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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建築、

□其他         

主管部會：經濟部  

主辦機關：_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__ 

 

項目 說明 

案由 
說明 

本工程位於花蓮縣富里鄉東富公路台23線鱉溪右岸處（樁號
0+000～0+300），因河水沖刷造成右岸既有戧台破損，影響
擋土設施安全；經報奉核辦理本工程。 

一、 工程設計規劃原則 

(一) 還石於河 

1、 重建護甲層：運用周遭淤積河川疏濬塊石填高河
床，本案料源來自廣原村大龍橋附近。 

2、 河岸粗糙化：拋塊石改善水泥護岸之平滑狀況。 

(二) 還地於河 

1、 重建河道骨架：改善既有攔河堰、固床工。 

2、 局部放寬河道：河川廊道不足處考慮堤防開口退
縮、增加土地容洪。 

二、 工程施作內容 

(一) 既有基礎保護工（拋填塊石）樁號0+000~0+300 

(二) 石樑固床工5座 

(三) 基礎裸露處塊石拋填 

(四) 邊坡整修 

(五) 施工中生態檢核 

具體 
作法 

一、 核定階段 

配合秀姑巒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報告及現地勘查，得知

□上傳本會網站 

□不上傳本會網站： 

  □涉其他部會機關本位 

  □尚在進行中 

  □其他____________ 

（工程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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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全長約17公里，河道蜿蜒曲折，中上游坡度陡峭，
週邊林相覆蓋良好，流域土地多屬於山坡地保留區。本
局為提升河川之環境品質、資源利用及環境生態之永續
發展，並同時注重在地民眾參與，故以在地為主體，共
同商討對河川治理之共識與發展願景，透過流域資源盤
點、共學辦理、平台機制研擬及友善河川環境措施等方
式，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則。(詳
圖1)  

二、 規劃、設計階段 

為減輕工程施作對生態之衝擊，本工程邀請具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業領域之人員共同參與工程設計工作，並透過
現地勘查及教育訓練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之生態議
題與生態保全對象，如108年08月02日於本局辦理「溪流
治理之觀念與執行」教育訓練(含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
改善工程討論及建議)及108年10月05日邀請當地居民、
鄉公所、社區發展協會、後山采風工作室等團體於吉拉
米代跳舞場辦理「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地
方說明會。經討論後，配合生態關注區域圖(詳圖2)研擬
出的合宜方案如下 

(一) 迴避：濱溪關鍵喬木保全、迴避並保全鱉棲地。 

(二) 縮小：降低工程量體並限制施工廠商機具之進出路
線。 

(三) 減輕：工區範圍天然塊石保留、施工中水質保護、施
工中魚類保護。 

(四) 補償：保留原高灘地，成立保種基地(魚類、植物復
育)。 

(五) 其他措施：外來種植物移除。 

三、 施工階段 

現場生態保育措施(詳圖3~14) 

(一) 濱溪關鍵喬木保全 (迴避) 

1、 原生喬木原地保留 

2、 具在地文化保存意義之喬木原地保留 

(二) 迴避並保全鱉棲地 (迴避) 

1、 圈起保留不進行擾動與施作 

2、 不可暫置機具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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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區範圍天然塊石保留 (減輕) 

1、 溪床中原有直徑三公尺以上大石圈起原地保留 

2、 不可移除移動打碎毀壞 

(四) 施工中水質保護 (減輕) 

1、 級配混泥量越低越不易造成水質混濁。確認料源確
保低含泥量再使用 

2、 施工便道邊緩慢填入級配邊排水方式進行 

3、 主要施工區域拋填塊石細緻處理，緩慢拋填避免一
次填滿，降低大量底質被擾動水質混濁狀況 

4、 由河岸向河中央施作 

(五) 施工中魚類保護 (減輕) 

1、 由河岸向河中央施作 

2、 減少封閉的石頭縫隙 

3、 盡量不產生封閉的淺水灘 

4、 在地協力小組隨時待命進行魚類救援 

5、 在地協力小組施工前魚類移置暨教育訓練 

(六) 外來種植物移除 (主動改善) 

1、 移除外來入侵種植物銀合歡 

2、 補植九芎 

(七) 在地協力小組及環境異常通報(其他) 

1、 成立在地協力小組 

2、 建立環境異常通報機制 

(八)生態環境監測 

1. 施工前中：生態人員現地勘查 

2. 施工前中：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3. 施工前後：水質調查 (其他) 

4. 施工前中後：魚類調查 (其他) 

5. 施工前中後：溪床底質調查 (其他) 

6. 施工前中後：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四、維護管理階段 

委託專業生態團隊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確認保全對
象狀況並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說明如下 

 

(一)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保全對象包括9棵樹
木、3處大石以及2處鱉的棲地。施工便道仍留有改
變地貌的痕跡，兩岸植被已逐漸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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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生態課題：持續觀測還石於河之效益、持續
監測下游左岸灘地(Timolan)濱溪帶環境並與在地
管理單位保持合作 

 

＊相關照片或圖說 

  

圖1、地方說明

會及平台會議 

 

圖2、生態關注

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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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原生喬木

原地圈起保留 

 

圖4、重要的鱉

棲息環境原地圈

起保留 

 

圖5、直徑超過3

公尺以上溪床原

生大石原地圈起

保留 

 

圖6、移除外來

入侵種植物銀合

歡 

 

圖7、補植原生

種植物九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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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建立環境

異常狀況通報機

制 

 

圖9、成立在地

協力小組，協助

快速即時處理魚

類救援、水質濁

度監測等工作 

 

圖10、現場張貼

告示牌，說明生

態保護相關作業

及監測通報管道 

 

圖11、魚類調查

並將原生種魚類

「高身白甲魚」

進行移置 

 

圖12、與在地部

落合作每周進行

水質濁度即時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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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藉由水質

濁度監測啟動環

境異常通報系統 

 

圖14、於施工前

後、工區上中下

游進行嚴謹的水

質檢測 

 

圖13、於施工前

中後、工區上中

下游進行底質調

查與紀錄 

 

圖14、於施工前

中後、工區上中

下游進行魚類調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