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四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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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水利署

辮狀河
沖積河谷
小規模擺蕩
產砂量大
偶爾會斷流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楊佳寧博士提供



鱉溪流域的人文歷史與水稻田文化

鹽桑寮墾區

無毛山墾區

頂埔墾區

復興墾區

豐南墾區

■清代墾區(1875-1895)
■清末-日治墾區(1895-
1930)
■日治-民國墾區(1930-
1960)

臭水溝墾區

後山采豐工作室張振岳老師提供





民國68年

民國100年池豐橋向下游



2019年池豐橋上游

1960年池豐橋上游
河道內像施工。



1960s豐南社區村民興建堤防

2015.02



鱉溪的前世與今生



綠廊節點模擬

圖

社區綠廊道

模擬圖

瞭望平台模

擬圖

社區節點模

擬圖

觀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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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年農村河岸景觀規劃

9



108/01/24…
地方說明會 10

說服 or 傾聽
暫停3000萬工程計畫，歸零思考



鱉溪復育前面走了15年漫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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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啟動鱉溪流域管理大平台
108/3/28 公部門X民間團體XNGOX專家學者X在地民眾 13



跨域共學、凝聚共識

資訊共享、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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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分工、執行列管

進度說明、成果分享
提出討論

議題

議題

議題

發現、蒐集、盤點

大平台
會議

跨單位凝聚共識、
對策商討、協調分工

→討論訂出小平台

召集單位、組員
資源盤點、解決課題

流域管理平台執行模式
小平台一

小平台二

小平台四

小平台三



鱉溪流域：各單位關注議題
類別 單位名稱 關注重點

公家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河川整治、自然生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山坡地水土保持、上游河川工程、地質公園、里山倡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野溪治理工程、農村再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有機農業研究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畜牧養殖、封溪護魚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教育發展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文化、傳統領域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水污染防治、河川巡守
花蓮縣文化局 文化景觀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部落旅遊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鄉鎮建設與維護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農業發展、品牌行銷
台灣花蓮農田水利會 農業水利設施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 民生用水

民間團體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社區發展協會
整體發展、自然生態在地文化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整體發展、自然生態、在地文化

花蓮縣富里鄉吉拉米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 整體發展、自然生態、部落文化

後山采風工作室 鱉溪整體發展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 文化景觀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自然生態、整體發展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自然生態、整體發展

NGO組
織

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 環境議題、公民參與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河川治理與環境發展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河川治理、環境教育

學術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李光中教授 里山倡議、地質公園

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_胡通哲老師研究室 河川治理、魚道研究

鱉溪護溪隊/省
水田區試驗班

Timolan 左岸生態共治
園區籌備委員會



鱉溪流域關鍵課題：

項目 鱉溪流域關鍵課題

水域生態

河川廊道受到橫向、縱向阻隔，導致生物無法利用河川進行洄游或移動。
因長年河川整治，導致溪流棲地多樣性不足，堤防缺乏濱溪植被帶，缺乏棲地營造思維。
河川基流量不足，造成部分河道乾涸斷流，阻斷魚類洄游通道。
鱉溪河道下刷，河床多處出現岩盤裸露，底棲生物的蝦蟹昆蟲無法在此棲息，魚類缺乏食
物及產卵場，鱉缺乏食物來源。
水稻田田埂水泥化及水稻栽培慣用農法有農藥及除草劑、有機栽培亦使用苦茶粕，對水域
生物產生傷害。
西部原生入侵種為目前鱉溪的優勢種，排擠其他物種生存。
水域生物（如鱉）有嚴重人為獵捕壓力。

陸域生態 陸域動植物缺乏調查與監測資料。

水量
因農業、工業、家庭用水需求，導致河川基流量不足，溪床轉變為伏流或部分河道斷流，
亦有水量不足造成河川優養化嚴重的狀況。

河川地貌
河川工程導致造成河床原有之大石塊被敲破，降低河川緩衝洪水衝擊能力，河川下刷情形
嚴重。
珍貴的地質景觀未納入保護或特殊區位，使工程等相關單位避開核心地區。

水質
養豬場廢水排放，造成河水惡臭及汙染。
農業、家庭廢水排放造成河水汙染。

在地文化
捕魚祭文化與河川息息相關，卻因河川工程興建反而無法親水，亦導致文化發展受阻。同
時針對鱉溪生態缺乏相關環境教育課程培力。

土地使用 有占用河川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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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跨域共學
108/5/20 河川營造及水環境民眾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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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局花蓮分局、林務局花蓮林管
處、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富里鄉公所、
花蓮縣文化局。

✓ 辦理日期：

第一場：108年9月4日(第九河川局)

第二場：109年6月16日（豐南活動中心）

第三場：109年12月7日（鱉溪流域現勘）

第四場：110年10月25日（第九河川局）

第五場：111年6月8日（第九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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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育目標

…也反映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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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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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內大石頭周遭常有高身鯝魚啃食石上藻苔被部落稱為「水中螢火蟲」



部落會議討論鱉溪治理計畫線
108/7/24 共識:界點上移與林班地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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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及環境討論流程

發現環境異常！

居民陳情、保
全對象遭移除、
施工便道過大、
動物暴斃、其
他生物或環境

異常。

通報工地負責人
張增海 0932-651710

執行異常狀況處理

生態檢核團隊協助紀錄事
件始末提交備查

通報在地協力小組

• 在地窗口：
陳金福 0910-001243
王晉英 0937-579429

• 生態檢核團隊窗口：
魏嘉儀 0939-370439
張簡新卉 0938-807302

通報第九河川局
林政瑜 03-832-5104

啟動執行，至現場釐清
異常狀況發生原因，拍

攝細部照片回報

異常狀況應變小組
• 釐清事由
• 顧問諮詢
• 處理對策、調整評估
• 即時人力調度

檢討與改進

任何環境生態即時討論：

魚類需移置、保全樹木需修
剪、天然石塊調整……

啟動執行





深潭
鱸鰻

何氏棘魞（更仔）

高身白甲魚（高身鯝魚）



濱溪植被帶

食蟹獴

水柳

鱉

番鵑



工程範圍關鍵物種：水陸域交界

中華鱉

IUCN：易危物種

食蟹獴

保育類：Ⅲ級

偏好棲息臨近溪流
之緩坡，由泥、沙
或礫石組成之自然
灘地。灘地需具備
連續且有躲藏功能
的濱溪植被帶。

1. 保留現有之自然緩坡棲地

2. 保留現有之連續濱溪植被帶

3. 早期因人為利用而堆高之陡峭灘
地，優化為自然緩坡還地於河

！本案關注！



濱溪植被帶（樹冠層）

鱉

小啄木

大冠鷲

白鼻心

朱鸝



◼ 濱溪關鍵喬木保全：總計9棵

Timolan高灘地臨水側8棵

編號1.芒果 編號5.椰子編號4.水柳 編號7.水柳 編號8.水柳

編號2.椰子 編號3.椰子
編號6.水柳



◼ 天然塊石保留

直徑超過三公尺以上大石
原地保留，不另標記

直徑三公尺以下石塊特別圈繞標記

任何調整異動，都
需要和生態檢核或
在地協力團隊討論
喔～

移除、
移動、
打碎、
破壞。



 級配混泥量越
低越不易造成
水質混濁。確
認料源確保低
含泥量再使用。

自然現象：
利吉混同層自然崩落形成之水色

利吉混同層主要以灰色泥岩為基質，夾雜許多種類繁多而大小不一的
外來岩塊，為大陸邊緣沉積物及海洋地殼蛇綠岩系岩石碰撞所產生。

✓料源低含泥 ✓緩慢施作
✓由岸側往河心
✓分批施作

✓人員隨時注意
✓每週一次濁度監測

 施工便道邊緩
慢填入級配邊
排水方式進行。

 由河岸向河中
央施作。

 主要施工區域
拋填塊石細緻
處理，緩慢拋
填避免一次填
滿，降低大量
底質被擾動水
質混濁狀況。

 施工團隊隨時
留意水質狀況

 生態檢核團隊
每週進行一次
濁度監測，當
日施工前中後
各紀錄1次。

◼ 水質保護



◼ 魚類保護

• 施工前，結合在地協力平台成員、鱉溪護溪隊成員，協力
進行首波魚類移置。



✓緩慢施作
✓由岸側往河心
✓分批施作

✓人員隨時注意通報
✓有魚類受困立即回報
✓魚類移置救援待命
✓利用工程施作間隙檢查

✓留意封閉淺水灘
✓留意封閉石頭間隙

✓啟動魚類移置
✓原生種魚類移置工區上
游深潭

✓紀錄種類數量

魚類保護



高身白甲魚

工程範圍關鍵物種：水域

IUCN：瀕危物種
臺灣淡水魚紅皮書：受脅物種

喜歡生活在乾淨湍急的水域中，多藏身在
溪流中上游的激流或深潭處。當繁殖季節
來臨，會沿溪上溯尋找適合產卵的環境。

1. 保留流動型深潭環境

2. 確保溪流上溯廊道暢通

！本案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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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構造物改善方案

構造物 現況高程(m)* 目標高程(m) 移除或改造方案

02-A攔河堰 220.27(220.27) 220.3 改造為曲線斜堰

06-A保護工 223.93 224.2 改造為安定瀨區

14-A攔河堰 231.48(233.55) 233.0 改造為曲線斜堰

15-A過水橋 235.27 235.3 (橋面237) 配合還地於河，改造為沉下橋

18-A抬水堰 237.81 237.8 移除，下游營造安定瀨區

20-A攔河堰 240.87(240.37) 241.1 改造為曲線斜堰

23-A過水橋 246.09 244.5 (橋面246.2) 配合還地於河，改造為沉下橋

24-A攔河堰 247.47(247.47) 247.7 改造為曲線斜堰

25-A固床工 248.52 248.5 移除

25-B固床工 248.76 248.7 移除

25-C固床工 247.35 248.9 移除

26-A固床工 246.09 249.2 移除，上游營造安定瀨區

29-A攔河堰 256.67(256.67) 255.9 移除(斷28下游潭區無堰引水)

30-A攔河堰 259.44(259.44) 258.8 移除(潭區無堰引水)

37-A固床工 267.5 267.7 移除

37-B保護工 268.53 268.7 改造為安定瀨區

42-A固床工 275.54 278.1 移除

42-B固床工 276.6 278.4 移除

42-C攔河堰 279.28 279.5 改造為曲線斜堰

46-A固床工 288.27 289.5 改造為全斷面魚道，取代46-B

46-B攔河堰 291.53 290.0 配合河床填高，移至下游46-A

46-C固床工 291.30 290.0 移除，恢復自然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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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方案(1年內展開)

1. 河川公地收回

→ 削灘前收回即可

2. 河川區域線變更

直接調整河段：12-16右、22左、

29-30右、32-34右、36-37右、

44-45左

協商換地後調整：8左、22-25右

3. 近自然工法教育訓練

設計、施工人員

• 全斷面魚道堰

• 曲線斜堰

• 瀨區營造

• 砌石丁壩

• 植生護岸

4. 池豐橋上游復育(2年)

圖例

歷史廊道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私有地

公有地

還地於河線

鱉溪橋

富池橋

富里大
橋

復興橋

蚊子洞橋

永豐大橋

池豐大橋

1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47

鐵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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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高灘

判斷削灘位置：

1. Q2溢淹範圍內寬深比

未達理想範圍

2. 填高河床後，Q50溢淹

範圍未接近用地範圍線

3. 填高河床後，Q200溢

淹範圍未達還地於河線

4. 不接近歷史廊道邊緣

5. 不接近橋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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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灘方案

1. 營造濱水帶

• 平水位之上，1:10削至

原地面

• 不得超出紅線

2. 營造河畔林

• 河床填高後，自Q2水位，

以1:10以下緩坡，整地

至紅線

3. 調整堤岸構造物

• 減少土堤、田間道路等

構造物阻隔

斷面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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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署花蓮處

◼2-A攔河堰改建為曲線斜堰

◼配合池豐橋上游改善工程

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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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

◼42-C攔河堰改建為曲線斜堰

◼37-B保護工改造為安定瀨區

第三年：

◼29-A攔河堰移除

◼30-A攔河堰改建為兩側取水的上下

堰結構

◼24-A攔河堰改建為曲線斜堰

第五年：

◼20-A及14-A攔河堰改造為曲線斜堰

第六年： 3

4

5

67

1,2

2

短期

中期

長期

6-A保護工

37-B保護工

◼6-A保護工改造為安定瀨區

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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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花蓮林管處

◼中溝上游防砂設施改善

(中溝瀑布、女鬼瀑布上游，

點位A~D)

第一、二年：



豐年祭舞場

豐南社區
(吉拉米代)

46-B
攔河堰

42-C
攔河堰

特定河段復育規劃

吉拉米代河段
1. 河床填高、河岸粗糙化

2. 46-B攔河堰避開天然潭區，以近自然工

法改建，設全斷面魚道(連續石梁工)

3. 重建河道骨架(瀨區石組)

4. 混凝土護岸、戧台移除，河岸後退

5. 攻擊岸設短丁壩或基腳保護工

潭區

瀨區營造

丁壩

全斷面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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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方案：池豐橋上游復育

270

280

290

300

310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高
程

(m
)

河心累距(m)

現有構造物

2017年

目標床面

46-B攔河堰移除

•位於天然潭區，本為重要棲地

•壩體最高(4.74m)，造成水域重大阻隔

•獲得約400m3混凝土殘塊，可作下游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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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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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潭埔堀攔河堰第一代臨時魚道試驗

五月逢連日豪雨，臨時性魚道現已沖毀
52

現場討論魚梯改善方案

觀察石賓利用魚道上溯



九月第二代臨時性魚道於颱風後再次復建 53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臨時魚道

改良為「I」字形，減少
魚梯銜接處部分水量大
小流速不穩等問題，並
由45公分加寬一倍，將
近1公尺

第一版魚道
其魚道粗糙簡易，階梯
間隙不完善；於５月因
豪雨沖毀。

魚梯共學課程，提供魚
梯構造基礎原理及在地
魚種特性，在魚道設計
成「之（Ｚ）」

彌補因枯水期水位下降後，
魚道修補與加長，水生物
種利用魚道的可能性，並
增加觀察網修繕

108年4月 108年9月 109年9月 109年11
月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Timolan生態復育

浮萍降水溫，布袋蓮根系供菊池氏細鯽棲息產卵，
3月野放13隻種魚，現階段復育池內約千隻幼魚。

現階段防治福壽螺，禁止放
生並復育原生水生植物白花
水龍

結合林管處花蓮國土生態綠色
網絡建置-鱉溪生態綠網計，場
域作為「細斑吻蝦虎」復育區



河川生態
復育營造試驗

復興橋下生態池

109年間，將環境做更完整營造，提出營造
復興橋生態池，並搭配移除外來種、種植原
生護岸植物，未來將朝向營造環狀生態廊道
之目標前進。



110年9、10月臺灣分別面臨璨樹、圓規兩個颱風，豐南堤段還石於

河工程，終於迎來大自然考驗。這次平台分享還石於河工程現況及

各單位分享依<河川復育綱要計畫＞，於鱉溪共同合作現況，總計

15個單位參加，20人與會。

本次小平台會議聚焦討論、對齊資源，以「未來鱉溪引水設
施改善」、「既有設施友善環境改善」，決議如下
1. 農水署花蓮管理處到鱉溪勘查橫向構造物，依河川復育

綱要計畫建議最下游第一支攔河堰可以先拆除，但評估
對農友引水的影響較大。再請農水署花管處選定一處較
不影響農友灌溉之攔河堰，試作拆除。

2. 灌溉溝渠需排水暢通，淤積整理與及生態間的平衡，未
來可以考量農委會林務局與縣市政府合作，已有機友善
基礎下，做生態溝有生態補貼，讓枯水期及曬田的狀況
提供生物一些庇護所。此課題也可以安排共學課程，可
參觀台東新設計的富南圳及池上圳，讓平台成員有更多
機會了解。

3. 富里鄉公所未來工程設計，像是過水橋等，在規劃設計
階段，有初步結果可提到小平台一進行討論。

小平台一、
11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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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水署花蓮管理處（109年加入）

✓ 召集人(私)：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富里鄉永豐社區發展協會

✓ 組員：第九河川局、花蓮縣環保局、林務局花
蓮林區管理處、花蓮區農改場(節水技術) 。

✓ 辦理日期：

第一場：108年10月08日（農業處-豐南活動中心）

第二場：109年02月26日（農業處-財群畜牧場）

第三場：110年12月16日（農水署-土地公廟）

◼ 111年正式成立水巡守隊

小平台二、水質水量小平台



2019.05.25鱉溪大雨後畜牧排泄物沈澱於池豐橋緩流區

2019.06.26鱉溪上游畜牧場沼渣沼液排放至鄰田

鱉溪上游畜牧場排放廢水

數十年來困擾地方居民



水質水量小平台
小平台二、

108年10月8日



水質水量小平台
小平台二、

109年02月26日







109年鱉溪流域發生
至少兩起毒魚事件



除了水質，水量也迫在眉睫



109年產業省水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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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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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

AB兩塊節水田，與C區相比，省下50%用水量
實際執行後，在地夥伴也發現其他變因，如土質不同，A區
砂質比例較高，C區黑泥土比例較高，保水性為C>B>A，
假設土質均為黑泥土情況下，推測AB兩區省水量應更多。



台梗4號香米
7/8收割，產量為770公斤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

12/7，小平台會議中。至現地討論復興橋下
私有2分田，試驗自動化水分管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早熟稉稻
智能生產資料庫建置」計畫，期望能與九河
局、永豐社區發展協會一同合作，



110年在地嘗試試驗「節水」
方式，未來農水署加入後，有
更大耕作面積可以更細緻控水



110河川生態
復育營造試驗

鱉溪試辦早熟稉稻智能生產資料庫建置

⚫ 時間：一年2期稻作（約估300日曆天）
⚫ 稻作：第一期高雄147號；第二期高雄139號
⚫ 地點：富里永豐村復興橋段上游，王順和先

生私田，約兩分地

種植期間7月19日插秧，11月4日收割，
第二期稻作為109個日曆天

11月8日寄送相關樣品至農委會農業試
驗所，需30日曆天檢測才有研究數據



實驗歷程與建議

110河川生態
復育營造試驗

鱉溪試辦早熟稉稻智能生產資料庫建置

① 109年嘗試期：安裝水表及開關水閥方式，農友巡
田巡水，初步試驗成效不錯給予農友信心。

② 110年科技輔助現況：
• 現階段鱉溪一帶操作不太合適，主因地形非灌

溉平原，加上引水溝渠水量不穩
• 其二在地種植均為有機稻作，巡田人力除草，

智慧灌溉系統可能較適用於一般慣行，省時有
感。

 研究者與使用者如需達到平衡，鱉溪河川與灌溉況
狀可考量109年簡易間歇灌溉設施，農友接受度會
更大且操作度不複雜也容易推廣。

種田好輕鬆截圖畫面



水質水量小平台
小平台二、

110年12月16日

1. 在瑞舞丹大戲院辦理水資源共學

2. 前往池上卑南溪上游現勘魚梯設施

3. 鱉溪攔河堰引水設施討論

4. 土地公廟與農水署討論取水與水資源管理



鱉溪水變乾淨了，社區也組成水巡守隊持續關心

鱉
溪
水
巡
守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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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生物討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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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采風工作室

✓ 組員：花蓮縣政府農業處、鱉溪護溪隊、
林試所、水規所、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
會、環保聯盟花蓮分會。

✓ 辦理日期：
第一、二場：108年10月7日、11月20日

第三場：109年11月7日

第四場：110年4月30日

第五場：111年1月26日

第六場：111年4月13日

小平台三、



菊池氏細鯽

台東間爬岩鰍

細斑吻鰕虎

日本禿頭鯊

民國70年前鱉溪原生常見原生種魚類

圖片來源:花蓮縣水產培育所、彩色魚水族、台灣國家公園網、綠意湧現部落格

羅漢魚



粗首鱲（溪哥）

明潭吻鰕虎

線鱧（泰國鱧）

台灣石賓

現今鱉溪常見外來種魚類

圖片來源:花蓮縣水產培育所、溪釣戰斧部落格、台灣國家公園網、綠意湧現部落格

吉利慈鯛



小平台三、鱉溪物種保育及棲地復育

（地質公園）

預計對臭水溝溪做細緻的環境因子收集，並調查其他共伴生
物組成並進行分析，期能作為未來保育之用。

1 1
109年

場

110年 111年

場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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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22 場



109年第一次小平台會議(109.10.20)

• 邀請各單位分享其執行生態檢核與
調查的成果

• 回顧回顧108年小平台決議事項，
邀請大家給予本案執行上的建議

• 會議決議建議能力內增加台東間爬
岩鰍調查

81



110年第二次小平台會議(110.4.30)

• 聚焦於農田生產如何與菊池氏細鯽
共存

• 邀請專家學者分享觀察、研究和實
作經驗

• 會議結論概述：

- 參考其他地方復育區，推動後
續工作

- 復興橋復育區的環境改善方向

82



111年第三次小平台會議(111.1.26)

• 聚焦於中華鱉的棲地現況與未來復
育方向

• 邀請水規所莊明德博士，分享研究
成果與現勘

• 會議結論概述：

- 擴大盤點以中華鱉為指標的生態環境
系統區域

- 透過水巡隊回報監測中華鱉族群狀態

- 依回報資訊，構思增加族群量的方式
與提升環境教育覺知的具體作為

- 封溪護魚推動不易，建議完成資料蒐
集，了解族群面臨問題後，再決定是
否推動

83



111年第四次小平台會議(111.4.13)

• 分享鱉溪流域細斑吻鰕虎族群分布，
及討論棲地保存及優化行動

• 討論日本禿頭鯊人為移置行動

84

• 會議結論概述 (細斑吻鰕虎) :

- 改善細斑吻鰕虎棲地環境，除去不
必要的工程，以及除去前後能夠控
制住的外來入侵種

- 取水設施造成棲地破碎化，且易形
成外來種便道，邀請相關單位及在
地協助

- 對細斑吻鰕虎的了解不多，未來會
爭取研究單位協助其生活史研究

- 如有機會也會積極進行保種計畫或
進行後續培育



111年第四次小平台會議(111.4.13)

• 分享鱉溪流域細斑吻鰕虎族群分布，
及討論棲地保存及優化行動

• 討論日本禿頭鯊人為移置行動

85

• 會議結論概述 (日本禿頭鯊) :

- 以秀姑巒溪為軸帶，希望能回復洄
游性鰕虎上溯廊道的暢通，藉由放
流行動作為宣示，以此做為起點，
未來也會繼續針對各河段進行討論

- 以全河段方向進行思考，如無法進
行全河段放流，則可以示範型區域
施做，並搭配相關配套如事先勘查、
放流物種標定、後續監測及維護管
理，待條件成熟再來執行



流域創生、地方創生、農村再生

1. 在地文化發展（搭配工程規劃）。

2. 地方創生。

• 小平台主題：地方創生、農村再生

• 小平台成員：

✓ 召集人(公)：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 召集人(私)：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司

✓ 組員：富里鄉公所、花蓮縣文化局、
花蓮林區管理處、縱管處、富里鄉農
會、原民行政處、部落代表等。

小平台四、



(四)河川
推廣活動

鱉溪日暨河川走讀

擬辦「鱉溪日」，於榖稻秋聲活動前一天，將系列活動串聯，統整社區人力，
可結合代收代付遊程。



110年5月-9月疫情嚴峻，三級警戒狀況與疫苗未普及狀況下，期望募資型活動暨
「鱉溪日」延期明年擴大辦理。11/5辦理鱉溪走讀活動40人次參與。

各單位共同討論，多方研擬溝通後，預擬辦「鱉溪日」，榖稻秋聲活動前一天，將
系列活動串聯，統整社區人力，加入全促會及集資平台等資源，發展鱉溪日活動。



(四)河川
推廣活動

鱉溪大型活動擺攤 1. 時間：2021年11月6-7日(六日)

2. 擺攤主軸＜哈拉回家＞

3. 兩天超過1000人次參訪、玩鱉
溪大富翁遊戲家庭超過100人次。

「情境式互動」，模擬大富翁及情境
式互動，讓參加者角色扮演(哈拉、鱸
鰻、中華鱉)，從鱉溪下游一起上溯回
到吉哈拉艾，寓教於樂方式推廣鱉溪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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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

鱉溪集水區範圍

水系

I2 火車站

台鐵

省道

村里界

界點
第九河川局：

鱉溪地方參與環境營造行動

108年

第九河川局 x 花蓮林管處

河川治理界點上移，吉拉米代部落會議

第九河川局：打造臨時魚梯

花蓮縣環保局：

針對鱉溪上游養豬場暗管污染源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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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

鱉溪集水區範圍

水系

I2 火車站

台鐵

省道

村里界

界點
第九河川局：

復育菊池氏細鯽

109年

第九河川局：

豐南堤段還石於河工程

第九河川局x 永豐社區：

打造第二三代臨時魚梯

第九河川局 x 永豐社區

復興橋省水稻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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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

鱉溪集水區範圍

水系

I2 火車站

台鐵

省道

村里界

界點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110-111年

中溝野溪集水區防砂工程生態共

融調整計畫

第九河川局：

109年鱉溪豐南堤段短期示範區規劃

農水署花蓮管理處：

110年水圳測水流量

攔河堰評估調整為曲線斜堰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鱉溪吉哈拉艾固床工議題共學

110年



3年期間相關溝通次累積數超過百
次（106次）

1. 平台會議：大小平台、會前會行
政會議，超過36次。

2. 在地溝通：公私溝通、社區部落、
商家等，合計超過40次。

3. 計畫整合：不同機關工程、河川
復育等溝通合作，超過30次。

110年：本計畫18場活動
6次現勘與水利署參訪/督導
3次審查、3次工作會議
加總30次，活動參與及協力

108-110年流域管理公私協力

110年流域管理公私協力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推動要點





鱉溪2.0「生態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