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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 

（一）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成果概要 

1.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依據「臺中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委託技術服務」計畫內

容，將臺中水環境藍圖分為三大核心及六大分區，其三大核心區將以中部

都會核心、山城川圳核心及雙港海岸核心空間新布局，並依照各行政區之

機能，將其區分為都會水文育活區、城鄉水岸門戶區、花都水圳轉型區、

原鄉山川保育區、雙港河海觀光區、樂農河口慢活區等 6 大策略分區，策

略分區劃設如圖 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 臺中市三大核心六大策略分區劃設示意圖 

2.分區規劃願景 

大智排水位於中部都會核心之都會水文育活區，其核心及分區說明如

下。 

（1）中部都會核心 

核心目標：都會生活環教場域與生態廊道營造。 

中部都會核心位於臺中盆地，為臺中市都心地帶，區域內包含臺中舊

轄市區及烏日、大里、太平及霧峰等行政區，為臺中市主要的建成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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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水系分布以舊轄市區內東側頭嵙淺山分流的都會排水為主，西側以大

肚淺山台地為界，南側主要以烏溪水系流域發展支流，構成中部都會核心

區域；本區人口稠密，佔臺中市總人口二分之一以上，為此後續將聚焦於

水質淨化及都會排水環境改善營造為主。 

1.1 都會水文育活區－大都心(舊轄市) 

定位｜新好生活、水育文化 

此區塊位於臺中舊轄市行政區，以頭嵙淺山流域的東西向都會排水

主要包括：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潮港溪及惠來溪等流經密集市

區中心的排水溝渠，其中綠川、柳川、梅川及麻園頭溪四條河流，更因日

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仿照京都整頓，因故擁有豐富的近代水文文化特色；而

東西兩側由筏子溪與旱溪(及旱溪排水)兩條烏溪支流所圍塑的主要流域，

除了劃分都市水域的主體空間外，亦做為都市邊界連結與生態邊緣通廊

的功能；區內東西向的都會水域結合公園綠地形成的都會環線(臺中之

心)，並配合臺中市新好生活的政策目標，除奠基生物通廊與都市微氣候

的自然調節外，亦融入水文化環境教育與生活藍綠的公共開放場域。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 都會水文育活區發展目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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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水文育活區範圍將依照河系水域以及都市人文發展等對應關係，

拆分為「水岸廊道」、「都會水域」、「藍帶縫合」三個區域探討，大智

排水主要位於「都會水域」區域，其說明如下。 

A.都會水域： 

a.環境特性 

都會水文化環境教育場域，藍帶生活文化，與都市綠環系統整合。主要本

區域之河流、河川及排水集水區等皆穿插於都市發展核心內，與早期都市

發展與現今都市生活型態息息相關。而早期為了水安全，將區域內河川皆

以三面光的混凝土牆作為其排水樣貌，導致其區內流域成為都市發展的

切割線、都市生活的隔離帶，近年都市發展以成熟穩健的型態提升，漸轉

向應以都市與自然結合的生活環境，重視都會生活與藍綠帶系統的結合，

與自然生態永續共生，藉此打開水岸環境與都市生活整合成為都會水域。 

b.重點流域(如圖 3所示) 

⚫ 旱溪排水、大智排水 

定位：都會排水轉型逐漸成為市區親水友善教育環境空間 

旱溪排水系統，早期為農田灌溉水源支流之一，目前則大多做為都市排水

系統使用。近年因歷經水質處理以及鳥竹圍公園(滯洪池)、康橋水岸公園

及旱溪排水水利園區等水岸環境建設發展，逐步成為都會水域生活圈。將

大智排水區排周邊水環境進行整理，以水域為藍帶骨幹，連結周圍綠地、

破碎棲地，連結並擴大稠密都會空間之藍綠基盤，構建都會空間微風廊，

疏散都會熱島效應，行塑水域空間，周邊十分鐘步行生活漫步空間與臺中

之心綠色環圈形成鏈結，成為該區藍綠代表生活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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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 水育文化區都會水域藍圖願景圖 

（二）本次提報位置及範圍 

大智排水是屬於臺中市直轄市管區域排水（如圖 4所示），全長大約

有 1.56 公里，排水集水區東西最寬為 1.3 公里，南北最長為 2.6 公里，

集水面積約 2.24 平方公里，排水流向由東北向西南流經大智新橋後匯入

旱溪排水，地勢由東北向西南傾斜，標高介於 51 至 83.5 公尺，平均坡度

約 1/102左右，平均渠寬 22m，排水形態屬於高地排水，匯流處不受旱溪

排水洪水位影響，其權責起點為與旱溪排水匯流處，權責終點為建成路，

上游銜接雨水下水道，橫跨臺中市三個行政區域東區、南區及大里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水利局已於 111年辦理「大智排水水環

境改善整體計畫（第一期）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以下簡稱第一期計

畫）進行河川環境營造改善，為了整體性改善大智排水周邊水環境空間，

且延續第一期計畫構想，本府研議提報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

（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東區及大里區交界，自喬城

一橋至仁和路，往南銜接第一期計畫範圍，往北則銜接東光園道，延續第

一期計畫規劃設計營造，待本河段整治後即可將大智排水沿線的藍綠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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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空間串聯，成為都市中親水友善教育的環境空間。本計畫範圍亦與臺中

市都發局「台中市城南之心計畫」範圍重疊相互加值，並且透過「引風、

增綠、留藍」三個策略，為城市減碳降溫，未來可透過台中市城南之心計

畫串聯臺中市東南地區重要的綠地空間，藉由大智排水整體性水環境改

善營造水域環境及降低熱島效應，成為臺中市東南地區重要的水岸文化

新地標。 

本計畫構想將採 NBS 概念及承洪調適等概念營造河道生態棲地，在

水防安全原則下，減量結構堤防，透過還地於河的方式，增加都市防洪韌

性之滯洪空間，讓公園綠地的生態廊道延續至水岸空間，成為都市中人水

共存的場域，保留現地河道旁的喬木營造河中生態島的棲地，並且營造河

道蜿蜒性及水域複層植栽種植等棲地營造手法，在都市中創造出生態棲

地的可能性。 

另外，在大智排水沿線上尋找水文化場域導入環境教育解說的空間，

解說大智排水歷史與人文特色，引導地方居民對於水文化參與及認同，強

化周邊居民、遊客與河岸的連結關係，配合周邊東光園道、仁和公園、大

智公園及東峰公園等綠地串聯空間，縫合鄰里的生活場域與藍綠帶生態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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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智排水(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水環境改善計畫位置 

 

圖 5 大智排水(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水環境改善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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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欲提案內容屬分區規劃願景之都會水文育活區，有助於推動臺

中市「引風、增綠、留藍」三個策略，為城市減碳降溫，藉由大智排水整

體性水環境改善帶走城市中的熱氣，營造市民親水近水之水文化場域，沿

線有百年舊吊橋橋墩、湧泉洗衣及親水空間等文化資產及景點，未來將大

智排水提升整體環境品質，並以點、線、面之規劃方式逐年改善，運用既

有水岸與環境關係，以縫合、結合方式提升河川整治層次，融合地方特色

成為臺中市東南地區重要的水岸文化新地標。 

 

二、 基地現況環境概述 

大智排水涵蓋行政區包括臺中市東區、大里區及南區。河道沿線既有水利

設施包括混凝土式護岸、蛇籠護岸及箱涵等，目前水岸環境與周邊空間關係互

不相干，尤其與下游旱溪康橋河岸計畫相比，其南北岸的景觀落差造成大智排

水成為環境空間的斷點。為改善大智排水與周邊整體環境，增加河岸休憩與生

態功能，本府透過既有綠化堤防之整合，將周邊動線導入水岸環境，營造休憩、

綠帶之水環境空間，形塑景觀藍綠帶結合空間，成為民眾休憩及帶動經濟的觀

光熱點。 

（一）環境現況  

1.鄰近重要景點 

計畫之周邊區域景觀遊憩資源分布，如圖 6 所示。另將其鄰近遊憩景

點分為公園綠地、歷史資源、自行車道及特色景點類別，說明如下： 

(1) 公園綠地：大智公園、東峰公園、鳥竹圍公園、康橋水岸公園、積善

公園、藍花楹公園、健康公園、臺中之心園道等。 

(2) 歷史資源：南門吊橋橋墩舊橋址。 

(3) 自行車道：臺中之心自行車道(東光園道-興大園道段)。東光園道-大

智公園-東峰公園-中興大學-興大園道-健康公園。 

2.特色景點 

(1) 大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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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公園內種植數十棵的風鈴木，於每年三、四月盛開，，成為每年

熱門賞花景點，公園內設施新設造型磨石子滑梯遊具及人工草皮遊

戲區，成為在地重要的公園之一。 

(2) 東峰公園 

台中東區東峰公園又名 228 紀念公園，面積 6.4 公頃，有一座相當

壯觀的 228 紀念碑，紀念碑前方有大廣場，曾在這裡舉辦 228 和平紀

念追思會，公園內有多條健走步道和健康步道、磨石子溜滑梯的兒童

遊戲區、體健訓練場，設施完善，綠意盎然，是民眾休閒運動的好去

處。 

(3) 臺中之心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路網 

臺中市政府推動「臺中之心」計畫，改善既有人行、自行車道環境，

以「翡翠項鍊」概念，串起草悟道、育德園道、東光園道、興大園道、

興進園道、美術園道、忠明園道等 7條園道及 7 座公園，總長約 17.2

公里，目前已陸續完工。此計畫以人為本連通綠園道、人行、自行車

道形成完整網絡，改善街角出入口，將人行及自行車分流，提供順暢

通行品質，並打造完善舒適的自行車騎乘環境，也善用景觀手法營造

簡約、美觀的道路景觀及人行環境，並兼顧節能減碳，建構城市慢活

空間。大智排水往北可經由東峰公園、興大園道段與臺中之心交會。 

(4) 南門橋百年橋墩 

南門橋歷史最早追溯到日據時代，當時日本人是興建吊橋，原本吊橋

的橋墩，如今依舊仍矗立在溪邊。橋下有一湧泉，因地底下終年源源

不絕的泉水湧現，附近婦女多來此處洗衣，形成熱鬧的聚集地， 南

門橋下洗衣在現代的都市已難得一見。橋下甚至有民眾在此垂釣，清

涼的環境已形成部分居民的休憩點。臨近之祥賢宮、福德祠是附近里

民之信仰中心，舊有的吊橋橋墩，更是直接敘明在地歷史。 

(5) 康橋水岸公園 

位於臺中大里又稱興大康堤，旱溪從國光橋到積善橋這段整治後，兩

側邊坡綠美化，興大康橋位於中興大學後方旱溪上，由經濟部水利署

規劃的康橋計畫所建，為旱溪排水整體環境改善的重要設施，長 48

公尺、寬 4.5公尺，以石材及仿木材質進行施作，並設夜間造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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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大里區及南區居民連貫的休閒動線。其中自行車道、休憩平臺、

活動廣場、人工濕地、景觀橋等休憩空間，融入自然生態、節能減碳

及社區參與概念，營造水域周邊多功能優質環境，提升區域排水的美

感與生命力。 

 

 

 
圖 6 大智排水周邊區域景觀遊憩資源分布圖 

 

3.社會經濟 

本區地形平坦，氣候適中，適宜發展農業，其於日治時期主要產業即

為第一級產業。從民國 60 年後國光路的開通後，大里與臺中之間的交通

為便捷，和許多新興的工商市鎮一樣，漸漸由傳統的農村聚落轉變為工商

市鎮，相較之下，農林漁牧業出現了衰退的現象，逐漸產生都市化的現象，

在人口逐漸增加的趨勢下，各式服務業因應產生，工業的發展亦因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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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技術的提昇而日趨穩固，而傳統的農林漁牧業則在整體經濟環境因

素的影響之下，就業人口不斷的流失，地方主管機關進行農業技術的升級、

對產銷制度進行檢討，逐漸發展地方特色的精緻農業。 

4.交通運輸  

大里區境內共有省道 3 條。台 3線，俗稱內山公路，為臺灣南北向主

要公路幹線之一，亦為串接南投、霧峰區、南區的主要道路，在大里區境

內由大里溪切分為國光路、中興路，北過綠川後為臺中市南區國光路，南

跨草湖溪後為霧峰區中正路。台 63 線即中投公路，為臺中、南投之間的

重要公路幹線，在大里區境內有兩側平面道路，為中投東、西路，高架道

路部份設有大里一、大里二交流道，往南可接國道三號中投交流道。台 74

線即快官霧峰線，為臺中市政府規劃的「臺中環線」路網之一，由大里區

起往南可通往國道三號霧峰交流道，往北則可前往太平區與北屯區，短暫

西行後即轉南續行，經西屯區、南屯區、烏日區後於彰化市銜接國道三號

快官交流道，在大里區境內有兩側平面道路，為環中東路，高架道路部份

設有大里一、大里二交流道。 

5.氣象水文 

由於地處北回歸線以北，且處於臺灣平地地區，因此氣候屬於副熱帶

季風氣候。夏季受到西南季風、對流雨及颱風的影響，雨量較多；冬季則

由於大里區位於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之背風坡，東北季風受到山脈的阻

擋，雨量較少。因此整體呈現夏雨冬乾的情況。 

境內河川均發源自太平區山區，於烏日區五張犁附近匯流入烏溪水

系，中央為其支流大里溪由東北流向西南，在全區中央匯集頭汴坑溪、於

大里區西南部匯合草湖溪後，轉向西行流經烏日區後與烏溪會合。此外大

里溪另一支流旱溪舊河道流經大里區北部，經人為工程將旱溪改道直接

引入大里溪後，僅剩下灌溉、排水功能的舊河道（即旱溪排水）。而古代

大里杙河道因八七水災後改道至今日大里溪河道，廢河道亦被更新做為

灌溉排水系統之一環，為中興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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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現況周邊環境分析 

本計畫河段由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整體大智排水河岸寬度分為仁和

路(13 公尺)→大智路(5 公尺)→立德東街(8 公尺)→喬城一橋(37 公尺)

→南門橋(50 公尺)→大智路(40 公尺)→旱溪排水匯流口(35 公尺)，整體

型態為混凝土堤防，河段分為(仁和路→大智路、大智路→立德東街、立

德東街→喬城一橋)，總長約 800 公尺，如圖 6所示分段說明： 

(1) 仁和路→大智路 

本段河道設計長度約 320 公尺，計畫起點上游段，大智排水在此處分

流，往左為舊河道段，直行為箱涵段，河道為三面光型式，兩側護岸

有部分植生覆蓋，渠道筆直缺乏變化，棲地環境單一。舊河道段為箱

涵未建置前之河道，部分河道範圍為私人用地，由於兩側皆緊鄰民宅，

建議此段採現地保留方式處理。 

(2) 大智路→立德東街 

本段河道設計長度約 120 公尺，大智公園段護岸為早期三面光混凝

土型式，人與水域高差約 4 M，河道寬度缺乏變化，且左岸民宅多間

有外凸加蓋之現象，大智公園有充足的腹地空間，未來可與水岸環境

整合改善。 

(3) 立德東街→喬城一橋 

本段河道設計長度約 360 公尺，喬城一橋處（本計畫的終點），河道

護岸為混凝土型式，缺乏綠化，且河道寬度缺乏變化，水域環境不利

生態多元發展。東峰公園段的河段缺乏變化且平坦，水域生物多為吳

郭魚，一側緊鄰公園腹地，一側緊鄰民宅，護岸立面雜亂，且多處管

線排入河中。右岸緊鄰公園綠地，後續可藉由公園空間營造水岸河畔，

讓河道成為都市中重要的藍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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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大智排水(喬城一橋至仁和路)環境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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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現況 

1.本計畫周邊歷年生態調查結果摘要整理 

計畫名稱 主辦機關 計畫期程 計畫範圍及樣站(線) 生態調查結果摘要 關注物種 保全對象 

108 年旱溪

排水水環境

改善計畫生

態檢核 

第三 

 

河川局 

108 年 

計畫範圍位處台中市大

里區，主要聯外道路為大

明路與五權南路 614 巷。

陸域生態及水域生態調

查。陸域生態調查範圍為

旱溪排水及鄰近區域

200 公尺範圍 ，水域樣

站則於旱溪內設立 1 站 

植物 64 科 140 屬 159 種；聚藻 1 種水

生植物，生長於河床上；鳥類 3 目 12 科

16 種，特有亞種包括大卷尾、白頭翁與

褐頭鷦鶯等 3 種，保育類記錄到紅尾伯

勞 1 種三級保育類鳥類；哺乳類 1 目 1

科 1 種，紀錄物種為鼠科的溝鼠；兩生

類 1 目 1 科 1 種，記錄物種為叉舌蛙科

的澤蛙；爬蟲類 1 目 1 科 1 種，為壁虎

科的蝎虎；蝶類 1 目 3 科 7 種，包括粉

蝶科的荷氏黃蝶、紋白蝶與黑點粉蝶，小

灰蝶科的迷你小灰蝶、琉璃波紋小灰蝶

與沖繩小灰蝶，蛺蝶科的黃蛺蝶；魚類記

錄 2 目 2 科 2 種，為花鱂科的孔雀花鱂、

慈鯛科的吳郭魚；底棲生物 3 目 3 科 3

種，錐實螺科的台灣錐實螺，匙指蝦科的

多齒新米蝦，田螺科的石田螺；蜻蜓 1 目

2 科 2 種，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蜻蜓科的

侏儒蜻蜓；水生昆蟲 1 目 1 科 1 種，四

節蜉蝣科的四節蜉蝣 

三級保育類

紅尾伯勞 
榕樹 3 棵 

109 年旱溪

排水日新橋

上游自然風

貌維護工程

生態檢核 

第三 

河川局 
109 年 

計畫範圍位處臺中市大

里區日新橋至妙吉祥精

舍雨水下水道箱涵出口

點，全長約 1,167 m，主

要聯外道路為大智路、中

興路二段及六順路。調查

範圍為計畫區內，屬都市

排水溝渠。陸域生態及水

域生態調查。調查範圍為

日新橋上游至妙吉祥精

舍雨水下水道箱涵出口

點，水域生態則於吉善路

便橋設一樣站。 

植物 63 科 156 屬 185 種；共記錄 5 種

特有植物，分別為臺灣五葉松、臺灣水

龍、水柳、青楓及臺灣欒樹，除臺灣水龍

為自生植物外，其餘特有種皆為人工栽

培；鳥類 6 目 16 科 25 種，特有性物種

記錄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褐

頭鷦鶯與黑枕藍鶲等 6 種特有亞種，保

育類物種鳳頭蒼鷹；哺乳類 3 目 4 科 4

種，特有性物種台灣鼴鼠 1 種；兩生類

1 目 2 科 2 種；爬蟲類 2 目 4 科 4 種；

蝶類 1 目 5 科 17 種，特有性物種記錄

黑點粉蝶與黃蛺蝶 2 種特有亞種；魚類

4 目 5 科 8 種；底棲生物 2 目 3 科 3 種。 

二級保育類

鳳頭蒼鷹 

本計畫範圍共記錄 75

棵胸徑30公分以上大

樹，其中符合「臺中市

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所 列 胸 徑 標 準 ( ≧

80cm)之樹木有 14棵

(榕樹 12 棵、鳳凰木 1

棵、大葉欖仁 1 棵)，

符合樹保條例之樹木

建議原地保留，其餘

建議保全之樹木則以

原地保留優先，需移

植者依標準作業程序

進行移植 

109 年旱溪

排水 

(鷺村橋至

日新橋 )治

理工程 

維護管理階

段生態檢核

調查 

第三 

河川局 
109 年 

計畫範圍位處臺中市大

里區的鷺村橋至日新橋

河段，主要聯外道路為大

智路、中興路及益民路二

段。陸域生態及水域生態

調查。水陸域生態調查範

圍為調查範圍為鷺村橋

至日新橋及鄰近區 

植物 74 科 178 屬 215 種；鳥類調查共

記錄 6 目 14 科 22 種，特有亞種包括小

雨燕、大卷尾、樹鵲、紅嘴黑鵯、白頭翁

與褐頭鷦鶯等 6 種；哺乳類 3 目 4 科 4

種；兩生類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爬蟲類調查共記錄 2 目 3 科 4 種；蝶類

調查共記錄 1 目 5 科 14 種；魚類共記

錄 4 目 5 科 8 種，包含鯉魚、鯽魚、孔

雀魚、線鱧、吳郭魚、副尼麗魚、厚唇雙

冠麗魚與琵琶鼠；底棲生物 2 目 4 科 4

種；水生昆蟲 1 目 4 科 7 種 

無 無 

110 年旱溪

排水 (綠川

第三 

河川局 
 110 年  

計畫範圍位處臺中市南

屯區的綠川匯流口至萬

植物 72 科 159 屬 190 種；鳥類 8 目 18

科 28 種，而特有亞種包括南亞夜鷹、小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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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主辦機關 計畫期程 計畫範圍及樣站(線) 生態調查結果摘要 關注物種 保全對象 

匯流口至萬

安橋-左岸)

治理工程 

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調查 

安橋的左段河段，主要聯

外道路為文心南路。檢核

樣站為旱溪的綠川匯流

口與萬安橋河段，調查範

圍為綠川匯流口及萬安

橋及其周圍。陸域生態及

水域生態調查範圍為萬

安橋至樹王橋及鄰近區，

此範圍屬於都市排水溝

渠 

雨燕、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紅嘴黑

鵯、白頭翁與褐頭鷦鶯等 8 種；哺乳類

3 目 5 科 5 種，特有亞種有臺灣鼴鼠 1

種；兩生類 1 目 2 科 2 種；爬蟲類 1 目

3 科 3 種，記錄斯文豪氏攀蜥 1 種特有

種；蝶類 1 目 5 科 18 種，特有亞種包含

黑點粉蝶、青帶鳳蝶、端紫斑蝶、黃蛺蝶

與白波紋小灰蝶等 5 種；魚類 4 目 5 科

7 種；底棲生物 2 目 4 科 4 種；水生昆

蟲 3 目 5 科 9 種；浮游性植物 5 門 8 屬

8 種。 

110 年旱溪

排水 (萬安

橋 至 樹 王

橋 )整治工

程 

施工中階段

生態檢核調

查 

第三 

河川局 
110 年 

計畫範圍位處臺中市南

屯區的萬安橋至樹王橋

河段，主要聯外道路為文

心南路。檢核樣站為旱溪

的萬安橋與樹王橋河段。

陸域生態及水域生態調

查。水陸域生態調查範圍

為萬安橋及樹王橋及其

周圍，調查範圍屬於都市

排水溝渠 

植物 51 科 102 屬 117 種；鳥類 9 目 21

科 33 種,，特有亞種包括鳳頭蒼鷹、小雨

燕、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紅嘴黑鵯、

白頭翁與褐頭鷦鶯等 8 種；保育類則有

記錄到鳳頭蒼鷹 1 種二級保育類與紅尾

伯勞 1 種三級保育類；哺乳類 3 目 4 科

4 種,，特有亞種有臺灣鼴鼠 1 種；兩生

類 1 目 2 科 2 種；爬蟲類 1 目 2 科 2

種；蝶類 1 目 3 科 12 種；魚類僅記錄吳

郭魚 1 種；水生昆蟲 3 目 5 科 9 種；浮

游性植物 5 門 10 屬 13 種；附著性藻類

4 門 8 屬 15 種 

二級保育類

鳳頭蒼鷹與

三級保育類

紅尾伯勞 

18 棵須保全樹木，其

中17棵現地保留的樹

木，樹種分別是番龍

眼、山黃麻、小葉欖

仁、五歛子(楊桃)、檬

果(芒果)、木棉、樟樹

及龍眼，另記錄 1 棵

樟樹預計移植 

110 年旱溪

排水 (國光

橋 至 鷺 村

橋 )治理工

程併辦土石

標售 

完工階段生

態檢核調查 

第三 

河川局 
110 年 

計畫範圍位處臺中市大

里區的國光橋至鷺村橋

河段，主要聯外道路為大

智路、忠明南路及益民路

二段。檢核樣站為旱溪的

國光橋與鷺村橋河段。陸

域生態及水域生態調查。

調查範圍為國光橋、鷺村

橋及其周圍，調查範圍屬

於都市排水溝渠。 

植物 65 科 153 屬 184 種；鳥類 8 目 18

科 30 種，特有亞種包括小雨燕、大卷尾、

樹鵲、紅嘴黑鵯、白頭翁與褐頭鷦鶯等 6

種；保育類則有紅尾伯勞 1 種其他應予

保育之野生動物；兩棲類黑眶蟾蜍 1 種；

爬蟲類 1 目 1 科 2 種；蝶類 1 目 3 科 6

種，特有亞種包含黑點粉蝶與黃蛺蝶；魚

類 3 目 4 科 8 種；水生昆蟲 2 目 3 科 5

種；浮游性植物 6 門 19 屬 28 種 

三級保育類

紅尾伯勞 

本計畫範圍共記錄 21

棵胸徑30公分以上大

樹，其中樟樹 (編號

21：胸圍 254cm)符合

「臺中市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所列之胸圍

標準，本計畫區已竣

工，施工前記錄之 21

棵大樹皆有保留與保

護 

111 年旱溪

排水 (復光

橋至光明路

橋 )治理工

程併辦土石

標售 

生態檢核及

影響評估施

工階段第一

季調查 

第三 

河川局 
110 年 

計畫範圍位處臺中市烏

日區的復光橋至光明路

橋河段，主要聯外道路為

東側之光明路與西側之

文德街85巷(五光路復光

三巷)。水域檢核樣站為

旱溪的光明路橋、環中路

及舊河道等 3 站。陸域生

態及水域生態調查範圍

為復光橋至光明路橋及

其周圍 200m，調查範圍

屬於都市排水溝渠。 

植物 63 科 138 屬 170 種；鳥類 5 目 14

科 25 種，包括大卷尾、褐頭鷦鶯、白頭

翁 3 種臺灣特有亞種：哺乳類 3 目 3 科

3 種；爬蟲類 1 目 1 科 2 種；兩生類 1

目 1 科 1 種；蝶類 3 科 9 種，發現黑點

粉蝶 1 種臺灣特有亞種蝶類；魚類 3 目

4 科 5 種；底棲生物 2 目 2 科 2 種；附

著性藻類 4 門 17 屬 22 種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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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質現況 

大智排水屬典型之都市排水，本計畫範圍自臺中市東區上游仁和路

至下游喬城一橋。第一期計畫先前已於平日(111/6/13)與假日(111/6/18)

完成水質調查，採樣位置選定為大智路與喬城路，採樣位置現況如圖 7 所

示。水質檢測項目為水溫、溶氧量(DO)、導電度(E-C)、酸鹼值(pH)、生

化需氧量(BOD)、懸浮固體物(SS)、氨氮(NH3-N)。現場直接測定項目有水

溫、酸鹼值(pH)及溶氧(DO)，送回實驗室檢測分析項目有生化需氧量

(BOD)、導電度(E-C)、懸浮固體物(SS)及氨氮(NH3-N)。根據量測結果透

過河川污染指標(RPI)及河川水質指標(WQI5)進行河川水質污染程度評

估，從測量結果顯示各測點之水質為輕度污染。 

水質調查採樣檢測成果如表 1 所示。從河川污染程度 RPI指數來看，

大智排水水質屬於輕度污染，再以河川水質 WQI5指標分類來看，檢測屬

於中等，相當於河川水體分類乙類至丙類，整體來說計畫河段之水質狀況

尚屬良好。 

本計畫範圍主要為左岸住戶民生污水，目前刻正辦理「臺中市福田一

街、大智路等污水分支管網暨用戶接管工程(2)(大智路以西鄰近區域)」，

故本計畫採簡易植生綠化，避免經費重複浪費。 

 

  
大智路 喬城路 

圖 8 大智排水採樣位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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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智排水水質調查成果表 

樣站 大智路(平日) 喬城路(平日) 大智路(假日) 喬城路(假日) 

日期 6 月 13 日 6 月 13 日 6 月 18 日 6 月 18 日 

水溫(℃) 24.8 25.3 24.3 24.3 

pH 7.63 7.52 7.73 7.12 

導電度 

(μmho/cm) 
334 362 314 316 

溶氧(mg/L) 6.65 6.3 6.87 7.02 

溶氧飽和度 87.3% 80.6% 88.7% 86.3% 

懸浮固體量 

(mg/L) 
3 3 3 3 

生化需氧量 

(mg/L) 
1.4 2.5 2.1 1.8 

氨氮(mg/L) 1.43 1.81 1.65 1.9 

濁度(NTU) 1.5 1.08 0.96 1.32 

WQI5 73.80 67.05 71.08 70.85 

水體水質分類 乙 丙 乙 丙 

RPI 2.25 2.75 2.25 2.25 

河川污染等級 輕度污染 輕度污染 輕度污染 輕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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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提案階段： 

表 2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大智排水水環境

改善 

區排名稱 大智排水 填表人 張集益 

工程名稱 大智排水水環境

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111.04.24 

工程期程 尚未發包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 

施工廠商  

 □定點連續周界照

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

引圖 

□其他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臺中市大里區  里(村)  

TWD97 座標 X：120.711447∘Y：24.134207∘ 

工程目的 大智排水環境營造規劃方向以維持既有排水河道斷面為主，土堤與混凝土護岸

兩種交錯，目前並無嚴重破損情況，檢討防洪線後希望能將堤防以綠地緩坡與

植生收邊；較為自然的區域則傾向保留復育空間。 

工程概要 1. 砌石固床工，調整縱坡，降低流速，避免渠底與護岸基腳處沖刷破壞產生。 

2. 加強水岸的原生種水質淨化植栽，強化護岸綠意，同時增加水域生態多樣性。 

3. 改善三面光混凝土河道及綠美化景觀，塊石縫隙種植攀爬植物及懸垂植物。 

4. 採用 LID設計水岸人行動線系統。 

5. 規劃環境教育的發展腹地，讓水環境改善成為在地教材，加強民眾的認同及

支持。 

河岸光環境營造預定搭配綠能及自動控制系統，在夜間安全、節能及生態取得

適當平衡。 

預期效益 大智排水為市區內難得的水岸自然綠地，地理位置也扮演重要腳色，希望能將

此水岸在件居民與河流之間的關係，回到過往與河岸、河流的相處感；透過本

次改善能達排水、防洪、美化環境等多重功能，並增加與市民生活的獨特性，

創造臺中市重要的水岸環境示範點。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一、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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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生態資料蒐集

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

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

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

林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

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

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等？ 

▄是：鳳頭蒼鷹二級保育類

動物□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

林、水系、埤塘、濕地及關

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

生態系統?  

▄是：鳳頭蒼鷹二級保育類

動物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

否 

三、生態保育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

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1.喬城一橋下游右岸邊坡採土坡或植生袋取代混凝土  

2.對喬城一橋下游左岸植生予以保留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

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針對附近出現的保育類猛禽鳳頭蒼鷹所需的樹林(喬城一橋下游

左岸)予以保留不伐除或移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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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

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臺中市水利局官網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198573/Nodelist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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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召開工作說明會或公聽會、工作坊： 

本府水利局另於於民國 112 年 5 月 02日，由市府連總工程司昭榮召

開第七批次及工作說明會議，邀請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

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文教公益慈善會、五權社區

大學、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臺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中城再生文化協

會、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會、臺中市西屯區福和社區發展

協會、臺中市南區樹德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南區工學社區發展協會、臺

中市建設局、本局水利工程科、本局水利養護工程科、區公所等基層，辦

理工作說明會議，並將與會先進之寶貴意見，將納入參考並修正提案計畫

書。(詳附錄四) 

 

 

 

 

 

 

 

 

 

 

圖 9 第七批次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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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訪談： 

本計畫已在 112年 3月 25日拜訪當地里長(大里區祥興里)及里民進

行初步訪談，深入了解大智排水早期的狀況或後續需關注之事項等，納入

本案背景資訊、地方田野調查等資料收集。 

 

 

 

 

 

 

 

 

圖 10 地方訪談照片 

3.提送河川局召開在地諮詢小組：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已於民國 112 年 6 月 19日，由張召集人稚

煇召開「112 年度第 5 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邀請李委員日興、廖委員

健堯、簡委員俊彥、林委員連山、楊委員嘉棟、許委員少華、謝委員國發、

張委員豐年、林委員文隆、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劉副召集人敏梧、梁簡任正工程司志雄、本局工務課、本局資產課、本局

管理課、臺中市政府、曾慕柔等委員辦理在地諮詢小組會議，針對棲地營

造與施工方式等與會先進之寶貴意見，將納入參考並修正提案計畫書。

(詳附錄七) 

 

 

 

 

 

 

 

圖 11 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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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公開辦理情形 

資訊公開方式後續主要將透過網路新聞、各大媒體報紙、本局網頁

(如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網頁最新消息)及社群媒體(如臉書水利大臺中)等

方式，由本府水利局發佈本計畫相關資訊及辦理情形，並定期更新。 

1.資訊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網址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30832/1198557/ 

更新頻率 原則每月更新，或配合計畫各階段核定時程更新 

最近更新日期 預定臺中市政府第七批次提報案件核定後更新 

其他資訊公開

方式 

臉書：水利大臺中

(https://www.facebook.com/waterresourcetaichung?locale=zh_TW) 

2.資訊公開網頁： 

 
 

圖 1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官網 圖 13 水利大臺中臉書 

 
圖 14 臺中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網站(待更新)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30832/119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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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水利署水環境整合內容管理平臺(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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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含督導考核內容) 

(1) 現勘暨審查階段 

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112 年 5 月 11 日邀請專家學者，實地勘查提案河

段現場，提供相關意見應減少混凝土渠底、左岸減量設計並增加多孔

隙生態棲地，並納入整體計畫考量。 

 

 

 

 

 

 

 

 

圖 16 現勘暨審查照片 

(2) 市政府審查會議 

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112 年 6 月 5 日邀請專家學者，由市府秘書長召

開提案審查會議，邀請臺中市水環境顧問團、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署、第三河川局等專家學者，提供棲地營造

及設計方案相關意見，並納入後續整體計畫考量。有關第七批次提案

審查會議記錄回應(詳附錄六)。 

 

 

 

 

 

 

 

 

 

 

 

圖 17 市政府審查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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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地取得情況 

本計畫盤點大智排水(喬城一橋至仁和路)河川用地範圍線內地籍資

料，目前用地主要為未登錄地(國有財產署)及公有土地為主，部分私人用

地為舊河道段，後續臺中市政府將因應都計通檢後區段徵收方式，將河川

用地線內土地均納為公有土地完善河岸空間的合法與公益。計畫範圍包

含護岸段及箱涵段，1.仁和路至立德東街，該河段涵蓋護岸段及箱涵段，

從落英廣場開始分流，箱涵段均為公有地，舊河道的護岸段部分為私有土

地，舊河道段建議可原地保留；2.立德東街至喬城一橋，該段均為未登錄

地(公有地)，無用地問題，後續可向國有財產署申請撥用。 

 

圖 18 計畫範圍與土地地籍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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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堤及治理水位 

大智排水權責起點為與旱溪排水匯流處，權責終點為建成路，上游銜

接雨水下水道，大智排水流向由東北向西南流經大智新橋後匯入旱溪排

水，本集水區東西最寬為 1.3 公里，南北最長為 2.6 公里，集水面積約

2.24平方公里，排水路長度約為 1.56公里，地勢由東北向西南傾斜，標

高介於 51 至 83.5公尺，平均坡度約 1/102左右，平均渠寬 22m，排水形

態屬於高地排水，匯流處不受旱溪排水洪水位影響；本計畫仁和路至喬城

一橋河道目前通洪能力皆符合保護標準(保護標準採用 10 年重現期距計

畫洪水量)，其出水高度皆超出 Q10高程約 1.5-5 米，後續河灘地空間可

配合水環境與景觀生態營造。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98.06)-旱溪排水系統-柳川、土庫溪、下橋子頭、綠川及大智排水治理計畫 

圖 19 大智排水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本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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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大智排水計畫橫斷面圖 

本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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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1.計畫動機及願景 

南門橋是大里區連接南區重要的交通動脈，其橋下有一湧泉，因地底

下終年源源不絕的泉水湧現，附近婦女多來此處洗衣，橋下甚至有民眾在

此垂釣，清涼的環境已形成部分居民的休憩點以及熱鬧的聚集地，而居民

口中代代相傳的湧泉─便是如今的大智排水。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已於 111 年辦理「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第一期）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進行河川環境營造改善，為了整體性

改善大智排水周邊水環境空間，本計畫範圍亦與臺中市都發局「台中市城

南之心計畫」範圍重疊相互加值，並且透過「引風、增綠、留藍」三個策

略，為城市減碳降溫，未來可透過台中市城南之心計畫串聯臺中市東南地

區重要的綠地空間，藉由大智排水整體性水環境改善帶走城市中的熱氣，

營造市民親水近水之水文化場域，沿線有百年舊吊橋橋墩、湧泉洗衣及親

水空間等文化資產及景點，未來將大智排水提升整體環境品質，並以點、

線、面之規劃方式逐年改善，運用既有水岸與環境關係，以縫合、結合方

式提升河川整治層次，融合地方特色，成為臺中市東南地區重要的水岸文

化新地標，並達到以下五大目標： 

(1) Open Space - 水岸開放空間釋出：整體水岸空間環境規劃，調整腹

地及水岸堤防，釋出大智排水生態水域開放空間。 

(2) Landscape - 水岸環境營造改善：既有單調水岸空間，創造親水、臨

水、觀水等水環境活動場域及都市景觀休憩空間。 

(3) Living Link - 都市生活圈連結：串連鄰里公園、大眾運輸轉運、商

場、校區、康橋水岸公園、東峰公園、綠園道等，連結都市藍帶與綠

帶。 

(4) Local Culture - 在地歷史文化風貌還原：還原大智排水之歷史風貌

-百年舊吊橋橋墩、湧泉洗衣及原親水空間等周邊文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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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cology& Education- 生態多樣性增加及環境教育推廣：適度以綠化

方式之生態護岸取代混凝土護岸，營造多元樣貌之水域環境；導入生

態教育互動設施，推廣水環境改善之效益及方式。 

2.計畫目標與構想 

配合在地特有歷史記憶的景點及周圍藍綠空間延伸至水岸環境，

「Open Space-水岸開放空間釋出」、「Landscape-水岸環境營造」、「Living 

Link-都市生活圈連結」、「Local Culture-在地歷史文化風貌還原」及

「Ecology& Education-生態多樣性增加及環境教育推廣」為五種方向規

劃目標，推動本計畫工程，完成以仁和路至喬城一橋之兩側水岸與南北週

邊環境整合，同時運用超級護岸之設計手法，還地於河，增加河道通洪能

力，並在都市內打造人水共存空間，營造河道蜿蜒度及水域植生種植，創

造都市中生態棲地的可能性。 

 

 

 

 

 

 

 

 

 

 

 

 

 

 

 

 

 

 

 

     

圖 21 大智排水整體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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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設計原則 

(1) 護岸減量及棲地環境營造 

將公園腹地較大的河段之護岸減量，改為緩坡形式的護岸，還地於河，

增加河道通洪能力，並於坡面及濱溪帶上營造生態棲地環境及原生種

水質淨化植物，提升護岸綠意效果並且創造生物棲息之場域，讓水岸

空間作為公園綠地的延續，在都市內打造人水共存空間，增加市民與

水域互動機會。 

 

          資料來源：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scenery105742.html 

圖 22 草坡護岸示意照片 

(2) 水岸人行動線 

水岸人行動線系統採用透水鋪面接收小區域的雨水逕流，透過滲透、

貯留、過濾以延遲雨水逕流，積少成多，並且建立整體環狀動線系統，

拉近都市居民與水域的距離。 

 

 

 

 

 

 

 

 

圖 23 水岸人行動線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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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教育及附屬休憩設施 

在整體水岸動線上，於開放空間、觀景平台等周邊綠帶空間，設置歷

史舊吊橋橋墩、湧泉洗衣等環境教育之解說牌、互動及休憩設施等，

透過歷史景點、現地設施及水環境空間等，將水環境改善及還地於河

等理念轉化為環境教育資源，使得水環境得以於改善後保留其轉換過

程所發展之理念、方法及功能等，藉由解說、分享及互動方式教育民

眾及遊客，使水環境改善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及必要性。 

  
圖 24 水環境教育館示意照片及水岸休憩設施示意照片 

(4) NBS，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 

Nature-based Solutions 一詞最早於 2008 年出現，在台灣翻譯成「以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將其定義為：可有

效、能調適地應對社會挑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

為永續管理和恢復自然或改造的生態系統之保護行動 。以解決重大

社會挑戰為目標，包含糧食安全、氣候變遷、水安全、人類健康、災

害風險、社會和經濟發展、環境惡化與生物多樣性流失等。 

⚫ 目標及效益: 

A. 自然的方法來達到可以永續使用資源並進行有效災害風險管理

的相關措施。 

B. 生態復育，修復已退化的生物群，以永續循環為原則的方式。 

C. 運用綠建築、綠化方式降低城市溫度、吸收暴雨、提升人民幸福

感、提升城市的生物多樣性和豐富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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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運用多元蓄水方式，改善生態條件和運營；解決極端水文現象(水

患及乾旱)；使灌溉和排水管理可保持在最低水位。 

E. 研究舊材料與在地材料取代大量的建材或混凝土結構設施。 

 

 

 

 

 

圖 25  NBS-整體性觀點與框架示意圖 

 

 

(5) LID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計手法說明 

本案全長約 800公尺，為單一小尺度的範疇，過往此小尺度的設計理

念多以低衝擊開發（LID）稱之，其設置目的包括減緩或延遲洪水鋒

值、降低下水道入流量及減少地表逕流量等，其相關案例與設計手法

如下表： 

 

 

 

 

 

 

 

 

 

 

環境/自然 

（水文氣象事件） 社會技術相互依賴 

NBS-個體和混和配置的評估 

(降低風險，與多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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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ID 設計策略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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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1.案件名稱：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第三期)-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水

環境改善 

本計畫規劃河段由北向仁和路至南向喬城一橋，總長度約為 800m，

本河段目前用地多為公有土地，僅為舊河道段涉及部分私人用地；另藉由

治理計畫及現地勘查，其通洪能力符合保護標準。 

(1) 整體規劃設計構想 

⚫ 仁和路至落英廣場段(仁和路→大智路) 

此段護岸保留，上面補植懸垂植栽綠化護岸，水泥渠底打除營造河道

蜿蜒度，並補植原生水生植栽，營造河道棲地變化。 

⚫ 舊河道段(仁和路→大智路) 

此段河道涉及部分私人用地，建議原地保留，不納入營造工程。 

⚫ 大智公園段(大智路→立德東街) 

此段公園綠地空間腹地大，建議採用護岸減量的概念，將公園綠地的

生態廊道延續至水岸空間，還地於河增加通洪能力，打破區域排水道

在都市中既定的印象，另外，現地保留河道旁既有喬木，營造河中島

之生態棲地，共創人、水及生物共存的生活場域。此外，此段下面有

箱涵，後續需再依箱涵埋設深度調整草坡護岸坡度及範圍。 

⚫ 東峰公園段(立德東街→喬城一橋) 

此段公園可以利用的腹地較窄且為長條狀，另外，目前左岸高程比右

岸略低約 1 公尺，建議調降右岸護岸高度，拉近人們與水的距離，並

且於河道中營造蜿蜒度，創造不一樣的水流流速及棲地環境。此外，

右岸無法調降護岸段，將採種植懸垂植栽綠化覆蓋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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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整體空間規劃說明圖 

B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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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岸空間示意圖說明 

 

 

 

 

 

 

 

 

 

 

 

 

 

 

 

 

 

圖 27 水岸空間示意圖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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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斷面設計說明 

 

 

 

 

 

 

 

 

 

 

 

 

 

 

 

 

 

 

 

圖 28 大智公園段(仁和路至落英廣場段)斷面 A-A’設計說明圖 

A’ A 

⚫ 設計前： 

既有河道斷面為早期護岸三

面光混凝土型式，水域棲地

單一，步道與水岸有欄杆隔

閡。 

⚫ 設計後： 

建議減量渠底混凝土，並設

置具蜿蜒造型之植栽槽，加

強堤趾保護，創造多樣性水

域環境，並且以綠籬取代欄

杆，提升景觀視覺整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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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大智公園段(大智路→立德東街)斷面 B-B’設計說明圖 

⚫ 設計前： 

既有河道斷面為早期護岸

三面光混凝土型式，與周邊

環境缺乏連結，且水域棲地

環境單調缺乏變化，容易成

為都市中邊緣地帶。 

⚫ 設計後： 

大智公園段腹地充足，建

議可以減量右邊護岸，將

水域與公園空間連結延伸

生態廊道，共創人、水及生

物共存的生活場域。 

Q10 水位 

Q10 水位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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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東峰公園段(立德東街→喬城一橋)設計說明圖 

左岸立面培厚美化 

設置近水平台休憩區 

設置岸邊植栽槽 

營造蜿蜒度 

護岸採懸垂植栽綠
美化 

設置岸邊植栽槽 
營造蜿蜒度 

左岸立面培厚美化 

漸進設置溪床拋石
(避免高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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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栽構想說明 

⚫ 植栽規劃構想 

本案植栽計畫除遵守水利署有關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之規範，並參照林

務局「106 種園藝景觀用臺灣原生植物名錄」，考量濱水特性及現況

既有植栽，選用適生植種，以複層栽植方式營造濱溪帶自然場域。 

⚫ 植栽選種建議 

本計畫將盡可能留用現地植栽，並依各區段植栽生長環境條件及可栽

種植被強度之不同，選擇適地適種之新植植栽種類，於具有抗風性、

耐水性、固土能力、空氣品質淨化能力、耐陰性、覆蓋良好、定砂、

護堤、種植容易及生長快速等生長特性及功能性之植栽中，遴選出同

時具有開花、觀葉等景觀觀賞價值之植栽作為主要綠美化建議植種。 

表 4 植栽選種建議表 

 

 

  

區位 
特性 

喬木植物 灌木植物 草本植物 藤本植物 水生植物 備註 

既有綠

地及人

行空間 

- - - - - 

以既有植栽

梳理、喬木

修剪為主 

灘地 

空間 

穗花棋盤

腳、台灣

水柳 

枯里珍、

石斑木、 

長梗紫麻 

腎蕨、水

鴨腳 

薜荔、地

錦 
水丁香、野慈菇 

營造灘地自

然及活動場

域 

水域 

空間 
- - 過長沙 - 

挺水型：水蕨、大葉

石龍尾、香蒲、圓葉

節節菜；浮葉型：台

灣水龍、菱角；沉水

型：苦草、金魚藻 

營造濱水

帶、濕地生

態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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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分項案件明細表 

計畫名稱 工程區段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部會 

大智排水

水環境改

善計畫 

第一期 

喬城一橋→大智路 

 

(第六批次已核定案件) 

多孔隙步道動線規劃 

活動節點暨出入口廣場 

親水暨水文化教育互動空間廣

場 

廟埕親水空間廣場 

河道護岸改善工程 

水岸複層植栽綠美化 

水 岸 收 邊 ( 自 然 石 ， 粒 徑

50~60cm) 

排水植生溝 

附屬休憩及安全設施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 

簡易照明及澆灌系統 

經濟部水利署 

 

第二期 

大智路→旱溪排水匯流口 
涉及私有土地問題，未核定 

第三期 

仁和路→喬城一橋 

(本次提報案件) 

整備工程 

渠道營造工程 

超級護岸與棲地營造工程 

河階水岸工程 

河岸護岸改善工程 

塊石固床工 

透水步道動線設置 

水岸複層植栽綠美化工程 

景觀簡易綠化工程 

既有喬木現地移植工程 

附屬休憩、警告標語等設施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系統 

簡易照明及澆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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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核定「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已

於 111 年 11月決標「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第一期）規劃設計

委託技術服務」案，第一期計畫主要針對喬城一橋至大智路河段營造水環

境改善，營造親水環境透過都市藍帶空間，提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目前

第一期計畫為前期作業階段，以辦理地方訪談、水環境工作坊等民眾參與

活動及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為主，廣納蒐集相關民眾意見做為後續

規劃設計的參考，讓在地民眾了解本計畫發展內容並且共同參與規劃自

己未來的家園。 

 

 

 

 

 

 

 

 

 

 

圖 31 計畫關係區位及範圍圖 

本計畫水環境改善部分之施作範圍為仁和路至喬城一橋，預計分項

工程計畫如表 6所示。 

表 6 分項工程計畫表 

分段計畫 工程區段 檢核點期程 備註 

大智排水

水環境改

善計畫 

第一期 

喬城一橋→大智路 

 

111 年 11 月規設決標 

113 年 02 月工程招標 

113 年 03 月工程決標 

114 年 02 月工程完工 

(第六批次已核定

案件) 

第二期 

大智路→旱溪排水匯流口 
- 

涉及私有土地問

題，未核定 

第三期 

仁和路→喬城一橋 

 

112 年 07 月規設決標 

113 年 07 月工程招標 

113 年 08 月工程決標 

114 年 07 月工程完工 

(本次提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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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第一期）計畫主要針對喬城一橋至大

智路河段營造為主，此段河寬較大可以針對河灘地與周邊社區連結，自喬

城一橋到南門橋段落於道路旁延伸增加外推人行通道與休憩平台，河岸

部分則將原混凝土護岸進行綠化，與左岸自然面貌相呼應成為生態復育

的區段，減少人為活動干擾；而後在南門橋橋下空間至土地公廟則會是整

段河道水岸主要人為活動的區域，以生活博物館為主題，提供地方歷史場

域與當代的生活休憩，結合廟前活動廣場提供水岸親近及環境教育空間

等重要生活節點；最後段落則全面保留既有喬木植生並以透水性低混凝

土化步道延伸至大智路，並在街角廣場空間與地景式自然材質設施兼具

護坡與休憩街道家具功能，於水岸側種植地被灌木增加自然植生等環境

加值，符合人本親近水岸的期望都市間沉澱、安寧的區域。 

為打造更友善之水環境，延續第一期計畫的架構，大智排水三期往上

游延伸至仁和路，此段河道為早期三面光護岸，即使河道緊鄰公園綠地空

間，但人與水的連結性弱，此段的河道猶如鄰避空間般的邊緣化，建議改

善河道的水環境尺度，將整體公園綠地與水域整合規劃設計，不僅營造豐

富水域生態棲地，也拉近都市中人與水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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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7,5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預算及地方分擔

款支應(中央補助款：52,500 千元、地方分擔款：22,500 千元)，本計畫經費包

括水環境改善工程(藍綠帶休憩空間營造、渠道營造、護岸減量與棲地營造工

程、護岸改善、雜項工程和間接工程)等，如表 7 所示。(備註：本計畫經費不得用於

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分項案件經費 

表 7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經費表 

項

次 

分項 

案件名

稱 

對

應 

部

會 

總工程費(單位：千元)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工程費小計 

(B)=Σ(b) 
總計(A)+(B) 

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b)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大智排

水水環

境改善

整體計

畫(第三

期) 

水

利

署 

2,321 955  25,090 10,752  25,089 10,753 50,179 21,505 52,500 22,500 

總計 3,316 35,842 35,842 71,684 75,000 

（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1.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水環境改善工程  

本計畫工程發包費用為 6,824 萬元，其中設計監造費用及工程管理費，總計約

676 萬元，合計總預算約 7,500 萬元，詳細說明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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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三期-仁和路至喬城一橋水環境改善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1 整備工程 m 640 8,700 5,568,000

含工地拆除、護岸水

泥減量、違建拆除、

設施復舊、整地及回

填等

壹.2 渠道營造工程 m 1040 16,000 16,640,000
河道蜿蜒度營造，含

左右岸

壹.3 護岸綠化與棲地營造工程 m2 1300 8,200 10,660,000
仿生態島與棲地空間

營造、地形挖填

壹.4 河岸護岸培厚工程 m 460 18,000 8,280,000 護岸培厚等(左岸)

壹.5 近水平台休憩區工程 處 1 1,100,000 1,100,000 含座椅

壹.6 溪床拋石 處 3 65,000 195,000
依現地河道寬度高程

調整

壹.7 透水步道動線設置 m2 510 4,500 2,295,000
含路緣石、收邊材及

透水鋪面等

壹.8 水岸複層植栽綠美化工程 m2 1500 1,500 2,250,000 濱溪帶植栽

壹.9 景觀簡易綠化工程 m2 1400 2,500 3,500,000
含 喬 木 、 灌 木 、 地

被、懸垂植栽及客土

壹.10 既有喬木現地移植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壹.11 附屬休憩、警告標語等設施 式 1 600,000 600,000
含休憩、警告標語及

相關設施

壹.12 環境教育解說設施系統 式 1 1,000,000 1,000,000

壹.13 簡易照明及澆灌系統 式 1 1,500,000 1,500,000
設備、管線及給水閥

等

小計 54,588,000

貳 雜項工程 式 1 4,912,920 4,912,920

含假設工程、營建工

地污染防治費、生態

檢核、環境保護及護

境保育費等

直接工程 小計 59,500,920 壹~貳項合計

參 間接工程 式 1 8,739,080 8,739,080

含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費、材料試驗費、品質

管理費、保險費、包商

利潤、營業稅等

發包工程費 小計 68,240,000 壹~參項合計

肆 工程設計費 式 1 3,315,599 3,315,599

依公共工程 (不包括建築

物工程 )技術服務建造費

用百分比計算之。

伍 工程監造費 式 1 2,587,667 2,587,667

依公共工程 (不包括建築

物工程 )技術服務建造費

用百分比計算之。

陸 工程管理費 式 1 856,734 856,734

總預算合計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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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期程 

本計畫(第三期)預計自 112 年 7 月起辦理計畫提報及核定作業。核定後進入規

劃設計階段，包含調查時間、審查時間、規劃設計執行等，預計 8 個月。工程

預定 113 年 7 月底發包，預計工作期程 12 個月，至 114 年 7 月底施工完成。

全案自計畫提報至驗收結案共計執行 25 個月，如表 9 所示。 

 

表 9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第三期計畫預定工作期程表 

 
項

次 

分項案

件名稱 
工作進度 

年份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月份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 

大智排

水水環

境改善

-第三

期 

計畫提送                          

工程設計                          

招標文件製作及簽辦                          

工程上網公告 

評選議價簽約 
                      

   

工程施作                          

驗收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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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可行性 

本計畫綜整考量各種計畫執行關鍵，分別針對環境影響可行性、財務可行性及

土地使用可行性進行分析評估。所得結論為非常可行。可行性評估分項說明如

后。 

（一）環境影響可行性 

本計畫水環境改善工程河段範圍全斷面皆為混凝土材質，其計畫位置位於

東峰公園、大智公園及東光綠園道等串聯點之水岸空間，目前水岸空間與週邊

環境無銜接規劃，造成空間斷點。工程施作期間將加強落實工地環境維護，並

依據生態檢核成果減少對既有棲地之擾動。完工後預期可增加水域及陸域綠地

空間及植栽多樣性，對於人本及棲地環境均有正面效益。以上數點足資證明本

計畫具備環境影響可行性。 

（二）財務可行性 

整體工作計畫書第五章說明，本計畫(第三期)總經費約 7,500 萬元，預計

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批次預算及地方自籌分擔款項支應。本計畫考

量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的完整性，以及縫合藍綠帶及週邊環境、東峰公園、康

橋水岸園區等環狀串連及環境改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彙整地方居民的寶貴

意見，以實際的需求編列相關預算，確保本計畫之經費可行性。 

（三）土地使用可行性 

本計畫水環境改善範圍自仁和路至喬城一橋，經初步調查主要用地包含

公、私有地及未登記地，部分私有地位於舊河道範圍，此河段狹小暫不納入本

次水環境營造工程中，其餘河段土地皆為公有土地使用無虞，且其河川未來由

本府水利局權管，具備土地使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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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計畫完工後可改善大智排水部份段之週邊環境及活動型態，並期望達到

下列目標及效益： 

(一) 本計畫將串聯東峰公園與康橋水岸園區，透過完成仁和路至喬城一橋至

旱溪排水匯流處長約 1450 公尺河段之環境改善。將臺中市內之藍帶綠廊

再延伸，活化都市區域生態與人本特色。 

(二) 因應未來氣候變遷可能引起的強降雨事件，透過 NBS 設計概念及 LID 設

施進行雨水滯留滲透工法，達到延遲雨水逕流效果，朝永續、韌性之海綿

城市規劃。 

(三) 本計畫範圍設計施作 LID 設施，包含透水舖面及植生溝等，透過土壤之

過濾、吸附及微生物分解，降低懸浮固體等污染物隨降雨逕流進入河道，

達成非點源污染淨化之功效。 

(四) 仁和路至喬城一橋之環境景觀改善，將透過河岸綠美化與周邊設施，延伸

河道綠廊，提供在地民眾一處清淨的都市中的水岸休憩場域，並將河岸兩

側之生活圈藉由水環境縫合，創造新形態之生活圈。另一方面，本計畫在

規劃時考量地方民眾的休閒及通行需求，在計畫範圍河段規劃解說平台

及人行動線等，增加與地方民眾在生活上的連接，打造一條能夠讓社區親

近的藍色活力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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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營運管理計畫 

為使本計畫河段未來能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後續將推動土地公廟與地方

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維護管理，因此預先考量擬定維護管理的機制以利將來在後

續維護管理。本計畫之營運管理計畫分為計畫性管理及非計畫管理，說明如

后。 

（一）計畫性營運管理 

1.環境清潔及設施維護 

(1) 定期設施及標誌之檢核及維修與紀錄。 

(2) 定期環境整理、垃圾收集清運的執行頻率與紀錄。 

(3) 定期植栽養護、修剪及病蟲害防治之執行與紀錄。 

2.排水系統的管理維護 

(1) 定期疏通、清理地表之草溝。 

(2) 定期清理主深槽內之植生等。 

3.環境教育設施的管理維護 

(1) 環境教育設施使用及安全性等定期維護管理工作。 

（二）非計畫營運管理 

1.安全管理 

為非計畫性維護之一環，主要為防災應變的處理，包括喬木修剪，新植

樹木支撐加強及設施應變管理等。 

2.災後復原 

災害後淤泥和垃圾清疏、鋪面和環境教育設施之修繕更新、植栽的扶正

和補植，其工作內容為大水後之垃圾及淤泥清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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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得獎經歷 

本計畫屬第七批次提報案件，是第六批次之延續案件，目前第一期計畫仍

在進行規劃設計中階段，故無關於本水系水環境改善之得獎經歷，惟臺中市政

府於執行綠川、惠來溪、潮洋溪、柳川、旱溝排水及東大溪等改善案件多次獲

得國內各大獎之肯定，本府也將秉持過往之努力與榮耀繼續於本案深耕，期能

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再創佳績。 

表 10 臺中市水環境改善案件獲獎情形一覽表 

案件名稱 獲獎紀錄 

臺中市綠川(信義南街~大明路)水環

境改善計畫工程 B 標-臺中市綠川水

環境改善工程(興大園道亮點河岸) 

第 1 屆「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獎」水利工程類-優等 

第 9 屆「台灣景觀大獎」環境設施類-佳作獎 

第 29 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共建設/優良空

間活化類-施工組-金石獎 

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 9 屆「台灣景觀大獎」環境設施類-佳作獎 

惠來溪及潮洋溪引流、汙水截流及

水環境改善工程 
第 1 屆「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獎」水利工程類-特優 

惠來溪及潮洋溪現地處理及水環境

改善工程 
第 1 屆「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獎」設施工程類-特優 

臺中市柳川汙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

程第二期(林森柳橋至民權柳橋) 

第 1 屆「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獎」水利工程類-優等 

第 9 屆「台灣景觀大獎」環境設施類-佳作獎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第 3 屆「全國水環境大賞競賽」大賞獎-樂活生態獎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

計畫、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

境改善工程 

第 1 屆「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獎」設施工程類 

第 3 屆「全國水環境大賞競賽」大賞獎-有氧淨化

獎、特別獎-公私協力夥伴獎 

第 21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設施類-優等獎 

第 29 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共建設/優良空

間活化類-規劃組-金石獎 

  
圖 32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計畫」相關獲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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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附錄 

附錄一：工作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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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自主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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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計畫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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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批次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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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批次工作會議暨現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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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批次提案計畫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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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112 年度第 5 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下午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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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第七批次提報計畫-臺中市政府評分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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