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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規劃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道風險 水岸縫合

韌性承洪
水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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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流程





4



01

暖身
輕鬆有趣的非常態
活動破冰引起關注

累積
針對分區劃設使用
開展多元參與

擴大
將理念擴散到地方
更多一般民眾

認同
產生在地連結感進
而積極投入討論

共識
討論凝聚對河川土
地使用的共識

行動
後續開展由地方維
護管理的連結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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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們所了解的大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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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道
風險

B.
土地
洪氾

課題

A1.氣候變遷之極端降雨導致水道溢淹風險增加

A2.水道仍有溢淹風險

A3.辮狀河槽擺盪幅度大致防洪構造物基礎或岸側邊坡淘刷

A4.高灘地佔據河幅造成流路沖擊河防建造物

A5.水道輸砂沖淤失衡

B1.民眾對非結構式減災措施認識有限

B2.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與國土功能分區間之競合

B3.氣候變遷下破堤高風險堤段宜有適當之農業發展指導

B4.運用於調適規劃之土地管理工具未釐清

C1.棲地破碎化

C2.外來入侵種威脅原生物種生存

C3.溪流工程擾動濱溪及水域環境

C4.慣行農法易造成棲地劣化

C5.關注物種棲地劣化與廊道阻隔

C6.引水行為可能導致生態基流量不足

D1.灘地受人為干擾致影響環境品質

D2.河川區域內空間綠色缺口待縫補

D3.水環境缺乏環境教育功能

C.
藍綠
網絡

D.
水岸
縫合

1.石虎棲地劣化與廊道阻隔

2.集水區上游管理恐造成臺灣黑熊棲地劣化

3.水域洄游性物種洄游廊道受阻

子課題

1.種植為主的使用型態限縮灘地空間利用的

可能性

2.河川區域垃圾棄置

1.上游集水區泥砂產量大

2.火炎山土石清疏過度加速侵蝕作用

3.河道中堰壩造成泥砂阻隔

4. 河道沖淤管理與砂石供應競合

1.陸域動物的棲地阻隔

2.水域動物的棲地阻隔

1.遊蕩犬貓

2.水域外來種

3.河灘地銀合歡入侵

1.河道整理、堤防培厚及疏濬工程

2.支流或排水封底工程

3.河川區域內運輸路及便橋

1.農藥及肥料

2.非生物性農業廢棄物

3.植被單一化

共提出18項主課題及20項子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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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1 氣候變遷之極端降雨導致水
道溢淹風險增加 (A1)

ISSUE 2 水道仍有溢淹風險 (A2)

◼ 雖經分析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洪峰流量低於

計畫流量，然未來氣候變遷之情勢仍可能

為流域內潛在風險，

◼ 大安溪主流待建堤防約1.8公里，待建護岸

約3.3公里

◼ 主、支流或河川與排水防洪保護標準不同，

部分匯流處之開口堤處有洪水漫淹情形

◼ 思考與土地洪氾風險、藍綠網格保育、水

岸縫合等面向之競合，推動流域整合規劃

社尾堤防
廍子堤防 土城堤防

卓蘭堤防

內灣堤防
白布帆堤防

水尾堤防
圓屯堤防

達觀堤防

◼ 河槽擺動幅度大，導致河道兩岸防洪設施基

腳面臨洪水沖刷淘空流失威脅

◼ 多處堤段有高流速、高沖刷趨勢，且流路逼

近堤岸，部分堤防修復次數達5-8次

ISSUE 3 辮狀河槽擺盪幅度大致防洪構
造物基礎或岸側邊坡淘刷 (A3)

火炎山堤防



現有堤前灘地保護，堤防風險已降低

ISSUE3 河防構造物基腳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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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堤防

卓蘭堤防

內灣堤防
白布帆堤防

水尾堤防
圓屯堤防

達觀堤防

ISSUE 5 水道輸砂沖淤失衡(A5)

上游集水區泥沙產量大

◼ 土砂來源以大安溪主流上游之崩塌地

及其衍生之土石流潛勢溪流為主

火炎山土石清疏過度加速侵蝕作用

◼ 火炎山過度的土石清疏容易加速侵蝕

作用產生，亦使大安溪於該河段之土

砂堆積情況加劇

河道中堰壩造成泥砂阻隔

◼ 堰壩等橫向構造物上游泥砂淤積，導

致粗顆粒河床質無法有效運移至下游

河道沖淤管理與砂石供應競合

◼ 以資源管理觀點，探討河道沖淤管理

與砂石供應，以期在不影響河防安全

前提下，必要時能協助應付緊急需求

火炎山堤防

ISSUE 4 高灘地佔據河幅造成流路沖
擊河防建造物 (A4)

◼ 斷面44至卓蘭大橋左岸高灘地及大安溪

橋斷面9右岸高灘地有大面積農業種植，

影響流路沖擊卓蘭堤防及社尾堤防

社尾堤防
廍子堤防

✓

✓



ISSUE5 水道淤積與沖刷

烏

石

坑

溪

達觀部落

卓蘭鎮

東勢區

和平區

•

•

•

卓蘭大橋

白布帆大橋

12

士林攔河堰

雪

山
坑

溪



02

◼

◼

中 下游溪流廊道與周
邊淺山
› 重要性：重要棲地廊道、

里山地景

› 威脅：面臨開發壓力、外

來種入侵、水質汙染

上游溪流及周邊區域
› 重要性：棲地及生物多樣性

高、保育類物種豐富

› 威脅：治理工程擾動、狩獵

行為、橫向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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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4
(C4)

1.農藥及肥料
2.農業廢棄物
3.植被單一化

1.陸域動物的棲地阻隔
2.水域動物的棲地阻隔

ISSUE 1 (C1) 1.遊蕩犬貓
2.水域外來種
3.河灘地銀合歡入侵

ISSUE 2
(C2)

ISSUE 3
(C3)

1.河道整理及疏濬工程
2.支流或排水封底工程
3.河川區域內運輸路及便橋

ISSUE 5
(C5)

1.石虎棲地劣化與廊道阻隔
2.台灣黑熊棲地劣化
3.水域洄游性物種洄游廊道受阻

ISSUE 6
(C6) 臺灣黑熊 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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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

◼

•

•

•

•

◼

◼

部落 相關回應

天狗部落
1. 天狗部落較少於灘地種植。
2. 梅園部落多於灘地種植甜柿，農耕戶會自動避開河道

沖刷區位。
3. 每年八月祖靈祭舉辦於山區公墓。

梅園部落

象鼻部落
1. 灘地多種植蔬菜、桃子、李子。
2. 曾有民眾反映象鼻大橋上游附近河床有沖刷危險。
3. 祖靈祭多舉辦於山區公墓。

達觀部落 1. 達觀部落鄰近灘地多種植低莖植物如花生。

桃山部落
1. 過去因河川區域內種植需要申請許可，所以目前灘地

幾乎沒種植作物
2. 祖靈祭多辦在雪山公墓，豐收祭則辦在部落活動中心

雙崎部落
1. 部落周邊灘地因空間有限較少種植，多種植於山區
2. 部落內目前只有辦跨年晚會，且大多辦在活動中心
3. 因部落與灘地高低落差大，故灘地種植行為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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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洪》
科技防災、工程減量

導入堤岸檢測計畫及安全監測系統

《韌性承洪》
國土規劃工具協作提升承洪韌性

逕流分擔與在地滯洪、

《修復永續》
保留與擴大優質棲地

改善劣化棲地並連結破碎化棲地

《克己補綠》
減少人為干擾
建構水岸綠廊
推動水環境教育

風險管理為先，
順應河相為本

在降低環境衝擊前
提下，建構韌性承
洪體系

改善破碎棲地，
修復生態網路

以減量及縫合為理
念，恢復水岸自然
地景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形塑「 ‧水漾環境 」之整體願景

四大面向同步規劃與推動改善調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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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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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資訊公開今年度辦理重點

◼ 計畫網站以豐富內容與多元視覺編排，吸睛點入

◼ FACEBOOK 以輕便易懂的簡短資訊與圖像擴大參與及強化民眾互動

提升民眾閱讀興趣，加強互動參與資訊
公開

• 有趣、有用的內容安排及分享資訊

• 與更多關注水環境發展之民眾與社群互動

社群平台 : FACEBOOK
• 一頁式網頁(Landing Page)設計

• 簡明易懂之版面風格

• 視覺強化之資訊圖表

Internet : 網頁專區

圖文並茂 貼近日常

FACEBOOK 網站專區

網站專區請掃

FB請掃

*提供圖文供三河局粉專-好三好水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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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饋單示意

平台會議+民眾參與

會議成果文章

會議預告文章

「民眾參與」內文示意

圖文並茂，忠實呈現會議情形供民眾參考
⚫ 每場會議皆有專屬視覺海報+會前預告文章

⚫ 會議成果文章內皆附上會議簡報與會議紀錄供民眾參考

意見回饋單入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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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1：
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課題討論

討論議題2 其他關注議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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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THANK  YOU

韌性承洪

Elit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