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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潭堰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一案生

態檢核之過程紀錄及研討建議 

一、計畫背景資料蒐集 

(一) 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新店溪為淡水河流域的主要支流之一，流域面積約 909.54 平

方公里。其上游主流南勢溪發源於棲蘭山，流經烏來、龜山、屈尺、

直潭、新店、景美，至江子翠與大漢溪交會，形成淡水河本流，全

長約 82公里，主要有支流桶後溪，北勢溪與景美溪，其上游碧潭

及烏來係為臺灣北部地區重要觀光景點，其河段水質良好、河岸景

觀優美、河川生態豐富，親水環境發展潛力高，周圍亦有國道三號

高速公路、省道臺九線及省道臺九甲線等交通要道行經，其交通機

能便利，有關周邊景觀休閒景點。 

新店都市計畫範圍東沿北新路東側之丘陵山坡地，南與新店

水源特定區為界，西至安坑地區安和路西側丘陵地為界，北止於秀

朗橋西側之山坡地與景美溪，總面積 1869.9217 公頃。新店都市計

畫於民國 45 公告實施，因新店區系為臺北都會區之衛星市鎮，隨

著臺北都會區之經濟繁榮影響，原都市計畫已無法配合都市之實

際發展，經多次檢討與變更，現行最新版本為內政部 105 年 8 月

之變更新店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 

新店區一直以來因緊臨臺北市而一同聯動發展，尤其在捷運

開通之後，碧潭延岸早已經人為高度開發，現已高樓林立，並經由

近十年來之衛星影像比對(圖 1)，碧潭堰上游為人為開發之觀光區

域，下游堤防外多為建物，而堤防內多為次生林及草叢，受人為干

擾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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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0 年 12月 28日衛星影像 

 

(a) 2017年 9月 12日衛星影像 

圖 1 今昔衛星影像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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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堰體現況 

碧潭堰近年經歷多次颱風，尤以 104年蘇迪勒颱風影響最鉅，

堰體現況依據目前現場目視勘查，右岸固定堰、一號橡皮壩、二號

橡皮壩明顯可見結構體開裂損壞狀況，且經由透地雷達檢測後，研

判堰體有明顯的裂隙發生(如圖 2)。 

 

 

圖 2 碧潭堰損壞情形嚴重 

 (三) 生態背景資料蒐集 

根據「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第十河川局，2015-

2017），淡水河主流設置 5個樣站(挖子尾、竹圍、五股、臺北橋、

江子翠)，支流設置 10 個樣站(侯硐介壽橋、水尾灣、關渡、永定

國小、深坑白鷺橋、直潭、秀朗橋-福和橋、湊合橋、大溪橋、新

海橋-大漢橋)，如圖 3 所示；各樣站所調查到之保育類、特有種、

特有亞種、外來種數量整理於表 1。與計畫關注區域（新店溪碧潭

堰上下游區域、大漢溪左岸鳶山堰上游、大漢溪右岸至三峽河部分）

較相近之調查樣點生態敏感條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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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查」（2015-2017）各樣站調查之保育類、特有種、特有亞種、外來種數量一覽表 

項目 樣站名稱 
挖
子
尾 

竹
圍 

五
股 

臺
北
橋 

江
子
翠 

秀
朗
橋

-

福

和

橋 直
潭 

深
坑
白

鷺
橋 

永
定
國

小 關
渡 

水
尾
灣 

侯
硐
介

壽
橋 

新
海
橋 

大
溪
橋 

湊
合
橋 

備註(保育類) 

魚類 
特有種數   1   8 7 7 5 1 4 7  7 6  

外來種數   1 4 2 5 4 5 1 2 6 1 9 2   

底棲 

生物 

特有種數 1 1 1 1 1   1  1  1 1 1   

外來種數   2     2  2   1 2   

鳥類 

特有、特有亞種數 8 1 9 7 6 8 13 15 18 12 13 17 7 12 13  

外來種數 6 6 5 5 5 5 3 4 3 5 4 2 5 4 1  

保育類種數 4 1 4 4 5 5 4 5 5 7 7 6 3 3 2 
包含瀕臨絕種(Ⅰ)、珍貴稀有(Ⅱ)、

其他(Ⅲ) 

哺乳類 
特有、特有亞種數 1  1    2 1 4 1  3  3 3  

保育類種數            1    包含其他應與保育物種(Ⅲ) 

兩棲類 

特有種數   1    3 3 5 1 3 5  1 2  

外來種數 1     1 1 1  1 1   1   

保育類種數         1   1    包含其他應與保育物種(Ⅲ) 

爬蟲類 

特有、特有亞種數 3 1 2 1 1  2 2 1 2 3 1 2 2 1  

外來種數   1   1    1   1 1   

保育類種數 2 1 1 1   1   1 2 1  1 2 包含珍貴稀有(Ⅱ)、其他(Ⅲ) 

昆蟲類 
特有、特有亞種數 1 1 2 1 3 2 16 20 26 10 7 20 4 8 25  

外來種數           1  1  1  

植物 
特有種數 2     1 1  1 2  1 1  3  

外來歸化種數 4 3 4 6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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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查」調查樣點分佈圖(2015-2017) 

新店溪福和橋至秀朗橋屬感潮段終點，秀朗橋-碧潭河段屬非感潮

段，河川型態為順直河段，魚種豐多，在秀朗橋樣站捕獲魚種紀錄 30

種。洄游性指標魚類捕獲 11種，包含日本瓢鰭鰕虎、日本鰻鱺、花鰻

鱺、拜庫雷鰕虎、斑帶吻鰕虎、黑頭阿胡鰕虎、黑邊湯鯉、黑體塘鱧、

極樂吻鰕虎、臺灣吻鰕虎、褐塘鱧，水質良好指標物種有臺灣間爬岩鰍、

纓口臺鰍 2種。洄游性指標蝦蟹有日本絨螯蟹、貪食沼蝦，屬降海洄游

物種。本區濱溪濕地與自然林棲地環境大致維持自然狀態，屬於重要生

態影響區，如圖 4中的紅色區塊。 

本河段有多種保育類鳥種棲息，如八哥、紅尾伯勞、黑鳶、鳳頭蒼

鷹、臺灣藍鵲等，其中紅尾伯勞為過境候鳥。屬於保育等級的爬蟲類有

眼鏡蛇，往來於河川水域陸域的指標兩棲類有拉都希氏赤蛙、貢德氏赤

蛙，而碧潭堰鄰近區域之生態物種如過去調查結果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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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態影響區位圖(新店溪福和橋-秀朗橋-碧潭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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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區域生態調查成果表 

 

 

目前調查結果顯示，碧潭堰上游環境雖未受大規模破壞，卻含有多

座堰壩，如青潭堰、直潭壩及區尺小粗坑壩。上游南、北勢溪還有更多

的水庫和水壩，這些水利設施基本上對於河川生態的影響甚巨，尤其是

一些河海或是內河洄游的生物，完全阻斷了原本在這條台灣生態最豐

富的溪流棲息的生物廊道。 

早年的淡水河豐富的洄游生物在上述幾座堰壩還未施做之光復初

年，都可以上溯到北勢溪坪林鄉一帶。也因此，當地居民可依靠捕捉洄

游性的鰻魚(鱸鰻為主)、香魚(俗稱桀魚)、日本禿頭鯊(俗稱和尚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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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絨螯蟹(過往稱之為日本絨螯蟹，俗稱毛蟹)等等高經濟價值的水產品，

成為重要的經濟來源。 

早年淡水河的水質相當良好，許多河海洄游的生物可以大量的上

溯到河川中上游之外，最早興建固定堰壩的日據時代相關單位，因為相

當重視水產資源，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堰壩都設置有洄游魚類上溯所必

需的魚道，其中最著名的案例乃是位於新店溪屈尺的小粗坑壩附設有

台灣第一座魚道(興建於 1908 年)，南勢溪龜山(桂山)發電廠之桂山壩

(1941 年完工)附設的階梯式魚道則可能是日據時代最大型的魚道。 

1909 年 8 月，粗坑壩於完工，當時就附設有一座隔壁式的魚道，

旁邊有一可用人力扦拉通行小舟的水路。這個魚道在光復之出還有發

揮一段時間的功效，直到下游碧潭堰、青潭堰和直潭壩陸續興建之後，

就再也沒有河海洄游的生物可以上溯至此。然而，在新店溪上游還有非

常多的內河洄游魚類，如台灣鏟頷魚（俗稱苦花）、石賓（俗稱、石斑）、

粗首鱲（俗稱闊嘴郎）和平頷鱲（俗稱溪哥）等等魚類，皆有非常明顯

的季節洄游需求。 

1979 年翡翠水庫興建之初，雖然也考慮到要保護洄游魚類，但是

因為當初對於魚道興建的經驗不足，加上當時大家以為下游的幾座堰

壩都無興建魚道，因此放棄了應附設的魚道工程。 

整理過去的魚類調查資料，以了解利用生物廊道的可能性。其中攔

河堰下游秀朗橋有海生魚大鱗鯔、烏魚，分布從淡水河口到秀朗橋，皆

有其蹤跡，屬於週邊性淡水魚，亦可在河口外海生存。 

碧潭堰存在已久，早期來往於淡水河口到新店溪上游的溯河洄游

魚類，因汙染可能不復見，新店溪的原生香魚的滅絕便是一例，至於過

去在灣潭、內洞曾捕獲的香魚，應該是從日本琵琶湖香魚引入的香魚。

從碧潭堰上游樣站如灣潭、內洞、忠治、南北勢溪會流口、烏來、屈尺

等地的樣站，有捕獲兩域洄游魚類如鱸鰻、白鰻、明潭吻鰕虎、極樂吻

鰕虎等魚類，這些魚類有可能從碧潭堰溢洪道口攀爬而上，設置魚道，

對這些魚種是有所助益。對於游泳性魚類，即使是初級性淡水魚，遇到

夏季水溫升高，碧潭堰溢洪道口過強的流速，造成無法往上溯，實為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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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障礙，如果可以用魚道加以改善，不但洄游性魚類有機會上溯，初級

性淡水魚也可以有機會在夏季高溫下尋找活路，這對污染日益改善的

新店溪，實有設置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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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碧潭區域相關計畫生態檢核現勘 

新北市政府於 108 年 9 月 13 日進一步辦理「新店溪水環境營造」

現場勘查，與新北市水環境顧問團、相關計畫之施工人員、生態背景人

員，一同確認施工位置是否為生態敏感區或有生態保全對象。 

經現場勘查，其新店溪碧潭延岸多為面積較大之次生林環境，植物

多以陽性先趨物種為主，範圍內發現的植物屬低海拔常見物種，並無發

現需列管保護之植物。水體於新店溪呈現深綠色，僅見「深流」一種水

域形態，水域環境單一；青潭溪水體則呈現黃色至綠色，尚屬透明，棲

地類型較豐富，包含深潭、淺流、淺瀨及岸邊緩流。發現之水域物種多

為北部常見物種，無發現需特別保育之物種。 

而新店溪碧潭延岸具有草生地(黃色區域-中度敏感)，另新店溪段

具原生喬木及灌木構成之次生林(紅色區域-高度敏感區)。雖於工程範

圍內發現之植物均屬低海拔常見物種，仍建議未來施工等行為應儘量

縮小對此區域(紅色範圍)的干擾，以避免工程行為對整體水岸環境的影

響，並應注意工程水土保持，避免工程施作過程放流水及降雨地表逕流

對水體造成的直接影響。 

  

(a)顧問團施上粟教授(右二)與市府相關人

員討論此工程涉及之生態環境 

(b)與生態調查公司討論新店溪左、右岸生

態環境 

圖 5 碧潭堰上游至烏來沿線亮點營造(第 1、2標)」生態檢核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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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水環境營造」民眾參與相關工作 

（一）「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水環境營造」之民眾參與工作會

議，107年 5月 9日 

107年 5月 9日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辦「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

水環境營造」一案之民眾參與工作會議，協助該案承作廠商辦理民

眾參與工作坊，提出可行方案與建議。 

本場討論會由新北市政府主辦，期望碧潭堰整建水環境營造

部分能以參與式設計方式，廣納在地民眾及地方團體意見與建議，

減少工程設計施作時之阻力，使設計內容符合在地居民期待，達到

參與式設計之願景，顧問團建議於基本設計後，細部設計前辦理一

場說明會，並邀請專家學者、公部門代表共同參與，建立良好互動。

討論會議交流過程如圖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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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召開討論會議 (b)與承作廠商討論後續民眾參與合作方式 

圖 6 顧問團於新北市政府召開討論會議照 

（二）「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水環境營造」之工作會議，107年

8月 3日 

為使碧潭堰整建設計內容更臻完善，廣納各單位建議，傾聽在

地聲音，由顧問團協同該案承作廠商於 107 年 8 月 3 日邀集在地

團體參與此案工作會議，以達參與式設計之願景。 

本場討論會由新北市政府主辦，期望碧潭堰整建及水環境營

造部分能以參與式設計方式，廣納地方團體意見與建議，減少工程

設計施作時之阻力，使設計內容符合在地居民期待，此次工作會議

地方團體給予許多寶貴意見，顧問團協助建構雙向對話平台，同時

依不同面向之意見提供各項建議及處理方式，並彙整地方團體意

見與承作廠商研擬後續說明會辦理方向及內容。 

於此次工作會議地方團體提出後續可邀請原民局暨部落鄉親

交流請益，根據此次會議結論，顧問團建議後續應針對此次地方團

體之建議再行辦理相關會議，邀集相關領域人士多加討論，使本案

設計更具人文與內涵。工作會議交流過程如圖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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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召開工作會議 (b)與承作廠商及地方團體討論魚道設計構想 

圖 7 顧問團於新北市政府工作會議照片 

（三）「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水環境營造」之周邊水域環境營造

設計會勘，107年 8月 16日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 107年 8月 16日辦理之水域環境營造設

計會勘，針對前次(107年 8月 3日)工作會議結論，由顧問團協助

邀請前次與會之地方團體，同時邀集新北市新店區溪洲阿美族文

化永續發展協會、新北市小碧潭原住民發展協進會及原住民族行

政局等共同參與，藉由與地方深入溝通，共擬環境營造方案。 

此次會勘辦於新店區親情河濱公園，於現地配合大字報說明

此案水域環境營造設計構想，與地方團體進行意見交流，顧問團協

助提供專業建議，並整合各方意見，建議承作廠商納入後續設計參

考。辦理情形如圖 8所示。 

  

(a)於新店親情河濱公園辦理會勘 (b)承作廠商向地方團體說明營造構想 

圖 8 水域環境營造設計會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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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水環境營造」之地方說明會，

107年 9月 7日 

根據前次工作會議及會勘結論，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 107年 9

月 7 日於文中廣明市民活動中心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再次溝

通，凝聚公私意見。 

本次地方說明會邀請新店區里長、原民局、地方團體、在地民

眾及議員等出席，除介紹計畫內容外，並將前次工作會議及會勘各

委員所提之意見納入設計概念，針對景觀部分，納入溪洲部落圖騰

及相關造景藝術，強調地景意象；針對生態部分，承作廠商多次與

曾晴賢教授討論河道上下游邊界，以主流河槽水面高程作為魚道

設計條件，避免低流量造成魚道高程落差。綜整前次工作會議及會

勘意見，傾聽在地聲音，廣納各單位意見，於此次地方說明會獲得

在地民眾支持，確切達到參與式設計之目標。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

如圖 9所示。 

  

(a)於文中廣明市民活動中心召開地方說明會 (b)在地居民表示高度支持 

圖 9 「新店溪碧潭堰整建暨水環境營造」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照片 

（五）參與「碧潭堰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地方說明會，

108年 3月 14日 

此次說明會邀請議員、里長及里民參加，說明會中除回應前次

地方說明會之意見及地方需求，更進一步說明計畫構想及堰體工

程，如針對生態魚梯進行說明，並詳細說明施工計畫。議員提出除

既有樓梯整修外，希望能加入無障礙坡道讓輪椅族也可以使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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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兒童遊戲區的設施希望能融入當地元素與自然景觀等，除遊樂

外也具有教育意義，並增加老人休憩設施，而攔河堰整建應該考慮

汛期的安全及落實生態保育的相關措施。里長及里民則希望整體

計畫能新增照明親水設施，並減少水泥化，並希望碧潭堰上游水位

能再提高 1公尺或 1.5公尺，使碧潭景觀再提升，並能促進觀光。

NGO代表表示取消觀魚隧道為正確策略，另設置倒伏堰可以幫助

排砂，減少上游淤積，提醒現況兩岸的植生茂密，希望本案施工期

間減少對既有兩岸的干擾，施工時施工便道儘量使用右岸，避免影

響阿美族文化園區。而里民與 NGO均表示因新店渡為台灣現存唯

一人力渡船，建議活化新店渡，將人及自行車導引到新店渡，引導

自行車利用人力渡前往左岸，彰顯人文歷史。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

如圖 10所示。 

  

地方說明會回覆前次會議之意見並提出修正供地方交流討論 

圖 10 「碧潭堰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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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與建議 

「碧潭堰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一案符合前瞻水環境「串連

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之計畫目標，預計順利完工

後可以提供周邊居民及遊客相關遊憩空間，如順利完成還可以結合地

方人文故事意象，期串連防災、文化景點、歷史建築、生態休閒及綠道

系統等，發展地方觀光遊憩特色，活化水岸空間環境利用，展現水岸魅

力。 

此計畫自開始執行時持續與民間地方團體溝通，由於期程關係，雖

未完整進行參與式設計之程序，但基本上均已考量各方面之需求。本案

除環境營造部分，於河川通洪能力上維持原有條件，未增加風險。然有

部分爭議為是否保留原有壩體，經數次審查會議後，考量既有壩體之使

用風險，最後決定採拆除後再原地興建之作法。本案依據生態檢核相關

作業進行，第一次原有設計因量體過大，設計單位接納相關建議，採取

縮小量體之措施，達到生態、地景、環境友善的目的。日後發包施工，

建議持續進行相關生態檢核工作，並完整記錄。 

新北市政府於各階段辦理「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

務」審查，水環境顧問團亦於會中提出建議。包含建議本案以結構體完

整為主，避免於結構體中挖空作為時空廊道之設計，以確保堰體有足夠

安全性。並要求廠商自主填寫生態檢核表，另施工階段請規劃生態保育

措施納入自主檢查、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等生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 

魚道設計部分建議應先評估河段優勢魚種為何，並述明魚道類型、

魚道設計目標及方式。魚道成敗的重點，在於下游魚入口處的水力流場

有別於周邊水域的水理。包括流速、水深、水躍等變化，以上水理差異

會受到豐水期枯水期的明顯影響。相關教育設施及 LOGO 則建議確認

香魚是否為台灣原生種？是否在新店溪碧潭段出現？生態魚 LOGO 牌

誌，應改以特有種且確認數量多的魚類作為意象雕塑，以符合實際生態

面貌。至於原生種香魚的不再存在，也可在敘述內容讓民眾了解生態面

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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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7年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

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估」工作執行計畫書工

作會議紀錄





 ～ 1 ～ 

「「「「107107107107年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年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年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年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

估估估估」」」」 

工作執行計畫書工作執行計畫書工作執行計畫書工作執行計畫書工作會議紀工作會議紀工作會議紀工作會議紀錄錄錄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1：00  

地地地地點點點點：：：：本府 30 樓西側會議室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潘科長志豪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林承旭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壹壹壹壹、、、、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 請廠商協同本科及河工科研商金包里溪水質改善工程監測點

位，並於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完成後，依本局指示期日完成金

包里溪水質採樣分析。 

二、 有關快速棲地調查表，請廠商配合填列。 

三、 有關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請廠商依各案填列，如需工程

案件資料本局亦將配合提供。 

四、 請廠商於 107 年 6 月 22 日前提供工作執行計畫書簡報。 

貳貳貳貳、、、、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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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7年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

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估」期末審查顧問團意

見



「107年度新北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水質監測及生態調查評
估」期末審查書面意見 

 

1.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水質監測，施作數目與流程均符合相關需求，
此一部分顧問團無其他意見。 

2. 本報告部分論述內容主要以水質調查數據結果做為討論敘述，因此，
水質調查方法，包括調查時間和水質計測項目與計測方法，會影響論

述。 
3. 表 2.2.2-1 水質表：淡水河本流。受潮汐時間，水塊是往上游或是往
下游移動方向對計測得之水質影響極大。如漲潮期間，從河口帶入水

塊的溶氧濃度高，慢慢被底泥表面層消耗溶氧，等到漲潮帶入的水塊

開始隨著退潮往出海口移動時，水塊幾乎呈現缺氧的低溶氧狀態。所

以建議以後計測受潮汐影響的河川樣點時，決定每次的計測時間應該

避免受潮汐時段干擾，相關影響建議適當討論。 
4. P.1-26，水質計測方法中的「溶氧濃度計測」：使用 300ml BOD瓶採水
樣並以溶氧計現場測定。此方法不太合理，因為水體的上下水層在暖

季有溶氧分層特徵，近底水層表面的下水層呈現低溶氧為常態。使用

樣本瓶採水後再直接測定，應該是採表水層，無法完全表現水體的真

正狀態，相關影響建議適當討論。 
5. 水質計測項目，營養鹽相關者，計測「氨氮」，如果水中溶氧充足，氨
氮將順利消化轉換為「硝酸態氮」，因此水中可能存在低氨氮濃度卻高

硝酸態氮濃度。所以，在敘述水中優養汙染程度的論述時，會同時計

測有機氨氮和無機硝酸態氮等兩種氮鹽。 
6. P.2-5，表 2.1.2-1 建議加列 RPI指數。其他水質監測結果表亦請補
充。 

7. 2.4節及 2.5節應急工程請補充工程位置及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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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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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河川區排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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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顧問團意見 

  



「碧潭堰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期中報告審查— 

新北市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意見 

◼ 前瞻水環境規定事項 

1. 周圍水域環境營造規劃，建議依據水環境執行目標，採納當

地民眾意見，結合河川環境營造計畫，融入週邊地景呈現水

岸特色，建構水域優美環境，提供接近自然、遊憩休閒的空

間。建議減少混凝土量體、增加自然植栽為原則，融入地景地

貌。結合地方人文故事意象，串聯文化景點、歷史建築、生態

休閒及綠道系統等，發展地方觀光遊憩特色，活化水岸空間

環境利用，展現水岸魅力。 

2. 本計畫後續預定辦理之兩場民眾參與工作坊，應於第一場工

作坊先行回應前期可行性評估階段工作坊及地方說明會之各

單位意見，包含(1)不影響碧潭觀光產業、(2)維護自然生態與

環境、(3)工期、規模及經費合理及(4)施工過程降低對環境及

觀光衝擊等四點意見，皆須有詳盡的回覆，再對本案設計成

果予以說明，傾聽各方意見；於第二次工作坊時，亦應針對前

次各單位意見進行回覆及說明，爾後再行彙整成果，透過雙

向對話溝通，達到參與式設計之目的。 

3. 辦理工作坊重點應在於引導民眾參與，確實了解在地民眾及

地方團體之想法及需求，同時應邀請不同領域專業人士(如水

利、生態、結構、景觀等)協助討論，並居中扮演引導者角色，

方可促進對話創造共識。 

4. 建議辦理民眾參與工作坊同時，可考慮納入問卷調查，問卷

形式應以簡單易懂或圖像式表達為主，且能讓參與者清楚表

查自身想法，調查對象不限以參與民眾為限，包括關心本計

畫各單位及團體，並視調查對象及分析各議題特性後，擬具

問卷內容。 

 



◼ 生態相關 

1. 生態審查意見聚焦在魚類項調查資料、生態基流量保持水深

流速、魚道設計等三部分的關聯性部分。 

2. p.15 表 2.5.1魚類資料來自清大曾教授提供，文中沒有提到

曾教授的調查年代，計劃書文末也沒有附參考文獻，以致於

資料有所疑義。 

3. P15表 2.5-1的「香魚」是指哪類香魚？養殖逸逃的香魚還是

原生種洄游香魚？此可能具有重大生態意涵，應該明確說明。

依據顧問團成員自 2009-2018，近十年間實際執行新店溪上游，

翡翠水庫上下游的魚類相調查經驗，台灣北部溪流已經沒有

香魚原生種紀錄。捕獲者均為外來種香魚，每年在坪林水域

有放流紀錄。白鰻數量也極少(並非普通)。也確定不會有日本

禿頭鯊，因為牠需要乾淨水質，也無法在碧潭橋附近存活。相

關資料請在檢查資料來源，可能是舊資料。 

4. P39魚道敘述僅一段話，未說明屬哪種類型魚道（slot? weir? 

fish-bone? Denil? ），應提供簡單的魚道水理演算以瞭解是否

適合本區魚類利用，也應提供魚道規劃圖以瞭解妥適與否。 

5. 就報告書內容，魚道設計為三折式。魚道成敗的重點，在於下

游魚入口處的水力流場有別於周邊水域的水理。包括流速、

水深、水躍等變化，以上水理差異會受到豐水期枯水期的明

顯影響。因為報告內沒有提到如何設計魚道的方法和依據，

無法評論是否可適用在底棲型攀爬行跳躍型等魚類行為差異。 

6. 台東河川局所屬野溪，十多年前也曾有魚道設計為多折式，

卻是失敗設計的案例，提出供參考，請規劃單位謹慎為要。 

7. 表 4.3.9 基流量和表 4.3.10 水理表，以 2.5cms 做模擬，估算

出魚道內可維持至少 30cm水深和 0.5-0.01m/s 流速。魚道長

度 165m，1/15坡度規劃。因為報告內沒有提到豐水期枯水期

的堰上游的水流引流管理實務，只有以模擬報告敘述，無法



評估。 

8. P18使用歷史流量推估生態基流量意義不大：（1）較一般認知

的量還大，要如何落實？（2）碧潭堰為自由溢流堰，似乎不

肩負取水任務；（3）未考量生物因子。建議可分析棲地型態變

異（潭、瀨、流結構、配置等） 

9. 報告中述及常流時上下游水位差 4.30m、距離 20m，水面坡降

極陡達 21.5％，是否合理？ 

10. P79 魚道設計應先評估河段優勢魚種為何？再分析需要採用

之魚道形式，而魚道設置位置也應由二維水理分析，評估常

流量時水流最集中之區塊設置，以增加魚道設置成功率。 

11. 設計階段請協助填寫生態檢核表，另施工階段請規劃生態保

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

況處理計畫、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等生

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 

12.  

◼ 碧潭堰設計與水理分析 

1. 堰體受力分析建議考量水流引致之動水壓效應。 

2. 潛堰狀態時，建議增加上下游水位差最危險的狀態進行安定

分析。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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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堰下游水位-堰高，
1h  =堰上游水位-堰

高， 
1v  =堰上游流速。以上為潛堰狀態理論最危險狀況供參) 

3. 第 32頁「水流”洽”高於…」文字誤植，請修正。 

4. 被動土壓力於安定性分析中常易被高估，依據建築物基礎構

造設計規範 7.3.3節，牆背面與回填土之間的摩擦角 δ通常採

用 φ/2~2φ/3，因考慮被動土壓力係數隨牆面摩擦角值而提高，

此效應對被動土壓力係數之影響隨 δ 角增加而更加顯著，故

設計時採用之牆面摩擦角 δ，應避免高估，建議儘量取低一點。 



5. 圖 4.2.4簡易流線網，請再檢核是否符合流線網繪製原則，例

如每個流槽寬度似不甚均勻。 

6. 第 36 頁 4.，回填土飽和重 2.13tf/m3，浸水重 1.00tf/m3，是

否應為浸水重 2.13-1=1.13 tf/m3。 

7. 第 40 頁，採用不銹鋼材建議敘明鋼材等級，如 SUS304、

SUS316等，另考量混凝土構造物之耐久性，建議混凝土採用

280kgf/cm2，且水膠比小於 50，此部分可參考混凝土工程施

工規範與解說之規定辦理。 

8. 第 71頁 2.之第 3行”全固定堰”是否誤植，請查明。 

9. 本案工址有無液化可能，建議進行液化潛能分析確認土壤參

數是否必須依液化程度折減，另本工址是否需考量近斷層效

應(距離斷層 12公里以內)請一併查明。 

10. 第 81 頁斷面強度檢核建議先說明採用之規範及計畫結構配

筋，以方便讀者了解或檢核。 

11. 相關參數，如安定性檢核安全係數所引用之標準或來源請補

充於報告書中。 

12. 工程施作時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第一期施工導水之圍堰擬

定於 10 月至 11 月中，是否考量於非汛期時施作，以確保人

員安全，另人員撤離僅考量颱風警報發布，是否納入山區午

後雷陣雨，請補充說明。 

13. 報告中僅說明四種情境設計上游 20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皆高

於左岸堤頂高，建議於水理表中呈現各斷面兩岸計畫堤頂高

及計畫洪水位之比較。 

14. 上游水位高於 200 年重現期距，請就碧潭區域改建後防洪條

件進行適當評估，以作為風險管理的基礎。 

15. 另針對左岸溢堤段增設防洪牆加高工程，補充其位置及長度，

並輔以平面圖說明之，並評估其對於整體水岸景觀風貌是否

有衝擊。 

16. 二維所需地形資料似乎未於報告中說明，建議補充。另 2.5cms



之倒伏堰及固定堰模擬流況是否合理，請予以評估，另建議

輸出水域面積及水深條件、流速分布，作為規劃參考。 

17. 水理縱斷面圖應標示碧潭堰位置，以利水理狀況判讀。 

18. P32 堰體評估沒有分析截流樁所需長度(上游側截水樁為何設

置 10M？)，也就是沒有分析截流樁打設後下游是否不會發生

管湧，其次一般截流樁設置在上游，上下游都設置理由為何

(如果是防止管湧，下游側多一道是沒有用的，反而會增加上

浮力)？如果是為了防止下游沖刷，這部分應由護坦保護設計。 

19. P35之圖 4.2-2，上浮力沒有考慮截流樁設置的效應，否則在

截流樁前後應有不連續點。 

20. P79下游護坦及固床工，應依據堰體高度及計畫流量大小，分

析保護工所需長度(35m 不知如何決定)即依據計畫流量分析

水流沖力，來決定所需混凝土塊大小(3*3*3m不知如何決定)，

如果計畫流量曳引力太大，也許護坦形式須改用格框式。 

21. 圖 D-01護坦最下游採用石籠收尾，是否能抵擋計畫流量時的

洪水沖刷，需仔細評估。 

22. 建議評估排砂道設置的必要性，排砂道的量體過大建議適當

修正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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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顧問團意見 

  



「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顧問團書面意見 

報告書意見 

1. 建議期末報告修正時增列摘要，可協助讀者迅速得知閱讀重點。 

2. 報告書 P.2-4以地調所土壤液化潛勢區即判斷本基地非屬液化潛能地層有失
周妥，局部地區之地盤性質差異大，建議應以鑽探結果實際分析液化抵抗率。

(通常河道內粉土砂層液化潛能較高) 

3. 表 4.1-3 魚道尺寸表內魚道淨寬 2.0m，然 4.5.3文中說明魚道寬約 14m，下
方列表中魚道寬度為 2.0m，數據不一致，請確認。 

4. 報告 P.3-6~P.3-8請補充各計算公式之單位，如平均水流壓力 Page、平均水流
速 Vavg等。 

5. 圖 3.2-3固定堰受力圖堰上水重之分布各點水深假設液面為水平是否合理？
對堰的安定影響會偏危險側或保守側，請說明。另截水樁處上舉力突增之計

算方法亦請補充。 

6. 水理分析應說明模擬河段長度及範圍，若有跨河構造物也應一併說明。 

7. 建議於水理表中補充各斷面兩岸計畫堤頂高及計畫洪水位之比較。 

8. 報告 P.4-8表 4.1-13材料性質表將混凝土容許張應力設為 0.5x√fc’，經查 2
√fc’為預力構材採用，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附篇工作應力法對於撓曲應力
並不計入混凝土材料之拉力貢獻，故有降低安全性之疑慮，建議統一依規範

條文修正。 

9. P.4-22生態魚道 LOGO牌誌，以香魚意象雕塑是「天馬行空的誤導民眾」環
境教育設計，因為表 2.6-1新店溪碧潭段主要魚類習性資料統計表內提到： 

「香魚─數量少─洄遊型 
粗首鱲─數量非常多─特有種 
平頷鱲─數量非常多─特有種 
台灣石賓─數量非常多─特有種 
明潭吻蝦虎─數量多─特有種洄游種」 

期中審查時，曾被提問：「香魚是否為台灣原生種？是否在新店溪碧潭段出

現？」期末報告內容，補充了兩份資料均為「2009、2014年淡水河中下游」，          
且引用「107.3.9成果報告」內容作為表 2.6-2前期生態調查成果表並以此為
論述依據，此段之關聯性如同自說自話。因此建議生態魚道 LOGO牌誌，改
以特有種且確認數量多的魚類作為意象雕塑，以符合實際生態面貌。至於原



生種香魚的不再存在，也可在敘述內容讓民眾了解生態面的因果。 

10. P.4-25寫道魚道設計使用對象「以香魚為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錯誤的敘述，
因坪林鄉公所往年放流的香魚均為日本香魚，且香魚上溯魚道和上述台灣三

種特有種的行為不同。 

11. 水域景觀營造建議再考量增設民眾散步休憩節點。另導覽牌誌內容是否有具
體構想，請說明。 

12. 報告 P7-1表 7-1-2兒童節是否需計入(亦為國定假日)，另本案汛期可否施工
是否已與河川權責單位協調，請說明。 

13. 報告書文字圖片問題： 

(1) 報告 P.2-23有關生態基流量之描述，「本階段經審查會議中」及「後續
將一」之字眼不宜出現在期末報告中，宜明確說明時間點。 

(2) 報告 P.2-24「本案已於期中報告階段舉辦...」，應更新至期末報告階段。 
(3) 報告 P.3-23表格過於模糊，請改善。 
(4) 報告 P.3-43末行「引致」應為「引至」。 
(5) 報告 P.3-52第 3.4節標題贅字請修正。 
(6) 報告 P.6-8表格末列「底」工程費應為「抵」。 

預算書意見 

1. 單價分析清水模板有 488元(一.B.2R.4)，也有 502元(一.E.7)，請檢核。 

2. 職業安全衛生項目編得很詳盡，報告書第五章也有列風險評估，但內容應可
加強與編列項目的關聯性，相關安衛人事費用建議量化編列。 

3. 二.C品質管理費用建議量化編列，試驗費應納入一級與二級品管費用，品管
人員設置費用也應量化。 

4. 壹、一、B、2中，12m高擋土牆每公尺 27,909元似偏低，請再確認是否漏
列施工項目，是否包含擋土？ 

5. 壹、一、E、6中，普通模板單價偏低，建議以詢價方式決定價格(近期市場
模板成本漲幅大)。 

6. 建議雜項工程增列防汛整備作業費及相關工地監測(如傾斜、沉陷、砂湧...等)
費用。 

7. 各項保險費請依新北市規定視工程性質及施工內容核實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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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碧潭堰整建工程設計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