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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南市政府生態檢核 

暨相關工作計畫」 

臺南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生態檢核溝通平台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3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 

貳、地點：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101會議室(台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15號1樓) 

叁、主持人：蔡雨農幫工程司                             紀錄：林芷儀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委員意見： 

黃安調老師(臺南市環保聯盟)： 
一、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運河及其環線的水質現況，未說明什麼樣的水質標準，改善後將達

到甲乙丙丁戊的哪類水質？ 
2. 運河底泥《清淤深度》為何？如何避免清淤，而導致水濁度飆升？

有否做環線的底泥檢測？檢測點與污水排放口距離多遠？ 
3. 運河水體交換，有否做《交換前後》上下游之水質＆生態檢測？會

否產生污染擴散？沉降型水污，如何進行水體交換？如何監控水質？ 
4. 文中未說明水體交換的參數。請述明流速 流量 時間 溫度 洋流 風向，

與水體交換之相關性。 
5. 請問你們有否做運河全段的水域生態調查？ 
6. 環河街水環境《河樂廣場》之照明，光度《以柔和取代絢爛》；請

使用太陽能或風電，並盡量減少人工構造物。 
7. 大涼生態公園，請用《生態工法》，建構以《森林為主體的生物多

樣性空間》，營造樹冠層、林下層、植被層友善棲地，並減少光害。

工程以《與環境相容》為主軸。 
8. 如果將現況護岸，改善為《複式護岸》，並以《緩坡》呈現更佳。 
9. 安平水資場電力線備援與再生水廠效能提升，請盡量使用綠電。 
10. 請勿一直強調韌性城市，好像公門束手無策般；應該《降低水泥鋪

面》，以《海綿城市》為建構願景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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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工後之工程認養，請以環團為主，企業認養必須嚴格審核。 
二、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階 

1. 竹溪多為生活廢水，偏於化學性＆生物性污染，使用《礫間接觸曝

氣》屬於《好氧模式》之自然工法，對 BOD,SS,NHs 去除率70％？

有否做過《先期模型試驗》？被污染的礫石如何處理？ 
2. 請說明《底床坡度》《礫間接觸曝氣的面積》；對《NHs 產生的惡臭》

有效嗎？能否增加 DO 量？ 
3. 竹溪沿岸，除體育場段，多為人口聚集區；請保育體育場周遭之森

林樣態，以強化空品清淨能力。 
4. 森林段，切勿增加人工護岸。 
5. 上游已完工水域，左岸標示《親水空間》，右岸標示《請勿戲水游

泳》，非常諷刺，寄望整治後別重蹈覆輒。 
三、柚子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水陸域生物多樣性應以《自然演替為佳》，請問如何營造生物多樣

性？是什麼樣的生物多樣性？ 
2. 整改溫泉管線，建議植栽《藤蔓型植物》，既可掩飾醜陋之塑膠管，

還可減緩膠管因日曬劣化，更可增加棲地＆綠色景觀。 
3. 溫泉水露頭與白水溪源頭，景觀非常自然。依水利法第二條規定，

《水為天然資源 屬於國家所有》…，請邀目的事業管理機關＆西拉

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一起守護。 
4. 關子嶺溫泉水流量不足，請做好遊客總量管制。 

四、福安坑溪 
1. 該溪流是一條早已消失的河川，德慶溪也已消失，為何要大費周章

重建福安溪古蹟？ 
2. 文元溪也是古河道，《還能找得到清楚的脈絡》，同樣要找回歷史記

憶，不如讓文元溪《重見天日》，反而較容易與實際。 
3. 長期以來，水單位將原始河道，降級為排水溝，並且以四面光工法

粗魯整治為箱涵，心態可議！希望日後的都市計畫，必需重視藍帶

＆綠帶的保存＆維護。 
五、案一到案四，未見生態檢核之文字敘述，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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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邦老師(台南社區大學)： 
一、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簡報 P.8大涼生態公園計畫中的親水空間及浮動碼頭，不應列入到

前瞻水環境計畫項目中。因為無「生態」議題亦欠缺改善運河水環

境「恢復河川生命力」。 
2. 建議「大涼生態公園」應修正名稱，改名大涼景觀公園或大涼公園

等，若要維持「大涼生態公園」的使用，就必須由市府說明有何生

態系統？ 
3. 簡報 P.9截流站等建築物的拉皮外觀，建議勿以水環境計畫執行，

應以市府水利局其他計畫經費進行必要的修護。 
4. 簡報 P11、12、13安平系統管線修繕，建議應優先將安平再生水廠

每日處理3.75萬噸之再生水提供一旁的安平工業區及安平港的用水

使用。 
5. 「運河環河街水岸環境亮點串聯」、「運河河樂廣場親水護岸」計畫

建議可納入 NbS，在未來運河水質改善之餘若能結合採「補救」方

式，讓紅樹林生態系統提高，增加環河街水岸生態議題的豐富度，

回歸到前瞻基礎建設水與環境該有的計畫項目，不應以水與環境之

名，卻行景觀工程之實。 
6. 相關新建或水環境改善計畫都應在初步提報及規劃階段，就應同步

規劃妥善未來完工後的維護管理，如經費來源籌備，由誰來進行維

護管理？避免投入相關經費改善或新建後，因疏於維護管理而弱化

建設。 
二、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階段 

「竹溪水質淨化場第二階段」，支持本案改善竹溪既有的生活污水。 
三、柚子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支持優先妥善處理該區域生活污水，截流淨水處理後，再行排放。 
2. 支持應用既有部分空間環境做為污水淨化改善場域。 
3. 未來溫泉水業者私接管線及建物，應朝向管線統一規劃整理，提升

關子嶺區域柚子頭溪地景的整體展現。 
四、福安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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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本計畫針對福安坑溪開蓋的施作，但也建議日後的本計畫公民

參與或相關平台會議舉辦時可同時邀請文化界與環境生態領者參加，

更可激發出好的探討。

五、民眾參與是開發單位與民眾、團體代表可直接對話的機會，彼此也

可就開發內容進行充份意見交換，未來建議機關以可直接溝通或有

決定權之代表與會，以落實民眾參與意見反饋之實質效益。

鄭仲傑老師(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一、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有關大涼生態公園，其改善重點和核心目標為何?若以提升生態為

主，那現行規劃做碼頭和親水等非生態設施則相互矛盾。若以親水

為主，則建議改名為大涼親水公園，或是大涼公園即可。

2. 樂見人口稠密區進行親水活動，但如果未做好事前可行性評估，那

未來是否能如預算順利運作?若無親水活動相關機制與配套措施，

則恐怕變成過往常見之蚊子設施。建議應強化需求評估，邀請民間

團體及社群協助與經營管理、利用及活化場域。非只做硬體。

3. 不贊成光流域，南端有與紅樹林保護區等生態敏感區衝突。且運河

中紅樹林區域應同時作相關計畫進行配置。

二、柚子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關子嶺溫泉區及周邊應有整體規劃與短中長期目標，朝向總量管制
加大眾運輸的發展模式，勿無止盡發展而超過環境負荷，掌握討
論

2. 支持本案樂見其成，透過水質改善、環境管理、公權力介入等公民

參與討論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而不被綁架。

3. 結合周邊自然生態，規劃區域活動網/步道環境(可參考新北市烏來

模式)
三、福安坑溪

1. 目前注重景觀，請加強與水的關係及脈絡。

2. 歷史河段，建議考究參採重現原來風貌。

3. 植栽搭配以原生為主，勿跟風規劃設計成為現在流行之景觀植栽樣

貌。

李宗德老師(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發展節奏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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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階 
手作步道如何實施?擔心造成破壞，生態檢核目前辦理情形如何？ 

二、柚子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建議以汙染整治為優先。 
2. 三面光思考可行的改善方式。 

 

陸、結論 

一、經討論後，第六批次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辦理之內容如下： 

 

二、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條之規定，

可免辦理生態檢核之符合態樣於自評時應提供佐證資料，因此提報

核定階段仍應進行辦理，若有符合免辦理態樣之案件應做周邊環境

紀錄及既有構造物現況，以茲確認。 

三、各團體代表所提供意見請提案單位參採修正，並就修正情形進行意

見回覆，以利後續提案時供委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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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利各提案單位辦理民眾參與及相關前置作業，授權可由提案單位

與計畫團隊對接聯絡，並請各提案單位給予協助，於提案前完成各

前置作業。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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