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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示意圖

基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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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

基地說明01

➢ 本次公聽會為辦理第一期工程之計畫說明。

➢ 工程範圍起點為台9線公路橋下游(南平橋及農園橋)至林田橋。

➢ 計畫範圍長度約1.7公里，包含左右兩岸。

鳳林公路公園

鳳林公路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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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溪

➢ 採用洪水頻率標準： 50年重現期距

➢ 河道寬度：50~60公尺(左、右兩岸堤肩)

➢ 流量：Q50計畫流量464(立方公尺/秒)

➢ 流速：2.1~3.5(公尺/秒)；坡降：0.00467

工程緣起

水理條件

➢ 經檢視兩岸堤防均已施設，可滿足計畫洪水位Q50。

➢ 既有防汛道路老舊、缺損，部分堤防無防汛道路。

➢ 堤後無防汛側溝，堤防區域之降雨逕流易漫淹之臨地。

➢ 現況水利用地零碎，因尚未完整取得，不能完整利用作為
防汛堆置場等用途。

➢ 既有喬木需修枝，部分需增加生長空間、疏伐。

➢ 具備環境營造潛力，可提供鄉親體驗河川環境的優質基地。



南平橋

鳳林橋

(4)林田右岸堤防

公路
公園

區位圖

(2)鳳林右岸堤防

堤
防
分
段 農園橋

(1)鳳林左岸堤防 (3)林田左岸堤防

0k+00~1k+380

0k+00~1k+396

0k+00~0k+513

0k+00~0k+431

5

工程內容

基地說明

➢ 防汛道路：既有防汛道路整建、擴建、新設，完善防汛機能。

➢ 防汛側溝：新設防汛溝，改善降雨逕流漫淹至臨地情形。

➢ 植栽維護：現地植栽修枝、疏伐、以及局部補植。

➢ 跨域加值：既有用地、公有地之遊憩設施(公園、步道、涼亭等)改善及

符合地景及融合在地特色的環境營造。



南平橋

鳳林橋

(4)林田右岸堤防

公路
公園

區位圖

(2)鳳林右岸堤防

堤
防
分
段 農園橋

(1)鳳林左岸堤防 (3)林田左岸堤防

0k+00~1k+380

0k+00~1k+396

0k+00~0k+513

0k+00~0k+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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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改善四個堤防路段 (總長度 3720公尺)

各
路
段
處
理
型
式

農園橋

林田橋

平園橋

鳳林橋

南平橋

平園橋

林田橋

堤後段：現況整理

堤頂改善：
3~3.5M道路

堤頂改善：
3.0M道路

堤頂：現況整理
約2.0M

堤頂新建：
3.5M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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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為1:2~2.5

◼ (1)鳳林右岸堤防：

維持次生林原有地形
3.5

堤頂道路-TYPE-1

標準斷面圖02

木欄杆拆除
(絞成木屑再利用)
部分既有地坪拆除,
廢料絞碎當填充料

清碎石鋪設
w=80cm

既有喬木保留

◼ (2)鳳林左岸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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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防汛側溝

防汛道路整建

3.0

防汛道路擴建

新設防汛側溝

標準斷面圖02 ➢ 防汛道路整建、擴建、新設，完整串聯防汛動線。

➢ 新設防汛側溝

◼ (3)林田左岸堤防：

◼ (4)林田右岸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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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園
橋

私有地

(4)林田右岸堤防

(2)鳳林右岸堤防

(1)鳳林左岸堤防

(3)林田左岸堤防

(3)林田左岸堤防

(4)林田右岸堤防

⚫ 飛翔綠地

⚫ 涵養森林

⚫ 北林森活水岸

⚫ 林田圳虹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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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文元素、自然資源元素豐富

移民村、菸樓、飛行場的日治時期意象

林田村成立於1914年，分為南岡（大榮一
村）、中野（大榮二村）、北林（北林）
三個部落。中野附近有台灣村（台灣人聚
落）。該移民村成立之後，陸續建立林田
神社、林田尋常高等小學校（現大榮國小）
等公共設施。

主要遺址包括林田神社、林田警察官吏派
出所、原「林田尋常高等小學」的教師宿
舍等皆分布在復興路上，以林田橋跨越鳳
林溪連接南北兩岸，分布全台密度最高菸
樓，在北林里亦有日治飛行場的殘跡。

自然觀察的猛禽意象

鳳林溪是觀察猛禽的熱點地區，鳳林溪
周圍的猛禽超過20種，貓頭鷹有7種，為
花蓮之冠。此外河床內放牧的牛群，也
是花蓮常見的河川印象，鳳林溪流域可
觀察的重要動植物，亦可作為自然觀察
的意象運用。

03跨域加值



12

規劃成果03

融合悠活氛圍、導入在地人文特色，營造藍綠交織的慢活河廊~
整體輕柔改善、局部節點點綴，為鳳林、花蓮提供一個風采獨特的漫遊河畔。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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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林生活水岸及(4)林田圳虹吸工節點
◼ 呈現水脈連結的生活水岸
◼ 入口節點空間改善
◼ 虹吸工歷史展現

(7)大忠橋頭節點
—休憩平台

(5)林田橋頭節點
◼ 林田移民村導引節點

(1)飛翔綠地
◼ 火焰木林保留及觀賞
◼ 林田飛行場蹤跡再現
◼ 花海會場的預備地

林田移民村
中野聚落

林田移民村
北林聚落

鳳林鎮

林田飛行場
(預備跑道)

(2)涵養森林
◼ 保留微凹地貌及潮濕造林地
◼ 期許成為螢火蟲復育基地

平園橋
大忠橋

山懷平台

水沁平台

林田橋

保育林帶

凍結時空的公路公園
◼ 鳳林溪入口節點及銜接
◼ 設置導覽解說牌(跨域合作)

烘
爐
嘴

烘
爐
嘴
原
野

03

(6)水岸縫合四河段
◼ 堤後較寬的綠帶營造植生群落,
◼ 打破直線切割的硬框架.
◼ 弧形動線展現不同角度視野

規劃成果 ➢ 節點點綴 :融合地景、導入在地人文營造加值亮點。

石輪遺跡

石輪遺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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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規劃成果—節點-1 飛翔草原

森林小徑
(重設RC鋪面)

綠地步道
W=1.8M

鳳巢平台
(鋼構+RC鋪面
+觀景休憩座椅)

開闊草坪區
(未來可做為花海活動使用)

街角平台

◼ 延伸應用既有林田飛行場歷史元素
◼ 整體動線塑造「爬升、歇息、瞭望、翱翔」的動態感，象徵飛翔的軌跡
◼ 呼應飛行主題，逐漸更新既有外來火焰木樹林，為飛行昆蟲喜愛之光臘樹。
◼ 保留右側草坪開闊空間，表現機場寬廣感，並可作為未來花海活動場所使用。

林田飛翔草坡意象廣場
(延伸日治時期飛行場軸線)

多功能鋪面

鳳巢平台 橋頭路面

草皮可供遊憩使用

提供花海替代場地(鳳翔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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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林生活水岸及(4)林田圳虹吸工節點
◼ 呈現水脈連結的生活水岸
◼ 入口節點空間改善
◼ 虹吸工歷史展現

(7)大忠橋頭節點
—休憩平台

(5)林田橋頭節點
◼ 林田移民村導引節點

(1)飛翔綠地
◼ 火焰木林保留及觀賞
◼ 林田飛行場蹤跡再現
◼ 花海會場的預備地

林田移民村
中野聚落

林田移民村
北林聚落

鳳林鎮

林田飛行場
(預備跑道)

(2)涵養森林
◼ 保留微凹地貌及潮濕造林地
◼ 期許成為螢火蟲復育基地

平園橋
大忠橋

山懷平台

水沁平台

林田橋

保育林帶

凍結時空的公路公園
◼ 鳳林溪入口節點及銜接
◼ 設置導覽解說牌(跨域合作)

烘
爐
嘴

烘
爐
嘴
原
野

03

(6)水岸縫合四河段
◼ 堤後較寬的綠帶營造植生群落,
◼ 打破直線切割的硬框架.
◼ 弧形動線展現不同角度視野

規劃成果

石輪遺跡

石輪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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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成果—節點-2 涵養森林

大葉楠造林植群

逐漸生態復原中的
印度紫檀造林綠地

◼ 堤後部分綠地種植誘蝶誘鳥植物如：
杜英、烏桕、冇骨消、石斑木、杜虹
花等…，並結合地形產生之淺窪微滯
洪生態池，創造豐富棲地多樣性。

設置棧道

既有印度紫檀植群保留

既有大葉楠植群保留

生態滯留池

休憩平台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林 田 右 岸 堤 防

微滯洪漥地與森林小徑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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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林生活水岸及(4)林田圳虹吸工節點
◼ 呈現水脈連結的生活水岸
◼ 入口節點空間改善
◼ 虹吸工歷史展現

(7)大忠橋頭節點
—休憩平台

(5)林田橋頭節點
◼ 林田移民村導引節點

(1)飛翔綠地
◼ 火焰木林保留及觀賞
◼ 林田飛行場蹤跡再現
◼ 花海會場的預備地

林田移民村
中野聚落

林田移民村
北林聚落

鳳林鎮

林田飛行場
(預備跑道)

(2)涵養森林
◼ 保留微凹地貌及潮濕造林地
◼ 期許成為螢火蟲復育基地

平園橋
大忠橋

山懷平台

水沁平台

林田橋

保育林帶

凍結時空的公路公園
◼ 鳳林溪入口節點及銜接
◼ 設置導覽解說牌(跨域合作)

烘
爐
嘴

烘
爐
嘴
原
野

03

(6)水岸縫合四河段
◼ 堤後較寬的綠帶營造植生群落,
◼ 打破直線切割的硬框架.
◼ 弧形動線展現不同角度視野

規劃成果

石輪遺跡

石輪遺跡

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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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成果—節點-3 北林生活水岸
◼ 整合轉角空間與鄰地，並營造菸葉特色入口廣場。

◼ 以緩坡護岸、植栽綠化，改善既有圳道。設置親水平台、置石等，創

造親水休憩區。

休憩平台

散步道

社區認養綠地

親水休憩區
塊石擋土牆配合植栽及緩坡護

岸,營造親切的水岸空間
設置親水平台、置石

多功能鋪面

設置休憩平台

親切的水岸空間

北林里聚落導引節點
涼亭外觀修繕(無障礙通道)

菸葉特色廣場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林 田 左 岸 堤 防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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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成果—節點-4林田圳虹吸工環教場域03

虹吸工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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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園
橋

私有地

(4)林田右岸堤防

(2)鳳林右岸堤防

(1)鳳林左岸堤防

(3)林田左岸堤防

(3)林田左岸堤防

(4)林田右岸堤防

⚫ 飛翔綠地

⚫ 涵養森林

⚫ 北林森活水岸

⚫ 林田圳虹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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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03 生態檢核

台灣石鲋貢德氏赤蛙

黑翅鳶 菊池氏細鯽食蛇龜

花嘴鴨 野鴝 番鵑

黃鱔

環頸雉

青紋細蟌樂仙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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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圖03 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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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圖03 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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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民眾參與 訪談在地公、私團體

訪談北林、南平里長

12/20地方說明會議(鳳林鎮公所)

訪談北林三村協會理事長 訪談農田水利署鳳林工作站

與鳳林鎮鎮長意見交流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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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保育策略(設計階段)04 生態檢核
生態議題及
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策略建議 原則

黑翅鳶

工區範圍內曾紀
錄黑翅鳶築巢繁
殖。

黑翅鳶會選擇鄰
近區域再築巢。

1. 迴避此處次生林的擾動

2. 或縮小工程量體，並維持森林型態

3. 施工前進行黑翅鳶繁殖調查

4. 視情況種植喬木，單一大樹或兩排樹林型態

迴避、
減輕、
補償

關注植物
土肉桂、瓊
崖海棠、南
嶺堯花、烏
心石

關注物種生長在
堤後坡。

施工範圍全段堤
防所栽植的行道
樹已長成大型喬
木。

1. 保留既有喬木生長

2. 如無法完全保留，則選取樹徑大於10公分且
非屬先驅性喬木者優先進行移植保留

3. 若以移植方式予以保留，移置區域需與生態
團隊討論。

4. 如評估後植株移植存活率低，主動補植原生
適地喬木。

5. 為了維持良好生育環境，樹穴大小至少維持
2×2公尺，根系上方不覆土，避免根系無法呼
吸。

迴避、
補償

堤岸斜面維
持多孔隙

現有堤後坡多維
持土坡環境。

1. 建議坡面維持緩坡、多孔隙的透水性坡面
主動改
善



28

擬定保育策略(設計階段)04 生態檢核
生態議題及
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策略建議 原則

食蛇龜

該區域森林環境
較為淺薄，可能
是其他棲地遷移
進入的個體。

堤防道路興建可
能阻斷龜鱉類生
物橫向移動。

1. 縮小施工面積，保留次生林完整性。

2. 或不設高聳垂直式護欄、擋土牆、排水溝，
建議坡面角度須小於40度，並保持粗糙面。

3. 若無法避免使用垂直擋土牆，則需設置動物
逃生通道。

4. 而邊坡排水也須避免生物掉落受困，建議以
土坡、草溝的形式設置。

縮小、
主動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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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保育策略(施工階段)04 生態檢核
生態議題及保

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策略建議 原則

偏好高草叢環境
之鳥類

大型施工便道施作，導致本種
偏好的高草叢環境減少。

1. 工程施工便道開闢於建成區域
2. 若無法迴避，則縮小影響範圍
3. 在工程結束後，以自然生長的方

式恢復高草叢環境

迴避、
減輕

菊池氏細鯽

大型施工便道施作，可能導致
濱溪植被帶受損或減少。施工
造成水質混濁可能導致魚類死
亡。

1. 限縮施工便道設置範圍，已建成
區域為優先

2. 機具過水需求，需先擬定過水方
式，並與生態團隊討論。

[迴避]
[縮小]
[減輕]

外來種銀合歡細
緻移除

現有堤防上受到銀合歡入侵嚴
重，建議移除。

1. 細緻移除銀合歡

2. 保留現地原生樹種及不具入侵性
的外來種

3. 種植在地原生適地先驅樹種，搭
配維護管理工作

主動改善

植栽補植 在工程結束後補植植栽。 1. 建議選用在地原生適地植栽 主動改善

現有喬木健康狀
況全面盤查

部分區域行道樹出現斷枝，生
長狀況不良。

1. 移除枯死及經樹醫判斷病害嚴重
難以恢復者、改善生長空間不足
及營養不良者

2. 並視情況補植原生適地植栽

主動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