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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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水環境工作坊：大智排水共學指認 

 
一、 活動日期：112 年 8 月 21 日(一) 13:30~17:00 

二、 活動地點：南門里活動中心(臺中市南區瑞光街 33號) 

三、 活動流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智排水水環境工作坊-共學指認議程 

時間 議程 備註 

13:30~14:00 報到 
資料領取、簽到 

（依事先分好的組別入座，共四組） 

14:00~14:05 開場 長官致詞 

14:05~14:10 簡報介紹 計畫概述 

14:10~14:30 簡報介紹 旱溪排水守護經驗分享 

14:30~14:40 中場休息 場地配置調整 

14:40~16:50 小組討論 

議題討論： 

1.民眾對於大智排水的印象 

2.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重要課題 

3.民眾心目中大智排水的理想樣貌 

Tea Time 

各組分享 

16:50~17:00 結論與意見補充 

 

  



四、 活動海報： 

 
圖 1 大智排水水環境工作坊-共學指認海報 

 

五、 討論議題： 

(一) 議題一：民眾對於大智排水的印象 

民眾指認喜歡及不喜歡大智排水的地方。 

(二) 議題二：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重要課題 

從生態、文化、安全、休閒娛樂及空間動線五個面向引導民眾指認大智排

水水環境改善之重要課題。 

(三) 議題三：民眾心目中大智排水的理想樣貌 

劃分「第一區：喬城一橋至南門橋」、「第二區：南門橋周圍」及「第三

區：南門橋至大智路」，並讓民眾發想心目中大智排水的理想樣貌。 



六、 指認成果： 

(一) 議題一：民眾對於大智排水的印象 

 

表 2 議題一指認成果 

喜歡 不喜歡 

百年歷史遺跡南門橋墩受到良好保存 部分河岸沒有人行空間，且缺乏無障礙空間 

一個月整理一次水草，維持河川溶氧量 河岸道路崎嶇不平 

植栽漂亮，有種植玉蘭花等植栽 現有堤防高度過高，遮擋視野 

民眾可以邊洗衣服邊聊天 目前未能營造生態環境 

風景優美 冷泉水源因橋樑工程被切斷 

南門福德祠旁沿岸散步步道，供使用者良好

休憩空間 
釣客會於橋下冷泉放魚並製造垃圾 

南門福德祠為當地信仰及交流重要據點 公地私用問題，私自種植蔬菜 

新建之南門橋景觀 喬木過多 

南門橋下之冷泉規劃 排水不良(忠明南路涵洞) 

大智排水河道營造河岸親水空間 排放污水太多，造成水質污染 

樹木有志工定期整理 混凝土鋼筋露出，且無人整治 

期待未來可以看見螢火蟲 環境未經有整體整治，看起來較為髒亂 

保留原始生態，富有生物多樣性 南門橋無特別取名，無法彰顯地方文化及特色 

老人有散步的空間 下游處左岸雜草叢生無整理，易孳生蚊蟲 

 樓梯不好走，且沒有扶手 

 缺乏公共廁所 

 河堤照明不足 

 較無親近河川的步道 

 槌球場遭到廢除 

 

(二) 議題二：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重要課題 

1. 生態面向 

 

表 3 課題二-生態面向指認成果 

題目 指認 

曾經在大智排水流域看過什麼生

物？ 
⚫ 吳郭魚、白鷺鷥、大肚魚、鯉魚、夜鷺、青蛙 

覺得現在大智排水的生態是自然

多一點？還是人工多一點？ 

⚫ 普遍認為生態自然多一點，，人為干涉少，大部分河

川區域以自然植栽為主，但缺乏定期維護，導致看

起來較為雜亂。 

⚫ 希望未來規劃能教導下一代認知植物。 

喜歡自然的植栽多一點？還是人

工種植的植栽多一點？ 

⚫ 規劃自然植栽種植於水邊、人工植栽種植於行道

上。 

⚫ 各佔比 50%最佳。 



⚫ 希望種植櫻花。 

曾經看過大智排水流域發生過什

麼破壞生態的事件嗎？ 

⚫ 外來種問題，如吳郭魚及小花蔓澤蘭。 

⚫ 農業廢水可能造成河川汙染，且造成魚類死亡。 

⚫ 釣客將垃圾丟入河川中。 

⚫ 放入家中魚類造成過度繁殖及破壞原生物種生

存。 

是否期待大智排水水域出現螢火

蟲？ 

⚫ 期望螢火蟲復育成功，若出現螢火蟲代表自然生

態狀況良好、適合其生存，對整體景觀也有益處。 

⚫ 但仍需考量可行性。 

 

2. 文化面向 

 

表 4 課題二-文化面向指認成果 

題目 指認 

在大智排水有什麼人文故事或早

期故事？ 

⚫ 吊橋過去是前往日月潭必經之路。 

⚫ 恐怖故事，如搖傀儡、望噹滴(水鬼)仔窟。 

⚫ 神怪傳說，如石頭被拜拜之後變為土地公。 

⚫ 漩渦事件。 

⚫ 洗衣窟，、冷泉、當地間間土地公、、一一的的城城

城門、百年橋墩等歷史。 

⚫ 原住民與南門的故事。 

⚫ 南門橋是一座跨越三個行政區的橋梁。 

大智排水有什麼人文事物需要被

保留告訴後人？ 

 

3. 安全面向 

 

表 5 課題二-安全面向指認成果 

題目 指認 

走在大智排水流域會讓你感到不

安全的地點、場所？ 

⚫ 前往冷泉的樓梯太過陡峭及狹窄，，且無扶手設。。 

⚫ 對無障礙使用者較不友善。 

⚫ 左岸環境無整理、雜亂。 

⚫ 雜草多容易有蚊蟲及蛇出沒。 

⚫ 沿岸僅設置蛇籠工法、土堤等作為行走區域，未做

完善規劃。 

⚫ 河川淹水問題，造成周邊居民苦不堪言。 

有什麼方式可以改善這些不安全

場域？ 

⚫ 規劃無障礙坡道。 

⚫ 整修樓梯，增加扶手。 

⚫ 原生植物須保存。 

⚫ 加強人員進入維護管理。 

在安全考量核可的前提下，未來要

降低堤防高度（減量設計）打開土

地公、的空間視野，是否贊成？贊

成的原因，不贊成的原因？ 

⚫ 希望降低堤防高度，但為因應未來極端氣候變遷，

仍需保留一定高度。 



4. 休閒娛樂面向 

 

表 6 課題二-休閒娛樂面向指認成果 

題目 指認 

曾經在大智排水從事什麼休閒活

動（例如：散步、賞花、釣魚等） 

⚫ 國小戶外教學場所 

⚫ 音樂會 

⚫ 散步 

⚫ 生態調查 

覺得大智排水可以增加什麼休憩

設。？會提高你前來的動機 

⚫ 涼亭、步道、座椅等設。 

⚫ 展演空間 

⚫ 運動設。 

⚫ 增加夜間照明數量 

⚫ 無障礙步道 

⚫ 觀景平台 

⚫ 希望增設透明步道，能在上方看清楚河川的生態，。 

會想近距離觀察河中生態嗎？希

望未來會有親近水的場域嗎？ 

⚫ 希望讓孩童有親近乾淨水源機會。 

⚫ 希望可以增設河川生態體驗 

⚫ 希望種植更多花草樹木，但須注意花枝修剪，避免

孩童危險。 

⚫ 建議河川採用分段方式進行蓄水，增加魚種生存

率。 

 

5. 空間動線面向 

 

表 7 課題二-空間動線面向指認成果 

題目 指認 

會覺得現況大智排水的動線不明

確，不知道往哪走嗎? 

⚫ 下冷泉的階梯可否拉長，因原有階梯太過於陡峭，

且應增加無障礙空間。 

⚫ 植栽喬木不宜太過於高大，應適時維護於中等高

度。 

⚫ 夜間使用時須設置路燈及地燈、指示燈。 

⚫ 若規劃自行車動線可能造成人行安全疑慮。 

⚫ 平台應加大較可容納多人，舉辦音樂會等活動。 

⚫ 建議減少台階，，高低差可能導致老年人膝一損傷，，

或使用 S 型坡道緩降。 

⚫ 於陡坡處增設欄杆防止墜落。 

⚫ 希望河川間側皆有步道，且能環繞大智排水一周。 

⚫ 視障友善道路也應一併增設。 

目前動線上下都是樓梯，會希望有

無障礙坡道連接到湧泉空間嗎? 

 

  



(三) 議題三：民眾心目中大智排水的理想樣貌 

 

表 8 議題三指認成果 

分區 指認成果 

第一區 

喬城一橋至南門橋 

(0K+000~0K+120) 

1.防坡堤更新設。 

2.相通停留步道 

3.改種植抓地力較好的植栽 

4.修剪雜草 

5.打造螢火蟲廊道 

6.塑造親子戲水區 

7.減少吳郭魚的數量 

8.增設收費停車場 

9.洗腳台 

10.增設休閒步道(間岸) 

11.滑坡整頓，讓民眾能夠下去觀賞大智排水 

12.增設槌球場 

13.可以散步到冷泉區的步道 

第二區 

南門橋周圍 

(0K+120~0K+275) 

1.展演空間(冷泉區) 

2.戲水區增設 

3.洗衣窟恢復原狀 

4.預留插座 

5.冷泉區水源重建 

6.橋下照明設。增加 

7.冷泉牆壁增設藝術畫廊 

8.健康步道踏石應活動 

9.桂花應保留 

10.間岸涉水踏石 

11.增設櫻花林道 

12.種植螢火蟲蜜源植栽 

13.塑造白鷺鷥主題公園 

14.步道重建(無障礙空間) 

第三區 

南門橋至大智路 

(0K+275~0K+404) 

1.增設涼亭和座椅提供休憩空間 

2.維護原有植栽 

3.矮化玉蘭花 

4.種植玉蘭花(步道旁) 

5.塑造生態廊道(環狀) 

6.希望復育螢火蟲 

7.補種櫻花 

8.增設人行便道 

9.增設欄杆提供安全行走空間 

 

  



七、 活動簽到表： 

  

  



 

 

 

八、 活動花絮: 

  

  



  

  

  

  



  
 

九、 相關附件： 

 

 
圖 2 大智排水水環境工作坊布條 

 

 
圖 3 大智排水水環境工作坊名牌 

 

 

 

 

 



十、 成果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