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小平台三

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地質公園)

分享人：第九河川局李宇弘工程員

日期：109年10月



1. 河川廊道受到橫向、縱向阻隔。

2. 溪流棲地多樣性不足，濱溪植被帶
及棲地營造。

3. 鱉溪河道下刷岩盤裸露，魚鱉需食
物及產卵場。

4. 攔河堰造成水流不暢通，阻斷魚類
洄游通道。

5. 河床原有之大石塊消失，降低河川
緩衝洪水衝擊能力，河川易下刷。

6. 邊坡治理工程納入河川營力考量。

7. 珍貴的地質景觀區域保存。

河川(全流域)治理藍圖推動 小平台一

• 小平台主題：河川治理藍圖共識

• 小平台成員：

✓ 召集人(公)：第九河川局

✓ 召集人(私)：台灣環境保護聯
盟花蓮分會

✓ 組員：水保局、林務局、農田
水利會、富里鄉公所

✓ 專家顧問：楊佳寧博士

✓ 辦理日期：108年9月4日

109年4月8日



109年度鱉溪流域相關工程/計畫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２件
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2. 鱉溪河川復育方案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３件
1. 永豐村4鄰野溪改善工程
2. 永豐村8鄰野溪改善工程
3. 永豐村蚊子洞野溪改善工程

今年暫無工程單位：

1.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2. 花蓮縣文化局
3. 富里鄉公所

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富里工作站：１件
1. 水頭攔水工程



水質與水量

1. 畜牧廢水→申請澆灌→
在地監督(巡守隊成立/
培訓)→回報公單位

2. 農業廢水。

3. 家庭汙水。

4. 農業用水需求。

5. 維持生態基流量。

• 小平台主題：水質與水量

• 小平台成員：

✓ 召集人(公)：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 召集人(私)：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 組員：第九河川局、農田水利會、環
保局、農業處、林務局、農改場(節
水技術/水圳維護)

✓ 辦理日期：
第一場：108年9月4日
第二場：109年02月26日

小平台二



物種保育、棲地復育
(國土綠網、里山倡議、地質公園)

1. 特殊物種（鱉）嚴重人為獵捕壓力。

2. 外來種（動物、植物）為目前鱉溪
的優勢種，相關應對處理。

3. 生態資源（水、陸域）調查與監測。

4. 棲地營造。

5. 鱉溪地質公園。

• 小平台主題：物種保育、棲地復育

• 小平台成員：

✓ 召集人(公)：林務局花蓮林區
管理處

✓ 召集人(私)：采風工作室

✓ 組員：文化局、農業處、環保
局、護溪隊、林試所、水規所、
特生中心

✓ 辦理日期：
第一場：108年10月7日
第二場：108年11月20日

小平台三



鱉溪治理的公民參與－傷口
鱉溪三十年之痛－從養豬場說起

2011.11.04鱉溪養豬場空拍(水保局花蓮分局提供) 2019.06.18鱉溪養豬場空拍(大為文化提供)

2020.02.26水質水量小平台鱉溪養豬場環保局&農業處現勘

2019環保局開罰68.8萬元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Timolan生態復育

布袋蓮降水溫，根系供菊池氏細鯽棲息產卵，現階段約500幼魚。現階段防治福壽螺，復育原生水生植物白花水龍



• 1. 流域內多為泥岩地質，無法涵蓄水源，一場暴雨

後便流量大增，雨停後三天左右又恢復原有枯水流量。

• 2. 幾乎多為枯水季節：鱉溪除在暴雨後的流量

外(7月及10月)，全年幾乎多為枯水季節，上下游之

流量多低於2.5cms

農田灌溉 VS 生態基流量的問題

吉拉米代部落跳舞場對面停車場旁，攔河堰阻隔了魚類洄游上溯。



鱉溪河川復育方案與行動策略

◼水量復育

→還水於河

短期
(1年內)

訂定自主公約
引水不超過水權量

中期
(1~5年)

攔河堰改善
重新分配灌區

長期
(>5年)

智慧水管理
若無法滿足基流量

◼河相復育

→還石於河

1.確保土砂來源
支流防砂壩移除與改善

2.  重建護甲層
以疏濬泥砂填高河床

3.  河岸粗糙化
移除平滑護岸，或拋塊石

4.  重建河道骨架
改善攔河堰、固床工等

→還地於河

5.  局部放寬河道
若河川廊道不足，考慮堤防開

口退縮、土地容洪等





臺灣河川復育的進程，但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95、96年的鱉溪復育，只提到鱉

102年增加菊池氏細鯽，但與鱉皆為緩流物種

本溪以我為
名，當然就
復育我囉

中華鱉

菊池氏細鯽

我可是瀕危的
鄉土物種呢

日本禿頭鯊 臺東間爬岩鰍

正港保育類動
物，才真正該

復育啦

104年增加二種湍流物種，
並強調洄游魚的需求

指標物種要有
洄游魚啦

單種復育

多種復育

系統復育

圖片來源：鱉溪生活圈手冊(九河局，108年)



資料提供：後山采風工作室張振岳老師

109/07/26
通報毒魚事件

到底該誰管?

要怎麼不會再發生?



台灣各地陸續因氣候變遷極端氣
候關係，降雨量落差大，鱉溪也
因此受影響，旱季農民搶水導致
河川基流量降低，影響河川生態，
因而農法轉型勢在必行。

規劃產業省水創新方案，與花
改場合作試驗鱉溪139號稻米，
作省水試驗。花改場提供技術
指導，邀請在地社區和鱉溪護
溪隊共同參與試驗。

鱉溪創生：還水於河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

用水744度用水360度用水1030度



鱉溪創生：還水於河

1. 2/26花蓮農改場現
地討論操作方式。

2. 3/17 NCDR交流。
3. 3/18 NCDR與花蓮

農改場和社區交流。
4. 4/8東華大學教授經

驗分享。

• 2月整地、裝水錶
• 3/7插秧
• 7/8收割
• 省水稻工班監測，

田間維護管理等，
共計123天。

下半年度

規劃

上半年度規劃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