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生態綠築城市走讀 訪珍稀動植物、看永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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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親近自然，可不一定要上山下海，在台中市區內就有豐富的生態景點！想

要把全台灣各區域不同的低海拔植物繞一圈嗎？那就走一趟自然科學博物館植

物園；想看到珍貴的保育類食蛇龜嗎？那就來到中興大學裡的自然史博物館。

走完這些還不夠嗎？那就前往知名地標臺中國家歌劇院，看伊東豊雄的建築會

呼吸。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 台灣低海拔植物濃縮精華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是許多人校外教學或者親子旅遊去過的地方，但是也很多

人不知道，就在本館對面的植物園，是認識台灣植物生態的寶庫。由植物專家

以生態設計的方式所規劃的植物園，把全台灣的低海拔植物分布以分區的方式

做了完整的呈現，除了北中南以外，還有隆起珊瑚礁區、蘭嶼區、海岸林區、

台東蘇鐵區、季風雨林區，以及一座熱帶雨林溫室。 
 
當天由胡維新博士帶著我們來一趟植物之旅，他羨慕地說現在的學生很幸褔，

這個植物園已經成為中部地區相關科系修植物分類學最重要的戶外教學場所，

不像他以前學生時代只能看標本。 
 
入口處首先看到的是隆起珊瑚礁區，原分布在恆春半島社頂公園一帶，所呈現

的是植物與礁體攀附共生的生態系；而蘭嶼因為受到黑潮經過的影響，造成島

上發現的植物都與台灣大不相同；至於會有台東蘇鐵是廣東的蘇鐵被當作台灣

蘇鐵的一場百年誤會，後來只好把源自台東、真正的台灣原生種稱為台東蘇

鐵。 
 
熱帶雨林溫室區是整個植物園裡最顯著的地標，設計成開放式系統，透過環繞

的百葉窗、煙囪效應來散熱，加上水瀑，營造出熱帶雨林的環境。它有豐富的

森林層次，更是重要的食物來源，但是在人類的過度開發下，熱帶雨林正在快

速消失。 
 
整座植物園大約有 500 種植物，每一個生態區都因地理、氣候、洋流等自然條

件所造就，繞一圈就認識了全台灣的植物分布。 
 
興大自然史博物館 認識保育類食蛇龜 
走進中興大學生命科學大樓，和一般學校的系所有點不一樣，一樓的挑高空間

有一面「生態櫥窗」，順著「台灣生態迴廊」走上二樓，是今年七月剛開幕的

「興大自然史博物館」，館內展示著豐富的動植物標本，生命科學院各專業領域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54751


的老師捐出他們的珍藏，其中包括三年前因病離世的吳聲海教授生前極力保育

的台灣原生種食蛇龜。 
 
食蛇龜是台灣唯一的陸棲性淡水龜，生長在林間或田邊，聽名字以為牠會捕食

蛇，其實不然，食蛇龜屬於雜食性，喜歡吃蚯蚓、昆蟲或腐肉，據說名字的由

來可能是剛好被撞見牠正在吃死掉的蛇而來。 
 
食蛇龜曾是台灣常見的物種，目前卻已是一級保育類動物。和許多其他物種因

棲地遭受破壞而銳減的狀況不同，牠們的減少主要來自因商業炒作而大量捕捉

與走私，吳老師長期收容照顧那些被查緝的食蛇龜，卻仍不敵牠們消失的速

度。 
 
鄭任鈞助理教授接下吳老師的使命，繼續推動食蛇龜保育計畫。這個計畫自

2016 年起得到日月光集團的長期贊助，鄭老師認為，企業的支持對於學校能持

續進行保育工作非常重要，畢竟不管是收容、野放、調查、研究都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和經費，目前鄭老師也已開始著手規劃食蛇龜的復育工作。 
 
整座「興大自然史博物館」當然不只可以認識食蛇龜，除了做為教學、實習場

域，更開放社會大眾參觀，要以生物多樣性的展示來推動生態教育。 
 
臺中國家歌劇院 史前遺址上的仿生綠建築 
由日本名建築師伊東豊雄打造的臺中國家歌劇院，不只是一座有設計感的建

築，更融入綠建築和仿生概念。今年，館方更提出「綠色劇場」的理念，從節

能管理到表演節目都持續關注永續議題。 
 
二樓的大劇院前廳也值得駐足。對外的牆面會看到許多小圓窗，稱為「呼吸

孔」，就像是人體皮膚的毛細孔。白天，是從外面透進來的自然採光；夜晚，小

圓窗透出歌劇院內的光線，向外發出不同明暗的光芒，讓歌劇院彷彿得以透過

呼吸孔與城市一同呼吸。 
 
陽光、空氣、水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設計元素。如河道般的流水意象從建築外延

伸到室內，水的流動象徵生生不息，走進一樓大廳，會發現整座建築如同大自

然的樣貌，洞穴般的曲牆呈現出人類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仔細看，地面上有許

多出風口，這是輻射冷卻地坪的節能巧思，底下鋪有冰水管線，不僅可以大幅

降低空間溫度，還能透過地板的出風口送出冷空氣到 2 米高，比起傳統由上而

下的吹送方式更節省能源。 
 
頂樓規劃成空中花園，花圃之間凸出的白色「火山口」是整個歌劇院曲牆的最



頂端，巧妙遮住了機電設備、逃生梯等設施，沿著火山口種植的爬牆植物薜

荔，讓植栽和建築融為一體，成為民眾最愛拍照取景的地方。 
 
歌劇院周圍的植栽也經過精心設計，四季的樹種讓每個季節都有繁花盛開。除

了歌劇院本體，館方還有一條導覽路線帶民眾走訪周邊街區，其中最重要的景

點莫過於惠來遺址。事實上，包括臺中國家歌劇院的位置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

惠來遺址的範圍，除了將挖掘出來的古物移存至科學博物館之外，小來公園現

地保留考古遺跡，希望能延續整個歷史脈絡。當在談 SDGs 永續發展的時候，應

該先回來認識我們所在的土地，而這正是臺中國家歌劇院努力在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