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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羅方舟 2.0

報告單位：第五河川局

報告人：副工程司 顏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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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前言

二、生態優先

三、民眾參與

四、特色創新與其他



朴子溪

急水溪

雲林縣海堤

嘉義縣海堤

五河局轄區：中央管區域排水7條計38公里

急水溪水系
支流5條，流域面
積約380平方公里

八掌溪水系
支流5條，流域面
積約476平方公里

朴子溪水系
支流9條，流域面
積約428平方公里

北港溪水系
支流17條，流域面
積約646平方公里

台南市海堤

北港溪

八掌溪

2



3

“In nature, nothing exists alone.”
在 自 然 中，萬 物 皆 息 息 相 關
-Rachel Carso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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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伯勞

台灣南海溪蟹

黑翅鳶

斑龜

八哥

諸羅樹蛙

我 們 都 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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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26日聯合報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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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台1線與台3線雲林縣範圍內北港溪支溪河川土
堤及竹林為諸羅樹蛙(農委會保育類等級II)棲地

堤防興建工程影響有二:
1.棲地減少。
2.河川不再氾濫，

缺乏短暫積水處

供樹蛙產卵及蝌

蚪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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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面臨課題 : 專案執行實施計畫

(二)長期面臨課題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110年－115年)

大湖口溪109-112年
堤防新建工程計7,015m
堤防加高加強計2,970m
河道疏濬計8,677m

石牛溪107-113年
堤防新建工程計13,609m
堤防加高加強計1,232m
河道疏濬計6,357m

北港溪

朴子溪

八掌溪

急水溪

6年內
(110-115年)
治理率提升

至73%

12年內
(110-121年)
治理率提升

至80%

治理
率

平均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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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耕
橋

虎尾溪匯流處

工程範圍
(109-112
年執行)

補償

大湖口溪

109-112年完成

斷面79-斷面84約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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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域線內公有地共5.49公頃

工程名稱 堤防長度 河寬 開發面積

大湖口溪林子舊社堤段防災減災工程(四期)併辦土石標售 465m 80m 3.72公頃

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加高加強工程併辦土石標售 現有堤防
加高加強

80m -

石牛溪善功、東明、新光北銘堤段防災減災工程(五期)併辦土石標售 461m 110m 5.07公頃

開發面積共8.79公頃

效益：
1.增加通水斷面
2.恢復河川生命力

治水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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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範圍線內公有地共7.7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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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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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竹林

左岸竹林

示範區

左岸竹林－
-大部分區域為竹林
-人為管理較頻繁
-鬱閉程度較低

右岸竹林－
-皆為竹林
-較少人為管理
-較鬱閉
-竹林間低矮植物較左岸多

現地條件｜

示範區－
-空地，缺乏植被
-除草生地外，小面積竹林

※ 土質皆以砂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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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樹／竹
林

棲地營造原則｜

可維持濕度的植被

能繁殖的積水區域

基本需求

有樹／竹林

植樹／竹林

營造繁殖積水區

營造展示場-
積水區周邊堆放竹枝

/種植姑婆芋
（可提高微氣候溼度）

保留原有樹／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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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竹林

左岸竹林

示範區

營造繁殖積水區10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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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植竹林

芒果果樹區
水池

鳥類棲架

澤蛙 小雨蛙

我們是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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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諮詢

參與

合作

109.5.14.大湖口溪防災減災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設計原
則討論會

109.7.17.大湖口溪綠網規劃專家學者工作坊

109.11.27.大湖口溪水環境與綠網串聯工作坊
109.10.25.公私協力攜手共創補償基地工作坊(古坑場)
109.10.24.公私協力攜手共創補償基地工作坊(斗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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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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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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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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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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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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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區

B區

1.持續擴大棲地補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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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持續擴大棲地補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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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推動諸羅樹蛙生態教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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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意見歸納｜
耕作情形
-部份為麻園在地人自耕、部分承租
-主要作物類型：烏殼綠竹筍、鳳梨、
柑橘、蓮霧
-竹林2-3年翻耕一次，一年至少須用藥
2-5次

土地權屬認知
-多數農友已知其耕作區域屬於公有地

對於友善農耕態度
-柑橘蟲害嚴重，難以用友善農法種植
-經營銷售通路、人力難求都會提高執行
門檻與意願

生態、環境
-擔心移除竹林會使溪水暴漲時周邊農地
失去保護
-幾乎每位農友都會提到以前「綠色的
青蛙」很多，「現在都換成一種褐色的
青蛙」（根據現地觀察，推測農友指的
可能是斑腿樹蛙(外來種)）

3.持續與公有土地占耕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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