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 
「急水溪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計畫(2/2)」訪談諮詢及民眾參與小平台 

會議時間 113 年 5 月 14 日 會議地點 臺南市嚴慶齡中心會議室 
與會人員 邱郁文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涉及面向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意見與建議 

水道風險 無 

土地洪氾風險 

1.上游河段應有水患問題(聚落緊鄰河道，河道彎道處)，若有盤點可納入。 
2.試了解農業局水門修繕現況? 
藍綠網絡保育 

1.埤塘或河段的外來種移除。首先盤點靠近主河段的埤塘，在進行堤岸工

程或水圳水路工程抽乾水時，進行外來種移除，可結合環境教育

(NGOs)(外來種辨識)、企業認養(社會責任)。 
2.河岸改善，藉由預鑄工法，改良堤岸，增加棲地多樣性，提供魚、蝦等

生物躲藏空間。 
3.納入白河水庫相關管理計畫資料，關於清淤與生態的部分， (由AECOM
委託逢甲執行)。主要議題為重金屬錳、鉛含量過高，集水區最大的汙染

源為關子嶺風景區。(河川分署曾考量將水庫淤泥考慮堆放在濕地，但因

重金屬問題應該作罷)。 
4.學甲濕地仍為生態亮點，建議蒐集相關資料並盤點過往農業局作為(過
往似由資深記者主導計畫，包裝好但實際作為較空乏)，由水文及生態面

向強化濕地整體營造，此區域近年來亦為黑面琵鷺遷習熱點。 
5.台江濕地(其他如北門濕地)、嘉南雲圳重要濕地(埤塘)為此區域亮點，

建立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台大社大、綠色和平

組織(NGOs)等單位的橫向連結。 
6.部分埤塘水質欠佳(天鵝湖)，可盤點現況或追蹤相關單位作為。 
7.外來種入侵可考慮以園藝種更替(ex:馬櫻丹等) 
水岸縫合 

1.盤點此區鄰近河道的三合院文化、古厝，可納入文化方面議題。 
其他議題 

1.此區 NGOs 較活躍，關心濕地、光電與養殖戶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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