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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學校是實施教育的主要場所，對於師生共同生活的教學環境更是必須做最妥善的安排，

而本校最著名的生態觀景池「荷塘」，常是師生下課時間聚集聊天的場所之一。本學期剛好

負責維護這個場域，雖盡力在維護荷塘的整潔，卻從中發現「荷塘」的環境實有待改善之

處。因此本組利用室內設計空間的概念，重新依「荷塘」的生態環境規畫，想要試圖解決環

境的清潔，打造一個更乾淨美麗的校園。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校園生態池周遭植物 

（二）排解藻類大量繁殖問題 

（三）美化及修護生態池環境 

 

三、研究方法 

 

認知學校水池周圍的水生植物，觀察生態池須改進之處，尋找其解決方法，蒐集文獻資

料加以彙整，得出結論以及給予校方建議。 

 

四、研究步驟及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圖 

（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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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校園生態池 

 

（一）定義 

 

「教學需在自然中進行，為符合生物生長需求，應多鼓勵各校設置開放式的自然教學環

境。」（王佩蓮，2000）校園生態池是學生在校內最普遍的自然教學教材，也是現今最重視

的永續環境議題之一。1997 年教育部與環保署頒布「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前實施計畫」，其

中「學校生態教材園」為重要的計畫，生態概念的加入，使學校對生態教育更為重視，營造

生態池進行生態教育，也成為校園經營的主要理念。 

 

在設置生態池需考量到地點的合適度，不僅需要充足的日照及乾淨的水源，也需規劃

「水生、形狀、植栽、流動水、日照、池中堆置物、利用及保護、水源及植生管理」（彭國

棟，2002）等設置。 

 

（二）功能 

 

「在校園中天然存在或人工開挖的水域環境，為生物棲息之小型生態系空間，並可提供

生態教育等功能之水域環境。」（王秀娟、陳貞譁，2009）學校是一個教育場所，為配合環

境教育及自然教學，通常會在校園內適當的地點設置校園生態池，不僅可使學生了解校園生

態環境的觀念、便利全校師生進行觀察學習、增添校園的美景，也蘊含維護生態環境之目

的。 

 

二、荷塘環境 

 

（一）介紹 

 

甲中生態池又被稱為「荷塘」，為兩暫不相通且封閉的水池，分布在樓與樓間空地處，

且有效降低校區內周遭環境溫度，為學生下課的休憩場所。兩池周圍均有種植植物，其中長

形水池種植的水生植物品種最多，且繁殖力旺盛，是校園內重要的景觀之一。 

 

     

圖二、側面圖   圖三、長形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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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分布圖 

 

 

圖四、荷塘目前分布圖 

（本組繪製） 

 

以下分五個區域簡介荷塘的四周環境： 

 

1、 A 區：與荷塘水池做乾濕分離，僅種植野薑花。 

 

2、 B 區：荷塘末端，此區因下午陽光較充足，所以水綿問題幾乎都從此區域開始，再

蔓延至整個水池，無種植植物。 

 

3、C 區：由磚頭圍成的區塊，水位較高時會淹過磚頭，磚塊間也有縫隙讓水流入，此

區有水有淤泥，非常適合水生植物生長，種植象耳澤瀉、水鱉、白花水龍、輪傘草

和少許睡蓮，是整個荷塘種植最多水生植物的地方。 

 

4、D 區：荷塘前端，與大池水池只隔一道石牆，石頭縫有種植紫芋。 

 

5、E 區：荷塘中間，左側有種植小範圍的睡蓮。 

 

（三）發現待解決問題 

 

荷塘內的植物繁多，但缺乏整理，尤其水面上類似水藻的植物總是佈滿整個水池，每天

早上及下午打掃都須將其打撈，池裡的水生植物雜亂缺乏照護、部分區域不適合生長（Ａ

區），無定期健檢等。針對以上問題，分析荷塘水生植物所帶來的效益，並找出造成這些紊

亂的根源。由於上述問題僅發生在長形水池，故本篇論文僅針對這區作生態調查及探討問題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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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水池上布滿藻類 圖六、缺乏整理的植物 圖七、陸生的草往水池蔓延 

 

三、荷塘植物介紹 

 

（一）植物介紹 

 

1、 挺水型 

 

（1） 輪傘草：又稱風車草，為濕生植物，原產非洲，普遍生長於庭園或水池中。

利於觀賞、插花用，是庭園耐陰性景觀植物。 

 

（2）野薑花：又稱穗花山奈，為濕生植物，原產於印度、馬來西亞，普遍生長在水

池溝渠間、潮濕地。根莖塊狀且肥厚，具香味，有觀賞價值，可食用。 

 

（3）紫芋：又稱紫千年芋，原產中國大陸，塊莖粗厚，側生小球莖，倒卵形。球莖

可食用，葉片巨大，主要作為水緣觀葉植物。 

 

（4）象耳澤瀉：又稱象耳草，為濕生植物，原產地於北美洲南部、墨西哥、巴西，

花姿頗為美麗，為引進栽培種，常被種植為水生觀賞植物用。 

 

（5）白花水龍：又稱延升水龍，為台灣原生種，產於水田或池塘中，與台灣水龍的

長相近似，主要的差異在於本種的花朵潔白。 

   

圖八、象耳澤瀉 圖九、輪傘草 圖十、白花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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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浮水型 

 

（1）睡蓮：又稱水荷花，分布於台灣低海拔的池塘、湖泊，民間園藝種植，是常容

易見到的水生花卉植物，可作為花材。 

 

（2）水鱉：又稱馬尿花，葉漂浮於水面，具有走莖，可行營養繁殖，下表面具有一

蜂窩狀的通氣組織，生活在河溪、溝渠中。 

 

3、藻類 

 

水綿：又稱水青苔，多生長在淡水處。廣佈於池塘、溝渠、河流、稻田，含有大量

葉綠體，有助於光合作用。 

 

  

圖十一、水綿 圖十二、顯微鏡下的水綿 

 

（二）荷塘植物的優缺點 

 

表一：荷塘植物 

名稱 優點 缺點 

輪傘草 

目前已屬本土馴化物種，且具淨水功

能，繁殖容易、生態危害低、易於管

理。 

對水質並無造成太大危害，但太茂密會

遮擋整池景觀，位置不適宜。 

野薑花 
本土馴化物種，減少溪流水泥化，增加

綠化的效應。 

對水質並無造成太大危害，但不易管

理，枯萎後造成不美觀。 

紫芋 
高大植株造景效果佳，適應性強，繁殖

栽培容易。 

對水池並無造成太大危害。 

象耳澤瀉 
植株淨雅，常被種植為水生觀賞植物 對水池並無造成太大危害，植株成年後

葉片過大、花莖過多顯得雜亂。 

白花水龍 綠化水生植物。 對水池並無造成太大危害。 



 校園生態池環境優化—以大甲高中為例  

6 

 

睡蓮 

可淨化水質，具有營養成分 其鬚狀地下根會蔓延佈滿數公尺寬，常

造成其它須著根的水生植物無法生長，

所以須要定期清理。 

水鱉 
促於水中養分和有機質的分解，是助於

除氮的物種。 

對水池並無造成太大危害。 

水綿 

可做魚類餌料。 過量的水綿會消耗水中大量氧氣，導致

水池缺氧，並造成植物根系不能正常呼

吸。 

 

經優缺比較後可知，輪傘草、野薑花、紫芋、象耳澤瀉、水鱉對荷塘的水質並無造成其

他負面影響，而睡蓮在荷塘裡已用盆栽與其他水生植物隔離，因此對水池無造成危害。由於

水綿大量繁殖會消耗水中的氧氣，使水生物無法生存，對荷塘來說是目前最大的禍因，所以

針對水綿問題以及長形水池整體環境美觀，我們作以下深論與探討。 

 

四、水綿繁殖 

 

（一）基本介紹 

 

1、 構成：由一列圓柱狀細胞構成，常形成碧綠色或黃綠色的漂浮藻團，浮於水面或

附著於水中基質。 

 

2、生殖：方式有兩種，無性生殖及有性生殖，最簡單的方式是分裂生殖。 

 

3、環境：生活於較淺的乾淨水體中，如池塘，水坑，溝渠，稻田，湖泊和水庫的淺

水港灣溪流邊缘，極少的在潮濕土壤。 

 

4、生長時期：台灣地區水綿藻於 10 月至次年的 4 月已發現水綿藻開始生長，屬生長

之季節性的變化。 

 

（二）對環境影響 

 

1、 益處：可作為魚類的餌料，水綿含有大量葉綠體，有助於光合作用。 

 

2、 危害：當魚、蝦游入時水綿團裡時，常被亂絲纏死，並且爭奪其他藻類生活空

間，導致益藻難以繁殖、水體消瘦，造成溶氧偏低。在水生植物系易形成厭氧環

境，產生有毒氣體，也常附著在水生植物表面，影響植株呼吸，引起腐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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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生條件：適宜生長溫度為 5~20℃。春季氣溫上升到 10℃左右開始發生，一旦遇

到適合的生態條件(水溫 20℃左右)就會大量繁殖。若水池較無流量變化、池塘未排

存有積水、清塘不徹底等會導致青苔的孢子大量存於池底，等到開春氣溫回升時大

量萌發。 

 

五、美觀問題 

 

（一）輪傘草：栽種區域過小，長得過於茂盛會影響到走道，並且枝條會遮蔽到整體荷塘

景觀。 

 

（二）野薑花：枯萎後會東倒西歪，也是造成荷塘景觀混亂主因之一。 

 

（三）象耳澤瀉：栽種區域不適合，葉片過大，生長出來的花莖會垂於水中，過多時顯得

雜亂。 

  

圖十三、雜亂的輪傘草 圖十四、倒塌的野薑花 

 

參、結論 

 

一、水綿防治方法 

 

（一）物理方法： 

 

首先透過人工打撈，加強遮陰處理，降低水綿光合作用效率，並增加蓄水時間長，更

勤勞換水。 

 

（二）化學方法： 

 

首先使用過硫酸氫鉀類進行底質改良，抑制池塘底部青苔胞子的發育。其次以食用級

石膏，加水調製成漿狀，向有水綿分布地潑灑；選擇晴天上午站在池子上風口處，拋

撒草木灰均勻覆蓋在水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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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植水生植物要點 

 

（一）光照充足：長期的充足日照才能使植物正常的生長，如樹蔭阻礙了光線的照射，

也應定期修剪上方大樹的枝葉。 

 

（二）用土：池內水生植物須用田土、池塘爛泥等有機黏土作為底土，再於表層上鋪蓋

粗沙，防止水土混濁。 

 

（三）施肥：以骨粉的玉肥作為基肥，水邊植物不需基肥。 

 

（四）換水：水質惡化與水土混濁時，須盡快進行換水，夏季時增加換水次數。 

 

（五）生長期修剪：植物生長季節或開花以後進行，修剪後勤施薄肥、減少澆水量。 

 

三、美化及調節水質 

 

（一）種植爵床植物：降低日照強度，防止藻類生長與蔓延，例：荸薺、大安水蓑衣。 

 

（二）種植三撿草及蓼科植物：利於除臭沉澱，其蓼科植物具有辛辣味，可供除臭。 

 

（三）種植鹼性植物：酸鹼值調整池則是種植水芋、覆瓦翅莎草、光葉水菊等鹼性植物

來調和水中的酸性。 

 

（四）利於水體修復的植物 

 

1、狐尾藻：挺水、浮水、沉水性植物，對氮磷的吸收量大，且可向水體泌氧，對濕

地植被生態恢復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擁有多棲性適應環境的能耐。 

 

2、金銀蓮花：浮葉性植物，又稱一葉蓮，對水質有淨化作用，會開出像羽毛的白色

小花，是現在受歡迎的造景水生植物之一。 

 

四、校園環境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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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荷塘建議布景（本組繪製） 

 

（一）Ａ區 

將此區域分為左側（象耳澤瀉）及右側（野薑花）。因應象耳澤瀉的生長和野薑花

的特性（都為濕生植物），去除原有的隔牆，使池水能流入生長區塊，解決土壤時常缺

乏水份的問題。 

 

（二）Ｂ區 

新增金銀蓮花，由於本校水生植物都是綠色調為主，放置的金銀蓮花會開出一朵朵

小巧可愛的白花，可作為點綴，增加荷塘色彩。而此區到下午時段陽光充足，也具有獨

立空間可安排植栽。 

 

（三）Ｃ區 

移走原本較混亂的植物，重新安排水鱉及白花水龍。因水鱉為漂浮型植物，須有固

定生長架框；白花水龍是濕生植物，必須生長在潮濕淺水處。而這兩類植栽原本就在此

區域，且較為低矮，不會影響走道及觀賞視線，故我們將其安排好位置並保留。 

 

（四）Ｄ區 

將輪傘草移至此區及在水中新增狐尾藻，並將紫芋固定一個區塊種植，不讓它在肆

意亂長，影響整體水池美觀；車輪草植株較大，移至邊緣以解決上述輪傘草問題；狐尾

藻需生長在陽光充足的淺水區域，有助於景觀水體的污染治理。 

 

（五）Ｅ區 

睡蓮水池中央並增加種植數目。因睡蓮需生長於充足陽光、沒有其他挺水性植物遮

蔽之處。而花朵顏色種類豐富，可增加荷塘景觀效果。 

 

經規劃後，新增一些具有淨水功能的景觀性植物，不僅可以提升水質，水生植物也更加豐

富。因應各種植株大小及特性，安排植物至較佳位置，使荷塘看起來更為乾淨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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