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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為何要做

貳、計畫過程-做了什麼

參、計畫效益-得到什麼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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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調查

國土生態保育

馬佛溪河川生態廊道與
國土綠網串聯規劃

河川整建、治理與管理

構築生態合作平台
共享資源
推動廊道串連
跨機關合作

MOU
108年8月

連結國土綠網計畫，

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友善環境

國土綠網建置計畫

◆ 8個綠網分區

◆界定保育區域與熱點
◆公眾參與與教育推廣

◆ 廊道式生態造林
◆跨域平台建立

◆物種數量與分布
◆棲地調查

◆生態影響範圍

水利署 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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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聽取簡報及現地勘查

108年賴署長 視察國土綠網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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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選擇馬佛溪/花蓮溪上游?

光復鄉

花蓮縣瑞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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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綠網
盤點廊道課題

大農大富
為最優先連結區域

跨單位合作
共同改善瓶頸點

• 造林20年
• 野生動物

熱點與
重要路徑

花蓮國土綠網重點選址：大農大富平森園區

花
蓮
溪
上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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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
堤防

台9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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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森林

中央山脈

嘉

農

溪

平森與中央山脈間的棲地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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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治理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花蓮溪上游(嘉農溪)、馬佛溪

花蓮國土綠網

?+
如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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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更生日報

2001年桃芝颱風



關鍵課題

河防構造物
阻隔動物移動

水域生態廊道斷裂
外來種

降低棲地多樣性

部分河道束縮

河川樣貌不健康

三面光疏濬

濱溪植被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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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1.陸域生態廊道-
河防構造物阻隔動物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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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2.水域生態廊道棲地縮減

影響洄游生物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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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來魚種

 國外及臺灣西部引入種

 危害其他水生生物

臺灣石賓明潭吻鰕虎

課題3.外來種降低棲地多樣性
銀合歡入侵
影響：物種競爭、棲地單一化、生物多樣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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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草地

腺葉木藍寬葉毛氈苔綬草知本飄拂草

課題4.不定期清疏-濱溪植被帶不健全

• 清除植物，使外來種優勢，動物利用減少

• 開挖河床，水域棲地類型變少，使其河道呈現無水

• 干擾動物生活，失去棲地間的連結 13



課題5.河相問題-河道治理(清疏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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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想在哪裡認養高灘地、以前有哪些物種-社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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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這樣的計畫，
上游分流，可以降

低下游淹水風險。

很想念虎皮蛙。
以前都可以在河
床上邊走邊解渴。 原生種

是很重

要的文
化資產。

這樣的試驗很值得嘗試。
部落也可以參與。
以前灘地上都是台灣火
刺木，現在都是銀合歡。
很多小草不見了。
以前馬佛溪的水可以拿
來灌溉。

未來可以與學校合
作，帶孩子到河床
上走走看看。

環境教育對孩子來說
很重要。良好的環境
要守護。

原生種復育大家
都有興趣，也跟
地方想發展生態
旅遊相符合。

期望可以增加環
境教育場域與棲
地多樣性。

需要有蓄水
的空間。河
川管理可以
交給部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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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由地方指認親水記憶
-瞭解地方知識、多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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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在馬佛部落
 共25個單位共45人出席。
 討論改善方案：恢復舊河道、清

除銀合歡及種植原生種。

河好如初交流平台討論馬佛溪河川生態廊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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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地方進行分享簡報

回鄉青年分享部落與文化連結-給不同參與者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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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花蓮綠網平台&權益關係人平台
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跨機關分享不同專業領域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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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願景與目標：

串聯藍網與綠網－彰顯地方特色，加強水域與陸域的藍綠帶連結

提升棲地品質－經營管理作為融入生態保育觀念

建立人網－跨機關以及與地方合作共同營造並共享資源

河好如初-回復河流及人的自然連結
第九河川局與花蓮林管處 簽署藍綠合作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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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防構造物

阻隔動物移動

短期
(2年內)

中期
(2~5年)

搭配工程改善設計

移除外來種

長期
(>5年)

河川生態廊道串聯方案與行動策略

 疏濬/河道整理

濱溪植被帶不健全

 水域生態廊道斷裂

 河道束縮
河川樣貌不健康

（棲地多樣性降低）

保全關注棲地

訂定河道清疏sop、分段分年執行。

計畫釐清水量消失原因

堤防改善、恢復河相，

串聯藍綠帶

透過動物移動路線研究

搭配治理規劃及動床模

擬確立工序與方法

搭配河道整理/疏濬移除外來種

調查與監測動物移動情形

監測河相變化、

棲地變化

增加雨量站

監測外來種銀合歡變化趨勢配合社區：保種、移地復育

訂定自主公約
引水不超過基流量

放
寬
河
道

提升棲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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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盤點關注棲地-多樣性熱點及關注物種主要利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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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品質 類別 穩定性 管理原則

關
注
棲
地

動物
棲地

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低海拔山區原生樹
林、山區造林、河畔林、樹林荒地)

穩定 • 棲地保留

台灣畫眉棲地(甜根子草地)、台灣夜鷹繁殖棲地(
部分砂洲芒草地、甜根子草地、砂洲石灘)、燕鴴
繁殖棲地(部分砂洲石灘)、水鳥棲地(部分河畔先
驅林、主流路與辮狀流路、灘地溼地)

易變動

• 維持關注棲地完整性及棲地面積
• 避免繁殖季節擾動(保育類/紅皮書物種

優先)
• 於枯水期進行管理工作
• 維持水域與陸域環境連續性，避免有顯

著落差
蜻蜓、太田樹蛙、褐樹蛙、蝶類棲地(部分辮狀河
主流路與辮狀流路)

植物
棲地

砂洲關注植物(台東鐵稈蒿、腺葉木藍、台灣白及) 穩定 • 棲地保留、植物復育
平地造林關注植物(牛虱草、寬葉毛氈苔、翅莖半
邊蓮) 易變動

易變動

• 造林區除草頻度、季節、高度管理

牧草地關注植物(台東火刺木、綬草、線柱蘭) • 植物復育

水域
棲地

台東間爬岩鰍(淺水急流)、菊池氏細鯽
(濱溪植被覆蓋水域、淺水緩流)

• 減少橫向構造物阻隔
• 維持基流量
• 河畔溼草地完整性

自然棲地 各類森林、草地與灌叢、草澤地、流動水域
• 維持自然棲地完整性
• 劣化棲地改善

一般棲地 各類農牧用地、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
• 牧草地使用與管理
• 公園生態化

不利
棲地

各類建成地區
• 堤岸改善
• 減低縱、橫向構造物阻隔
• 堤岸綠化

2. 設計棲地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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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清疏前
• 地方溝通
• 與生態團隊確認關注物種其清疏方式

河道清疏後
• 人力清疏，不擾動水域
• 保留1m濱溪植被帶

地方居民討論友善環境清疏方法

池氏細鯽
紅皮書國家瀕危物種(NEN)

主要棲息水生植物茂盛之水域

3. 移除銀合歡-友善清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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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森林園區

河道

山羌

白鼻心

效益：
• 藍帶綠帶串聯
• 中小型哺乳類動物通道

山羌、白鼻心
• 公私協力合作

4. 第一次 堤防生態化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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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高灘地營造獸徑 增加率覆蓋 大全社區施作

萬榮工作站 林業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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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次 友善動物通道 AC路面刨除

第二次 側溝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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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廊道改善-大同社區施作

放側溝有重草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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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富橋

河道

6.公路總局改善阻公路阻隔-跨部門合作

公路總局
舊大富橋引道改善

第九河川局

向國產署
辦理土地撥用

31



河川生命力推廣-在地捕魚文化(巴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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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草地

◆ 稀有植物偏好：寬葉毛氈苔、腺葉木藍、知本飄拂草、綬草…

腺葉木藍寬葉毛氈苔綬草知本飄拂草

知識深化-草地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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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文化傳承、環境教育資源、遊憩、觀光。

咸豐草
文珠蘭
山葛
苦楝
姑婆芋

河川生命力理念推廣-好的自然環境&豐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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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大興國小師生參與短期示範區教育訓練
受邀至學校分享(大興國小)

教育設計-結合國小環境教育

教材

解說河道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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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cebook 社團
河好如初串聯平台
消息即時傳播。
1.具隱密性
2.即時分享近期資訊
3.可累積成果，不被洗版。
4.可作為通訊軟體

資訊共享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

2.研究資料寄存所
1. 免費、無空間限制
2. 可上傳多種檔案格式

(csv、kml)
3. 檔案可直接預覽
4. 可內嵌到網頁中 1 36



跨域合作分享-2020台灣生物多樣性國際研討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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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跨部門合作- 新邀請鐵道局參與平台會議

平台取得共識；鐵路設計溝通
促進更多單位參與

跨部門合作；達成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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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的聆聽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九 河 川 局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To be continued…..41

結 語

 馬佛溪是全國第一個藍綠縫合的案例

 充分落實生態優先

 充分落實民眾參與及創新永續

 持續與地方民眾、各單位攜手合作，恢
復馬佛溪河川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