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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因涉及敏感物種分佈，僅提供摘要公覽。如需內文請洽林務局保育組，或人禾環境

倫理發展基金會。 

壹 擬解決課題及計畫內容 

1. 藉由巡溪及研習活動、公眾媒體傳播，讓公眾有方法認識溪流的真實運作，尤其是

獨流溪的生態及環境特色，並參與河溪地方情報的累積。 

2. 藉由生態現況的初步瞭解，盤點待解決課題、指認應保育的敏感溪流，並評估可開

始採取保育合作的可能社區及溪流。本文並綜合累積前兩年相關觀察記錄，對瑞芳

到蘇澳出海獨流溪 26 條進行保育評估，彙整 27 條溪（加對照參考之三棧溪）調

查記錄，提供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 

貳 東北部獨流溪河溪情報 

1. 獨流溪一般指短距離從山區入海，因此坡降大、流域小、因而少有長距離的平流或

大面積潭區，在台灣多半分佈於中央山脊的東半側、及南北兩端，河溪地形從下游

以上就有明顯的跌水環境，呈現石組為骨架的山溪型態。在台灣的分佈主要從北海

岸至恆春半島的東半側。本文涵蓋範圍為東北丘陵區及蘇花海岸區，先行篩選無嚴

重污染並有常流水之 26 條溪，包含 3 條中大型河流的最靠海支流，進行以浮潛觀

察為主、輔以補充踢擊撈捕的記錄，除產出物種名錄及數量級資料外，並指認本區

健康溪流應出現之代表物種，及盤點各溪流因人為因素面臨的生態瓶頸。 

2. 觀察記錄所得共 133 種魚蝦蟹螺，扣除島外來種後，台灣原生種有 122 種，含 74

種魚，20 種蝦，19 種蟹，9 種（屬）螺貝。含三棧溪則增加 2 種海源廣鹽魚種。

合併兩側洄游及海源廣鹽種併稱「非純淡水」，代表會利用溪流並有鹽度梯度跨越

者，合計佔 78%，顯見本區溪流提供河海移動需求物種的重要性。 

3. 綜合比較瑞芳、貢寮、頭城、蘇澳各行政區，由物種分佈資料、地理、地質、氣

候、外來種等條件推估，貢寮區及頭城鎮為洄游鰕虎的最集中熱區，但貢寮區的外

來種問題較嚴重；而中大型溪流如雙溪河、新城溪、南澳溪等的谷壁限縮中游或最

靠海大支流，亦具有獨流溪特色並能容納較大族群量。 

4. 觀察三屬最優勢洄游種群：吻鰕虎、瓢鰭鰕虎、枝牙鰕虎之洄游上溯時間，分散在

全年各季節。搭配成魚繁殖顯色或抱卵的觀察記錄，受水量因素影響（需配合仔稚

魚下漂成功及河口海洋的漂浮期）大過季節性。觀察上溯距離亦顯示：兩側洄游物

種能深入（或需求）到中上游。因此保持縱向廊道無阻隔及斷流（東北區雨量平

均、自然溪流三年內均未見伏流現象），對洄游生態的維繫特別重要。 

5. 依據受脅稀有種之分佈（保育類名錄、紅皮書指認之受脅種，及專家出版指認之侷



 
 

108年 獨流溪生態現況調查暨環境覺知推動  成果報告      
 

2 
 

限分佈種）、溪流自然原貌、區內特殊棲地型、洄游種數及捕鰻現況指涉之漁業資

源基盤、受脅侷限種之可見密度、等 5 項原則，指認 16 條應關注溪流。當中以：

石碇溪下游、沙灣仔溪、遠望坑溪、石門溪、大溪川、梗枋溪、文壯溪、新城溪等

8 條溪為「高敏感關注溪流」；石梯坑溪、龍洞坑溪、北勢坑溪、嶐嶐溪、坑內

溪、石壁溪、白米溪、東澳北溪等 8 條溪為「次敏感關注溪流」。部分溪流已有鄰

近社區拜訪或產業合作，於第四章建議中予以後續行動之建議評估。 

6. 獨流溪尤應重視廊道特性，包含：主要物種生活史尺度遷移所需要的通道及棲地需

求組合、日常或季節變化生活所需要的流況組合；因此小型溪流的扇形河口、中型

有沙崙溪流的河口潭、瀨潭流交替的連續性、水際線的梯度連續性等，都是本區的

重要大尺度廊道結構。指認本區大尺度熱區包括：廊道通暢無壩體阻隔的自然底質

溪流，尤其河口應避免束縮；集水區面積大棲地樣態多的溪流，即使未能完全自然

也應保護；原地形陡峭而中上游鬱閉仍有常流水的小型溪，即使下游有壩體仍應盡

可能確保不再劣化；流經平原的中大型河流，最接近出海口有常流水支流。中小尺

度本區普遍應關注維護的棲地單元或特徵：開闊日照溪段裡的穩定石質底、穩定石

組、低水流路、瀑瀨下方潭區地形梯度完整性、淺瀨淺流區的自然底質、濱溪水際

線及邊坡、植物延伸至溪床的結構等。 

7. 以複委託方式委請「藻田生態有限公司」執行藻類相基礎瞭解，包含宜蘭花蓮 4 條

溪分別春夏 2 次採集與鑑定。除了流況、水量為最主要決定藻類相之外，人為因素

包括：附生基質穩定度、附生基質多樣性、水體含沙量、日照等條件，也是影響水

域藻類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具有高異質性微棲地的溪流，藻類組成最豐富。 

叄 公眾推廣及治理參與 

1. 延伸先前以地方社群觀察記錄為主的巡溪，擴大一般公眾的參與，以生態環境及河

相概念、及建立觀察經驗為目標，主動辦理溪流環境觀察推廣活動，並結合機關團

體探詢合作的客製化戶外研習。共辦理 10 場，共約 216 人參與。問卷結果顯示融

入現場的巡溪活動是容易讓民眾瞭解河溪知識的，參與民眾也多有意願透過在地消

費強化溪流與地方的關聯。而深度的研習中加入河相學習，對多數人都能更增進河

溪的環境樣貌。另爭取 8 場與希望認識溪流或調查方法的社群合作，以研習或分享

講座的方式交流，共約 426 人時。 

2. 另以自媒體傳播獨流溪或河溪的概念，及親近觀察的方式。今年新增以臉書貼文的

輕量化資訊，大幅提升受眾觸及率與內容易讀性，並維持溪流議題的關注熱度。於

人禾基金會粉絲專頁發佈共 36 篇。總觸及數為 108,677 人、互動數共 9,367。「從

河說起」部落格以議題及長篇科普推廣文為主，發佈文章共 13 篇，並託播於其他

相關平台，部落格總瀏覽量為 26,766，較去年低的原因是重心移到臉書，但仍整

體推廣使舊文能發揮長尾效應，作為可持續發酵的推廣文本。而於環境資訊中心託

播的 8 篇文章得到 15,454 人次瀏覽，臉書分享觸則達 89,200 人；PeoPo 新聞網

發佈 5 篇文章，總瀏覽數為 6,465。本年度推廣圖文於網路平台（能取得數據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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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得到 246,562 次的總觸及或瀏覽推廣量。 

3. 其他機會的河溪生態露出有：2 家平面雜誌媒體合作溪流專題，共有 14 頁的露

出，內容涵蓋：如何進行溪流觀察、省思常見治理方式的影響、地方巡溪的公民參

與行動。年度淡蘭山徑大會師活動的解說海報展示，另結合淡蘭山徑路線或其他遊

憩據點，製作 8 條溪的輕旅行指南，預計於 2020 年陸續發佈於各該溪流入口據點

及其他媒體合作。 

4. 本年度亦積極提供地方情報，投入關切區內溪流治理的民眾參與。主要對應：突發

的災害治理工程、前瞻水環境計畫的生態檢核意見、道路工程對溪流的連帶影響，

並主動推動長期追蹤的生態瓶頸。本項工作無法計畫及預期成果，在現行不全體制

下只能盡力而為。具體成果包括：遠望坑溪上游兩項邊坡整治工程，獲公所協助不

干擾溪床；田寮洋無名溪自然段，獲鐵路局同意變更原水泥化計畫保留原貌；大溪

川鐵路橋修繕工程於溪床的施工便道復舊，於 2020 年初或鐵路局合作還石於河、

水際線梯度恢復。待努力中包括：梗枋南溪壩體及伏流改善，協助伏流區段及保全

對象生物特性的指認，相關計畫修正協商中；大溪川下游過高固床工、遠望坑溪過

高三圳抬水堰的改善，仍保持監測與尋求治理單位合作中。而蘇澳白米溪提報前瞻

計畫第四階段已通過補助，僅能予以生態及民眾親水空間的意見，預計 2020 年施

工。 

5. 為使溪流生態融入社區產業或生活中，進而促成長期守護意願，今年開始從已經有

水域相關體驗產業內容，或主動提報封溪護魚的社區及溪流著手接觸。以小規模合

作的有：北勢坑溪、遠望坑溪、大溪川；其他可能在：梗枋溪、新城溪、南澳無名

溪。報告中亦就各溪流與社區相關條件、其他外部因素，討論可能結合方向及推動

潛力，希望供林務局推動社區合作保育之參考。 

肆 東北部獨流溪保育建議 

1. 運用資源熱區與主要樣態的指認：受脅物種種類多或數量穩定的分佈熱區、河道現

況趨近自然並少有入侵種的溪流、能承載的物種多樣性及族群豐度的中大型獨流

溪、區域內棲地環境的獨特性、東部中大型河溪距河口最近、並有常流水的支流。 

2. 儘速強化對獨流溪資源現況的瞭解，並建立從「河溪情報→生態資源資料庫→治理

及保育整合」的應用機制。應加速填補目前對東部獨流溪及洄游物種資料的缺漏，

包括三個溪流主管機關現有調查資料庫的整合。納入公民參與，建立有效資訊的蒐

集提報方式，並應改善資料公開與採集壓力的衝突。選擇案例合作生態復育，展現

從生態情報如何回饋河溪治理並兼顧河相。 

3. 交叉運用棲地保育和物種保育工具，遏止非傳統經濟洄游物種的商業採捕，及任意

放流行為。觀賞魚類市場交易或私人採集無法管制的問題，長期威脅獨流溪洄游生

態，也阻礙了公民科學協助資料庫發展的意願，應積極處理。從制度面探討改善可

行性：「棲地保育工具」中如何細緻化封溪護魚辦法、及漁業法對放流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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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保育應用工具」則建議魚類紅皮書針對 DD 資料不足的洄游物種加速資料蒐

集，並討論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類其他應予保育類動物」，針對野生動物交易而

受到威脅的物種的擴大應用性。 

4. 平台協商將獨流溪重要生態課題，納入生態檢核應注意事項。由於目前生態檢核議

題主要針對水庫集水區上游，本文針對獨流溪的廊道特性，及東北部氣候區廣泛具

備的物理環境特性，從「迴避—減輕—縮小—補償」等各執行階段，建議補充 11

項議題。 

5. 結合地方發展策略，並培力凝聚熱區周邊社區的監測巡護力。資源盤點搭配優先保

育溪流指認之後，有以下方式建議與地方發展做結合：國土生態綠網生態情報指

認；融入地方發展的河溪保育，包括 10 條溪可結合周邊旅遊動線及淡蘭山徑；地

方河溪工程建立復育案例，包括 3 條高敏感溪流的潛壩，及 2 條高中敏感溪流經公

路橋樑下的護橋工；林管處以社區林業自然保育篇建立社區協同合作，建議有 4 個

社區組織。 

6. 基流量不足議題，針對重要熱區建立監測及協商先驅機制。目前新城溪及白米溪較

為明顯，就斷流區段及保育效益而言，應先行探討新城溪隱匿的實際取水量，再進

行協商，目標為縮短下游斷流時間，或能啟動預警機制。大溪川則有自來水取水量

提高的可能，應先行協商確保生態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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