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11月18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年度優良農建工程實地評審 

簡報人：張蘇能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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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Team 

工作團隊 

造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建錡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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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程緣起 

貳、工程內容 

參、規劃設計理念 

肆、工程創新、挑戰、周延性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效益 

陸、工程遭遇困難點及解決之道 

簡 報 綱 要 

3 



工程基本資料 

工程範圍-基本資料 
集水區面積：4,107ha 

平均坡降： 1~13% 

河道寬度：約45m 

 

壹、工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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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娜拉颱風造成臺東多處嚴重水
災，利嘉溪的土石流衝進臺東市區，農
田和民宅慘遭淹沒。鑑於當時災情危急，
從1979年開始，臺東林管處興建一系

列防砂設施。 
近年來原住民族對自身文化的梳理越顯
重視，而生態環境和人文地景正是部落

文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價值。達魯瑪克
部落於是提出重新檢視現有壩體，改善
利嘉溪溪流環境的期待，希望逐步回復

溪流生機，也讓族人對溪流的生態知識
和生命記憶得以傳承。 
 

利嘉溪 



工程緣起 

為恢復利嘉溪溪流生態棲
地環境、穩定河道輸砂能

力及控制土砂運移 
調整河溪縱向斷面之緩坡
化，以暢通水中生物棲息
廊道，增進溪流繁衍生息

之機會 
工程可以不只是加法工程，
以減法思維友善對待生態

環境 
 
 

壹、工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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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程內容： 
防砂壩降挖2座 

      河道整理3082m2 

契約金額： 78.8萬元 

結算金額： 78.8萬元 

施工期限：45工作天 

107/05/22開工 

107/06/07竣工 

貳、工程內容(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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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嘉溪五號防砂壩周邊 

溪流環境改善工程  



主要工程內容： 
防砂壩降挖9座 

契約金額： 97萬元 

結算金額： 97萬元 

施工期限：60工作天 

108/02/14開工 

108/04/19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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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內容(108年) 
利嘉溪溪流 

環境改善工程 



主要工程內容： 
防砂壩降挖14座 

契約金額： 121.1萬元 

結算金額： 121.1萬元 

施工期限：45工作天 

110/01/26開工 

110/02/09竣工 

貳、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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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嘉溪溪流環境改善二期工程 



周延規劃 
逐步(年)降壩 

最終課題,河道穩定與
生態環境共存 

透過協力團隊成大防災
中心及野聲生態團隊持
續監測，整體規劃研議、
展現治理成果 

營造河道多孔隙生態環
境，維持魚蝦類水域生
物廊道之暢通 

以低水流路方式開口，
降低壩體高低落差並穩
定河道基流量 

解決方法 

潛壩及防砂壩溢
口打設(拓寬) 

參、設計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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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9年 110年 



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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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在維持河防安全並考量壩體安全性前提之下，
以分年分期方式，逐步改善生態環境，進行降
壩(開口)，並持續監測壩體安全及生態回復情形，
以供後續治理改善方案之參考 
以低水流路方式改善壩體，降低壩體高低落差
及穩定流心並維持河道基流量，以維持水域廊
道暢通 
打除之混凝土拋填壩翼後方，減緩水流掏刷，
並創造河道多孔隙環境供魚蝦類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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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施工前 

施工後 

10 號潛壩 

10 號潛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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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防砂壩 

施工前 

1號防砂壩 
施工後 

1號防砂壩示意圖 

10號潛壩示意圖 



生態檢核 

生態友善檢核-提報階段 

本工程屬第1類生態檢核 

生態友善檢核-設計階段 



生態檢核 

生態友善檢核-施工中檢查 

本工程屬第1類生態檢核 



創新性 

穩定溪流流心 

低水流路穩定基流量 

拋塊石增加多孔隙生態環境 

降低水域生態環境之擾動 

肆、工程創新、挑戰、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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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法思維(降壩) 



挑戰性 
 
 
壩體安全性、溪流生
態環境、灌溉及民生
用水 
多次與部落居民充分
協調並取得共識 
與農水署，自來水公
司、縣政府等相關機
關橫向聯繫溝通協調
民生用水及土砂影響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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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程創新、挑戰、周延性 
 

利嘉溪主要生態保全對象 

 
 

107年部落參與討論利嘉溪 
降壩討論說明會 

108年部落參與討論利嘉溪 
降壩討論說明會 



河防安全及生態考量  周延性 

肆、工程創新、挑戰、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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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協調  周延性 

肆、工程創新、挑戰、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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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辦理利嘉溪降壩現場會勘 105年-與達魯瑪克部落民眾、代表等
說明、溝通、討論利嘉溪降壩事宜 



設計及施工品質精進  周延性 

肆、工程創新、挑戰、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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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嘉溪溪流環境改善二期工程 
設計討論會 

 

利嘉溪溪流環境改善二期工程 
工程督導(甲等)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工程以減法為概念，減低河道環
境衝擊 
穩定流心，降低河道亂流沖刷兩
側護岸 

維持河道基流量，增進水中生物
生存空間 
調整土砂運移，補充溪流下游土

砂 
營造兩岸灘地植生復育環境，以

穩定河岸 

優良事蹟及效益 

穩定流心 

穩定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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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壩時程 

影像記錄 

高度落差顯著
降低，下游潭
區形成 

四號防砂壩 

2021 2020 2019 2018 

2020/8 

2018/1 2019/1 

2021/11 21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生態效益 



2021 2020 2019 2018 

2020/8 

2018/1 2020/08 

2021/11 

降壩時程 

影像記錄 

高度落差近乎
消失，形成瀨、
流、潭混合型
棲地，棲地現
狀良好。 

6-2 潛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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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生態效益 



生態調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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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生態效益 

生態調查執行情形 花鰻鱺 臺灣扁絨螯蟹 

臺灣白甲魚  大和沼蝦  



0.0

10.0

20.0

30.0

40.0

二號壩上游 三號壩上游 大南圳入水口 匯流口上游 

L1 L2 L3 L4

降壩前後CPUE比較 

降壩前平均CPUE 

降壩後平均CPUE 

備註:CPUE(單位 捕獲努力

量)做為不同時期調查資

料之標準化，公式為：

採集個體數/距離(m) 

CPUE增長 

CPUE數值增長，可解釋為降壩後歷次調查平均魚
類密度較高，應與棲地環境改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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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生態效益 



自進行降壩後，經調查河道生物種類亦有發現與過往沒有調

查到之物種，故環境改善已有初步成效，後續仍須持續監測 

穩定流心 

25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生態效益 



107年 108年 110年 

溢洪口調降 
4號防砂壩 
5號防砂壩 

3號防砂壩 
4號潛壩 
5號潛壩 
6、6-1、6-2號潛壩 

1號防砂壩 
2號防砂壩 
5號防砂壩 
1號潛壩 

溢洪口擴大 5號防砂壩 

3號防砂壩 
4號潛壩 
5號潛壩 
6、6-1、6-2號潛壩 
5號防砂壩 利嘉溪壩體調整後地形變化 

利嘉溪壩體調整後地形變化 

壩體調整目的:降低利嘉溪上游河道土砂

淤積量 

取得108年-110年河道地形資料並與前

期地形(101年Lidar資料)比對 

分析成果，呈現防砂壩上游淤積區出現

侵蝕，下游河道出現淤積，顯示降壩調

整後地形變化確實符合計畫目的。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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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8地形比對 

101-108地形比對 

4號防砂壩 

河防安全效益 



利嘉溪壩體調整後地形變化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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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9 

2021.10.28 
現況 

2021.02.06 
第三次降挖後 

以5號防砂壩為例，經
過壩體調整後，可以看
到河道已有階段灘地形
成，且壩體下游可見深
潭範圍變大。 

2018.07.17 
第一次降挖後 

2020.02.14 
第二次降挖後 

河防安全效益 



2019.10 2020.10 2021.10 

28 

28 

針對壩體調整區於每年汛期後進行空拍並產製數
值地形，以追蹤河道變遷情形。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河防安全效益 



2019~2020河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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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年度未有明顯降雨事件，
河道變化仍以堆積為主。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河防安全效益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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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規颱風事件後，上游大量泥砂往
下游運移，填補出海口段河道沖刷 

2020~2021河道變化 河防安全效益 



壩體改善工程獲社群網路關注並給予正向意見 

伍、工程優良事蹟及顯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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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觀感效益 



陸、工程遭遇困難點及解決之道 
 部落居民、在地組織、NGO團體、農田水利署、自來水公司、臺

東林管處、縣政府，各自的需求及期待不同，因此工程規劃設計前

期邀集各相關單位機關及人員統合協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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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程遭遇困難點及解決之道 
 施工期間容易造成河道水質混濁，影響水中生物棲息地之衝擊。 

    處理方針如下: 

1.架設鋼便橋使施工機具免跨越河道並以半半施工減緩溪水之干擾，
同時進行水質監測。 

2協調廠商增加人力及機具得以減少在河道作業之連續時間(僅使用
15工作天即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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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比利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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