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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舊宮

因應潮境海洋中心新建工程而搬

遷的福舊宮，靜靜佇立於潮境公

園一隅，望著潮起潮落，庇祐著

海的子民。搬遷過程中，週邊居

民熱心參與為海科館與居民緊密

互動寫下美好的一頁。

寄居蟹廣場

以寄居螺類的螺紋為設計意象的寄居蟹

廣場，位在中心的正對面，這個寄居蟹

的家靜靜地等著愛護牠的朋友來此暫時

歇腳。

沙堡

一處特別為孩子設計的遊憩空間，

讓孩子自由地玩沙、吹風，享受自

然的洗禮。

景觀水池

映著空中浮雲及遠山近

海，將天景、水景與海

景融為一體。

入口魚雕區

公園入口設置魚群的雕塑

品，表現了潮境魚群聚集的

特色，熱鬧地歡迎來到潮境

公園的所有朋友。

望海巷海灣

位在公園旁的望海巷海灣除了豐富的潮間帶生態與

地質景觀外，海下珊瑚生長完整、水產資源相當豐

富，更是軟絲等生物重要繁殖產地，是未來海科館

推動海洋保育及延伸博物館展示、教育及研究等機

能的重要基地。

自行車道

彎曲延伸的自行車道，

為公園整片的綠地畫上

美麗的弧線，聞著迎面

而來的海風，在公園自

由自在地騎著自行車，

輕鬆又逍遙。

林蔭散步道

林蔭散步道的一側，設置了

基隆本地詩人的詩作，作品

內容多與海洋相關，你可以

將藍天遠山與浪濤聲，當成

背景，一邊散步一邊讀詩。

遠山美景

從公園望向海洋，遠山交疊，與海

灣交錯出美麗的層次，天氣陰晴朝

夕幻化，氣象萬千。

潮境海洋中心的週邊，是由昔日的垃圾掩埋場改造而成的潮境公園。人類製造的垃

圾，改變了海岸的景觀，我們再將垃圾掩埋場改造成今天海岸上的親海廣場。

潮境公園規劃了入口魚雕區、觀海散步道、寄居蟹廣場、活動大草坪、涼亭、景觀水

池、林蔭散步道及自行車道。

整個公園面向美麗的海灣，讓嚴肅的研究空間與美麗的自然巧妙地融合，前方的望海

巷海灣與九份山城，更為這個垃圾填海而成的海岸小空間，點綴上美麗開闊的視野。

園區導覽地圖園區導覽地圖

潮境海洋中心

於97年完工啟用之潮境海洋中心為滿

足海科館研究與蒐藏業務之需求，彌

補現有工作站空間之不足，並與基地

週邊豐富的海洋生態資源結合，形成

一處完整的研究與教育基地，也為現

階段的籌建辦公室。

潮境工作站

依山面海的潮境工作站是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籌備處第一個開始營運的單

位，將擔負海科館生物展示及養殖技

術的支援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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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目前九年一貫的教學精神，與發揮博物館透過實

物學習的特性，本中心每年將不定期開放潮境工作站

參觀及潮間帶生態體驗等活動。另每年舉行之各式中小

學、一般民眾及海洋種子教師培訓等活動及課程亦以本

中心為基地推展。此外，工作站亦提供水產養殖相關科

系學生之實習與建教合作，除可學習經營水族館的知識

與技術外，亦可體驗到科技化之水產養殖業與舊式養殖

業之差異。

（一）籌建業務的推動

海科館主題館新建工程已於97年12月底正式發包，各項

籌建業務正如火如荼推動中，預定將於民國101年底正

式開館。在這之前，中心部份空間成為各組室的辦公場

所，在有限的時間及人力下，各人員皆戮力以赴，為開

館目標而努力。

（二）海洋教育的普及

目前本中心共有3千多件魚類與甲殼類標本，在相關蒐

藏設施及系統的配合下已逐步建立特色。另本處近年來

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及國立台灣大學等進行多起海洋生

物與水下科技相關之研究計畫，而以工作站為基

地執行之長、短期研究計畫已超過10件，包

括抗寒飼料配方研究、珊瑚生理生態、海

域生態環境調查等。自98年起更與國家海

洋科學研究中心建立合作關係，逐步累積

研究資料，以做為日後展示與教育活動之

基礎。

（三）研究與蒐藏的累積

（五） 海洋生態的復育—望海巷海灣

位在潮境公園旁的望海巷海灣除了擁有豐富的潮間帶生

態與地質景觀外，海下珊瑚生長完整、水產資源相當豐

富，更是軟絲等生物重要繁殖產地。這個海灣是未來海

科館推動海洋保育及延伸博物館展示、教育及研究等機

能的重要基地，更是海科館實踐永續海洋生態環境之理

想地，本處與地方民眾已持續兩年進行軟絲復育計畫。

本處除積極保育海灣生態、進行海域監測外，未來擬將

海灣保育之成果，藉由水下科技技術，即時傳送到展示

館內，讓參觀民眾即時獲得海灣生態環境資訊。

生物展示

目前工作站內所蓄養的生物包含台灣北部海域生物、深

海生物、經濟性生物、淡水生物及珊瑚等。期望透過近

距離的觀賞，讓您對於北台灣水生生物之生態、台灣經

濟性養殖魚類、深海及保育類等生物種類有進一步的

認識。

海洋科學展示—錳核

錳核又稱錳礦球、錳礦瘤、錳團塊或多金屬結核。錳核

含有30多種金屬元素，如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錳、銅、

鈷、鎳等，是深海最具經濟潛能的礦產。工作站現有的

錳核為我國海洋研究船在菲律賓海第30號測站所採到的

錳核標本，直徑約20公分，呈黑色球形，屬於較大之錳

核，具有洋蔥狀結構。
海科館未來將設有「海洋科學

與科技展示館」及「海洋生態

展示館」，其中以海洋生命科

學為主軸的「海洋生態展示

館」將涉及活體飼育及展示。

為培養水族專業館員、介紹與

應用台灣水產養殖科技、支援

館員研究、教育推廣及展示需

要，並做為與學術、研究機構建

教合作場所，海科館遂在籌建初期便成立潮境工作站。

在過去的水肥處理廠原址興建的工作站，希望能如「潮

境」般，扮演展示及學術研究兩股巨流的交會。除協助

目前所進行之各項教育推廣活動，提供豐富的海洋相關

訊息外，也拉近民眾與海洋的距離，吸引更多人認識海

洋、親近海洋，進而善待海洋、永續海洋。

系統及設備

潮境工作站的首要工作

是做為將來「海洋生態

展示館」中活體展示的

後場，及提供未來展示

區所需要的各項支援。

為了達成此目標，工

作站內設有高密度維

生系統及中央監控系

統，以充分掌握整體運

作狀況。

目前有大小水槽約160座，總水量含蓄水槽約達1,400

噸。其中3座50噸水槽分別養殖海水經濟魚類、淡水魚

類及北部海域生物；兩座12噸水槽為養殖深海生物；兩

座戶外大型水槽蓄養大型生物；其他尚有大小實驗水槽

（包括海水及淡水）約150個。

水產養殖科技展示

工作站內所使用的高密度維生系統是台灣近十年來推動

水產養殖產業自動化的成果，包含微粒子處理機、滴流

式與沉浸式生物濾床、蛋白質除沫器、臭氧機、氧氣錐

等設備，這些都是台灣高密度水產養殖產業背後的秘密

武器。

中央監控系統為工作站另一重要設備。中央監控系統包

含電腦、人機介面、程式控制器、感應器等，其功能在

於監控工作站水質資料。有了這套系統，工作人員能在

各地透過網際網路連上這套中央監控系統，隨時掌握現

場狀況及各水槽的水質資料，讓生物能健康地在工作站

生長。

（四）潮境工作站（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

潮境區域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工程中

先行開發之區域，包含公園、工作站及海洋

中心。工作站及公園於民國92年7月完工啟

用，而潮境海洋中心於民國97年12月完工啟

用。中心之啟用，除擔負建館階段博物館展

示、教育、蒐藏與研究業務推展之重責大任

外，更象徵著海科館建館腳步又向前邁進了

一大步。

潮境海洋中心面積約2,400坪，主要分為北棟、南棟、空

橋與潮境工作站。因籌備處目前並無其他館舍，中心現

階段亦須扮演籌建辦公室角色，故北棟規劃為辦公室、

教育推廣教室及會議室等；南棟規劃為實驗室、典藏庫

及庫房等空間；空橋規劃為研究室；潮境工作站則規劃

為「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

本中心依山傍海，緊鄰望海巷海灣，周遭風景秀麗，新

建建築尊重原有之「地景建築」型態，在形式上與潮境

工作站相互呼應，潛藏於優美之山海環境中，充分與周

圍環境融合而不顯突兀；另跨距長達57公尺、中段無落

柱之空橋，除展現對大地的尊重與關懷外，更成為令人

矚目的視覺焦點。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一為您介紹中心內的運作狀況吧！

認識潮境海洋中心

台灣位於亞洲大陸棚邊緣，東臨深峻海溝，含有豐富

深海生物資源。因為深海生物的捕捉技術與飼養條件

較為嚴苛，國人對深海生物的了解相當有限。工作站

內特別規劃深海生物蓄養、實驗區，介紹難得一見之

台灣深海生物，揭開牠們的神秘面紗。

深海生物

「潮境」原是指冷水團和暖水團

混合的區域，特別指西太平洋

由南向北流的暖流－黑潮，與由

北方南下的寒流－親潮，兩者的

交會處。在這個區域裡，因為海

水混合流動頻繁，使浮游生物容

易生長，吸引眾多魚類聚集，因

而成為漁獲量很大的海域。而

以「潮境」為名的海洋中心及公

園，因位於漁港及漁村旁，便希

望以這個名稱作為源源不絕的蘊

藏與豐收的象徵。

認識「潮境」

台灣水產養殖技術全球聞名，許多原本生活在海中的

魚類，都已成為人工養殖的魚類。工作站目前蓄養已

被大量繁殖、蓄養、品種改良之魚類，如黑鯛、嘉

　、石斑、烏魚等生物，讓民眾了解台灣水產養殖技

術的成果。

經濟性生物

本區蓄養在環境汙染及外來生物的壓力下，生存空間

日益狹窄的淡水原生魚類以及收容遭棄養或查緝之保

育類淡水生物。

淡水生物

台灣北部沿岸海域之岩礁地形，不同於其他地區，代

表性的生物也有所不同，本區將介紹棲息在海科館週

邊海域的海洋生物及其環境之特色。

台灣北部海域生物

本站在中央實驗區設有一飼養珊瑚的區域，其中飼養

的珊瑚種類繁多，計有軟、硬珊瑚、海葵及擬海葵等

等，部份種類飼養時間長達5年以上，成長迅速，狀

況良好。

珊瑚

》餌料生物培育系統

》潮境工作站維生系統

》檢治水槽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