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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大事紀與各平台對策追蹤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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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在哪裡?

台東池上

台東東河

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花蓮富里

台東成功

界點

1

鱉溪全長 16.91公里
界點以下 9.3公里
流域面積47.96km2

二抱竹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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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地景



2019/01/24
地方說明會 3

說服 or 傾聽
暫停3000萬工程計畫，歸零思考



正式啟動鱉溪流域管理大平台
2019/3/28 公部門X民間團體XNGOX專家學者X在地民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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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目標：「找回鱉溪的生命力」
熱血的工程師們，願和在地居民及各領域的專業者共同努力，

好讓「哈拉」回家…恢復鱉溪的河川生命力~

5

如何成就夢想?

哈拉：阿美族對吸盤魚的通稱
插畫：李政霖



跨域共學、凝聚共識

資訊共享、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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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生態復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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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的系統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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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河爭地

→砍樹、挖石頭、填高灘

→促成堤岸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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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岸水泥化

→能量集中，河床嚴重下切

→石頭流失、棲地消失

→特定堤岸重複受災
石平一號

石平六號
石平六號

石平
二號

石平
七號

富里一號

富里十號

富里十一號

富里十二號

富里六號

石平四號

富里大橋上游堤防

富里十四號

富里七號

富里八號

永豐四號

池豐橋上游
右岸護岸

永豐一號

永豐大橋

池豐橋

蚊仔洞橋

復興橋

富里大橋

富池橋

鱉溪橋

工程受災地點



11
11

三、23座橫向構造物

稍微阻擋下切，卻

→ 阻礙生物與土砂

→ 容易破損、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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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攔河堰截水

河床下切，取不到水，只好…

→堆土堤全面攔水

→建更多構造物

→局部河道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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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游阻砂

中溝女鬼瀑布下游(2001年，張振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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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縱剖面變遷

局部下刷達12m

◼ 1980-1993大幅下切 → 濫墾後水土保持功能恢復

◼ 2000後持續下切→ 與構造物關係密切



15

河相調整方案 水量調整方案

恢復鱉溪生命力的自然解方(四還+近自然工法))

15

【菊池氏細鯽、細斑吻蝦虎復育】 【改善攔河堰-臨時魚道試驗】

還魚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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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地於河

◼削高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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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石於河

讓河床恢復「輸送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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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自然工法

◼ 師法自然

日本岡山市的「曲線斜堰」

穩定溪床的天然固床工 岸邊塊石構成的天然丁壩

◼ 重建溪流的

「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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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工

2002年改善前 2006年洪水後

→安定瀨區

近自然工法：重建河床骨架

上淤
下淘

日本福岡縣岩岳川之分散型落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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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水於河-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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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8日
2020年2月26日

水質水量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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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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水於河-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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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水於河-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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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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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水於河場域，為復興橋下的河川地。
• 2020年試驗用節水的間歇灌溉方式，取

用較少種植水稻。
• 2021年轉作於在地農友的田。
• 現地改為「魚稻(菜)共生」及生態復育的

試驗區，兼具試驗、生態及教育場所。

還水於河-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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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地嘗
試試驗「節水」
方式，九河局
將於近期裝設
3處河川水位、
流速計，未來
農水署花管處
將擇3處取水
口監測引水量。

還水於河-水量



石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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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橋
吉哈拉愛橋

中溝橋

±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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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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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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2019年大事紀

2019年

重要
事件

九河局接
手流域管

理

第一次大
平台會議

治理
藍圖

流域
創生

水質
水量

暫停鱉溪
河川改善
工程

生態
復育

01/24 02/12

成立鱉溪
流域管理
平台

03/28

05/20

第一場鱉溪
流域共學

部落會議討
論鱉溪治理
計畫線

07/23

07/24

環保局裁
罰養豬場

邀請水保
局加入

邀請縣府
農業處加

入

與農田水利
會溝通維持

基流

8月

8月

07/025月

河川日鱉
溪走讀

9月

Timolan

田區生態
池營造

社區自
發搭建
魚梯

九河局開啟
與林管處合作契機

建立大小平台

九河局治理界
點上移，在地
聲音被重視

6月

盤點問題。跨單位
溝通，互助合作

全國河
川日暨
NGO水
圳論壇

10/18

水質被要求改善



石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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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橋
吉哈拉愛橋

中溝橋

±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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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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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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lan

復育菊
池氏細
鯽

02/07

03/02

03/18

2月

4月

削除復興
橋高灘地

11/23

林管處細斑
吻蝦虎復育

池

復興橋
生態池
動工

邀請農
水署加
入

12月

7、8月

09/25 10/07

10月

鱉溪生態
綠網計畫

2020年

重要
事件

治理
藍圖

流域
創生

水質
水量

生態
營造

鱉溪2020年大事紀

發包豐南
堤段改善
工程

鱉溪河川
復育方案
公告

農改場
省水稻
實驗

邀請永豐
社區加入

氰化鉀毒魚、外
來種不當放生放

事件

5月

邀請天賜
糧源加入

穀稻秋聲擺
攤、河川走

讀

人河衝突-環保局水
巡隊建立契機

10/31

還石於河
還地於河

還水於河

還魚於河

極端氣候
久旱不雨 人河衝突-3500公頃

稻田缺水

鱉溪關注指標物種



石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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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橋
吉哈拉愛橋

中溝橋

±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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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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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南堤段、
Timolan

豐南社區認
養

09/25

環保局
輔導成
立水巡
隊

8月

12/2

8

圓規、
燦樹颱
風過境

7月 12月

農試所智
慧間歇灌
溉系統試

驗

與社區討
論鱉溪河
川日

5月

2021年 2022年

重要
事件

治理
藍圖

流域
創生

水質
水量

生態
營造

鱉溪2021-2022年大事紀

林管處
中溝共
融計畫

穀稻秋聲
擺攤推廣
哈拉回家

鱉溪公私協
力獲國家永
續發展獎

因疫情延至2022年辦理

11/06、07

8、9月

農水署預定拆除
復興橋、跳舞廣
橋下攔河堰

10月

魚類共學
製作四代
魚梯

鱉溪米
品牌募
資

社區解說培
力

11-3月

12月

小平台會
議現勘

大雨下考驗還
石於河工程

河川復育綱要，
上游土砂平衡

募資支持守護
河川環境

中溝
營造復育

池

4月

河川棲地保
存及優化行

動
如何讓哈拉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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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川廊道受到橫向、縱向阻隔，導致生物無法進行洄游移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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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鱉溪河道下刷，河床多處出現岩盤裸露，底棲生物棲息困難，魚鱉缺乏食物及產卵場。

4. 占用河川用地情形

平台一河川治理關鍵課題

解決對策

1. 於潭埔堀建設魚梯，發現高鯓鯝魚會利用魚梯上溯。

2. 豐南堤段改善工程拋填塊石重建河床護甲層和增加河岸粗
糙度。

3. 林務局中溝共融計畫針對集水區產砂特性了解，並針對既
有防砂設施規劃優化方案。

4. 農水署盤點其建設11座橫向構造物現況及問題。

5. 2019年擬定河川復育計畫

已完成

課題

待發展

1. 針對魚梯持續改良，並進行生態觀測。(已有四代魚梯)

2. 預計進行還石於河二期，於斷面43-46以塊石拋填的方式重建
河床護甲層。並評估戧台的穩定性，規劃是否進行拆除。

林務局-中溝野溪集水區防砂工程生態共融調整計畫(2022年)

3. 中溝共融計畫建議未來可在中溝進行防砂設施處置（近自然
固床工、護岸）、興建北支流步道（可由社區認養維護）、
過水路面改建為跨橋、南支流旁道路整理。

農水署-鱉溪攔河堰取水設施更新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

4. 農水署預計於112年11月至112年2月以自然工法改建46-A、
24-B兩處壩堤。(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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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養豬場、農業、家庭廢水排放，造成河水惡臭及汙染。

2. 因用水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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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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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二水質水量關鍵課題

解決對策

1. 與農田水利會溝通維持河川基流量。

2. 農水署紀錄各區域水量狀況，發展更細緻的控水策略。

3. 農試所及農改場協助社區進行省水稻試驗，並發展簡易間
歇灌溉措施，節省農業灌溉用水。

4. 環保局對排放廢水之養豬戶開罰後，廢水排放情形改善。

5. 環保局輔導成立水巡隊、護溪隊，對水環境進行巡護以及
自主通報。

已完成

課題

待發展

1. 農業處推動生態給付方案，鼓勵農友採取友善耕作的方式。
並提供生態補貼鼓勵農友營造生態溝、生態池等生物庇護
所。(2022年-2023年)

2. 除原先省水稻試驗田區，持續推廣省水灌溉方案至其他鱉
溪流域田區。

3. 持續培力地方水巡隊、護溪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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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域生物有嚴重人為獵捕壓力。

2. 西部原生入侵種為目前鱉溪的優勢種，排擠其他物種生存。

3. 陸域動植物缺乏調查與監測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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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三生態保育關鍵課題

解決對策

1. 於平台會議上確立五種水域指標物種。

2. 九河局削除Timolan高灘地，整理成對中華鱉較為友善的
緩坡。

3. 於Timolan高灘地和復興橋生態池河岸邊，將外來種植物
移除，並種植原生種濱和植物。

林務局-鱉溪流域生態綠網計畫I

4. 成立外來種移除小組，培力社區自主移除外來種。

5. 於鱉溪流域營造4處菊池氏細鯽保種復育區。

6. 調查細斑吻鰕虎棲地環境因子與共伴生物。

已完成

課題

待發展

林務局-鱉溪流域生態綠網計畫II

1. 預計新增2 處示範田區復育菊池氏細鯽，並使其與溪流水
圳或灌溉渠道相連通。

2. 建立中華鱉公民科學調查方法，並輔導社區自主監測，以
了解中華鱉的分布情形及族群概況。完成資料蒐集後，評
估是否進行封溪護魚。

3. 2023年調查流域日本瓢鰭鰕虎的族群數量，釐清洄游路徑
議題。2024年規劃日本瓢鰭鰕虎的復育策略和設計魚梯來
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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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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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區在地組織及團體，推動為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

3. 在地社區缺乏鱉溪流域工程、公部門計劃等相關資訊及參與規劃。

平台四流域創生關鍵課題

解決對策

1. 推動鱉溪米募資，發展社區自主財源，堅持保護生態的工
作方式

2. 創立臉書不公開社團，跨單位、民間共享資訊。內容包含
各單位投入執行研究計畫、自然資源調查、工程施工點等。
社團成員也可即時在社團進行交流。

3. 辦理地方共學課程，單位與社區共學成長、凝聚共識、共
同行動及共享成果。

4. 於工程規劃、建設階段，辦理地方說明會、共識會，蒐集
地方意見、擬聚地方共識。

已完成

課題

待發展

1. 規劃每年鱉溪日河川系列活動，以實際互動觸發更多社區
居民或帶動遊客關心鱉溪。

2. 2022年依舊發生農業處豐南村農水路改善工程影響流域生
態、未與在地溝通的情形，顯示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層面
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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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2022-2023年開啟鱉溪2.0
「生態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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