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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壽豐校區校地利用變遷

文、圖/劉旻瑜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三年級

摘要

東華大學在2008年8月與花蓮教育大學合併，讓本校壽豐校區

成為擁有近萬名學生的活躍校園，校園人口增加也導致校園地景的

變動。在進一步瞭解校園地景轉變是否對生活品質造成影響之前，

嘗試先瞭解校園內綠地減少及土地利用形式轉變的情形。本研究將

近年來之校園空照圖以道路分區，再依土地利用類型分類，比較壽

豐校區校地利用的變化。結果顯示，公共建設比例上升10.8%、人

工林上升9.3%，次生林則減少16.7%。次生林不僅轉變成公共建設，

也因為造林政策轉為人工林。由成樹組成的次生林擷取二氧化碳的

能力比以小樹為主的人工林佳，雖然人工林與次生林同為綠地，但

直接將次生林轉為人工林的處置仍有待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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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綠地除了可以作為休閒遊憩之用，更具有因應氣候變遷的

減災與調適功效。灌木與喬木可提供遮蔭、調節溫度、在乾旱

氣候下保持土壤濕度，成林的喬木更可減緩風速。植物的枝葉

可以攔截雨水，減少雨水直接沖刷地表程度，亦有吸納暴雨的

功能。此外，植物可以擷取二氧化碳、降低空氣汙染及噪音，

有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的功能（林 2011）。

東華大學一共有三個校區，分別為壽豐校區、美崙校區、

屏東校區，其中以壽豐校區占地最大，面積為251公頃，目前

東華大學的教學活動的區域集中在壽豐校區。壽豐校區的校園

設計以圖書館至行政大樓的連線為設計之中央軸線，學習及生

活圈以此軸線為中心向外延伸而出，配合花東縱谷景觀特性訂

定出校園整體規劃及建築準則。在校園的細部配置上，除了人

本思想及中央軸線的規畫概念，本校於2000年增加環境與生

態的角度的概念，將校園內的自然資源融入規劃中，至此，奠

定了東華校園綠地與公共建設配置的基礎：在建築之間預留綠

地空間，透過這些空間增廣教育面向、提升教育品質。然而，

隨著2008年校內師生總人數驟增，教室、宿舍與停車場等設

施之需求增加，相對地造成綠地面積下降，生活品質可能受影

響。本研究藉由東華近年來的空照圖，觀察壽豐校區近年來各

土地利用類型面積比例變化與使用方式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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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材料：

本研究範圍為東華大學壽豐校區，我利用七年的空照圖（地理

資訊系統實驗室：2013、2014，Google Earth：2005、2009-

2012）進行比對。其中2011年的圖辨識度太低，因此剃除不用。

方法：

以利用2014年的空照圖為基準，對壽豐校區的土地利用現況

進行切割（圖1），土地利用方式則分類為人工林、次生林、草地、

公共建設、草磚停車場等五類（表1）。所有的計算及劃分均排除

水體以及道路；建物旁種植景觀植栽歸為建物範圍。影像經過判

別切割後，依不同類別分別填色，以方便計算面積。我們利用

photoshop軟體計算各色塊面積（圖2），並將各區塊轉型面積轉

為全校面積之百分比例。

編號 類型 說明

1 人工林 排除興建建物後在建物旁種植之景觀植栽外，學校總
務處派人種植之人工植栽。

2 次生林 天然喬木林

3 草地 草地植栽，含不成林的少數喬木

4
公共建設

各大樓、宿舍、柏油路面停車場、運動場(人工鋪面區
域)

5 停車場(草磚) 與水泥停車場做區分，因為草磚還是有部分綠色植物。

表1 土地利用類型及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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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東華大學壽豐校區分區

圖2 利用photoshop計算各區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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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地圖判別結果顯示，2005年至2014年壽豐校區公共建設的面

積比例增加10.8%，為所有變化類型中增加比例最高者，其次為人

工林，草磚停車場則是面積增加比例最低者；本校區內面積減少最

多的地景類型是次生林，減少比例為16.7%，草地面積減少比例為

3.9%（表2）。公共建設比例增加最劇的期間為2009-2010年間，

同時也是次生林消失比例最大的時候（表2）。從次生林轉變至公

共建設的比例最高，為12.86%。

2005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人工林 13.0% 18.5% 18.2% 21.1% 21.6% 22.3%

次生林 47.5% 39.9% 31.6% 30.8% 30.8% 30.8%

草地 19.8% 19.3% 19.3% 16.9% 16.6% 15.9%

公共建設 19.2% 21.6% 30.2% 30.2% 30.0% 30.0%

停車場(草磚) 0.5% 0.7% 0.7% 1.0% 1.0% 1.0%

表2 六個年份校園整體個土地利用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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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2009-2010年間，校園土地利用方式變化最大，主要肇因於

配合「單一校區」方針而行之公共設施建設。除了公共建設外，增

加最多的便是配合造林政策而栽植的人工林，最大面積的人工林在

本校體育館旁，以及理工二館後，有近5200棵林木（2009年）

（廖順魁，個人通訊）。儘管植樹有助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但

校地中有1.77%的造林是2005-2009年直接砍除次生林而來，此等

作法在生態效應上頗有爭議。一株幼苗每年能吸收1至1.3磅的碳量，

而一棵50年的老樹則能吸收超過100磅的碳量（林 2011）。因此

是否要砍除次生林以進行人工造林，應多加斟酌。另外，2013年

時，檔案室（圖1第149區）後以及檔案室對面次生林（圖1第143

區）都稍有開闢，提供學校堆放修繕用廢棄水管和鐵皮，以及修剪

下來的枝條（廖順魁，個人通訊）。由於面積較小，劃分上尚屬綠

地，未特別討論。但該用途較為特別，是否應露天為之，未來應做

更深入的討論。

圖3 檔案室對面、環院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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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

時間：民國105年5月2日（周一） 19:00 – 21:00

集合地點：19:00 於環境學院大門口

環境學院B158

所需裝備：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校園鳥類調查活動

時間：民國105年5月17日（周二）至5月19日（周四）

集合地點：環境學院大樓B333實驗室。

服裝要求：請穿著雨鞋或布鞋。

•環境學院大樓二樓草坡維護

時間：民國105年5月11日（周三）17:10-18:00

民國104年5月25日（周三）17:10-18:00

集合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B側涼亭。

•十年樹木－2016年樹苗追蹤

時間：民國105年5月21日（周六）

地點：環境學院B235/B238計量生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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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中心通訊環境議題投稿專欄

每月出刊之中心通訊增闢環境議題投稿專欄，讓您說說與環

境相關的故事或經驗。無論是知識傳閱、環境議題評議、述說所

見所聞，或野望、綠色影展或攝影作品賞析，亦或小品自然書寫、

自然地圖等皆非常歡迎。

稿件刊登交由校園環境中心老師們審議後決定，並將視情況

修改來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作品一經刊登，視同授權本中心

於註明姓名、來源狀況下於非營利使用，版權屬校園環境中心所

有。

投稿方式：

1. 線上系統投稿。

投稿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通訊

徵稿

2. 稿件若為文字檔，請以word檔寄送，以便修改。若圖文併陳，

請提供原始圖片檔(格式：.jpg)予本中心。

校園環境中心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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