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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臺灣西海岸河口幾乎都可看到紅樹林成片佔據河口灘

地，紅樹林表面上看起來確實能夠使得原本「荒蕪」的地區變得生

機盎然，充滿綠意生命，然而，原來「荒蕪」的地區，是否存在著

某些特殊的物種？是否因為其他生物無法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中生

存，才使得此地的物種成為獨一無二的珍貴生物？如臺灣招潮蟹，

海豆芽、鱟。在未經過謹慎評估的調查之前，誰也不知道，因此任

何變更、破壞原來生態系統的行為都是必須事先禁止的，如果任意

改變原來的棲地成為單一思維或個人喜好的環境，那麼以紅樹林為

例，將來臺灣的海邊也許都只是紅樹林而已，我們也只能夠欣賞一

些「常見」的紅樹林動物和植物，而看不到其他豐富又多樣的生物

相了。近幾年來紅樹林帶來的負面效應一一浮現而受到關注，顯見

新竹市政府對紅樹林須適當管理整治有先見之明。 

香山濕地紅樹林的整治管理從 2007~2021 年，從 141 公頃的紅樹林

面積，到目前控制在 8 公頃以內，為能維持整治成果，每年仍需做

維護管理。本計畫將全區 167 公頃，以人工巡勘方式實施維護清

除，對香山濕地紅樹林擴散必能有效的抑制作用。居民反映紅樹林

藏汙納垢、蚊蠅孳生叮咬遊客等現象定能持續改善。最終能還原香

山濕地原本環境棲地，特有物種臺灣旱招潮蟹族群可在香山濕地永

續繁衍，確保生物多樣性。還給居民親海權，解除紅樹林阻擋，可

就近欣賞螃蟹、候鳥，有利觀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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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Taiwan's west coast estuaries are almost entirely occupied by extensive mangrove forests. On 

the surface, mangroves seem to transform previously "barren" areas into vibrant and lush ecosystems 

filled with life. However, does this so-called "barren" land actually harbor unique species? Could it be 

that certain rare and valuable organisms, such as Taiwan fiddler crabs, sea blites, and horseshoe crabs, 

thrive in these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because other species cannot survive there? Without carefu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no one can be certain. Therefore, any actions that alter or disrupt the original 

ecosystem must be prohibited in advance. If we arbitrarily modify habitats based on singular 

perspectives or personal preferences, such as favoring mangroves, Taiwan's coasts may one day consist 

solely of mangrove forests. In such a scenario, we might only see "common" mangrove plants and 

animals while losing the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a diverse range of other species. In recent years,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mangroves have gradually come to light, garner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demonstrates the foresight of the Hsinchu City Government in implementing proper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of mangroves. 

Between 2007 and 2021, the mangrove area in the Xiangshan Wetland was reduced from 141 hectares 

to less than 8 hectares. To maintain the restoration results, annual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re 

required. This project will oversee all 167 hectares of the area, using manual inspection and clearance 

methods to effectively curb mangrove expansion in the Xiangshan Wetland. Residents have reported 

issues such as mangroves accumulating waste and fostering mosquitoes and flies that bite visitors, 

which will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se efforts. Ultimately, the restoration aims to return 

the Xiangshan Wetland to its original habitat, enabling the unique Taiwan fiddler crab population to 

sustainably thrive in the area and ensuring biodiversity. This will also restore residents' access to the 

coastline, remove the visual barriers caused by mangroves, and allow closer observation of crabs and 

migratory birds, benefiting both tourism pro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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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源起與目標 

    香山濕地早年的紅樹林栽植歷程可追溯至地方性工作紀錄，地

方政府於民國 48 年在海山罟種植水筆仔及海茄苳，當時正值新竹海

埔地開發的時期，成效並不良好。民國 78 年再度由新竹縣政府委託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客雅溪口種植水筆仔；86 年又在三

姓公溪口以南的泥灘地種植海茄苳及紅海欖。民國 80 年之後除了官

方造林之外，民間也有部分熱心保育的民眾自行栽植幼苗，協助紅

樹林族群的拓展，民間小規模的栽植間歇維持至民國 90 年之後。香

山濕地環境適合紅樹林生長，幾年後快速擴張，不僅降低了本地生

物的多樣性，且嚴重壓迫到臺灣招潮蟹的棲地環境，幾年後更發現

嚴重影響附近河口的排洪，近年來更引發蚊蟲叮咬在地居民、遊客

等環境衛生問題。這些現象都是當時「栽種(復育)」紅樹林時所始

料未及的課題。為維護香山濕地的生物多樣性，以及改善河口排洪

與周遭環境衛生等問題，市府持續整治紅樹林實有其必要性與迫切

性的考量。香山濕地紅樹林整治起源於民國 96 年起，於海山罟北岸

臺灣招潮蟹區實施 1 公頃人力方式整治紅樹林。整治原以回復臺灣

招潮蟹為出發點，後陸續發現紅樹林尚有『阻礙河口排洪、攔阻垃

圾、蚊蠅繁衍溫床、附近居民及遊客遭臺灣鋏蠓（黑金鋼）叮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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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非常嚴重，經居民及民意代表多次陳情，新竹市政府在管理

權責上決定於大庄區進行大面積 61 公頃紅樹林整治，隨後 106 年至

108 年，分三年進行客雅溪口紅樹林整治。目前香山濕地僅剩海山

罟約 8 公頃紅樹林，裏頭有水筆仔、海茄苳、紅海欖、欖李等四種

紅樹林，在北臺灣實屬難得，也具有教學意義，加上此區紅樹林生

長於西濱公路凹灣處，紅樹林可當第一道淺礁功能，可削弱突波浪

潮對西濱公路路基的衝擊破壞，因此被保留下來。因每年會有大量

的水筆仔胎生苗與海茄苳蒴果，由海山罟隨潮水溢出，加上香山濕

地南方中港溪口有大片紅樹林，北邊頭前溪口也有大片紅樹林，種

苗也可因水文帶動進入香山濕地，因此每年都需全區域實施維護，

清除移入之紅樹林小植株，才能有效扼止紅樹林擴散，確保香山濕

地生物多樣性及歷年來紅樹林整治成果。 

貳、計畫清除範圍 

本 (民國 113 年 )年度計畫實施維護範圍：  

一、  客雅溪維護區，維護清除範圍約 33 公頃如 (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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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客雅溪維護清除區範圍圖 

二、 三姓公溪以南、海山漁港以北 346 公頃維護清除如(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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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姓公溪以南、海山漁港以北維護清除範圍圖 

三、海山罟區 22 公頃維護清除區如(圖三) 

 

圖三：海山谷維護清除區域範圍圖 

四、南港賞鳥園區 8 公頃維護清除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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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南港賞鳥園區維護清除區域範圍 

 

 

參、維護區環境分析 

    為能持續維持歷年整治成果，每年都需於整治區實施維護，清

除移入新苗。經去(112)年實施維護清除，但依然有紅樹林種苗移入

維護區，故仍需持續維護，各維護區狀況分析如下 

一、客雅溪口： 

    客雅溪含港北溝、港南溝丁酉橋前，經維護整治後，今年勘查

新移入紅樹林種苗，僅河岸蘆葦區有少數大顆水筆仔植株與河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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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北岸，及舊池塘區有稀稀落落少量植株散佈如(圖五、六、

七)，港北溝維持狀況良好，沒有種苗移入如(圖八)。 

      

圖五：客雅溪口紅樹林移入種苗情形 

 

圖六：客雅溪口紅樹林移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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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蘆委區水筆仔大棵植株 

 

圖八：港北溝今年維持良好 

  

   二、三姓溪口以南海山漁港以北區域 

今年勘查，移入種苗數量比 112年更少，僅少數分布河口

外灘地如(圖九、十)，草生地區未發現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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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三姓溪口外灘南岸植株移入情形 

 

圖十：三姓溪口植株 

      大庄區域移入植株稀鬆散佈灘地，且植株較大密集處為

靠大庄溪流溝外側如(圖十一~十三)，判斷為去年底移入的

種苗較多，今年新移入種苗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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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大庄區北邊植株移入情形 

 

圖十二：大庄南邊外灘地植株移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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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大庄區抽水口外圍植株移入情形 

三、 風情海岸此區漲潮溝流初期由南向北流，約漲潮 6 分滿時

再與北方溝流在此區域會合，種苗只能於滿潮停留時，藉

由東北風推至岸邊，因此只有在惠民宮間較密集(圖十

四)。 

四、 賞蟹步道岸邊至風情海岸高潮線帶，只發現稀稀落落的植

株於雲林莞草區(圖十五)，在曬船橋以南區域較為密集高

大為去年底移入植株(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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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惠民宮前紅樹林移入情形 

 

圖十五：賞蟹步道至風情海岸紅樹林移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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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曬船橋以南植株較密集高大 

五、海山罟 

此區域目前為香山濕地紅樹林保留區，內有水筆仔、海

茄苳、31 棵已具繁殖力的紅海欖。每年都有大量的種苗溢

出，還好北邊有海山漁港，後有鹽水溪南港沙丘的阻隔使其

果苗不易直接的往其他區域大量擴散。 

此區原本約有 32 公頃紅樹林面積，經整治後目前僅剩約 8

公頃的紅樹林，今年繁殖期依然溢出大量種苗，但相較去

(112)年顯然又有減少(圖十七~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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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海山罟臺灣招潮蟹棲地植株移入情形 

 

圖十八：海山罟中段的小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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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海山罟南段的小植株 

 

圖二十：海山罟南段靠白雲橋區的小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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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海山罟鹽水溪北岸外灘的小植株 

六、鹽水溪口南岸 

此區可見到移入紅樹林植株，由南岸延續至南港賞鳥園

區入水口潮溝岸邊(圖二十二~二十三)。 

 

圖二十二：鹽水溪南岸植株移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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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南港賞鳥園區出水口植株移入情形 

七、南港賞鳥園區 

      此區經 110 年實施整治，將池內紅樹林剷除，但每年

都有種苗經水門移入(如圖二十四、二十五)，蘆葦區隱藏

去年未發現植株，一年多已長成大植株(如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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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南港賞鳥園區紅樹林情形 

 

圖二十五：南港賞鳥園區中段紅樹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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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南港賞鳥園區草澤區紅樹林情形 

肆、社經環境說明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成立，使新竹市濱海地區所有會

侵擾與威脅野生動物，或會破壞自然環境的各種開發行為都能受到

一定的管制。本保護區劃設有：永續利用區、核心區與緩衝區。自

保護區劃設後，新竹市政府除了積極從事經營管理的工作，包括僱

用巡查員定時巡視保護區並勸導制止違反管制事項之行為。並與在

地保育團體合作，如委託新竹市野鳥學會辦理鳥類資源調查、委託

荒野基金會辦理紅樹林整治工作，進行保護區生態保育對策及紅樹

林已清除區維護。而保護區志工的培訓，更讓保護區達到最佳的利

用效力。此外在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以南至海山漁港以北的永續利

用區內，當地居民亦可以在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原則下，繼續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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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傳承下來的捕魚、養蚵與耙文蛤等漁業活動。98 年 9月 1 日，

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觀光休閒生態腳踏車步道全線通車，尤其賞蟹步

道開放後，觀光客、騎車人潮絡繹不絕，賞蟹、賞鳥與香山濕地生

態旅遊，已是新竹最夯的生態旅遊區，顯見保護區在人為有效且適

當的管理下產生了多項的附加價值，例如：環境教育、生態旅遊、

學術研究、海岸保護與經濟產業等。 

唯有致力於此生態系統的長期平衡，我們才能真正擁有這份大自然

所給予的寶藏。然而，紅樹林所帶來的多項負面效應，證實對香山

濕地生物多樣性的棲地條件產生負面效應，為了香山濕地的永續經

營，此區域內的紅樹林勢必持續予以適當的管理與疏伐。 

伍、維護作業實施 

    香山濕地的海茄苳 2 年就能開花結果，水筆仔約 3 年就具繁殖

能力。因此每年需實施全區域性維護清除，今年海茄苳落果期從 8

月中持續至 11 月底，大量落果隨水文擴散，尤其海山罟尚有約 8公

頃紅樹林，林內落果會隨潮汐作用，每年大量溢出，因此需每年實

施維護清除小幼苗，方能確保歷年整治成果。紅樹林分布於潮間帶

泥灘地，清除紅樹林會受到潮汐影響其作業時機，本次以人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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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維護清除，茲將清除工作時程、清除範圍、具體方法分述如

下： 

  ㄧ、清除工作時程 

     參考以往紅樹林案例，考慮潮汐時間及工作進度等因素於退潮

期實施清除作業所制訂之工作時程如表一。 

 表一、工作時程進度表 

        月 份  

  工 作 項 目  

 

8 

 

9 

 

10 

 

11 

 

12 

維 護 區 紅 樹 林 種 苗

移 入 狀 態 調 查 、 人

員 招 募 、 講 習 訓 練  

 

鹽 港 溪 維 護 作 業            

南 港 賞 鳥 園 區 維 護

作 業  

              

               

客 雅 溪 、 港 北 溝 維

護 作 業  

                    

永 續 利 用 區 維 護 作

業  

                                            

海 山 罟 區 維 護 作 業                      

成 果 統 計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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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罟今年下雨較往年多，花期雨水會影響授粉，而使海茄苳

結果率低，加上海山罟高潮線退縮近 100 公尺，原本灘頭沙丘

已不復見如圖(二十七)，高潮線至紅樹林邊緣已剩約 50 公

尺，能散播的面積縮小，致使紅樹林種苗散播面積及數量比去

年少許多。其它維護區種苗與去年相較也相對少了許多，因此

維護面積及作業時程相對可減少。 

 

圖二十七：原本灘頭有沙丘今年已完全消失 

二、清除作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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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清除：配合潮水於退潮時實施清除。大潮期，地面含

水分高較泥濘，此時清除靠岸邊地勢較高處的紅樹林；小潮

期，地面較乾燥，則可清除離岸較遠處。清除時，工作人員

一字排開間隔約 5 公尺，其周邊大小植株全數砍除。 

維護區經整治後，沙質灘地已漸漸回復，除了灘地較乾硬

外，灘地表面也已覆蓋一層較粗粒徑的沙，有利於工作人員

行動。而惠民宮及最外圍帶狀維護區內的底質泥化相當嚴

重，而小潮期由於泥土保水度低，粉泥密度會較高，進行維

護及清除時腳易深陷且吸附更緊，腳要抽拔更加費力；反而

是大潮期，粉泥保水度較高，行走起來較不會被吸住，因此

泥濘處改為大潮期實施維護清除。海茄苳幼株剷除時需將頭

與莖處鏟斷使其分離，若只折而不斷還會再生，小苗清除作

業要領如(附件一：人力清除作業程序)，作業情形實況如(附

件二：維護作業照片)。 

三、清除作業時機 

(一)、潮間帶施工，潮汐會影響作業難易度及可供作業時間，

作業時機為小潮滿潮後 3 小時至乾潮後 3 小時，共有 6 小時作

業時間可利用，這期間灘地較乾，為作業最佳時機。 



- 23 - 

 

(二)、香山濕地維護計畫主要清除水筆仔與海茄苳二種為主，

水筆仔胎生苗成熟期為每年 1~4月；海茄苳蒴果則於每年 9~11

月為成熟期，新種苗會於此二個時期，藉由風力、潮汐散佈至

維護區。其中海茄苳佔大多數，繁殖力強，已是紅樹林之強勢

物種，因此，若實施大植株清除最適當之工作時期為每年的

6~8 月，趁海茄苳蒴果尚未成熟前剷除，若實施維護清除則趁

植株未具繁殖力之前將小苗予以剷除，為最有利之清除時機。 

陸、計畫成果 

    本年度維護計畫從 9 月開始實施，至十一月底全數完成，已清

除區維護清除作業實況如(附件二)，將新移入紅樹林幼株剷除，維

持歷年來清除成果。清除作業前後比對照如(附件四)，維護計畫成

果如下。 

一、 紅樹林整治成果維持，可還原候鳥覓食棲地環境、招潮蟹

棲地環境、貝類棲地環境，確保香山濕地生物多樣性。 

二、 紅樹林區內藏汙納垢，孳生蚊蠅，庫蠓叮咬遊客等現象隨

整治作業實施已獲得改善，確保香山濕地環境衛生。 

三、 今年維護清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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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除作業時間從 10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實施 6 人作

業，36 個工作天，共清除水筆仔植株 8,024 棵、海茄苳植

株 58,773 棵，總計共清除 66,797 棵，成果統計如(附表

一)。維護清除前後比對照如(附件四)。 

柒、討論 

一、 維護作業分析 

    香山濕地海岸線北起客雅溪北岸出海口，南至鹽水溪南岸，

長約 10 公里的潮間帶及河口，目前僅剩海山罟 8 公頃紅樹林

為主要擴散源，但海山罟紅樹林，北有海山漁港，南有南港沙

丘形成地形屏障侷限紅樹林擴散，即使溢出也是少量。 

    經今年維護成果及種苗分布可得知整個濕地海岸線依然都可

發現新種苗入侵移入，且海茄苳佔絕多數，原因分析如下。 

(一)客雅溪口：今年維護清除水筆仔 489 棵，海茄苳植株

2,181 棵。 

此區域植株大部分集中分布客雅溪口北岸草澤區與舊魚池如

(圖二十八)，此現象係因此區地勢坡度小且低，漲潮屬淹沒

區，種苗隨漲潮流漂至此處著根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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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客雅溪種苗分布圖 

 

(二)大庄區：此區北起三姓溪南至惠民宮，為一平坦寬闊灘

地，漲潮時種苗會隨潮流從垃圾淹埋場外堤帶入，加上東北風

吹送，會停留在較高灘地上著根生長，種苗分布情形如(圖二

十九)。種苗較密集區為釣魚池抽水口外圍灘地，造成原因為

此處灘地較高，且植株多數為 1年植株，為去年維護作業結束

後才移入的種苗，由於時處東北風季節，形成種苗有往南堆積

生長現象。今年移入種苗水筆仔 1,020 棵，海茄苳 5,377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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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大庄區種苗分布圖 

(三)風情海岸：此區域北起賞蟹步道南至海山漁港北岸，灘地

平坦，有 6 個出水口因此可能磷肥含量高，有利甘藻及雲林莞

草生長，外灘有甘藻群聚一小塊分散生長，雲林莞草則沿岸邊

往外聚集生長，紅樹林種苗隨漲潮流，由大庄區流入藉由東北

風往南吹，種苗就卡在雲林莞草前緣著根生長，此區種苗一樣

有往南堆積現象如(圖三十)。今年移入種苗水筆仔 554 棵，海

茄苳 2,558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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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風情海岸種苗分布圖 

(四)海山罟：海山罟保留 8 公頃紅樹林，每年溢出大量種苗因

受北邊海山漁港防坡堤及南方南港沙丘區隔，種苗只能散播海

山罟灘地周邊，加上海岸線退縮將近 60 公尺，顯然可供種苗

散播灘地面積相對縮小，尤其今年氣候因素使結果率減少，且

結果期延後約一個月，植株跟往年比起來較矮小，到 11 月 20

日還看到枝椏上還有花苞如(圖三十)，等其蒴果成熟發芽，已

是隔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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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11 月 20 日海茄苳還在開花 

今年結果率較往年少，灘地面積縮減，加上原本會有大量種苗

隨潮水溢出鹽水溪口兩岸灘地，因 112 年鹽水溪紅樹林整治完

成，也是使今年海山罟種苗大量減少原因之一。海山罟種苗藉

由滿潮溢出，隨退潮水流及東北風吹送，往外灘地周邊及鹽水

溪口散播種苗分布如(圖三十一)。今年共清除水筆仔 4,906 棵

海茄苳 62,764 棵。 

海山罟種苗溢出數量龐大，相較其它區域種苗數量分布就微乎

其微，可研判海山漁港對海山罟紅樹林實具阻絕效果，加上海

茄苳落果為 9~12 月，此時正是吹東北風時期，香山濕地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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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潮時，由北往南流，由外往岸上推，種苗被推擠在高潮線

帶，只有退潮時加上東北風作用，種苗便往西南方向帶動，因

此研判海山罟的海茄苳種苗，無法往北跨越海山漁港逆潮逆風

擴散，海山漁港以北包含風情海岸、大庄區、客雅溪口的海茄

苳種苗可能由頭前溪口紅樹林種苗隨水文作用帶入香山濕地。

而水筆仔種苗可能由南邊的中港溪水筆仔種苗趁 4 月西南氣流

旺盛時隨水文帶入香山濕地。 

 

圖三十一：海山罟區種苗溢出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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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港賞鳥園區：此區域植株為去年種苗，由海山罟隨漲潮

潮溝流經水門進入，且海茄冬植株已有繁殖力，種苗分布如圖

(三十二)。今年共計清除水筆仔 163 棵，海茄苳 1,161 棵。 

 

圖三十二：南港賞鳥園區中苗分布圖 

二、碳匯(藍碳)探討 

        紅樹林的碳匯效益雖然高，但其擴張可能會導致棲地多

樣性的消失，在廣植紅樹林之下僅剩水域與紅樹林型態，改

變原棲地樣貌，使原生物種不適生存，而讓生物多樣性隨之

減少。針對此議題應以紅樹林增加碳匯與減碳工作分立治

理。我們呼籲，經過資源盤點，碳匯增量目標應該與減碳目

標工作分別設立，避免減碳不足而要求增加碳匯。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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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應該在推動碳匯的同時，積極於源頭減少碳排放，確保

兩者協同發展，而不是依賴後端的碳匯來彌補減碳不足。 

香山濕地紅樹林經效益評估帶來壓迫原棲地生物、候鳥

覓食區縮減、灘地泥化、攔阻垃圾、孳生蚊蠅、庫蠓叮咬民

眾、河口抬升、河道縮減影響排洪等負面效應。市府花費超

過 3 千萬、歷經 16 年的持續努力，還原香山濕地棲地原本面

貌，保育了保珍稀物種：三棘鱟、臺灣旱招潮蟹、海豆芽

等，確保了生物多樣性。然而近期又有人因碳匯議題主張重

新栽植紅樹林增加藍碳效益，實有待商議。 

臺灣高山崩落現象全球第一，土石崩落泥沙經河川輸送

堆積河口，經潮汐帶動，造成西海岸線海床平坦，潮間帶寬

達 2 公里，加上多數河川除颱風雨季之外，大部分皆屬乾涸

期，促使紅樹林可輕易佔據河口，造成行水排洪問題。這樣

的環境條件與國外有很大的差異，也是臺灣西海岸紅樹林產

生負面效益的其中主因。 

紅樹林負面效益已在臺灣西海岸陸續顯現，新竹市 16

年來花費將近 3 千多萬來整治紅樹林，台北市水利處今年才

以 4.2 億元經費，規劃將臨河的紅樹林伐除 10.39 公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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濬 19.6 萬立方米土方，還好近十年來颱風未曾侵襲臺灣，

紅樹林阻塞河口造成的災害未能凸顯。 

新竹市府為達成香山濕地保育目標，如今每年仍須篇近

百萬維護費，來防止紅樹林擴散入侵河口，確保客雅溪、三

姓公溪、鹽水溪等河口暢通。香山濕地經多年整治還原棲

地，也使原生種鹽地鼠尾粟、海馬齒、雲林莞草，蘆葦開始

增生。這些濱海植被也同樣具備吸碳功能，它的枝葉分解也

成為海洋生物食物，植株間空隙也提供海洋小生命躲藏空

間。加上不會在河口行水區生長，因此不會造成攔阻垃圾，

阻礙河口排洪等問題。幾乎不會發生如紅樹林所產生的負面

效應。 

濕地的保育非常重要，當然，如果只是口號或者是廣

告，那對實際環境並沒有任何作用。而紅樹林，在臺灣除了

被拿來做為濕地保育的招牌外，同時卻也面臨因為阻塞水道

而造成排水不良的問題。 

從關懷弱勢的臺灣海岸原生動植物、臺灣海岸生態棲地

的多樣性以及正確的生態保育觀念這些方面來著眼，在海岸

種植紅樹林的舉動應該更為審慎，似乎不應加以鼓勵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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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栽植」紅樹林成為「復育」的代名詞，因此，在推動紅

樹林碳匯方法學時，應優先保護原生濕地和物種及評估對區

域的其他影響，避免因碳匯需求而破壞現有的生態平衡。 

 

捌、結論 

    香山濕地乃以泥灘為主的海濱濕地，由於環境先天上雖無法提

供海洋生物更多樣的棲所，但其泥灘地上生物有著對環境強大的適

應本領，在族群的數量上有著驚人的數目，如數以億計的螃蟹、螺

貝類、多毛類，成為海洋食物鏈底層的供應者，但紅樹林對香山濕

地來說是屬外來種，帶來許多的負面效應，但也有其功能及價值。

自然原本該歸自然去管理，然而臺灣地小人稠，因此人與自然容易

有相互牴觸之處，在以人為本的考慮下，往往犧牲的是自然。香山

濕地因考量環境衛生、疏洪及生物多樣性管理目標，不得不整治紅

樹林，從 97~118 年累積 21 年的經驗，已有效遏制紅樹林擴張。香

山濕地環境適合紅樹林生長，其繁殖速度相當快速，生長 2~3 年後

繁殖力與擴散力成倍數增長。現今因具部份功能性，保留海山罟 8

公頃紅樹林，做為教學研究及第一道淺礁防護西濱公路路基，則每

年需持續管理維護，將其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雖需耗費少數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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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換來西濱公路路基安全，及確保香山濕地生物多樣性與紅樹林生

態教學研究等價值，是值得的措施。 

玖、檢討建議 

一、香山濕地每年依然需作維護清除，方能維持紅樹林整治成

果，確保香山濕地生物多樣性永續經營。 

二、近年來雖然海岸退縮，但風沙及落塵作用灘地草生地高程有

陸化現象，這是臺灣高山崩落，河川疏沙造地作用，而現今海

平面上升，灘地受到侵蝕縮減，對生態環境必有衝擊，尤其是

對棲地環境敏感物種如三棘鱟、臺灣旱招潮蟹、海豆芽等珍貴

物種棲地環境的維護，需更加積極應對，方能確保其物種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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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維護成果統計表 

日期 水筆仔 海茄苳 地點 

10月 01 日 36 482 風情海岸 

10月 02 日 25 280  

10月 03日 12 125  

小計 73 887  

10月 04 日 256 1205 客雅溪 

10月 07 日 233 976  

小計 489 2181  

10月 08 日 242 561 三姓溪口 

10月 09 日 135 813  

10月 11 日 175 566  

10月 14 日 218 1227 大庄 

10月 15 日 58 565  

10月 16 日 192 1645  

小計 1020 5377  

10月 17 日 216 1728 風情海岸 

10月 18 日 338 830  

小計 554 2558  

10月 21 日 120 430 南港賞鳥園區 



- 36 - 

 

10月 22 日 22 554  

10月 23 日 21 137  

小計 163 1121  

10月 24 日 238 1087 海山罟北段 

10月 29 日 222 1710  

10月 30 日 225 1225  

10月 31 日 150 2110  

11月 01 日 270 1662  

小計 1105 7794  

11月 04 日 469 1540 海山罟中段 

11月 05 日 300 2245  

11月 06 日 330 2552  

11月 07 日 223 2810   

11月 08 日 320 3330  

11月 11 日 218 3320  

11月 12 日 355 2331  

11月 13 日 480 2410  

小計 2695 20528  

11月 14 日 356 2280 海山罟南段 

11月 15 日 460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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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8 日 488 2265  

11月 19 日 359 3680  

11月 20 日 280 2075  

11月 21 日 328 2650  

11月 22 日 399 2882  

小計 1985 18327  

總計(113 年) 8024 58773  

總計(112 年)       8415 6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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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紅樹林清除作業程序 

一、前置作業 

(一)、環境調查 

    1.灘地底質： 

     紅樹林會遮蔽陽光造成蒸發效應差，加上泥化作用，因此紅樹

林區灘地都相當泥濘，尤其是低潮帶區域，更是寸步難行。灘地底

質的軟硬會影響作業人員行走的難易，進而影響工作進行時間的長

短。部分地區底質為礫石、砂質或泥質，岸邊地勢較高，底質較乾

硬，外灘地地勢低，潮水退得較慢含水性高，底質較泥濘，在進行

清除作業時須先掌握清除區底質的狀況，隨潮汐選擇最有利的清除

區塊。 

    2.潮汐： 

    臺灣屬半日潮區，每天漲退各二次，漲潮時間每 15 天一次循

環，每天約晚 50 分鐘，漲退潮時間可查臺灣各海域潮汐表。每月農

曆初 3 和初 18 日為最大潮，在臺灣西部新竹、苗栗、台中區域，最

大潮位差約可達 5 公尺。紅樹林清除作業於退潮時實施，每日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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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均有延遲，大小潮期也各異，可資利用之最佳工作時間約 4~6

小時，確實掌握潮汐的漲退，方能有效排定適切的作業時間。 

(二)、工作人員講習訓練 

     灘地作業有潮汐漲退、泥濘地行走、紅樹林種類、工具使用及

個人配備等狀況，每位作業人員需熟悉了解，因此作業前的講習有

其必要性，講習內容如下表： 

講習時間 項目 內容   講師 

1400~1430 人員報到 簽名、核對資料 義工群 

1430~1500 環境介紹 

1.地名方位、底質特性、生物相介

紹。 

2.潮汐說明、灘地最佳作業時間。 

3.紅樹林清除因由。 

張登凱 

1500~1530 

清除方法

介紹 

1.工具配備介紹及使用注意事項。 

2.紅樹林種類介紹、水筆仔與海茄

苳清除方法。 

張登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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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清除實作

練習 

現地紅樹林剷除實作，每人須剷除

5 棵海茄苳、5 棵水筆仔。 

張登凱 

(三)、清除紅樹林工作人員之選用 

    暑期工讀生(十八歲以上)服從性高，可塑性高為最佳人選，唯

工作期間僅暑假二個月，因此主要清除工作需掌控在二個月內完

成，其餘工作需再僱用在地之二度就業人員。 

(四)、工作時間之掌控 

     小潮期潮位低，退潮時灘地地面較乾硬，利於清除作業人員行

走，為最佳工作時期；大潮期灘地淹水時間長，保水度高顯得較泥

濘，工作人員行走困難不利於清除作業，因此大潮期僅適合清除近

岸區域之紅樹林。紅樹林之清除作業相當耗費體力，因此作業時間

以每工作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每天約作業 4 小時。 

(五)、清除人員之隨身配備 

     1.遮陽帽：工作期間正值暑假，陽光強烈，因灘地無任何遮蔽  

       物，且水面會折射光線，須有遮陽帽以避免曬傷。 

       護目鏡：剷除時灘地泥水四濺，須有護目鏡保護，以免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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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汙泥沾上眼睛。 

     2.腰包：作業離岸遠須有腰包，可裝帶隨身物品及水瓶，以免 

       因口渴往返堤岸而浪費工時。 

     3.鞋子：灘地底質泥濘處須穿網襪鞋，較不會被爛泥吸住陷

入， 

       唯防護性差，易被釘子、玻璃等物刺穿的危險；底質較乾處   

       可穿防護性較佳的雨鞋，但若行經較泥濘處則易被吸住陷入 

       (圖一、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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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作業人員配備 

 

圖二、 雨鞋和網襪鞋 

 (六)、清除工具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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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一斤半重的中型掘仔即可輕易剷斷樹幹。但若紅

樹林生長 8 年以上時，樹徑粗大約可達 20 公分以上，要剷斷

樹幹須以二斤加厚型掘仔、裝 4.5 呎櫸木柄為最佳剷除工具

(圖三)。遇更大棵的植株則可用手鏈鋸鋸除，但需選風大，空

氣流通強時方可進行作業，以免造成工作人員因二氧化碳中毒

而導致昏厥的危險。又若紅樹林生長範圍廣，植株高大，則以

實施機械清除為佳。 

 

圖三： 大掘仔 

二、紅樹林清除之進行 

(一)、紅樹林大植株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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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工作配合潮汐於退潮時實施，大潮期地面較泥濘，

清除靠岸邊地勢較高處的紅樹林；小潮期地面較乾燥，則清除

離岸較遠處之紅樹林。以香山濕地為例，香山濕地冬季時，東

北季風平均 7.1 級，夏天西南氣流平均 6.8 級，在此強風環境

下，海茄苳與水筆仔之生長方式各異，剷除時方法也各不相

同。 

1.海茄苳： 

    海茄苳呈覆碗式生長，枝幹橫陳曲折，清除時無法立

即剷到主幹，只能依序先剷掉其他枝幹，最後才得以剷除

主幹，相當耗費工時。海茄苳之大植株只需從地面上將主

幹剷斷即可；小植株或幼苗之剷除方式則不同，不能連同

根處整棵剷起，主幹沒剷斷時，會再發出新芽。 

2.水筆仔： 

    水筆仔能抗風站立於灘地，因此樹頭(板根)長得特別

粗大，剷除時須從根部剷除，地面上不能留有根頭(如圖

四)。因表皮厚皮層有生長點，幾月後能再發芽生長。又

因其樹幹較鬆軟有彈性，剷除時掘仔容易被夾住，亦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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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的耗費。小植株須從地表下剷除，若留有根頭一樣會

再生長。 

 

圖四：水筆仔樹頭(板根)剷除情形 

(二)、紅樹林小植株之清除 

香山濕地紅樹林，每年 2~4 月為水筆仔繁殖期，7~9 月為

海茄苳蒴果成熟掉落的繁殖期，每年須等到 10 月，小植株長

約 10 公分高較容易看見，樹徑也較硬時，此時才有利實施維

護清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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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枯枝移開後小植株密布 

清除小植株雖不如大植株費力，但因其密度高且須貼地

將莖幹砍斷，若未砍斷或是整株連帶根部被拉起，將會再繼續

生長，屆時就必須再做第二次清除，增加工時成本，為能順利

剷除小植株，每次作業前需將掘仔刃部研磨更鋒利，作業時人

員一字排開實施地毯式清除，以防植株遺落。剷除小植株要領

如下圖。 

小植株剷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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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清除示範 

掘仔儘量貼地，將小苗的莖，自地面交接處一次剷斷。 

 

 

 

 

錯誤清除示範 

清除時掘仔與地面的角度太大，小苗僅被翻倒，植株卻仍完整，因此必需再多花費

一次的時間將其剷斷，工作效率將大打折扣 

 

A B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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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維護作業照片 

風情海岸區域清除作業情形 

  

  

 
 

  

客雅溪區域清除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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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區域清除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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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南岸及南港賞鳥園區區域清除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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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罟區域清除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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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維護前後比對照 

客雅溪區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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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溝今年無移入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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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區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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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情海岸區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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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賞鳥園區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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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罟區藍天橋段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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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罟區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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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南岸情除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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