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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復育規劃  

報告人：李秀芳 課長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1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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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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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台東 池上 

台東 東河 

鱉溪 16.9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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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富里 

鱉溪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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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調查，跨越15年 

鱉溪復育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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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流域管理平台，面對問題，觀念轉變5奏曲 

由下而上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108年3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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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機會走向「系統復育」的體制變革 

跨單位合作、討論與分工，齊力共同解決課題；資訊公開、跨域共學、恢復河川生命力 

跨單位整合(公部門及民間團體) 

榮獲109年「與署長有
約」民眾參與標竿 



緣起：「找回鱉溪的生命力」 

熱血的工程師們，願和在地居民及各領域的專業者共同努力，好讓

「哈拉」回家…恢復鱉溪的河川生命力~ 

哈拉：阿美族對吸盤魚的通稱 

插畫：李政霖 



鱉溪復育的想法始於1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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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出臺灣河川復育的進程，但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95年鱉溪復育，只提到鱉 

102年增加菊池氏細鯽，
但與鱉皆為緩流物種 

105年增加二種湍流物種，
並強調洄游魚的需求 

本溪以我為
名，當然就
復育我囉 

中華鱉 

菊池氏細鯽 

我可是瀕危的 
鄉土物種呢 

日本禿頭鯊 臺東間爬岩鰍 

正港保育類動
物，才真正該

復育啦 

指標物種要有
洄游魚啦 

單種復育 

多種復育 

系統復育 

圖片來源：鱉溪生活圈手冊(九河局，108年) 



系統復育 

畜牧廢水 

生活污水 

河川棲地的物理、化學、生物
特性，都恢復至「理想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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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掠食種 

西部入侵種 

花東原生種 細班吻鰕虎 

明潭吻鰕虎 

泰國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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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歷史廊道 

鱉溪因河谷地形及地質相

對安定， 120年來 

• 僅在固定範圍內擺盪 

• 沒有嚴重的淹水災情 

• 沒有嚴重的土砂災害 

但…. 

套疊百年圖資的流路與河階崖 



11 



課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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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1.從歷史圖資尋求 2.從鄰近集水區尋求 

民國46年 民國68年(大開墾後的河道埋積) 

民國41年 

確立理想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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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廊道 (fluvial corridor) ：自然狀態下河川

因為沖刷、淤積而變化的空間範圍。 對策：有系統地界定河川廊道 

河川廊道界定與分區 

山區 沖積河谷 沖積扇 平原 

谷壁 扇階崖 

歷史廊道(界線A) 

未來變動範圍(界線B) 

侵蝕作用區 堆積作用區 溢淹區 

主要堆積範圍(界線C) 

溢淹範圍(界線D) 

河川廊道 = (A∪B∪C)∩D 

河階崖            

確立河川廊道 

108年水規所「順應河相之河川廊道範圍初

步規劃研究」，可應用於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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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河道持續下切 

  對策：掌握下切原因，循序

漸進、對症下藥 

池豐橋上游流
路緊貼護岸 

石厝溝吉哈拉
愛橋上游粗料
攔阻 

40年來局部下切達12公尺！ 

1.上游來砂減少 

2.河床、河岸等消能機制減弱 

3.河道束縮 

12.36m 

可能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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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橫向構造物 

對策：順應自然，重建健康河相 

混凝土固床工移除或改建 

圖片來源：田脇康信(2015) 

日本合志川的瀨區營造 



策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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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行動、願景與目標建構 

 透過流域管理平台，參與者對鱉溪的願景已凝聚共識「生態復育、恢復

鱉溪生命力、兼顧社區產業與生活」 

 鱉溪應能在生態、生產、生活三方面帶來住民的幸福，我們稱此願景為

鱉溪之「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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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策略與措施 

施工前 完工後 

1.還地於河 

2.環水於河 

3.近自然工法 

策略 
1.防砂設施改善 (允許土砂無害下移) 

2.重建護甲層 (還石於河，在安全範圍內填高河床) 

3.重建河道骨架 (施做近自然石梁固床工) 

4.河岸粗糙化 (移除混凝土護岸，或在護岸前拋石) 

5.局部放寬河道 (還地於河，恢復寬淺河道) 

6. 削高灘 (營造自然演替之濱水帶) 

豐南護岸 

改善工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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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設施改善 

搭不烏拉溪上游(張振岳攝) 

臭水溝系列固床工 

石厝溝吉哈拉愛橋上游 

中溝女鬼瀑布下游(2001年，張振岳攝) 

鱉溪46-B攔河堰上游(吳宓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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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護甲層 

 填高河床至 1993~2000年高程  土砂來源 

上游自然來砂 

削高灘之土砂 

鄰近疏濬土砂 

移除之構造物 

豐南護岸工程 

河段 
平均填高

(m) 
填方量

(m3) 

河口至富里大橋 1.22 45,748 

富里大橋至復興橋 1.91 126,179 

復興橋至蚊仔洞橋 0.81 55,488 

蚊仔洞橋至池豐橋 1.14 71,848 

池豐橋至界點 2.51 3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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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河床骨架 

河床骨架：河床中不易變動的點，

通常位於瀨頂，由塊石卡合而成 

永豐大橋 

池豐橋 

蚊仔洞橋 

復興橋 

富里大橋 

富池橋 

鱉溪橋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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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A攔河堰 

23-A過水橋 

24-A攔河堰 

25-A固床工 

25-B固床工 

25-C固床工 

26-A固床工 

29-A攔河堰 

30-A攔河堰 

37-A固床工 

37-B保護
工 

42-A固床工 

42-B固床工 

42-C攔河堰 
46-A固床工 

46-B攔河堰 

46-C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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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A保護工 

1 

2-1 

2 

3 

4-1 

5 

6-1 

7 

8 
9 

10 

11-1 
11 

4 

6 

12 
13 

14 15 

16 

18 
19 

17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1 

31 

32 
33 

34 

35 

36 
37-1 

38 39 

40 

41 
42 

43 
43-1 44 

45 46 

47 

21 

攔河堰改造 

安定瀨區(改建) 

安定瀨區(新設) 

1. 改善橫向構造物，在目標床面形成瀨 

2. 可兼顧農業用水與生態連續水深 

構造物 

日本岡山市的「曲線斜堰」 



還地於河 

為容納河川沖淤變動，

而新設定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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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寬河道 

1. 調整河川區域線 

2. 換地後調整河川區域線 

3. 民法用益物權 

圖例

歷史廊道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私有地

公有地

還地於河線 

   

   



24 

削高灘 

17 

1. 提供護甲層的料源 

2. 再現寬淺低水河道 

3. 營造濱水帶 

• 平水位~小洪水可淹到的範圍 

4.  營造河畔林 

• 河床填高後，讓中大型洪水淹

得到灘地 

5.  調整堤岸構造物 

• 減少土堤、護岸等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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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粗糙化 

1.移除非攻擊岸的護岸 

2.鄰公有地採「零方案」 

3.鄰私有地採植生工法 

4.攻擊岸以丁壩取代護岸 

 

讓鱉溪沿程均勻消能 

永豐大橋 

池豐大橋 

蚊仔 
洞橋 

復興橋 

富里大橋 

富池橋 

鱉溪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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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混凝土護岸

砌石/石籠護岸

自然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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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現有河岸類型 

零方案 

植生工法 

以丁壩取代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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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策略優先順序 

河相調整方案 水量調整方案 



鱉溪河川復育方案與行動策略 

 水量復育  

還水於河 

短期 
(1年內) 

訂定自主公約 
引水不超過水權量 

中期 
(1~5年) 

攔河堰改善 
重新分配灌區 

長期 
(>5年) 

智慧水管理 
若無法滿足基流量 

 河相復育  

還石於河 

1.確保土砂來源 
支流防砂壩移除與改善 

2.  重建護甲層 
以疏濬泥砂填高河床 

3.  河岸粗糙化 
移除平滑護岸，或拋塊石 

4.  重建河道骨架 
改善攔河堰、固床工等 

還地於河 
5.  局部放寬河道 

若河川廊道不足，考慮堤防開口

退縮、土地容洪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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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期程與分工 

方案期程/機關 短期 中期 長期

第九河川局

1.河川公地收回

2.河川區域線變更

3.近自然工法教育訓練

4.池豐橋上游復育

取得用益物權

永豐橋至池豐橋段

蚊仔洞橋至永豐橋段

復興橋至蚊仔洞橋段

智慧水管理

富里大橋至復興橋段

鱉溪出口至富里大橋段

花蓮林管處 中溝上游防砂設施改善
疏伐材及苗木提供 疏伐材及苗木提供

農水花管處

42-C攔河堰改建為曲線斜堰

37-B保護工改造為安定瀨區

29-A攔河堰移除

30-A攔河堰改建為兩側取水

的上下堰結構

24-A攔河堰改建為曲線斜堰

20-A及14-A攔河堰改造為曲線

斜堰

6-A保護工改造為安定瀨區

水保花蓮分局 石厝溝吉哈拉愛橋上游固床工改善
臭水溝防砂設施改善 搭不烏拉溪防砂設施改善

縣府及公所

蚊仔洞橋改建 (橋長、出水高不足)

支流農路 過水橋(路)面改善

23-A過水橋改建

支流農路 過水橋(路)面改善
15-A過水橋改建

支流農路 過水橋(路)面改善



試鍊:優先復育河段 

豐南村吉拉米代部落 

跳舞場 

豐南 
(吉拉米代) 

46-B攔河堰(高4.74M) 

46-A床固工(高2.1M) 

豐南護岸(長640M，高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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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南堤段護岸工程： 

重建護甲層：以疏濬塊石填高河床；河岸粗糙化：取代平滑護岸，拋填塊石 



民眾參與、特色創新與其他 

 



鱉溪治理計畫線等劃設說明溝通平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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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探討河川治理計畫 



33 

近自然固床工教育訓練(砂箱模型、石梁工實驗) 公私協力-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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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共學 民眾參與、在地語言文化、赴鄉討論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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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還水於河 公私協力、跨域學習、還水於河 



36 

台日共學工作坊 交流鱉溪河川復育方案 國際交流、跨域共學 

國際學者到鱉溪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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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灘還地於河-場域作為文化使用-冉而山劇團展演 還地於河、跨域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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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以説故事、拍攝影片參獎，行銷鱉溪河川復育 特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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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影片 

魚兒要回家 

特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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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創新 校園人文教育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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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推廣教材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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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優先:落實「還地於河 、還石於河 、還水於河、還魚於

河」理念。 

二、民眾參與: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邀集地方社區、居民及私部

門跨域共學、對齊資源、；並藉由大小平台、九河局資訊公開

平台，fb社團、工作坊、部落會議等讓訊息公開透明，全民共

同參與。 

二、創新永續:以「恢復鱉溪河川生命力」為計畫目標，逐步達成居

民與河川管理者共同心願「讓哈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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