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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 

 一、地理位置 

大安區位於臺中市之西北隅，介於大安溪、大甲溪二溪之間，東鄰大甲區，西

瀕台灣海峽，南界大甲溪與清水區毗鄰，北隔大安溪與大甲區建興里相接壤，全域

屬大安溪、大甲溪沖積扇，位居大甲扇狀平原扇端上，海拔高度多在 10 公尺以下。

本區屬濱海平原區，有大安、大甲溪流及眾多溪溝流經入海。本活動中心位置坐落

於臺中市大安區海墘厝段溫寮小段 52-2、52-4 地號二筆土地，位於大安區中西側，

北經西濱快速道路可至大甲區，南與龜殼生態公園相接，可有效串連本區往北或往

南之觀光景點。 

 

 
 

    二、自然生態景觀 

本區地處偏僻，除農漁外，缺乏重要天然資源及交通運輸，導致地方發展緩慢，

尚停留於農業經濟社會狀態，其主要農產品以稻穀、蔬菜為大宗，其次以飼養家畜

為業，如:雞、鴨、羊、牛、豬等，其中養豬業最興盛。本區西部濱海地區，海岸線

長達 9 公里，區內自然景觀十分豐富，海濱地區常可見到各類過境的候鳥沼及澤裡

的小水鴨、赤頸鴨、紅冠水雞悠遊在水草間；利用清晨或黃昏時刻，可到鷺鷥林賞

鳥亭欣賞一下鷺鷥滿天飛舞交換班的盛況；水蓑衣教育園區內有國寶級大安水蓑

衣，這是大安特有種，每年９月開紫色花朵，彷彿風中的紫精靈一般，另外，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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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地區住著數量種類眾多的螃蟹，到紅樹林木棧道走走，除了可以欣賞漂亮的海

濱景觀外，也可以就近觀察各種不同的招潮蟹，鄰近的龜壳生態公園，占地約 8 公

頃，公園內生態資源豐富，可以觀賞到不同的濱海植物及蟹類；這些都是生態景觀

的良好場所，也是環境教育的良好教材。 

 

  

赤頸鴨                              紅冠水雞 

  
大安水蓑衣                           三葉埔姜 

   

五節芒                 甜根仔草                 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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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筆仔                               馬鞍藤 

  
                朱槿                                夾竹桃 

  
             角眼沙蟹                            弧邊招潮蟹 

  
斯氏沙蟹                            短指和尚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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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齒近相手蟹                             螻咕蝦 

  
文蛤                                 花蛤 

  
               笠螺                               薄殼公代 

  
               鯽魚                               花身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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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塗魚                               大彈塗 

 

三、人文歷史特色 

    大安區因大安港而得名，早期也由於港口而發展，開發時期可遠溯至明代中葉。

大安港舊稱「海翁窟港」，海翁似指鐵砧山屹立海隅而言，是漢人移墾臺灣中部的重

要港口。清康熙末期，海禁令漸弛後，移民始接踵而至，是時舟船雲集，熱鬧非凡，

相傳：大安港興盛期間，其南北街（在今海水浴場石堤以西沙灘處），俗稱「竹寮尾」，

煙館酒樓林立，可見其繁華之一斑」，另有東西街為郊行（棧間）所在地，棧間鋪戶

集結對此，當時舟槓便利，桅槽交織，對乾、嘉年間，可謂盛極一時。依據道光 20

年（1840）台灣道姚瑩台灣十七口設防狀云：「大安港，昔年水口寬深，內地大船可

到，近淺窄，惟數百石小船出入。」追至明治 29年（1896）尚有大甲郊戶全勝吉、

萬源、長益、益美、勝裕、謙記等在此設有棧行，其所經營貨品輸出以米、糖為大

宗，而進口者則以布類，瓷器以及日用品為主。據稅關監視署之統計，當其時大安

港出入帆船：台灣有 14艘，中國有 273 艘；雜貨批賣商 10家、零售商 15家，運輸

行 18家（擁有牛車 20輛、挑運工人 360 人）米穀商 10家，鴉片館 5家，藥材酒店

等，充分具備港口聚落之機能特色。 惟至日據時期，由於淤積而成為淺海灣，昔日

的繁榮即成過往雲煙。 

    大安區清代時期稱「海墘」，初隸諸羅縣，清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改隸

屬淡水廳管轄。清光緒元年（西元一八七五）新置新竹縣，改隸新竹縣，屬竹南四

堡。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增設苗栗縣，改歸苗栗縣大甲堡轄域。 

    日據台後，於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改為新竹縣大甲辦務署之苗栗

三堡。清宣統元年（西元一八七五年）廢辦務署為支廳。至日據中期，於民國元年

始改制為台中州大甲郡大安庄。光復後，民國三十四年改為臺中縣大甲區大安鄉，

旋於民國三十九年撤廢區署，改為臺中縣大安鄉；民國 99年 12 月 25 日合併升格為

直轄市後至今，已改為大安區，目前有 12個里，110 個鄰。本活動中心位於海墘溫

寮，附近有慶安宮，供奉五穀仙帝，是里民信仰中心。 

 

    四、交通現況 

    大安區聯外道路主要有中山南路、大安港路、興安路、東西七路等通往大甲區，

另有台 61線西濱快速道路可銜接通往南北，目前區內部分路段正辦理高架道路施作

中，預定民國 106 年底完工。本區聯絡道路呈網狀系統，道路大多狹窄，加以南北

受到大甲溪及大安溪阻隔所影響，使本區東西向交通較為頻繁且道路建設較為完

善，而南北向則因缺乏橋樑聯繫，致本區居民主要借道大甲台一線省道及西濱 61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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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道路通往南北向，造成本區對外運輸不便。本活動中心交通動線主要以中山北

路為聯外道路，且接近西濱快速道路位置，聯外交通尚稱方便。 

 

 

 

    五、現有環境課題 

    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主體工程已興建完成，園區周邊工程等亦將陸續規劃建

設，加上大安濱海廊道計畫及濱海自行車道，未來更可串聯溫寮紅樹林、龜殼生態

公園、大安水蓑衣園區、南庄賞鳥亭等景點，形成一條帶狀之觀光景點，期待吸引

更多人潮來觀賞濱海之生態，帶動地方之發展。 

基地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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