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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 

第6場次民眾參與小平台交流工作坊 
 

一. 時間：112年9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二. 地點：車城鄉公所5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受委託單位簡報：（略） 

七. 出席人員意見： 

(一) 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 張怡律師 

1.認同逢甲團隊的用心，將目的跟分區的規畫先劃分出來，依照人口稠密

度來區分規劃。 

2.逕流分擔的部份，要分區可淹與不可淹的區域。可淹水的地方再區分出

公有與私有地。公有地本身就有滯洪的任務，只需要跟國產局協調。用

力去盤整。 

3.淹水區比較沒有再種洋蔥跟火龍果，再請鄉公所提供資料。盤點淹水區

現在目前的用地狀態。將淹水區域劃分出來，就土地現狀先做調查。 

4.水規所的工程規劃，工程實際的作法不一定都是鋼筋水泥，如用公有地

滯洪，也許可以用斜的草坡取代鋼筋水泥。在地滯洪不要把民眾的家納

入範圍，即便有補償民眾也不會願意。 

5.生態議題除了鳥類還有陸蟹也要納入議題。 

6.關於消波塊露出的問題，必須先判斷是永久性的沖刷或只是季節性的砂

石流失會再補回。如果只是季節性流失而做了一個比較強化的設施，結

果沙子回來會變得堆太高。也是有發生過消波塊被沙子淹沒的問題，應

該先判斷是否為季節性或是永久性。 

7.牡丹水庫下來的沉沙能做好，那下來的水會變清澈，水中生物就會回

來，能造就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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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山風解說工作室 顏士雄 

1.生態管理機關的整合 

河川局不是河川流域生態的主管機關，但這次肩負流域調適計畫的議題

整合工作。調適計畫預計執行2年，但整個流域的生態調查與後續的生態

議題管理議題是永久的，該持續進行，後續是由七河局辦理？還是由屏

東縣政府、或林保署屏東分署負責？ 

2.車城地區的排洪議題的管理機關整合 

車城市中心排洪按迄今的討論，已涉及七河局、農水署、車城鄉公所、

公路局，建議由屏東縣政府做協調整合工作。 

3.四重溪溫泉區的污水排放管理議題，有一條匯集溫泉區污水流入四重溪

的溪溝，在與四重溪交界處有塊易淹水私人農地（也有人說是國產署出

租的國有地），地主反應過易淹水，種植水稻、荔枝、芒果的收成都不

好。但那地適合做人工濕地＋污水處理廠，解決溫泉區的污水排放問

題。建議七河局與屏東縣政府討論可能的規劃方式。 

4.亮點計畫涉及社區參與，建議明年規劃時，邀請在地社區，林保署屏東

分署（社區林業），水保局台南分局（農村再生），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社造），原民處（部落發展），農業處(河口生態)共同討論。 

5.車城市中心以台26為界，西側為含括保力溪、四重溪與蓮花池溝排水水

系的易淹水區，但有豐富的河口濕地生態，建議由屏東縣政府與農業部

合作，以生態服務給付做補償私有地地主的規劃：東側則多數是非汛期

才從事農作的洋蔥田為主，建議做滯洪區，規劃滯洪補償方案。 

6.二重溪三軍聯訓基地附近有十八灣演訓場，可能是四重溪流域的重金屬

底泥來源。另附近山頭三軍聯訓基地也在做外來種銀合歡的移除工作，

大規模的移除方式有水土保持的疑慮。建議找聯訓基地協調做水土流失

與重金屬監測，俾便後續的議題處理上有科學數據供參酌。 

(三) 屏南社區大學 張順興校長 

1.有關四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的民眾參與平台交流工作坊，已於

112年6月12日和8月16日分別辦理。今天又辦理第六場次希望今天的會

議能在與會的各相關單位，能提出具體且可行之方案，但受邀的單位並

未與會無法達成共識，也是於事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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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26線下方箱涵清淤或拓寬，以利增加通洪能力兩者取其一或兩者同時

進行，請能及早明示。 

3.農地(私有地)推動在地滯洪補償是否有相關法令? 

4.車城橋下游右側堤岸消波塊裸露，記得前年才施作，目前又被大水沖

壞，是否需要緊急處理。 

(四) 屏東鳥會 劉川 

1.本區生態調查的基本資料來自特生中心及其它網站資料庫下載，建議還

是要找出幾種具觀賞、環教性（如： 外來入侵種的刺軸含羞木、爬蟲

類的綠鬣蜥）的特殊物種，作為本區生態導覽及環境教育的主要題材。 

2.四重溪口及週邊濕地擁有豐富的鳥類及兩棲爬蟲、魚蝦、螺貝蟹類 …資

源，許多候鳥都會在春秋兩季大量過境本區或在本區渡冬，過境時間很

長也不需特殊觀賞工具，對一般遊客而言頗具吸引力。 

3.關於本區居民最關注的防洪防災首要課題，應該是每年雨季之前能否確

實執行整體排水道的清淤作業，維持車城各村落排水系統的暢通。 

4.四重溪下游段是未來重要發展的區，疫情結束後整個觀光旅遊蓬勃復

甦，目前本區最熱門的不僅是報告中所提的車城黃金海岸-福安宮-保力

溪口-龜山步道等景點，實際上遊客進入本區都已將緊臨的海口港及南

端的海生館納入。 

5.展望溪口地區後續的濕地規劃設計，建議可以先辦理工作坊的方式，一

併邀集在地相關人士參與討論，為本區的未來願景找出具體可行的發展

方案。 

6.車城橋到福安橋段的四重溪北岸邊坡下方有沖刷的現象，看來短期內雖

沒有崩塌的安全威脅，管理單位如有後續的整修工程，原本兩岸約30

度的植草自然邊坡，因為坡腳沒有做保護措施，建議用更友善的工法施

作，例如：用大的塊石來強化坡腳。 

(五) 蘇震清立委服務處 洪朝勝主任 

四重溪的水長期濁度偏高導致水生動物減少，希望能想辦法降低水體的濁

度，提高四重溪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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