) Planch. 爬牆虎

Tetrastigma umbellatum (Hemsl.) Nakai 台灣崖爬藤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Elaeocarpus japonicus Sieb. & Zucc. 薯豆

田麻科  Tiliaceae
Triumfetta bartramia L. 垂桉草

錦葵科  Malvaceae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山芙蓉

Sida acuta Burm. f.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 L. subsp. rhombifolia 金午時花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瑞香科  Thymelaeaceae
Wikstroemia indica (L.) C. A. Mey. 南嶺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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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子科  Flacourtiaceae
Casearia membranacea Hance 薄葉嘉賜木

西番蓮科  Passifloraceae
#Passiflora edulis Sims. 百香果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旌節花科  Stachyuraceae
Stachyurus himalaicus Hook.f. & Thomson ex Benth. 通條樹

秋海棠科  Begoniaceae
Begonia aptera Bl. 圓果秋海棠

Begonia chitoensis Liu & Lai 溪頭秋海棠

Begonia laciniata Roxb. 裂葉秋海棠

Begonia ravenii Peng & Chen 岩生秋海棠

葫蘆科  Cucurbitaceae
*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 南瓜

*Sechium edule Sw. 佛手瓜（隼人瓜）

Solena amplexicaulis (Lam.) Gandhi 茅瓜

Zehneria japonica (Thunb.) H.-Y. Liu 馬瓝兒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Cuphea cartagenesis (Jacq.) Macbrids 克菲亞草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桃金孃科  Myrtaceae
Syzygium buxifolium Hook. & Arn. 小葉赤楠

Syzygium formosanum (Hayata) Mori 台灣赤楠

八角楓科  Alangiaceae
Alangium chinense (Lour.) Rehder 華八角楓

五加科  Araliaceae
Aralia armata (Wall.) Seem. 虎刺刺樬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江某（鵝掌柴）

繖形科  Umbelliferae (Apiaceae)
 Hydrocotyle nepalensis Hook. 乞食碗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天胡荽

 Oenanthe javanica (Bl.) DC. 水芹菜

杜鵑花科 Ericaceae
 Rhododendron lasiostylum Hayata 埔里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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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 金毛杜鵑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Ardisia virens Kurz. 黑星紫金牛

 Maesa perlaria (Lour.) Merr. var. formosana (Mez) Yuen P. Yang 台灣山桂花

柿樹科  Ebenaceae
 Diospyros morrisiana Hance 山紅柿

 Diospyros oldhamii Maxim. 俄氏柿

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Styrax formosana Matsum. 烏皮九芎

馬錢科  Loganiaceae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酸藤

蘿藦科  Asclepiadaceae
Marsdenia formosana Masam. 台灣牛彌菜

茜草科  Rubiaceae
Gardenijasminoides Elis 山黃枝

Hedyotis tenelliflora Blume 纖花耳草

Lasianthus wallichii Wight 圓葉雞屎樹

Mussaenda pubescens W.T. Aiton 毛玉葉金花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九節木

Rubia akane Nakai 紅藤仔草

Wendlandia formosana Cowan 水金京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Ipomoea batatas (L.) Lam. 甘藷（地瓜）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銳葉牽牛

紫草科  Boraginaceae
Bothriospermum zeylanicum (J. Jacq.) Druce 細纍子草

Thyrocarpus sampsonii Hance 盾果草

Trichodesma calycosum Collett & Hemsl. 假酸漿

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杜虹花

Callicarpa pilosissima Maxim. 細葉紫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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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 海州常山

唇形科  Labiatae (Lamiaceae)
Leucas chinensis (Retz.) R. Brown 白花草

Pogostemon formosanus Oliv. 台灣刺蕊草

茄科  Solanaceae
Lycianthes biflora (Lour.) Bitter 雙花龍葵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光果龍葵

#Solanum capsicoides Allioni 刺茄

*Solanum integrifolium Poir. 紅茄

Solanum lyratum Thunb. 白英

爵床科  Acanthaceae
Justicia procumbens L. 爵床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Clarke ex Hayata 台灣鱗球花

Rungia sp. 明萼草屬

Strobilanthes cusia (Nees) Kuntze 馬藍

Strobilanthes formosanus Moore 台灣馬蘭

苦苣苔科  Gesneriaceae
  Aeschynanthus acuminatus Wall. ex A. DC. 長果藤

Paraboea swinhoii (Hance) Burtt 旋莢木

Rhynchotechum discolor (Maxim.) Burtt 同蕊草

Titanotrichum oldhamii (Hemsl.) Solereder 俄氏草

車前草科  Plantaginaceae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冇骨消

Viburnum formosanum Hayata 紅籽莢蒾

敗醬科  Valerianaceae
Patrinia formosana Kitam. 台灣敗醬

菊科  Compositae (Asteraceae)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白花咸豐草

Blumea aromatica DC. 薄葉艾納香

Blumea lanceolaria (Roxb.) Druce 走馬胎

Blumea membranacea DC. 旗山艾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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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mea riparia (Blume) DC. var. megacephala Randeria 大頭艾納香

Blumea sp. 艾納香屬

#Chromolaena odorata (L.) R. M. King & H. Rob. 香澤蘭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Dichrocephala integrifolia (L. f.) Kuntze 茯苓菜

#Elephantopus mollis Kunth 地膽草

#Erechtites valerianifolia (Wolf ex Rchb.) DC. 飛機草

Eupatorium clematideum (Wall. ex DC.) Sch. Bip. 田代氏澤蘭

Ixeridium laevigatum (Blume) J. H. Pak & Kawano 刀傷草

Ixeridium transnokoense (Y. Sasaki) J. H. Pak & Kawano 能高刀傷草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Microglossa pyrifolia (Lam.) Kuntze 小舌菊

#Mikania micrantha H.B. & K. 小花蔓澤蘭

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 鵝仔菜

Senecio scandens Buch.-Ham. ex D. Don 蔓黃菀

Sonchus arvensis L. 苦苣菜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Gray 王爺葵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Vernonia gratiosa Hance 過山龍

Wedelia chinensis (Osbeck) Merr. 蟛蜞菊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被子植物 -- 單子葉
百合科  Liliaceae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天門冬

Aspidistra elatior Blume 蜘蛛抱蛋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山菅蘭

Tricyrtis formosana Baker 台灣油點草

薯蕷科  Dioscoreaceae
*Dioscorea alata L. 大薯

Dioscorea japonica Thunb. 日本山藥

Dioscorea japonica Thunb. var. pseudojaponica (Hayata) Yamam. 基隆山藥

菝葜科  Smila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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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ax bracteata Prest var. verruculosa (Merr.) T. Koyama 糙莖菝葜

 Smilax 菝葜屬

鴨跖草科  Commelinaceae
Amischotolype hispida (Less. & A. Rich.) Hong 穿鞘花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Rhopalephora scaberrima (Blume) Faden 毛果竹葉菜

#Setcreasea purpurea Boom 紫錦草

#Zebrina pendula Schnizl. 吊竹草

莎草科  Cyperaceae
Carex baccans Nees 紅果薹

Carex cruciata Wahl. 煙火苔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Mariscus sumatrensis (Retz.) J. Raynal 磚子苗

禾本科  Gramineae (Poaceae)
Arundinella hirta (Thunb.) Tanaka 野古草

Arundo formosana Hack. 台灣蘆竹

*Coix lacryma-jobi L.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var. maxima Makino 念珠薏苡

Cymbopogon nardus (L.) Rendle 香茅

Cymbopogon tortilis (Presl) A. Camus 扭鞘香茅

Cyrtococcum patens (L.) A. Camus 弓果黍

* Eleusine coracana (L.) Gaertn. 穇子

Ichnanthus vicinus (F. M. Bailey) Merr. 距花黍

Isachne globosa (Thunb.) Ktze. 珍珠粟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淡竹葉

Microstegia sp. 莠竹屬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Beauv. 竹葉草

Oplismenus hirtellus (L.) P. Beauv 求米草

*Oryza sativa L. 旱稻

*Panicum miliaceum L. 稷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兩耳草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桂竹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unb.) Kunth 金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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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 小米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t. 颱風草

* Sorghum bicolor (L.) Moench 高粱 (蜀黍 )

Thysanolaena latifolia (Roxb. ex Hornem.) Honda 棕葉蘆

* Zea mays L. 玉米

似油芒

棕櫚科  Palmae (Arecaceae)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山棕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 黃藤

天南星科  Araceae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姑婆芋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芋

Colocasia formosana Hayata 台灣青芋

Epipremnum pinnatum (L.) Engl. 拎樹藤

Pothos chinensis (Raf.) Merr. 柚葉藤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 (L.) Schott 千羊芋

薑科  Zingiberaceae
Alpinia pricei Hayata 普萊氏月桃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野薑花

蘭科  Orchidaceae
Bletilla formosana (Hayata) Schltr. 台灣白及

Malaxis matsudae (Yamam.) Hatus. 凹唇軟葉蘭

註：學名前 * 表示該物種為栽培作物，# 表示該物種為外來馴化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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