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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蘭陽博物館光害監測計畫 

 
摘要 
 

本計畫目標乃是監測並評估夜間於蘭陽博物館北側牆面燈光誘引昆蟲之情

況。藉由比較研究用昆蟲採集燈具與未來擬採用架設於北側牆面打燈之燈具兩者

於 106 年 9 ~ 11 月期間不同時段所誘集昆蟲數量、種類等數據，作為評估夜間打

燈時段調整與昆蟲誘集效率之依據。所進行的試驗包括：（一）監測夜間不同季

節、時段之燈光誘集昆蟲效率。（二）評估擬採用之燈具之燈光誘集效率。由試

驗結果發現：調查期間 19:00 至 22:00 間為夜行性昆蟲最為活躍時段，被誘引之

昆蟲數量最多，其中以雙翅目為最多數佔 75%，無發現特殊害蟲及保育類昆蟲。

此外，擬採用之燈具之發散光譜未含一般昆蟲趨光行為偏好之波長，誘集昆蟲數

量少於昆蟲採集燈具的百分之ㄧ。 

 

研究主旨 

 

蘭陽博物館擬於本館北側左右牆面上在夜間時段打上光，以增強本館館體北

側與夜空所形成之天際線。而於牆面上打上燈光，於原本並無光害的自然生態區

域，尤其是本館北側僅臨烏石港舊址濕地，可能會影響具有強烈趨光性行為的昆

蟲聚集於打光牆面。因此，本計畫將於 106 年 9 ~ 11 月期間監測蘭陽博物館北側

燈光誘集昆蟲之情況，以評估未來於北側牆面打燈後可能造成昆蟲誘集的影響。

主要目的在於評估不同時段之燈光誘集昆蟲效率，以做為未來北側牆面夜間打燈

時段之調整依據。同時亦評估未來擬採用在北側牆面打燈之燈具所造成昆蟲誘集

影響，藉由比較未來擬採用之燈具與研究用昆蟲採集燈具兩者所誘集昆蟲數量、

種類等數據，做為評估誘集昆蟲效率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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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監測夜間不同時段之燈光誘集昆蟲效率 

預計於 106 年 9 ~ 11 月期間，每一個月之上、中、下旬各選定一日，於

18:00 ~ 24：00 ，以水銀或鹵素燈投射於 120 cm x 150 cm 的白色布幕上，

進行夜間昆蟲燈光誘集（圖一 abc）。於博物館北側選定三個位置（圖二）

架設燈具與布幕分三個樣區同時進行誘集。燈光誘集期間，每小時記錄累

積蟲數及昆蟲種類。 

 

（二）評估擬採用之燈具之燈光誘集效率 

以大恭公司所提供之燈具（圖三 a）投射牆壁上，瞭解實際誘集昆蟲之狀

況，模擬蘭陽博物館未來採用的燈具對誘集昆蟲的狀況（圖三 bc）。 

結果與討論 

（一）監測夜間不同時段之燈光誘集昆蟲效率 

結果顯示，以第二區布幕所誘集到昆蟲數量最多，可能是由於第二區鄰近

博物館大門，附近燈光較晚關閉以及其所面對地區最為開闊沒有障礙而加

強誘集效果。調查期間以 9 月份誘集到蟲數最多，10 月份誘集蟲數最少，

推測因 10 月份雨量較多且氣溫偏低所影響。而各時段中以剛日落的 18:00

至 19:00 誘集蟲數最少，20:00 至 21:00 誘集到數量最多；推測 20:00 之後

為夜行性昆蟲活躍時段，有數量龐大的昆蟲被誘引至白色布幕上。另外，

在試驗中也觀察到若該時段出現大雨及強風時也將影響燈具誘集效果（圖

四、圖五、圖六）。在誘集昆蟲種類方面以雙翅目昆蟲最多約佔 75%。膜

翅目昆蟲佔 9%居次，尤以降雨之後螞蟻出現婚飛行為造成膜翅目昆蟲誘

集數量大增。鱗翅目通常於 21:00 之後出現聚集現象，誘集數量佔 7%。

半翅目昆蟲數量為 5%，鞘翅目則有 3%。其中並未發現有重大害蟲與保

育類昆蟲種類。唯一對人較有干擾疑慮昆蟲為隱翅蟲，但其受誘集數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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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約僅佔誘集總數的 2%（圖七、圖八、圖九、圖十、圖十一、圖十二、

圖十三、圖十四）。 

 

（二）評估擬採用之燈具之燈光誘集效率 

以大恭公司規劃之燈具投射牆壁上觀察對昆蟲誘集效率實驗結果中發

現：燈具所發散色光波長（λmax = 568.67 nm）非屬於昆蟲偏好色光波長，

因此對昆蟲誘引效果不佳，所誘集昆蟲數量僅為水銀燈泡燈具的百分之ㄧ

（圖四、圖五、圖六），其中雙翅目昆蟲約佔 97%（圖十五、圖十六、圖

十七），也未發現有重大害蟲與保育類昆蟲種類。因此可推測未來若是將

大恭公司規劃之燈具於蘭陽博物館北側牆面在夜間時段打上燈光後，應可

排除會有大量昆蟲聚集於打光牆面的疑慮。 

 

建議 

依據大恭公司所提供之燈具與研究用昆蟲採集燈具兩者進行誘集昆蟲效率

實驗結果，建議未來蘭陽博物館牆面打燈燈具設置位置與開燈時段調整，應注意

以下兩點：（一）使用發散非昆蟲偏好波長色光燈具，可避開容易誘引較多昆蟲

鄰近博物館大門的區域；（二）選擇夜行性昆蟲較不活躍的時段開燈，例如日落

後 18:00 ~ 19:00 之時段。如此應可減少光害對當地生態環境產生重大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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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一、監測夜間不同時段之燈光誘集昆蟲效率實驗。a. 水銀燈泡與布幕架設。

b.、c. 昆蟲受燈光誘集而停留於白色布幕上。 



7 
 

 

圖二、蘭陽博物館平面圖與四個實驗樣區位置相對圖。燈幕樣區 1：位於博物館

北方右側牆面。燈幕樣區 2：位於博物館北方大門左側牆面。燈幕樣區 3：位於

靠近博物館餐廳西側牆面。LED 燈樣區：位於博物館入口廣場左側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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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三、評估擬採用之燈具之燈光誘集效率實驗。a. 大恭公司規劃使用之 LED
燈具。b.、c. 於博物館入口廣場左側走道架設 LED 燈具投射燈光於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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