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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地好人居 

今年九月高雄市自然地景議會通過指定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往後正式

成為台灣第九座地質公園，其範圍包括田寮、燕巢等近 150公頃的地質公園，

擁有多樣泥岩惡地、泥火山等特殊地形，成為高雄的特殊亮點。 

壹、本文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圖片為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中常見的特殊地形

之一－泥岩惡地以及惡地上的農耕景況。 

從圖片的右上方可見因長期的造山運動，使得泥岩抬升隆起，形成平均海

拔高度一百公尺的低山丘陵，後經擠壓形成褶皺及斷層。裸露的山坡表面充滿

一條一條的溝，原因在於乾季時受風化崩解，逢雨季又遭受雨水侵蝕，長久以

來使其表面充滿蝕溝及雨溝，再加上泥岩的透水度和膠結性低、鹽性高等因素

導致不利植物在其山坡上生長，透過圖片也可觀察到山坡上寸草不生，缺乏植

被的荒涼地形有如月球表面一般，因此被稱之為月世界。 

圖片左側為田寮在地農夫的作物景況，雖泥岩惡地因其高鹽分的特性，導

致不利大多數植物生長，但田寮在地的農夫透過農耕知識在泥岩上種植水果等

作物，在此圖中以香蕉樹及芭樂樹為主，分別是為位於農耕範圍中間，具有大

型葉片的香蕉，及上下方的常綠小喬木－芭樂樹。 

地景公園主要有四項核心，分別為保育、教育、觀光和社區參與，透過地

質公園的成立，我們能夠在有效率的保護重要地景資源的同時也達到教育性質

及觀光，舉例像是校外教學及旅遊熱點，再者，居民多具備與惡地共存的能

力，在惡地上發展出一片生機，使地區能夠永續發展以達聯合國 17項 SDGs及

169項子目標！ 

 

 
圖一、高雄田寮泥岩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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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延伸閱讀－惡地裡的農夫們 

正式成立的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涵蓋範圍廣大，其中包括兩個主要區

域，田寮及燕巢，兩區域皆以出色的水果品質受大眾喜愛。 

 

田寮及燕巢皆以「珍珠芭樂」最廣為人知，燕巢芭樂更是燕巢三寶之一。

由於高雄屬夏乾冬雨的氣候，降水集中及透水性差的泥岩使得該地過去並不適

合栽種需穩定水源的芭樂，在農民的農耕技巧以及水利設施的興建下，使高雄

田寮及燕巢雙雙成為國內重要的芭樂產區。此地的芭樂特色為脆甜，居民普遍

認為這與泥岩土中含有鹽分與氧化鎂等微量元素有關，台南大學的一篇論文中

也曾提到：土地含有鎂成分，植物吸收之後會轉換成甜分。 

 

在農民的努力下，成功克服泥岩地形上許多不利於農耕的問題，惡地好人

居，農民得以在惡地上發展出良好的農業，同時發展出相關的體驗活動，如採

芭樂及製作芒果青等，居民能與重要特殊地質共存，保育地質的同時也能夠推

廣地質，使其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圖二、惡地農耕。許震唐攝影 圖片出處：億萬年尺度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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