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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言 

 

一、研究背景 : 

 

位在花蓮國風國中對面的「田浦生態池」，是花蓮市民的隱藏版秘     

      境，這裡過往是林管處的貯木池，是原森林鐵路太昌線的貯木池，存放 

      早年從花蓮山林砍伐下來的林木，林業沒落之後此處荒廢了很長一段時 

      間，後來，在林管處的重新整理規劃下，成為現在的田浦生態園區。 

 

      二、研究動機 : 

 

          田浦生態池就位於本校的對面，不但是花蓮市居民假日踏青的好去 

      處，也是國風國中學生最容易到達的生態教育場域，都市更新後的國風 

      社區在生態池的周邊道路也都有了不同的風貌，本研究想透過在田浦生     

      態池園區周邊實地的訪查與歷史的探究，了解過往林管處周遭的變遷與 

      生態池目前的管理與利用。 

 

      三、研究目的 : 

 

          從國土任意開發到政策轉變，從水土保持到保育山林，藉由今日生 

      態池的利用，讓我們得以享受這林業歷史足跡所遺留下來的美好，我們  

      希望透過此次的研究，讓我們的社區居民及學生，還有前來此處遊憩的 

      市民朋友，能更珍視這片土地，更加維護自然資源與保育，讓這樣的美 

      好得以永續發展。 

 

      四、研究方法 : 

 

          田野調查法、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 

 

      五、研究範圍 : 

            

          本研究以田浦生態池的歷史變遷和再生利用為主要研究範圍，另外   

      也涵蓋了田浦生態池周邊鐵道、林管處及警察局消防局等區域以及榮正 

      街附近的貯木池的遺址等等，觀察與了解整個區域的變遷更有助於了 

      整體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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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研究流程 : 

 

          確定研究主題-蒐集文獻-資料分析-田野踏查-訪談-反思與問題討論 

       -結論與建議。故本論文之研究流程圖如下 : 

 

       

                           研究流程圖 (圖表一) 

   

 

貳 ● 正文 

 

一、文獻分析 

 

張甄芸，盧思蓉，伊姳微，《城市裡的「肺」— 田浦生態池的活化

再利用》，2021。 

 

這是去年國風國中的學姐們獲得銅獎的作品，學姐們的小論文主要 

      內容在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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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學姐們的論文作為文獻參考，但本小論文團隊的研究範圍涵蓋了

田浦生態池週邊與林管處一帶的變遷，要探討的問題也就更多更複雜了

一些。 

 

二、田埔及田埔貯木池之歷史變遷 

(一)田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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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花蓮有三大林場，分別是林田山、哈崙及嵐山，林場來   

          的木料，過去會經由嵐山森林鐵路的太昌線，運送至當時的木材的 

          集散地田浦車站，「田浦」之名緣由是因此地盛產胡頹子樹且結實 

          如豆，因此阿美族人稱此豆為「太奧魯」，當地漢人則譯稱「荳 

          蘭」，所以整個田浦應該是涵蓋了現在的國風社區田浦生態池一 

          帶、主權社區、田浦車站、一直到娜荳蘭一帶。 

 

          (二)田浦貯木池 : 

 

              由於往昔花蓮林業發達，木材匯集於田浦一帶，為防止木材腐 

          敗蟲蛀，於是在田浦一帶設置了許多的人工貯木池。貯木池過去是      

         用來貯存原木的池子，將原木浸泡於池子內，讓樹脂釋放，延 

         長木頭使用期限。像是一些優良的樹種如扁柏、紅檜等針葉樹 

         大多存在貯木池。總括來說，  貯木池主要有三種主要功能，包 

          括 : 

          1.防止木材端部開裂。 

          2.防腐、防蟲。 

          3.確保整株材之尺寸安定性。 

           

          (三)田浦生態池 : 

 

              最早的貯木池是在林管處前的水池，後來林業興盛小池不敷使 

          用，所以開設了較大區域的田浦貯木池(也就是今日田浦生態池所 

          在)，而附近榮正街一帶也有幾處小型的貯木池，最繁盛時期不僅 

          貯木池，木材工廠從林管處周邊，一直到郊區的吉安鄉，總計有六 

          七十家之多，直到後來貯木池移往南華、林業漸沒落、保育山林政 

          策等種種因素，田浦貯木池因而廢棄，閒置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經林管處的重新整理與規劃，成為今日所見之田浦生態園區。而如 

          今林管處與田浦生態池已是花蓮昔日林業所存留唯二的貯木池遺址 

          了。 

 

      三、現今田浦生態池的再生與利用 

 

          田浦生態池現由林管處保全人員負責開放及管制，佔地約兩公頃，  

      園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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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倉庫 1棟。  

(二)賞鳥平台。 

(三)水生植物區。 

(四)生態多樣性展示池與魚池。 

(五)生態教育與環境教育展示板。 

(六)生態復育區。 

 

    民國 91年起，為因應林業經營的轉型並配合政府綠色矽島永續發展 

政策結合社區環境資源與永續校園之教育理念以及社區林業教育扎根，

在歷任處長規劃引導與作業課的努力之下，林管處將原田埔貯木池營造

成為田埔生態池，也讓社區居民能夠進行綠色、自然的休閒活動。 

 

    由於田埔生態池園區面積寬廣，所以林管處自 94年起開始與國立花

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以建教合作方式，編列平地造林計畫預算，由花蓮

農校森林科來負責園區草皮及花木修剪、養護、颱風災害復舊等項目，

共同推展環境教育，也提供職業學校於專業人員培育上的正面支持。而

國風國中過往也有生態教育課程以此作為教學場域。 

 

    但很可惜的因花農人力有限，於是林管處與花農建教合作關係於

106年已經結束。  

 

(七)生態園區將來之規劃與隱憂 :  

我們詢問了林管處的王麗雯小姐，她很熱心地給了我們如下的回

覆 : 

1.林管處計畫將生態園區成為花蓮市生態旅遊場域。 

          2.田埔生態池於池內栽植多種水生植物。因水深逾 1.5公尺(110年  

            已陸化)，單以人力無法清理淤泥及有效管理水生植物，進而使生 

            態池濕地有陸域化之疑慮，這是一大隱憂。 

          3.環池步道因長年的雨水沖刷，高低落差逐漸增大。為維護遊客安    

            全並提升園區遊憩品質，林管處正準備執行生態池分區整治及全  

            區步道修整，除整平步道以利民眾行走，也將依現況調整步道路 

            線。     

          4.與周邊社區合作辦理草地音樂會及綠色教育活動，共同護管田浦    

            生態池，打造更親民的遊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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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浦生態園區內的動植物生態多樣性(圖表二) 

 

四、田野踏查 : 

     

    對於田浦生態池的探究，上一屆的老師與學姐們已做過深入的研究，我們

從學姐的論文中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研究經驗和知識，而這一次我們研究的主題

雖然類似，但不盡相同，我們不僅是針對田浦生態池進行探究，更將研究場域

與再擴大，是針對整個田浦生態池周邊區域與林管處為研究的範圍，我們想探

知的是，這周遭的地貌的變遷與規劃，對於當地居民與學生有何影響 ? 而從我

們的實地田野踏查中，又有甚麼樣的發現 ? 能提出甚麼樣的建議供林管處或者

學校做為參考 ? 這才是我們研究小論文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於是，我們規畫進行了下面的十項踏查活動 : 

活動

(一) 

觀看

田埔

生態

池之

介紹

影片

並討

論問

題。 

   



 
花蓮往昔木材產業廢棄貯木池 

-田浦生態池及林管處週邊之再生與永續 

 

 
 

活動 

(二) 

訪問

花蓮

林務

局黃

麗雯

專員 

   

活動

(三) 

國風

社區

警察

局及

日式

警察

廳舍

踏查 

   

活動

(四) 

舊田

浦火

車站

及其

週邊

巡禮 

   

活動

(五)  

尋訪

生態

池旁

消失

的鐵

道及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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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

分隊 

活動

(六)  

參訪

吉安

鄉大

源實

木木

材廠 

   

活動

(七)

田浦

生態

池實

地踏

查 1 

   

活動

(八)

田浦

生態

池實

地踏

查 2 

   

活動

(九) 

採訪

文史

工作

者黃

家榮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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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十) 

田野

調查

大匯

整    

 

                    田野踏查活動圖表(圖表三) 

 

      經過一連串的田野踏查和訪談之後，老師帶領我們來到國風國中附近的

奇幻第咖啡館進行踏查過程的問題大匯整，將我們在踏查活動所見所聞以及看

見的問題、解決的策略及建議與展望，提出來逐一討論並設法提出解決方案，

我們也參考了大源實木的老闆、文史工作者黃家榮老師、及花蓮林管處作業課

的王麗雯小姐給的建議，對於田浦生態池週邊及林管處附近社區的變遷沿革與 

地貌之改變，提出我們的看法、建議與展望，我們將在最後的結論一一說明。 

  

參 ● 結論 

 

     經由這次小論文的研究，我們對現今田浦生態池週編輯林管處附近的觀

察，我們認為可以做如下的利用，以及我們對此地的建議與展望: 

 

(一)自然生態觀察地: 

     我們可以運用田浦生態池的動植物來做觀察，例如田埔生態池的許

多鳥類，魚類，和一些植物，光是田埔生態園區的鳥類就有許多種類有：

田埔生態池目前是花蓮市區最大濕地，也是眾多水鳥完美的生育地，有逾 

50 種喬木及灌木，池內還有荷花綻放及多樣水生植物，豐富的生態環

境，吸引紅冠水雞、小白鷺、綠繡眼、翠鳥、白腹秧雞等鳥種棲息，是一

處隱身在都市中的森林秘境。此處可做為生態教育、美學教育、野外寫

生、童軍訓練之教育場域。 

 

    (二)社區居民休閒活動場域: 

        在田埔生態池我們已有許多休閒活動，我們可以在那裡帶寵物散步、 

    野餐，近期林管處也與文創音樂式及合作，舉辦創意市集以活絡社區及生 

    態園區，當你心情不好時，可以聽聽蟲鳴以活絡社區及生態園區鳥叫、看   

    看池中悠閒的紅冠水雞、欣賞滿天飛舞的蝴蝶和蜻蜓，大自然會為您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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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律動，可以讓你放鬆心情。由於居民常於晨間和傍晚帶著寵物來此 

    活動，我們建議林管處能讓此成為環境友善和寵物友善的公園，比如可以 

    免費提供寵物大便袋等等。   

 

    (三)學習服務場域 : 

        過去花農學生與林管處共同維護生態池的保育與整潔，如今合作關係 

    已結束，而國風國中距離生態池只有一條馬路之隔，我們的學生更可以此 

    為學習服務場域，比如說可以來此打掃、整理廁所或撿拾垃圾。 

 

    (四)防災防火教育訓練 : 

  因為田埔生態池，所以將消防局建立在附近，可能就是怕田埔生態池 

    太乾燥，降雨少、空氣乾燥、大氣濕度低，森林裡的木料、地被植物 

都比較乾，一不小心就會引發森林火災。森林裡的燃料包括是枯枝、    

落葉、雜草等，遇到星火就比較容易點燃。再加上風勢助長，容易  

引發樹幹著火，形成樹幹火，火勢就相當不好控制。消防隊也可利用生態 

池周遭加強居民對防災防火的教育與演練，或者也可推廣無痕山林的觀 

念，讓市民及學生共同維護此處的環境與安全。 

 

    (四)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空間 

        田埔生態池的路道凹凸不平，那裡應該設置一個通用設計的無障礙的   

    東西，給行動不便者使用，這樣行動不方便的人也可以到那散步，觀賞風 

    景，讓所有的老弱婦孺都有接近這個生態園區的權利，都享有環境權。 

 

    (五)消失的鐵道(國風街 21巷) 

        消失的田埔火車站原本是花蓮車站到吉安的田埔火車站成為甘    

蔗和木材重要的轉運站自明義國小至舊田埔車站規畫成客家廊道， 

一方面展現當年鐵道風華，一方面也融入客家風情。 花蓮市公所 

表示，當年穿越市區的鐵路與消失的田埔車站，仍然是老花蓮人心 

中的重要回憶，因此除了舉辦「田浦時光隧道之旅」影像活動展外， 

現場還有精采樂舞表演、環保童玩 DIY及客家美食品嘗，歡迎民   

眾一同來認識鐵路與客家文化。國風街 21巷消失的鐵道，在都市更新及 

市政府的規劃下，變身為綠地公園與通勤通學道路，這條道路的開通，為 

花蓮市民與學生們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我們應該感念。 

 

(六)僅存的兩座貯木池遺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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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浦生態池與林管處之水池是目前花林往昔林業所僅存的兩座貯木池 

 遺跡，如今成了綠意盎然生機勃勃的生態池，我們應該時時感念著過去   

 林業所存留下來的美好，更珍惜這片土地，也更盡可能地維護這裡的自 

 然環境與永續。 

 

(八)上下班的交通問題 : 

在踏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上下班及上下學時間，生態池周邊林管處 

      及國風國中週遭的車流量非常大，但中華路與國風街 21巷，以及國風街  

      21巷和國風街口的交通號誌，不是紅綠燈，而只是閃黃燈，因此這兩處  

      常常發生嚴重車禍，對社區居民及國風國中的師生造成生命安全極大的 

      威脅，這點也很值得我們相關單位去關心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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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最後的結論一一說明。 

 

  

參 ● 結論 

    經由這次的小論文研究 

(一)自然生態 

我們可以運用田埔生態池的動植物來做觀察，例如田埔生態池的許多鳥類，魚

類，和一些植物，光是田埔生態園區的鳥類就有許多種類有：過去林業人為保

存木材，會將原木浸泡於池內，讓樹 脂釋放，延長木頭使用期限，目前花蓮還

有一座隱身在都 市的「田埔貯木池生態濕地」，成為花蓮市民休憩的森林 秘

境。田埔生態池目前是花蓮市區最大濕地，也是眾多水 鳥完美的生育地，有逾 

50 種喬木及灌木，池內還有荷花綻 放及多樣水生植物，豐富的生態環境，吸

引紅冠水雞、小白鷺、綠繡眼、翠鳥、白腹秧雞等鳥種棲息，是一處隱身 在都

市中的森林秘境， 

(二)休閒活動 

在田埔生態池我們考已有許多休閒活動我們可以在那裡帶寵物散步、野餐、或

者是童軍可以在那裡野營或者是當你心情不可以聽聽蟲鳴鳥叫、看看池中悠

閒的紅冠水雞、欣賞滿天飛舞的蝴蝶和蜻蜓，大自然會為您展現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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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動，可以讓你放鬆心情。 

(三)學習服務場域 

因為田埔生態池，所以將消防局建立在附近，可能就是怕田埔生態池太乾燥，

降雨少、空氣乾燥、大氣濕度低，森林裡的木料、地被植物都比較

乾，一不小心就會引發森林火災。森林裡的燃料包括是枯枝、落葉、

雜草等，遇到星火就比較容易點燃。再加上風勢助長，容易引發樹幹

著火，形成樹幹火，火勢就相當不好控制。 

(四)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空間 

田埔生態池的路道凹凸不平，那裡應該設置一個通用設計的無障礙的東西，給

行動不便者使用，這樣行動不方便的人也可以到那散步，觀賞風景， 

(五)消失的田埔火車站 

消失的田埔火車站原本是花蓮車站到吉安的田埔火車站成為甘蔗和木材

重要的轉運站自明義國小至舊田埔車站規畫成客家廊道，一方面展現

當年鐵道風華，一方面也融入客家風情。 花蓮市公所表示，當年穿越

市區的鐵路與消失的田埔車站，仍然是老花蓮人心中的重要回憶，因

此除了舉辦「田浦時光隧道之旅」影像活動展外，現場還有精采樂舞

表演、環保童玩 DIY 及客家美食品嘗，歡迎民眾一同來認識鐵路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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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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