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宜兰概述 

宜兰简介 

宜兰位于台湾岛东北部，面积２１３７平方公里，人口 96,022 人（2008 年 8 月）。宜兰

原属台北县管辖，１９５０年分治设县。下辖１市３镇８乡计 12 个乡镇市。县治设在宜兰

市。兰阳溪横贯东西，将全县分为南北两部分，兰阳溪以北称为“溪北”，辖头城镇、礁溪乡、

庄园乡、宜兰市、员山乡等五乡镇市，以宜兰市为中心。兰阳溪以南称为“溪南”，辖罗东镇、

苏澳镇、冬山乡、五结乡、三星乡以及南澳与大同两山地乡，以罗东镇为中心。 

县树 

  台湾栾树 

  宜兰县县树：台湾栾树 

  制定历史 

  1984 年 11 月 3 日，宜兰县政府第 260 次县务会议中，通过选定台湾栾树为宜兰县县树。

台湾栾树，台湾话称为苦苓舅，为世界著名优良花木之一，台湾原生特有树种，分布全岛低

海拔一千公尺以下山区的阔叶林，其病虫害少，栽植容易，每年到了九月至十月上旬左右开

出黄色花朵，灿烂一片，开花至果熟，树冠颜色又转为红褐色，蒴果宛如一个一个的小灯笼

挂满枝头，很具有观赏价值，目前许多公园、绿地甚至于岛外的行道树，都广为采用栽植作

为美化环境之用。 

  树种介绍 

  宜兰县县树：台湾栾树(苦苓舅) 

  英名：Flamegold-rainTree 

  学名：KoelreuteriahenryDummer.(K.formosanaHayata.) 

  产地：原产台湾全岛山麓至海拔一千公尺以下的向阳林地。 

  特征：落叶中乔木，属于无患子科，叶互生，圆锥花序，黄色花，花期九至十月，萌果

具三翅，呈淡红色。 

  用途：由开花至结果期，树冠花色千变万化，适合庭园树、行道树。 

  观赏地点：宜兰运动公园外环区。 

县花 

  国兰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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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987.htm


 

客运 

  国光客运 

  首都客运 

葛玛兰客运 

第二章：历史沿革 

宜兰大部份地区属兰阳平原，旧名噶玛兰或蛤仔难，名称源自世居的台湾原住民ー噶玛

兰族（Kavalan，平原的人类）。最早关于噶玛兰族的历史记载始于 1632 年。‘西元 1632 年

西班牙人，因船只，偶遇飓风，漂泊到“卡巴兰”港口，船员五十人，悉数为土蕃所戮。于是

率领西班牙人及吕宋土人至该地，焚毁土著部落七处，杀死土蕃十二人。而注意到此地，并

将苏澳以北的海湾，命名为“圣塔．卡塔利那”(SantaCatalina)，即：噶玛兰湾，而苏澳港附

近则命名为“圣．罗连索”(SanLorenzo)。 

  1768 年，汉人林汉生探访噶玛兰，却被杀害。1796 年汉人吴沙击溃噶玛兰族，进垦兰

阳平原。‘惟当时吴(沙)使用火器甚猛，平埔族终于不敌溃走，撤至西势之哆啰美远、珍仔满

力、辛仔罕三社为后图，吴乘势侵入，沿途无敌，遂入头围。 

  汉人进垦兰阳平原后，将原野与森林开辟为农田，平埔族赖以维生的猎场逐渐消失，传

统文化逐渐式微，大多被汉人所同化。 

  清治初期，宜兰地区隶属台湾府诸罗县。1723 年（雍正元年），改隶于台湾府下新设置

的淡水厅。1809 年（清嘉庆 17 年），台湾府增设噶玛兰厅，为宜兰地区单独设治之始。1875

年（光绪元年）噶玛兰厅升格为宜兰县，并改隶于新设立的台北府。 

  日治初期，宜兰县改制为宜兰支厅，隶属于台北县。1897 年（明治 30 年），独立为宜

兰厅。1920 年（大正 9 年），废厅改隶台北州。 

战后初期，宜兰地区隶属于改制后的台北县。1950 年，恢复设县。 

 

第三章：行政区划 

宜兰县位于台湾东北部，与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台中县、花莲县相邻，为歌仔戏

的发源地，宜兰县行政区共划分为 1 个市、3 个镇及 8 个乡。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7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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