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第二階段(小平臺)會議 

藍綠網絡第二場小平臺會議：河川區域時虎溪地之改善策略探討 

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9 日下午 2 時 00分

貳、地點：第三河川局三樓水情中心

參、主持人：劉正工程司士榮 

肆、與會人員：詳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簡報說明：略

柒、各單位代表意見：

一、 經濟部水利署 楊助理工程師琇涵 

1. 石虎原棲地位於淺山，近年逐漸深入人類活動範圍，是否

為人類破壞棲地造成？又是否構成與人衝突的問題？

2. 石虎靠近人類生活範圍，能否找到適合的棲地生存？

二、 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秘書長美汀 

1. 石虎活動範圍原本即涵蓋河川，惟過去調查河川的量能不
足而未發現；另外，過去河川工程對環境影響較大，近年

生態友善措施的實施減少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可能也是石

虎出現頻率增加的原因。

2. 貓羅溪周遭路殺問題嚴重，可能因八卦台地為石虎的適合
棲地，面積卻較小，因此石虎以貓羅溪為廊道較頻繁進出

台地，故貓羅溪的鄰近道路常有路殺事件發生。因此，本

次會議中，執行團隊簡報內所提「貓羅溪左岸與八卦台地

鄰接河段之廊道改善」針對省道台 14 丁兩側，利用野溪或
排水建立廊道連結貓羅溪與八卦台地，並於道路旁建置引

導網，是十分重要的改善措施。

3. 台中市東側淺山丘陵(北屯、太平、霧峰、東勢、新社)是

石虎主要棲地，其密度由東至西遞減，而烏溪及主要支流

為石虎擴散移動的廊道，為石虎高密度活動區；市中心河

道則較無石虎可利用的環境。故應著重於維護及改善郊區

河川、烏溪與支流交界處的棲地，並慢慢擴張友善野生動

物



的河川棲地。 

4. 對石虎而言，河灘地棲地不足便容易往堤外移動，進而造

成路殺發生，請河川局或市府交通部門思考如何有效讓駕

駛人減速。 

5. 河灘地租地的決定權在河川局，建議河川局以認養維護土

地為條件租予農民，若承租地上有垃圾或流浪動物問題，

便請農民通報，如此應較有效率且可減輕河川局負擔。 

6. 建議友善措施增加「夜間禁止施工」，避免施工單位因工程

進度延後於夜間施工，犧牲野生動物的生存權利。 

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楊專案人員政穎 

1. 荒野持續在筏子溪進行淨溪，得知溪流垃圾確實為重要議

題。另有關餵養的議題，因沒有罰則而只能清理飼料卻無

法遏阻餵食行為。因此，希望能針對在河川棄置廢棄物與

餵養流浪貓狗的行為設立罰則。 

2. 筏子溪疏伐工程因於筏子溪發現石虎而開啟對話，有潛力

作為公私協力友善工程的示範案例。 

四、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黃專案人員冠慈 

1. 近年數起案例顯示野生動物能透過溪流廊道接近人類的生

活範圍，如科博館的食蟹獴，期待未來的發展。 

2. 荒野保護協會作為 NGO，未來將協助向民眾推廣保護生活

周遭環境的概念。 

3. 希望公部門可以透過設計更多的溪流生態友善措施與友善

生態工程，改善野生動物的河川棲地，也期待政府部門間

加強連結，使河川水系廊道維持暢通。 

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劉專案人員曜寬 

1. 建議盤點流浪貓狗聚集熱點。 

2. 建議設立法規，強制河灘地租地農耕戶進行友善耕作。 

六、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施總幹事月英 

1. 餵食流浪動物有法可罰(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50條)，



建議在餵食熱點設警示牌與監視器。 

2. 透過三寮排水工程經驗發現，河川工程施作中與施作後始

生物多樣性大幅降低，並使大量外來植物入侵。由於石虎

生存環境需較高度的生物多樣性，因此維持生物多樣性對

石虎保育相當重要。 

3. 提供工程相關生態友善措施建議：(1) 疏濬工程施工時，保

留部分原生植物，使當地物種多樣性得以存續、(2) 避免設

計三面光的工程、(3) 工程後的植生復育應以當地原生植物

為主，而非全臺灣範圍的原生植物，否則將成為區域性外

來種。 

4. 部分工程所執行所謂的生態工法，無法真正符合當地野生

動物的需求(如南海溪蟹無法利用石籠)，建議採用生態友善

措施時應依據目標物種習性進行評估。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陳副工程司永信 

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近年生態友善作為列舉如下： 

1. 針對生態關注區與石虎出沒熱區，對非必要或嚴重影響棲

地的工程會加強協調、取消工程或縮小施工範圍，如 110

年位於名間鄉石虎關注區的工程即於會勘後取消。 

2. 於所有工程中加入生態廊道的規劃設計，減少橫向與縱向

的阻隔。 

3. 盤點過去傳統工程設施對生物活動造成之影響，並編列相

關預算以執行改善措施，降低影響。 

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林技士其穎 

1. 過去南投處轄區進行石虎熱區調查，在中寮、貓羅溪沿岸

與八卦山中部皆有發現石虎，可見河川確為石虎的重要廊

道。 

2. 南投處已於轄區內進行友善石虎農法的推廣，期能將相關

友善農法推廣至於河川區域務農的農友。 

3. 林務局正推動生態給付，去年已有 14戶農友通報石虎侵擾

雞舍，其中 10 戶經確認後核發生態給付獎勵金。 

4. 在貓羅溪與清水溪確有發現嚴重的流浪動物餵飼問題，南

投處曾與特生中心、第四河川局、南投縣政府合作增設告



示牌，並於標語中的禁止餵食對象加入野生動物，以避免

針對性過於強烈。 

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洪課長幸攸 

1. 肯定第三河川局邀集 NGO及各單位探討如何改善石虎河川

棲地。 

2. 有關優化溪流-淺山廊道之策略，在東勢綠網的保育軸帶與

重點推動區中，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列於重點推動區域

內，因此在此項策略上，東勢處將提供協助、努力、與第

三河川局合作。 

3. 有關提高溪流植被覆蓋之策略，東勢處自 107年起與三河

局合作，已於大安溪、大甲溪種植了 16.6 公頃的中部原生

植物 (如九芎、苦楝、甜根子草等)。植被配置以喬木、灌

木、草叢營造鑲嵌式地景，提供友善石虎之棲息環境。本

處亦樂意協助烏溪進行植被復育工作。 

4. 感謝荒野保護協會在筏子溪清除廢棄物的努力，未來希望

能與荒野及在地社區合作。 

十、 南投縣政府 許技士家維 

1. 南投縣政府將針對委員們的建議，加強對石虎保育的協助

工作。 

十一、 彰化縣政府 黃技士呈云 

1. 有關河川橋梁工程的施工改善，建議可邀集公路單位參與

討論、合作。 

2. 建議於工程前蒐集施工範圍內之表土，保留土壤種子庫，

完工覆土時，將表土重新覆於最上層，藉此保存原生植物

的多樣性。 

十二、 經濟部水利署中部水資源局 黃課長佩儀 

1. 石虎活動範圍廣泛，跨部會合作有其必要性，希望三河局

可以持續推動。 

2. 本局已嘗試辦理友善農耕的社區宣導。然而短期進行友善

耕作，農民會因有榮譽感而配合；長期友善耕作則使農民

收入來源較不穩定而意願較低。因此想了解農委會是否有



補助辦法及聯繫窗口，若有，中水局願意協助針對工區周

邊社區進行宣導，深耕社區。 

3. 本局已針對工區周邊的鄰里，辦理流浪犬貓議題的宣導活

動，但仍需時間發酵。 

十三、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曾課長財益 

1. 流浪犬貓餵食及垃圾棄置的取締不易，雖曾架設監視器，

但餵食者或丟棄垃圾者常為行人，多無車牌，故取締有其

困難。另外目前本局收取之垃圾為委外處理，成本甚高。

因此相關取締與處理方式還需再研議。 

2. 有關河道友善農耕，由於河道農耕申請者多為老農民，較

無環保觀念，對友善環境的意願可能較低；其次，環保法

令中已規定河川地必須施作友善農耕，但實際執行上，難

以稽查取締違法使用農藥之行為。因此，比起強硬限制，

鼓勵效果可能較佳。 

3. 簡報所提之優先推動區，三河局曾委南投林管處在鄰近溪

床造林，可觀察其更新狀況。 

十四、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林經理笈克 

1. 本計畫盤點烏溪流域藍綠網絡連結潛力點，提出「貓羅溪

左岸與八卦台地鄰接河段之廊道改善」是關鍵的盤點成

果，可透過調適計畫提出並進行廊道的改善。 

2. 石虎並非近期才靠近河灘地，可能因過去的調查集中在淺

山，河流水系的調查量能不足而未發現。近年增加投入河

床石虎棲地調查的量能後，發現離都市中心較遠的大安

溪、大甲溪也有不少石虎利用，推論河灘地早已是石虎利

用的棲地。 

3. 野生動物進入人類生活圈是都會區須面臨的課題，且涉及

林務局政策中的城市綠網議題，及水利單位的藍綠網絡接

合、人網串聯議題，值得密切注意、投入努力量進行推

動。其中石虎、食蟹獴、穿山甲、巴氏銀鮈等皆為水域生

態系保留與城市型綠網的結合的關鍵物種，其棲地營造有

賴新一代河川治理政策與綠網串聯。 

4. 人類因不瞭解溪流，除餵食流浪犬貓外，亦將垃圾棄置於

河灘地，吸引鼠類與鳩鴿、外來種八哥等鳥類覓食，進一



步吸引石虎來狩獵而棲息於原不適合的棲地。因此關鍵為

如何規範人類的行為。 

5. 城市中的生態系改變，垃圾熱點也容易成為流浪貓狗熱

點。溪流區域的垃圾與流浪犬貓成為跨政府部門的議題，

未來應透過平台結合各部門與民間團體共同解決問題，建

議先從水系管理的部門與縣市政府的合作開始。並可由

NGO團體以石虎議題推廣並改變輿論，或尋求民意代表

的協助。 

6. 石虎活動範圍擴張到鄰近都會區的溪流灘地，可能也代表

著其他野生動物(如鼬獾)與人類生活範圍重疊，衍生狂犬

病、野生動物與寵物犬貓的衝突等問題。因此，面對野生

動物的棲地擴張需求，相關單位需解決的問題不僅是在河

川水系建立動物通道，亦包含未來人類社會如何與野生動

物共存。建議參考國外案例，如新加坡的都市水獺，其必

曾面臨相同困境，可參考解決範例。 

7. 石虎在城市河川出現是讓城市民眾學習與野生動物和平共

存的機會，而未來由河川局拋磚引玉，開始發展規範、配

套措施與環境教育，讓民眾做好共存的準備。 

8. 河灘地友善農耕與垃圾問題，以引導為佳，讓人民(NGO)

引導人民，公部門則提供基礎資源，以公私協力方式推

動。 

十五、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劉正工程司士榮 

1. 第三河川局所執行之河灘地整治，主要為兩面光工程，並

不進行封底。 

2. 近年濱溪工程確有執行原生植物的復種，如於施工中將原

生植物甜根子草連同土壤挖起，並於完工後種回。 

3. 完工後的外來種入侵問題需要重視。 

4. 將蒐集彙整各委員意見為會議記錄，並發送給各機關單

位，及進行資訊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