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壽溪不「萬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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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國小時，學校每年
都會舉辦路跑活動

展開研究好奇

總有個長年流水
不斷的出水口



研究目的
1.搜尋古萬壽溪的位置

2.探討古萬壽溪演替情形

3.探討古萬壽溪對自然與人類的影響



文獻探討



1904台灣堡圖

來自中央研究人社中心地理科學資訊研究專題中心



1914日治官有林野圖

來自中央研究人社中心地理科學資訊研究專題中心



1931砂婆噹溪全面圖

來自中央研究人社中心地理科學資訊研究專題中心



1945美軍航拍舊市區

來自中央研究人社中心地理科學資訊研究專題中心



1951能資所花蓮市航拍

來自中央研究人社中心地理科學資訊研究專題中心



實地訪查



萬壽溪中上游



萬壽溪中游



萬壽溪中游



萬壽溪與美崙溪匯流處



如何觀察河流演替?



Step 1:打開網站



Step 2:點選衛星檢視功能



Step 3:點選想要對比的圖層



Step 4:調整透明度



Step 5:截圖至word並描繪舊河道



Step 6:去除古地圖，古河道重現



專家訪談
- 林恐龍先生



訪談問題 專家回答

1.萬壽溪大約是在哪一年加蓋的呢?
林先生：大約是在民國68年至71年。為了迎接營運
的新火車站，而加蓋的。

2.萬壽溪下游一帶常常淹水嗎?
林先生：算蠻常的，民國70年代一次颱風，帝君廟
一帶水淹到胸口，86年安珀颱風豪雨，河水倒灌萬
壽溪的暗渠，就有很嚴重的積水。

3.萬壽溪的地下水位高嗎?
林先生：我沒有特別去研究過啦，但我有聽老人家
說過在萬壽溪附近會「出泉」，就是拿竹筷往地上
插，就會有水從冒出來。

訪談者：林恐龍先生 / 日期：2020.6.29  /地點：自強國中教室



(一)萬壽溪屬美崙溪主要支流，上游匯流處約為
於國福棒壘球場，流經碧雲莊、佐倉公墓、
慈濟大學，沿著莊敬路、商校街直至下游匯
流處萬壽抽水站旁。

(二)萬壽溪約在民國68年~71年加蓋的，當時萬壽
溪因應縣政府的「花蓮縣政第二期重劃」，
新火車站的落成而加蓋成溝，這也導致了萬
壽溪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三)萬壽溪的地下水位高，每逢颱風或是遇豪雨
常淹水，建立抽水站達到了改善的效果。但
是地質不會這麼容易的被改變，0206花蓮大
地震雲翠大樓倒塌主要原因是因為蓋在萬壽
溪的冲積沙洲，地基不穩造成倒塌。

訪談記錄整理：



萬壽溪演替史



1.產生土壤液化的三個主要條件，就是
(1)疏鬆的砂質土壤(2)高的地下水位
(3)夠大的地震。古萬壽溪，周邊地下
水位屬較高水位，加上大樓蓋在砂質土
壤地質上，以致造成災害。

2.以紅色方塊標示0206倒榻的大樓處，發
現這些大樓都位於舊河道上，若以現有
在河道旁超過七層的高樓以方藍色塊標
示，即使消失於地表的河道，可能地表
下仍有伏流，富含地下水，若以雲門翠
堤大樓為殷鑑，建議這些大樓重新檢討
地質結構與建築物耐震設計。

3.若我們以地形來看的話，萬壽溪可能為
曾經的主要流路。

地質討論



萬壽溪歷史人文討論



鴨母寮-養鴨人家



土水窟-收入比老師還好的泥水師傅



萬壽橋-送葬之橋，大陳一村的清明節



(一)萬壽溪為美崙溪的主要支流，水流量大，所才
會有萬壽橋的出現。

(二)旱季時，萬壽溪會成為地下伏流，故地下水位
高，逢颱風豪雨常會淹水成災。

(三)萬壽溪匯流處的地質為砂質土壤，且具有高地
下水位，地震來時會有土讓液化現象。

(四)蓋在古河道的高樓建築，若遇地震容易倒榻，
建議重新檢討。

(五)如以地形來看，萬壽溪可能為美崙溪的主要流
路，若有極端暴雨，恐有災害。

結論-1



(六)萬壽溪流域，土地肥沃多濕地，適合經濟發展，
土水窟以及鴨母寮皆是因為萬壽溪才慢慢發展
起來的，土水窟以及鴨母寮是萬壽溪下的產物，
也不為過。

(七)萬壽橋已不存在，但圍繞萬壽溪的歷史人文故事
慢慢被學者及居民訴說著，走在昔日萬壽溪堤
防，這些舊場景，迴盪在腦海。

(八)通過萬壽橋往西，可至花蓮新火車站，可至佛教
慈濟醫院，可至小巨蛋及體育場，其實它是通
往花蓮新生之路。

結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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