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里山植物介紹 
 

力里山

第二登山口

標高 680 公

尺，位於大漢

山林道 7.5 公

里 左 側 支

線，崁頭窩山

東北方，力里山西稜，昔日是清代歸化門遺址，

曾屯兵 30 人，分二大隊，戊守三條崙—卑南道交

通要道。道光 9 年(1829 年)，鳳山縣內馬卡道族

利用此山徑移民至台東大庄及卑南，或為攜帶鹿

皮、鹿茸、薯榔與漢人以物易物之道路。同治 13

年(1874 年)發生牡丹社事件，清朝推行「開山撫

番」政策，開闢通往後山越嶺道。光緒 8 年(1882

年)，提督周大發屯兵 3 營修築，隔年鎮海後營副

將張兆連接續修築，光緒 11 年(1885 年)，開鑿成

寬 6-8 尺撫番道路，山路起點三條崙石頭營(枋寮

玉泉村)至巴塱衛(大武)，全長 47.2 公尺，最高點

是中央山脈大樹林山(大漢山)北側，標高 1230 公

尺；若沿海岸北上，銜接太麻里、知本至台東卑

南，則為三條崙—卑南道，全長 99 公里。完成後

取代「瑯嶠—卑南道」，台東知州胡傳(國學大師

胡適之父)，曾坐轎沿線校閱官兵，巡視士兵操練

與武器裝備，直至清末，是台灣東部唯一保持暢

通的官道。 

日治時期，大正 3 年(1914 年)發生排灣族反

抗收繳槍械的「南番騷亂事件」，強悍的力里社假

裝出獵遠行，會聚割肉社、大芧芧社和獅頭社一

共 150 名排灣壯丁，攻擊力里駐在所，11 人遭到

殺戮；10 月 9 日，浸水營駐在所 5 人亦被襲殺，

同時亦燒毀姑仔崙駐在所。 

日警無法鎮壓，佐久間總督調 

請 2 艘驅逐艦在枋寮和恆春外海砲轟山區，並調

來 1,680 名警察在陸軍山砲、野砲、臼砲中隊支

援攻擊下，才撫平排灣族抗日戰爭。大正 6 年

(1917 年)6 月 5 日重修古道，經費 18,400 日圓，

全長 49.1 公里，更名為浸水營越嶺警備道。沿線

設崁頭、歸化門、力里、浸水營、古里巴保諾、

出水坡、姑仔崙等 7 個警官駐在所。現為浸水營

國家步道，由大漢林道 23.5 公里停車步行至大

武，長約 20 公里，公路總局訂定為縣道 198 號。 

由台 1 線佳冬戰備跑道左轉屏 132 線，經過

春日鄉太陽、百步蛇、陶壺牌樓，右往歸崇村，

是由給那里曼、古卡夢社合併譯名而成；若往左

邊，則是力里村、勒克勒克及剛脆社合併而成；

與七佳村每五年會舉行一次人神盟約祭，又稱「五

年祭」，長達 15 天以上，由男、女祭師主導祭儀

程序，有招請祖靈、刺球、送惡靈、刺球刺中勇

士家跳舞，時間是 12 月中旬至翌年的元月。 

圓山登山口(海拔 120 公尺)—歸化門遺址

(728 公尺)屬相思樹植物社會  
過力里橋至收費停車場，第一登山口在部落

集會廣場上方，順階梯水泥護欄至一寮休息區，

提供包廂休息區，甚至可租露營夜宿，另附帶震

耳欲聾的卡拉 OK 聲。沿途屯墾的山坡是龍眼、

芒果等經濟果樹，常見灌木有水錦樹、山柚、恆

春厚殼樹、台灣山桂花、黃荊、華茜草樹、密花

白飯樹；地被植物有閉鞘薑、天門冬、毛西番蓮、

王瓜、串鼻龍、銳葉山柑、薄葉艾納香、小米菊、

虎爪豆等。稀見與克蘭樹混生六翅木與里龍山登

文、圖／凌明裕   

呂宋莢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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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常見的呂宋青藤。沿途若腳痠，步道有提供

4 張椅子供休息。 

二寮是靠山壁的簡單工寮，若開車可經由南

和、白露橋上坡，先到力健寮(400 公尺)再達二

寮，甚至歸化門遺址前。中途巴里青自然休閒區，

空曠平台可眺望南久保山、保和以山、大武藏山，

最後提到眺望點是蘊含武威山烏皮茶及武威山枇

杷的寶藏地。次生林屯墾地以家山藥、芋最常見，

荒廢地則是香澤蘭和馬櫻丹的野草蔓生族群。順

著水泥步道，注意左側懸掛布條小山徑，切入經

過一處紅欄杆民宅，裡面種滿麵包樹、黃椰子、

龍柏、樟樹和爬滿翠綠黃金葛，聽到滴答水聲的

大水池，步出相思林至水泥路會合，先在麻竹椅

子上休息，由登山口至此需步行 1.5 小時。爬力

里山山友依序命名「緩坡、好漢坡、圓峰、硬坡、

前峰、主峰」總共六關。  

歸化門—力里山三角點(1170 公尺)屬相思樹

植物社會  
第一關緩坡熱身至破空處，地被有廣大掌葉

馬兜鈴匍匐在向陽處，天空有大紅紋鳳蝶飛舞，

近觀大漢山林道，遠眺柴山 85 大樓或鄰近北湖呂

山之山頭美景。灌木層呂宋莢蒾、山枇杷盛開白

花，花團錦簇香氣迷人。其他植物有山黃麻、野

桐、屏東木薑子、稜果榕、木蠟樹、珊瑚樹、紅

仔珠、海舟常山、台灣鱗球花、田代氏澤蘭、台

灣澤蘭、山黃皮；藤本則有鐵牛入石、珍珠蓮、

雞屎藤、隱鱗藤、酸藤。偶見長尾狀、歪基葉的

沙楠子樹及莖節有耳型盾狀托葉的田代氏鐵線

蓮。 

腳踏裸露岩石，手扶棉繩登上好漢坡，岔路

後平坦，左側有 10 株二葉松，株高 8 公尺、胸圍

145 公分，遠望頗有安徽黃山「迎客松」之氣勢。

對面樹林不知為什麼在電鋸殺戮下，形成光禿一

片，地下留有斷截九芎、相思樹，對比非常強烈。 

過第三關前峰，優勢

植物有小梗木薑子、內苳

子，其他有羅氏鹽膚木、

披針葉饅頭果、蘿芙木、

頷垂豆、茄苳、山棕、小

花鼠刺及外型很像葫蘆

科的恆春青牛膽。人工栽

植皺桐、白雞油廣泛分

布。崩塌路段邊坡有台灣馬蘭、台灣刺蕊草著生，

另紅葉樹種是杜英及山埔姜。蕨類為三角脈鳳尾

蕨、腎蕨；蘭科則為小唇蘭、玉蜂蘭較為普遍。 

第四關硬坡(910 公尺)米碎柃木形成樹廊，夾

雜粗糙白皮為山菜豆和外表如昔日計量工具的燈

稱花。順著山勢攀登上稜線，看到力里溪對岸山

巒美景，矗立最高點是一株 10 分叉櫸樹和光溜溜

九芎，周遭開闊地有一整片台灣百合、扭鞘香茅、

台灣蘆竹。分布於金門太武山及高屏溪沿山公路

的車桑子與巴西藍花楹，兩種具有薄翼狀果實，

不知為何也進駐此地。稀見三葉花椒、茵陳蒿(排

灣族山上蚊香)。在峭壁邊有 3-7 月盛開「金光閃

閃、滿面紅光」的金毛杜鵑。來到第六關主峰口，

是簡易帳篷的休息平台，種滿石斛、蝴蝶蘭、嘉

德利亞蘭及孤挺花。桌子旁會有叫聲「雞狗乖」

的竹雞，輕輕地帶著家人出來覓食，一幅不畏人

的模樣。喬木由鵝掌柴、青楓、樹杞、菲律賓楠、

港口木荷、台灣黃杞為主要組成。灌木層植物有

天仙果、牛奶榕、倒卵葉冬青、狗骨仔、大頭茶、

鬼針、蔓茄、山素英、桶鉤藤較常見。藤本植物

有刺果衛

矛、南華南

蛇藤、金劍

草、血藤和

偶見大黃

鱔藤。 

玉蜂蘭

車桑子 



   

力里山三等三角點編號 4249 號，屬青剛櫟植

物社會，遼闊山頂空地遠眺石可見山、大漢山、

大武山等翠綠山巒。後面山徑下山腰穿越五節芒

密覆地帶，下至大漢山 213 電線桿，往回走至大

漢山林道 11 公里土雞城商店。本路段需花費一個

多小時，屬於快速登頂路線。 

三角點植物，喬木層有豬腳楠、小梗木薑子、

長葉木薑子、小芽新木薑子、細葉三斗石櫟、阿

里山茵芋、紅淡比為優勢種。灌木層則有裡白楤

木、烏皮九芎、大頭艾納香、細葉饅頭果、雨傘

仔、奧氏虎皮楠、野棉花、華八仙。地被有曲莖

馬藍、油苔、火炭母草、地膽草、薄葉蜘蛛抱蛋、

山寶鐸花、台灣崖爬藤、光葉魚藤、台灣歐蔓和

借用 leenancy 在網路上俗稱「李白晚上睡不著，

只好數數狼」的裡白葉薯榔。常見藤本大橋胡頹

子著生黃花，葉中間較寬，可區別易混淆著生銀

褐色花之藤胡頹子。 

大漢林道 7.5 公里，水泥製大水池旁右上小徑

可往崁頭窩山，海拔 728 公尺，三等三角點編號

575 號，屬相思樹植物社會。三角點以內苳子、

小梗木薑子最多，伴隨月桃、台灣海桐、山香圓、

山黃梔、大葉楠、九節木、桔梗蘭、山刈葉及栽

植番石榴、楓香；藤本植物以山素英、糙莖菝葜、

酸藤、猿尾藤最多。91 年 5 月，屏東縣政府在路

口設立 GT014 銅標乙座。回程在大漢山檢查哨右

下坡不遠處有一座力里社頭目石板屋遺址，大正

3 年(1914 年)因浸水營事件被遷移集中管理。目

前石板牆厚度 61 公分、高度 170 公分、長度 6

公尺，室內輪廓、規模清晰可見，只是建物在荒

煙蔓草中，被咬人狗、五節芒佔據，左右側則是

山黃麻和稜果榕、朴樹，另栽種台灣欒樹做為行

道樹，小花蔓澤蘭、台灣何首烏、多花油柑、銳

葉牽牛、咸豐草、紫花藿香薊等藤本野草攀附全

區。 

◆掌葉馬兜鈴 Aristolochia palmata C. L. Yang 

馬兜鈴科，屬名 Aristolochia 為 aristos(最善)

與 locheia(生產) 

二語組合而成， 

指昔日婦女生產 

時做安產藥效而 

來。中名，古名 

名見「本草綱目 

宋開寶」卷 18 

草部蔓草類，蔓 

生附木而上，葉 

脫時，其實尚垂 

壯如馬項之鈴， 

故得名。命名者 

是台師大楊珺嵐在 2007 年以外部型態花粉、地理

分布鑑定為新種。多年性蔓性植物，根肉質。葉

互生，掌狀分裂，5-7 深裂，中央裂片最長，裂

片細長，末端先會變寬，而葉先端銳尖，似劍形，

側邊裂片呈鳥足狀，逐漸短縮，末端亦呈劍形，

但裂片深度較中央裂片淺。花單生，2-3 朵呈總

狀花序排列，花管呈胃狀或喇叭狀，外表有毛，

花瓣緣外有一舌片呈褐色，內空腔呈黃色，內含

6 枚雄蕊，柱頭 6 枚。蒴果有稜，卵狀紡錘形。

分布台灣低海拔叢林，相似種瓜葉馬兜鈴 (A. 

cucurbitifolia)，其葉中央裂片為倒披針形或菱

形，部分劍形，花瓣內腔有斑點。馬兜鈴酸應用

頭目的家

上圖：葉；下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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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肥藥造成尿毒症、腎炎、腎衰竭。衛生署於 2003

年宣告禁用馬兜鈴、青木香、天仙藤、廣防己、

關木通等五種中藥材。是台灣麝香、麝香、大紅

紋、紅紋、黃裳鳳蝶食草，植栽花廊攀源美化。 

◆六翅木 Berrya cordifolia (Willd.) Burret 

田麻科，種名 cordifolia 為「心形葉的」之意。

中名因種實具有翅翼狀而名之。喬木，具多數分

枝。葉互生，卵形長 12-22 公分，寬 9 公分，先

端銳尖，基部心形，薄革質，全緣，葉基 5 條掌

狀脈，背面隆起，托葉劍形，早落。花序頂生，

圓錐狀，白色多數花。花萼鐘形，3-5 裂，被細

絨毛，花瓣線狀匙形，5 枚，雄蕊多數，花柱短，

柱果 3 裂。蒴果小，3 瓣開裂，每個果瓣含有 2

枚倒卵形直翅，種子 1-2 枚被長毛。分布印度南

部、斯里蘭卡、菲律賓群島；台灣南部低海拔山

地 500-800 公尺，本植物在力里山登山口與克蘭

樹混生，龍鑾潭自然中心有保存栽植。耐旱、耐

風，適宜繁殖推廣行道樹。全屬僅 9 種，爪哇六

翅木(B. javanica)是一種名貴木材。 

◆三葉花椒 Zanthoxylum pistaciiflorum Hayata 

芸香科，屬名 Zanthoxylum 取自希臘文

xanthos(黃色)與 xylon(木材)二語，合指植物具有

黃色木材。中名花椒源自「神農本草經」中記載：

「始產於秦」，又稱秦椒、川椒、山椒，紅色椒皮

具有濃烈香氣。1908 年，由中原源治及佐佐木舜

一於屏東望嘉社(Bongarisha)發現。灌木，皮孔明

顯，散生針刺。葉為三出複葉，小葉倒卵形至長

橢圓形，長 6-8 公分，寬 2-3 公分，中肋表面凹

下，背面隆起，革質，葉片揉碎含有特殊香味及

腺點。雌雄異株，腋生圓錐花序，花小白花，萼

片 5 枚，匙狀線形，花瓣缺少，雄蕊 5 枚，花絲

細長；退化雌蕊小，果實呈蓇葖果狀，兩端尖，

內含種子 1 枚。為台灣特有種，分布於紅葉村、

大漢山、來義林道、好茶等 500-1300 公尺山區，

以 IUCN 物種保育評估為易受害植物。1913 年，

早田文藏博士於屏東採集發表新分類群。原住民

採集樹皮或果實搗爛來麻醉魚類，或用做菜調味

可去除肉類腥味，促進唾液分泌，增加食慾。花

椒水可治療三叉神經痛或除寄生蟲。大仁科大陳

日榮教授有針對莖部化學及抗癌成分之研究。 

◆裡白楤木 Aralia bipinnata Blanco 

五加科，屬名 Aralia 為加拿大名衍用而得。

種名 bipinnata 為「二回羽狀裂」之意。中名楤木，

似為以其花似怱(葱)而木本性狀名之；古名，名

見「本草綱目拾遺」卷 36 木部灌木類。落葉小喬

木，達 5 公尺莖疏被刺。葉為二回羽狀複葉，叢

由左至右：六翅木(葉)、六翅木(果)、三葉花椒(葉)



   

生於枝條先端，小羽片 7-9 對，對生，卵形，長

4-7 公分，寬 2.5-5 公分，細鋸齒緣，表面綠色，

背面灰白色，兩面光滑無毛，葉柄長 0.6 公分，

有溝紋。花小型白花，由 7-11 枚組合成繖形花

序，再排列成圓錐狀叢生枝端。萼筒齒裂 5 枚，

花瓣 5 枚，子房 5 室，柱頭 5 分歧。漿果狀核果。

分布菲律賓、琉球、台灣低至中海拔 200-1900 公

尺森林，常見砍伐向陽地或邊坡。嫩葉可供蔬菜、

園藝為觀葉植物。在客家人為母親守喪為孝杖

棍，以刺棍手握著表示對懷胎十月偉大母愛之感

懷；魯凱族以木材當工寮或薪材。相似種鵲不踏

(A. decaisneana)，葉較長 8-15 公分，被黃褐色絨

毛及針刺，無葉柄。 

◆金劍草 Rubia lanceolata Hayata 

茜草科，屬名 Rubia 為茜草屬，古名，名見

「本草綱目本經」卷 18，釋名：蒨，東方有此植

物但比西方少，故西草為茜名。種名 lanceolata

指葉披針形，外觀如一把利劍。1905 年 10 月，

永澤定一(Nagasowa, S)於玉山之前山採集發現。

蔓性草本，莖四菱，糙澀被倒刺。葉 4 枚輪生，

披針形，長 3-12 公分，革質，3 出脈狀，葉基心

形或截形，脈上及葉緣具倒刺。花多數，小型，

黃色。腋生，呈聚繖花序，花冠鐘形，先端 5 裂，

雄蕊 5 裂，子房 2 室，漿果黑色。分布中國大陸、

印度、台灣低至中海拔 500-1500 公尺森林。高醫

鍾英美教授研究發現，根莖具有止咳祛痰、止血、

抗菌和平滑肌收縮之藥效。中名常與客家人「抹

草」魚針草(Anisomeles indica)混淆。相似種紅藤

仔草(R. cordifolia)葉主脈 5 條，另一種林氏茜草(R. 

linii)莖枝圓形，稀刺或平滑無刺。 

◆台灣馬蘭 Aster taiwanensis Kitamura 

菊科，屬名 Aster 為「星」的意思，指頭狀

花中，舌狀花呈放射狀開展，如同星狀。中名紫

菀屬，古名，名見「本草綱目本經」卷 16，時珍

曰：「其根色紫而柔宛，故名。」馬蘭則是花朵盛

開如蘭花一般。1906 年 10 月，川上瀧彌及森丑

之助於玉山採集發現。多年生灌木狀直立草本，

莖 30-100 公分。葉互生，披針狀，長 8-14 公分，

寬 1.5-3 公分，厚紙質，被疏毛或無毛，邊緣有

粗或細鋸齒，葉有離莖 3 出脈及 3 對側脈。頭狀

花序，圓錐狀或複繖房狀排列，總苞管狀，覆瓦

狀排列，舌狀花一層，舌片白色，管狀花黃色或

帶紫色，冠毛白色或稍紅色，粗糙。瘦果扁，長

圓形，花果期 5-12 月。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中海

拔森林向陽處。花壇或盆栽，應用人工護坡植物，

為枯葉蝶之食草。相似種山白蘭(A. ageratoides)，

無葉柄，葉脈 3 出脈明顯，葉面觸感粗糙，頭狀

花排列鬆散之繖房花序。 

◆裡白葉薯榔 Dioscorea cirrhosa Lour. 

薯蕷科，屬名 Dioscorea 為希臘醫師及植物

學者 Dioscorides 氏名而來。中名薯蕷屬，源自「本

草綱目本經」卷 27 菜部柔滑類。「本經上品」亦

用此名稱，或釋名為薯藇。歷史上，因唐代宗名

「預」，避諱改成薯藥；又因宋英宗諱署，改成山

藥；台語稱為薯榔藤。種名 cirrhosa 為蔓莖具有

卷鬚狀。多年生塊莖肉質肥大，長橢圓形或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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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長形，多鬚根並具疣狀突起。莖右旋，略木質，

莖桿光滑圓柱形，基部長有棘刺。葉對生或莖基

部互生，卵狀披針形或闊圓形。先端漸尖，革質，

葉表綠色，背灰綠色。花單性，多數，小型，雄

花圓錐狀，腋生，白色。花被片 6 枚，排列 2 輪，

雄蕊 6 枚。雌花序穗狀，子房 3 室，花柱 3 枚。

蒴果 3 翅狀，種子有薄翅。分布中國、香港，台

灣平地至 2000 公尺森林，蘭嶼、綠島。在汐止市

及平溪鄉有薯榔之地名。地下莖含有赭紅色素，

富單寧酸及膠質，染棉麻編製漁網，可增加纖維

強韌性及防水性。若要染黑色，則加入木炭、鍋

垢或是加入牽牛花汁液及木炭，是玉帶挵蝶及白

裙挵蝶食草。塊莖藥用具有解毒、消腫、補血、

治關節炎腰痛。 

◆小唇蘭 Erythrodes blumei (Lindl.) Schltr. 

蘭科，中名是以花冠 

唇瓣而命名，或以莖部 

細長而稱細筆蘭。種名 

人氏名 Blumaenum。半 

匍匐性地生蘭，根狀莖。 

葉常著生 3-4 枚，長 5-9.5

公分，寬 2.5-4.3 公分，三條主脈凹凸明顯，基部

鞘圓筒狀而抱莖。穗狀花序頂生花，上萼直立橢

圓形，側萼歪卵形，花瓣紅褐色，平貼上萼形成

罩狀，唇瓣 3 裂，側裂小，中裂片呈三角狀，距

褐色；蕊柱短，柱頭 1 枚呈球狀，花粉塊 2 枚，

具柄及粘盤，盛花 3、4 月。台灣特有種，分布於

台灣中海拔向陽 500 公尺森林。外觀依據高師大

葉川榮先生指出，易與毛苞斑葉蘭 (Gouclyera 

qrandis)混淆，其葉著生 4-6 枚，葉長 10-15 公分、

寬 4-6 公分，三條主脈，唇瓣基部囊狀內具腺毛，

柱頭扁平圓形。另一種蘭嶼袋唇蘭 (Hylophila 

nipponica)，葉著生 5 枚位長左莖上半部，長 6-10、

寬 3-5 公分，僅一條主脈，花不甚開，唇瓣是一

個膨大球囊狀，柱頭突出單一。 

女仍山植物觀察 

日期：99 年 7 月 18 日(日) 

集合：08：30 南迴公路（台 9 線）463 公里，過

伊屯橋旁停車場集合  

＊登山口位於「台 9 線」462.9k 處，從楓港過來

到 463k 後，過伊屯橋馬上右入停車場；登山口在

停車場東邊靠近公路的產業道路。 

＊女仍山海拔 804 公尺，地貌呈潮濕狀態，林蔭

茂密，生態豐富，登上高點，可俯瞰整個太平洋、

台灣海峽、小琉球及墾丁半島的山海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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