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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一回首—封閉性湖泊的前世今生與環境永續 

鯉魚潭 

在台灣島上，有數個名為「鯉魚潭」的湖泊，此篇報告的主題為花蓮縣鯉魚

潭。位於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的鯉魚山腳下，因東傍鯉魚山而得名，是臺灣東部

面積最大的內陸湖泊。 

我去年走訪花蓮。抵達鯉魚潭的當下我便忍不住讚嘆竟有如此美不勝收的人

間仙境。它被群山環繞，絕世而獨立。碧波萬頃、風景如畫。波光粼粼的湖水及

映日翠巒讓人有一種走入世外桃源「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感受。下圖(圖 1)是我

在乘坐天鵝船時所拍下鯉魚潭的湖光山色。身處大潭中央，與在潭邊信步遊蕩大

相逕庭。凌百頃之上，不僅可以遠眺那浮嵐暖翠、享受大自然的芬芳，也可以看

著碧綠潭水從船身旁款款流過。正當我屏氣凝神欣賞著湖面的旖旎風光時，心中

也浮現了若干個問號:這美麗的湖泊是如何形成的?它能永遠保有清澈的潭水、現

今的景色，長久存在嗎? 

 

圖 1 鯉魚潭四周層巒疊嶂。(自行拍攝，2023 年) 

    鯉魚潭位於荖溪、白鮑溪與文蘭溪下游段所構成的通谷中。此通谷為南

北向的寬闊縱谷，三面環山。西側為中央山脈之銅門山及木瓜山，東邊是鯉魚山。

荖溪、白鮑溪進入通谷時呈倒鉤狀的流路，因此早期地理學者如徐鐵良、陳培源

將本地區視為典型的河川襲奪地形，加上淤積作用，形成今日之堰塞湖。另一說

法是齊士崢(1997)認為鯉魚潭是木瓜溪、文蘭溪、荖溪、白鮑溪發育沖積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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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並堰塞通谷，形成的沖積堰塞湖。鯉魚潭的成因眾說紛紜，為此地創造更多的

話題；地形學者也持續尋找證據，希望還原地形演育的過程，找出數千年來不斷

改變的土地故事。 

而鯉魚潭的水源大多是來自於降雨，少數是源於從鯉魚山流下的地表水以及

地底伏流等。是一個沒有河川注入，也沒有出水口的封閉性湖泊(見圖 2)，出入

水量極少。而在圖 3 中可以看見鯉魚潭附近聚落多沿台 9 丙公路開發，也與圖 2

通谷中較低平處相符。潭的東側緊鄰鯉魚山，地勢較高而開發較少。 

 

圖 2 鯉魚潭地區地形分布示意圖。改繪自齊士崢(1997)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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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鯉魚潭地區衛星影像圖(截圖並加註自 Google Map 衛星影像) 

遊湖途中令人備感驚喜的是，此處的山坡地少有被大面積開發的跡象(由圖

3 也可看出)，放眼望去幾乎都是翠綠的山林，讓我不禁慨嘆如今尚維持良好的

山林地已日漸稀少，能夠看見此景已不容易。 

每年三月至十一月的夜晚來鯉魚潭都有機會看到螢火蟲。在天氣良好的夜晚，

走在環潭公路上有水的山溝附近樹叢中便有機會看見「騰空類星隕，拂木若花生」

的美麗景象。 一般時候的夜晚也可聽見許多蛙類互相唱和，平時亦可觀察蝶類、

鳥類、兩棲類、爬蟲類及哺乳類動物等。 

鯉魚潭在早期已記錄有藻華發生之情形，並且在其淺岸處也有少數水生植物

之發現記錄。而在多年後的水下攝影調查結果所載，鯉魚潭底之影像中未發現水

草或茂盛水中植物，可以推測當時淤積情況不明顯且潭水較深。此外，在鯉魚潭

內沉積物中曾經發現多種矽藻，若由藻類植物推估水質與淤積情況，有矽藻出現

的水域應較為澄淨。可見鯉魚潭水質應受時空環境影響。 

延伸探討 

鯉魚潭的管理單位花東縱管處一直為維護此花東縱谷地區珍貴之觀光資源

與自然生態體系而努力。可是鯉魚潭在近年來觀光業興起後，不只要承受附近山

林地表雨水的沖刷物，還得容納沿岸住商的汙水，甚至有建商在潭邊蓋起大型建

物(如圖 4)，使地表裸露、加速水土流失。且鯉魚潭長期屬於優養狀態水體，雖

然過去報告顯示情況較為穩定，但夏季高溫易使湖面與湖底溫差太大造成湖水垂

直流動，使湖底營養鹽上升，進而造成藻華現象頻繁出現、水中溶氧量降低而出

現惡臭、死魚等情況。有地方人士曾建議引荖溪溪水進鯉魚潭，我想此事應慎重，

以避免造成荖溪及鯉魚潭的生態危機。 

 

圖 4 照片左方可看見大型建築矗立於岸邊。(自行拍攝，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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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鯉魚潭擁有廣袤的潭水，但在人們一點一滴地破

壞下，潭水水質已逐漸生變，淤泥堆積、優養化等問題接踵而至。這已經影響到

鯉魚潭作為遊憩水域的功能，進而衝擊當地觀光。 

鯉魚潭除了豪雨天氣、颱風天自動排水的機制外，其餘時間潭水不易流失。

也因它屬於封閉性湖泊，在自然演變下終將有逐漸陸化的問題。我們只能做妥善

的環境管理，減緩湖泊消滅的速度。持續監測此地生態環境的狀況固然是必要的，

目前政府也正規劃在潭南加裝汙水處理廠。但現今的人造溼地仍無法完全解決汙

水問題，如果又有建商陸續開發山坡地，那麼這片水域的狀態只會每況愈下。或

許可以請政府加強管理，讓建商不要再開發大型建物、做好水土保持。考量環境

永續，讓後世也能夠看見這片大自然的瑰寶；期望附近居民共同努力，從問題的

源頭思考解決方法，才是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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