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七股的漁業與濕地，黑面琵鷺就沒有明天 

濕盟／曾瀧永 

自從黑面琵鷺被槍殺事件，引發國人及國際上對黑面琵鷺保育之重視以來，轉眼之間已 

過四年；這四年間，雖然中央政府與一般社會大眾，對黑面琵鷺極為重視之，想為黑面琵鷺 

保護盡力，國際上也組成黑面琵鷺保育對策委員會，進行國際合作，共同來研究黑面琵鷺保 

育對策。 

野生動物減絕的原因，根據研究排名第一位者為棲地破壞，第二大原因則是人為獵殺， 

這也正是黑面琵鷺今日面臨減絕種的二大原因；人為補殺這個因素在黑面琵鷺槍擊事件後， 

在全民關切和台南縣政府的努力下，已經解決，曾文溪口黑面琵鷺族群也日益增多。 

然而黑面琵鷺的最大敵人──棲地破壞危機，則日盛一日。過去四十年間，由於亞洲沿海 

地區急速開發，沿海大面積濕地大量消失、崩解，以致適合黑面琵鷺棲息的開闊沙質濕地日 

益難覓。 

台南地區沿海，由高雄永安至七股沿海，原屬於古台江及倒風內海，是片由潟湖、沙洲 

和鹽田構成的寬廣帶狀海岸濕地，在台灣光復至今短短數十年間，被大量開發成魚塭和人工 

建築，使黑面琵鷺逐漸僅能依賴曾文溪口的濕地做為其主要根據地。 

而可能供其小族群擴散，短期棲身及覓食的永安鹽田、竹滬鹽灘、四草鹽田等地，在過 

去十年內又陸續被闢建為火力發電廠、遠洋漁港和工業區，使黑面琵鷺在台灣未來的希望， 

全依賴曾文溪口海埔地、七股鹽田、潟湖和其間約六千公頃的魚塭區。 

換句話說，黑面琵鷺「保護」和「復育」工作成敗在棲地保護工作上，未來有三大難關



要突破，第一其主要棲地曾文溪口海埔地（600800 公頃）能否劃設成保護區的核心區；其次 

為七股潟湖和七股鹽田能否不被開發成濱南工業區，並還原部份鹽田為濕地；第三為其間六 

千公頃的國、私有魚塭未來何去何從。 

也就是說，黑面琵鷺的未來命運其實是與台南縣漁業興衰，和海岸濕地相連在一起的， 

七股鄉海岸濕地或漁業消失的日子，極可能就是野生黑面琵鷺在世界消失的開始。（本文作者 

現為本會理事長）



曾文溪口黑面琵鷺主要棲地之生態介紹 

文／劉靜榆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南縣市交界之曾文溪口兩岸、七股工業區預定地、新浮崙沙洲及頂頭額沙 

洲進行生物資源調查。 

研究區內出現之維管束植物總計 49 科 164 種，區內植被依其生育地特性及現況可區分為四種 

植被類型，分別為沙灘植被類型、鹽濕地植被類型、灌叢及人工林，又依其組成細分十一種 

優勢型。底棲動物取樣共取得方形樣區 160 個、圓管樣區 65 個，已鑑定之蟹類計 6 科 29 種， 

分屬沙蟹科、和尚蟹科、地蟹科、方蟹科、梭子蟹科及饅頭蟹科，研究認為蟹種對棲地之選 

擇有其忠誠度，群聚現象明顯。 

比較黑面琵鷺棲息區、鄰近覓食區及可能替代棲地之結果，有關台南縣政府所擬保護區設置 

替代方案之新浮崙沙洲，與黑面琵鷺原棲地環境差異極大，底棲動物相雖類似，但族群數量 

則有顯著的差異，且新浮崙沙洲區之漲退潮差明顯的較堤內之浮覆洲為大，又因其面積逐漸 

縮減，作為代替區可能缺少足夠之安全距離。 

（本文摘自「黑面琵鷺保護區劃設原則研討會」論文，作者為台灣省特有種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副研究員）



各國黑面琵鷺保育研究的現況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陳滄堯 

摘要 

黑面琵鷺的保育問題在國際間一直受到注意；台灣因為是其最大越冬地，而使國際及國內的 

保育人士對黑面琵鷺的保育措施更加關切。由日本野鳥學會與中國鳥類學會（中國大陸）在 

位於北京的中國科學院主辦「保護黑面琵鷺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包含日本、中國大陸、南 

北韓、越南、香港、台灣等地的鳥類學家和保育人士。 

各地區黑面琵鷺現況報導 

北韓：德島：40 隻黑面琵鷺，5 對有繁殖行為；另有 200 對唐白鷺（Egretta eulophotes）在此 

地繁殖。大小千島（Taegam-do ＆ Sogam-do）：20 隻黑面琵鷺，7 對有繁殖行為。參差島： 

13 隻黑面琵鷺，5 對有繁殖行為。 

南韓：越冬地：濟州島上發現 3 個越冬點。中途補給站：平壤附近江華島，本有開發問題， 

但在非政府組織努力下已解決。新繁殖地：1.畢島（Bi-do）（近已知繁殖地－愈島 U-do）上 

有 1 對繁殖，產下三顆卵，並有二隻雛鳥誕生。2.黑島（Hae-do）上觀察有 9 對繁殖。 

黑龍江省：已於這十年間在此區作調查，並未發現黑面琵鷺。 

吉林省：俄羅斯學者在圖們江岸俄國境內曾發現兩隻黑面琵鷺，其中一隻已被射殺，另一隻 

則為成鳥。 

廣西省：1.1989 動物資源調查，無黑面琵鷺的發現，但發現被收藏的白琵鷺標本。2.1995 年 4



月有 7 隻黑面琵鷺於山口自然保護區的丹兜被記錄。3.近越南的江平鎮烏頭漁塭、泥灘地發 

現 11 隻（1996 年 3 月）。 

廣東：1.香港、米埔、深圳和福田一帶資料較為完整；1996 年 2 月 5 日與越南、台灣所作的 

同時普查之黑面琵鷺隻數為 99 隻。2.江蘇、射陽鹽場於 1991、1992 有 3 隻（中國水鳥隆冬調 

查資料）。鹽城保護區：1993-1994 年冬有 13 隻的記錄（Thomas Dahmer）。3.一般並無詳細 

的調查。 

香港：深圳（米埔、福田）黑面琵鷺數有逐年增加的情況。 

海南東寨港：調查研究：1995-1996 年有 3-4 隻的記錄（黃仲琪），且有逐年減少的趨勢。 

台灣地區：現況：1996 年 2 月 5 日之全省統計數為 253 隻（與越南、香港同步舉行普查）。 

面臨問題：1.曾文溪口北岸主棲地及附近覓食區皆未有任何保護措施。2.曾文溪北面、七股潟 

湖上將有濱南工業區之開發威脅。3.西濱快速道路若興建將穿越黑面琵鷺覓食區。 

越南：在 1996 年 2 月 5、6 日由此中心主導和香港、台灣三地同時調查，所得鳥數約 99-104 

隻。而越南東南部之 Cam Ran 為一環境條件極佳之越冬區，1994 年有 1 隻黑面琵鷺的記錄， 

目前仍在調查中。另湄公河口三角洲泥沙沉澱、堆積處與紅樹林一帶亦有黑面琵鷺出現。 

日本：1996 年 1 月博多灣東面有 7 隻的記錄；西面則有 11 隻（鄭鍾烈教授補充其總數約 20 

隻），萬瀨河有 9 隻，沖繩有 5 隻，博多灣東面人工島出現淺灣而多了 10 隻。 

中國大陸地區黑面琵鷺分佈情形：



文獻：1.1931-1934 年間英國鳥類學家 La Touche 在華東地區觀察到類似黑面琵鷺的鳥類繁殖 

活動。2.1894 年美國人 Mac Gregor 在呂宋島看到一個黑面琵鷺頭部的標本，並指出當地人表 

示此鳥出現於此並非不尋常；但此說法十分不確定。 

黑面琵鷺的籠中繁殖：1.在盛岡受傷的黑面琵鷺目前在東京的多摩動物園和本已飼養的 4 隻 

共同生活，研究人員考慮留置本島或野放本隻及另一隻異性伴侶。2.北韓德島 2 隻繫放雛鳥 

遷徙情形。3.多摩動物園中黑面琵鷺的籠中飼養情形。 

針對黑面琵鷺日後之保育工作確實之計畫、討論 

1. 「黑面琵鷺工作網」的成立。 

2. 黑面琵鷺之資料彙整，及編撰、轉譯，以適合各國使用之行動綱領。 

3. 繁殖地區的保育工作： 

(1)新繁殖地的找尋，方法包括：(a)問卷調查(b)乘船至海島地區作調查(c)衛星照片(d) 

內陸地區可能繁殖點之找尋；1995 年 12 月開始的沿中國大陸鴨綠江 3 年國家野生動物 

調查將有助於內陸繁殖點的發現。 

(2)一般問卷調查。 

(3)繁殖區（含覓食區）環境的保護。 

(4)環境監測與經營管理。 

(5)雛鳥的繫放問題。



黑面琵鷺保護區的劃設原則 

文／翁義聰 

摘要 

雖然七股濕地擁有 17 種鯨類、240 種魚類、218 種貝類、35 種螃蟹、2 種野生蘭花、4 種紅 

樹林及 201 種鳥類等各式各樣的自然資源，但自從 1992 年七股黑面琵鷺的族群為人們熟知 

後，如何保護台南的七股沿海濕地，為黑面琵鷺等野生動物保有一個永久的棲息環境，就成 

為台灣生態保育界談論的重要議題及保育成果的指標之一。 

五年來，專家學者、保育團體、政府部門及社區居民不斷的進行各種研究，並已獲得初步的 

成果，這些成果應可相互結合與支援，使各界能擬定新的保育策略與研究方向，使保育工作 

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經實際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台灣能擁有世界最大的黑面琵鷺族群，是與七股地區擁有 7000 公 

頃的養殖魚塭密不可分。因此，劃設黑面琵鷺保護區，除應重視水鳥的保護外，對當地漁民 

的權利也應有妥善的回饋計畫，諸如︰實際的金錢補償、輔導發展觀光養殖...  等。即想要保 

護黑面琵鷺，就應先保護七股的養殖漁業。 

保護黑面琵鷺的工作包括︰進行學術研究與田野調查；推估黑面琵鷺脫離瀕臨絕種的最低族 

群量；調查黑面琵鷺目前的活動範圍及其有利用潛能的區域；進行西南沿海大範圍的國土規 

劃，並改造部份棲地成適合黑面琵鷺棲息的環境；模仿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訂定促進保護區設 

立條例；討論分期分區的範圍與進度；與居民長期的溝通，使之能互蒙其利之雙贏局面。 

學術研究的項目有︰人工繁殖，無線電追蹤，利用計算成幼鳥的比例來推估族群量，潟湖開 

發對七股濕地的影響，沿海的涵容能力，水文、氣溫、地質的特性以及植被或魚類組成...  等。



但在有限經費及人力下，我們可訂定一執行之優先順序與完成時間表，並按步就班完成之。



保育用地取得原則－以黑面琵鷺保護區為例 

文／陳榮作 

我國生態保育工作的推動上，一直有著很大的困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生態保育與 

土地開發間的衝突。在過去由於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標為經濟發展，所以許多的濕地、草原.... 

等生態環境良好的區域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下就消失了。近年來由於國人日漸體覺到環境破 

壞的危機，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日漸受人重視。而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施行，給予國人一個 

「根據資料來評估這個區域是否適合開發」的機會。如鰲鼓濕地（嘉義縣鰲鼓工業區）、四草 

濕地（臺南科技工業區）都經由環評程序而得到一個保護區設置的機會與依據。 

經由環境影響評估制度，這幾年生態保育工作能推動的較順利，也有了一些保護區劃設在公 

有土地上，並且多能阻止有良好生態環境的區域被不當開發。但大部分有良好生態環境，適 

合作為保護區的區域並未能成功的劃設成保護區，這主要是因為保護區土地取得的困難。 

黑面琵鷺在臺灣的度冬數量約佔全球的六成左右，而其來台最主要的活動區域為曾文溪海埔 

地及七股沿海濕地。在此區劃設保護區以利黑面琵鷺保護工作的推動已成為大多數人的期 

望。但至今黑面琵鷺保護區遲遲未能劃設，除了其他因素外，黑面琵鷺保護區土地取得也是 

一個重要問題。由於政府在保護區土地的取得上，一直不能提出一個能確保土地經營者經濟 

利益不受損，甚至能因劃設保護區而獲利的方法，因此一般土地持有人對於保護區要設在其 

土地上，大多抱持反對態度。因此參考國外案例及國內取得經濟開發土地的方式，在此提出 

幾種取得土地的構想。希望藉由能得到保護區土地取得問題的解決方式，這不但能早日使黑 

面琵鷺保護區完成設立，也有利於日後其他保護區的推動與設立。 

未來保護區設置要能達成黑面琵鷺保護的目的，除了土地的取得外，確實的科學研究及一個 

能協調各方意見但又能保持客觀的黑面琵鷺保護區劃設委員會都是必須的，在此參考美國及 

臺灣過去的保護區劃設案例，提出一些見解。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應是為了保護黑面琵鷺不



至於絕種，臺灣在世界保護自然資源的責任中，需要保護多少隻黑面琵鷺？要留下多少的覓 

食區供其覓食？才算盡到必須承擔的國際責任。臺灣是目前已知黑面琵鷺棲息數量最多的地 

方，如果在這裡的黑面琵鷺保護計畫失敗，那黑面琵鷺就可能變成「滅絕種」（  Extinct 

species），這個責任是台灣承擔不起的痛！



黑面琵鷺新聞翦影 

「與鳥爭地，千人晉省抗議奏效，平息七股鄉民憤怒，農林廳長承諾黑面琵鷺保護區維 

持一千餘公頃」 

不滿中央及省規劃的黑面琵鷺保護區將予擴大，台南縣七股地區一千多名民眾二日下午 

前往省農林廳抗議，瀕臨絕種的珍貴鳥類黑面琵鷺被抗議民眾咬牙切齒罵得一文不值，為平 

息眾怒，農林廳長邱茂英表示，將支持保護區面積維持一千二百一十公頃，並將促成七股鄉 

的建設開發。 

抗議民眾指責表示，農林廳聽從濕地保護聯盟的意見，有意擴大黑面琵鷺保護區的緩衝 

地，七股鄉建築用地只有三百零八公頃，每名鄉民所住用地平均不到五坪，而一些反商、反 

工業的政客或為一己之私的學者專家，為了二百多隻黑面琵鷺，要求野鳥保護區由規劃的一 

千二百餘公頃擴大至數千公頃，全然無顧鄉民的生存及發展權益。 

一位抗爭領導者表示，黑面琵鷺由於日本等國家工業繁榮，找不到東西吃才到七股，「鳥 

不會自殺」，如果七股地區無法覓食，牠們自然會飛到其他地區去。 

有的鄉民則表示，農林廳應給民眾滿意的答覆，否則他們將強制驅離黑面琵鷺。也有人 

揚言要活捉剝皮。 

七股鄉千人抗議擴大黑面琵鷺緩衝區，縣政府農業局亦認為沒有擴大緩衝區的必要，二 

日根據原規劃的黑面琵鷺保護區案簽報給縣長陳唐山裁示，將再原案簽報省農林廳、行政院 

農委會核淮。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3 日 中國時報 第 13 版***********



「黑面琵鷺光臨，曾文溪巡邏員護衛，縣府派六員分三班全天候巡邏，保護嬌客免受驚 

擾」 

瀕臨絕種的黑面琵鷺紛紛來到七股曾文溪出海口度冬，而縣府為免嬌客發生多年前遭槍 

擊不幸，僱請六位巡邏員，分三班次全天候巡邏，以免嬌客受到驚擾。 

民國七十八年曾發生黑面琵鷺遭不明人士擊斃的事件，縣府為免此一貽笑國際的事件再 

度發生，特在農委會的補助之下，編列預算僱請六位黑面琵鷺巡邏保育員，分三班次，每班 

二人，全天候進行巡邏保護。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20 日 台灣時報第 13 版*********** 

「254 隻黑面琵鷺聚集曾文溪口，催生保護區研討會明舉行」 

台灣嬌客黑面琵鷺已大群聚集曾文溪口，數量高達兩百五十四隻，趁著黑面琵鷺現場駐 

陣的當兒，一項黑面琵鷺面面觀，用以催生保護區的研討會也將在明天登場。 

台南市野鳥學會總幹事徐明敏說，黑面琵鷺最愛的棲習地－－台南曾文溪口現在已聚集 

了兩百五十四隻，由於今年冷得晚，所以截至目前尚未達到去年的最高數量，約兩百八幾隻， 

鳥友期待下一波冷鋒能引導更多黑面琵鷺飛抵台灣，盼能突破三百隻的數量。 

正當黑面琵鷺大群聚集台灣之際，一項由中華民國濕地保護聯盟和台南市野鳥學會主辦 

的「黑面琵鷺保護區劃設原則研討會」，也訂在明天（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在崑 

山技術學院國際會議廳舉行。將有專家從黑面琵鷺的行為觀察、曾文溪口主棲地的生態、各 

國保育研究現況、黑面琵鷺野外與人工飼養條件下的行為表現等多方面透視黑面琵鷺，並期 

望台灣能提供黑面琵鷺一處自然安養的冬季庇護地。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20 日 聯合報 第 40 版********** 

「陳寶珍：七股開發案應再爭取」 

縣議員陳寶珍關心七股工業區的開發，他指出，該開發安木從楊寶發當縣長時開始投資， 

包括利息已投下十億元以上，如今卻不見動靜，為何縣府不設法再向上爭取看看。 

陳寶珍又說，在工業區預定地內佔地濫墾魚塭，分別在七十年、七十六年、八十五年進 

行三次強制拆除，簡直浪費民脂民膏，不開發，當然引起覬覦，今後管理單位如不好好監管， 

再被佔用，應追究責任。 

縣長陳唐山答覆表示，七股工業區開發是卡在黑面琵鷺保護區問題上，一旦農委會同意 

劃出保護範圍，便可規劃開發，至於濫墾魚塭管理，要每天巡邏實在做不到。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20 日 中國時報 第 17 版***** 

「曼德克博士探視黑面琵鷺最後的樂園」 

國際濕地保育局工太地區召集人曼德克博士，昨日偕同保育團體在曾文溪北岸堤防及浮 

覆地一帶，探視黑面琵鷺最後的樂園，並表示保護鳥類棲息地並非人不如鳥，而是要人鳥共 

存，同時也可發展觀光事業。 

曼德克博士昨日在七股海岸協會、台灣海岸保護協會、台南市漁業資源保育協會、反七 

輕大煉鋼廠行動委員會、中華民國濕地保護聯盟、台南市野鳥協會等人員的陪同下，觀察七 

股潟湖的生態及了解漁民養殖的情形，順便欣賞瀕臨絕種的黑面琵鷺，現今約有三十隻。



他又說，保護當地生態，可確保養殖漁業的生存，同時亦可發展觀光事業，讓自然環境 

永續發展。 

******資料來源：85 年 10 月 9 日 台灣時報 第 15 版***** 

「搶救七股潟湖，國際濕地組織聲援，亞太召集人表示將撰文籲世界各國關切」 

擁有一百二十個會員國的國際濕地組織亞太地區召集人曼得克博士，昨天上午九時由台 

南野鳥協會等多個團體陪同下，到七股曾文溪出海口黑面琵鷺保護區，觀賞到已來台的二十 

九隻黑面琵鷺棲息情形，並到七股海岸保護協會召開記者會表示，黑面琵鷺不止是台南地區 

的資產，也是世界的公資產，他強調，保育是人鳥共存，而不是人鳥之爭，只有保育自然生 

態環境，人才可生存下去。 

曼得克博士昨天訪視曾文溪北岸、水產試驗所，並出海探勘潟湖全景並順利觀察到二十 

九隻黑面琵鷺於曾文溪口群集休息的情形。 

七股海岸保護協會昨天也在記者會上，宣讀一份「致曼得克博士的一封信」，期盼主持 

「一九九六至二○○○年亞太水鳥保育計畫」的曼得克博士，能把七股潟湖及曾文溪口等濕 

地納入這項計畫範圍，曼得克博士表示，將撰文呼籲世界各國關切七股濕地的前途，他也會 

在下週拜會環保署、農委會時，向台灣的官員表達對保存七股濕地的必要性。 

******資料來源：85 年 10 月 9 日 自由時報第 11 版********** 

「黑面琵鷺有三隻未北返，其中一隻身背衛星追蹤器 迄今未見蹤影」



去年十月來到台南曾文溪出海口附近度冬的黑面琵鷺，只剩三隻尚未北返，其中一隻是 

台灣省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今年三月間繫上衛星追蹤器野放，這隻的黑面琵鷺野放至今的 

三個月內，一直沒有被人發現留下紀錄。 

特有中心昨天表示，從法國傳回的衛星追蹤器資料顯示，這隻黑面琵鷺一直都在台南縣 

市地區，最近幾天透過衛星測出牠的位置在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停棲活動，至於為何至今仍未 

北返，特有中心表示，這是世界上第一隻背著追蹤器的黑面琵鷺，而且背著追蹤器的亞成鳥 

在離群後行為也可能不同，必須繼續觀察，目前無法判定。 

******資料來源：85 年 6 月 8 日 聯合報第 14 版************ 

「保育工作需要經營計畫，曼得克認有必要設計一套各國適用的課程，透過國際合作來 

推動水鳥保育」 

國際濕地組織亞太地區水鳥保育計畫召集人曼得克指出，保育工作也需要提出「經營計 

畫」才能獲致成效，在世界各地都面臨棲地遭破壞的危機時，有必要設計一套各都適用的保 

育課程，透過國際間的合作來推動水鳥保育工作。 

曼得克昨一國內環保團體之邀，在成大以亞太地區水鳥保育策略為題發表演講，他首先 

以幻燈片展示了亞洲地區水鳥棲地被破壞的情形，計有香港和韓國填海建機場工程、日本在 

某一地區的潮間帶填進行開發、大陸的水壩工程和馬來西亞的發電廠工程等。 

至於國際間的保育合作計畫，國際濕地組織目前已進行頗具規模的繫放工作，藉以觀察 

水鳥的遷徙路徑，而繫放用皂腳環則由原先的金屬材質，改為不同地區各有不同顏色的塑膠 

腳環，如此，便可以在不捕捉水鳥的情形下，進行記錄工作。 

曼得克在昨晚的演講中也提醒國內保育人士，如果在保護區內有大量的水鳥棲息，則要



注意傳染疾病的防範工作，最好將大放群擴散開來。 

******資料來源：85 年 10 月 19 日 中華時報 第 14 版********* 

「黑面琵鷺，國際賞鳥人士到七股重申保育是人鳥共存」 

國際濕地保育局工太地區水鳥保育計劃負責人曼德克博士，由台南野鳥學會等多個團體 

陪同，昨到七股鄉曾文溪出海口黑面琵鷺保護區觀賞黑面琵鷺棲息情形。曼博士在記者會重 

申，保育是人鳥共存，而不是人鳥之爭，也唯有保育自然生態，人類才能夠生存。 

根據國際濕地聯盟資料統計，全世界目前僅存四百多隻的黑面琵鷺，而七股曾文溪出海 

口處就有二百八十隻以上的記錄，因此可以說七股是黑面琵鷺的最大保育棲息地。 

與會的包括七股海岸保護協會會長蔡金祥，台灣海岸保護協會召集人黃銘欽，台南市漁 

業資源保育協會會長張福平，反七輕大煉棡廠行動委員會副會長汪旺思，中華民國濕地保護 

聯盟台南分會會長翁義聰，台南市野鳥學會代表鄭靜教授。 

******資料來源：85 年 10 月 19 日 民眾日報 第 13 版************* 

「賞黑面琵鷺，請練好憋功，賞鳥廁所完工長達七個月遲未開放，引發怨言」 

台南縣政府在七股鄉曾文溪口的黑面琵鷺棲息地，耗資一百五十萬元興建的賞鳥廁所， 

完工至今已長達七個月，遲未開放使用，造成賞鳥民眾飽受無處方便的憋尿之苦，引發怨言 

四起；縣府保育課表示，因當地沒有自來水管線，賞鳥廁所才無法開放，經協調自來水公司， 

即將動工埋設管線，可望於下個月完工開放使用。



縣府於去年六月，獲得農委會補助一百五十萬元，在黑面琵鷺棲息地動工興建賞鳥廁所， 

到今年四月間完工，但完工後即大門深鎖，至今長達七個月時間，遲未開放使用，引起許多 

賞鳥人士的不滿。 

縣府保育課人員表示，賞鳥廁所興建完工後，才發現當地因過於偏僻，至今仍沒有自來 

水管線，造成賞鳥廁所無法開放使用，經向自來水公司協調後，即將動工埋設管線，等到下 

個月管線埋設完工後，即可開放使用。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19 日 中國時報 第 17 版*********** 

「保育黑面琵鷺，濕地聯盟明召開研討會」 

中華民國濕地保護聯盟訂於廿一日在崑山技術學院，舉行「黑面琵鷺保護區劃設原則研 

討會」，邀請多位學者和保育團體代表與會，共同研擬黑面琵鷺保育的計劃目標，讓七股濕 

地成為台灣的自然珍寶。 

濕地聯盟理事長曾瀧永昨天表示，野生動物滅絕的原因首推棲地遭破壞，其次則是人為 

獵殺，而這也正是黑面琵鷺面臨絕種的兩大危害因子。由於地方政府對於曾文溪口新生地和 

鄰近土地，仍傾向大面積的開發，使得台灣黑面琵鷺的保育工作一直籠罩在陰影中。 

他說，召開黑面琵鷺保護區劃設研討會具有兩大意義，首先是邀請四年來從事黑面琵鷺 

學術研究、國際合作和保護區規劃的團體，在學術研究上進行心得的交換，以便總結眾人努 

力的成果，做為往後保育工作的參考依據。 

其次，藉由在地方上舉行研討會，可以將黑面琵鷺保育的焦點凝聚到地方，爭取居民認 

同，因為南縣居民的意見關係黑面琵鷺保育工作成敗的重要決定性因子。



應邀出席明天會議的包括濕地聯盟、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台灣省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台南縣政府等單位代表，以及來自中央研究院、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學術界人 

員。另外，「國際黑面琵鷺保育對策委員會」代表戴明揚，也將自香港來台參加。 

濕盟指出，八十一年間發生的槍殺黑面琵鷺事件，喚起國人對黑面琵鷺保育的重視，希 

望藉由這次研討會總合各界研究成果，研擬出黑面琵鷺保育下一階段計畫，讓七股濕地成為 

台灣最好的自然珍寶。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20 日 中華時報 第 23 版************ 

「黑面琵鷺棲息區，閒人止步，農業局指示禁止挖赤嘴，插蚵雖不受限，但請保持距離」 

世界稀有珍禽黑面琵鷺再度光臨七股鄉曾文溪口棲息，民眾在棲息區從事插蚵、挖赤嘴 

的活動並未停止，可能對黑面琵鷺安寧構成威脅，縣政府農業局將指示棲息區巡邏人員，禁 

止民眾進入棲息區從事任何可能影響黑面琵鷺安全、安寧活動。 

臺南縣觀光協會辦理「新南瀛勝景」立碑位置現場勘查，雖然七股鄉公所反對在曾文溪 

口黑面琵鷺棲息區立碑，不過，縣觀光協會總幹事陳益州等人八日仍前往了解當地環境。 

縣政府農業局長吳武久表示，黑面琵鷺棲息區不應受到騷擾，因此，農業局將指示禁止 

民眾進入棲息區內挖赤嘴，至於插蚵事關民眾權益，雖然不便強制禁止，但仍要求插蚵的民 

眾遠離黑面琵鷺族群，以免造成黑面琵鷺驚慌。 

******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9 日 中國時報 第 17 版***********



「櫻花鉤吻鮭、黑面琵鷺保護區年底公告成立，分別位於武陵七家灣、曾文溪口區內限 

建、居民將予遷移」 

預定在台中縣武陸成立的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曾文溪口的黑面琵鷺保護 

區，已確定於今年底正式公告設立。農委會二十六日表示，屆時兩處保護區內將予以限建， 

同時恢復部分原生植物，以保護櫻花鉤吻鮭及黑面琵鷺棲地。 

公告後列為保護的櫻花鉤吻鮭保護區，位於台中縣武陸一帶，設立後將以七家灣兩岸崖 

地起三十公尺為嚴格保護的核心地區，並將逐年檢討擴增此保護帶的範圍。而現有武陵路以 

東屆時將不得再種植短期作物，並需在一定期間內改變作物型態、恢復原生植物造林，而位 

於該區附近的武陵農場也將進行六年轉型計畫，武陵路以東現有居民則將予以遷建。 

雖然作為黑面琵鷺保護區的曾文溪口一帶曾因「七股工業區開發計畫」在附近提出，而 

一度引發爭議，不過農委會表示，目前該區沿海整體土地規畫、土地防護、污染防治及開發 

利用等均已陸續提出，在評估可在經濟開發與生態保育取得平衡前提下，將可在今年底前和 

櫻花鉤吻鮭保護區分別完成公告程序。 

******資料來源：85 年 7 月 27 日 中國時報 第 5 版***** 

「七股工業區規劃，縣府有意見，顧問公司提出初步構想，但縣府表示將待黑面琵鷺保 

護區劃定再談規劃內容」 

負責規劃原七股工業區八百餘公頃新開發案的顧問公司，八日向縣庥府提出初步的規劃 

構想；惟因農委會答應七股居民保護區的劃定要與「有屋無契」同時解決，因此至今仍未能 

劃設保護區，要進行開發還言之過早；如今黑面琵鷺又來了，縣府擬先籌建觀鳥亭，區隔人 

鳥，便於民眾觀賞黑面琵鷺。



據顧問公司完成的初步規劃，有河海親水性遊憩活動設施，包含有遊艇、船釣、駛帆、 

賽船、滑水等；陸域旅遊休閒設施有賞鳥環保公園、河堤運動親水公園、露天音樂表演場、 

慢跑健康步道、花園渡假中心、人造海灘泳場等；低密度花園高級住宅社區有遊艇別墅、文 

教區等；主題樂園觀光遊憩娛樂型設施有濕地自然生態、熱帶雨林鳥類生物展示館、海底世 

界、水上世界等。規劃單位亦指出，整體的規劃包括有靜態和動態，是屬於大眾化的休閒場 

所。 

惟縣府表示，初步規劃雖有雛型，但是保護區卻遲遲未能劃設，一年一度的黑面琵鷺又 

到來所以縣府擬先斥資興建觀鳥亭，提供遊客觀賞黑面琵鷺，至於規劃內容只好等保護區劃 

定後再展開。 

******資料來源：85 年 10 月 9 日 中華時報 第 26 版***** 

「縣府促解決七股有屋無契，黑面琵鷺保護區遲難劃定，將請鄉所協助登錄」 

台南縣因七股地區六百四十餘戶「有屋無契」的問題尚未解決，使得黑面琵鷺保護區遲 

遲無法劃定；縣府表示，近日將函文催請七股鄉公所協助蒐集未登錄地的資料與位置圖，以 

申請辦理登錄；至於已登錄的將送國有財產局辦理承租或讓售事宜。 

由於農委會為劃設七股黑面琵鷺保護區，同時答應七股居民一起解決「有屋無契」的問 

題，這使得農委會「自廢武功」，不僅未能進行黑面琵鷺保護區的劃設，連非自己權責的「有 

屋無契」也攬起責任，致使問題更趨複雜。有民眾認為，如果黑面琵鷺因此遭受到破壞，那 

麼農委會絕對不能撇清責任。另縣府則指出，黑面琵鷺已成了國際野生保育動物的焦點，保 

護區應趕快劃定，以免再受到國際對我國保護野生動物的質疑。 

至於保護區遲未能劃定的原因，不外是農委會答應劃設的同時，一併解決居民「有屋無 

契」的問題，如今有屋無契尚未解決，七股當然不願同意劃定保護區範圍。縣府表示，據調 

查七股鄉住屋公地屬國有財產局已登錄的有四百四十三戶，未登錄的有一百一十戶。屬省有



地的有二十二戶、屬縣有地的有四戶、屬台鹽的有五十六戶、屬台糖有六戶、屬嘉南水利會 

的有六戶，總計有六百四十七戶；其中屬國有財產局的原則上可依程序辦理放領；惟台鹽已 

有明文不願出售或放租，這使得有屋無契問題，可能有部分無法放領；不過縣府亦指出，將 

擇期至經濟部，期能解決台鹽地上有屋無契的情形，讓保護區能儘快劃定。 

******資料來源：85 年 10 月 9 日 中華時報 第 26 版*****



濕地的界定及其功能 

文／李展榮、方力行 

摘要 

濕地對生態系的貢獻，日益為人瞭解而重視，但是濕地本身的界定為何，仍然眾說紛云， 

其定義不清，則其功能自然不易彰顯，也難以達到對社會教育及宣導的目地。〞濕地〞的界 

定，有廣義和狹義的角度，廣義的內容幾乎包括了所有六公尺以淺的水域；狹義的內容則為〞 

陸域和水域的過渡生態區，因為豐富的水涵育著土壤，而造就了特殊植物群落的地區〞，但 

是不論援引上面那一種定義，濕地基本上都包含了從高山到沿海十種以上不同的〞豐水性生 

態區〞。而這些生態區，分別提供了自然界及然類下述的重大工能： 

１．調節洪流２．提供水源３．補充地下水４．防止地表及地下水的海水入侵５．保護海岸 

６．保留養份７．保育沖積土８．清除毒物９．產生能源１０．蘊育並生產天然資源１１． 

水上運輸，而對近年的社會形態及自然生態變化而言，濕地更提供了以下的功能：１２．基 

因庫１３．棲所以及野生動物保護區１４．自然景觀１５．研究教育１６．休閒旅遊１７． 

區域生態系調節等的重要功能。 

因之，濕的的保護及研究，並不是只侷限在自然生態的保育範疇，而是人類對自己生存 

環境的運轉及改善，無可規避的責任。 

一．前言 

濕地對生態系的貢獻，日益為人瞭解而重視，但是濕地本身的界定為何，仍然眾說紛云， 

其定義不清，則其功能自然不易彰顯，也難以達到對社會教育及宣導的目地。〞濕地〞的界 

定，有廣義和狹義的角度，廣義的內容幾乎包括了所有六公尺以淺的水域；狹義的內容則為〞 

陸域和水域的過渡生態區，因為豐富的水涵育著土壤，而造就了特殊植物群落的地區〞，但 

是不論援引上面那一種定義，濕地基本上都包含了從高山到沿海十種以上不同的〞豐水性生 

態區〞（圖一）。 

而這些生態區，分別提供了自然界及然類下述的重大工能： 

１．調節洪流２．提供水源３．補充地下水４．防止地表及地下水的海水入侵５．保護海岸 

６．保留養份７．保育沖積土８．清除毒物９．產生能源１０．蘊育並生產天然資源１１． 

水上運輸，而對近年的社會形態及自然生態變化而言，濕地更提供了以下的功能：１２．基



因庫１３．棲所以及野生動物保護區１４．自然景觀１５．研究教育１６．休閒旅遊１７． 

區域生態系調節等等。 

以下，就針對上述各項功能，分別一一介紹。 

二．濕地在環境中的角色及功能 

濕地是整個地球上生產力最豐沛的生態系，涵蓋了所有河口、灘地紅樹林、沼澤林、沼 

湖等高產量的區域。根據生態學家尤金．奧頓（E. Odum）指出，濕地的總生產量，是一般良 

田的兩倍半到四倍。這個數字令人驚訝，且和一般人印象中可以用來傾倒建築廢棄物、垃圾、 

築堤造陸、改善排水系統等的「無用」地形，大不相同。除了豐沛的生產力外，濕地在整個 

地球環境中，積極扮演著不同的角色及提供了許多重大功能，分述如下： 

１．調節洪流 

沼澤區、水塘或沼湖區在防洪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它就像一塊天然的大型海綿，水量多 

時，可吸收大量水份，並積蓄起來；更由於濕地平坦寬廣的地形，能減弱並均化洪峰的衝擊， 

調節江、河的逕流量及流速，減少泛濫、沖刷的情形，直接保護人類生活的環境。 

２．提供水源 

濕地中的沼湖或水塘，可直接提供人類及各種野生動物的引用。例如在恆春地區的龍鑾潭， 

收集了熱帶季風雨所帶來的雨量，使潭面在夏季滿水位時可達１７５公頃，旱季時水位仍有 

１２０公頃的面積。如此廣大的淡水面積，除可提供臨近居民使用外，並可供作灌溉之用。 

而在北部桃園池沼地區，大小池沼密佈，總數達２２００個以上，這些水池均可提供附近居 

民蓄水、灌溉、養殖之用，並且是各種水鳥及附近野生動物覓食、飲水、棲息的場所。 

３．補充地下水 

濕地就如同一塊大海綿，當水量多時，可調節洪流，並提供廣大的蓄水範圍，使得地表水有 

足夠的面積及時間滲入地下，充份補充地下水。當水量少時，濕地也可慢慢的釋放所含水份， 

有助於地下水的添加（圖二）。倘無濕地對地下水的補充，地底水位層下降，抽取不到地下 

水（圖三），或者目前部份地區養殖業者，超抽地下水，愈抽愈深，致使地盤下陷，陸地變 

成低於海平面，造成颱風積水不退的惡果。 

４．防止地表及地下水的海水入侵 

濕地除補充地下水源外，更可有效防止海水的入侵（圖四），在無濕地可提供補充地下水源 

的情況下，海水迅速補進原有的地下水層，造成海水入侵地下水井，致使淡水、地下土層鹹 

化（圖五）。另外，在有濕地的情況下，淡水可順著灌溉系統進入河流，再流入大海，河岸



四周的土壤不會因海水入侵而鹽化，海水不易入侵地表水域（圖六）；反之，缺乏濕地或濕 

地枯竭，海水則會沿著河道入侵四周土壤，造成土地的鹽化（圖七）。 

５．保護海岸 

熱帶及亞熱帶的海灣、河口、潮間帶泥灘地的主要常綠植物，非紅樹林莫屬。由於生育地均 

為鬆軟之泥灘地，這些紅樹林的根發展了適應特殊環境的能力，能抵抗海潮波浪等的沖蝕， 

相對的也增加了護岸功能，並控制了海水泛濫。另外紅樹林亦可防風防颱，降低鹽害的侵襲。 

當海風吹上陸地時，微細的海水珠迅速蒸發成為鹽粒，隨風飄散，這時沿岸具有耐鹽能力的 

紅樹林，就可將這些鹽份大幅攔下，而使得內陸的植物不致受損，這是除了一般瞭解海岸林 

的防風功能外，另一個重要的保護作用。近年來由於西部海岸急速開發，許多紅樹林生育地 

遭到破壞，再加上養殖業者超抽地下水的雙重影響，造成國土下沉、海水泛濫、侵蝕海岸以 

及內陸作物遭受鹽害等難以估計的損失。 

６．保留養份 

位於河川下游的沖積平原湖、沼澤、紅樹林、泥灘等地，由於下游水流緩慢，由上游經河水 

帶來的養份沉澱於此，因其有機物養份極高，極適合植物繁衍。另外，因流速降低，濕地亦 

可將高混濁度及富營養的鹽的水，經由沉澱作用及植物的吸收，將可增加河水透明度及減少 

沿岸海水的優養化，間接避免了如紅潮等有害浮游生物的繁盛。 

７．保育沖積土 

由於河流的侵蝕、搬運和堆積作用，其所攜帶的泥沙在河口附近會逐漸的沉積下來，日積月 

累，就形成泥質灘地，而這泥質灘地上倘若有生長著紅樹林，則可因紅樹林而防止海水侵蝕， 

使沖積土得以保存。反之，這新生的沖積土對於海浪的作用沒有如紅樹林的保護，海浪長驅 

直入，被潮汐波浪侵襲沖刷之下，河水攜來的泥沙定當難以沉積下來，泥灘地自然也無法形 

成了。 

８．清除毒物 

濕地除了上述的功能外，更可淨化水質、過濾與分解污染物質，對於各種有毒物質更是最佳 

的過濾器，其過濾功能主要是透過濕地植物之根系吸收及土壤的緩衝力。每國威斯康辛州自 

西元１９５３年起即利用沼澤植物來處理蓄牧廢水，並用來吸收水中之金屬化合物、農藥等。 

９產生能源 

部份的濕地，因動植物的遺骸及大量有機質的長期累積埋於泥沙之中，經年累月行成泥煤， 

這是屬於低效率的能源，但也算是濕地的功能之一。台灣因河川地形的各項條件，目前尚未 

累積此種能源。



１０．蘊育並生產天然資源 

本節所提之天然資源乃是指生物資源。無論在沼澤區、紅樹林、河口區或海草床，都是魚蝦 

貝等繁殖和生長的良好棲息地；豐富的營養鹽又能提供高的基礎生產力，成為魚貝覓食所需； 

這些魚類和無脊椎動物又成為鳥類的食物來源。 

１１．水上運輸 

台灣西部許多河系在台灣水域運輸方面曾有過重要的貢獻，在歷史文明及商業活動中，均有 

不可抹滅的地位。但因沿岸過度開發，導致河川淤積，內陸港口無法使用，再加上汽機車取 

代了船舶交通，因此許多河流已失去了水上運輸的功能。但在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有效的 

利用濕地所形成的廣大水域網，聯接主流和其週邊地區的交通，避免了填土造陸等的人為工 

程，對於濕地水上運輸還是相當依賴。 

１２．基因庫 

近年來社會工業化及自然生態變化，使得物種的滅絕現象，成倍數增加，因此，濕地的特性 

更提供了保存基因庫的功能。由於濕地生物的多樣性及豐富性，再加上濕地本身可供給豐富 

的食物資源和棲息地，因此在這裡可組成一個完整而歧異度極高的生態區。所以，保有濕地， 

相對的即保有種源庫、基因庫。 

１３．棲所及野生動物保育 

棲所及野生動物保育和基因庫的提供，其實是一體的兩面，濕地在同一土地上，提供了豐富 

的水、營養份及多樣性的基質，自然成為最好的生物棲所。目前世界保育聲浪高漲，對野生 

動物的保育政策自然不在話下，對於濕地的提供野生動物棲所的保護更是讓決策者在工業與 

環保之間大傷腦筋。例如棲息在距離七股工業區預定地附近的黑面琵鷺，就是目前糾纏不清 

的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的衝突高點之一。但是平心而論，人類已佔有的自然土地及資源實在 

已太多，將濕地留給野生動物，又對人類本身的福利有幫助，何樂而不為？ 

１４．自然景觀 

濕地提供了許多的自然景觀，例如，台灣中部主要河川的大肚溪，溪口坡度平緩，加上潮差 

大，退潮時，泥灘地向外五公里以上，形成相當寬廣的潮間帶。十年前，其間養蚵人家甚多， 

蚵架散佈於潮間帶，人們以牛車隊下海運蚵，人、蚵、牛車的結合可謂奇特的景觀。但因近 

年來，此種景觀已不復盛況，牛車也變成機械車，但大肚溪口生態系生產力至今還是相當高， 

動植物資源豐富，遷移性水鳥非常多，仍是中部地區的賞鳥聖地。 

１５．研究機構 

數年前，「濕地」還是個新的名詞，現在，對濕地的研究，已由歐洲拓展到全球各地。整合 

了溪流生態、沼澤生態、湖泊生態、河口生態、紅樹林及海岸生態等學問，對濕地之保育與 

經營管理作更深入的研究。而濕地所具有的生態教育資源更值得我們利用，在上述環境中之



多樣化的生物，例如昆蟲、兩棲類、魚貝類、螃蟹、鳥類以及水生植物均為介紹自然生態教 

育的題材，而濕地本身則是另一個戶外的自然生態教育中心。 

１６．休閒旅遊 

濕地除了具有自然生態教育功能外，它亦提供了良好的休憩旅遊的場所。例如：珊瑚礁、海 

藻床以及熱帶魚等的生物觀光資源，可提供潛水弄潮之活動場地；而湖沼區則可提供垂釣、 

欣賞山光水色的靜態休憩；河岸區活動方式則具多樣性，從冒險刺激的泛舟到溪邊釣魚、戲 

水等均是不錯的休閒方式。 

１７．區域生態系調節 

以紅樹林沼澤區為例，紅樹林植物為該區土壤有機物的來源，可供應碎屑性動物維生，而紅 

樹林沼澤附近的河口、海域，常成為許多海域魚蝦的繁殖場所，待成長後，又再回到海域中。 

一旦紅樹林遭到移除，不但本身的生態系損失殆盡，更會影響周遭海域生態的結構，除此之 

外，濕地的消失，將使得汙染物直接釋放至水體，而危害到河口及海洋生態系的生物，對人 

類而言，漁獲量也將明顯降低。 

三．結語 

以往談保育，都以單一生物為主，或是鳥、或是魚、或是紅樹林、或是台灣，很少將它 

們整合起來，從整個環境的角度著眼，因此常常有掛一漏萬之憾，而今我們瞭解到，〞濕地〞 

就像一個網路，忽然之間讓這些問題都能溝通聯結，並且互相依賴支援。是以〞濕地〞不再 

是一無是處的荒地，它實在具有令人未想到的功能，只是人類在以人為尊、理所當然、習以 

為常的觀念下，無知的、長期的忽略〞它〞的存在。因此，濕地的保護及研究，並不是只侷 

限在自然生態保育的範疇，而是人類對自己生存環境的運轉及改善，無可規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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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里長城萬里長 

濕盟／曾瀧永 

萬里長城萬里長，當年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踏上月球時，據說他從月球回觀地球時，肉 

眼所能見到的地球上人工建築物僅萬里長城，這個傳說讓中國人驕傲不已；但我們台灣人也 

不必自卑，有朝一日台灣人登上月球時必也可見到台灣的萬里長城。 

因為台灣大有為的政府為了給台灣人民一個驚喜，過去十年正委託台灣省水利局默默的 

為我們建造一座萬里長城，逐年分區分地在每個縣市的海邊建築堤防，近年因經費充裕，更 

擴大為民服務，沿著每一條河川的河口向內陸延伸，在每條河川的兩岸築河堤。 

另外據聞正計劃將目前現有的堤防加高，以免日後登陸月球時萬一無法以肉眼看見台灣 

的萬里長城會愧對國人，且若有朝一日中共派兵登陸台灣，也可號召全民登上堤防守衛國土， 

有如當年漢人抵抗遊牧民族南下牧馬一般。 

萬里長城今日為世界上著名觀光據點，但回顧過去由戰國時代經秦漢朝至明朝的兩千年 

歷史，萬里長城乃農耕漢人與遊牧民族兩種文明衝突下的產物，萬里長城的構築與維護實在 

是千萬人的屍骨所堆積而成，深思中華民族為萬里長城所付出的代價，令人不寒而慄；台灣 

省水利局所構築的萬里長城，背後隱藏同樣令人心驚的現象，它代表著台灣海岸環境的全面 

崩潰與河川死亡。 

台灣沿海由於養殖業及工業大量超抽地下水造成地盤下陷，以及海埔地不當開發、濕地 

消失、紅樹林被大量砍伐、河川及海域抽沙；水庫大量興建使海岸輸沙量銳減等因素，造成 

海岸地形急劇改變及侵蝕；河川也因農業墾殖擴大防礙水流、政府縮小河道及截灣取直的錯 

誤政策，加上上游山坡地濫墾及水庫暴雨期洩洪調節，使得河川在洪水期暴漲而溢流成災。



面對這些環境破壞所造成的後遺症，本應正本清源對症解決，然而大有為的政府官員在 

熟讀厚黑學後，使出「鋸箭法」，在全省各地廣建海堤及河堤，企圖以這道萬里長城將這些 

區域從台灣的版圖隔離，從此眼不見為淨；正如去年缺水危機出現，官員所想的竟是大量興 

建水庫，全然不顧台灣水庫壽命僅五十年，若廣建水庫我們的下一代將面臨沙漠化與無水可 

用的苦果。 

海（河）堤不但建造費用驚人，維護經費也不亞於建構費用，這些堤防大約十年即得更 

新一次，侵蝕劇烈地區每兩三年即得補強一次，除了這些金錢上的損失，對海岸及河川生態 

體系的毀滅更是全面性的，伴隨而來的沿海地區海水倒灌、近海及沿岸漁業因魚類幼苗棲地 

被破壞而減產的損失等更難以估算。 

建堤短期能讓當地居民心理上穫得保障，官員有業積，但對海岸的傷害卻既深且遠，而 

且可能永遠難以挽回。因此目前世界潮流已改弦易轍，以保護及重建濕地來保護海岸，連以 

與海爭地聞名於世的荷蘭，前年也宣布將六十萬英畝築堤所得的海埔地還原成濕地，適度的 

築堤有其正面價值，但全面建造海、河提絕對是浪費金錢且使台灣海岸與與河川生態滅亡的 

大殺手，期望大有為的政府能針對問題的根源來解決，而不要以駝鳥心態建造萬里長城，浪 

費公帑事小，台灣魚業、海岸及河川生態環境崩潰事大。（本文轉載自「南方綠色革命」一 

書）



催 生 「 鳥 松 濕 地 國 家 公 園 」 宣 言 

本 文 作 者 為 本 會 理 事 長 

濕 地 台 灣 古 語 稱 「 埔 」 平 埔 人 稱 為 「 大 加 蚋 」（ Ta g a l） 以 往 被 認 為 無 用 之 地 ， 因 

此 大 量 被 開 發 為 住 宅 用 地 、 工 廠 、 海 埔 新 生 地 等 ， 然 而 近 年 來 ， 科 學 家 發 現 濕 地 具 有 

調 節 水 位 ， 減 輕 洪 水 災 害 、 補 注 地 下 水 、 淨 化 河 川 水 質 、 防 止 海 岸 及 河 岸 侵 蝕 、 魚 類 

產 卵 及 魚 苗 成 長 保 護 、 保 護 野 生 動 值 物 ， 以 及 提 供 人 們 泛 舟 、 垂 釣 、 踏 青 等 休 閒 活 動 

的 功 能 ， 對 整 個 生 態 環 境 的 重 要 性 不 亞 於 臭 氧 層 保 護 、 熱 帶 雨 林 保 護 。 

所 以 近 年 來 ， 歐 美 日 等 先 進 國 家 紛 紛 改 弦 易 轍 ， 不 再 開 發 濕 地 ， 轉 而 保 護 尚 存 濕 

地 ， 並 且 積 極 設 法 重 建 已 消 失 的 濕 地 ， 例 如 荷 蘭 計 劃 將 填 海 造 地 所 得 的 六 十 萬 英 畝 土 

地 還 原 成 濕 地 ； 美 國 密 西 西 比 河 流 域 管 理 局 計 劃 將 密 西 西 比 河 兩 岸 部 份 河 堤 打 掉 ， 將 

土 地 還 原 成 濕 地 以 疏 解 洪 氾 及 改 善 河 川 生 態 ； 加 洲 則 制 定 法 令 ， 要 求 在 舊 金 山 灣 周 圍 

進 行 工 業 區 及 住 區 在 開 發 時 ， 得 負 責 重 建 、 維 護 濕 地 ， 以 保 護 生 態 環 境 。 

高 雄 都 會 區 在 三 百 年 前 亦 為 一 大 面 積 的 濕 地 ， 經 過 三 百 年 的 開 墾 ， 而 幾 乎 消 失 殆 

盡 ， 尤 其 最 近 十 年 來 ， 由 於 經 濟 發 展 迅 速 ， 地 價 飛 漲 ， 這 些 以 前 容 易 積 水 的 低 窪 地 ， 

由 於 土 地 取 得 成 本 低 廉 ， 變 成 奇 貨 可 居 ， 成 為 民 間 社 區 開 發 及 政 府 公 共 工 程 最 優 先 選 

擇 的 地 區 。 

因 高 雄 地 區 的 濕 地 及 埤 塘 大 量 被 填 土 移 為 他 用 ， 如 高 雄 市 立 美 術 館 將 內 惟 埤 填 

平 ； 高 雄 長 庚 醫 院 及 勞 工 公 園 使 小 貝 湖 消 失 ； 同 盟 路 、 青 海 路 兩 側 原 木 池 被 大 量 開 發 

成 社 區 、 工 廠 ； 南 二 高 工 程 將 覆 鼎 金 一 帶 的 埤 塘 填 作 工 程 用 地 等 皆 是 惡 例 。 

這 些 濕 地 的 消 失 ， 使 大 地 原 有 的 自 然 調 節 洪 水 功 能 消 失 ， 家 上 排 水 設 施 的 設 計 不 

當 ， 使 去 年 雨 季 時 ， 澄 清 湖 一 帶 及 同 盟 路 等 地 的 雨 水 無 法 渲 洩 ， 導 致 積 水 不 退 ， 交 通 

癱 瘓 等 嚴 重 後 果 。 

澄 清 湖 對 面 ， 長 庚 醫 院 東 側 的 小 貝 湖 開 發 史 ， 為 濕 地 保 存 重 要 性 的 最 佳 見 證 ， 原 

本 小 貝 湖 的 利 用 方 式 ， 在 夏 季 時 做 為 水 塘 ， 放 租 供 人 養 魚 ， 這 樣 在 大 雨 來 時 ， 可 吸 收 

澄 清 湖 溢 流 的 洪 水 ， 避 免 水 患 ； 到 了 冬 季 ， 則 放 乾 湖 水 ， 收 成 漁 穫 出 售 ， 然 後 再 放 租 

給 農 民 種 水 稻 。 其 間 空 檔 及 周 圍 草 叢 ， 在 春 、 秋 兩 季 ， 則 可 提 供 西 伯 利 亞 遷 移 到 南 洋 

的 鷸 鳥 科 鳥 類 及 水 鴉 一 個 好 的 中 途 休 憩 站 ， 讓 他 們 可 以 在 此 覓 食 ， 補 充 體 能 ， 充 份 休 

養 後 再 繼 續 往 南 或 北 飛 行 ， 提 供 這 些 長 途 跋 涉 的 旅 人 一 個 良 好 的 庇 護 所 。



這 樣 的 一 種 濕 地 利 用 型 態 ， 使 人 與 大 自 然 環 境 達 成 一 個 完 美 的 平 衡 與 和 諧 狀 態 ， 

為 濕 地 利 用 與 生 態 維 護 兼 顧 的 極 佳 典 範 ， 可 惜 的 是 ， 在 長 庚 醫 院 興 建 、 小 貝 湖 填 土 做 

為 勞 工 公 園，加 上 附 近 農 地 大 量 被 開 發 為 住 宅 後，整 個 澄 清 湖 附 近 的 生 態 乃 開 始 崩 解 。 

去 年 雨 季 ， 遠 本 可 供 調 節 雨 水 的 小 貝 湖 、 農 田 、 文 山 國 小 前 窪 地 都 已 消 失 殆 盡 ， 

以 致 雨 水 無 法 渲 洩 ， 造 成 鳥 松 地 區 的 大 水 患 ， 並 且 雨 水 沿 著 濱 山 路 溢 流 至 高 雄 縣 的 青 

年 二 路 、 本 館 路 及 建 國 路 一 帶 ， 使 屏 東 往 高 雄 間 的 交 通 也 為 之 中 斷 ， 若 將 來 本 館 路 旁 

的 那 一 片 農 地 再 被 開 發 的 話 ， 這 個 地 區 的 水 患 勢 必 加 劇 。 

如 果 當 初 在 開 發 小 貝 湖 及 長 庚 醫 院 時 能 有 濕 地 保 護 的 概 念 ， 將 部 份 小 貝 湖 土 地 以 

及 文 山 國 小 前 ，長 庚 醫 院 現 在 正 興 建 中 的 兒 童 醫 院 那 塊 低 地 ，保 留 做 埤 塘 、濕 地 公 園 ， 

不 要 全 部 填 土 ； 相 信 澄 清 湖 地 區 的 水 患 問 題 ， 可 獲 得 相 當 程 度 的 緩 解 。 

今 年 初 ， 高 雄 鳥 會 第 二 梯 次 水 鴉 季 活 動 收 工 後 ， 名 作 家 洪 田 浚 、 景 觀 設 計 師 古 靜 

洋 一 家 人 、 名 攝 影 家 王 健 得 夫 婦 與 鳥 會 薛 清 吉 會 長 等 人 ， 聚 在 一 起 討 論 澄 清 湖 生 態 惡 

化 原 因 ， 由 水 鴉 的 消 失 ， 水 患 問 題 ， 一 直 討 論 到 澄 清 湖 及 高 屏 溪 水 質 惡 化 問 題 ， 大 家 

深 感 澄 清 湖 及 鳥 松 鄉 近 年 來 生 態 環 境 與 居 住 品 質 一 年 不 如 一 年 ， 與 這 個 地 區 濕 地 的 不 

當 開 發 實 有 密 切 關 係 。 

如 何 讓 政 府 官 員 與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能 認 識 濕 地 ， 了 解 濕 地 價 值 重 要 性 ， 進 而 喚 起 大 

家 保 護 濕 地 的 共 識 ， 是 濕 地 保 護 工 作 落 實 的 重 要 工 作 ， 而 要 讓 一 般 人 能 了 解 濕 地 的 重 

要 及 價 值 ， 若 能 有 一 個 濕 地 公 園 來 做 為 自 然 教 室 ， 是 最 理 想 不 過 的 ， 畢 竟 百 聞 不 如 一 

見 ， 一 個 濕 地 公 園 的 存 在 ， 是 最 好 的 宣 導 與 教 育 。 

在 一 陣 七 嘴 八 舌 的 討 論 後，在 澄 清 湖 大 門 口 東 側，麥 當 勞 速 食 店 後 的 那 一 塊 土 地 ， 

就 成 了 最 佳 選 擇 ，這 一 塊 三 角 形 土 地 面 積 約 二 公 頃 ，目 前 為 省 水 利 局 所 擁 有 ，作 為「 沉 

砂 池 」 之 用 ， 目 前 該 筆 土 地 ， 三 分 之 一 為 水 塘 ， 三 分 之 一 為 泥 灘 沼 澤 地 ， 三 分 之 一 為 

林 地 ， 目 前 的 自 然 生 態 相 當 不 錯 ， 常 有 紅 鳩 、 小 環 頸 　、 紅 冠 水 雞 、 緋 秧 雞 、 紅 尾 伯 

勞 等 鳥 類 在 此 活 動 ， 已 具 備 濕 地 公 園 及 自 然 教 室 的 雛 型 了 ， 只 可 惜 由 於 缺 乏 管 理 ， 被 

人 大 量 傾 倒 廢 土 ， 而 顯 得 相 當 髒 亂 。 

但 若 將 垃 圾 清 理 乾 淨 ， 稍 加 規 劃 ， 補 植 一 些 水 生 植 物 與 誘 蝶 植 物 ， 再 將 周 圍 及 澄 

清 湖 牆 邊 的 單 行 道 封 閉 ， 並 以 綠 籬 隔 離 ， 及 可 成 為 一 優 良 的 濕 地 公 園 － － 「 鳥 松 濕 地 

公 園 」 而 且 濕 地 公 園 與 省 水 利 局 目 前 的 沉 砂 用 途 ， 不 但 毫 不 衝 突 ， 反 而 具 相 輔 相 成 效



果 ， 實 為 絕 佳 地 點 。 

據 濕 地 保 護 聯 盟 初 步 調 查 ， 該 地 目 前 至 少 發 現 三 十 種 鳥 類 與 六 十 種 植 物 ， 若 透 過 

良 好 規 劃 與 經 營 管 理 ， 設 置 人 工 島 、 調 整 水 系 ， 栽 植 本 土 原 生 樹 種 和 水 生 植 物 ， 將 具 

吸 引 七 十 種 以 上 鳥 類 ， 一 百 二 十 種 植 物 與 二 十 種 蝶 類 的 潛 力 ， 是 高 雄 縣 的 一 大 寶 庫 ， 

也 是 高 雄 縣 、 市 各 級 學 校 戶 外 教 學 的 最 好 自 然 教 室 之 一 。 

衛 武 營 公 園 促 進 會 會 長 曾 海 貴 醫 師 有 一 個 「 大 衛 營 」 之 夢 ， 希 望 衛 武 營 公 園 、 大 

背 湖 （ 澄 清 湖 ） 及 其 間 道 路 如 國 泰 路 、 本 館 路 連 結 成 一 帶 綠 色 空 間 ， 以 與 柴 山 自 然 公 

園 東 西 輝 映 ， 這 個 「 鳥 松 濕 地 公 園 」 的 設 立 ， 可 成 為 「 大 衛 營 」 計 劃 中 ， 另 一 枚 耀 眼 

的 珍 珠 ， 讓 這 個 綠 色 之 夢 再 往 前 跨 一 大 步 。 

一 個 夢 想 能 否 實 現 ， 有 賴 天 時 、 地 利 、 人 和 三 者 的 配 合 ， 以 時 機 而 言 ， 現 在 民 眾 

要 求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及 提 高 居 住 、 休 閒 品 質 的 呼 聲 日 益 高 漲 ， 是 推 動 濕 地 自 然 公 園 的 大 

好 時 機 。 

就 地 利 而 言 ，「 鳥 松 濕 地 公 園 」 位 於 澄 清 湖 大 門 旁 ， 交 通 方 便 且 地 勢 平 坦 ， 是 個 可 

讓 殘 障 同 胞 輕 易 使 用 的「 無 障 礙 空 間 」； 且 整 個 面 積 僅 二 公 頃 左 又 ， 土 地 所 有 權 又 屬 台 

灣 水 利 局 ， 用 地 取 得 容 易 ， 地 利 之 佳 無 出 其 右 者 。 

以 人 和 而 言 ， 高 雄 都 會 區 綠 色 團 體 輩 出 ， 培 育 出 優 秀 解 說 員 甚 多 ， 柴 山 公 園 促 進 

會 王 家 祥 會 長 及 高 雄 鳥 會 薛 清 吉 理 事 長 ， 也 都 允 諾 全 力 支 持 該 濕 地 公 園 的 解 說 教 育 與 

經 營 工 作 ， 若 高 雄 縣 政 府 願 意 讓 綠 色 團 體 認 養 ， 整 個 濕 地 公 園 的 規 劃 與 建 設 經 費 ， 他 

們 也 願 意 自 行 設 法 。 

因 此 整 個 「 鳥 松 濕 地 公 園 」 的 誕 生 ， 可 謂 萬 事 具 備 只 欠 東 風 ， 只 差 高 雄 縣 長 余 政 

憲 先 生 的 首 肯 與 支 持 ， 以 余 縣 長 對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視 ，「 鳥 松 濕 地 公 園 」 的 誕 生 ， 應 不 必 

如 高 雄 市 長 吳 敦 義 先 生 ， 催 生 柴 山 自 然 公 園 那 般 痛 苦 才 是 ， 在 此 謹 代 表 「 濕 地 保 護 聯 

盟 」 向 余 縣 長 說 ：「 加 油 、 加 油 、 加 油 」。（ 本 文 作 者 為 本 會 理 事 長 ）



在銀色月光下 

本會金門分會負責人 

濕 地 保 護 聯 盟 金 門 分 會 已 正 式 ５ 年 

６ 月 ２ ４ 日 正 式 成 立 ， 這 可 是 我 期 待 好 

久 、 好 久 的 事 了 . . . . . . 。 

一 ． 傳 說 中 的 神 秘 動 物 

相 信 每 一 位 到 過 金 門 的 朋 友，都 會 惰 

這 個 綠 色 島 嶼 印 象 深 刻 ， 好 多 、 好 多 的 

鳥 ， 種 類 或 數 量 上 ， 但 是 ， 這 兒 還 有 另 外 

一 種 〞 重 量 級 〞 的 生 物 . . . . . . 「 . . . . . . 聽 說 很 

補 . . . . . . 」 「 小 時 候 看 過 ， 很 兇 ， 還 會 弄 破 

鐵 籠 逃 走 . . . . . . 」 「 我 們 是 不 會 去 抓 的 

啦 . . . . . . 」 地 方 人 士 如 是 言 。 

而 他 ， 正 是 吸 引 我 到 金 門 長 住 的 原 

因 ， 這 種 集 兇 狠 、 敏 捷 、 優 雅 、 可 愛 於 一 

身 的 神 秘 動 物 － 水 獺 ！ ！ 

不 意 外 地，金 門 地 方 上 對 這 種 稀 有 動 

物 ， 完 全 沒 有 任 何 實 質 上 的 保 護 措 施（ 筆 

者 截 稿 為 止 ）， 而 金 門 國 家 公 園 也 僅 是 將 

其 列 為 〞 吉 祥 物 〞 而 已 ？ 

而 當 我 不 斷 地 於 金 門 各 地 發 現 到 牠 

的 足 跡 、 排 遺 ， 甚 至 親 眼 目 睹 ， 我 嘗 試 著 

問 我 自 己 ， 我 能 為 牠 做 些 什 麼 ？ 

二 ． 江 河 日 下 的 自 然 環 境 

還 記 得 轟 動 一 時 － － 浯 江 溪 口 垃 圾 

填 海 一 事 嗎 ？ 沒 錯 ， 現 在 仍 在 持 續 進 行 

中 ！ ！ 奇 怪 ？ 不 是 答 應 停 工 了 嗎 ？ 停 

工 ？ 說 說 而 已 啦 ！ ！ 我 突 然 想 起 了 掩 耳 

盜 鈴 的 故 事 ！ ！ 

此 刻 ， 正 有 三 部 怪 手 正 在 進 行 所 謂 〞恢 復 

原 貌 〞的 工 程 . . . . . . . ？ 金 門 還 有 多 少 濕 地 殘 

存 呢 ？ 終 年 有 水 的 僅 有 金 沙 溪、前 埔 溪 罷 

了 。 而 〞聽 說 〞田 墩 一 帶（ 金 沙 溪 出 海 口 ） 

正 在 進 行 〞海 洋 世 界 〞的 規 畫 呢 ？ ！ 金 門 

果 然 〞 進 步 〞 的 很 快 、 很 快 ？ ！ 

結 語 

月 光 輕 灑 、 涼 風 徐 來 ， 朋 友 與 我 靜 坐 

在 湖 邊 ， 聆 聽 遠 近 傳 來 水 獺 清 亮 的 哨 

音 . . . . . .。 雖 然 睡 意 襲 人 ， 我 卻 輕 輕 地 哼 起 

了 〞 在 銀 色 月 光 下 〞 這 首 曲 子 。 

水 獺 、 濕 地 、 紅 樹 林 、 鱟 . . . . . . 金 門 要 

做 的 事 太 多 ， 但 是 人 力 、 經 費 卻 少 得 可 

憐 ？ ！ 我 不 禁 又 想 起 了 鰲 鼓 ， 想 起 了 關 

渡 . . . . . . 。 

＜ 附 錄 ＞ 

濕 地 保 護 聯 盟 金 門 分 會 今 後 重 點 工 作 項 

目 ： 

１ ． 水 獺 之 調 查 、 保 育 。 

２ ． 濕 地 保 育 ： 浯 江 溪 口 、 金 沙 、 前 埔 溪 

流 域 。 

３ ． 環 境 白 皮 書 製 作 。 

４ ． 鳥 類 調 查 。 

５ ． 監 督 國 家 公 園 。



（ 本 文 作 者 為 本 會 金 門 分 會 負 責 人 ）



鰲鼓濕地之美 

濕盟／陳榮作 

鰲 鼓 濕 地 位 於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鰲 鼓 村 西 方 ，北 為 北 港 溪 ，南 為 六 腳 大 排 水 ，西 至 海 ， 

東 以 台  1 7  公 路 為 界 。 面 積 約 為  1 5 00  公 頃 左 右 ， 其 中 約  1 3 00  公 頃 為 台 糖 公 司 土 地 ， 其 

餘 為 私 有 地 。 

鰲 鼓 濕 地 其 最 大 的 特 色 就 在 於 其 為 多 種 環 境 鑲 嵌 而 成 的 區 域 ， 而 和 四 草 、 曾 文 溪 

口 有 別 。 由 於 台 糖 公 司 過 去 的 經 營 ， 產 生 了 水 田 、 旱 田 、 防 風 林 、 草 澤 、 淡 水 沼 澤 、 

鹹 水 沼 澤 、 泥 質 灘 地 、 紅 樹 林 、 潮 間 帶 多 種 的 環 境 。 在 這 種 多 樣 化 的 環 境 ， 就 有 著 更 

為 多 樣 的 生 物 ， 包 括 了 至 少  2 9 0  種 植 物 及  2 0 8  種 鳥 類 。 就 鳥 類 而 言 ， 鰲 鼓 濕 地 是 西 南 

沿 海 最 大 的 猛 禽 度 冬 區 ， 此 區 曾 記 錄 過  1 5  種 猛 禽 ， 常 見 的 有 澤 鵟 、 灰 澤 鵟 、 紅 隼 …。 

除 猛 禽 外 ， 鷸 、 科 、 鷗 科 、 雁 鴨 科 、 鷺 科 、 八 哥 科 等 鳥 類 種 類 也 很 多 ， 而 環 頸 雉 、 

董 雞 、 彩 鷸 、 高 蹺 等 珍 禽 會 在 此 繁 殖 。 

可 以 在 鰲 鼓 濕 地 漫 游 終 日 ， 看 鳥 、 賞 花 、 蒔 草 ， 下 大 雨 後 還 可 以 泛 舟 。 這 裡 是 個 

荒 野 ， 屬 於 野 生 生 物 的 荒 野 ， 就 像 一 個 朋 友 所 說 ：「 從 小 就 嚮 往 美 國 西 部 的 荒 野 ， 在 鰲 

鼓 我 找 到 兒 時 的 夢 想 」。 可 以 到 鰲 鼓 看 看 ， 可 能 找 不 到 兒 時 的 夢 想 ， 但 是 一 定 有 都 市 中 

沒 有 的 平 靜 與 安 閒 。但 是 請 記 著 ，這 是 野 生 生 物 的 荒 野 ， 人 在 這 裡 只 是 個 少 有 的 訪 客 。



龍鑾潭候鳥棲息，都是野保法驕客 

本文資料來源：85 年 11 月 4 日中國時報第 14 版 

北 方 而 來 雁 鴨 開 始 棲 息 避 冬 於 恆 春 龍 鑾 潭 ，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繼 保 護 候 鳥 伯 

勞 、 赤 腹 鷹 、 灰 面 鷲 之 後 ， 展 開 保 護 雁 鴨 行 動 ， 同 時 呼 籲 民 眾 勿 濫 捕 ， 如 經 查 獲 將 依 

違 反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偵 辦 。 

恆 春 龍 鑾 潭 每 年 十 月 中 旬 後 進 入 冬 候 鳥 雁 鴨 季 ， 直 到 翌 年 三 、 四 月 間 牠 們 大 陸 北 

方 原 繁 殖 地 止 ， 雁 鴨 在 龍 鑾 潭 棲 息 避 冬 高 峰 期 時 達 三 、 四 千 隻 ， 因 此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管 

理 處 將 龍 鑾 潭 劃 為 賞 鳥 區 ， 提 供 民 眾 賞 鳥 去 處 ， 目 前 已 前 來 棲 息 雁 鴨 有 三 百 餘 隻 。 

據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管 理 處 調 查 ， 棲 息 龍 鑾 潭 雁 鴨 有 十 餘 種 ， 其 中 以 澤 鳧 最 多 ， 其 次 

小 水 鴨 、 花 嘴 鴨 、 尖 尾 鴨 、 琵 琶 鴨 等 ， 近 幾 年 來 也 發 現 稀 有 的 鸕 鶿 鳥 前 來 棲 息 。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昨 日 表 示 ， 棲 息 龍 鑾 潭 的 雁 鴨 為 野 生 動 物 ， 鑑 於 過 去 曾 發 生 

雁 鴨 被 殺 ， 因 此 該 隊 即 日 起 展 

開 保 護 行 動 ， 派 員 巡 邏 或 埋 伏 查 緝 ， 如 查 獲 獵 鳥 行 為 將 依 違 反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偵 

辦 ， 希 望 民 眾 不 要 以 身 試 法 ， 該 隊 保 護 雁 鴨 行 動 將 到 明 年 三 、 四 月 間 止 。 

（ 本 文 資 料 來 源 ： 8 5 年 1 1 月 4 日 中 國 時 報 第 1 4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