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2/2)第二階段 

沙河溪、老田寮溪與後龍溪匯流口小平臺會議記錄 

壹. 時    間：111年6月30日(星期四) 下午2時00分 

貳. 地    點：(1)沙河溪與主流匯流口 

(2)老田寮溪與主流匯流口(龍頸潭) 

參. 主 持 人：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王順加 總經理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導覽踏查及與會者相關意見： 

關於水域廊道連結 

一、 山貓森林 吳金樹 召集人： 

1. 若在經費預算和取水量都夠的情況下，水圳用水是否可

以部份或全部取自伏流水？最好的情況是地表上沒有人

為阻礙物，並讓水圳所取之伏流水作為確保生態基流量

來源，這樣地面的逕流水就可以留給生物(飯島氏銀鮈)使

用。 

2. 需要用水的時間以春耕與秋耕為主要期間，若伏流水可

以使用於民生用水，是否也可以用於灌溉?可以進行評估

或研究看看。 

3. 應該要專注在改善水域廊道的暢通，老田寮溪與沙河溪

的廊道連結必不可斷，才有機會讓飯島氏銀鮈主要分布

的沙河溪與老田寮溪中的族群彼此交流。往上游亦盡量

做到沒有阻隔，甚至讓族群有機會上溯回桂竹林、大湖

溪進行基因交流。 

二.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郭榮信 前理事長 

1. 目前苗栗縣最穩定的飯島氏銀鮈族群就是在沙河溪及老

田寮溪，冬天時飯島氏銀鮈會進行上下游/主支流的交流，

是族群間互相交流基因的好時機，箱涵有機會提供族群

交流所需的通道，但仍需要進行監測。 

2. 人民的用水量，應該在維持生態基流量為前提再取水才



合理，在枯水期若仍要求大量用水，進而危及生態基流

量，就是人類過度的慾望展現。不應在枯水期時，再去徵

求基流量以下的用水。 

三.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楊正雄 助理研究員： 

1. 此區域目前法規給予農水署的水權量很高，但依據農水

署說明仍有農民反應水量依然有不足狀況，特別是枯水

期，即使水權量全拿可能也不夠。建議與農水署討論，

是否能多釋放以生態考量為主的放流水，讓河道暢通而

不會中斷。 

2. 建議與農水署盤點潛在用水需求較小的時期，例如當農

民用水需求不高的時候，可以在洪水後讓土堤維持不修

復狀態一段時間(可能 2 週或更久)，維持一個短期的生態

廊道，讓在豐水季節有需求的水域生物可以完成上溯。

此處盤點是指在現階段水圳取水需求下，可以接受土堤

被沖開的情況維持多久？壩可以多低？哪些季節(幾月

到幾月)可以不急著修復土堤？以及當地潛在可能保留

上溯生物可以利用的時間。透過仔細盤點其天數與時間，

若廊道暢通的時間在生物可以交流的合理範圍內，且符

合農民的意願，就可以先按照這個形式操作。後續也需

要進行相關的監測確定生物的利用情形。 

3. 若後龍引水路為暢通，則後龍溪主流與沙河溪口之土石

堰是否須拆除之問題，似乎並非那麼重要。因為引水路

本身就是一個廊道，且依現在水流狀態觀察為可用的，

但仍須配合豐枯水期觀察，如於枯水期引水路內之水量

是否穩定？是否為乾淨水源？需要進一步評估水流與水

質條件。 

4. 引水路位於沙河溪側之入水口似乎被木頭堆積而嚴重阻

塞，清理不易。需要瞭解此阻塞是否為經常性發生，是否

有定期清理；一來除了影響供給水量，阻擋水流進入的

量，二來也會阻絕生物通過的可能性。 

四.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林笈克 經理 



1. 老田寮溪、沙河溪與主流匯流口即便有土堤堰，但由於

有農田水利會的箱涵，至少觀察到兩條支流是相通的。

並且沙河溪與後龍溪兩條水路亦有相連，共同匯流在一

起，往上游是沒有阻隔的。現在不確定的是，當水被取走

的時候，飯島氏銀鮈是否會往下游走？且下游溪床上的

水是完全被阻斷的，往後龍溪下游與河口沒有生物上來。

秋冬季時，地表水明顯全部被截流，使本應在秋季最多

的毛蟹被攔下來，建議至少要保留具有生態基流量的小

水路。 

2. 附近的學校社區，可在此處發展地理與生態教育，提升

民眾的環境教育知識。 

3. 藍綠網絡計畫重點會放在人與溪流的角度，如何透過人、

在環境裡串聯出生物的棲息處。 

五.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王豫煌 理事： 

1. 此處為水資源管理之問題，農田用水需求量需要確認，

且溪流生物的生活史與人類用水期間是否有衝突，如果

沒有太大衝突，則在此期間應維持生態基流量。 

2. 在頭屋大橋上游的後龍溪河濱公園附近，河川在此處進

行分流，右岸即為此處攔截的水；若將空間往上拉，讓河

川提早就先向左岸分流，並維持分流水路為常流水狀態，

讓生物有機會上溯，中間成為沖積的川中島型態，才能

讓下游有水流量。但最根本的問題為農水署要取的水量

太大，牽涉到水資源管理與周邊土地利用管理的問題，

不一定要用工程手段來解決。 

3. 即使在枯水期，山區仍然有水流出來，因此用水策略中

水資源的適當使用、多方儲存與環境保育很重要。例如

與在地合作，施作區域埤塘，讓水入滲，維持水源的涵養

能力。 

六. 台灣鄉村文化景觀發展學會 沈立忠 理事長： 

1. 有關取水的來源，是在水庫沒有水了，才會取用伏流水，



純粹靠明德水庫的水來支撐是沒辦法的，這是急用而非常

用的，但通常在這樣的時期，農民會休耕。 

2. 截流是要給枯水期用的，在 4 個月的旱季時，枯水期還是

有一點點表面逕流，這樣就已經夠飯島氏銀鮈存活好幾百

年；除此之外，飯島氏銀鮈也可在混濁水體中生存。 

3. 在地居民過去對飯島氏銀鮈的保育一直採取低調行動，而

目前已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因此與在地居民想法產生衝

突。建議可以參考櫻花鉤吻鮭保育形式，在此處設立飯島

氏銀鮈的生態展示點或親水廊道，提供給中小學校、社區

居民作為環境教育使用。 

關於陸域廊道連結 

一、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林笈克 經理 

1. 後龍溪出福基進入苗栗平原後，右岸都是開發區，一直到

龍頸潭區域，東側淺山生物才有機會透過後龍溪到對岸。

因此，此區不僅為水陸域的關鍵結合點，也是地景上連結

東西兩側淺山生物廊道的關鍵區位。 

2. 目前水泥鋪面提供給自來水公司及農田水利署的作業方

便，是否可以將地面改為碎石級配，或是經過管制減少人

為擾動營造進自然的環境。 

3. 這個場域的管理權責分別屬於除自來水公司、快速道路單

位、農田水利署，而剩下區域若未經管理民眾也會自行使

用。因此此區常有老人群聚、餵食流浪犬貓，導致淺山區

域的野貓野狗數量增加，並且周邊淺山區域皆是流浪犬貓

的活動範圍。餵養的同時也導致環境垃圾問題。 

4. 未來希望朝管理的角度，透過民間自發活動整理並改善環

境，提升野生動物的棲地品質。 

二、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郭榮信 前理事長 

1. 路面現況已經是 RC 鋪面，也不會太大影響目標動物的行

動，就不要再進行施工擾動。在保留好的生態廊道前提下，

建議寧可做強一點的結構，以後可以減少擾動或維修的頻



率。 

三、 山貓森林 吳金樹 召集人： 

1. 後龍溪如何跟周邊的淺山生態連結？有關藍綠連結的改

善，同意舖面可以不用整理；這個環境和坡度明明石虎和

山羌應該都上得去，卻沒有動物使用痕跡，顯然不是頻繁

使用的動物通道。 

2. 居民在這裡活動、干擾、餵食是導致犬貓聚集的緣故，但

這個無解，所以建議不用花太多力氣在這個區域的改善。 

3. 周邊水圳有許多三面光的設計，但切進去的小水路都可以

當作動物通道。後龍溪右岸這裡很多石虎和山羌的紀錄，

且可以通過沙河溪與老田寮溪，若此處為重要廊道，應有

較多動物使用痕跡，然而就現在情況來看，附近應有其他

廊道可供生物交流使用。 

四、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王豫煌 理事： 

1. 環境髒亂要管理，除了居民的休閒利用，也需要妥善的環

境維護；不管目前動物的利用頻率高低，或許當流浪狗的

情形解決後，野生動物偶爾經過這裡，也可降低其面對的

風險。重點不是在使用頻率有多高，而是當它們需要用的

時候，此處是否為一個安全的通道。 

五、 台灣鄉村文化景觀發展學會 沈立忠 理事長： 

1. 此處值得進行淺山與水域的廊道串聯，但須確定道路的所

有權，並與在地居民結合，並讓居民理解河川景觀的變化

及歷史，培養居民共識。 

六、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楊政穎 專員： 

1. 淺山需要保留，因為即使使用率低，仍然有機會成為動物

的棲息地。 

2. 目前並無有效阻絕居民進入此地活動的問題，外人提的意

見不一定會被在地居民採納。不如結合當地鄰里，讓村里

長知道此處的環境的意義與水陸域串聯的重要性，並拉入

在地活力、進行社區發展，一起協助來管理這塊地，避免



其他人來亂倒垃圾，讓野狗野貓的聚集對其他野生動物造

成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