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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向

實驗設計

科學論文寫作

生態統計

食物網生態模式

海洋底棲生態

河口生態

多毛類分類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

專題討論

四、教學上的資源三、研究計劃 五、近五年的著作
103/08~104/07_海水升溫與酸化對熱帶海草床碳匯的影響II
102/08~103/07_海水升溫與酸化對熱帶海草床碳匯的影響
102/08~103/07_恆春半島西部水岸發展以及水資源與水生生物資源永續利用整

合研究計畫－恆春半島西部溪流、溼地和河口的生態監測
103/01~103/12_後灣附近海域亞潮帶底棲生態監測與海生館人工濕地功能評估
101/08~102/07_中小尺度擾動對熱帶海域生地化之影響－子計畫：北南海珊瑚

群聚發展與漸歇性湧升流關係的生物物理評估-水溫變動的效應及以中觀
生態池實驗探討海水二氧化碳分壓增加海水酸化對珊瑚礁的影響

101/09~102/12_桃園藻礁委託研究案 -桃園縣政府
101/12~102/01_第29次南極長城站考察活動-南極海域海洋底棲生物多樣性及其

所含生理活性物質之研究
102/01~102/12_後灣附近海域亞潮帶底棲生態監測與海生館人工濕地功能評估

- 海生館
100/08~101/07_以中觀生態池實驗探討全球氣候變遷改變海水表層溫度與海水

酸化對珊瑚礁的影響
100/03~100/12_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礁長期生態監測計畫-資料整合與橫向相

互關係之探討
100/03~100/12_台江國家公園及周緣地區重要生物類群分佈及海岸濕地河口生

態系變遷-底棲動物

一、專長：生態箱建構與維持、食物網生態模式、底棲生態、海洋無脊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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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底棲生態調查

探討底棲無脊椎動物的
多樣性與群聚結構、與
環境間的關係，進一步
瞭解底棲生態受到環境
影響的程度。

(1) 種類鑑定及量化

野外調查及採樣

(3) 沉積物的物性分析

(2) 水質分析

實驗室分析

(4) 沉積物的碳、氮含量分析

(2) 生態系食物網模式
量化的食物網結構
瞭解的生態系食物網的構
造、功能與特性：營養階
(trophic level) 、物質傳輸情
形、整體生態系總物質傳輸
量的大小、各生物所扮演之
食性生態區位(niche) 、各生
物間食性競爭的程度…等等
進行生態系的比較

預測未來

生態管理

靜態模式

動態模式

(3) 中觀生態池實驗

一個具有維持與
自然生態相似的
環境條件與生物
組成和作用的人
工生態系統

可控制的環境因子

適當的重複組和對照組

較野外易於進行長期的持續監測和測量

可以進行野外不易施行的觀察或實驗

探討2或3個營養階層之生態系，而不是單
純的族群

目的：

1. 瞭解生態系的運作

2. 驗證假說

3. 預測或評估環境受到壓力而可能改變的趨勢

Ecosystem Theory-Hypothesis

Ecosystem management

policy decision

微觀生
態實驗

模式
建構

模式分析與模擬

決策管理

生態池建構

生態池
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