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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為因應 2018 臺中國際花博而完成，並以環境的永續發展為主軸，帶入

景觀生態的觀念以達成自然、城市與人類的共存，藉此提出針對后里地區相關的景

觀生態空間提出發展策略。在過往的經驗中，各國都藉由舉辦世界性的活動與博覽

會改善當地的公共設施與環境，也都將其視為一種促使都市成長與轉型的契機，近

年來眾人所知的倫敦奧運、上海世博及北京奧運都屬其一，但當我們在舉辦與參與

完大型活動與博覽會後，開始思考這些大型活動與博覽會為環境與都市帶來甚麼，

在走入「後奧運」與「後世博」時代時，我們往往發現過往的大型活動與博覽會皆

未達到改善都市與自然共存的議題，從永續都市的架構下來看，也並未利用此次的

基會，塑造有生態價值的都市空間與保護現有的生物棲地，甚至串連成有效且健全

的生態網絡，但也非所有的大型國際活動與博覽會皆如此，在 2012 的倫敦奧運中，

其成功的整體規劃也促使了倫敦奧運場址所在地-倫敦東區重新翻轉，並成為了一

個適宜人居，且具備永續觀念的奧運園區，然而將在 2018 舉辦國際花博的臺中市，

也應當將花博盛會當成翻轉都市基盤與環境的契機，進而提出更為完善且具有遠見

的整體規劃，以達到環境永續發展的普世價值，並豎立都市與自然的典範。 
因此，本計畫案運用景觀生態學理論的概念，配合景觀指數的運算，並利用疊

圖分析，以科學性的方法劃設出核心生物棲地等重要生態空間，並針對不同尺度下

的景觀生態空間提出后里區的景觀生態空間發展計畫，其中包含景觀尺度下的后里

地區整體生態空間發展策略與區域尺度下的核心生物棲地發展策略、北側生態廊道

發展策略、南側生態廊道發展策略、都市計畫區域發展策略與花博預定地發展策略，

並確立目標、擬定對策及提出建議，最後，規劃出后里地區未來的都市生態空間與

發展藍圖，使后里地區朝向永續發展與生態都市的目標邁進。 
 
 

關鍵字：景觀生態、景觀指數、2018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 
  



【Abstract】 
This programme to be completed for 2018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in Houli District. The concept of the planning is focu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make human being and wildlife could coexist peacefully, and write out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for Houli District. In past experiences, various countries through 
worldwide activities and EXPO to improve public facilities and promote to upgrad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re may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ity. Recently, London Olympic, 
Beijing Olympic and Shanghai EXPO are well known for there magnificent. But, when 
we think back over for those city, it maybe didn't bring benefits for environment conduct 
the worldwide activities and EXPO. What happens when the worldwide activities and 
EXPO have ended and the crowds have gone home? What were we want from the 
worldwide activities and EXPO and what could we do before the worldwide activities 
and EXPO. It is the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lan. In the case study, we analyze London 
Olympic and its planning. London Olympic not only make benefits in economy but also 
in environment, to new levels of increased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quality. 
In this case, we could learn more about from its concept. Therefore, this programme 
using the theorie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alyze landscape  metrics, and mapping to 
plan the core habitat, primary corridors, potential habitat and secondary corridors in 
landscape scale. Then, this programme also focus on regional scale and give a suggestion 
for 2018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in Houli District. 

 
  
 Keyword：landscape ecology, landscape metrics, 2018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壹、 前言 
「環境的永續發展」已經成為現今社會中生存的重要議題，永續發

展是一種可持續性的生活模式，將自然、城市與人的共存視為必須也必

定要面對的課題。城市(都市)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在城市的每個土

地使用中，都建構了不同的子系統，且彼此間環環相扣，但隨著經濟發

展與土地的過度開發，都市生態系統中各個子系統逐漸失衡且遭到嚴重

破壞，進而出現許多環境的警訊，因此，都市的永續發展儼然成為現今

世界的發展趨勢與面臨的問題。 
在過往的經驗當中，各國舉辦國際性活動與展覽會，都將其作為一

種促使都市成長與轉型的機會與契機，像是中國的北京與上海，先後舉

辦全球關注的兩大盛會-奧林匹克運動會與世界博覽會，並利用大型國

際盛會舉辦的契機，進行城市軟硬體的更新與發展。但當我們走進「後

奧運」與「後世博」時代時，探討北京與上海在大型盛會後的發展時，

發現兩項大型國際盛會引發的變化，雖然在盛會後的時代深刻的改變著

這兩座城市的硬體設施，但從永續都市的架構下來看，其並未利用此次

機會，塑造具有生態價值的城市空間與綠地，甚至串連周遭的生態資源，

形成都市綠網。然而近代的案例當中，當屬 2012 年倫敦奧運園區所在

的倫敦東區最為耀眼，這個長久以來被遺忘的地區，在二次世界大戰被

密集的轟炸之後，又歷經航運碼頭陸續關閉，工業產業外移的狀況下，

成為貧窮、擁擠、疾病與犯罪的代名詞。但卻在英國倫敦贏得奧運主辦

權之後，倫敦當局透過此次的機會，把倫敦最頹敗集工業污染最嚴重的

東區，規劃成一個適宜人居，且具備永續觀念的奧運園區，從上述的三

項案例來看，每一個舉辦大型國際活動的城市，都是一種加速都市更新

與重新檢討都市機能的催化劑，大型國際活動的舉辦，不僅可以加速大

規模的城市改造，也能檢討目前都市的機能是否完善；然而 2010 年臺

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會後至今，臺北市在花博時期所提出許多的計畫與理

念，在如今的臺北市都市空間中也已不復見，例如：臺北城市花園推動

計畫、結合文化與藝術之綠色生活等，宛如在一夜之間夢醒，留下來的

只剩幾座零星展館與停車場。 
臺中市如果能藉由舉辦國際花博盛會加快城市的進步與更新，而城

市的進步與更新不應該只是景觀上的綠美化與硬體建設的發展，應該包



括檢視現有的生態資源與環境，進而創造城市中的生態空間，並與外部

生態資源串聯。也就是説，2018 臺中花博應當成為后里地區往後都市

空間發展的催化劑，在先期規劃中加入整體都市生態系統的分析與建立，

並在後續的發展策略中提出完善的整體規劃。本計畫案預期提出后里區

的景觀生態空間發展計畫，評估後花博時期的發展策略，並確立目標、

對策及提出建議，規劃出后里地區未來的都市生態空間與發展藍圖，使

后里地區朝向永續發展與生態城市的目標邁進。 
 
  



貳、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計畫研究目的如下： 
 
一、 以景觀指數(landscape metrics)評估大甲溪與大安溪流域之景觀生態結

構。 
二、 運用配對比較法，得出相對權重值，再進行疊圖分析(map overlapping 

analysis)找出大甲溪與大安溪流域最佳的景觀生態空間，了解大甲溪

與大安溪流域景觀生態空間之特性與現有之問題，提出景觀生態空間

之發展建議。 
三、 提出具有數據佐證並依循景觀生態學相關理論進行的景觀生態空間

發展策略。 
 
  



參、 文獻回顧 
ㄧ、景觀生態學 

景觀 (landscape) 的定義有多種表述，但大都是反映內陸地形、地貎或

景色的(諸如草原、森林、山脈、湖泊等)，或是反映某一地理區域的綜合地

形特徵。在生態學中，景觀的定義可概括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景觀是

指在幾千米至幾百米範圍內，由不同類型生態系統所組成的、具有重複格

局的異質性地理單元。而反映氣候、地理、生物、經濟、社會和文化綜合

特徵的景觀複合體相應地稱為區域。狹義景觀和區域即人們通常所指的宏

觀景觀；廣義景觀則包括出現在從微觀到宏觀不同尺度上的、具有異質性

或塊區性的空間單元。廣義景觀概念強調空間異質性，景觀的絕對空間尺

度隨研究對象、方法和目的而變化。它顯示了生態學系統中多尺度和等級

結構的特徵，有助於多學科、多途徑研究。因此這一概念越來越廣泛地為

生態學家所關注和採用。 
概言之，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是一門橫跨自然和社會科學

的綜合學科(鄔建國，2000)，以景觀為研究對象，從綜合的觀點研究其結構

(景觀格局)、功能(生態過程)、內部能量演變的過程(景觀變遷)及其與人類

社會的相互作用，進而探討景觀優化利用與管理保護的原理和途徑。景觀

生態學的內容可分為三個基本方面，分別為景觀結構、景觀功能以及景觀

動態。景觀結構，即景觀組成單元的類型、多樣性及其空間關係，1986 年

美國的 Forman 和 Gordon 出版了 Landscape Ecology 一書，將其分為基質

(matrix)、廊道(corridor)、塊區(patch)、嵌合體(mosaic)四種單元(詳見圖 1)。
景觀中不同生態系統（或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形狀和豐富度，它們的

空間格局以及能量、物質和生物體的空間分布等，均屬於景觀結構的特徵；

景觀功能，即景觀結構與生態學過程的相互作用，或景觀結構單元之間的

相互作用。這些作用主要顯示在能量、物質和生物有機體在景觀鑲嵌體中

的運動過程中；景觀動態，即指景觀在結構和功能方面隨時間的變化。具

體來說，景觀結構單元的組成成分、多樣性、形狀和空間分布的變化，以

及由此結構所導致的能量、物質和生物在分布與運動方面都有差異。景觀

的結構、功能和動態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無論在哪一個生態學組織

層次上(如種群、部落、生態系統或景觀)，結構與功能都是相輔相成的。結

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功能，而結構的形成和發展又受到功能的影響。比如，



一個由不同森林生態系統和濕地系統所組成的景觀，在物種組成、生產力

及物質循環諸方面都會顯著不同於另一個以草原群落和農田為主體的景觀。

即使是組成景觀的生態系統類型相同，數量也相當，它們在空間分布上的

差別亦會對能量流動、養分循環、種群動態等景觀功能產生明顯的影響。

景觀結構和功能都必然地要隨時間發生變化，而景觀動態反映了多種自然

和人為的、生物的和非生物的因素及其作用的綜合影響。同時，景觀功能

的改變可導致其結構的變化(如優勢植物種群絕滅對生境結構會造成影響，

養分循環過程受干擾後導致生態系統結構方面的改變)。然而，最引人注目

的景觀動態，往往是像森林砍伐、農田開墾、過度放牧、城市擴展等，以

及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減少、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其他生

態景觀功能方面的破壞。 
本計畫在景觀生態學的應用上主要以其對生態之規劃概念為主，關注在

土地利用如何影響物質流和能量流，及其景觀生態結構和過程的相互關係

與交互作用。本計畫將以后里地區之土地使用現況，運用景觀生態學的角

度探討該地區之景觀生態結構、功能之現況，以提出其現況所面臨之問題。 

 
 
 

二、景觀指數 

Figure 1、景觀生態學概念(Understanding Landscape Structure Using Landscape 

Metrics，Ercan Gökyer，2013) 



景觀指數為敘述景觀生態系統、形態即趨勢最直接且有利的工具，其可

以被用來與動物、值物等土地利用及人為分佈相互作用分析，以瞭解景觀

圖形變化對於生態系統的影響。景觀指數是一系列以塊區(patch)為基本單元

用來描述景觀生態格局的量化指標，被廣泛認為在景觀生態規劃中有廣闊

的應用前景。景觀指數基於資訊理論和分型幾何，用多個方面來描述景觀

生態格局。景觀指數量測景觀結構的兩種基本面相：組成與配置。景觀組

成(Landscape composition)指的是嵌合體類型的多樣性和豐度(abundance)，
而不考慮它們的空間特性或佈局。組成指數量測嵌合體類型的個數(即嵌合

體豐富度，patch richness)，各嵌合體類型佔總面積的比例(即類別面積比，

class area proportion)，和嵌合體類型的多樣性(例如，夏農和辛普森多樣性

指數，Shannon’s and Simpson’s diversity indices)。雖然組成指數並非空間明

確(spatially explicit)，他們仍然有重要的空間效應(Gustafson，1998)。景觀

配置(landscape configuration)指的是景觀元素的空間特性與佈局

(arrangement)、位置與方向。配置指數量測的項目如鉛塊體形狀(patch shape)
和緊密度(compactness)，同一類別(class)嵌合體之間的距離(即最鄰近距離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嵌合體漢鉛塊體類型叢聚(clumping)的程度，以

及嵌合體邊緣對比(edge contrast)的程度。景觀組成和配置會各自影響生態

過程，也會應由交互作用影響生態過程。因此，了解哪些指數代表景觀格

局的哪一部分顯得特別重要(McGarigal et al.,2002)。 
景觀指數可以幫助量測在不同空間規劃及設計方案下的景觀功能。景觀

指數是依據景觀的空間結構來直接提公評估生態現象的指標。其次，空間

結構與生態功能有關，與實務相關的景觀指數可提供辨別關鍵物種棲地、

野生動物遷徙、水文流動以及都市化格局中重要的生態元素及過程。本計

畫案將應用景觀指數進行分析，探討后里地區景觀生態空間結構的變化，

並提出相關空間策略。 
  



肆、 研究設計與方法 
ㄧ、研究概念與設計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為以景觀生態學為基礎，運用景觀指數評估后里地區

的景觀生態空間結構，依照其各項指數之評估結果進行配對比較法的權重

值評估，再利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疊圖，找出后里地區最佳的景觀生態空

間與優勢塊區，據而引導後續的景觀生態空間發展策略研擬。 
二、研究流程 
本計畫依照研究概念與設計，進行本計畫研究流程之擬定，研究流程如圖 2
所示： 

(ㄧ)環境資料收集 
基本資料蒐集、實地調查，並與國土測繪中心之土地使用現況進行比對，

同時參考國外案例、經驗加以分析並建構規劃流程。利用航空正攝影像地

Figure 2、研究流程圖 



圖（TWD67/97 系統）進行資料建置作業，再配合現地調查、踏勘，再將

地形圖、都市計畫圖、各種資源分布圖等套繪於地理資訊系統上。 
(二)環境資料分析 

本階段將收集到的背景環境資料進行景觀指數之分析，並據本計畫之目

標，討論生態空間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因此選用塊區類型面積（CA）、塊區

所占景觀面積的比例（PLAND）、最大塊區所占景觀面積的比例（LPI）、面

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AWMSI)、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平均幾

何最鄰近距離(MNN)、平均塊區大小(MPS)、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
等共八項指數進行探討。 
(三)影響權重評估與疊圖分析 

本階段運用景觀指數分析之結果進行配對比較法的權重評估，並依據所

得之權重為依據，進行疊圖分析(map overlapping analysis)將其分類出后里地

區整體景觀生態結構中，相對下較為優勢的塊區類型，與較佳的景觀生態

空間。 
(四)生態空間發展對策研擬 

本階段依據疊圖分析(map overlapping analysis)所得之結果，給予后里地

區景觀生態空間發展上的對策與建議，並藉此達到上述之研究目的。 
三、研究基地簡介 
(ㄧ)計畫範圍 

本案計畫範圍為臺中市后里區之行政區域範圍，全區總面積 58.9439 平

方公里，東西寬 8.87 公里，南北長 5.46 公里，面積為臺中市第七位之區。

全區規劃範圍屬后里行政區，規劃範圍內共計有中和里、義德里、厚里里、

義里里、墩西里、后里里、仁里里、月眉里、泰安里、公館里、墩北里、

廣福里、眉山里、墩東里、太平里、聯合里、墩南里、舊社里等 18 個行政

里。 
  



(二)研究範圍 
本案計畫範圍位居臺中市北方，毗鄰外埔區、神崗區、豐原區與東勢區，

緊鄰大安溪與大甲溪，討論議題著重在生態層面，又因河川以流域為一完

整開放的生態系統，其有能量、輻射線、降水等能量輸入；河川流量與其

所攜帶的泥沙、營養鹽類作為輸出。在流域內，存在許多的生物群落與生

物系統，生態系統中的互利關係與競爭。故本計畫將以流域的概念進行探

討，后里區之流域範圍如圖 3 所示。 

四、分析方法 
(ㄧ)景觀指數(landscape metrics) 

景觀指數可以應用美國農業部(USDA)所研發的 FRAGSTATS 
(Mcgarigal and Marks, 1995)進行分析與計算，景觀指數依據分析與測量的內

容共可分為面積/密度/邊緣指標、形狀指標、核心面積指標、獨立/鄰近指標、

對比度指標、蔓延度/離散度指標、連接性指標及多樣性指標，共八種指標

項目，又依區域尺度可再分為塊區尺度、類型尺度及景觀尺度，總計五十

幾種指標可供參考，在本計畫中，依據本計畫之目標為討論生態空間的現

Figure 3、研究範圍圖 



況與未來發展，因此選用塊區類型面積（CA）、塊區所占景觀面積的比例

（PLAND）、最大塊區所占景觀面積的比例（LPI）、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

(AWMSI)、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
平均塊區大小(MPS)、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等共八項指數進行探

討，以下將針對各指數進行說明(詳見表 1)。 
Table 1、景觀指數彙整表 

景觀指數 單位 範圍 公式描述 生態意義 
塊區類型

面積

（CA） 

ha CA>0 CA 等於某一

塊區類型中

所有塊區的

面積之和

（m2），除以

10000 後轉化

為公頃

（ha）；即某

塊區類型的

總面積。 

CA 分析的是景觀的組

成成份，也是計算其它

指標的基礎。它有很重

要的生態意義，其值的

大小制約著以此類型塊

區作為棲息地

（Habitation）的物種的

豐度、數量、食物鏈及

其次生種的繁殖等，如

許多生物對其棲息地最

小面積的需求是其生存

的條件之一；不同類型

面積的大小能夠反映出

其間物種、能量和養分

等資訊流的差異，一般

來說，一個塊區中能量

和礦物養分的總量與其

面積成正比；為了理解

和管理景觀，我們往往

需要瞭解塊區的面積大

小，如所需要的塊區最

小面積和最佳面積是極

其重要的兩個資料。 
塊區所占 百分 0<PLAN PLAND 等於 PLAND 測量的是景觀



景觀指數 單位 範圍 公式描述 生態意義 
景觀面積

的比例

（PLAN
D） 

比 D<=100 某一塊區類

型的總面積

占整個景觀

面積的百分

比。其值趨於

0 時，說明景

觀中此塊區

類型變得十

分稀少；其值

等於 100 時，

說明整個景

觀只由一類

塊區組成。 

的組成成份，其在塊區

尺度上與塊區相似度指

標（LSIM）的意義相

同。由於它計算的是某

一塊區類型占整個景觀

的面積的相對比例，因

而是幫助我們確定景觀

中基質（Matrix）或優勢

景觀元素的依據之一；

也是決定景觀中的生物

多樣性、優勢種和數量

等生態系統指標的重要

因素。 
最大塊區

指數(LPI) 
百分

比 
0<LPI<=1
00 

LPI 等於某一

塊區類型中

的最大塊區

佔據整個景

觀面積的比

例。 

有助於確定景觀的基質

或優勢類型等。其值的

大小決定著景觀中的優

勢種、內部種的豐度等

生態特徵；其值的變化

可以改變干擾的強度和

頻率，反映人類活動的

方向和強弱。 
面積權重

平均形狀

指數

(AWMSI) 

N/A N/A AWMSI 在塊

區級別上等

於某塊區類

型中各個塊

區的周長與

面積比乘以

各自的面積

權重之後的

和；在景觀級

AWMSI 是測量景觀空

間結構複雜性的重要指

標之一，並對許多生態

過程都有影響。如塊區

的形狀影響動物的遷

移、覓食等活動，影響

植物的種植與生產效

率；對於自然塊區或自

然景觀的形狀分析還有



景觀指數 單位 範圍 公式描述 生態意義 
別上等於各

塊區類型的

平均形狀因

數乘以類型

塊區面積占

景觀面積的

權重之後的

和。其中係數

0.25 是由柵

格的基本形

狀為正方形

的定義確定

的。公式表明

面積大的塊

區比面積小

的塊區具有

更大的權

重。當

AWMSI=1 時

說明所有的

塊區形狀為

最簡單的方

形（採用向量

版本的公式

時為圓形）；

當 AWMSI 值
增大時說明

塊區形狀變

得更複雜，更

不規則。 

另一個很顯著的生態意

義，即常說的邊緣效應。 



景觀指數 單位 範圍 公式描述 生態意義 
面積權重

平均碎形

維度

(AWMPF
D) 

N/A 1<=AWM
PFD<=2 

AWMPFD 的

公式形式與

AWMSI 相
似，不同的是

其運用了分

維理論來測

量塊區和景

觀的空間形

狀複雜性。

AWMPFD=1
代表形狀最

簡單的正方

形或圓形，

AWMPFD=2
代表周長最

複雜的塊區

類型，通常其

值的可能上

限為 1.5。 

AWMPFD 是反映景觀

結構總體特徵的重要指

標，它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人類活動對景觀

結構的影響。一般來

說，受人類活動干擾小

的自然景觀的維度值

高，而受人類活動影響

大的人為景觀的維度值

低。應該指出的是，儘

管維度指標被越來越多

地運用於景觀生態學的

研究，但由於該指標的

計算結果嚴重依賴於空

間尺度和格網解析度，

因而我們在利用

AWMPFD 指標來分析

景觀結構及其功能時要

更為審慎。 
平均幾何

最鄰近距

離(MNN) 

m MNN>0 MNN 在塊區

級別上等於

從塊區 ij到同

類型的塊區

的最近距離

之和除以具

有最近距離

的塊區總

數；MNN 在

景觀級別上

等於所有類

MNN 測量景觀的空間

結構。一般來說 MNN 值

大，反映出同類型塊區

間相隔距離遠，分佈較

離散；反之，說明同類

型塊區間相距近，呈團

聚分佈。另外，塊區間

距離的遠近對干擾很有

影響，如距離近，相互

間容易發生干擾；而距

離遠，相互干擾就少。 



景觀指數 單位 範圍 公式描述 生態意義 
型在塊區級

別上的 MNN
之和除以景

觀中具有最

近距離的塊

區總數。 
平均塊區

大小

(MPS) 

ha MPS>0 MPS 在塊區

級別上等於

某一塊區類

型的總面積

除以該類型

的塊區數

目；在景觀級

別上等於景

觀總面積除

以各個類型

的塊區總數。 

MPS 代表一種平均狀

況，在景觀結構分析中

反映兩方面的意義：景

觀中MPS值的分佈區間

對圖像或地圖的範圍以

及對景觀中最小塊區網

格的選取有制約作用；

另一方面MPS可以指認

景觀的破碎程度，如我

們認為在景觀尺度上一

個具有較小MPS值的景

觀比一個具有較大 MPS
值的景觀更破碎，同樣

在塊區尺度上，一個具

有較小MPS值的塊區類

型比一個具有較大 MPS
值的塊區類型更破碎。

研究發現MPS值的變化

能回饋更豐富的景觀生

態資訊，它是反映景觀

異質性的關鍵。 
面積周長

分維度指

數

N/A N/A PAFRAC 等

於 2除以由塊

區面積（平方

PAFRAC 反映塊區形狀

的複雜程度，PAFRAC
越接近 1，其塊區形狀越



景觀指數 單位 範圍 公式描述 生態意義 
(PAFRAC
) 

公尺）對數和

塊區周長（公

尺）對數回 
歸得到回歸

直線的斜率。 

簡單，PAFRAC 越接近

2，則其形狀越複雜且不

規則。 

  (參考景觀格局空間分析技術及其應，2010) 
(二)配對比較法(Paired Comparison Analysis,PCA) 

配對比較法又稱相互比較法、兩兩比較法、成對比較法或相對比較法。

即將所有要進行評價的項目列出，兩兩配對比較，其較優先者可得１分，

最後將各項目所得分數相加，其中分數最高者即最優先者，按分數高低順

序將項目進行排列。 
(三)疊圖分析(Map Overlapping Analysis) 

疊圖分析是一種分析資源與土地規劃的技術，其最早為 Ian McHarg 在

Design with nature 一書中所提出的土地適宜性分析，其將多項的環境因素在

圖層中進行空間分布的繪製，並依照不同的目標須求進行疊合，最後將所

得出之結果進一步的統合與彙整，最後得出完整的規劃方案與分區配置，

並作為資源有效分配且合理運用的規劃依據。 
 
  



伍、 分析結果 
本計畫之景觀生態空間規劃就是根據景觀生態學級都市生態學之原理

和方法，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使廊道(corridor)、塊區(patch)及基質

(matrix)等景觀生態空間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佈合理，使物質流與能量流

能在景觀結構中流動，使整體都市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而且具有一定的美

學價值且適於人居。都市綠網規劃則是使都市的綠色空間能有效的串聯，從

具體的工程或完善的配置景觀生態系統中的每一個環節達到目的。都市綠網

的規劃目標是改善都市的景觀生態功能，提高環境品質，使都市可以永續發

展，其目標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保護生物多樣性而進行的生物棲地規劃

與設計，第二類是為結合周邊自然棲地而進行的都市綠網規劃，第三類是為

當前不合理的都市開發進行景觀生態空間的結構調整。 
一、 大甲溪流域生物棲地空間 

本計畫應用第三章的大甲溪流域的生態環境分析資料，進行配對比較法

的比較，排序出大甲溪流域具有潛力的生態空間，已下將針對各項因子進

行說明：  
1.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AWMSI)(詳見表2、圖4) 

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AWMSI)是分析景觀空間格局複雜性的重要指

標之一，並對許多生態過程都有影響。如塊區的形狀影響動物的遷移、覓

食等活動，影響植物的種植與生產效率；對於塊區的形狀分析還有另一個

很顯著的生態意義，就是判斷是否存在邊緣效應。 

旱作
天然竹針闊

葉混淆林
稻作 果樹

人工竹針闊

葉混合林
人工竹林

天然闊葉

樹純林

人工闊葉

樹純林

人工針葉

樹純林
苗圃

天然針葉

樹純林

1.67 2.66 1.61 2.20 1.78 1.40 3.07 2.36 1.44 1.14 1.47

旱作 1.67 0 0 0 0 0 1 0 0 1 1 1 4

天然竹針闊

葉混淆林
2.66 1 0 1 1 1 1 0 1 1 1 1 9

稻作 1.61 0 0 0 0 0 1 0 0 1 1 1 4

果樹 2.20 1 0 1 0 1 1 0 0 1 1 1 7

人工竹針闊

葉混合林
1.78 1 0 1 0 0 1 0 0 1 1 1 6

人工竹林 1.4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天然闊葉

樹純林
3.07 1 1 1 1 1 1 0 1 1 1 1 10

人工闊葉

樹純林
2.36 1 0 1 1 1 1 0 0 1 1 1 8

人工針葉

樹純林
1.44 0 0 0 0 0 1 0 0 0 1 0 2

苗圃 1.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天然針葉

樹純林
1.47 0 0 0 0 0 1 0 0 1 1 0 3

WAW M SI

Table 2、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配對比較表 



 
2.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 詳見表3、圖5) 

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是反映景觀格局總體特徵的重要指標，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類活動對景觀結構的影響。一般來說，受人類

活動干擾小的景觀之分數維值高，而受人類活動影響大的人為景觀的分數

維值低。 

旱作

天然竹針

闊

葉混淆林

稻作 果樹

人工竹針

闊

葉混合林

人工竹林
天然闊葉

樹純林

人工闊葉

樹純林

人工針葉

樹純林
苗圃

天然針葉

樹純林

1.38 1.37 1.37 1.39 1.37 1.31 1.41 1.40 1.39 1.26 1.51

旱作 1.38 0 1 1 0 1 1 0 0 0 1 0 5

天然竹針

闊

葉混淆林

1.37 0 0 0 0 0 1 0 0 0 1 0 2

稻作 1.37 0 0 0 0 0 1 0 0 0 1 0 2

果樹 1.39 1 1 1 0 1 1 0 0 0 1 0 6

人工竹針

闊

葉混合林

1.37 0 0 0 0 0 1 0 0 0 1 0 2

人工竹林 1.31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天然闊葉

樹純林
1.41 1 1 1 1 1 1 0 1 1 1 0 9

人工闊葉

樹純林
1.40 1 1 1 1 1 1 0 0 1 1 0 8

人工針葉

樹純林
1.39 1 1 1 0 1 1 0 0 0 1 0 6

苗圃 1.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天然針葉

樹純林
1.5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0

WAW M PFD

Figure 4、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分佈圖 

Table 3、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配對比較表 



 
3.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詳見表4、圖6) 

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計算景觀的空間格局。一般來說MNN值越

大，反映出同類型塊區間相隔距離遠，分佈較離散；反之，說明同類型塊

區間相距近，呈團聚分佈。另外，塊區間的距離遠近對干擾很有相關，如

距離近，相互間容易發生干擾；而距離遠，相互干擾就少。 

  

旱作
天然竹針闊

葉混淆林
稻作 果樹

人工竹針闊

葉混合林
人工竹林

天然闊葉

樹純林

人工闊葉

樹純林

人工針葉

樹純林
苗圃

天然針葉

樹純林

24.22 90.15 19.00 51.85 141.31 576.47 625.27 55.61 544.75 N/A N/A

旱作 24.22 0 1 0 1 1 1 1 1 1 7

天然竹針

闊

葉混淆林

90.15 0 0 0 0 1 1 1 0 1 4

稻作 19.00 1 1 0 1 1 1 1 1 1 8

果樹 51.85 0 1 0 0 1 1 1 1 1 6

人工竹針

闊

葉混合林

141.31 0 0 0 0 0 1 1 0 1 3

人工竹林 576.47 0 0 0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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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權重分佈圖 

Table 4、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配對比較表 



4.平均塊區大小(MPS)(詳見表5、圖7) 
平均塊區大小(MPS)代表一種平均值與分布狀況，在景觀結構分析中反

映兩方面的意義：景觀尺度中MPS值的分佈區間對範圍以及對景觀中最小

的塊區的選取有制約作用；另一方面MPS可以判斷景觀結構的破碎程度，

如我們認為在景觀尺度中一個具有較小MPS值的景觀比一個具有較大MPS
值的景觀更破碎，同樣在塊區尺度上，一個具有較小MPS值的塊區類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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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權重分佈圖 

Table 5、平均塊區大小配對比較表 



一個具有較大MPS值的塊區類型更破碎。研究發現MPS值的變化能回饋並

分析更豐富的景觀生態資訊，它是反映景觀異質性的關鍵。 

 
5.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詳見表6、圖8) 

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反映塊區的形狀複雜程度，PAFRAC越
接近1，代表塊區的形狀越簡單；相反的，PAFRAC越接近2，則塊區形狀越

複雜，且呈現不規則。 

旱作

天然竹針

闊

葉混淆林

稻作 果樹

人工竹針

闊

葉混合林

人工竹林
天然闊葉

樹純林

人工闊葉

樹純林

人工針葉

樹純林
苗圃

天然針葉

樹純林

1.14 1.18 1.19 1.19 1.26 1.13 1.38 1.21 1.06 N/A N/A

旱作 1.14 0 0 0 0 0 1 0 0 1 2

天然竹針

闊

葉混淆林

1.18 1 0 0 0 0 1 0 0 1 3

稻作 1.19 1 1 0 0 0 1 0 0 1 4

果樹 1.19 1 1 0 0 0 1 0 0 1 4

人工竹針

闊

葉混合林

1.26 1 1 1 1 0 1 0 1 1 7

人工竹林 1.13 0 0 0 0 0 0 0 0 1 1

天然闊葉

樹純林
1.38 1 1 1 1 1 1 0 1 1 8

人工闊葉

樹純林
1.21 1 1 1 1 0 1 0 0 1 6

人工針葉

樹純林
1.06 0 0 0 0 0 0 0 0 0 0

苗圃 N/A 0

天然針葉

樹純林
N/A 0

PAFRAC W

Figure 7、平均塊區大小(MPS)權重分佈圖 

Table 6、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配對比較表 



 
6.大甲溪流域景觀生態空間(詳見圖9) 

將大甲溪流域的各景觀生態空間因子疊合，選定出大甲溪流域最為完整

且可以提供棲地功能的生態空間，但仍須廊道串連才能達到足夠的能量流

Figure 8、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權重分佈圖 

Figure 9、大甲溪流域景觀生態空間疊合圖 



動與動物移動的目的，再後續的生態空間發展計畫中，將依序提出最優與

次優的生態空間，並與土地使用現況的情形進行討論與敘述。  
二、 大安溪流域生物棲地空間 

本計畫應用第三章的大安溪流域的生態環境分析資料，進行配對比較法

的比較，排序出大安溪流域具有潛力的生態空間，已下將針對各項因子進

行說明：  
1.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AWMSI)(詳見表7、圖10) 

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AWMSI)是分析景觀空間格局複雜性的重要指

標之一，並對許多生態過程都有影響。如塊區的形狀影響動物的遷移、覓

食等活動，影響植物的種植與生產效率；對於塊區的形狀分析還有另一個

很顯著的生態意義，就是判斷是否存在邊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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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配對比較表 

Figure 10、面積權重平均形狀指數(AWMSI)權重分佈圖 



2.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詳見表 8、圖 11) 
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是反映景觀格局總體特徵的重要指標，它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類活動對景觀結構的影響。一般來說，受人類活

動干擾小的景觀之分數維值高，而受人類活動影響大的人為景觀的分數維

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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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配對比較表 

Figure 11、面積權重平均碎形維度(AWPFD)權重分佈圖 



3.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詳見表 9、圖 12) 
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計算景觀的空間格局。一般來說MNN值越

大，反映出同類型塊區間相隔距離遠，分佈較離散；反之，說明同類型塊

區間相距近，呈團聚分佈。另外，塊區間的距離遠近對干擾很有相關，如

距離近，相互間容易發生干擾；而距離遠，相互干擾就少。 

 

Table 9、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配對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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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平均幾何最鄰近距離(MNN)權重分佈圖 



4.平均塊區大小(MPS)(詳見表 10、圖 13) 
平均塊區大小(MPS)代表一種平均值與分布狀況，在景觀結構分析中反

映兩方面的意義：景觀尺度中MPS值的分佈區間對範圍以及對景觀中最小

的塊區的選取有制約作用；另一方面MPS可以判斷景觀結構的破碎程度，

如我們認為在景觀尺度中一個具有較小MPS值的景觀比一個具有較大MPS
值的景觀更破碎，同樣在塊區尺度上，一個具有較小MPS值的塊區類型比

一個具有較大MPS值的塊區類型更破碎。研究發現MPS值的變化能回饋並

分析更豐富的景觀生態資訊，它是反映景觀異質性的關鍵。 
Table 10、平均塊區大小配對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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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平均塊區大小(MPS)權重分佈圖 



5.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詳見表 11、圖 14) 
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反映塊區的形狀複雜程度，PAFRAC越

接近1，代表塊區的形狀越簡單；相反的，PAFRAC越接近2，則塊區形狀越

複雜，且呈現不規則。 

  

Table 11、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配對比較表 

Figure 14、面積周長分維度指數(PAFRAC)權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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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安溪流域景觀生態空間(詳見圖15) 
將大安溪流域的各景觀生態空間因子疊合，選定出大安溪流域最為完整

且可以提供棲地功能的生態空間，但仍須廊道串連才能達到足夠的能量流

動與動物移動的目的，再後續的生態空間發展計畫中，將依序提出最優與

次優的生態空間，並與土地使用現況的情形進行討論與敘述。 

 
  

Figure 15、大安溪流域景觀生態空間疊合圖 



三、 后里地區景觀生態空間發展策略 
本計畫將整合后里區之都市綠網並與兩河流域之生物棲地進行整合性

的規劃與串聯，並提出完整的生態空間發展策略(詳見圖16)，以保護具潛力

的生態空間不受都市發展干擾，並制訂減緩后里地區都市蔓延的趨勢，以

利后里地區周邊之生態環境得以保全與永續發展，本計畫先以整體后里地

區為基礎提出景觀尺度下的景觀生態空間發展策略，主要著重於景觀尺度

下的網絡連接，而後再將后里地區之生態空間發展策略以區域尺度進行相

關建議，並將其分為核心生物棲地、北側生態廊道、南側生態廊道及都市

計畫區域進行詳細說明，說明如下： 
(ㄧ)后里地區景觀生態空間發展策略(景觀尺度) 

本計畫提出以整體后里地區為主要計畫範圍，並劃訂出核心生物棲地、

具潛力生物棲地、主要生態廊道及次要生態廊道，並將其串連承后里地區

的主要景觀生態系統，以下針對核心生物棲地、具潛力生物棲地、主要生

態廊道及次要生態廊道進行詳細說明： 
1.核心生物棲地與主要生態廊道(Core Habitat & Primary Ecological 
Corridors)(詳見圖17) 

本計畫運用上述分析結果劃出最佳的生物棲地與主要生態廊道，屬於大

甲溪流域與大安溪流域最佳的生態核心區，建議劃設緩衝空間，避免都市

區域的干擾與影響，此區的主要目標為保護核心生物棲地，以維護現有的

生物棲地，以增加生物多樣性為主要價值。並以廊道串聯各個生物棲地，

進而塑造生物移動與遷徙的路徑，以下將針對核心生物棲地與主要生態廊

道進行策略說明，說明如下：  
(1)核心生物棲地(Core Habitat) 
a.塑造核心生物棲地之緩衝區：建立相對應大小之緩衝區，避免直接擾動核

心生物棲地。 
b.減少對自然植被之擾動：減少人為干擾砍伐原有自然植被，使生物棲地受

到威脅。 
c.減少非原生物種的擴散：畢免外來物種的侵害，造成原始植被及物種的滅

絕。 
d.避免干擾性的活動：禁止大型開發工程(開挖、砍樹等)破壞原有核心生物

棲地。 



(2)主要生態廊道(Primary Ecological Corridors)：C1、C2、C3、C5 
a.提升東側生物棲地與大安溪之連接性：提升河灘地與生態廊道的連接度，

使得物種得以維持其多樣性。 
b.運用國道帶狀空間形塑生態廊道：塑造國道高架橋下的生態廊道，以利動

物穿越。 
c.增加鐵道兩側沿路廊道與寬度：形塑鐵道兩側特有的生物棲地，並維護其

原有植被。 
d.塑造西側生態廊道：補強西側的生態廊道連接度，提供有效的生態鏈結至

其他塊區。 
e.營造穿越都市計畫區之生態廊道：設計穿越都市計畫區之生態廊道，連接

大甲溪與大安溪之間的生態空間，增加都市內的能量流動。 
2.具潛力生物棲地與次要生態廊道(Potential Habitat & Secondary 
Ecological Corridors) (詳見圖18) 

本計畫運用上述分析結果劃出具潛力的生物棲地，並利用道路、河道與

現有溝渠連結形成次要生態廊道，具潛力生物棲地大多為農地，次要生態

廊道以連接塊區及塑造生態跳島為主，以下將針對具潛力生物棲地與次要

生態廊道進行策略說明。 
(1)具潛力生物棲地(Potential Habitat) 
a.增加生物棲地面積：整合原有較小的生物棲地，並增加其棲地面積，以利

物種停留。 
b.塑造生態跳島：設計大小合適的生物棲地在農田中，以利物種移動。 
c.劃設緩衝區：劃設緩衝區於生物棲地周邊，避免農耕與人為活動影響其棲

息環境。 
d.提升棲地完整性：串連棲地以補足棲地過於破碎所造成之功能缺陷。 
e.開發區域集中：訂定規則使開發區域集中，避免破壞現有農田所產生的覓

食環境。 
(2)次要生態廊道(Secondary Ecological Corridors)：C4、C6、C7 
a.增加塊區連接度：劃設次要生態廊道提高塊區彼此間的連接度。 
b.提升網絡連接性：利用次要生態廊道補足生態網絡橫向的連接性。 
c.串連河岸兩側生態空間：串連陸域棲地與水域棲地，以利物種進行能量的

交換與覓食空間。 



d.補強生態網絡完整性：提高都市區域塊區連接度之不足，以利生態網絡的

完整與連接。 
(二)核心生物棲地景觀生態空間發展策略(區域尺度) 

本計畫依上述分析結果將生態價值較高的區域劃訂為核心生物棲地，並

運用景觀生態學之理論，強化核心生物棲地之塊區與其內部連接性，並設

定緩衝區以達到保護核心生物棲地的價值與目的，核心生物棲地主要為天

然竹針闊葉混淆林所構成，從中興大學所做的2018國際花卉博覽會生態資

源調查結果得知，該區域動植物之物種豐富，植物共275種，其中15種屬於

特有種，有85株符合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受保護要件的樹木；動物共

129種，其中保育類動物有9種，包括屬於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的石虎，

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的東方蜂鷹、大冠鹫、鳳頭蒼鷹、松雀鷹、領

角鴞和臺灣畫眉，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類白鼻心和紅尾伯勞，顯示該區域

的為極具價值的核心生物棲地，因此，本計畫將提出相關策略以利後續之

核心生物棲地保護，相關策略詳細說明如下(詳見圖19)： 
1.新增生態廊道：維持現有核心生物棲地之塊區現狀的基礎下，劃設的生態

廊道，在藉由河道支流串連，以達到連接現有核心生物棲地塊區之目的。 
2.新增生態跳島：維持現有核心生物棲地之塊區現狀的基礎下，設置的生態

跳島，利用較具發展性的塊區進行塑造，並考量不同生物類型所需的不同

棲地空間進行規劃設計，並考量不同物種所需的移動距離，進而調整生態

跳島所設置的位置與連接性。 
3.增加緩衝區：規劃核心生物棲地西側的緩衝區，以維持現有的核心生物棲

地，並減少人為擾動所造成之干擾，緩衝區之寬度應考量相關文獻後再行

擬定。 
4.維持廊道連接性：新增生態廊道之後，應在後續的經營管理上注意廊道的

連接性，以利生物在核心棲地中的遷徙與移動。 



  

Figure 16、后里地區景觀生態空間發展策略(景觀尺度)示意圖 



  

Figure 17、核心生物棲地與主要廊道生發展策略(景觀尺度)示意圖 



  

Figure 18、具潛力生物棲地與次要廊道生發展策略(景觀尺度)示意圖 



  

Figure 19、核心生物棲地景觀生態空間發展(區域尺度)示意圖 



(三)北側生態廊道(鄰近大安溪)(區域尺度)  
本計畫用運疊圖分析劃出后里地區的主要生態廊道，其現況主要為天然

竹針闊葉混淆林所構成，參考景觀生態學相關理論與研究以考量其連接性、

生物穿越性、邊界等因素提出北側生態廊道的發展策略，並提出相關的建

議，詳細內容如下(詳見圖20)： 
1.新增生態廊道：在主要廊道斷裂處新增生態廊道，加強主要生態廊道內部

之連接性，並考量物種因素避免單一植被類型的帶狀廊道，盡量將廊道設

計成寬闊的連接區。 
2.新增生態跳島：考量往北連接大安溪之河灘地，建議設置不同塊區大小的

生態跳島，以利物種移動並增加農田區域的生物棲地。 
3.設置緩衝區：在主要生態廊道周邊設置緩衝區，增加廊道的寬度，以提供

更多的棲地空間，減少邊緣效應所造成的影響。 
4.維持廊道連接性：新增生態廊道之後，必須維持廊道連接性，以確保生物

能藉由廊道進行遷徙與移動，促進基因的流動，以提高物種的存活性。 
(四)南側生態廊道(鄰近大甲溪)(區域尺度) 

本計畫用運疊圖分析劃出后里地區的主要生態廊道，其現況主要為天然

竹針闊葉混淆林所構成，參考景觀生態學相關理論與研究以考量其連接性、

生物穿越性、邊界等因素提出南側生態廊道的發展策略，並提出相關的建

議，詳細內容如下(詳見圖21)： 
1.新增生態廊道：在主要廊道斷裂處新增生態廊道，加強主要生態廊道內部

之連接性，並考量物種因素避免單一植被類型的帶狀廊道，盡量將廊道設

計成寬闊的連接區。 
2.新增生態跳島：考量往南連接大甲溪之河灘地，建議設置不同塊區大小的

生態跳島，以利物種移動並增加農田區域的生物棲地。 
3.設置緩衝區：在主要生態廊道周邊設置緩衝區，增加廊道的寬度，以提供

更多的棲地空間，因主要廊道較靠近大甲溪河岸，應考量緩衝區寬度以進

行水土保持。 
4.維持廊道連接性：新增生態廊道之後，必須維持廊道連接性，以確保生物

能藉由廊道進行遷徙與移動，促進基因的流動，以提高物種的存活性。 
 



  

Figure 20、北側生態廊道景觀生態空間發展(區域尺度)示意圖 



  

Figure 21、南側生態廊道景觀生態空間發展(區域尺度)示意圖 



(五)都市計畫區域(區域尺度)  
本計畫參考現行都市計畫區域範圍，配合疊圖分析所得出之生態價值較

高區域進行整體性的檢討與建議，期望藉由以景觀生態為主的基礎下改善

現行都市計畫的綠地系統連接性及有效性(詳見圖22)： 
1.新增生態廊道：連接並串連斷裂的生態廊道，並結由道路系統進行補強，

必要時重新考量道路兩側綠帶之設計，以提高都市計畫區域內的生態廊道

連接度；利用國道高架橋下空間規劃一條帶狀廊道，並盡量避免為單一植

被類型；西側河道支流生態廊道的建構，以連接后里運動公園至外部核心

生物棲地為考量，在支流沿岸設置緩衝區，並塑造河岸空間，以達到綠地

串連之效果；東側后里鐵道兩側空間應劃設緩衝區以增加帶狀棲地空間，

並避免擾動到鄰近的核心生物棲地。 
2.新增生態跳島：規劃都市計畫區域西側的國道系統塊區及都市計畫區域內

部分公家機關形成生態跳島，以增加都市計畫區域內的連接度。 
3.改善現有開發區域：在開發與改善現有用地時，應參考德國柏林與美國西

雅圖所提出的 BAF(生境面積指數)與 SGF(西雅圖綠色因子)，提出有效改善

現有的水泥鋪面與提高生態有效面積。 
4.維持廊道連接性：後續的經營管理計畫中應考量如何維持生態廊道的連接

性，並在開發都市計畫區域的同時，參考景觀生態學理論，盡量避免不適

切的缺口，影響物種的遷徙與移動。 
5.劃設邊界：在都市計畫區域邊界塑造有效的帶狀阻絕空間，以限制都市蔓

延的發展。 
  



 

Figure 22、都市計畫區域景觀生態空間發展(區域尺度)示意圖 



(六)2018國際花卉博覽會預定地(區域尺度)  
本計畫參考上述分析資料配合疊圖分析，並針對2018國際花卉博覽會預定地進行策

略性的建議，期望藉由以景觀生態為主的基礎下避免過度開發破會周邊的核心生物棲地

與增加整體綠地系統連接性(詳見圖23)： 
1.引入大甲溪支流：建議引入大甲溪支流水系，提升基地的生態效益。 
2.劃設支流的緩衝帶：劃設基地緩衝帶避免后里花博的開發擾動到核心生物棲地，並形

塑河岸空間，以利後花博時代的展區空間可以有效的為民眾生活達到助益。 
3.設置生態跳島：展區與核心生物棲地之間應設置有效的生態跳島，以利物種遷徙與移

動，並達到有效的廊道連接性。 
4.集中開發區域：有效的規劃與集中展區的開發，並配合留出最大的開放空間，以利後

花博時代的應用。 
5.設計可拆式的展館：參考倫敦奧運所提出的概念，部分飛永久性的展館應以可拆除示

的結構進行設計，以減法的概念盡量降低永久性展館的設置。 
6.增加生境面積：在展館規劃時應加入德國柏林 BAF 與美國西雅圖 SGF 的相關概念，

對其展區設計進行相關的生境面積計算，以確保在開發的過程中不會大幅度的縮減生態

有效面積。 
 

  



  
Figure 23、花博預定地景觀生態空間發展(區域尺度)示意圖 



陸、 論文結論與政策建議 
ㄧ、論文結論 

本計畫欲建立一個規劃流程以評估與規劃生物棲地，結合景觀指數的概

念對現況進行生態棲地的初步分析，並依照該區域的現況進行評估與改善，

本計畫依照分析內容進行整體規劃後，整理出完整的規劃流程與應用方法

來加以評量與佐證規劃策略。而根據本計畫之內容，以探討生物棲地塊區

與生態廊道串聯為主。生物棲地的評估項目以植被與水文為分析因子，並以

景觀指數分析植被現況，再運用配對比較法的方式，比較出該區域現況中相

對較為生態的塊區，以進行後續的策略研擬，最後整理出最佳的生物棲地與

次佳的生物棲地，而在都市計畫區域的都市綠網部分，則以都市生態學進行

都市區域的分析，並以連接各綠地空間以及提升都市綠地之功能性為主，以

使都市綠地系統更有功能性的發展，並增加都市綠地與重要棲地間的能量流

動。 
在執行計畫中發現，許多的棲地因都市蔓延與都市發展，而遭受不可逆

的干擾與破壞，本計畫企圖以景觀生態的手法進行整體性的區域規劃，並提

出改善策略給予管理者與有關開發單位參考，以達到維護生物棲地與降低生

態擾動之目的，在先行瞭解生物棲地現況與生態空間結構後，再建構完善的

生態空間是當前進行區域規劃時的首要工作，也是一個避免開發造成不可逆

生態擾動的重要工作，以下將總結本計畫所提出的重點策略進行相關說明： 
(ㄧ)塊區的完整：計畫區內既有的生物棲地，應以現況保存為優先考量，維

持塊區形狀的自然型態為最高指導原則，並減少人為的開發與干擾，在考量

保護生物多樣性時，塊區的完整性有相當大的影響，小的塊區可以提供包括

不同類型或較特殊的棲息地，在景觀規劃中也都包含大大小小的塊區，因此，

在後續的景觀生態規劃中，須特別考量不同大小塊區存在的意義與對生態系

統所提供的功能。 
(二)棲地系統的連接：生物棲地系統為生態系統中最重要的一環，其重要性

在於生態系統間的物質流動與能量流動以至於基因的交換與繁衍，當棲地彼

此間更為健全的連接時，所形成的是一個穩定且有秩序的環境系統，故後續

的景觀生態規劃應以健全與保全生物棲地為主要目標，以充分落實生態系統

維護與保護。 
(三)生態調查的應用：落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生態功能之調查結果納入



生態規劃中進行，其中，計畫區內生態網路的連接性與生物棲地的棲地物種，

更為必要的調查對象，在國外，有許多針對特定物種或生態系中較為頂層的

生物所做的生態規劃，在規劃進行時充分的瞭解物種且提出一套符合物種需

求的生態規劃實為必要，且較具參考價值。 
(四)分區管理策略：在景觀生態規劃的後續經營管理中，明確的分區管理策

略應予以落實，確實的實施分區治理的理念，並以承載量的角度評估人為開

發是否增加生態系的負荷，並在開發前先行討論開發的必要性與其後續所達

到效益，是否能平衡現有生態系的價值，其中後續所達到的效益必須將生態

系統的效益考量在內，並以類似生境面積指數的方法討論開發區域是否能達

到應有的生態水準，亦或者能提出符合生態效益的補償辦法，以使開發區域

成為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五)阻止都市蔓延：都市蔓延係因人類的開發與活動而形成，多數的都是蔓

延都因道路的影響所引起，而道路在生態系統中往往衝擊與切割重要的生物

棲地與塊區，然而這些衝擊也都造成生態系統不可逆的影響，更造成無法補

救與補償的嚴重後果，因此本計畫建議在往後的景觀生態規劃中先行找出具

有生態價值的區域，並在規劃的過程中，盡量避開此類區域，希冀在往後的

開發中可以有效的必開核心生物棲地與有價值的生物棲地等景觀生態空間，

而對於鄰近核心生物棲地的開發，也須增設緩衝帶，並增加補償機制，以降

低對生態系統的影響與干擾。 
二、政策建議 

根據本計畫的進行與操作結果，建議後續相關的計畫與研究可以考量之

事項，分述如下。 
(ㄧ)都市綠網的建構：除了綠地空間的串聯，應可考慮未來都市發展之人口

問題，因人口成長率衰退與臺灣都市發展趨勢，將有許多都市區域將進行都

市更新，建議往後研究與計畫可考量都市更新釋出之空地，如何納入都市綠

網之規劃，以及如何預測都市發展對於國土空間之影響。 
(二)道路影響的評估：許多棲地因為道路開發而遭受破壞，往後的研究與景

觀生態規劃可以考量道路所造成之影響，並納入生態擾動的考量之中，能以

科學的方式對道路進行評估，並提出應對方案，解決道路所造成的生態問

題。 
(三)緩衝區範圍的界定：對於緩衝區所應有的寬度，可以再進一步的討論與



研究，現今已有許多規劃提及劃設生態空間時應在其週邊劃設緩衝區，但現

今仍未有生態規劃對於緩衝區的劃設有較為科學的解釋與實作。 
(四)環境基礎資料庫的建立：生態策略的擬定須要透過環境基礎資料的收集、

整合與分析，然後落實於土地管理與土地使用的策略上，在此一過程中，應

建構完善的環境基礎資料數據庫，統合后各個區域或生態流域的環境資料，

以便進行後續的評估與規劃。 
(五)細部計畫與分區計畫的進行：本計畫僅進行到前期的分區與策略提擬，

但後續的細部計畫與規劃設計並未著墨，建議後續研究與計畫可以利用本計

畫之策略與分區進行更細部的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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