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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案由 

本濕地群坐落於萬年溪流域上游，由海豐圳、崇蘭舊圳和歸來公館圳匯入，

流域內農業發達，崇蘭舊圳的水路系統極具歷史價值，沿著新舊水圳四面八方開

鑿灌溉所形塑出的聚落文化，也同時孕育了依賴水域的生態系統。 

隨著經濟起飛、畜牧業興盛，為改善畜牧廢水污染，於歷任及現任屏東縣長

之努力下，開啟了屏東市萬年溪一連串河川整治及城市再生的過程。萬年溪水源

引自武洛溪，利用萬年濕地群濕地淨化水質，成功翻轉萬年溪長年以來「萬年臭」

之惡名，不僅在河川污染及景觀美質方面有明顯改善，濕地雖以淨化水質為主要

目的之人工濕地，發展至今除了持續維持水質淨化功能外，亦已逐漸形成自然生

態環境及野生動植物棲地。 

由於濕地內具有不同水深、型態、植被之水池、溝渠等水域環境，濕地內環

境自然且維護嚴謹，醞釀出極豐富的生物相，目前在濕地內已發現 6 種保育類鳥

類，包含二級保育類的水雉、彩鷸、黑鳶、鳳頭蒼鷹、大冠鷲，其中水雉在本濕

地群的族群明顯增長，另外也記錄到 4 種台灣特有種。 

萬年濕地群因著景觀優美、生物多樣性豐富，提供了遊憩及戶外學習功能，

為延續並展現濕地保育成果，屏東縣政府除提案納入國家級重要濕地外，亦同步

將濕地群中之海豐濕地申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環境教育認證設施場所，期提供

優質之環境教育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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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之類型、行政轄區、位置、建議範圍、面積及等級 

(一)濕地類型 

1.濕地類型：人為型濕地。 

2.細分類：3. 水圳、 6 人工濕地。 

(二)行政轄區：屏東縣九如鄉、鹽埔鄉、屏東市。 

(三)濕地位置：萬年濕地群位於屏東縣萬年溪流域上游，地理中心位置為經度

120.512428，緯度 22.718979。其範圍位於屏東縣洛陽村、玉泉村及信和里內。

面積約 29.46 公頃。地理座標參照表 1-1。 

表 1-1 萬年濕地群之地理座標 

座標系統 
TWD97 座標系統 WGS84 座標系統(度) 

X Y 經度 緯度 
地理中心 199914.627 2513247.758 120°30'44.7" 22°43'08.3" 
極東 200430.169 2514665.205 120°31'02.7" 22°43'54.5" 
極西 199242.304 2511941.511 120°30'21.3" 22°42'25.8" 
極南 199245.642 2511934.447 120°30'21.5" 22°42'25.6"  
極北 200390.314 2514705.347 120°31'01.3" 22°43'55.8" 

 

(四)建議範圍與面積： 

濕地範圍與面積：萬年濕地群位於屏東縣萬年溪流域上游，鹽埔鄉洛陽

村、九如鄉玉泉村及屏東市信和里內。濕地範圍內包含海豐濕地 14.85 公頃、

圳寮濕地 10.3 公頃及黃金濕地 2.7 公頃三處子濕地，及崇蘭舊圳 1.66 公頃，

總面積約 29.46 公頃。濕地之範圍主要以河道、子濕地邊界及崇蘭舊圳道為邊

界，濕地北臨武洛溪，從最北側往南循崇蘭舊圳經過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

海豐濕地，周邊以農耕地為界，濕地最南端為海豐濕地。 

 

(五)建議濕地等級： 

建議濕地等級：國家級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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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萬年濕地群濕地邊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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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萬年濕地群濕地範圍(1)-黃金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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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萬年濕地群濕地範圍(2)-圳寮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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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萬年濕地群濕地範圍(3)-海豐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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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萬年濕地群區位與周邊地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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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濕地評定檢核表 
 

基
本
資
料 

申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承 辦 人 員 林美桂 

聯
絡
方
式 

地 址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電 話 / 傳 真 08-7351911 分機 309 

電子郵件信

箱 gena0710@mail.ptepb.gov.tw 

濕
地
資
料 

名
稱 

中 文 萬年濕地群 

英 文  WannianWetlands 

濕 地 類 型 
（ 可 複 選 ） 

□海洋 / 海岸濕地 □內陸濕地■人為濕地 
細分類：3. 水圳、6. 人工濕地 

行 政 轄 區 屏東縣九如鄉、鹽埔鄉、屏東市 

建 議 範 圍 

黃金濕地、圳寮濕地、海豐濕地及崇蘭舊圳 
座標系統 WGS84 座標系統(度) 
地理中心 120°30'44.7" 22°43'08.3" 
極東 120°31'02.7"  22°43'54.5" 
極西 120°30'21.3" 22°42'25.8" 
極南 120°30'21.5" 22°42'25.6"  
極北 120°31'01.3" 22°43'55.8" 

 

建 議 等 級 □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 

面 積 總面積29.46公頃 

是 否 位 於 相 關 
法 定 保 護 區 內 

□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水質水量保護區 
□其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

所公告之「封溪護魚計畫」 
■否，未位於上述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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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價 值 

一、濕地保育法第八條第一款至第八款： 
■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魚類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路徑及

其他重要棲息地 
■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具自然遺產、歷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

教育、觀光遊憩資源，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

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域 
■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曾有文獻紀錄、經專家學者調查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定有保育價值且範圍明確。 

重 要 生 態 資 源 

■珍貴稀有動物： 
二級保育類：黑鳶、鳳頭蒼鷹、彩鷸、水雉。 
三級保育類：紅尾伯勞、燕鴴。 
■珍貴稀有植物： 
IUCN 瀕危(EN)：水社柳 
IUCN 易危(VU)：土沉香、白樹仔、鵝掌藤、棋盤腳、

台灣肖楠、水茄苳 
IUCN 近危(NT)：蘭嶼馬蹄花、蘭嶼紫金牛 
■其他： 
台灣特有種：小彎嘴、斯文豪氏攀蜥、台灣草蜥、台灣

管鼻蝠 
申請濕地建議範圍

圖 說 ■有  □無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調查書或其他證明

文 件 
■有  □無 

濕
地
管
理
機
關
或
單
位 

名 稱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聯 絡 人 陳昶瑞 

電 話 08-7351911 分機 517 

地 址 900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街 56 號 

傳 真 ptepb115@oa.pthg.gov.tw 

備 註 事 項  

9 

 



 

四、濕地內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一)土地權屬：萬年濕地群範圍內土地包含洛陽段、玉泉段、信和段及惠農段共

34 筆土地及未登錄土地，其中國有土地 23 筆，及 11 筆私有土地，公私有土

地分布參照圖 4-1。濕地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皆位於一般農業區，土地編定為

農牧用地，參照圖 9-6。 

(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1.屏東縣政府表示：同意。 

2.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同意。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同意。 

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 

(三)證明文件：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書（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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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萬年濕地群土地權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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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年相關計畫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計畫內容 與本濕地關聯性 

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

護局 

103 年度

國家重要

濕地保育

行動計畫-
屏東地區

國家重要

濕地整體

調查規劃

(第二期) 

103 

本計畫依據 98 年內政部

營建署公布之濕地生態

性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

標準作業流程，針對各濕

地進行歷年計畫報告資

料蒐集以及濕地棲地快

速評估，透過資料蒐集與

評估，瞭解各濕地現有資

料不足缺少部分，進行後

續監測調查規劃，並配合

明智利用檢核表的填

寫，修正屏東地區國家重

要濕地之科學研究架構。 

本計畫所彙整之

濕地資料亦包含

海豐濕地、圳寮濕

地。 

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

護局 

103 年度

國家重要

濕地保育

行動計畫-
屏東地區

國家重要

濕地整體

調查規劃

(第三期) 

104 

本年度(104 年度)依據

103 年度評估最需要進行

調查、維護及管理的濕地

中選定圳寮濕地及海豐

濕地，並採用 98 年內政

部營建署公布之「濕地生

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

統標準作業程序」進行水

質調查，最後將資料建檔

並上傳至國家重要濕地

資料庫(metacat 資料庫)。
另將 3 年(102 年~104 年) 
蒐集、分析的濕地環境資

料進行分類、彙整，並提

出目前屏東濕地面臨問

題及初步解決對策。 

本計畫所彙整之

濕地資料亦包含

海豐濕地、圳寮濕

地。 

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

護局 

屏東縣萬

年濕地群

背景環境

生物調查

研究與監

測計畫 

106 

本計畫將萬年溪及上游

濕地相關資料蒐集並進

行分析，在自然環境、生

物資源、人文及地籍等方

面，已建立完整之背景資

料，可提供未來主管機關

靈活應用，做為濕地經營

管理之參考資料。 

本計畫所彙整之

濕地資料亦包含

黃金濕地、海豐濕

地、圳寮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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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計畫內容 與本濕地關聯性 

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

護局 

107 年度

屏東縣萬

年濕地群

背景環境

生物調查

研究與監

測計畫 

107 

本計畫透過調查與監

測，展現及推廣生態效

益，引導地方民眾價值觀

的轉變與現階段及未來

的發展趨勢，在地方豐富

獨特的生態資源條件

下，由地方自發性進行濕

地環境維護，讓濕地的發

展同時兼顧居民日常生

活，共同創造濕地永續經

營。 

本計畫所彙整之

濕地資料亦包含

黃金濕地、海豐濕

地、圳寮濕地。 

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

護局 

108 年度

屏東縣萬

年濕地群

背景環境

生物調查

研究與監

測計畫 

108 

本計畫透過調查與監

測，展現及推廣生態效

益，引導地方民眾價值觀

的轉變與現階段及未來

的發展趨勢，在地方豐富

獨特的生態資源條件

下，由地方自發性進行濕

地環境維護，讓濕地的發

展同時兼顧居民日常生

活，共同創造濕地永續經

營。 

本計畫所彙整之

濕地資料亦包含

黃金濕地、海豐濕

地、圳寮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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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濕地或周邊範圍現階段相關開發建設及保育計畫 

辦理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 
期間 計畫內容 與本濕地關聯性 

屏東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屏東縣環境
教育場域及
重要濕地認
證規劃 

109- 
110 

以萬年濕地群申請 
1. 國家重要濕地 
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加強屏東縣萬年溪上

游濕地能有效接軌國

家重要濕地法制與政

策，並獲得更完善的

保育及利用。 

屏東縣政府
水利處 

牛稠溪流域
水環境改善
計畫—萬年
溪水岸空間
環境改善工
程 

109- 
110 

（1）滯洪：於萬年溪與復興

公園交會之處，藉由破堤來

擴大水域面積，增加生態濕

地滯洪機能。 
（2）淨水：建置攔水堰及太

陽能等設施，自萬年溪引

水，輔以礫間淨化水道、創

造疊瀑及濕地水生植物等手

法，來提供水質淨水功能。 
（3）生態保育：創造萬年溪

水岸、萬年公園及復興公園

成為一個生態豐富多樣的棲

地。 
（4）環境教育：將萬年溪水

源引入公園內，作為淨化水

道或親水空間之塑造，更適

合作學校戶外教學場所，藉

此培訓社區解說員，產生更

大效益。 
（5）景觀遊憩：配合萬年溪

人行與自行車景觀廊道系

統，提供沿線水與綠的網絡

串聯休憩囊袋公園，增加親

水機會，並能打開屏東的觀

光遊憩視野。 

延續萬年濕地群模

式，應用於下游區

域，結合保育、治水、

淨水與遊憩等明智利

用，達到整體萬年溪

流域再生願景。 

屏東縣政府
水利處 

牛稠溪流域
水環境改善
計畫—屏東
市殺蛇溪沿
線截流工程 

109- 
110 

將殺蛇溪兩岸所排放之污水

進行截流，經評估後選定人

口密集區域且污染源明顯點

位，共 3 個區域 4 組截流系

統先行施作，共計截流 22 處

出水口，截流之晴天污水量

約為 4,636CMD 

延續萬年濕地群模

式，應用於下游區

域，結合保育、治水、

淨水與遊憩等明智利

用，達到整體萬年溪

流域再生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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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濕地現況環境說明 

(一)濕地概述 

萬年濕地群位於萬年溪上游，包含黃金濕地、圳寮濕地、海豐

濕地及部分崇蘭舊圳，各人工濕地分布位置參照圖 7-1，三處濕地由

崇蘭舊圳交互接連，流經歸來公館圳後再匯入萬年溪，三處濕地為人

工建造，內有淨水池、沉澱池等。濕地內紀錄有保育類鳥類，已調查

到水雉、燕鴴、紅尾伯勞、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 6 種，其中海豐

濕地是水雉在高屏地區重要的棲息地之一；另外濕地內可觀察到 27

種蜻蜓、56 種蝴蝶，小雨蛙、日本樹蛙等 8 種蛙類，粗糙沼蝦等 2

種甲殼類。 

黃金濕地行政區域位於屏東縣九如鄉玉泉村，鄰近鹽埔鄉界，

土地皆為公有地，濕地中間有國道三號高架橋路段穿越，為淨化西側

崇蘭舊圳污水而設立。圳寮濕地行政區域位於屏東縣九如鄉玉泉村，

為了淨化西側崇蘭舊圳污水而設立。海豐濕地行政區域位於屏東縣屏

東市，接近九如鄉之鄉界，北為隘寮溪排水溝，原為臺糖土地，利用

自然工法淨化崇蘭舊圳畜牧養殖污水。濕地群之各濕地系統自民國

98 年至 106 年陸續設置完成。 

崇蘭舊圳的水路系統極具歷史價值，水圳灌溉了九如玉泉、海

豐庄、崇蘭庄、鹽埔地區的田園，也帶動了屏東糖業發展與市區經濟

繁盛，而沿著水圳四面八方開鑿灌溉所形塑出的聚落文化更是豐富了

居民生活的成長記憶，也同時孕育了依賴水域的生態系統。 

目前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海豐濕地為屏東縣政府管理，濕地

內設有景觀步道，適合民眾遊憩，濕地內可觀察到多種水生植物及鳥

類，適合學校及民眾進行環境教育。濕地現況照片可見圖 7-1、7-2

及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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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萬年濕地群範圍內人工濕地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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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萬年濕地群現況照 

 
表 7-1 濕地環境現況照位置 
位置 說明 經度 緯度 

1 武洛溪引水口 120°31'17.1" 22°44'01.9" 
2 黃金濕地北側 120°31'02.4" 22°43'54.4" 
3 黃金濕地旁崇蘭舊圳 120°30'55.8" 22°43'43.3" 
4 黃金濕地南側 120°30'56.1" 22°43'41.9" 
5 圳寮濕地北側 120°30'52.2" 22°43'20.3" 
6 圳寮濕地北側 120°30'53.6" 22°43'17.7" 
7 圳寮濕地南側 120°30'51.5" 22°43'11.4" 
8 圳寮濕地旁崇蘭圳 120°30'49.0" 22°43'10.2" 
9 海豐濕地旁崇蘭圳 120°30'37.3" 22°42'48.3" 

10 海豐濕地北側 120°30'34.3" 22°42'46.8" 
11 海豐濕地步道 120°30'31.8" 22°42'42.9" 
12 海豐濕地東側 120°30'34.5" 22°42'42.1"  
13 海豐濕地淨水渠道 120°30'30.5" 22°42'41.3" 
14 海豐濕地南側 120°30'26.4" 22°42'32.7" 

坐標系統：台灣大地基準(TWD 97) 
 

19 



 

(二)本濕地與周邊濕地關聯性 

屏東萬年濕地群周邊主要之重要濕地有高雄市大樹人工重要濕

地及屏東縣麟洛人工重要濕地(圖 7-3)，其中大樹人工重要濕地(高屏

溪舊鐵橋濕地)位於本濕地東側約 4.2 公里，佔地 177 公頃，鳥類多樣

性高且有度冬之水鳥。麟洛人工重要濕地位於本濕地東南側約 7 公里

處，為面積 3 公頃之小型人工濕地，濕地豐富且多樣的生態環境及自

然淨化工法，提供民眾環保及生態等研習場所。 

除了重要濕地之外，本濕地西側 1 公里處有一位於玉泉村內的螢

火蟲復育區，以玉泉村濕地稱之，濕地內具終年不竭的自然湧泉，提

供各種濕地動植物良好的棲息環境，包含台灣南部少見的黃緣螢，而

本濕地東側約 2 公里處則有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之三座生態滯洪池，除

了本身有調節洪流流速、降低水患衝擊功能外，亦提供一處生物棲息

環境。 

本濕地與周邊其他濕地環境，透過持續性的棲地維護管理，極有

潛力共同成為大範圍之水鳥棲息地點，可串聯形成濕地生態廊道，使

濕地保育發揮更大的效益。 

圖 7-3 萬年濕地群周邊其他濕地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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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濕地自然環境資源 

(一)地形、地質 

萬年溪及上游濕地位於屏東平原中北部，地勢平坦並無明顯高程

差距，其地勢平緩，地面標高介於 18 公尺至 30 公尺之間，平均坡

度 0.22％，屏東平原之地質屬現代沖積層，屏東市區之地質為含小石

之粗砂或細砂（屏東縣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

計畫，2019)。萬年溪上游地質分布參照圖 8-1。 

屏東市表層(0~30cm)土壤分布以壤土為主，周圍則大多分布壤質

砂土，而中間則零星分布砂質壤土及粘質壤土。中層(30~60cm)土壤

分布則出現零星粘土，壤質砂土的比例變多而砂質壤土的比例則略為

減少，60~90cm 處亦以壤土為主要土壤，壤質砂土明顯減少，而砂

質壤土則有增多趨勢，亦出現零星砂質礫土。90~150cm 處，則大多

分布以壤土及壤質砂土為主，而粘土區域及砂質礫土也有增加趨勢

（屏東縣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2019)。 

 

圖 8-1 萬年溪上游地質分布圖 

21 



 

(二)氣象 

屏東地區緯度較低，暖流黑潮自巴士海峽北上，因而氣溫較高，

夏季長達 200 天以上，縣內溫度差異主要受地形山脈走向排列的影響，

等溫線約與等高線一致。屏東地區之夏季西南風盛行，由於旺盛之對

流作用，造成對流性雷雨，帶來豐沛的雨量。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期，

雖然夾帶豐沛水氣，但到達台灣南部地區時水氣已不足以造成降雨，

呈現乾季型態（屏東縣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

計畫，2019)。 

根據中央氣象局 103~109 年統計資料顯示，九如測站月平均氣

溫為 25.1 ℃，最高為 6 月的 28.9 ℃，最低則為 1 月的 19.6 ℃，氣溫

變化可參照圖 8-2。年平均降雨量 2,470 mm，5 月至 10 月之月平均

降雨量超過 100 mm，合計約 2,241 mm 佔全年降雨量的 90.7%，稱為

濕季；11 月至隔年 4 月雨量少落山風強，稱為乾季，沿海地區雨量

較少，向上游山區逐次遞增，暴雨中心大多集中於山地，季節性之雨

量變化較少，平均降雨日為 103.3 日，最高為 8 月的 23 日，最低為

11 月的 2 日，雨量變化可參照圖 8-3。 

 

 
圖 8-2 九如氣象站月平均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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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九如氣象站月平均降水量 

 

(三)水文、水質 

萬年溪舊名「番仔埔溪」，又稱「阿猴溪」，上游有海豐圳、崇

蘭舊圳和歸來公館圳匯入，從市郊瑞光路、大連路流入屏東市，並流

經千禧公園，與自由路、自立路比鄰，全長約 5.5 公里，下游與殺蛇

溪匯流入牛稠溪，最後注入高屏溪。由於萬年溪流域內農業發達，因

此農業引水渠道及排水渠道交錯縱橫，屏東縣政府於萬年溪上游建造

了海豐、圳寮及黃金濕地，希望利用自然工法淨化萬年溪上游水源，

同時連接萬年溪流域步道系統、萬年公園及勞工公園自然生態的景觀，

構建一個生態水系網絡。 

崇蘭舊圳的水路系統極具歷史價值，嘉慶 2 年（西元 1797 年）

吳傳修築「崇蘭舊圳」，同治 13 年（西元 1874）年，蕭文崁另修築

「崇蘭新圳」，新舊水圳灌溉了九如玉泉、海豐庄、崇蘭庄、鹽埔地

區的田園，也帶動了屏東糖業發展與市區經濟繁盛，而沿著水圳四面

八方開鑿灌溉所形塑出的聚落文化更是豐富了居民生活的成長記憶，

也同時孕育了依賴水域的生態系統，如位於玉泉村湧泉口的螢火蟲復

育區。圳道分布圖可參照圖 8-4。 

23 



 

萬年濕地群系統共計 3 大處系統，目前黃金濕地系統、海豐濕

地系統，淨化後之水質排入崇蘭舊圳，而圳寮濕地系統淨化後水質則

排入崇蘭舊圳，其崇蘭舊圳主要水源為伏流水，讓萬年溪終年有水使

用。 

 
圖 8-4 萬年溪上游圳道分布圖 

  

24 



 

1.地下水監測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網所記錄的地下水監測資料，惠

農國小測站(22°43'27.145" 120°29'57.952")，本計畫區歷年平均日

水位為 24.55 公尺，依據環保署水質監測網數據，108~109 兩年

間，惠農國小測站資料共有 3 筆，所測得一般項目、重金屬、氯

化碳氫化合物、單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等，皆在第一類水體標準

之內。地下水監測站位置可參照圖 7-5、監測資料可參照表 8-1。 

表 8-1 108 至 109 年惠農國小測站地下水監測資料 

 

測站名稱 惠農國小 
 

採樣日期 108/04/16 108/10/10 109/10/17 
第一類水體 
管制標準 

水溫(℃) 4702 4702 4702 -- 
導電度(μmho/cm25℃) -- 2.850 3.188 -- 

酸鹼值 -- 27.3 26.7 -- 
溶氧(電極法)(%) -- 526 547 -- 
總鹼度(mg/L) -- 1.70 1.55 -- 

一
般
項
目 

總硬度(mg/L) 1.5 2.0 3.2 -- 
總溶解固體物(mg/L) -- -- -- -- 

氯鹽(mg/L) 167.0 -52.4 136.0 -- 
氨氮(mg/L) -- 257 272 -- 

硝酸鹽氮(mg/L) -- 359 418 10 

硫酸鹽(mg/L) -- 5.5 6.1 -- 
總有機碳(mg/L) -- <0.01 <0.01 -- 
氟鹽(mg/L) -- <0.0003 <0.0003 0.8 

其
他

汙
染物 

總酚(mg/L) 
 

0.197 0.093 -- 
甲基第三丁基醚(mg/L) <0.002 -- -- 0.1 

重
金
屬 

砷(mg/L) -- 3.93 4.30 0.05 

鎘(mg/L) -- 68.3 71.8 0.005 
鉻(mg/L) -- 0.32 0.79 0.05 
銅(mg/L) -- <0.0003 <0.0003 1 
鉛(mg/L) -- <0.001 <0.001 0.05 
鋅(mg/L) -- <0.001 <0.001 5 
鐵(mg/L) -- <0.001 <0.001 -- 

錳(mg/L) -- <0.003 <0.003 -- 
汞(mg/L) -- <0.002 <0.002 0.002 

25 



 

鎳(mg/L) -- 0.192 0.060 0.1 
鈉(mg/L) -- <0.005 <0.005 -- 

鉀(mg/L) -- <0.006 0.0090 -- 
鈣(mg/L) -- 0.11 0.12 -- 
鎂(mg/L) -- 8.44 9.61 -- 

單
環
芳
香
族
碳

氫
化
合
物 

苯(mg/L) -- 82.6 87.7 0.005 
甲苯(mg/L) -- 14.3 15.0 1 
乙苯(mg/L) -- 184 185 0.7 

二甲苯(mg/L) <0.002 -- -- 10 

多
環
芳
香
族
碳

氫
化
合
物 

萘(mg/L) <0.002 -- -- -- 

氯
化
碳
氫
化
合
物 

四氯化碳(mg/L) <0.002 -- -- 0.005 
氯苯(mg/L) <0.002 -- -- 1 
氯仿(mg/L) <0.002 -- -- 0.1 
氯甲烷(mg/L) <0.002 -- -- 0.03 

1,4—二氯苯(mg/L) <0.002 -- -- 0.075 

1,1—二氯乙烷(mg/L) <0.002 -- -- 0.85 
1,2—二氯乙烷(mg/L) <0.002 -- -- 0.005 
1,1—二氯乙烯(mg/L) <0.002 -- -- 0.85 

順 1,2—二氯乙烯(mg/L) <0.002 -- -- 0.07 
反 1,2—二氯乙烯(mg/L) <0.002 -- -- 0.1 

三氯乙烯(mg/L) <0.002 -- -- 0.005 

四氯乙烯(mg/L) <0.002 -- -- 0.005 
氯乙烯(mg/L) <0.002 -- -- 0.002 
二氯甲烷(mg/L) <0.002 -- -- 0.005 

1,1,2—三氯乙烷(mg/L) <0.002 -- -- 0.005 
1,1,1—三氯乙烷(mg/L) <0.002 -- -- 0.2 

1,2-二氯苯(mg/L) <0.002 -- -- 0.6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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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濕地水質監測 

依據 110 年度委託辦理萬年溪上游(黃金、圳寮及海豐)濕地操

作維護及成效評估計畫，三處子濕地的水質監測站位置可參照圖

8-5、表 8-2，節錄 107-109 年水質監測數據，參照表 8-3。 

海豐濕地主要以自然淨化渠道(FWS 濕地系統）、密植區、開

放水面區、生態池及 SSF 池進行水質淨化，其水源引自崇蘭

舊圳，每日最大處理水量為每日 11,000CMD。 

圳寮濕地透過設置沉澱池進行 SS 沉澱、水生植物密植區、

SSF(表面下流動式)達到水質淨化效果達到水質淨化效果，水源自

場區西邊之崇蘭舊圳截流，導引圳水至場區內進行處理，處理完

成後則利用場區南側現有水溝排入崇蘭舊圳，每日最大處理水量

10,000CMD。 

黃金濕地主要以重力流方式將水導入沉澱池進行 SS 沉降及

污染物分解，淨化完成之水源再以原崇蘭舊圳。此外南側的濕地

以重力流將水導入 FWS 池進行 SS 沉降，以重力流進入表面流動

式濕地系統（FWS 池）進行水質淨化，再透過圳渠道連接至密植

區進行水質淨化，整個濕地的每日最大處理水量為 60,000CMD 

依照水質監測資料，三處濕地系統的污染平均去除率，生化需

氧量(BOD)為45%±19%(海豐)、38%±20%(圳寮)、21%±15%(黃金)，

懸浮固體(ss)為 56%±22%(海豐)、60%±20%(圳寮)、27%±17%(黃

金)，氨氮為 51%±32%(海豐)、41±22%(圳寮)、30%±23%(黃金)，

總磷為 51%±22%(海豐)、24%±16%(圳寮)、24%±22%(黃金)，資料

可參照表 7-3。本濕地群對於萬年溪流域的水質改善極具成效，亦

是整體萬年溪整治與環境改造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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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萬年濕地群濕地水質檢測站及地下水測站分布圖 

 

表 8-2 濕地水質監測站地理座標 
子濕地 入水口 出水口 

黃金濕地 
北側 22°43'54.6" 120°31'01.0" 22°43'49.5" 120°30'59.0" 
中間 22°43'47.7" 120°30'58.6" 22°43'45.6" 120°30'57.7" 
南側 22°43'43.6" 120°30'56.4" 22°43'39.3" 120°30'56.1" 

圳寮濕地 
北側 22°43'21.6" 120°30'53.3" 22°43'15.9" 120°30'59.4" 
南側 22°43'16.6" 120°30'49.8" 22°43'11.6" 120°30'49.3" 

海豐濕地 
東側 22°42'47.3" 120°30'34.8" 22°42'29.6" 120°30'23.9" 
西側 22°42'46.0" 120°30'34.3" 22°42'34.4" 120°3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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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107 至 109 年萬年濕地群水質監測資料 
項目 海豐濕地 圳寮濕地 黃金濕地 

BOD 
進流水(mg/L) 4.1~41.4 6.26~68.42 7.5~43.2 
放流水(mg/L) 3.5~17.7 3.7~26.26 6.8~36.4 
平均去除率 45%±19% 38%±20% 21%±15% 

SS 
進流水(mg/L) 5.8~31 11.7~59.29 7.6~126 
放流水(mg/L) <1.5~17.5 <1.5~18.57 5.4~116 
平均去除率 56%±22% 60%±20% 27%±17% 

氨氮 
進流水(mg/L) 0.01~24.6 8.63~13.6 4.92~20.6 
放流水(mg/L) ND~17.4 3.19~8.04 2.40~12 
平均去除率 51%±32% 41±22% 30%±23% 

總磷 
進流水(mg/L) 0.790~4.32 1.13~5.91 1.16~4.62 
放流水(mg/L) 0.08~2.88 0.519~3.48 1.20~2.7 
平均去除率 51%±22% 24%±16%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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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上游崇蘭舊圳於武洛溪之引水口，水體明顯混濁、有漂浮物及惡

臭 

濕地處理後端生態池，水體較為清澈無異味 
圖 8-6 濕地群現地處理前後水體狀態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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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萬年溪下游流經屏東市之風貌及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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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 

本報告彙整了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

與監測計畫，及 106-109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

檢測委託技術服務報告，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海豐濕地三處共發現

了 87 科 318 種植物，其中原生種有 154 種，約佔 48%，外來種、歸

化種及栽培種有 157種，台灣特有種有 7種，其中特有種包含白樹仔、

杜英、臺灣赤楠、臺灣欒樹、水柳、水社柳、香楠，多數為人工種植。

大部分植物於濕地內零星分布，某些種類作為人工濕地圳道內的景觀

或淨水植物，如蘆葦、布袋蓮、大萍、美人蕉、睡蓮、菱角等。濕地

環境內有不少外來入侵種植物，如布袋蓮、大萍、小花蔓澤蘭、銀膠

菊等，若有影響濕地生態及造成渠道阻塞，有待妥善移除。 

在植物名錄中，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中

被分類為易危(VU)的有土沉香、白樹仔、鵝掌藤、棋盤腳、台灣肖楠、

水茄苳 6 種，被分類為接近威脅(NT)的有蘭嶼馬蹄花、蘭嶼紫金牛 2

種，被分類為瀕危(EN)的有水社柳 1 種，以上植物分布在黃金濕地及

海豐濕地，大多為人為栽植且生長良好。 

(五)動物 

1.陸域動物 

本計畫彙整了歷年調查報告，萬年溪上游三處濕地共紀錄了鳥類

32 科 66 種、昆蟲 11 科 83 種、兩棲類 5 科 8 種、爬蟲類 8 科 13 種、

哺乳類 3 科 16 種，其中保育類皆為鳥類，包括 4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黑

鳶、鳳頭蒼鷹、彩鷸、水雉)，以及 2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勞、

燕鴴)，台灣特有種包含小彎嘴、斯文豪氏攀蜥、台灣草蜥、台灣管

鼻蝠 4 種，台灣特有亞種包含棕三趾鶉、大卷尾、台灣夜鷹、小雨燕、

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堀川氏棕蝠、赤腹松鼠 9 種。 

三處濕地的保育類鳥類相豐富，有賴於濕地內植栽茂密、鄰近淺

山，除尋常維護工作外少有人為干擾，其中水雉(二級)可記錄到 1-7

隻，彩鷸(二級)可記錄到 1-3 隻，黑鳶(二級)、鳳頭蒼鷹(二級)亦在 1-2

隻之間，紅尾伯勞(三級)及燕鴴(三級)出現因季節而異，紅尾伯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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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隻不等，燕鴴在 1-3 隻不等。此外在濕地鄰近地區有黃鸝(二級)

出沒的紀錄(屏東縣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

畫，2017)。 

二級保育類水雉，目前在台灣主要以台南為分布最多的區域，其

他縣市地區則多為零星分布。在本濕地範圍內之海豐濕地的調查紀錄

顯示，106 至 109 年濕地內的水雉數量從無紀錄攀升到 7 隻(萬年溪上

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報告，2017-2020)，

並且發現有築巢、繁殖的紀錄，另外依目前濕地維護管理單位人員現

場的觀察紀錄，110 年度 3 月三處濕地可觀測到的水雉個體約達 50

隻，後續待正式生態調查可再掌握本區確切的水雉族群及生態概況。 

依據現有相關生態調查紀錄，本區已知為整體屏東地區，以及台

灣水雉分布最南側的水雉主要、穩定的繁殖棲地。未來若持續維持棲

地環境且進行調查監測，本區極有潛力成為屏東地區最重要的水雉復

育區。 

特有種的部分，大致上，小彎嘴主要發現在海豐濕地，斯文豪氏

攀蜥出沒在黃金濕地及海豐濕地，台灣草蜥出沒於圳寮濕地，台灣管

鼻蝠出出於黃金濕地(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

計畫，2017)。 

其他陸域生物，蜻蜓及蝴蝶的種類豐富，蜻蜓中以青紋細蟌、褐

斑蜻蜓、杜松蜻蜓為優勢種，兩棲類以澤蛙、貢德氏赤蛙為優勢種，

爬蟲類以蝎虎為優勢種(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

測計畫，2017)。 

另外本濕地東側有一處玉泉村崇蘭溪湧泉口，自 102 年 4 月開始

已公告為螢火蟲保育區，曾紀錄到黃緣螢、台灣窗螢、邊褐端黑螢三

種螢火蟲，其中黃緣螢為南部少見的水生螢火蟲(屏東地區國家重要

濕地整體調查規劃(第一期)，2013)。 

2.水域動物 

本計畫彙整了歷年調查報告，萬年溪上游三處濕地共紀錄了甲

殼類 2 科 2 種、魚類 7 科 13 種、螺貝 2 科 2 種。各類水域生物均屬

台灣西南部河口及溪流常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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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濕地範圍內，以海豐濕地、圳寮濕地紀錄有水雉、彩鷸

等保育類物種，部分區域可規劃為優先保育區域，如圖 8-8、8-9 所

示。 

圖 8-8 圳寮濕地應優先保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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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海豐濕地應優先保護區域 

 
 
 
 
 
 
 
 
 
 
 

35 



 

二級保育類水雉 二級保育類彩鷸 

紅尾伯勞 燕鴴 

IUCN 易危物種水茄苳  IUCN 瀕危物種水社柳 
圖 8-10 濕地生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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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濕地人文環境資源 

(一)人口 

萬年濕地群位於屏東市縣九如鄉及屏東市交界，北鄰九如鄉玉泉村，

南鄰屏東市信和里。 

1.人口數分析 

根據屏東市及里港戶政事務所 100 年至 109 年人口統計資料(見

表 9-1)顯示，屏東市及九如鄉人口呈些微下降趨勢，信和里呈些微下

降趨勢，玉泉村變動不明顯。 

表 9-1 計畫範圍內鄰近地區 100 年至 109 年人口數量 
年份 
地區 

100 
(人) 

101 
(人) 

102 
(人) 

103 
(人) 

104 
(人) 

105 
(人) 

106 
(人) 

107 
(人) 

108 
(人) 

109 
(人) 

屏東市 209,416 207,862 205,945 203,866 202,562 201,644 200,452 199,606 199,024 197,647 

信合里 1,794 1,816 1,820 1,824 1,765 1,772 1,774 1,762 1,738 1,783 
九如鄉 22,689 22,563 22,408 22,172 22,090 22,083 22,110 22,061 21,987 21,962 
玉泉村 1,831 1,840 1,827 1,824 1,825 1,857 1,828 1,840 1,831 1,825 

資料來源：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屏東縣里港戶政事務所 

圖 9-1 濕地周邊人口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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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特性分布 

根據屏東市及里港戶政事務所 109 年 12 月人口統計資料(見表

9-2)顯示，本計畫地區內整體扶養率為 36.9%~40%，此外，屏東市及

九如鄉 65 歲以上人口皆超過 10%，顯示均已進入高齡化社會。 

表 9-2 計畫範圍鄰近地區 109 年人口特性 
年齡 
 
地區 

年齡層 百分比 
扶養比 

(%) 
0~14 歲

(人) 
15~64
歲(人) 

65 歲以

上(人) 
0~14 歲

(%) 
15~64
歲(%) 

65 歲以

上(%) 
屏東市 228,32 141,197 33,618 11.6 71.4 17.0 40.0 
九如鄉 2,182 16,082 3,752 9.9 73.2 17.1 36.9 
註：扶養比=((0 至 1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5 至 64 歲人口數)*100 

資料來源：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屏東縣里港戶政事務所 

3.人口分布密度 

依據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統計資料，109 年底屏東市 79 個

里人口共計 75,208 戶、197,647 人，人口密度為 3037.6 人/平方公里，

109 年底信和里人口 1,783 人，約佔全區 0.9%；依據屏東縣里港戶政

事務所統計資料，109 年底九如鄉 11 個村人口共計 7,322 戶、21,962

人，人口密度為 552.7 人/平方公里。109 年底玉泉村人口 1,825 人，

約佔全區 8.3%。資料詳見表 9-3。 

表 9-3 計畫範圍鄰近地區 109 年人口分布密度 
地區 109 年 

(人)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屏東市 197,647 65.07 3037 
信合里 1,783 2.59 688 
九如鄉 21,962 42.02 523 
玉泉村 1,825 6.55 279 

資料來源：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屏東縣里港戶政事務所 

(一)產業與經濟 

行政院主計處每 5 年進行一次全國性的農林漁牧業與工商及服

務業普查，最近一期農林漁牧業普查為 104 年，最近一期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為 105 年，目前行政院主計處雖已開始進行 109 年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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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資料尚未公告，因此仍以近一期普查結果統計進行分析。 

1.一級產業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統計(詳見表9-4)顯示，

本計畫範圍涉及屏東市及九如鄉，整體一級產業家數占了屏東縣 31%，

而屏東市的農牧業家數占了屏東縣的 7.5%。 

表 9-4 計畫範圍鄰近地區 104 年一級產業數量 
地區別 
 
產業別 

屏東縣

(家) 

屏東市 九如鄉 

(家) 
佔屏東

縣百分

比(%) 
(家) 

佔屏東

縣百分

比(%) 

一

級

產

業 

農牧業 60,316 4,548 7.5 1,639 2.7 
農事及畜牧服務

業 358 20 5.6 19 5.3 

林業 8,023 210 2.6 19 0.2 
漁業 5,883 158 2.7 258 4.4 
合計 74,580 4,936 18.4 1,935 1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10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統計 

2.二到三級產業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10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詳見表 9-5)顯示，

本計畫範圍所涉及之屏東市，其二級產業場所單位數約佔屏東縣 27%，

三級產業場所單位數佔屏東縣 29.4%；本計畫範圍所涉及之九如鄉，

其二級產業場所單位數約佔屏東縣 3.7%，三級產業場所單位數約佔

屏東縣 2.0%。 

表 9-5 計畫範圍鄰近地區 105 年二、三級產業數量 
 
地區別 
產業別 

屏東縣

(家) 

屏東市 九如鄉 

(家) 
佔屏東

縣百分

比(%) 
(家) 

佔屏東

縣百分

比(%) 

二

級

產

業 

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20 2 10 2 10 

製造業 2,212 655 2.96 73 3.3 
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 62 8 12.3 0 0.0 

用水供應及 178 42 23.6 12 6.7 

39 



 

汙染防治業 
營造業 3,120 804 25.8 119 3.8 
合計 4,767 1,377 27.0 154 3.7 

三

級

產

業 

批發及零售業 17,400 5033 28.9 311 1.8 
運輸及倉儲業 816 274 33.6 25 3.1 
住宿及餐飲業 7,329 1,695 23.1 194 2.6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訊

服務業 
147 82 55.8 0 0.0 

金融及保險業、 
強制性社會安全 453 193 42.6 14 3.1 

不動產業 427 197 16.1 4 0.9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829 381 46.0 13 1.6 

支援服務業 771 238 30.9 8 1.0 
教育業 763 229 30.0 19 2.5 

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 898 347 38.6 11 1.2 

藝術、娛樂及 
休閒服務業 851 206 24.2 8 0.9 

其他服務業 4,520 1,467 32.5 89 2.0 
合計 30,111 9,347 29.4 573 2.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10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統計 

(三)人文及景觀資源 

景觀項目 景觀特色 照片 
1.濕地周邊人文及景觀資源 
(1)崇蘭新

舊圳 
西元 1797 年吳傳修築崇蘭舊圳，西元 1874
年蕭文崁修築崇蘭新圳，新舊水圳灌溉了九

如玉泉、海豐庄、崇蘭庄、鹽埔地區的田園，

也帶動了屏東糖業發展與市區經濟繁盛，而

沿著水圳四面八方開鑿灌溉所形塑出的聚

落文化更是豐富了居民生活的成長記憶。 

 

2.萬年溪流域沿岸人文及景觀資源 
(1)屏東書

院 
西元 1814 年，下淡水縣丞吳性誠為了振興

地方文教風氣，與歲貢生郭萃、林夢陽等人

起議興建屏東書院，雖然書院經過多次的遷

移整修，但仍然維持原有的講堂、祀殿及齋

舍格局，充份呈現傳統書院的空間特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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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項目 景觀特色 照片 
屏東歷史悠遠的建築的古蹟，也是屏東境內

唯一的書院建築。西元 1985 年，屏東書院

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是深具文化價值並保

持完好的歷史古蹟。 
(2)阿猴城

門 
屏東古稱阿猴或雅猴，城門是屏東在 19 世

紀清道光年間建設，是整個「屏東古城」的

一部分，曾見證漢人移遷到屏東平原的歷

史。但由於在日治時期被當時政府以修路為

由，大肆拆除城門和城牆，令現址只遺下一

座東門。 

 

(3)宗聖公

祠 
在清朝乾隆、嘉慶年間，原居住中國廣

東的曾姓宗族移民來臺，經過幾代的勤

勉奮鬥，家業終致發達，為表示感懷先

民、光宗耀祖之心意，曾姓後代便於西

元 1929 年興建宗聖公祠，裡頭供奉著被

歷代君王封為「宗聖公」、以孝順聞名

後世的孔子嫡傳弟子曾參。宗聖公祠為

一棟融合傳統客家四合院格局與華麗巴

洛克風格的建築，是目前臺灣規模最

大、裝飾最富麗的宗祠之一。 

 

(4)崇蘭蕭

氏家廟 
崇蘭蕭氏家廟歷史建築始建於西元1880
年，並於西元 1927 年重修，屬於宗祠木

結構建築。崇蘭蕭家開基距今 270 餘

年，蕭氏家族史可為一部屏東開發的見

證史。蕭唯天為蕭家開臺祖，祖籍廣東

省惠州府，務農為主，兼作糖業買賣，

後成為屈指可數的富翁。蕭氏家廟至今

香火不斷，保存良好，成為奉祀先祖及

凝聚後代子孫力量的精神性建築，它除

了載體的木結構之美、工藝之美、陳玉

峰彩繪之美外，最重要的是傳承蕭氏家

廟書院風氣的特殊意義。 

 

(5)屏東市

海豐三山

國王廟 

位於臺灣屏東縣屏東市海豐地區的三山國

王廟，在元宵節有迎男孫丁的習俗，105 年

6 月 14 日，屏東縣政府通過其中此廟的迎

男孫丁以「海豐巡男丁」之名列為縣定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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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項目 景觀特色 照片 
(6)玉皇宮 供奉玉皇大帝及儒、道、釋之神明為主

神，創建迄今已有 60 幾年之歷史，是屏

東地區香火相當鼎盛的廟宇之一，同時

設有圖書館及慈善會，每 7 年一次之御

巡是玉皇宮主要的繞境活動，活動為期

9 天，遍布全屏東縣，為屏東主要宗教

及傳統藝文的指標。 

 

(7)天后宮 屏東市天后宮奉祀的媽祖為杭州天后宮

的三聖母。相傳明末鄭成功渡海來臺

時，有一位王姓部將為求渡海安全，乃

祈請杭州天后宮的媽祖護航，並於西元

1657年恭迎三聖母進駐阿猴街的北城門

上。 

 

(8)萬福宮 屏東市萬福宮開基於高雄縣茄萣白砂

崙，民國 50 年吳府三千歲先下南巡安座

於蘇生進家中，供各地善男信女朝拜，

有求必應，香火鼎盛，當時主事極力向

臺糖屏東總廠爭取自立路、萬年溪畔作

建廟現址，西元 1982 年由蘇生進發起，

開始重建，到西元 1993 年落成啟用至

今。 

 

(9)原屏東

師範學校

校長官舍 

位於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11 號，日式獨

棟宿舍因持續做為該校校長與貴賓宿舍

使用而在建築構造與空間上保存良好，

在歷史意義上，成為唯一可見證日治時

期屏東地區師範教育發展的歷史證物，

具有登錄為歷史建築的價值。 
 

(10)臺糖紙

漿廠原料

倉庫 

位於屏東市臺糖街 66 號，為臺糖唯一紙

漿廠，具有產業遺址價值，見證臺糖多

角化經營模式，具歷史文化價值。大跨

度力霸型鋼架，可見證當代技術發展過

程，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  

照片來源：108 年度屏東縣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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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人文景觀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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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蘭圳 

崇蘭圳為本濕地周邊重要的人文資源，崇蘭圳屬於萬年溪流於上

游，其水源引自武洛溪，引水口位在黃金橋旁，水圳沿線流經屏東縣

玉泉村、信和里、北興里、合興里、崇蘭里等村里，長久下來帶動在

地的農業及社區發展。 

關於崇蘭圳的闢建，據《台灣地區水資源史》記載，先有嘉慶 2

年（1797）吳傳修築「崇蘭舊圳」，同治 13 年（1874），蕭文崁另

修築「崇蘭新圳」，以引番仔寮溪下游的水灌溉崇蘭附近的田園。此

外乾隆 17 年由業佃合力修築「海豐舊圳」，另於道光 10 年（1830）

業佃再修築「海豐新圳」，以引番仔寮溪下游的水，灌溉海豐庄附近

的田園，崇蘭圳歷經幾個階段的開闢，擴大了灌溉面積，也養活了更

多在地社群，並產出多樣化的農產，絲瓜、稻米、竹筍、甘蔗，其中

尤以絲瓜最為著名。 

崇蘭圳帶來的地方發展效益延續至今，已成為在地居民重要的生

活成長記憶，如今已有不少民間團體致力於整合圍繞在崇蘭圳的生態

及文化資源，並成為在地社區的發展特色，例如崇蘭社區於 104 年以

在地農特產開發的特色美食「崇蘭圳流域的便當」、玉泉社區於 102

年透過螢火蟲復育催生出「螢火蟲保育園區」、信和社區於 105 年以

崇蘭圳及海豐濕地作為農村再生計畫的亮點，此外，農田水利署屏東

管理處曾於 102 年辦理「千尋崇蘭圳─百變萬年溪」活動，亦有相關

展覽陸續舉辦，如 110 年下旬於屏東阿緱故事館舉辦的「崇蘭圳─散

步故事道」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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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取自崇蘭社區發展協會網站 

圖 9-3 崇蘭圳聚落文化景觀分布圖 

(四)土地利用現況 

1.土地分布情形 

黃金濕地範圍為屏東縣九如鄉惠農段 80、 81、 84、 115、 

144~148、151、154 及 190~192 地號區域，黃金濕地面積約為 2.7

公頃，均為國有土地。 

圳寮濕地範圍為屏東縣九如鄉玉泉段 232、503 及 504 地號區

域，面積約為 10.3 公頃，玉泉段 232、503 號僅有部分土地屬濕地

範圍，圳寮濕地均為私有土地，為台糖公司所有。 

海豐濕地範圍為屏東所信和段 63、64、65 地號、玉泉段 894

區域，海豐濕地整體面積約為 14.3 公頃，均為私有土地，為台糖

公司所有。 

部分土地屬於崇蘭舊圳範圍，其中包含鹽埔鄉洛陽段 1104、

1186、1018、1019，九如鄉惠農段 143、193、354、355、356，玉

泉段 428，屬於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所有，而玉泉段 981，信和

段 1、14、64 為私有土地，為台糖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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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有地分布可見圖 9-4。 

圖 9-4 萬年濕地群土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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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使用分區 

萬年濕地群範圍內土地主要位在非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土地

皆位於一般農業區，參考圖 9-5 

圖 9-5 萬年濕地群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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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使用編定 

本濕地土地編定大部分為農牧用地，周邊地區包含水利用地、

交通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建築用地等參考圖 9-6 

圖 9-6 萬年濕地群土地編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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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土利用調查 

依據 109 年國土利用調查顯示，本濕地土地利用包含濕地、

湖泊、旱田及一般道路，周邊區域為混淆林、旱田、國道、空置

地、住宅等，參考圖 9-7。 

圖 9-7 萬年濕地群國土利用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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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濕地周邊竹園 圳寮濕地周邊水稻田 

圳寮濕地周邊契作農地 海豐濕地周邊檳榔園 
圖 9-8 濕地周邊土地利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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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物使用現況 

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海豐濕地範圍內無建物，其中海豐濕地曝

氣氧化池有兩個貨櫃屋供管理人員使用，另外三處濕地內有木頭資訊

看板提供民眾瞭解濕地資料。參考圖 9-9、9-10。 

 
圖 9-9 海豐濕地工作用貨櫃屋位置圖 

 

黃金濕地池水及步道 圳寮濕地池水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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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寮濕地步道 黃金濕地步道 

濕地導覽看板 海豐濕地工作用貨櫃屋 

 

 

 

 

 

 

濕地導覽看板 濕地導覽看板 

安全警告標示 濕地導覽看板 
圖 9-10 濕地內地景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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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運輸系統 

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海豐濕地多為產業道路及小徑，可通往國

道 3 號、台 3 線或 27 線，而小徑及進出通道系統主要作為進出農田

使用，同時連接產業道路，參考 9-11。 

圖 9-11 萬年濕地群周邊交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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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眾參與及利用概況 

(一)本濕地內民眾利用現況說明 

萬年濕地群為濕地環境，原先大多為農耕地，經地主同意租用後

闢建，而濕地周邊的土地仍保持以農耕居多，濕地的功能以污水處理

為主，此外濕地內有步道，可供民眾散步休憩，據玉泉村周綉苡村長

所述，附近民眾進入濕地多為休憩用途，尤其是海豐濕地已成為民眾

垂釣的好地點，濕地美景更被喻為「絕美夕照秘境」，相關照片可參

照圖 10-1，除鄰近居民作為遊憩休閒場所外，依據屏東縣政府資料，

102 年至 110 年之間於海豐濕地舉辦的各項導覽解說、棲地營造活動

達 42 場 2,701 人次，參與活動的單位包含公司部門及各學校單位，

近幾年舉辦的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相關活動照片可參照圖 10-1。 

本濕地目前參與進行濕地維護的志工隊伍包含彩色盤教育基金

會、萬年溪保育協會、信和里社區發展協會、正德癌症基金會及水環

境巡守隊等 5 單位。此外為展現並延續濕地保育及公害防治之成果，

提供學習者體驗及戶外學習之優質環境，屏東縣政府亦整合專業人力、

課程方案，同步將海豐濕地申請為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域，

讓濕地更加提升環境教學品質。 

108 年 1 月 10 日 

民和國小濕地專題研究參訪 
108 年 2 月 16 日  

屏東縣巡守隊濕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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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 2 日  

屏東縣勝利國小師生參訪 

108 年 8 月 1 日  

大仁科大環境教育班參訪  

109 年 6 月 20 日 

小小觀察員教案試教 

109 年 7 月 3 日 

海豐濕地環境導覽 

109 年 10 月 22 日 

海豐濕地認養單位培訓 

109 年 11 月 13 日 

草地上地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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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孟安縣長分享「絕美夕照秘境」於臉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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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濕地相關報導(聯合報 110 年 11 月 13 日) 
圖 10-1 民眾參與及媒體資訊 

(二)地方座談會 

為了與濕地周邊社群、土地主管機關對於本濕地劃設進行溝通討

論，屏東縣政府環保局於 109 年 9 月 23 日辦理 1 場次的地方座談會，

與會單位包含屏東縣環保局綜合企劃科、屏東縣環保局水污科、濕地

維護廠商昇元工程顧問公司、台糖公司屏東區處、屏東市公所、屏東

縣水環境巡守總隊、屏東市信和里里長，會議人數約 70 人，會議中

向與會民眾介紹萬年濕地群的劃設範圍、濕地建議等級、背景環境資

料及評估結果，會議中廣納民眾的意見。相關活動照片可參照圖 10-2，

簽到表於附件 4、會議記錄於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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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地方座談會活動照片 

(二)國際研討會 

世界級的重要國際研討會「國際環境與自然研討會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e Science)」於 24 日在巴西里約辦

理，此次國際研討會，共計有 50 幾個國家、200 多篇論文參與投稿，

其中，屏東縣政府將萬年濕地群的整治成果以「人工濕地永續與生態

復育 -以萬年濕地群為例 (Sustainability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rough Constructed Wetlands - Taking the Wannian Wetlands as an 

Example)」發表縣府對萬年濕地上游畜牧廢水及生活廢水的整治成效，

在數百篇投稿論文中獲得多位審查委員的青睞及肯定，於 10 月 24 日

線上口頭發表，是台灣唯一參與國際發表的政府單位，展現縣府在環

境生態保育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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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 國際研討會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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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縣政府營造緣由、過程、經營經費來源及管理策略考量 

(一)營造緣由 

萬年溪流經屏東市，其人口數約為 207,043 人，為屏東市區內最具有提升

生活品質之發展潛力的主要河川之一，早期透過「屏東平原水嫷香蓮根計

畫」，以萬年溪及屏東市整體環境為對象，提出區域資源整合與串聯之構

想，以水與綠為主軸建構「水、土、林」三位一體的架構下，接合萬年溪

上游之濕地群，串連萬年溪，構建一個生態水系網絡。 

(二)過程 

1. 屏東縣海豐人工濕地一期（崇蘭舊圳自然渠道淨化工程）於 98 年

度完成，面積約 11 頃，每日廢污水最大處理量為 6,000CMD，利

用生態工法水質自然淨化系統處理方式，營造出具有污染自淨、

景觀休憩、生態復育和教育宣導能力的生態工法場址， 

2. 屏東縣海豐人工濕地二期（海豐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於

107 年度完成，面積約 3.9 頃，每日廢污水最大處理量為 5,000CMD，

利用生態工法水質自然淨化系統處理方式，營造出具有污染自淨、

景觀休憩、生態復育和教育宣導能力的生態工法場址。 

3. 屏東縣圳寮人工濕地一期（萬年溪水質改善計畫工程）於 102 年

年度完成，面積約 5 頃，每日廢污水最大處理量為 10,000CMD，

利用生態工法水質自然淨化系統處理方式，營造出具有污染自淨、

景觀休憩、生態復育和教育宣導能力的生態工法場址。 

4. 屏東縣圳寮人工濕地二期（圳寮濕地北側水質改善自然淨化場工

程計畫）於 106 年年度完成，面積約 5 頃，每日廢污水最大處理

量為 5,000CMD，利用生態工法水質自然淨化系統處理方式，營

造出具有污染自淨、景觀休憩、生態復育和教育宣導能力的生態

工法場址。 

5. 屏東縣黃金人工濕地一期（屏東縣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第

一期)）於 106 年年度完成，面積約 1.7 頃，每日廢污水最大處理

量為 30,000CMD，利用生態工法水質自然淨化系統處理方式，營

造出具有污染自淨、景觀休憩、生態復育和教育宣導能力的生態

工法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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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屏東縣黃金人工濕地二期（屏東縣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第

二期)）於 106 年年度完成，面積約 1.1 頃，每日廢污水最大處理

量為 30,000CMD，利用生態工法水質自然淨化系統處理方式，營

造出具有污染自淨、景觀休憩、生態復育和教育宣導能力的生態

工法場址。 

(三)經營經費來源 

1.屏東縣海豐人工濕地一期（崇蘭舊圳自然渠道淨化工程） 

(1)中文計畫名稱: 崇蘭舊圳自然渠道淨化工程 

(2)執行單位: 同力營造有限公司 

(3)工程經費: 33,855,000 元元整。 

(4)補助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屏東縣海豐人工濕地二期（海豐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 

(1)中文計畫名稱: 海豐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 

(2)執行單位: 九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3)工程經費: 7,850,000 元元整。 

(4)補助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3.屏東縣圳寮人工濕地一期（萬年溪水質改善計畫工程） 

(1)中文計畫名稱: 萬年溪水質改善計畫工程 

(2)執行單位: 建濠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工程經費: 17,180,000 元整。 

(4)補助單位：屏東縣政府 

4.屏東縣圳寮人工濕地二期（圳寮濕地北側水質改善自然淨化場工程計畫） 

(1)中文計畫名稱: 圳寮濕地北側水質改善自然淨化場工程計畫） 

(2)執行單位: 大丹營造有限公司 

(3)工程經費: 22,280,000 元整。 

(4)補助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5.屏東縣黃金人工濕地一期、二期（屏東縣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第

一期)）。 

(1)中文計畫名稱: 屏東縣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第一期) 

(2)執行單位: 園甲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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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經費: 4,250,000 元整。 

(4)補助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6.屏東縣黃金人工濕地一期（屏東縣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第二

期)）。 

(1)中文計畫名稱: 屏東縣崇蘭舊圳旁景觀綠美化工程(第二期) 

(2)執行單位: 韋翃營造有限公司 

(3)工程經費: 2,728,000 元整。 

(4)補助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7.屏東縣黃金人工濕地一期、二期（黃金濕地棲地環境營造及生態廊道建

構工程）。 

(1)中文計畫名稱: 黃金濕地棲地環境營造及生態廊道建構工程 

(2)執行單位: 齊躍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工程經費: 3,968,000 元整。 

(4)補助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四)環境教育場域規劃及管理策略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除了呈現給民眾舊時代萬年溪風華外，亦

提供與水質自然淨化等展示，讓民眾在獲得知性、感性教育滿足

後，進一步享受體驗人工濕地及自然景觀之樂趣，不但可提高萬

年濕地群知名度和學習者到訪的頻率，也能活化萬年濕地群。故

萬年濕地群的願景定位於「以自然保育及公害防治之教育性為主，

並能提供學習者從事生態體驗、遊憩、環境教育課程」。  

1.短期目標  

萬年濕地群短期目標規劃如下：  

(1)推動海豐濕地申請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之環境教育

場域。 

(2)完善並推動 2套環境教育基礎課程，研發手機 APP 或看板 QR 

code 解說系統做為萬年濕地群解說與環教研習輔助工具，

學員可不定時透過手機 APP 或看板 QR code 取得本濕地環

境教育等相關訊息。  

(3)健全環境教育場域基礎建設及服務準則，妥善營運管理機制並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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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常態派員駐點管理。 

(4)強化與周遭社區、學校夥伴之溝通聯繫，規劃社區夥伴人

力資源整合方案，並邀請夥伴參與環境教育課程或活動，

提升志工環境素養與教學品質。 

2.中期目標  

萬年濕地群中期目標規劃如下：  

(1)辦理教案設計及教具開發之增能課程，將既有課程發展不同

年齡層，且開發 1套新課程適用於親子共學。 

(2)場域教學地點向外擴增至圳寮及黃金濕地，將萬年濕地群全納入環

境教育場域。 

(3)持續環教人員及志工招募與培訓，提升服務專業與量能。 

(4)與夥伴關係辦理環境教育學習與交流，落實合作精神。 

(5)結合鄰近農產品或環境教育場域申請濕地標章，共同推動友善農法

及環境教育。 

3.長期目標  

萬年濕地群長期目標規劃如下：  

(1)發展不同領域如氣候變遷、永續發展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增加教

學面向。 

(2)場域教學地點向外擴增至下游萬年溪，成為帶狀教學場域。 

(3)持續環教人員及志工招募，倍增組織成員及培訓課程，提升環境素

養與授課專業。 

(4)連結萬年濕地群上下游各機關及學校資源，共同推動環境永續理

念。 

 

(五)萬年濕地群各局處分工 

 城鄉處：協助申請成為國家重要濕地管理單位 

 水利處：武洛溪、萬年溪管理單位，興建黃金人工濕地一、二期、

海豐人工濕地一期濕地。 

 環保局：萬年濕地群及萬年溪水質監測、萬年濕地群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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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濕地群之生態調查、生態復育。 

 農業處：國家重要濕地地方主管機關。 

 農田水利署:黃金橋橡皮壩、崇蘭舊圳、崇蘭新圳、歸來公館圳

權責單位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圳寮及海豐濕地之土地所有權人 

 

 

 
圖 11-1 濕地經營管理單位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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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三處人工濕地管理維護相關資料

濕地

名稱 
分期 

完成 

年分 
施工單位 維護單位 管理費用 面積 

廢水處理工法 / 

每日最大處理量 
去除率 稀有物種 參訪人數 

海豐 

一期 
98 年 

 
水利處 環保局 

萬年溪上游 6

處濕地管理費

用每年 

11,360,000

元 

11 公頃 
表面流濕地

/6000噸 

BOD達 68% 

SS達 58% 

水雉(II) 

燕鴴(II) 

紅尾伯勞(III) 

黑鳶(II) 

黑翅鳶(II) 

每年約 10,000人

自行前往 
二期 106年 環保局 環保局 3.9公頃 

表面流濕地(沉

澱池、密植區及

開放水面區)及

SSF池/5000噸 

BOD達 56% 

SS達 80% 

TN達 32% 

圳寮 

一期 102年 環保局 環保局 5 公頃 

漫地流濕地(漫

地流區、淺水區

及深水區)/1萬

噸 

BOD達 60% 

SS達 60% 水雉(II) 

彩鷸(II)  

紅尾伯勞(III) 

黑翅鳶(II) 

每年約 6,000人

自行前往 

二期 106年 環保局 環保局 5 公頃 

表面流濕地(沉

澱池、密植區及

開放水面區)及

SSF池/5000噸 

BOD達 58% 

SS達 82% 

TN達 34% 

黃金 

一期 106年 水利處 環保局 1.7公頃 

表面流濕地(沉

澱池、密植區)/3

萬噸 

BOD達 52% 

SS達 55% 紅尾伯勞(III) 

黑翅鳶(II) 

每年約 2,000人

自行前往 

二期 106年 水利處 環保局 1.1公頃 
表面流濕地(沉

澱池)/3萬噸 

BOD達 52% 

SS達 55% 

合計     1136萬元/年 27.7公頃    1800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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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年溪濕地群長期經營的具體規劃 

1. 萬年溪濕地群連接萬年溪流域步道系統綠帶及藍帶，形成一處具有

文化、生態、教育、休憩等多功能之景觀生態區。該濕地群結合在

地志工、認養單位、河川巡守隊，營造良好之濕地環境。 

2. 萬年溪結合上游六處濕地，以水雉及水社柳生態復育為主軸，其中

以海豐人工濕地做為屏東縣首座水雉復育基地，另水雉復育基地將

逐步推展至圳寮及黃金人工濕地，提升萬年溪濕地群亮點。 

3. 萬年溪濕地群，將以海豐人工濕地作為環境教育中心，並為基準串

聯黃金濕地系統、圳寮濕地系統作，為未來環教場域宣導，並成為

屏東縣最大之環教場址，目標邀請各級學校、外縣市各單位、外縣

市民眾到此參訪，每年預估將前往參訪人數約 2萬人。 

4. 針對濕地保育物種-水雉成鳥(母鳥)及幼鳥隻數紀錄、水雉成鳥繁殖

巢位標定、水雉棲息生態區位內之鳥種及族群量調查、水雉出現棲

地類型統計分析、現地環境因子觀測(水深、水生植物覆蓋度、水生

植物種類)，後續將須進行深入調查，屏東縣政府承諾每年將針對生

態調查部分，逐年增加經費。 

屏東縣政府承諾每年萬年濕地群針對環境、水質、物種復育、維護、

環教場域營等，每年將針對各工作皆須落實，並逐年增加相關經費，並妥

善經營國家級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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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課題與對策 

(一)本濕地面臨威脅 

課題一：民眾對生態環境認知不足 

對策：經由後續的推動說明工作，讓多數民眾認知萬年溪流域與萬年

濕地群豐富之生態資源與價值，進而引發民眾對於濕地生態保

育的積極態度與環境意識。 

課題二：提升生態教育與社區參與支持 

對策：提出濕地發展所能帶來的效益與好處，透過濕地的生態效益評

估與說明，引導地方民眾價值觀的轉變與現階段及未來的發展

趨勢，在地方豐富獨特的生態資源條件下，由地方自發性進行

濕地環境維護，讓濕地的發展同時兼顧居民日常生活，共同創

造濕地永續經營。 

課題三：外來物種的危害 

對策：持續針對外來物種移除，降低外來物種入侵風險，避免影響原

生物種生長與繁衍。 

 

(二)後續管理策略 

萬年濕地群的營運經費由屏東縣政府自籌，其中子濕地之一的海

豐濕地擬申請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向參加活動之民眾收取活動與

營運費用，提供優質濕地環教場地，並讓濕地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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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未來濕地明智利用構想 

目前本章節規劃內容僅為初步構想如下，未來申請通過重要濕地後，

於擬定保育利用計畫階段將再作檢討修訂。 

(一)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部分崇蘭舊圳 

在功能分區上，黃金濕地、圳寮濕地及部分崇蘭舊圳全區為其他分

區。 

1.其他分區 

(1)劃設原則：依現況採低強度使用，主要為避免干擾冬季侯鳥棲息。 

(2)劃設區域：除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劃設為其他分區，劃設

面積合計 14.6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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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萬年濕地群功能分區示意圖 

(二)海豐濕地 

在功能分區上，參考 108 年度屏東縣萬年溪上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調

查研究與監測計畫，海豐濕地分為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及其他分區。 

1.生態復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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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之目標，維持合適且豐富之自然環

境以提供保育物種如水雉等鳥類在此棲息、覓食及繁殖。 

(2)劃設原則： 

依據地形現況自然植披豐富，且不受人為因素干擾或影響之區域

作為生態復育區，以利後續財務與實施計畫順利推動。 

(3)劃設區域： 

依現況地形之水域劃設具生態保育價值之區域，劃設面積為 2 公

頃。 

(4)劃設管理目標： 

a.提供生態保育或復育計畫範圍。 

b.提供生態復育監測、研究使用區域。 

c.維護生物多樣性。 

2.環境教育區 

為推動濕地環境教育設置環境保育與教育之重要場域，供環境展

示解說使用及設置必要設施。 

(1)劃設原則： 

a.維持自然生態環境避免人為過多干擾異動。 

b.僅允許設置環境教育相關設施。 

(2)劃設區域： 

海豐人工濕地外環陸域及周邊水域為劃設範圍，劃設面積為 1.2 

公頃。 

(3)劃設管理目標： 

利用自然生態及水質淨化知識教學及環保意識宣導，以提升

對環境生態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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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分區 

(1)劃設原則：依現況採低強度使用，主要為避免干擾冬季侯鳥棲息。 

(2)劃設區域：除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劃設為其他分區，劃設

面積合計 11.65 公頃。 

 
圖 13-2 海豐濕地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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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濕地功能分區面積及明智利用項目 
功能分區 子濕地 面積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環境 
教育區 

海豐濕地 1.2 公頃 1. 生態及人文景觀之保育研究及解

說教育設施維持或提供環境展示解

說使用之必要設施。 
2.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景觀維護之安全設施。 
4. 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5. 得進行常態性之清淤或維護環境

整潔之作為。 
6. 濕地標章認證之產業。 

生態 
復育區 

海豐濕地 2 公頃 1. 生態復育、生態監測及科學研究。 
2. 逕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得施

作維護生態環境之作為。 
3. 得進行常態性之清淤或維護環境

整潔之作為。 
4. 濕地標章認證之產業。 

其他分區 海豐濕地 11.65 公
頃 

1. 水文資源保護設施及治理設施。 
2. 景觀維護之安全設施。 
3. 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4. 供灌溉使用及當地農業發展之灌

溉系統相關設施。 
5. 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

管理要點之行為。 
6. 其他應主管機管許可之必要公共

服務設施、公用設備及為 
保護環境必要之保護或治理設施。 
7.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綠能設施。 
8. 捕魚、釣魚。 
9. 得進行常態性之清淤或維護環境

整潔之作為。 
10. 濕地標章認證之產業。 

圳寮濕地 10.3 公頃 

黃金濕地 2.7 公頃 

崇蘭舊圳 1.6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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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重要濕地之評定檢討 

(一)法律依據 

濕地保育法第七條，重要濕地之評定、變更、廢止及國際級、

國家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擬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

辦理。 

第八條，重要濕地分為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三級，由中央

主管機關考量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

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並根據下列事項評定其等級： 

1.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2.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3.魚類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路徑及其他重要棲

息地。 

4.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5.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6.具自然遺產、歷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教育、觀光

遊憩資源，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域。 

7.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 

8.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濕地特性評估 

依前述濕地保育法第八條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該濕地之生物多

樣性、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評定其等級。本報告初步評估如下： 

1.生物多樣性： 

(1)生態系完整程度，包括棲地、物種之重要性及多樣性。 

歷年調查報告，萬年溪上游三處濕地共紀錄鳥類 32 科 66

種、昆蟲 11 科 83 種、兩棲類 5 科 8 種、爬蟲類 8 科 13 種、

哺乳類 3 科 16 種，其中保育類皆為鳥類，包括 4 種珍貴稀有

保育類(黑鳶、鳳頭蒼鷹、彩鷸、水雉)，以及 2 種其他應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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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類(紅尾伯勞、燕鴴)，台灣特有種包含小彎嘴、斯文豪氏攀

蜥、台灣草蜥、台灣管鼻蝠 4 種。 

三處濕地的保育類鳥類相當豐富，有賴於濕地內植栽茂

密、鄰近淺山，除一般人員維護工作外少有人為干擾，至 109

年的正式調查記錄中水雉(二級)可記錄到 1-7 隻，另外依目前

濕地維護管理單位人員現場的觀察紀錄，110 年度 3 月三處濕

地可觀測到的水雉個體約達 50 隻。彩鷸(二級)可記錄到 1-3

隻，黑鳶(二級)、鳳頭蒼鷹(二級)亦在 1-2 隻之間，紅尾伯勞(三

級)及燕鴴(三級)出現因季節而異，紅尾伯勞在 1-23 隻不等，

燕鴴在 1-3 隻不等。 

(2)保育類物種及其關鍵性 

二級保育類水雉，目前在台灣主要以台南市為分布最多

的區域，其他縣市地區則多為零星分布。在本濕地群的調查

紀錄顯示，106 至 109 年濕地內的水雉數量從無紀錄攀升到 7

隻，至 110 年度 3 月濕地群中非正式的觀測水雉個體約達 50

隻，並且發現有築巢、繁殖的紀錄。依據現有資料已知本區

為屏東地區的主要繁殖棲地。未來若持續維持棲地環境且進

行調查監測，本區可望成為屏東地區最重要的水雉復育區，

並逐步將台灣水雉族群分布穩定、持續往屏東以南地區擴展。

因此，本區台灣整體水雉物種的保育上具有指標性及關鍵性

之環境意義。 

其次，二級保育類彩鷸，偏好生活在沼澤地區、軟質泥

地、稀疏的灌木區和蘆葦地，以及水田、池塘、河邊等濕地

環境。本區濕地及周邊地區未開闢營造濕地前屬台糖旱作農

地，非屬彩鷸之棲地環境，經由多年濕地環境營造及其生態

系統發展，提供本地區彩鷸的生存及繁殖環境。 

(3)濕地面積規模 

本濕地群位處屏東縣萬年溪流域上游，包含海豐、圳寮

及黃金等濕地三處，其範圍位於屏東縣玉泉村及信和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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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約 29.46 公頃。屬中型規模之濕地，個別濕地間以崇蘭舊

圳水道系統相連形成水域廊道及相關生物遷移廊道，從點狀

的獨立棲地分布延伸成為濕地網絡。本濕地之保育及整體重

要濕地劃設，有利於整體區域生態系統的維持與保護。 

(4)食物鏈頂端生物種類 

本濕地調查記錄之鳳頭蒼鷹、黑鳶屬食物鏈頂端物種。 

(5)保育類物種 

本濕地保育類物種皆為鳥類，包括 4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

(黑鳶、鳳頭蒼鷹、彩鷸、水雉)，以及 2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紅

尾伯勞、燕鴴)。 

2.自然性、代表性及特殊性： 

(1)自然性：指該濕地自然化或人工化之程度，及未來以自然方

式維持運作之能力。 

本濕地起初係針對萬年溪及上游水質淨化所規劃建置之

人工濕地，多年來濕地水質淨化成效顯著且穩定，且逐漸形

成較自然之濕地環境。現階段本濕地與崇蘭舊圳水道系統透

過適切的水門及水域環境維護管理已可維持濕地之自然運

作。 

(2)代表性：指該濕地於濕地類型中具代表意義。 

本濕地雖以淨化水質為主要目的之人工濕地，發展至今

除了持續維持水質淨化功能外，亦已逐漸形成自然生態環境。

濕地內具有不同水深、型態、植被之水池、溝渠等水域環境，

生物多樣性高，且成為水雉等保育類物種的重要棲地。綜觀

台灣各地人工濕地類型及功能，本濕地極具代表意義。 

(3)特殊性：指該濕地於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與環境及其

他等是否具備特殊意義。 

本濕地景觀優美、生物多樣性豐富，可提供優質遊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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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功能，對社會有正面價值。本濕地位處崇蘭舊圳的

水圳系統之內，崇蘭新、舊圳、歸來公館圳注入屏東市萬年

溪，與九如鄉及屏東市的聚落發展緊密相連。 

本濕地位處崇蘭舊圳的水圳系統之內，崇蘭舊圳之闢建

可追溯至清領時期，與屏東市的發展緊密相連，係為當地重

要的文化遺產。水圳系統內亦包含生態豐富區塊，本濕地之

劃設可一併對於沿線水圳文化及生態系統進行保護。 

參照嘉南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之經驗，本濕地同樣結合

現有人工濕地及崇蘭舊圳等水環境系統，提升整體在水環境

遺產、歷史文化、環境教育及地方發展脈絡等面向的縱深。 

尤其本濕地的闢建與營造，開啟萬年溪流域一連串河川

整治過程，不僅在景觀美質方面有明顯改善，公民參與的社

造經驗、生態環境保育的活動，以及人文歷史層面的社會關

懷，皆成為在地住民生活經驗的重要內涵。 

3.規劃合理性： 

(1)申請濕地於國際、國家或地方生態廊道地位及替代可能性。 

萬年濕地群現況為屏東縣在屏東市以北之區域內唯一較

具規模之濕地群落。其次，本濕地往西可串聯高屏溪左岸的

大樹人工重要濕地、以及高雄市區的鳥松重要濕地，往東(南)

可串聯麟洛人工重要濕地、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生態滯洪池、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生態滯洪池等水域生態熱點。 

就整體區域來看，本濕地可串起東西向濕地保育軸線，

並結合高屏溪上下游的南北向流域軸線，形成高屏地區跨縣

市的生態保育網絡。並且，本濕地為目前已知屏東地區唯一

的二級保育類水雉主要、穩定的繁殖棲地，就物種族群分布

而言亦有其重要性及地理空間意涵。 

(2)申請濕地範圍是否兼顧保育目標及相關土地使用現況。 

本濕地屬生態豐富之人工濕地，土地權屬單純，申請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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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重要濕地可確保現況濕地之水質淨化、生物棲地保護之功

能，且與現況土地使用方式及內容相符。 

(3)申請濕地等級之合理性。 

整體而言，本濕地可串起東西向濕地保育軸線，結合高

屏溪上下游的南北向流域軸線，形成高屏地區跨縣市的生態

保育網絡。並且，本濕地為目前已知屏東地區唯一，以及台

灣最南側的二級保育類水雉主要、穩定的繁殖棲地。 

因此，從跨縣市之生態保育網絡，以及重要保育類物種

分布的空間地理意義，本濕地之劃設等級應以國家級重要濕

地予以考量與評估。 

(4)申請濕地與相關計畫相容性，其後續經營管理之社會成本與

保育價值是否具相當性及合理性。 

本濕地劃設國家重要濕地不需要過多之購地或補償費用，

且現況濕地已具有相當豐富之生態及良好的水質淨化效能，

其所需要的經營管理成本，相較於其對整體區域及萬年溪的

保育價值，應當具有相當性及合理性。 

(5)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比率為 100%。 

(三)濕地重要價值 

1.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為國際遷移性候鳥紅尾伯勞之渡冬地，於本濕地可記錄最高

達 23 隻。 

2.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二級保育類有黑鳶、鳳頭蒼鷹、水雉、彩鷸，三級保育類有

燕鴴、紅尾伯勞，其中水雉族群在近年有增加趨勢。另有 4 種台

灣特有種，包含小彎嘴、斯文豪氏攀蜥、台灣草蜥、台灣管鼻蝠。

在植物名錄中，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中

被分類為易危(VU)的有土沉香、白樹仔、鵝掌藤、棋盤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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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楠、水茄苳 6 種，被分類為接近威脅(NT)的有蘭嶼馬蹄花、蘭

嶼紫金牛 2 種，被分類為瀕危(EN)的有水社柳 1 種。 

二級保育類水雉，目前在台灣主要以台南為分布最多的區域，

其他縣市地區則多為零星分布。在本濕地範圍內之海豐人工濕地

的調查紀錄顯示，106 至 109 年濕地內的水雉數量從無紀錄攀升到

7 隻(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報告，2017-2019)，並且發現有築巢、繁殖的紀錄。另外依目前濕

地維護管理單位人員現場的觀察紀錄，110 年度 3 月三處濕地可觀

測到的水雉個體約達 50 隻。 

依據現有相關生態調查紀錄，以及徵詢屏東縣野鳥學會專家，

屏東地區現階段並無水雉的完整調查資料，僅有個別鳥友觀察紀

錄。目前所知，萬年溪上游的海豐濕地已知為整體屏東地區最主

要的繁殖棲地。未來若持續維持棲地環境且進行調查監測，本區

極有機會成為屏東地區最重要的水雉復育區，並且作為未來往南

擴展水雉群分布的重要據點。 

 

3.魚類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路徑及其他重要棲息

地： 

本濕地為屏東地區主要的水雉繁殖、棲息地。 

4.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本濕地鳥類紀錄到 66 種(含保育類 6 種)、甲殼類 2 種、魚類

13 種、昆蟲 83 種、兩棲類 8 種、爬蟲類 13 種、哺乳類 16 種、螺

貝類 2 種、植物 318 種，生物多樣性高；其次，本濕地以水質淨

化為主要設定功能之人工濕地，且營造不同類型之水域與植生環

境。顯見本濕地兼具有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價值。 

5.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能： 

本濕地現址原為台糖陸域旱地環境，經營造為濕地環境後，

結合武洛溪、崇蘭舊圳水系、萬年溪，不僅具有水質淨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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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具水資源涵養、滯洪等功能。 

長期投入屏東水資源保育及利用的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丁澈

士院長，認為本濕地若作為整體屏東市及周邊鄉鎮地區水資源保

存及永續利用的一個起始點與重要環節，應能凸顯其保育層級與

重要性。 

6.具自然遺產、歷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環境教育、觀光遊

憩資源，對當地、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域： 

本濕地景觀優美、生物多樣性豐富，可提供優質遊憩及環境

教育功能，對社會有正面價值。本濕地位處崇蘭舊圳的水圳系統

之內，崇蘭新、舊圳、歸來公館圳注入屏東市萬年溪，與九如鄉

及屏東市的聚落發展緊密相連。 

崇蘭舊圳的水路系統極具歷史價值，新舊水圳灌溉了九如玉

泉、海豐庄、崇蘭庄、鹽埔地區的田園，也帶動了屏東糖業發展

與市區經濟繁盛，而沿著水圳四面八方開鑿灌溉所形塑出的聚落

文化更是豐富了居民生活的成長記憶，也同時孕育了依賴水域的

生態系統，如位於玉泉村湧泉口的螢火蟲復育區。 

尤其本濕地的闢建與營造，開啟萬年溪流域一連串河川整治

過程，不僅在景觀美質方面有明顯改善，公民參與的社造經驗、

生態環境保育的活動，以及人文歷史層面的社會關懷，皆成為在

地住民生活經驗的重要內涵。 

此外，依據日治時期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及下淡水溪計畫圖

(1927)，本濕地及周邊區域日治時期之前曾為古武洛溪、番仔寮溪

等溪流的舊河道，後因日本政府實施重大的下淡水溪治水計畫建

設完成隘寮溪堤防後河川改道消失。因此，本濕地的保存及水域

環境復育，有助於結合歷史文化及自然遺產等面向之考掘，重新

展現本區域重要的自然與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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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古河道與濕地範圍 

近年來，本區連結濕地、水圳週邊的學校、社團、社區組織、

廟宇所進行的系列活動，引發大眾對往昔生活的共鳴，社區積極

串連及整合各項環境資源與人文地景，濕地、水圳等崇蘭舊圳流

域，成為地方營造村落文化的重要焦點。 

7.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是。 

8.曾有文獻紀錄、經專家學者調查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

保育價值且範圍明確：無。 

9.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無。 

10.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皆為同意。 

(四)評定檢討結果：建議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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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評定列入國家級重要濕地之原因 

(一)列入重要濕地之必要性—萬年溪上游水系及水環境系統復育的關鍵

指標 

本濕地群經由營建署、環保署及歷任、現任屏東縣長之努力，開

啟了屏東市萬年溪一連串河川整治及城市再生的過程，而後的圳寮濕

地、黃金濕地及崇蘭舊圳，成功翻轉早期屏東市民口中的「萬年臭」，

不僅在河川污染及景觀美質方面有明顯改善，公民參與的社造經驗、

生態環境保育的活動，以及人文歷史層面的社會關懷。 

萬年溪整治亦可視為台灣環境改造的典範之一，本濕地群不僅是

個開端，同時其所建置之濕地系統仍良好運作至今，且逐漸成為重要

生物棲息環境。此一經驗足可作為代表台灣跟國際交流、分享的重要

範例，亦值得國家對此濕地的關切與保育作為。 

然而，本濕地群之水源藉由崇蘭舊圳引自武洛溪，而武洛溪水質

汙染嚴重，經環保署及屏東縣環保局多年努力已有大幅改善，在水源

汙染及濕地必須承擔高度水質淨化效能之情況下，仍舊持續且直接影

響本濕地群之棲地、植被及物種等面向之多樣性及豐富度。 

本濕地群子濕地之一的海豐濕地，在 90 年代屏東市萬年溪整治歷

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因此，本濕地群列入重要濕地，提升其法

令規範及管理位階，擴及對濕地群上下游及周邊地區水質水量及土地

使用之管理，劃設為重要濕地著實具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此外，本

濕地群位處崇蘭舊圳的水圳系統之內，崇蘭舊圳之闢建可追溯至清領

時期，與九如及屏東市的發展緊密相連，水圳系統內亦包含生態豐富

區塊，本濕地群之劃設可一併對於沿線水圳文化及生態系統進行保護，

其扮演之角色將可因此再提升至屏北地區萬年溪、武洛溪等流域(含

括屏東市、九如鄉、鹽埔鄉、長治鄉等區域)之水環境保育。 

(二)指標物種保育及其整體區域生態保育空間格局 

萬年濕地群已知為整體屏東地區，同時也是高屏溪以東區域主要

的水雉繁殖棲地，就物種族群分布而言亦有其重要性及地理空間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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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持續維持棲地環境且進行調查監測，本區已成為屏東地區最重

要的水雉復育區，並且作為未來往南擴展水雉群分布的重要據點。 

就整體區域水雉族群分布來看，本濕地可串起高屏溪東西兩側區

域的棲地(以北有美濃水雉棲地、以東有洲仔濕地及援中港濕地)，形

成高屏地區跨縣市的生態保育網絡。 

(三)開啟整體屏北地區水環境再生及明智利用願景 

本濕地群列入國家重要濕地後，將啟動以濕地群為核心的屏北地

區水環境及明智利用施政方針，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重要環境政策與

指標。 

1. 申請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結合周邊地區聚落人文

歷史、農業生產等元素，提供生態、生活、生產等多元面向

的系統性環境教育體系。 

2. 地方水環境變遷之重構，從本濕地群的點狀濕地開始，結合

崇蘭舊圳、隘寮溪排水、舊武洛溪、番仔寮溪等線狀水文紋

理，未來長期以屏北平原地區整體水環境網絡作為縣府永續

發展施政目標。 

3. 本濕地群周邊多為農業生產使用，列入重要濕地後即可朝向

規劃濕地標章申請，提升農業生產對於友善環境的附加價

值。 

4. 濕地周邊有豐富多樣之農業生產區、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熱

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台灣香蕉科技園，以及多處民營之特

色或有機農場，劃設重要濕地可強化及提升本濕地群之位階

及影像力，串聯周邊特色農產據點，發展整體區域豐富、綿

密的農業旅遊、體驗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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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整體區域水資源及生物多樣性貢獻 

本濕地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之價值，計有鳥類 66

種、甲殼類 2 種、魚類 13 種、昆蟲 83 種、兩棲類 8 種、爬蟲類 13

種、哺乳類 16 種、螺貝類 2 種、植物 318 種，其中二級保育類有黑

鳶、鳳頭蒼鷹、水雉、彩鷸，三級保育類有燕鴴、紅尾伯勞，其中水

雉族群在近年已大幅增加。另有 4 種台灣特有種，包含小彎嘴、斯文

豪氏攀蜥、台灣草蜥、台灣管鼻蝠。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

色名錄(IUCN)中被分類為易危(VU)的有土沉香、白樹仔、鵝掌藤、

棋盤腳、台灣肖楠、水茄苳 6 種，被分類為接近威脅(NT)的有蘭嶼馬

蹄花、蘭嶼紫金牛 2 種，被分類為瀕危(EN)的有水社柳 1 種。 

本濕地現址及周邊地區原本多為陸域旱地環境，經營造為濕地環

境後，結合武洛溪、崇蘭舊圳水系、萬年溪，不僅具有水質淨化功能，

同時兼具水資源涵養、滯洪等功能。本濕地可作為整體屏東地區水資

源保存及永續利用的一個起始點與重要環節。 

(五)濕地成效受國際肯定，屏東縣從上到下支持申請國家級濕地 

本濕地之整治歷程曾於 110 年投稿於國際環境與自然研討會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e 

Science)，獲得多國肯定，此外屏東縣政府亦透過持續性的

資源挹注，大幅提升本濕地的品質及能見度，同時展現出長

久經營的決心，屏東縣從上到下皆支持本濕地申請為國家級

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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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地籍清冊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段小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部分涉及 

1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1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1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3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5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6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6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7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80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8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8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9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84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0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15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1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4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2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5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3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6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4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7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5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8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6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5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7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54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8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0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19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20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2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21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22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3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   
23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354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   
24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355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   
25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35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   
26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232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 
27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428 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   
28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503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 
29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50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0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89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981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屏東縣 鹽埔鄉 洛陽段 1104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33 屏東縣 鹽埔鄉 洛陽段 101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34 屏東縣 鹽埔鄉 洛陽段 101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註：1.地籍清冊可供查詢參考（地籍資料檢索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2.部分涉及係指該筆地號土地，部分位於濕地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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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書 

一、建議濕地範圍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綜整表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段小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部分涉及 意願調查結果 

1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1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2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1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3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3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4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5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5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6 屏東縣 屏東市 信和段 66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7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80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8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8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9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84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0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15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1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4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2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5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3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6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4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7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5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8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6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5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7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54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8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0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19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20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2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同意 

21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4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

署屏東辦事處 
  同意 

22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193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屏東管理處 
  同意 

23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354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屏東管理處 
  同意 

24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355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屏東管理處 
  同意 

25 
屏東縣 九如鄉 惠農段 35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屏東管理處 
  同意 

26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232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 同意 

27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428 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屏東管理處 
  同意 

28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503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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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50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30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894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31 屏東縣 九如鄉 玉泉段 981 私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32 
屏東縣 鹽埔鄉 洛陽段 1104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

署屏東辦事處 
  同意 

33 
屏東縣 鹽埔鄉 洛陽段 101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

署屏東辦事處 
  同意 

34 
屏東縣 鹽埔鄉 洛陽段 101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

署屏東辦事處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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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單位土地意願調查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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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生態資源名錄 

1.鳥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保育等級 

1 赤膀鴨 Anasstreperastrepera   
2 花嘴鴨 Anaszonorhyncha   
3 小鸊鷉 Tachybaptusruficollispoggei   
4 黃小鷺 Ixobrychussinensis   
5 栗小鷺 Ixobrychuscinnamomeus   
6 大白鷺 Ardeaalbamodesta   
7 中白鷺 Mesophoyxintermedia   
8 小白鷺 Egrettagarzettagarzetta   
9 黃頭鷺 Bubulcusibiscoromandus   
10 夜鷺 Nycticoraxnycticoraxnycticorax   
11 黑冠麻鷺 Gorsachiusmelanolophus   
12 黑鳶 Milvusmigrans Ⅱ 
13 鳳頭蒼鷹 Accipitertrivirgatusformosae Ⅱ 
14 灰腳秧雞 Rallinaeurizonoidesformosana   
15 白腹秧雞 Amaurornisphoenicuruschinensis   
16 緋秧雞 Porzanafusca   
17 紅冠水雞 Gallinulachloropuschloropus   
18 小環頸鴴 Charadriusdubiuscuronicus   
19 高蹺鴴 Himantopushimantopus   
20 太平洋金斑鴴 Pluvialisfulva   
21 磯鷸 Actitishypoleucos   
22 白腰草鷸 Tringaochropus   
23 小青足鷸 Tringastagnatilis   
24 鷹斑鷸 Tringaglareola   
25 長趾濱鷸 Calidrissubminuta   
26 田鷸 Gallinagogallinagogallinago   
27 針尾鷸 Gallinagostenura   
28 彩鷸 Rostratulabenghalensis Ⅱ 
29 野鴿 Columbalivia   
30 紅鳩 Streptopeliatranquebaricahumili   
31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chinensischinensis   
32 番鵑 Centropusbengalensislignator   
33 臺灣夜鷹 Caprimulgusaffinisstictomus   
34 翠鳥 Alcedoatthisbeng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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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 學名 保育等級 
35 小啄木 Dendrocoposcanicapillus   
36 紅尾伯勞 Laniuscristatuslucionensis Ⅲ 
37 棕背伯勞 Laniusschachschach   
38 大卷尾 Dicrurusmacrocercusharterti   
39 黑枕藍鶲 Hypothymisazureaoberholseri   
40 樹鵲 Dendrocittaformosaeformosae   
41 棕沙燕 Ripariapaludicola   
42 家燕 Hirundorustica   
43 洋燕 Hirundotahiticanamiyei   
44 赤腰燕 Cecropisstriolatastriolata   
45 小雨燕 Apusnipalensiskuntzi   
46 白頭翁 Pycnonotussinensisformosae   
47 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borealis   
48 棕扇尾鶯 Cisticolajuncidis   
49 灰頭鷦鶯 Priniaflaviventris   
50 褐頭鷦鶯 Priniainornata   
51 綠繡眼 Zosteropsjaponicus   
52 小彎嘴 Pomatorhinusmusicus 特有種 
53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javanicus   
54 家八哥 Acridotherestristis   
55 絲光椋鳥 Sturnussericeus   
56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tschutschensis   
57 灰鶺鴒 Motacillacinerea   
58 白鶺鴒 Motacillaalbaleucopsis   
59 麻雀 Passermontanus   
60 斑文鳥 Lonchurapunctulata   
61 白腰文鳥 Lonchurastriata   
62 小雲雀 Alaudagulgulawattersi   
63 棕三趾鶉 Turnixsuscitatorrostratus   
64 燕鴴 Glareolamaldivarum Ⅲ 
65 五色鳥 Megalaimanuchalis   
66 水雉 Hydrophasianuschirurgus Ⅱ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註：保育等級 I 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II 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I 表示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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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魚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1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pardalis 外來種 
2 黃鱔 Monopterusalba   
3 食蚊魚 Gambusiaaffinis 外來種 
4 絲鰭毛足鬥魚 Trichopodustrichopterus 外來種 
5 鯉 Cyprinuscarpiocarpio   
6 黑鰱(鳙) Aristichthysnobilis   
7 鯽魚 Carassiusauratusauratus   
8 餐條 Hemiculterleucisculus   
9 蟾鬍鯰 Clariasbatrachus 外來種 
10 厚唇雙冠麗魚 Amphilophuslabiatus 外來種 
11 珍珠石斑 Cichlasomamanaguense 外來種 
12 尼羅口孵非鯽 Oreochromisniloticus 外來種 
13 線鱧 Channastriata 外來種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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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殼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1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asperulum 
2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nipponense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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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昆蟲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1 青紋絲蟌 Indolestescyaneus   
2 粗鈎春蜓 Ictinogomphusrapax   
3 麻斑晏蜓 AnaxpanybeusHagen   
4 綠胸晏蜓 Anaxparthenopejulius   
5 白粉細蟌 Agriocnemisfeminaoryzae   
6 青紋細蟌 Ischnurasenegalensis   
7 紅腹細蟌 Ceriagrionauranticumryukyuanum   
8 葦笛細蟌 Paracercioncalamorumdyeri   
9 橙尾細蟌 Agriocnemispygmaea   
10 橙尾細蟌 Agriocnemispygmaea   
11 脛蹼琵蟌 Coperamarginipes   
12 灰黑蜻蜓 Orthetrummelania   
13 呂宋蜻蜓 Orthetrumluzonicum   
14 杜松蜻蜓 Orthetrumsabinasabina   
15 侏儒蜻蜓 Diplacodestrivialis   
16 夜遊蜻蜓 Tholymistillarga   
17 彩裳蜻蜓 Rhyothemisvariegataarria   
18 粗腰蜻蜓 Acisomapanorpoidespanorpoides   
19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ramburiiramburii   
20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serviliaservilia   
21 紫紅蜻蜓 Trithemisaurora   
22 溪神蜻蜓 Potamarchacongener   
23 鼎脈蜻蜓 Orthetrumtriangulare   
24 褐基蜻蜓 Urothemissignatayiei   
25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contaminata   
26 薄翅蜻蜓 Pantalaflavescens   
27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Orthetrumpruinosumneglectum   
28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mahaokinawana   
29 豆波灰蝶 Lampidesboeticus   
30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boeticus   
31 紫日灰蝶 Heliophorusilamatsumurae   
32 藍灰蝶 Zizeeriamahaokinawana   
33 黃斑弄蝶 Potanthusconfuciusangustatus   
34 臺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confuciusangustatus   
35 黑星弄蝶 Suastusgrem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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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36 寬邊橙斑弄蝶 Telicotaoharaformosana   
37 竹橙斑弄蝶 Telicotabambusaehorisha   
38 小稻弄蝶 Parnarabada   
39 白粉蝶 Pierisrapaecrucivora   
40 亮色黃蝶 Euremablandaarsakia   
41 紋白蝶 Pierisrapaecrucivora   
42 淡黃蝶 Catopsiliapomona   
43 荷氏黃蝶 Euremahecabe   
44 黃蝶 Euremahecabe   
45 臺灣黃蝶 Euremablandaarsakia   
46 遷粉蝶 Catopsiliapomonapomona   
47 鑲邊尖粉蝶 Appiasolfernapeducaea   
48 異粉蝶 Ixiaspyreneinsignis   
49 細波遷粉蝶 Catopsiliapyranthe   
50 小紫斑蝶 Euploeatullioluskoxinga   
51 孔雀蛺蝶 Junoniaalmana   
52 豆環蛺蝶 Neptishylasluculenta   
53 波蛺蝶 Ariadneariadnepallidior   
54 琺蛺蝶 Phalantaphalantha   
55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agleamaghaba   
56 琉球三線蝶 Neptishylasluculenta   
57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similis   
58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bolinakezia   
59 異紋紫斑蝶 Euploeamulciberbarsine   
60 眼蛺蝶 Junoniaalmana   
61 紫端斑蝶 Euploeamulciberbarsine   
62 黃蛺蝶 Polygoniac-aureumlunulata   
63 黃鉤蛺蝶 Polygoniac-aureumlunulata   
64 絹斑蝶 Paranticaagleamaghaba   
65 旖斑蝶 Ideopsissimilis   
66 臺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multistriata   
67 臺灣黃斑蛺蝶 Cuphaerymanthis   
68 密紋波眼蝶 Ypthimamultistriata   
69 樺蛺蝶 Ariadneariadnepallidior   
70 黃襟蛺蝶 Cuphaerymanthis   
71 鱗紋眼蛺蝶 Junonialemoniasae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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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72 白裳貓蛺蝶 Timelaeaalbescensformosana   
73 森林暮眼蝶 Melanitisphedimapolishana   
74 青帶鳳蝶 Graphiumsarpedonconnectens   
75 木蘭青鳳蝶 Graphiumdosonpostianus   
76 花鳳蝶 Papiliodemoleus   
77 青斑鳳蝶 Graphiumdosonpostianus   
78 青鳳蝶 Graphiumsarpedonconnectens   
79 無尾鳳蝶 Papiliodemoleus   
80 黑鳳蝶 Papilioprotenorprotenor   
81 翠斑青鳳蝶 Graphiumagamemnon   
82 玉帶鳳蝶 Papiliopolytespolytes   
83 大鳳蝶 Papiliomemnonheronus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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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兩棲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1 黑眶蟾蜍 Bufomelanosticus   
2 澤蛙 Fejervaryalimnocharis   
3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rugulosus   
4 小雨蛙 Microhylafissipes   
5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guentheri   
6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latouchii   
7 布氏樹蛙 Polypedatesmegacephalus   
8 日本樹蛙 Buergeriajaponica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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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爬蟲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1 多線南蜥 Mabuyamultifasciata 外來種 

2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indicus   
3 麗紋石龍子 Plestiodonelegans   
4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multifasciata   
5 巴西龜 Pseudemysscriptaelegans 外來種 

6 斑龜 Ocadiasinensis   
7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swinhonisr  特有種 

8 花浪蛇 Amphiesmastolata   
9 臺灣草蜥 Takydromusformosanus  特有種 

10 眼鏡蛇 Najanajaatra   
11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bowringii   
12 蝎虎 Hemidactylusfrenatus   
13 鱉 Pelodiscussinensis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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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哺乳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1 臭鼩 Suncusmurinus 
 

2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erythraeusthaiwanensis 
 3 鬼鼠 Bandicotaindica 
 

4 田鼷鼠 Muscaroli 
 5 家鼷鼠 Musmusculus 
 6 小黃腹鼠 Rattuslosea 
 7 溝鼠 Rattusnorvegicus 
 8 崛川氏棕蝠 Eptesicusserotinushorikawai 
 

9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schreibersiifuliginosus 
 

10 臺灣管鼻蝠 Murinaputa 特有種 
11 臺灣毛腿鼠耳蝠 Myotisfimbriatustaiwanensis 

 12 長趾鼠耳蝠 Myotissecundus 
 

13 長尾鼠耳蝠 Myotissp.3 
 

14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abramus 
 

15 高頭蝠 Scotophiluskuhlii 
 

16 絨山蝠 Nyctalusvelutinus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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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螺貝類名錄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1 囊螺 Physaacuta   
2 福壽螺 Pomaceacanaliculata 外來種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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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植物名錄 
編

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IUC
N 

1 小白菜 BrassicachinensisL. 栽培 
 2 九芎 LagerstroemiasubcostataKoehne 原生 
 3 大花紫薇 Lagerstroemiaspeciosa(L.)Pers. 外來 
 4 紫薇 Lagerstroemiaindica?L. 外來 
 5 細葉雪茄花 CupheahyssopifoliaH.B.K. 栽培 
 6 茄冬 BischofiajavanicaBl. 原生 
 7 飛揚草 Chamaesycehirta(L.)Millsp. 外來 
 8 伏生大戟 Chamaesyceprostrata(Ait.)Small 原生 
 9 千根草 Chamaesycethymifolia(L.)Millsp. 原生 
 10 變葉木 CodiaeumvariegatumBl. 外來 
 11 猩猩草 EuphorbiacyathophoraMurr. 外來 
 12 白飯樹 Flueggeasuffruticosa(Pallas)Baillon 外來 
 13 日日櫻 JatrophapandurifoliaAndre 外來 
 14 血桐 Macarangatanarius(L.)Muell.-Arg. 原生 
 15 小返魂 PhyllanthusamarusSchum.Thonn. 外來 
 16 蓖麻 RicinuscommunisL. 入侵 
 17 烏臼 Triadicasebifera(L.)Small 外來 
 18 千年桐 VerniciamontanaLour. 外來 
 19 威氏鐵莧 AcalyphawilkesianaMuell.-Arg. 栽培 
 20 廣東油桐 AleuritesmontanaE.H.Wilson 栽培 
 21 紅仔珠 Breyniavitis-idaea(Burm.f.)C.E.Fischer 原生 
 22 土沉香 ExcoecariaagallochaL. 原生 VU 

23 白樹仔 GeloniumaequoreumHance 特有 VU 
24 野桐 Mallotusjaponicus(Thunb.)Muell.-Arg. 原生 

 25 白匏子 Mallotuspaniculatus(Lam.)Muell.-Arg. 原生 
 26 樹薯 ManihotesculentaCrantz. 栽培 
 27 蟲屎 Melanolepismultiglandulosa(Reinw.)Reich.f.&Zoll. 原生 
 28 多花油柑 PhyllanthusmultiflorusWilld. 原生 
 29 五蕊油柑 PhyllanthustenellusRoxb. 原生 
 30 烏桕 Sapiumsebiferum(L.)Roxb. 歸化 
 31 成功白花菜 CleomerutidospermaDC. 歸化 
 32 蛋黃果 LucumanervosaA.DC. 外來 
 33 鵝掌藤 Scheffleraodorata(Blanco)Merr.Rolfe 原生 VU 

34 芋 Colocasiaesculenta(L.)Schott 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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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中文名 學名 備註 

IUC
N 

35 姑婆芋 Alocasiaodora(Lodd.)Spach. 原生 
 36 大萍 PistiastratiotesL. 外來 
 37 土半夏 TyphoniumblumeiNicolsonSivad. 原生 
 38 柚葉藤 Pothoschinensis(Raf.)Merr. 原生 
 39 馬拉巴栗 Pachiramacrocarpa(Cham.&Schl.)Schl. 栽培 
 40 白雞油 FraxinusgriffithiiC.B.Clarke 原生 
 41 山素英 JasminumnervosumLour. 原生 
 42 木賊 EquisetumramosissimumDesf.subsp.ramosissimum 原生 
 43 白玉蘭 MicheliaalbaDC. 外來 
 44 含笑花 Micheliafigo(Lour.)Spreng. 外來 
 45 石龍芮 RanunculussceleratusL. 原生 
 46 通泉草 Mazuspumilus(Burm.f.)Steenis 原生 
 47 野甘草 ScopiadulcisL. 原生 
 48 水苦賈 VeronicaundulataWall. 原生 
 49 水茄苳 Barringtoniaracemosa(L.)Bl.exDC. 原生 VU 

50 棋盤腳 Barringtoniaasiatica(L.)Kurz 原生 VU 

51 
平伏莖白花

菜 
CleomerutidospermaDC. 外來 

 
52 荷蓮豆草 DrymariadiandraBlume 外來 

 53 菁芳草 DrymariadiandraBlume 原生 
 54 地毯草 Agrostiscompressus(Sw.)Beauv. 外來 
 55 巴拉草 Brachiariamutica(Forssk.)Stapf 入侵 
 56 蒺藜草 CenchrusechinatusL. 外來 
 57 孟仁草 ChlorisbarbataSw. 外來 
 58 蓋氏虎尾草 ChlorisgayanaKunth 外來 
 59 狗牙根 Cynodondactylon(L.)Pers. 原生 
 60 龍爪茅 Dactylocteniumaegyptium(L.)P.Beauv. 原生 
 61 短穎馬唐 DigitariasetigeraRoth 原生 
 62 馬唐 Digitariasanguinalis(L.)Scop. 外來 
 63 油芒 Eccoilopuscotulifer(Thunb.)A.Camus 原生 
 64 稗 Echinochloacrus-galli(L.)P.Beauv. 原生 
 65 牛筋草 Eleusineindica(L.)Gaertn. 原生 
 66 鯽魚草 Eragrostisamabilis(L.)WightArn.exNees 原生 
 

67 
白茅 

Imperatacylindrica(L.)P.Beauv.var.major(Nees)C.E.H
ubb.exHubb.Vaughan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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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千金子 Leptochloachinensis(L.)Nees 原生 
 69 紅毛草 Melinisrepens(Willd.)Zizka 原生 
 70 大黍 PanicummaximumJacq. 入侵 
 71 水生黍 PanicumpaludosumRoxb. 原生 
 72 雙穗雀稗 PaspalumdistichumL. 原生 
 

73 
圓果雀稗 

Paspalumscrobiculatum(G.Forster)Hackelvar.orbicul
are 

原生 
 

74 兩耳草 PaspalumconjugatumBergius 外來 
 75 象草 PennisetumpurpureumSchumach. 入侵 
 76 蘆葦 Phragmitesaustralis(Cav.)TrinexSteud. 原生 
 77 羅氏草 RottboelliaexaltataL.f. 原生 
 78 甜根子草 SaccharumspontaneumL. 原生 
 79 鼠尾粟 Sporobolusindicus(L.)R.Br.var.major(Buse)Baaijens 原生 
 80 尾稃草 Urochloareptans(L.)Stapf 原生 
 81 淡竹葉 LophatherumgracileBrongn. 原生 
 

82 
五節芒 

Miscanthusfloridulus(Labill.)Warb.exK.Schum.&Laut
erb 

原生 
 

83 稻 OryzasativaL. 栽培 
 84 棕葉狗尾草 Setariapalmifolia(Koen.)Stapf 原生 
 85 倒刺狗尾草 Setariaverticillata(L.)Beauv. 原生 
 86 詹森草 Sorghumhalepense(L.)Pers. 歸化 
 87 蔥 AlliumfistulosumL. 栽培 
 88 蘆薈 Aloevera(L.)Webb.var.chineseHaw. 栽培 
 89 毛西番蓮 PassiflorafoetidaL. 歸化 
 

90 
三角葉西番

蓮 
PassiflorasuberosaLinn. 歸化 

 
91 蘭嶼馬蹄花 TabernaemontanasubglobasaMerr. 原生 NT 
92 日日春 VincaroseaL. 栽培 

 93 杜英 Elaeocarpussylvestris(Lour.)Poir. 特有 
 94 杜鵑花 Rhododendronspp. 栽培 
 95 大葉山螞蝗 Desmodiumgangeticum(L.)DC. 原生 
 96 蠅翼草 Desmodiumtriflorum(L.)DC. 原生 
 97 銀合歡 Leucaenaleucocephala(Lam.)deWit 入侵 
 98 相思樹 AcaciaconfusaMerr. 原生 
 99 合萌 AeschynomeneindicaL.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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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圓葉煉莢豆 Alysicarpusovalifolius(Schum.)J.Leonard 入侵 
 101 煉莢豆 Alysicarpusvaginalis(L.)DC. 原生 
 102 寬翼豆 Macroptiliumlathyroides(L.)Urban 入侵 
 103 美洲含羞草 MimosadiplotrichaC.WrightexSauvalle 外來 
 104 含羞草 MimosapudicaL. 入侵 
 105 鳳凰木 Delonixregia(BojerexHook.)Raf. 外來 
 106 賽芻豆 Macroptiliumatropurpureus(Dc.)Urban 原生 
 107 水黃皮 Millettiapinnata(L.)G.Panigrahi 原生 
 108 雨豆樹 SamaneasamanMerr. 外來 
 109 鐵刀木 Sennasiamea(Lam.)IrwinBarneby 外來 
 110 山葛 Puerariamontana(Lour.)Merr. 原生 
 111 決明 Sennatora(L.)Roxb. 外來 
 112 田菁 Sesbaniacannabiana(Retz.)Poir 原生 
 113 小實孔雀豆 AdenantheramicrospermaL. 栽培 
 114 大葉合歡 Albizzialebbeck(L.)Benth. 歸化 
 115 頷垂豆 PithecellobiumlucidumBenth. 原生 
 116 蝶豆 ClitoriaternateaL. 原生 
 117 黃野百合 CrotalariapallidaAit.var.obovata(G.Don)Polhill 原生 
 118 南美豬屎豆 CrotalariazanzibaricaBenth. 歸化 
 119 穗花木藍 IndigoferaspicataForsk. 原生 
 120 印度草木樨 Melilotusindicus(L.)All. 歸化 
 121 車前草 PlantagoasiaticaL. 原生 
 122 小葉欖仁 TerminaliaboiviniiTul. 外來 
 123 欖仁 TerminaliacatappaL. 外來 
 124 小葉欖仁樹 TerminaliamantalyiH.Perrier. 栽培 
 125 香蕉 MusaacuminataL.A.Colla. 外來 
 126 檸檬 CitruslimonBurm.f. 外來 
 127 月橘 Murrayapaniculata(L.)Jack. 原生 
 128 柚 CitrusgrandisOsbeck 栽培 
 129 胡桐 CalophylluminophyllumL. 原生 
 130 瓊崖海棠 CalophylluminophyllumL. 原生 
 131 桂葉黃梅 Ochnaserrulata 外來 
 132 蚊母樹 DistyliumracemosumSieb.&Zucc. 原生 
 133 布袋蓮 Eichhorniacrassipes(Mart.)Solms 入侵 
 134 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excelsa(Lamb.)R.Br.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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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臺灣肖楠 

CalocedrusmacrolepisKurzvar.formosana(Florin)Che
ngL.K.Fu. 

原生 
VU 

136 臺灣水龍 LudwigiataiwanensisPeng 原生 
 137 水丁香 Ludwigiaoctovalvis(Jacq.)Raven 原生 
 138 細葉水丁香 Ludwigiahyssopifolia(G.Don)Exell 原生 
 139 象牙柿 Diospyrosegbert-walkeriKosterm. 原生 
 140 黃花美人蕉 CannaflaccidaSalisb. 外來 
 141 美人蕉 CannaindicaL. 外來 
 142 風藤 Piperkadsura(Choisy)Ohwi 原生 
 143 山煙草 SolanumerianthumD.Don 外來 
 144 龍葵 SolanumnigrumL. 原生 
 145 燈籠草 PhysalisangulataL. 外來 
 146 擬刺茄 SolanumsisymbriifoliumLam. 入侵 
 147 雙花龍葵 Lycianthesbiflora（Lour）Bitter 原生 
 148 苦蘵 PhysalisangulataL. 原生 
 149 光果龍葵 SolanumalatumMoench. 原生 
 150 香蒲 TyphaorientalisPresl 原生 
 151 九層塔 OcimumbasilicumL. 栽培 
 152 小葉赤楠 SyzygiumbuxifoliumHook.Arn. 原生 
 153 番石榴 PsidiumguajavaL. 栽培 
 154 臺灣赤楠 Syzygiumformosanum(Hayata)Mori 特有 
 155 麵包樹 Artocarpusaltilis(Park.)Forst. 外來 
 156 波羅蜜 ArtocarpusheterophyllusLam. 外來 
 157 構樹 Broussonetiapapyrifera(L.)L'Herit.exVent. 原生 
 158 榕樹 FicusmicrocarpaL.f. 原生 
 159 雀榕 FicussubpisocarpaGagnep. 原生 
 160 葎草 Humulusscandens(Lour.)Merr. 原生 
 161 小桑樹 MorusaustralisPoir. 原生 
 162 黃果豬母乳 FicusbenguetensisMerr. 原生 
 163 薜荔 FicuspumilaL. 原生 
 164 大冇榕 FicussepticaBurm.f. 原生 
 165 青萍 LemnaaequinoctialisWelw. 原生 
 166 水萍 Spirodelapolyrhiza(L.)Schleid. 原生 
 167 海金沙 Lygodiumjaponicum(Thunb.)Sw. 原生 
 168 七里香 Pittosporumpentandrum(Blanco)Merr.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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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臺灣海桐 Pittosporumpentandrum(Blanco)Merr. 原生 
 170 繖花龍吐珠 Hedyotiscorymbosa(L.)Lam. 原生 
 171 矮仙丹花 IxorawilliamsiiSandwithcv.'Sunkist' 外來 
 172 鴨舌癀舅 SpermacocearticularisL.f. 外來 
 173 雞屎藤 PaederiafoetidaL. 原生 
 

174 
闊葉鴨舌癀

舅 
SpermacocelatifoliaAublet 原生 

 
175 松葉牡丹 PortulacapilosaL.subsp.grandifloraGeesink 栽培 

 176 土人參 Talinumpaniculatum(Jacq.)Gaertn. 歸化 
 177 金露花 DurantarepensL. 外來 
 178 煙火樹 Clerodendrumquadriloculare(Blanco)Merr. 外來 
 179 杜虹花 CallicarpaformosanaRolfevar.formosana 原生 
 

180 
白龍船花 

ClerodendrumpaniculatumL.formaalbiflorum(Hemsl.)
Hsieh 

歸化 
 

181 馬纓丹 LantanacamaraL. 歸化 
 182 長穗木 Stachytarphetajamaicensis(L.)Vahl. 歸化 
 183 天茄兒 IpomoeaalbaL. 入侵 
 184 甕菜 IpomoeaaquaticaForsk. 入侵 
 185 白花牽牛 Ipomoeabiflora(L.)Persoon 原生 
 186 碗仔花 Ipomoeahederacea(L.)Jacq. 外來 
 187 紅花野牽牛 IpomoeatrilobaL. 外來 
 188 九爪藤 Ipomoeapes-tigridisL. 原生 
 189 大萼旋花 Stictocardiatiliifolia(Desr.)Hallierf. 原生 
 190 蕹菜 IpomoeaaquaticaForsk. 栽培 
 191 番薯 Ipomoeabatatas(L.)Lam. 栽培 
 192 番仔藤 Ipomoeacairica(L.)Sweet 歸化 
 193 盒果藤 Operculinaturpethum(L.)S.Manso 原生 
 194 蘋婆 SterculianobilisSalisb.R.Brown 外來 
 

195 
光桿輪傘莎

草 
CyperusalternifoliusL. 原生 

 
196 異花莎草 CyperusdifformisL. 外來 

 197 碎米莎草 CyperusiriaL. 原生 
 198 香附子 CyperusrotundusL. 原生 
 

199 
大畦畔飄拂

草 
Fimbristylisbisumbellata(Forsk.)Bubani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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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四稜飄拂草 Fimbristylismiliacea(L.)Vahl 原生 
 201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brevifoliaRottb. 原生 
 202 斷節莎 Toruliniumodoratum(L.)S.Hooper 原生 
 

203 
風車草 

CyperusalternifoliusL.subsp.flabelliformis(Rottb.)Kuk
enthal 

歸化 
 

204 磚子苗 Cyperuscyperoides(L.)Kuntze 原生 
 205 紙莎草 CyperuspapyrusL. 栽培 
 206 竹子飄拂草 Fimbristylisdichotoma(L.)Vahl. 原生 
 207 大莞草 ScirpusternatanusReinw.exMiq. 原生 
 208 印度牛膝 AchyranthesasperaL.var.indicaL. 原生 
 209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Mart)Griseb. 入侵 
 210 蓮子草 Alternantherasessilis(L.)R.Brown 外來 
 211 野莧菜 AmaranthusviridisL. 外來 
 212 青葙 CelosiaargenteaL. 外來 
 213 毛蓮子草 Alternantherabettzickiana(Regel)Nicholsen 歸化 
 214 節節花 Alternantherasessilis(L.)R.Brown 原生 
 215 青莧 AmaranthuspatulusBetoloni 歸化 
 216 刺莧 AmaranthusspinosusL. 歸化 
 217 多子漿果莧 Deeringiapolysperma(Roxb.)Moq. 原生 
 218 假千日紅 GomphrenacelosioidesMart. 歸化 
 219 野牡丹 MelastomacandidumD.Don 原生 
 220 霸王椰子 BismarkianobilisHildeb.&H.A.Wend. 外來 
 221 黃椰子 Chrysalidocarpuslutescens(Bory)Wendl. 外來 
 222 可可椰子 CocosnuciferaL. 外來 
 223 蒲葵 LivistonachinensisR.Br.var.subglobosa(Mart.)Becc. 原生 VU 

224 棕竹 Rhapisexcelsa(Thunb.)HenryexRehd. 外來 
 225 檳榔 ArecacatechuL. 栽培 
 226 椰子 CocosnuciferaL. 栽培 
 227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henryiDummer 特有 
 228 荔枝 LitchichinensisSonn. 外來 
 229 無患子 SapindusmukorossiGaertn. 原生 
 230 紅毛丹 Nepheliumlappaceum 外來 
 231 倒地鈴 CardiospermumhalicacabumL. 原生 
 232 龍眼樹 DimocarpuslonganLour 栽培 
 233 木瓜 CaricapapayaL.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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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依蘭花 Canangaodorata 外來 
 235 蘭嶼紫金牛 ArdisiaellipticaThunb. 原生 NT 

236 九重葛 BougainvilleaspectabilisWilld. 栽培 
 

237 
伏毛天芹菜 

HeliotropiumprocumbensMill.var.depressum(Cham.)
H.Y.Liu 

外來 
 

238 黃花風鈴木 Handroanthuschrysanthus(Jacq.)S.Grose 外來 
 239 藍花楹 JacarandamimosifoliaD.Don 外來 
 240 蒜香藤 BignoniachamberlayniiSims 栽培 
 241 紫葳 Campsisgrandiflora(Thunb.)Schum. 栽培 
 242 火燄木 SpathodeacampanulataBeauv. 栽培 
 243 風鈴木 Tabebuiaimpetiginosa(Mart.exDC.)Standl. 栽培 
 244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houstonianumMill. 入侵 
 245 掃帚菊 AstersubulatusMichaux 外來 
 246 大花咸豐草 BidenspilosaL.var.radiataSch.Bip.- 入侵 
 247 鱧腸 Ecliptaprostrata(L.)L. 原生 
 248 光冠水菊 Gymnocoronisspilanthoides(D.DonexHook.Arn.)DC. 外來 
 249 兔仔菜 Ixerischinensis(Thunb.)Nakai 原生 
 250 香澤蘭 Chromolaenaodorata(L.)R.M.KingH.Rob 外來 
 251 小花蔓澤蘭 MikaniamicranthaH.B.K. 入侵 
 252 銀膠菊 PartheniumhysterophorusL. 入侵 
 253 長柄菊 TridaxprocumbensL. 入侵 
 254 一枝香 Vernoniacinerea(L.)Less.var.cinerea(L.)Less. 原生 
 255 鵝仔草 Pterocypselaindica(L.)C.Shih 原生 
 256 黃鵪菜 Youngiajaponica(L.)DC.subsp.japonica(L.)DC. 原生 
 257 帚馬蘭 AstersubulatusMichauxvar.subulatus 歸化 
 258 加拿大蓬 Conyzacanadensis(L.)Cronq.var.canadensis 歸化 
 259 野茼蒿 Conyzasumatrensis(Retz.)Walker 歸化 
 260 美洲假蓬 Conzyabonariensis(L.)Cronq. 歸化 
 261 粗毛小米菊 GalinsogaquadriradiataRuiz&Pav. 歸化 
 262 泥胡菜 HemisteptalyrataBunge 原生 
 263 美洲闊苞菊 Plucheacarolinensis(Jacq)GDon 歸化 
 264 假吐金菊 SolivaanthemifoliaR.Br. 歸化 
 265 苦滇菜 SonchusoleraceusL. 原生 
 266 酢漿草 OxaliscorniculataL. 原生 
 267 酢醬草 OxaliscorniculataL.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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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紫花酢醬草 OxaliscorymbosaDC. 歸化 
 269 垂柳 SalixpendulinaWenderoth 外來 
 270 水柳 SalixwarburgiiO.Seemen 特有 
 271 水社柳 Salixkusanoi(Hayata)Schneider 特有 EN 

272 樹蘭 AglaiaodorataLour. 外來 
 273 楝 MeliaazedarachLinn. 原生 
 

274 
大葉桃花心

木 
SwieteniamacrophyllaKing 外來 

 
275 山黃麻 Tremaorientalis(L.)Bl. 原生 

 276 櫸 Zelkovaserrata(Thunb.)Makino 原生 
 277 朴樹 CeltissinensisPersonn 原生 
 278 熱帶鱗蓋蕨 Microlepiaspeluncae(L.)Moore 原生 
 279 虎葛 Cayratiajaponica(Thunb.)Gagnep. 原生 
 280 垂瓜果 MelothriapendulaL. 外來 
 281 葫蘆 Lagenarialeucantha(Duchesne)Rusby 栽培 
 282 檬果 MangiferaindicaLinn. 外來 
 283 黃連木 PistaciachinensisBunge 原生 
 284 芒果 MangiferaindicaL. 栽培 
 285 齒葉夜睡蓮 NymphaealotusL.var.dentateSchum.Thonn. 外來 
 286 睡蓮 NymphaeatetragonaGeorgi 栽培 
 287 鱗蓋鳳尾蕨 PterisvittataL. 原生 
 288 樟樹 Cinnamomumcamphora(L.)Presl. 原生 
 289 錫蘭肉桂 CinnamomumverumJ.S.Presl 原生 
 290 香楠 MachiluszuihoensisHayata 特有 
 291 酪梨 PerseaamericanaMill. 外來 
 292 腎蕨 Nephrolepisauriculata(L.)Trimen 原生 
 293 蓮 NelumbonuciferaGaertn. 外來 
 294 白苦柱 PolygonumlanatumRoxb. 原生 
 295 早苗蓼 PolygonumlapathifoliumL. 原生 
 296 火炭母草 PolygonumchinenseL. 原生 
 297 睫穗蓼 PolygonumlongisetumDeBruyn 原生 
 298 紅蓼 PolygonumorientaleL. 原生 
 299 羊蹄 RumexcrispusL.var.japonicus(Houtt.)Makino 原生 
 300 橄欖 Canariumalbum(Lour.)Raeusch. 外來 
 301 水雞油 PouzolziaelegansWedd.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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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小葉冷水麻 Pileamicrophylla(L.)Liebm. 外來 
 303 木槿 HibiscussyriacusL. 原生 
 

304 
圓葉金午時

花 
SidacordifoliaL. 原生 

 
305 金午時花 SidarhombifoliaL. 原生 

 306 野棉花 UrenalobataL. 外來 
 307 朱槿 Hibiscusrosa-sinensisL. 栽培 
 308 賽葵 Malvastrumcoromandelianum(L.)Garcke 歸化 
 309 鴨跖草 CommelinacommunisL. 原生 
 310 虎尾蘭 SansevieriatrifasciataPrain 栽培 
 311 臺灣鱗球花 LepidagathisformosensisClarkeexHayata 原生 
 312 立鶴花 Thunbergiaerecta(Benth.)T.Anders. 栽培 
 313 穗花山奈 HedychiumcoronariumKoenig 外來 
 314 月桃 Alpiniazerumbet(Pers.)B.L.Burtt&R.M.Smith 原生 
 315 野薑花 HedychiumcoronariumKoenig 歸化 
 316 雷公根 Centellaasiatica(L.)Urban 原生 
 317 小葉灰藋 ChenopodiumserotinumL. 原生 
 318 過溝菜蕨 Diplaziumesculentum(Retz.)Sw. 原生 
 資料來源： 

106-108 年萬年濕地群背景環境生物調查研究與監測計畫 
106-108 年萬年溪上游海豐濕地工區環境維護及水質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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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簽到表(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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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會議記錄(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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