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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濕地乃是具備高度生產力的生態系，在

維持人類社會生活與生計的過程中，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濕地的種類除了我們常見的埤

塘、沼澤、湖泊、潮間帶、河口沙洲之外，珊

瑚礁、海草床(seagrass beds)也都包括在濕地

裡面，就在這些濕地環境中，除了造就豐富的

生物多樣性，同時也為人類社會提供可持續發

展的基礎。因此，濕地環境最能突顯出人類社

會與生態系之間緊密的鏈結，那是一種生命的

鏈結。

台灣四面環海，濕地資源十分豐富，營建

署於2011年乃增訂評選出82處國家重要濕地，

涵蓋56865公頃；台灣的濕地當然不只這82

處，多處濕地至今仍遭受到不永續的開發或使

用，而台灣本身就是一座島嶼，座落於東亞－

澳洲候鳥航道之中，鳥嶼生態系的脆弱就在於

地理上的隔離以及有限的空間，因此島嶼最能

突顯出生態資源的重要性，以及環境承載力的

概念。

台灣四周也有許多島嶼，每一座都是獨特

的存在。這一期我們邀請到澎湖在地的夥伴，

為各位讀者介紹澎湖濕地之樣貌與特色、澎湖

濕地之產業、澎湖獨特的南海玄武岩地景以及

隘門沙灘議題。雖然澎湖列名國家重要濕地的

場址僅有兩處，但其實澎湖擁有廣大的海岸濕

地，約佔澎湖陸域面積的30%。澎湖海岸高低

潮差約3公尺，創造出寬廣的潮間帶，再加上

由珊瑚礁、岩礁及泥質組成不同的濕地底質，

形成近海漁業及潮間帶魚作的最佳場所。在地

居民利用這些天然資源，創造出許多種可持續

性的生產方式，也形成具在地特色的生活文

化；然而這些獨特的濕地樣貌、生活方式與在

地文化，不經意就可能毀於一旦。歸結起來，

主要是受到三種限制：

1.公部門與社會大眾的環境意識較為缺少，使

得環境與濕地之保育行動受到侷限，也難以

針對濕地保育與資源管理擬訂出較適宜的政

策與制度安排；

2.我們對於濕地環境的知識仍然有待累積與分

析，特別是針對島嶼濕地以及在地知識，這

些知識可以幫助我們的決策過程更加妥適；

3.在地社區與居民參與決策的機會與能力依然

有所侷限，民主的決策程序，才能更公平地

調和資源使用的衝突。

濕地並不僅僅是保護涉禽棲息地，它也關

係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性；經濟發展也不應該

淪落到只剩下GDP，經濟發展之目的是讓每個

人（特別是一般老百姓）皆能完成自我、活地

自由自在。人類所處的環境中有許多面向需要

去考量，目前「永續發展」的概念仍然是較具

整體性、操作性的決策評估工具。濕地保育運

動將會透過生命的鏈結，逐步在永續發展裡面

找到推動的方向；未來我們也希望環境意識的

提昇，有助於每個地方都能思索並促進在地的

可持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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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域受地形影響，高低潮差約3公

尺，退潮後的潮間帶面積廣闊，這是澎湖海岸

濕地最大的特色。在海陸交互作用的地帶，因

海流強弱差異及不同的地形，呈現多樣化的底

質，孕育出豐富的底棲與濕地生物。

二.澎湖濕地的分佈

澎湖群島漲退潮之間露出約37平方公里的

廣大海岸濕地，面積約佔陸域面積的30﹪（為

全國之冠），澎湖潮間帶濕地既寬且廣，海洋

生物資源多樣而豐富。潮間帶濕地提供了多種

的產業，使澎湖成為全台最具海洋文化特色的

縣市。

澎湖群島沿岸濕地底質包括較堅硬的珊瑚

礁與岩礁底質，以及較軟的沙泥質底質，多樣

化的底質成為近海漁業及潮間帶漁作的最佳場

所。           

淺談澎湖濕地
文、圖／林長興（台灣濕盟監事）

一.澎湖濕地的生態環境

1.地理位置  

澎湖群島位於台灣本島與中國之間的台灣

海峽中，近百個大小不等的島嶼散佈在南北長

約60公里，東西寬約40公里的海上，群島面積

雖僅有127平方公里，卻擁有長約368.6公里的

海岸線，單位面積海岸線的長度約為台灣本島

的百倍，為全台各縣市之冠。羅列的島嶼和蜿

蜒曲折的海岸線，造就多樣化的海岸型態和濕

地類型。 註:取自營建署相關網頁。

2.氣候與海流  

氣候：澎湖群島四面環海，屬亞熱帶氣

候，受海洋調節氣候的影響，年平均溫23℃

，全年除六月至八月吹南風外，大多為東北季

風，每年十月至隔年三月為季風期，強勁的東

北季風和旺盛的西南氣流經年累月推動著洋

流，對海岸濕地生態帶來重大影響。 

海流：澎湖海域夏季受到黑潮支流及中國

南海季風流影響，由南往北流動帶來暖和的海

水；冬季中國由北方南下的沿岸流與黑潮支流

在澎湖交會，冷暖流交匯，加上潮汐流的交互

作用，使澎湖附近海域成為良好漁場。 

3.海底地形與底質

澎湖群島位於台灣海峽的大陸棚上，四周

海底坡降平緩，各處淺灘水深往外漸增，內灣

水深約在15公尺內，海流較緩，海底泥沙淤

積，形成面積廣闊的潮間帶。

淺
談
澎
湖
濕
地

台灣與澎湖的自然與人工海岸線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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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澎湖濕地的類型

   澎湖的濕地依分佈類型可分為「海岸濕

地」（或沿海濕地）與「內陸濕地」（含人工

濕地）兩大類:

◎海岸濕地—

澎湖的海岸濕地是分佈在沿海一帶，隨

著海洋潮汐運動而形成，分為以下幾種：『潮

上帶、珊瑚淺坪、泥質海岸、沙質海岸、礫石

海岸、礁岩海岸、紅樹林濕地、潮池、混合海

岸、沙洲與小型無人島等』

淺
談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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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內陸濕地—

澎湖的內陸濕地是分佈在內陸的河流、湖

泊，或平原的溼地體系。主要是因為    雨水、

地下水、或溪流、湖泊及池塘積水…等孕育而

成。 澎湖內陸濕地包括：『水庫（8個）、人

工湖（含水塘）、溪流、人工渠道等』，其中

水庫與人工湖約佔陸域面積的11.85％。澎湖的

內陸濕地除地下水庫較具特色外，其餘類型與

台灣本島類似，本文不介紹此部分。

澎湖島嶼周邊海域地形及底質分佈（海岸濕地類型）表（表1）

      註:本表整理自「澎湖的蟹類P.9」

地   點 澎湖島嶼周邊海域地形

（含海岸濕地）

主要底質

（濕地類型）

其他底質

（濕地類型）

澎湖北海
潮間帶寬廣、海底地形平緩 珊瑚礁50％ 泥質30％、沙質5％

岩質5％、其他10％
澎湖南海、東

海、西嶼外海
潮間帶狹小、海底地形起伏變化大 岩礁型50％ 岩質20％、珊瑚礁15％

沙質10％、其他5％

澎湖內海 潮間帶次於北海、海底地形較平緩 泥質型60％ 珊瑚礁20％、沙質5％
岩質5％、其他10％

礁岩的海岸濕地有難得的岩脈地形-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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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澎湖海岸濕地介紹

澎湖群島曲折綿長的海岸線，及錯綜複雜

的海岸地形中，散佈著多種不同型態的濕地，

簡介如下:

1.潮上帶

本區指高潮線飛沫的海浪可達的地區，及

濱線附近的陸地。本區是較乾燥的地區，生物

生存的環境較艱困，物種不多。如海蟑螂、凶

狠圓軸蟹、寄居蟹或少數藍綠藻可在此區被發

現。

2.珊瑚淺坪

珊瑚是澎湖海域最重要的生物資源之ㄧ，

其中以造礁的石珊瑚種類較多，軟珊瑚較少。

珊瑚分佈以澎湖北海岸最多、澎湖內海與東海

岸其次，退潮時常見的有:軸孔珊瑚、表孔珊

瑚、雀屏珊瑚、盤珊瑚、菊珊瑚等種類。

這些由石珊瑚所構成的廣大珊瑚淺坪，

孕育了魚、蝦、貝、蟹等眾多生物，常見的有

光手滑面蟹、大指蝦蛄、紅鬍魁蛤、澎湖裸胸

鯙…等，由於珊瑚淺坪的生存空間廣大，可容

納很多的生物，是澎湖最有特色的海岸濕地。

3.泥質海岸

泥質海岸是由海流搬運細質的泥沙及碎

屑在低窪或海灣堆積而成的，主要成分以泥為

主，通常在水流作用較不流暢的地方，較易形

成這種海岸，主要分佈於澎湖內海與北海。

在此生存的生物須能克服泥下缺氧的生存

環境，主要的生物有:大眼蟹、招潮蟹、飛白楓

海星…等。

4.沙質海岸

受地形、風浪與海流作用，珊瑚、貝殼

碎屑沙或少量玄武岩碎屑被沖刷、搬運、堆積

而形成沙質海岸。主要分布在各島的南岸，如

望安、山水、時裡、吉貝…等沙灘。沙岸濕地

的生存環境，比其它海岸嚴峻，生物不但要適

應波浪、潮汐的變化，也要應付陽光曝曬。強

力的波浪使許多生物藏身之處曝光，陽光也使

生物無法久留於沙表，因此沙灘的生物相對少

了許多。主要的生物以沙蟹科為主，在沙質較

細的地區因保水性較好，角眼沙蟹、斯氏沙蟹

等，喜歡挖掘洞穴棲息其中。在避風性良好的

沙灘上，常見耐旱的砂地植物出現，對海岸有

定砂作用。

澎湖最有特色的海岸濕地-珊瑚淺坪

屬國家級青螺濕地的紅羅灣濕地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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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遊客喜歡的「星沙」是有孔蟲死後留

下的軀殼，有些沙岸所含的星沙比例高達百分

之五十以上，這種富含星沙的金黃色沙灘，和

台灣本島的沙灘迥然不同，成為澎湖夏季旅遊

亮麗的景點。

5.礫石海岸

礫石海岸由海蝕平台上的礫石灘、玄武

岩碎石塊或珊瑚碎枝殘骸所組成，分佈於澎湖

東海、南海與西嶼西海岸。礫石表面常有藻

類、螺貝及夜行性的蝦類、貝類出現，多數生

物都喜歡躲在石頭下，此區也是螺貝類繁殖的

場所，以珠螺、蜑螺、寶螺和二枚貝等產量最

多，其次槍蝦、寄居蟹、扇蟹科與方蟹科等蟹

類也很常見。

6.礁岩海岸

礁岩海岸是由堅硬的岩塊所構成，岩塊表

面崎嶇多樣，不但孔隙多且潮池、潮溝也多，

生物體要生存必須具備強有力的附著本領，以

防被海浪沖走，其中以藻類、底棲性貝類、甲

殼類較常見，其次如：青海菜、石蓴、長葉紫

菜、藤壺、大駝石鱉、黑齒牡蠣和螺類均可見

到，此區生物種類甚為豐富，礁岩海岸是澎湖

最常見的濕地海岸。

礁岩與礫石海岸分佈於澎湖東海、南海與

西嶼西海岸，是生物相十分豐富的海岸濕地。

7.紅樹林濕地

群島地勢平坦，無河川分佈，也無河口海

域，終年少雨，較不利紅樹林生長，因此在澎

湖復育的紅樹林生長狀況較慢。種植於海岸濕

地的紅樹林，以海茄苳生長情況最為良好，其

中青螺濕地的紅樹林規模最大，共育有四種紅

樹林。

本縣紅樹林除青螺濕地外，菜園濕地在水

庫壩頂下方，也有海茄苳與水筆仔、山水濕地

在防波堤外曾育有四種，目前有海茄苳與欖李

兩種。

在吉貝嶼沙灘上的裂葉月見草群落

七美牛母坪廣大的礫石灘

鳥嶼北岸寬闊的礁岩濕地（右上為南面掛嶼集小白沙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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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下方泥地常可見到鳥類、蝶類、

招潮蟹、彈塗魚、螺貝類或魚類…等多樣生態

系。建議觀賞地點：青螺濕地、山水溼濕地、

菜園賞鳥亭前魚塭濕地

8.潮池  

退潮後在低潮線以上積水的小池稱為「潮

池」。潮池的面積有大有小，深淺不一，愈接

近低潮線裡面的生物也越豐富。潮池生物常須

忍受水溫、氧氣、鹽度等環境的劇烈變化。

本區的生物有：藻類、海膽、海參、稚

魚、蝦虎魚等、蟹類則以方蟹科及梭子蟹科的

短槳蟹，偶而有一些活體珊瑚或海葵等，潮池

越大生物越有機會生存。潮池普見於礁岩海岸

平臺。

9.混合海岸濕地

澎湖群島有很多混合式的海岸濕地，走一

趟混合式海岸濕地，一次可觀賞兩種不同型態

的濕地，探訪這些混合型態的海岸濕地，一定

會有特殊的體驗。混合海岸濕地有下列幾種類

型：a沙質與泥質的海岸濕地、b泥質與礁岩的

海岸濕地、c沙質與礁岩的海岸濕地、d礁岩與

珊瑚淺坪的海岸濕地、e沙質與瑚瑚淺坪的海

岸濕地。

10.沙洲、沙嘴與小型無人島

澎湖海岸濕地類型除上述九種外，還有一

些地貌特殊的類型，簡介如下:a沙洲：以沙泥

或礫石為沉積物，在海底逐漸堆高，以致露出

水面之島。如位於白沙的險礁嶼（澎湖最大的

沙洲之島）、鳥嶼旁的活龍灘（澎湖最長的沙

洲之島）、吉貝嶼西海域…都是。b沙嘴：島

嶼海濱的沙礫往外堆積成一半島的地形，有時

局部受沿岸流作用而向海灣內彎曲。位於吉貝

嶼南岸（澎湖最大的沙嘴/長約700公尺）、青

螺虎頭山西岸、城前東岸…等。c無人島：另有

為數眾多的小型無人島，都是灑落在碧海藍天

中最美麗的自然濕地。

這些無人島濕地遊客較少，且不受人為干

擾，其濕地生態保存最完整。

五、濕地是澎湖的珍寶

澎湖擁有廣大的海岸濕地，約佔澎湖陸域

面積的30%（台灣本島海岸濕地約佔1.5﹪），

寬廣的澎湖潮間帶濕地，提供牽罟、抱墩、照

海、巡滬…等多種濕地產業，使澎湖成為全台

最具海洋文化特色的縣市。

澎湖四面環海，海岸濕地蘊藏許多魚、

貝、螺類….等海洋生物，數百年來澎湖居民仰

賴這些豐富的海岸濕地資源維生，保護濕地不

只能保護野生動植物資源，其實也是在保護我

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品質。

廣大的濕地是澎湖的珍寶，也是欣賞、認

識澎湖的最佳園地，歡迎大家造訪澎湖濕地，

體驗異於台灣本島的濕地風情。

在西嶼池西學仔尾辦島的巨大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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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置與範圍-【類型：海岸自然濕地及人為濕地--編號：（TW040）】

青螺濕地隸屬澎湖縣湖西鄉，位處澎湖本島的湖西鄉北岸，其經緯度為23°35’48”N 

，119°38’12”E，如圖1-1所示。分布範圍東自澎13公路起，西至紅羅漁港東側，其間不含青

螺港及集居聚落；北自青螺沙嘴北邊6公尺深的海域起，南至紅羅魚塭止，如圖1-2所示。總面積

約221公頃，為澎湖重要的生態敏感區之一。（註）

青螺濕地簡介—澎湖第一個國家級濕地

文、圖／范光亮（澎湖鳥會理事長）　

二. 青螺濕地各區簡介

青螺濕地由北而南大致可分為四區（如圖1-3），分別說明如下：

圖1-1 青螺溼地位置圖

（底圖來源：Google地圖 http://maps.google.com.tw）

圖1-2 青螺濕地範圍圖

青螺濕地範圍圖/轉載自「2007國家重要濕地彙編」-內政部營建

署出版/國家重要溼地http://www.wetland.org.tw/project/wetlands_
TW/

圖1-3 青螺濕地分區圖

（地圖來源：Google地圖 http://maps.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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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螺砂嘴海岸區：本區有砂嘴地形、玄武岩熔岩與海蝕地形、海岸造林區、文化遺址區及海岸

潮間帶區、紫菜養殖區等。

2.紅樹林造林區：本區位青螺廟南岸，防波堤以東的魚塭，至澎41公路旁之濕地等。 

虎頭山下玄武岩熔岩的海蝕地形 青螺砂嘴南岸的紫菜養殖

3.青螺魚塭棲地：本區為澎41公路以西的魚塭、人工棲地及部分防風林等。

鳥會舉辦的紅樹林復育區探索活動 紅樹林造林區的陸蟹

4.紅羅灣潮間帶區：本區為防坡堤以西的紅羅灣潮間帶。

夏候鳥休息與覓食 魚塭棲地及防風林區空拍

紅羅灣潮間帶區空拍 潮間帶區傳統產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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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螺濕地環境說明

（一）濕地環境概述

青螺濕地的淡水水源由虎頭山流經青螺

聚落南邊的羅經山（鼎臍山）出海，泥沙逐漸

淤積於海邊淺灘，日久形成目前廣闊的海岸濕

地。

縣府自1958年起在廟前濕地周圍引進海茄

苳，成效良好，1995年之後陸續試種另外三種

紅樹林，也漸漸成林，目前已是澎湖最大的紅

樹林濕地。

（二）濕地生態特色

青螺濕地為澎湖縣最大的濕地，早在民國

83年環保署即把本濕地列為澎湖縣重要的生態

敏感區之一，本區特色為：

1. 陸域：有砂嘴地形、玄武岩熔岩與海蝕地形、海岸造林區、文化遺址、『陽明妙塔』石敢當及

古厝等。 

圖1-4 青螺濕地空拍圖

2.水陸域混合區：有保育類紅樹林、魚塭棲地、四季不同的候鳥群。

虎頭山附近的礫石灘濕地 由珊瑚碎屑構成的砂嘴地形

紅樹林造林區 紅樹林葉片上的球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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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域：有廣闊的潮間帶、休閒漁作區及候鳥群。

潮間帶夜間活動 夏季在沙嘴棲息的燕鷗群

（三）濕地現況

青螺濕地生態現況分區描述如下：

1.青螺砂嘴海岸區： 

青螺砂嘴為澎湖本島最大的鉤形砂嘴，是

澎管處規劃中的特殊景觀休閒區，目前砂嘴灣

內海域有冬季紫菜養殖區，綿延的海岸線，擁

有豐富多樣的鳥類及海洋生物，也是青螺居民

進行潮間帶產業活動的主要場所。  

本區東岸的陸域尚有海岸造林區、文化遺

址區及著名的『陽明妙塔』石敢當，為保護其

自然與人文生態，應避免不當的人為設施。 青螺砂嘴海岸濕地

虎頭山西側海岸有早期漢文化遺址區 虎頭山上著名的『陽明妙塔』石敢當

2.紅樹林造林區：

本區目前有四種紅樹林造林區，生長良

好，其種子或胎生苗隨海水流動定根生長，林

區漸漸擴大，周邊依存的各種生物，如招潮

蟹、魚類、蝶類、鳥類等，種數均逐漸增加。

紅樹林復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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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螺魚塭濕地：

自1995年養殖公司放棄承租青螺濕地的魚塭後，控制海水的閘門損壞失修，海水溢入魚塭以

南大片濕地，原為冬候鳥、過境水鳥及夏候鳥小燕鷗棲息、繁殖的場所全部沒入海水中，僅留魚

塭土堤供鳥類停棲，目前原鳥類棲息地逐漸消失。  

4.紅羅灣潮間帶區：

本區位於青螺與西溪半島之間的潮間帶，是紅羅與西溪兩地居民撿拾螺貝的主要場所，更有

『海中石塔』的石敢當與立竿網、石滬等傳統漁作。  

四.青螺濕地的重要性

青螺濕地面積遼闊，為澎湖最大的紅樹林造林區，也是澎湖鳥類重要棲息地，每年有數千隻

度冬或過境候鳥在此棲息，並有保育類鳥種小燕鷗在此繁殖。本濕地植物種類經澎科大王志強調

查紀錄，至2010年10月已有88科313種。2011年澎湖鳥會的鳥類調查(1至11月止) 發現：有19科

52種。鳥類是本濕地最具指標性的生物，更是青螺濕地發展生態觀光的優勢資源。

本濕地擁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生態資源，若能善加維護與規劃，結合濕地周圍的玄武岩海岸

地形及潮間帶產業活動，將會成為全澎最有特色的國家級海岸濕地。

註: 2008年青螺濕地尚未公告為國家級濕地時，濕盟曾於本刊物介紹過青螺濕地，本文再深

入介紹濕地的各分區，澎湖鳥會也於2011進行整年度陸域生物的調查，將來會再與大家分享調查

成果。

※參考資料

1.Google地圖  http://maps.google.com.tw/ 

2.國家重要溼地  http://www.wetland.org.tw/project/wetlands_TW/

3.許富雄(2001)。鳥類資源的調查方法。特有生物研究。3: 81-90。

4.徐堉峰，楊平世(1986)。台灣特產種蝴蝶之綜述。台大農學院研究報告 25(1) 143-154。

5.王嘉雄等(1991)。台灣野鳥圖鑑。台灣野鳥資訊社。

6.汪良仲(2000)。台灣的蜻蛉。人人。

7.張永仁(1998)。昆蟲圖鑑：台灣七百多種常見昆蟲生態圖鑑。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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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楊懿如( 2005)。台灣兩棲動物野外調查手冊。農委會林務局發行。

11.呂光洋、杜銘章、向高世(2000)。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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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四面環海，是全台唯一由火山熔岩

組成的島縣，擁有綿長的海岸線，常見有以潮

間帶為主的海岸濕地，和台灣本島以沙泥、河

流、湖泊為主的內陸濕地型態不同。澎湖海岸

濕地類型豐富多樣，又有各式各樣的濕地產

業，以及全台僅有的玄武岩保留區、海鳥保護

區、海龜保護區….，來到澎湖可以體驗和台灣

本島不相同的濕地風情。以下簡單介紹澎湖濕

地的各項特色：

1.濕地面積廣闊

澎湖濕地面積約占全縣陸域面積百分之三

十，海岸線長達368多公里，曲折度為全台之

冠，海岸內灣坡度平緩，往外擴張，高低潮差

平均約三公尺，形成廣闊的潮間帶，是有別於

台灣濕地的特色。

2.海岸濕地的種類多樣化  

澎湖的海岸濕地包括:珊瑚淺坪、灘岩與

沙灘海岸、礫石與礁岩海岸、紅樹林與潮池濕

地、沙洲沙嘴與小型無人島…以及沙泥質、礁

泥質、沙灘和礁岩、珊瑚礁與礁岩等各種混合

海岸濕地，是全台少見多樣化的海岸濕地。

澎湖濕地的特色
文、圖／施碧珠（澎湖自然學友學會）

3.充滿生機的濕地生物

澎湖擁有各種類型的濕地，多樣化的濕

地蘊藏無限的海洋生機，有藻類、魚類、螺貝

類、甲殼類、鳥類、珊瑚、棘皮類…等，濕地

生物資源豐富且多樣化。 

4.繽紛多彩的濕地產業

澎湖居民利用多樣化的海岸濕地，形成巡

滬、挽紫菜、溜海菜、抱墩、照海、牽罟、立

竿網…等各式各樣的濕地產業，這些具有特色

的產業，正是澎湖發展生態旅遊的重要資源。 

澎湖石滬的數量全台第一

澎湖海岸濕地退潮後壯闊的濕地景觀-西衛

紫菜養殖是澎湖頗具特色的濕地產業-白沙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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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東亞候鳥遷移的中繼站

澎湖群島的地理位置在台灣海峽中，四周

又有漁場豐富，因而成為候鳥漫長遷移旅程的

休憩站，為數甚多的候鳥在澎湖過境.棲息.覓

食，每年夏季更有六種保育類夏候鳥在無人島

繁殖育雛，吸引許多愛鳥人士前來賞鳥。

6.擁有全台唯一的海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澎湖南海望安島四周沙灘綿長曲折，是瀕

臨絕種綠蠵龜的產卵棲地，已被劃設為全台唯

一的海龜產卵棲地保護區，望安島上有一座全

台唯一的綠蠵龜館，到館內參觀還能聽取精彩

的海龜生態解說。

7.生態豐富的無人島與保護區

澎湖南、北海有一個貓嶼海鳥保護區和7

個玄武岩保留區（北海3個、南海4個），這些

無人島受到良好保護，不受人為干擾，擁有豐

富的生態，每年吸引成千上萬保育類夏候鳥燕

鷗前來繁殖、覓食，是鳥類及各種濕地生物棲

息與繁衍的良好場所。

澎湖漫長的海岸線處處是濕地，來到這裡

體驗濕地樂趣，常常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在欣

賞濕地時，請盡情瀏覽濕地周遭的玄武岩、古

厝、菜宅和石滬，讓這些自然與人文美景豐富

你的濕地之旅。

望安南岸綿延的沙灘為全國唯一的海龜產卵棲地（澎湖學友學會提供）

澎湖海岸濕地常見的濱鷸鳥群，其中一隻有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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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許自由（台灣濕盟澎湖分會）

澎湖島嶼羅列，每當夏季來臨，蜂湧而

至的旅客在此弄潮戲水，徜徉在碧海藍天下，

每天漲落的潮汐，呈現澎湖群島既深且廣的潮

間帶濕地，這裡擁有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當

地居民更善用此一資源，發展出各項濕地的產

業，這是先民智慧的呈現，也是認識澎湖濕地

的一扇窗口，就讓我們一同體驗這些濕地產業

活動吧！

一、撿螺仔—澎湖潮間帶最常見的活動

「螺仔」是澎湖當地居民對較小型螺類的

稱呼方式，如珠螺（大頭仔）、漁舟蜑螺（畚

箕螺仔）、粗紋蜑螺（甜螺仔）、草席鐘螺（

姑螺仔）與各種寶螺（豬媽），而其他分布於

潮下帶的大型螺類則冠以螺的稱呼，如角赤旋

螺(紅螺)」、銀塔鐘螺(鐘螺)、高腰蠑螺(虎

螺)…等。

螺仔廣佈於各類型的潮間帶棲地，舉凡

礁岩、礫石、沙泥灘、岩礁、海蝕平台、石滬

區等皆有大量的分佈，由於頗具經濟效益，成

澎湖濕地的產業

為澎湖居民一年四季最普遍的潮間帶產業活動

了。在白天退潮的潮間帶，常可看到澎湖婦人

蹲在潮間帶之間，徒手或手持「螺鉤仔」翻起

小石礫，探尋下方的螺仔，再將辛勤獲得的漁

獲放入名為「鉤籃」的簍子中，這是最普遍、

也是最辛勤的潮間帶畫面。

為了因應螺類棲息環境與各種習性，居民

採捕螺類發展出不同的樣式與時機，當潮水從

最低潮轉為漲潮的當下，此時螺類會大量爬出

躲藏處，居民便利用「噴油」或「潛水」的方

式，在已經淹水的潮間帶區撿拾；也有利用燈

具在晚上進行「照螺仔」，採捕這些善於夜間

活動的貝類；或以漁船、竹筏到達無人島或岩

礁區，這些區域平常不易到達，往往能有更高

的漁獲量。

二、扒殼仔、戳殼仔—講究個人技術的產業活

動

「殼仔」是澎湖居民對二枚貝的簡稱，最

具經濟效益的首推淺蜊（大殼），另外常見的

拾螺貝是澎湖濕地最常見的活動

扒蛤仔-澎湖人的經濟收入來源的產業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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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二枚貝還有蝴蝶蛤（紅嘴仔）、厚殼縱廉

蛤（厚殼仔）、小眼花簾蛤（沙殼仔）等。

由於大部分的「殼仔」生長於沙泥灘或礫

岩交混區，所以扒殼仔或戳殼仔的活動主要就

在這些類型的潮間帶環境。當退潮時，採捕者

通常以蹲坐的方式，手持「扒仔」（小鐵耙）

扒開潮間帶的表層沙土，將躲藏沙土下的二枚

貝扒出來。

「戳殼仔」則是以細鋼筋製成前端較為尖

銳，後端有一手持木柄的T字形「戳仔」（鑯

仔）為工具，採捕時沿著潮水退去的水邊，來

回於潮間帶以戳的方式刺探泥沙下的二枚貝，

當二枚貝被戳到時，便本能的閉合起來，此時

原本存在貝殼中的水會由出水管噴出，便能得

知泥沙下是否有貝殼存在。

另外，還有部分採捕者會以「摸蛤仔」或

「潛蛤仔」的方式採拾二枚貝，在淺水的潮間

帶或是廢棄的魚塭採捕蛤仔，(如青螺濕地的魚

塭)。另有一小群技術不凡者，在淺水區域或

剛退去海水的潮間帶，趁二枚貝噴出部分體內

水份的同時，抓住時機便能摸、潛或採補到蛤

仔，實在厲害！。

三、溜海菜—冬季岩岸的綠金

「北紫菜、南海菜」，指的是澎湖本島(含

白沙、西嶼)北岸的聚落盛產紫菜，相對地在南

岸聚落則盛產海菜，形成澎湖本島地區南北聚

落居民食用不同海藻的現象。

海菜是一種名為「礁膜」的綠藻，當地稱

為「海菜」、「青菜ㄚ」或「ㄘㄟˋ」。主要

以馬公市區附近的案山、西衛、澎南的鐵線、

湖西的許家、白沙的通梁、西嶼的池西等地為

澎湖海菜的主要產地。

每年12月到隔年3月是海菜的採收季節。

海菜一般生長在高潮線附近，由於柔嫩的藻體

十分容易附著泥沙，居民採集時便會利用海流

來清洗海菜上的泥沙，故可看到採捕者站立於

淺水區域，利用網篩、竹片子或自製鋁片刮刀

撈起載浮載沈的海菜，這樣的動作便是「溜海

菜」。在上岸後，這些海菜其實還是需要再進

行清洗的工作，最後再將處理完成的海菜平鋪

在棚子上曝曬陽光，故在海菜採收季節常可在

聚落廣場看到翠綠色海菜正在享受著日光浴。

四、挽紫菜—冬季岩岸的黑金

冬季是澎湖藻類的盛產期，紫菜是一種

可食用的紅藻，生長在潮間帶的飛沫區，由於

澎湖群島島礁眾多，冬天風浪大，許多無人島

便成為紫菜生長的天堂，在南海與北海皆有分

佈。

在南海中，以貓嶼、草嶼、頭巾嶼、西

吉嶼等處的產量較多，但產量遠不及北海與東

冬天全副裝備溜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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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並無漁業權的問題，人人可採。反觀澎湖

北海與東海區域的紫菜，主要分佈在姑婆嶼、

屈爪嶼、雞善嶼、錠鉤嶼等島，產量極大，具

經濟規模，其中又以姑婆嶼為最。

長久以來，北海與東海無人島上的紫菜

產權大多屬於附近聚落村民，而由宮廟負責管

理，如姑婆嶼屬於赤崁村龍德宮，雞善嶼是由

果葉、南寮、紅羅三個村落輪流採收，錠鉤嶼

則是由湖西、湖東、白坑、北寮等四個村落共

同輪流，甚至在這些產有紫菜的無人島上都還

立有相關的漁業權告示牌。每當採收時期，便

由聚落宮廟帶領村民搭船登島，場面十分壯

觀，甚至已發展成觀光的活動。

五、巡滬—潮間帶的捕魚陷阱

石滬是澎湖先民利用玄武岩、珊瑚礁等石

材建造的捕魚陷阱，通常石滬會有2條集魚的

「滬岸」（伸腳）和一個「滬房」。隨著海水

漲退，一天可以有兩次巡滬機會，滬主帶著漁

具，繞著石滬巡一回，就有不錯的收穫。

有些石滬若堆疊在水深處，則須依靠船

隻、竹筏，算準潮汐，方能進行巡滬的工作。

因石滬都是有產權的，遊客若想體驗巡滬的樂

趣，記得要先徵得滬主的同意，才能捕捉滬內

漁獲。

目前白沙的吉貝嶼是全澎湖石滬最多、密

度最高的地方，有高達近百座的石滬，是名副

其實的石滬之鄉。其他如馬公的五德、西嶼的

池西、牛心灣均是常見的巡滬活動地點，而七

美的雙心石滬則因造型既美麗又特殊，早已成

為觀光勝地了。

六、抱墩（拆鱖仔厝）—放置於退潮地帶的捕

魚石堆

「墩」是石堆的意思，抱墩這種傳統漁法

其功能與人工魚礁類似，漁民在潮間帶以石砌

堆，常以玄武岩或珊瑚礁堆砌而成，墩的大小

要配合網具（纑仔）來堆砌，高度約在膝蓋左

澎湖北海姑婆嶼挽紫菜盛況

大型巡滬活動-七美嶼

有趣的抱墩活動-老外也來試試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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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當漲潮時魚兒入墩，退潮時，漁人用網抄

圍，搬石起網而得魚，同時在這過程中，逐步

將網內的石材搬出，並在旁邊另造新墩，等待

下一次潮汐的到臨，以提供魚類躲藏之處。

由於抱墩的漁獲是以底棲性的石斑魚為大

宗，這些堆砌的石堆便成為「鱖仔魚」(玳瑁

石斑)的家，所以在湖西地區大多以「鱖仔厝」

稱之，抱墩在此便叫做「拆鱖仔厝」。目前鱖

仔厝的分佈以白沙岐頭、赤崁、講美、員貝等

地最多，同時也有部分區域已經提供為觀光之

用。

七、柵網 — 移動式的捕魚網牆

柵網是一種機動性極高的漁法，漁民利

用魚兒有隨潮水洄游至岸邊的習性，撒下尼龍

絲長網將海域「網柵」起來。此種網具下方串

有鉛錘，上方則有浮筒，當潮水未退時，正好

在海中形成一道網牆，阻止魚兒的退路。但當

潮水逐漸退去時，浮筒下降，這時漁民須趁潮

水及胸時去巡網，一方面用鋼筋將網子撐起，

避免潮水完全退去時，魚兒從上方跳離；另一

方面檢查網底，避免網底出現漏洞，讓魚兒竄

離。

當潮水退完時，漁獲全堆在網邊，此時

不論徒手、魚叉或用手抄網都能捕到不少的魚

獲，由於柵網範圍廣大，通常出現的畫面是「

一人柵網、全庄抓魚」。目前在馬公井垵、白

沙中屯、湖西青螺海域還常有這類活動，同時

也有部分觀光業者以此來招攬觀光客。

八、立竿網 —現代尼龍石滬

石滬是澎湖先民利用石材在潮間帶所堆砌

的魚陷阱，其耗時費日絕非一般能夠想像，也

非目前單純為了不多的漁獲量所願意投注，但

石滬的概念卻不會因此消失。立竿網便因應而

生，所謂立竿網是在潮間帶利用竹竿或鐵條架

設立網的一種漁業活動，其外型和功能與石滬

相似，也就是說立竿網其實就是將笨重石材轉

換成立網的網子石滬。

澎湖村民在退潮時將鐵條插在礁棚上，將

網上緣繫於鐵條，下緣則以礁石壓網。當漲潮

時，魚穿過網子上方；待到退潮時，魚便被困

於網房內。目前馬公的石泉、重光、青灣、西

嶼的二崁、竹灣等處均可見到此一漁法。

退潮後柵網-用手抄網圍魚

石滬群與立竿網(現代尼龍石滬)-吉貝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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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照海 —夜巡潮間帶

「照海」是一種夜間的潮間帶漁法，由於

許多潮間帶生物善於利用夜間活動，聰明的漁

民便利用此一特性，在夜間退潮時背著燈具來

到潮間帶，當這些生物受燈光照射時，遠比白

天更易於捕捉，漁民每每滿載而歸。

早期漁民利用「電土」做為照海燈具的材

料，由於電土（電石）的加水可產生可燃的乙

炔氣體，點然後便成為照海的光源，但近年來

已被充電式頭燈所取代。目前「電土火」的燈

具大概僅有在少數念舊的漁民家或澎湖生活博

物館可見吧！

照海的目標物種繁多，包含了蝦、蟹、

螺、貝與各種魚類。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每年元

宵節過後至農曆3月底是澎湖特有種章魚的盛

產期，也是繁殖期。此時在白沙的員貝、岐頭

和沙港之間常可見到點點燈火在海域閃爍，這

段時間可以說是澎湖夜間潮間帶最熱鬧的時

候。但由於澎湖章魚口味特殊，十分吸引饕

客，市場需求十分龐大，在過度捕捉之下已有

消失的危險，目前正積極進行研究與保育。

十、釣魚 —釣海、磯釣、一支釣…

澎湖海岸線綿長，島嶼羅列，廣大的潮間

帶孕育許多的魚類與漁場，是海釣者的天堂，

不論晴天雨天，只要魚汛期及潮汐配合，在海

邊、岸邊、港邊或近海地區，均可看到釣客進

行各式各樣的釣魚活動。 

澎湖潮間帶最典型的釣魚方式為「釣海」

，是利用海水退去的時候，釣客直接拿著釣

竿、背著魚簍涉水到海中釣魚，並隨著潮汐漲

退而在潮間帶之中移動、釣魚。是站立在海中

釣魚，也叫做「站釣」。釣客會選擇航道旁為

釣魚處，過往船隻激起的浪花也會影響到釣客

安全。

「磯釣」就是站在海邊礁岩上釣魚，是安

全有趣的釣魚活動，有些釣客則會選擇漁獲更

多無人島進行磯釣活動，目前在馬公的鎖港灘

頭常有為數眾多的釣客聚集。有些釣客直接在

各聚落的漁港進行垂釣，尤其當有洄游性魚類

的時候，漁獲量也不錯。

「一支釣」泛指一支釣竿、一艘小船在近

海釣魚，普見於內海各島附近，其釣魚的區域

已延伸到潮間帶之下。另外有些釣客以游泳圈

或保麗龍類製品自製成小船，再以蛙鞋踢水方

式入海釣魚，叫做「踢腳」，十分特別。

照海是認識濕地夜間生物最好的方法之一

磯釣一竿在手勒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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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濕地養殖 —魚貝、蝦蟹、牡蠣、紫菜

澎湖濕地養殖大略可分為魚塭養殖與潮

間帶養殖，以魚貝、蝦蟹、牡蠣、紫菜養殖為

主。魚塭養殖主要養殖高經濟的魚貝、蝦蟹類

為主；潮間帶養殖則較多樣性，主要有牡蠣養

殖與紫菜養殖。

澎湖的牡蠣養殖，在外海部分是以延繩吊

掛的方式養殖，在潮間帶則以棚架加掛網繩，

再將牡蠣串固定其上，這種養殖大多分佈在內

海風浪較小的區域，目前菜園、城前有較大規

模的養殖。

紫菜養殖算是澎湖養殖方面較新的成員，

目前由　裡的種苗養殖場負責種苗培育，種苗

來自姑婆嶼長葉紫菜的孢子。養殖業者在潮間

帶用紫菜棚架養殖，每年農曆9-10月間放養，

約經2個月便能採收，冬至到農曆年前後是量

產期，目前最大的養殖區位於白沙的講美、湖

西的白坑。

十二、牽罟—沙灘上的拖網漁作

牽罟是一種手拉網的捕魚方式，又稱「牽

網」，作業時先把一條罟繩固定在岸上，然後

用舢舨把網具拖出海繞行半圈，讓漁網沉到海

底並張開成U型，再將另一條罟繩牽上岸。岸

上的村民分站兩邊，合力收網把魚網內的魚類

或蝦蟹拉到岸上。

牽罟必須選擇海底平坦、無礁石分佈及潮

水緩和的沙地，才是理想的作業地點，這種古

老的漁作方式現已成為熱門的觀光休閒產業。

觀光旺季時在林投、　裡仍可見到此漁業的活

動。

澎湖潮間帶棲地環境多樣化，造就生物多

樣性，同時也形成各式不同的潮間帶產業，要

了解澎湖濕地的產業，請大方地走入澎湖潮間

帶！一定能帶給你不同的澎湖味！到澎湖旅遊

別忘了走一趟澎湖潮間帶，品嚐屬於澎湖特有

風味的濕地產業！

冬季海邊的紫菜養殖

牽罟活動已成澎湖熱門的觀光休閒產業-林投沙灘

山

時

山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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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的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一.成立緣起 

位於澎湖望安鄉的東吉嶼、西吉嶼、頭

巾嶼、鐵砧嶼四島，基於『1.具有代表性生態

體系2.具有獨特地形、地質意義3.具有基因保

存永久觀察、教育研究價值』三項理由，澎

湖縣政府於2008年9月23日依據「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79條暨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第2

條、第3條公告將此四島劃設為「南海玄武岩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

文、圖／林長興（台灣濕盟澎湖分會）

態，以維護島嶼生態資源及地質地形景觀。

  由於台電將東吉嶼為核廢料潛在候選場址

之一，澎湖縣政府為表達拒絕核廢料的決心，

將東吉嶼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範圍擴大，於2009

年9月15日第二次公告，將東吉嶼保留區面積

增加94公頃，除港口旁民宅外，全島百分之87

均納入保留區內。公告地圖如下

鐵砧自然保留區劃設範圍

西吉嶼自然保留區劃設範圍

東吉嶼自然保留區劃設範圍頭巾自然保留區劃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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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島嶼概況

1.地理位置與範圍--：

東吉嶼：位於望安東南方，距馬公約36公里，

距望安約20.5公里，保留區面積約134.5公頃。

西吉嶼：位於東吉嶼西方約5公里，保留區範

圍包括全部公有土地，面積約39.9公頃。

頭巾嶼、鐵砧嶼：頭巾嶼位於望安南方約7公

里，鐵砧嶼位於頭巾嶼南方約1.5公里（西嶼

坪西北方約400公尺處），兩島保留區範圍為

平均高潮位以上之全部土地，鐵砧嶼面積約約

1.2372公頃，頭巾嶼面積約0.7741公頃。

2.人口—

東吉嶼：早期因為漁業興盛曾經繁華一時，鼎

盛期居民近2000人，但是近年居民紛紛搬離至

馬公本島、高雄、台南等地居住，目前島上常

住人口只有二、三十位。

西吉嶼：1963年居民人數達到高峰有365

人，1977年只剩33戶103人，自1978年遷村後

就走入歷史，成為無人島。

頭巾嶼、鐵砧嶼：均為無人島

3.交通

本保留區因人口少又離澎湖本島較遠，沒

有交通船可搭乘，東吉嶼因有燈塔，海巡每月

有定期運補，民眾可搭便船前往，西吉嶼、頭

巾嶼、鐵砧嶼三島無港口不易登島，夏季時可

選擇由望安租船前往，乘船繞島欣賞各島嶼景

觀。

三.景觀特色

東吉嶼

東吉嶼位於著名的黑水溝附近，因為附近

海域海流險峻，故設有燈塔提供往來船隻辨認

方向，燈塔下方有八字鬍般的火山頸地形，在

碼頭附近，可見到數個超大的黃色岩塊鑲嵌在

黑色的玄武岩壁上，這些黃色岩塊是玄武岩熔

岩流噴發時所形成的微輝長斑岩。

碼頭北方的海蝕平台，由火山集塊岩構

成，岩石中有巨大輝石礦物結晶出現，是此嶼

較著名的火山碎屑岩出處。東北海岸上有一大

片侵蝕後的玄武岩塊，形貌特殊。島嶼南北兩

端地勢較高、坡度較陡，高約50 米，中間地勢

較低為主要聚落區。

西吉嶼

東吉嶼港口北邊的粗粒玄武岩地景

西吉嶼綿延的海蝕崖--澎湖自然學友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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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嶼位於東吉嶼西方約5公里處，屬於平

坦的方山地形，島上最特別的景觀是北側的柱

狀玄武岩海崖，條理分明，排列整齊，綿延約 

800公尺，壯麗的海崖有多處被海水侵蝕成海

蝕溝，十分壯觀。玄武岩海崖西端，有一透天

的海蝕洞(當地居民稱為灶籠)，為本嶼最大的

地形特色，島嶼地勢由北向南遞減，最高處約

20公尺，坡度較陡處集中於島嶼北側。

頭巾嶼

頭巾嶼位於望安島以南，頭巾港道上，由

約20座岩礁所構成，其中較大的有六座，從北

面海上觀看酷似婦女包頭的頭巾一樣，因而得

名。頭巾嶼最高點約49公尺，上層的玄武岩在

西岸呈傾斜與倒臥狀，覆蓋在火山角礫岩上，

地勢陡峭，火山角礫岩層中有數條岩脈貫穿在

海蝕平台上，平台上還有大小不等的壺穴群，

地質景觀頗具特色。

鐵砧嶼

澎湖北海有座鐵砧嶼（北鐵砧），玄武

岩自然保留區的鐵砧嶼位於南海，故又稱南鐵

砧嶼。南鐵砧嶼位於西嶼坪西北方約400公尺

處，主要是由兩支屹立於海蝕平台上的巨大海

蝕柱構成，因外貌似鐵砧而得名。繞島巡航

時，海蝕柱上傾斜狀的層理清晰可見，兩柱東

邊為一片較低平的岩礁，高度約三公尺，這些

岩礁全是堅硬的火山角礫岩組成，夏季是燕鷗

候鳥棲息、繁殖的好場所。

鐵砧嶼兩海蝕柱一大一小，較大者稱”

砧”，最高點約17公尺，西北方有一礁，稱”

鐵砧頭”，東邊另一礁名為”東勢塭仔”，兩

礁與鐵砧之間均有狹窄海溝，但船不能通過，

過去澎湖64島未把此島列入。

四.展 望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的設立，是澎

湖縣政府在自然保育施政的重要里程碑，但自

從劃設保留區以來，仍有待縣政府積極的經營

管理、維護以及的保育宣導，以免保留區淪於

拒核廢料而劃設保留區之嫌。近年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已投入東.西吉嶼的生態調查與規劃，

澎湖鳥會每年也定期辦理頭巾與鐵砧兩島的燕

鷗季宣導與調查已達10年，展望未來澎湖縣

政府應以永續經營的理念，宜積極採取具體行

動，使澎湖南海這四顆閃亮的明珠閃耀於國內

外。

頭巾嶼

南鐵砧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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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博物館烏石礁濕地昆蟲初探

文、圖／嘎嘎

9月3日宜蘭社區大學蘭陽濕地生態社開學

的第一天在蘭陽博物館旁邊的水池集合，邱老

師給學員的第一堂課是「頭城水蓑衣回娘家」

。邱老師說：「頭城水蓑衣原生棲地「頭城大

坑罟溼地」因為「頭城烏石漁港區段徵收公共

工程」都市興建，大坑罟溼地成為重劃住宅區

及商業區，宜蘭水蓑衣的野外棲地在這次的徵

收工程中，正式宣告消失。而當時宜蘭社區大

學蘭陽濕地生態社搶救下來的頭城水蓑衣，收

容在羅東水資源中心與社區學校，棲地因開發

而消失，也可以復育重建。

蘭陽博物館正好建在烏石礁遺址上，「頭

城大坑罟溼地」在現代化的趨勢下整個消失，

還好在「蘭博」旁邊留出這個池塘，本來是海

水，現在要讓他還原成濕地的面貌，讓「蘭博

烏石礁濕地」成為「頭城大坑罟溼地」的縮小

版，就像宜蘭陽博物館取自「單面山」與「烏

石礁」的意象所創造出宜蘭人的精神一樣。

蘭陽博物館池邊密生雜草但植披過於單調

水面與陸地間被石塊區隔不適合蜻蜓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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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老師要我繞池一周看看有哪些昆蟲？未

來整個濕地復育後有什麼樣的關係？社區大學

的學員與頭城人文國中小李光莒老師所帶領的

家族社群在池邊插植頭城水蓑衣和風箱樹，過

不久一隻蜻蜓停在苗枝上，抬頭發現天空不少

蜻蜓而引起我的注意。水池邊發現3隻青紋細

蟌、2隻杜松蜻蜓、2隻粗鉤春蜓、一對褐斑蜻

蜓，而天空飛翔的是大華蜻蜓和薄翅蜻蜓，其

中以薄翅蜻蜓最多約有100隻以上，除此外看

不到其他的種類。

蜻蜓的稚蟲又稱「水蠆」，生活水中以蝌

蚪、小魚、蝦和水中生物為食，水蠆至羽化通

常在1-3年間完成，其間經10-15次蛻皮後爬出

水面於植物或石上羽化，成蟲依翅膀開、合的

結構可分豆娘和蜻蜓兩大類，成蟲不吃水中的

魚蝦而是以小蟲和空中的蚊、蠅、蜉蝣為食，

多數的蜻蜓棲息在隱密的雜草和林子裡，只有

少數繁殖期的個體會到水邊或上空互相追逐以

獲取雌蟲的青睞，交尾後以各種方式產卵於水

中或水邊的植枝、泥土裡。

從栽植區往左到蘭陽博物館的池邊密生雜

草但植披過於單調，往右走發現水面與陸地間

被石塊區隔，而服務區至停車場遊客較多，這

一段的池邊看不到豆娘類的蜻蜓。未來濕地復

育後，茂密的水邊植物和沉水、漂浮植物能提

供多樣性物種棲息，蜻蜓的數量和種類才會增

加。

「蘭博烏石礁濕地」屬於靜水環境，濕地

生態改造後搭配附近的山脈，自然會引進很多

的昆蟲。水池與陸地交接的地方除了青紋細蟌

外，會有很多的白粉細蟌、紅腹細蟌、眛影細

蟌、葦笛細蟌，更期待橙尾細蟌、瘦面細蟌、

藍彩細蟌、朱紅細蟌出現。水邊的陸地除了目

前看到的4種蜻蜓外，很快會有青黑琵蟌、環

紋琵蟌、脛蹼琵蟌、白痣珈蟌、粗腰蜻蜓、橙

斑蜻蜓、猩紅蜻蜓、侏儒蜻蜓、廣腹蜻蜓、善

變蜻蜓、鼎脈蜻蜓、呂宋蜻蜓、金黃蜻蜓、霜

白蜻蜓、紫紅蜻蜓、麻斑晏蜓、綠胸晏蜓，期

待還有朱背樸蟌、無霸勾蜓、漆黑蜻蜓、彩裳

蜻蜓、三角蜻蜓等指標性的物種。

濕地復育與蜻蜓種類、數量有相對的關

係，這表示生態環境已接近原始的狀況，也顯

示這裡有相當數量的物種提供給蜻蜓食物，而

大量的蜻蜓也供給鳥類飛到這裡棲息，期待蘭

陽博物館是以人類智慧展現的成就，而不僅只

是一個觀光景點，水池不是公園的一角，而是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境域。

只有少數繁殖期的個體會到水邊，多數的蜻蜓都棲息在隱密的雜草

和林子裡

粗鉤春蜓雄蟲到水邊等待獲取雌蟲的交配權大華蜻蜓在空中互相追逐以獲取雌蟲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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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過去幾年，總是與一群熟悉的人到

滿州賞灰面鵟鷹（山後鳥、南路鷹），此次除

有八位來自台北的新鮮人外，也有多位來自成

醫及過去很少參加濕盟活動的新鮮人。天氣並

不穩定，氣象預測全台有雨，出發前一晚，台

南仍下著雨，讓我對此次的賞鷹之旅，有點焦

慮。一群30人分乘八輛車，帶著朝聖的心情

前往，當成群的灰面鵟鷹在天空出現，各個眉

開眼笑，我稍微釋懷。夜晚的社頂觀蟲、毒蛇

龜殼花、寵物般的青蛇、林投葉上的津田氏大

頭竹節蟲，讓我對觀蟲的充實，感到滿意；而

了解瓊麻在恆春發展的興衰及石板屋遺址在排

灣族文化的角色，有一股懷舊的情感，讓我對

先人在這塊土地所努力過的痕跡，感到無比驕

傲。以下簡述我在賞鷹、觀蟲、瓊麻及石板屋

的觀察心得。

賞鷹

比起往年至滿州里德橋賞鷹，今年賞鳥

的人潮沒有我預期的多，領隊很快的在一處空

與新鮮人在墾丁賞鷹看生態
文／吳俊忠、圖／朱宏達、李立武

地找到觀察點，八輛車定位後，透過望遠鏡找

到灰面鵟鷹在天空盤旋，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是

第一次看到，很興奮。我驚訝台北來的朋友也

為此趟賞鷹之旅，添購望眼鏡，只是猛禽飛行

的高度高，因此不易看清灰面鵟鷹。領隊雖迅

速架起兩隻單筒望眼鏡，但灰面鵟鷹在空中飛

翔，並不容易對焦；我拿著鳥書圖鑑，解釋給

多位同仁，如何認識灰面鵟鷹。空地旁有幾隻

水牛在吃草，牛背鷺在旁等待蟲蟲上勾，也成

為我們拍照及觀察的對象。

滿洲賞鷹合照

滿洲天空的灰面鵟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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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站的空地三面環山，可以環顧不同

方向的灰面鵟鷹，短短一個多小時，在山頭雲

層處，整群灰面鵟鷹不時的形成鷹柱，時而低

空飛行，時而盤旋而上，每個人的視野也隨灰

面鵟鷹的方向而移動。但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從

里德橋往港口村的線道，有數百隻灰面鵟鷹在

低空盤旋，準備降落，車隊迅速停於路旁，以

肉眼觀察灰面鵟鷹線條及斑紋清晰可見。取出

相機，短短幾分鐘連拍數十張精彩照片，這是

我多年來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看到灰面鵟鷹，

我對這群新鮮人為我們帶來的好運氣，感到高

興，也認為此趟賞鷹之旅，已值回票價。

雨不停的下，加上雲層厚，第二天早晨取

消至社頂凌霄庭看灰面鵟鷹出海的盛況。改至

遊客中心看實體猛禽標本，欣賞灰面鵟鷹的繁

殖、育雛及千里南飛的影片，讓我對此猛禽在

自然界中有一股憐憫及莫名奇妙的感動。特別

是從繁殖地的日本及中國大陸兩條路線出發，

經過艱辛的旅程集結於滿州，停留在雜木林及

椰子樹過夜休息，等待適當天候，再往南飛至

南洋地區渡冬。但在台灣這短暫的停留，也常

為了躲避獵人的槍殺，充滿驚恐，我不知逃過

一劫的灰面鵟鷹如何看待居住在這島嶼的人類

呢?

夜間觀察

在墾丁可以做夜間觀察的地點很多，過

去濕盟的志工總是喜歡到港口村看數以百隻螃

蟹、香蕉灣看陸蟹過馬路、社頂公園看蟲及後

壁湖潮間帶欣賞海洋生物，偶而也會到龍磐公

園觀星。此次，是第一次

濕盟委託社頂部落文

化發展促進會的志

工，帶入社頂公園

內做解說。

短 短 的 一 個 半 小

時，在無夜光的晚上，透過手電筒的照射，在

苦楝樹洞內發現4隻黑眶蟾蜍疊在一起，眼尖

的濕盟專職朱宏達也發現少見的史丹吉氏蠍

虎。隨著步道前進，導覽員潘月妹小姐解說長

枝竹、毛柿（黑檀）、過山香（原住民香水）

、墨水樹、螳螂的卵鞘、玉帶鳳蝶的食草、黃

裳鳳蝶的蛹及梅花鹿在樹幹所留下的磨痕。很

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夜間開花的棋盤腳花，果實

像肉粽似的，很特殊；隔天早晨我們至國家公

園遊客中心時，草地上有許多凋謝的花朵，雖

然我們在不同地點看到，但可以確認棋盤腳花

的特性。由於棋盤腳在夜間開花，而海岸邊又

是蘭嶼達悟族人的墓地所在，因此又有「魔鬼

樹」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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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頂夜間觀察行前說明 社頂夜間觀察

穗花棋盤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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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夜間觀察，因濕度不夠，我們並沒

有看到螢光蕈的出現。但最讓我興奮的是能在

樹下看到劇毒的龜殼花，及騎在林投葉片上的

津田氏大頭竹節蟲，此種昆蟲的顏色與林投葉

一致，因此又有「林投馬」之稱。若非有經驗

的導覽員指出，一般人恐難察覺。津田氏大頭

竹節蟲為國家二級珍貴稀有保育動物，屬於孤

雌生殖，遇驚嚇，會射出白色液體。而烏頭翁

在欖仁樹上睡覺，像鴕鳥心態，頭藏匿在翅膀

中，身體暴露在外的習性，若非我們毫無敵

意，否則又將成為祭品。

我對於墾丁國家公園培訓當地居民做為導

覽員，讓他們能以收費解說方式，促進就業，

並繁榮地方的方式相當肯定。以他們對自己生

活環境的熟悉，各個講解起來如數家珍，內容

豐富。若能落實以社頂社區所組成的導覽員，

加上餐館及民宿的結合，相信以墾丁的知名

度，絕對可為當地帶來可觀的觀光收益，這也

是值得其他國家公園學習的模式。

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

恆春因地形多丘陵，夏季炎熱，冬季落山

風，土壤相當貧瘠，因此一般作物不易栽植，

瓊麻、洋蔥及港口茶是此地重要的農產品又稱

為恆春三寶。由於天候因素，我們臨時安排參

觀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雖然大部分的人都曾

來過墾丁，但可能只有少數人曾經入內參觀。

展示區，佔地14公頃，設有日據時代的廠房、

水池、拉麻台等遺址，還有現代化的採纖機、

曬麻場、展示館等，當天因下雨及時間關係，

我們並沒有全程繞完。短短的20分鐘影片，讓

我了解瓊麻的興衰及令人心酸的一面。

瓊麻是1908年自墨西哥引進後，由於當

地氣候特殊，所產瓊麻堅韌優良，經加工抽取

纖維作成纜繩，品質極佳，成為國內外纜繩的

重鎮之一，也帶動地方的繁榮。後因石化工業

興起，人造纖維做成的尼龍繩取代瓊麻繩，隨

著時代潮流的演變，目前只剩關山廠。在極盛

時期，農民種植面積高達一萬公頃，大量砍伐

恆春墾丁一帶的熱帶雨林，因此又有「雨林殺

手」之稱。此外，大量纖維殘渣對生態環境的

汙染，絕非當時農民可以想像；而麻農為了抽

取麻絲，也常造成手部意外，必須面對截肢的

惡夢，這種為生活、為經濟繁榮所付出的代

價，應讓後人了解。

滿洲尋找灰面鵟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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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鄉石板屋遺址

位在牡丹鄉石門村南邊山林間的Cacev-

akan遺址，佔地1.5公頃，海拔約六百公尺。

據報此遺址約有六百年，是目前南台灣最古老

的部落。Cacevakan為「切割石板」之意。從

步道走進熱帶雨林的遺址約20分鐘，以石板

堆疊成為家屋的背牆及側牆，歷歷在目。解說

牌敘述遺址內的石板屋，計有頭目家屋1座，

其面積約100平方公尺，屋前有石板鋪設之平

台；一般家屋約有22座，每座佔地面積約50平

方公尺。排灣族之傳統習俗為室內葬，先人以

「曲肢蹲葬」的方式埋葬於家屋內，祈求祖先

可以永遠守護家屋。雖然這只是遺址，我懷著

敬畏與感恩的心，體會排灣族人如何利用恒春

半島的砂岩地質，作為建築材料，以及在沒有

工具的年代，如何藉助神力，沿石頭節理敲打

切割石板，祈求平安的意境。這是我第一次的

造訪，能了解排灣族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所孕

育的文化，相當值得。

雜聞軼事

此次有許多全家一起出遊者及許多夫妻檔

參加，讓人羨慕的是成醫好友，在大石頭上真

情表白的那一刻，內人也追問我是否可以寫出

同樣字眼呢?我無言以對。整個行程雖也發生

狀況，但都能一一排除，特別是成醫朋友，第

一天在第一個景點時，汽車遭低矮樹枝勾住，

造成汽車前檔板脫落，卡住車輪，幸好有童軍

繩及束帶固定，之後一路順暢，平安駛回台

南。還有台北朋友熱情的支持，在沒有找到可

以過夜的旅館下，預約露營地，沒想到夜晚大

雨造成帳篷漏水，無法闔眼的窘境，我相信對

這群朋友而言，更是一次難忘的

回憶。而住通海旅館，因

臨近墾丁大街，有多

人抽空閒逛，這在濕

盟的活動中是少有的

安排。

結語

雖然我每年都在墾丁賞鷹、看生態，但每

次總是有不一樣的感觸。此次以賞鷹、觀蟲、

看石板屋與過去的賞鷹、看螃蟹及潮間帶不

同。目睹新鮮人親眼看到落鷹及昆蟲的喜悅，

感染了同行者，也是種可遇不可求的機遇。謝

謝這群新鮮人為我們帶來的好運氣，也希望這

種自然美感的宴饗，能啟發我們與大自然做朋

友，改善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吳俊忠

寫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十一日

PS. 回來後，媒體報導「國慶鳥躲雨，慘遭射殺」的新聞，令人心痛。恆春半島陰雨綿綿，大批國慶鳥

無法南遷，停留滿州里德山區，遭三名獵鷹人以紅外線鋼珠槍，獵殺十二隻保育類灰面鵟鷹，八死四傷，準

備販賣以滿足人類的口腹之慾，實在不應該（自由時報100.10.11）。

牡丹石板屋遺址合照

龜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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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援中港濕地
文、圖／蔡昌杰

從蚵仔寮通港路與中正路交叉路口起，

順著中正路南行，上通安橋過典寶溪後，橋中

斷只能東西而行，往東沿典寶溪畔防汛道路而

行，右邊是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援中港濕

地東區，接台17線濱海公路；往西右臨典寶

溪南堤，左邊是援中港濕地西區，直至典寶溪

出海口。近來每星期日清晨，戴著便帽，覆蓋

頭頂濃密而蒼蒼白髮，腳著黃色雨靴，採著鐵

馬，來到援中港濕地西區，好像例行公事，星

期日一到，總有一股莫名的動力催促前往濕

地，捕捉招潮蟹的身影、紅樹林生長的脈動，

享受靜謐濕地環境的薰陶洗禮，感受濕地其他

生物的招換，踽踽獨行，樂此不疲。

深秋的腳步，沈穩的烙印在濕地上，迎

接即將到來的初冬，急著拍攝候鳥的攝影愛好

者，早已扛著鎖上大砲照相機的腳架，在濕地

各處梭巡，尋找目標。打個招呼，彼此簡單問

候寒喧，秋意深濃，南台灣的朝陽依舊炙熱，

搭配一顆熱忱的心，構成一幅人鳥互捉迷藏的

邂逅。作品從未發表，只在電腦螢幕上呈現，

作為個人欣賞鳥兒繽紛生命的感動；試著體會

生命適應環境生存的艱辛與毅力，一代傳一

代，從不懈怠；年復一年，人與鳥的心靈對話

就在一張一張的影像，而人與各種生命互動尋

求和諧共生的機制呢？

鋪設步道

紅海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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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澤邊的野地，原鋪一條碎石子路，一位

志工，默默的揮汗，用鋤頭把碎石推至兩旁，

然後用獨輪車，一車一車運送連鎖磚，再一塊

一塊拼成利於行走的磚道。用口讚嘆辛苦了，

二對目光互視而微笑，眼神親切和藹，溫馨在

心頭，各自繼續自己的工作，沈浸其中。傾聽

大自然的呼吸，陪伴野地的精靈，輕安自在。

荒野之地，人需要去經營嗎？平衡點在那兒？

因地制宜？隨順自然？

探
訪
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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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轉個彎，灌木叢間，一大片綠色漫草，人

跡罕至，草長荒涼之感，忐忑之心要過嗎?思

索一下，即來之、則安之，拾取地上枯枝，打

草驚蛇，加上穿著雨靴，才能安心穿過野地，

回眸一笑。探訪紅樹林區後，回程已聽到割草

機的聲音，定神一看，又是另一位志工揹著割

草機，全身包裹衣物、帽子、眼鏡、口罩，裝

備齊全，握緊割草機，左右開弓，掃過之後，

草長頓時臣服，凝視一會兒走近時，割草動作

暫停，微笑點頭，一句「辛苦了」，割草志工

聽不清楚，特地靠近問明白，再次提高音調「

辛苦了」，「不會、不會」，淺淺一笑，各自

心領神會。揮手道別，一股心靈甘泉汨汨而

流，腦海中汗水淋漓的志工影像，帥呆了，回

家時在通安橋上，俯瞰那一片草地，志工看起

來是其中一個點，日頭下，仍繼續在堅守崗

位，完成任務，肅然起敬，給予最響亮的掌

聲。荒野之地，人去不留？
志工割草

青足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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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轉個彎，援中港濕地西區東北邊的紅

樹林群聚落就在眼前，對此情有獨鍾，台灣僅

存的四種紅林----海茄苳、紅海欖、欖李、水

筆仔，整齊的生活在一起，一次看個夠，幾乎

都是復育的，尚在幼年期，未受干擾，自由自

在生長，紮根穩健，生氣勃勃，綠意盎然。在

惡劣泥灘地，缺氧、高鹽、高溫、忽乾忽濕，

展現堅靭高超的生命力，開花結果按照自然法

則，安安穩穩的營造優良的生存環境，各自表

演根、葉、花、果的才華，各領風騷，百看不

厭，細細觀賞，經常流連忘返，沉浸在造物者

的神奇妙法中，感染頑強生命力的震憾教育。

在台灣消失的二種紅樹林----紅茄苳、細蕊紅

樹，若能移植重生聚在一起，生物多樣性的熱

鬧繽紛，更加多彩多姿，癡心妄想嗎？又是一

堆疑惑，原生種、外來種、復育、移植、整

修、砍伐，一直爭論不休，在人的世界，求取

生態平衡，真的很難?若是隨順自然，生態浩

劫，就在眼前，生命的拉址，取捨就在一念之

間。

在紅樹林棲地，透過枝葉間隙，瞥見數

隻大小不一的彈塗魚在彈跳嬉戲，其中一隻特

大號，一陣驚喜，緊盯目標，輕移腳步，尋覓

適合照相留影的位置，對準焦距，迅速按下快

門，連續數張，近距離、又放大，照得相當過

癮。回家戴起眼鏡，再將影像放大，一看又是

樂得臉笑、口張大叫，圓胖粗壯的彈塗魚身軀

佈滿藍色斑點清晰可見，原來此隻「大箍呆」

就是俗稱「花跳」的大彈塗魚，是我首次捕捉

到的影像，又是那麼近，那麼清晰，很爽，不

虛此行。

海茄苳群

大彈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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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遠遠的看到一座小土坵，其上豎立

二座賞鳥牆，分東西向而立，在土坵旁二棵木

麻黃對立，一雄一雌，含情脈脈，深情對望，

靜默的享受大自然的曠味。木麻黃原是最佳的

海岸防風林，在蚵仔寮海岸，原有一大片木麻

黃防風林挺立，海岸侵蝕、加上人為開發，早

已消失殆盡。面對侵蝕海岸的維護及住民居住

環境的安全保護，如何拿捏，又是一大環境保

護課題。

再前行到木棧道，其旁海茄苳群聚茂密，

有二對男、女志工穿便服，正在陰濕的土地上

撿垃圾，滿滿的一袋，忽然聽到「蚊子好多」

、「有沒有噴防蚊液」、「手腳都叮得癢癢

的」、「不行、不行，趕快離開上來」，人人

談蚊色變，在荒野之地工作，記得作好安全保

護，必要的防護裝備一定要準備妥當，才能避

免受到傷害。

在入口沼潮蟹生態觀察區的右邊，又見大

人帶小孩的二群人，一群穿著UPS制服、一群

穿著標準制服的自行車騎士，共同在清理紅樹

林棲地，從水澤邊到圍籬，雜草、藤蔓、垃圾

清潔溜溜，人多好辦事。原來望之雜亂不堪、

清理過後，除紅樹林外，露出泥灘

地，清爽無比，似可看出一條

隱隱約約的步道，人來人去

的荒野之地，要不要清理？

小小的一塊招潮蟹生態

觀察區，讓人驚艷，竟然有這麼

多種類在此活躍，台灣共有11種，在此可發現

9種。網紋招潮、清白招潮、清白糾結招潮等

數量多而且易於辨識，體色多變的屠氏招潮、

鮮艷的紅豆招潮、最小的三角招潮、少見的窄

招潮，加上北方呼喚招潮及賈瑟琳招潮常會搞

混，而台灣招潮及四角招潮此二種在這地方均

未發現。公招潮蟹的螯一大一小，大螯揮舞展

氣魄兼求偶，又似在招潮，母招潮雙螯皆小小

隻，不停覓食做土球，等待郎君來傳宗接代。

靜靜的觀賞招潮蟹生活起居，不得不讚嘆大自

然的巧妙，偶爾彈塗魚來湊熱鬧，別有一番情

趣，媲美欣賞一齣戲劇，聽一場音樂會。人只

是地球上的一種生物而已，面對自然界不得不

謙卑，否則大禍臨頭才可悲。

木麻黃雌 木麻黃雄

蝶調

招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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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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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濕地大門一開，捷足先登者，往往是

釣魚人，散佈在招潮蟹生態觀察區幾個區塊，

釣者常是結伴而行，享受相聚而悠閒的時光，

與魚拔河的快感，釣起魚兒的興奮，而魚呢？

每一次都是生命的拔河，生命的價值，天差地

別？

援中港濕地的水源，由雨水、海水、典寶

溪水及楠梓污水處理廠「淨水」混合在一起，

涵養水生生物，加上陸地上的動植物；以及無

怨無悔無私的志工群，構成一幅感人的畫面。

從漁塭到濕地，永續經營此環境是所有在這空

間來來往往、進進出出的生物共同的責任。

巧遇棲地蝴蝶記錄男女二人組，一拿捕

蝶網、一拿觀察箱，沿途蝴蝶經如數家珍，滔

滔不絕樂開懷。紫斑蝶已南遷，想到茂林紫蝶

谷；看到淡黃蝶，美濃黃蝶翠谷浮腦海；昔日

寶島台灣美稱蝴蝶王國今安在？尊重生命的情

懷猶在努力中。

在招潮蟹生態觀察區的水面，偶爾魚躍，

為的是想深深的吸上一口新鮮的空氣。秋意正

濃的南台灣，東昇旭日依然亮麗，浮雲飄來飄

去，日的光茫遮遮掩掩，而倒影水中的朝陽隨

著水波變化莫測，空中的太陽，水中的日頭，

相互輝映，靜靜的觀賞，默默的體會無常陽光

輕吻大地，溫暖到訪援中港濕地的每一個眾生

心靈。

水中倒影

自行車隊志工撿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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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濕地水環境服務學習志工培力營」感想
文／鄭至欽（長榮中學二年級）、圖／朱宏達

這是一個很充實的禮拜，在學校期中考完

後，接著我又參加台灣濕地保護聯盟11/26所

舉辦的「濕地水環境服務學習志工培力營」課

程；因此，在上完培訓課後，我對於周遭的環

境，又有了更深的認識。

上課的過程中，讓我學習到很多關於環

境服務的重要性。聽蘇文彬老師的課，讓我清

楚瞭解到所謂真正的「服務」意涵，除了要實

際去做外，也要懂得反思這項議題的目標，並

要互相與人分享，使得彼此有更深一層成長與

認知。鄭先祐老師對於「環境倫理」和「永續

發展」的精闢解說，更讓我在面對環境的研究

目標上有了新的看法，尤其在藍海策略這一方

面，我非常有興趣的想要進一步了解。

除此之外，下午的實例課程，還蠻令人

感到驚豔的。吳茂成老師以日本的源兵衛川為

例，藉由這個例子，讓我反思到為何自己所愛

的這塊土地卻沒辦法去做這些事情，只是不斷

的破壞，甚至是為了個人龐大的利益，想想真

是汗顏。最後是黃煥彰老師的「島國思維」，

由於他的強烈正義心，檢視監督不盡責的公部

門，使得我們被污染的環境有發聲的機會。最

讓我體會到的是：即使只是盡一份小小的心

力，但眾志成城，發揮公民應有的環境素養，

也能保護我們僅有的最後一塊乾淨家園。

最後，感謝濕盟給我機會參加這個培力

營，我將會盡一份微薄的力量來護衛我們的環

境，也要將這些種子散播出去！

四草棲地服務

搭膠筏遊鹽水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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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會務報告】　　　　　　　　　　　　

文／劉清榮

美商必帝公司與濕盟週年慶

適逢美商必帝公司台灣分公司25週年慶與

濕盟15週年，在美商必帝公司台灣分公司的支

持下，濕盟於今年出版「築夢踏實－為　地揮

汗的故事」專書，介紹濕盟15年來所經營過或

正在經營的濕地；印製2012年濕地掛曆，有別

於一般以生物作主角的方式，這份掛曆是以濕

地地景作主角，以介紹濕盟歷史中的幾塊重要

濕地。我們也為美商必帝公司分別在宜蘭、彰

化與高雄辦理三場濕地服務活動，並製作活動

T-shirt，透過這三場活動，我們讓企業及公眾

更加認識濕地生態、台灣各地的濕地保育運動以及濕盟正在推動的濕地保育工作。活動能順利執

行，主要需感謝工作人員及志工們的辛苦，以及夥伴團體彰化環保聯盟的協助（彰化芳苑場次）

，最重要的是感謝美商必帝公司台灣分公司的支持，幫助濕盟持續推動濕地保育工作。

洲仔濕地公園增加開放日

今年年初洲仔濕地進行洘潭，園區重新整

理，到了水雉繁殖期，共紀錄到13隻水雉，見

證我們努力的成果。同時，洲仔濕地公園也從

今年11月開始，調整園區開放時間。目前每個

月第一、二、三週週日為開放日，平時週二至

週五則仍需要預約導覽，但有限地開放解說教

育中心周邊區域，餘則為休園日。之所以會調

整開放時間，主要是長期以來皆有民眾反應想

要比照一般公園進出園區不受管制，濕盟與市

府都倍受壓力。然而洲仔濕地公園之定位是保育型濕地公園，目的是在都市之中創造一塊生態方

舟，因此需要管制遊客入園的數量與路線；在此定位尚不改變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讓民眾瞭解環

境承載力的問題，以維持園區的品質。另一方面，洲仔濕地公園依靠廣大的志工協助園區整理與

導覽工作，開放日增加之後，工作壓力更形沈重，因此我們需要吸納更多志工夥伴一同來打拼，

共同來維護得來不易的洲仔濕地。

會務報告

水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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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ฯᏱְ̳̂ވ】　　　　　　　　　　　　　　　　　　　　　　　

2011年9月份大事紀

09.02   志工ᱹ洲仔濕地ҙ的第߈ἥ水雉Қ數ડ出，目前園區ҙ有߈隻成㏝(3公1ᕒ)，ʪ隻ಀ

ク，共⤺13隻。

09.04   ֚ḽ區ኚ業⦩ỄŘ保મኚଃ都市ᱹଭ的重要ඖ、֚ୀᦨ⟑ㆩ與֚ୀ❆✨。

09.06   志工於洲仔園區ҙᱹ╳㒧2隻，ଜ̑ՙ1隻
09.10   洲仔濕地公園開放日，日א⤐民眾306人
09.11   洲仔濕地公園開放日，日א⤐民眾352人。ᱹ園區ҙ放的環㆐雉ଧ體1隻，ᯝ̙⡕⪣

٣ᔘ。

09.24 ֚ୀḽ區ኚ業的⎊然DIY活動ㅽ民眾ཬ⥏֚ୀ與動༆製作⪫ᕄ㌽；與ᗯᡀߡଅ作

的「2011ዮ園濕地生態服務ણ∳Ớઈ志工ࡢ力營」第一ፊ次第一टʀ⦩，א加人數Ř59
人

09.25 ˩↘ᯉ協會᪗理事長ㅽ會員(25人)א⥏洲仔濕地；֚፷地營造活動，整理֚ୀ

後బқᅣ的グ⑽與路ᅣᑋቌΔ整。與ᗯᡀߡଅ作的「2011ዮ園濕地生態服務ણ∳Ớઈ

志工ࡢ力營」第二ፊ次第一टʀ⦩，א加人數Ř50人

【έݑᏱְ̳̂ވ】　　　　　　　　　　　　　　　　　　　　　　　

09.04　濕盟專⊚與志工前ദ二˒ᝏ協助┈⎲ᾆ協會調ውᱺᵺ、⑽仔૱濕地

加ષ᮪水雉教育園區ⓩ角㏝生態ખא　09.18

09.24　專⊚ᛤᏳא加台֡ռ、૽Ⰺ、ɼ⊵ㆺ場開ᱹጊ說ᆙ會

09.25　ⴎ⦼ڥ㓿⥸≘ోរ⧾ᡀᙹᎋ物

10.01　協助辦理美商必帝公司宜蘭工作ϐ期活動

10.02　㓉≸ᝏʊ᮹水質Ჶᛵ日

10.08-9　ࣤɻ⫝㒦之ᅧ

開第8ଢ第7次理Ჶ事會ץ　10.10

加第二ଢˁ洲⫝㏝֢覽會⥑჻א　10.15-16

10.23　ⴎ⦼づᏳ作≘ోរ⧾「濕地Ꮥ⧄與生物多ᑂඖ」

11.06　濕盟動員志工協助ષ᮪水雉教育園區ᛤぜ░的⬕⒧

11.16　專⊚ᛤᏳ出ౌ「Ҥᝏ水都會區ἇ間⣳Ԭ之ᶇἄ」૭ው會

11.17　專⊚ᛤᏳՕૣ「ᧅࡊᝏᯛᙈ至大㐴灣工Ễ」ᑋኚ況

11.19　協助辦理美商必帝公司芳苑ᛍᢌ活動

11.20 ⴎ⦼∥Ᏻᢹ≘ోរ⧾「㏝ㆩ生態與⤐ૣ」

11.26-27 ⎠辦「濕地水環境服務ણ∳ࡢ力營」

11.29 專⊚ᛤᏳ出ౌ「ṵᙹサ୮ㆺ力ᱹヅ⤺ᯉ」地方民眾說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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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 ӕֈߡも企業有限公司റԞⅶ至洲仔濕地⤽⧄ᆙ年是؋有作ἇ間，目前是以101年的ʊ

᮹濕地日活動為主，శቃ˟們能協助ઽЗ及⬀助ⵒ分჻位經⫄，૽活動ი大⎠辦。

09.30   專⊚芳宜與ҥ⊚ଅᆨ至台֡大ҙⵯሧᝏḽ區Օ，要મ10月22日的א⥏行Ễ。

洲仔濕地ʪ月份平日א⤐民眾259人，ϐ日א⤐民眾683人
֚濕地ʪ月份導覽民眾500人
ိ中ᛸ濕地ʪ月份א⤐民眾583人

2011年10月份大事紀

10.01   與ᗯᡀߡଅ作的「2011ዮ園濕地生態服務ણ∳Ớઈ志工ࡢ力營」第一ፊ次第二टʀ⦩

10.02   與ᗯᡀߡଅ作的「2011ዮ園濕地生態服務ણ∳Ớઈ志工ࡢ力營」第二ፊ次第二टʀ⦩

10.05   ؖ;理事長ץ開專ҥ⊚工作會⩀，بࢊ工作況與⣳Ԭ

10.08   洲仔濕地開放日，日א⤐民眾599人
10.09   洲仔濕地開放日，日א⤐民眾687人
10.19   志工謝ખස在洲仔進行㏝調ᱹẽ有過境㏝ǖ㓺∨ୀ᎐，洲仔₲⤺㏝ỚⳭ137Ớ
10.21   工⚠ℤඔץ開協調會ᶇბ洲仔濕地增加開放時ᕀ的辦ᘍ。֚ḽ區ኚ業進べᶇ∳⦩ǖ

生態ʊ᮹⤐，࿙⦩⧾ోŘ⢢ʊᬥ

10.22   ֚ḽ區ኚ業क⤐ၷ行Ễǖ台֡大ҙⵯሧᝏḽ區一日遊

洲仔濕地֓月份平日א⤐民眾717人，ϐ日א⤐民眾1286人
֚濕地֓月份導覽民眾500人
ိ中ᛸ濕地֓月份א⤐民眾745人

2011年11月份大事紀

11.06   洲仔濕地開放日，日א⤐民眾1211人
11.13   洲仔濕地開放日，日א⤐民眾1163人
11.17   洲仔園區ҙᱹ㓳㓂一隻

11.20   洲仔濕地開放日，日א⤐民眾1045人
11.26   於洲仔濕地解說中心ҙ⎠辦志工聯⦯會

洲仔濕地֓一月份平日預約א⤐民眾927人，平日⎊᮫א⤐民眾816人，ϐ日א⤐民眾3419人
֚濕地֓一月份導覽民眾950人
ိ中ᛸ濕地֓一月份א⤐民眾6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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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1　づҀ

　　　　　 育⊊企業有限

　　公司(謝並រ)
100.10.14　̈́

100.10.17　⫯Β志

100.10.24　づᏳ作

100.10.25　ᙈ正ᆗ 
　　㓳大ς

100.10.26　づ;Ђ 
　　ቦ正ⓧ 
　　ᗝⳐ生 
　　ቦኇ 
　　̬方⩇ 
　　づ֡ 
　　づẛⓧ 
　　ᤀᕿ

100.10.27　⥓ᆽᏳ

100.11.23　謝ખස 
　　土ࡆ 
　　ᤀᕿ

100.11.25　᪬

100.11.29　ષྚʍ

100年10月份ŘᲺኼᐴ、美、ቦᲧヘ、

᪗፨、づˌ之、ؖຟᄎ、

̨ᬑ、ⵗ₢ᬑ、ؖὌ蘭、

᪗ᆙ⦞、ኚલ、ሯ᭥ᬥ、

ሯ⥫、ͬᔏ彰、᪗ᚷ㑧、

᪕、ተ↧᪬、آᄎଭ、

ⶎ֢中、∥༇、៊ㆴࡩ、

㓳ᚷ芳、づᚷ芳、ᐵר⸿、

ቒ゜᪩、◳᪕∯、ഘᄖ（ዛ

Ἢଅ㈀）

100年11月份ŘᲺኼᐴ、美、ቦᲧヘ、

᪗፨、づˌ之、ؖຟᄎ、

̨ᬑ、ⵗ₢ᬑ、ؖὌ蘭、

᪗ᆙ⦞、ኚલ、ሯ᭥ᬥ、

ሯ⥫、ͬᔏ彰、᪗ᚷ㑧、

᪕、ተ↧᪬、آᄎଭ、

ⶎ֢中、∥༇、៊ㆴࡩ、

㓳ᚷ芳、づᚷ芳、ᐵר⸿、

ቒ゜᪩、◳᪕∯、Ꭻ᪕、

ሯᡨᖝ、謝宜⎕、ഘᄖ（ዛ

Ἢଅ㈀）

ຏᔁᒅ༖̝̓Ƃؠഇؠᗝॕഠ

ຏᔁॕഠ

100.10.12　ᛤᏳŘᐋᶛ、᯼Ⓥ與⻘⾪1

ຏᔁᒅ༖̝̓Ƃ˘ѨॕഠĈ

ຏᔁॕۏ

100年10月份ŘᲩ年、ⶎᚷ⪬

100年11月份ŘᲺὁᇜ、▼㓚᪕、᪗⺐ⱇ

100年12月份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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