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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考察計畫係前往英國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UK) 與

倫敦大學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進行第四

紀真象科動物之群聚與分化研究進行考察與標本鑑別分析，研習該單位冷凍遺傳

標本管理設施與應用模式，並與相關領域學者-李斯特教授研究團隊 (Professor 

Adrian Lister)，針對第四紀真象科動物分類特徵、種屬爭議進行交流討論。初步

研究顯示，發現於臺灣的草原猛獁象，就其年代的分布與體型特徵，相較於歐洲

大陸之草原猛獁象，可推測為在歐亞大陸分布的最東緣，且體型有逐漸發展成侏

儒化之趨勢。而就該館的冷凍遺傳儲存設施已建構 10 餘年，且在國際合作連結

與資源共享舉足輕重，足以作為本館未來發展冷凍遺傳標本儲存之參考。該館之

的古生物陳列與展示，非常值得作為本館相關展覽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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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1. 前往英國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UK)與倫敦大學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進行第四紀真象科動物之群聚與分化研

究進行考察與標本鑑別分析。並針對第四紀真象科動物分類特徵、種屬爭議進行交流討

論。 

2. 參觀自然史博物館之冷凍遺傳標本設施，並研習其冷凍標本之應用與管理模式，作為本館

未來發展該項業務之參考。 

3. 針對英國自然史博物館之古生物與演化廳進行資料彙集，規劃未來合作辦理特展與教學推

廣合作之機。 
 

二、 研究背景： 

1. 臺灣海峽的動物化石多數是在海底沉積物中發現的，這些化石主要來自哺乳動物和部分海

洋生物。哺乳動物化石中的代表性物種為真象科（大象），這些物種在更新世末期經常出

現在廣大的歐亞大陸和臺灣的化石記錄中。 

2. 關於臺灣海峽海底動物化石的研究，一直以來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特別是其在生物多樣

性和古環境變遷方面的重要性。這片海域位於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地理位置特殊，過去

幾十萬年間經歷了多次海平面升降和環境變遷，成為了一個獨特的研究場域。 

3. 臺灣海峽在更新世期間曾經多次乾涸，當時海平面較低，成為連接臺灣與大陸的一片廣大

平原。這些時期的低海平面使得許多動物得以從大陸遷徙至臺灣，這種遷徙現象在化石記

錄中清晰可見。隨著冰河期結束，海平面再次上升，這片低地被淹沒，形成今天的海峽。 

4.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是全球最著名的自然科學博物館之一，位於

倫敦南肯辛頓 (South Kensington)。它以其壯觀的建築、豐富的收藏和重要的科學研究功能

著稱。不僅是一個展示地球和生命多樣性奇觀的場所，也是全球科學研究和教育的核心之

一。尤其是新建置的冷凍遺傳生物多樣性研究室，更是世界各地相關研究單位學習取經之

重要場域。 

5.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的李斯特教授 (Prof. Adrian Lister) 是全球著名的古生物學家，專精於長

鼻目象類的進化及滅絕過程，他對於猛獁象和其他大象類化石的研究，尤其是在歐洲的研

究成果傑出，是一位研究遠古巨獸的重要學者，能直接向他學習，可對臺灣在古生物方面

的研究，有實質的助益。 

6. 基於地理位置之方便，此行參訪英國自然史博物館之展覽現場，針對古生物廳之標本展示

方式，全面進行資料匯集，並與對方館所負責人充分交流溝通，發展未來合作辦理特展，

以及合作辦理野外地質生態教學旅遊活動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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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程： 

 
  113 年 8 月 20 日  出發，台中 倫敦 

  113 年 8 月 21 日  抵達倫敦 

  113 年 8 月 22 日-23 日 倫敦大學標本檢視 

  113 年 8 月 24 日-25 日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展場參訪 

  113 年 8 月 26 日-27 日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標本檢視與實驗室參訪 

  113 年 8 月 28 日  離開倫敦 

  113 年 8 月 29 日  返抵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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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標本檢視與分析： 

1. 向倫敦大學李斯特教授學習了化石挖掘與分析的核心技術，包括如何在海底沉積物中發現

並分離化石，如何通過地層學確定化石的地質時代，以及利用顯微鏡對化石進行細微結構

的觀察。這些研究方法是現代古生物學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對於進一步了解臺灣及周

邊海域的古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 

2. 透過真象動物化石標本，進一步探討了歐亞大陸與臺灣的猛獁象哺乳動物化石之間的形態

差異。歐陸的哺乳動物化石種類繁多，而其中許多物種在臺灣卻也有相似的發現。例如，

兩地的猛獁象化石在形態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可能與當時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有關。歐洲大

陸與臺灣地區在冰河期經歷了不同的環境變遷，這使得當地的哺乳動物在適應氣候和生態

環境時展現出特異的形態特徵。 

3. 臺灣海峽和歐洲北海的海底化石對比顯示了不同海域的古環境變化。臺灣海峽的海底化石

主要來自更新世，揭示了當時的環境條件與生物多樣性。相比之下，歐洲北海的化石記錄

反映了該地區的地質活動和海平面變化對於物種遷徙和演化的影響。這些化石的對比不僅

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不同海域的生態系統演變，還能解釋物種在冰河期之後的適應過程。 

4. 從形態學對比，臺灣和歐洲猛獁象化石的形態差異，這些差異大部分源於環境與食物資源

的不同。例如，歐洲大陸的猛獁象體型更為龐大，這可能與冰河期寒冷氣候下的適應有

關，而臺灣發現的化石顯示出較為小型的個體，這反映了亞熱帶氣候對這些巨型哺乳動物

的不同選擇壓力。這樣的對比讓我更清楚理解了不同地區的環境如何影響物種的形態變

異。 

5. 除了標本的型態分析之外，包括地層學和碳 14 年代測定法如何幫助確定化石的年齡和地

質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猛獁象化石研究不僅是對個體進行形態學分析，還涉及到對地理、

氣候及生態系統的綜合考量。 

6. 英國自然博物館收藏了大量哺乳動物及海洋生物的化石，展示了這些生物從遠古至今的演

化過程。博物館內先進的保存技術和展示方式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對化石

進行三維重建，並將其廣泛地應用於教育與科學推廣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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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與特徵李斯特教授研討化石特徵。 

圖一、象化石檢視與特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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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冷凍遺傳實驗室與展場參訪 

1. 除了與 Prof. Lister 的學術交流，我還有機會參觀該博物館的標本冷凍保存設施。英國自然

史博物館的專屬冷凍遺傳實驗室，專門保存動植物的遺傳物質與遺傳物質研究應用，包括

冷凍精子、卵子、DNA 樣本等，這些資源對於現代生物學研究至關重要。冷凍技術不僅能

夠保持標本的完整性，還為遺傳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數據來源，特別是在研究已滅絕物種

的進化路徑與基因組分析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2. 有關保存技術的細節，該博物館採用的是-80°C 的超低溫保存技術，這種技術能有效避免

DNA 降解，並確保樣本在長期儲存中保持其原始狀態。這項技術對於古生物學的發展意義

重大，因為研究者可以從保存良好的遺傳物質中提取 DNA，進行基因組分析，從而重建已

滅絕物種的進化歷史，甚至是復原已滅絕物種。 

3.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在化石保存方面亦運用了冷凍技術，這樣能夠有效延長化石的保存時間

並保持其完整性。此外，該博物館與其他國際機構合作，進行化石的遺傳學研究，這不僅

有助於深入探究古代物種的基因組結構，還為我們提供了重現古代生物的可能性。博物館

的館員向我展示了多種保存與展示技術，這些技術對於推動大眾對古生物的了解具有重要

作用。 

4.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庭園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戶外展示空間，透過結合植物學與

古生物學來重現地球史前時代的景觀，展示了許多與遠古生物生態系統密切相關的植物品

種，庭園的設計理念強調跨學科的視角，將植物的進化與動物的歷史有機結合，展示了植

物在遠古時代中如何與不同物種共同繁衍生息。例如，這裡展示了與恐龍同時期存在的蕨

類植物、蘇鐵等古老植物，重現了遠古時期生物多樣性的豐富性，讓人感受到那個遠去時

代的壯麗。 

5. 該庭園還致力於向公眾普及生態保育的理念，通過展示那些已滅絕或面臨瀕危的植物品

種，呼籲地球人們珍惜現代自然環境。因此該古生物庭園不僅是科學知識的展示空間，還

是一個能夠喚醒公眾生態意識的場所。 

6. 在庭園中還有一些與化石同時展出的植物，這些化石展示了它們在遠古時期的形態變化。

這樣的展示方式，不僅讓訪客了解了這些植物在地球演化中的角色，更能理解了植物進化

與動物進化之間的聯繫。庭園不僅是植物的展示，還是古生物學中生態互動的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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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冷凍遺傳實驗室參訪。 

圖四、低溫冷凍標本的操

 
圖五、古生物標本的保存。 



7 

 

 
 
 
 
 
 
 
 
 
 
 
 
 
 
 
 
 
 
 
 
 
 
 
 
 
 
 
 
 
 
 
 
 
 
 
 
 
 
 
 
 
 
 
 
 
 
 
 
 
 
 
 

圖六、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展場。 

圖七、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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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充滿驚奇的古生代生物出現在庭園中。 

圖九、古生物與古植物虛實共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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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心得及建議： 

1. 化石標本記錄了古生物長時間的演化歷程，這些標本經常數量稀少且保存不易，根基於野

外發掘而產出的化石之研究，更具研究價值，透過跨區域的合作研究，將可望能夠帶來了

珍貴的研究成果。英國自然史博物館蒐藏量驚人，在質與量上更傲視全球，基於動物遷徙

與演化親緣之全球關連性，臺灣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實需與歐洲方面的研究學者進行學術

合作研究，才能擴大研究層面與深入研究議題。 

2. 蒐藏標本與研究是博物館的根基，而科學教育的推廣卻是博物館的使命，有了完整多樣的

標本，不僅可以作為研究之用，更是展示與教育推廣不可或缺的角色。希冀未來能與英國

自然史博物館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分別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以及標本復原裝架與維

護各方面，加強與古脊椎動物和冷凍遺傳方面的合作，共同進行臺灣地區第四紀哺乳動物

和歐亞大陸動物群，在類群組成和環境適應、演化之研究。 

3. 此次考察加深了本人對猛獁象及其他長鼻目化石研究的理解，並且增加對現代生物遺傳技

術在古生物學中的應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 Prof. Lister 的交流讓我更加理解跨國間化石

研究的複雜性，尤其是形態差異背後的環境影響。此外，博物館保存技術的先進程度也令

人深刻感受到現代科學技術對於研究遠古生物的助力。結合多領域技術，進行更系統化的

化石研究，探索臺灣和其他地區古生物的演化歷史，將可利用基因組技術來解碼這些已滅

絕物種的遺傳秘密。 

4. 博物館是個學術與教育的結合，特別是英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庭園不僅是一個展示科

學知識的場所，也是一個啟發遊客思考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場所。透過植物的展示，我們可

以更好地理解古生物學與植物學之間的密切聯繫，並反思現代的生態保護工作。我深感英

國自然史博物館在學術普及與科學教育方面的努力，讓每個參觀者都能夠在這裡學習並感

受到自然的奇妙。 

5. 未來希望將積極規劃與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合作發展古生物相關議題之研究、展覽，以及相

關教育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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