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六批次提報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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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吉安溪河川生態棲地營造計畫

 美崙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

 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資訊公開辦理情形



 花蓮縣政府以行政區為範圍，盤點資源及歸納水環境遭遇問題等，研擬縣市之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做為後續提報水環境改善案件之上位計畫。

 提報案件除達防災功能外，亦能承載在地願景，綜觀「水質/水量改善、生態復育、水文化特色營造、親
水環境營造、周邊環境整合」五大面向進行整體規劃，將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功能納入整體
考量，並結合水岸環境與在地人文產業特色，發產成面狀生態圈與文化生態圈。

 經由資源的盤點、過去批次提案資料彙整以及水利署訂定之五大面向之評估，並參考花蓮縣國土計畫之整
體空間規劃構想，將花蓮縣水環境以水系為主體分為北、中、南、東四大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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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批次吉安溪水環境改善工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及第五批次洄瀾灣流水環
境改善計畫之規劃設計與施工，以及前瞻水環境水與安全相關工程計畫之推動，各河段逐步完成水岸步道
環境改善及河口生態水文環境。

 吉安溪往昔工程建設多聚焦在河岸步道改善及行道樹種植等，並未探討河川的生態基流量以及恢復河川生
命力等議題，因此考量吉安溪本流直線形態及人工化低水河槽設計，本次提案將研擬吉安溪河川生態棲地
營造計畫，以調查規劃設計為重點，配合水系水源水量及集水區環境調查，改善現有河道水文環境，藉由
河口段攔水堰之設計操作，及改善河道斷面型態，營造河口段生態棲地環境，確保洄游魚類生境，恢復吉
安溪河川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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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目標
 在通洪斷面符合安全前提下，改善水質及

斷面型式
 以塊石營造多元棲地環境，改善水域生態，

以多層次砌石與生態護岸、草丘及植生階
梯營造複式景觀生態環境

 以七腳川阿美族及周邊多元族群文化融合，
營造人文景觀特色



 衡諸美崙溪流域之環境特色與在地文化，考量前期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成果與在地民眾參與意見，研提美
崙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畫，以調查規劃設計為重點，配合民眾共同參與，找回故有傳統習俗，尋
回河海被遺忘的記憶，圓滿撒奇萊雅耆老的心願，改善流貫花蓮市區母親之河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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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目標
 上游 -改善河川基流與斷流現象，恢復撒奇拉雅族漁獵文化

(pacengceng)場域
 中游-以生態棲地保護為主軸，配合左岸休憩廊道串聯，規劃具有生態教

育功能之親水空間
 下游-配合生態保護區劃設及流域高灘食源植物補植，與棲地營造，規劃

生態教育廊道，與在地居民參與共同守護，建立環境教育場域



 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過去已辦理多場民眾參與及訪談，整體空間規劃構想相較其他案件
成熟，因此做為本批次優先提報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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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目標
 上游-因流經馬太鞍傳統部落，故將其規劃為生態教育體驗廊帶
 中游-因流經區域周邊具備濕地營造潛力，故將其定位為濕地休閒水綠廊帶
 下游-因應整體生態環境營造及災害預防，本次規劃設置生態池，整體規劃理念以生態為主軸，發展

遊憩、防災及環境教育等多面相之水域親水空間，並將其定義為生態池親水遊憩軸帶



吉安溪河川生態棲地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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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溪位於花蓮縣吉安鄉，
為花蓮縣主要政經範圍內，
為提升人民居住安全，吉
安溪經歷了多次的整治工
程，過去河川治理思維尚
未成熟，因此護岸大多以
水泥構造物為主，河川經
過多年的硬化整治，逐漸
喪失了河川原有的自然流
態，生態系統也遭受破壞。

近年來河川整治逐漸納入
以自然為本的治理思維，
因此本計畫以全流域為範
圍，診斷河川系統面臨之
議題，納入以自然為本的
原則，藉由本次重新盤整
規劃，期許吉安溪能夠恢
復河川生命力。

本計畫範圍為花蓮縣縣管河川吉安溪流域，分佈於花蓮縣中北部，主流發源於標高1321公尺之吉安山東側，
向東南東流經慶豐、勝安、宜昌後，沿著吉安鄉、花蓮市邊界，於吉安溪橋附近注入太平洋，主幹線長約8.0
公里，總集水面積約3,94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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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背景
計畫區位於花蓮市與吉安鄉交界處，涵蓋吉安鄉之永興村、南華村、稻香村、仁和村、仁里村、宜昌村、
南昌村、福興村、吉安村、東昌村、慶豐村、太昌村、北昌村、仁安村、勝安村、永安村及少部分花蓮市，
北臨花蓮市、東濱太平洋、西鄰秀林鄉、南接吉安鄉，位處中央山脈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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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

河川魚類生態品質與河川內棲地
品質有密切相關，利用演算不同
流量下適合魚類生息之水域面積，
建立此魚類生息之水域面積與流
量之率定曲線，以定量描述規畫
河川生態基流量之決策，維護河
川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平衡的流量，
稱之為河川生態基流量。
本計畫以流量延時分布曲線時間
百分率95%所對應之流量 Q95
為河川生態基流量，茲整理吉安
溪東昌橋的水位測站資料，並以
東昌橋下斷面(1+100)之斷面資
料，進行流量延時曲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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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背景-洄瀾灣海岸變遷

年代 歷史沿革

1874

「牡丹社事件」讓清廷深覺後山「番地」治理的重要，為了杜絕外國勢力對後山的覬覦，乃著手「開山撫番」。
位於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也成為清兵勇營重要的駐屯地點。在此聚落的南北兩側各有一堡壘，位於街區北
邊為方形；位於街區南面者為圓形，圓周約300公尺
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將花蓮港街往北邊約三公里處的舊新港街遷移，花蓮溪口的街區聚落與兵營堡壘，也迅速凋
零，百年後已消失在地景上

1920 往花蓮的貨運運輸，主要仍是靠著船運在南濱外海用小船接駁，再送上海岸驛用鐵道送到花蓮港驛

1925 花蓮港街，在日人對於臺灣後山做為殖民基地的政策規劃下，已迅速的進行各項的都市建設，是一個充滿日式
街道名，結合臺灣原住民、漢民族、日本居民的多元文化氛圍的城市(圖4)

1926 串聯臺灣東部從花蓮港街到台東街的東線鐵道正式通車
1931 開始了築港計畫，送築港物資所構築的臨港線鐵道

1935 花蓮舊港到花蓮新港間，有著海岸線鐵道與臨港線鐵道的串聯。這兩條臨海鐵道路線的開築見證了花蓮港街市
的發展歷程，從市區到南濱、北濱以及花蓮港新港築港的產業、人文歷史發展百年來也串連在此臨港線中

1939 築港完成後化身為客貨兩用的太平洋臨海鐵道，直到1992年花蓮舊火車站廢除裁撤為止
1941 太平臨港廊道的軸線，南濱海岸的海岸驛廢止，1.1公里的路線依然保留

1980 位於北濱的鳥踏石聚落，是少有緊臨太平洋海岸的海岸聚落，在花蓮港擴建過程中被迫遷移，聚落的繁華與景
觀則已消失在地圖中

1982 南濱海岸的1.1公里的路線拆除並作為南濱公園用地

1992 將廢線路基改為自行車道，至今仍有不少懷念臨港線歷史記憶的民眾及台鐵員工，期待臨港線的復駛，重現花
蓮臨港線的歷史場景與鐵道運輸傳奇

花蓮海岸因地理環境之關係，歷年均受到太平洋低氣壓所形成之颱風巨浪侵襲。美崙溪口至花蓮溪口段屬砂
土質，為砂礫土質海岸，地勢較為平坦，砂土質粒徑小，禦浪能力薄弱，屬侵蝕海岸。又因近年來工商發，
各項建設擴展迅速，各河川砂石隨之大量開採，造成河川輸砂量之減少，因此花蓮市郊之北濱、南濱、化仁
一帶海岸變化加劇，海岸線侵蝕嚴重。



計
畫
緣
起
及
目
的

前
置
作
業
辦
理
情
形

整
體
計
畫
規
劃
構
想

經
費
及
期
程

預
期
成
果
及
效
益

環
境
現
況

人文背景-吉安溪周邊部落分佈現況

吉安鄉內計有23個原住
民族部落(19個阿美族
部落及4個太魯閣族部
落 )，其中位於吉安溪
周邊之部落，包括七腳
川部落、里漏部落、薄
薄部落、慶豐部落、永
安部落、勝安部落及吉
野汎扎萊部落，均為阿
美族部落。

祭典文化:每年定期舉辦
豐年舞祭、捕魚祭及相
撲大賽，吸引觀光客佇
足。

宗教文化:吉安溪畔的一
大人文特色，許多寺廟
香火鼎盛，增添濃厚的
地方宗教文化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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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遊憩資源

遊憩資源型態
生態景觀之旅 人文歷史體驗 單車原鄉漫遊 藝術教育研究

知卡宣森林公園、鬱金香花園、野薑花園、光豐
吉安蘭園、南濱公園、北濱公園、楓林步道、蓮
城蓮花園、秀朗休閒蘭園、君達香草健康世界、

初英親水生態公園

勝安宮、慈雲宮、慶修院、慈濟靜思堂、
吉野神社遺址、開村紀念碑七腳川事件
紀念碑、佛興寺、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

客家民俗演藝堂、親水線自行車道
阿美文化村、親山線自行車道、親水線自
行車道、田園自行車道、濱海自行車道、

初英自行車道

石藝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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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種類 種類與概述

植物 姑婆芋、長柄菊、番仔藤、槭葉牽牛、大飛揚草、烏桕、海埔姜、榕樹、紫茉莉、紫花酢漿草、珊瑚珠、茄冬
小返魂、銳葉小返魂、地毯草、兩耳草、光果龍葵、瑪瑙珠、小葉冷水麻

魚類

依往昔調查及相關文獻資料魚類共調查到 12科 37 種，種數最多的是鰕虎科共有 8種，接著是鯉科有7 種，然
後是塘鱧科有5 種。單一種類個體數最多的是尼羅口孵非鯽，第二多的是日本瓢鰭鰕虎。大吻鰕虎以及菊池氏
細鯽為特有種，菊池氏細鯽是屬於國家級瀕危物種
吉安溪的指標性水生生物有4種，包括日本瓢鰭鰕虎、大吻鰕虎、大口湯鲤、黑邊湯鲤。日本瓢鰭鰕虎與兔頭
瓢鰭鰕虎，兩者都是偏好石塊與礫石的急流環境，並且對水質較為要求。而黑邊湯鲤和大口湯鲤則是中上水層
的掠食者，會在水質清澈的汽水域覓食。這些魚類是洄游性魚類，因此與海的串聯就成關鍵，在大潮或豪雨仍
有比較高的機會與海相連，但許多固床工相隔，讓這些魚類進入的機會下降。

甲殼動物 兩季調查到共3科3種，個體數以匙指蝦科的多齒新米蝦最多，其次為字紋弓蟹

螺貝類 共4科4種。個體數最多的是壁蜑螺，再來是是瘤蜷

鳥類
28科45種。單一種類個體數最多的是白尾八哥，其次為烏頭翁，接著為高蹺鴴。所有鳥種中保育類共5種，紅
隼、鳳頭蒼鷹、紅尾伯勞、烏頭翁、魚鷹，紅尾伯勞為3級保育類，其它都是2級保育類。而特有種或特有亞
種共10種

爬蟲類
4科6種，其中以疣尾蝎虎的數量最多，其次無疣蝎虎，再來是麗紋石龍子。南濱隔離水道春季調查資料發現
中華鱉，根據「IUCN 紅皮書名錄」將其列為易危(VU)等級，在「2017年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中則
是暫無危機(LC)等級。調查未發現蛇類

兩棲類 1科1 種，為黑眶蟾蜍

吉安溪下游越接近河口下游區，水域生物種類有增加趨勢，洄游性物種以下游出海口最為豐富。吉安溪亦可發
現數量豐富的龍鬚草，位於東昌橋下游、南濱路吉安溪橋兩地，屬乾淨水質指標物種，透過長期調查亦發現有
國家瀕危物種菊池氏細鯽族群棲息。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鰕虎科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特有種 -
鯉科 菊池氏細鯽 Aphyocypris kikuchii 特有種 NEN
鯉科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 NLC/VU
鰻鱺科 日本鰻鱺 Anguilla japonica - NCR/EN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kuntzi 特有亞種 -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 III級保育類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特有亞種 -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特有亞種 -

鵯科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 特有種 II級保育類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e
flavirostris 特有亞種 -

梅花雀科 黑頭文鳥 Lonchura atricapilla - III級保育類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 NE
石龍子科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 NE

鱉科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 VU

魚類

鳥類

兩棲爬蟲類

吉安溪溪流域動物資源分布圖
（保育類、特有物種、紅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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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名稱 採樣日期 採樣時間
河川污染
指標
(RPI)

酸鹼值
(PH)

溶氧
(電極法)
(mg/L)

生化
需氧量
(mg/L)

懸浮固體
(mg/L)

氨氮
(mg/L)

太
昌
橋

2021/10/07 08:46:00 3.25 8.33 8.8 <1.0 125 0.09

2021/11/02 08:49:00 1 8.15 9.2 1.1 6.5 0.25

2021/12/08 08:47:00 1 8.38 10.1 1.1 14.8 0.05

2022/01/06 08:49:00 1.5 8.26 9.6 1.1 24.6 0.06

2022/02/08 08:36:00 1.5 8.40 9.8 <1.0 40.8 0.05

2022/03/03 08:35:00 2.25 8.36 9.9 <1.0 51.7 0.07

仁
里
橋

2021/10/07 09:17:00 1 8.40 9.9 1.1 11.0 0.15

2021/11/02 09:18:00 1 7.47 7.8 <1.0 4.9 0.21

2021/12/08 09:21:00 1 8.05 9.8 1.1 17.4 0.16

2022/01/06 09:23:00 1 8.04 9.4 2.5 18.4 0.13

2022/02/08 09:16:02 1.5 8.30 9.8 <1.0 43.6 0.18

2022/03/03 09:16:22 2.25 8.32 9.8 1.1 72.6 0.14

水質/項目 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mg/L DO≧6.5 6.5＞DO≧4.6 4.5≧DO≧2.0 DO＜2.0
生化需氧量

(BOD5)mg/L BOD5≦3.0 3.0＜BOD5≦4.9 5.0≦BOD5≦15.0 BOD5＞15.0

懸浮固體(SS) mg/L SS≦20.0 20.0＜SS≦49.9 50.0≦SS≦100 SS＞100

氨氮(NH3-N) mg/L NH3-N≦0.50 0.50＜NH3-N≦0.99 1.00≦NH3-
N≦3.00

NH3-N＞
3.00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數積分值(S) S≦2.0 2.0＜S≦3.0 3.1≦S≦6.0 S＞6.0

 太昌橋
整體RPI值介於1~3.25，
屬於未(稍)受污染至輕
度污染。

 仁里橋
監測項目中除懸浮固體
有四個月未達無污染標
準，其餘監測分析皆符
合未受污染標準，其中，
懸浮固體於3月達到中
度污染，其餘各月也都
介於未(稍)受污染及輕
度污染範圍，整體RPI
值介於1~2.25屬於未
(稍)受污染至輕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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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調查區位圖

流域區位 檢核概況

上游
河道水量少，大山橋上游枯水期常為斷流狀態，左右兩岸皆已人工化，設計為複式護岸，護岸結構皆為混凝土
鋪面護堤。河道行水區內以巴拉草、大花咸豐草為優勢草種。豐水期時河相型態多樣，有淺流、瀨區、潭區等
交錯，生物棲地型態較豐富。

中下游
因有中園排水與聯合排水注入，水量豐沛且水質尚可。整體環境為水泥護岸，僅部分河道兩岸為礫石，濱溪廊
道橫向阻斷性高。周遭環境主要為道路及住宅，人為擾動度高。以緩流為主，魚類有雜交吳郭魚、台灣石𩼧𩼧、
大吻鰕虎(屬兩側洄游)等。

下游至南濱公
園周圍環境

多為定期除草之短草地，另有少數灌叢和行道樹。南濱隔離水道多呈靜水域。吉安溪出海口之魚類種類有日本
瓢鰭鰕虎、大吻鰕虎、大口湯鲤、黑邊湯鯉等，族群穩定。工程施作時，應保持洄游廊道暢通，在施作土堤擋
水之前應掌握不同季節水量逕流變化，避免增加沒口機率。另在聯合排水區有菊池氏細鯽棲息，其為國家級瀕
危物種，若在此周圍施工，需留意此水域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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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執行狀況

已核定計畫 計畫執行概況

第二批次
吉安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

規劃人行通廊與自行車動線系統、現況橋梁及護欄設施美化、重要節點入口意象的營造、生態自然環境保護、
景觀復育及棲地營造，改善吉安溪水岸之整體景觀，將吉安溪規劃為一般農業風貌、都市聚落風貌及海洋聚落
風貌
(1)休憩水岸廊道：大山橋至吉安溪橋(中央路)規劃為左右岸單向車道，車道寬度約為4~6米，設置人行步道及
自行車專用道，並劃設綠帶栽植遮蔭喬木。並選擇適當地點設置休憩賞景平台，本河段自行車道可連接親山線、
田園及濱海自行車道，再銜接到兩潭自行車道系統
(2)都會型休憩水岸：荳蘭橋至東昌橋由於空間較為狹小且有停車需求，故建議拆除既有植栽槽及座椅，調整
為綠帶，既有人行道上電桿等公共設施建議配合地下化，以增加無障礙通行之可行
(3)自然生態規劃：東昌橋至吉安溪橋(南濱路)左岸護欄量體過於龐大，右岸人行道拓寬堤頂道路，且阻隔河岸
視覺景觀，本計畫更改護欄型式，並加強堤頂植栽綠美化，期能拉近河川與人的關係，並賦予吉安溪新的生命
(4)創造一橋一特色：藉由在地故事的延伸，社區故事的導入，加入阿美族、七腳川事件、慶修院或是吉安鄉
迷人之田園風光，並融入夜間照明利用藝術陶板磚設計具有本地自然、人文、生態意象的圖案，塑造吉安溪新
風貌。

第五批次
洄瀾灣流水環
境改善計畫

計畫範圍北起花蓮港西防波堤(美崙溪口)，向南經北濱海堤、南濱海堤、化仁海堤，南迄花蓮溪口國家級重要
濕地，全長約4.3公里
整體計畫方向以綜整海岸線防洪安全、觀光遊憩以及生態棲地保育及營造等課題，形塑濱海休憩景觀廊道，形
成串整東西向觀光動線之連結網絡。
主要分項計畫包括：
(1)海堤休憩廊道串連改善計畫：為改善海堤休憩廊道動線連接條件，並提供民眾安全活動空間，計畫自海堤
南段往下設置緩坡自行車道街接南濱1 號橋，並更新自行車道鋪面及標線，以增加自行車道的自行性。 騎乘
動線上配合殯儀館後方綠地種植複層植栽與開花喬灌木，亦可與殯儀館嫌惡設施作區隔，也可軟化礦儀館過於
陰暗冰冷的感覺。
(2)打造南濱公園隔離水道新風貌計畫：濱臨浩瀚太平洋之南濱公園佔地20公頃原為垃圾掩埋場，為與市區環
境隔離，原規劃中設置有隔離水道配合吉安溪口海岸漂沙淤塞之定期清疏，可維護形成洄游性生物廊道之雙通
道環境。為營造隔離水道廣闊水域空間意象，改善護岸型式為緩坡，以利民眾近水活動，並配合護岸改善開闢
水岸景觀動線，以提升南濱公園步行活動空間整體性及增加舉辦水岸活動空間；與吉安溪橋下游之吉安溪河口
段併同進行堤岸整理，水道中將設置多座生態植生浮島以改善水質，配合植生物種選擇，塑造水鳥棲息空間及
形塑闊水域空間意象，創造民眾親水近水之活動機能。



3月26日，南濱隔離水道換家行動

140人參加，師生家長80位
水巡守隊40位

時間 行動主題 進行時間 備註說明

13:30-
14:00

報名簽到 30分鐘 太平洋公園(南濱公園)入口右轉

14:00-
14:20

開場及安
全宣導

30分鐘
開場介紹，主辦單位致詞，活動
安全宣導。

14:20-
14:40

環教解說 20分鐘

分魚組進行魚類解說20分鐘，辨
識魚種、分類桶、撈魚動作等步
驟。
分組，現場請參與志工分為分魚
組、撈魚組。

14:40-
16:40

撈魚及魚
群分類

2小時

撈魚組將魚群搬運上岸，分組辨
識魚類進行分類與紀錄。

運送/放流
魚群分類後由協力員與志工搬運
上車，車輛前往放流區將分類桶
下車，往返作業。

16:40-
17:00

場復清潔 20分鐘 組整理器具，清洗裝備

17:00-
17:30

活動心得
分享

30分鐘 心得分享，集合賦歸。

公民參與辦理情形(於110年12月-111年5月期間，共舉辦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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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溪-南濱隔離水道換家行動



公民參與辦理情形(於110年12月-111年5月期間，共舉辦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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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溪-洄瀾灣海岸工作坊

時間 主題 講師

08:45-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

09:10-10:00
東昌海岸生態文化地景與

祭儀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
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李宜澤副教授

10:00-10:30 洄瀾灣海岸生態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呂
允中經理

10:30-11:00 洄瀾灣海岸防護課題
成大水利海洋基金會郭
晉安博士

11:00-11:30
九河局北濱製化仁海岸工

程
第九河川局工務課黃承
焌課長

11:30-12:00
花蓮海岸防護區洄瀾灣海

岸退縮課題研析

主持人-亞磊數研工程顧
問公司宋長紅總經理課
題綜合討論

於111年4月14日於舉辦。本次辦理工作坊
之結論:
 讓各單位瞭解東昌文化與河川連結。
 調整離岸潛堤的長度，不同工法潛堤遠

近與深度討論。
 可探討養灘的歷程，及河海口處的大石

頭、波浪、河川、礫石原有動態平衝。
 吉安溪水量議題，期待水巡守隊於維護

過程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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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溪整體流域主要面臨課題分別為 :
 上游集水區域小，基流量不足，經常發生斷流乾涸等因素，導致生態棲地環境劣化
 中下游木瓜溪初英電廠尾水，經農田灌溉圳路由中原排水匯入吉安溪本流，水量較上游

豐沛，惟流經農業用地及都市地區導致水質較上游差，需賴污水下水道建設污水接管長
期建設改善

 河口導流攔水堰隔阻生態廊道及主流與隔離水道流量分配、河口因海岸漂砂淤塞沒口等
課題



吉安溪流域環境議題短中長期方向

短期

水質水量與工程 生態 水文化

上游污染源調查、
水量計算 菊池氏細鯽棲地營造 阿美族洄瀾灣海岸利

用空間指認

中期 研究吉安溪上游水源斷流
問題、污染源改善

推動河岸植栽修剪管
理優化方案

河岸認養種植阿美族
河濱植物、民俗植物

長期 水量監控、
河道恢復自然河相

恢復自然河相營造洄
游魚類棲地

吉安溪阿美族部落恢
復下溪的捕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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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目標
 在通洪斷面符合安全前提下，改善水質及

斷面型式
 以塊石營造多元棲地環境，改善水域生態，

以多層次砌石與生態護岸、草丘及植生階
梯營造複式景觀生態環境

 以七腳川阿美族及周邊多元族群文化融合，
營造人文景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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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調查規劃設計為重點，配合水系水源水量及集水區環境調查，改善現有河道水文環境，
藉由河口段攔水堰之設計操作，及改善河道斷面型態，營造河口段生態棲地環境，確保洄
游魚類生境，恢復吉安溪河川生命力。

 前期計畫尚未探討河川的生態基流量以及恢復河川生命力等議題。本案延續第二批次的吉
安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期望在前期計畫之基礎上，為吉安溪水環境營造進行加值優化，進
一步規劃恢復河川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規劃構想
計
畫
緣
起
及
目
的

前
置
作
業
辦
理
情
形

整
體
計
畫
規
劃
構
想

經
費
及
期
程

預
期
成
果
及
效
益

環
境
現
況

 調查水量不足原因並改善
水量問題與移除高灘地不
必要的水泥化設施，營造
河川彎曲的自然樣貌

 藉由營造多樣水生植物為
主的濱溪帶也有淨化水質
的功能、增加水中生物棲
息空間及濱溪帶生物可利
用面積，並穩定水量及改
善沒河情形，讓洄游性魚
類可上溯到吉安溪水道，
最終使吉安溪沿岸恢復自
然河川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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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規劃

時程 111年度 112年度

工作項目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整體計畫提送核定

招標作業

吉安溪河川生態棲
地營造整體計畫

預定整體計畫於民國111年7月核定後，於111年10月底完成招標作業，於112 年12月
完成各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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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計畫

 藉由公民參與延續生態調查
 積極媒合河川鄰近居民及退休人員組成河川志工隊
 推動鄰近住戶或社區認養河川，讓住戶共同參與維護社區環境的工作居民在親水環境下於河岸邊活動
 若突發污染事件即可立即反映給相關單位進行處裡。iNaturalist進行生態觀察，藉由公民參與的力量

持續生態觀測量能。

 運用民間志願服務資源維持河川清潔
讓住戶共同參與維護社區環境的工作，並可定時執行河川清潔維護，提升居民對河川整潔之榮譽感。

吉安溪前期計畫著重於保障民眾安全，親水設施惟河道旁步道，本計畫在於針對吉安溪現有水量、水質及
生態課題進行改善，並透過公民參與蒐集並歸納議題，以全流域的觀點進行整體水環境規劃，可作為後續
吉安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設計之參考依據。預計施工完成後可增加洄游性魚類朔溪空間，增加濱
溪帶面積，回復河川自然樣貌，鄰近吉安鄉及花蓮市區，可增加民眾參與，如學校參訪地點及環
境教育場域，以利花蓮在地民眾可以親水，並認識家鄉的水環境，達成水環境建設中「水與環境」願景，
「與水共生、共存、共榮」。



美崙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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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下游河段已有縣府早
年設置之兩鐵自行車道，另
國福大橋上下游左右岸豐川、
佐倉二號堤防及加禮堤防皆
已完成，高灘地腹地廣大。
為打造美崙溪整體水岸環境，
縣府於民國104~105年間完
成「美崙溪環境整體營造規
劃」，提供縣民及遊客從事
休閒、遊憩、運動、文化藝
術活動場域，打破過去堤防
生硬線條及水岸灘地景觀單
一之地景意象，重新復育為
具有多樣化地景、遊憩行為
及生物棲息地的城市水岸空
間。

本計畫範圍為花蓮縣縣管河川美崙溪整體流域，幹流長度15.40公里，流域面積76.4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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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依據「美崙溪環境整體營造規劃」規劃成果研擬5項分項計畫，分別為：水岸自行車道串連、高灘地休
憩景觀環境營造、國福大橋上下游水岸運動公園營造、生態示範區、水域遊憩區等，擬有系統的落實改善整
體水岸景觀、生態，提昇親水機能，營造兼具運動休憩與自然健康之水岸環境。
延續第一期計畫成果，衡諸美崙溪環境課題，包括：
中上游水質水量、中下游關注物種生態棲地保護，以及左岸遊憩動線串連等三大課題，依據美崙溪水環境改
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之願景目標，研提美崙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之規劃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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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流域全境位於花蓮縣內，合計共四個鄉鎮
市。美崙溪主要流域範圍位於花蓮市，屬花蓮縣
東部北段，北接新城，西接秀林，南鄰吉安，東
瀕太平洋，為花蓮縣的行政中心及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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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畔的時代變遷

年代 歷史沿革

1684

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東臺灣因為地形環境及封山禁令，
屬清廷政府管轄的化外之地，主要為原住民部落聚集的山
林原野。在文獻紀錄上，奇萊平原由北自南分別為噶瑪蘭
族、撒奇萊雅族，以及南勢阿美族生活的場域

1812 開始有人移民從事開墾

1851

台北黃阿鳳募佃農二千二百人，由海路進入奇萊平原沿著
美崙溪至十六股（今花蓮市豐川）耕作、建茅屋成聚落。
當時募眾至十六股、三仙河、武暖、沙崙、十八圍等五聚
落，即今之花蓮市國強、國富里、國聯里，當時統稱「十
六股庄」

1874

「牡丹社事件」的發生，積極開山撫番由羅大春主導的北
路開闢工作，北起蘇澳，南至花蓮港，作為往來前後山的
重要交通管道。清廷另在奇萊平原的十六股庄設立後山北
路撫墾局，奠定此地為漢人聚集的重要聚落

1875 林蒼安自宜蘭募佃，也在十六股（豐川）一帶開墾並改稱
「復興庄」

1909 地方官制改正後，脫離原臺東廳所轄設立花蓮港廳，廳治
設於花蓮港。成立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舊車站）

1910 林野整理事業開始進行東台灣相關基礎調查
1920 改稱花蓮港街
1928 美崙高爾夫球場落成
1931 築港工程開啟
1946 戰後改為花蓮市至今
1951 因大地震將縣政中心遷往美崙
1960 橫貫公路通車
1962 花蓮機場擴建完成成立花蓮航空站
1963 花蓮國際港開放
1979 花蓮新站啟用
1980 北迴鐵路通車

花蓮市區，舊稱奇萊平原。數千年前，就有
人類在此生活的痕跡。清朝於1684年將臺灣
納入版圖，然而東臺灣因為地形環境及封山
禁令，屬於清廷政府管轄的化外之地，主要
為原住民部落聚集的山林原野。根據文獻記
載，奇萊平原由北自南分別為噶瑪蘭族、撒
奇萊雅族，以及南勢阿美族生活的場域。

國家勢力介入的轉捩點為「牡丹社事件」，
此後清政府一反過去消極統治態勢，開始進
入東臺灣開山撫番。北起蘇澳，南至花蓮港，
作為往來前後山的重要交通管道，正式開拓
後山原本隔絕的地理連結，同時開始出現兵
營及屯田。

清廷另在奇萊平原的十六股庄設立後山北路
撫墾局，奠定此地為漢人聚集的重要聚落。
不同族群拓墾及生存壓力，1878年引爆了從
蘭陽平原節節退守的加禮宛族人（現噶瑪蘭
族）及原居於此的撒奇萊雅族人奮起抵禦，
終釀致「加禮宛戰役」。但武力懸殊很快遭
到鎮壓，倖存的族人藏身在阿美族之中，從
此隱姓埋名一百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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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紋理-區域發展脈絡
爬梳文史資料可以瞭解最先盤踞於奇萊平原上的族群是Sakizaya族人，居住範圍約七腳川以北，美崙山東、
西、南、北至加禮宛社為隣，較集中的聚落在Sakur(音譯：撒固兒)國福部落及Takofowan(音譯：達固部灣部
落)，今花蓮市國字里行政區內。

從族人保有傳統祭儀可知撒奇萊雅族人不以狩獵為生，河、海是上天賜給族人的美味冰箱，族人除了耕作，捕
魚則是另一維生方式，美崙溪、八堵毛溪、須美基溪及更早三仙河、萬壽溪等都是族人日常捕撈的河道，於溪
河捕魚是族人的日常。

圖片來源:李逸偉提供

撒奇萊雅族傳統捕魚方法 paceng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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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區位 資料根據 生態種類 種類與概述

上游

2007年屏東科技大學進行
之花蓮縣河川生態資源調
查研究成果報告
美崙溪上游（砂婆礑溪）
入山檢查哨之南北溪匯流
處為中點測站，並分別於
南、北兩端各選定一測站

魚類
優勢種為臺灣石𩼧𩼧𩼧𩼧（42.3%）和臺灣白甲魚 （37.0%），其他還有平頜鱲
（6.4%）、粗首馬口鱲（8.5%）、鰻鱺科魚類（0.4%）、日本瓢鰭鰕虎
（4.3%）、明潭吻鰕虎（1.1%）

蝦蟹類 優勢種為粗糙沼蝦（91.8%），其他還調查到拉氏清溪蟹（0.13%）、字紋弓
蟹（1.46%）、雙色澤蟹（6.61%）

中游

參考2018年花蓮縣府針對
前瞻計畫美崙溪改善計畫
進行生態補充調查、2020
年美崙溪環境改善計畫-草
生復育基地營造與生物資
源調查

魚類

中游流域（國福大橋伏流水湧出處至須美基溪匯流處）菊池氏細鯽、何氏棘鲃、
粗首馬口鱲、臺灣石𩼧𩼧𩼧𩼧、臺灣白甲魚等
中下游（須美基溪匯流處）至出海口主要採集到吉利非鯽與尼羅口孵非鯽，各
類河口洄游魚類（如：鯔、長鰭莫鯔、浪人鰺、六帶鰺、黑邊湯鯉、眼班厚唇
鯊、盤鰭叉舌鰕虎、褐塘鱧、擬鯉短塘鱧、曳絲鑽嘴魚等）
支流須美基溪以吉利非鯽與尼羅口孵非鯽為主，其他有粗首馬口鱲、臺灣石𩼧𩼧
𩼧𩼧、豹紋翼甲鯰等

蝦蟹類
中游流域(國福大橋伏流水湧出處至須美基溪匯流處）貪食沼蝦、大和沼蝦和
擬多齒米蝦
中下游（須美基溪匯流處）至出海口採集到字紋弓蟹、粗糙沼蝦等

螺貝類 美崙溪全流域皆有記錄福壽螺，中游流域有記錄河蚌及河蜆等雙殼貝類

下游 參考前瞻水環境計畫第四
批次的前期規劃-生態調查

魚類 優勢種為尼羅口孵非鯽、褐塘鱧、似鯉黃黝魚、鲻，特有種魚類有記錄到臺灣
吻鰕虎、大吻鰕虎、臺灣棘鲷為特有種

蝦蟹類
水域蝦蟹類共紀錄4科12種，優勢種為潔白長臂蝦和闊指沼蝦。
陸蟹共紀錄有3科11種，優勢種為帝王仿相手蟹和中型仿相手蟹，其他數量較
多的陸蟹物種有漢氏螳臂蟹、紅螯螳臂蟹、字紋弓蟹等

螺貝類 總共調查到3科3 種，為石田螺、田蚌與壁蜑螺

美崙溪流域之重要生態物種分別為中游陸蟹，於此地記錄到3種以上新種陸蟹，是世界陸蟹研究之重要區域；
以及臺灣狐蝠為美崙溪流域最為珍稀的物種，為一級保育類、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臺灣本島的臺灣狐
蝠族群目前僅分布於花蓮市美崙溪流域，現況調查的結果推估，臺灣地區的狐蝠族群尚不及200隻，為極需
保育之重要生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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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是花蓮市最長的河川，被稱為花蓮市的母親河。上游為農田與民生用水的重要取水用地，因此該區
域被劃為水源水質保護區。
娑婆礑淨水場隸屬於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花蓮給水廠。娑婆礑(Sabado)源自原住民太魯閣族語，
意為「雨水充沛」之意。該場創建於1921年，歷經多次擴建，今日之規模係1993年所擴建。
擴建之後自來水公司大量取用地面水加上美崙溪中上游河道底質易滲水的特性，使得美崙溪國福大橋-水源
地取水口之間河段常因水量不足而形成伏流水。
撒奇萊雅族的傳統捕魚祭中斷將近 30 年，直到最近幾年才重拾傳統，在美崙溪的支流河道以pacengceng
的方式捕魚。

依據環保署測站之水質監測結果，美崙
溪上游點數值多介於1~3之間，水質介
於未(稍)受污染至輕度污染間。

美崙溪上游（水源橋上游測站）以及須
美基溪（玉成橋）的水質污染程度低且
各項污染指標的變動幅度不大。

中下游（新生橋、中正橋）因各種工業、
農業、民生用水的排入，造成污染程度
明顯較高。主要影響因子為懸浮固體和
氨氣。

 水資源概況

 水質概況

1930 年代，阿美族於美崙溪口舉辦捕魚祭

圖片來源:葉柏強，《顧我洄瀾—花蓮歷史影像集》（花蓮縣文化局，2016）



美崙溪流域為花蓮縣較早開發之區域，因此河口帶分布了許多歷史建築、文化
景點及商圈，中上游則以生態教育景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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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資源型態
生態景觀之旅 人文歷史體驗 運動休閒場域

砂婆礑溪畔公園、佐昌高地、日光步道、佐昌觀景平台、佐昌
步道、撒固兒瀑布、龍泉親水生態公園、溪畔公園、美崙山公
園、太平洋公園、北濱公園、七星潭海岸風景特定區、美崙濱

海公園、花蓮環保公園

國福部落、吉安藝術村、吉安神社遺址、花蓮火車站站前廣
場、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松園別館、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東大門夜市、七星潭柴魚紀念館、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館、

美崙溪右岸運動公園、
花蓮體育館、花蓮高爾

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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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生態檢核辦理依據開放性資
料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格(TBN)」
進行周遭生態資料蒐集。
美崙溪中游之主要關注區域為仁本
橋上下游一帶河段。此區濕地環境
常吸引過境水鳥棲息、覓食，資料
庫顯示周遭範圍有鳥類111種，其
中保育類有灰面鵟鷹、黑翅鳶、魚
鷹、游隼、紅隼、烏頭翁、紅尾伯
勞、彩鷸、大濱鷸、燕鴴、環頸雉、
黑頭文鳥等，其他保育類動物亦紀
錄有草花蛇。

美崙溪流域棲地現況

物種 棲地型態 保育等級

水雉
漁塭、河川高灘地、
草澤等 珍貴稀有保育類

彩鷸
河川高灘地、草澤
等 珍貴稀有保育類

東方澤
鵟

河川高灘地與高莖
灌叢間 珍貴稀有保育類

環頸雉
樹林底層、平原交
界的草生地、灌叢，
喜於地面築巢

珍貴稀有保育類

黑頭文
鳥

農耕地、草生地、
灌叢 其他應予保育物種

菊池氏
細鯽

濱溪植被帶良好的
岸邊緩流水域 國家瀕危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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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案並無施作實質工程，因此以盤點生態議題為主

生態分布點位

流域
區位 水量狀況 人為干擾 棲地環境

上游 幾乎長年無水 干擾度高 濱溪植被以銀合歡為主，而河灘地也大面積開發成球場、公園等設施

中游 受到八堵毛溪水源挹注，
水源逐漸穩定 干擾度低

周遭土地利用型態以農田和魚塭為主，在仁本橋一帶常有許多候鳥聚集，水
域魚類以陸封型態的粗首馬口鱲、台灣鬚鱲、台灣石賓等西部外來種為主，
曾經記錄過菊池氏細鯽(NEN)，但族群狀況不明。濱溪植物亦豐富，但以草
本為主，木本植物較少，可能與該河段有放牧行為有關。

下游 河道開始束縮，水源穩定 干擾度高

進入都市區域，加上抽水站排洪需求，河道整理頻度較高，定期將河道深槽
化，流態較為單一
出海口段豐富，左岸的泥灘地是水鳥、陸蟹的重要棲地，堤防上的樹林多次
記錄到一級保育類台灣狐蝠取食植栽的果實。水域生物記錄到多種洄游性魚
類，如大吻鰕虎、兔頭瓢鰭鰕虎…等



解說點1-水量
都市河川帶來的便利、與河川水量斷流

解說點3-水質與生態
水域棲地之重要性及畜牧業沼渣沼液處

理機制

解說點5-共好
人與一級保育類共好

之環境
釣魚遊憩及河口生態

重要性

親水公園維管課題

解說點4-生活
河川段文化與歷史變遷

花蓮市淹水歷史與抽水站源起

解說點2-水文化
撒奇萊雅族、國福部落捕魚祭與湧泉

1
2

3

4

5

總計公私部門約30位參與公民參與辦理情形(於110年12月-111年5月期間，共舉辦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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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崙溪-水文化單車走讀工作坊



時間 主題 講師

08:5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

09:10-09:40 臺灣水資源利用及發展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公司
宋長虹總經理

09:40-10:00 美崙溪國福段生態資源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范
力仁經理

10:00-11:00 美崙溪湧泉現勘 國福部落李逸偉女士、
生態工作者吳政澔老師

11:00-12:00
綜合討論

撒固兒部落水文化空間
及發展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吳
昌鴻執行長

12:00 賦歸

總計公私部門約30位參與公民參與辦理情形(於110年12月-111年5月期間，共舉辦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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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崙溪-撒固兒部落水文化工作坊

總計公私部門及撒固兒
部落族人共約30位參與

於111年4月11日於國福部落舉辦，為3月18日
美崙溪走讀活動後衍伸之共學營(培力學堂)。
會議結論:
 河川地的認養，縣府的認養單位均已協會

為主。
 認養河段的生態復育與捕魚祭場所營造應

有所連結，部落取的共識後，再與縣府討
論認養事宜。

 美崙溪及八堵毛溪的整治及清淤工程已納
入生態檢核評估，其中八堵毛溪轉彎處屬
攻擊坡，應具備長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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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美崙溪水環境第一期計畫成果，衡諸美崙溪環境課題，包括：中上游水質水量、中下游
關注物種生態棲地保護，以及左岸遊憩動線未連續等三大課題



美崙溪流域環境議題短中長期方向

短期

水質水量 生態 水文化

研究國福段地下水、
畜牧業污染改善

增加臺灣狐蝠食
源植物

美崙溪水岸
各類活動發展

中期 透過地下水利用增
加美崙溪水量

菊池氏細鯽棲地
營造

撒奇拉雅部落
水文化空間營
造、認養

長期 水量監控 洄游魚類穩定上
溯至上游水源地

美崙溪其他部
落恢復捕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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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分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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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案之計畫名稱為「美崙溪水環境改善第二期整體計畫」，以調查規劃
設計為主軸，項下分為三項子計畫：(1)美崙溪左岸步道串聯計畫，(2)美崙溪
水源流量調查及改善畫，(3)河川生態棲地復育計畫

整體規劃目的
 以調查分析中上游伏流與斷流之問題，研

擬改善策略，恢復河川生態系服務功能及
部落傳統漁獵祭儀場域

 生態調查確認中游處之毛蟹及水鳥棲地環
境與生態機能，以及河口段之臺灣狐蝠與
陸蟹棲地環境

 規劃左岸濱溪休憩廊道，提供生態解說及
親水服務功能。以期未來藉由計畫持續推
動，改善美崙溪河川生命力及生態棲地環
境，營造多樣性生態系統，恢復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帶動地方發展生態教育及觀光
產業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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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１
為落傳統文化祭儀，水
域使用空間，期望可恢

復2017年水域

本案預定於水鳥出沒熱點區域
規劃原生保護區、低干擾區域。
於低干擾區域設置生態友善之
參觀動線與告示牌。透過左岸
休憩廊道的串聯，吸引人流，
發覺美崙溪生態之美，帶動地
方生態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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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美崙溪左岸步道串聯計畫 : 本案劃設計費用為700萬元，主要工作包括：地形測量、斷點調查及串聯方

案研擬，以及定案工程設計與預算編製。
 美崙溪水源流量調查改善計畫 : 本案規劃設計費用為600萬元，主要工作包括：地下水水位調查、基流

量調查、改善方案研擬，以及相關工程措施之設計與預算編製。
 美崙溪河川生態棲地復育計畫 : 本案劃設計費用為350萬元，主要工作包括：生態補充調查，棲地復預

措施研擬及推動方式規劃與預算編製。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16,500千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
13,200千元、地方分擔款：3,300千元)。

期程規劃

時程 111年度 112年度

工作項目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整體計畫提送核定

招標作業
美崙溪左岸步道串

聯計畫
美崙溪水源流量
調查改善計畫
美崙溪河川生態
棲地復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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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預期串聯美崙溪左岸國福大橋上游至新生橋，將現有河岸公共設施與周邊景點整合，配合整體計畫，
恢復美崙溪河川基流量，重拾往日原民捕魚祭光景；以及河川生態復育計畫，保護多種稀有生物。以此打
造兼備文化與自然特色的美崙溪，帶動生態觀光產業及周邊產業發展。經由本計畫之落實

 改善關注物種（臺灣狐蝠、菊池氏細鯽、陸蟹、水鳥）棲地環境之復育及保護。

 改善美崙溪中上游基流水環境，恢復河川生態，洄游性魚類棲息空間，以及國福部落傳統文化場域，

使土地紋理與水文化再現。
 提供民眾安全、舒適之親水環境，推動公民參與，凝聚社區向心力。
 恢復水文化與河川生命力，配合河岸廊道串聯，帶動地方發展生態與文化觀光產業。

營運管理計畫

 積極媒合地方自治團體，花蓮水環境巡守隊、中上游之國福部落、下游之民生社區發展協會，協助執

行河岸休憩廊道與棲地保護的維護管理。

 休憩設施定期定點進行維護管理與清潔工作，另定期定點派員巡查。

 縣政府每年度編列維護管理經費，定期辦理生態檢核或調查作業，監測檢討環境改善成效，以落實計

畫目標



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緣起及目的
計
畫
緣
起
及
目
的

前
置
作
業
辦
理
情
形

整
體
計
畫
規
劃
構
想

經
費
及
期
程

預
期
成
果
及
效
益

環
境
現
況

花蓮縣政府為因應區域產業發展及提高區域防洪保
護程度，民國99年7月完成「光復鄉大華大全排水
系統治理規劃報告」，作為後續推動治理工作依據，

將工程治理施作範圍規劃為二區。
第一區範圍為0K+000(光復溪匯流處)~0K+846(白
鷺橋)，定位為親水休憩藍帶，主要以維持排水、加

強親水與融合觀光功能。
第二區範圍為0K+846~1K+929(天正橋)，考量排
水各渠段排洪現況與護岸構造情況，研訂大華大全

排水治理以營造為馬太鞍濕地生態藍帶，以「親水、
生態與休閒」為水岸環境規劃主軸，定位為生態休
憩景觀藍帶，主要以著重維持排水、水保與生態維

護功能。
本計畫位於馬太鞍國家級重要濕地境內，考量濕地
水環境需求及現有護岸結構狀況與防洪功能，將以

芙登溪白鷺橋至無名橋(0K+000~0K+995)規劃設
置生態池形成生態保育棲地及綠堤水岸改善濕地與
河川水交換機制，落實水環境改善之目標，並配合

民眾參與及依據濕地管理相關法規，進行詳實之環
境調查及規劃設計，期使排水環境改善兼顧濕地環
境營造，以均衡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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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鄉境內河川主要計有馬鞍
溪、花蓮溪、光復溪、馬佛溪、
麗太溪等，各大小溪流匯合花
蓮溪流後流入太平洋。大華大
全排水系統匯流於光復溪，光
復溪為花蓮溪上游支流之一。
本區域上游源於為西側中央山
脈馬錫山，地形頗富變化，集
水區主要涵蓋大進村、大華村
與大全村等，馬太鞍國家濕地，
整體地勢中下游較為低窪。



馬太鞍重要濕地的特殊性

• 42處重要濕地多為海岸、
河域、湖泊、圳埤及都
會型態。

• 馬太鞍是第一個以農業
生產為基礎定位的重要
濕地。

第一個
國家級
生產型
濕地

具備
淺山生態
多樣性
條件

獨特的
Palakaw
傳統捕魚
文化

馬
太
鞍
重
要
濕
地

（
國
家
級
）

• 部落申請Palakaw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權

• 由族人掌握解說介紹的話
語權，進而將馬太鞍部落
傳統生活智慧保存及傳承

天然湧泉、淺山生
態系等優勢條件，
芙登溪（縣管大華
大權排水）創造豐
富多樣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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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環境特色



Lakaw設施結構 過去lakaw樣貌 現今lakaw樣貌

人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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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鞍部落Palakaw
濕地文化

Palakaw是馬太鞍濕
地內的文化重要特色，
2017年通過「原住民
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
權」。
未來馬太鞍部落能創
造出更多文化發展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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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鄉擁有許多遊
憩景點，馬太鞍、
太巴塱、砂荖等阿
美族部落是當地重
要的人文觀光資源
豐年祭、palakaw
為主要特色，且各
景點有自行車道串
聯這些景點，穿過
臺9線，進入花蓮
糖廠對面的自行車
道後，沿芙登溪前
行，來到馬太鞍濕
地，這裡生態豐富
是主要的自然觀光
資源。

景點名稱 景點特色

花蓮觀光糖廠 日治時期所成立的花蓮觀光糖廠，也稱為光復糖廠，糖廠內有販售冰品且
日治時期的員工宿舍保存完整，十分適合單車族休息參觀

拉索埃生態園區 位於花蓮觀光糖廠後方，園區中共有6處湧泉，園區內棲息臺灣瀕臨絕種
的原生水生植物-小花石龍尾，也可體驗手划船。

太巴塱部落 太巴塱部落是花蓮最古老的部落，每到一年一度的紅糯米採收季節時，便
會舉辦紅糯米文化祭，遊客到此可體驗獨特的紅糯米文化祭。

Palakaw

阿美族傳統的捕魚方式，而且特定只有光復馬太鞍阿美族才有，利用中空
的竹子、樹枝等，製作出三層的結構物放入水塘中，捕獲鱔魚、土虱或鰻
魚等底棲性魚類。一個完整的馬太鞍Lakaw捕魚流程大致分為「Miftik：
祈禱」、「Mikafos：捕魚、抓蝦」、「Palakaw：復原魚塘」三個主要
階段。

馬太鞍濕地

馬太鞍濕地，是一處湧泉不絕的天然沼澤濕地，並孕育出豐富的鳥類、蛙
類、底棲性魚類等多樣化自然生態。還能體驗獨特的Palakaw生態捕魚法，
讓人不僅可以上一堂生態課，還能嘗到現撈的魚蝦、鹽烤吳郭魚，以及特
有的石頭火鍋，來一場原民美食饗宴。

光復鄉自行車道
光復自行車道串聯了花蓮觀光糖廠、馬太鞍、太巴塱、砂荖等阿美族部落，
不僅能在糖廠吃冰、了解縱谷糖業史之外，還可以深入體驗阿美族的生態
捕魚法

圖片來源: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網站 圖片來源: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網站 圖片來源:本計畫拍攝

花蓮光復糖廠 拉索埃生態園區 光復鄉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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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重要濕地由於地下湧泉豐富，溝渠池沼密布、水深及腰，魚蝦生態豐富。
在過去濕地屬部落的公共區域，部落居民可採集野菜或捕魚，因此保有現有湧泉及恢復消失的傳統湧泉可藉
以發揮濕地特色。目前馬太鞍濕地尚有二處可取水的湧泉，與一處已消失的湧泉。

湧泉名稱 湧泉概述

Sadak 湧泉

位於環山道路，附近即是早期馬太鞍部落上馬錫
山的步道口，湧泉正可以提供上山工作所需的飲
水，Sadak 在阿美族語有「出來；出去；出現」
之意，馬太鞍部落在Ilisin 祭典時有取水敬老的
活動，所取的水即是取自Sadak 湧泉。Sadak
湧泉在環山道路拓寬時本會被掩埋，經當地熱心
地主以水管由路面下引流至現在位置才得以保存。

木棧道湧泉

木棧道湧泉位於木棧道區，是解說活動時重要的
解說點，用以說明馬太鞍濕地地下水豐沛，提供
水生動植物豐富的水源，附近復育臺灣萍蓬草及
栽植十多年的水柳林，並有草棚可作短暫休憩。。

消失的湧泉

除上述位置外，環山道路北段位於靈隱寺南側山
腳原有一湧泉名為彩虹泉，約二十年前因地主填
土興建農舍被掩埋；中央產業道路白鷺橋以南亦
有一處可取水湧泉被地主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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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污染問題也可能是導致芙登溪藻
類及外來種粉綠狐尾藻生長旺盛的原因，
濕地內主要污染源為養豬戶、特色餐廳
廢水及少數農舍之家庭廢水，濕地內登
記有案之養豬戶共3戶，其中2戶目前仍
在營業狀態。

程莿桐畜牧場之汙水排入大安圳第七支
線，沿光復溪河堤最後在鐵路橋北端匯
入光復溪，其餘畜牧場之汙水經豬舍旁
水生植物池初步過濾後排入水圳，該段
水圳非水利會管理灌溉水圳，由馬鍚山
南麓山腳奉天宮附近向北，沿鄉公所公
共停車場後農路經大安圳第九支線流至
芙登溪。

馬太鞍濕地的四家特色餐廳中以欣綠農
園、紅瓦屋餐廳人潮較多，目前兩餐廳
的污水排放口設於芙登溪中，透過現勘
瞭解餐廳有安裝過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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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90年颱風、豪雨分析暨紀實報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文中資料分
析，花蓮縣光復鄉在桃芝颱風期間嚴重受創，最大累計降雨約490mm，因山洪暴發土石流，淹沒堤防
500m，造成洪水氾濫淹沒大興村七鄰房舍。另光復鄉大富村，大富派出所北上道路台九線100m處淹水約
1m。

民國98年鳳凰颱風馬太鞍濕地內淹水 1m深。於110年4月25日工作坊訪談相關地方居民，大華大全排水路
部分中下游地區每遇豪雨洪水便有宣洩不及的情況，上游邊坡易土石坍塌，其間淹水深度下游出口曾
1~2m以上。

民國110年圓規颱風打破了近十數年來沒有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最高雨量紀錄，自
110年10月11日起一連三天的大雷雨降於花蓮縣，累積雨量高達1，017 毫米，造成排水系統無法負荷，導
致馬太鞍部落飽受淹水災害。

110圓規颱風淹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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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花蓮縣土石流潛勢溪流統計資料，將花蓮縣光復鄉大全村轄內相關區域列入高潛勢土石流潛勢災害
DF112與DF113

馬太鞍國家級重要濕地土石流潛勢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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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重要濕地水質監測資料受限於現有調查年份、
資料及範圍等有限。
主要根據林務局民國101年度之水質檢測，馬太鞍湧
泉的污染程度 RPI為 3.5，屬於中度污染程度。主要是
因為生化需氧量(BOD)8.00 mg/L 偏高及溶氧量(DO)
因該區屬於泉水源頭呈現略低4.20 mg/L 狀態所造成。
另根據花蓮縣政府民國102年「花蓮縣濕地保育廊道
整體規劃與行動計畫」於芙登溪監測點之相關監測結
果進行整理。



生態種類 種類與概述

植物

110科320屬427 種植物，原生植物佔53%，歸化與栽培植物佔42%，包含11種台灣紅皮書名錄收錄植物，如
紫苞舌蘭、小獅子草、臺灣肖楠、水茄苳、臺灣火刺木、蒲葵、紅檜、柳葉水蓑衣、翼莖水芹菜、擬紫蘇草、
毛柿等。依型態劃分則以草本植物最多佔56%，喬木次之佔23%。
濕地植物共95 種佔22.6%。在種類上，雙子葉植物中以菊科最多，豆科次之，桑科與大戟科第三，唇形科第
四，茜草科第五，其餘科別種數在10種以下。單子葉植物中禾本科最多，莎草科次之，天南星科第三。
全區以平野荒地、田間、路旁等先驅環境常見的禾本科、菊科種數最多。外來種植物多以觀賞性植物為主如粉
綠狐尾藻、光冠水菊、美洲苦草、水蘊草、小花蔓澤蘭等強勢外來水生及陸生植物。

魚類
計9科21種，包含東部珍稀少見的菊池氏細鯽，主要台灣原生優勢種為台灣縱紋鱲(馬口魚)、革條田中鰟鮍(台
灣石鮒)及臺灣石𩼧𩼧𩼧𩼧等，而台灣縱紋鱲(馬口魚) 及臺灣石𩼧𩼧𩼧𩼧皆為西部引進種非東部原生種，外來種則以尼
羅口孵魚、吉利慈鯛等雜交吳郭魚為優勢。

甲殼動物 11科16種，蝦類以常見的粗糙沼蝦及多齒新米蝦為主，蟹類則有拉氏清溪蟹及雙色澤蟹，螺貝類則有川蜷、
石田螺、臺灣蜆等，亦包含外來入侵種福壽螺，目前以原生種為優勢

蝶類與蜻蛉目
昆蟲

13 亞科 46 種及 9 科 41 種，包含保育物種無霸勾蜓，蜻蛉目優勢種主要為細蟌科的紅腹細蟌、瘦面細蟌、弓
背細蟌等，蝶類則以白粉蝶、豆波灰蝶、苧麻珍蝶為優勢，多於春季現蹤分布範圍廣泛多元，因大部分的蝶類
幼蟲都對寄主植物具有專一性，豐富的蝶類分布，仰賴當地多樣的蜜源及食草資源，如當地的大鳳蝶及黑鳳蝶
的幼蟲喜食芸香科的月橘、檸檬等葉片，台灣鳳蝶的幼蟲喜食當地的樟科植物等，維持現地植物多樣性與保育
蝶類多樣性彼此環環相扣。

鳥類
33科71種，涵蓋常見鷺科、雁鴨科、鷸科及秧雞科等水鳥約占整體鳥類24%，所有調查鳥類中有8科11種屬
保育物種，如環頸雉、黑翅鳶、東方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彩鷸、八色鳥、朱鸝、烏頭翁、臺灣畫眉及紅
尾伯勞等，本區因環境適宜，亦屬冬候鳥南下渡冬的重要棲地之一。

兩棲爬行類

11科22種皆為原生物種，蛙類優勢種以拉都希氏赤蛙、澤蛙、小雨蛙為主，涵蓋總調查數量五成以上，而爬
蟲類以斯文豪氏攀蜥、無疣褐虎、疣尾蜥虎為優勢種，占所有調查物種數近九成，主要出沒於山溝及水池等環
境，2017 年的馬太鞍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書中提及過去幾項有關馬太鞍環境計畫案調查結果，亦發現多樣
的保育類物種如台灣黑眉錦蛇、雨傘節、眼鏡蛇、龜殼花等蛇類，也有梭德氏草蜥、食蛇龜、柴棺龜等保育爬
蟲類，顯見本區豐富多樣的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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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生態環境仍須注意外來入侵種的影響，避免因為來種的競爭，造成原生物種的生存壓力。為此縣府近年
於馬太鞍重要濕地辦理外來種魚類移除計畫，媒合當地濕地巡守隊共同協助，採用放棍法佈餌於荷花田、棧
道區、芙登溪等靜水河段，自109年8月至111 年1 月便移除近700 尾外來種魚類(線鱧、唇䱻、馬口魚、臺
灣石𩼧𩼧𩼧𩼧等)，為在地原生魚類爭取更多棲息空間。



大華大全排水/馬太鞍濕地
動物資源分布圖

（保育類、特有物種、紅皮書）

魚類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鯉科 菊池氏細鯽 Aphyocypris kikuchii 特有種 NEN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雉科 台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特有種 -
雉科 環頸雉 Phasianus colchicus 特有亞種 II級保育類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 -
鷹科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 NNT
鷹科 大冠鷲 Pernis ptilorhynchus - NT
鷹科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formosae 特有亞種 II級保育類

彩鷸科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 NT, II級保育類

黃鸝科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 II級保育類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特有種 -

畫眉科 台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特有種 NT

八色鶇科 八色鳥 Pitta nympha - NEN/VU, II 級保
育類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 III級保育類

鵯科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 特有種 II級保育類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鳳蝶科 長尾麝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特有亞種 -
幽蟌科 短腹幽蟌 Euphaea formosa 特有種 -
珈蟌科 白痣痂蟌 Matrona cyanoptera 特有種 -
琵蟌科 黃尾琵蟌 Coeliccia flavicauda flavicauda 特有亞種 -

科名 物種 學名 特有種 保育等級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 swinhonis 特有種 -
蝙蝠蛇科 眼鏡蛇 Naja atra - VU

黃頷蛇科 紅斑蛇
Lycodon rufozonatus
rufozonatus - NE

黃頷蛇科 南蛇 Ptyas mucosus - NE
鱉科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 VU
赤蛙科 斯文豪氏赤蛙 Odorrana swinhoana 特有種 -

樹蛙科 莫氏樹蛙 Zhangixalus moltrechti 特有種 -

兩棲爬蟲類

鳥類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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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於2007年公告評定
為國家重要濕地。

馬太鞍濕地內多樣的水生環境，孕
育豐富多樣的動、植物棲息於此，
包含世代久居於此的馬太鞍部落族
人，造就獨特的風俗與文化，如以
里山永續精神發展出的巴拉告傳統
捕魚技法，採用植物枝葉自然材料
為河中魚蝦營造三層立體式棲地架
構，提供棲息繁衍之所，以生態概
念形成自然食物鏈，馬太鞍部落族
人藉此取其生活所需，使得當地生
態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然而民國70年芙登溪混泥土護岸整
治以來，限制了河水與周遭濕地的
相互調節機制，濕地生態因此大受
影響，周遭農地亦因水泥護岸過高，
導致大雨及颱風來襲時排水困難，
此外a’dack 湧泉區與芙登溪中遭
強勢外來種入侵逐漸主導水生生態
發展。

環境變化與工程，水域生態也悄
悄在改變，現今外來種以最兇猛
的泰國鱧影響最大。
從東南亞引進台灣養殖，但因外
觀不佳，市場價值低，業者開始
遺棄放生，由於所有水生以及兩
棲生物都是其獵食對象，耐污染，
近十年已成為台灣河川最強勢的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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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部落記憶中芙登溪與濕地的原住民食用植物，以原生為主要規劃植栽選種，期待恢復原有的水域生態

又名水八角因有八角
香味，為阿美族部落
製作酒麴時的重要原
料

大葉田香

阿美族人稱為烏鴉的芋頭，
早期跟地瓜一樣是主要食
物

又名白花紫蘇草，
具紫蘇味道，為可
食野菜

野慈姑(三腳剪) 擬紫蘇草

臺灣很常出現的水生
植物，果實長得像香
蕉，又名水香蕉，嫩
葉和嫩芽可食

細葉水丁香 翼莖水芹菜

為馬太鞍阿美
族人煮魚湯時
常搭配的野菜

馬太鞍部落記憶中60年代芙登溪與馬太鞍濕地的魚，期待恢復原有的水域生態

高體鰟鮍 泥鰍 土虱

菊池氏細鯽 鱸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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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生態檢核由專業生態人員與工作團
隊進行參與，依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執行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蒐集各項相關生
態調查，並依所獲之調查資料以評估生態
衝擊情形、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相關生
態檢核情況詳如工作計畫書附錄一)
本計畫生態檢核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
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等。

1.評估生態衝擊:
本區周遭為鄉村型河川環境，周遭環境人
為開發程度低，景觀規劃採生態工法鍊接
當地自然生態人文，較無生態衝擊影響。

2.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以生態工法為依據進行河川規劃設計，規
劃應兼顧河川自然生態平衡、水岸生物棲
息地保育，以自然型河川為範本創造豐富
多樣之河川環境，增加河川動態調整之韌
性，確實執行中上游段水土保持計畫，減
少下游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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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水質調查及區內污染源盤點及污染量調查，掌握大華大全排水
之污染負荷與水質季節變化，以研訂河川水質改善策略與措施。
其次，進行四季生態環境調查，掌握生態保育及保全目標物種，落
實生態檢核機制，針對工程設施規劃設計可能之生態影響，提供迴
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研擬衝擊最小化方案。

 迴避 - 保留現有水岸草澤環境，提供幼魚躲避掠食者，龜鱉溪

蟹也能攀爬植物進出水域。

 縮小 - 縮減工程範圍，減少對周遭環境影響。

 減輕 - 以砌石護岸及緩坡設計改變現有三面光情形，減少水泥

使用，增進環境融合及生物利用程度。

 補償

 種植在地水柳使其發揮自然固岸效果，其水中落葉與倒木

提供淡水蝦食物來源與隱蔽的環境。

 定期清除強勢外來種布袋蓮及粉綠狐尾藻等，使原生種圓

葉節節葉及馬來眼子菜等族群有機會擴張。



於3月28日部落會議再做補充回應
馬太鞍部落部落會議(大會)，共計80位參與

大會中部落族人認同計畫與支持

3月21日，馬太鞍部落耆老會議，共計
50位參與
說明會意見整合 :
1. 應優先整治河川解決淹水與排水問題
2. Palakaw文化與沿岸水泥化工程問題

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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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華大全排水-馬太鞍部落耆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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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署與第九河川局至光復溪勘查了解本計畫大華大全排水提案

於3月19日舉辦，水利署賴署長提出修改方向:
1.盤點濕地過去與現在滯洪的流量，土地承洪、淹水面積，以及地下水位，同時生態池應該具有逕流分攤
之功能。

2.願景與改善目的，需要再補強說明，濕地發揮本身功能後，更能恢復生態、環境與傳統文化。
3.該區域屬於內政部營建署公告劃設之重要濕地範圍，法規面需要更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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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本計畫盤點之課題可分為:(1)水汙染導致外來種入侵、(2)匯流口托頂回淹，
內水排放不及、(3)水泥構造物阻礙部落文化延續等。



上游：
水量（水權釐清）、水源保
護、湧泉與地下水位

中游：
水污染（畜牧業、餐廳、慣行農法）、濕地
周圍填土、河道三面光阻礙水交換、公共水
域空間被阻斷

下游：
匯流口托頂
回淹、打造
生態濕地
（滯洪功能）

大華大全（馬太鞍濕地）
環境議題短中長期方向

短期

水質水量 淹水問題 生態 水文化

盤點水權與接管、湧
泉盤點、廢水盤點 營造生態濕地 濕地植物復育、

外來種移除

恢復Lakaw阿
美族馬太鞍部
落文化空間

中期 水權使用討論、湧泉
地下水位監測

光復溪匯流口大
水頂托解方

菊池氏細鯽棲
地營造

發展馬太鞍部
落濕地野餐日

長期 水量監控
提昇濕地滯洪功
能，與水共存不

怕淹

洄游魚類穩定
上溯

馬太鞍部落與
政府濕地共管

規劃構想-整體流域短中長期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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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主要分為兩大項目:
1.生態滯洪池及綠色堤岸規劃設計
2.湧泉及水路系統、水質環境調查及濕地與
lakaw文化操作規劃

池



綠色護岸

植生綠化

濕地生態池

環境教育解
說平台及步
道設施

去水泥化、土堤配合原生植物營造綠堤，恢復濕地景觀

以原生植物、復育或是符合原民文化利用植物為主，延伸水岸綠堤

以生態水岸原生植物及水域原生魚類復育為目標及恢復原民傳統捕魚技藝，作為環境教育場域

增加環境教育功能、規劃解說平台及解說步道

生態環境
及水質調查 掌握生態環境基本資料，奠立生態環境相關規劃設計之基礎

藉由推廣友善環境，兼顧農業生產功能、濕地生態及文化的延續，以打造生態湧泉友善場域

濕地植物：大葉田香、擬紫蘇草(白花紫蘇草)、翼莖水芹
菜、水丁香、野慈菇

火刺木小徑、樹豆大道
毛柿區、林投區、水柳區、九芎區
復刻農村情景（飲食文化與功能使用）

規劃構想-生態滯洪池及綠色堤岸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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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岸
緩坡化

公有地
設置
生態池

白鷺橋上游堤岸現況

白鷺橋下游護欄現況

護欄修建

規劃構想-生態滯洪池及綠色堤岸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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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鷺
橋

芙登
溪

光
復
溪

光復
溪

芙登溪

周邊公有地現況 巴拉告魚法

規劃構想-生態滯洪池及綠色堤岸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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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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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之精神在於「地方特色」之保存及維護為地方創生根本之道。

計畫範圍以馬太鞍濕地保育區為主，其中Palakaw 是馬太鞍部落重要的文化資產，從過去傳統的一級產業漁
業，到目前主要使用觀光型式Lakaw操作，是三級的體驗產業。

集結文化活動與自然水與綠之廊道，融合生態環境歷史，以連結馬太鞍周邊觀光特色，期使計畫形成觀光動
線網絡，提供新興活動機會，創造優質的文化產業空間。

融合地方特色「地方保存」、「地方維護」原則，串連既有資源條件，達成「地方特色維持」、「地方居民
生活美好」及「外地觀光遊客與」三贏局面，透過地方創生過程，連結在地社區社群共同參生態環境與共營
海岸防護，打造民眾共享空間，形塑社群凝聚力。

 地方創生

 逕流分攤、出流管制

本計畫為強化大華大全排水路排水功能，配合生態滯洪池之水位操作與洩水渠路設計及綠色堤岸設計，增加
濕地與河川間水交換機制，提升區域逕流分擔能力，提高地區防洪保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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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維持景觀設施水準，定期定時進行養護的相關工作
 由民眾與商家認養各項設施，定期進行巡視及回報，並在發現遊客不當行為時加以制止修正。
 由當地政府與社區團體組織配合，執行計畫區域中範圍及道路人行道之清潔維護工作。
 配合現地既有空間或休息區，提供維修聯絡方式，方便民眾及遊客等可即時反映設施損壞及環境穩定

狀況。

而效益則涵蓋下列諸項：

 串連周邊觀光景點，提升民眾生活休閒空間品質。

 改善休憩廊道斷點通行便利性，並設置相關服務設施，提供民眾優質的休憩與知性旅遊新選擇。

 漫遊馬太鞍藍帶為主軸，落實水環境生態指標，創造河川水域多元價值，結合生態歷史解說及公民參

與，引導民眾重視河川水域生態保護課題。

 建立社群參與模式，落實水環境生態保育，創造生態旅遊多元價值。

 瞭解生態環境系統特性，奠立生態檢核及環境教育基礎。

營運管理計畫

 完成綠色護岸規劃：落實以去水泥化為設計核心概念，探討以土堤配合植生(如水柳)形成綠堤可行性，
恢復濕地與河川水交換機制，重塑原住民族Lakaw捕魚文化。

 完成生態池及環境教育解說平台與導覽步道設施規劃：以兼俱滯蓄洪水提高地區防洪保護標準及營造
復育原生水生植物棲地環境，提供環境教育場域。

 完成區內湧泉與水路系統及生態環境及水質調查，掌握水環境系統水源及水路網絡，依據污染源及污
染量研擬污染改善策略及措施。另，依據生態調查掌握保育目標物種，研定棲地復育條件、措施及恢
復傳統Lakaw捕魚文化配合環境。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壹 生態滯洪池及綠色堤岸規劃設計 式 1 7,500,000 7,500,000

貳 湧泉與水路系統、水質環境調查及
濕地與lakaw文化操作規劃 式 1 4,000,000 4,000,000

合計 1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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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作項目分為三部分，一為生態滯洪池及綠色堤岸規劃設計，二為湧泉與水路系統、水質環境調查
及濕地與lakaw文化操作規劃，總計費用預估為1,150萬元。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1,150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9,200
千元、地方分擔款：2,300千元)

期程規劃

時程 111年度 112年度

工作項目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整體計畫提送核定

招標作業
生態滯洪池及綠色
堤岸規劃設計

湧泉與水路系統、
水質環境調查及濕
地與lakaw文化操作

規劃



資訊公開辦理情形



資
訊
公
開
辦
理
情
形

為使水環境建設計畫執行各階段之相關資訊，達成充分的揭露、交流、分享及回饋目標。
平台特色在於：(1)每一計畫於地圖上進行標記並顯示相關資訊。(2)針對每項建設計畫之詳細資訊，於以充
分揭示。(3)以時間軸顯示各項事務內容及進行進度。(4)執行計畫期間，專人管理網站，適時更新內容，並
依實際需求進行相關資訊擴充。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投影片編號 48
	馬太鞍重要濕地的特殊性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投影片編號 52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投影片編號 56
	投影片編號 57
	投影片編號 58
	投影片編號 59
	投影片編號 60
	投影片編號 61
	投影片編號 62
	投影片編號 63
	投影片編號 64
	投影片編號 65
	投影片編號 66
	投影片編號 67
	投影片編號 68
	投影片編號 69
	投影片編號 70
	投影片編號 71
	投影片編號 72
	投影片編號 73
	投影片編號 74
	投影片編號 75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