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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新聞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105年度施政成果 

 

太魯閣保育研究成果豐碩 

充實環境教育素材 

  太魯閣國家公園海拔落差大、地形複雜，也擁有從低海

拔到高海拔，以及峽谷、溪流等各種不同的生態系，又由於

自古以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族群曾在這裡活動，也發展出豐

厚的歷史文化。當然，無論自然或人文資源，都是太魯閣國

家公園保育與研究的重點。 

為了保育及環境教育工作，太管處 105年持續針對園區

內的自然與人文資源進行研究，並獲得豐碩的成果。其中，

針對蓮花池地區進行為期 2年的「耕地復育生態監測與智慧

監控規劃」，這項研究第 1 年以自動相機監測發現長鬃山羊、

山羌、野豬、臺灣獼猴、食蟹獴、藍腹鷴與深山竹雞等，也

記錄到過去未曾出現黃喉貂與白鼻心。中橫公路開通後，築

路人在蓮花池開墾種植蔬果，民國 90 年代停止農耕後，太

管處在這裡推動復育工作，讓農墾地逐漸恢復自然狀態，並

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地之用。 

延續 105 年的研究成果，106年除再進行生態監測之外，

也將規劃推動智慧行動監測系統，進行即時影像辨識、資料

回傳與建檔。這項研究除了更深入了解原來的農耕地恢復自

然生態的狀況之外，對於保育策略及環境教育、自然體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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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都將發揮更大的功效。 

除了對特定區域的監測與研究之外，太管處也針對物種

進行研究，其中「蝙蝠族群動態智慧監控規劃」研究中，共

新增紀錄到 15 種蝙蝠，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蝙蝠也達到 5 科

16 屬 25 種之多。106 年也將再針對蝙蝠的生態等課題進行

更深入的研究。 

由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山高谷深的地理環境，造成物種的

隔離，也演化出許多特有種植物，因此也有不少以太魯閣或

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內的地名為名的植物。105 年特別請植物

學者針對這些物種進行調查，共統計出 63 種植物以太魯閣

地區為名，其中 55 種是臺灣特有種，22 個是太魯閣國家公

園特有種，12個是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為主要分布地的植物，

其中不乏在景點步道中容易發現的物種，太管處也已針對太

魯閣櫟設置解說牌示，而研究成果也都將轉化為解說與環境

教育的資源。 

此外，古道見證太魯閣的歷史，也是重要的人文資源，

除了大家熟知的合歡越嶺道，還包括不同時期為了不同目的

開鑿的隘勇線、警備道路、發電道路、採金道路等，而且主

線、支線相當綿密複雜，這些都是太魯閣歷史的見證。歷年

來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105 年則更進一步針對日治

時期內太魯閣警備道路進行研究，有許多新的發現和成果，

也更充實解說與環境教育資源。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 30

年來，持續針對各領域進行研究與保育，除了累積豐富的研

究成果外，近年來在太魯閣峽谷及步道等遊客活動的區域，

除了常見的各種鳥類之外，也常有大型哺乳動物現蹤，可見

保育已見成效，民眾不妨可以仔細觀察，可能可以獲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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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穫與驚喜！ 

 

紓解中橫長春祠、砂卡礑地區交通 

太魯閣交通疏導計畫奏效 

長春祠及砂卡礑地區是太魯閣國家公園深受遊客喜愛

的遊憩據點，每日湧進許多大、小型車輛，然而由於停車空

間有限，每當交通尖峰時段常造成車流壅塞的現象。為了解

決交通的問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105年 1月推出交通

疏導計畫，成功發揮車輛分流，更提升了砂卡礑及長春祠周

邊的遊憩品質。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太魯閣國家公園 104 年有

超過 660 萬人次造訪，然而峽谷地形山高谷深，腹地狹窄，

且停車空間有限，為了使遊客親近國家公園自然人文美景，

獲得更好的體驗，105 年 1 月起推動長春祠、砂卡礑地區的

交通疏導計畫。在這項計畫中，將原有的砂卡礑停車場全部

改為小型車停車場，禁止大客車停放，而大客車則依序停放

於西拉岸隧道左側，至於聯繫太魯閣台地至砂卡礑步道的砂

卡礑隧道，則配合小錐麓步道開放改為單行道，同時鼓勵遊

客將車輛停放在太魯閣臺地，循著小錐麓步道連接到砂卡礑

步道，使砂卡礑地區行車更為順暢、人車更為安全。 

至於長春祠地區，太管處在太魯閣口峽谷橋附近設置大

客車臨時停車場，可提供 36 輛大客車停放，而長春祠原有

大型車停車場則改為上、下車處。如此，大客車載客到長春

祠，讓遊客下車後，大客車需駛至臨時停車場停放，俟遊客

在長春祠遊程結束後，再回到長春祠讓遊客上車。 

太管處指出，這項措施從 105 年 1 月實施之後，遊客可

以連結太魯閣台地、小錐麓步道、砂卡礑步道、長春祠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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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閣口，進行一個迴圈的體驗活動。同時，也大大減少車輛

怠速排放的廢氣，提供更優質安全的體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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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櫟 

（太管處資料照片） 

 

↑長春祠 

（太管處資料照片） 

 

↑太魯閣大客車臨時停車場 

（太管處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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