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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珍稀物種所需核心棲地 
• 建構淺山生態廊道 

保育森林棲地的完整性， 

修補淺山棲地破碎化效應 

• 以生態友善農業強化淺山與
平地農業交界帶的緩衝功能 

• 保護重要棲地及推廣里山永
續利用模式 

發展友善農業生產， 

實踐里山倡議精神 • 提升沿海濕地、海岸林生態
功能，營造多樣化棲地 

• 盤點劣化農用地，發展濕地
生態潛力 

串聯沿海重要棲地， 

建構海岸生態保育鏈 

• 以河川廊道連結上、下游與周
邊棲地區域 

• 建置動物通道、營造道路綠廊 

建置生態廊道， 

改善淺山到海岸間的瓶頸點 

生態工法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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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 

土方進入 

水系 

河床質 

改變 

轉變為 

辮狀流路 

河道淤高、展寬 
構造物 

囚砂、損毀 

棲地受損 



曾文溪的河相演變 

1947 

2017 

1974 

1947：河道寬淺多砂洲，小型洪水可溢淹灘地 

建庫後2017：河道兩極化(深槽侵蝕、灘地淤積)小型洪水無法
漫灘 

Q1.1 

Q1.1 

水庫完工1974：堤防已完成，灘地農業興盛，河口仍有大量沙州 

Q1.1 

中興工程提供 



河相變化造成的課題 

濱水帶=受洪水干擾而頻繁變動之空間， 

      約為Q2至平水位之範圍 

Q2 

濱水帶 

MWL 

1. 濱水帶消失 

2. 卵礫石河床消失 

 礫石分布界限從玉峰堰退

至上游的曾文一橋 

 水域生物棲地消失 

資料來源：曾文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變遷影響分析

101-102年年度報告書 

中興工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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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感潮域 

1974年感潮域 

河相變化造成的課題 

3. 河畔土地鹽化  感潮域從西港大橋退至曾文溪橋 

床底平衡剖面 

現況河床底 

中興工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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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橋溪防砂壩移除 

固床工能保護河床，若能降低高度，並修改為微笑曲線，中央降至河床位
置，以方便生物洄游。 

拆除或降低河川構造物的高度，風險高低難預測，可能改變河道土砂運移，
也可能衝擊邊坡，問題複雜，但為了恢復河川生命力，還是該做。 

2018/08/16 
碇橋溪於出海口處有道高達四公尺的固床工 

聯合報201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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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砂壩管理與土砂監測之必要性 

1.防砂壩興建後難以改變其狀態 

2.自然界的泥砂量是變動的 

 主要目的 

1.可因應不同時期的防砂量 

2.保持河道泥砂量之均衡性 

3.溪流生態之連續性 

4.易於清淤，土砂資源再利用 

5. 延長防砂壩使用年限 

 

防砂壩應依不同時期的輸砂量而調整其型態 

發表相關研究 

日本：砂防学会誌 

台灣：科技部科學發展月刊、中華水土保持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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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端 

下游端 

防止坡面沖蝕
回淤土壤 
安定邊坡 

保持生態及水流連續性 
卵礫石得以往下游移動 
壩型可因區位再做微調 

減緩水流 
停淤細顆粒 
穩定河床 

穩定流心避
免河床淘刷 

減緩洪峰流量
達到滯洪效果 

θ<5° 
緩坡 

5°<θ<15° 
丘陵地 

θ>15° 
較陡坡之野溪 

防砂壩在野溪集水區之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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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呼吸的防砂壩組裝及拆卸流程(陳樹群，2019) 

時間軸略分為高峰期、消減期及穩定期，
決定河道屬於哪一時期，需設立評估小
組並現地勘查討論後再做決定之。 

 

其橫桿調整原則可以3-5年為原則，以
平衡局部土砂量，同時進行砂庫資源管
理及利用。 

 

而縱材則以30-50年之期距逐步下降調
整至自然河川。 

 

兩者均主要依據土砂量的週期變化而定。 

可調式防砂壩之策略及時機 



2019/05/24 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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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河道輸砂平衡於2015年將中間兩支墩柱下修2.5 m 

1. 壩後淤積土方清除以增加囚砂空間。 

2. 增加常流時輸砂量，以自然力運移上游淤積土方，補充下游土砂保持河道穩定。 

3. 降低跌水高度，保護壩基免於傾倒增加溪流生態連續可能性。 

於2019年移除中間4支墩柱，汛期後將組裝調整型鋼構原件。 

2014/09/30 2016/01/31 

南投仁愛鄉蘭島溪試區-梳子壩 

2019/04/24 

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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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30 

2016/01/31 

2019/04/24 

5.5m 

各期調整壩體後，土砂輸送明顯，
形成各期階地之落差。 

南投仁愛鄉蘭島溪試區-梳子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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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仁愛鄉蘭島溪試區-鋼管壩 

• 由8組互不相連的獨立鋼管壩所構成，每組由橫向及縱向原件
組成。 

• 可調柵欄式鋼管壩，具拆卸、組裝與易施工之優點。 
• 可有效攔阻漂流木且兼顧生態環境保護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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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DF082土石流潛勢溪流，屬荖濃溪流域，多頁岩對邊坡
穩定較為不佳。 

• 於2010年及2014年施作兩座連續型梳子壩。 

• 2018年8月上游新建一座開口式調整型鋼構壩。 

• 梳子壩搭配可調式鋼構橫桿之設計，可隨上游來砂量調整，
透過性結構製造棲地連續性及流況多樣性，以達生態延續性。 

高雄桃園區東庄溪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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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壩體設計為T型預鑄可吊起，以利清疏作業，預鑄下游側
設有橡膠墊以緩衝土砂撞擊之損耗，預鑄間埋有發泡劑填
縫，以方便調整壩體時切割作業。 

• 在阻擋巨石下移，讓細顆粒下移，當壩後淤積土砂時可變
為清淤通道，亦有調整土砂之功能。 

橡

膠

墊

 

發

泡

劑

 

宜蘭大同鄉德荃橋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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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興建調整型封閉防砂壩兩座，於土砂
淤滿後，預鑄橫樑可吊起，便利清疏作業。 

 來源：森堡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屏東恆春鎮三台山試區 

來源：陳樹群(94年10月專利)，可調柵欄式防砂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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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防砂壩 
濁水溪流域共同治理區段範圍 

1. 構造物位於主河道 

水工構造物水庫、堰壩位於主河道上。 

2. 進行清淤的難易程度 

位於溪流上游，交通不易到達，
使得清淤困難，應加強上游集
水區土砂的控管，延長水庫的
使用年限。 

3. 庫容量 

霧社水庫目前有效容量約為
4500萬m3，約已淤滿70%，
交通不易到達、清淤困難，
故應以上游集水區的治理、
土砂的調控為主，對增長水
庫使用年限才有較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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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土砂」的願景 

水文循環的特性，提高水的回復力；但土砂較不
具循環特性，難以回復原貌。因此「水砂不可分
割應協調管理及治理」 

水利法已走出水的第一步：「逕流分擔」及「出
流管制」。 

土應先強調「共同治理」才能達成「平衡土砂」
的願景。 

「平衡土砂」是「生態綠網（藍帶）」的基底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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