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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評估報告 
本案依據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6 條撰寫 

經 110 年 9 月 10 日 110 年第 1 次高雄市政府自然地景審議會通過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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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  

高雄市燕巢區、田寮區與內門區有豐富的惡地景觀，包括石灰岩地形的雞冠山與大崗

山(石母乳/一線天)；泥岩惡地之新太陽谷、月世界泥岩惡地、尪仔上天；泥火山包含烏

山頂泥火山、月世界泥火山、小滾水。另外， 馬頭山、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

點亦為重要之地景。 

依「文資法」第 79 條與「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6 條，提報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其指定條件說明於下： 

 完整的泥火山地景類型: 

一般將泥火山依據外形區分為錐狀、盾狀泥火山和噴泥池、噴泥盆、噴泥洞。烏山

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具有錐狀、盾狀泥火山和噴泥盆；月世界泥火山擁有 2 處

噴泥盆；小滾水有 1 個噴泥錐與 1 處噴泥盾。 

故本地質公園範圍具有完整的泥火山地景類型。 

 典型的惡地地形: 

惡地地形廣泛分布於台南以南的丘陵地區，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包含新太陽谷、月世

界泥岩惡地與尪仔上天，均發育典型的泥岩惡地地形。 

 奇特山形的山體 

1. 雞冠山 

雞冠山造型奇特,板狀、高傾斜角度的石灰岩,在差異侵蝕影響之下,突出於低矮的

泥岩丘陵區,橫看成嶺側成峰, 因形似雞冠而成為特殊的地景。登臨其上,也可鳥瞰

社區與大部分地質公園區域,具有賞景的價值。 

2. 馬頭山 

旗山與田寮交界的台 28 號公路旁，可見到一座外形猶如古代銀錠的獨立山頭，

依外形稱為「銀錠山」，然而從旗山往田寮方向遠眺，外型又如同馬頭一般，而又

稱為「馬頭山」。 銀錠山的山頭屬於較堅硬的砂岩，而周圍地層均為較軟弱的頁

岩和泥岩，因此銀錠山屬於古亭坑層中的砂岩透鏡體，因差異侵蝕，砂岩獨立突

出形成特殊的山形，頁岩和泥岩形成低緩的丘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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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存完整之程度 

因地質點多位於公有地，故保存狀況多半完整，特別是烏山頂泥火山已劃定為自然保

留區，地景保存完整。僅有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因局部位於私有地，其被改

造為魚塭，且旁有養殖場的汙染，故保育狀況較差。 

三、 指定之緣由及理由 

成立「地質公園」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達成環境保護與增進區域社經發展，以求永續發

展。地質公園將藉由提升大眾對地球遺產價值的認知，增進人們對地殼與環境承載力

的認識，促使人們能更明智地使用地球資源，而達到人與地之間的和諧關係。在尊重環

境的前提下，藉著新闢收入來源，如舉辦地質旅遊和推廣地質產品，促進新型態的地方

企業、小規模經濟活動、家庭式企業，開創新的就業機會。地質公園可以為當地居民提

供補充的收入，並能吸引公私部門的投資（王鑫，2003，地質公園的設置與推動（上）。

地景保育通訊 19）。也就是為了達成地景永續利用的目標，可以通過立法、規劃和妥善

的經營管理，於特定範圍的地理區域，設置地質公園，推動地景保育及推廣地球科學相

關的環境教育、地景旅遊，並由這些活動促進社區永續發展。 

高雄市燕巢區、田寮區與內門區有豐富的惡地景觀，包括石灰岩地形的雞冠山與大崗

山(石母乳/一線天)；泥岩惡地之新太陽谷、月世界泥岩惡地、尪仔上天；泥火山包含烏

山頂泥火山、月世界泥火山、小滾水。另外，馬頭山、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

亦為重要之地景。 

以自然惡地景觀為基礎，共計有 9 個當地人民團體-援剿人文協會、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古亭社區發展協會、大崗山人文協會、內南社區發展協會、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內東

社區發展協會、鹿埔社區發展協會與惡地農夫工作室，其積極參與討論地質公園分區

原則、內部人才培訓等事宜(詳表 2)，並約定共同管理維護。 

表 1 指定緣由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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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區與社群參與地質公園相關討論會議 

2019/6/22 2019/8/2 2019/8/18  2019/11/11  

2020/10/19 2020/10/23 20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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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位於高雄市，其規劃範圍以內門、田寮、燕巢三處行政區為界。高

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主要有 2 類分區，其分別為景觀區與具有開發限制性的核心區。核心

區需居民要有共識，且其將依法保護並限制進入，以公有地和以依法保護的區域為主。景

觀區則以公有地、環境敏感區(如災害敏感或資源利用敏感區)和非建設用地(如國土保安用

地、林業用地等非都市土地；或都市計畫區內的保護區)，以三者疊圖並有共同交集的土地

為主 (故部分劃設之範圍非完整地號邊界) 。 

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的分區規劃如下(詳表 3): 

1. 核心區 1 處 

本規劃範圍之核心區為烏山頂泥火山，其土地權屬均屬於國有土地。因烏山頂泥火山已依

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設置自然保留區，並設立管理站，故核心區以自然保留區為劃設範圍。

(核心區編號為 A 類) 

2. 景觀區 9 處 

景觀區包含雞冠山、大崗山(石母乳/一線天)、新太陽谷、月世界泥岩惡地、尪仔上天、月

世界泥火山、小滾水、馬頭山與二仁溪曲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景觀區編號為 B 類) 

土地權屬詳附錄一。 

 
表 3 劃設範圍土地權屬、範圍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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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全區劃設範圍與地質點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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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1 烏山頂泥火山劃設範圍說明 

圖 3 A-1 烏山頂泥火山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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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B-1 雞冠山劃設範圍說明 

圖 5 B-1 雞冠山土地權屬說明 



[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 

8 

圖 6 B-2 新太陽谷劃設範圍說明 

圖 7 B-2 新太陽谷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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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B-3 月世界泥岩惡地劃設範圍說明 

圖 9 B-3 月世界泥岩惡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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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B-4 月世界泥火山劃設範圍說明 

圖 11 B-4 月世界泥火山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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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B-5 小滾水劃設範圍說明 

圖 13 B-5 小滾水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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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B-6 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劃設範圍說明 

圖 15 B-6 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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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B-7 大崗山(石母乳/一線天)劃設範圍說明 

圖 17 B-7 大崗山(石母乳/一線天)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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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B-8 馬頭山劃設範圍說明 

圖 19 B-8 馬頭山土地權屬說明 

空白處為計畫範圍外(旗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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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B-9 尪仔上天劃設範圍說明 

圖 21 B-9 尪仔上天土地權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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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定範圍之影響  

劃設範圍除了考量以為國/公有地，災害敏感區與非建設用地為主。在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圖中，主要以國土保安用地、林業用地為主；都市計畫土地則以保護區主要範圍，

減少對當地居民生活的管制性影響。 

同時，透過工作坊與多次會議的討論，居民亦期待能透過地質公園的設立，達到地景保

育、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的目標。 

分區 限制性 劃設原則 

核心區 O 1.公有地   

2.已依法保護的區域，如烏山頂自然保留區 

景觀區 X 1.公有地 

2.災害: 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3.非建設用地 

   非都市土地 : 如，國土保安用地、林業用地等                       

   都計土地   : 如，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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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區域地質 

本區屬於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出露之地層受區域性斷層構造影響，呈現不同的地層

層序。主要的區域地質構造為田寮區與燕巢區南側的旗山斷層，以及從內門區中間

貫穿的木柵斷層，以此兩條構造線為界將本區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地質區，將其概略

說明如下。 

1. 木柵斷層以西、旗山斷層以北

的區域 

本區主要出露古亭坑層以及崎

頂層，地勢低緩，多屬丘陵，僅局部

地區因地層夾有砂岩透鏡體（雞南

山透鏡體、龍船透鏡體）或石灰岩體

（雞冠山石灰岩）而形成較高的山

嶺。中新世晚期以來，本區處於亞深

海至大陸棚的沉積環境，泥岩（古亭

坑層）從中新世晚期開始連續沉積，

直到更新世才變淺沉積了崎頂層。

本區因以泥岩為主，惡地地形十分

發達。區域內的主要河川二仁溪，中

上游兩岸形成系列的階地，並且因

地勢平緩而發育出下切曲流。 

2. 木柵斷層以東區域 

本區域僅位於內門區東部，斷

層東側出露了長枝坑層、糖恩山砂

岩、鹽水坑頁岩及隘寮腳層，岩性以

砂泥岩互層、厚砂岩以及頁岩為主，

沉積環境屬於內大陸棚至外大陸棚

環境，沉積年代在中新世中晚期至

上新世。 

3. 旗山斷層以東區域 

本區位於田寮區中寮山至燕巢區南勢崙一帶，出露之地層為烏山層、蓋仔寮

頁岩、南勢崙砂岩、大社層與嶺口礫岩，屬於相對前述兩區域較淺的沉積環境，

由中新世的濱面至遠濱環境演變為更新世的辮狀河環境。 

 

 

 

 

表 3 地層對比表（來源：林啟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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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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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岩惡地地景 

1. 惡地丘陵： 

台灣的泥岩惡地丘主要分布於台南至高雄一帶，面積廣大，是南部地區的特殊地

形景觀。泥岩軟弱，降雨與逕流容易造成地表侵蝕，植被稀疏，甚至裸露，密佈

Ｖ型侵蝕溝的陡峻坡地，是泥岩惡地的主要特徵。 

2. 侵蝕溝： 

河川在泥岩丘陵地區下切後，形成陡峻的河谷斜坡。泥岩相對不透水，大部分的

降水形成地表逕流，進而發展出細密的排水網路，也在坡面刻劃出細密的小紋溝。

逕流沿著紋溝匯集、流動，坡面侵蝕、崩塌產生的岩石碎屑，更增加流水的侵蝕

能力，在坡面發育出規模更大的、Ｖ形侵蝕溝。 

3. 泥流與土指： 

坡面崩塌的泥岩碎屑，含有大量水份，沿著侵蝕溝運動便形成泥流。有的泥流混

合著大量地表逕流，順著蝕溝流動，侵蝕能力增加，帶動更多堆積於蝕溝中的地

表碎屑物質，進而加深並擴大侵蝕溝。土指是鬆軟土壤表面的指狀突起，頂上經

常覆蓋堅硬物質，如小礫石等。這是因為堅硬物質抵抗雨滴打擊，侵蝕能力較強，

保護了下部泥土，故於地表形成突出地面的土指。 

 泥火山地景 

1. 泥火山體形狀： 

台灣地區常見的泥火山有五種不同的外形包括噴泥錐、噴泥盾、噴泥洞、噴泥盆

和噴泥池。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內目前可以看見典型的噴泥錐、噴泥盆和間

歇性噴發的噴泥洞殘跡，新養女湖泥火山可見噴泥盾和噴泥池。 

2. 噴泥活動： 

泥火山持續或間歇性噴發泥漿和可燃的石油氣。因此，可觀察的「泥漿噴發活動」

包括噴發的泥漿泡泡、氣泡大小、噴發頻率或氣體流量、氣體成分、聲音、泥漿

含水量、泥漿水位高低、泥漿粒徑大小、泥漿流量等等。 

 河川與池塘 

1. 曲流心、曲流頸、牛軛湖、環流丘： 

受曲流彎曲河道圍繞著的高地稱為曲流心，兩側河川攻擊坡所夾的最窄地帶稱為

曲流頸。隨著曲流逐漸發展，兩側攻擊坡侵蝕河岸，曲流頸會愈來愈窄，最終使

得曲流頸被切穿，河川改道。遺留的曲流廢棄舊河道常堵塞成池，稱為牛軛湖，

地勢較高的曲流心則稱為環流丘。大滾水就是環流丘地形，周圍的池塘則是牛軛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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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池塘 

池塘惡地地區溝谷密布，缺乏平坦的可耕地，再加上南部地區濕季和旱季的降水

比約 9：1，旱季時水資源非常缺乏，而且泥岩又相對不透水，缺乏地下水資源，

所以當地居民為了發展農業，就必須設法取水灌溉。居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密

布的狹窄小型溝谷建造低矮土堤，一方面地表水源不易滲漏而可蓄水成池，提供

生活、灌溉或養殖禽畜之用，另一方面防止惡地地區大量侵蝕產生的沈積物流入

田中，池塘淤滿後就形成平坦的河谷平地，可以提供發展農業之用。泥岩中因含

有鹽分，不斷淋洗出來的鹽最後累積在池塘中，也一度創造出惡地中的鹹水虱目

魚養殖。惡地地區密布的池塘，結合了自然與文化結合的深層意涵，展現出在地

居民對泥岩惡地環境的瞭解而發展出的特殊文化活動。 

 重要地質點 

參照林務局 98-100 年度「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之子計畫「台灣南

部地區地景調查與登錄計畫」及其他地質地景調查等資料，本案規劃範圍內的重要

地質場址整理如表 4，地理位置分布呈現於圖 23。經本案現地檢視與社區提供之建

議，增加具地方保育價值地之點位（尪仔上天），另有點位做名稱的修正（月世界泥

火山，原稱為古亭坑泥火山）。 

           表 4 本案規劃範圍內之地質保育點與地質場址 

 

 

 

 

        

 

 

 

 

 

 

  

編號 名稱 地質特色 位置 

A-1 烏山頂泥火山 泥火山 燕巢區深水里 

B-1 雞冠山 石灰岩 燕巢區金山里 

B-2 新太陽谷 泥岩惡地 燕巢區金山里 

B-3 月世界泥岩惡地 泥岩惡地 田寮區崇德里 

B-4 月世界泥火山 泥火山 田寮區崇德里 

B-5 小滾水 泥火山 田寮區崇德里 

B-6 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 曲流地景 田寮區古亭里 

B-7 大崗山(石母乳/一線天) 石灰岩 田寮區新興里 

B-8 馬頭山 
砂岩體構成 
特殊造型 內門區瑞山里 

B-9 尪仔上天 泥岩惡地 內門區內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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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本案規劃範圍內之地質保育點與地質場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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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寮區 

燕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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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田寮、燕巢、內門區泥岩惡地生態環境概述 

高雄田寮、燕巢、內門區泥岩惡地主要棲地概況(圖 24、圖 25、圖 26)以刺竹林、果

園為主，整體西南區泥岩惡地鑲嵌裸露地、森林，以及各類型建成地區，而普通分

布之小面積棲地如各類型田地(水、旱作)、流動水域、草地、牧草地和其他等十大類

型。 

 

圖 24 高雄市田寮區棲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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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高雄市燕巢區棲地類型 

 

圖 26 高雄市內門區棲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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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竹林為泥岩惡地最具生態特色的植群，於日據時期被引進種植於台南左鎮、龍崎

與高雄田寮，後向外延伸至燕巢、內門區一帶(圖 27)。依據本團隊及馬頭山自然人

文協會調查資料顯示，相較於其他泥岩環境等棲地類型，刺竹林具有較高的物種數、

生物利用、植被層次、棲地結構等多樣性，具有高度生態功能性，同時也是多樣的

稀有物種賴以為生的棲地類型，在高度人為利用地區提供生物之僻難所，形成特殊

且重要之棲地。 

 

  

圖 27 刺竹林外觀 

 

  

田寮區 內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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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區泥岩惡地自日據時期即大面積引入刺竹栽植，隨後聚落發展與反覆的人為利

用，大面積原生林已不復存在。在山頂稜線與刺竹林下，自然拓殖進入的植物與其

混生，可發現部分偏好西南區乾燥土壤生長之原生植物，譬如榔榆、楝、朴樹、黃

荊等落葉樹，以及烏柑仔、腺果藤、臺灣海棗等有刺灌木，推測早年接近泥岩惡地

邊緣植被，可能為落葉樹與有刺灌木優勢之疏林環境。而少數山頂稜線，如燕巢區

雞冠山，具有小面積高位珊瑚礁，成為灌叢優勢的植被狀態，推測早年這類棲地可

能為現存之疏花魚藤、苦林盤、黃荊、臺灣海棗等植物優勢；接近田寮大崗山一帶，

部分森林鬱閉、背陽山坡或接近谷地之珊瑚礁峭壁環境，則有火筒樹、山豬枷、皮

孫木等植物生長。而內門區馬頭山為乾旱季的半落葉林區，鑲嵌其上的岩生植群，

有澤瀉蕨、岩生秋海棠(圖 28)，以及舌瓣花、大葉捕魚木等多種稀有植物生長。 

 

 

 

圖 28 稀有植物 

 

整體而言，泥岩惡地環境森林大多零星破碎，低地草地與灌叢、刺竹林、季節性溼

草地成為惡地環境動物重要的棲息空間，田寮、燕巢、內門區均有較大且完整的高

度生態功能性棲地，動物相十分豐富。譬如燕巢區烏山頂及新太陽谷的中型哺乳類

有台灣獼猴、穿山甲、鼬獾、白鼻心、食蟹獴、台灣野兔、赤腹松鼠等；鳥類部分

有大冠鷲、鳳頭蒼鷹等，新太陽谷亦有稀有的過境鳥藍歌鴝的紀錄，以及不普遍的

線紋蜻蜓及溪神蜻蜓。此外，田寮區中型哺乳類有鼬獾、白鼻心、台灣野兔及赤腹

松鼠，亦有兩棲類的史丹吉氏小雨蛙及巴氏小雨蛙。內門區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更

紀錄有一級保育類食蛇龜、草鴞及黃鸝，其他則有麝香貓、臺灣水鹿和東方蜂鷹等

保育類動物(圖 29)。 

 

澤瀉蕨 岩生秋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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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圖 29 保育類動物 

 

水域生態部分，燕巢大崗山、、田寮月世界、內門馬頭山均有厚圓澤蟹的紀錄，其

中以馬頭山有穩定之分布族群。厚圓澤蟹為分布範圍相當侷限的物種，僅紀錄於台

南與高雄交界之惡地形環境，為惡地地質代表性物種(圖 30)。此外，大崗山亦有發

現台灣原生種魚類台灣石鮒(牛屎鯽仔)，由於其成熟雌魚具有利用細長的產卵管將

卵產於二枚貝(蚌科)內部的習性，棲息地須有二枚貝共棲方能完成生活史，因而產生

特殊的共生關係，且兩者皆為台灣原生的水生生物。 

 

  

圖 30 水域關注生物 

 

 

 

 

  

食蛇龜 

厚圓澤蟹 台灣石鮒 

黃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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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保存、維護方案及可行性評估 

1. 核心區: 

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於民國 82 年劃定，並進行多年經營管理的國定自

然保留區，由高雄市政府管理。原本保留區面積 4.89 公頃，民國 102 年修正範

圍 3.88 公頃。可規劃為核心景觀區，保存、維護則可依據目前相關規定進行經

營管理。 

2. 景觀區: 

景觀區包含雞冠山、大崗山(石母乳/一線天)、新太陽谷、月世界泥岩惡地、尪仔

上天、月世界泥火山、小滾水、馬頭山與二仁溪曲流切斷與牛軛湖觀景點。劃設

範圍內的土地權屬均為國/公有地，未來可在這些區域設置適當的相關設施，推動

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等相關活動。 

八、 面臨的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的保育策略 

地景點共同遇到的外部威脅有三類，分別為外來種改變地景與生態、農塘特色地景消

失與遊憩壓力；內部經營管理的課題，則分為四類，遊憩需求、社區支持不足、缺乏定

期環境監測與經費不足。而地景點各別遇到的外部威脅，則為馬頭山的掩埋場開發壓

力；烏山頂為舊有人工設施物破壞景觀與外來種入侵威脅。 

維護項目分為幾個面向，一、基礎環境調查與監測；二、園區整合規劃與行銷；三、管

理與解說人才培訓；四、環境維護；五、加強與相關單位連結；六、加強經費爭取與發

展自主財源。詳細內容詳表 5。 

表 5 地質公園威脅/壓力與因應對策綜整表 

 威脅/管理 威脅與壓力 因應對策 

共同 外部威脅 外來種（銀合歡）改變地景與生態 1.移除外來種，復育當地物種 

2.結合高市府與屏東林管處的外來種移除

經費。 

農塘特色地景消失 加強與政府機關配合，凝聚居民共識，維

護既有陂塘 

遊憩壓力與不當行為 1.豎立標誌公告參訪規範 

2.加強勸導與紀錄 

內部經營

管理 

資源利用之

需求（遊

憩） 

社區發展程度不一 1.由較成熟的社區帶動新發展的社區 

2.培力起步社區規劃社區發展與永續旅遊 

缺乏全區整體規劃與

共同窗口 

1.統整遊程路線 

2.建立共同的識別系統 

3.製作共同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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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管理 威脅與壓力 因應對策 

4.建立共同官網或 FB 

5.加強與政府機關配合，鼓勵社區申請相

關計畫補助。 

導覽基礎資訊不足 1.整合並累積導覽資訊 

2.建立資訊共享機制 

缺乏系統性的培訓課

程與認證制度，導覽

員品質參差。 

1.定期舉辦通識與社區個別的解說員培訓 

2.與台灣地質公園學會整合，開設解說培

訓與相關認證 

3.核心區(烏山頂)入園，應搭配認證解說

員 

缺乏指標、公廁等基

礎設施 

興建基礎遊憩設施 

社區支持不

足 

地質點與社區及學校

連結性低 

1.成立跨社區平台，建立常態的權益關係

人參與機制，並強化夥伴關係(高市府、

屏東林管處與在地權益關係人) 

2.地質點委由社區/社群管理。 

3.推動在地學校課程與泥岩惡地結合，深

化在地環境教育 

4.地景旅遊遊程，應串連社區與地景點 

在地人口老化與人力

不足 

1.藉由解說員等培訓課程，網羅並組織新

的成員，建立解說系統與志工。 

2.建立以推動地質公園為目標的組織，降

低選舉影響。 

缺乏定期環境調查監測 1.惡地地景類型分區監測調查研究 

2.生態監測調查研究 

經費有限 1.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林務局、教育部)

的經費結合 

2.爭取社區林業計畫，提供環境教育經費 

3.開發地質產品與遊程 

個別 外部威脅 馬頭山 掩埋場開發壓力 成立地質公園推動平台後，轉由平台眾社

區共同面對各種開發案、掩埋場等議題。 

烏山頂泥火

山 

早期水泥步道設置不

當，破壞景觀 

移除廢棄之水泥步道，恢復自然地貌 

動、植物被非法採集 1.監視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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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管理 威脅與壓力 因應對策 

2. 加強社區巡護 

大崗山(石

母乳/一線

天) 

宗教團體占地 公民團體持續監督與通報 

 

九、 說明會或公聽會之重大決議 

2019 年 8 月 18 日所舉辦之說明會中，民眾之重要意見羅列如下： 

1. 二仁溪起源於南化，終於茄萣，曲流與惡地息息相關，且有竹筏文化，所以應

了解二仁溪，做整體規劃。（六龜中興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黃文源） 

2. 田寮鹿埔社區位於台 28 線旁、田寮月世界與旗山之間，由於內門、旗山、田寮

為國土綠網重要的生態熱點及廊道，鹿埔社區又是其中一大區塊，可邀請該社

區一同討論，帶狀串聯保護效果較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魏浚紘） 

 

    2021 年 4 月 7 日所舉辦的說明會中，參與者重要意見如下: 

1. 與會之地方民意代表皆樂見地質公園成立。 

2. 未來推動地質公園，希望能納入生態系服務的評估和以自然為本的概念(NBS) 

3. 景觀區之公有地承租戶，希望能和地質公園的發展達到雙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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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管理維護者 

 土地管理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觀光局與農業局。 

 提報人民團體 

以自然惡地景觀為基礎，共計有 9 個當地人民團體-援剿人文協會、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古亭社區發展協會、大崗山人文協會、內南社區發展協會、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內東

社區發展協會、鹿埔社區發展協會與惡地農夫工作室，約定共同管理維護。詳如下表: 

地區 社區團體 

燕巢區 
- 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 高雄市援剿人文協會 

田寮區 

- 鹿埔社區發展協會 

- 古亭社區發展協會 

- 大崗山人文協會 

- 惡地農夫工作室 

內門區 

- 內南社區發展協會 

- 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 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十一、 預期效益 

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可提高當地居民對地質及地景保育的重視，加強周遭環境的了解與

在地認同，協助對當地觀光持續朝向永續、高品質的服務型態來發展。未來將以地景保

育為基礎，協助地方產業的發展，環境教育、觀光旅遊品質的提升。  

  

十二、 應遵行事項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章，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自然地景、

自然紀念物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