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清水溝溪在地
溝通交流工作坊─

濁水溪流域整體改善
調適規劃 (1/2)

計畫主持人

許盈松 主任

簡報人

中華民國111年6月13日



目錄
CONTENT

貳 流域概況

壹 調適計畫說明

參
南清水溝溪生態資
源盤點

肆 四大面向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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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適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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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計畫(110~115年)

過去 導入 扣合 連結 目標
• 各部會政策
• 在地、水文化
• 「公民參與與防汛

志工計畫」

• 國土/海岸管理
• 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計畫
• 「環境營造計畫」

• 風險管理
• 「風險/環境/情

勢計畫」

• 水道治理
• 「治理規劃報告」
• 「治理規劃檢討」

本計畫執行依據

韌性承洪
水漾環境

本計畫工作應達標準檢核事項(河川海岸組1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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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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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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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

加走寮溪

阿里山溪

郡坑溪
過溪

和社溪

水里溪

塔羅灣溪

雲林縣

南投縣
彰化縣

主
流

河川名稱 河川界點
河道
長度
(km)

濁
水
溪

濁水溪本流 雲林縣麥寮鄉許厝寮 186

清水溪 與乾坑溪匯流口 39

東埔蚋溪 延豐橋 9

南清水溝溪 茅埔一號橋 9

水里溪 明潭水庫下池堰 3.8

卓棍溪 卓棍溪橋 3.4

塔羅灣溪 廬山吊橋上游1公里 3

陳有蘭溪 與沙里仙溪匯流口 31

丹大溪 丹大溪與濁水溪匯流口 -

卡社溪 卡社溪與濁水溪匯流口 -

萬大溪 萬大溪與濁水溪匯流口 -

支
流

河川名稱 河川界點
河道
長度
(km)

清
水
溪

過溪 內田一號橋 4

加走寮溪 瑞龍吊橋以上0.4公里處 3.8

阿里山溪 舊社興橋 1.6

雷公坑溪 竹山鎮桶頭里安溪橋 0.25

支
流

河川名稱 河川界點
河道
長度
(km)

陳
有
蘭
溪

郡坑溪 牛相鬥上游約0.6公里處 5.3

和社溪 愛玉橋 8.6

內茅埔溪 自愛橋 0.2

十八重溪 十八重溪橋 -

筆石溪 筆石橋 0.2

蒼庫溪 庫坑橋 1

阿里不動溪 望美村望鄉橋 0.5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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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域範圍

水系 全長約186.6公里，流域面積約3,156.9平方公里。
流經行政區彰化縣：大城、竹塘、溪州、二水。

雲林縣：麥寮、崙背、二崙、西螺、莿桐、林內。
南投縣：名間、集集、水里、竹山、鹿谷、信義、仁愛。
嘉義縣：梅山、阿里山。

圖片來源：濁水溪本流治理規劃檢討(2/2)成果報告

全台最長之河川

全台流域面積第

二大之河川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貳、流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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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竹山鎮

信義鄉

集集鎮

竹豐

水里鄉

鹿谷

竹林

彰雅

瑞田
清水

初鄉

秀峰

永隆

鳳凰

廣興

內湖

和雅

圖例
南清水溝溪
鹿谷鄉村里界

•屬濁水溪支流

•主流發源於鳳凰山鞍
部

•流經行政區

南投縣鹿谷鄉：

瑞田村、清水村、秀峰
村、初鄉村、鹿谷村、
彰雅村、永隆村、鳳凰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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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域介紹

 流域面積約65平方公里
 主流全長約18 公里

本流域約 2/3 為山區

清秀橋至茅埔一號橋河
段平均河床坡度約1/43

清秀橋至濁水溪匯流處
平均坡度約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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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利用 森林 農業 水利 建築 交通 公共 遊憩 礦鹽 其他

面積(公頃) 4197.62 1647.18 176.19 131.98 124.50 12.34 11.78 3.01 212.62

百分比(%) 64.41 25.27 2.70 2.02 1.91 0.19 0.18 0.05 3.26

南清水溝溪流域土地利用示意圖

南清水溝溪流域土地利用統計表

流域內土地利用類型
以森林使用之比例最
高主要分布於中、上
游之秀峰、永隆及鳳
凰等山區；其次為農
業使用，主要集中於
下游沿岸之瑞田及清
水一帶。

三、流域土地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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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四、集水區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本流域部分為保安林
及台大實驗林區範圍，
植被主要為天然闊葉
林，山區私有地多以
種植茶樹、竹林及芭
蕉樹為主。 天然闊葉林 茶樹

山區天然地質環境不佳，
崩坍地或地質裸露區，成
為土石堆積材料的來源。
一般地區林相及覆蓋尚稱
良好。集水區內共有 3 條
土石流潛勢溪流，其中有
2 條屬中度危險等級。

目的 潛在問題 對策

維護河道穩定及

減少地表沖蝕

高強度降雨，洪

水挾帶土砂所造

成的災害

1、系統性規劃造林、

伐林、林相更新及水土

保持等相關計畫

2、定期監控上游崩坍

地面積，發現大範圍崩

坍宜進一步處理

上游集水區

山區潛在問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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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資源利用及生態保育

並無較具規模的灌溉系統，其餘水資源尚未見開發利用。
流域年平均降雨量約 2,435 毫米，雨量多集中於 5 月至

9 月，約佔全年降雨量 80%以上，年平均逕流量約 1.2 

億立方公尺。
秀峰、清水、瑞田河段之水域孕育豐富魚蝦資源，當地
居民發起南清水溝溪河川魚蝦保育運動，成立地方組織
「榮生會」，負責執行巡邏、保育及研究等工作。

水質清澈屬未(稍)受污染。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參、南清水溝溪
生態資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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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生態概況(歷史資料1/3)-植物

資料來源：「濁水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3/3)」，民國106年

依據民國106年「濁水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3/3)」調查永
豐橋鄰近植物生態

南清水溝溪 永豐橋

瑞田段
植物生長型

項目 種

喬木 10

灌木 10

木質藤本 3

草植藤本 6

草本 61

共計 90

維管束植物

項目 科 屬 種

蕨類 3 3 3

雙子葉 29 57 66

單子葉 6 17 21

共計 38 77 90

植物屬性

項目 數量

原生種 50

外來種 40

共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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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濁水溪流域生態檢核作業及檢討計畫(1/2)」，民國108年
「濁水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3/3)」，民國106年

一、既有生態概況(歷史資料2/3) - 動物(鹿谷鄉)

中華爬岩鰍
「濁水溪流域生態檢核作業及檢討
計畫(1/2)」

台灣野兔
台灣多樣性網絡

臺灣山羌
台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
庫與知識平臺

食蟹獴
台灣國家公園

鼬獾
台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與知識平臺

鹿谷鄉調查資料

類別 種類

蝦蟹類 1

魚類 6

爬行類 12

哺乳類 8

兩生類 9

鳥類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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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生態概況(歷史資料3/3) –網路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民國109年

 網路蒐集資料主要以台灣生物多
樣性網站及生態調查資料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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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調查結果(現地)
生態調查成果

1.植物 「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受脅(NT)等級

「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易危(VU)等級
「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特稀有植物第三級

三季次特有種植物共發現臺灣肖楠、黃肉樹、大葉楠、香楠、山
芙蓉、臺灣何首烏、臺灣欒樹、三葉崖爬藤及桂竹等9種

枯水期調查
發現植物
80科201屬250種

豐水期調查
發現植物
86科231屬292種

資料來源：南清水溝溪瑞田堤段工程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計畫，民國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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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調查結果(現地)

2.陸域生物
 保育類物種：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大冠鷲、林鵰
、松雀鷹、穿山甲、領角鴞
「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紅尾伯勞、食蟹獴、草花蛇
 特有種：臺灣竹雞、五色鳥、小彎嘴、臺灣紫嘯鶇、臺灣刺鼠、臺灣小蹄鼻蝠、斯
文豪氏攀蜥、蓬萊草蜥、褐樹蛙、面天樹蛙、莫氏樹蛙及白條斑蔭蝶等12種

臺灣竹雞

https://ebird.org/species/taib
ap1?siteLanguage=zh

翠鳥 大冠鷲

食蟹獴 穿山甲

斯文豪氏攀蜥

盤古蟾蜍 莫氏樹蛙
哺
乳
類

爬
蟲
類

兩
棲
類

鳥
類

琉球三線蝶

蝶
類

褐樹蛙

https://npgis.cpami.gov.tw/public/
detail/SpeciesDetail.aspx?SP_ID=A
0011

資料來源：南清水溝溪瑞田堤段工程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計畫，民國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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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類物種：「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之埔里中華爬岩鰍
 特有種：臺灣石魚賓、臺灣鬚鱲、高身小鰾鮈、高身白甲魚、粗首馬口鱲、何氏棘鲃、
纓口臺鰍、短臀瘋鱨、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虎、假鋸齒米蝦、白痣珈蟌、短腹
幽蟌及黃綠澤蟹等14種

二、生態調查結果(現地)

3.水域生物

臺灣石𩼧

魚
類

埔里中華爬岩鰍 何氏棘鲃 粗首馬口鱲

粗糙沼蝦

蝦
蟹
類

春蜓科
水
棲
昆
蟲

石蠅科 石田螺

螺
貝
類

塔蜷

 

年份 民國109年 民國110年

類型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第五季 第六季 合計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種類 隻次

水
域
生
物

魚類 9 54 11 219 11 88 12 79 15 440 8 135 11 170 13 305

蝦蟹類 3 39 3 84 2 46 2 30 3 199 2 72 1 107 2 179

螺貝類 3 21 5 58 5 55 5 36 6 170 5 41 6 54 6 95

水棲昆蟲 16科 99 19科 174 15科 171 15科 137 23科 581 22科 284 16科 221 22科 505

蜻蜓類 4 17 8 47 10 73 12 57 15 194 5 9 6 16 7 25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肆、四大面向課題



南清水溝溪風險度地圖

南清水溝溪風險度中度等級堤段建議對策

南清水溝溪流域風險堤段工程措施對策

岸別 堤防名稱 斷面編號 風險因子 工程措施 非工程措施

左岸 外城護岸 3
1.流路直沖
2.出水高不足
3.樑底標高低於計畫洪水位

河道疏濬、堤
防加高加強工
程

土地使用管理、
安全評估機制
之建立、警戒
及水防體制之
建立、消防分
隊、救援設備
及避難處所設
置、定期監測

水系 堤防名稱
位置
(斷面)

現況風險說明 工程對策 擬辦工程內容

南清
水溝
溪

外城護岸 3
L3有流路直沖、未達計畫堤
頂高，且新清瑞橋樑底高低
於計畫洪水位

河道疏濬 河道疏濬工程(斷面3)

堤防加高加強工程
針對未達計畫堤頂高段
進行加高工程(L3)

一、水道風險

根據風險評量之成果，外城護岸(斷面 3)沖刷深度大於均值、
堤頂高不足以致溢堤及新清瑞橋之樑底標高低於計畫洪水
位等情形，導致其危險度等級達到中度等級。



瑞田地區洪水溢淹圖

南清水溝溪下游匯流口至清秀橋河段，坡度減緩，受自然
地勢影響河幅寬窄不一，新清瑞橋河段之瑞田聚落社區，
颱洪期間河川水位壅高發生溢堤，並進而影響內水排出，
致使聚落淹水。

二、土地洪氾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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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情境下水文量、流量變化、風險
河段、崩塌地變化、水道土砂變化下河防
安全與聚落保全，及對水資源設施、防洪
構造物、跨河構造物造成之衝擊評估

 課題評析
清秀橋以上河段，坡陡流急、河道蜿蜒，
部分流路直衝段易發生河岸崩塌問題。

河床淤積
 課題評析
新清瑞橋以下河道呈現淤積趨勢，應視水
道通洪能力及河防安全之需要適時辦理河
道疏濬、流路維持及蓄水範圍清疏等措施。

1

3

防洪構造物安全及老舊設施更新
 課題評析
外城護岸(斷面 3)有沖刷深度大於
均值、堤頂高不足以致溢堤。

高淹水或災害潛勢區位周
邊聚落防災調適

 課題評析
瑞田聚落社區，颱洪期間
河川水位壅高發生溢堤，
進而影響內水排出，使聚
落淹水，導致該區颱洪時
面臨內水積淹風險。。

1



南清水溝溪瑞田堤段生態敏感區位圖

南清水溝溪水陸域物種豐
富，在地民眾組成自治團
體，維護河川生態。

食蟹蒙

穿山甲

三、藍綠網絡



流域藍綠帶串聯規劃
 課題評析
關注物種(例如：埔里中
華爬岩鰍)及棲地維護。

1

生態保育
 課題評析
河川水質未受嚴重污染，
原生種魚類保育及移除
外來種。

2

水道生態基流量建議
 課題評析
設定維護生態環境之基
流量。 3

棲地多樣化
 課題評析
根據河川生態豐富度，
製造多樣生態系統，供
生物棲息。

4

明潭吻鰕虎

台灣馬口魚



南清水溝溪河川環境營造區位圖

本溪水岸景色優美、水質清澈，下游自新清瑞橋至清秀橋右
岸已配合堤防護岸串連整建為環河步道，吸引民眾遊憩休閒，
在人為景觀營造部分已漸趨飽和。
山芙蓉花道，長期以來由瑞田村社區發展協會認養
魚鄉環道目前由「南清水溝溪魚蝦保護榮生會」認養協助周圍環境維護。

四、水岸縫合



里山里海
 課題評析
鹿谷鄉未有過多開發，
在地自然生態尚可，可
朝著里山倡議目標發展，
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1

整理高灘地
 課題評析
進行環境營造，活化基
地讓居民利用。

2

下游地區地方創生
 課題評析
利用「魚蝦保護區」串
聯地方創生及流域文化，
宣導生態保育的重要，
發展觀光特色。

3

山芙蓉花道

麒麟潭



感謝聆聽



面向 關注議題 敘述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

河床淤積
新清瑞橋以下河道呈現淤積趨勢，視水道通洪能力及河防安
全，需要適時辦理河道疏濬、流路維持及蓄水範圍清疏等措
施。

氣候變遷情境下水文量、流量變
化、風險河段、崩塌地變化、水
道土砂變化下河防安全與聚落保
全，及對水資源設施、防洪構造
物、跨河構造物造成之衝擊評估

清秀橋以上河段，坡陡流急、河道蜿蜒，部分流路直衝段易
發生河岸崩塌問題，視實際需要施設基腳保護工程加以保護，
以防止土地流失進而影響河防安全。

防洪構造物安全及老舊設施更新
外城護岸(斷面 3)之風險度達到中度等級，沖刷深度大於均
值、堤頂高不足以致溢堤

高淹水或災害潛勢區位周邊聚落
防災調適

瑞田聚落社區，颱洪期間河川水位壅高發生溢堤，進而影響
內水排出，使聚落淹水，導致該區颱洪時面臨內水積淹風險。

藍綠網絡
水岸縫合

生態保育
河川污染度低，有許多臺灣特有物種(例如：埔里中華爬岩鰍、
臺灣石𩼧、臺灣馬口魚、臺灣纓口鰍、明潭吻鰕虎..等)，實
施必要工程時，應慎重勿將環境破壞掉。

棲地多樣化 河川水域型態豐富，營造多樣棲地，增加生物多樣性。

保護區法制課題 設立自然保護區，由政府及在地團體共同維護南清水溝溪。

減量設計兼顧河防安全及河川生
態棲地

進行環境營造，活化基地讓居民利用。

集集堰魚道功能 集集堰的設置對南清水溝溪流域生態的影響。

流域生態系服務功能與潛力
以支持、提供、調整或調節及文化四大向審視南清水溝溪的
生態系服務，讓大自然與地方文化能有更多結合。

討論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