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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回顧花蓮林業發展的過往，留下了不少歷史遺跡，而位於市中心的一處生態

池，就在我們熟悉的校門口對面，不難引起我們的注意，綠意盎然的城市綠地更吸

引著我們前去探訪，懷想著過往林業蓬勃發展的盛況，我們決定從早期花蓮的林業

發展談起，探討這被遺落下來的貯木池，一直都在城市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功能，

就像是都市叢林中協助換氣的「肺」，這轉型後的田浦生態池讓我們重新思考它的

存在價值，更試圖想要更進一步去探討它的活化和再利用。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探究花蓮林業發展的過往。 

（二）貯木池存在價值與轉型為生態池的發展歷程。 

（三）探討田浦生態池園區的未來規劃。 

 
三、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藉由實地訪談、查找舊文獻瞭解林業發展的歷史。 

（二）透過對當地居民的調查形成參與式的經營規劃策略。 

（三）探究林區管理處多功能棲地營造的推動與未來發展。 

 
四、 研究架構 

 

    
 
貳、正文 

 
一、探討花蓮林業發展的過程 

 
（一） 太魯閣林場 

 
以前在花蓮總共有三大林場，分別是：林田山、哈崙、太魯閣林場，他

們都是為台灣東部生產紅檜、扁柏、鐵杉、松的重要林場。其中太魯閣林場

是三大林場中位於最北端的林場，也是三大林場中最晚開發的一座。而太魯

閣林場所生產的木頭，經過一連串的運輸過程，最後的集散地就是田埔貯木

池，並且當時的田埔貯木池是唯一一座由公家機關來管理的貯木池。以下是

我們整理出來關於太魯閣林場的重要時間表： 

確定主題 蒐集資料 文獻探討 撰寫正文

問卷調查分析問卷探究發展完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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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2 年 7 月：南邦林業株式會社花蓮港支店成立 

 
因為從 1 年前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開始，日本對於各種物質的需求量

大增，因此他們決定要開採木瓜山事業區。同年 9 月，南邦林業株式會

社以生產兵器木材為目的，決定要開採太魯閣大山，獲得了總督府的同

意。 

 
2、1946年 9月：改名為「花蓮港山場」 

 

在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林產管理委員會第三小組接

收後，他們把日劇時期原本叫做「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改名為「花蓮港

山場」。過了一年，他們又將「花蓮港山場」改名為林產管理局「太平山

林場太魯閣分場」，並將它併入太平山林場。 

 
3、1948 年 1 月：太魯閣林場成立 

 

「太平山林場太魯閣分場」正式獨立為「太魯閣林場」。雖然太魯閣

林場還沒有設置太昌貯木場，但它旗下有嵐山分場、田埔製材場、田埔

修復工廠、以及佐昌貯木場。而對於太魯閣林場而言，最優先的工作則

是經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停頓很久的林場。 

 
4、1951年：永續林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太魯閣林場才開始把木材運出去，也

因為這樣，當時有許多事情都沒辦法做，因此台灣需要靠著生產木材來

賺取外匯，而位於西部的大規模林場，可以砍的木材也所剩不多，所以

木材積蓄豐富的太魯閣林場，就在這個時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經

歷了多年的開採，太魯閣大山的森林資源逐漸耗竭，因此林務局為了永

續林業，從 1951 年到 1996 年，在砍伐森林的同時，也一邊進行造林作

業。 

 
5、1956 年 6 月：設立太昌貯木場 

 
因為當時位於沙婆噹溪旁的佐倉貯木場可以存放木頭的空間不足，

再加上佐倉貯木場是位於花蓮市自來水的水源地，無法開墾，而木材再

送到田埔貯木池之前，需要有一個地方先堆置木材，因此在時間緊迫

下，他們設立太昌貯木池。 

 
6、1986 年：停止砍伐樹木 

 
其實早在 4、5 年前，許多的林場都已經慢慢地停止砍伐樹木了，一

部分的原因是木頭多半都被砍伐完了，所以許多的林場都停止運作，但

直到 1986 年，才全數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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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木材的運輸和設施 

 
在砍伐完樹木後，還有另一項大工程，那就是搬運木材。在搬運過程

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讓木材有損害，因為這樣子價錢可能會差到 2 到 3

倍，對林場來說，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因此運送的設施就會非常的重

要，所以我們也想要了解當時木材的運輸方法和運送時會用到設施。 

 
1、索道和流籠 

 
因為生產木頭的地方大多都是位於高山或地勢較高的地方，因此在

搬運木材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山谷，所以他們就想出了「索道」。索道

是利用地勢的高低差，將發送臺設置在較高的地方，則著陸點則設置在

較低的位置，利用物體會往低處落下的原理，讓木材自己滑下去。而流

籠就是設置在索道上，專門給人乘坐的空間，類似現在的纜車，當人們

要乘坐到高處的時候，就會利用比流籠還重的木材，因為當木材往下滑

時，就會帶動流籠，並將流籠往上拉，是一種不用電力，就可以使用的

設施。 

 
2、機關車 

 
機關車是窄軌的火車，意思是說機關車的軌道比一般的火車鐵軌還

要窄，因為機關車都是設置在山上，用來將木材運輸到山下，但山上的

地都很陡峭或狹窄，並沒有很多地方可以設置軌道，因此他們將機關車

設計為窄軌的，這樣子就不用佔據太多的地來蓋火車鐵軌。而機關車又

稱為蹦蹦車，因為當時機關車的軌道是 Z 字型的，所以當遇到轉彎處

時，司機就必須煞車，避免後面的車廂出軌或翻覆， 但司機無法看到後

面車廂的情形，因此司機就會聽車廂之間的碰撞聲來做判斷，例如一台

火車有 10 節車廂，所以司機可以聽到 9 個從車廂發出來的碰撞聲，當司

機只聽到 6 個碰撞聲時，他就會下車察看車廂是否出了問題。 

 
3、平地運材軌道 

 
當木材由機關車運送到山下時，就會利用平地運材軌道運送到離貯

木池最近的火車站，再由貨車將木材送到貯木池中。 

 

   

圖一、機關車正面照                 圖二、機關車 

（摘錄自 王鴻睿（2018），森林●部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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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貯木池 

 
是伐木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因為木材大多都是來自於高山

上，而高山的溼氣通常都比較重，所以當木材被運到山下時，木材的水

分就會慢慢的蒸發，如果木頭裡面都沒有水分的話，木材就會裂開，價

錢一定會受到影響，所以貯木池的功用就是確保木頭可以保持濕潤，避

免裂開，同時將木材泡在水裡時，也可以避免蟲害。在將木頭置放在貯

木池中，也是一項重大的工程，因為當一根木材受到撞擊導致外圍破損

時，那一根木材的價錢可能會差到兩倍，甚至是三倍之多，對賣家有很

大的影響。 

 

  

圖三、田浦貯木池             圖四、田浦貯木池意象 

（摘錄自 王鴻睿（2018），森林●部落●人） 

 
二、貯木池存在價值與轉型為生態池的發展歷程 

 

  （一）貯木池存在的價值 

 

現今田埔生態池的前身是田埔貯木池，是昔日木瓜林區管理處森林鐵路

系統太昌線必經之點，主要是接續到佐倉第 1 號索道，早年木瓜林區砍伐原

木，會先由鐵路運送至田埔貯木池存放。 

 

（二）貯木池轉型為生態池的發展歷程 

 

田浦生態池在民國 91 年時，為了因應林業經營的轉型並配合政府綠色

矽島永續發展的政策結合了社區環境資源與永續校園的教育理念和社區林業

教育扎根，在歷任處長規劃以及引導與作業課的努力之下，將原是田埔貯木

池營造成田埔生態池，讓社區的居民能夠進行綠色、自然的休閒活動。 

 

由於田埔生態池園區面積寬廣，花蓮林務局從民國 94 年開始與國立花

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以建教合作的方式，由花蓮農校森林科負責園區的草皮

及花木修剪、養護、颱風災害恢復工作等項目，共同推展環境教育，提供職

業學校於專業人員培育上的正面支持。花農建教合作結束於 106 年，因花農

人力有限。 

 

三、探討周邊在地居民與花蓮林務管理處對田浦生態池園區未來的發展和規劃 

 

首先，我們希望透過實地的問卷調查，找出居民可參與式的建議，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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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在地居民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完成了前面的探究後，我們更想要瞭解住在田浦生態池附近周邊的居

民，以及那些有時會到田浦生態池散步、休憩，甚至是運動的民眾，對於田

浦生態池園區有哪些想法和建議。我們的問卷分析如下： 

 

1、性別 

從圖五中，可以知道到訪田浦生態池園區的民眾男性占了 53.3%。女性

占了 46.7%。比例上顯示男性多於女性。 

 

 

圖五、民眾性別 

2、年齡級距 

從圖六中，可以發現 60 歲到 100 歲的民眾有 10 位，占了 66.7%；而 40

歲到 59 歲的民眾有 2 位，占了 13.3%；19 歲到 39 歲有 3 位；占了 20%。

可以發現 60 到 100 歲的老年人到訪園區比例最多。 

 

 

              圖六、民眾的年齡級距 

 

3、是否知道田浦生態池？ 

從圖七中，可以知道知道田浦生態池的民眾占 93.3%；不知道的占

6.7%。可以知道大部分的附近民眾都知道田浦生態池。 

 

 

圖七、民眾是否知道田浦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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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時是否會到田浦生態池散步？ 

從圖八中，可以發現多數知道生態池的民眾都會到田浦生態池散步。 

 

 

圖八、民眾平時是否會到田浦生態池散步 

 

5、認為溼地保育對環境有何益處？ 

（1）有鳥類。 

（2）有野鳥。 

（3）美化，空氣好。 

（4）住戶一些活動的方便。 

（5）多一格地方可以運動。 

（6）有一個遊憩的地方兼顧自然生態。 

（7）空氣好，保護生態，居民有乾淨環境可運動。 

（8）不一樣的風景。 

（9）生物豐富。 

（10）能調節城市氣候。 

（11）遛狗、帶小孩。 

（12）有一個休閒的地方，生態平衡。 

（13）休閒的地方，運動的地方。 

（14）能夠調節週邊環境的氣候溫度，對都市的空氣品質也能有一定的淨

化功能，就像是城市裡的肺，對環境生態很有幫助。 

（15）當然很有益處，除了能綠化都市景觀，也能讓城市空氣被淨化。 

 

6、是否希望田浦生態池成為水域溼地？ 

從圖九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民眾都希望田浦生態池成為溼地。 

 

 

圖九、民眾是否希望田浦生態池成為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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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是否願意繼續保有這片水域溼地的生物多樣性？ 

從圖十中，可以發現 93.3%民眾願意繼續保有這片水域溼地的生物多樣

性。 

 

 

圖十、民眾對保有生物多樣性接受程度 

 

8、是否覺得園區應該增加更多環境友善的無障礙設施？ 

從圖十一中，可以知道有 33.3%的民眾覺得需要增加更多環境友善的無

障礙設施。 

 

圖十一、民眾認為是否該增加無障礙設施 

 

9、對於田浦生態園區的其他具體建議？ 

（1）要定時除草。 

（2）保護原生動物。 

（3）不要影響到附近民眾，保護好動物。 

（4）要銜接起來，不要一下是水泥，一下是木削。 

（5）把路做的更舒適 方便跑步。 

（6）廁所要開放，定期維修，定期修剪。 

（7）多種花草。 

（8）讓路面更平，比較安全。 

（9）道路改善避免跌倒。 

（10）讓路更完整。 

（11）廁所要整理好。 

（12）增加廁所。 

（13）雜草要整理。 

（14）綠色有餘，彩色不足，所以建議能多植栽些花卉植物，開花期時能

設計園區花季活動，開放園區辦植樹、贈樹苗活動，但不希望園區

有太多罐頭式的運動、遊樂設施，避免太多的人工設施，期望能保

有園區內原來的自然生態樣貌。 

（15）下次有機會我一定會走進園區看看，只是怕因為水域溼地怕有太多

蚊蟲滋生，希望管理單位能多做園區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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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林務管理處對「田浦生態池」園區的營造計畫。 

 

在我們訪談完花蓮林務管理處的王麗雯技士之後，我們了解到花蓮林管

處也有幾項對田浦生態池的未來規劃以及棲地營造的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

以下六點： 

 

1、狐蝠棲地營造評估、規劃設計、實地營造。 

其實田浦生態池是台灣狐蝠的棲息地之一。所以林管處希望可以請生態

專家評估與建議提出棲地結構的改善設計，讓台灣狐蝠再次回到田浦生

態池。 

 

2、濕地復育評估、規劃設計、實地營造。 

溼地復育物種包含了金線蛙與菊池氏細鯽，在做棲地復育的同時，也需

要有專家的評估與建議。 

 

3、原生樹種四季景觀與良好生育環境之規劃設計、實地營造。 

林管局希望可以挑選適合花蓮地區景觀以及校園推廣的原生樹種，營造

出一年四季的景觀， 並針對樹木良好生長環境，例如：合理栽植間距、

健康土壤環境、複層植栽，來執行棲地改善。 

 

4、參與式棲地營造。 

林管局希望在溼地復育的過程中，附近的學校和居民可以共同參與，藉

由實際參與讓大眾對 都市棲地保育產生正面觀感與認同感。 

5、園區友善(無障礙)環境評估設計與改善。 

 

在改善無障礙環境的同時，必須考量到是否太過於人工化，需要在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 

 

6、提出園區棲地長期經營策略。 

林管處會定時維護，未來也希望可以邀請學校或 NGO（非政府組織）的

保育團體一同參與棲地保育的維護。 

 
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經過問卷的調查，我們發現多數的民眾都支持濕地的保留，也願意讓田浦生態池成

為一個擁有生物多樣性的地方，因此這樣的生態園區，是有它存在的價值。以下是

我們整理出來民眾認為濕地可以帶來的益處： 

（一）有些民眾認為濕地可以使生態更豐富，有更多的野鳥來到這裡棲息。 

（二）也有些民眾認為濕地讓他們有一個遊憩和運動的地方，且同時兼顧自然生

態。 

（三）還有民眾認為濕地的保育除了能綠化都市景觀，也能讓城市空氣被淨化，就

像是城市裡的肺，對環境生態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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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經過我們實地探究的調查結果，以下是我們整理出民眾對田浦生態池的建議： 

（一）很多民眾都覺得要把步道鋪得再整齊一些，才能避免跌倒和受傷。 

（二）也有些人覺得需要定期整理花草和水域濕地，減少蚊蟲的滋生。 

（三）還有些民眾覺得要多種一點花卉植物，不用太多人工設施，同時也要把園區

內的動物保護好。 

從民眾許多的建議看來，可以發現民眾對於生態池的未來發展是有期待的。 

 
 

三、 未來展望 

 
希望透過我們這次的探究，能夠提供給花蓮林管處當地民眾提出的建議，當作

他們對未來「田浦生態池」園區溼地營造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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