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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前言 

斗六堰原稱斗六大圳進水口，由於其設備已相當老舊，同時要能

夠提供緊急時期之取水功能，所以政府於民國 90 年配合集集共同引水

計畫，進行本進水口更新改善工程。在此同時，為了考量生態保育之

重要性，亦增設一座水池隔壁式魚道(Ice Harbor Type fishway)，以提供

洄游生物之利用以達到保育河川生態的目的。中水局特地從民國 95 年

起，專案辦理相關的生態調查和魚道效益評估，同時進行相關的魚道

改善研究和工程。本報告係延續 95～109 年度之工作，進行魚道改修

後的生態監測和效益評估，以瞭解目前清水溪生物廊道的暢通情況。 

二、監測內容 

斗六堰水域生態監測主要係針對斗六堰上、下游水域及斗六堰魚

道生態資源進行相關之調查研究，以充分瞭解清水溪(濁水溪支流)下游

之水域生態資源，及斗六堰附設魚道改修後生物利用情形。本年度之

監測作業內容為斗六堰魚道功能監測及水域生態 12 站次。 

三、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一) 斗六堰魚道流量監測 

依「集集攔河堰運轉綜合月報表」結果分析，本期南雲大橋測

站日平均流量介於 0.92~180.44 cms，比去年同期為高(1.61~24.69 

cms)(摘表 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集集攔河堰運

轉綜合日報表)。但今(110)年 1~5 月全台缺水，日平均流量僅介於

0.92~3.32cms，斗六堰上游入流量在 2 月中~5 月底前大都無法滿足

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1.2 cms)。直至 6 月梅雨季來臨後，

日平均流量才達到 88.61 cms，方能滿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

量。斗六堰魚道於本期量測結果流量介於 0.19~1.56 cms(去年同期

為 0.08~0.73 cms)(摘表 1)，3~5 月份因南雲大橋入流量較少，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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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引水道淤積嚴重，魚道缺崁無越流，因此流量較低。所幸 5 月底

梅雨季來臨，6 月以後的調查魚道皆通水正常。 

摘表 1 南雲大橋日平均流量及斗六堰魚道實測流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集集攔河堰運轉綜合日報表。 

(二) 水質 

根據環保署之河川水體分類，清水溪屬於乙類水體。依據環保

署環境資料庫資料顯示，位於清水溪流域範圍內之水質測站有南雲

大橋一站，本報告引用其水質調查成果，並計算同地點的斗六堰上

游樣站 IBI 生物綜合性指(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摘表 2)。 

1. 第 1 季水質檢測顯示在 2、3 月份生化需氧量超出乙類水體標準，1

月份環保署未提供資料，其他月份其他檢測項目則皆符合乙類水體

標準。 

2. 第 2 季水質檢測顯示在 4、5 月份生化需氧量超出乙類水體標準，6

月份懸浮固體以及氨氮超出乙類水體標準，其他月份其他檢測項目

則皆符合乙類水體標準。 

3. 第 3 季水質檢測顯示懸浮固體 7、8、9 月份超出乙類水體標準，大

腸桿菌群 7、8、9 月份超出乙類水體標準。 

4. 第 4 季水質檢測顯示 10 月份各項檢測項目則皆符合乙類水體標

準，11 月份河道水深不足未採樣，12 月份水質尚未公告。 

5. RPI(River Pollution Index)值顯示 2、3、4、5、6、9、10 月皆為未(稍)

受污染之水體標準； 7 月水質是輕度汙染；8 月豐水期因懸浮固體

飆高，而為中度污染之水質。IBI 指標方面由於本地魚種普遍較少，

且有外來種存在，使得計算出來的 IBI 指標普遍較低。 

6. 水質檢驗項目係指採集水樣的瞬間所檢驗出的水質結果，而生物指

標(IBI)，則是由較為長期的棲地狀況而影響該物種類群指標之結

果，並且不只受到水質的影響，同時也會反映棲地的各種狀況，如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南雲大橋日平均流量 1.53 1.11 0.93 0.92 3.32 88.61 41.16 180.44 68.83 15.49 3.56 1.92

斗六堰魚道實測流量 0.80 0.42 0.36 0.26 0.19 0.80 0.83 0.69 1.56 1.05 0.92 0.49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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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的變動及回復、外來種的存在與否、溪序的不同造成的魚種數

多寡等狀況所影響，因此水質以及各種生物指標較不適用於彼此比

較與關聯，而是用來當成溪流狀況較全面的各項參考項目為優。 

(三) 水域生態及魚道生態監測 

1. 本年度第 1 季調查結果，在清水溪流域共記錄到魚類 4 目 8 科 16

種 527 尾個體及蝦蟹類 3 科 5 種 59 隻個體。其中分別在斗六堰上

游樣站捕獲 8 種魚類 293 尾、蝦蟹類 3 種 19 隻；斗六堰魚道樣站

共捕獲魚類 8 種 46 尾、蝦類 1 種 1 隻；斗六堰魚道入口樣站共捕

獲魚類 12 種 81 尾、蝦類 4 種 23 隻；斗六堰下游樣站共捕獲魚類

11 種 107 尾、蝦類 3 種 16 隻。 

2. 第 1 季斗六堰主要捕獲的魚類族群分別為粗首馬口鱲(33.4%)、雜交

種吳郭魚(25.2%)、何氏棘鲃(12.0%)、高身小鰾鮈(10.1%)、台灣石

(4.9%)、鯽魚(4.6%)、極樂吻鰕虎魚(4.0%)、斑帶吻鰕虎魚(2.3%)、

明潭吻鰕虎魚(0.8%)、鯉魚(0.8%)、埔里中華爬岩鰍(0.6%)、白鰻

(0.6%)、豹紋翼甲鯰(0.4%)、短臀擬鱨(0.2%)、鬍子鯰(0.2%)、高身

白甲魚(0.2%)。其中在斗六堰上游樣站主要以雜交種吳郭魚為主，

佔 32.8%，粗首馬口鱲次之佔 30.4%；斗六堰魚道內部主要以粗首

馬口鱲為主，佔 34.8%，雜交種吳郭魚次之佔 19.6%；魚道入口樣

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以及高身小鰾鮈為主，各佔 19.8%；斗六堰下

游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51.4%，雜交種吳郭魚次之佔

19.6%。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種，佔 66.1%，台灣沼蝦

次之佔 15.3%。 

3. 本年度第 2 季調查結果發現，在清水溪流域共記錄到魚類 4 目 8 科

20 種 853 尾個體及蝦蟹類 3 科 5 種 125 隻個體。分別在斗六堰上游

樣站捕獲 5 種魚類 259 尾、蝦蟹類 3 種 10 隻；斗六堰魚道樣站共

捕獲魚類 13 種 383 尾、蝦蟹類 3 種 9 隻；斗六堰魚道入口樣站共

捕獲魚類 11 種 74 尾、蝦蟹類 2 種 69 隻；斗六堰下游樣站共捕獲

魚類 13 種 137 尾、蝦蟹類 4 種 37 隻。 

4. 第 2 季斗六堰主要捕獲的魚類族群分別為粗首馬口鱲(60.4%)、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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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吳郭魚 (13.1%)、高身小鰾鮈 (9.7%)、鯽魚 (5.5%)、何氏棘鲃

(3.8%) (1.5%)、斑帶吻鰕虎魚(1.3%)、豹紋翼甲鯰(1.2%)。

其中在斗六堰上游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52.1%；斗六堰

魚道內部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78.1%；魚道入口樣站主要以

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41.9%；斗六堰下游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

主，佔 36.5%。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種(76.8%)。 

5. 本年度第 3 季調查結果發現，在清水溪流域共記錄到魚類 4 目 10

科 21 種 373 尾個體及蝦蟹類 3 科 5 種 221 隻個體。分別在斗六堰

上游樣站捕獲 12 種魚類 128 尾、蝦蟹類 2 種 21 隻；斗六堰魚道樣

站共捕獲魚類 13 種 85 尾、蝦蟹類 2 種 4 隻；斗六堰魚道入口樣站

共捕獲魚類 13 種 44 尾、蝦蟹類 4 種 34 隻；斗六堰下游樣站共捕

獲魚類 13 種 116 尾、蝦蟹類 4 種 162 隻。另也有在斗六堰上游樣

站記錄爬蟲類中華鱉 2 隻。 

6. 第 3 季斗六堰主要捕獲的魚類族群分別為粗首馬口鱲(21.2%)、何氏

棘鲃(15.3%)、高身小鰾鮈(13.1%)、埔里中華爬岩鰍(10.7%)、斑帶

吻鰕虎魚(7.5%)、鯽魚(6.7%)、台 (4.8%)、高身白甲魚(4.3%)、

雜交種吳郭魚(3.5%)、台灣間爬岩鰍(3.2%)、陳氏鰍鮀(2.1%)、鯰

(1.9%)、豹紋翼甲鯰(1.6%)、明潭吻鰕虎魚(1.1%)、極樂吻鰕虎魚

(0.8%)、短臀擬鱨(0.8%)、白鰻(0.3%)、溪鱧(0.3%)、日本禿頭鯊

(0.3%)。其中在斗六堰上游樣站主要以何氏棘鲃為主，佔 27.3%；

斗六堰魚道內部主要以埔里中華爬岩鰍為主，佔 43.5%；魚道入口

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22.7%；斗六堰下游樣站主要以粗

首馬口鱲為主，佔 26.7%。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種

(50.7%)。 

7. 本年度第 4 季調查結果發現，在清水溪流域共記錄到魚類 4 目 9 科

24 種 804 尾個體及蝦蟹類 1 目 3 科 6 種 376 隻個體。分別在斗六堰

上游樣站捕獲 13 種魚類 346 尾、蝦類 2 種 5 隻；斗六堰魚道樣站

捕獲 15 種魚類 164 尾、蝦蟹類 3 種 11 隻；斗六堰魚道入口樣站共

捕獲魚類 16 種 85 尾、蝦類 5 種 122 隻；斗六堰下游樣站共捕獲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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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19 種 209 尾、蝦類 5 種 238 隻。 

8. 第 4 季斗六堰主要捕獲的魚類族群分別為 (30.3%)、粗首馬

口鱲(17.2%)、雜交種吳郭魚(10.3%)、何氏棘鲃(9.1%)、明潭吻鰕虎

魚(7.2%)、斑帶吻鰕虎魚(6.7%)、台灣間爬岩鰍(5.1%)、鯽魚(2.6%)、

高身小鰾鮈(2.4%)、埔里中華爬岩鰍(2.2%)、鯰(1.4%)、高身白甲魚

(1.1%)。其中在斗六堰上游以 (49.1%)以及粗首馬口鱲

(21.4%)為主，斗六堰魚道以何氏棘鲃(37.2%) (28.0%)

為主，魚道入口以斑帶吻鰕虎魚(24.7%)以及粗首馬口鱲(17.6%)為

主，斗六堰下游以明潭吻鰕虎魚(23.4%)、粗首馬口鱲(15.3%)以及

斑帶吻鰕虎魚(14.8%)為主。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42.0%)為優

勢種。 

9. 110 年度總計各樣站共發現魚類 4 目 10 科 28 種 2557 尾個體，主要

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為優勢族群，雜交種吳郭魚、 、何

氏棘鲃以及高身小鰾鮈次之；蝦蟹類 1 目 3 科 6 種 781 隻個體，主

要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為優勢族群，多齒新米蝦、大和沼蝦、台灣

沼蝦次之。本年度本地的新記錄種類計有䱗條、溪鱧、日本禿頭鯊、

南海沼蝦 4 種；另也有記錄到爬蟲類的中華鱉 2 隻。斗六堰上游樣

站魚類記錄有 16 種 1026 尾，主要是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台灣

3 種

55 隻，主要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族群；斗六堰魚道魚類記錄有 19

種 678 尾，主要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以及何氏棘鲃為優勢族群，

蝦蟹類記錄有 5 種 25 隻，主要是以大和沼蝦以及粗糙沼蝦為優勢

族群；魚道入口魚類記錄有 23 種 284 尾，主要是以游泳性的粗首

馬口鱲為優勢族群，蝦蟹類記錄有 5 種 248 隻，主要是以粗糙沼蝦

以及台灣沼蝦為優勢族群；下游魚類記錄有 21 種 569 尾，主要是

以粗首馬口鱲、高身小鰾鮈為優勢族群，蝦蟹類記錄有 5 種 453 隻，

主要是以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以及大和沼蝦為優勢族群。本年度

調查結果顯示本區主要的水生動物大部分係台灣原生物種，並有記

錄到保育類物種埔里中華爬岩鰍，同時也有兩側洄游的白鰻、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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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日本禿頭鯊、溪鱧以及攀爬性

的大和沼蝦、台灣沼蝦、南海沼蝦、合浦絨螯蟹可以順利到達本區，

其中溪鱧、日本禿頭鯊、南海沼蝦都是在此區域新記錄到的兩側洄

游物種，歷年計畫未曾有過記錄。但須注意外來種的何氏棘鲃及雜

交種吳郭魚在部分測站已逐漸成為優勢種，今年度雜交種吳郭魚的

數量較往年增加許多，而高身白甲魚在近年濁水溪河系的調查也有

變多的趨勢。 

10. 由過去的研究資料統計結果發現，斗六堰河段的粗首馬口鱲在 2

至 6 月及 11 至 1 11 至 4

月時也是成魚上溯產卵的時期；埔里中華爬岩鰍在 9 至 11 月為幼

魚上溯尋找棲地的高峰期；明潭吻鰕虎魚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3

至 6 月；高身小鰾鮈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2 至 6 月。 

11. 何氏棘鲃雖然為台灣特有種魚類，但是主要分布於南部與東部的

溪流，近年則陸續於斗六堰各測站發現其蹤跡。本期共調查捕獲

225 尾個體，多發現於斗六堰上游測站及魚道內部，另魚道入口及

斗六堰下游也有記錄，其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研究何

氏棘鲃之食性時，發現其胃內含物多為藻類、雜質、魚刺及魚鱗

等組織，今年度記錄有未消化可清楚辨識的斑帶吻鰕虎魚，並曾

有目擊其口中吞有其他魚種之情形。本種已可在本地繁殖，嚴重

影響其他原生種生物，因此在調查時若有捕獲均予以現地移除。 

12. 調查結果顯示本區主要的水生動物大部分係台灣原生物種，同時

也有部分兩側洄游的魚類以及攀爬性蝦蟹類可以順利到達本區。

由相關生物族群分布與數量的統計結果，以及魚道各階的水理條

件觀測分析，顯示斗六堰魚道功能正常效益良好，對於斗六堰生

態廊道的維護有正面的幫助。目前斗六堰周邊的生物多樣性相當

豐富，且魚道效益佳，可供各種生物的洄溯，顯示本區周邊環境

尚稱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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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2 本年度南雲大橋水質監測結果 

 
資料來源：全國環境監測水質資訊網http://wq.epa.gov.tw 

氣溫 水溫 導電度 溶氧 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 大腸桿菌群 氨氮 魚類

(℃) (℃) (μmho/cm25℃) (mg/L) (mg/L) (mg/L) (mg/L) (CFU/100mL) (mg/L) IBI指標

2021/1/11 14:00 — — — — — — — — — — — 未提供資料 29 差

2021/2/1 14:00 23.0 24.1 8.91 453 11.1 2.4 10.9 6.5 50 0.10 1.0 未(稍)受污染 25 差~很差

2021/3/2 14:00 26.2 23.8 8.76 482 9.9 2.8 10.1 11.2 200 0.06 1.0 未(稍)受污染 27 差~很差

2021/4/6 14:00 29.0 29.5 8.63 472 11.1 2.2 6.8 12.4 200 0.10 1.0 未(稍)受污染 21 很差

2021/5/6 14:00 25.8 30.5 8.88 469 10.2 2.6 9.4 9.7 1,600 0.04 1.0 未(稍)受污染 23 很差

2021/6/4 14:00 30.7 30.8 8.32 430 7.3 1.4 4.0 37.0 5,000 0.7 2.0 未(稍)受污染 21 很差

2021/7/5 14:00 33.5 30.4 8.62 370 8.2 2.0 5.5 75.0 6,000 0.07 2.3 輕度污染 25 差~很差

2021/8/5 14:00 25.0 23.7 8.24 313 8.3 <1.0 4.3 518.0 130,000 0.09 3.3 中度污染 23 很差

2021/9/10 14:00 32.7 31.5 8.55 345 7.9 2.0 6.1 26.8 9,800 0.10 1.5 未(稍)受污染 27 差~很差

2021/10/4 14:00 32.0 32.3 8.95 325 10.0 2.0 8.1 2.7 100 0.06 1.0 未(稍)受污染 35 普通~差

2021/11/11 14:00 — — — — — — — — — — — 河道水深不足未採樣 33 普通~差

31 差

6.0-9.0 — ≧5.5 ≦2 — ≦25 ≦5000 ≦0.3 — —

水質等級汙染程度

乙級標準

採樣日期 時間 酸鹼值 RPI

http://wq.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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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3 本年度清水溪生物特有類別與保育等級統計 

 
註1：〝◎〞表此物種為台灣特有種；〝△〞表此物種為外來種；〝◎(△)〞表此物種為臺灣特有但為水系入侵種。 
註2：〝III〞表其他應予保育的野生動物。 

目 科 物種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總計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 8 6 14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 1 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 221 51 7 22 301

台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 3 3 6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 129 76 10 10 225

紅鰭鮊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 1 1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 60 36 37 71 204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 328 340 72 168 908

陳氏鰍鮀 Gobiobotia cheni ◎ 1 2 8 11

臺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 1 1 2

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 14 11 2 27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 5 31 41 40 117

鯉 Cyprinus carpio - 3 2 3 8

䱗條 Hemiculter leucisculus - 2 1 3

台灣間爬岩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 16 12 2 23 53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 Ⅲ 8 42 6 9 65

棘甲鯰科Loricariidae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 7 6 8 21

鬍子鯰 Clarias fuscus △ 2 7 9

鯰 Parasilurus asotus - 7 8 2 1 18

鱨科 Bagridae 短臀擬鱨 Pseudobagrus brevianalis ◎ 5 1 1 7

慈鯛科 Cichlida 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 216 46 19 60 341

明潭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 7 2 6 54 69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 5 40 60 105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 7 1 14 8 30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 1 1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 japonicus - 1 1 2

鱧科 Channidae 泰國鱧 Channa guchua △ 7 7

溪鱧科 Rhyacichthyidae 溪鱧 Rhyacichthys aspro - 1 1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 3 9 34 44 90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 55 14 69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 38 7 128 232 405

南海沼蝦 Macrobrachium australe - 1 1 1 3

匙指蝦科 Atyidae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 14 2 30 162 208

方蟹科 Grapsidae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 6 6

龜鱉目  Testudines 鱉科 Trionychidae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 2 2

6目 14科 35種 11種 1種 20種 24種 28種 26種 3340

鯉科 Cyprinidae

鰕虎魚科 Gobiidae
鱸形目 Perciformes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鯰形目 Siluriformes 鯰科 Siluridae

十足目 Decapoda

鰻形目 Anguilliformes 鰻鱺科 Anguillidae

鯉形目 Cypriniformes

爬鰍科 Balito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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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From 2006 ~ 2021,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fishway of 

Dou-Liou Weir had been executed for 16 years, and had accumulated 
abundant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data.  After modification in 2008,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shway had great improvement.  The fishway is under 
continuous monitoring, the monitoring data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ified fishway, and for longitudinal 
study the function of the biological corridor. 

2. There are total of 2,557 individuals of 28 species of fish, and 781 individuals 
of 6 species of shrimp and crab recorded in Qingshui River in current year.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as listed below: 1,026 individuals, belong to 16 
species of fish, and 55 individuals, belong to 3 species of shrimp were 
recorded at the Upstream monitoring site of Dou-Liou Weir; 678 individuals, 
belong to 19 species of fish, 25 individuals, belong to 5 species of shrimp 
and crab were recorded at Dou-Liou Weir Fishway; 284 individuals, belong 
to 23 species of fish, and 248 individuals, belong to 5 species of shrimp and 
crab were recorded at the Entrance of Dou-Liou Weir Fishway; 569 
individuals, belong to 21 species, and 453 individuals, belong to 5 species of 
shrimp were recorded at the Downstream monitoring site of Dou-Liou Weir. 

3. The dominant fish species recorded at Dou-Liou Weir were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35.5%), Oreochromis sp. (13.3%),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11.8%), Spinibarbus hollandi (8.8%),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8.0%), Carassius auratus (4.6%),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4.1%),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2.7%),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2.5%), 
Hemimyzon formosanum (2.1%). For dominant fish species recorded in each 
monitoring site: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gained the majority at all 4 
monitoring sites, Ustream of Dou-Liou Weir, Fishway, Entrance of Fishway, 
and Downstream monitoring site of Dou-Liou Weir. The dominant shrimp 
species recorded was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Statistic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ajor aquatic animals were indigenous species of Taiwa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amphidromous fishes, crabs and 
shrimps could utilize the biological corridor. 

4.  From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size, and from 
observation data of hydraulic properties of the fishway reveal that the 
Dou-Liou Weir fishway works well, and has positive impact for Dou-L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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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rridor. Currently the biodiversity at Dou-Liou Weir is abundant, 
the fishway works effectively and is sufficient for aquatic animals migration. 
Therefore the habitat near Dou-Liou Weir could be rated as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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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本年度第 1 季總計各樣站(上游、魚道、魚道入口、下游)共發現魚

類 4 目 8 科 16 種 527 尾個體及蝦蟹類 3 科 5 種 59 隻個體。其中分

別在斗六堰上游樣站捕獲 8 種魚類 293 尾、蝦蟹類 3 種 19 隻；斗

六堰魚道樣站共捕獲魚類 8 種 46 尾、蝦類 1 種 1 隻；斗六堰魚道

入口樣站共捕獲魚類 12 種 81 尾、蝦類 4 種 23 隻；斗六堰下游樣

站共捕獲魚類 11 種 107 尾、蝦類 3 種 16 隻。第 1 季斗六堰主要捕

獲的魚類族群分別為粗首馬口鱲(33.4%)、雜交種吳郭魚(25.2%)、

何氏棘鲃(12.0%)、高身小鰾鮈(10.1%) (4.9%)、鯽魚

(4.6%)、極樂吻鰕虎魚(4.0%)、斑帶吻鰕虎魚(2.3%)、明潭吻鰕虎魚

(0.8%)、鯉魚(0.8%)、埔里中華爬岩鰍(0.6%)、白鰻(0.6%)、豹紋翼

甲鯰(0.4%)、短臀擬鱨(0.2%)、鬍子鯰(0.2%)、高身白甲魚(0.2%)。

其中在斗六堰上游樣站主要以雜交種吳郭魚為主，佔 32.8%，粗首

馬口鱲次之佔 30.4%；斗六堰魚道內部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34.8%，雜交種吳郭魚次之佔 19.6%；魚道入口樣站主要以粗首馬

口鱲以及高身小鰾鮈為主，各佔 19.8%；斗六堰下游樣站主要以粗

首馬口鱲為主，佔 51.4%，雜交種吳郭魚次之佔 19.6%。蝦類部分

則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種，佔 66.1%，台灣沼蝦次之佔 15.3%。 

(二) 本年度第 2 季總計各樣站(上游、魚道、魚道入口、下游)共發現魚

類 4 目 8 科 20 種 853 尾個體及蝦蟹類 3 科 5 種 125 隻個體。分別

在斗六堰上游樣站捕獲 5 種魚類 259 尾、蝦蟹類 3 種 10 隻；斗六

堰魚道樣站共捕獲魚類 13 種 383 尾、蝦蟹類 3 種 9 隻；斗六堰魚

道入口樣站共捕獲魚類 11 種 74 尾、蝦蟹類 2 種 69 隻；斗六堰下

游樣站共捕獲魚類 13 種 137 尾、蝦蟹類 4 種 37 隻。第 2 季斗六堰

主要捕獲的魚類族群分別為粗首馬口鱲(60.4%)、雜交種吳郭魚

(13.1%)、高身小鰾鮈(9.7%)、鯽魚(5.5%)、何氏棘鲃(3.8%)、台灣

(1.5%)、斑帶吻鰕虎魚(1.3%)、豹紋翼甲鯰(1.2%)。其中在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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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上游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52.1%；斗六堰魚道內部主

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78.1%；魚道入口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

為主，佔 41.9%；斗六堰下游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36.5%。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種(76.8%)。 

(三) 本年度第 3 季總計各樣站(上游、魚道、魚道入口、下游)共發現魚

類 4 目 10 科 21 種 373 尾個體及蝦蟹類 3 科 5 種 221 隻個體。分別

在斗六堰上游樣站捕獲 12 種魚類 128 尾、蝦蟹類 2 種 21 隻；斗六

堰魚道樣站共捕獲魚類 13 種 85 尾、蝦蟹類 2 種 4 隻；斗六堰魚道

入口樣站共捕獲魚類 13 種 44 尾、蝦蟹類 4 種 34 隻；斗六堰下游

樣站共捕獲魚類 13 種 116 尾、蝦蟹類 4 種 162 隻。另也有在斗六

堰上游樣站記錄爬蟲類中華鱉 2 隻。第 3 季斗六堰主要捕獲的魚類

族群分別為粗首馬口鱲(21.2%)、何氏棘鲃(15.3%)、高身小鰾鮈

(13.1%)、埔里中華爬岩鰍(10.7%)、斑帶吻鰕虎魚(7.5%)、鯽魚

(6.7%) (4.8%)、高身白甲魚(4.3%)、雜交種吳郭魚(3.5%)、

台灣間爬岩鰍(3.2%)、陳氏鰍鮀(2.1%)、鯰(1.9%)、豹紋翼甲鯰

(1.6%)、明潭吻鰕虎魚(1.1%)、極樂吻鰕虎魚(0.8%)、短臀擬鱨

(0.8%)、白鰻(0.3%)、溪鱧(0.3%)、日本禿頭鯊(0.3%)。其中在斗六

堰上游樣站主要以何氏棘鲃為主，佔 27.3%；斗六堰魚道內部主要

以埔里中華爬岩鰍為主，佔 43.5%；魚道入口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

鱲為主，佔 22.7%；斗六堰下游樣站主要以粗首馬口鱲為主，佔

26.7%。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種(50.7%)。 

(四) 本年度第 4 季總計各樣站(上游、魚道、魚道入口、下游)共發現類

4 目 9 科 24 種 804 尾個體及蝦蟹類 1 目 3 科 6 種 376 隻個體。分別

在斗六堰上游樣站捕獲 13 種魚類 346 尾、蝦類 2 種 5 隻；斗六堰

魚道樣站捕獲 15 種魚類 164 尾、蝦蟹類 3 種 11 隻；斗六堰魚道入

口樣站共捕獲魚類 16 種 85 尾、蝦類 5 種 122 隻；斗六堰下游樣站

共捕獲魚類 19 種 209 尾、蝦類 5 種 238 隻。第 4 季斗六堰主要捕

(30.3%)、粗首馬口鱲(17.2%)、雜交

種吳郭魚(10.3%)、何氏棘鲃(9.1%)、明潭吻鰕虎魚(7.2%)、斑帶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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鰕虎魚(6.7%)、台灣間爬岩鰍(5.1%)、鯽魚(2.6%)、高身小鰾鮈

(2.4%)、埔里中華爬岩鰍(2.2%)、鯰(1.4%)、高身白甲魚(1.1%)。其

(49.1%)以及粗首馬口鱲(21.4%)為主，

斗六堰魚道以何氏棘鲃(37.2%) (28.0%)為主，魚道入

口以斑帶吻鰕虎魚(24.7%)以及粗首馬口鱲(17.6%)為主，斗六堰下

游以明潭吻鰕虎魚(23.4%)、粗首馬口鱲(15.3%)以及斑帶吻鰕虎魚

(14.8%)為主。蝦類部分則是以粗糙沼蝦(42.0%)為優勢種。 

(五) 110 年度總計各樣站共發現魚類 4 目 10 科 28 種 2557 尾個體，主要

、何

氏棘鲃以及高身小鰾鮈次之；蝦蟹類 1 目 3 科 6 種 781 隻個體，主

要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為優勢族群，多齒新米蝦、大和沼蝦、台灣

沼蝦次之。本年度本地的新記錄種類計有䱗條、溪鱧、日本禿頭鯊、

南海沼蝦 4 種；另也有記錄到爬蟲類的中華鱉 2 隻。斗六堰上游樣

站魚類記錄有 16 種 1026 尾，主要是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台灣

3 種

55 隻，主要是以粗糙沼蝦為優勢族群；斗六堰魚道魚類記錄有 19

種 678 尾，主要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以及何氏棘鲃為優勢族群，

蝦蟹類記錄有 5 種 25 隻，主要是以大和沼蝦以及粗糙沼蝦為優勢

族群；魚道入口魚類記錄有 23 種 284 尾，主要是以游泳性的粗首

馬口鱲為優勢族群，蝦蟹類記錄有 5 種 248 尾，主要是以粗糙沼蝦

以及台灣沼蝦為優勢族群；下游魚類記錄有 21 種 569 尾，主要是

以粗首馬口鱲、高身小鰾鮈為優勢族群，蝦蟹類記錄有 5 種 453 隻，

主要是以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以及大和沼蝦為優勢族群。本年度

調查結果顯示本區主要的水生動物大部分係台灣原生物種，並有記

錄到保育類物種埔里中華爬岩鰍，同時也有兩側洄游的白鰻、鱸

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日本禿頭鯊、溪鱧以及攀爬性

的大和沼蝦、台灣沼蝦、南海沼蝦、合浦絨螯蟹可以順利到達本區，

其中溪鱧、日本禿頭鯊、南海沼蝦都是在此區域新記錄到的兩側洄

游物種，歷年計畫未曾有過記錄。但須注意外來種的何氏棘鲃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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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種吳郭魚在部分測站已逐漸成為優勢種，今年度雜交種吳郭魚的

數量較往年增加許多，而高身白甲魚在近年濁水溪河系的調查也有

變多的趨勢。 

(六) 由過去的研究資料統計結果發現，斗六堰河段的粗首馬口鱲在 2 至

6 月及 11 至 1 11 至 4 月

時也是成魚上溯產卵的時期；埔里中華爬岩鰍在 9 至 11 月為幼魚

上溯尋找棲地的高峰期；明潭吻鰕虎魚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3 至 6

月；高身小鰾鮈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2 至 6 月。 

(七) 調查結果顯示本區主要的水生動物大部分係台灣原生物種，同時也

有部分兩側洄游的魚類以及攀爬性蝦蟹類可以順利到達本區。由相

關生物族群分布與數量的統計結果，以及魚道各階的水理條件觀測

分析，顯示斗六堰魚道功能正常效益良好，對於斗六堰生態廊道的

維護有正面的幫助。目前斗六堰周邊的生物多樣性相當豐富，且魚

道效益佳，可供各種生物的洄溯，顯示本區周邊環境尚稱良好。 

二、建議 

(一) 何氏棘鲃雖然為台灣特有種魚類，但是主要分布於南部與東部的溪

流，近年則陸續於斗六堰各測站發現其蹤跡。本期共調查捕獲 225

尾個體，多發現於斗六堰上游測站及魚道內部，另魚道入口及斗六

堰下游也有紀錄，其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研究何氏棘鲃

之食性時，發現其胃內含物多為藻類、雜質、魚刺及魚鱗等組織，

今年度記錄有未消化可清楚辨識的斑帶吻鰕虎魚，並曾有目擊其口

中吞有其他魚種之情形。本種已可在本地繁殖，嚴重影響其他原生

種生物，因此在調查時若有捕獲均予以現地移除。 

(二) 斗六堰周邊河段的優勢魚種都是淡水域內河洄游之魚種，且每年從

9 月至隔年 6 月都有不同的魚類利用本魚道進行洄游，顯示維持斗

六堰魚道之暢通對於本地河川生態相當重要，因此建議在這段期間

應盡量維持魚道的正常運作。 

(三) 開啟排砂閘門時，請注意魚道內退水時間需延長：由於魚道內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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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魚類活動，如果關閉閘門過於迅速，部份魚類來不及退出魚道

時將會擱淺而死亡。同時排砂閘門如果關閉過於迅速，同樣的在其

下游也會有許多魚類來不及從高灘地退回主流河道而擱淺，因此均

叮嚀管理人員在開啟或關閉排砂閘門時，要有約 30 分鐘的足夠退

水時間，以便可以更保障魚類的安全。游泳性魚類的最適游泳水深

為體高的 2 倍以上，而在體高 1 倍左右的水深即會有警覺性，感到

水位降低而跟水流一起退到較深河道，因此參考本區過往魚類調查

資料，建議排砂結束時在排砂閘門關閉的最後開度，要保留小流

量，維持水深約為 5 公分的高度 30 分鐘，以便讓魚類有機會跟著

水流退去。 

(四) 斗六堰魚道周邊之解說看板，因陽光長期曝曬，目前已有退色的情

況，建議可以進行面板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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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由 

斗六堰原稱斗六大圳進水口，由於其設備已相當老舊，同時要能

夠提供緊急時期之取水功能，所以政府於民國 90 年配合集集共同引水

計畫，進行本進水口更新改善工程。在此同時，為了考量生態保育之

重要性，亦增設一座水池隔壁式魚道(Ice Harbor Type fishway)(圖 1-1)，

以提供洄游生物之利用以達到保育河川生態的目的。 

惟在魚道興建之後，並沒有針對本項工程之效益以及生態現況進

行後續追蹤研究，因此主管機關中區水資源局（簡稱中水局）特地從

民國 95 年起，專案辦理相關的生態調查和魚道效益評估，同時進行相

關的魚道改善研究和工程。本報告係延續 95~109 年度之工作，進行魚

道改修後的生態監測和效益評估，以瞭解目前清水溪生物廊道的暢通

情況。 

 

資料來源: 斗六堰魚道效益評估與改善方案規劃報告(巨廷，96 年) 

圖 1-1 水池隔壁式魚道示意圖 

1.2 前期研究成果概述 

為瞭解斗六堰魚道自完工以來其效益如何，中水局自 95 年起就開

始進行斗六堰上下游水域生態資源調查研究及魚道系統效益評估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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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 95 年的研究成果中發現，生態資源的分佈在斗六堰魚道下游樣

站所捕獲之魚類族群數量為上游樣站的 3 倍之多。蝦類部分斗六堰上

游樣站以陸封型蝦類為主，斗六堰下游樣站則以洄游性蝦類為主，而

且上下游樣站蝦類族群數量差異甚遠，顯示大部分的蝦類都集中在下

游河段。顯示斗六堰的魚道功能並未發揮，因此積極進行相關的改善

評估(中水局，2006)。 

在 97 年斗六堰附設魚道改善之前，依魚道進水口的邊界條件推

算，既使魚道閘門在全開啟的狀態下，魚道內部的流量約只有 0.3cms，

平均流速則為 1.64m/sec。研究發現整個魚道有三個較為重要的問題需

要改正，分別是(1)魚道出口底部過高而進水量不足，(2)魚道的本體構

造各部規格不一需要檢修，和(3)魚道入口落差過大導致流速過快。這

三項問題都需要加以改善之後，才能夠提升魚道的效益。整個魚道系

統建議進行相關的改善措施，包括 (1)魚道出口(進水口)段 39～48 階之

底部左右潛孔之間的隔壁應全部打除。(2)魚道入口(出水口)段改修為垂

直豎槽式魚道。(3)現有魚道本體之潛孔規格均應加以按照原設計重新

檢修。(4)魚道出口(進水口)加設攔污柵(中水局，2006)。 

斗六堰魚道經過 96 年確立改修方案之後，在 97 年初完成相關改

修工程，經過後續的追蹤調查評估，不管在水理條件分析或是生態效

益評估方面，均已能達到原規劃之目標(中水局，2007)。97 年第 3 季

在魚道上段(出口端)的全開口潛孔式魚道進行內部小規模改修測試，在

各階之間的水池內增設 20cm 高的木頭底檻檔板，以便在低流量的情況

下可以提高水深並減低流速，測試結果符合預期之規劃。在第 15～16

階增設底檻和垂直擋水板，也改善了中段水池隔壁式魚道本體轉換至

下段垂直豎槽式魚道本體之兩個不同階段間的落差不容易控制之問

題。從此之後，斗六堰附設魚道的整體系統以臻至完善的地步，同時

管理單位也均能積極的操作放水，讓整個生物廊道得以暢通(中水局，

2008)。 

經過多年的追蹤調查，發現魚道的水理和生態效益均已達到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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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所以在 98 年間就增設相關的解說看板，已便讓大家了解整個

魚道的設計內容和周邊生態保育的成效(中水局，2009)。 

98 年間也建議在右岸增設模組式魚道，但是因為流路變動頻繁以

及洪水好發而需要經常修繕，因此從 102 年起主要管理左岸之固定式

魚道，做為永久性的生物廊道之用(中水局，2012)。 

根據比較 95~109 年度於本區之魚類及蝦類調查結果發現，物種組

成相似。斗六堰上游測站 95~109 年資料比較結果發現，魚類在 95 年

時，在數量及種數皆為歷年來最少的一年，自 96 年開始數量開始增加

至 98 年達到高峰，99 年度因魚道歲修造成魚類無法上溯，影響魚類數

量，次年 100 年開始魚類族群數量逐漸恢復，103 年為歷年來數量之高

峰，104~106 年度數量有下降的趨勢，但種類則為類似，107 年種類以

及數量都較 105、106 年為升高，108 年種類與數量都稍有下降，與 106

年相仿，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8 年為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

蝦類經歷年資料顯示，大多群居於下游地區，上游調查到的數量不多，

自 95 年開始於上游調查到的數量就不多，其數量呈現消長，101 年度

因大水因素，造成棲地改變，促使蝦類被迫移動或躲藏至沿岸，增加

電捕的機會，故該年度之底棲生物數量達歷年最高，之後一直到 103

年捕獲數量逐漸變少，至 104、105 年度則又逐年升高，106 年數量與

種類都降低，107 年又稍有回升，108 年則是種類數增加，但數量則是

下降，109 年在種類數持平，但數量上較 108 年增加不少，數量上為歷

年第二高。 

斗六堰魚道測站 95~109 年資料比較結果發現，95 年度因魚道整

修，該年之魚道生物數量較少，100 年因魚道通水正常其生物族群量也

逐漸恢復，惟 101~102 年度受天氣影響，降雨量大幅增加，影響魚類

利用魚道不易，故數量較 100 年少，自 103 年度開始數量有大幅增加

趨勢，103 年度捕獲數量達歷年最高，104~106 年度數量有下降的趨勢，

但種類則為類似，107 年種類以及數量都稍有回升，108 年種類持平仍

為歷年最多，但數量則是稍有下降，109 年種類持平仍為歷年最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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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則是較 108 年上升。蝦類自 95 年度開始，蝦類族群較少出現在魚道，

近年來族群數量呈現消長趨勢，自 101 年度開始至 103 年度魚道的蝦

類族群數量皆有增加趨勢，104、105 年則又稍微下滑，106 年種類數

量皆有上升，107 年則數量下滑，種類增加，108 年種類數持平，但因

第 4 季記錄到大量的洄游性大和沼蝦，因此數量較 107 年為上升許多，

大部分的蝦子都會躲在魚道前端與消波塊的交接處，109 年種類持平，

但數量下降，與 107 年相仿。 

斗六堰下游測站 95~109 年資料比較結果發現，自 95 年開始魚類

數量呈現消長趨勢，其中歷年捕獲數量以 97 年度最高，惟 98～103 因

氣候影響，降雨量大，造成數量有減少之趨勢，104 年度因環境因子擾

動不大，族群量有恢復趨勢，104 年度因降雨量少，但下游環境特殊，

水門下有一潭魚體可躲避，且下游主要水源來自水門放水，104 年度的

少量降雨對下游魚類數量組成影響較不大，且都較 103 年度有大幅增

加趨勢，105 年由於 3 月開始下游水門持續大量放水排砂，因此點改至

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所調查到的數量較 104 年少，但種類則較 104

年為多，106 年魚種數又略微增加，但數量則稍減，107 年種類與數量

都較 106 年稍微減少，108 年種類上升為歷年最多，但數量則稍有下降，

109 年種類稍微下降，數量則是幾乎持平。蝦類自 95～97 年數量及種

數皆豐富，但自 98 年度族群量開始呈現下滑趨勢，100 年度族群數量

才逐漸恢復，102 年因氣候影響，造成數量有減少之趨勢，103、104

年度族群量仍少。105 年則因 3 月～5 月之間下游施工，調整河道、下

游水門放水，無法進行生態調查，後則改至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調

查，故蝦類族群物數量略有下降，106 年在數量上則又更少，107 年稍

有回升，108 年又再稍有上升，109 年數量稍微下降，但種類數則 102

～109 年皆持平。歷次之調查結果發現大部分之物種都同時存在各樣

站，且能繼續上溯至上游測站，顯示本魚道對於提供斗六堰生態廊道

之目的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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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監測計畫概述 

一、 魚道上下游魚類生態及洄游生物調查 

監測項目以底棲生物及魚類生物為主，持續進行斗六堰附近生態資

源及洄游生物現況調查，並注意環境背景不同與水域生態資源之變化。 

二、 魚道本體水域生態及流量調查分析 

(一) 魚道本體魚蝦類生態調查 

進行魚道內部之生物種類、數量、分布等調查，以檢驗魚道的

效果並探討是否能發揮其應有功能。調查魚道效益方法為於魚道入

口處架設攔截網，藉由關閉魚道放水時，統計魚道內的生物種類數

及個體數量。另於適當的位置架設攔截網，使洄游魚類只能往上溯

游或是往下溯游，並在清除魚道內所有的魚類個體之後，在一定的

時間後重新調查魚道內的魚類分布情形，以瞭解不同生物在魚道內

洄游的習性等問題。且藉由長期統計魚道內的不同魚種與數量，俾

利了解不同魚類的洄游季節。 

(二) 魚道流量流速調查評估 

魚道內擇第 38 階架設量尺，根據本魚道改善後的設計規模，

檢視魚道改善後土木結構是否符合改善設計圖之要求，且評估魚道

改善後的水理狀況(流量及流速)是否符合本區魚類特性的最佳流量

及流速的條件。 

三、魚道水質、水理與魚類生態之關係檢討 

(一) 斗六堰附近生態基流量追蹤 

持續收集本區域以及周邊地區水文資料，主要以清水溪相關水

文站的資料進行統計追蹤，以確保斗六堰在生物洄游期間能夠排放

足夠之生態放流量。當生態放流量明顯不足時，除了進行生態影響

評估的研究調查外，亦提供必要的因應策略。 

(二) 水質及水理與魚類生態之關係檢討 

探討魚道改善後水質、水理條件與魚類生態之間的關連性，包

括水質污染程度、魚道最佳水理條件(流量及流速)及魚類生態分佈

情形等資料，做為檢討斗六堰附近生態廊道通暢性的改善基礎。 



 

 2-1 

第二章 監測內容概述 

2.1 監測內容及位址 

斗六堰水域生態監測主要係針對斗六堰上、下游水域及斗六堰魚

道生態資源進行相關之調查研究，以充分瞭解清水溪(濁水溪支流)下游

之水域生態資源，及斗六堰附設魚道改修後生物利用情形。調查頻率

為每月 1 次，各監測站位置分別為： 

1. 斗六堰魚道本體監測站(簡稱：斗六堰魚道測站) 

2. 魚道上游約 500 公尺處監測站(簡稱：斗六堰上游測站) 

3. 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監測站(簡稱：斗六堰下游測站) 

所有測站以調查左岸為主，如遇左岸無水的狀況，則改至該測站

相對之右岸進行測量(參考圖 2-1)。 

 

A：斗六堰下游站 
(213578.963,2629913.762) 

B：斗六堰魚道站 
    斗六堰魚道入口站 

(213759.987,2629715.408) 

C：斗六堰上游站 

(214398.847,2628926.544) 
 

圖 2-1 本計畫生態調查測站位置示意圖 

2.2 監測方法概述 

一、魚道本體流量量測 

本項工作主要係針對斗六堰魚道的通流量進行量測，以檢視是否

符合魚道規劃的最佳流量，量測方法係參考環檢所公告之 NIEA 

 

C 

A 

B 

500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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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2.51C 流速計法。由於魚道內部土木結構與天然河道略有不同，故

量測方法會依現地狀況略做調整。 

環檢所公告之 NIEA W022.51C 流速計法說明如下： 

(一) 測定地點之選擇：流速測定地點之選擇，應考慮下列各項因素： 

1. 水流為可能只有一條流路。 

2. 測定地點之上、下游，最少要有渠道寬數倍長之直流段，且無漩渦、

積流和急流之現象發生。 

3. 測定地點應有適當之水深，渠道中若有多量堆積物，則應避開。 

4. 測定地點之斷面與其上、下游之斷面無大差異。 

5. 無橋及其他構造物之影響。 

6. 無顯著之工作危險因素。 

(二) 斷面積之測定 

1. 在流速測定地點上，將繩索或鋼索與水流方向成垂直而水平固定

之，原則上在線上設定 15 個以上之等間隔測定點，惟可依水路之

寬和水流狀況而增減之。如各測定點間之流速變化大於 20%以上

時，則應縮小其間隔。 

2. 以尺或有刻度之竹竿或測錘等測定各測定點之水深。 

(三) 流速之測定 

依流速及水深選定適當之流速計，以流速計測定各測定點各不

同深度之流速，進而求平均流速，本項工作之流速測定主要係以重

慶華正水文儀器公司的 CQS.LCY-1 電磁旋杯式流速儀為主(照片

2-1)。 

CQS.LCY-1 型旋杯式流速儀平均流速(V)係由下述之方式求

得： 

V=a+bn 

式中 V：T 時間內的平均流速 

     a：流速儀的常數(單位 m/s) 

     b：流速儀的水力螺距(單位 m) 

     n：轉子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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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重慶華正水文儀器廠製造的 CQS.LCY-1 型旋杯式流速儀 

二、水域生態監測 

本水域生態之調查監測計有底棲生物(蝦蟹類)與魚類等兩個主要

項目，茲將調查方法分述如下： 

(一) 底棲生物(蝦蟹類) 

經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採集同意函 ( 農授漁字第

1101200549 號函，附錄一)，採電氣捕魚法調查，將同時所捕獲之

蝦蟹一併記錄其種類、個體數、體長及頭胸甲殼寬後，放回原河段。 

(二) 魚類 

清水溪屬於濁水溪的支流，過往紀錄魚種多達 27 種，多數魚

類為台灣特有種，其中埔里中華爬岩鰍(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因為其族群量銳減，所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民國 79 年依據「野

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其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民國 98 年則

再修正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由於各相關生態監測地點之水流湍急和透明度低，無法使用其

他有效監測的方法，因此只能經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使用電氣

捕魚法同意函(農授漁字第 1101200549 號)之後，採用電氣捕魚法調

查魚類，並將捕獲之魚類記錄其種類、個體數、體長等項目，在魚

類甦醒後予以放回原河段。相關的調查方向和調查點之記錄座標如

圖 2-2 所示，本計畫之調查主要以左岸調查為主，遇到左岸無法進

行調查時，會換到右岸進行。魚道內的調查則係採取全面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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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10 年度清水溪生物特有類別與保育等級統計 

  
註 1：〝◎〞表此物種為台灣特有種；〝△〞表此物種為外來種；〝◎(△)〞表此物種為臺灣特有但為水系入侵種。 
註 2：〝III〞表其他應予保育的野生動物。 

目 科 物種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總計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 8 6 14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 1 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 221 51 7 22 301

台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 3 3 6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 129 76 10 10 225

紅鰭鮊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 1 1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 60 36 37 71 204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 328 340 72 168 908

陳氏鰍鮀 Gobiobotia cheni ◎ 1 2 8 11

臺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 1 1 2

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 14 11 2 27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 5 31 41 40 117

鯉 Cyprinus carpio - 3 2 3 8

䱗條 Hemiculter leucisculus - 2 1 3

台灣間爬岩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 16 12 2 23 53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 Ⅲ 8 42 6 9 65

棘甲鯰科Loricariidae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 7 6 8 21

鬍子鯰 Clarias fuscus △ 2 7 9

鯰 Parasilurus asotus - 7 8 2 1 18

鱨科 Bagridae 短臀擬鱨 Pseudobagrus brevianalis ◎ 5 1 1 7

慈鯛科 Cichlida 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 216 46 19 60 341

明潭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 7 2 6 54 69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 5 40 60 105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 7 1 14 8 30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 1 1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 japonicus - 1 1 2

鱧科 Channidae 泰國鱧 Channa guchua △ 7 7

溪鱧科 Rhyacichthyidae 溪鱧 Rhyacichthys aspro - 1 1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 3 9 34 44 90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 55 14 69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 38 7 128 232 405

南海沼蝦 Macrobrachium australe - 1 1 1 3

匙指蝦科 Atyidae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 14 2 30 162 208

方蟹科 Grapsidae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 6 6

龜鱉目  Testudines 鱉科 Trionychidae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 2 2

6目 14科 35種 11種 1種 20種 24種 28種 26種 3340

鯉科 Cyprinidae

鰕虎魚科 Gobiidae
鱸形目 Perciformes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鯰形目 Siluriformes 鯰科 Siluridae

十足目 Decapoda

鰻形目 Anguilliformes 鰻鱺科 Anguillidae

鯉形目 Cypriniformes

爬鰍科 Balito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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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底棲生物(蝦蟹類)及魚類生態調查位置示意圖 

三、斗六堰魚道生態資源調查(魚道效益追蹤) 

(一) 在每次調查時，藉由統計在魚道內的溯河魚類數量，來驗證魚道的

效果，探討其是否能達到應有功能。調查魚道效益的方法是利用電

捕的方式，從魚道入口逐階地往上游調查魚道內各階的魚類分布情

形，以瞭解不同魚類在魚道內洄游的狀況。 

(二) 由於魚道中、上段的結構(水池隔壁式與潛孔式)缺乏人員行走的通

路，因此無法採取電捕的方法逐階調查，只能在水池隔壁式第 17

階的位置架設攔截網，藉由關閉魚道進水閘門的時候，讓魚道內的

魚類順水退下來，再從中統計魚道內的魚類種類數及個體數量。 

(三) 為了要知道魚道內的魚類是在上溯或是下降的行為，也在魚道內適

當之位置架設攔截不同通過方向的魚類攔截網。但是平常河水有較

多的垃圾雜物，因此攔截網經常容易遭受損壞。再者因為清水溪的

水源經常混濁，因此也不容易使用水底攝影機做監測調查。 

經由上述的幾種調查方式，進行長期魚道內的不同魚種與數量的

統計，可以了解不同魚類的洄游季節為何，以及瞭解魚道的效益情形。

調查後的生物名錄如表 2-1 所示。 

 

水流方
向

GPS座標點

A A'

平面圖

左
岸

右
岸

<100 m>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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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監測結果 

3.1 測站環境狀況 

南雲大橋至清水溪河口(含斗六堰魚道)魚類生態現況調查的部

分，共設立斗六堰上、下游、斗六堰魚道 3 個測站。調查頻率為每月 1

次，其相關測站環境調查當時的狀況敘述如後。 

一、 斗六堰上游測站 

本測站選擇於枋寮導水暗渠之上游，在一般時候均選擇左岸靠近

斗六堰進水口這一側進行調查，惟因斗六堰進水口位於清水溪本河段

之凸岸，若不是在豐水期或是特別興築導水路的時候，往往都缺乏正

常的水流，因此在這些季節裡就必須要選擇到右岸接近枋寮堤防處進

行調查工作。由於這兩側的測站皆位於枋寮導水暗渠的直上方，因水

平固定堰頂上游端的回淤已經相當穩定，因此測站區域的環境均相當

穩定。行水區的流路均相當寬廣，水深大都不超過 50 公分，均為緩流

且缺乏深潭的環境為主，河床底質以卵石以及圓石為主，被覆大量的

泥砂。另兩側接近堤防處有較高的灘地，河中島雖然不是非常發達，

惟面積相當廣闊，主要為五節芒等優勢植物為主的植被披覆。本區只

有在斗六進水口需要取水之期間會特別開挖一條臨時的導水路，水深

可達 1~2 公尺左右。 

1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流心處做調查，晴天，水量中

小，水清澈，水淺有瀨區，上游左岸有一大片積礫露出，已長出短草，

兩岸禾本科多且高，水流過河中砂石道後下游有挖過，有車道直接下

到水邊(附錄三照片 1)。 

2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流心處做調查，水量中小，水

清澈，水淺有瀨區，上游左岸有一大片積礫露出，已長出草，兩岸禾

本科多且高，水流過河中砂石道後下游有挖過，有車道直接下到水邊(附

錄三照片 2)。 

3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流心處做調查，砂石便道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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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原先中斷處回填水泥，河水僅少量從水泥上越流，且有砂石車不

斷經過，上游處橋下的水因砂石便道回填水泥而被積高，多為靜水域，

整體水量中小，水清澈(附錄三照片 3)。 

4 月份︰本次調查南雲大橋下主流因水泥砂石便道回填而形成靜

水域，僅有小量水從水泥上越流，移至砂石便道下游處調查，水量很

小，水微濁黃灰色，有非常多砂石車通行，會直接通過水泥越流處(附

錄三照片 4)。 

5 月份︰本次調查南雲大橋下主流因水泥砂石便道回填而形成靜

水域，僅有小量水從水泥上越流，因原本靠右岸河道水量較小，不利

做調查，改至另一較靠中央的流心做調查，水流一樣是從砂石便道水

泥越流，水量小，水清澈，底質為礫石及淤泥，兩岸有一些草本植物，

但因在河道中央，長得並不高。調查時觀察到一尾雜交種吳郭魚有護

幼的行為，正在不斷驅趕水裡其他靠近幼魚的魚類(附錄三照片 5)。 

6 月份︰本次調查南雲大橋下主流因梅雨季來臨水量很大，水濁灰

色，水面非常寬，原本的砂石便道整個被大水沖斷，流路暢通(附錄三

照片 6)。 

7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流心處做調查，水量大，水濁

灰綠色，有兩道大分流，水量皆大，水面寬，砂石車便道被沖到幾乎

無痕跡，近日應有大水，近期下午都有午後雷陣雨(附錄三照片 7)。 

8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游流心處做調查，水量很大，

水濁灰，水面寬，流速快，水深，河堤內砂石場用的路基有被沖壞，

橋下的長草區全被沖掉(附錄三照片 8)。 

9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游流心處做調查，水量大，水

濁灰，水面寬，流速快，分流很多，河堤內砂石場用的路基被沖壞，

橋下的長草區全被沖掉(附錄三照片 9)。 

10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游流心處做調查，整體水路

有大型辮狀分流，水量中，水面稍寬，水淺清澈，水中日照充足，石

頭上有許多附著藻及絲狀藻，岸邊也有許多水退去後乾掉的藻類(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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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 10)。 

11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游流心處做調查，水量小，

水清澈，水淺，日照充足，水中石頭上很多附生藻，岸邊有長一點水

生空心菜並開花，岸上有許多乾掉的絲狀藻(附錄三照片 11)。 

12 月份︰本次調查在主流南雲大橋下流心處做調查，天氣晴轉多

雲，水量中小，有兩道分流，水淺水清澈，下游處有新蓋一個砂石便

道，其路徑跟往年不同，較靠下游，水流從涵管通過，調查處位於便

道的上游與南雲大橋之間(附錄三照片 12)。 

二、斗六堰魚道測站 

本測站為位於魚道本體內之調查，魚道本體為水泥人工構造物，

魚道上游水量充足時，魚道內的水會經由魚道內流入下游的天然河

道，魚道入口附近底部放置許多消波塊。 

1 月份︰本次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清微濁，上游引水

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空氣中有些微油

味。魚道入口水深，左岸淤泥多，兩岸禾本科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25、

49～52)。 

2 月份︰本次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清澈，上游引水道水

位偏低，底部淤泥已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斗

六堰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取水。魚道入口處水較深，本次調查多數

物種都在此處捕獲，左岸淤泥多，兩岸禾本科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26、

53～56)。 

3 月份︰本次調查魚道供水正常，空氣中有油味，水量中小，水清

微濁，魚道許多缺崁無越流，上游引水道水位偏低，底部淤泥已露出，

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斗六堰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

取水。魚道入口處底質淤泥多，水微濁黃灰色，兩岸禾本科多且高(附

錄三照片 27、57～60)。 

4 月份︰本次調查斗六堰有用土填高，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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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約 30 公分，魚道缺崁無越流，水濁灰色，上游引水道淤積非常嚴

重，水位很低，底下淤積已露出長草，斗六堰無越流，魚道入口底質

淤泥多，草本植物繁生(附錄三照片 28、61～64)。 

5 月份︰本次調查斗六堰有用土填高，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

水深約 27 公分，魚道缺崁無越流，水微濁黃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很

低，大量底質淤積露出，斗六堰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取水，魚道入

口水濁黃色，有大片積水流動較緩，底質淤泥多，草本植物繁生且高(附

錄三照片 29、65～68)。 

6 月份︰本次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很大，水濁黃灰色，上游引

水道水位中高，但淤泥多，有長草，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

草木，無越流。魚道入口水深水量大，水濁黃褐色至泥漿色，左岸淤

泥多，兩岸禾本科多且高，草下的泥沙濕軟，近日有大水流過的跡象(附

錄三照片 30、69～72)。 

7 月份︰本次調查斗六堰有用土填高，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

水很濁泥黃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小量越流，魚道入口水

面寬，水淹至左岸芒草叢，左岸淤泥多，泥土濕軟，近日應有大水(附

錄三照片 31、73～76)。 

8 月份︰本次調查斗六堰有用土填高，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

水黃濁灰，上游引水道水位高，斗六堰有少量越流，排砂門放水中，

魚道入口水濁黃灰色，水量很大，水很深，左岸的長草區都被沖倒(附

錄三照片 32、77～80)。 

9 月份︰本次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濁黃灰色，第 38 階

隔壁全面越流，斗六堰上游水位高，有用土填高，排砂門放水中，斗

六堰有越流，魚道入口水深，水量很大，河岸兩側禾本科植物多，芒

草已開花(附錄三照片 33、81～84)。 

10 月份︰本次調查斗六堰有用土填高，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

水微濁藍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高，中間排砂門有小量放水，斗六堰

少量越流，魚道口水深，水微濁綠黃色，左岸淤砂多，禾本科植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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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高(附錄三照片 34、85～88)。 

11 月份︰本次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38 階全面越流，水濁

灰，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有

小量越流，3 個排砂門頂端都有溢流。魚道口排砂道下方水淹滿，無底

質露出，入口處水深，水濁灰綠色，左岸淤泥淤沙多，兩岸禾本科多

且高(附錄三照片 35、89～92)。 

12 月份︰本次調查時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微濁黃灰色，上

游引水道水位中，開始有小片底質淤積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

方長很多草木，無越流。魚道口排砂道下方有大片積水，但水深較上

個月淺，魚道入口左岸上有淤砂，兩岸禾本科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36、

93～96)。 

三、斗六堰下游測站 

本測站位於斗六堰魚道的直下方天然河道，屬於清水溪之左岸。

承接斗六堰排砂道、魚道之水量、枋寮導水暗渠左側之溢流水量及群

組放水門之排水，因此水流量的變動相當大，同時流速因為水流量之

不同而有差異。河床基質為圓石以及卵石為主，被覆大量的細沉積沙

土。河道較寬廣而兩岸的高灘地及河中島均以砂質化，兩側長滿五節

芒和大花咸豐草等草本植物。 

1 月份︰調查當日水量中大，水清微濁，多為淺流，左岸淤泥厚，

兩岸禾本科植物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37)。 

2 月份︰調查當日水量中小，水清徹，底質淤泥厚，多為淺流以及

平流，兩岸禾本科植物多且高，也有很多新長的草，整體瀨區往更下

游分布(附錄三照片 38)。 

3 月份︰調查當日下游底質淤泥多，多為平流，水量中小，水清微

濁，兩岸禾本科多且高，調查捕獲雜交種吳郭魚口孵仔稚魚約 350 尾(附

錄三照片 39)。 

4 月份︰調查當日下游水量中小，水面稍寬但無流，水濁灰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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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淤泥多，兩岸禾本科多(附錄三照片 40)。 

5 月份︰調查當日下游水量中，水面稍寬但仍無流，水很濁黃色，

底質淤泥厚，兩岸禾本科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41)。 

6 月份︰調查當日魚道通水正常，下游水量中大，水濁黃灰色， 兩

岸禾本科植物多且高，看起來有被大水沖過，底泥濕軟(附錄三照片 42)。 

7 月份︰調查當日水量大，水面寬，水很濁泥黃色，兩岸禾本科多

且高，岸邊淤泥多，水淹至左岸芒草叢，左岸淤泥濕軟，近日應有大

水(附錄三照片 43)。 

8 月份︰調查當日排砂門放水中，水量極大，水濁黃灰色，水面寬，

流速快，左岸長草區都被沖倒，也有水流通過(附錄三照片 44)。 

9 月份︰調查當日排砂門放水中，水量很大，水濁黃灰色，流速快，

河岸兩側禾本科植物多，芒草已開花(附錄三照片 45)。 

10 月份︰調查當日水量大，水面寬，水清微濁，附著藻多，水不

深有瀨區，兩岸禾本科植物高且多，已無芒花(附錄三照片 46)。 

11 月份︰調查當日水量中大，水面稍寬，有分成兩道分流，水微

濁灰綠色，底質多為礫石，上面覆蓋有一層泥加上附著藻，左岸有些

淤泥，兩岸禾本科植物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47)。 

12 月份︰調查當日水量中小，較上月小不少，水微濁黃綠灰，左

側岸上稍有淤泥，底質礫石上覆蓋有一小層泥加上附著藻，兩岸禾本

科多且高(附錄三照片 48)。 

3.2 斗六堰魚道附近水域生態監測 

一、斗六堰基礎魚類生態調查及基流量排放效益追蹤 

(一) 斗六堰附近魚類生態調查及洄游生物現況調查 

1. 斗六堰上游測站 

1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193 尾個體，分別為台

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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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2.1%；外來種何氏棘鲃次之，發現 55 尾，佔

28.5%。蝦類則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5 隻個體，為粗糙沼蝦。保育類

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極樂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

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1、表 3-2)。 

2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58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34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58.6%；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次之，發現 13

尾，佔 22.4%。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3 種共 12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

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以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記錄較多，

各發現 5 隻個體，各佔總捕獲的 41.7%。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

物種記錄有大和沼蝦 1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1、表 3-2)。 

3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2 科 6 種魚類共 42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共發現 33 尾個體，

佔總捕獲的 78.6%。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1 種共 2 隻個體，為陸封型

的粗糙沼蝦。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極樂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 1 種(表 3-1、表 3-2)。 

4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2 科 4 種魚類共 135 尾個體，分別為台

的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共發現 102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75.6%；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次之，共發現 28 尾個體，佔總捕獲

的 20.7%。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3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

多齒新米蝦。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

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3、表 3-4)。 

5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2 科 5 種魚類共 89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共發現 28 尾個體，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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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捕獲的 31.5%；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次之，共發現 22 尾個體，

佔總捕獲的 24.7%；外來種的何氏棘鲃再次之，共 16 尾個體，佔

18.0%。蝦類無記錄。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

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3、表 3-4)。 

6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2 科 5 種魚類共 35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雜交種吳郭魚。其中

又以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13 尾個體，佔總捕

獲的 37.1%；粗首馬口鱲次之，共發現 10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8.6%。蝦類則發現有 1 科 2 種 7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粗糙

沼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6 隻，佔總捕

獲的 85.7%。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大和沼蝦 1 種；

外來種則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3、表 3-4)。 

7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8 種魚類共 66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雜交種吳郭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記錄

較多，共發現 24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6.4%；粗首馬口鱲次之，發

現 17 尾，佔 25.8%；外來種的何氏棘鲃再次之，發現 15 尾，佔

22.7%。蝦類則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2 隻個體，為粗糙沼蝦。保育類

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極樂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

氏棘鲃、高身白甲魚、雜交種吳郭魚 3 種。另有記錄到爬蟲類中華

鱉 1 隻(表 3-5、表 3-6)。 

8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7 種魚類共 16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交種吳郭魚。其中又以外來種的何氏棘鲃及高身白甲魚記錄較多，

各發現 4 尾個體，各佔總捕獲的 25.0%。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13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

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11 隻，佔總捕獲的 84.6%。保育類無記錄；

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雜交

種吳郭魚 3種。另本月調查記錄有爬蟲類中華鱉 1隻(表 3-5、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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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7 種魚類共 46 尾個體，分別為台灣

鲃、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魚、短臀擬鱨、明潭吻鰕

虎魚、短吻紅斑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外來種的何氏棘鲃為主要優勢

魚種，共發現 1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4.8%。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6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各記錄有 3 隻，各

佔總捕獲的 50.0%。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

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 2 種(表 3-5、表 3-6)。 

10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5 科 10 種魚類共 51 尾個體，分別為台

鰍、埔里中華爬岩鰍、短臀擬鱨、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

17 尾個體，佔總捕

獲的 33.3%；粗首馬口鱲次之，共 15 尾，佔 29.4%。蝦類無記錄。

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

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7、表 3-8)。 

11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5 科 9 種魚類共 157 尾個體，分別為台

爬岩鰍、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台

9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61.1%；雜交種吳

郭魚次之，發現 24 尾，佔 15.3%。蝦類則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3 隻個

體，為陸封型的粗糙沼蝦。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

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7、表 3-8)。 

12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8 種魚類共 138 尾個體，分別為台

陳氏鰍鮀、台灣白甲魚、台灣間

爬岩鰍、鯰、雜交種吳郭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 記錄較多，

共發現 57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41.3%；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次之，

共發現 4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3.3%。蝦類則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2

隻個體，為多齒新米蝦。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

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7、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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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魚道入口測站 

1 月份：共調查到 4 目 6 科 9 種魚類共 24 尾個體，分別為白鰻、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鯉、鬍子鯰、短臀擬鱨、雜交種

吳郭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鯽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5.0%。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2 種共 2 隻個體，

分別為大和沼蝦、粗糙沼蝦。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

白鰻、斑帶吻鰕虎魚、大和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有鬍子鯰、雜交

種吳郭魚 2 種(表 3-1、表 3-2)。 

2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8 種魚類共 28 尾個體，分別為白鰻、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鯉、埔里中華爬岩鰍、斑帶吻鰕

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

發現 8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8.6%；鯽魚次之，發現 6 尾，佔 21.4%。

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2 種共 4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

各發現 2 隻個體，各佔總捕獲的 50.0%。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

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

魚、台灣沼蝦 4 種；外來種無記錄(表 3-1、表 3-2)。 

3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4 科 7 種魚類共 29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埔里中華爬岩鰍、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

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高身小鰾

鮈記錄較多，共發現 12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41.4%。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3 種共 17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

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為優勢種，共記錄有 12 隻，佔總捕獲的

70.6%。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

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記錄有

雜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1、表 3-2)。 

4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7 種魚類共 12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鯽魚、䱗條、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鰕虎魚、

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以及斑帶吻鰕虎魚記

錄較多，各發現 3 尾個體，各佔總捕獲的 25.0%。蝦類則記錄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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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2 種共 7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其中以陸封型的

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4 隻，佔總捕獲的 57.1%。保育類無

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台灣沼

蝦 3 種；外來種記錄有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2 種。䱗條為台

灣湖泊水庫及周邊地區常見魚種，在本區域(清水溪)的樣站則是首

次記錄(表 3-3、表 3-4)。 

5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5 種魚類共 32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豹紋翼甲鯰、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

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共發現 17 尾個體，佔總

捕獲的 53.1%；游泳性的鯽魚次之，共發現 12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7.5%。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2 種共 4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

糙沼蝦，各記錄有 2 隻，各佔總捕獲的 50.0%。保育類無記錄；兩

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台灣沼蝦 2 種；外來種記錄有豹

紋翼甲鯰 1 種(表 3-3、表 3-4)。 

6 月份：共調查到 4 目 5 科 9 種魚類共 30 尾個體，分別為白鰻、

紅鰭鮊、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

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

鱲記錄較多，共發現 14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46.7%。蝦蟹類則發現

有 1 科 2 種共 58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其中以陸

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52 隻，佔總捕獲的 89.7%。保

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有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2 種。其中紅鰭鮊

已許久未在此區域被記錄到，上次被記錄為 103 年 7 月(表 3-3、表

3-4)。 

7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2 科 2 種魚類共 3 尾個體，分別為白鰻、

粗首馬口鱲。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發現 2 尾

個體，佔總捕獲的 66.7%。蝦類則記錄有 2 科 3 種共 20 隻個體，分

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

記錄較多，共發現有 12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60.0%。保育類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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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台灣沼蝦 2 種；外來種無記錄(表 3-5、

表 3-6)。 

8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7 種魚類共 32 尾個體，分別為何氏

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埔里中華爬岩鰍、鯰、斑

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外來種的何氏棘鲃記錄較多，共發現 9 尾個

體，佔總捕獲的 28.1%；粗首馬口鱲次之，發現 8 尾，佔 25.0%。

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3 種共 5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粗糙沼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發現有 3 隻個體，

佔總捕獲的 60.0%。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

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

有何氏棘鲃 1 種(表 3-5、表 3-6)。 

9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5 科 7 種魚類共 9 尾個體，分別為陳氏

鰍鮀、鯽魚、台灣間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

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豹紋翼甲鯰以及斑帶吻鰕虎魚記

錄較多，各發現 2 尾個體，各佔總捕獲的 22.2%。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3 種共 9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

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較多，共記錄有 6 隻，佔總捕獲的 66.7%。

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

魚、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記錄有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5、表 3-6)。 

10 月份：共調查到 4 目 6 科 11 種魚類共 20 尾個體，分別為鱸

台灣白甲魚、台灣間爬

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鬍子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

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斑帶吻鰕虎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4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0.0%。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4 種共 23 隻個體，

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南海沼蝦，其中以洄游型

的大和沼蝦記錄較多，共發現有 10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43.5%；南

海沼蝦則是本地新記錄到的洄游物種，其在台灣全島溪流河口及下

游皆有分佈，在台灣東部及東北部有較大的族群。保育類記錄有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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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鱸鰻、斑帶吻鰕虎魚、大

和沼蝦、台灣沼蝦、南海沼蝦 5 種；外來種記錄有鬍子鯰、雜交種

吳郭魚 2 種(表 3-7、表 3-8)。 

11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4 科 8 種魚類共 17 尾個體，分別為台

中華爬岩鰍、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斑

帶吻鰕虎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5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9.4%。蝦類

則記錄有 1 科 3 種共 39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

糙沼蝦，其中以洄游型的台灣沼蝦記錄較多，共發現有 16 隻個體，

佔總捕獲的 41.0%。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

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

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7、表 3-8)。 

12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9 種魚類共 48 尾個體，分別為白

鰻、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鯽魚、雜交

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斑帶

吻鰕虎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12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5.0%。蝦類則

發現有 2 科 4 種共 60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

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多齒新米蝦記錄較多，共發現

24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40.0%。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

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4 種；外來種記錄有

雜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7、表 3-8)。 

3. 斗六堰下游測站 

1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4 種魚類共 20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雜交種吳郭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外

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12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60.0%。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1 種共隻尾個體，為粗糙沼蝦。保育類

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極樂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雜

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1、表 3-2)。 

2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54 尾個體，分別為白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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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發現 39 尾個體，佔總

捕獲的 72.2%；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次之，發現 10 尾，佔 18.5%。

蝦類則記錄有 2 科 2 種共 5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

以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發現 4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80.0%。保育

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 2 種；外來種

記錄有何氏棘鲃 1 種(表 3-1、表 3-2)。 

3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4 科 8 種魚類共 33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埔里中華爬岩鰍、雜交種吳郭魚、明

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

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發現有 14 尾個體，約佔總捕獲的

42.4%，而其中一尾捕獲的雜交種吳郭魚有口孵仔稚魚約 350 尾。

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2 種共 9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

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6 隻，佔總捕獲的

66.7%。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

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記錄有

雜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1、表 3-2)。 

4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42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

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共發現

15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5.7%；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次之，共發現

12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8.6%。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3 隻個體，

分別為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

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 2 種；外來種記錄有雜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3、表 3-4)。 

5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57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鯉、雜交種吳郭魚、極樂吻鰕虎魚。

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魚種，共發現 29 尾個體，

佔總捕獲的 50.9%；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次之，共發現 12 尾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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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捕獲的 21.1%。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7 隻個體，分別為粗

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發現

5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71.4%。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

有極樂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雜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3、表

3-4)。 

6 月份：共調查到 4 目 7 科 10 種魚類共 38 尾個體，分別為白

鰻、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鯽魚、豹紋翼甲鯰、鬍

子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泰國鱧。其中又以外來種的

雜交種吳郭魚記錄較多，發現有 10 尾個體，約佔總捕獲的 26.3%。

蝦類則記錄有 2 科 4 種共 27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

錄有 18 隻，佔總捕獲的 66.7%。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

有白鰻、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有豹紋翼甲鯰、鬍

子鯰、雜交種吳郭魚、泰國鱧 4 種(表 3-3、表 3-4)。 

7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4 科 9 種魚類共 67 尾個體，分別為何氏

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鯽魚、雜交種吳郭魚、

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泰國鱧。其中又以底棲性的斑帶吻

鰕虎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1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3.9%；粗首馬口

鱲次之，發現 15 尾，佔 22.4%；高身小鰾鮈再次之，發現 14 尾，

佔 20.9%。蝦類則記錄有 2 科 3 種共 116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

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多齒新米蝦記錄較多，共

記錄有 74 隻，佔總捕獲的 63.8%；粗糙沼蝦次之，發現 40 尾，佔

34.5%。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

吻鰕虎魚、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泰國鱧 3 種(表 3-5、表 3-6)。 

8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7 種魚類共 33 尾個體，分別為何氏

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

甲鯰、雜交種吳郭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

發現 14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42.4%。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2 種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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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其中以洄游型的台灣沼蝦記

錄較多，共記錄有 4 隻，佔總捕獲的 66.7%。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

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台灣沼蝦 1 種；外來種記錄有

何氏棘鲃、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3 種(表 3-5、表 3-6)。 

9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16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台灣間爬岩鰍、明潭吻鰕虎魚、斑帶

吻鰕虎魚。其中又以底棲性的斑帶吻鰕虎魚記錄較多，發現有 7 尾

個體，約佔總捕獲的 43.8%。蝦類則發現有 2 科 4 種共 40 隻個體，

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

型的粗糙沼蝦較多，共記錄有 32 隻，佔總捕獲的 80.0%。保育類無

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3

種；外來種無記錄(表 3-5、表 3-6)。 

10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6 科 12 種魚類共 34 尾個體，分別為台

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鬍子鯰、雜交種吳郭魚、

泰國鱧。其中又以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8 尾個

體，佔總捕獲的 23.5%。蝦類則記錄有 1 科 3 種共 9 隻個體，分別

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

較多，共記錄有 5 隻，佔總捕獲的 55.6%。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

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2 種；外來

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鬍子鯰、雜交種吳

郭魚、泰國鱧 6 種(表 3-7、表 3-8)。 

11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5 科 10 種魚類共 49 尾個體，分別為台

短臀擬鱨、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日本禿

頭鯊。其中又以底棲性的台灣間爬岩鰍記錄較多，共發現 13 尾個

體，佔總捕獲的 26.5%；明潭吻鰕虎魚次之，發現 12 尾，佔 24.5%。

蝦類則記錄有 2 科 4 種共 37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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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 19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51.4%。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日本禿頭鯊、大和沼蝦、

台灣沼蝦 4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雜交種吳郭

魚 3 種(表 3-7、表 3-8)。 

12 月份：共調查到 4 目 7 科 11 種魚類共 126 尾個體，分別為

白鰻、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台灣間爬岩鰍、埔里

中華爬岩鰍、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

泰國鱧。其中又以底棲性的明潭吻鰕虎魚記錄較多，共發現 37 尾

個體，佔總捕獲的 29.4%；粗首馬口鱲次之，發現 30 尾，佔 23.8%。

蝦類則記錄有 2 科 4 種共 192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粗糙沼蝦、

南海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發

現有 97 隻個體，佔總捕獲的 50.5%；南海沼蝦則是今年 10 月份首

次在魚道入口站所發現的新記錄洄游蝦類。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

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粗糙沼蝦、

南海沼蝦 4 種；外來種記錄有雜交種吳郭魚、泰國鱧 2 種(表 3-7、

表 3-8)。 

(二) 斗六堰附近生態基流量追蹤 

斗六堰為濁水溪最下游第一條支流清水溪匯流點(海拔 98 公

尺)附近的河川橫向構造物，雖然下游河段仍然有其他河川構造物，

惟許多兩側洄游生物仍然會在此地出沒。加上此地的生態環境相當

優良及生物資源相當豐富，因此維持生態基流量為主管機關相當重

視的工作。本地的集水區面積約為 342 平方公里，由於過去在附近

河段之生態基流量沒有其他的適用標準來估算，因此目前暫時訂定

的參考標準(1.2cms)是依據集水面積法求得，其計算標準為每 100

平方公里 0.35 立方公尺/秒的比例，作為河川之生態基流量(中興，

2002)。由於本區的上游在桶頭附近已興建湖山水庫取水所需的桶頭

堰，該處也有規劃生態基流量和下游水權量的排放，加上兩地之間

又有加走寮溪及田子溪之匯入，若桶頭堰與斗六堰之間沒有將溪水

取走，理論上進入斗六堰之水量應不小於桶頭測站。然而這一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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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110 年第 1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魚類資源 

 
 

表 3-2 110 年第 1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底棲生物資源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1 1 1
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1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43 13 33 3 13 5 8 3 2 39 14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18 4 3 1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11 1 2 6 1 2 2 12 5 10 1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1 1 1 5 6 6 4
鯉 Cyprinus carpio 2 1 1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55 4 1 2 1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1 1 1
短臀擬鱨 Pseudobagrus brevianalis 1
鬍子鯰 Clarias fuscus 1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1 1
明潭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2 1 1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2 1 6 2 1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4 2 8 4 1 2
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62 34 2 7 5 2 12 9

種類 6 6 6 4 4 6 9 8 7 4 6 8
個體總數 193 58 42 10 7 29 24 28 29 20 54 33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物種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110/01/26 110/02/22 110/03/16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2 4 3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2 1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5 5 2 1 2 12 2 4 6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5 1 1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1

種數 1 3 1 0 0 1 2 2 3 1 2 2
個體總數 5 12 2 0 0 1 2 4 17 2 5 9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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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110 年第 2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魚類資源 

 
 

表 3-4 110 年第 2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底棲生物資源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3 2
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1
台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2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02 28 5 83 213 3 17 14 15 29 6
陳氏鰍鮀 Gobiobotia cheni 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3 8 2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15 5 5 2 17 3 1 3 12 12 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7 4 2 12 3 7 8 4
鯉 Cyprinus carpio 1 1
䱗條 Hemiculter leucisculus 2 1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2 16 10 2 2
紅鰭鮊 Chanodichthys erythropterus 1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2 1 1
鬍子鯰 Clarias fuscus 2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3 1 1 2 3
明潭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1 1 1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1 1 3 1 2 3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1 2 2
泰國鱧 Channa guchua 1
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28 22 13 8 21 1 1 3 5 10

種類 4 5 5 9 9 5 7 5 9 6 6 10
個體總數 135 89 35 112 247 24 12 32 30 42 57 38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物種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110/04/16 110/05/12 110/06/11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3 2 6 1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1 2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1 6 1 5 4 2 52 2 5 18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2 2 1 2 6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1

種數 2 0 2 1 1 2 2 2 2 2 2 4
個體總數 3 0 7 1 1 7 7 4 58 3 7 27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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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110 年第 3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魚類資源 

 
 

表 3-6 110 年第 3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底棲生物資源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1
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2 4 8 2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7 3 10 6 2 2 8 15 14 2
陳氏鰍鮀 Gobiobotia cheni 1 7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4 2 7 5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24 1 6 14 3 1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1 5 3 1 7 7 1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15 4 16 8 1 9 2 2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4 33 2 1
台灣間爬岩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9 1 2
短臀擬鱨 Pseudobagrus brevianalis 3
鯰 Parasilurus asotus 1 3 1 2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1 2 3
明潭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1 3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1 2 2 16 7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1 1 1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1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 japonicus 1
泰國鱧 Channa guchua 1
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2 1 2 1 4 3
溪鱧 Rhyacichthys aspro 1

種類 8 7 7 2 9 6 2 7 7 9 7 6
個體總數 66 16 46 8 31 46 3 32 9 67 33 16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110/07/21 110/08/17 110/09/14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5 1 1 2 4 1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1 1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2 11 3 1 12 3 6 40 2 32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2 3 3 2 74 6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1 2

種數 1 2 2 2 1 0 3 3 3 3 2 4
個體總數 2 13 6 2 2 0 20 5 9 116 6 40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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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110 年第 4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魚類資源 

 

表 3-8 110 年第 4 季清水溪斗六堰測站底棲生物資源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2 3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1
臺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1 1
高身白甲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7 1 1
台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1 3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5 13 46 6 11 3 3 9 2 30
陳氏鰍鮀 Gobiobotia cheni 1 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17 96 57 24 4 18 2 1 4 2 7 12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1 4 1 2 2 4 5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1 2 1 7 8 2
鯉 Cyprinus carpio 2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1 4 1 46 7 8 1 3 2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2 6 1 1 1 1 5 1
台灣間爬岩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10 5 1 1 1 1 1 2 13 6
短臀擬鱨 Pseudobagrus brevianalis 2 1
鯰 Parasilurus asotus 4 2 1 3 1
鬍子鯰 Clarias fuscus 1 5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1 2
明潭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1 3 1 2 2 12 37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2 4 5 12 5 26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1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 japonicus 1
泰國鱧 Channa guchua 4 1
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1 24 29 6 2 1 6 8 2 4

種類 10 9 8 11 4 10 11 8 9 12 10 11
個體總數 51 157 138 94 13 57 20 17 48 34 49 126

斗六堰魚道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斗六堰上游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110/10/27 110/11/10 110/12/01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10 16 5 1 2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9 7 12 13 3 12 26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3 5 11 18 5 19 97
南海沼蝦 Macrobrachium australe 1 1 1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2 24 4 68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1

種數 0 1 1 1 0 2 4 3 4 3 4 4
個體總數 0 3 2 1 0 10 23 39 60 9 37 192

魚道入口 斗六堰下游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物種

監測地點/監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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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尚有農田農田水利會管理處的取水口，及周邊農民、砂石場等

取水作業，因此在枯水期之際，本區的水流量仍會少於桶頭測站的

水流量。 

另外參考集集攔河堰運轉綜合資料，發現南雲大橋測站(表

3-9、3-10)為目前最靠近斗六堰的清水溪流量測站(約位於上游 1.5

公里處)，其間並無其他引水設施或支流匯入，故南雲大橋測站的流

量資料足以作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的主要參考資料。斗六堰下游之

生態基流量則視實際狀況，僅在河川流量明顯不足之時，方進行必

要之流量補充調查。 

1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清微濁，上游引

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幾無越流，

農田水利會無取水，其餘水流皆從魚道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

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1/26)流量測值為 1.48cms (1 月份

日平均流量為 1.53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為 0.80cms，顯示

斗六堰上游入流量應可滿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

(1.2cms)。 

2 月份調查期間上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清澈，上游引水

道水位偏低，底部淤泥已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

木，斗六堰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取水，其餘水流皆從魚道通過往

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2/22)流量測

值為 0.96cms (2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1.11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

量為 0.42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在本月已不足斗六堰附近所

需的生態基流量(1.2cms)。 

3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但缺崁多階無越流，水量中小，

水清微濁，上游引水道水位偏低，底部河床淤積已露出，斗六堰有

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斗六堰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取水，

其餘水流皆從魚道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

示調查當日 (3/16)流量測值為 0.92cms (3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0.93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為 0.36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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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本月已不足生態基流量(1.2cms)。 

4 月份調查時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水深約 30 公分，魚道

缺崁無越流，水濁灰色，上游引水道淤積非常嚴重，水位很低，底

下淤積已露出長草，斗六堰有用土填高讓水位提升，斗六堰因有土

堆而無越流，其餘水流皆從魚道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

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4/16)流量測值為 0.90cms (4 月份日平均

流量為 0.92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僅有 0.26cms，顯示斗六

堰下游入流量已不足生態基流量(1.2cms)。 

5 月份調查時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水深約 27 公分，魚道

缺崁無越流，水微濁黃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很低，大量底質淤積

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讓水位提升，斗六堰因有土堆而無越流，

其餘水流皆從魚道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

示調查當日 (5/12)流量測值為 0.84cms (5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3.32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僅有 0.19cms，顯示斗六堰下游入

流量已不足生態基流量(1.2cms)。 

6 月份調查時梅雨季來臨，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很大，水濁黃

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但淤泥多，有長草，斗六堰有用土填

高，上方長很多草木，無越流。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

調查當日 (6/11)流量測值為 66.99cms (6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88.61cms) ，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為 0.80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

流量應可滿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1.2cms)。 

7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很濁泥黃色，上

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小量越流，其餘水流皆從魚道通過往下

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7/21)流量測值

為 43.01cms (7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41.16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

量為 0.83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應可滿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

生態基流量(1.2cms)。 

8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黃濁灰，上游引

水道水位高，斗六堰有少量越流，排砂門放水中，其餘水流從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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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8/17)

流量測值為 128.02cms (8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180.44cms)，調查當日

魚道實測流量為 0.69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應可滿足斗六堰

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1.2cms)。 

9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濁黃灰色，第 38 階

隔壁全面越流，斗六堰上游水位高，排砂門放水中，斗六堰有越流，

部分水流從魚道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

調查當日 (9/14)流量測值為 80.06cms (9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68.83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為 1.56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

流量應可滿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1.2cms)。 

10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微濁藍灰色，上游

引水道水位高，中間排砂門有小量放水，斗六堰少量越流，其餘水

流皆從魚道通過往下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

當日(10/27)流量測值為 7.61cms (10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15.49cms)，

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為 1.05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應可滿

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1.2cms)。 

11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38 階全面越流，水

濁灰，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

有小量越流，3 個排砂門頂端都有溢流，其餘水流從魚道通過往下

游去。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11/10)流量測值

為 4.23cms (11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3.56cms)，調查當日魚道實測流量

為 0.92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應可滿足斗六堰附近所需的生

態基流量(1.2cms)。 

12 月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微濁黃灰色，上游引

水道水位中，開始有小片底質淤積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

長很多草木，無越流。依據南雲大橋測站的流量資料顯示調查當日

(12/1)流量測值為 2.13cms (12 月份日平均流量為 1.92cms)，調查當

日魚道實測流量為 0.49cms，顯示斗六堰上游入流量應可滿足斗六

堰附近所需的生態基流量(1.2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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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110 年 1～6 月南雲大橋流量資料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集集攔河堰運轉綜合日報表。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1 1.66 1.34 0.95 0.92 0.92 57.93
2 1.65 1.30 0.95 0.90 0.91 35.16
3 1.60 1.24 0.94 0.91 0.91 18.25
4 1.55 1.21 0.94 0.90 0.89 75.42
5 1.54 1.20 0.94 0.91 0.88 141.46
6 1.55 1.19 0.94 0.90 0.87 205.19
7 1.57 1.18 0.94 0.90 0.87 81.15
8 1.56 1.18 0.94 0.91 0.86 78.57
9 1.56 1.17 0.94 0.90 0.85 73.98
10 1.55 1.17 0.95 0.90 0.85 67.98
11 1.55 1.51 0.94 0.90 0.84 66.99
12 1.55 1.16 0.92 0.91 0.84 70.43
13 1.54 1.14 0.92 0.91 0.84 87.69
14 1.54 1.14 0.93 0.90 0.85 68.40
15 1.53 1.13 0.92 0.90 0.82 51.23
16 1.53 1.05 0.92 0.90 0.83 59.65
17 1.53 1.01 0.92 0.90 0.83 55.50
18 1.52 0.98 0.92 0.90 0.82 48.04
19 1.52 0.99 0.93 0.90 0.82 63.51
20 1.52 0.98 0.93 0.91 0.82 202.72
21 1.52 0.96 0.92 0.91 0.83 266.06
22 1.51 0.96 0.94 0.90 0.83 186.05
23 1.50 0.95 0.94 0.90 0.82 138.79
24 1.49 0.95 0.94 0.90 0.83 81.53
25 1.48 0.95 0.93 0.91 0.84 71.65
26 1.48 0.95 0.91 0.91 0.87 58.25
27 1.45 0.95 0.92 0.91 0.86 54.78
28 1.46 0.95 0.93 0.94 0.84 62.21
29 1.45 ― 0.92 1.05 0.84 66.54
30 1.45 ― 0.92 0.94 16.22 63.09
31 1.43 ― 0.92 ― 61.91 ―

日平均 1.53 1.11 0.93 0.92 3.32 88.61
409.87 267.51 250.36 237.28 889.22 22,966.72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日別

月總水量量體

(立方公尺)



 

 3-26 

表 3-10 110 年 7～12 月南雲大橋流量資料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集集攔河堰運轉綜合日報表。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1 50.78 571.46 77.51 40.92 6.97 2.13
2 42.17 356.48 65.33 34.52 6.90 2.13
3 36.43 162.64 69.89 33.25 6.68 2.12
4 37.87 86.13 75.94 33.64 6.25 2.13
5 32.97 113.03 82.08 25.13 6.00 2.13
6 26.38 277.76 74.02 23.73 5.41 2.14
7 25.48 848.54 82.16 19.86 5.21 2.14
8 21.89 313.24 82.82 12.35 5.01 2.11
9 12.96 199.41 82.92 12.16 4.59 2.12
10 12.33 177.98 78.52 12.77 4.23 2.16
11 28.00 169.04 73.77 13.00 4.14 2.05
12 32.06 189.04 89.17 13.96 4.02 1.98
13 36.72 196.27 99.14 16.16 3.89 1.95
14 30.94 159.07 80.06 18.62 3.62 1.93
15 37.11 137.02 83.55 18.05 3.04 1.93
16 47.12 133.69 78.85 16.94 2.39 1.86
17 59.81 128.02 75.75 15.74 2.25 1.85
18 49.06 106.23 70.60 11.66 2.16 1.80
19 44.61 133.26 62.00 10.31 2.02 1.79
20 56.12 125.29 57.19 10.35 1.90 1.80
21 43.01 95.07 56.12 9.22 1.77 1.92
22 31.97 106.35 61.64 9.16 1.76 1.92
23 43.25 88.98 60.38 8.43 1.76 1.77
24 146.05 99.78 58.29 8.30 1.96 1.66
25 73.60 119.71 50.01 8.11 2.04 1.69
26 50.99 113.81 47.65 7.96 2.17 1.79
27 37.27 89.30 50.73 7.61 2.16 1.76
28 33.91 78.40 49.18 7.22 2.13 1.74
29 30.69 70.48 44.62 7.09 2.13 1.71
30 25.30 67.95 44.96 7.04 2.12 1.62
31 38.98 80.20 ― 7.01 ― 1.56

日平均 41.16 180.44 68.83 15.49 3.56 1.92
11,023.22 48,328.81 17,840.42 4,149.42 921.72 513.29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10^4m^3)

日別

月總水量量體

(立方公尺)



 

 3-27 

二、魚道系統現況生態追蹤 

目前斗六堰魚道進水口的魚梯形式較為複雜，為民國 96 年底為加

強舊有魚梯的效果，將原先於民國 90 年設計的水池階段式(Ice Harbor 

type)改成進水口段前半部(上游端，亦稱為魚道的出口段)改為潛孔式的

設計，出水口(下游端，亦稱為魚道的入口段)則全部改為垂直豎槽式。

如此的改修設計可增加魚道內的通流量，以及減低入口段與下游天然

河床間之落差。 

(一) 魚道內部魚類生態調查 

1 月份：共調查到 1 目 1 科 4 種魚類共 10 尾個體，分別為高身

小鰾鮈、高身白甲魚、鯽魚、鯉。其中又以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記

錄較多，共發現 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60.0%。蝦類無記錄。保育

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高身白甲魚 1 種(表

3-1、表 3-2)。 

2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4 種魚類共 7 尾個體，分別為粗首

馬口鱲、鯽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

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發現 3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42.9%。蝦類無

記錄。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豹紋翼

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3-1、表 3-2)。 

3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6 種魚類共 29 尾個體，分別為何氏

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

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發現有 13 尾個體，

佔總捕獲的 34.8%。蝦蟹類則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1 隻個體，為洄游

性的合浦絨螯蟹。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合浦絨螯蟹

1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3 種(表

3-1、表 3-2)。 

4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5 科 9 種魚類共 112 尾個體，分別為台

灣馬口魚、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魚、鯽魚、埔里中

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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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發現有 83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74.1%。蝦蟹類則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1 隻個體，為粗糙沼蝦。保育

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3 種(表

3-3、表 3-4)。 

5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4 科 9 種魚類共 247 尾個體，分別為何

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鯉、䱗條、埔里中華爬

岩鰍、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

鱲記錄較多，發現有 213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86.2%；外來種的雜

交種吳郭魚次之，共發現 21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8.5%。蝦蟹類則

發現有 1 科 1 種共 1 隻個體，為洄游性的合浦絨螯蟹。保育類記錄

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合浦

絨螯蟹 2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䱗條為

台灣湖泊水庫及周邊地區常見魚種，在本區域(清水溪)的樣站則是

由 110 年 4 月才開始有記錄(表 3-3、表 3-4)。 

6 月份：共調查到 2 目 3 科 5 種魚類共 24 尾個體，分別為何氏

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埔里中華爬岩鰍、明潭吻鰕虎魚。

其中又以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記錄較多，發現有 17 尾個體，佔總

捕獲的 70.8%。蝦蟹類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7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

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5 隻，佔總捕獲的 71.4%。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

側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 1 種(表 3-3、表 3-4)。 

7 月份：本月調查期間魚道內共調查到 2 目 2 科 2 種魚類共 8

尾個體，分別為粗首馬口鱲、雜交種吳郭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

首馬口鱲記錄較多，發現有 6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75.0%。蝦蟹類

則發現有 2 科 2 種共 2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合浦絨螯蟹。保

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合浦絨螯蟹 1 種；外來種記錄有

雜交種吳郭魚 1 種(表 3-5、表 3-6)。 

8 月份：本月調查期間魚道內共調查到 3 目 5 科 9 種魚類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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鯽魚、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鯰、溪鱧。其中又以外來種

的何氏棘鲃記錄較多，發現有 8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25.8%。蝦蟹

類記錄有 1 科 1 種共 2 隻個體，為洄游型的合浦絨螯蟹。保育類記

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溪鱧、合浦絨螯蟹

2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 3 種。本

次所記錄到的溪鱧為本計畫首次記錄，其仔稚魚是在沿岸地區棲

息，再溯河成長，是典型的溯河洄游性魚，且對水質的要求較高，

在台灣的夏季裡，會和其它鰕虎科魚類的幼苗一起自河口上溯，以

台灣東部較為常見(表 3-5、表 3-6)。 

9 月份：本月調查期間魚道內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6 種魚類共 46

尾個體，分別為何氏棘鲃、台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鯰、

斑帶吻鰕虎魚、日本禿頭鯊。其中又以保育類的埔里中華爬岩鰍記

錄較多，發現有 33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71.7%。蝦蟹類無記錄。保

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

魚、日本禿頭鯊 2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 1 種。本次所記錄到

的日本禿頭鯊為本計畫首次記錄，其在全台灣未受嚴重污染的溪流

河域中，皆有分布，因目前西部的河川受到污染較為嚴重，以東部

與屏東南部的族群數量較大。屬於典型的兩側洄游魚種，會溯河產

卵，可上溯到河川的上游水域(表表 3-5、表 3-6)。 

10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4 科 11 種魚類共 94 尾個體，分別為台

白甲魚、鯽魚、台灣間爬岩鰍、鯰、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

其中又以外來種的何氏棘鲃記錄較多，發現有 46 尾個體，佔總捕

獲的 48.9% 24 尾，佔 25.5%。蝦蟹類則記錄有

1 科 1 種共 1 隻個體，為洄游性的合浦絨螯蟹。保育類無記錄；兩

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合浦絨螯蟹 3 種；

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 2 種(表 3-7、表 3-8)。 

11 月份：共調查到 1 目 2 科 4 種魚類共 13 尾個體，分別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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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種的何氏棘鲃記錄較多，共發現 7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53.8%。

蝦類無記錄。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無

記錄；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 1 種(表 3-7、表 3-8)。 

12 月份：共調查到 3 目 6 科 10 種魚類共 57 尾個體，分別為台

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台灣間爬岩

鰍、豹紋翼甲鯰、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

泳性的 記錄較多，發現有 18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31.6%；

粗首馬口鱲次之，共 11 尾，佔 19.3%。蝦蟹類則發現有 1 科 2 種共

10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南海沼蝦，其中以洄游型的大和沼蝦

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9 隻，佔總捕獲的 90.0%；南海沼蝦則是今年

10 月份首次在魚道入口站所發現的新記錄洄游蝦類。保育類無記

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大和沼蝦、南海沼蝦 2 種；外來種記錄有

何氏棘鲃、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3 種(表 3-7、表 3-8)。 

(二) 魚道本體魚類洄游調查 

魚道本體魚類洄游利用現況調查主要在瞭解利用斗六堰魚道

上下洄游之生物特性，在適當的位置架設攔截網，調查魚道內的魚

類分布情形，以瞭解不同魚類在魚道內洄游的習性等問題，根據往

年資料整理斗六堰河段的洄游物種如表 3-11 所示。 

1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

清微濁，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

木，幾無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高身小鰾鮈 6 尾、高身白甲魚

1 尾、鯽魚 1 尾、鯉 2 尾。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

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

相似，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1、表

3-2)。 

2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清

澈，上游引水道水位偏低，底部淤泥已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

上方長很多草木，斗六堰無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粗首馬口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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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尾、鯽魚 1 尾、豹紋翼甲鯰 1 尾、雜交種吳郭魚 2 尾。本次調查

發現魚道以及魚道入口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

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顯示目前魚道

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1、表 3-2)。 

表 3-11 斗六堰河段歷年洄游生物總表 

 
 

3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但缺崁多階無

越流，水量中小，水清微濁，上游引水道水位偏低，底部河床淤積

已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斗六堰無越流。調

查當日於魚道發現何氏棘鲃 2 尾、高身小鰾鮈 1 尾、粗首馬口鱲 13

尾、鯽魚 5 尾、豹紋翼甲鯰 1 尾、雜交種吳郭魚 7 尾、合浦絨螯蟹

1 隻。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

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記錄到合

浦絨螯蟹 1 種兩側洄游之蝦蟹類，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

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1、表 3-2)。 

4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水

深約 30 公分，魚道缺崁無越流，水濁灰色，上游引水道淤積非常

嚴重，水位很低，底下淤積已露出長草，斗六堰有用土填高無越流。

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台灣馬口魚 2 尾、高身小鰾鮈 5 尾、粗首馬口

目 科 物種名 洄游特性

白鰻 Anguilla japonica 兩側洄游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兩側洄游

台灣間爬岩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河內洄游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河內洄游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河內洄游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河內洄游

臺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河內洄游

斑帶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兩側洄游

極樂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giurinus 兩側洄游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 japonicus 兩側洄游

溪鱧科 Rhyacichthyidae 溪鱧 Rhyacichthys aspro 兩側洄游

方蟹科 Grapsidae 合浦絨螯蟹 Eriocheir  hepuensis 兩側洄游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兩側洄游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兩側洄游

南海沼蝦 Macrobrachium australe 兩側洄游

鰻形目 Anguilliformes 鰻鱺科 Anguillidae

鯉形目 Cypriniformes

十足目 Decapoda

爬鰍科 Balitoridae

鯉科 Cyprinidae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鱸形目 Perciformes 鰕虎魚科 Gobi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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鱲 83 尾、高身白甲魚 1 尾、鯽魚 7 尾、埔里中華爬岩鰍 2 尾、豹

紋翼甲鯰 3 尾、雜交種吳郭魚 8 尾、斑帶吻鰕虎魚 1 尾、粗糙沼蝦

1 隻。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

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記錄到斑

帶吻鰕虎魚 1 種兩側洄游物種，以及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保育類物

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3、表 3-4)。 

5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水

深約 27 公分，魚道缺崁無越流，水微濁黃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

很低，大量底質淤積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讓水位提升，斗六堰

因有土堆而無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何氏棘鲃 2 尾、高身小鰾

鮈 2 尾、粗首馬口鱲 213 尾、鯽魚 4 尾、鯉 1 尾、䱗條 2 尾、埔里

中華爬岩鰍 1 尾、雜交種吳郭魚 21 尾、斑帶吻鰕虎魚 1 尾、合浦

絨螯蟹 1 隻。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

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記

錄到斑帶吻鰕虎魚和合浦絨螯蟹等 2 種兩側洄游物種，以及埔里中

華爬岩鰍 1 種保育類物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

用效果佳(表 3-3、表 3-4)。 

6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很大，水

濁黃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但淤泥多，有長草，斗六堰有用

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無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何氏棘鲃

2 尾、高身小鰾鮈 17 尾、粗首馬口鱲 3 尾、埔里中華爬岩鰍 1尾、

明潭吻鰕虎魚 1 尾、粗糙沼蝦 5 隻、多齒新米蝦 2 隻。本次調查發

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

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記錄到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

保育類物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3、表 3-4)。 

7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

很濁泥黃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斗六堰小

量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粗首馬口鱲 6 尾、雜交種吳郭魚 2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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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沼蝦 1 隻、合浦絨螯蟹 1 隻。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

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

同月份相似，且有記錄到合浦絨螯蟹 1 種兩側洄游物種，顯示目前

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5、表 3-6)。 

8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

黃濁灰，上游引水道水位高，斗六堰有少量越流，排砂門放水中，

5

尾、何氏棘鲃 8 尾、粗首馬口鱲 2 尾、高身白甲魚 2 尾、鯽魚 5 尾、

埔里中華爬岩鰍 4 尾、豹紋翼甲鯰 1 尾、鯰 3 尾、溪鱧 1 尾、合浦

絨螯蟹 2 隻。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

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記

錄到保育類物種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兩側洄游物種溪鱧、合浦絨

螯蟹 2 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但記

錄到外來種何氏棘鲃以及高身白甲魚須予以注意(表 3-5、表 3-6)。 

9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濁

黃灰色，第 38 階隔壁全面越流，斗六堰上游水位高，排砂門放水

中，斗六堰有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何氏棘鲃 1 尾、台灣間爬

岩鰍 9 尾、埔里中華爬岩鰍 33 尾、鯰 1 尾、斑帶吻鰕虎魚 1 尾、

日本禿頭鯊 1 尾。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

之前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

有記錄到保育類物種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以及斑帶吻鰕虎魚、日

本禿頭鯊 2 種兩側洄游之物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

且使用效果佳(表 3-5、表 3-6)。 

10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微

濁藍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高，中間排砂門有小量放水，斗六堰少

24 尾、台灣馬口魚 1 尾、

何氏棘鲃 46 尾、高身小鰾鮈 4 尾、粗首馬口鱲 6 尾、高身白甲魚 7

尾、鯽魚 1 尾、台灣間爬岩鰍 1 尾、鯰 1 尾、斑帶吻鰕虎魚 2 尾、

極樂吻鰕虎魚 1 尾、合浦絨螯蟹 1 隻。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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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

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合浦絨螯蟹

3 種洄游物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

但記錄到外來種何氏棘鲃以及高身白甲魚須予以注意(表 3-7、表

3-8)。 

11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38

階全面越流，水濁灰，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

上方長很多草木，有小量越流，3 個排砂門頂端都有溢流。調查當

4 尾、何氏棘鲃 7 尾、台灣間爬岩鰍 1 尾、

埔里中華爬岩鰍 1 尾。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

類與之前調查結果相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

似，且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保育類物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

動物使用，且使用效果佳(表 3-7、表 3-8)。 

12 月份：此次調查發現，本月份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微

濁黃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開始有小片底質淤積露出，斗六堰

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無越流。調查當日於魚道發現台灣

18 尾、何氏棘鲃 8 尾、高身小鰾鮈 1 尾、粗首馬口鱲 11 尾、

鯽魚 7 尾、台灣間爬岩鰍 1 尾、豹紋翼甲鯰 1 尾、鯰 3 尾、雜交種

吳郭魚 6 尾、明潭吻鰕虎魚 1 尾、大和沼蝦 9 隻、南海沼蝦 1 隻。

本次調查發現魚道樣站所調查到的魚類在種類與之前調查結果相

似，且本月在魚道生物數量與去年同月份相似，且有大和沼蝦、南

海沼蝦 2 種洄游物種，顯示目前魚道利於水生動物使用，且使用效

果佳(表 3-7、表 3-8)。 

三、魚道本體現況水理分析 

(一) 魚道流量、流速現況及改善後調查 

就斗六堰魚道水理現況(魚道最佳流量、流速)之評估結果發

現，魚道各月份之水理現況(表 3-12～3-15)如下： 

本年度各個月份於魚道第 38 階測量流速。其計算方法為圖 3-1

之兩個潛孔截面積(2×0.3×0.3m2)乘上潛孔平均流速(Vo m/s)，缺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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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越流則再加上兩個缺崁越流截面積(2×0.5×Wh m2)乘上缺崁越

流之平均流速(Vw m/sec)，即可求得總流量(Q m3/sec，簡寫為 cms)。 

如上所述，流量(Q)計算公式如下： 

Q = (0.3×0.3×Vo) ×2+(0.5×Wh×Vw) ×2 

Vo：潛孔平均流速(m/s) 

Vw：缺崁平均流速(m/s) 

Wh：缺崁越流高(m) 

1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清微濁，上游引

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幾無越流，

農田水利會無取水，魚道通水量在 0.80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38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1.066～1.175(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948～2.170(m/s)之間。2 月份調查期

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清澈，上游引水道水位偏低，底部淤

泥已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斗六堰無越流，

農田水利會無取水，魚道通水量在 0.42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15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0.901～0.992(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548～1.597(m/s)之間。3 月份調查期

間魚道通水正常，但缺崁多階無越流，水量中小，水清微濁，上游

引水道水位偏低，底部河床淤積已露出，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

長很多草木，斗六堰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取水，魚道通水量在

0.36cms 左右，缺崁剛好無越流，僅偶而水面波動越流約 1cm，水

位高約 120cm；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949～

2.075(m/s)之間。 

4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水量小，僅潛孔通水，水濁灰色，上游引

水道淤積非常嚴重，水位很低，底下淤積已露出長草，魚道通水量

在 0.26cms 左右，缺崁無越流，水位高約僅 30cm；潛孔滿水位 30cm，

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389～1.485(m/s)之間。5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

水量小，僅潛孔通水，水深約 27 公分，魚道缺崁無越流，水微濁

黃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很低，大量底質淤積露出，魚道通水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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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cms 左右，缺崁無越流，水位高約僅在潛孔 27cm，潛孔平均流

速維持在 1.035～1.338(m/s)之間。6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

水量大，水濁黃褐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但淤泥多有長草，斗

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幾無越流，農田水利會無取水，

魚道通水量在 0.80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37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

在 1.115～1.214(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2.010～2.162(m/s)之間。 

7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很濁泥黃色，上

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斗六堰小量越流，魚道通

水量在 0.83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37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1.475

～1.673(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318

～1.450(m/s)之間。8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大，水黃

濁灰，上游引水道水位高，斗六堰有少量越流，排砂門放水中，魚

道通水量在 0.69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24.5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

在 1.280～1.427(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819～2.130(m/s)之間。9 月份調查期間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

濁黃灰色，第 38 階隔壁全面越流，斗六堰上游水位高，排砂門放

水中，斗六堰有越流，魚道通水量在 1.56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51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2.257～2.336(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793～1.957(m/s)之間；隔壁中央越流

約 6.5cm，越流平均流速維持在 0.801～0.945(m/s)之間。 

10 月份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水微濁藍灰色，上游引水

道水位高，中間排砂門有小量放水，斗六堰少量越流，魚道通水量

在 1.05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49.5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1.221

～1.345(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980

～2.149(m/s)之間；隔壁中央越流約 6cm，越流平均流速維持在 0.522

～0.972(m/s)之間。11 月份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大，38 階全面

越流，水濁灰，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高，斗六堰有用土填高，上方長

很多草木，有小量越流，3 個排砂門頂端都有溢流，魚道通水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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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cms 左右，缺崁越流約 48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1.682～

1.949(m/s)之間；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939～

1.944(m/s)之間；隔壁中央越流約 5cm，越流平均流速維持在 0.857

～0.950(m/s)之間。12 月份調查魚道通水正常，水量中，水微濁黃

灰色，上游引水道水位中，開始有小片底質淤積露出，斗六堰有用

土填高，上方長很多草木，無越流，魚道通水量在 0.49cms 左右，

缺崁越流約 15.5cm，缺崁平均流速維持在 0.807～0.859(m/s)之間；

潛孔滿水位 30cm，潛孔平均流速維持在 1.923～2.082(m/s)之間。 

之前於魚道入口測量流速位置於測量時易受紊流干擾，得到的

數據較不易精準，因此目前於斗六堰魚道之 38 階設立水尺，進行

相關的流速測定，以判斷魚道流量的狀況，方便得到較客觀之數

據。由於魚道為連續落差，落差均已固定，即使上游水位高度變化，

通過潛孔之流量仍維持一定，變動不大，因此只需量測缺嵌上的越

流高度，便可知道該月份的流量。測定方式為利用開度計設定閘門

開啟程度以固定魚道通水量，再分別於潛孔處，以及缺崁測定流

速，如圖 3-1 所示意。水位高度不超過缺崁之時，於潛孔處測定三

個分段點之流速；水位高度如超過缺崁時，則加測定缺崁三個分段

點之流速，所測得之數據可畫出一個關係圖(圖 3-2)，因此只要觀測

缺崁以上之水位高度，便可利用內插法算出該次測量的流量值，如

此便可獲得較為客觀之數據。 

水尺測量數據如表 3-12～3-15 及圖 3-1，潛孔邊長為 30cm，魚

道總流量係由兩個潛孔之流量加上兩個缺嵌越流之流量加總所

得。單一個潛孔之流量為測點 1 至測點 3 之平均流速乘以潛孔面

積，平均為 0.24cms，左右兩潛孔之總流量約為 0.48cms。再利用越

流水深與流速的率定曲線內插法，可推算原來魚道設計通流量

(0.74cms)對應水尺之缺嵌越流水深應為 22cm，但考慮到水工模型

的摩擦力、迴流等係數影響，105～110 年實際測量所得的魚道之越

流水深與流量關係對照圖如圖 3-2。比較本年度魚道 38 階缺嵌越流

高度以及魚道入口所測得之流量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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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38 階魚道之水尺及後續測量之示意圖 

 

圖 3-2 38 階魚道之越流水深與流量關係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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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38cm，魚道之流量對照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0.90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量則

為 0.80cms。 

2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15cm，魚道之流量對照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0.35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量則

為 0.42cms。 

3 月調查期間魚道上游引水道淤砂多，且全台缺水，水位偏低，

魚道缺崁無越流，魚道通水量僅有 0.36cms。 

4 月調查期間魚道上游引水道淤砂多，水位偏低，魚道缺崁無

越流，魚道通水量僅有 0.26cms。 

5 月調查期間魚道上游引水道淤砂多，水位偏低，魚道缺崁無

越流，魚道通水量僅有 0.19cms。 

6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37cm，魚道之流量對照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0.88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量則

為 0.80cms。 

7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37cm，魚道之流量對照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0.88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量則

為 0.83cms。 

8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24.5cm，魚道之流量對照

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0.58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

量則為 0.69cms。 

9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51cm，魚道之流量對照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1.24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量則

為 1.56cms。 

10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49.5cm，魚道之流量對照

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1.20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

量則為 1.05cms。 

11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48cm，魚道之流量對照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1.15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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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92cms。 

12 月 38 階魚道之缺崁越流高度約為 15.5cm，魚道之流量對照

圖 3-2 內插法求得約為 0.36cms，根據流速計測量流速之後換算流

量則為 0.49cms。 

由目前數據得知魚道 38 階實際所測得流量與水尺越流換算之

內插法仍有些許誤差，需考慮水理的一些變因，比方說魚道牆壁的

摩擦力、水流呈現波動造成流速不穩定等等因素，因此未來需要累

積更多數據以檢討相關的資料與分析其正確性。 

(二) 水質、水理與魚類生態指標之關係檢討 

1. 生物綜合性指標(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 

生物綜合性指標最早源自於 Karr (1981)，即是採用魚類群聚之

健康狀況，用來反映河川與溪流生態的環境整體品質現況之生物指

標系統。本計畫參考陳義雄在台灣河川溪流的指標魚類(陳義雄, 

2009)一書中所修訂整理的 IBI 指標評分系統，將得分分為 11-55 級

分不等。其計量項目評分如表 3-16、3-17 所示。 

2. 水質與魚類 IBI 指標之綜合討論 

依據環保署之河川水體分類，清水溪屬於乙類水體，如附錄

二。依據環保署環境資料庫資料顯示，位於清水溪流域範圍內之水

質測站有南雲大橋一站，引用其水質調查成果(彙整於表 3-18)，與

110 年度本計畫之南雲大橋下的斗六堰上游樣站所捕捉到的魚類，

經由 IBI 指標的計算來進行比較分析，茲就其分析情形敘述如下： 

本年度第 1 季水質檢測顯示生化需氧量 2、3 月份超出乙類水

體標準，1 月份環保署未提供資料，其他月份其他檢測項目則皆符

合乙類水體標準。第 2 季水質檢測顯示化需氧量 4、5 月份超出乙

類水體標準，6 月份懸浮固體以及氨氮超出乙類水體標準，其他月

份其他檢測項目則皆符合乙類水體標準。第 3 季水質檢測顯示懸浮

固體 7、8、9 月份超出乙類水體標準，大腸桿菌群 7、8、9 月份超

出乙類水體標準。第 4 季水質檢測顯示 10 月份各項檢測項目則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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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魚道流量量測資料表 

 
測量儀器：重慶華正水文儀器公司 CQS.LCY-1 電磁旋杯式流速儀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38 1.118 0.3 1.948

測量值2 0.38 1.175 0.3 2.106

測量值3 0.38 1.066 0.3 2.170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15 0.992 0.3 1.581

測量值2 0.15 0.935 0.3 1.597

測量值3 0.15 0.901 0.3 1.548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 ― 0.3 1.949

測量值2 ― ― 0.3 1.992

測量值3 ― ― 0.3 2.075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 2.005
0.36

1月份

缺崁 潛孔

1.120 2.075
0.80

2月份

缺崁 潛孔

0.943 1.575
0.42

3月份

缺崁 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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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魚道流量量測資料表 

 
測量儀器：重慶華正水文儀器公司 CQS.LCY-1 電磁旋杯式流速儀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 ― 0.3 1.455

測量值2 ― ― 0.3 1.485

測量值3 ― ― 0.3 1.389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 ― 0.27 1.338

測量值2 ― ― 0.27 1.135

測量值3 ― ― 0.27 1.035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37 1.115 0.3 2.162

測量值2 0.37 1.214 0.3 2.030

測量值3 0.37 1.147 0.3 2.010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6月份

缺崁 潛孔

1.159 2.067
0.80

4月份

缺崁 潛孔

― 1.443
0.26

5月份

缺崁 潛孔

― 1.16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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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魚道流量量測資料表 

 
測量儀器：重慶華正水文儀器公司 CQS.LCY-1 電磁旋杯式流速儀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37 1.512 0.3 1.318

測量值2 0.37 1.475 0.3 1.414

測量值3 0.37 1.673 0.3 1.450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245 1.280 0.3 2.130

測量值2 0.245 1.427 0.3 1.819

測量值3 0.245 1.348 0.3 1.955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51 2.257 0.3 1.793

測量值2 0.51 2.266 0.3 1.862

測量值3 0.51 2.336 0.3 1.957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7月份

缺崁 潛孔

1.553 1.394
0.83

8月份

缺崁 潛孔

1.352 1.968
0.69

9月份

缺崁 潛孔

2.286 1.871

1.56 (包含隔壁中央越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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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魚道流量量測資料表 

 
測量儀器：重慶華正水文儀器公司 CQS.LCY-1 電磁旋杯式流速儀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495 1.345 0.3 2.149

測量值2 0.495 1.252 0.3 1.980

測量值3 0.495 1.221 0.3 2.130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48 1.949 0.3 1.944

測量值2 0.48 1.879 0.3 1.939

測量值3 0.48 1.682 0.3 1.944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越流水深(m) 流速(m/s) 潛孔水深(m) 流速(m/s)
測量值1 0.155 0.859 0.3 2.082

測量值2 0.155 0.807 0.3 1.969

測量值3 0.155 0.820 0.3 1.923

平均流速(m/s)
總流量(cms)

12月份

缺崁 潛孔

0.829 1.991
0.49

11月份

缺崁 潛孔

1.837 1.942

0.92 (包含隔壁中央越流部分)

10月份

缺崁 潛孔

1.273 2.086

1.05 (包含隔壁中央越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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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生物綜合性指標 IBI 評分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計量項目(Metrics) 
評分標準(Scoring Criteria) 

5 3 1 

(一)魚類的豐度與組成 
   

(1)原生魚種數 ≧10 4-9 0-3 

(2)外來入侵魚種數 0 0-2 ≧3 

(3)棲息上、中層魚種數 ≧3 1-2 0 

(4)棲息在潭區或平流的底棲性魚種數 ≧2 1 0 

(5)棲息在瀨區的底棲性魚種數 ≧2 1 0 

(6)不耐污染魚種數 ≧3 1-2 0 

(二)魚類營養階層組成 
   

(7)雜食性魚類所占總數比例 ＜60％ 60-80％ ＞80％ 

(8)蟲食性魚類所占總數比例 ＞45％ 20-45％ ＜20％ 

(三)魚類數量及狀況 
   

(9)魚類個體總數 ≧101 51-100 0-50 

(10)外來入侵魚種比例 0-5％ 6-20％ ≧20％ 

 (11)歧異度指標 ≧1.8 1.4-1.8 ≦1.4 

 

表 3-17 生物綜合性指標水質評估分級表 
IBI 級分 Rank 水質等級 

55～52 Excellent 優良 

51～48 Excellent~Good 優良～好 

47～44 Good 好 

43～40 Good~ Fair 好～普通 

39～36 Fair 普通 

35～32 Fair ~Poor 普通～差 

31～28 Poor 差 

27～24 Poor~ Very Poor 差～很差 

＜23 Very Poor 很差 

0 No fish 無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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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110 年 1～11 月南雲大橋水質監測結果與 1～12 月 IBI 指標 

 
資料來源：全國環境監測水質資訊網http://wq.epa.gov.tw 

氣溫 水溫 導電度 溶氧 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 大腸桿菌群 氨氮 魚類

(℃) (℃) (μmho/cm25℃) (mg/L) (mg/L) (mg/L) (mg/L) (CFU/100mL) (mg/L) IBI指標

2021/1/11 14:00 — — — — — — — — — — — 未提供資料 29 差

2021/2/1 14:00 23.0 24.1 8.91 453 11.1 2.4 10.9 6.5 50 0.10 1.0 未(稍)受污染 25 差~很差

2021/3/2 14:00 26.2 23.8 8.76 482 9.9 2.8 10.1 11.2 200 0.06 1.0 未(稍)受污染 27 差~很差

2021/4/6 14:00 29.0 29.5 8.63 472 11.1 2.2 6.8 12.4 200 0.10 1.0 未(稍)受污染 21 很差

2021/5/6 14:00 25.8 30.5 8.88 469 10.2 2.6 9.4 9.7 1,600 0.04 1.0 未(稍)受污染 23 很差

2021/6/4 14:00 30.7 30.8 8.32 430 7.3 1.4 4.0 37.0 5,000 0.7 2.0 未(稍)受污染 21 很差

2021/7/5 14:00 33.5 30.4 8.62 370 8.2 2.0 5.5 75.0 6,000 0.07 2.3 輕度污染 25 差~很差

2021/8/5 14:00 25.0 23.7 8.24 313 8.3 <1.0 4.3 518.0 130,000 0.09 3.3 中度污染 23 很差

2021/9/10 14:00 32.7 31.5 8.55 345 7.9 2.0 6.1 26.8 9,800 0.10 1.5 未(稍)受污染 27 差~很差

2021/10/4 14:00 32.0 32.3 8.95 325 10.0 2.0 8.1 2.7 100 0.06 1.0 未(稍)受污染 35 普通~差

2021/11/11 14:00 — — — — — — — — — — — 河道水深不足未採樣 33 普通~差

31 差

6.0-9.0 — ≧5.5 ≦2 — ≦25 ≦5000 ≦0.3 — —

水質等級汙染程度

乙級標準

採樣日期 時間 酸鹼值 RPI

http://wq.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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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乙類水體標準，11 月份河道水深不足未採樣，12 月份水質尚

未公告。依據 RPI(River Pollution Index)值顯示 2、3、4、5、6、9、

10 月皆為未(稍)受污染之水體標準； 7 月水質是輕度汙染；8 月豐

水期因懸浮固體飆高，而為中度污染之水質。 

斗六堰上游魚類 IBI 指標的計算結果則顯示 1 月 IBI 指標級分

為 29，水質等級為差；2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25，水質等級為差～很

差；3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27，水質等級為差～很差；4 月 IBI 指標

級分為 21，水質等級為很差；5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23，水質等級為

很差；6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21，水質等級為很差；7 月 IBI 指標級

分為 25，水質等級為差~很差；8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23，水質等級

為很差；9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27，水質等級為差~很差；10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35，水質等級為普通～差；11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33，

水質等級為普通～差；12 月 IBI 指標級分為 31，水質等級為差。由

於斗六堰上游樣站魚種數較少，且有較多比例的外來種何氏棘鲃與

雜交種吳郭魚，造成 IBI 積分下降，結果導致水質等級普遍不佳，

與水質測量的 RPI 指數並無相對應之關係，顯示此處魚類主要是受

樣站的水理狀況以及棲地擾動影響，而並無受到大水時懸浮固體增

加等水質變化的影響。 

水質檢驗項目係指採集水樣的瞬間所檢驗出的水質結果，而生

物指標(IBI)則是由較為長期的棲地狀況而影響該物種類群指標之

結果，並且不只受到水質的影響，同時也會反映棲地的各種狀況，

如棲地的變動及回復、外來種的存在與否、溪序的不同造成的魚種

數多寡等狀況所影響，因此水質以及各種生物指標較不適用於彼此

比較與關聯，而是用來當成溪流狀況較全面的各項參考項目為優。 

四、外來種魚類何氏棘鲃胃內含物分析 

110 年 1～12 月(含魚道入口)共捕獲已經普遍入侵濁水溪流域的何

氏棘鲃 225 尾個體，分別於上游捕獲 129 尾、魚道內部 79 尾、魚道入

口 10 尾、下游 10 尾(表 3-12、3-13)。1 月共捕獲 55 尾何氏棘鲃，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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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堰上游捕獲，且全部都為中小型個體，較不易解剖，但顯示其可

於此地繁殖。2 月共捕獲 5 尾何氏棘鲃，其中 4 尾於斗六堰上游捕獲，

1 尾於斗六堰下游捕獲，且全部都為中小型個體，較不易解剖。3 月份

共捕獲 3 尾，其中 1 尾於斗六堰上游捕獲、魚道內部 2 尾。4 月共捕獲

2 尾何氏棘鲃，皆於斗六堰上游捕獲，因體型太小較不易解剖，但可證

實其已可在此地繁殖。5 月共捕獲 18 尾何氏棘鲃，其中 16 尾於斗六堰

上游捕獲，2 尾於魚道內部捕獲，因體型太小較不易解剖。6 月共捕獲

12 尾，其中 10 尾於斗六堰上游捕獲，魚道內部捕獲 2 尾，皆因體型太

小較不易解剖，可證實其已可在此地繁殖。7 月共捕獲 17 尾何氏棘鲃，

其中斗六堰上游捕獲 15 尾、斗六堰下游捕獲 2 尾，所捕獲的皆為中小

型個體，顯示其可於此地繁殖，對原生種魚類造成威脅。8 月共捕獲

23 尾何氏棘鲃，其中斗六堰上游捕獲 4 尾、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 8 尾、

魚道入口捕獲 9 尾、斗六堰下游捕獲 2 尾，解剖發現其胃內含物有藻

類、小石頭等雜質，也有多尾因水量很大較難覓食而為空胃；記錄有

成熟卵巢、成熟精巢，也捕獲許多中小型個體，顯示其可於此地繁殖。

9 月份共捕獲 17 尾，其中 16 尾於斗六堰上游捕獲、魚道內部 1 尾，大

型個體經解剖後發現有成熟卵巢與精巢、未熟卵巢，胃內含物則發現

有藻類、雜質，其餘則因體型太小而未解剖，可看出何氏棘鲃已可在

此地繁殖而有許多幼魚。10 月共捕獲 50 尾何氏棘鲃，其中斗六堰上游

捕獲 1 尾、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 46 尾、斗六堰下游捕獲 3 尾，較大型

個體解剖後發現有未熟卵巢，胃內含物為藻類，也有捕捉到小型個體，

顯示其可於此地繁殖。11 月共捕獲 14 尾何氏棘鲃，其中斗六堰上游捕

獲 4 尾、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 7 尾、魚道入口捕獲 1 尾、斗六堰下游

捕獲 2 尾，部分個體解剖後發現有未熟卵巢、成熟精巢，胃內含物有

藻類、雜質、斑帶吻鰕虎魚的魚體組織，也捕獲有中小型個體，顯

示其可於此地繁殖。12 月共捕獲 9 尾何氏棘鲃，其中斗六堰上游捕獲

1 尾、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 8 尾，大部分為中小型個體，無法解剖，但

顯示其可於此地繁殖，對原生種魚類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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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110 年第 1 季何氏棘鲃胃內含物分析表 

 
 

藻類 雜質 水蟲 魚類組織 成熟 未熟 成熟 未熟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3.4 4.4 0.5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8.6 11.2 10.3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10.5 14.5 20.4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2 6.0 2.4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5 5.8 2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9.8 12.5 15.2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2 5.4 1.0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9.0 11.5 14.0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9.3 12.2 12.2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12.6 15.7 31.8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9.8 12.0 14.5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4 5.6 2.3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10.0 13.0 15.8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0 5.0 3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0 5.1 0.7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0 5.3 2.3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2 5.4 4.4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4 5.6 1.6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4.0 5.2 2.0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11.0 14.2 22.0 ○

110/01/26 斗六堰上游 ― ― ― 35尾

110/02/22 斗六堰上游 10.6 13.1 19.3 ○

110/02/22 斗六堰上游 4.5 5.7 1.6 ○

110/02/22 斗六堰上游 3.9 5.0 1.5 ○

110/02/22 斗六堰上游 4.3 5.3 0.7 ○

110/02/22 斗六堰下游 11.5 14.7 26.7 ○

110/03/16 斗六堰上游 10.5 13.8 21.1 ○

110/03/16 斗六堰魚道 10.3 12.7 ― ○

110/03/16 斗六堰魚道 11.3 14.0 ― ○

胃內含物
未解剖捕獲日期 捕獲樣站

體長

(cm)
全長

(cm)
體重

(g)
卵 精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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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110 年第 2 季何氏棘鲃胃內含物分析表 

 
 

藻類 雜質 水蟲 魚類組織 成熟 未熟 成熟 未熟

110/04/16 斗六堰上游 5.0 6.5 2.5 ○

110/04/16 斗六堰上游 5.6 7.6 3.6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8.6 10.7 11.9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8.0 10.4 10.1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9.6 12.1 15.3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7.8 9.8 8.9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7.7 9.4 7.8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14.1 18.0 48.3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8.0 11.2 10.6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8.5 11.0 10.2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7.8 10.3 10.0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8.0 10.2 9.9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5.5 6.8 3.2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6.9 8.6 6.5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7.5 10.0 8.3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7.1 9.0 7.7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6.7 8.5 6.1 ○

110/05/12 斗六堰上游 6.0 8.0 4.2 ○

110/05/12 斗六堰魚道 19.5 23.6 ― ○

110/05/12 斗六堰魚道 27.5 32.0 ―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6.7 9.0 5.3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9.3 12.4 15.7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10.5 13.1 21.0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6.0 7.9 4.3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14.4 18.5 48.7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7.5 9.8 7.9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6.9 8.7 7.4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8.5 11.5 13.9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6.0 7.6 4.7 ○

110/06/11 斗六堰上游 5.2 6.5 3.4 ○

110/06/11 斗六堰魚道 15.0 19.0 ― ○

110/06/11 斗六堰魚道 9.7 12.0 ― ○

胃內含物
未解剖捕獲日期 捕獲樣站

體長

(cm)
全長

(cm)
體重

(g)
卵 精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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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110 年第 3 季何氏棘鲃胃內含物分析表 

 

藻類 雜質 水蟲 魚類組織 成熟 未熟 成熟 未熟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8.2 10.2 9.8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6.0 8.0 5.2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5.1 6.4 3.4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8.1 10.1 10.4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15.0 19.4 68.7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8.3 10.4 9.5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14.0 18.6 56.1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7.2 9.1 7.3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12.5 16.2 36.3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6.3 9.3 8.3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6.4 8.3 6.7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7.5 9.3 8.3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7.3 10.1 9.2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9.2 11.7 15.7 ○

110/07/21 斗六堰上游 6.7 8.9 6.6 ○

110/07/21 斗六堰下游 11.7 14.6 29.8 ○

110/07/21 斗六堰下游 5.5 7.1 3.9 ○

110/08/17 斗六堰上游 18.0 23.1 107.1 ○

110/08/17 斗六堰上游 11.7 13.5 21.4 ○

110/08/17 斗六堰上游 21.5 27.0 166.2 ○ ○ ○

110/08/17 斗六堰上游 9.4 12.0 16.2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15.5 19.7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14.8 19.0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24.7 31.5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19.8 25.0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23.4 30.0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23.5 19.5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24.0 30.0 ― ○

110/08/17 斗六堰魚道 15.2 19.5 ― ○

110/08/17 魚道入口 17.8 22.1 98.5 ○

110/08/17 魚道入口 14.1 17.9 44.9 ○

110/08/17 魚道入口 20.6 25.0 124.5 ○

110/08/17 魚道入口 18.5 23.3 135.6 ○

110/08/17 魚道入口 21.3 25.9 143.6 ○

110/08/17 魚道入口 23.2 30.0 249.9 ○

110/08/17 魚道入口 25.0 30.6 268.5 ○

110/08/17 魚道入口 26.6 33.1 304.2 ○

110/08/17 魚道入口 27.5 35.4 395.4 ○

110/08/17 斗六堰下游 12.3 15.5 33.1 ○

110/08/17 斗六堰下游 21.8 27.5 176.5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0.4 13.5 40.8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1.4 14.6 27.4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22.0 29.0 220.0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22.0 27.5 172.0 ○ ○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29.0 35.0 346.5 ○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3.5 17.6 62.3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7.4 23.6 104.2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1.9 15.6 48.9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0.0 12.4 23.6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9.7 12.5 23.4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9.3 11.0 20.5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8.4 10.9 16.5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1.4 14.5 32.8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4.0 5.0 2.0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1 13.6 29.1 ○

110/09/14 斗六堰上游 13.0 16.5 44.0 ○

110/09/14 斗六堰魚道 18.0 23.4 ― ○

胃內含物
未解剖捕獲日期 捕獲樣站

體長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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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110 年第 4 季何氏棘鲃胃內含物分析表 

 

 

藻類 雜質 水蟲 魚類組織 成熟 未熟 成熟 未熟

110/10/27 斗六堰上游 4.5 5.6 1.5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6.3 7.7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4.4 18.2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5.5 19.6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2.5 27.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2.7 17.0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7.5 22.0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6.0 32.0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3.5 29.7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6.0 21.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0.5 26.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2.0 27.7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0.0 26.6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5.5 19.4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2.5 27.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4.6 18.7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7.5 21.0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7.4 21.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1.5 27.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20.0 25.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17.0 21.5 ― ○

110/10/27 斗六堰魚道 ― ― ― 26尾

110/10/27 斗六堰下游 14.5 19.4 61.0 ○

110/10/27 斗六堰下游 26.0 32.0 275.5 ○ ○

110/10/27 斗六堰下游 13.5 17.3 48.5 ○

110/11/10 斗六堰上游 4.4 5.8 2.1 ○

110/11/10 斗六堰上游 4.5 5.8 1.7 ○

110/11/10 斗六堰上游 4.9 6.3 2.3 ○

110/11/10 斗六堰上游 3.2 4.0 0.5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9.5 25.2 ―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4.0 18.0 ―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2.3 15.1 ―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3.2 16.5 ―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6.5 20.9 ―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3.0 16.5 ― ○

110/11/10 斗六堰魚道 18.5 24.0 ― ○

110/11/10 魚道入口 24.4 29.5 279.8 ○ ○ ○

110/11/10 斗六堰下游 18.5 23.5 122.6 斑帶吻鰕虎 ○

110/11/10 斗六堰下游 20.2 25.8 173.2 ○ ○

110/12/01 斗六堰上游 6.0 8.4 6.4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3.5 17.0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4.5 18.5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5.5 20.2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1.5 14.8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2.3 16.8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2.0 16.5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3.0 16.8 ― ○

110/12/01 斗六堰魚道 11.0 14.7 ― ○

胃內含物
未解剖捕獲日期 捕獲樣站

體長

(cm)
全長

(cm)
體重

(g)
卵 精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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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何氏棘鲃之食性時，發現其胃內含物多為藻類、雜質、魚

刺及魚鱗等組織，今年度記錄有未消化可清楚辨識的斑帶吻鰕虎魚，

並曾有目擊其口中吞有其他魚種之情形。本種已可在本地繁殖，嚴重

影響這些測站之其他原生種生物，因此在調查時若有捕獲均予以現地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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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4.1 調查成果綜合分析 

一、斗六堰上游測站 

第 1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2 目 3 科 8 種 293 尾個體，分別

鯽魚、雜交種吳

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以外來種之雜交種吳郭魚為主

要優勢物種，共有 96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32.8%，粗首馬口鱲次之，

共有 89 尾個體，佔 30.4%，何氏棘鲃再次之，共有 60 尾個體，佔 20.5%。

蝦類共發現 2 科 3 種 19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

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12 隻個體，佔總捕

獲率 63.2%。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極樂吻鰕虎魚、大和

沼蝦 2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4-1～4-2、

圖 4-1～4-2)。 

第 2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2 目 2 科 5 種 259 尾個體，分別

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物種，共有 135 尾個體，佔總捕獲

率 52.1%，外來種雜交種吳郭魚次之，共有 63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4.3%，另外外來種何氏棘鲃則記錄有 28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10.8%。

蝦類共發現 2 科 3 種 10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

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7 隻個體，佔總捕

獲率 70.0%。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大和沼蝦 1 種；外來

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4-3～4-4、圖 4-11～4-12)。 

第 3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5 科 12 種 128 尾個體，分別

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魚、鯽

魚、鯰、短臀擬鱨、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以外來種之何氏棘鲃為主要優勢物種，共記錄有

35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7.3%，粗首馬口鱲次之，共有 30 尾個體，佔

總捕獲率 23.4%。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21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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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16 隻個體，

佔總捕獲率 76.2%。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極樂吻鰕虎魚

1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雜交種吳郭魚 3 種(表 4-5

～4-6、圖 4-21～4-22)。 

第 4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6 科 13 種 346 尾個體，分別

為台灣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台灣

白甲魚、鯽魚、台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鯰、短臀擬鱨、雜

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以游泳性之台灣 為主要優勢物種，

共有 170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49.1%，粗首馬口鱲次之，共有 74 尾個

體，佔總捕獲率 21.4%，雜交種吳郭魚再次之，共有 54 尾個體，佔

15.6%；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度雜交種吳郭魚的數量較往年增加許多。蝦

蟹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5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

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3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60.0%。

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

洄游物種無記錄；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4-7

～4-8、圖 4-31～4-32)。 

二、斗六堰魚道測站 

第 1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3 科 8 種 46 尾個體，分別為

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魚、鯽魚、鯉、豹紋

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其中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數量最多，共捕

獲 16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34.8%，雜交種吳郭魚次之，共有 9 尾個體，

佔 19.6%。蝦蟹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1 隻個體，為洄游型的合浦絨螯蟹。

保育類無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合浦絨螯蟹 1 種；外來種記錄有

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4 種(表 4-1～4-2、

圖 4-3～4-4)。 

第 2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目 5科 13種魚類共 383尾個體，

分別為台灣馬口魚、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

魚、鯽魚、鯉、䱗條、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其中又以游泳性的粗首馬口鱲記錄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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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發現有 299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78.1%；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次

之，共發現 29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7.6%；底棲性的高身小鰾鮈再次之，

共發現 24 尾個體，佔總捕獲的 6.3%。蝦蟹類則發現有 3 科 3 種共 9

隻個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合浦絨螯蟹，其中以陸封型

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記錄有 6 隻，佔總捕獲的 66.7%。保育類記錄

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洄游物種記

錄有斑帶吻鰕虎魚、合浦絨螯蟹 2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

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4 種。䱗條為台灣湖泊水庫及周

邊地區常見魚種，在本區域(清水溪)的樣站則是由 110 年 4 月才開始有

記錄(表 4-3～4-4、圖 4-13～4-14)。 

第 3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7 科 13 種 85 尾個體，分別

鲃、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魚、鯽魚、台灣間爬

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鯰、雜交種吳郭魚、斑帶吻鰕

虎魚、日本禿頭鯊、溪鱧，其中以保育類之埔里中華爬岩鰍數量最多，

共捕獲 37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43.5%。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4 隻個

體，分別為粗糙沼蝦、合浦絨螯蟹，其中以洄游型的合浦絨螯蟹記錄

較多，共捕獲 3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75.0%。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

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

虎魚、日本禿頭鯊、溪鱧、合浦絨螯蟹 4 種；其中溪鱧為本計畫首次

記錄，其仔稚魚是在沿岸地區棲息，再溯河成長，是典型的溯河洄游

性魚，且對水質的要求較高，在台灣的夏季裡，會和其它鰕虎科魚類

的幼苗一起自河口上溯，以台灣東部較為常見；另日本禿頭鯊也為本

計畫首次記錄，其在全台灣未受嚴重污染的溪流河域中，皆有分布，

因目前西部的河川受到污染較為嚴重，以東部與屏東南部的族群數量

較大，屬於典型的兩側洄游魚種，會溯河產卵，可上溯到河川的上游

水域；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

郭魚 4 種(表 4-5～4-6、圖 4-23～4-24)。 

第 4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6 科 15 種 164 尾個體，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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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馬口魚、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高

身白甲魚、鯽魚、台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鯰、

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其中

以外來種之何氏棘鲃數量最多，共捕獲 61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37.2%；

次之，共 46 尾，佔 28.0%。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3 種 11 隻個體，

分別為大和沼蝦、南海沼蝦、合浦絨螯蟹，其中以洄游型的大和沼蝦

為優勢種，共捕獲 9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81.8%；南海沼蝦則是本地新

記錄到的洄游物種，其在台灣全島溪流河口及下游皆有分佈，在台灣

東部及東北部有較大的族群。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

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

鰕虎魚、大和沼蝦、南海沼蝦、合浦絨螯蟹 5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

棘鲃、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4 種(表 4-7～4-8、圖

4-33～4-34)。 

三、魚道入口測站 

第 1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4 目 7 科 12 種 81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鯉魚、埔里中華爬岩鰍、

鬍子鯰、短臀擬鱨、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

極樂吻鰕虎魚。以高身小鰾鮈及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各記錄 16 尾

個體，各佔總捕獲率 19.8%，鯽魚及極樂吻鰕虎魚次之，各記錄 12 尾

個體，各佔 14.8%。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4 種 23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

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為

主要優勢種，共捕獲 15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65.2%，洄游型的台灣沼

蝦次之，共有 6 隻個體，佔 26.1%。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

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5 種；外來種記錄有鬍子

鯰、雜交種吳郭魚 2 種(表 4-1～4-2、圖 4-5～4-6)。 

第 2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4 目 5 科 11 種 74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紅鰭鮊、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鯽魚、䱗條、豹紋翼甲

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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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記錄較多，共 31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41.9%，

鯽魚次之，共發現 17 尾個體，各佔總捕獲率 23.0%。蝦蟹類共發現 1

科 2 種 69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

沼蝦為主要優勢種，共捕獲 58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84.1%。保育類無

記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台

灣沼蝦 4 種；外來種發現有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2 種。䱗條為

台灣湖泊水庫及周邊地區常見魚種，在本區域(清水溪)的樣站則是由

110 年 4 月才開始有記錄；紅鰭鮊已許久未在此區域被記錄到，上次被

記錄為 103 年 7 月(表 4-3～4-4、圖 4-15～4-16)。 

第 3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4 目 7 科 13 種 44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鯽魚、台

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鯰、雜交種吳郭魚、斑

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物種，

共捕獲 10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2.7%，外來種的何氏棘鲃次之，記錄

有 9 尾，佔總捕獲率 20.5%。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4 種 34 隻個體，分別

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

糙沼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21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61.8%。保育類記錄

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洄游物種記

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5 種；

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 3 種(表 4-5～4-6、

圖 4-25～4-26)。 

第 4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4 目 6 科 16 種 85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鱸鰻、 台灣馬口魚、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

首馬口鱲、陳氏鰍鮀、台灣白甲魚、鯽魚、台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

爬岩鰍、鬍子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其

中以底棲性之斑帶吻鰕虎魚記錄較多，共 21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4.7%，粗首馬口鱲次之，共 15 尾，佔 17.6%。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5

種 122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南海沼蝦、

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34 隻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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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捕獲率 27.9%；大和沼蝦次之，共 32 隻，佔 26.2%；台灣沼蝦再

次之，共 31 隻，佔 25.4%；其中南海沼蝦是本地新記錄到的洄游物種，

其在台灣全島溪流河口及下游皆有分佈，在台灣東部及東北部有較大

的族群。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鱸鰻、斑帶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

灣沼蝦、南海沼蝦 6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鬍子鯰、雜交種吳

郭魚 3 種(表 4-7～4-8、圖 4-35～4-36)。 

四、斗六堰下游測站 

第 1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5 科 11 種 107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

里中華爬岩鰍、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

吻鰕虎魚，其中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物種，共捕獲 55 尾

個體，佔總捕獲率 51.4%，外來種雜交種吳郭魚次之，共有 21 尾個體，

佔 19.6%，高身小鰾鮈再次之，共有 16 尾個體，佔 15.0%。蝦蟹類共

發現 2 科 3 種 16 隻個體，分別為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

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為主要優勢種，共捕獲 12 隻個體，佔總捕獲

率 75.0%。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台灣

沼蝦 4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和雜交種吳郭魚等 2 種(表 4-1～4-2、

圖 4-7～4-8)。 

第 2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4 目 7 科 13 種 137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鯽魚、鯉、豹紋翼甲

鯰、鬍子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

鰕虎魚、泰國鱧，其中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為主要優勢物種，共捕

獲 50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36.5%，底棲性之高身小鰾鮈次之，共有 32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3.4%。蝦類共發現 2 科 4 種 37 隻個體，分別為

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陸封型的粗糙沼

蝦為主要優勢種，共捕獲 25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67.6%。保育類無記

錄；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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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蝦、大和沼蝦 5 種；外來種記錄有豹紋翼甲鯰、鬍子鯰、雜交種吳

郭魚和泰國鱧等 4 種(表 4-3～4-4、圖 4-17～4-18)。 

第 3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3 目 6 科 13 種 116 尾個體，分別

為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鯽魚、台灣間爬

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

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泰國鱧，其中以游泳性之粗首馬口鱲

記錄較多，共捕獲 31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6.7%，底棲性的斑帶吻鰕

虎魚次之，記錄有 23 尾，佔總捕獲率 19.8%。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4 種

162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蝦、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其

中以陸封型的多齒新米蝦記錄較多，共捕獲 80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49.4%，陸封型的粗糙沼蝦次之，記錄有 74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45.7%。

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

洄游物種記錄有斑帶吻鰕虎魚、極樂吻鰕虎魚、大和沼蝦、台灣沼蝦 4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氏棘鲃、豹紋翼甲鯰、雜交種吳郭魚、泰國鱧 4

種(表 4-5～4-6、圖 4-27～4-28)。 

第 4 季於本測站發現之魚類共有 4 目 9 科 19 種 209 尾個體，分別

為白鰻、 何氏棘鲃、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高身白甲

魚、鯽魚、鯉、台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豹紋翼甲鯰、鬍子

鯰、鯰、短臀擬鱨、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魚、斑帶吻鰕虎魚、

日本禿頭鯊、泰國鱧，其中以底棲性之明潭吻鰕虎魚記錄較多，共 49

尾個體，佔總捕獲率 23.4%；粗首馬口鱲次之，共 32 尾，佔 15.3%；

斑帶吻鰕虎魚再次之，共 31 尾，佔 14.8%；其中日本禿頭鯊是本地新

記錄到的洄游物種，在全台灣未受嚴重污染的溪流河域中，皆有分布，

因目前西部的河川受到污染較為嚴重，以東部與屏東南部的族群數量

較大，屬於典型的兩側洄游魚種，會溯河產卵，可上溯到河川的上游

水域。蝦蟹類共發現 2 科 5 種 238 隻個體，分別為大和沼蝦、台灣沼

蝦、粗糙沼蝦、南海沼蝦、多齒新米蝦，其中以陸封型的粗糙沼蝦記

錄較多，共捕獲 121 隻個體，佔總捕獲率 50.8%；其中南海沼蝦是本地

新記錄到的洄游物種，其在台灣全島溪流河口及下游皆有分佈，在台



 

 

4-8 

灣東部及東北部有較大的族群。保育類記錄有埔里中華爬岩鰍 1 種為

Ⅲ級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兩側洄游物種記錄有白鰻、斑帶吻鰕虎魚、

日本禿頭鯊、大和沼蝦、台灣沼蝦、南海沼蝦 6 種；外來種記錄有何

氏棘鲃、高身白甲魚、豹紋翼甲鯰、鬍子鯰、雜交種吳郭魚、泰國鱧 6

種(表 4-7～4-8、圖 4-37～4-38)。 

五、各測站整合分析 

整合第 1 季各測站之魚類組成資料，上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271 尾、底棲性魚類 22 尾、蝦類 19 隻；魚道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37 尾、底棲性魚類 9 尾、蝦蟹類 1 隻；魚道入口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

類 37 尾、底棲性魚類 44 尾、蝦類 23 隻；下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82 尾、底棲性魚類 25 尾、蝦類 16 隻。上游、魚道、下游測站皆以游

泳性魚類為主，魚道入口則是以底棲性魚類為主。其中游泳性魚類以

粗首馬口鱲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176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41.2%，其次為雜交種吳郭魚，共捕獲 133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31.1%；底棲性魚類則是以高身小鰾鮈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53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53.0%，其次為極樂吻鰕虎魚，共捕獲 21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21.0%。蝦蟹類共發現 5 種，以粗糙沼蝦數量最

多，共捕獲 39 隻，佔蝦類總捕獲率 66.1%，其次為台灣沼蝦，共捕獲

9 隻，佔蝦類總捕獲率 15.3%。統計第 1 季魚類族群量發現，游泳性魚

類共捕獲 427 尾、底棲性魚類共捕獲 100 尾、蝦類共捕獲 59 隻，第 1

季主要捕獲游泳性魚類居多(表 4-1～4-2、圖 4-9～4-10)。 

整合第 2 季各測站之魚類組成資料，上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239 尾、底棲性魚類 20 尾、蝦類 20 隻；魚道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349 尾、底棲性魚類 34 尾、蝦類 9 隻；魚道入口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

類 52 尾、底棲性魚類 22 尾、蝦類 69 隻；下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88 尾、底棲性魚類 49 尾、蝦類 37 隻。上游、魚道、魚道入口、下游

測站皆以游泳性魚類為主，魚道入口蝦類也很多。其中游泳性魚類以

粗首馬口鱲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515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70.7%，其次為雜交種吳郭魚，共捕獲 112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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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底棲性魚類則是以高身小鰾鮈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83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66.4%，其次為斑帶吻鰕虎魚，共捕獲 11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8.8%。蝦蟹類共發現 5 種，以粗糙沼蝦數量最

多，共捕獲 96 隻，佔蝦類總捕獲率 76.8%。統計第 2 季魚類族群量發

現，游泳性魚類共捕獲 728 尾、底棲性魚類共捕獲 125 尾、蝦類共捕

獲125隻，第2季主要捕獲游泳性魚類居多(表 4-3～4-4、圖4-19～4-20)。 

整合第 3 季各測站之魚類組成資料，上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96 尾、底棲性魚類 32 尾、蝦類 21 隻；魚道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31

尾、底棲性魚類 54 尾、蝦類 4 隻；魚道入口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24

尾、底棲性魚類 20 尾、蝦類 34 隻；下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57 尾、

底棲性魚類 59 尾、蝦類 162 隻。上游測站以游泳性魚類為主，魚道內

部以底棲性魚類為主，且下游以及魚道入口的蝦類較多。其中游泳性

魚類以粗首馬口鱲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79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

率 38.0%，其次為何氏棘鲃，共捕獲 57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27.4%；底棲性魚類則是以高身小鰾鮈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49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29.7%，其次為保育類的埔里中華爬岩鰍，共捕

獲 40 尾，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24.2%。蝦蟹類共發現 5 種，以陸封

型的粗糙沼蝦數量最多，共捕獲 112 隻，佔蝦類總捕獲率 50.7%，其次

為多齒新米蝦，共捕獲 90 隻，佔蝦類總捕獲率 40.7%。統計第 3 季魚

類族群量發現，游泳性魚類共捕獲 208 尾、底棲性魚類共捕獲 165 尾、

蝦類共捕獲 221 尾，第 3 季主要捕獲游泳性魚類以及蝦類居多(表 4-5

～4-6、圖 4-29～4-30)。 

整合第 4 季各測站之魚類組成資料，上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308 尾、底棲性魚類 38 尾、蝦類 5 隻；魚道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146

尾、底棲性魚類 18 尾、蝦蟹類 11 隻；魚道入口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

類 44 尾、底棲性魚類 41 尾、蝦類 122 隻；下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

類 78 尾、底棲性魚類 131 尾、蝦類 238 隻。上游、魚道內部測站以游

泳性魚類為主，魚道入口、下游測站則是以蝦類為主。其中游泳性魚

類以 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244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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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其次為粗首馬口鱲，共捕獲 138 尾，佔游泳性魚類總捕獲率

24.0%；底棲性魚類則是以明潭吻鰕虎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58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25.4%，其次為斑帶吻鰕虎魚，共捕獲 54 尾，

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23.7%，台灣間爬岩鰍再次之，捕獲 41 尾，佔

18.0%。蝦蟹類共發現 6 種，以粗糙沼蝦數量最多，共捕獲 158 隻，佔

蝦類總捕獲率 42.0%。統計第 4 季魚類族群量發現，游泳性魚類共捕獲

576 尾、底棲性魚類共捕獲 228 尾、蝦類共捕獲 376 尾，第 4 季主要捕

獲游泳性魚類居多(表 4-7～4-8、圖 4-39～4-40)。 

整合全年各測站之魚類組成資料，上游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914

尾、底棲性魚類 112 尾、蝦類 55 隻；魚道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類 563

尾、底棲性魚類 115 尾、蝦蟹類 25 隻；魚道入口測站共捕獲游泳性魚

類 157 尾、底棲性魚類 127 尾、蝦蟹類 248 隻；下游測站共捕獲游泳

性魚類 305 尾、底棲性魚類 264 尾、蝦類 453 隻。上游、魚道內部測

站以游泳性魚類為主，魚道入口、下游測站則是以蝦類為主。其中游

泳性魚類以粗首馬口鱲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908 尾，佔游泳性魚類

總捕獲率 46.8%，其次則為雜交種吳郭魚，共捕獲 341 尾，佔游泳性魚

類總捕獲率 17.6%， 再次之，捕獲 301 尾，佔 15.5%，值得注

意的是外來種的雜交種吳郭魚今年數量急遽上升，另外何氏棘鲃自 106

年以來也都佔游泳性魚類第三、第四多的數量。底棲性魚類則是以高

身小鰾鮈捕獲數量最多，共捕獲 204 尾，佔底棲性魚類總捕獲率

33.0%，其次則為洄游性的斑帶吻鰕虎魚，共捕獲 105 尾，佔底棲性魚

類總捕獲率 17.0%。蝦蟹類共發現 6 種，以粗糙沼蝦數量最多，共捕獲

405 隻，佔蝦類總捕獲率 51.9%，其次則為多齒新米蝦，共捕獲 208 尾，

佔蝦類總捕獲率 26.6%，大和沼蝦再次之，捕獲 90 隻，佔 11.5%。統

計全年魚類族群量發現，游泳性魚類共捕獲 11 種 1939 尾、底棲性魚

類共捕獲 17 種 618 尾、蝦蟹類共捕獲 6 種 781 隻、爬蟲類共捕獲 1 種

2 隻，本年度主要捕獲游泳性魚類居多(表 4-9～4-10、圖 4-41～4-50)。 

就棲地而言，上游地勢較平緩，河床底質的石礫以中小型為主，

石礫多覆蓋藻類及泥砂，相對於下游測站而言，有較多的食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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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擬鱨等魚類；下游的石頭粒徑則較上游為大，且下游測站為魚道與

自然河道匯流處，左側水門河床底有較深的潭區，適宜低棲生物躲藏，

蝦類因此也較豐富，但因水量受魚道及左側水門的水量影響較大，且

因含砂量高，河床底部通常為黑色細砂，魚種組成與上游測站較為接

類；至於魚道測站則為水泥人工構造物，橫隔於斗六堰上、下游測站

之間，且水流量較大，即使魚類能利用魚道進行移動，多少會產生區

隔，無特殊構造或游泳能力較差者，不易通過，因此魚道內常見台灣

的魚類，對蝦類而言，因缺乏躲藏的遮蔽物，且沒有能在逆流中持續

快速移動的構造及方式，因此在利用魚道這方面，多是利用水流上方

之潮濕壁面攀爬而過。測站的環境條件影響魚、蝦類於該處的數量。

而不同物種有不同的繁殖季節以及習性，因此會影響魚、蝦類在各測

站的組成比例，當該物種產生的子代多，捕捉到的數量也會較多。 

第 1 季因降雨量少，河床大多較窄、淺，彙整生物調查結果發現

游測站佔 8.5%、下游 0.9%；粗首馬口鱲出現上游測站佔 30.4%、魚道

佔 34.8%、魚道入口 19.8%、下游 51.4%；雜交種吳郭魚上游佔 32.8%、

魚道佔 19.6%、魚道入口 8.6%、下游 19.6%。底棲性魚種高身小鰾鮈

上游佔 4.8%、魚道佔 15.2%、魚道入口佔 19.8%、下游佔 15.0%；底棲

性埔里中華爬岩鰍魚道入口佔 2.5%、下游佔 0.9%。蝦類則有大和沼蝦

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1%、魚道入口 4.4%；粗糙沼蝦上游佔 63.2%、魚道

入口佔 65.2%、下游 75.0% (圖 4-1～4-10)。 

今年上半年因全台缺水，第 2 季降雨量並無較第 1 季多，彙整生

物調查結果發現在各測站中皆有同種魚種的出現，其中游泳性魚種台

5.0%；粗首馬口鱲上游測站佔 52.1%、魚道

78.1%、魚道入口 41.9%、下游 36.5%；何氏棘鲃上游測站佔 10.8%、

魚道 1.0%；雜交種吳郭魚上游測站佔 24.3%、魚道 7.6%、魚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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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下游 13.1%；鯽魚魚道測站佔 2.9%、魚道入口 23.0%、下游

13.9%。底棲性魚種高身小鰾鮈上游佔 7.7%、魚道佔 6.3.8%、魚道入

口佔 9.5%、下游佔 23.4%；明潭吻鰕虎魚魚道佔 0.3%、魚道入口 1.4%、

下游佔 0.7%；斑帶吻鰕虎魚魚道佔 0.5%、魚道入口 8.1%、下游佔 2.2%。

蝦類則有粗糙沼蝦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70.0%、魚道 66.7%、魚道入口

84.1%、下游 67.6%；大和沼蝦上游佔 10.0%、下游 5.4% (圖 4-11～4-20)。 

第 3 季河床大多較寬，水量較大，彙整生物調查結果發現在各測

站中皆有同種魚種的出現

佔 10.2%、魚道佔 5.9%；粗首馬口鱲出現上游測站佔 23.4%、魚道佔

9.4%、魚道入口 22.7%、下游 26.7%；何氏棘鲃出現上游測站佔 27.3%、

魚道佔 10.6%、魚道入口 20.5%、下游 3.5%；雜交種吳郭魚出現上游

測站佔 2.3%、魚道佔 2.4%、魚道入口 2.3%、下游 6.0%；高身白甲魚

出現上游測站佔 10.9%、魚道測站佔 2.4%；鯽魚出現上游測站佔 0.8%、

魚道佔 5.9%、魚道入口 9.1%、下游 12.9%。底棲性魚種高身小鰾鮈上

游佔 19.5%、魚道入口佔 13.6%、下游佔 15.5%；陳氏鰍鮀魚道入口佔

2.3%、下游佔 6.0%；埔里中華爬岩鰍魚道佔 43.5%、魚道入口佔 4.6%、

下游佔 0.9%；台灣間爬岩鰍魚道佔 10.6%、魚道入口佔 2.3%、下游佔

1.7%；明潭吻鰕虎魚上游佔 0.8%、下游 2.6%；斑帶吻鰕虎魚魚道佔

1.2%、魚道入口佔 9.1%、下游 19.8%；極樂吻鰕虎魚上游佔 0.8%、魚

道入口佔 2.3%、下游 0.9%。蝦類則有大和沼蝦出現在魚道入口 2.9%、

下游 0.6%；粗糙沼蝦上游佔 76.2%、魚道佔 25.0%、魚道入口佔 61.8%、

下游 45.7%；台灣沼蝦魚道入口佔 20.6%、下游 4.3%；多齒新米蝦上

游佔 23.8%、魚道入口佔 14.7%、下游 49.4% (圖 4-21～4-30)。 

第 4 季降雨量較第 3 季小，彙整生物調查結果發現在各測站中皆

有同種魚種的出現，其中游泳性魚種 出現在上游佔 49.1%、魚

道 28.5%、魚道入口 8.2%、下游 10.1%；粗首馬口鱲出現上游測站佔

21.4%、魚道 10.4%、魚道入口 17.7%、下游 15.3%；何氏棘鲃出現上

游測站佔 1.7%、魚道 37.2%、魚道入口 1.2%、下游 2.4%；雜交種吳郭

魚出現上游測站佔 15.6%、魚道 3.7%、魚道入口 10.6%、下游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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鯽魚出現上游佔 0.9%、魚道佔 4.9%、魚道入口 9.4%、下游 1.0%。底

棲性明潭吻鰕虎魚上游佔 1.2%、魚道佔 0.6%、魚道入口 4.7%、下游

23.4%；高身小鰾鮈上游佔 0.3%、魚道 3.1%、魚道入口 9.4%、下游

2.4%；台灣間爬岩鰍上游佔 4.6%、魚道 1.8%、魚道入口 1.2%、下游

10.1%；埔里中華爬岩鰍上游佔 2.3%、魚道 0.6%、魚道入口 2.4%、下

游 3.4%；斑帶吻鰕虎魚道佔 1.2%、魚道入口 24.7%、下游 14.8%。蝦

類則有大和沼蝦出現在魚道佔 81.8%、魚道入口 26.2%、下游 17.2%；

粗糙沼蝦上游佔 60.0%、魚道入口 27.9%、下游 50.8%；多齒新米蝦上

游佔 40.0%、魚道入口 19.7%、下游 30.3%。部分生物可同時在上下游

出現，故可推論魚道環境由不同棲性的魚類利用，惟可能因周遭棲地

環境變化等因素，部分魚種因而並未在各測站同時出現(圖 4-31～

4-40)。 

若以全年度所捕獲的資料做比較，則更可清楚發現在各測站中皆

21.5%、魚道佔 7.5%、魚道入口 2.5%、下游 3.9%；粗首馬口鱲出現上

游測站佔 32.0%、魚道佔 50.2%、魚道入口 25.4%、下游 29.5%；鯽魚

上游測站佔 0.5%、魚道佔 4.6%、魚道入口 14.4%、下游 7.0%。外來種

何氏棘鲃出現上游測站佔 12.6%、魚道佔 11.2%、魚道入口 3.5%、下

游 1.8%；雜交種吳郭魚出現上游測站佔 21.1%、魚道佔 6.8%、魚道入

口 6.7%、下游 10.5%；高身白甲魚出現上游測站佔 1.4%、魚道佔 1.6%、

下游 0.4%。底棲性魚種短臀擬鱨上游佔 0.5%、魚道入口 0.4%、下游

0.2%；明潭吻鰕虎魚上游佔 0.7%、魚道佔 0.3%、魚道入口佔 2.1%、

下游 9.5%；斑帶吻鰕虎魚道佔 0.7%、魚道入口佔 14.1%、下游 10.6%；

極樂吻鰕虎魚上游佔 0.7%、魚道佔 0.2%、魚道入口佔 4.9%、下游 1.4%；

高身小鰾鮈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5.9%、魚道佔 5.3%、魚道入口 13.0%、

下游 12.5%；陳氏鰍鮀上游佔 0.1%、魚道入口 0.7%、下游 1.4%；埔里

中華爬岩鰍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0.8%、魚道佔 6.2%、魚道入口 2.1%、

下游 1.6%；台灣間爬岩鰍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1.6%、魚道佔 1.8%、魚

道入口 0.7%、下游 4.0%；鯰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0.7%、魚道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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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道入口 0.7%、下游 0.2%。蝦蟹類則有大和沼蝦出現在上游測站佔

5.5%、魚道佔 36.0%、魚道入口 13.7%、下游 9.7%；粗糙沼蝦出現在

上游測站佔 69.1%、魚道佔 28.0%、魚道入口 51.6%、下游 51.2%；台

灣沼蝦出現在魚道入口佔 22.2%、下游 3.1%；多齒新米蝦出現在上游

測站佔 25.5%、魚道佔 8.0%、魚道入口 12.1%、下游 35.8% (圖 4-41～

4-50)。這些生物都可同時在上下游及魚道內部等測站出現，故可推論

魚道環境可由不同棲性的魚蝦類利用以及上溯。 

4.2 與歷年調查成果比較分析 

一、斗六堰上游測站 

第 1 季(1～3 月)：歷年第 1 季資料比較發現，99~103 年間魚類數

量不斷上升，在 103 年為歷年來魚類族群量最豐富，104~106 年則逐年

些微下降。魚種數則是 104 年為捕獲種類最多，105 年第 1 季的魚類種

數較 104 減少 2 種，較 103、102、101 年增加 1 種，106 年魚種數則又

較 105 年增加 1 種，107 年上游的數量則是持平，與 106 年第 1 季的數

量相近，107 年上游物種數則是減少 3 種，108 年種類與數量都較 107

年為增加，109 年數量較 108 年稍微增加，種類則是持平，110 年數量

較 109 年略微增加，種類則是稍有下降。整體來說物種數量呈現消長

趨勢，其變動幅度不大。蝦類多棲息於底質為礫石或草澤之水域環境，

所以在蝦類方面則因斗六堰上游測站範圍內棲地環境的改變(受斗六堰

蓄水影響，底質由礫石之流水域逐漸轉變成為底質為泥砂之靜水域)，

造成 96 年度調查到之蝦類數量不多。97 年度則將斗六堰上游測站往上

游移動約 100 公尺，避開淹沒區至底質為礫石的流水區，再次發現蝦

類的蹤跡，惟數量較 96 年度少。98 年度調查開始僅於上游測站發現一

隻蝦類蹤跡，其原因為環境改變，蝦類族群仍在恢復，故族群量尚未

有明顯增加之趨勢。於 99 年度第 1 季開始蝦類族群量則有較大成長，

100 年度蝦類蝦類數量再度下滑，101 年度數量則是大幅增加，102 年

度蝦類數量則有消長之趨勢，103 年度未發現有任何蝦類族群，104 年

度僅發現少數族群量，105 年度蝦類數量為歷年最高，106、107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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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歷年第 1 季各測站魚類組成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註2：III為保育等級 

表 4-2 歷年第 1 季各測站蝦類組成表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白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鱸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白甲魚 0 0 0 0 0 0 0 1 2 0 1 0 0 0 5 0 0 0 0 0 4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身白甲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馬口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粗首馬口鱲 * 0 28 5 28 71 54 157 61 94 89 43 52 86 71 28 89 0 5 3 42 12 32 12 14 247 42 2 2 86 25 38 16 4 11 58 43 45 133 38 86 64 68 41 12 49 58 18 55

陳氏鰍鮀* 0 0 0 0 2 0 0 0 0 0 0 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 0 3 0 1 0 0 11 0 31 20 14 8 7 5 9 30 15 4 9 2 2 18 4 0

* 0 35 82 128 93 22 35 192 177 129 107 58 42 127 110 25 0 0 17 53 50 21 18 40 39 31 55 1 42 8 6 0 0 4 12 16 14 9 6 32 2 2 24 3 13 2 1 1

高身小鰾鮈* 21 111 10 8 4 5 42 3 15 5 4 17 23 14 1 14 0 0 0 9 6 55 3 3 30 17 2 1 23 23 8 7 23 9 50 43 4 80 42 85 23 42 49 1 23 10 5 16

短吻小鰾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革條田中鰟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鯽魚 0 0 0 2 0 0 0 0 0 5 0 9 0 2 0 1 0 0 0 10 0 0 0 1 5 11 0 1 0 13 16 7 0 0 0 7 2 0 0 2 1 0 0 1 0 4 0 4

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2 0 0 0 0 0 0 1 2 2 0 0 0 2 2 0 1 0 0 0 0 0 0 2 0 0

高身鯽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羅漢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䱗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何氏棘鲃* 0 0 0 0 0 0 0 0 0 1 10 22 14 9 25 60 0 0 1 0 0 1 0 14 1 1 1 0 14 4 1 2 0 0 0 0 1 0 0 4 0 0 0 0 8 4 11 1

紅鰭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0 0 25 126 9 15 2 83 174 55 0 13 1 21 64 0 0 0 15 50 15 17 3 11 1 1 0 4 1 1 8 0 22 95 74 18 5 3 12 1 44 3 6 0 6 0 0 1

台灣間爬岩鰍* 0 0 1 111 2 80 20 68 102 22 1 1 1 16 34 0 0 0 1 5 1 5 2 0 0 0 1 0 1 0 6 0 5 22 20 0 19 0 3 1 8 0 4 0 1 0 0 0

纓口台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泥鰍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華花鰍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鱗副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短臀擬鱨 * 1 2 4 8 8 20 28 37 27 16 8 7 0 2 11 0 0 0 0 0 3 0 0 2 2 4 0 4 0 0 1 0 14 4 6 0 4 4 1 5 5 9 9 7 0 0 0 0

鯰 0 0 1 2 0 1 0 3 0 0 2 6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 0 0 0 0 4 3 0 0 0 0 1 0 0 0 9 0 0 0 0 0 0 0 0

鬍子鯰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豹紋翼甲鯰 0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15 0 0 0 4 8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明潭吻蝦虎魚* 17 6 9 28 2 57 101 36 47 30 48 10 35 4 9 2 0 0 0 0 0 0 1 1 33 6 13 5 35 1 0 0 29 26 10 14 3 24 14 15 76 237 24 49 8 2 1 1

斑帶吻蝦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3 1 0 0 1 0 0 0 1 1 3

極樂吻蝦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本禿頭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泰國鱧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雜交種吳郭魚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6 3 1 96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6 5 2 9 0 0 0 1 0 1 1 0 0 0 0 1 0 0 2 21

溪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黃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3 5 9 9 9 8 9 9 9 12 10 11 8 10 10 8 0 1 5 9 9 7 8 9 11 11 6 8 8 13 13 8 7 9 10 12 14 10 11 11 11 8 8 8 8 10 8 11

數量 39 182 144 441 192 254 391 484 639 356 225 206 208 269 288 293 0 5 37 172 94 132 45 107 364 134 74 19 208 91 110 46 128 193 246 155 109 263 128 270 241 366 166 76 110 102 43 107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 /時間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第1季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台灣沼蝦 2 2 0 1 6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4 7 3 1 0 0 0 0 0 1 0 1 0 9 55 7 28 10 58 26 16 0 0 6 5 5 0 0 3

大和沼蝦 3 7 5 0 7 1 13 3 0 0 13 2 1 1 18 2 0 0 0 1 0 8 0 234 0 8 36 151 52 4 35 0 409 303 400 35 67 140 78 151 31 9 111 32 1 0 1 0

粗糙沼蝦 1 0 0 0 0 1 5 1 0 1 8 0 0 5 19 12 0 0 0 0 0 0 0 0 11 17 9 10 2 7 26 0 0 0 0 1 0 0 5 0 4 6 2 9 13 9 13 12

日本沼蝦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海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多齒新米蝦 3 4 5 0 0 0 5 0 0 1 28 0 0 2 0 5 0 0 0 1 3 0 0 0 0 0 3 3 0 0 2 0 1 5 0 0 0 1 8 0 0 9 6 2 33 0 9 1

合浦絨螯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5 3 2 1 2 3 3 2 0 2 3 1 1 4 2 3 0 0 0 3 2 2 1 1 1 2 3 3 3 3 4 1 3 3 2 3 2 3 4 2 2 3 4 4 4 1 3 3

數量 10 13 10 1 13 3 23 4 0 2 49 2 1 9 37 19 0 0 0 6 10 11 1 234 11 25 48 164 55 13 64 1 419 363 407 64 77 199 117 167 35 24 125 48 52 9 23 16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4-16 

表 4-3 歷年第 2 季各測站魚類組成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註2：III為保育等級 

表 4-4 歷年第 2 季各測站蝦類組成表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白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2

鱸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白甲魚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2 0 0

高身白甲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馬口魚 8 101 0 82 79 68 55 140 42 139 0 0 0 0 0 0 0 191 14 85 35 78 42 4 44 556 0 0 0 0 1 2 82 9 174 96 91 142 65 20 58 85 0 0 0 0 0 0

粗首馬口鱲 * 0 0 48 0 0 0 0 0 1 0 18 29 133 31 23 135 0 10 0 4 0 1 19 4 2 3 66 22 0 3 18 299 32 1 3 7 2 7 2 10 5 1 37 85 73 21 38 50

陳氏鰍鮀* 0 82 0 110 40 31 17 106 140 71 0 3 0 0 0 0 0 9 16 57 0 15 29 14 38 7 9 1 0 0 3 0 1 2 14 7 7 16 7 8 8 2 0 4 2 5 13 1

* 6 69 38 25 23 20 93 91 86 11 87 46 83 21 72 13 0 29 39 48 3 78 0 12 46 86 134 1 1 7 0 0 36 13 90 31 8 186 22 34 42 13 25 0 3 3 0 0

高身小鰾鮈* 0 0 0 0 0 0 0 0 0 0 4 1 1 7 1 20 0 0 0 14 0 0 0 0 0 0 70 1 3 1 10 24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5 4 10 32

短吻小鰾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革條田中鰟鮍 5 9 204 31 0 28 0 2 6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2 6 0 0 14 0 0 0 0 0 0 1 0 10 16 0 7 6 0 0 0 0 0 0 0 0 0

鯽魚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4 2 0 0 0 0 0 0 0 6 0 0 0 3 3 1 4 2 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4 2 19

鯉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高身鯽魚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羅漢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䱗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何氏棘鲃* 0 0 0 0 0 0 0 3 0 8 4 10 55 17 22 28 0 0 1 0 0 0 0 0 1 5 0 4 0 6 2 4 0 0 0 0 2 4 6 1 1 10 3 21 9 22 2 0

紅鰭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0 0 66 96 1 3 6 22 158 24 3 1 0 0 2 0 0 0 14 39 30 124 12 35 10 1 0 2 2 16 0 4 8 13 49 3 46 9 1 1 33 12 0 0 0 0 0 0

台灣間爬岩鰍* 0 0 0 23 0 25 0 8 46 4 17 1 1 0 11 0 0 0 0 0 1 5 6 2 2 0 0 0 0 0 0 0 2 1 12 0 6 0 0 0 5 6 0 1 0 0 0 0

纓口台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華花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大鱗副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短臀擬鱨 * 0 1 26 9 5 6 19 24 55 9 14 0 1 1 5 0 0 2 0 0 0 0 0 1 2 11 1 0 0 0 0 0 4 3 2 1 9 8 11 7 11 9 0 0 0 0 0 0

鯰 0 6 2 0 0 1 0 1 19 0 4 1 1 0 2 0 0 4 4 0 4 2 3 1 4 1 0 0 0 0 1 0 1 0 2 1 0 3 0 0 0 0 0 0 3 0 0 0

鬍子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豹紋翼甲鯰 0 0 0 0 1 0 0 1 12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2 0 8 0 1 0 0 1 3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2 0 3

明潭吻蝦虎魚* 5 13 73 62 13 146 110 39 65 28 21 18 16 1 6 0 0 0 1 0 0 3 0 0 37 35 4 11 1 0 3 1 32 11 16 15 6 93 0 8 84 227 17 7 7 0 0 1

斑帶吻蝦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3

極樂吻蝦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4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本禿頭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泰國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雜交種吳郭魚 0 0 0 2 0 0 1 0 1 0 0 0 0 1 1 6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0 7 18

溪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黃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4 7 8 10 7 10 7 11 12 9 10 10 8 8 14 5 0 7 8 7 7 9 9 10 10 13 7 9 6 7 9 13 11 10 11 9 11 13 9 8 11 9 6 8 9 10 6 13

數量 24 281 460 443 162 329 301 437 631 295 173 112 291 83 154 259 0 246 90 248 75 308 124 76 186 735 287 46 9 38 41 383 200 55 373 177 179 482 121 89 249 365 90 123 108 75 72 137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第2季

台灣沼蝦 0 0 0 2 1 5 4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4 4 2 4 0 0 8 0 0 0 0 0 0 3 21 1 8 2 83 26 5 1 3 0 4 6 1 0 1

大和沼蝦 0 0 20 0 10 2 43 19 3 1 1 1 0 0 13 1 0 0 0 0 0 2 1 1 2 1 13 21 4 0 0 0 73 46 87 6 17 114 5 21 4 7 5 7 3 0 1 2

郝氏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粗糙沼蝦 4 2 2 2 1 17 20 7 1 0 0 0 6 2 14 7 0 0 1 0 0 0 0 1 23 35 3 1 0 1 1 6 0 0 0 2 0 2 3 10 15 6 3 2 2 5 10 25

日本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海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多齒新米蝦 5 4 6 0 1 35 5 0 1 0 13 0 1 0 0 2 0 0 0 0 0 0 0 0 1 1 0 2 0 0 0 2 1 1 0 0 0 1 1 1 4 4 0 0 0 1 2 9

合浦絨螯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2 2 3 2 4 4 4 2 3 2 2 1 2 1 2 3 0 0 1 1 1 2 2 2 3 5 2 3 1 1 2 3 3 4 2 3 2 4 4 4 4 4 2 3 3 3 3 4

數量 9 6 28 4 13 59 72 26 5 2 14 1 7 2 27 10 0 0 1 4 4 4 5 2 26 45 16 24 4 1 3 9 77 70 88 16 19 200 35 37 24 20 8 13 11 7 13 37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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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歷年第 3 季各測站魚類組成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註2：III為保育等級 

表 4-6 歷年第 3 季各測站蝦類組成表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白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鱸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白甲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身白甲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台灣馬口魚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粗首馬口鱲 * 0 87 39 22 32 29 2 22 24 9 32 3 12 34 7 30 0 14 14 86 20 8 3 7 20 25 6 9 17 2 22 8 1 3 157 55 26 3 4 13 2 36 136 42 46 5 58 31

陳氏鰍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2 2 0 9 0 0 2 4 11 1 0 0 0 0 1 113 2 11 1 9 5 6 8 2 8 12 8 14 7

* 5 81 91 47 18 58 21 9 38 7 9 7 2 10 6 13 0 5 12 46 16 11 28 26 98 19 6 18 3 1 11 5 0 25 8 21 0 1 11 16 2 0 17 8 3 2 0 0

高身小鰾鮈* 3 47 48 12 10 60 14 14 25 9 3 0 3 5 1 25 0 7 73 50 2 2 0 72 26 1 6 2 17 0 30 0 3 14 40 9 7 2 5 9 6 17 8 6 21 4 17 18

短吻小鰾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革條田中鰟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鯽魚 0 1 2 1 3 1 0 1 2 2 0 0 7 1 2 1 0 1 3 2 0 0 0 5 2 0 0 6 12 7 3 5 0 0 0 0 0 2 0 0 0 0 1 11 3 1 4 15

鯉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高身鯽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羅漢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䱗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何氏棘鲃* 0 0 0 0 0 0 0 2 4 9 29 0 22 43 24 35 0 0 0 0 0 0 0 0 1 2 0 10 13 8 8 9 0 0 1 1 1 4 1 1 0 3 10 26 22 16 13 4

紅鰭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1 38 26 41 7 20 65 10 7 6 0 17 0 1 1 0 1 0 80 3 41 34 1 2 80 69 1 5 1 0 106 37 14 96 5 6 25 4 49 28 2 69 1 0 1 0 1 1

台灣間爬岩鰍* 1 11 4 40 4 2 18 18 3 0 1 0 0 1 0 0 0 0 0 4 4 1 1 1 4 3 14 0 4 0 29 9 3 5 0 5 1 1 10 58 0 3 0 0 0 11 1 2

纓口台鰍*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中華花鰍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鱗副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短臀擬鱨 * 3 4 12 46 6 13 26 23 13 13 16 4 0 1 1 3 0 0 0 4 4 0 5 0 1 0 1 3 1 0 0 0 3 3 3 6 4 2 24 0 2 14 0 0 0 1 0 0

鯰 0 0 3 1 0 0 10 0 1 0 1 0 2 0 0 1 1 2 12 0 0 0 0 1 5 0 0 2 4 2 0 4 0 0 0 0 0 1 2 0 0 0 0 2 3 2 0 0

鬍子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豹紋翼甲鯰 0 0 1 0 1 2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2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3 3 3

明潭吻蝦虎魚* 8 36 96 13 15 168 39 11 34 15 11 19 6 3 4 1 0 2 3 14 0 8 3 38 3 15 1 13 7 1 1 0 9 1 7 7 2 16 15 21 18 26 59 13 0 7 2 3

斑帶吻蝦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5 0 0 0 1 4 23

極樂吻蝦虎魚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1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本禿頭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泰國鱧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雜交種吳郭魚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1 10 3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6 0 0 2 0 0 1 0 0 0 0 1 0 0 1 1 1 1 10 7

溪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黃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6 8 12 10 10 9 10 9 10 8 9 5 10 10 11 12 2 7 8 9 7 6 7 8 11 10 9 12 15 7 11 13 6 8 10 9 9 13 14 9 7 9 10 10 9 13 13 13

數量 21 305 324 227 97 353 198 110 151 70 104 50 59 100 58 128 2 32 198 211 89 64 50 152 241 138 40 81 92 22 218 85 33 148 337 112 78 39 134 152 38 181 236 118 112 62 132 116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第3季

台灣沼蝦 0 1 0 3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0 0 0 4 0 0 13 0 0 0 0 0 2 0 1 10 4 0 0 8 0 0 4 0 6 1 7

大和沼蝦 0 3 2 0 66 12 37 5 1 14 5 17 0 0 17 0 12 0 0 45 0 0 53 2 223 57 45 21 28 16 6 0 134 26 7 20 31 5 136 8 265 50 6 0 0 36 59 1

郝氏沼蝦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粗糙沼蝦 0 5 0 1 1 4 0 1 5 13 0 0 13 1 28 16 0 0 0 0 6 0 0 14 0 3 0 3 6 0 1 1 6 0 0 1 8 1 0 28 2 0 6 0 2 5 24 74

日本沼蝦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多齒新米蝦 0 0 1 0 2 0 2 0 0 2 0 0 22 1 0 5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4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4 1 4 1 7 80

合浦絨螯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0 4 2 2 5 2 2 2 2 3 1 1 2 2 2 2 1 0 1 2 2 0 1 2 3 2 1 3 4 1 3 2 2 2 1 3 4 4 1 2 3 1 3 2 2 4 4 4

數量 0 10 3 4 76 16 39 6 6 29 5 17 35 2 45 21 12 0 1 47 7 0 53 16 228 60 45 37 39 16 8 4 140 28 7 22 50 11 136 36 275 50 16 5 6 48 91 162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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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歷年第 4 季各測站魚類組成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註2：III為保育等級 

表 4-8 歷年第 4 季各測站蝦類組成表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白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

鱸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白甲魚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 0 0 2 1 0 0 0 1 1 0 0 0 0 0

高身白甲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台灣馬口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粗首馬口鱲 * 22 0 4 21 86 76 60 26 41 11 3 69 10 4 61 74 8 65 3 11 2 79 93 34 208 49 1 6 17 7 17 17 9 1 0 11 9 34 29 17 64 19 21 85 62 10 21 32

陳氏鰍鮀* 0 0 0 0 0 0 0 0 2 0 2 4 2 0 0 1 0 0 3 0 0 0 11 5 12 13 0 1 36 0 0 0 209 2 44 23 6 8 11 24 9 10 2 13 3 5 3 0

* 60 3 39 40 39 54 124 63 71 21 26 15 55 18 28 170 0 1 9 27 3 14 42 22 75 83 3 38 12 3 1 46 2 7 0 18 3 5 38 1 8 11 4 11 1 2 1 21

高身小鰾鮈* 20 0 3 1 3 19 7 2 3 1 6 9 2 0 8 1 0 0 2 1 0 6 4 22 91 3 0 0 0 0 5 5 3 0 0 1 0 10 8 20 29 9 2 8 2 2 7 5

短吻小鰾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革條田中鰟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鯽魚 0 0 0 0 0 1 0 0 0 0 2 2 0 1 0 3 0 1 1 0 0 0 1 2 0 0 0 3 1 0 2 8 0 0 1 0 0 4 1 0 0 0 0 0 1 3 1 2

鯉 0 0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高身鯽魚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羅漢魚 0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䱗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何氏棘鲃*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27 6 72 6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6 10 9 61 0 0 1 0 1 1 1 1 0 2 11 17 11 5 0 5

紅鰭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0 3 43 10 8 15 133 54 27 6 5 10 12 53 0 8 26 6 73 37 37 192 31 7 17 7 5 6 0 3 0 1 204 104 47 70 30 28 67 40 5 72 2 6 0 1 0 7

台灣間爬岩鰍* 0 0 72 11 26 123 74 28 49 6 4 3 6 58 3 16 2 1 33 26 36 56 14 25 8 3 0 0 6 3 0 3 6 28 29 31 4 4 17 42 7 25 2 1 0 6 0 21

纓口台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0

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華花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鱗副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短臀擬鱨 * 3 1 6 8 7 70 56 14 20 2 3 3 4 1 2 2 0 2 2 0 0 0 1 1 11 1 0 0 6 1 0 0 1 1 1 5 2 1 15 2 6 2 3 0 0 3 0 1

鯰 0 0 1 0 0 1 3 0 3 0 2 1 0 0 5 6 0 0 2 0 0 0 1 0 1 1 0 1 3 1 2 4 0 0 0 0 0 2 0 0 0 0 1 1 0 0 0 1

鬍子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5

豹紋翼甲鯰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5 0 0 0 4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明潭吻蝦虎魚* 17 1 12 0 5 83 49 6 12 1 3 16 4 2 14 4 1 77 13 0 1 6 3 56 11 16 0 4 4 0 0 1 2 2 1 3 3 5 6 12 15 13 29 2 10 12 2 49

斑帶吻蝦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0 0 0 1 2 1 0 0 1 2 0 0 1 1 5 31

極樂吻蝦虎魚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本禿頭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泰國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5

雜交種吳郭魚 0 0 0 0 0 0 0 0 1 4 0 0 1 2 7 5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1 6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14 5 11 14

溪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黃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6 6 8 6 7 10 9 7 12 8 11 10 11 9 11 13 4 7 11 7 7 6 12 10 14 10 4 8 13 9 8 15 9 8 8 10 11 14 11 11 11 11 12 9 10 14 10 19
數量 129 16 188 97 181 458 516 200 251 60 65 132 125 145 203 346 41 160 153 112 104 359 215 185 486 187 10 60 101 31 39 164 446 156 133 174 74 119 205 172 159 177 79 144 106 57 54 209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第4季

台灣沼蝦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5 0 0 0 0 0 1 15 32 0 23 1 0 2 3 12 0 0 102 0 0 5 137 98 8 5 42 2 0 0 0 5 0 3

大和沼蝦 0 1 2 2 5 0 6 0 0 10 6 2 1 0 5 0 0 1 2 4 4 13 306 8 93 230 39 112 31 422 0 9 218 39 48 75 129 125 169 123 75 231 13 0 0 42 0 41

粗糙沼蝦 1 0 0 0 0 0 0 0 2 27 0 0 1 0 11 3 0 0 27 0 0 61 1 128 140 20 0 3 14 14 4 0 1 0 1 0 0 3 0 25 7 0 33 0 4 70 5 121

日本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海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多齒新米蝦 0 0 0 2 0 0 1 0 1 0 1 1 1 2 8 2 0 0 0 0 0 0 0 2 23 3 0 1 17 4 2 0 0 0 0 0 0 5 1 1 31 1 4 1 8 10 3 72

合浦絨螯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1 1 1 2 2 0 2 0 2 3 2 2 3 1 4 2 0 1 2 1 2 3 3 3 4 4 1 4 5 5 2 3 3 1 2 2 2 4 3 4 4 3 3 1 2 4 2 5

數量 1 1 2 4 6 0 7 0 3 38 7 3 3 2 29 5 0 1 29 4 5 89 339 138 279 254 39 118 66 454 6 11 321 39 49 80 266 231 178 154 155 234 50 1 12 127 8 238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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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歷年全年度各測站魚類組成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註2：III為保育等級 

表 4-10 歷年全年度各測站蝦類組成表 

 
註1：標記*者為台灣特有種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白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2 0 1 1 0 0 0 0 0 0 2 3 1 0 0 0 0 0 0 1 0 6

鱸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灣白甲魚 0 1 0 3 0 0 0 1 0 0 1 0 0 0 5 1 0 0 0 2 21 0 5 0 0 0 0 0 0 2 0 0 2 6 1 0 2 1 0 0 0 0 1 3 0 2 0 0

高身白甲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8 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2

台灣馬口魚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1 3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粗首馬口鱲 * 30 216 48 153 268 227 274 249 201 248 96 153 241 140 119 328 8 275 34 224 69 197 150 59 519 672 75 39 59 37 95 340 96 24 389 205 171 312 136 136 188 208 235 224 230 94 135 168

陳氏鰍鮀* 0 0 48 0 2 0 0 0 3 0 2 18 3 0 0 1 0 11 3 6 2 1 39 30 14 21 13 14 37 0 14 0 272 24 174 40 26 21 31 69 35 23 13 27 19 36 34 8

* 65 201 212 325 190 165 197 370 426 228 229 126 182 176 216 221 0 15 54 183 82 61 117 102 250 140 198 58 29 19 18 51 3 38 34 62 24 31 62 57 20 15 70 22 20 9 2 22

高身小鰾鮈* 50 227 99 46 40 104 156 110 129 26 17 27 29 26 11 60 0 36 114 108 11 141 7 109 193 107 78 4 20 24 53 36 65 36 180 58 19 278 77 148 100 81 66 15 51 20 39 71

短吻小鰾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革條田中鰟鮍 0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鯽魚 5 10 206 34 3 30 0 3 0 8 3 13 7 8 4 5 0 3 4 13 0 2 7 8 0 25 3 13 24 24 23 31 1 0 11 23 2 13 7 2 0 0 1 12 7 12 7 40

鯉 0 0 0 0 0 6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2 0 0 9 0 0 0 0 0 0 2 3 3 0 0 0 3 1 0 2 0 0 0 0 0 0 4 2 3

高身鯽魚 0 0 3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羅漢魚 0 0 0 0 0 0 0 0 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4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䱗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何氏棘鲃* 0 0 0 0 0 0 0 5 0 18 52 32 118 75 143 129 0 0 2 1 0 1 1 15 0 9 1 14 20 28 20 76 0 0 2 1 5 9 8 7 0 15 24 64 50 47 26 10

紅鰭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1 41 160 273 25 53 206 169 366 91 8 41 13 75 67 8 27 6 182 129 123 367 47 55 108 78 6 17 16 20 114 42 248 308 175 97 106 44 129 70 84 156 9 6 7 1 1 9

台灣間爬岩鰍* 1 11 77 185 32 230 112 122 200 32 23 5 8 75 48 16 2 1 34 35 42 67 23 28 14 6 15 0 13 3 35 12 16 56 61 36 30 5 30 101 20 34 6 2 1 17 1 23

纓口台鰍*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 0 0 0 0 0 0 0

泥鰍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中華花鰍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大鱗副泥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短臀擬鱨 * 7 8 48 71 26 109 129 98 115 40 41 14 5 5 19 5 0 4 2 4 7 0 6 6 16 16 2 7 7 1 1 0 22 11 12 12 19 15 51 17 24 34 12 7 0 4 0 1

鯰 0 6 7 3 0 3 13 4 23 0 9 8 3 0 7 7 1 6 18 0 4 3 4 2 14 2 0 3 9 7 6 8 1 0 2 2 0 6 2 9 0 0 1 3 6 2 0 1

鬍子鯰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7

豹紋翼甲鯰 0 0 1 0 2 2 3 1 13 0 1 0 0 0 2 0 0 0 0 0 4 0 0 2 6 24 0 1 6 4 9 7 0 0 0 0 1 1 1 0 1 0 1 0 3 5 3 8

明潭吻鰕虎魚* 47 56 190 103 35 418 299 92 158 74 83 63 61 10 33 7 1 79 17 14 1 17 7 95 84 72 18 33 15 2 4 2 72 40 34 39 14 138 35 56 193 503 129 71 25 21 5 54

斑帶吻鰕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1 0 5 0 0 0 1 4 8 1 0 1 8 0 0 1 3 10 60

極樂吻鰕虎魚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7 0 0 0 0 0 0 7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1 1 1 2 0 1 0 0 0 0 1 2 8

短吻紅斑吻鰕虎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本禿頭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泰國鱧 0 0 0 0 1 0 1 0 0 1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1 1 0 7

雜交種吳郭魚 0 0 1 2 0 0 6 0 2 4 0 0 9 7 19 216 0 0 1 0 1 0 0 0 0 0 0 1 9 5 3 46 0 0 1 1 0 0 1 2 0 0 3 3 15 16 30 60

溪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黃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9 11 15 12 11 12 13 12 14 13 14 11 14 10 17 16 5 10 13 14 13 10 14 13 16 15 11 14 17 17 17 19 11 10 17 17 18 18 18 13 15 11 14 15 14 19 16 21

數量 207 778 1108 1202 624 1348 1398 1224 1660 773 567 500 683 597 703 1026 39 436 467 737 368 857 423 512 1263 1184 411 206 272 182 408 678 798 544 1081 608 429 889 577 675 676 1078 571 461 436 296 301 569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台灣沼蝦 2 3 0 6 12 7 4 0 0 1 0 0 0 1 5 0 0 0 0 10 13 20 37 0 27 9 0 15 4 12 1 0 114 78 8 37 159 243 75 26 51 5 6 13 11 12 1 14

大和沼蝦 3 11 29 2 88 17 99 27 4 19 33 22 2 1 53 3 12 1 2 50 4 23 360 245 318 296 133 305 115 442 41 9 834 414 542 65 244 384 632 268 375 297 151 39 4 78 61 44

郝氏沼蝦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粗糙沼蝦 6 7 2 3 2 22 25 9 10 15 9 0 20 8 72 38 0 0 28 0 6 61 1 137 174 75 15 17 22 22 32 7 7 0 1 4 8 6 14 59 28 12 46 11 21 89 52 232

日本沼蝦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海沼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多齒新米蝦 8 8 12 2 3 37 13 48 2 6 49 1 24 5 8 14 0 0 1 1 3 0 0 8 25 4 3 6 21 4 4 2 2 6 0 0 1 8 13 11 35 14 15 4 45 12 21 162

合浦絨螯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4 3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種數 5 5 3 4 5 4 5 3 3 4 3 2 3 4 4 3 1 1 3 3 4 3 3 4 4 5 3 4 5 5 5 5 4 4 3 3 4 4 5 4 4 4 4 4 4 4 4 5

數量 20 30 43 13 108 83 141 84 16 41 91 23 46 15 138 55 12 1 31 61 26 104 398 390 544 386 151 343 164 484 81 25 957 500 551 106 412 641 734 364 489 328 218 67 81 195 135 453

斗六堰上游 斗六堰魚道 斗六堰下游

物種

監測位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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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上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2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上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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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魚道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魚道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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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6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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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下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8 110 年第 1 季斗六堰下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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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110 年斗六堰第 1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個體數量 

 

圖 4-10 110 年斗六堰第 1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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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上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12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上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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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魚道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14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魚道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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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16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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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下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18 110 年第 2 季斗六堰下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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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110 年斗六堰第 2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個體數量 

 

圖 4-20 110 年斗六堰第 2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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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上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22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上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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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魚道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24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魚道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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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26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4-33 

 

圖 4-27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下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28 110 年第 3 季斗六堰下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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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110 年斗六堰第 3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個體數量 

 

圖 4-30 110 年斗六堰第 3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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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上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32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上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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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魚道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34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魚道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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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36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魚道入口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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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下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38 110 年第 4 季斗六堰下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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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110 年斗六堰第 4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個體數量 

 

圖 4-40 110 年斗六堰第 4 季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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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110 年斗六堰上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2 110 年斗六堰上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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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110 年斗六堰魚道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4 110 年斗六堰魚道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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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110 年斗六堰魚道入口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6 110 年斗六堰魚道入口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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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110 年斗六堰下游魚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圖 4-48 110 年斗六堰下游蝦類資源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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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 110 年全年斗六堰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個體數量 

 

圖 4-50 110 年斗六堰全年不同習性魚、蝦在各測站之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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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測站則與 104 年像似，僅發現少數族群量，108 年種類與數量都較

107 年為增加，109 年則種類較 108 年減少，數量則是增加，但數量仍

不多，110 年則種類較 109 年增加，數量則是減少，就整體而言上游測

站的蝦類族群並不多(圖 4-51)。 

第 2 季(4～6 月)：歷年第 2 季資料比較發現，96 及 97 年第 1 季皆

利用臨時導水路將右岸之溪水導向左岸，水量較 95 年增加許多，因此

96 年魚類種類及數量皆有增加。97 年因魚道改修工程完工，生態廊道

順暢，因此魚類的種類與數量持續增加。99 年斗六堰魚道 5、6 月間進

行年度歲修，魚道內無通水，魚類無法利用魚道進行上溯，影響到上

游的魚類族群數目。100 年度整體環境變動不大，魚群數量有明顯回

升，較 99 年增加了 1.3 倍，101 年因 4、5 月遭遇較大的水量，因此數

量略減，102 年降雨量大，使得魚類族群數量較 101 年數量及種類皆有

大幅增加的趨勢。103 年度水量充沛，棲地穩地，環境變動因子不大，

魚類在數量及種數上為歷年最高，104～106 年在數量上則逐年下降，

種類則是類似，107 年則是數量有所上升，與 104 年相近，種數則是減

少 2 種，108 年種數持平，數量則較 107 年為下降，與 106 年相仿，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8 年為上升，物種數 14 種為歷年最高，110

年上游因河道被砂石車便道攔阻，變成靜水域環境，因此種類數較 109

年下降不少，數量則是上升。蝦類部分自 98 年起，逐年增加，101 年

度數量較 100 年增加 22%，且為歷年最高。102 年第 2 季因大水將上游

河的植物沖毀，造成蝦類無處躲藏，使得蝦類族群較 101、102 年度同

季少，整體蝦類族群量呈現消長趨勢。103 年度第 2 季蝦類族群量有下

降趨勢，可能因水量充沛，對蝦類的棲地擾動較大，造成族群量有下

降趨勢。104 年度因降雨量減少，許多河段都出現伏流，上游河段魚、

蝦類族群數量都較去年度有大幅減少趨勢。105 年度魚種數量較 104 年

增加 1 種，但整體數量延續 103 年以來的趨勢呈現下滑。105 年蝦類數

量較 104 年多，但種類數一樣只記錄到 2 種。106 年度蝦類數量下降，

與 104 年相似，107 年則蝦類數量與種數都較 106 年為增加，108 年則

種類與數量又再度下降，與 106 年相似，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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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為上升，110 種類數更加上升，數量則是有所減少。就整體而言

上游測站的蝦類族群並不多(圖 4-52)。 

第 3 季（7~9 月）：歷年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103 年第 3 季的魚

類種類與 102 年度種數相似，惟數量則較 101 及 100 年有下降趨勢。

104 年度與 95~103 年度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本季上游魚類數量較去

年下降約一半以上，可能是因為 104 年的枯水期時間較長，水量分配

不均造成環境棲地受到擾動，影響魚類族群量。105 年度的魚類數量與

種數則是稍微回升，在數量上仍不像 100 年第 3 季那樣多，而物種數

則是近幾年來都差別不大。106 年第 3 季由於 8 月份上游測站受之前大

雨影響，流心改變，水量極少，調查時沒有魚蝦類的記錄，導致 106

年的物種數以及數量都較 105 年為下降，107 年在物種數以及數量上都

有所上升，108 年則種類與 107 年持平，數量較 107 年為增加，109 年

種類較 108 年些微上升，數量則較 108 年略為減少，110 年種類與數量

都較 109 年上升。歷年第 3 季的資料顯示何氏棘鲃於 102 年開始出現

在斗六堰上游，之後陸續在上游發現魚類族群，其族群數量有逐年增

加趨勢，108 年第三季記錄有 43 尾，109 年第三季記錄有 24 尾，110

年第三季記錄有 35 尾，已連續四年成為本測站第三季的優勢魚種。由

於蝦類多棲息於底質為礫石或草澤之水域環境，所以在蝦類方面則因

測站範圍內棲地環境的改變(受斗六堰蓄水影響，底質由礫石之流水域

逐漸轉變成為底質為泥砂之靜水域)，造成 96 年度調查到之蝦類數量不

多。97 年度則將測站往上游移動約 100 公尺，避開淹沒區至底質為礫

石的流水區，再次發現蝦類的蹤跡。99 年蝦類有較大的成長，100 年

蝦類蝦類數量下降許多，101 年較 100 年增加，惟仍未達 99 年的數量，

102 年度在蝦類族群量則有減少趨勢。103 年蝦類族群量即組成與 102

年相似，104 年度蝦類族群量較 103 年有小幅增加，但整體而言上游測

站的蝦類族群並不多，而 105 年度所記錄的種類及數量則又較 104 年

為低，106 年度的數量才又稍微上升，而物種數則維持不變，107 年在

物種數以及數量上都有所上升，108 年則由於先前樣站曾施工過，現變

成深流的環境，較不利蝦類棲息，因此數量上較 107 年減少許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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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仍是持平，109 年度的數量才又大幅上升，而物種數則維持不變，

110 年數量較 109 年減少，物種數維持不變(圖 4-53)。 

第 4 季(10～12 月)：歷年第 4 季魚類資料比較發現，整體物種組

成相似，96 年數量最低，之後逐年攀升，100、101 年為魚類數量的高

峰，之後則逐年下降，但在物種數方面則是 103、105 年為高峰。106

年的種類較 105 年為降低，但數量有所上升，107 年數量持平，種類數

上升跟 105 年一樣多種，108 年數量稍有上升，而所記錄到的種類數則

稍有下降，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8 年為上升，110 年在種類與

數量上都較 109 年為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

以下游為主，上游測站數量以 104 年度最多，96～98 年度所捕獲物種

及數量皆較少，99、101 年度在物種及數量上都有恢復之趨勢。蝦類族

群數 95 年調查以來，族群量一直不多，惟 104 年在數量及種數達歷年

最高達歷年，其中 10、11、12 月份以 10 月份的捕獲量最高，主要是

因為 10 月份左岸上游缺水，改至右岸上游進行生態調查，故其族群量

突然增加之原因。105 年度所調查到的數量則是較為接近 99、101 年，

而 106 年的種類與 105 年一樣，數量較 105 年為降低，107 年數量持平，

種類數上升跟 104 年一樣多種，108 年數量稍有下降，但種類則少記錄

到 2 種，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8 年為上升，數量上為歷年第二

高，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9 年為下降(圖 4-54)。 

歷年 1～12 月：將歷年 95～110 年 1～12 月資料比較結果發現，

魚類在 95 年時，在數量及種數皆為歷年來最少的一年，自 96 年開始

數量開始增加，至 98 年達到一個高點，99 年度因魚道歲修造成魚類無

法上溯，影響魚類數量，次年 100 年開始魚類族群數量逐漸恢復，103

年為歷年來數量之高峰，104～106 年度有下降的的趨勢，107 年則稍

微回升，種類數也有所增加，108 年種類與數量都稍有下降，與 106 年

相仿，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8 年為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

110 年數量較為上升，但種類數稍有降低，為歷年第二高。蝦類經歷年

資料顯示，大多群居於下游地區，上游調查到的數量不多，自 95 年開

始於上游調查到的數量就不多，其數量呈現消長，101 年度因大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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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造成棲地改變，促使蝦類被迫移動或躲藏至沿岸，增加電捕的機

會，故該年度之底棲生物數量達歷年最高，之後至 103 年捕獲數量逐

漸變少，104 及 105 年又逐漸增加，而 106 年的種類與數量都較 105 年

為降低，107 年種類與數量皆稍有回升，108 年則是種類數增加，但數

量則是下降，109 年在種類數持平，但數量上較 108 年增加不少，數量

上為歷年第二高，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9 年為下降(圖 4-55)。 

二、斗六堰魚道測站 

第 1 季(1～3 月)：歷年第 1 季資料比較發現，95 年度第 1 季期間

魚道內部並未通水，96 年度僅有第 1 季之 3 月份通水，97 年度則因進

行魚道改修工程，所以魚道通水情況依然相當不穩定。98 年度魚道改

修完成，調查到的數量同時為歷年最多。100 年度魚類數量也較 99 年

度成長 1.4 倍。從魚道改修完成後，魚道內也開始發現蝦類，雖然數量

不多，惟持續增加，103 年為歷年來魚類族群量最豐富，與 102 年相較

成長 240.18%。104 年度因受水量影響，造成生物族群量有明顯下降趨

勢，較 103 年族群量下降超過一半以上。105 年不論是物種種數或是數

量都較 103、104 年有下降趨勢。106 年數量又較 105 年為少，但魚種

數則較 105 年增加 2 種，107 年魚類數量有所上升，與 105 年相似，魚

種數則是持平與 106 年一樣。108 年魚類數量有所下降，但種類數反而

上升成為歷年最多，109 年種類數持平，一樣為歷年最多，數量則是較

108 年稍微增加，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9 年為降低。蝦類調查

於 102 年度第 1 季，調查期間都在魚道中發現大量的蝦類，且為歷年

最豐富，103 年、104 年明顯受季節及天氣的影響造成生物數量變少，

105 年度蝦類族群有小幅回升的趨勢，106 年數量則更加大幅回升，為

歷年數量第二豐富的一年，而 107 年蝦類數量則又下降，與 105 年相

似，108 年數量較 107 年更為下降，但 105、106、107、108 年物種種

數皆高，109 年種類數又再上升，為歷年最高，數量也較 108 年為增加，

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9 年為降低，僅調查到一尾洄游物種合浦

絨螯蟹(圖 4-51)。 

第 2 季(4～6 月)：歷年第 2 季資料比較發現，96 及 97 年第 1 季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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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臨時導水路將右岸之溪水導向左岸，水量較 95 年增加許多，因此

96 年魚類種類及數量皆有增加。97 年因魚道改修工程完工，生態廊道

順暢，因此魚類的種類與數量持續增加。99 年斗六堰魚道 5、6 月間進

行年度歲修，魚道內無通水，魚類無法利用魚道進行上溯，影響到上

游的魚類族群數目。100 年度整體環境變動不大，魚群數量有明顯回

升，較 99 年增加了 1.3 倍，101 年因 4、5 月遭遇較大的水量，因此數

量略減，102 年降雨量大，使得魚類族群數量較 101 年數量及種類皆有

大幅增加的趨勢。104 年為魚蝦類歷年來捕獲數量最高峰，其中魚類捕

獲數量較 103 年多出 4 倍，主要是因為 6 月份捕獲大量的粗首馬口鱲，

推估可能是調查當日上游正進行水量調撥，使得較多的魚類聚集在中

段河道，105 年度則在種類及數量上皆與前幾年相似，106 年雖然魚種

數增加 2 種，但數量上則較 105 年為少，107 年第 2 季由於 5 月斗六堰

引水道排砂，魚道無水無法調查，因此魚類的種類與數量都較 106 年

為減少，108 年則種類與數量都有所增加，與 106 年相仿，109 年種類

數增加，數量則是大略持平，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大幅增加，種類

數與 104 年同為歷年最高。蝦類部分自 98 年起，逐年增加，101 年度

數量較 100 年增加 22%，且為歷年最高。102 年第 2 季因大水將上游河

段的植物沖毀，造成蝦類無處躲藏，使得蝦類族群較 101、102 年度同

季少，整體蝦類族群量呈現消長趨勢。103 度第 2 季蝦類族群量有較

102 年數量有上降趨勢，104 年為魚蝦類歷年來捕獲數量最高峰，而 105

年的蝦類數量則較 104 年為少，種數也比 104 年減少 3 種，106 年則是

不管在種類以及數量上都較 105 年為多，107 年的蝦類種數與數量則又

下降，與 98、99 年相似，108 年蝦類種數持平，但數量則較 107 年為

下降，109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8 年為上升，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

上都又較 109 年為增加(圖 4-52)。 

第 3 季（7~9 月）：歷年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97 與 98 年度魚道

所捕獲魚類數量較豐富，於 99 年度開始至 101 年則呈現下降趨勢，102

年度魚類族群量逐漸有恢復趨勢，103 年度魚類族群量及物種數達歷年

高峰，104 年魚種數跟數量都較 103 年為低，105 年度第 3 季整體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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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數量與魚種數又較 104 年為低，106 年則在物種數以及數量上都有所

提升，107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更加提升，尤其是所記錄到的種類數為歷

年最多，108 年由於 8 月份調查適逢斗六堰排砂道排砂中，魚道無水無

法施作調查，因此在物種數以及數量上都呈現下降，與 105 年相似，

109 年在種類數有所提升，數量上則是較 108 年大幅增加，110 年種類

數較 109 年增加，數量則是有所下降。歷年第 3 季的資料顯示何氏棘

鲃於 103 年開始出現在斗六堰魚道，之後 104 年在魚道也有發現魚類

族群，惟 105 年度第 3 季並未有何氏棘鲃的記錄，106 年則是記錄有

10 尾，107 年記錄有 13 尾，108、109 年各記錄有 8 尾，110 年記錄有

9 尾。從魚道改修完成後，魚道內也開始發現蝦類，自 98 年度開始魚

道蝦類數量有增加趨勢，但於 99 年及 100 年因環境因子造成族群量下

降。101 因棲地穩定，蝦類族群量有提升，於 103 年大幅提高達歷年來

高峰，104 年度 9 月因蘇迪勒颱風造成河道流心靠右，再加上斗六堰水

門進行維修，故自左岸導水路開始就缺水，造成 9 月無法進行魚道內

部生態監測，故 104 年魚蝦類數量較 103 年度相較下有小幅下降趨勢，

105 年則同樣由於 7 月尼伯特強颱造成的河道改變，使得魚道無水，魚

蝦類數量仍低，但整體而言物種組成差異不大。106 年第 3 季蝦類數量

持平，種類較 104、105 年增加。107 年第 3 季由於魚道通水正常，因

此蝦類數量雖然沒有上升，但種類較 106 年增加，為歷年最多，也有

記錄到洄游性蟹類合浦絨螯蟹，108 年由於 8 月份調查適逢斗六堰排砂

道排砂中，魚道無水無法施作調查，因此種類與數量都有所下降，109

年種類較 108 年增加，數量上則是稍微減少，110 年種類與數量都較

109 年減少(圖 4-53)。 

第 4 季(10～12 月)：歷年第 4 季資料比較發現，歷年以 103 年度

的數量為最多，110 年度種類數最多。自 96 年開始到 103 年之間，於

魚道所發現之魚類族群量及種數皆有上升之趨勢。104 年度魚類數量有

較 103 年度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因為 10 月份因魚道缺水故未進行生

態調查，導致數據資料較不完整，而 105 年度第 4 季由於 10 月以及 11

月魚道受 9 月底梅姬颱風的影響，魚道無水，僅 12 月有記錄，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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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種類與數量比起 103 及 104 年大幅降低，106 年則是在種類與數量

上皆有稍微提升，107 年更加回升，108 年則種類與數量都下降，與 106

年相仿，109 年種類數稍有下降，數量上則是稍有上升，110 年在種類

與數量上都有所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蝦類族群量 101 年數量為

歷年最高，103 與 104 年則是種類為歷年最高，在數量上 104 年較與

103 年度數量有小幅下降，但種數相同，105 年則由於魚道無水，僅 12

月有記錄，調查到的種類與數量比起 103 及 104 年大幅降低，106 年則

是在種類與數量上皆有提升，107 年數量稍微下降，種類數則上升為歷

年最多種，有記錄到洄游性蟹類合浦絨螯蟹。108 年種類數持平一樣為

歷年最多種，有記錄到洄游性蟹類合浦絨螯蟹，並且記錄到大量的洄

游性大和沼蝦，數量大幅上升成為歷史最高，109 年則種類與數量皆大

幅下降，與 99 年相仿，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僅些微上升(圖 4-54)。 

歷年 1～12 月：將歷年 95～110 年 1～12 月資料比較結果發現，

95 年因魚道整修，發現該年之魚道生物數量較少，100 年因魚道通水

正常其生物族群量也逐漸恢復，惟 101～102 年度受天氣影響，降雨量

大幅增加，影響魚類利用魚道不易，故數量較 100 年少，自 103 年度

開始數量有大幅增加趨勢，捕獲數量以及種類數達歷年最高，因 6 月

份調查時於魚道捕獲大量的粗首馬口鱲，可能是因為上游進行水量調

撥，造成較多魚類棲息於中段河道。104 年數量及種類較 103 年稍微降

低，105～106 年則又較 104 年為低，但魚種數則僅稍有變動，107 數

量僅較 106 年上升一些，但種類數則增加，108 年種類持平，但數量則

是稍有下降，109 年種類持平，數量則是較 108 年上升，110 年在種類

與數量上都有所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蝦類自 95 年度開始，蝦類

族群較少出現在魚道，近年來族群數量呈現消長趨勢，自 101 年度開

始至 106 年度蝦類族群數量皆有增加趨勢，107 年數量稍減，但種類數

上升，108 年種類數持平，但因第 4 季記錄到大量的洄游性大和沼蝦，

因此數量較 107 年為上升許多，大部分的蝦子都會躲在魚道前端與消

波塊的交接處，109 年種類持平，但數量下降，與 107 年相仿，110 年

種類持平，但數量更為下降(圖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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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斗六堰下游測站 

第 1 季(1～3 月)：歷年第 1 季資料比較發現，由於 95、96 年度測

站棲地環境變動不大，所以在魚蝦類組成(種類及數量)方面相似，97

年度則因流量減少，使魚類可利用之棲地減少魚類較為集中，因此有

較多的捕獲量。98~99 年度因棲地環境變動較大，造成族群數量較 97

年大幅減少約 1 倍。100 年度則發現有較多的魚群數量，且是歷年來之

最。101 年度數量較 100 年度減少約一半，此情形發生應與天氣及季節

性的影響有較大的關係。102 年度之魚類則群量較 101 年度增加約 1 倍

以上，推估原因可能環境較穩定，故魚類族群量大幅增加。103 年之魚

類族群量與去年相似。104 年度因降雨量變少，河道變窄，使得魚類聚

集在水門下方的深潭，造成魚類族群量大幅增加趨勢。105 因下游施

工，調整河道、下游水門放水，造成 3 月份時無法進行生態調查，故

魚類族群數量有小幅下降，物種種數則是與 104 年度相同。106 年因下

游水門時常放水，樣站改至魚道下游約 150 公尺處之主河道進行調查，

數量上較 105 年為降低，但魚種數則是持平，107 年下游數量較 106 年

為上升，但魚種數則是持平，108 年魚類數量與 107 年相似，種類數則

是增加 2 種，109 年種類與數量都較 108 年降低，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

上都較 109 年為回升。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且第 1 季屬

於洄游性蝦類的洄游期，因此於測站範圍內可以發現上百隻的蝦類，

其中以洄游性之台灣沼蝦及大和沼蝦為主。98 年度蝦類數量大幅減

少，最近幾年逐漸恢復，100 年度發現的蝦類數量達到 199 隻個體，為

99 年度同時期之 2.6 倍，顯示蝦類族群數量已有回復現象。102 年度蝦

類族群量有小幅增加，但於 103 年、104 年蝦類族群量有減少趨勢，推

估原因為斗六堰魚道的水量不足以與下游河道連接，易造成下游水量

較少，影響棲地環境，易造成蝦類族群量不穩定，105 年蝦類數量有小

幅增加，且物種數較 104 增加 1 種。106、107 年蝦類數量則稍為減少，

但仍比 104 年為多，蝦類物種數則是與 105、106、107 年都相同，108

年第一季由於河道水量較少，且樣站下游國道三號處 3 個月間都有大

規模施工，因此調查到的蝦種類以及數量都較 107 年為降低，109 年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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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數與數量都較 108 年為增加，110 年種類數持平，數量則較 109 年

略為下降(圖 4-51)。 

第 2 季(4～6 月)：歷年第 2 季資料比較發現，95、96 年測站棲地

環境變動不大，因此魚蝦組成類似。97 年因流量較前兩年減少許多，

魚類可利用之棲地減少，使得魚類集中，魚類數量增加許多。98、99

年因為流量較大，魚類資源較為分散，因此要比 97 年要來得少，100

年度則發現有較多的魚類數量，且是歷年最高。101 年及 102 年連續兩

年下游的魚類數量及種數都相似，皆同樣受限於大水影響，數量較 100

年度大幅減少，103、104 年度數量開始有恢復趨勢。105 年 4、5 月因

下游施工，調整河道、下游水門放水，無法進行生態調查，故魚類族

群物種及數量皆下降，106 年在魚種數上較 105 年多了 2 種，數量也較

為增加，107 年則數量較 106 年略為減少一些，但魚種數則增加 1 種，

108 年所記錄的物種數又較 107 年增加 1 種，但數量上則稍有下降，109

年數量上大略持平，但由於主流流心靠右岸，左岸水量極小，記錄到

的物種數較 108 年下降 4 種，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9 年為增加，

種類數和 100 年同為歷年最高。蝦類數量在 100 年則有大幅的成長，

較 99 年增加了 10.53 倍，是過去幾年來的最高數量，101～109 年則是

都只有不到 50 尾的記錄，106~109 年種類也都是持平，110 年在種類

與數量上都較 109 年小幅增加(圖 4-52)。 

第 3 季（7~9 月）：歷年第 3 季資料比較發現，由於 95、96 年測

站棲地環境變動不大，所以在魚蝦類組成(種類及數量)方面相似，97

年度則因流量減少，使魚類可利用之棲地減少魚類較為集中，因此有

較多的捕獲量，之後則逐年減少，101 年在此測站捕獲到的物種為歷年

最多，數量上亦較前幾年增加，惟仍低於 96 年與 97 年，102 年度在族

群數量較 101 年度增加，在族群種數則有大幅下降之趨勢，103 年在族

群量及種數量皆有下滑趨勢，104 年相較 103 年第 3 季魚類族群量有大

幅提升趨勢，105 的魚種跟數量都較 104 更高，在數量上已經僅次於

97 年，為歷年第二高，種類則是與 97 年一樣多，為歷年第三高，僅次

於 101 年級 100 年度，106 年種類數與 105 年持平，但數量上則稍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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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07 年則種類與數量上都較 106 年些微下降，108 年則是所記錄到

的種類數上升，而數量則是下降，109 年所記錄到的種類數持平，而數

量則是上升，110 年所記錄到的種類數持平，數量稍有下降。歷年第 3

季的資料顯示何氏棘鲃自 97 年開始出現在斗六堰下游，之後陸續接在

下游發現魚類族群，且魚類族群數量有逐年增加趨勢，106 年第 3 季共

捕獲 26 尾個體，107 年第 3 季共捕獲 22 尾個體，108 年第 3 季共捕獲

16 尾個體，109 年第 3 季共捕獲 13 尾個體，110 年第 3 季共捕獲 4 尾

個體。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前期數量以 95 年度較多，96

年至 100 年所捕獲數量皆較少，惟物種組成上較多，101 年度在此測站

僅捕獲 1 種蝦類，數量則逼近 95 年度所記錄，惟所捕獲的個體多但不

大，102 年所記錄到的蝦類族群種數較 101 年多，但數量則有大幅減少

之趨勢，103 年因環境擾動因子較少且棲地穩定，下游蝦類族群量於

103 年達歷年最高峰，104 年蝦類族群則大幅下降許多，105 年所記錄

數量較 104 為低，但蝦種數則增加 2 種，106、107 年數量仍低，而所

記錄到的種類數較 105 年減少 1 種，108、109、110 年則所記錄到的種

數上升為 4 種，與 99、100 年同為歷年最多，108 年數量上也有所提升，

109 年至 110 年則更加上升(圖 4-53)。 

第 4 季(10～12 月)：歷年第 4 季資料比較發現，由於 96～107 年

度測站棲地環境變動不大，所以魚蝦類組成(種類及數量)方面相似。95

年度則因魚道整修，使魚類無法上溯，魚類較為集中在下游，因此有

較多的捕獲量，數量為歷年最高，105 年由於棲地受梅姬颱風影響，左

岸水量極小魚道無水，在數量上較 104 年下降，種類則稍微增多，106

年則是數量稍微增加，但種類略有減少，107 年數量略微下降，種類數

則稍有上升，108 年種類更加上升，但數量則稍有下降，109 年種類數

下降與 107 年一樣，數量則是幾乎持平，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有所

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蝦類的分布範圍主要以下游為主，其數量

以 95 年度最多，96～98 年度所捕獲物種及數量皆較少，99～101 年度

在物種及數量上都有恢復之趨勢，惟 102 年～103 年族群量有小幅下

降，104 年度數量有大幅提升，105 年由於棲地受梅姬颱風影響，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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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極小魚道無水，在數量上較 104 年大幅下降，種類上則是持平，

106 年則數量與種類較 105 年減少許多，107 年蝦類紀錄仍少，只比 106

年稍有回升，108 年記錄到較多蝦類，因此種類與數量都上升不少，與

102、103 年相仿，109 年種類與數量都再次下降，與 107 年相仿，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上升許多，種類數為歷年最高(圖 4-54)。 

歷年 1～12 月：將歷年 95～110 年 1～12 月資料比較結果發現，

自 95 年開始魚類數量呈現消長趨勢，其中歷年捕獲數量以 97 年度最

高，惟 98～103 因氣候影響，降雨量大，造成數量有減少之趨勢，104

年度因環境因子擾動不大，族群量有恢復趨勢，104 年度因降雨量少，

但下游環境特殊，水門下有一潭魚體可躲避，且下游主要水源來自水

門放水，104 年度的少量降雨對下游魚類數量組成影響較不大，且都較

103 年度有大幅增加趨勢，105 年由於 3 月開始下游水門持續大量放水

排砂，因此點改至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所調查到的數量較 104 年

少，但種類則較 104 年為多，106 年魚種數又略微增加，但數量則稍減，

107 年種類與數量都較 106 年稍微減少，108 年種類上升，但數量則稍

有下降，109 年種類稍微下降，數量則是幾乎持平，110 年在種類與數

量上都有所上升，種類數為歷年最高。蝦類自 95～97 年數量及種數皆

豐富，但自 98 年度族群量開始呈現下滑趨勢，100 年度族群數量才逐

漸恢復，102 年因氣候影響，造成數量有減少之趨勢，103、104 年度

族群量仍少。105 年則因 3 月～5 月之間下游施工，調整河道、下游水

門放水，無法進行生態調查，後則改至魚道下游約 100 公尺處調查，

故蝦類族群物數量略有下降，106 年在數量上則又更少，107 年稍有回

升，108 年又再稍有上升，109 年數量稍微下降，但種類數則 102～109

年皆持平，110 年在種類與數量上都有所上升，種類數跟 101 年同為歷

年最高(圖 4-55)。 

由過去的研究資料統計結果發現，斗六堰河段的粗首馬口鱲在 2

至 6 月及 11 至 1 11 至 4 月

時也是成魚上溯產卵的時期；埔里中華爬岩鰍在 9 至 11 月為幼魚上溯

尋找棲地的高峰期；明潭吻鰕虎魚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3 至 6 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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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小鰾鮈的成魚洄游高峰期在 2 至 6 月。斗六堰周邊河段的優勢魚種

都是淡水域內河洄游之魚種，且每年從 9 月至隔年 6 月都有不同的魚

類利用本魚道進行洄游，顯示維持斗六堰魚道之暢通對於本地河川生

態相當重要，因此建議在這段期間應盡量維持魚道的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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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斗六堰歷年第 1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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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斗六堰歷年第 2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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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斗六堰歷年第 3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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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斗六堰歷年第 4 季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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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斗六堰歷年全年生物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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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50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鯽魚(左圖)及雜

交種吳郭魚(右圖)(110/07/21) 

    
照片4-51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首馬口鱲(左
圖)及泰國鱧(右圖)(110/07/21) 

照片4-52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斑帶吻鰕虎魚

(左圖)及多齒新米蝦(右圖)(110/07/21) 

    
照片4-53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糙沼蝦(左圖)
及台灣沼蝦(右圖)(110/07/21) 

照片4-54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白鰻(左圖)
及台灣沼蝦抱卵(右圖)(110/07/21) 

    
照片4-55 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之合浦絨螯

蟹(左圖)及上游之中華鱉(右圖)(110/07/21) 
照片4-56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高身白甲魚(左
圖) (右圖)(1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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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57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極樂吻鰕虎魚
(110/07/21) 

照片4-58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首馬口鱲(左
圖)及高身小鰾鮈(右圖)(110/08/17) 

    
照片4-59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鯽魚(左圖)及雜

交種吳郭魚(右圖)(110/08/17) 
照片4-60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豹紋翼甲鯰(左
圖)及何氏棘鲃(右圖)(110/08/17) 

    
照片4-61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糙沼蝦(左圖)
及台灣沼蝦(右圖)(110/08/17) 

照片4-62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大和沼蝦

(左圖)及埔里中華爬岩鰍(右圖)(110/08/17) 

    
照片4-63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鯰(左圖)及
斑帶吻鰕虎魚(右圖)(110/08/17) 

照片4-64 魚道內部捕獲之 (左圖)及
溪鱧(右圖)(110/08/17) 

 

 

  
照片4-65 魚道內部記錄之合浦絨螯蟹
(110/08/17) 

照片4-66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高身白甲魚(左
圖)及中華鱉(右圖)(110/08/17) 

    
照片4-67 斗六堰上游何氏棘鲃之成熟精巢

及胃內含物藻類、小石頭(110/08/17) 
照片4-68 魚道入口何氏棘鲃之成熟卵巢及

空胃(110/08/17) 

    
照片4-69 魚道入口何氏棘鲃之成熟精巢及

空胃(110/08/17) 
照片4-70 魚道入口何氏棘鲃之成熟卵巢及

空胃(11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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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71 魚道入口何氏棘鲃之成熟精巢及

空胃(110/08/17) 
照片4-72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鯽魚(左圖)及粗

首馬口鱲(右圖)(110/09/14) 

    
照片4-73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高身小鰾鮈(左
圖)及斑帶吻鰕虎魚(右圖)(110/09/14) 

照片4-74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明潭吻鰕虎魚

(左圖)及台灣間爬岩鰍(右圖)(110/09/14) 

    
照片4-75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糙沼蝦(左圖)
及台灣沼蝦(右圖)(110/09/14) 

照片4-76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大和沼蝦(左圖)
及多齒新米蝦(右圖)(110/09/14) 

    
照片4-77 魚道入口捕獲之豹紋翼甲鯰(左圖)
及雜交種吳郭魚(右圖)(110/09/14) 

照片4-78 魚道入口捕獲之陳氏鰍鮀(左圖)及
極樂吻鰕虎魚(右圖)(110/09/14) 

   

 

照片4-79 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之日本禿頭

鯊(左圖)及埔里中華爬岩鰍(右)(110/09/14) 
照片4-80 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之何氏棘鲃
(110/09/14) 

    
照片4-81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高身白甲魚(左
圖)及 (右圖)(110/09/14) 

照片4-82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短臀擬鱨(左圖)
及短吻紅斑吻鰕虎魚(右圖)(110/09/14) 

    
照片4-83 斗六堰上游何氏棘鲃成熟卵巢及

胃內含物雜質(110/09/14) 
照片4-84 斗六堰上游何氏棘鲃未熟卵巢及

空胃(11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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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85 斗六堰上游何氏棘鲃成熟精巢及

胃內含物藻類雜質(110/09/14) 
照片4-86 斗六堰 (左圖)
及粗首馬口鱲(右圖)(110/10/27) 

    
照片4-87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短臀擬鱨(左圖)
及雜交種吳郭魚(右圖)(110/10/27) 

照片4-88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高身小鰾鮈(左
圖)及台灣間爬岩鰍(右圖)(110/10/27) 

    
照片4-89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明潭吻鰕虎魚

(左圖)及埔里中華爬岩鰍(右圖)(110/10/27) 
照片4-90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豹紋翼甲鯰(左
圖)及鯉(右圖)(110/10/27) 

    
照片4-91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鬍子鯰(左圖)及
何氏棘鲃(右圖)(110/10/27) 

照片4-92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泰國鱧(左圖)及
高身白甲魚(右圖)(110/10/27) 

    
照片4-93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糙沼蝦(左圖)
及大和沼蝦(右圖)(110/10/27) 

照片4-94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台灣沼蝦(左圖)
及魚道入口之南海沼蝦(右圖)(110/10/27) 

    
照片4-95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台灣白甲

魚(左圖)及鱸鰻(右圖)(110/10/27) 
照片4-96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高身小鰾

鮈(左圖)及斑帶吻鰕虎魚(右圖)(110/10/27) 

    
照片4-97 斗六堰魚道內部捕獲之合浦絨螯

蟹(左圖)及其雄性特徵(右圖)(110/10/27) 
照片4-98 斗六堰下游何氏棘鲃之未熟卵巢

及胃內含物藻類(1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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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99 斗六堰 (左圖)
及雜交種吳郭魚(右圖)(110/11/10) 

照片4-100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高身白甲

魚(左圖)及何氏棘鲃(右圖)(110/11/10) 

    
照片4-101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短臀擬鱨

(左圖)及日本禿頭鯊(右圖)(110/11/10) 
照片4-102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斑帶吻鰕

虎魚(左圖)及明潭吻鰕虎魚(右)(110/11/10) 

    
照片4-103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台灣間爬

岩鰍(左)及埔里中華爬岩鰍(右)(110/11/10) 
照片4-104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大和沼蝦

(左圖)及粗糙沼蝦(右圖)(110/11/10) 

    
照片4-105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台灣沼蝦

(左圖)及多齒新米蝦(右圖)(110/11/10) 
照片4-106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高身

小鰾鮈(左圖)及台灣馬口魚(右)(110/11/10) 

 

 

  
照片4-107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粗首

馬口鱲(110/11/10) 
照片4-108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鯰(左圖)及
鯽魚(右圖)(110/11/10) 

    
照片4-109 斗六堰魚道入口何氏棘鲃之

成熟精巢及胃內含物藻類、雜質(110/11/10) 
照片4-110 斗六堰下游何氏棘鲃之未熟

卵巢及胃內含物斑帶吻鰕虎魚(110/11/10) 

    
照片4-111 斗六堰下游何氏棘鲃之成熟

精巢及胃內含物藻類(110/11/10) 
照片4-112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泰國鱧(左
圖)及雜交種吳郭魚(右圖)(1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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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113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

(左圖)及高身小鰾鮈(右圖)( 110/12/01) 
照片4-114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斑帶吻鰕

虎魚(左圖)及粗首馬口鱲(右圖)( 110/12/01) 

    
照片4-115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粗糙沼蝦

(左圖)及鯰(右圖)( 110/12/01) 
照片4-116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大和沼蝦

(左圖)及台灣間爬岩鰍(右圖)( 110/12/01) 

    
照片4-117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南海沼蝦

(左圖)及多齒新米蝦(右圖)( 110/12/01) 
照片4-118 斗六堰下游捕獲之埔里中華

爬岩鰍(左圖)及白鰻(右圖)( 110/12/01) 

   

 

照片4-119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鯽魚

(左圖)及陳氏鰍鮀(右圖)( 110/12/01) 
照片4-120 斗六堰魚道入口捕獲之台灣

沼蝦( 110/12/01) 

  
照片4-121 斗六堰上游捕獲之台灣白甲魚(左圖)及何氏棘鲃(右圖)( 1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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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報告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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