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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生植物在定義上為「以水為生存

及生長媒介之植物」，但有些植物生活

史中有段時間生長在水中或是飽和含水

量的土壤中，也廣義稱為水生植物。水

在景觀設計中，具有焦點、柔和、清涼

及開闊的感覺，歐美俗語有「水為庭園

之靈魂」之說，在現代空間的綠美化上

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水生植物利用在

水域景觀的植栽設計中，可襯托及表現

水景之美（圖一）。

農委會在我國加入WTO後開始積極

輔導農業轉型為休息遊憩的休閒產業，

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投入農業以帶動

農業的重新發展。經營休閒農場的基

礎，除了利用當地的自然人文或本身專

長設立農場主題外，並需將農場佈置美

化到具有特色的田園景觀以吸引遊客，

因此，景觀美化是休閒農場初期規劃上

不可疏忽的重要工作項目。休閒農場所

用的景觀植栽除農場現有的作物外，引

用更具美化效果的景觀植物是更有效率

的方式，因此，在水池景觀上少不了水

生植物的應用。在景觀設計上陸地到水

域是漸進的環境，各類的水生植物具有

連結的效果（圖二及三）。根據文獻資

料記載，目前台灣地區利用於景觀綠美

化的水生植物共有72科325種，可分為

沉水、浮葉、漂浮、挺水及濕生五大類

型，近年來水草愛好者也常引進多種外

來物種栽培，使國內水草種類持續增

加。一般而言，水生植物為適應更複雜

的生長環境，在生長勢及繁殖、生育及

栽培管理上均較陸生植物強，在不經意

的流出後常成為嚴重的雜草，且有破壞

生態之虞，例如布袋蓮及槐葉萍等。

作物改良課 陳錦木 羅士凱 翁儷倩 分機：240、230、231

水生植物在休閒農場
之應用

圖一、利用風車及廣義的水生植物佈置具荷蘭風格

之水岸景觀

圖二、水生植物常作為水池與陸地之景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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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閒農業中，水生植物具有做

為農場主題、美化環境、經濟作物、香

草原料、盆栽生產、水土保持、調節氣

候、污染改善及生態庇護等功能，以下

簡略說明以供規劃設計應用參考。

一、農場主題

休閒農場的行銷和其它商業活動

之促銷手法相似，主要給予消費者烙印

及記憶，以吸引人們前往。農場主題就

是扮演刺激消費者動機的角色。人們自

古以來生活與水的距離感，使得對於生

長在水中之植物充滿新鮮與好奇感，如

睡蓮、蓮花、海芋及鳶尾等植物，長久

以來就深受人們所喜好，擁有很多神話

故事及美麗的傳說，利用當做為農場主

題時使人和這些美麗的印象連結，有加

深印象並達到吸引消費者前來的目標。

但普遍性水生植物作為主題常有同質性

太高的問題，雖然有聚市的效果，但如

何創造個別農場的風格則需要有更多的

創意及規劃，巧妙利用農場的一景一物

（圖四）。目前國內以水生植物為主題

的農場眾多且各具特色，台南的蓮花世

界，其收集及展示上百種的蓮花及睡蓮

科植物，並有蓮花的生態教育及餐飲吸

引遊客。造訪桃園縣觀音鄉的莫內花園

將莫內名畫中的睡蓮池景清楚呈現，讓

人有進入畫中的感動。陽明山竹子湖的

海芋梯田，在當海芋盛開時配合當地山

區的雲霧繚繞氣候，充滿羅曼蒂克的氣

氛。宜蘭縣境的勝洋水草，將水草入菜

吸引一批批喜歡嘗鮮的遊客，成功重新

包裝了水生植物。花蓮縣的馬泰安溼

地，以生態復育為目標，利用眾多的原

生水生植物打造出自然的溼地環境，保

存珍貴的物種以吸引熱愛原生環境的遊

客。上述為利用水生植物的名稱當做農

場宣傳主題，使消費者直接聯想到農場

優美景色的例子。

二、美化環境

利用現有灌溉的水源及水田進行水

池景觀規劃美化環境時，水生植物種類

的選擇，宜以適合當地氣候條件者為優

先。其次考量水池深淺、水質、底土性

質等栽培環境條件。不同水位深度有不

同的透光度及溶氧量，不僅會影響沉水

性植物的生育，也明顯改變浮水及挺水

植物的高度及花梗長度，水質上須注意

酸鹼度及電導度的問題，敏感的沉水性

植物對水質酸鹼度選擇嚴苛，如榖精草

（太陽草）喜歡偏鹼的環境生長，而高

圖三、以水生植物及濕生植物連結佈置成熱帶雨林

景觀

圖四、蓮花田中繁衍大量鳌蝦可做為創意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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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導度，則容易造成綠藻及絲藻滋生

造成水質惡化，嚴重破壞水池景觀；另

外氣候條件如風速、溫度等，對種類的

選擇也非常重要，浮水性及挺水性植物

在風速達5級以上時常造成浮葉翻轉或

葉梗折斷，而睡蓮科植物浮葉翻轉後，

葉片易焦黃枯萎。考量上述條件後，另

外就是依個人的喜好來選擇。

三、經濟作物

食用的水生作物種類繁多，如水

稻，芋頭、蓮子、蓮藕、菱角、空心

菜、齒葉睡蓮、筊白筍、豆瓣菜、水蕨

及學菜等等。這些植物在農場中，除了

常當做經濟生產作物外，也具有良好的

景觀美化效果，特別在大面積或梯田的

栽培中，一望無際的視野及綠油油的田

園風光均能營造出鄉村的迷人景觀。近

年來苗栗地區有彩色稻田的圖騰施作，

就是改變水田景觀一個例子。另外大面

積蓮花田的花海景觀一直是夏天的重頭

戲，如台南白河及桃園的蓮花季，都擁

有廣大的蓮花田美景，每年均能吸引眾

多的遊客，帶動地方休閒農業的發展，

而在栽培上須注意水位高度的控制及充

足的養分管理，以提高開花數量及品

質。在體驗型的休閒農業中，這些水生

作物亦可讓消費者進行採摘及烹煮等活

動，以創造更高的體驗價值增加收入。

四、香草原料

感官的體驗中，香氣具有引人入沁

的感覺，水生植物具有特殊香味的種類

不少，其中香水睡蓮更因花梗長度夠也

是重要的切花，烘乾的花朵可用來泡香

水蓮花茶，在歐美是深受歡迎的香草茶

的種類，本場的試泡評估顯示黃花品種

在茶色、香氣及口感上最佳。在濕生及

沉水性水草中的白花紫蘇草、野薑花及

田香草均具有濃郁的香味，田香草有類

似胡椒的味道，可用在滷肉上非常有特

色，白花紫蘇草有紫蘇的味道可入菜。

野薑花也是近年來重要的水生植物亦

是重要切花，在多元化的發展中也可入

菜，而其葉片所包野薑花粽，已成為新

竹內灣的重要特產。

五、盆栽生產

盆栽化水生植物主要做為陸生植

物及水草缸栽培兩種模式，在栽培管理

上有很大的差異，陸生型盆栽一般和盆

花差不多，所使用的水草種類以小型植

物為優先，如虎耳草、節節菜及紫蘇草

等。在栽培上均以直接扦插種植，並充

分供應水分以利生長，生長環境如有足

夠光線及肥料時，也可開出美麗的小

花，深受盆栽市場的歡迎。睡蓮、蓮花

及鳶尾等較大型水生盆栽，一般用粘質

田土來栽培，是很常見的水生盆花。水

草缸用水草以海綿扦插，經水中低光度

馴化後銷售，供水草缸栽培用。水生植

物生育速度非常快，為了維持水池景觀

需清除生長過剩的植株，有部分農場將

這些材料充分利用，做成美麗的盆栽銷

售或是直接讓遊客親手做生態缸的佈置

體驗，這些體驗的行程也可成為休閒農

場活動特色。

六、生態庇護

水生溼地環境在生態系統中非常脆

弱，當今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大量的人

為破壞使原生物種在棲地改變後滅絕，

當原生水生植物消失後連生活其中的生

物也一併消失，這是人類的重大損失。

目前很多有心的維護生態的休閒農場經

營者，將水池營造成為生態池進行這些

原生稀有物種的復育及保存，近年來

大安水簑衣、水韮、毛氈苔（圖五）及



台灣萍蓬草在復育已顯現成果，連帶原

本稀有的原生魚類如蓋斑鬥魚、青將魚

及螢火蟲的復育也漸漸普及。休閒農場

進行的復育工作除了對生態盡一份心力

外，也可當做農場的宣傳主題，可帶來

大量的小學生與遊客前來欣賞與體驗，

創造新的經濟效益。

七、水土保持價值

農業永續經營是全球化的發展方

向，其中農業耕地保護更是其中的重

點，台灣由於地形地勢的關係，防止土

壤沖刷的水保工作更顯重要。目前常用

方式主要以工程及植生技術為主，水生

植物在植生技術上主要是在池邊淺水

域、自然水道的兩旁或沼澤地栽植適當

物種，來減緩池邊被水沖刷的速度，降

低水質的濁度及穩定水質的效果，在坡

地水池及梯田上常見。休閒農場設立景

觀水池及生態池除美觀外，同時需考量

水土保持問題以永續經營，台灣北部地

區常見應用於水土保持的水生植物有風

箱樹、過長沙、石菖蒲、野薑花、水簑

衣及水柳等。

八、調節氣候

台灣夏季是休閒農場的旺季，在酷

熱的環境中休閒農場的大面積水域及水

生植物，除了有美化的功能外，另外，

還具有降低溫度及增加空氣中溼度的微

氣候效果，水具反光的功能，可將部份

由光帶來的熱能反射至大氣中調節溫

度。大面積水的蒸發及植物葉片的蒸散

作用是環境中主要溼度的來源，如能配

合空氣的流動可讓環境降溫，調節相對

溼度改變小環境氣候功能。另外大型的

垂柳等濕生植物具有防風林的功用，可

降低風速避免強風影響作物的生長。

九、污染改善

部分水生植物具有吸收污染物質

的作用，在休閒農場中可能排放污水的

位置如餐廳等，可設立適當面積的淨化

池，利用水生植物的吸收能力將污染物

分解，可達到淨化水質的功效，具有生

態教育展示的功能。常見淨化水質的植

物有布袋蓮（圖六）、水燭及大萍等水

生植物。

上述幾點為休閒農場中水生植物常

見的應用方式，休閒農場業者可將這些

應用再利用巧思，豐富及變化其內容，

擴大水生植物的應用層面，以創造更多

效益。

圖五、濕生植物毛氈苔為廣義的水生植物急需復育

圖六、布袋蓮盛花極為美觀且具淨化水質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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