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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旭海草原之謎 

一、摘要 

  暑假出門踏青去東部旅遊時發現合歡山和旭海都有草原景觀，但低海拔又潮濕的旭海

會有草原呢？且進行資料搜尋，卻少有相關研究，也找不到確切指出旭海草原是什麼物種，

因此展開本研究。研究者透過文獻回顧，了解到玉山高山草原是因為強風環境而形成，而旭

海也擁有草原景觀，以氣候資料來看，強風與相對溼度的觀測資料也與玉山氣象觀測站有所

相似。接著，本研究發現旭海在自然因素有形成強風的條件，且對比臺灣不同地方的草原景

觀，發現不論是高山草原或海岸草原，皆能觀察到強風對草原景觀的重要性，並確實發現旭

海有河川帶來的小顆粒堆積物，且地質夾雜生物化石，綜合比較東部沿岸的草原，旭海也有

高度相似的條件，同時強風對植被的影響也能在香山區海岸、陽明山觀察到。在不同地方卻

同時出現草原景觀，而最大共同點就是都有「強風」的條件，因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將強風與

旭海草原的成因視為高度相關，且沒有人工伐墾紀錄，因此旭海草原與人工因素關連不大。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暑假旅遊時，到訪合歡山和旭海村（如圖一），發現都有草原景觀，而地理課本中對臺

灣森林帶垂直分布的描述，草原植被只在海拔 3500公尺以上出現；並且臺灣的年雨量也遠

高於陳國彥（1984）在〈濕溫圖與柯本氣候分類〉裡對草原環境的描述。為何會在低海拔又

潮濕的旭海會有草原呢？在網路上也找不到確切指出旭海草原是什麼物種，也懷疑這樣的

美景是否有人為干擾因素在內。抱持疑問本研究以「旭海」為關鍵字，在碩博士論文網搜尋

到 11 篇相關論文，當中以「旭海溫泉」相關最多，共計 7 篇；而「旭海部落」文化觀光 2

篇；「旭海村」地方創生 1篇；「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1篇，但旭海「草原景觀」卻無

相關研究，為滿足研究者的好奇心而展開本研究。 
 

圖一：旭海大草原1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為探討旭海草原景觀的成因，本研究從符合高山草原氣候分類的玉山箭竹草原切入，希

                                                

1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 2022年 2月 2日於屏東縣牡丹鄉旭海草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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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找出同為草原景觀，是否有相似成因，並推測出旭海草原景觀的由來，因此本研究列出研

究目的：（一）比較高山箭竹草原和旭海草原的生長環境。（二）推測旭海草原的成因。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文獻回顧 

１、玉山草原 

  玉山箭竹草原分布環境，土壤母質為破碎板岩崩塌物，土壤剖面如圖二（金恒鑣等，

1990），依據農業試驗所（2019）編撰的<野外調查手冊>，當中第四章針對土讓分類

的描述，不論是 A、B或是 C皆是屬於顆粒較小之土壤分層，提供植被生長的環境。 

  依中央氣象局的玉山觀測站氣候月平均資料2，年平均溫為攝氏 4.4 度，平均年雨

量 2902.5 毫米，年平均相對濕度為 73.6 ％，是提供氣候資料的測站中相對濕度最低

的，在觀測年報中年平均最大風速324.2 m/s。因為強風的氣候環境，玉山箭竹發展出

橫向蔓延和匍匐生長的方式（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25），而形成草原的景觀。 

２、旭海 

  旭海草原屬於「屏東縣落山風風景特定區」的一部分，根據〈屏東縣風景特定區規

劃暨申請評鑑作業結案報告〉，及〈屏東縣落山風風景特定區（變更）檢討評估報告書

111.11(核定版)〉，當中針對特殊地質描述旭海的海岸環境適合珊瑚礁生長，形成珊瑚

裙礁海岸；並記錄旭海至港仔一帶，主要的植生以林投為主，並伴生有單花蟛蜞菊等其

他植物（如圖三）。在中央氣象局的氣象觀測站裡，「大武氣象站」是離旭海村最近的

氣象觀測站，因此做為旭海氣候文獻資料，當中年均溫 25℃，年平均降雨量為 2324.6

毫米，在觀測年報中年平均最大風速達 20.6 m/s，屬於高溫多雨之氣候。 

３、小結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了解到玉山高山草原是因為強風環境而形成，而旭海也擁有

圖二：箭竹草原土壤剖面4
 圖三：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礫石灘與植被生長狀況5 

                                                
2 本研究採用之氣候資料依中央氣象局統計區間 1991~2020年為準 
3 此資料為本研究查詢中央央氣象局出版之 2000～2020年氣候資料年報後經過計算得出，大武氣象站亦同 
4
 圖二資料來源：金恒鑣等（1990）〈合歡山玉山箭竹草原土壤之發育與分類〉頁 11 

5
 圖三資料來源：孫員振 2017年 10月 22日於阿朗壹古道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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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景觀，雖然強勢物種為常綠灌木的「林投」，但在莊溪的紀錄中有提到特定環境下，

林投會呈現匍匐生長；另外以氣候資料來看，強風與相對溼度的觀測資料也與玉山氣象

觀測站有所相似，除了在〈屏東縣風景特定區規劃暨申請評鑑作業結案報告〉中記錄旭

海草原有豐富的藤本和草本植物，並且能發現在旭海有臺灣假黃鵪菜等瀕危物種，也證

實旭海提供草本植物良好的生長環境，但是關於旭海草原景觀的成因，或是與強風的直

接關聯性，本研究並沒找到相關文獻可以說明，因此進行後續研究。 

（二）研究分析結果：推測旭海草原成因 

1、自然成因 

（１）氣候因素 

  因中央山脈阻擋夏季季風水氣，導致空氣中相對濕度下降，故旭海草原幾乎是

臺灣相對濕度最低的地區，與玉山測站資料相去不遠。且位於臺灣東部恆春半島有

強烈東北季風吹拂而形成草原。當東北風碰到高聳的中央山脈時，首先會轉為北

風，形成氣流沿東部縱谷南下，從臺灣南區氣象中心（2020）的影片動畫（如圖

四）得知東北季風會因為山脈而產生偏向，並吹過本研究區，而和屏東縣牡丹鄉旭

海村隔著觀音鼻相望的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也有植物和矮灌木叢植被（如圖五）。 

  除此之外，在南臺灣最著名的風成地景就是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風吹砂」，「風

吹砂」擁有的砂河和砂瀑地形，砂河沿著低凹的谷地延伸並形成砂丘，該砂丘分為

南北兩部分，中間由草類高地隔開，展現出獨特的自然景觀。風吹砂的砂丘沿著地

形上的狹長窪地分佈；下雨過後這些窪地會形成溪流，河床兩側則有許多因為河水

流動而形成的堆積層，在風季之時，砂子又會逆向吹送到斷崖上。（王鑫，1988）。 

  根據王鑫（1988）在《地形學》一書中的敘述，可以看出強風對沙丘地景的

重要性，當中也描述沙丘和草類植被共存的事實，位於屏東縣滿州鄉的九棚溪(或

稱中港溪)口附近，也有明顯沙丘與草原景觀（如圖六），而在距離九棚溪直線距

離約 9公里遠的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牡丹灣（旭海溪口），可以發現粒徑較小的砂

圖四：東北季風偏向說明圖6 圖五：屏東縣達仁鄉南田村7 

                                                
6
 圖四資料來源：中央氣象署南區氣象服務網 

7
 圖五資料來源：孫員振 2024年 2月 9日 於屏東縣達仁鄉南田村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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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如圖七），並且根據圖六所見雖然旭海是以侵蝕性海岸為主，但是仍有小顆粒

的堆積物，並且伴隨此地的強風，而產生出草原的地景。 

圖六：九棚溪口附近的沙丘草原景觀8 圖七：旭海村牡丹灣旭海溪口9 

（２）地形因素 

  由於長期強風吹拂，低矮的灌木植物匍匐壓低的生長在山坡側；在地形較高的

地方則形成了草原生態。如圖八，以紅線區分 A、B兩個區塊。A 地是低矮灌木叢，

生長在地勢較低處，A 地則是草原地區，位於地勢較高處。 

圖八︰灌木叢與草原10 

  由於東部沿海都會有這種特徵的草原區，像是屏東縣恆春鄉的龍磐草原（如圖

九）與屏東縣滿州鄉的鼻頭草原（如圖十）。但是氣候和地質因素以及海洋影響的

不同形成了不通樣貌的草原景觀，所以研究者以表一進行統整，並由於這些草原街

鄰近海岸，故加入海洋影響。 

圖九：屏東縣恆春鄉龍磐草原11 圖十：屏東縣滿洲鄉鼻頭草原12 

 

                                                
8 圖六資料來源：孫員振 2022年 2月 5日 於屏東縣滿州鄉的九棚溪口附近拍攝 
9 圖七資料來源：孫員振 2021年 1月 2日 於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牡丹灣旭海溪口拍攝 
10 圖八資料來源：研究者 2022年 2月 2日於屏東縣牡丹鄉旭海草原拍攝 
11

 圖九資料來源：孫員振 2020年 1月 27日於屏東縣恆春鄉龍磐草原拍攝 
12

 圖十資料來源：屏東縣落山風風景特定區（變更）檢討評估報告書 111.11(核定版)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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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東部沿岸的草原特徵比較 

草原名稱 旭海草原 龍磐草原 鼻頭草原 

位置 屏東縣牡丹鄉 屏東縣恆春鄉 屏東縣滿洲鄉 

地形因素 地殼運動形成的平坦

地形，底層為砂質土

壤，並夾雜生物化石 

位於隆起石灰岩

臺地，受風吹雨侵

蝕形成崩崖、滲穴 

位於海岸沙丘，主要由

河流攜帶沙子經年累

積而成 

海洋影響 海岸線靜止既不前進，

也不後退13 

海浪侵蝕導致岩

石破裂，形成特殊

的崩壞地貌 

海浪和風力將沙子沖

刷至岸邊，在強風影響

下堆積 

氣候影響 中央山脈阻擋季風水

氣平均濕度低，且長期

強風吹拂 

熱帶季風氣候，夏

季潮濕冬季乾燥 

受海洋影響，降水量相

對較高，但也有乾燥季

節 

生態適應性 耐旱、耐寒、耐風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２、人工成因 

  研究者曾幾度懷疑旭海草原原本是原始樹林，候來看這邊是熱帶季風雨林，不應該

為草原。但是實際走訪，登上草原區的路途看到的是低矮灌木叢，到高度較高的地方才

看到草原，而且砍伐低矮灌木林不符合經濟效益，且離旭海最近的坎伐計畫只有民國五

十七年的高士村換林計畫（高士社區展協會，2011），但是高士村距旭海草原約 24.3

公里。再綜合旭海草原的氣候特性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加以思索推測：旭海草原是人工草

原的是假說不立的。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不論是高山草原或是平地的海岸草原，本研究觀察到強風對草原景觀的重要性，並確

實發現旭海有河川帶來的小顆粒堆積物，並且地質夾雜生物化石，綜合比較東部沿岸的草

原，龍磐草原地質呈現珊瑚礁海岸，鼻頭草原有強風形成的海岸沙丘，類比旭海也有高度

相似的條件，同時強風對植被的影響也能在擁有九降風的新竹市香山區（如圖十二）看到，

而在年平均風速達３m/s 的鞍部氣象站附近的小油坑也能觀察草原的景觀（如圖十三），

所以能發現在不同地方卻同時出現草原景觀，而最大共同點就是都有「強風」的條件，因

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將強風與旭海草原的成因視為高度相關，並且從文獻資料來看也沒有人

工伐墾的紀錄，因此推論旭海草原與人工因素關連不大，是自然成因。 

                                                
13

 根據徐鐵良（1969）在瓦倫廷的分類圖上，臺東至出風鼻的海岸十分靠近中心點，且本研究在旭海也同時

觀察到侵蝕與堆積的海和特色，故在表格紀錄海岸線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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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新竹市香山區海岸沙丘植被14 圖十三：陽明山小油坑草原景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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