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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層面：透過光華園基地的整治，展現金

門東半島500年所疊加的戰事風景線。

• 城市層面：本案將扮演連結「山外地區」遊

憩資源的重要節點，並透過心戰展示科學公

園的打造，符合地方需求。

時空疊加的全域整合

600M



資料來源：108 年度金門國家公園重要物種監測計畫、金門水獺分布變遷與族群生態研究、指標物種棲地環境改善、營造及監測評估-歐亞水獺

基地周邊的黃龍潭、白龍溪流域及太湖有穩定
且多數量的歐亞水獺出沒，未來工程進行為首
要考量點。

環境與生態概況：最小干預的設計原則



心戰基地特徵：自然融合的場所精神



第一類自然 第二類自然 第三類自然 第四類自然

現地遺址 文化景觀 設計景的景觀 荒野新境

與原生物種自然存在的相似性

與外來物種的共存

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環境營造與設計原則：共生融合，荒野新境



課題4：空間發展計畫
打造成為亞洲首座以軍事據點轉譯的「心戰展示
科學公園」，未來將透過多元展示的導入策略，
以及跨域展示手法，將大氣、水利、機械等軍事
科學融入教育、兒童圖像敘事學習，提升金門在
地兒童審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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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園心戰園區發展願景





模擬圖-入口區

設計上以新舊交雜的設計方式，中間所保留的

結合現地木麻黃、白千層及艷紫荊營區喬木，

種植野地常見之五節芒、紫葉狼尾草等原生自

然觀賞草植栽，創造一處荒野入口景觀歷史記

憶，呼應戰地歷史歲月遺留之荒原現象，重新

整構後創造一處戰地精神景觀入口



模擬圖-空飄施放場

空飄施放場在設計上以新舊交錯設計方式，施

放場草坪的導入亦可作為非永久性設施的使用

場域，例如作為策展、建築實驗場等，平時將

作為居民主要的休閒場所



為了保持光華園秘境的空間感受，建議土丘可

適度打開，以營造太湖路與光華園基地視覺上

傳透之體驗

模擬圖-未來鳥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