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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14:15

14:25

14:35

16:00

活動
議程

簡報
大綱

開場

二河局簡報說明調適規劃

逕流分擔現階段說明

結語

14:00

01

議題討論 02

討論

15:55

空間發展藍圖現階段說明

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規劃工作架構說明



01 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工作架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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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下一代治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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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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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民眾對淹水程度之認知

✓ 說明治水工程有其極限與須
面對氣候變遷威脅的風險

圖象輔助淹水感受指認 容受程度探討 調適策略探討 模型輔助指認

 透過三階段小平台會議的辦理，提升民眾對承洪韌性與各項調適策略之認知

Step 1. 淹水共學 Step 2.承洪共探 Step 3.韌性共好

✓ 探究民眾對於所處環境
可承受之淹水程度+偏
好調適策略之意向調查

✓ 民眾對於調適策略之
意向與接受度探討

藉操作淹水感知評量，增加民眾對淹水嚴重程度的認知

藉由大地圖討論，引導民眾分享實際受災經驗及其面對淹水
風險的可能作法和需求

民眾對於淹水程度認知差異大且對改
善與調適等觀念認識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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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9/07 第五場小平台

◼

◼

◼

◼

⚫

⚫

⚫

⚫

09/08 第六場小平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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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安全防洪》
極端氣候，堤防可溢不可破

不增加計畫流量

《耐淹承洪》

異常降雨，土地承納，都市耐淹

強降雨下一~二日內退水

《山河創生》

藍帶、綠網串聯保育規劃

《永續共榮》

人、水、文化、歷史聯結規劃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安全為導向，低
衝擊為前提，有限
度河川治理」

「國土規劃協作，
建構耐淹承洪體系」

「改善破碎棲地與
生態廊道，鏈結生
態網絡」

「水岸永續環境形
塑，鏈結水綠網絡」

◼ 歸納彙整以往計畫與建設成果，進行流域課題之空間盤點

◼ 分析各區位(河段)重要課題，研擬願景、目標、策略、措施

◼ 落實民眾實質參與規劃，公私協力共商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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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1 區域排水的洪氾風險

北勢溪排水

後龍鎮

後龍地區北勢溪排水治理工程
包含分洪道工程等

現在位置

24小時500mm淹水

河中島
待建設施

¯
北勢溪排水

南勢坑排水

24hr500mm淹水潛勢

後龍水系待建防洪設施109年規劃報告(依規劃報告本文修改)

後龍溪主流既有防洪設施

北勢溪排水防洪標準
356mm/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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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位置

淹水潛勢

河中島
待建設施

¯
北勢溪排水

南勢坑排水

ISSUE2 防洪設施如何銜接

北勢溪排水出口未封堤
EL.8.1m

EL.4.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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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ISSUE2 防洪設施如何銜接

南勢坑排水出口未封堤

待建設施：後龍橋左岸堤防

現在位置

淹水潛勢

河中島
待建設施

¯
北勢溪排水

南勢坑排水

地方回饋：希望能增設防洪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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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1
分析縣內淹水潛勢地區與國
土功能分區間之競合

◼ 城發一約100公頃
◼ 城二之三、城二之二
→重新評估開發之需求與必要性
◼ 農發五為符合農發一特質之都

市計畫區內農業區
→重新考量是否調整為其他非發展
性質功能分區

ISSUE2
氣候變遷下提高苗栗縣韌性
城市作法

◼ 後龍溪流域應先初步評估流域
需推動逕流分擔之區位

1

1

2021年歐洲洪災 2013年蘇力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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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風險課題對照表

A1 水道仍有溢淹風險

A2 民眾陳情河段保護

A3
辮狀河槽擺盪幅度大導致
防洪構造物基礎或岸側邊
坡淘刷

A4
跨渠構造物影響河道通洪
並導致深槽逼近兩岸

A5
水道沖淤變化及河中島影
響通洪風險

A6 上游集水區土砂下移

A7
支流區域排水兩岸的淹水
問題

A8
氣候變遷之極端降雨可能
導致水道溢淹風險加劇

A9
極端氣候下水庫蓄水影響
及淤積問題

積極推動逕流分擔與提高出流
管制檢核基準

提升非結構式減災措施接受度，並
建立預警報系統及疏散救災系統

推動自主防災社區

A1 A7對應課題:

A7對應課題:
對應課題: A7

依治理計畫進行整治工程，並優先評
估納入NbS概念

對應課題: A1 A7

土地洪氾風險課題對照表

B1
民眾對於淹水程度認知差
異大且對改善與調適等觀
念認識有限

B2
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
國土功能分區間之競合

B3
氣候變遷下流域內破溢堤
高風險堤段淹水範圍宜有
對應之土管規則

B4
梳理面臨淹水風險所對應
之土地管理工具

B5
流域調適改善應先評估逕
流分擔適宜之推動區位

B6
流域內未來重大開發與淹
水外其它災害潛勢或環境
敏感地存在潛在衝突課題

對應課題: B1

提升非結構式減災措施接受度，透
過辦理承洪共探及韌性共好小平台
會議進行宣導與共學

對應課題: B5

妥善運用各類用地導入逕流分擔措
施對應課題: B2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洪氾風
險調適措施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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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龍都市計畫 高速鐵路苗栗
站都市計畫

頭屋都市計畫

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

苗栗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計畫區

公館都市計畫區

大湖都市計畫

1.苗栗縣後龍溪頭屋大橋至北勢溪左岸沿線環境營造計畫
2.苗栗市後龍溪整體水岸環境計畫
3.後龍溪二張犁堤防環境營造工程
4.苗栗縣明德水庫自行車專用道先期評估規劃
5.苗栗鐵路一村復甦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
6.苗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計畫
7.後龍溪後龍大橋上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8.北勢溪環境營造計畫
9.後龍溪口濕地生態復育保護計畫
10.97年度苗栗縣後龍溪沿岸自行車道及環境綠美化工程
11.後龍溪頭屋大橋至龜山大橋河段環境營造
12.後龍溪水系及支流新店溪護魚步道先期規劃設計

ISSUE1 水岸配合苗栗藍帶構想及資源

⚫ 現況堤防以水泥構造為主，沿岸綠帶不延續

⚫ 配合縣政府水岸藍圖空間規劃

ISSUE2 共同盤點水岸亮點及推動

⚫ 人文、自然生態及景觀資源豐富，與水岸鍊結

⚫ 歷史人文、綠地生態資源與水岸空間鄰近，極具

面狀水岸規劃亮點之潛力

後龍溪河濱公園

⚫ 地方民眾希望能增設景觀設施、河濱公園廁所、

運動場地、步道等，更新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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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8/12 第二場小平台

後龍溪河口左岸待建設施

⚫

⚫

⚫

⚫

08/12 第三場小平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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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綠與增綠為原則，營造水域節點

點層面

• 濕地、生態熱點、逕流分擔區位或都市計畫

區之公園、學校

後龍溪為骨幹，區域排水、水圳
為枝幹，鍊結周遭水綠空間

線層面

• 保留緩衝林帶、河堤綠化，擴大生態體邊緣，
可作為帶狀休憩空間

以點、線為本，建構完整藍綠基盤

面層面

• 點層面增綠與補綠+線層面水綠帶狀廊道，
形成網絡化、層次化、生態化的水綠網絡

調適策略架構

• 橋體增設自行車道、牽引道，搭配動線及大
眾運輸網絡，串聯上、下游及台三線

• 搭配結合NBS建構完整的藍綠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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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1 創造融合生態 環境與生活的空間樞紐

LOCATION：流域內都市計畫區、中興工業區｜中上游、下游段

強化下游段都會區水岸縫合

• 都市計畫區及工業區LID導入設施
• 軟化重要水綠基盤之區域排水、農田水圳

點

縫補都會區水綠空缺，營造多樣生物棲地

線 STRATEGY2 提升水岸可及性 增綠與補綠提升視覺景觀

LOCATION：兩岸既有混擬土堤防｜中、下游堤段

舊有堤防堤前坡、堤頂及堤後坡生態化 +兩岸水防道路綠化+眺望點設置水岸平臺 創造水岸複層綠色廊道

點、線、面的串聯與改善

水岸延伸之景觀平台示意 堤防綠化+水岸營造示意 公共設施逕流分擔

後龍溪流域水綠網絡串聯，縫合斷鏈空間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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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

線

STRATEGY3 建構融入人文及文化元素之水綠網絡 連結流域內景觀、人文歷史資源

LOCATION：穿龍圳沿線道路｜中、上游圳路

• 古水圳步道營造及觀光導覽指標系統建立
• 人文與文化元素擷取與轉化於設計

連結水綠網絡，將文化元素導入空間規劃中

線

STRATEGY4 於浪漫台三線交會處設置指標系統 流域內景觀、人文歷史資源

LOCATION：支流老田寮溪、明德水庫、鳴鳳山遊憩區｜中上游堤段

於支流老田寮溪開始透過指標系統串聯浪漫台三線，包括明德水庫、鳴鳳山遊憩區至浪漫台三線

流域內景觀、人文歷史資源延伸連結至浪漫台三線

STRATEGY5 綠色慢行系統串聯周邊豐富資源

點
+

線

LOCATION：流域中下游兩岸既有堤防、後龍鎮與苗栗高鐵特定區、苗栗市、穿龍圳｜中上游圳路、中、下游堤段

• 自行車道串聯計畫

• 減量設計營造親水空間 + 水防道路增設活動節點或水岸步道 延伸綠色動線串聯流域內重要景觀、人文節點

綠色動線串聯

日本源兵衛川

水圳文化復興與步道路線串聯示意圖 自行車串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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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層面

後龍溪兩側水岸生活綠廊
線層面

水綠網絡串聯，填補破碎化的
棲地+營造水岸綠廊空間，串聯
山-水岸-都會地景間之缺口

L
ID

設
施
導
入
提
升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綠
化
及
保
水
功
能

水岸綠廊串接都會生活

穿龍圳綠廊營造

水尾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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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客家竹編椅

穿龍圳流經公館鄉街道 苗栗出磺坑吊橋

農作物－紅棗

穿龍圳取水堰 台灣油礦陳列館

苗栗陶瓷博物館

農作物－福菜



02 議題討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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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北勢溪排水、南勢坑排水逕流分擔實施範
圍評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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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苗栗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簡報結束
THANK  YOU

韌性承洪

Elit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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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後

龍

溪

老田寮溪

拔仔岡溪

茄
苳
溪

沙
河
溪

飛鳳溪

新
店
溪

打
馬
溝
溪

鹽水坑溪

汶水溪
雞
隆
河

南
湖
溪

後龍都市計畫

高速鐵路苗栗車站
特定區計畫

明德水庫
特定區計畫

苗栗都市計畫

頭屋
都市計畫

公館
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苗栗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銅鑼
都市計畫

大湖
都市計畫

明德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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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改
善
與
調
適
策
略

➢

•

•

➢

➢

➢

➢ 立

➢ 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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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層面

結合既有自行車路線與步道，
串聯穿龍圳人文地景
與重要遊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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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層面

水岸縫合課題對照表

D1 水岸景觀品質待提升

D2 後龍溪水岸受台72線及台6線的切割阻隔

D3 都會區開發導致水綠基盤的斷鏈

D4 水岸與流域內豐富資源未能鍊結

既有堤防建置水岸綠廊

河岸視覺景觀較佳之眺望點設置平臺，強化河岸親水空間:

堤後緩坡設計+兩岸水防道路種植喬灌木，創造水岸複層綠色廊道

擷取部落、客家文化元素並轉化於空間設計

• 在後龍溪中下游既有混擬土堤防，配合水防道路進行綠廊改造

對應課題:     

MASTER PLAN 水岸縫合整體規劃構想

提升水岸可及性

中下游2處搭配指標系統及水域環境整體營造

• 台72線快速道路既有5處涵洞指引至右岸都會區

• 既有橋體增設自行車道及自行車牽引道

北勢大橋、頭屋大橋增設自行車串聯結點，提高兩岸聯通性

對應課題:     

縫補都會區水綠空缺

• 都市計畫區及工業區導入LID設施
• 軟化重要水綠基盤之區域排水

指認流域內重要水綠基盤，透過圳路生
態工程改善，營造多樣生物棲地

  對應課題:

水圳文化復興

水圳步道營造及導覽指標系統建立

• 穿龍圳指標解說系統結合綠廊步道與自行車道

• 於支流老田寮溪開始透過指標系統串聯浪漫台三線

• 結合既有自行車路線與步道，串聯重要遊憩景點

規劃分為三大主題路線:自然生態路線、觀光休憩路線、人文歷史路線

藉由慢行系統路線的串聯，可重新連結流域內之景觀、人文歷史資源

對應課題:     



02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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