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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多數河川源於高山，河流短急而落差大，河川集水區往往又過度開發，造

成了台灣河川輸沙量嚴重。因此，水土保持單位，在河川上游與支流興建攔沙壩，以

減少沙石淤積於河川中游的水庫；據估計台灣溪流平均每一公里河段，至少一座攔沙

壩以上。然而攔沙壩對於溪流物化環境，產生的多種負面效應；影響程度則因各生物

種的生物特性與需求、溪流水文地理特質與攔沙壩的密度不同而差異，大致可區分為

洄游生物阻隔、生物族群縮小與群聚區隔化及棲息地單調化等三種降低水生生物多樣

性的效應；其對溪流生物整體的單向基因流動與基因庫零碎化等內在遺傳多樣性的效

應，則頗值得後續研究。雖然，國內部份新建造的攔沙壩多有附屬魚道；但因未能充

份考量本土地溪流特質與本土魚類特性，造成大部份魚道或是崩塌毀損，或是沙石淤

塞，或是已不在行水區之內，或是落差過陡峭，未能發揮應有的補救功能。 

一、前言 
台灣的自然地形環境與地質條件特殊，上游集水區多屬不穩定的脆弱地質，地面

容易崩塌下移，大部份主要溪流發源於海拔高度 2000公尺以上的崇山峻嶺間，逕流到
出海口的流程在百餘公里之內；河川坡陡流急。 

台灣經濟發展快速，人們基於嘗鮮喜歡新奇的心理，或是尋求舒適的生活與休憩

活動；不僅農業發展由在下游丘陵平原種植傳統的五穀雜糧，轉變為在溪流上游集水

區超限開發，種植特用作物(如：高冷疏果、茶園與檳榔等)；許多遊樂區、私人別墅
區與高爾夫球場等，都如雨後春筍般在中低海拔的集水區興建。這些合法或是非法的

土地利用，都須把原生長其間的原生或再生林砍伐，再行整地開發；這些行徑破壞林

木對土壤的涵養作用，導致一遇雨成澇；台灣各地土石流發生的頻率，也愈來愈頻

繁，對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嚴重。另一方面，為了能充份供應人民日常生活飲用水，

滿足各項工商活動的用水需求，政府在流量較大而穩定的河川中上游，建築水壩攔河

蓄水。然而，隨著沙石的淤積的增加，水庫蓄水容量也會逐漸減少，因而會降低了水

庫的使用年限，（如：德基水庫蓄水量為 267,207,000m3，平均年淤沙量都在
1,000,000m3 以上(中華水土保持學會，1983)）。因而，政府在水庫集水區上游興建眾
多攔沙壩，減少沙石沖蝕淤積，並減緩落差以穩定河床。 

全台灣河流總長度約 3000 公里，至 1991 年止共有可記錄之攔沙壩 2855 座(林務
局，1992)；扣除各河川的下游長度，則平均每一公里，至少有一座攔沙壩以上。攔沙
壩興建的水土保持相關單位，包括了：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台電公司與地區主管單

位等，正以每年增加約 100座攔沙壩的速率興建中。這些攔沙壩的高度在 3至 25公尺



之間，多位於溪流偏僻處，鮮少人曾去分析攔沙壩的功效，以及對水生物影響。有關

攔沙壩的生態效應的評估，則是近一兩年來才開始被重視，且多數報告都集中於以溪

流魚類為評估對象。本文乃簡略介紹攔沙壩的水理特性，整理國內相關研究，以探討

並預測攔沙壩對水生生物生態的影響，期能對未來國內的攔沙壩興建、環境影響評估

及研究工作，具有參考價值，並使該等工程對溪流中的水生物與其自然分佈範圍的影

響能降低至最低層次。 

二、攔沙壩之功能與水理特性 
攔沙壩又或名為防砂壩，是以鋼筋水泥結構於溪流兩岸之間上，構築於河道上，

而其興建之造形則因設計原理之不同而各有所異；但在理論上，都被認為具有下列各

項(1)穩定坡腳，防止崩坍；(2)攔阻或調節河岸砂石；(3)減緩河床坡度，防止縱橫向沖
蝕；(4)控制流心，抑止亂流；(5)砂石堆積或沖蝕地區配合整流，防止砂石第二次流
失；(6)涵養水源，補注地下水，促進草木之生長正面效果。欲對其功能進一步了解，
則須對攔沙壩的水理特性與運作過程做作一簡略介紹(圖一)；攔沙壩上游形成的深潭
攔截淤沙，自壩頂而下的水流則對壩下游進行沖蝕的過程；一旦壩上游淤滿，可使壩

上游的河床坡度變緩，水流下切與側蝕能力頓減，以減少河床淤沙源與邊坡侵蝕；壩

上溢洪口位置控制水流流心，減少對下游不穩定邊坡的繼續沖刷；下沖的水流，可使

下游河床重心刷深，降低下游河床坡度。因此，攔沙壩最大的水理特性，與溪流的坡

度有關(林，1994)。一旦興建攔沙壩後，隨其逐漸淤積至淤滿，則又開始興建第二座
攔沙壩，依此類推，台灣地區的溪流攔沙壩可稱為連續性攔沙壩，藉多重的攔沙壩來

加強其攔沙與降低坡度的目的；而兩壩間的水理特性則又與壩距有較明顯的關係；壩

距愈遠，壩間水深愈趨於正常水深(潘，1995)。 

國內攔沙壩的興建與改進，是以參考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經驗，與國內諸多水土保

持學者專家的研究為主；外形部型態與內部結構都漸次作修改，由早期單一壩體、梳

形壩、主副壩相聯貫與連續壩體等類，視各地的水文特性而會有差異；如河床坡度愈

陡，通常就須較高的攔沙壩。攔砂壩的目的在穩定河床，減低河道的侵蝕，但是以台

灣的水文條件來說，攔砂壩不只很容易在一至二年之內完全被沙礫淤滿，更會因颱風

洪水的巨大衝力，與所夾帶的巨石敲擊表層與淘空基底而可能在三、五年內崩潰損

毀。更嚴重的影嚮是壩上河道的剖面坡度減緩會改變自然河道所呈顯的湍瀨、曲流等

水生生物的棲地物理環境。以林務局調查全台灣攔沙壩狀況而言，約四分之一的壩已

經損毀，僅剩約 13%仍未淤滿。 

三、攔沙壩對水生生物的影響 
攔沙壩的興建對水土保持固然有所助益，但未考慮對水域的整體影響。攔沙壩上

下游的水理特性與物理環境丕變，就意味水生生物的分佈能力特性受限制、棲息地變

化與族群連續性零碎化。所有溪流生物中，魚類的形體最大，活動能力較強，須要較

大的活動範圍；但是其所受到的移動限制性卻是最大；因而，攔沙壩對魚類的影響，

是最明顯而受注目。 

(一)洄游生物路逕阻隔 

攔沙壩的興建後立即出現的影響，是阻隔了原可以在溪流中自由遷徙移動分佈的

水生生物，尤其是生活史中具有降、溯河性行為的種類(Mason and Machidori, 1976; 
Michael, 1983)，如：國內的鱸鰻、白鰻與毛蟹等，在攔沙壩興建後，逐漸在上游溪段



消失。除非溪流位置離出海口近，攔沙壩高度較低，而且垂直面因長期水流與沙石磨

擦，變成崎嶇不平的磨擦面，可供少數洄游生物的幼生或具特殊構造(如日本禿頭鯊之
吸盤)的魚類沿薄薄下沖水層努力攀爬而上(如：欖仁溪(曾(1986))，表一)與武荖坑溪
(宜蘭縣政府(1996)，表二)；否則，只要建第一座攔沙壩，阻擋影響立即出現。在台灣
西部的河川下游，多數已因工業、農業與家庭廢污水不當排放，使許多洄游性生物如

香魚、鱸鰻、白鰻、日本禿頭鯊、溪鱧與毛蟹等幾至於消跡匿蹤；少數因緣際會，趁

夏秋水浪較大之際，得以上溯的洄游性生物，卻會因攔沙壩之故，而無法朝向其較適

合的中上游清澈水域分佈。因此，有許多的調查在攔沙壩下游與主流河段，仍能採獲

某些稀有性的洄游性水生物(如曾在大甲溪主流捕獲人工流放的白鰻)，但卻不曾在攔
沙壩之上有捕獲記錄，如南仁山保護區內下港口溪上游的欖仁溪攔沙壩上游只有褐吻

虎與洄游性之日本禿頭鯊兩種魚；壩下游則有褐吻 虎與六種洄游性的日本禿頭

鯊、鱸鰻、寬頰禿頭鯊、雙帶禿頭鯊、眼斑厚唇鯊與溪鱧的魚類(曾，1986)。 

(二)魚類族群縮小與區隔化 

以生物不斷擴散分佈的理論而言(Brown, 1984)，自然河域的水生物未遭受各種不
可克服的物化環境限制(如：瀑布)時，會持續向溪流上、下游進行雙向擴散，以擴大
族群量與分佈範圍。另一方面，以溪流消長理論而言(Shelford,1911)，隨著溪流在上游
沖蝕能力較強，溪流被認為會漸次朝上游縱向發展；所以水生物的分佈也會隨而往上

游擴散族群。然而，在攔沙壩阻隔的溪流，不論是雙向分佈或是朝上的消長擴散作

用，都受限於攔沙壩所造成的垂直落差而中斷。Gorman(1986)即曾觀察到數種魚類因
無法越過河道上的矮壩(Lower head dam)而群集在壩下方；溪流被壩體分隔而成區段
化；在相隔兩河段間，都只有向下游的單向分佈；也就是上游的魚類可以隨水流沖激

至下游，或是被動地被強大洪峰水流沖至下游；但下游的魚類卻不得凌空躍龍門而往

壩上游上溯；尤其是台灣地區每年夏秋之際的颱風所帶來的龐大雨量，對生物的下沖

作用，使攔沙壩的阻隔效應更是顯著，這種自然與人為衝擊的效應，尤以七家灣溪的

櫻花鉤吻鮭族群分佈與數量最明顯(Lin et al., 1990)。這種阻隔與區隔化效應，也影響
了數種台灣溪流數量與分佈最廣的魚類(如 魚、纓口鰍、石 、台灣間爬岩鰍、溪哥

(含粗首 與平頷 )、褐吻 虎與脂鮠等)分佈現狀；且可以發現其等分佈範圍，隨連
續數座攔沙壩數增加區隔而愈加萎縮。依據魚種的個別生物特性，可以概分為三種魚

類分佈限制類別。 

(1)上游魚種分佈下限上移。原本在溪流上游棲息活動的魚類，被洪水沖激至下
游，無法在洪水歇止之後，朝原棲息的河域移動；但壩下游河段環境卻不適合該魚種

棲息，或無法完成生命史，故造成此魚種有效分佈範圍緊能侷限於溪流攔沙壩上游河

域；櫻花鉤吻鮭僅能分佈於七家灣溪上游(圖二)，七家灣溪與雪山溪的攔沙壩(七家灣
溪一號壩)即可視為主要的影響。 

(2)魚類分佈上限降低。魚類朝上游擴展分佈的能力會被限制於攔沙壩之下，如七
家灣溪與雪山溪的 魚與纓口鰍，有勝溪的褐吻蝦虎，司界蘭溪的纓口鰍與褐吻蝦

虎，合歡溪與南湖溪的台灣間爬岩鰍、石 與褐吻 虎等的分佈上限，都與其最下游

攔沙壩的位置相吻合(林等，1994) (圖二)。又如屬大甲溪中游支流東卯溪與橫流溪最下
游第一座攔沙壩上下游河段的棲息魚種即相差六七種以上(張，1994) (表三)。 

(3)魚類群聚碎片化。前述兩者攔沙壩限制，都可視為連續性攔沙壩造成魚種分佈
範圍碎片化後，所產生最為嚴重的負面效應。在溪流主流與中游活動的魚類，會在生

殖季往上游與支流移動進行生殖活動，孵化的仔魚隨水流往中游分佈；這種生殖活動



特性會被攔沙壩阻隔而中斷；若攔沙壩之上或連續攔沙壩之間的河段無法提供足夠的

棲息環境、資源與庇蔭處所，則殘存族群自然會漸萎縮而趨崩潰消失(Gaston, 1990)，
或是被洪水下衝至主流河域，最終在最下游第一個攔沙壩之上的河段消失(如：東卯溪
與橫流溪)；與 Linfield(1985)針對英國魚類活動與連續水壩影關係，即提出水壩越多魚
類群聚消失越明顯的假說相符。若該等河段尚能提供此類魚類完成生活史，在洪水季

亦有充足的蔽蔭所供其躲避洪水，或是其他因素影響，則魚類群聚與族群量，會出現

隨朝上游攔沙壩數增加而明顯遞減的趨勢(如：裡冷溪(表三)，魚種與數量都遞減)，或
是在連續壩之後，才出現明顯變化(如：烏石坑溪(表四)發生在第二個壩之後，與西武
荖坑溪(表二)出現在第三個壩之後)，或是變化緩慢(如：東武荖坑溪(表二)或是幾乎沒
有明顯變化趨勢(如：桶後溪(表五)，但部份魚類數量(如溪哥)仍出現減少的趨勢)。因
此，隨溪流水文地理地質、魚種生物特性及攔沙壩位置與數量不同，魚類群聚與族群

區隔化程度，也會有消失或是持續小族群殘存的差異性存在，但都可歸屬此類效應所

致。 

(三)魚類棲息地單調化 

越多樣化的溪流棲地，即能提供越多種的魚類(Gorman and Karr,1978)，共同活動
與分享食物與空間資源，也較能滿足魚類完成不同生活期的生態需求，更能提供所有

魚類作為躲避洪水的沖激的庇護所。由於攔沙壩的目的即在於攔阻沙石；建築完工

後，壩上方新形成的水潭隨時間推移，被水流攜帶的沙礫石塊漸次淤滿；淤滿後，壩

上方河道落差明顯減緩，水流即減慢，所以沙礫等底質即不斷堆積在壩上方，最終會

減少上游河段的適合魚類棲息所需的物理性環境因子與結構性棲地(Alexandex and 
Hansen, 1986)，河道變寬，流速減緩，深度變淺；由水潭、急瀨、緩流與淺瀨等多樣
化的流水型棲地變成以河道寬而淺的單調淺瀨流水型為主；原本由巨石、卵石、礫石

與細沙共同組成的底質石，變為由細小沙石淤滿與充填底質石間隙為主。沙石堆積會

造成魚類的生殖場與食物資源減少(Turnpenny and Williams,1980)若壩之間的距離較
短，則壩間的河段，就很快地完全變成一致化的棲地型態。以大甲溪上游的七家灣溪

河段三個攔沙壩的魚類棲息地而言：1992 年至 1995 年間，適合櫻花鉤吻鮭成魚活動
的深潭與作為產卵孵育場的緩流都減少了(表六)。另以大甲溪中游三條支流—裡冷
溪、橫流溪與東卯溪的研究，可以發現在攔沙壩上方河段，棲息地歧異度小於壩下方

的河段(表七)；壩距小於 200公尺的河段的棲息地歧異度也顯著的小於壩距大於 200公
尺的河段(表八)；溪流環境異質度的降低與惡化，魚類等生物棲息地歧異度小意味著
提供多種魚棲息活動與完成生活史所需的多樣棲地減少，進而影響該等河段的魚類組

成與族群結構。 

 (四)攔沙壩對其它水生生物的影響 

在溪流中常見的其它水生生物，還包括了藻類(如綠藻與矽藻)、水棲昆蟲(如蜉蝣
目、雙翅目、蜻蛉目、石蛉目、石蠶目與石蠅目)之部份成蟲與各類幼蟲、軟體動物
(如螺與蜆)與甲殼類的淡水蝦與蟹等。這些生物在經濟與休憩價值遠不若魚類，故而
較不受到多數人注意其族群量與分佈的變化，甚少研究與文章提及該等生物與攔沙壩

數目與位置之關係。另一方面，也由於它們的族群散佈方式較多，或是族群分佈範圍

較窄，所受的影響程度不若魚類來得明顯，而未受到注意。藻類與水棲昆蟲不僅可以

隨水流分佈，也可以經由空氣與地下水層，進行族群擴散；因而，該等生物受攔沙壩

的影響可能較並不顯著。軟體動物與淡水蝦蟹雖然也只能靠溪水河道進行族群分佈，

也都會受攔沙壩限制，但是這兩類生物多數是棲息在中低海拔的溪流中，河川的工業

廢水、農業排水與家庭污水對它們的效應是較攔沙壩來得嚴重。雖然如此，也有報告



顯示淡水蝦蟹也會因攔沙壩的阻隔而限制其往上游的分佈。如欖仁溪攔沙壩上游有米

蝦跟匙指蝦，但壩下游族群數量也多的長臂蝦，則沒有在上游出現(曾，1986)。另
外，攔沙壩攔沙造成上游淤沙的單一化棲息環境，與常被水流揚起的沙質所產生的混

濁，對整個水生生態系與藻類及水棲昆蟲的種類組成與數量多樣性與，都有負面效應

(Rosenberg and Wiens, 1978; Berkman and Rabeni, 1987; Lloyd et al., 1987; Newcombe and 
MacDonald, 1991 )。 

(五)水生生物族群基因庫縮小與區隔化 

不論何種分佈類別形的魚類，或是其它散佈能力不一的水生生物，被封閉在有限

的水域內，原來的主要族群擴散模式阻斷，切割形成眾多幾近隔離的小族群；壩下游

的族群藉由壩上游族群主動或被動往下游的分佈，持續進行單向的生殖交流活動，能

彼此兩族群交換遺傳物質，維持其族群基因多樣性外。上游的水生物族群，洪水沖激

造成族群流失，基因庫因而縮小，而下游族群無法朝上游擴散進行遺傳物質交流，補

充上游漸次流失的多樣性，若長久持續此種基因流失，造成其基因流的中斷，使得上

游水生物族群因近親交配現象，造成基因庫趨於單一化，該等族群適應環境變化的能

力逐漸降低，有消失的危機；此種現象即可能發生於七家灣溪櫻花鉤吻鮭日漸萎縮的

族群數量與分佈範圍上(Numachi et al., 1990)。連續攔沙壩所造成的單向擴散與族群區
隔化，對各別魚種基因流與基因異質性的影響，則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四、魚道的需求 
具有高經濟性大形洄游性魚類(如鮭鱒類)的國家，會設計魚類可以洄游通過水壩

等壩體的魚道。通常魚道為連續性和緩落差階梯型的溝渠狀結構，使水流對魚類的衝

擊減至最低的情況下，並提供魚類適當休息的空間、上溯的湧昇流助力與隨波流下游

的緩衝空間，能讓多數順利魚類通過此巨大的障礙物。 

國內第一座魚道是在日據時代(1918 年)建造於淡水河上游南勢溪，現今於烏來鄉
廣興附近之桂山堰仍可看到還算完整的魚道。自台灣光復後，為減少水庫淤沙量，延

長各水庫的使用年限，並降低洪水對中下游沿河岸的居民生命財產威脅，各單位於廣

建攔沙壩之時，卻都疏忽了魚道的研究與設計。近年來，國內環保與生態保育的聲浪

日熾，人為活動對溪流魚類造成的衝擊，受到廣泛的討論，諸多民間環保與生態保育

團體及學者，也大聲疾呼要求於水壩與攔沙壩興建之時須加設魚道；因之，各相關單

位(以林務局為主)於 1977至 1995年間，國內共興建了 59座具魚道的攔沙壩。雖然，
桶後溪現有魚道之各攔沙壩間的魚類相，並未有明顯變化，卻沒有明確證據顯示這些

魚類有利用魚道魚道上溯，而且部份魚道也早已被沙石所淤塞了。 

設計魚道需考量各類會利用魚道的水生生物特性，更得注意河川水文與地質特性

與攔沙壩的宿命。攔沙壩與魚道的設計都須慎重考慮這些淤滿後的現象。不能因流程

短而興建陡峻的魚道，幾乎沒有魚類能逆巨大沖力的流速而上。攔沙壩一旦淤滿，水

路的流向改變；不僅容易發生魚道遭沙石堵塞掩埋、河道改流，也容易出現洪水夾帶

的巨石砸毀魚道等現象；在此情形之下，魚道的功能完全喪失。總之，國內目前的多

數魚道或是設計錯誤、施工不良、淤塞、崩塌及河道改流等原因，多數並未發揮其應

有的功效；顯示國內未來對魚道與攔沙壩的設計與施工，不僅要參考以往構築魚道之

經驗，更要針對利用魚道的魚種生物特性及游泳衝刺能力等進行研究，才能在未來興

建具長效性的攔沙壩魚道。 



五、結論 
台灣地區因地質脆弱、山高陡峭與水短流急等先天上的因素，加以過去長久以來

在水源區的濫墾濫伐與超限利用等後天不當開發，造就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在溪流上

游興建攔沙壩，只能暫時性減少下游淤積。一旦溪流河道第一座攔沙壩將淤滿或是毀

損後，必定會在壩上、下游，興建第二座、第三座攔沙壩等等；如此一來，河道的攔

沙壩數目有增無減，因而台灣的溪流正以每年約一百座攔沙壩的速率持續增加。 

興建攔沙壩後，溪流自上游而下游的陸地--水域交會區、連續性與消長演替都發
生改變；就棲息其間的生物而言，洄游生物阻隔、生物族群縮小與區隔化、棲息地單

調化、單向基因流動與基因庫零碎化等水生生物群聚外在與內在的負面效應一一浮

現；而且，隨河道上攔沙壩的數目增加，與壩間距縮短，攔沙壩對溪流生物多樣性的

衝擊更加明顯與嚴重。加以幾乎每年固定襲擊台灣地區的颱風所帶來的洪水，也愈益

加重了攔沙壩對水生物多樣性的負面效應了。如何設計水土保持功效長，對溪流生態

擊較小的攔沙壩；並減少攔沙壩的興建數量，對現存攔沙壩進行生態補救，就成為相

關的施工與研究單位的當務之急了。 

水土保持與治山防洪，得正本清源，一方面積極收回與取締非法開墾的山坡地，

努力造林；另一方面，在溪流兩岸設定緩衝綠帶與栽植林木，減少兩岸水泥護堤的構

築，以森林與樹木等自然的過濾與固土作用，來減少泥沙流入河道之中，以減少攔沙

壩的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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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表 
 
表一  欖仁溪攔沙壩上下游水生動物分佈表     

主流  
 (港口溪) 

褐吻

虎 
日本

禿頭

鯊 

寬頰

禿頭

鯊 

雙帶

禿頭

鯊 

眼斑厚

唇鯊 
溪

鱧 
鱸

鰻 
米

蝦 
匙

指

蝦 

長

臂

蝦 

總

計 

壩下 25 302 * * * * * * * * 10 

壩上 3 15      * *   4 

資料來源:  曾(1986)          
          
 
表二  武荖坑溪魚類平均數量表          

主流   (新城溪) 魚 褐吻
虎 
日本

禿頭

鯊 

溪

哥 
石

 
極樂

吻

虎 

鱸

鰻 
白

鰻 
花

鰍 
馬

口

魚 

總

計 

西武老坑溪一號壩(下游) * * * * * * * *   9 

西武老坑溪二號壩 * * * * * *     7 

西武老坑溪三號壩 * * * *       5 

西武老坑溪四號壩 * * *        3 

西武老坑溪五號壩(上游) * * *        3 

東武老坑溪三號壩(下游) * * * * * * * * *   10 

東武老坑溪四號壩 * * * * * * *  *   9 

東武老坑溪四號壩上游 * * * * *  *   * 8 

資料來源:  宜蘭縣政府(1997)           

溪哥包括了粗首 與平頷 兩種          
 

表三  裡冷溪、東卯溪與橫流溪魚種的分佈捕獲數量     

主流    (大甲溪) 
魚 
纓口

鰍 
褐吻

虎 
馬口

魚 
台灣

間爬

岩鰍 

石  脂
鮠 
溪哥 台

灣

回 

總

種

數 

總魚

數 
種岐

異度 

五號壩上(上游) 111 75 62 123 0 0 0 0 0 4 371 1.32 
四號壩上 74 108 45 60 12 0 0 0 0 5 299 1.36 
三號壩上 70 76 49 67 17 1 1 0 0 7 281 1.48 
二號壩上 57 69 99 92 12 12 4 0 0 7 345 1.54 
一號壩上 100 122 162 98 22 33 6 0 0 7 543 1.63 

  
裡

冷

溪 

一號壩下(下游) 73 213 130 58 35 35 12 13 0 8 569 1.69 
三號壩上(上游) 88 11 34 0  0 0 0 0 0 3 133 0.74 
二號壩上 65 19 54 5  0 0 0 0 0 4 143 0.80 
一號壩下 190 111 142 70  2 66 6 29 0 8 616 1.50 

  
東

卯

溪 一號壩下遠(上游) 48 50 191 47  3 185 19 138 0 8 681 1.54 



四號壩上(上游) 56 16 51 0  0 0 0 0 0 3 123 0.98 
三號壩上 70 85 36 0  0 0 0 0 0 3 191 0.91 
二號壩上 130 69 103 0  0 0 0 0 0 3 302 1.01 
一號壩上 73 39 82 0  0 0 0 0 0 3 194 0.92 
一號壩下 51 51 99 40 12 117 8 67 0 8 445 1.73 

  
橫

流

溪 

一號壩下遠(下游) 57 97 186 23 13 119 13 79 2 9 589 1.72 

 資料來源:  張(1994)           
           

表四  烏石坑溪魚類分佈         

主流      
(大安溪) 

魚 短吻
虎 
褐吻

虎 
馬口

魚 
台灣間

爬岩鰍 
石  溪哥 脂鮠 香魚 總計 

匯流處(下游) * * * * * * * * * 9 

一號壩下 * * * * * * *   7 

一號壩上 * * * * * * *   7 

二號壩上 * * *       3 

三號壩上 * * *       3 

六號壩上 * * *       3 

七號壩上 * * *       3 

上游 * *        2 

資料來源:  張等(1997)         
         

 
表五  桶後溪魚類平均數量表(每站之間皆有攔沙壩分隔) 

主流(淡水河之南勢溪) 魚 褐吻
虎 
纓口鰍 石  溪哥 脂鮠 總計 

攔水堰上 9 6.7 33.3 7.7 3.7  60.4 
工作站 8.7 15.3 21.3 13 *1 *1 58.3 
最上游 22 20 13 14 3   72 
資料來源:  陳等(1997)      
* 表平均魚數小於 1        
       
       

表六  1992-1995年間,七家灣溪攔沙壩間棲地型態類別的變化  

  深潭(%) 淺瀨(%) 緩流(%) 梯狀潭(%) 總長度(m) 
三號壩 1992 26.47 37.96 1.76 33.81 1374.8 
二號壩間(上游) 1995 15.63 44.57 1.28 38.51 1560.1 
二號壩 1992 26.09 37.47 17.4 19 2474.2 
一號壩間(下游) 1995 49.53 27.86 0 22.6 2544.8 

資料來源:  賴(1996)      
      
      



表七  大甲溪中游三條支流最下游攔沙壩上、下游棲地因子與魚種種數、魚隻數與種岐
異度平均值(標準偏差)之比較 

 壩上游 N=11 壩下游 N=5 t - value 
寬度 4.8(1.05) 4.5(1.01) 0.53 
深度 0.31(0.06) 0.32(0.01) 0.38 
流速 0.29(0.09) 0.34(0.08) 1.12 
底石指標 3.77(0.45) 3.95(0.15) 0.83 
深度岐異度 1.40(0.06) 1.47(0.07) 1.94 
流速岐異度 1.42(0.06) 1.47(0.07) 1.28 
底石岐異度 1.68(0.05) 1.70(0.04) 0.52 
棲地岐異度 2.38(0.45) 2.93(0.13) 2.67* 
魚種數 4.05(1.47) 7.25(0.59) 4.65* 
魚隻數 66.5(31.7) 145.1(21.6) 3.93* 
種岐異度 1.15(0.32) 1.64(0.11) 3.25* 
* : t - test, p < 0.05   
資料來源:  張(1994)   
 
 
表八  大甲溪中游不同攔沙壩間距棲地因子與魚種數、 魚隻數與種岐異度平均值(標準
偏差)之比較 

 壩距 <200 m N=6 壩距 >200 m N=5 t - value 
寬度 5.4(0.73) 4.0(0.92) 2.71* 
深度 0.28(0.06) 0.35(0.04) 2.20 
流速 0.27(0.08) 0.32(0.10) 1.01 
底石指標 3.45(0.26) 4.16(0.29) 4.32* 
深度岐異度 1.38(0.07) 1.44(0.03) 1.80 
流速岐異度 1.41(0.07) 1.43(0.06) 0.66 
底石岐異度 1.71(0.03) 1.65(0.04) 2.96* 
棲地岐異度 2.13(0.26) 2.68(0.45) 2.58* 
魚種數 4.29(1.64) 3.75(1.35) 0.59 
魚隻數 75.4(32.1) 55.8(30.9) 1.03 
種岐異度 1.22(0.31) 1.08(0.34) 0.72 

* : t - test, p < 0.05   
資料來源:  張(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