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東海岸地區及鄰近野溪
環境友善評估

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為順應野溪生態

友善環境營造之趨勢，委辦本計畫對東

海岸地區野溪進行生態友善環境改善評

估，並追蹤及調查既有治理野溪生態環

境變化成果，依循自然環境條件採取因

地制宜的設計，提供兼具友善生態環境

營造及野溪治理之對策，確保野溪治理

過程中得以維持人與環境的

利益之最大公

約數。

預定治理：
以「碇橋溪固床工環境友善措施改善工程」為例

１.緣起
2.執行成果

位置:東河鄉碇橋與碇橋一號橋之間
目的:改善阻礙魚類移動的橫向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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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橋中間河段的固床工高差
小於0.2m，不需改善

第二及第三支固床工高差約
0.5、0.3m，無阻隔，棲地單調

碇橋下游第一支固床工高差約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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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保留溪流原始棲地及大樹

過水涵管

施工便道設在草生荒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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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重要棲地類型與對應物種

設計定稿方案

A

減少現地澆灌混凝
土

鋪設涵管控制濁度 沉砂池控制濁度導流迴避施工處

施工過程水質及濁度控制

完工追蹤
以「都歷橋野溪下游整治工程」為例B

緣由：卡莫里豪雨侵襲，沖刷護岸道路、河段淤積改道
設計理念：考量護岸安全及植被近自然綠化採用預鑄格框箱
工法考量：預鑄塊護岸、緩坡護岸、栽植苗木(金露花)

追蹤重點：
河岸綠化情況、預鑄塊安全性、苗
木栽植效果、水陸域連結、河道棲
地連結、動植物利用

兩側濱溪植被覆蓋度高，
幾乎完全遮蓋河道。
右岸農地久未耕作大樹多，
形成連續的次生林。

河道穩定無新沖刷，濱溪
植被已生長，但仍可見
部分固床工及護岸位置。

2018/01/15完工後13年歷史影像比較

敏感區域圖
都歷野溪生物多樣性高樹林有台灣獼猴、
斯文豪氏攀蜥、烏頭翁等動物利用水域洄
游性魚類、蝦蟹類為主，另有蜻蜓、太田
樹蛙利用
部分伏流，魚蝦蟹僅分布在下游

印痕仿相手蟹

棕塘鱧

委託單位：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受託單位：昱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期間：107年01月－107年12月

教育宣導與講習C  落實環境友善措施
 培養在地居民保育意識
 協助生態保育工作落實
 監督施作成效

現場討論觀察溪流方法

 建議於勘查階段納入民眾參與，治理工程與
民眾間，常有誤解與認知上的落差，形成衝
突，因此建議於勘查階段納入民眾參與

 建議設立民眾參與平台與資訊公開

綜合討論：

客家電視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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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續建議
 保育治理工作納入生態檢
核、公開水保工程資訊、
建立民眾參與平台。確保
後續治理工程皆經過生態
想官之討論與設計。

 精進水土保持工法
 一般性工程導入生態檢核
 確保延續跨年度工程施工
完工階段之生態追蹤與查
核

 治理工程因期程短沒有足
夠時間做施工前後完整調
查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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