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鍵入] 鹽寮漁港大進擊-蛻變中的鹽寮漁港 [在此鍵入] 

1 
 

 

 

 

投稿類別：各類議題類 

 

 

 

 

 

 

篇名：鹽寮漁港大進擊 – 蛻變中的鹽寮漁港 

 

 

 

 

 

 

 

 

 

 

 

 

 

 

作者： 

陳宛榆。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六年孝班 

陳柏榆。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四年仁班 

 

 

 

 

 

指導老師： 

周子宇老師 

曾鐵征老師 

 



[在此鍵入] 鹽寮漁港大進擊-蛻變中的鹽寮漁港 [在此鍵入] 

2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假日時，爸爸會帶我和弟弟去花蓮的各個浪點探險，今年的兒童節很特別，爸爸帶著我們

去開發新浪點。我們沿著台十一線，一路往南開，沿路經過民宿、露營區和遠雄海洋公園，

進入人煙稀少的地帶，只有兩旁的欖仁樹遙遙相望，當我們在路邊看到一艘漁船時，爸爸

說：「我們的秘密景點在這裡唷！這是壽豐鄉鹽寮村的鹽寮漁港，衝浪去！」鹽寮漁港有

一大片沙灘和礫石沙灘，和一座長長的堤防，我們喜歡在鹽寮漁港衝浪、堆沙堡、追螃蟹

和觀察各式各樣的潮間帶生物，小小的漁港充滿神秘的力量。 

 

我們對鹽寮漁港充滿好奇，為什麼叫做「漁港」卻都沒有船隻停泊？我們想藉由小論文的

研究，瞭解鹽寮漁港的歷史和變遷，是什麼因素造成漁港泥沙淤積呢？這種效應對於花蓮

縣海岸線有什麼影響？實際觀察記錄漁港的潮間帶生物，並且介紹我們喜歡的海洋運動，

訪問海洋專家，如何做才是維護海洋生態的做法？ 

 

二. 研究目的： 

 

(一)藉由文獻整理，瞭解鹽寮漁港的歷史和變遷。 

(二)瞭解鹽寮漁港淤積的原理，並且探討淤積原理對於花蓮縣海岸線的影響。 

(三)觀察記錄鹽寮漁港的潮間帶生物，並且介紹鹽寮村適合衝浪的浪點。 

(四)訪問海洋專家並探討如何做才是維護海洋生態的做法。 

(五)比較其他縣市的海洋活動發展現況，提供鹽寮漁港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三. 研究方法： 

 

    為了對鹽寮漁港的歷史和變遷有初步的認識，我們先利用網路收集相關文獻，發現近幾

年有不少新聞都在討論相關的問題，可見鹽寮漁港泥沙淤積的問題已經逐漸受到大家的注

意。(註一)利用圖書館和網路查閱和潮間帶生物有關的書籍和資料，並實地探查鹽寮漁港

四周的潮間帶生物；探查鹽寮村的浪點，並且舉辦淨灘活動；訪問在地的海洋專家－蘇帆

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理事長蘇達貞先生，希望能更了解鹽寮漁港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研

究的如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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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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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文獻整理 

 

(一)「鹽寮漁港」的歷史與沿革 

 

1.鹽寮地名的由來 

 

鹽寮漁港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鹽寮名稱的由來為「早期花蓮港附近食用鹽在此煮製，日

治時期即有「鹽寮港」之名」。(註二) 

 

2.鹽寮漁港的位置、歷史 

 

鹽寮漁港位於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又叫做「橄仔樹腳港」，是花蓮縣僅有的三座漁港之

一，以捕龍蝦為主。(註三)1991 年完成北防波堤 250 公尺、隔年進行東堤 100 公尺修築，

工程經費新台幣 1 億多元。1994 年鹽寮漁港正式完工。因為地處東部，長年受東北季風

與颱風侵襲，且因為正對浪頭導致港內風浪太大不適合停靠，目前並沒有漁船停靠，僅有

少量膠筏放置於沙灘上。(註三.註四)  

 

(二)「突堤效應」的原理與影響 

 

1. 突堤效應的原理 

造成鹽寮漁港淤積的原因主要是「突堤效應」，所謂「突堤效應」，是因為人工建構物突出

於海岸，阻擋原先海流和漂沙的路徑，造成在上游側堆積漂沙，而下游側因為漂沙量減

少，造成堤前堆積、堤後侵蝕的狀況。(註五.註六) 

 

 

圖 2、突堤效應示意圖  (繪製者:陳宛榆)(參考突堤效應過程簡圖（許民陽，2013）(註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花蓮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壽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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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堤效應對花蓮海岸線的影響 

(1)花蓮港：擴建工程造成港口附近美崙溪口的沿岸流改為北上，漂沙不易帶走，而產生溪

口淤積現象；而南濱則因漂沙提供減少，開始侵蝕現象。(註八.註九) 

(2)鹽寮漁港：漁港北邊明顯出現沙灘堆積的狀況，南邊卻出現很明顯的海岸侵蝕，而且海

岸侵蝕的狀況，每年以二到五公尺的速度進行，從鹽寮漁港往南到 12 號橋及跳浪隧道海

岸線都有侵蝕加劇的狀況，只好年復一年堆積人造的消波塊，以維護鄰近台 11 線海岸公

路的安全，原始海岸線的植物生態及潮間帶都逐漸消失。(註十. 註十一) 

 

二. 實地探查 

 

(一) 鹽寮漁港及其附近海岸之地形探討 

 

站在鹽寮漁港的長堤中，面向太平洋，左手邊(北邊)明顯出現沙灘堆積的狀況，消波塊都

被埋在沙灘中；右手邊(南邊)卻出現很明顯的海岸侵蝕，沿岸放置了很多消波塊。  

                       

 

 

 

 

 

 

(二) 鹽寮漁港的潮間帶觀察 

 

潮間帶生物的居住環境，在海洋環境中算是十分惡劣，海濱的生物必須要忍受環境的劇

變，乾潮前後兩個小時，是觀察潮間帶生物最佳的時間。(註十二.註十三)我們先上網查花

蓮縣潮汐表(註十四)，2023/07/08 乾潮時刻 16:10，2023/07/09 乾潮時刻 16:57，我們在這

兩天下午 4:30~5:30 觀察鹽寮漁港的潮間帶生物，並拍照和記錄。參考小琉球潮間帶底棲

生物資源解說手冊(註十五)和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網站上的潮間帶生物圖鑑(註十六)，我

們將找到的潮間帶生物辨識出來，並整理成表一。 

 

圖 3：北邊明顯出現沙灘堆

積的狀況，消波塊都被埋在

沙灘中。 

圖 4：南邊出現很明顯的海岸

侵蝕，沿岸放置了很多消波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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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photographed by 陳宛榆、陳柏榆 

藻類 

腸石髮 

 

馬尾藻 

 

珊瑚藻 

 
刺胞動物 

水母: 夏季時常成群出

現。(右圖為作者小弟被

水母咬造成的線狀皮膚

紅疹)  

 

海葵 

 

軟體動物 

玉黍螺 

 

石鼈

 

寶螺 

 

牡蠣 

 

笠螺 

 

蜑螺 

 

節肢動物 

藤壺 

 

方蟹 

 

寄居蟹 

 

魚類 

彈塗魚 

 

雀鯛 

 

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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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花蓮鹽寮漁港有豐富的潮間帶生物，適合推廣潮間帶導覽活動。上網查詢，發現

台灣目前很多臨海縣市都有發展潮間帶導覽和體驗課程(註十七.註十八)，討論後分析如表

二，這些經營模式可以供鹽寮漁港的發展作為參考。 

表二. 

經營模式 科學博物館舉辦 政府輔導 生態社區 旅遊業者或私

人經營 

地點 1.屏東海生館 

2.基隆海科館 

小琉球(杉福、漁埕

尾、肚仔坪)  

1.杉原海洋生態

社區 

2.恆春半島大光

社區後壁湖 

1.金門烈嶼鄉 

2.澎湖 

3.綠島 

4.馬崗潮間帶 

5.花蓮石梯坪 

特色 1.可以結合博物

館內的海洋中心

導覽，資源較

多。 

2.導覽人員受過

專業訓練。 

3.博物館網站資

源豐富 

1.有政府輔導，管

控人數限制，及相

關保護法規，對遊

客較多的潮間帶地

區有保護作用。 

2.導覽人員受過專

業訓練。 

3.潮間帶琉球生態

保育網資源豐富，

有潮間帶圖片可供

參考 

 

1.由社區居民學

習潮間帶的旅遊

規劃，結合社區

特色文化，推動

生態旅遊。 

2.客製化活動，

較有彈性。  

3.可增加社區居

民就業機會。 

4.有保護生態的

共識，對潮間帶

生態有保護。 

1.由當地旅遊業

者或民宿業者

提供潮間帶的

旅遊規劃，可

客製化活動，

較有彈性。 

2.可結合社區特

色文化。  

 

以目前花蓮鹽寮漁港的現況，若能由政府提供網路平台，設定相關保護法規及人數限制，

由民宿業者、社區居民提供潮間帶的旅遊規劃，再結合社區特有文化如阿美族的海洋文

化、當地的食漁體驗或是海廢創作，朝向低碳的生態旅遊發展。 

 

(三) 鹽寮村的浪點介紹 

 

根據文獻調查，花蓮適合衝浪的浪點有木瓜溪口、磯崎、豐濱（註十九），根據我們平日

的觀察和經驗，在鹽寮村有兩個適合衝浪的地點：鹽寮漁港和雙橋，鹽寮漁港為沙岸地

形，小浪時適合初學者練習，而冬季東北季風強時，就適合中高階的衝浪運動者；雙橋是

鵝卵石岩岸，浪大且急，適合中高階的衝浪運動者，整理各細項如表三。 

表三 

 地形 浪況 適合程度 注意事項                            

鹽寮漁港 沙岸 左跑、右跑 低、中、高級 小心有沿岸流會帶著往南

漂，南邊有消波塊。 

雙橋 鵝卵石

沿岸 

左跑、右跑 中、高級 岸邊石頭較滑，上下岸時

要小心，岸邊崩浪大。 

「左跑浪」是從沙灘看過去，由左向右奔潰的浪；「右跑浪」則是由右向左奔潰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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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其他縣市衝浪活動盛行的地點，整理其特色，製作成表四。 

表四 

地點 台東東河、金樽 宜蘭 墾丁南灣、佳樂

水 

台南漁光島 

地形 ★北東河、南東

河：河口地形 

★金樽：岩岸 

★烏石港：沙灘 

★蜜月灣：沙灘 

★南灣：沙灘 

★佳樂水：沙灘 

★漁光島：沙

灘 

公廁 有 有 有 無 

淋浴設備 有 有 有 無 

衝浪比賽 ☆國際級：臺灣

國際衝浪公開賽 

☆台東海洋嘉年

華(SUP) 

☆O3 衝浪祭 

☆全國分齡衝浪錦

標賽暨國手選拔賽 

☆明日之星 

☆《五漁罟浪祭》

罟浪盃衝浪賽 

☆大浪人盃衝浪比

賽 

☆O3 衝浪祭 

☆屏東滿州鄉

佳樂水國際衝

浪嘉年華  

無 

 

鹽寮漁港若能建設公廁及淋浴空間，定期舉辦海洋運動比賽，並且暢通旅宿業者和花蓮各

類海洋運動業者交流管道，有助於海洋運動的推廣。 

 

(四) 鹽寮漁港的海洋活動 

鹽寮漁港和花蓮部分海域適合從事海洋運動，也適合推廣海洋運動和海洋教育。 

 

1.衝浪運動： 

 

鹽寮漁港有平坦的沙灘地，左右跑浪都有，是適合衝浪訓練的沙灘衝浪點，我們每天放學

後會去鹽寮漁港衝浪，衝浪完要寫衝浪日記，記錄出發的日期、天氣、氣溫、海溫、浪

高、浪向、風速、風向、潮汐、浪板裝備、衝浪時間、訓練強度、以及這次衝浪的目標，

並且評估自己的整體狀況以及要加強的地方，寫衝浪日記對訓練很有幫助。「衝浪者必須

對一小片海洋展開仔細且艱苦的研究，一季接者一季，不間斷地蒐集資料並分析，必須理

解所有緩水區，每個角度，甚至每塊岩石，以及潮汐、風和湧浪的各種可能組合。」(註

二十) 

 

2.海洋活動 

除了衝浪以外，鹽寮漁港也適合從事其他海洋運動，如：獨木舟、浮潛、潛水、趴板、

SUP、海釣……等等，也很適合孩童們堆沙、戲水，而在平日和周末都可以在鹽寮漁港看

到從事海洋運動的遊客，可以朝向觀光遊憩導向的休閒漁港發展。(註二十一) 

 

3.淨灘活動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鹽寮漁港的垃圾變多，探究原因，原因有四：(1)暑假人潮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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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地丟垃圾。(2)廢棄膠筏放在沙灘上，塑膠老化脆裂。(3)入口缺少禁止丟垃圾和處罰的

告示牌。(4)臺灣本島和離島受大陸沿岸流、黑潮和季風影響，成為東亞與南亞海漂物質的

攔截區域，垃圾每年隨洋流漂至臺灣沿岸，颱風過後垃圾更多。(註二十二)我們進行了兩

次淨灘活動，我們發現最多的垃圾是寶特瓶，再來是保麗龍，其他的垃圾如瓶蓋、啤酒

罐、煙蒂、吸管和廢棄垃圾袋，我們撿到兩個大保麗龍，拿來在海裡玩趴板衝浪，淨灘不

但可以愛護環境，有些撿到的垃圾還可以廢物利用，超級好玩！除了舉辦淨灘活動，我們

寫信給花蓮縣長意見信箱，建議行政機關豎立告示牌遏止亂丟垃圾的行為，得到會盡快改

善的回應。 

 

 

 

 

 

 

 

 

 

 

 

 

 

三.專家訪談 

 

(一) 訪談大綱與摘要 

根據文獻探討及實地訪查，我們發現淤積後的鹽寮漁港仍然有許多可以發展和開發的方

向，訪問在地的海洋專家－拖鞋教授蘇達貞教授，希望從訪問中了解鹽寮漁港的未來發

展，如何在發展中兼顧維護海洋生態及如何推廣海洋知識與教育。 

 

訪問時間：2023/7/24 下午 

 

1. 為什麼您叫做「拖鞋教授」呢?  

 

我在大學教課的時候，學校在海邊的旁邊，常常要帶學生到海邊做研究，回到教室時，來

不及穿皮鞋和西裝，所以就穿著拖鞋進校門，但校規規定學校內不能穿拖鞋，所以我就手

拿著拖鞋，赤腳在教室上課，因此大家都叫我「拖鞋教授」。 

 

2. 為什麼您選擇要來花蓮鹽寮定居呢? 

 

 

 

  

 

圖 5.淨灘活動 圖 6.寫信給縣長信箱 圖 7.縣長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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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待在夏威夷一陣子，覺得那裏的景色很美，曾經想要定居在那裡，但等到回台灣教

書，家人和朋友都在台灣，我發現這個夢想可能無法達成，於是我決定尋找「台灣的夏威

夷」，我沿著海岸線往南開，發現花蓮鹽寮這個地方很像夏威夷，因此決定在鹽寮定居下

來。 

 

3. 您知道鹽寮漁港為什麼會泥沙淤積嗎? 

 

鹽寮漁港以前是個半月形的港灣，但是因為未經過專家的判定，以為建造堤防能夠擋住東

北季風，沒有考量到漂沙的問題，導致突堤的左側泥沙淤積，突堤的右側海岸線則是泥沙

不斷的流失，有侵蝕的狀況，直到今天，鹽寮漁港的淤積與侵蝕的問題還是沒有被解決。 

 

4. 您覺得花蓮鹽寮漁港適合發展怎麼樣的產業呢? 

 

鹽寮漁港的漁業慢慢沒落，因此我們可以轉型，常是一些結合當地文化和自然環境的觀

光，例如海域中可以推廣划獨木舟、海泳的活動；海灘上可以舉辦淨灘活動，除了撿垃圾

外，可以學習一些跟垃圾相關的知識，哪一種的垃圾比較多，這些海漂垃圾和洋流的關

係，利用海廢垃圾創作一些作品；和當地住民舉辦食農教育和食魚教育的推廣活動等。 

 

5. 您覺得如何在花蓮鹽寮漁港安排一個低碳的旅遊呢? 

 

低碳的旅遊可以從食、衣、住、行各方面來探討，「食」方面選擇吃當地當季的食物，減

少運送食物所造成的碳排放，而在食物的種類方面，牛肉的碳排放量較多，雞鴨鵝肉次

之，魚蝦再少一點，而蔬菜的碳排放最少，盡量多吃蔬菜；而在「衣」的部分，要「慢

衣」，穿著簡單的衣服，不要一直買新衣服和過度追求時尚，也可以減少地球的碳排放；

「住」的方面，如果多種樹，利用天然的建材如木頭，就能少開冷氣；「行」的部分，外

出儘量用走路或騎腳踏車；旅遊方面可以選擇低碳以及和大自然貼近的旅遊活動。蘇帆海

洋文化藝術基金會推廣「一周一無碳日行動方案」，一周選出一天過無碳的生活，歡迎大

家來花蓮體驗! 

 

6. 您對於台灣小學生的海洋教育，有任何建議嗎? 

 

可以從簡單的全民接受的海洋運動開始著手，例如海域中可以推廣划獨木舟、海泳、浮潛

等等的活動；海灘上可以舉辦淨灘活動，除了撿垃圾外，可以學習一些跟垃圾相關的知

識，例如:海漂垃圾和洋流的關係、利用海廢垃圾創作一些作品、和當地住民舉辦食農教

育和食魚教育的推廣活動，以及一些低碳的旅遊等。從小接觸大海，就會了解其實大海並

不可怕，學會如何保護自己，增加游泳和自救的能力，就可以開開心心地與大海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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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後記 

 

一走進去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就看到許多大

樹，一陣陣涼爽的海風吹來，讓我覺得很放鬆！看

到一位滿頭白髮的阿公，他親切的向我們問好，沒

想到他就是我們要見到的「拖鞋教授」，教授教我

們如何低碳生活，分享他和海洋之間的故事，我覺

得收穫很多！小助教蝴蝶姐姐帶我們參觀蘇帆基

地，這裡是個難忘的秘密基地！  

 

參˙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一) 鹽寮漁港因為突堤效應造成堤前淤積、堤後侵蝕現象，而突堤效應也影響花蓮海岸線

的平衡。 

(二) 花蓮鹽寮漁港有豐富的潮間帶生物，適合推廣潮間帶導覽活動。 

(三) 鹽寮漁港和花蓮部分海域適合從事海洋運動， 也適合推廣海洋運動和海洋教育。 

 

二. 研究建議： 

 

(一) 花蓮鹽寮漁港泥沙淤積造成漁業沒落，建議轉型為友善環境的生態旅遊產業。 

(二) 如何改善鹽寮漁港泥沙淤積與侵蝕的問題，值得探究。 

(三)花蓮鹽寮漁港有豐富的潮間帶生物，結合政府和民間社區力量，適合推廣潮間帶導覽   

      活動。 

(四) 建議鹽寮漁港建設公廁及淋浴空間，舉辦海洋運動比賽，暢通旅宿業者和花蓮各類海

洋運動業者交流管道，推廣海洋運動。 

 (五)推廣花蓮中小學生淨灘活動，改善花蓮縣國小學生們對海洋教育的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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