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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溪流自古以來，便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資源，人們需要溪流的水來燒水煮飯洗

澡或完成許多日常工作。但在現代社會中，溪流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從必要資源變

成了遊樂區域、休閒區域，人們取水的來源不再是溪流，而是由自來水廠接管線

到民眾的家裡。一直以來，光復溪都是我與同學每日上放學所經過的溪流，但我

們所看見的不是觀光景點或人們休憩娛樂的場所，而是荒涼的、雜草叢生的，是

農家放牛的地方。 

台灣有許多的水生環境是經過人為開發而出名的，例如高雄的愛河、台中的

柳川，經過人們的整治與改建，溪流變成人們可以親水、愛水的地方，每年總吸

引了許多的遊客前往，人們到那邊拍美照、畫素描、散步聊天，做著許多日常生

活的行為，溪流從一個地理環境轉變為人的生活場所。人們在溪的旁邊建設許多

的人造物，例如愛河，晚上時在河的兩側步道掛上 LED 的燈光，成為當地有名

的夜景，白天時則有攤商、表演者在旁邊的空地上擺攤、表演，吸引人潮。花蓮

的鯉魚潭，同樣也是出名的水域環境觀光地，人們可以乘船欣賞水上風光，也能

在環潭步道中探索自然景色，吸引許多前來花蓮觀光的遊客在當地停留，同時又

有巨大的紅面鴨作為吉祥物，讓許多愛拍美景、特色照片的遊客們駐足當地，使

當地的人民、商家能以此賺錢。 

又或者像宜蘭的雙連埤、光復的馬太鞍濕地，經過人為的努力，讓當地的水

生生態繁衍的更為順利，讓當地的自然動物能夠更為茁壯，植物能夠更加茂盛。

同時還結合環境與觀光，讓人們能夠前去學習自然環境的知識，同時放鬆心情，

吸收自然可以帶給人們芬香的氣息，讓人們緩解平時生活的壓力。 

光復溪流域經過我們的鄉鎮，人們卻沒有重視他、利用他，而是讓他荒廢、

不加整治，只有釣魚與放牛的人會走下步道到溪流旁。我們很好奇光復溪的環境，

有沒有辦法像其他的溪流一樣，成為當地的特色、觀光景點，有沒有可能像其他



水域一樣擁有自己的活動、特色，甚至成為光復吸引人前來的觀光景點，讓光復

溪改頭換面。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讓光復溪變的有名，讓光復溪受到當地人的重視，進一

步地吸引觀光客的到來，促進經濟發展。 

依照研究動機，研究者們列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探查與紀錄光復溪的生態及資源。 

二、分析與整理蒐集所得的資料。 

三、提出結論與建議，供當地居民與相關人士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為了要讓研究的目的可以達成，我們列幾點研究問題回答研究目的： 

一、光復溪流域有什麼生物？ 

二、光復溪流域有什麼建築物？ 

三、光復溪流域有什麼特色？  

四、光復有什麼特色能與光復溪流域結合？ 

第四節 研究限制 

一、流域範圍限制 

光復溪發源自中央山脈拔子山，流經花蓮縣萬榮鄉與光復鄉等鄉鎮，與馬太

鞍溪匯流後稱為花蓮溪。全長達 15 公里，由於研究人員的能力限制，無法觀察

全段流域，所以只觀察從花蓮縣光復鄉中興橋(座標：23°39'37.8"N 

121°25'12.3"E)到花蓮縣光復鄉光環景觀橋(座標 23°39'44.9"N121°25'28.8"E)之間

的光復溪流域。 

 二 、自然觀察法限制 

(一) 無法將觀察資料進行量化 

因為觀察次數不足，並且觀察活動、觀察對象都無法固定且環境變化太快，

因此無法將蒐集的資料以量化數據展現。 



(二)蒐集資料因時間產生不同結果 

光復溪流域河川變化快速，觀察到的地形樣貌、生物種類常因為天候問題而

不同，因此研究推論以最後觀察結果進行解釋。 

  



第二章 光復溪資料分析 

第一節 光復溪環境現況說明 

我們的調查從中正路二段經過光復溪橋的西邊小路開始進入光復溪流域。這

條路沒有路燈、沒有人清理那裡的環境，導致雜草叢生。路寬約一公尺，可以容

納一輛機車、腳踏車通行。同時我們觀察到有一條巨型黑色水管沿著牆壁連通光

復溪，可以察覺到當地人對光復溪的利用。 

大約三分鐘可以從入口走到光復溪河床，可以察覺路面雜草都沒有人整理，

路面上充滿小碎石和爛泥巴，行走上不方便老弱婦孺到此地行走。河床入口至光

環景觀橋大概要二十分鐘，會經過列車鐵橋、中興橋，還有一座廢棄水壩。 

我們觀察的流域部分，河水十分混濁，河水水位偏低，目測水深約一公尺，

研究者是在九月中旬去觀察光復溪，但台灣 5 到 10 月本該是豐水期，可以推測

這條溪流的水本來就偏少。河床和河面之間約一公尺，危險性較低，並且坡度平

緩，走下去不容易發生失足的問題。 

光復溪旁有設立環河公園，公園中有廊道，底下還有健康步道，上面蔓延著

花草，旁邊還有石頭做的護欄，往左邊看會看到一個涼亭和花台，涼亭是傳統中

國庭院式的風格。在我們的觀察範圍中，河床上至少鋪設有三座水門，但觀察時

僅有糖廠方位在排水中。 

第二節 光復溪生態說明 

在我們觀察的流域中，我們觀察到的動物有福壽螺、魚類、魚苗、水牛、白

鷺鷥、蜆。 

水牛群的數量大約在三十到四十隻之間，有一些在河裡游泳，多數則是在河

床上吃草，在觀察時沒有發現到有人管理，我們懷疑是附近農夫來放養的，經過

我們詢問放學會經過的同學後，才知道有農夫會開發財車來趕牛。也因為牛群的

關係，在觀察時發現到河床上有很多的牛糞。 

光復溪的白鷺鷥從四月開始便會出現一直到十月都能看見。我們觀察時白鷺

鷥有些在河床覓食，有些在水牛背上吃蟲，數量大約在十到二十隻之間。 



在我們觀察的流域中，光復溪的水生動物數量不多，體型大約都算小型動物，

觀察中沒有發現大於三十公分的水生動物。魚類在水中遊戲和覓食，因為河水混

濁的原因，我們無法判斷數量以及種類，長度約在 10~20 公分之間，大多都分布

在溪流中央的沙丘旁，呈現一群一群的狀況。 

溪中的動物除了魚外還有福壽螺，我們觀察到的福壽螺只有一隻，推測是因

為前幾日的大雨導致數量減少。我們觀察到的植物有水芙蓉、布袋蓮、食茱萸大

約兩株。這次觀察到的水芙蓉數量不多，位置在光復橋下約佔據三公尺的河道。

經過跟常常走過的同學詢問後得知以前光復溪有大量的水芙蓉，但是造成了堵塞，

在人工挖鑿河道後便被清理乾淨。 

  



第三章 光復溪發展建議 

第一節 環境面 

我們認為要推廣光復溪的發展，環境面的改變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 

一、河床環境 

研究者建議可以整理廊道和河床的雜草跟旁邊的泥沙和石頭，讓環境變得乾

淨、整潔，讓人們可以對於走進光復溪不要感到害怕。 

同時要增加步道，讓人們可以走在步道上，避免被草叢扎傷。有鋪設步道的

情況下，也能使河床環境更為近人，就如同花蓮市的美崙溪。 

二、溪邊的設施 

研究者們在探訪時，就很希望可以多一些涼亭、乘涼的地方。所以建議可以

多建一些涼亭，讓更多遊客到那裡玩時可以有乘涼的地方，同時也可以吸引本來

在糖廠吃冰的遊客，可以到那邊坐下來吃東西。 

環河公園的圍欄同樣需要整修，我們觀察到圍欄已經有很多青苔跟黑色的髒

汙，如果能好好清理，可以讓環境變美觀，人們就可以到公園散步、聊天，步道

清理乾淨後也能讓更多人來健走。還能在廊道旁建設一些遊樂設施供小朋友嬉戲。

廊道中的健康步道可以加長，還要增加一些復健設備或是健身器材，提供老人復

健。 

三、新奇的造景 

研究者們在看了許多河道的建設後，發現花蓮沒有可以步行的河床上是有火

車通行的鐵橋的。所以我們推薦可以把鐵橋和觀景台做結合，變成人們可以來打

卡拍照的好地方，使到糖廠玩、騎腳踏車的遊客來玩。 

還能擺一些賣吃喝的攤販，讓去玩、運動、釣魚的人肚子餓時，可以買東西

來補充熱量和補充水分，這也是賺錢的方法。 

第二節 文化面 

我們認為要推廣光復溪的文化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愛溪運動、教育活動、

休閒活動。 



一、愛溪運動 

愛溪運動可以從，組織學生撿垃圾、或是學校的校外教學可以到溪邊清理環

境。例如:除理河道旁的雜草、清除有害的外來種、保護本土動、植物、改善髒

亂的環境。 

透過愛溪運動可以讓環境變整潔，減少外來物種，不要讓本土動、植物越來

越少，從根斬斷， 

二、教育活動 

我們應該要設立植物介紹的立牌變成溪邊植物館，這樣讓居民還有附近學校

的學生，在上自然課或是平常休閒時，可以來到光復溪認識溪邊的植物，這樣光

復溪就可以進入到大家的生活中。 

還可以訓練小學生，學習光復溪的生態解說，請小學生解說員介紹光復溪常

見的魚類、植物，這 

樣既可以訓練學生，又可以讓學生、附近的居民或旅客更詳細的了解光復溪

的生態。 

三、休閒活動 

我們可以在光復溪上的光復橋下釣魚，因為底下有大魚，這樣就會有釣客聞

名而來。光復溪流域旁的河床，草很長且多，可以建槌球場、足球場、棒球場，

讓人們可以在河邊運動。 

有時節日時，可以推薦光復鄉公所讓居民們在光復溪流域旁的草地上烤肉，

並在旁邊的淺水區玩水，增加民眾的互動。 

第三節 產業面 

一、創造活動 

可以結合附近的原住民文化舉辦豐年祭、或是定期舉辦農產品特賣會、舉辦

抽獎、推廣愛溪運動、撿寶特瓶比賽、舉辦路跑，讓愛溪運動變得很好玩。 

利用以上這些活動來促進愛溪運動，讓民眾覺得維護溪流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鼓勵人們來維護溪流，從事愛溪運動。 



二、結合附近景點 

光復鄉著名的景點如芙登溪、馬太鞍濕地、光復糖廠、台九線，其實都跟光

復溪是很靠近的，但在以前光復溪只是一個地形，如果我們可以結合附近的景點，

讓光復溪成為與這些景點是有關係的，那人們就不會只到其他著名景點，而忽略

了光復溪了。例如：光復糖廠缺少座位，那增加光復溪的座位，就可以將人潮引

導過去。台九線的人們騎腳踏車時，往往只能在路邊休息，但他們只需要多騎兩

三分鐘就可以到光復溪，我們可以設計一個鐵馬休息站，讓人們可以到光復溪停

留。 

  



第四章 結論 

經過我們觀察研究後，發現光復溪裡的生態資源較少，環境方面也比較老舊

很多都不能使用了，但是光復溪的自然環境沒被破壞，可以做生態資源的解說不

僅讓遊客和當地人來了解光復溪的好處與資源，這樣能讓光復溪被人們重視，這

裡也能變成觀光景點和運動復健的地方，也能把橋和觀景台結合，讓人們可以到

那裡去看風景打卡，鐵路也能變成光復溪的特色，別的溪流或許沒有鐵路，但光

復溪有。 

這份研究，對於光復溪來說是變有名的機會，也是被人重視的機會，讓人知

道它的重要性，並且變得更好，在光復人的心中發揚光大。透過研究幫助光復溪

不會被人們遺忘，雜草不會沒人整理和打掃環境。當環境受到重視，有人願意管

理時，便不會有太多垃圾，河水也不會被汙染，東西有人整修，有人使用，讓光

復溪的生命變得長久。 

因此透過我們研究，光復溪從原本的溪流，變成了學校研究的對象、進行課

程的場所。我們所提出的建議，能讓學生們、民眾們可以更加的親近光復溪，也

能讓相關的公司或是政府，可以透過光復溪來幫助光復鄉的觀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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