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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的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是指地球上所有形式生命體及其所構成之各層次

的生物組織，即包括「基因」、「物種」與「生態系」等三種層次的多樣性，生物

多樣性本身具有生態與經濟、科學與教育、文化、倫理與美學等價值，地球上生

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是 21 世紀全球環境保育之主要議題之一，根據研究估計，

倘若此一趨勢不改善。到 2050 年時，世界將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生物物種將自地

球消失，此將嚴重影響生態平衡與人類的生存與福祉。而自然保護區是保護典型

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拯救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的最有效措施。而地球僅有一

個，以地球村之觀念，與台灣隔台灣海峽相望之福建，其相關之生物多樣性、森

林保護文化、人工林經營、木材收穫等，尤其近 10 年來大陸經濟發達之後，生

物多樣性研究及保育、人工林經營，生態與經營所面臨之問題與經營趨勢，其因

應對策值得我們瞭解因應或學習。 
研討會職簡介常用之樹木非破壞檢測儀器，並應用 3D 聲學斷層影像技術檢

測肖楠圓盤上鑿洞方式，人工模擬各種孔洞大小及針、濶葉樹天然腐朽情形，並

進行野外老樹實地檢測。由室內及野外實際檢測結果證明，Fakopp 聲學斷層影

像，對樹幹內部腐朽空洞之評估，搭配 ArborSonic 3D 軟體為有效之工具。本報

告獲得與會者眾多之回響。 
 

II、 行程 

行程 事由 
6 月 15 日  台北－金門－福建廈門 往程 
6 月 16 日  福建廈門德化 報到，參訪戴雲山保護區、毛竹造林地

6 月 17 日  廈門德化地區 研討會 
6 月 18 日  廈門德化地區 研討會，參訪葛坑國有林人工林經營 
6 月 19 日  德化－福州－泉州 參訪人工林，濕地及海岸林 
6 月 20 日  泉州－廈門 參訪植物種源生產及廈門植物園管理 
6 月 21 日  廈門－金門－台北 返程 
 

III、 過程 

一、研討會 
研討會於福建廈門德化縣舉行，共有兩岸相關學術、業界 80 位參與。共發

表 17 篇論文。主要重點分四部份，一為生物多樣性保育、二為自然保護區之研

究經營、三為生態旅遊景觀規劃與管理、四為經濟樹種遺傳改良研究與經營。首

先由中國自然保護區研究會會長張希武，主講「建設生態文明和美麗中國必由之

路-生態多樣性保護」。職發表「珍貴老樹之非破壞檢測技術與案例」，此技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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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破壞檢測技術，超音波及應力波，進行人工林立木生長與材質評估應用擴

展至大徑立木。 
森林提供淨化空氣、美化空間及休憩等功能，歷史悠久的都市林更是融合人

文歷史的文化資產，具有社會教育及精神象徵的意義。老樹生機衰退，若人為不

當破壞，生育環境惡劣，加上病蟲害及颱風等天災的干擾，為保護管理老樹，避

免「樹倒傷人」的事件發生，故公園或道路之樹木，甚至珍貴老樹都必須要經過

合理的經營及管理才可建構成具功能性而無害的森林。 
貴重老樹及被保護樹木是社會重要的文化資產，樹木的安全性及健康性是重

要關注的議題，傳統上，林木的健康性評估，多以目視觀察林木生長特性、病蟲

危害狀況為依據，但缺少完整性及客觀可靠的標準方式，為了進行樹木防治及保

護措施，亦需要考慮到樹幹內部的狀況。樹木健康性評估應以整體為考量的架構

下，建立不同的指標參數為基準的評估機制，為達成此目標，以目視外觀評量

(VTA, Visual Tree Assessment)檢測系統及非破壞性檢測技術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NDE)為基礎下，結合生物特性及力學技術性質，作為樹木健康危險

等級評估及決策的機制，提供及瞭解在不同林木生長特性、病蟲害的菌類危害樹

幹腐朽作用與其材質特性間的關係，提供樹木健康及保護管理。 
 
二、生物多樣性 

大陸自 20 世紀 80 年代以後，隨著經濟發達，生活水準提高，人們在自然保

護的實踐中逐漸認識到，自然界中各種物種之間、生物與周圍環境之間都存在著

十分密切的聯繫，發現自然保護僅僅著眼於對物種本身進行保護是遠遠不夠的，

往往也難以取得理想的效果。要拯救珍稀瀕危物種，不僅要對所涉及物種所在的

整個生態系統進行有效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下，生物多樣性的概念便因應而生。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等），它們所包含的基因

以及由這些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生態系統的多樣化程度。生物多樣性的

主要組成通常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三個組成部分。 
生物多樣性是人類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第一，生物多樣性為我們提

供了食物、纖維、木材、藥材和多種工業原料。我們的食物全部來源於自然界，

維持生物多樣性，我們的食物品種會不斷豐富，人民的生活質量會不斷提高充

實。第二，生物多樣性還在保持土壤肥力、水質水量以及調節氣候等方面發揮了

重要作用。第三，生物多樣性在大氣層成分，地球表面溫度、地表沉積層氧化還

原電位以及 pH 值等方面的調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四，生物多樣性的維持，

將有益於一些珍稀瀕危物種的保存。 
主要研究主題包括︰ 
1. 物種、棲息地、生態系、遺傳多樣性的調查 
2. 人類活動對生物多樣性影響 
3. 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研究 
4. 生物多樣性在維持生態系結構與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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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多樣性的長期動態監測 
6. 物種瀕危機制及保護對策的研究 
7. 生態系統片斷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8. 族群生物生物學研究 
9. 生物多樣性復育研究 
10. 主要林木、農作物、果樹等經濟作物、經濟動物及其野生親緣種的種質資源

及遺傳多樣性的保存研究 
 
三、大陸及戴雲山自然保護區介紹 
(一)大陸自然保護區： 

建立自然保護區是保護典型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拯救珍稀濒危野生動植

物的最有效措施。世界上第一個保護區是美國於 1872 年建立的黃石國家公園，

到今天全球已建立自然保護區 13 萬多處，總面積達到 2,423 餘萬平方公里。在

中國大陸，截至 2011 年底已建立自然保護區 2,640 處，總面積為 149.71 萬平方

公里，佔中國大陸陸地國土面積的 14.93％，其中國家級 335 處。林業部門建立

自然保護區 2,126 處，總面積 122.69 萬平方公里，約佔國土面積的 12.77％，其

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263 處。這些自然保護區有效保護了中國大陸 90％的陸地

生態系統類型、85％的野生動物種群和 65％的高等植物群落，以及 50.3％的天

然溼地和 20％的天然優質森林，還涵蓋的 30％的典型荒漠地區。在保護生物多

樣性，維護生態平衡和改善生態環境中發揮了重要作用。 
建設多樣生態環境，是關係人民福祉、關乎國家未來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

短缺、環境汙染嚴重、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環境理念，把生態永續保護與

利用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努力建設。應該說，生態永續保護及利用或生態文明建

設，賦予了林業光榮任務和重要使命，林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生態文明建

設應該與生態文化體系建設緊密結合起來，吸引各方力量參與林業生態建設。 
此外大陸亦建立了許多示範自然保護區，其功能與價值有四項： 

1. 突破創新、進一步促進自然保護區建設發展 
2. 典型示範、帶動自然保護區管理水平提高 
3. 積極探索、建立適合國情的自然保護區管理模式 
4. 樹立形象、展示自然保護區建設管理成就 
其目的為切實分析示範保護區各自優勢與特點，形成科學合理的示範自然保護區

實施方案，以點帶面，開創自然保護區的新局面。 
(二)戴雲山國家級示範自然保護區 

素有”閩中屋脊”之稱的戴雲山和台灣中央山脈處於平行之位置，地處東經

118o05’22”-118 o20’15”，北緯 25 o 38’07”-25 o 43’40”，因戴雲峰”一柱撐空”，高

出雲表，常被雲霧所蓋而得名：又因往年頂峰常有積雪，故又名迎雪山，是福建

省中部主要山脈。主峰--大峰雲海拔 1,856 米，為福建省境內第一高峰，故古時

有”天下無山高戴雲”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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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雲山是福建省有名的”綠色寶庫”，更是大陸國家級的示範自然保護區。福

建戴雲山自然保護區於 1985 年建立，於 2003 年提出申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於

2006 年 1 月 1 日授牌，是福建省最早建立的自然保護區，總面積 15.18 萬畝。戴

雲山自然保護區位於大陸東南沿海，跨中亞熱帶和南亞熱帶，地理位置獨特，自

然條件優越，生物多樣性豐富，有常綠闊葉林、落葉闊葉林、針闊混交林、竹林、

溫帶針葉林、山地灌叢、沼澤、水生植被等 9 個植被類型 51 個群系 92 個群叢。

據調查，現有高等植物 284 科 928 屬 2,066 種，陸生脊椎動物 34 目 99 科 420 種，

昆蟲 30 目 260 科 1,645 種。這裡是福建省重要的模式標本產地，在保護區內發

現了 52 種昆蟲新種、2 個蛙類新種和 12 個植物新種（包括 1 個新變種），是大

陸單位面積生物多樣性程度最高的保護區之一。保護區內溪流眾多，水資源豐

富，每年可提供 25 億立方公尺淡水。戴雲山自然保護區還擁有天然的、保護完

好的 6,400 公頃天然生黃山松群落，是目前大陸分布最南端、面積最大、分布最

集中、保存最完好、天然更新狀態最好的黃山松群落。 
 
四、人工林培育及經營 
(一)禿杉無性嫁接種子園 

野外參訪葛坑國有林場人工林試驗地，離德化約 2 小時車程，德化葛坑國有

林場自 1989 起開始進行了禿杉無性繁殖不同種源嫁接試驗、引種馴化等多項試

驗研究。因禿杉結實年齡晚(30 年以上)、結實難，德化葛坑國有林場於 2009 年

開始營建福建省首個禿杉無性系種子園，目的生產優良種子，供造林採種生產及

保育用，面積 6 公頃，共收集 97 個禿杉優良無性系，其中貴州省 66 個，雲南省

22 個，福建省古田縣和屏南縣 9 個，嫁接成活率為 85％。 
主要技術： 
1. 採用帶狀梯田式整地，株行距為 2m×3m，每公頃約 1,700 株，挖穴規格

60cm×40cm×40cm，施基肥(鈣鎂磷)0.5kg 後回填表土，去除雜草跟覆土成饅

頭狀； 
2. 造林採用營養袋苗定植，使用優良無性系進行嫁接，嫁接最佳期為 3 月下旬

至 4 月上旬，並定期進行抹(摘)芽和修枝。 
3. 5、10 月份進行除草鬆土撫育，4 月份進行追肥和防治白蟻。 
4. 待幼樹長至 1.5m 左右時，對樹幹進行截幹整型(“開心”型)，增加受光面積，

提高結實率。 
(二)伐木跡地造林 
1. 引火整地 

杉木伐木跡地採用引火整地方式，其方法為局部引火，由山頂往山谷引火，

並由林場人員率隊在旁警戒，去除伐木跡地之殘存粗殘材、枯枝、雜草等，

如此可節省整地費用，並可增加土壤肥力。 
2. 栽植方式 

原則為水平橫坡整地栽植，株行距為 2m×2m，即每公頃栽植 2,50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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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生樹杉木，若健壯根株，使其萌芽更新，生長較差(直徑較小之根株，萌蘗

則去除)，每公頃約留存 500 個根株，第一年冬末，每一根株，留存 1-2 株萌

蘗)，其餘栽植馬尾松(松類)及台灣杉，使其形成混合林。 
(三)禿杉（台灣杉）林木經營示範區 

禿杉(Taiwanis flousiana)屬杉科台灣杉屬（大陸稱禿杉，台灣則稱台灣杉），

是第三紀古熱帶植物區系中古老孓遺稀有珍貴樹種，屬於大陸國家二級保護植

物，為常綠大喬木，樹形高大挺拔，樹幹通直圓滿，材質優良，用材率高，雕刻、

旋切性能好，用途廣，是理想的優良速生用材樹種，其抗雪壓能力強，禿杉對土

壤要求不嚴，可耐-10℃以下低溫，抗性強、病蟲害少，生長速度快，特別作為

杉木跡地更新樹種，生長速度比杉木快 40%，是中高海拔山區二代杉木跡地理想

的造林更新樹種。 
葛坑林場禿杉速生豐產林示範區位於干吉山林區 2 大班 3 小班，小班面積為

14.8ha，1993 年造林，平均胸徑 18.1cm，每公頃株數約 1,600 株，每公頃蓄積為

250 立方公尺。 
主要技術措施︰ 
1. 整地清除採伐跡地剩餘物，株行距為 2m×2m，每公頃約 2,500 株，穴規格

60cm×40cm×20cm，施基肥（鈣鎂磷）0.5kg 再回填表土，去除雜草根，覆土

成饅頭狀。 
2. 採用優良品系禿杉造林，並與杉木，馬尾松和闊葉樹小塊狀比例混交。 
3. 撫育管理︰在種植的當年 5 月份進行植穴培土，每株施複合肥 25 克，並做好

白螞蟻防治，當年 10 月進行全鋤鬆土撫育；第二、三年同樣按上述方法撫育；

第 4 或 5 年進行刈草除灌撫育管理。 
4. 在幼齡期，進行一次除伐或透光伐。在中齡期（20-25 年），進行一次撫育間

伐，優先疏伐杉木之二代林，並搬出利用。 
(四)人工林之經營 
1. 參觀之造林地，有杉木、松類及台灣杉塊狀純林，亦有單株之針葉樹混合林

及針闊混合林，而杉木和其他針葉樹之混合林，杉木有二代林，亦有一代林

及混植之杉木二代林及一代林，(杉木二代林，在林齡 20-25 年生時，優先進

行擇伐利用) 。 
2. 部份林木疏伐後，林下孔隙地亦栽植有價值之經濟樹種，如紅豆杉。現場發

現紅豆杉林下生長狀況不均勻，林緣較佳，林內因林木太鬱閉，生長普遍不

佳。 
3. 人工林之疏伐工作，遭遇到工資提升，利不及費問題，另外，亦碰到環保、

生物多樣性之問題。 
4. 私有林、農民發展高經濟價值人工林之建造，參訪之沉香之純林及與櫸木與

小葉欖仁之混合造林，造林地有 20 餘公頃。 
(五)高經濟特用副產物之培育 

參訪泉州湧泉種苗及組織培育公司，其大規模培育並選拔優良之林木，如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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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桉樹，並組織培養大量繁殖金線蓮、石斛蘭等特用作物。 
(六)廈門植物園 

廈門市園林植物園，又稱萬石植物園，位於廈門市區中山公園東南方，獅山、

五老峰北面。建於 1960 年，全園喬灌木約 180 萬株，有著名的熱帶、亞熱帶植

物園的各個園區，萬石山上山巒疊嶂的各類岩景，面積 26 平方公里。園內依研

究及遊覽需要，區分松杉園、玫瑰園、棕櫚園、蔭棚、引種植物區，藥用植物園、

大型仙人掌園沙漠植物區、百花廰、蘭花圃等 20 多個專類園和種植區，栽培了

3000 多種熱帶、亞熱帶植物，其中有被人稱為“活化石＂的水杉、銀杏。有世

界三大觀賞樹－中國金錢松、日本金松、南洋杉，以及名貴的仙人掌等奇花異木，

是一座秀麗多姿、四季飄香的遊覽園林。因園區遼濶及時間限制，僅參訪棕櫚植

物區及多肉植物區。 
1.棕櫚植物區簡介 

棕櫚植物區占地 10 多公頃，由突入萬石湖的半島和兩邊的山坡組成，三面

臨湖，青山環抱，湖光、山色、翠影融為一體，收集近 200 種棕櫚植物，棕櫚植

物區是植物園的核心景區，為大陸國內著名的棕櫚植物專類園區之一，也是大陸

國內重要的棕櫚植物科研基地。 
2.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也可稱為多漿植物或肉質植物，為一類具有特殊形態的植物通稱，

生長在海濱、高山、荒漠等乾燥環境，它們的根、莖、葉特化成可以儲存水分的

器官，用來抵抗乾旱。目前已知有 50 餘科該類群的植物，其中以仙人掌科、景

天科、番杏科、大戟科、百合科及龍舌蘭科等最為主要，我們熟知的仙人掌是多

肉植物家族的重要一員。多肉植物主要產于非洲及美洲，其它地區和國家也有分

布，全世界約有上萬種。 
3.仙人掌植物 

仙人掌植物原產於美洲大陸，種類約有一千多種，若加上各種變異及園藝

種，總數超過五千。仙人掌植物經長期的進化形成了獨特的外形，為減少水分蒸

發，葉子退化成針狀，光合作用的任務則由多汁肥大的莖來完成，為了維持體內

水分的平衡，其手風琴褶箱般的棱與疣突能自由地伸縮，為了保護生長點和花

苞，會在頂部從生綿毛，為了在荒野裡吸引昆蟲、鳥類等來授粉，多數仙人掌植

物的花非常鮮艷，讓人還誤以為是假花哩！廈門植物園仙人掌植物區有培育於溫

室及栽植於室外，種類繁多，光怪陸離，讓人嘆為觀止。 
 
五、濕地生態 

參訪位於晉江和洛陽江出海口的泉州灣河口溼地，是亞熱帶河口濕地的典型

代表，先後被列入”亞洲重要濕地”、中國優先保護生態系統、”中國重要濕地”名

錄。主要保護對象為濕地之紅樹林、珍稀鳥類、中華白海豚、中華鱘等。 
泉州灣河口溼地紅樹林天然分布有桐花樹、秋茄和白骨壤等 3 科 3 屬 3 種，

其中桐花樹和白骨壤紅樹林是太平洋西岸自然分布的最北界。紅樹林有”海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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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海岸衛士”的美稱。2000 年以來，紅樹林面積已由 18 公頃的原生林增加到

近 420 公頃。並加強海岸樹種之營造與撫育，目前，泉州灣洛陽江河口紅樹林是

福建省乃至大陸現存面積最大的連片鄉土樹種人工紅樹林，已形成獨特濕地文化

景觀，極大地改善了生態環境，維護了生態平衡，促進了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

2012 年又設立了國家級濕地生態統定位研究站。 
 

IV、 心得與建議 

一 生物多樣性是人類生存的物質基礎，然而人類也正以驚人的速度毀滅它們。

中國大陸自 1949 年到 70 年代之間，一萬種麥種中 90%的品種已經消失。美

國於 1900 年種植蔬菜品種有 97%已絕種，在印尼，過去 20 年已有 1,500 種

稻米品種絕跡。聯合國糧農組織則指出全世界 75%左右的作物品系已經滅

絕，每年大約消失五萬個品系；而野生物種方面，每天約消失一百種物種，

這樣大規模消滅農作物的野外親緣種，當未來栽培種再面臨危機時，我們又

如何尋求自然的協助？這樣的滅絕現象已嚴重威脅未來人類的生存。 
傳統的生物保育主要在拯救個別受到威脅的物種，它完全忽略了擁有多樣性

生物的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卻是那些瀕危物種賴以生存的家園。過去自然

保育的措施是以保育少數物種為主的保育，目前人類更關心的是自身的生

存，生存的基本條件是自然界必須維持多樣化的生態系、物種與基因。 
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人類陷入了前所未有的生態困境，包含中國在

內，世界許多國家都面臨著森林銳減、資源枯竭、物種減少、土地沙漠化、

水土流失、氣候異常等嚴峻挑戰，人類也加深了對自然生態的認識。作為在

林業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中具有關鍵地位的自然保護區，應該充分發揮自身

優勢，做好生態保護的開拓者、創新者和推廣者，為多樣性之生態環境發揮

貢獻。 
二 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理工作是一項包含科技學術研究相當高的工作，涉及到

生物、地質、經濟管理等多個學科，並且，每一個自然保護區，其地理位置

不同，主要保護對象不同，需要的保護與管理措施也會有所不同。這就要求

各自然保護區要高度重視科技支撐在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理中的地位，要與

學術研究密切合作，切實了解自然保護區的物種資源，針對重要物種、地貌

景觀、文化等，制定管理計畫和科學有效的保護管理措施，才能真正實現自

然保護區的保護功能。 
三 大陸福建地區對於人工林之經營樹種選擇已有改變，例如，杉木改變成台灣

杉，而以往大面積人工純林之建造，已逐漸改變林相，轉為混合林或混交林

之建造；而人工林之中後期撫育，造林木之收穫問題，亦遭遇到工資高漲、

作業困難及環保束縛及生態多樣性保育問題。此外，其加強種源品系之選育

及利用育種嫁接方式、篩選及培育優良母樹，並利用生物技術方式進行大量

優良品系之組織培養及馴化、造林，並推展高價特用產物，或混農林業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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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如紅豆杉、金線蓮、石斛蘭、沉香之培育，部份人工林經營作業模式，

有值得台灣借鏡之處。 
四 保護區、生態旅遊、鄉村旅遊、植物園之經營管理，為大陸經濟發展後，努

力發展之重點，老樹、貴重樹之保謢管理皆是一重大亮點，但對管理措施，

如棲地改善、種樹、移植、修剪方法及要求速效之方式，仍然有許多改善空

間，尤其老樹之安全危險評估，台灣仍居領先之地位。 
五 大陸人工林整地、造林、撫育、疏伐、收穫，由於林分組成、結構、樹種不

同，立地環境不同，民情、生態、都市之綠化，價值觀認知不完全相同，故

一些人工林經營作業，必須因地制宜，建議可加強雙方合作，因所面臨之困

境與衝擊愈來愈相似，如何集思廣益，共謀解決對兩岸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

森林永續利用，將有甚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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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場位於德化愛國明珠酒店 

 
邱志明組長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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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自然保護區，生態旅遊解說牌 

 
鄉村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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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楊保護樹 

 
馬尾松保護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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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尾松保護樹 

 
保護區邊緣之混農林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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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孟宗竹）林地 
 

 
孟宗竹（無尾竹）解說牌 
 



 16

 
孟宗竹枝梢染病，形成無尾竹 

 
保護區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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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央山脈和福建戴雲山山脈相關位置 
 

 
戴雲山國家自然保護區解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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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雲山保護區教育中心 
 

 
戴雲山保護區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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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雲山保護區教育中心木材標本解說 
 

 
野外參訪德化葛坑國有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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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杉不同營養系嫁接種子園，2009 年建造 

 
禿杉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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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杉嫁接成功情形 

 
禿杉嫁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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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品系禿杉

 
引火整地 



 23

 
伐木跡地引火整地杉木樹頭 
 

 
引火整地後，杉木萌蘗更新



 24

 
栽植台灣杉 

 
塑膠袋苗栽植，膠袋放於植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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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萌蘗及松類造林 

 
橫坡帶狀整地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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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火整地及造林地全景 
 

 
紅豆杉林緣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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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杉林內生長情形 

 
紅豆杉林下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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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杉與杉木混合林 
 

 
濶葉樹及松類混合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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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自然保護區解說牌 

 
濕地紅樹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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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生態 
 

 
濕地昆蟲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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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昆蟲監測 

 
濕地旁之高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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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濕地造林 

 
海岸造林（膠袋未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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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林 

 
私有林沉香造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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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林沈香、櫸木、小葉欖仁之混合林 

 
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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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葉欖仁 

 
櫸木 
 



 36

 
私有林柚木造林地 

 
保護區及景觀區之老樹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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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及景觀區不當修剪 
 

 
參訪種苗繁殖及生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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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繁殖公司

 
組織培養（金線蓮）



 39

 
組織培養（石斛） 

 
石斛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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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植物園展館 

 
仙人掌栽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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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栽植區 

 
仙人掌栽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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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植物區 

 
多肉植物園區 



 43

 
生石花，像石頭，為擬態植物，生長在碎石地，原產非洲 

 
不同種類之生石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