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2/2)」
第二場次民眾參與小平台交流工作坊

水岸縫合規劃構想
牡丹原鄉特色體驗亮點計畫



分段 【下游】 【中游】 【上游】

位置 懷恩橋以下 懷恩橋-牡丹水庫 牡丹水庫以上

分區目標 打造生態、生活、生產三生共榮的韌性水岸
營造人文歷史、觀光休憩的樂活水

岸

保留山林原鄉、
環境永續的生態

水岸

主題 瑯嶠灣平原段 四重溪溫泉段 石門古戰場段 牡丹水庫上游段

定位 海岸遊憩與生態 溫泉觀光養生 部落人文生態廊道 水庫水質涵養保
護

資源
特色

河口生態資源、車城黃
金海岸遊憩帶、福安宮
保力溪河口溼地、龜山
步道、瑯嶠十八社

三軍聯訓基地、
四重溪溫泉、
西鄉都督遺績
紀念碑

石門古戰場、牡丹
社事件紀念公園、
排灣族部落文化

牡丹水庫、東源
國家重要濕地、
排灣族部落文化

重要
聚落

車城、射寮、新街、統
埔聚落 大梅、溫泉區 石門部落 牡丹部落、上牡

丹部落

水岸
縫合
潛力
點

• 四重溪節點河口(生態營
造)-串聯車城海岸遊憩
軸帶(觀光)-大航海時代
-瑯嶠灣歷史現場(人文)

• 四重溪親水公
園

• 大梅公共溫泉
開發計畫

• 溫泉區入口意
象營造

• 歷史古道尋訪
• 居落生活空間串聯
• 四重溪石門段水岸
• 回復溪流生命力(石門
二號橋)

• 牡丹公園-戶外生
態教室

• 牡丹水庫(公共設
施空間)

• 屏東牡丹東源國
家重要濕地、哭
泣湖周邊

整體發展願景
山海原鄉生態永續
四重水岸韌性樂活



生活體驗學習

自然賞景

人文走讀知識學習

結合落山風縣級風景區
「石門次系統分區」發展及動線系統



牡丹給水廠

牡丹鄉公所

石門國小

牡丹大橋

石門橋

水泥橋

石門古戰場
歷史古道尋訪
石門段水岸空間改善

【牡丹核心生活區】
部落人文知識學習

+
部落生態環境教育

石門2號橋



人文知識學習軸
原住民傳統植物學習
傳統農業作物展示

農業水土保護知識傳承

生態環境教育軸
四重溪水文環境觀察
水岸生態棲地營造

牡丹鄉公所

石門國小

活動中心
及運動場

節點營造及橋體美化

人行跨橋設置評估

水岸廊道入口營造

河岸外來種入侵現況

水岸廊道外來種移除與原生植栽營造



外來入侵植物移除，新植在地傳統代表植栽

連結部落生活與水岸之關係
移除河岸邊坡的外來入侵種，種植符合在地的原生植物，復育水岸植被，營造在地部落特色觀光遊憩與發展綠色步道
生態教育體驗；加強對牡丹水庫周邊生態環境和人文景觀的保護，以實現牡丹水庫的永續利用。
在未來中⾧期程，可評估設置四重溪人行景觀跨橋，將河岸兩端動線串聯，形成迴路動線步道。



強化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保存與傳承
建立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資料庫，結合學校課程、社區教室，建立在地認同，規劃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與環境
教育為主題的自然體驗、環境學習活動，並結合在地產業、部落社區等資源。

並且培訓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解說員，舉辦生態教育活動，讓民眾認識水岸生態環境，建立牡丹原鄉特色體驗發展
的永續經營模式，兼顧生態保育、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



傳統植物-食用

資料來源：《排灣族植物利用》 農委會林務局



傳統植物-額飾頭飾

資料來源：《排灣族植物利用》 農委會林務局



傳統植物-工藝

資料來源：《排灣族植物利用》 農委會林務局



傳統植物-建築

資料來源：《排灣族植物利用》 農委會林務局



原生植栽建議(範例)

黃藤 樹豆 月桃 假酸漿

台灣野牡丹藤枯里珍恆春山枇杷 高士佛赤楠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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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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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