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袋鎮的後花園 – 好美寮濕地 

 好美寮溼地的故事 好美寮濕地主要是潟湖的地形，四周都被開闢成魚塭，附近融合了沙洲、沙灘、鹽田、防風林、紅樹林等不同的棲

地環境，多樣化自然生態背後亦包含了豐富的人文歷史。好美寮濕地範圍大致位於八掌溪口以北、布袋海埔新生地以南的區域，且早期由於西南

沿岸積沙作用的影響，讓沙洲呈現各種不同的形態，遠觀有如猛虎俯臥，故又稱「虎尾寮」。在人文歷史方面，布袋港過去是先民開墾、移民的

重要據點，與大陸通商往來十分熱絡，故曾有「小上海」的美稱。  

好美寮溼地的生態好美寮濕地的紅樹林主要分佈在

龍宮溪口北方及好美寮潟湖的東西兩岸，以海茄苳最多，

也可觀察到水筆仔、五梨跤及欖李。在潟湖西側亦有一片

離岸沙洲，可看到耐鹽抗旱的植物分佈，如馬鞍藤、濱水菜等。動物生態相主要分佈於好美寮潟湖與離岸沙洲兩個   

  區域，潟湖地區為傳統的牡蠣養殖區與魚塭，可見到許多養殖牡蠣的蚵架，潟湖北邊的泥灘地則有豐富貝類與蟹類資 

  源，此處常見的貝類有文蛤、赤嘴蛤、孔雀蛤等。蟹類以和尚蟹、清白招潮蟹、弧邊招潮蟹最為常見。鳥類方面，在秋 

  季與春季可以觀察到大量鷸科鳥類過境，如青足鷸、黃足鷸、翻石鷸，以及鐵嘴鴴、東方環頸雉等。 

 

好美寮溼地的危機好美寮潟湖周圍地帶為好美寮自然保護區中生態最為完整的區域，而在潟湖左側的離岸沙洲上，曾有大片木麻黃防

風林，有為數眾多的鷺科鳥類在此築巢繁殖，但後來因為星天牛蟲害及地貌改變，使得木麻黃防風林枯毀傾倒，大群鷺科鳥類群聚的景象也不復見。  

台鹽曾於民國 76年在此開發機械鹽灘，將紅樹林大量砍除，而龍宮溪出海口北方的抽沙工程及布袋商港凸堤效應也造成濕地快速的流失，再加上慕

名而來的大量遊客所造成的垃圾問題，使得好美寮濕地難逃人為破壞的厄運。因此，如何維護這片珍貴的自然濕地已成為當務之急！ 

 

 

      
 ▲紅海欖的胎生苗 

  ▲豐富生態吸引附近學校前往戶外教學 

      
 ▲和尚蟹成群在沙灘地覓食 

      
  ▲離岸沙洲與堤防包圍住整個天然潟湖 

▲現已十分少見的馬蹄蛤（紅樹蜆） 

 
  ▲逐漸消失的木麻黃防風林 

 
  ▲沙地的流失使防風林無立足之處 

 
  ▲原本濃密的木麻黃防風林快速沙漠化 

 
  ▲逐漸消失的離岸沙洲西岸 

 
  ▲希望這片珍貴的濕地不要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