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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名昭彰—高雄惡地地形 

本文 

    「光禿陡峭奇山崗，寸草不生野荒涼；雨沖土軟乾如石，月照荒山泥反

光。」這是一首寫景詩，出自於台灣詩人呂自揚之手，詩中所寫之景正是位於

高雄市，一個被稱作民間稱為「月世界」的地方。 

    由圖一可以看到月世界表面佈滿許多的溝蝕，在部分地方甚至會出現刀刃

狀的山峰，成因與頁岩、泥岩膠結疏鬆的特性有關，由於顆粒細小，配合上臺

灣季風氣候的豐沛降雨，造成侵蝕作用十分強烈。此外，該地形不利於水分的

保存，導致覆蓋的植被量稀少，又稱為「惡地」，能夠生長於惡地的植物主要

有 6 種森林優勢型：I. 大葉桃花心木型；II. 相思樹型；III. 楓香型；IV. 香楠

型；V. 大頭茶型；VI. 銀合歡型，上述六種包含了原生種及外來種，其中外來

種對於原生種生長空間的侵害也是另一項值得討論的生態保育議題。 

 

圖 1：題目照片(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在人地關係方面，由於惡地的黏土質土壤組成緊密，導致降水直接沿著地表

流向下流動，無法滲入地下保存，阻礙了惡地的農業發展。不過惡地的土壤中含

有微量元素，能夠種植黃麻、芭樂，當地居民便順應著環境而耕種，象徵著當地

的農民成功地與惡地地形和平共生。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涵蓋了內門、田寮、燕巢三區，園區內的三大特色

分別為泥火山、泥岩惡地及奇岩怪峰。I. 泥火山，成因為位於淺層的泥、水混

合物及甲烷等天然氣，受到高壓作用，沿著岩體裂縫噴出地表，造成類似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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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火山噴發的現象，所以稱它為「泥火山」；II. 泥岩惡地，成因為分布於臺灣

南部上新世至更新世的古亭坑層泥岩，受地殼的抬升作用及河川向下的侵蝕作

用而形成的丘陵地。III. 奇岩怪峰，成因為古亭坑層泥岩層中具有部分沙、礫

岩摻雜，而構成相對堅硬的岩體，在差異侵蝕下，造成突起，形成特殊形狀的

山脊。而地質公園成立的核心精神正是為保存及維護上述的自然及人文環境，

透過明確的法規規範及持續進行的教育宣導，才能讓這美麗的自然景觀能永遠

的陪伴所有臺灣人。 

延伸探討 

    根據聯合國所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 15：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

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環境保護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

在生態保育的部分，我國政府做出了許多努力，例如高雄市林務局，在植樹節與

民間企業合作，於月世界內舉行植樹活動，並邀請全臺各地的民眾一同共襄盛舉，

種下當地植物的幼苗(如圖 2)，以加強惡地水土保持的能力及維持當地的生態環

境。對於這項植樹活動，更重要是肩負著教育的任務。林務局會邀請民間環境保

護及生態保護團體在植樹場地附近架設教學區，提供來訪參與的民眾有關高雄惡

地自然生態的知識，宣導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外來入侵種的危害等，透過這些方

式，將惡地的保護議題，傳遞到更遠的地方，讓月世界這個地方的環境保護議題，

更加為人所知。 

 

圖 2：自備照片(104 年植樹節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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