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2/2)」

第二階段第7場公部門平台研商會議

星期二 上午10:00

地點: 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3樓會議室

執行單位│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1:30

主
席
致
詞

改
善
與
調
適
規
劃
辦

理
主
要
成
果
說
明

議
題
討
論

臨
時
動
議

11:2510:00 10:05 10:25活動
議程

簡報人：林柏瀚 副理

11:35

結
語



02

1

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人+水+自然:

◼ 鑑古知今-依據以往計畫與建設成果，進行流域課題之空間盤點

◼ 願景目標-分析河段重要課題，研擬願景、目標、策略、措施

◼ 參與規劃-落實民眾實質參與規劃，公私協力共商解方

提升耐淹力面對氣候變遷

共同經營後龍溪水環境
盤點公部門資源，改造水環境，提升耐淹力、

形塑水文化，落實資源對接與民眾參與

【下一代治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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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水庫放淤計畫

C1 鏈結及保育淺山棲地

C2 暢通後龍溪流域水域廊道

C3 友善飯島氏銀鮈棲地

C4 後龍溪流域土砂治理兼顧環境生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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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刻正辦理「苗栗縣水環境

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休閒遊憩

課題大多權責單位為苗栗縣政府，故

策略措施將對齊藍圖規劃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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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為導向，低衝擊為前提，
有限度河川治理

國土規劃協作，建構承洪耐
淹體系

改善破碎棲地與生態廊道，
鏈結生態網絡

休閒遊憩功能優化



01

6

本計畫於民國110年及111年共召開31場平台會議，其中第二年平台會議均為探討
初擬改善與調適措施是否有無共識，若有共識，建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反之，則
詳實記錄，並建議後續相關計畫持續辦理平台會議以尋求共識，本次會議提出改善
與調適策略與措施之權責單位，邀集相關單位確認權責分工是否適宜

議
題
探
討

平
台
會
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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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建設施
南社護岸延長

河中島

北勢溪排水

南
勢
坑
溪

後 龍 鎮

高速鐵路苗栗車站
特定區計畫

後龍都市計畫區

溪洲里

待建設施
-後龍橋左岸堤防

水道溢淹風險
• 龍津、龍坑河段納入治理計畫辦理(二河局)
• 針對河口淤積及水流偏向進行評估，若要推動河口

疏濬，應納入生態議題檢討(二河局)

2
支流區域排水兩岸的淹水風險因應
• 導入在地滯洪方式進行改善(二河局、縣政府)
• 推動逕流分擔與提高出流管制檢核基準(縣政府)
• 北勢溪排水於鐵路橋以下渠段建立預警報系統及疏散救災系統(縣政府)

衛生醫療健康園區基地撥
用及促參招商計畫(城2-3)

3
民眾對於淹水程度認知差異大且對非結構式減災措施認識有限
• 推動自主防災社區-溪洲里(二河局、縣政府)

4
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國土功能分區間之競合
•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積淹風險調適措施(縣政府)

優化水岸景觀品質、縫合都市地區水綠基盤
• 設置水岸觀賞臺(後龍堤防及北勢堤防)，配合水

防道路創造水岸複層綠色廊道(二河局)

1

優化流域內水岸遊憩資源鏈結
• 後龍防潮堤至後龍堤防沿線區域增補自行車道

(縣政府)

2

後龍溪水岸受台72線及台6線的切割阻隔
• 利用北勢堤防3處涵洞搭配指標系統，並結合原

有自行車道，提供水岸休憩功能(縣政府)

3

 3

1

後龍防潮堤防

淹水範圍

鏈結及保育淺山棲地(二河局、新竹林管處、縣政府)
• 優先保留未受干擾的自然棲地，避免全面建置南社護岸
• 優先評估高灘地營造，並維持主流與綠帶相接處之生物通道
• 海線鐵路橋至河口的農耕區域評估配合林務局友善農業、推動

高灘地友善農耕
• 後龍溪河口入侵植物-互花米草移除
• 涉及切割或營造綠帶之工程，應整合相關公部門單位資源並評

估生物廊道改善

1

後龍溪流域土砂治理兼顧環境生態
• 河口若有疏濬工程，建議以專案調查先行評估生態(二河局)

2

後龍溪河口



01

8

二河局

二河局

二河局、縣政府

縣政府

縣政府

二河局、縣政府

縣政府

優先保留未受干擾的自然棲地，避免全面建置南社護岸

二河局
新竹林管處

縣政府

優先評估高灘地營造，並維持主流與綠帶相接處之生物通道海線鐵路橋至河口
的農耕區域評估配合林務局友善農業、推動高灘地友善農耕

後龍溪河口入侵植物-互花米草移除

涉及切割或營造綠帶之工程，應整合相關公部門單位資源並評估生物廊道改善

河口若有工程施作、河道疏浚或整理事宜，建議以專案調查先行評估生態 二河局
縣政府導入基本工程生態友善措施，納入河相考量以減緩工程擾動頻率

後龍堤防及北勢堤防之優良堤頂點位，設置水岸觀賞臺，並配合水防道路綠廊
營造，創造水岸複層綠色廊道

二河局

縣政府

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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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建設施-中心埔堤防延長

西
山
排
水

後龍溪河濱公園

新東大橋河濱公園

苗栗市田寮排水系統
分洪工程(109年開工)

苗栗都市計畫區

支流區域排水兩岸的淹水風險因應
• 廣泛宣導並鼓勵推動農田在地滯洪減低工

程規模(二河局、縣政府)
• 推動逕流分擔與提高出流管制檢核基準(縣

政府)
• 西山排水及嘉盛排水建立預警報系統及疏

散救災系統(二河局、縣政府)

1

2
民眾對於淹水程度認知差異大且對非結構式減
災措施認識有限
• 提升非結構式減災措施接受度(二河局、縣政府)

3
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國土功
能分區間之競合
•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積淹

風險調適措施(縣政府)

鏈結及保育淺山棲地
• 配合林務局推動後龍溪廊道友善生態植被營

造(二河局、新竹林管處、縣政府)
• 評估後龍溪河道與其周邊道路(72快速道路)

之間的連結通道並改善(二河局、新竹林管
處、縣政府)

• 於濱溪道路設置生物通道及避免路殺裝置
• 評估苗栗市北側堤外農耕地配合林務局友善

農業、推動高灘地友善農耕(二河局、新竹
林管處)

1

西山工業區(城2-2)

優化水岸景觀品質
• 堤後坡補植灌喬木，增加複層綠廊(二河局、縣

政府)

1

縫合都市地區水綠基盤
• 設置水岸觀賞臺(左岸芒埔二號堤防至嘉盛堤防

(北勢大橋))，配合水防道路創造水岸複層綠色

廊道(二河局、縣政府)

2

優化流域內水岸遊憩資源鏈結
• 北勢堤防至穿龍圳北幹線取水口增補自行車道

增加沿岸休憩 (縣政府)
• 於北勢大橋、頭屋大橋增設自行車道，串接高

鐵特區、頭屋農村田園景緻與苗栗市都市地區
之綠色慢行路網(縣政府)

3

水岸延伸之景觀平台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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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局
縣政府

縣政府

龍 二河局
縣政府

二河局
縣政府

縣政府

二河局
縣政府
林務局

二河局
縣政府
林務局

二河局
新竹林管處

建議於左岸芒埔二號堤防堤後坡補植灌喬木，增加複層綠廊
二河局
縣政府

設置水岸觀賞臺(左岸芒埔二號堤防至嘉盛堤防(北勢大橋))，配合水防道路創造
水岸複層綠色廊道

二河局
縣政府

北勢堤防至穿龍圳北幹線取水口增補自行車道增加沿岸休憩 縣政府

於北勢大橋、頭屋大橋增設自行車道，串接高鐵特區、頭屋農村田園景緻與苗
栗市都市地區之綠色慢行路網

縣政府

◼ 邀集水利處研商，就後龍溪水環境對齊藍圖規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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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屋 鄉沙
河
溪

飛鳳溪

明德水庫

水道溢淹風險
• 二岡坪堤防延長防洪缺口填補(二河局)
• 沙河溪國道一號橋上游待建防洪工程，以

減量方式治理，兼顧生態與防洪(二河局)

1
極端氣候下水庫蓄水影響及淤積問題因應
• 推動水庫防淤計畫(農水署)
• 定期辦理並落實水庫安全評估計畫(農水署)

2

鏈結及保育淺山棲地
• 龍頸潭北側避免人為影響與污染，減少流浪

犬貓聚集、提升民眾環境素養、執行罰則
(垃圾棄置) (縣政府)

1

龍頸潭

暢通後龍溪流域水域廊道
• 老田寮溪龍頸潭土堤堰沖毀後，先不修復保

留豐水期生物交流機會，並確認後龍導水路
連結狀況(二河局、新竹林管處、農水署)

• 支流內高落差橫向構造物改善(二河局、水
保局)

• 後龍溪主流及老田寮溪匯流口生態基流量維
持(二河局、農水署、縣政府)

1. 應透過公部門協商水權分配與取水限制
2. 於頭屋大橋上游的後龍溪河濱公園附近維

持左岸流路生態基流量

2

友善飯島氏銀鮈棲地
(二河局、縣政府、林務局、水保局)
• 工程應確實執行生態檢核作業，並優先考量以利用管理代替硬性工程由於上游露營區開發
• 應評估並改善水質條件，確實執行罰則及限制開發
• 配合林務局推定溪流治理的生態友善，「維護並擴大飯島氏銀鮈棲息環境」
• 後龍溪主流及老田寮溪匯流口生態基流量維持
• 評估具藍綠網絡連結潛力區域(二河局、新竹林管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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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局

二河局

農水署

農水署

縣政府

•

•

二河局
農水署
林務局

二河局
水保局

•

•

二河局
農水署
縣政府

•

•

•

縣政府
二河局
林務局
水保局

新竹林管處
二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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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館 鄉

銅 鑼 鄉

新
隆
護
岸

芎蕉灣堤防堤尾工損壞

民眾反映河段保護
• 後龍溪芎蕉灣河段建議維持現況並採用劃

入用地範圍線方式管理(二河局)

1
辮狀河槽之構造物基礎或岸側邊坡淘刷防治
• 推動科技防減災之防洪構造物安全檢查與監測

(二河局)
• 擬定易沖刷災河段保護措施及提高災害應變能

力(二河局)

2

水道沖淤變化及河中島影響通洪風險
• 視需求進行河道整理，並告知橋梁單位持續監

測河床變化(二河局)

3

4
氣候變遷下流域內高風險堤段淹水範圍宜有
對應之土管規則
•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積淹風險調適措施

(縣政府)

苗栗縣銅鑼鄉勝暉產
業園區開發案(城2-3)

銅鑼都市
計畫區

中興工業區(城2-2)

鏈結及保育淺山棲地(二河局、縣政府、新竹
林管處)
• 評估中平大橋上游農耕區域配合林務局友善農

業、推動高灘地友善農耕
• 芎蕉灣區域保留高灘地主流與綠帶相接之現狀

1

暢通後龍溪流域水域廊道
• 涉及切割或營造綠帶之工程，應整合相關公部

門單位資源並評估生物廊道改善(二河局、縣
政府、林務局、水保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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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龍溪芎蕉灣河段建議維持現況並採用劃入用地範圍線方式管理 二河局

推動科技防減災之防洪構造物安全檢查與監測 二河局

擬定易沖刷災河段保護措施及提高災害應變能力 二河局

定期進行河道整理，並告知橋梁單位持續監測河床變化 二河局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積淹風險調適措施-「苗栗縣銅鑼鄉勝暉產業園區開
發案」、「中興工業區」

縣政府

評估中平大橋上游農耕區域配合林務局友善農業、推動高灘地友善農耕 二河局
縣政府

新竹林管處芎蕉灣區域保留高灘地主流與綠帶相接之現狀

導入基本工程生態友善措施，納入河相考量以減緩工程擾動頻率 二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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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館 鄉

銅 鑼 鄉

穿
龍
圳
山
幹
線

日本 源兵衛川

水圳步道營造與解說導覽示意圖

鏈結水岸與流域內豐富資源
• 中平大橋增設自行車道串聯整體流域連通兩岸(縣政府)
• 結合既有自行車路線與步道，將堤岸自行車道串聯至

堤內水環境空間(縣政府)
• 導入打馬溝溪、穿龍圳水圳步道營造及在地故事與生

態解說導覽系統，進而成為在地特色環境教育之戶外
教材(縣政府)

1

福基

鏈結及保育淺山棲地(二河局、縣政府、新竹
林管處)
• 建議若有工程進入福基可先行啟動專案調查，

減緩工程影響維持生態廊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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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若有工程進入福基可先行啟動專案調查，減緩工程影響維持生態廊道
二河局
縣政府

新竹林管處

縣政府

縣政府

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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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 潭 鄉

泰 安 鄉

大 湖 鄉

水道溢淹風險(大湖鄉)
• 大湖鄉之後龍溪主流上游河段因氣候變遷

下水患風險提高，故應依治理計畫辦理整

治(二河局)

1

山河境遊憩設施
區旅館開發案

2
氣候變遷下流域內高風險堤段淹水範圍宜有
對應之土管規則(大湖鄉)
•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積淹風險調適措施

(縣政府)

友善飯島氏銀鮈棲地(大湖鄉)
(二河局、縣政府、林務局、水保局)
• 工程應確實執行生態檢核作業，並優先考量以

利用管理代替硬性工程
• 由於上游露營區開發，應評估並改善水質條件，

確實執行罰則及限制開發
• 配合林務局推定溪流治理的生態友善，「維護

並擴大飯島氏銀鮈棲息環境」
• 評估具藍綠網絡連結潛力區域(二河局、新竹

林管處)

1

後龍溪流域土砂治理兼顧環境生態(大湖、泰
安、獅潭鄉)
• 導入基本工程生態友善措施，納入河相考量以

減緩工程擾動頻率(二河局)

2

水道沖淤變化及河中島影響通洪風險(泰安、
獅潭鄉)
• 協商相關機關落實集水區治理保育減緩土

砂下移(水保局)

1 2
氣候變遷下流域內高風險堤段淹水範圍宜有
對應之土管規則(泰安、獅潭鄉)
• 訂定各類國土功能分區土地積淹風險調適措施

(縣政府)

大湖都市
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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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水保局

-
縣政府

二河局

二河局

縣政府

•

•

•

縣政府
二河局
林務局
水保局

新竹林管處
二河局

二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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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位置 策略措施

水患
風險

龍坑、龍津
河段

無共識，河川局裁量後續應對齊河川治理劃設原則，待水利署治理計畫審議討論

芎蕉灣河段
無共識，考量現況環境自然，缺乏顯著保護標的，又屬經常性河道擺盪範圍，建議將用地範
圍線劃設於後方高崁，待水利署治理計畫審議討論

沙河溪國道
一號橋上下
游

• 完備二岡坪堤防防洪設施
• 後續評估國道一號橋至文英橋之治理方式減量 (如以土堤局部保護農地)，兼顧生態與地

主權益

大湖鄉河段
具氣候變遷水患風險，依治理計畫辦理，目前大湖二號堤防已在設計階段，應落實生態檢核
與友善措施

水患風險
土地

國土計畫中城鄉發展區中有水患風險區域提出各項土地調適策略

配合提出多元之土管規則、建築管理及長期空間布局韌性調適手段

河川
生態
保育
及復
育

龍頸潭 與農田水利署商討就龍頸潭該土堤復舊期限延長，保持豐水期水域廊道暢通

沙河溪流域
河川局及水保局優先就特定流域進行轄區中的橫向構造物盤點及配合林務局指認評估，再進
行橫向構造物的拆除或改善，並透過公部門相互合作共同串聯水域廊道

後龍溪流域 參與林務局推動「維護並擴大飯島氏銀鮈棲息環境」及「後龍溪廊道友善生態植被營造」

雞隆河新隆
護岸

本河段將新建護岸，考量林相自然且經生態監測確實有動物蹤跡與廊道，為能積極增益流域
環境之藍綠網絡串聯，擬邀請林務局及水保局共同參與生態友善作為

河川
休閒
遊憩
功能

後龍溪流域
共同以設施減量、溪流生態植被營造方式維護後龍溪水域、灘地棲地，並以既有親水空間作
為環教基地，以提升民眾對後龍溪流域水環境及生物棲息空間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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