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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從山林匯聚成溪流，依地形地勢流入

海洋，生物依水而生、傍水而活，形成複

雜的生態系統、水文、地景，是人類活動

空間與永續的核心。本次研討會以各類水

域生物專家學者，分享其專業經驗或實務

工作為主軸，並邀請各相關領域專家與工

作者參與，希望持續透過跨領域對話與交

流，一起努力邁向河川溪流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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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第 16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 

「攜手自然~流向永續：溪流生態保育」研討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指導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2月 10日（星期五）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號) 

 

會議議程： 

時 間 內 容 講 者 

09:20~09:40 報到  

09:40~10:0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開場：張明雄理事長 

 

 

 

引言人：李培芬前理事長   

10:00~10:50 台灣原生濱溪植物與工程復育運用實例 張坤城 助理教授 

   

10:50~11:00 茶敘  

   

11:00~11:45 從溪流蛙類來看溪流整治 李承恩 常務理事 

李培芬 教授 

11:45~12:00 意見交流  

12:00~13:30 午餐  

引言人：張明雄理事長    

13:30~14:05 從兩種梅氏鯿說起—談跨域保育的重要性 黃世彬 博士 

14:05~14:40 公私協力推動濕地保育教育：以南澳闊葉

樹林自然保留區為例 

劉奇璋 副教授 

14:40~14:55 茶敘  

引言人：劉奇璋副教授   

14:55~15:25 金門水獺的棲地利用現況 張廖年鴻 助理研究員 

15:25~15:55 生物在自然與人工灌排的棲地利用方式-

以菊池氏細鯽為例 

本會 

彭維維、林宣佑、 

陸玉玲、林青峰、 

張明雄 

15:55~16:25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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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生濱溪植物與工程復育運用實例 

張坤城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台灣的河川下游常因土地的開發利用，致使原有的濱溪植被大量被移除，或

因人為的擾動，而讓大量的外來入侵種侵入，取代原有的原生濱溪植被，常見的

入侵種有銀合歡、蓖麻、象草、小花蔓澤蘭、輪傘莎草、銅錢草等，還有近年在

東南部河川相當強勢的刺軸含羞木，以及在西部河口蔓延開來的巴西胡椒木及

互花米草均已造成了相當的生態衝擊。未來在河川治理工程上，移除外來入侵種

已是重要課題，但在移除後則必需立即栽植原生種並適當的養護，以防外來入侵

種再度侵入。如此，如何以適地適種原則，復育及營造過去舊有的潛在濱溪植被，

亦是河川治理相當重要的一環。本篇主要介紹台灣常見濱溪植物、各地區之濱溪

植被特色及復育營造實例，提供未來河川治理濱溪植栽選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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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溪流蛙類來看溪流整治 

李承恩 1、李培芬 2 

1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 常務理事 

2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教授 

 

蛙類在水域及陸域生態系之間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水質與環境的敏感性，

可做為良好的環境指標。隨著經濟開發、道路開設、農業活動，對蛙類生存都造

成威脅，溪流整治對於溪流蛙類的影響更劇。近年來生態保育意識提昇，溪流整

治工程也逐漸採取生態有善的工法進行。看似有善的生態工程，對蛙類棲息與繁

殖都會造成影響。河床微棲地的改變、濱岸植被的消失、棲息躲藏的空間減少，

進出溪流環境容易受阻，都會對溪流蛙類族群造成無形的威脅。透過大尺度的分

布與長期生態監測資料，將有助於對溪流蛙類的瞭解。配合當地的溪流蛙類組成，

避開主要的繁殖季節，溪流整治後仍維持適當微棲地以供繁殖與棲息，縮減工程

範圍，增加植被覆蓋，降低繁殖遷徙的阻隔，以減少對溪流蛙類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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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種梅氏鯿說起—談跨域保育的重要性 

黃世彬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 博士 

 

大鱗梅氏鯿(Metzia mesembrinum)與臺灣梅氏鯿(Metzia formosae)這兩種被

列為保育類的淡水魚有很大的相似性：這兩種魚同樣棲息在高度開發的平原水

域，同樣面臨種種生存危機，然而目前也同樣從跨域保育工作中看到存續的希望。

本講題將帶大家了解這兩種梅氏鯿的現況及保育措施，從而進一步認識跨域保

育工作對珍稀物種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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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推動濕地保育教育：以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為例 

劉奇璋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副教授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位於宜蘭縣南澳鄉，為和平溪支流澳花溪之上游。

本區為一近原始的闊葉林與天然湖沼的鑲嵌型環境，區內的水生植物多樣性極

高，而且湖泊演替、沼澤植物與森林消長的生態現象珍貴且自然，故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於 1992 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劃設，主管機關為林務局羅東林區管

理處。過去該區管理機關與在地金洋村民之間，亦因產業道路管制柵門、自然保

留區和國有林管制等相關規定，引生緊張關係。經評估自然保留區應再新增保育

教育與社區互動目標。部分金洋部落居民已有從事代辦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提

供接駁及導覽；惟在地導覽人員素質參差，且部分導覽人員的法規認知與生態知

識仍有不足，亦缺乏組織及共同對外窗口。因此，如何結合在地居民，進行環境

教育與解說相關培訓，一方面有效提升遊客進入本保留區進行之環境教育品質，

一方面增加林務局、林管處與在地居民之互動，同時能因當地居民進行高素質之

保留區環境教育而增加其收入，實為三贏之經營管理方式。 

羅東林管處為此與本團隊合作，建立保留區環境教育解說導覽人員培訓方式

與認證、管理機制，並號召部落參與環境教育培訓；同時協助設計可操作之環境

教育教材與教案，針對保留區內重要之自然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環境教育教案

與活動，辦理環境教育解說人員培訓與認證，塑造社區專業環境教育形象，成立

社區單一對外窗口，以增加部落居民就業機會。經過三期的培訓、認證與試運行，

金洋神祕湖解說團隊目前已有已認證解說員 15人、可操作之教案三套、解說教

材與摺頁兩份，以及對外單一窗口預約及推廣平台臉書粉絲專頁。目前除已認證

解說員持續回訓外，亦將繼續培力第二期解說員，同時亦將強化解說員執行生態

監測之能力與意願，與林務局羅東林管處公私協力，共同守護南澳闊葉樹林自然

保留區。 

關鍵字: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公私協力、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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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水獺的棲地利用現況 

張廖年鴻 

臺北市立動物園 助理研究員 

 

歐亞水獺曾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及許多沿岸島嶼。過去數十年間，因棲息地

遭到人為破壞、汙染、獵捕、開發等種種威脅，亞洲各國的歐亞水獺族群大多急

遽萎縮甚至絕滅。在我國也僅剩金門地區尚有為數不多、零星出現的歐亞水獺活

動個體，臺灣地區族群恐已絕滅。目前歐亞水獺已名列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

中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雖然金門歐亞水獺族群個體密度相對於其他地區來

得高，其亦面臨到島內頻繁的土地開發利用、水資源競爭等衝擊干擾，多個原本

有水獺出現的水域棲地已漸漸旱化而被水獺放棄。本報告將就近年來金門水獺

族群個體與水域環境之間的變動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嘗試提出更進一步的保

育策略構想及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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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在自然與人工灌排的棲地利用方式-以菊池氏細鯽為例 

彭維維、林宣佑、陸玉玲、林青峰、張明雄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農地的利用多以經濟生產為主要目的，然而農田隨著農法的節奏與種植的

目標作物的差異，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面貌，以生態及地景的角度來說造就了

歧異的微環境，卻也因農業人工設施的便利與發達，無形中也造成了微環境生

態的阻隔與功能喪失，如何在不影響農業生產前提下，亦能保全生態上的功

能，將是現今保育意識高漲所刻不容緩的課題。 

花東縱谷是國人農業生產比例極高的重要產區，也因此在區域灌、排等水

路系統與設施的完善比例均高，具有網狀覆蓋的特徵，所涵蓋範圍貫穿山林、

農田與聚落，在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架構中佔極重要的角色。 

然而，過往的重點研究主要著重於農作利用與相關農業工程設施的妥善及

功能提升為主，近年來除了友善耕種的意識轉型外，更因全球氣候變遷所連帶影

響的水資源永續性，都成為新興須面對與克服之目標。也因此，本研究除透過完

整的農業現況與農水路、灌排等盤點外，挑選出菊池氏細鯽作為指標物種，將過

去零星所累積之生態資訊，重新進行現況了解與指認性生態保全目標的擬定，透

過實際現地踏勘與該物種棲地樣貌描述，搭配生態現況的監測，初步將水域環境

生態與共伴的哺乳類、鳥類、魚蝦蟹貝類、水生植物、昆蟲進行調查，並依地理

資訊系統套疊環境因子圖層，探討相關動物在農田灌排中分布範圍與土地利用

關係，並在花東三條主要流域中的灌排比較菊池氏細鯽使用不同類型灌排方式，

提出改善灌排整體環境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