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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指導協助：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7日（星期五）       
地點：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號） 

 
會議議程： 

時間 內 容 講 者 

09:00~09:20 報到  

09:20~09:4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開場：張明雄理事長 

大合照 

 

 

 

引言人：孫建平理事   

09:40~10:10 橫向水利構造物及生態疏濬對河川流態

及河廊暢通的影響 
施上粟 教授 

10:10~10:25 茶敘  

引言人：李健全理事   

10:25~10:55 導入自然解方試行與推動經驗分享 顧玉蓉 副研究員 

10:55~11:25 農田水利建設三生效益與永續發展：以田

寮洋一、二、三圳為例 

孫維廷 組長 

11:25~11:50 綜合討論 與會講者 

12:00~13:30 午餐  

引言人：趙榮台理事   

13:30~14:00 保水蓄力森川海，國土綠網護山河—保力
溪環境生態與自然資源 

邱郁文 副教授 

14:00~14:20 

 

14:20~14:40 

藏水於農、保土於坡—活化坡地農塘案例
分享 

大溪溪的跨域共學經驗—融合安全及生
態需求的橫向構造物改善 

章裕賓 科長 

 

方韻如 資深經理 

14:40~14:55 茶敘  

引言人：劉奇璋理事   

14:55~15:15 從濕地營造談花蓮地區菊池氏細鯽保育

案例 

王元均 技正 

15:15~15:35 天然的尚好？談花東縱谷菊池氏細鯽魚

的棲地選擇與利用 

林宣佑 本會研究員 

15:35~16:00 綜合討論 與會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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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粟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兼副系主任 

臺大土木系水資源及災害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 

 

橫向水利構造物如攔河堰、水庫、防砂壩等，對河相、流態、廊道、棲地結

構及品質均有重大影響。多砂河川常呈現淤積狀態，因此水利單位因防洪或其他

安全考量進行常態或緊急疏濬作業，但相關規範並未考量生態系統的需求。本講

題針對前述兩類常見的河川工程進行調查及模擬，嘗試分析是否存在雙贏解方。

本次演講內容主要來自以下三篇講者所發表或審查中的期刊論文： 

1. Shih, S.-S.*, Lee, C.-Y. (2023). Nature-based dredging solutions of changing 
fluvial landforms for corridor continuum enhancement and flood risk reduction in 
alluvial rivers, STOTEN. 

2. Shih, S.-S.*, Liu, C.-H., Nien, J.-H. (2022) In-river weir effects on the alteration 
of flow regime and regarding structural stream habitat, Journal of Hydrology, 615, 
128670. 

3. Kuo, P.-H., Shih, S.-S.*, Otte, M.L. (2021). Restor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mitigating habitat fragmentation of a river corrid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96, 11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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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水利構造物及生態疏濬對河川流態
河廊暢通的影響

施上粟 教授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水資源及災害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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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產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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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輸砂

Shield’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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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水利構造物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flow regime Corridor disruption Ecological dredgeBackground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橫向水利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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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例探討

• E-flow regime

─大漢溪

• Corridor disruption

─烏溪

• Ecological dredging

─大安溪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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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river weir effects on the alteration of flow regime 
and regarding structural stream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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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shan W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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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season dry season

Pre-weir
Post-weir

Post-weirPre-w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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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tat types run and riffle were 
most degraded, and the endemic 
fish species, F. lacustre, suffered 
the most damaging consequences 
on suitable-habitat quality and 
quantity induced by the weir 
water intake.

• Alternative mitigations such as 
random discharge schemes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 Local construction for the 
degraded vital habitats, especially 
for run and riffle in the dry season.

• Hinterland for off-channel water 
storage to replace the current in-
river w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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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river 
system degradation manipulated 
by in-river weirs.

• Integration of WA and EP
methods and Habitat model to 
determine environmental flow 
demand and impact (2-days to the 
1-week scale; Q90 − Q75).

• Hydrodynamic and habitat models 
to quantify the structural habitat 
of endemic fishes.

• Offer alternative mitigations such 
as random discharge schemes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flow regime Corridor disruption Ecological dredgeBackground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Restor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mitigating 
habitat fragmentation of a river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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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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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Habitat

- Score of HSI

- Regional fish, ,

and local fish, ,

were Taiwan endemic species and were

selected as the indicator species.

- Habitat quality : (1) 0 < HSI < 0.25 poor; (2)

0.25 < HSI < 0.50 fair; (3) 0.50 < HSI < 0.75

good; (4) 0.75 < HSI < 1.0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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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scape

-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similar

result in the plots for the both

indicator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flow scenarios.

- The maximum median of HSI was

observed in riffle/glide.

- There wa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abitat

suitability and AWMPFD and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abitat suitability and MPF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flow regime Corridor disruption Ecological dredgeBackground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Responses on habitat suitability and habitat landscape to flow discharge

- interrupted surface flows => need refuges for fishes in dry season 

- Low HSI => low-flow and mid-flow scenario: increase water areas

High-flow scenario: create riffle & glide

Influence of habitat landscape on habitat quality 

- fair habitat => landscape has negligible influence on habitat suitability

- poor habitat => patch size, variability and shape are the main aspects 

relating to habitat quality

Measures for fish habitat improvement
1. Channel morphology modification: fish refuges creation, riffle creation
2. Discharge magnitude operation: water area creation during dry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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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ovel river habitat management model 
for fish was established.

• Various riverscape indices characterized 
changes in specific habitat features.

• Low flow discharge and weirs disconnect 
habitat patches and disrupt river corridors.

• Restoration priority is to create refuge 
pools for endemic fishes during dry 
seasons.

• Patch size and shape complexity are the 
critical indices for pool creation.

• Lowering the height or removal of weirs 
contributes to the rehabilitation of river 
corrido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flow regime Corridor disruption Ecological dredgeBackground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Nature-based dredging solutions of changing fluvial landforms 
in enhancing corridor connectivity and reducing flood risk in 

alluvial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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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量 中流量 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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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量 中流量 小流量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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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0 is the critical environmental flow 
determining fish habitat quality and river 
corridor connectivity.

• Pool-riffle-run structure is the central 
consideration in fluvial landform 
alternation for satisfying both flood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 LonDred-30cm creates pool-run for RCC, 
while LatDred-60cm and LatFill-30cm 
rehabilitate pool-riffle for FPC.

• LonDred-30cm and LatDred-60cm 
successfully enhance longitudinal and 
lateral corridors for endemic fish species.

• Mainstream and tributaries of a braided 
river play a critical role as refugia for 
aquatic organisms in dry and wet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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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河川疏濬規範

•經濟部為利水利署所屬
河川局及水資源局辦理
中央管河川或水庫上游
攔砂設施之疏濬及水庫
蓄水範圍淤積物（不含
淤泥）清理時，有統㇐
標準作業規定依循，特
訂定本規範。

•辦理水庫淤泥浚渫或疏
通河道無土石外運者，
不適用本規範。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

辦理疏濬工程/許可採取土石方法
1. 執行機關依中央管河川採售分離作業要點辦理
疏濬兼供土石採售分離者。

2. 執行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發包疏濬工程
併辦土石標售者。

3. 由河川局依河川管理辦法第四十㇐條規定，擬
土石可採區公告計畫，經水利署審查報經濟部
核定後，據以公告受理申請採取。

4. 由地方政府依河川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擬疏濬計畫書、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書函送河
川局核轉水利署審查後報本部核定後許可辦理
之。

5. 執行機關擬採用不同於前四款疏濬及採取土石
方法者，敘明理由提報水利署核定後辦理。

緊
急
疏
濬
擇
㇐
辦
理

㇐
般
疏
濬
擇
㇐
方
法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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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多樣河溪形貌

Rosgen (1996)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防減災實驗室

~

Schumm (1963)

Vannote et al. (1980)

健康河溪系統

Turbulent/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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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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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玉蓉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分署 副研究員 

 
    本文以頭社盆地為例，導入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概念為思

考模式，由「觀察自然現象、學自然機制、仿自然作工」去尋找「與水共生、與

土共榮」的環境治理契機，強調面對多元社會挑戰時，競爭與取捨的權衡，亦強

調整體系統中多樣功能與其功能之間的消長與調適，藉由民眾參與、科學化論證

及調適試行與實際推動，期待讓環境、經濟及社會都受益。 

    南投縣魚池鄉頭社盆地因特殊的地文及水文條件，造就世界級泥炭土盆地

地景。盆地中央地勢平緩，降雨時四周逕流快速集中至盆地，主要僅透過水尾溪

排水在頭社橋的唯一出口來排洪，地形上本彙集諸多不利於排洪的因素；且已拓

寬排水出口及降低出口高程，以利排洪，而泥炭土具有排水後乾縮及消失的特性，

快速排水恐造成泥炭土體積減少而致地盤高程降低，再進一步加劇淹水風險。而

為利於農耕利用，泥炭地排水是國內外幾百年以來持續進行的提高土地可被人

使用的操作方式之一。 

    本計畫初期針對頭社盆地進行資源盤點，包含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產業經

濟、產業發展、作物種類、景觀遊憩資源、生態資源、土地利用、區域排水系統、

水資源利用、災害歷史、地層下陷、民眾關注事項、利害關係人、相關法令規章

等，因議題牽涉機關眾多，依議題成立永續水利、韌性農業、觀光發展及民眾漫

談等小平臺，以利公私協力；跨事權議題者，則提至大平臺對齊資源，以利公公

協力。 

    經長期溝通，現階段選定濕地耕種系統目標為「公分級水管理」，以「常時

保水、汛期排水」的排水與保水共存策略，即在不加劇現況淹水情形下進行保水，

並穩定灌溉水源為主要訴求。 

    於保水策略分為坡地保水、盆地保水及渠道保水；坡地保水以管理取代工程，

強化既有盆地周邊土砂調節池的功能；盆地保水則依現況淹水模擬成果，將盆地

區分為非易淹區及易淹區，作為韌性農業之規劃依據，在處理排水防洪議題的同

時，一併考量盆地保水及保水所需因應的產業公正轉型，試行及推動具有承洪韌

性、保存泥炭土且創造頭社新產業的水利基盤，推動如「保水示範區」、「水上

農場」、「手作田埂」、「戽桸水文化」等與農業、觀光、泥炭土、在地特色教

育等保水方案。渠道保水則可採疏通盆地內橫向圳路及設置橡皮壩，以利乾季之

水源補注，可在不影響渠道排洪下，又具有保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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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維廷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農田水利建設組 組長 

 

田寮洋濕地與遠望坑溪保有良好的水質及周邊水、陸域棲地，有潛力串連山

區森林、聚落農田及海岸，構成健全流域生態系。因此，田寮洋濕地與遠望坑溪

於 2020年被指定為「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規劃」之水域廊道示範區。 

田寮洋濕地與遠望坑溪具有高度生態多樣性，但田寮洋一、二、三圳攔河堰

因落差過大，導致洄游魚類無法成功往上游完成產卵。且乾季時堰體使河道過度

平整，易造成旱季地表水伏流，使水中生物受困於乾涸河床而死亡。因此本署於

2021 年辦理田寮洋取水設施更新改善計畫，以生態友善工法改善取水堰，預期

若水量穩定，可串連水塘水田之水網；若連通度增加，可使水圳共構洄游生態水

網，同時亦滿足灌溉需求。 

經本工程相關生態友善措施規劃，包含破損固床工打除、移除取水堰、砌石

丁壩、破損護岸修補加強、改善旱季伏流情況、施設石梁工連拱魚道等，已移除

遠望坑溪縱向移動阻隔，恢復水圳與水田間的生物廊道，可串連溪流、水圳、水

田構成的水系生態網。並局部調整河相，增加棲地多樣性，改善旱季伏流現象。

另本工程完工後斷流現象顯著改善，可供應三圳充足水源，並確保下游生態基流

量。此案於農田水利設施設計中，兼顧灌溉需求與生態保育，展現農田水利建設

三生效益，發揮永續發展精神。 

  



農田水利建設三生效益
與永續發展：以田寮洋
一、二、三圳為例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孫維廷  組長

1

⚫ 臺灣年降雨量約2,500mm，是世界平均2.6倍，然因地形、水文等因素，60%降雨
川流入海，導致臺灣被列為缺水國家。

⚫ 同樣位於北迴歸線，臺灣因為有颱風和西南氣流，運
用農田水利建設，得以蓄豐濟枯，奠定農業發展基礎。

臺灣山高
坡陡流急
蓄水不易

農田水利發展沿革 (1/ 2 )



2

⚫早年，臺灣先民常因「開圳」、「爭水」發生糾紛，後農田水利組織
成立，稍有改善，然因公法人屬會員制，僅緩解灌區內農田灌溉需求。

農田水利組織形成前
用水紛爭不斷
(1945以前)

公法人時期僅有灌區內農民有灌

溉服務，灌區外農民需自覓水源

萬⾧春圳開發後穩定三星、冬山柯林、

五結地區農田灌溉，降低當地械鬥事件

名間鄉八卦山農民，
無灌溉服務

灌

區
外

農田水利發展沿革 (2/ 2 )

農田水利組織形成後
緩和灌區內紛爭
(1945~2020)

3

⚫農田水利署自 109年10月1日 掛牌服務

➢ 農田水利會納入公務體系

➢ 依農田水利法進行灌溉用水的管理

➢ 興辦農田水利設施

➢ 既有設施管理維護

➢ 維護用水秩序

➢ 灌溉水質保護

農田水利署簡介

臺灣農田水利歷經四百餘年發展，本署承接既有基礎，不僅
持續致力農業生產，更擴及生活、生態及文化等永續面向。

⚫農田水利組織及人力



4

◼調節微氣候
◼涵養補注地下水
◼促進生物多樣性

◼休閒遊憩資源
◼優化水環境
◼營造農村景觀

◼增加產量穩定品質
◼提高農民收入
◼活絡農村經濟

生
產

臺灣大多數降雨
直接川流入海

農田水利三生效益

若將適量的水導引到適合的地方
既可灌溉農田，又可滋潤大地、建構生態系

生
態

生
活

計畫背景

5



6
2020：林務局「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規劃」
指定田寮洋濕地與遠望坑溪為串連森、川、里、海的示範區

田寮洋濕地與遠望坑溪保有良好的水質及周邊水、
陸域棲地，有潛力串連山區森林、聚落農田及海岸，
構成健全流域生態系。 

7計畫區域位置



8遠望坑溪之生物多樣性

纓口台鰍 苦花

2km溪段內：42種原生魚、7種蝦、3種蟹、2種螺

但七成洄游物種止步於取水堰下

黑紫枝牙鰕虎(瀕危)台灣吻鰕虎(近危)

無棘海龍

無孔塘鱧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需要㇐個暢通的廊道

9田寮洋濕地之生物多樣性

100公頃內, 聚集310種鳥類
超過台灣鳥種的㇐半, 也有
食蟹獴、柴棺龜等保育類動物
但水網還不通暢

田寮洋水圳中的生物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10田寮洋一、二圳的水域生物相概況

⚫ ㇐、二圳有少數偏緩流河海洄游物
種4種。

⚫ 田寮洋鄰近與雙溪河連通無名溪及
排水，累積有超過14種洄游魚蝦蟹。

⚫ 預期若連通度增加，可使水圳共構
洄游生態水網。

⚫ 水田水圳緩流水域生物為主。
⚫ 螺貝、蜻蛉目幼蟲、陸封米蝦為最大宗。
⚫ 預期若水量穩定，可串連水塘水田之水網。

聯紋春蜓

擬多齒米蝦
多齒新米蝦

食蚊魚
（歸化種）

蜻蜓科水蠆

網蜷台灣蜆

11課題
田寮洋㇐、二、三圳攔河堰因落差過大，導致洄游魚類無法成功往上游完成產卵，也使
得雨季後那些因為大水而沖到下游的鯉科大魚，無法再回到上游繁殖，造成不同族群皆
聚集在人工構造物下方，使得小型魚類受到被掠食的壓力。除此之外，乾季的時候堰體
使河道過度平整，也易造成旱季地表水伏流，使水中生物受困於乾涸河床而死亡。

（約2m高）



122021/9：田寮洋取水設施更新改善計畫

三圳取水堰

◼以生態友善工法改善取
水堰，移除遠望坑溪縱
向移動阻隔。 

◼局部調整河相，增加棲
地多樣性，改善旱季伏
流現象。 

◼局部改善灌溉圳路，確
保田寮洋濕地與遠望坑
溪之間的生物廊道。 

13

兼顧取水與生態的灌溉設施

◆基本前提：

✓ 滿足灌溉需求
✓ 不增加防洪風險
✓ 不增加維管負擔

◆策略：

✓ 應用河相學
✓ 採用近自然工法

2021.8.3大雨後的三圳取水堰

遠望坑溪自然潭區

計畫願景



14健康的河相 = 棲地多樣性

潭：水深較深
流速較慢

瀨：水深較淺
流速較快
連續漸變

灘地：顆粒較小 骨架：顆粒較大

15安定的塊石排列

叩首

拱形落階

圖片來源：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覆瓦狀排列



16

16

計畫目標

生態友善
規劃



18施工範圍

19

改善後

改善前

1 新社橋下游

改善重點:固床工打除以及瀨區形成，
使生態系更豐富多元



20

改善前：水少時

2

改善後：水少時

三圳取水堰

改善重點:移除取水堰，改善溪床斷
流情況，並使水中生物可順利洄游

21

改善前：水多時

3

改善後：水多時

三圳取水堰

改善重點:樓梯下砌石丁壩除了穩固
河防安全外，也營造親水環境平台



22

改善前：水少時

4

改善後：水少時

里程420

改善重點:破損固床工打除及破損護
         岸修補加強

23

改善前：水少時

5

改善後：水少時

里程440

改善重點:破損固床工打除及破損護
         岸修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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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6

改善後

㇐號橋下游

改善重點:破損石籠清除及破損護
         岸修補加強

25

改善前

7

改善後

里程550

改善重點:改善溪床高程、旱季伏流
         情況



三圳伏流水取水與輸水設施

改善重點:三圳取水改採伏流水方式，
豐枯水期皆能取得水源

維護管理方面

反沖洗維修管 輸水管末端設排砂管

26

27

改善前

8

改善後

二圳取水堰

改善重點:移除取水堰，減少水中生   
  物縱向阻隔



㇐圳生物通道

改善重點:讓渠道內受困生物可利用逃脫 二圳生物通道

斜坡式

階梯式

28

29

改善前

9

改善後

固床工9

改善重點:移除部分固床工，減少水
中生物縱向阻隔及護岸基腳加強



30

改善前

改善後

二號橋下游10

改善重點:移除部分固床工，減少水
中生物縱向阻隔及瀨區形成

31

改善前

改善後

㇐圳取水堰11

改善重點:移除取水堰，施設石梁工
連拱魚道，讓水中生物可順利洄游



32

改善前

改善後

㇐圳取水堰11

改善成果
與特色



34

➢ 恢復溪流生物廊道：可恢復生物洄游的縱向廊道。
➢ 恢復水圳與水田間的生物廊道：可串連溪流、水
圳、水田構成的水系生態網。

2022年7月 (改善前) 2023年7月 (改善後)

1.恢復生物廊道

351.恢復生物廊道-生態友善指標

三圳取水堰以上物種增加

取水堰上溯受阻情形降低

河相敏感指標蜑螺增加

降低水泥壁造成之移動阻礙

增加低流速或靜水域
生物棲息環境

米蝦為主要目標對象

➢ 改善區段物種組成變化



361.恢復生物廊道-初步生態調查成果

完工1個月，堰上已新增9種原生洄游魚！

資料來源 合併2012起人禾資料 11208完工後第㇐季

種數 三堰下 三堰上 遠望坑溪全 三堰下 三堰上 遠望坑溪全
魚 洄游性 31 8 31 33 17 33
魚 純淡水 11 9 11 12 9 13
魚 島外入侵種 3 1 3 3 1 3
原生魚 小計 42 17 42 45 26 46
蝦蟹 洄游性 9 7 9 10 7 10
蝦蟹 純淡水 3 3 4 3 3 4
原生蝦蟹 小計 12 10 13 13 10 14
螺貝 洄游性 2 2 2 2 2 2
螺貝 純淡水 0 2 2 0 2 2
原生螺貝  小計 2 4 4 2 4 4
原生洄游總計 42 17 42 45 26 45

原生水域動物總計 56 31 59 60 40 64

371.恢復生物廊道-堰上的新面孔

大口湯鯉

黑邊湯鯉

褐塘鱧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攝影：李政霖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攝影：李政霖

曙首阿胡鰕虎



381.恢復生物廊道-堰上的新面孔

溪鱧 潔身叉舌鰕虎

黑紫枝牙鰕虎 眼斑阿胡鰕虎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圖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39

➢ 取水效益提升：本工程完工後斷流現象顯著改善，
可供應三圳充足水源，並確保下游生態基流量。

2022年7月 (改善前) 2023年7月 (改善後)

溪床斷流，無水可取 斷流明顯改善，兼顧生態基流量

2.取水功能無虞



402.取水功能無虞

施工前: 旱季乾涸，取不到水 完工後: 河道內不易斷流

施工前: 三堰上游斷流情形 驗收時通水狀況

41

改善效益

✓改善護岸基礎淘刷，
降低受損風險。
✓有利洄游物種移動，
友善生物生存環境。

堤防束縮河道、固
床工及堰體造成的
高差，使河道洪水
時平均流速約6m/s。

3.遠望坑溪 (流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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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河防安全，

保障周圍住戶

生命財產。

✓改善溪床高程，

友善生物生存

環境。

3.遠望坑溪 (防洪方面)

改善效益

43

✓ 透過生態工法調整取水堰及固床工，改善河床縱坡，兼顧
    農業取水、河防安全及生態永續。

創新性

4.工程特色



44

✓ 打除既有堰體，以繞線式不銹鋼集水管取用河床下之伏流
  水，減少對環境生態的衝擊，且豐枯水期皆能取得水源。

創新性

4.工程特色

45

✓ 以乾砌石工法改善既有混凝土水圳，營造多孔隙生態環境
✓ 利用打除後之混凝土殘塊作為河床填方及砌石材料。

創新性

4.工程特色



46

✓ 工程全段採乾砌石工法，不使用混凝土及水泥砂漿。
✓ 計畫包含打除河道內固床工、調整護岸開口，需與不同
  管轄單位溝通，如市政府水利局、林務署、區公所等。

挑戰性

4.工程特色

47

妥善規劃施工動線，減少機具對河床、天然石組及植生擾動。

周延性

4.工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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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取水口設置石檻及丁壩挑流攔砂，利於後續維護管理。
✓ 集水管末端設有反沖洗維修管，並於輸水管末端設排砂閥，
可排除管內泥砂，延⾧工程生命週期。

周延性

4.工程特色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水是生命的泉源
農業的命脈
人類永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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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郁文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副教授 

 

保力溪位處台灣南部恆春半島，發源自中央山脈南端，流域形成了由森

林、平原到河口入海的森川里海環境。保力溪流域上、中、下游各區段，社區

包含了原、客，敏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凝聚出不同

的文化，早期的保力溪流域周邊的村落居民以捕魚居多，部分居民務農耕種，

例如依海維生的後灣居民除了捕魚外，過去會在海岸珊瑚礁群上曬鹽煮鹽；新

街村的村民大多務農，種植水稻及洋蔥為主，本村洋蔥是重要經濟作物，遠近

馳名。保力溪河口之北端與南端的海岸林，更是連接里山環境與里海的重要生

態綠廊。 

為了瞭解生物資源的現況，並進一步了解河川廊道的生態重要性，本計畫

在保力溪流域中、上游各區段水域及濱溪帶動植物調查作業，包括溪濱植物分

布現況、盤點溪流中的魚、蝦、蟹、螺貝類以及濱溪小型哺乳動物分布現況，

並由河口潮間帶軟體動物、河口水鳥、河口魚苗資源現況等，串聯森川里海的

生態與文化系統。有效強化河川水域生態保育的概念建立生物分布現況資料，

同時透過河口潮間帶生物資源普查、魚苗捕撈作業資源量調查等，並記錄保力

溪口海岸林的陸蟹資源，完整了解保力溪流域所涵蓋之森、川、里、海各類型

環境之生物分佈基礎資生態調查作業。 

團隊並進入社區與民眾建立夥伴關係並進行社區訪談，由不同的年級群發

掘在地居民對這片土地的利用及記憶，了解在地生物資源利用狀況、友善農業

與水域環境之關聯性等。盤點爬梳資料，將人文、產業、生態成果以保育工作

坊的走讀分享與社區居民、並舉辦工作假期，體驗傳統活動並創新再生創意，

並導入相關單位及鄰近社區夥伴，讓民眾以行動及體驗了解並認識保力溪之

美。 

本計畫呼應國土生態綠網關注的軸帶，建立河川水域生態功能的藍圖，將

保育理念融入在地社區聚落。由上游社區守護森林集水區，沿岸社區協助河川

巡守守護河川健康，讓源源不絕的好水，帶著森林豐富的營養，儲存地力於森

川里海，架構綿密的綠網，守護這片淨土，建立生活、生產、生態之三生一體

共榮發展的目標，回歸真、善、美 -真食物、善生態、美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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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裕賓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坡地保育科 科長 

 

臺灣山坡地總面積為 268.1 萬公頃，佔總面積之 74%，為水土資源涵養中
心，復以地形陡峻，河流坡度大，上游集水區多屬沉積岩和變質岩層，岩性鬆脆，

高度風化之地質脆弱，造成表土沖蝕顯著，溪流含砂量大，淤積快速，造成山區

坡地災害發生頻仍，下游地勢較低地區更常有淹水災情。再者，臺灣年降雨量有

旱澇加劇的趨勢，且豐枯水年的降雨量差距加大，呈現乾越乾、濕越濕的趨勢，

在極端氣候事件下，水旱災逐漸常態化。 

山坡地農塘一般規模遠不及水庫，惟在氣候變遷極端降雨的衝擊之下，農塘

卻是濟助區域性水資源之螞蟻雄兵，也是降低下游引發更大規模淹水災害的關

鍵因素。隨者環境時空變遷，農塘具蓄水、灌溉、滯洪、防災、減少對水庫依賴、

淨化水源、泥砂調控、生態、微氣候調節、活化農村景觀等功能，有效發揮農業

水資源「調豐濟枯」特性。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以下簡稱農村水保署)於整體性治山防災計
畫項下推動坡地農塘活化改善，105 年~112 年間已完成共 209 件，並推動山坡
地農地水土保持及附屬設施補助，為符合政府宣示 2050淨零排放目標，農村水
保署正積極投入永續行動，期協力達成淨零轉型目標，促進達成永續農業、永續

管理環境資源、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等國家永續發展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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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112年10月27日章科長裕賓

2

簡報大綱

執行成效及案例分享

推動策略

前言

未來精進

壹

貳

參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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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勢陡峭，河短流急，水資源蓄留不易，平均年總逕流量約649.5億
m3、平均年總用水量166.7億m3，尚有482.8億m3逕流量未被蓄留使用。

✓近年受極端氣候影響，年降雨量減少旱澇不均趨勢越發明顯。

極端氣候 旱澇不均

區域 109年
(億m3)

歷年平均
(38-108年)

(億m3)

百分比
(%)

北區 181.77 150.95 120.04

中區 64.94 153.82 42.22

南區 149.17 176.66 84.44

東區 86.36 168.12 51.37

臺灣全區 482.24 649.55 75.24

歷年河川年平均總逕流量比較表 109年用水統計資料

臺灣面臨的挑戰前言

水保先行者-農地水土保持

◼ 農地水土保持源起自50年代，在環境友善農業的基礎觀念上，兼具環境生態保育
及發展利用，包含農藝方法、工程方法、植生方法、保蓄方法(農塘及蓄水池)。

◼ 農地是一座巨大的水庫，大部分農業灌溉用水會以地下水形式儲存起來，為臺灣
留住珍貴的水資源。

4

山坡地面積268.1萬公頃
(占臺灣總面積74%)

思維與治理方式進行轉變

109.3.3修正「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將農塘及蓄水設施納入
農地水土保持處理之保蓄方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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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農塘活化加值
•公益性、效益大
•保水灌溉、蓄洪減災

工
程

補
助

農地水保多元補助
•建立農業友善環境
•提升水源涵養效益

◼農塘清淤
◼改善排水
◼蓄洪效益
◼農地加值

農塘活化-
-品質保證

◼蓄水池
◼挖式農塘
◼農地水保
◼排水溝
◼道路系統
◼水保植生

保水抗旱

牛埔2號滯洪保水設施改善工程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改善工程

保育、灌溉用蓄水池 滯洪灌溉農塘 道路系統

排水溝系統 水土保持植生

跨域合作

工程手段+補助手段推動策略

6

分署 農塘改善工程
(件)

蓄水面積
(m2)

蓄水容積
(m3)

農塘沉砂量
(m3/ha/year)

臺北 21 91,195 211,076 80.1

臺中 85 143,508 364,694 111.6

南投 10 20,190 43,295 28.0

臺南 81 510,734 1,595,379 722.7

臺東 5 12,615 38,839 5.8

花蓮 7 14,648 31,906 8.8

總計 209 792,890 2,285,190 957.0

◆擴充農業水資源：活化農塘可增加蓄水容積以及維護供糧食生產
之農地面積。(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2.4)

◆滯洪減災：農塘設置緊急溢洪口，使洪峰來臨時具有滯洪減災效
果，保護土地及人民安全。(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6.6、13.1)

重點農塘活化加值  整體效益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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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 2.4、13.1、15.1)

2.保護坡面、控制地表逕流、農產運輸改善

3.減少坡地裸露、增加森林覆蓋面積
滯洪、灌溉用
挖式農塘

增加蓄水量(噸)
11,697

保育、灌溉用
蓄水池

增加蓄水量(噸)
72,850 維護生產

農地面積(公頃)
1,099.5

水土保持植生 植生面積(公頃)
4.19

碳匯量(T-CO2e)
1,047.50

維護生產
農地面積(公頃)

82

保護坡面(公頃)
4.8農地水土保持

改善排水(公尺)
17,448.9排水溝改善

改善運輸(公尺)
51,155.1道路改善

統計區間：108-111年

1.擴充農業水資源

水土保持植生

蓄水池

蓄水池

農地水保多元補助  整體效益推動策略

8

案例分享一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農村水保署 臺南分署 

推動策略



9

背景說明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臺南市新化區的臺南區農改場及畜產試驗所，是南部農業及畜牧業研究發展中心

案例分享

10

改善對策

◼穩定場區供水，滿足農業
用水需求。

◼利用清疏底泥，回填水保
試區場域。

◼建構防火隔離，營造水綠
安全藍帶

增
加
蓄
水

     

供
需
平
衡

滯
洪
防
災

     

善
用
底
泥

農
塘
串
聯

     

穩
定
水
源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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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情形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改善凸堤地形擴大出水斷面 

建置阻隔廊帶確保環境安全

善建構緩衝區減緩洪峰流量

100噸中繼池

案例分享

12

01 保水灌溉(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2.4)效益說明

改善後，蓄水量由29.9萬
噸提升為47.58萬噸，解
決原本不足之12.76萬噸
蓄水量，滿足場區內作物
研究及牛豬蓄養需水量，
維護供糧食生產之農地面
積約35公頃。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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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滯洪減災(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13.1)效益說明

農改場

畜試所

那拔林公墓

1.提升蓄(滯)洪量能，有效保
護場區內不受大雨溢淹之苦。

2.形成防火阻隔廊帶，阻隔清
明掃墓野火蔓延，提供消防用
水，確保場區安全。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案例分享

14

03 生態保育(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15.1)效益說明

保留淺瀨方便動物飲水 緩坡植草

採取生態友善措施，避開既有樹
木、結構量體縮小化，善用地
形、運用現地土石方、緩坡植草
等，加速植生恢復，提供動植物
棲息生長。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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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凈零排放(碳排及碳匯)效益說明

✓ 本工程採取以現地材料與淤泥、坡面整理、增加綠地減少碳排放量51.8T-
CO2e，相當於可抵約4.7人之年碳排量(以平均每人每年負擔全臺碳排量10.96
T-CO2e計算) 。

✓ 本工區農塘水體(藍碳)及本區植生面積(綠碳)估算碳匯量約726.5 T-CO2e(約等
於1.88座大安森林公園每年的吸碳量) 。

農改場及畜試所滯洪保水改善工程
案例分享

16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農村水保署 臺北分署 

案例分享二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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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地勢低窪，豪大雨時經
常淹沒周遭農地，原有
農塘滲漏、淤積問題嚴
重，底層為礫石層保水
效果不佳，造成下游農
田無水可灌溉。

左岸

因無引取水設施，使右
岸下游僅可依賴逕流水
及抽取地下水進行灌溉。

右岸

三層坪既有農塘引宜蘭縣大礁溪溪水作為水源，因農塘土砂淤積、
池底滲漏無法蓄水，且排水困難，導致周邊農田易淹水。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案例分享

18

改善對策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分流農塘

階梯式農塘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一期以既有農塘改善、引水設施設置及減緩下游災害為優先，確保下游兩社區穩定灌
溉水源並使區域內農田安全無虞。

二期以農塘效益加值、階梯式農塘營造、水資源串聯利用及周邊綠環境改善為主，並
提供下游兩社區充足的灌溉水源及兼俱滯洪保水功能。

第一階段

大礁溪

第二階段

蓄水農塘

沉砂農塘引水農塘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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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改善後 AFTER 改善後

BEFORE 改善前BEFORE 改善前

土砂淤積

引水農塘

排水困難

沉沙農塘

改善情形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案例分享

20

AFTER 改善後 AFTER 改善後

BEFORE 改善前BEFORE 改善前

無法蓄水

蓄水農塘

大雨漫淹

階梯式農塘

改善情形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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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保水灌溉(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2.4)效益說明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改善前 改善後

維護農地面積擴大至45.8公頃

案例分享

22

效益說明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蓄洪減災、完善大礁溪集水區治理
(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6.6、13.1)

AFTER 改善後

BEFORE 改善前 溢流嚴重

110/5/30降雨量99m

洪澇災害改善顯著

AFTER 改善後

大礁溪 大礁溪 109/10/15降雨量133m

02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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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效益說明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生態保育(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15.1)

施工中，辦理生態友善措施 完工後，陸、水域生態迅速恢復

白頭翁粗首馬口鱲 台灣石

中華鰍

臺灣獼猴 小白鷺 磯鷸善變蜻蜓

黃緣螢粗糙沼蝦

保護既有樹木

農塘緩坡植草

限縮施工範圍、小型機具施作
就地取材

案例分享

24

04效益說明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推動永續觀光、保存人文景觀(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8.8、11.4)

工程位置

大礁溪橋

望龍埤

大礁溪農場

枕頭山
休閒農業園區

望龍埤
大礁溪戲水區

花田村湖畔咖啡

大礁溪農場

大礁溪戲水區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農村再生
整體加值

大礁溪右岸多功能休憩廣場

景點串聯、帶動社區發展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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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效益說明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推動永續觀光、保存人文景觀(符合永續發展目標－指標8.8、11.4)

社區與企業認養維護  場域永續發展

社區自主維護園區

法國巴黎人壽MOU簽訂社區認養契約

案例分享

26

05效益說明
三層坪農塘及周邊綠環境營造工程

凈零排放(碳排及碳匯)

✓ 本工程就地取材、限縮施工範圍、減少混凝土量體，總減碳量約113.6 T-CO2e，
相當於可抵消約10.4人之年碳排量(以平均每人每年負擔全臺碳排量10.96 T-
CO2e計算)。

✓ 本工區水域面積增加4600m2並保留既有大樹，計算藍碳及綠碳之碳匯量，增加
約68.95 T-CO2e (約等於0.18座大安森林公園每年的吸碳量)。

案例分享



自然解方

治理
目的

治山防災 治山防災
生態保育

減災調適
生態保育
民眾參與

防洪排水農地水保

27

透過性 多孔隙、生態系緩坡、自然化

構造物
型式

混凝土土壤.植物.石材

參與
對象

農民 政府 生態團體在地居民 生態團體

思
維
改
變

公
私
協
力

多
元
治
理

1960 1970 1990 2000 20101980

強度提升 在地意見 生態檢核

future

民眾參與

農村水保署 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過去vs未來

9

未來精進

環境調適作法-導入NbS

集水區 (大尺度) •水、砂生產
•綠色基盤演變

溪流 (中尺度) •水、砂運移
•河相棲地演變

保育治理區位(小尺度) •沖淤改善
•棲地改善

環境調適作法-導入NbS集水區經營思維

未來三大趨勢與自然解方Nbs

10

未來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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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 推動集水區調適策略，提升坡地承災韌性。
✓ 納入藏水、保土、自然解方及生態永續對
策；規劃劣化(休耕)農地多元利用，解決從
農人力老化問題。

⚫ 範圍：
✓ 本署經費執行治山防災(含大崩)或農塘工程
範圍或鄰近土地。

✓ 辦理集水區減災策略、區域性水土保持等
規劃調查土地。

⚫ 對象(私有地)：
✓ 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耕作者
✓ 多人共有土地由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民間團
體、社區發展協會、基金會經營或管理者。

未來精進 推動韌性坡地補助

30

案例說明 種瓜坑野溪復育工程

護岸拆除前

溪流復野契機
River-Rewilding

圖例

水砂溢淹區

棲地友善區

流向

如果每遭受一次災害，就搭建一座永久不動
的工程，不讓自然有恢復的機會，那我們看
到的不只是工程，也是永恆的傷疤。

112/8/23與Peter、許秋容老師討論韌性坡地補助事宜

緩衝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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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種瓜坑野溪復育工程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與您㇐起打拼

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32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攜手自然~流向永續：溪流生態保育與實踐」研討會 112.10.27 

6 
 

—  

方韻如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資深經理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溪，為典型的東北丘陵區獨流溪，已知累積超過 100 種

的原生魚蝦蟹螺紀錄，當中河海移動需求種至少佔 92%。2014-2016年間，水土

保持署臺北分署在最靠下游的 500m內進行了兩期治理，設置 7座橫向構造物，

因功率集中固定位置產生上淤下掏，河床縱向高程失常，致使溪水在低流量時常

因伏流化導致地表斷流，而對洄游及河海交界處的生態產生重大衝擊。 

完工後正值導入「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機制」之初，因此本優質工程仍併發

重要獨流溪的生態後遺症，引發大溪社區及生態觀察者的關注，並有機會透過平

台討論，進而啟動公私協力的共學。歷經 4年的洪旱事件追蹤、從非正式到正式

調查的生態觀測確立課題後，於 2020年藉災害搶修開口合約，試行第一座固床

工局部開口，瞭解單從廊道通暢的作為能改變什麼。2021 年水保署民眾參與總

平台的探討後，正式藉創新研究計畫補助展開跨域合作，將「優化既有橫向構造

物」設定為後續維管階段的主要方向：耙梳歷史資料、研析原河相特徵、追蹤分

析大溪溪前期治理工程對其他環境功能產生的影響；在確保水理安全達標的條

件下，透過權益關係人訪談、生態現況瓶頸調查，提出優化目標；再以原地形結

合治理後拓寬之河道產製二維水理模式並比較水深、流速、溪流功率等，做出構

造物斷面及縱向的改善建議，並評估 3種不同程度優化方案對的可能效應。 

2022年 5月，參照前案建議的起碼調整幅度，臺北分署優化了最下游 5座

固床工。但同時間，濱海公路大溪橋改建也開工，橋墩橋台施作帶來無可避免的

持續擾動，河口迄今仍處於工區狀態，因此還無法看到河相的恢復。然而優化區

段的自然溪床骨架已成形；該年夏季東北部大旱時，原受阻於固床工下的大部分

魚種，也能移動到上方潭區避難；迄今已有多筆記錄顯示，廊道暢通有助於生物

因應擾動所採取的棲息移動，進而可能提高生態韌性。也因此，建議後續能對大

溪溪目前最大縱向阻隔的第 6 支跌水工，採取近自然嵠線高程的改善，以恢復

原有潭瀨結構的連通性，同時也助於洪水功率的削減。 

透過此次共學改善經驗，期能進一步探討溪流橫向構造物設置時，須從只重

視洪水的規劃，轉變為「重視河溪多重功能、洪旱皆宜的解方」。需瞭解河溪作

為能量系統而造就的河相、應用自然消能機制、重視河溪三維變動的彈性空間。

而期待工程能融入更多環境考量時，治理及設計單位是需要被支持的，相關法規

工具及採購規範仍有需與時俱進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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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均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自然保育科 技正 

 

林業保育署花蓮分署(原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自 107起執行行政院核定國

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開始進行花蓮地區國有林班地以外區域具有豐富生

態、敏感區域及瀕危物種等資料及議題盤點，其中一項為紅皮書國家瀕危(NEN)

物種-菊池氏細鯽保育課題。經過花蓮區域綠網建構計畫的資料盤點及補充調查，

發現目前菊池氏細鯽於花蓮地區僅剩少數地點有留存族群，其中包含木瓜溪流

域、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溝渠以及鱉溪流域田區為優先關注及保存標的。於木

瓜溪流域透過跨域平台與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合作建構庇護池以及友善生產田

區進行族群保種；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與台糖公司合作營造低窪濕地擴大該

地灌溉渠道族群棲地；鱉溪流域透過建立保種池以及嘗試連結農田渠道及溪流

來擴大菊池氏細鯽棲地。未來願景希望透過溪流與農田渠道等串連，搭配友善生

態農業產業推動，可以擴大菊池氏細鯽及其他水生物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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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雄、陸玉玲、彭維維、林青峰、林宣佑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三條發源於中央山脈的河流，為臺灣東部的主要河川，在縱谷內以大富與池

上為分界，北為花蓮溪流域，中為秀姑巒溪流域，南為卑南溪，從各溪主支流興

建攔水堰引水，經由水圳與灌溉渠共同形成縱橫交織的水網，一直都是花東縱谷

農業與生活的水體利用方式，水圳與灌溉渠已成為濱溪系統生物延伸活動的通

道與族群擴展的棲息空間。 

    自然分布於東部的臺灣特有種：菊池氏細鯽 Aphyocypris kikuchii 為臺灣原

生初級淡水魚，過去與農業型棲地息息相關，後續受到棲地變化、生存的空間面

臨環境污染、人為開發破壞以及外來種入侵，數量一度列入淡水魚紅皮書瀕臨滅

絕的危機。 

    因應現代社會變遷，與農業行為息息相關之水路系統均以較少行水空間供

應較多水量且便利管理等因素，多數水圳及灌溉渠已經以水泥砌成取代過往的

土堤水路，若以生態面向思考應較不利於動植物棲地與活動，但實際影響尚無從

得知。 

    本研究為探討花東縱谷農田水路的現況，進行農業水圳的水域動物調查中，

以彈性色素標籤體(Visible Implant Elastomer Tags)進行菊池氏細鯽的標記，依照

農業利用時程，於農耕行為初始引水進田的階段，透過魚類標記的方式，分別將

農溼地留置水域內以及田區內的菊池氏細鯽個體，以不同部位、顏色等標記識別

的方法，探討菊池氏細鯽的移動、擴散以及分布位置與農業利用時程的關聯。 

    歷經 3 年累積之資料，對於其移動路徑以及相關資訊，已可初步作為建構

農田水路的生態系統，並從中建立農業水圳的生態指標與生態保育策略，進而形

成農業水路生態與農業永續共融的雛型。 

 

關鍵字：菊池氏細鯽、灌排系統、彈性色素標籤、永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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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緩水流、水生植物繁生之河渠、池沼

• 食性：昆蟲、藻類

• 繁殖季：主要於春、秋兩季

• 分布：台灣東部、北部

• 最大體⾧： 10.8公分

菊池氏細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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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區照片

菊池氏細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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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常水 濱水植群 島內入侵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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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花蓮溪 秀姑巒溪 卑南溪

出現水圳%

(出現/已調查)

31%

(4/12)

35%

(5/14)

50%

(2/4)

濕地 - - +

常水性 + - +

資源

空間 - - -

食物 - - -

核心棲地 - - +

水的連接性 + - -

庇護所 - - -

需精進與改善 濕地營造

維持常水
增加庇護所
增加生態廊道
濕地營造

增加庇護所
增加生態廊道

菊池氏細鲫之巨棲地-河川中下游、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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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2020 2021 2022 2023

Site

A 194 178 311 65

B 271 45 79

C 112 163 98 41

D 325 221 402 167

E 417 134 332 126

F 293 201 235 17

G 20 143 179

Total 1632 942 1600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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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Initial mortality 2W 3W 4W 5W

A 97.99% 21% 0 0 0

B 100% 14.90% 0 0 0

C 99.70% 7.47% 0 0 0

D 99.17% 10.70% 2.41% 1.12% 1.01%

E 98.41% 34.60% 0 0 0

F 100% 0.00% 0 0 0

G 100% 13.71% 6.70% 1.42% 0.00%

Re-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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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環境 溼地、大排 灌排渠道

溫度°C 12.7 – 27.0 15.4 - 26

深度 cm 35 - 60 20 - 35

流速 m3/s 0 - 0.2 0 - 0.5

底質 泥沙 泥沙、小礫石

遮蔽 % 50 - 100 20 - 100

溶氧量%DO 90.1 - 111.9 53.7 - 106.3

pH值 4.2-9.97 4.48 - 8.27

總溶解固體量g/L 

TDS
0.42-0.56

0.45 - 0.58 

水生植物 + -

濱水植物 + +/-

共域魚種/島內入侵種 溪哥、石賓、馬口 溪哥 2023溪流協會會員大會202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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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緣與陸域綠帶是生態廊道更是動物棲地
• 菊池氏細鲫可作為灌排生態狀態指標
• 農水路是菊池氏細鲫重要棲所
• 溼地營造可增加菊池氏細鲫庇護棲地
• 從農水路改善到更新可回復菊池氏細鲫族群
• 農濕地的營造與經營管理平衡

212023溪流協會會員大會2022/10/28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資源保育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資源保育署花蓮分署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資源保育署台東分署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

經濟部水利署

其他參與之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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