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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流之生態工程設計案例-1

翁彩瓊
 

講述

台北市內湖區大溝溪

 
台北市內湖區內溝溪

台北市信義區虎山溪

 
台北市士林區內厝溪

新竹大寮溪

 
苗栗縣獅潭鄉新店溪

宜蘭縣武荖坑風景區

 
七家灣溪護岸規劃

台北市南港四分溪

 
台北市景美溪

花蓮壽豐鄉樹湖溪

 
新竹縣尖石鄉後山區馬里克灣溪

台北市士林磺溪



2

河川生態工法

目前有關生態工法尚無明確之定義與應用及適用範圍

整治河川的生態工法，是兼顧防洪與生態的施工方式

捨棄不透水的混凝土，利用原形的塊石材料設立親水河谷、
小水道、親水步道、石面護岸、親水平台、魚梯等多項設
施，石與石間有透水的縫隙，為河川環境創造較多生機

河床也放置魚礁，魚類生態會恢復更快

生態工法可以採用當地的石材，成本並不會比興建堤防的老
方法高，由於具水土保持功能，並可以營造親山親水的休閒
環境，越來越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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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生態工法

生態工法沒有一定的施工方法或是準則存在，而是對每一工
程加以獨立考量

必須考慮的項目包括當地地質、地形、水文情況、植生情
況、生態環境需求（如特定物種之培育、保護）、現場材料
取得等當地因素

目的在營造豐富而多樣性之微棲地環境，同時兼顧環境本身
以及使用者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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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生態工法

生態工法與近自然工法是有所區別的

生態工法是依據生態系統的需要創設一個新的棲地環境設
計，需要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設計考量，這部分可能比工程規
劃的價值還高

例如在整治河川時，若要讓魚類產卵，就需要設計深潭或淺
灘，設計一個能讓魚能存活、在生態系統上必要的設施，保
存其生物多樣性，這叫生態工法或生態工程

至於如何施工、使用當地的材料等，叫做近自然工法

生態工法絕對要與保育結合關連，需要生態知識、原有生態
資源資料、以及模擬的模型呈現等，才不會有第二次對棲地
或河川環境生態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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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生態工法

生態工法是為了取得防洪工程與生態保育的平衡，不可能百
分之百自然

專家對生態工法的看法有樂觀的，也有悲觀的

國內對於生態工法的理論探討或本土性生態衝擊影響評估，
皆還處於剛起步的階段，目前台灣河川生態保育之基本資料
仍相當欠缺，水利工程人員在兼顧棲地保育之規劃設計上亦
無適當可依據之方式

由於生態保育的觀念已漸漸為民眾所接受，因此，除了保育
團體要求反省以往的作法外，社區居民也開始要求政府的防
洪工程納入生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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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生態工法

台灣河川與溪流的坡度與水流湍急程度均遠大過日本與歐美
等國家，淤沙量大，每年洪水期有大量的淤沙衝下，可能在
短時間內把昂貴的人工設施淹沒或損毀

若只是把國外經驗複製到國內引用，可能會有適用上的問
題，既賠了工程款，也喪失生態，因此「因地制宜，找出本
土化的生態工法」，是必須面對的迫切課題

台灣已有部分溪流的整治採行生態工法。有一些成功的例
子，但也有失敗的例子；也有些河川整治正在以生態工法的
模式進行中。無論如何，以生態工法整治河川，是一個值得
期望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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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早年北投貴子坑溪用混凝土施工阻

斷生物棲息空間

下左：日本跟川生態工法整治成功案例

下右：德國水保生態工法整治成功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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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石面護岸以疊砌為單元，石縫間營造植穴，與
 背牆土面直接接觸，可提供植栽生存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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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利用塊石與小軟石提供安全戲水流域

右：利用縮減河道增加流速，寬窄不一可加強水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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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枯水期親水步道將綠帶與藍帶連結，豐水期邊坡護岸成

為最自然之堤防

右：將民眾快速引入溪流環境，屆休閒激發民眾護溪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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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內湖區大溝溪

大溝溪原為一自然型態之溪溝，上游段兩岸大部分區域多為
次生林林相，下游段則以農業型態為主，惟因都市發展迅
速，下游區域經市地重劃發展成大湖山莊密集住宅區，溪溝
部分並因道路需求，由箱涵下水道取代

人與大自然爭地結果，以致民國86年8月19日溫妮颱風來
襲，挾帶強烈豪雨形成洪犯，兩岸農地遭沖蝕損毀，下游社
區佔據原有流路之結果，因排洪不及而造成淹水災害

為減少豪雨洪峰來臨時對兩岸農地之損害及降低對下游居民
身家財產安全之侵害，乃自接大湖山莊241號社區旁之溪
溝規劃本工程並採生態工法整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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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內湖區大溝溪

溪溝下游因已接近住宅社區，工程設計時除考量安全排洪要
求及恢復原有溪溝生態環境外，並以兼顧鄰近社區休閒遊憩
並重之溪流環境

溪溝護岸之設計主要以半重力式結構為主，並以天然塊石做
表面處理，溪溝寬闊區域並儘量降緩護岸斜率以維護生態及
保持自然景觀，溪溝河道中並視地形設置固床工等構造以降
低河床落差，蓄積溪水以利魚蝦等生物之生存繁衍，沿溪並
選擇適當區位設置親水平台及步道等設施以營造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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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內湖區內溝溪

早年市政府在山區若干地方如內湖大溝溪等採生態工法整
治，但都位於人煙稀少的地方，不易為人注意，直到3年
前，貫穿東湖住宅區的內溝溪也採這種方式整治時，大家才
發現，原來整治溪流可以不必弄得如大水溝一般，以原形石
取代水泥面，風貌自然、古樸，而且具透水性，凹凸不平與
孔隙是滋養各種小生物的溫床

內溝溪完成整治的1400公尺，已出現了大量的蛤蜊與魚蝦

目前每到傍晚，內溝溪旁就有不少民眾來散步，吸引民眾來
釣魚，周末假日常有人在溪畔烤肉，成為一個新的休閒景
點，內溝溪採用生態工法施工今年要再完成七百公尺，同時
要興建小橋、涼亭及步道。(2002.09.05聯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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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信義區虎山溪

台北市虎山溪位於信義區之四獸山，溪流長約240公尺，集
水面積27公頃，屬小型蝕溝，左岸為早期煤礦礦渣跡地，因
長期沖蝕淤積，造成原有溪溝排洪斷面嚴重不足，每遇大雨
即氾濫成災，對下游社區危害甚鉅，為維護下游居民安全，
乃規劃此工程以整治之。

本溪溝下游已鄰近住宅區，工程之設計初除考量減低環境視
覺景觀破壞外並兼顧社區親水休閒空間之營造，期以提供社
區後花園之功能

溪溝護岸之設計主要以半重力式結構為主，並以天然塊石做
表面處理，以保持自然景觀，溪溝河道中並視地形設置固床
工等構造以降低河床落差，並利魚蝦等生物之生存繁衍，並
選擇適當地點設置親水設施，提供市民親水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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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士林區內厝溪

內厝溪之溪流源於台北市士林區擎天崗南麓，溪流長42公
里，往南流向至善路礁坑橋匯入雙溪

內厝溪整治地區位於平等里，當地居民、房舍密集、兩岸從
清代即已開墾農耕，至今已成為花卉生產及觀光果園地區，
因此內厝溪洪水之長期沖蝕，常造成兩岸居民宅舍及農作物
之危害

為保障當地環境安全，溪流兩岸採用自然塊石漿砌護岸，河
床之處理為自然石塊砌成之固床工，並配合拋置天然石塊，
溪岸兩側設置踏石利於親近溪水。階段式跌水工分段改善落
差，穩定流心防止縱橫向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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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新竹大寮溪

新竹大山背地區主要有大寮溪及大山背溪二大溪
流，大山背溪目前尚未作河溪整治工程，而大寮溪
的整治已有部分河段已施做完成

入口處之環境綠美化，並保留河溪中原舊有之拱
橋，並在橋上下游橋墩處以底面鋪石工方式和自然
拋石，做跌水工及固床工處理以保護基座安全

大寮溪兩邊護岸採自原石乾砌及漿砌方式，護岸為
卵石漿砌複式斷面，且設置親水小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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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苗栗縣獅潭鄉新店溪

苗栗縣獅潭鄉新店溪係明德水庫集水區上游主流之一，集水
面積2700公頃溪流長約105公里，蜿蜒曲折

該地區地質屬砂岩、頁岩組成之三峽層，地質相當脆弱，每
遇豪雨洪流，常產生縱、橫向沖蝕。橫向淘刷兩岸，使得農
田大量流失

縱向刷深溪床，致使位於下游之橋樑橋墩裸露，危及道路交
通和行人安全

整治工程大都利用現有之石材為構築材料，邊坡亦以現場石
塊堆砌成駁坎，並基於自然工法之理念設計複式排洪斷面，
邊坡護岸以現場大石堆砌，使得能與週遭自然環境相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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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苗栗縣獅潭鄉新店溪

長流水行水區之固床工，採自然拋石型式，不僅能保護溪
床，還具減緩流速，消除水中瀑氣，傾聽潺潺流水聲之效果

溪河中之中途島為此第一大特色，以踏步式階梯固床工連接
至溪岸，在整治過程中，保持原有淺灘及維護自然景觀，除
工程設施外，亦配合堤岸植栽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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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宜蘭縣武荖坑風景區

武荖坑溪為新城溪上游河川，發源於蘭崁山(標高1477公尺)。新
城溪是宜蘭縣內之主要河川，以新城橋為界，往下游因工業區之使
用使水質受到污染；往上游則包括風景區內及其更上游河段，此河
段曾因源流處有水泥業之採礦洗礦而受到污染，如今自然災害之崩
塌外，風景區之開發使用亦潛藏著污染源

設計目標

生態上：從土堤到鋼筋混凝土堤，堤防有不同的構築方式，在一個
較自然的風景區域內，對位於自然風景區內的堤防來說，如何減低
避免對生態上的破壞，或許比獲得一些堤後的新生地來的重要且更
有價值；因此堤防的位置與構築方式，等於是在安全考慮之外，另
一種對生態影響的考量

景觀上：除了水利上的機能考量外，藉由親水性的堤防設施，在景
觀上更能展現出原本河道流域的整體環境特色，而增加遊憩或景觀
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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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宜蘭縣武荖坑風景區

設計構想

堤防：為增加親水性並配合考慮保有原本生態環境，所以堤
防的位置與高度，是基於通水斷面的需求，向岸邊退縮並控
制提高成為兩階段式；另外以現地拋石回填以保護堤防基
腳，表面再以礫石模擬原本河岸環境

特殊岩壁：以黑頁岩表現河段內，臨水的岩岸與岩壁特色，
以創造遊憩活動的視覺焦點，形成一個「看與被看的地
方」。

植栽：保留現地原本較佳的植栽，並以流域之植栽調查結果
為依據，栽植綠色植物以豐富水邊景觀，唯因經費問題而擱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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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七家灣溪護岸規劃

護岸設置時，首先考慮防止河岸或堤防遭受侵蝕，同時兼有
生態環境保全、親水性及景觀性等功能；需要針對上述功能
考慮安全性、耐久性、施工性、經濟性及維護管理，設計時
需對護岸之材料以採用石塊、木材及植生為主

七家灣溪為瀕臨絕種之櫻花鉤吻鮭重要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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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七家灣溪護岸規劃

雨季及颱風季來臨時往往雨量激增，致使溪水暴漲，衝擊兩岸邊坡
之崩塌，同時洪水挾帶大量泥沙淤積河床，使櫻花鉤吻鮭重要棲
地，遭受重大破壞，尤其在該溪與高山溪交會處下游約150公尺
至350公尺之河岸受到沖蝕破壞多處。基於護岸之功能和七家灣
溪特殊生態環境，對護岸工程之規劃、設計、主要考量有下列幾
點：

(1)、護岸工應有足夠穩定強度，不致因土壓力，產生傾倒、滑動
等破壞。

(2)、護岸基腳應能安全支撐護坡結構護物。

(3)、護岸工應有足夠防沖刷強度，不致因水流曳引力，造成崩
塌。

(4)、防止護岸坡體內土砂之流失。

(5)、防止水質、水量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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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南港四分溪

南港四分溪為大坑溪支流之一，發源於南港、文山與信義等
區交界處標高250公尺之福樂公墓嶺頭東側，流域至中華工
業技術學院長約4660公尺，集水面積300公頃，往東北沿
著研究院路流經中華工業技術學院、中央研究院等，於研究
院路一段南深橋匯入大坑溪。

四分溪集水區範圍內支流密佈，早期為煤礦主要生產區域，
因欠缺防災及保育觀念，開採後經年累月所形成之不穩定廢
礦渣堆置地區，長年來基腳遭受洪水沖蝕，礦渣崩塌情形嚴
重

87年10月16日瑞伯颱風及10月24日芭比絲颱風來襲，挾
帶強烈豪雨，研究院路四段29號前及50號鄰近步道，因溪
水暴漲，形成洪氾，以致兩岸農田基腳遭沖蝕淘刷，以及造
成步道路基塌陷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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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南港四分溪

溪溝以景觀野溪整治之觀念，融和防洪工程，自然生態保育與環境
維護於一體，並以追求工程安全為主要目標，再與保護自然、改善
環境相配合，以發揮綠與美的景觀。並兼顧休閒遊憩功能，提供居
民生活空間之利用。

除了防洪安全之設施外，半重力式結構護岸為主要之設計考量，表
面以天然塊石襯砌，以達維護自然景觀之要求，溪流落差較大之
處，設計塊石魚梯，以有效降低流速，跌水消能、以及防止縱向沖
蝕，並且能維持全段水中生物迴游走道之暢通，以利魚蝦等生物之
生存繁衍

型框護坡除了穩定步道基腳，維護步道暢通外，並達到植生綠化之
目的。整治完成後，主要可防止溪溝兩岸農田沖刷崩塌，改善農耕
環境，並維護農民居住安全，亦兼顧生態保育及休閒遊憩功能之目
的，並能美化、綠化環境，維護景觀，提昇當地生活品質，同時提
供居民生活空間之利用。(台北市政府建設局網站，景觀野溪整治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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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南港四分溪

2001年，南港區水患嚴重，中央研究院因四分溪高漲
而受損慘重，但中研院與若干當地居民依舊反對提高四
分溪堤防的整治方式，他們認為院區內的實驗稻田、公
園等綠地與未來興建的蓄水池可以蓄水，消化暴雨來的
水量，等大雨過後再慢慢排出

施工對中研院內的四分溪採生態工法，墊高防汛道路路
基，不再依原方案來加高堤防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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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河川實例-台北市景美溪

恆光橋及一壽橋間，選擇二段試辦生態工法，將在
低水護岸砌塊石增加景觀及植生綠化，增加親水觀
景平台，並配合河川特性，營造濕地環境，維持河
川生態平衡

參考內溝溪、虎山溪整治經驗，選擇景美溪一些較
平緩河川段，將設置鼎塊及塊石，其隙縫適於水中
生物棲息，於豐水期亦有營造魚巢效果，另外低水
護岸也選擇平直段，於鋼筋混凝土坡設置花台回填
植草綠化、美化，可提供蝴蝶、鳥類及昆蟲等生態
棲息。(2000.10.30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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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案例-花蓮壽豐鄉樹湖溪

花蓮縣壽豐鄉的樹湖溪，在整治前縣政府表示是水
土保持局要將樹湖溪變成戶外「生態教室」，顧名
思義，應該是柔性工法，以保育為重

整治後兩側護岸以水泥結合砌石，密不透氣，長不
出草來，自然也沒有孔隙可供生物躲藏棲息。溪底
表層鋪滿了卵石，且這些卵石也全部用水泥糊在河
床上，上游溪水潺潺，不到二百公尺的距離，水就
得另覓出路，乾個的溪床只留下生硬的水泥卵石和
雜草。(2001.07.23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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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案例-新竹縣尖石鄉後山區馬里克灣溪

尖石鄉後山區馬里克灣溪河床上的的魚梯設
計，被村落保育人士指責不當，認為根本無
法發揮作用，還危及河川生態的生命，希望
能拆除改以自然工法建造，以維護河中生態
的繁衍。(2002.08.06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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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案例-台北市士林磺溪

整治由2001年初開始，直到9月才為當地人發現原
本堤防邊的樹木一一被砍掉，為的是要興建更高的
堤防，堤防加高了，基礎必須加固，除了河道邊坡
鋪上鋼筋水泥之外，另要在河底兩側放入如卡車一
般大的水泥製沈箱，溪底變為水泥

養工處與草盟溝通多次並接受建議，減少了許多沈
箱，但磺溪1380公尺的加高工程，因為中央訂定
的防洪要求，最高要加2公尺，使堤防達海拔9公
尺，一定要加固，而不得不使用沈箱與大量混凝
土，上游約1000公尺的加固工程，由於不是加
高，即可採用更符合生態的工法。(2002.10.14
聯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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