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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二、濁水溪流域範圍及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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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水道治理、暢通洪流課題
B1-彰化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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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下游揚塵抑制



貳

貳、改善調適願景及課題 河口海岸



河口穩定保安全，防風定砂揚塵零，
公私協力創未來，生態樂園永續經營，溪守麥進教育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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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認知地圖──河口海岸段

大城興山公園
圖片來源：大城鄉公所

蓮亭紀念公園
圖片來源：濁水溪文化記憶庫

大城自行車道
圖片來源：大城鄉公所

萬安宮
圖片來源：豪麥大城FACEBOOK

葡
萄
藤
示
範
區

咸安宮
圖片來源：彰化縣文化局

台農66號地瓜
圖片來源：大城鄉農會

小麥

花生

溪王祭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許震唐提供

溪
王
祭



參、改善調適策略與措施 河口海岸-大城



參A1 河口淤積與海岸地形變化

課題說明
濁水溪河口自2001至2021年土砂淤積量約為879萬立方公尺，且受長期波浪沿岸流驅動下，淤
積砂源仍有往南移動置麥寮港南側的情形

策略1 持續監測研究
透過持續辦理河口地形測量計畫，以監測地形變化及評估各工程對於土砂減
淤成效

策略2 透過適度措施提升自然營力減淤
利用河道整理、束水攻沙及結合西濱大橋上游複式斷面與維持策略，評估河
口減淤可能效益

 河道整理或疏濬建立河口深槽流路
 導流堤或丁壩自然工法促進排砂相關措施

 持續辦理水深地形監測或研究計畫相關措施

河口抽砂區底床設計高程建議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河口輸砂系統監測及淤積改善對策(2/2)」，民國111年。

民國101-105年

民國105-109年

101年

105年

105年

109年

設計底床高

-2.6M

-0.4M2021年量測值

曲線長度約12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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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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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淺灘寬度約130M



參

 防洪林帶改善：斷面1~9、斷面15~19、斷面20~23、

斷面27~29、九塊厝堤防、40號越堤路、58號越堤路

 砂腸袋穩固灘地：斷面15~19

 河道整理：斷面14~18、斷面21~23、河中沙洲熱區

 丁壩改善：斷面3~9、斷面20~23

 深槽穩定改善：斷面1~斷面32

 灘地培厚：斷面3~9、斷面13~15、斷面30~32

 灘地穩定改善：斷面27~29

A2 下游河道流路偏北及沖刷(斷面1~斷面32)

課題說明 集集攔河堰蓄水攔砂造成下游河道持續刷深，洪流流路擺盪造成左右岸沖擊，危及堤防安全

策略一 河道複式斷面維持

相關措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本流治理規劃檢討(2/2)」，民國109年。

A1

A2

A3

B1

B2

C1

歐盟鴿子衛星 202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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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鴿子衛星 2022/08/08

為改善濁水溪下游河道回淤產生之課題，尤其冬季揚塵，遂針對斷面
1~32河段，應持續維持複式斷面治理策略

策略二 束水攻沙

 導流堤設置：斷面3~9

 深槽穩定改善：40號越堤路、58號越堤路

為改善濁水溪河口土砂淤積問題，應於河道中加深槽，增加河川流速
以搬運土砂

相
關
措
施

相關措施



參A9 整體疏濬評估檢討(斷面1~斷面32)

課題說明

策略一

武
界
壩

年輸砂量
358萬立方公尺
（103年推估）

年平均產砂量
363萬立方公尺

萬大溪匯入

寶
石
橋

玉
峰
橋

彰
雲
橋

年平均輸砂量
16,726萬立方公

尺

年平均輸砂量
7,980萬立方公

尺

出
海
口

霧
社
水
庫

資料來源︰

A：霧社水庫上游集水區整體調查規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民國107年

B：萬大溪集水區(萬大溪與濁水溪匯流口上游重要區域)細部規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民國104年

C：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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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1年疏濬量

崩塌潛勢地區

濁水溪主支流

高鐵橋至濁水溪出海口間因淤積造成大量裸露地，藉由疏濬移除部分淤積裸露地之砂源、擴大
河道整理規模及定期河道整理，可達成抑制揚塵之效果。

每年疏濬量
滾動修正

河道土砂淤積量大

河段疏濬

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整體疏濬評估計畫(111~113年)」，民國110
年。

西濱大橋

彰化縣
大城鄉

雲林縣
麥寮鄉

不適合疏濬河段

可疏濬河段

 河口至高鐵橋段疏濬相關措施

依循濁水溪整體疏濬評估計畫(112~114年)，及「濁水溪下游河道複式斷面維持策略」之最新研究成果及河道
變遷狀況滾動修正檢討河道疏濬量



參

1 2

8
9

10

中風險 9) 下山腳堤防●●●

●建造物現況損壞
●出水高不足
●流路直沖
●灘地寬度不足
●河床沖淤深度大
●堤段沖毀紀錄
●堤頂低於計畫洪水位
○鄰近土石流潛勢溪流

A10 水道治理、暢通洪流課題(斷面1~斷面32)

課題說明

策略一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定期檢查及維護

 堤防興建及加高加強工程

 河道整理

 河道疏濬

相關
措施

主、支流治理

 河川相關監測調查研究

 滾動檢討河川治理規劃

 河川區域土地利用管理

相關
措施

主、支流管理策略二

資料來源：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流域水系風險評估及水利建造物安全性檢測計畫」，民國107年。

針對濁水溪流域堤防進行風險評估，歸納風險堤防之因子

低風險 1) 雷厝堤防(斷面12)●
2) 大庄堤防(斷面18~20●、斷面29●)
8) 下海墘堤防(斷面14~18)●●●●
10)九塊厝堤防(斷面27~29)●●●

2
9

2
7



參B1 彰化海岸一級防護計畫

課題說明
依照「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海岸災害類型防護區劃設與分級原則，並參酌109年彰化縣一級海
岸防護計畫核定本中計畫範圍內各類型海岸災害之致災原因、潛勢範圍及可能致及災害範圍等資
訊，作為訂定調適策略與防護區範圍劃設之依據。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核定本)」，民國109年。

工程防護 以工程策略辦理既有防護設施功能維
護，以減緩海洋營力衝擊。策略一

相關措施  加強基礎保護及海堤緩坡化：大城南段海堤

非工程適應
陸域緩衝區透過非工程手段降低災
害影響。策略二

相關措施

 強化防災應變與疏散撤離措施
 土地利用型態調整
 地下水管制、地層下陷監測(大城)
 河川及排水水利設施維護

暴潮溢淹潛勢可能致災區域一覽表

淹水區域 海岸防護設施
無海堤防護設施
情境之暴潮溢淹
潛勢情形

使用分
區

大
城
鄉

三豐村
大城北段海堤、魚寮
溪排水右岸防潮堤

暴潮溢淹致災區
域主要分布在沿
海村里，其中以
縣道彰161線以西
的區域淹水深度
可達1公尺以上。
產業設施以農業
及養殖漁業為主。

非都市
計畫區

西港村
大城南段海堤、魚寮
溪排水左岸防潮堤

台西村 大城南段海堤



參B4 地層下陷造成高潛勢洪氾溢淹

課題說明
濁水溪流域內鄉鎮以大城鄉地層下陷最為嚴重，但因工廠、農業、養殖業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
下陷有內陸化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成果分享與後續規劃」，民國111
年。

地下水位觀測與地
下水調查與管理

策略一

相關措施  持續地下水位監測與分析

地下水補注策略二

相關措施
 擴大補注區開發
 水覆蓋與蓄水池並行

土地復育策略三

相關措施
 土地利用強度管制
 排水環境改善
 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地區土地開發荷重管制

水資源環境教育策略四

相關措施  推動水資源用永續利用之環境教育教案相關計畫



參C1 河口生態保育(國土綠網西一區)

課題說明 濁水溪出海口沙洲定沙有成，濁水溪麥寮段已列為「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先行示範區。

維護生物多樣性，提升生態系服務

相
關
措
施

 關注物種棲地維護(黑面琵鷺、東方白鸛、臺
灣旱招潮蟹)

 工期環境監測
 候鳥棲地營造(生態島)
 移除外來種
 廢棄魚塭水質改善

河口及海岸濕地保護及棲地營造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西濱大橋至出海口段河川環境營造(2/2)」，111年。

生態造林復育
提升沿海濕地、海岸林生態功能

相關
措施

 種植原生特色植物(三葉埔姜、雲
林莞草等)

 NGO協力植樹造林

圖片來源：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9215698@N04/11417228685/

臺灣旱招潮蟹 黑面琵鷺 東方白鸛

策略一 策略二



參C5 國土綠網建置與維護(河口海岸)

課題說明
協助綠網關注之區域、物種之保育及棲地營
造維護

河口互花米草及紅樹林擴張速度快，威脅臺灣旱招
潮棲息

黑面琵鷺 東方白鸛 中華白海豚

草花蛇 臺灣旱招潮蟹 雲林莞草

資料來源：台南鳥會 資料來源：eBird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資料來源：臺中市海洋資源漁業發展所 資料來源：荒野保護協會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重點棲地維持

相關
措施

 濱溪林帶營造及維持(含植樹種類與活
動規劃)

 生態調查及棲地環境維護
 相關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彰化劃設國家濕地評估與推動
 協助推動農田友善耕作

策略一

外來種、強勢種、入侵種移除策略二

資訊分享平台策略三

各單位跨域合作，即時分享生態資訊，共同守護棲地

生物重點棲地調查並維持(黑面琵鷺、東方白鸛、
雲林莞草、中華白海豚、臺灣旱等)

 相關工程配合移除外來種、強勢種、
入侵種(互花米草、紅樹林)

 配合淨灘活動移除移除外來種、強勢
種、入侵種(紅樹林)

相關
措施

 與保育相關單位建立溝通交流平台
相關
措施

彰雲海岸濕地保育軸帶



參D1 水岸縫合潛力點(大城、竹塘)

課題說明
濁水溪內人文地產景豐富，盤點潛力點資源，並以互動性、生態性、動能性及整合性
進行評估歸納，以利未來規劃參考。

互動性

生態性

動能性

整合性

大城鄉

1.百年舊堤：下山腳堤防、下海墘堤防
2.葡萄藤鋪設示範區
3.海牛與蚵農
4.拜溪王

大城濕地、出海口生態、鷺鷥
生態景觀公園

地方政府及地方基層單位動能
性高

1.彰化縣政府-「彰化縣濁水溪流域觀光
發展整體規劃案」(112年)
2.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境景觀空間藍
圖整體規劃案」(112年)

綠色工法護水岸
推廣新材料新工法及相關經驗傳承交流，降低對
自然環境之干擾與破壞。

相關
措施

 選用砂腸袋工法工程具備節能減碳之特色
 導流堤設置就地取材(蚵殼、塊石)
 海堤緩坡化評估

策略一

多元活動場域
擷取在地水文化特色等轉化為設計元素，創造具
傳承教育意義之交流空間。

相關
措施

 大城麥浪節活動場域營造(彰化縣濁水溪流
域觀光發展整體規劃案)

 下海墘堤防活化
 出海口海岸環境教育

策略二

低碳綠色交通網絡串連
濁水溪兩岸堤防堤面評估規劃低碳綠色交通之網
絡，串連周邊特色景點。

相關
措施

 自行車路線串連(彰化縣濁水溪流域觀光發
展整體規劃案)

 高灘地自行車道沿線休憩節點規劃

策略三導流堤工法(適度結合PC樁)

塊石+蚵殼



參D3 下游揚塵抑制(斷面1~斷面32)

課題說明
流域中下游河段及河口揚塵影響周邊居民，在各單位積極辦理揚塵抑制措施下，揚塵日由106年的
五十九天減少至111年的兩天，績效顯著，應持續辦理揚塵抑制措施。

環境維持
維持植生生長及水體覆蓋已為顧土壤，避免土砂受風吹
楊。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下游河道複式斷面維持策略(2/2)」期中報告，111年。

策略一

複式斷面維持
去化河道內裸露灘地土砂，近運土方培厚灘地辦理複式斷
面營造，並於複式斷面植栽綠覆。

策略二

環境管理
禁止農民種植以確保植栽穩固土壤，避免風吹揚塵

策略三

相關措施
 綠覆蓋、水覆蓋
 許可種植管理

相關措施

 防風林帶種植
 獎勵平地造林
 宣導及環境整理
 空品監測預警通報

相關措施  劃設禁種區

斷面1至西濱大橋

西濱大橋至自強大橋



肆、綜合討論



肆一、議題討論

1
水岸縫合
潛力點

多元活動
場域

低碳綠色
網絡

• 大城特色活動-大城麥浪節、大城地瓜節
• 出海口海岸環境教育結合水文化故事─溪
王祭

• 海堤觀夕平台評估
• 海堤緩坡化評估
• 海空步道維護及管理(漁業署/縣政府)

• 自行車路線規劃、自行車道休憩點規劃、

特色自行車道營造

2
國土綠網
建置

重點棲
地維持

• 劃設國家濕地評估與推動

• 濱溪林帶營造及維持(含植樹種類與活動規

劃)

• 協助推動農田友善耕作外來
種、強
勢種、
入侵種
移除

• 相關工程配合移除外來種、強勢種、入侵種

(互花米草、紅樹林)

• 配合淨灘活動移除移除外來種、強勢種、入

侵種(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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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簡麗欣，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04-2517250 #6464
fengchia202206@gmail.com

 資訊公開：https://www.wra04.gov.tw/cl.aspx?n=27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