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第二階段(小平臺)會議 

第三場藍綠網絡小平臺會議：貓羅溪與八卦臺地石虎廊道連結措施探討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0日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南投縣慈世排水、彰化縣貓羅溪排水 

參、主持人：王總經理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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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態學會 王豫煌理事 

1. 八卦臺地為野生動物的重要棲地，貓羅溪則是連結東西兩側棲

地的重要廊道。目前在台 14丁和沿線兩側聚落的阻隔下，可

以連結棲地的東西向山溝排水變得非常重要。恢復山溝排水的

自然環境將可以建立並維持野生動物在八卦台地和貓羅溪灘地

之間活動的廊道。 

2. 過往的治理工程以興建水泥化的防災設施為主，但目前調適計

畫提出，治理計畫需考量極端氣候，因此，現在的工程要思考

不再走過去的路，針對現地護岸基礎淘刷與渠底破損等修復工

程，後續執行水安全計畫或區域排水改善計畫時，希望能轉換

思維，藉這個機會把生態和自然解方的部分考量進去。 

3. 渠底破損修復工程建議不再採用封底的設計，應盡可能恢復原

有的自然底質，其益處包含：(1)底部通透使降雨時雨水能直

接入滲，再慢慢釋放到貓羅溪，延緩主流洪峰；(2)使降水保

存在林地增加水源涵養；(2)植被生長有助於降低微環境氣

溫，並鞏固河岸或溪流底質；(3)山溝無水時，滿布礫石的溪

床也是陸蟹、兩棲爬蟲類與蛇類的棲息空間；(4)溪床底面和

兩側都是生物或水文循環會用到的介面。因此這對地表逕流、

水文與微氣候都會大幅改善，有助於恢復小集水區的生態系服

務。 

4. 護岸基礎淘刷修復工程，建議非臨路側可採用緩坡化、自然化

設計，可以同時解決野生動物通行問題，最重要的是讓坡度放



緩、植被生長，對地表逕流、水文與微氣候都會有很大改善。

也能發揮固坡作用與增加洪氾的緩衝空間。 

5. 在自然解方系統性思考的原則下，整個集水區的管理在跨單位

的運作下，應有協調一致的作法。例如，上游保安林地可能有

治理工程，若要朝向恢復自然環境，便需從上游源頭開始盡量

避免水泥化工程，從上而下恢復溪流運輸土沙的能力，否則上

游水泥工程仍會影響下游，而無法恢復整體系統功能的自然運

作。 

6. 請彰化縣府特別提醒相關執行團隊：貓羅坑排水及北側的山寮

排水都是連結棲地的重要廊道，未來水安全的治理規劃，應優

先考量自然解方，維護殘存的自然濱溪帶。 

7. 希望縣府和水保局、河川局等機關可以合作修復山溝的自然環

境，讓野生動物可以利用山溝進行東西向移動，避免跨越道路

造成路殺。 

8. 關於人為填土造林的左岸灘地，建議順應自然演替；或可輔助

撒播先驅樹種構樹、山黃麻等種子，並避免長期除草干擾，演

替停滯於初期階段，引發外來強勢物種迅速擴張。 

 

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楊政穎專案人員 

1. 現階段認同水保局南投分局的提議，先設置簡易的動物坡道。 

2. 長久而言，仍需正視水泥化工程無法應對極端氣候的危機。現

在提出的調適計畫，就是因為發現過去思維不能創造更好的未

來而需要做出調整。並無永久的人為治理這件事，所以未來有

機會翻新時，建議朝向自然解方的方式，讓環境自己管理自

己。  

3. 針對慈世排水左岸的掏蝕，未來若要修復構造物，希望在顧及

安全的同時，朝向自然的方式進行，找到平衡。避免大型機具

下溪，也是蠻好改善方式，這些都有助於野生動物。 

4. 認同針對營造區域周邊設置圍網，以避免路殺。 

5. 建議針對貓羅溪排水匯流口保留逐漸長出的植被，由於此區域

水量不大，應不需為通洪需求清除植被，因此希望工程不要清

除原有植被，以吸引野生動物利用。 

 

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黃冠慈專案人員 



1. 八卦臺地南側有很多溪流與今天討論的案例類似(如石牌坑)，

望這次會議討論結果可以作為其他溪流檢討改善的參考。 

2. 認同改善規畫可以納入既有破損護岸一起討論調整，不只簡

易、單點的縱橫向連結改善，還加上既有護岸一起做規劃。 

3. 慈世排水與貓羅溪排水皆有部分區段鄰近道路，在橫向連結的

部分需考量道路位置進行細部調整；但縱向皆為野生動物移動

的範圍，需加強縱向連結的改善。 

4. 在貓羅溪右岸觀察到非常多流浪犬隻，且在 148縣道橋下的人

為利用與餵食情況很多，流浪犬及其餵食問題為未來需改善方

向。 

 

四、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美汀秘書長 

1. 肯定本次會議提出之兩處改善位置。貓羅溪沿岸很多路殺，石

虎從貓羅溪想要到八卦臺地，所以要找地方疏通路徑。這位置

離上方道路很近，正好又有慈世排水，只有排水的硬體需要改

善，位置是很好的。 

2. 在此呼籲堤防、園道與水防道路等人為設施應採最低限度設

置，並考量工程是否有足夠必要性或是其他替代方案及區域，

避免過度占用野生動物僅存的棲息空間。人類生活所必需的空

間已佔用大面積的野生動物棲地，如今，在野生動物迫切需要

棲地的情況，許多地區更進一步佔用人類非必須、使用率低的

空間為己用。建議建置民眾所需人工設施或空間時，符合功能

即可不要再多。並非反對民眾有舒適的生活環境，而是在面臨

需求時，優先考量利用已有高度擾動的區域，而避免侵占野生

動物所剩無幾的生活空間，例如避免在河畔而改在社區圍繞的

中間區域找尋空地建置公園。 

3. 近年持續提倡自然解方、與野生動物共存，雖羨慕國外很多地

方可以和野生動物友善共存，生活環境不需那麼多圍牆、柵

欄，但目前的台灣仍然處於過渡期，整體環境對野生動物還不

那麼友善的情況下，並非直接照本宣科地沿用國外做法或套公

式。許多地區地景複雜、民眾對野生動物的觀感不同，自然解

方不能全部套用，而需要小心考慮許多細節、用心思考並經過

許多討論。以護岸緩坡化為例，若全面緩坡化，可能反而提高

某些區段路殺風險或與民眾的衝突，就台灣現況，一些阻隔還



是必要的。現在是阻隔太多讓野生動物完全無法通行，而哪些

地點要阻隔哪些要暢通，這些細節需經過多方專家討論，謹慎

為之。 

4. 涵洞底部營造需考量動物的習性與需求。貓羅溪排水橋下涵洞

的底部目前為平面封底，建議參考日本的做法，將涵洞底部設

計為兩側略為高起的形式，除了集中水流使其在水少的時候能

維持流動的活水，亦有助於野生動物利用：(1)許多野生動物

喜歡走乾地而不用一直涉水；(2)下小雨時可做暫時躲雨的位

置；(3)對小型動物利用縱向廊道有好處。涵洞的底部設計也

需考慮若有突然下大雨、大水沖刷，動物如何躲避。 

5. 接近匯流口的環境營造更需考量動物習性。追蹤野生動物時，

支流靠近主流匯流口處若有綠帶，動物才會停留，也才有機會

探索到我們創造的通道。但若沒有綠帶，動物傾向直接沿主流

有綠帶的區域移動，不會發現有通道可以進入八卦臺地。因

此，支流匯流處需設法營造為吸引動物嘗試的環境，完全光禿

的環境不會引起動物利用的意願，植被對動物很重要。 

6. 在道路旁接近排水的位置建議設置圍網，避免在引導動物上到

森林環境後又下到道路，造成路殺。雖動物在一般情況下可能

不會往道路走，但被追趕時受驚嚇而往道路衝，鑒於基本上已

有引導，所以周邊設置阻隔沒有問題。 

7. 有關貓羅溪排水岸邊的雞舍，本協會對雞舍補助的條件十分彈

性，只要位於石虎棲地，無論造成雞舍損失的是石虎、食蟹獴

或其他動物，我們可以協助改善，增加他們對野生動物的友善

觀感，本協會可以配合廊道連結點的改善，幫助雞舍改造、養

雞戶輔導、石虎友善補助等。 

8. 貓羅溪排水匯流口的出水口下方可能有爛泥，可能會阻礙動物

通行的意願，這部分需要注意細節。 

五、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李霽修工程員 

1. 關於慈世排水與貓羅溪排水的縱向與橫向連結的改善，在權

責範圍内（台 14丁線以上至幾支高壩之前），視歷年投入

經費，納入後續年度分年分期辦理。。 

2. 台 14丁下游則需看是否有夥伴能加入協助，因只改善上游

部份效果有限，期望共同合作將整體廊道一起改善，讓整件

事做得更好。 



3. 現況改善部分，將參考本分局在鹿谷鄉和雅橋改善的經驗進

行：在既有護岸以生態友善的材料建置臨時或永久的生物通

道，並以影像監測到許多動物利用。本次將考慮採用同樣的

方式去做縱橫向的串聯。 

4. 目前改善構想如下：縱向連結改善將進行高壩低矮化與竹製

動物坡道，橫向連結改善則針對連接自然林帶之河岸進行，

後續搭配生態監測確認動物利用狀況。初步做局部的輕微改

善，並於確認動物有利用後，再往上游延伸生物友善的空

間。 

六、南投林區管處 林其穎技士 

1. 慈世排水與貓羅溪排水為南投林管處與第三河川局合作的生

態造林地，亦即不以林木採取為目標，而是友善動物的使

用，撫育時保留一定雜草高度。 

2. 在造林地的南北端架設的自動相機皆有調查到石虎，本次討

論的兩段排水若能達到棲地連結，對於石虎與其他野生動物

進入八卦臺地利用會有很大幫助，樂見各單位合作。 

七、彰化縣政府 郭立昇科長 

1. 本次會議提供縣府在水保工程新的考量方向，未來執行工程

會多加考量其他生物的需求，朝向更加生態友善的方向努

力。 

2. 彰化地狹人稠，民眾會要求清除雜草。雖與民眾溝通、說明

坡度較陡的河岸雜草不影響防洪，但民眾為居住環境都會要

求清除乾淨。這是地方政府在執行上的困難，民眾的觀念還

需要加強教育與溝通。 

3. 貓羅溪排水的改善可能會遇到養雞戶的反彈 

4. 生態監測的數據或許能作為與民眾溝通的基礎。 

 

捌、結論：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王順加總經理 

1. 感謝各位參與今天的會議，會議中統整了大尺度議題的需求和

了解，討論中各單位也釋出善意，有意願合作。 

2. 今年為調適計畫第二年，本計畫會做出大原則的分工建議，而

各單位提出的細節與提醒會特別註明。 

3. 後續生態監測十分重要，能作為檢驗這些施作的成效，亦能作

為與民眾溝通的依據。 



  



 

 

 

圖 1烏溪北岸原辮狀河湧泉流路及工程砂石堆積後衛星圖 



 

圖 2巴氏銀鮈棲地復育試辦措施初提說明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