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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生態開發保留緣地

壹、過度利用自然溪流生

廣義的溪流生態包括了河道外的陸域環境與河道內的水域環境;而狹義

的溪流生態則僅指溪流中影響生物生存與生活方式的水域環境 。 整體而言，

在非生物環境因于中，主要由能量(陽光、風、水流等)、空氣(溶氧、 二

氧化碳等)、水體(流量、水質等)、岩土河床(底石、泥沙等)等物理環

境，以及組成生命的必要元素(鈣、鎮、鐵等)、化合物(磷酸鹽、硝酸鹽

)等化學環境所構成;生物環境因子則由植物、動物、微生物等多種生物所

組成 u王， 1995) 

一條健康的河川必須真備有穩定的河道、洪水所形成的沖積平原以供洩

洪所用，以及生長良好的河岸植被等重要特徵 。 在各項特徵均能穩定的演替

過程中，才能蘊育出大地豐碩的生命與特色，並維持整體生態的平衡 。 自然

情況下，溪流集水區的植被、地形與氣候的變化，以及河道淤積與溪流流量

的改變狀況，都會對河川生態有深遠的影響 ( 郭等， 1995 ) 。 在人類過度利

用自然資源的情況下，會導致整個溪流生態系的崩潰 。

人類對溪流資源的利用是多方面的:在林業、漁業、景觀旅遊業等都是

可以親近大自然的活動;在水資源方面有民生給水、灌溉的“取"及排放水

的“給" ，取、給之間常危及水棲生物 。 而人類佔用沖積平原，更是常招來

溪河的反撲 。人類基於生命財產安全的考量，而採取防洪措施，興築各項水

利工程;然而在河岸大興土木，會直接破壞河岸的地形地貌、破壞植物與動

物的棲息環境，進而影響到人的生活品質 。 而集水區的不當使用，如森林濫

伐，致使表土裸露，大地涵養水分的功能喪失 。 降雨時之表土逕流增加，易

使清水突然暴漲成災;此外並挾帶更多土石物質流入河川，不僅提高河水汙

濁程度，更真強大破壞力量 。 上游的不良影響，均會因河水的流動，帶至中

、下游，使得原本容易產生汙染的中、下游河川之環境品質更加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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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溪早年還能提供民生用水 。 在民國 41 年至 58 年間，曾為附近居民

日常用水的來源 。 南港自來水廠於上游處有一淨水場，並築一小壩攔水，每

日供應量為 1650 噸，後因水源汙染，自民國 58 年起停止供應 。 後來民國 66

年 9 月因豪雨氾濫成災，又因中研院的發展需求 ，於民國67年配合基隆河整

治工程而行截彎取宜，經整治河段計有2 . 8 公里 。 在當今環境意識提升，且

市民主義盛行之下，而有恢復四分溪之溪流生態 ， tJ、提高多樣化功能，達到

提升生活品質的需求 。 本報告提供生態方面的資料以為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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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生態開發保留綠地

貳、蜴蜓南港山區流域長七公里

四分溪位於台北市南港區，發源於標高160 公尺，地質年代屬第三紀沉

積岩丘陵地之山區，流域向東北流經中華工專，轉向北於中研市場附近南深

橋流入大坑溪，流域範圍合蓋南港西南部山區及中部地帶(圖 1) ，以胡適公

園所在的小山丘為分水續與大坑溪流域區隔 。 溪流全長 7 公里，流域面積約

8. 8 平方公里(圖 2) ，由中華工專往上游之河段屬山區 ，平均坡度約 3% ' 

下游河段則較平緩，平均坡度約0 .8 % 。 各河段按其地文特性的不同，可區

分為上游?可段、中華工專河段 、 中華工專 F游河段及迴水河段(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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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1 :四分溪流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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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生態開發保留緣地

園 2 • • 四分溪流域集水區 (台北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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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分溪流域分段位置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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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生態開發保留綠地

參、上游天然河道下游完成整治

在地貌上，四分溪可區分為中華工專下游己人工整治河段，與上游山區

自然河段 已整治河段之河道斷面 ， 幾乎都是規則的混凝土梯形斷面 ， 又河

道內將常|主丰清除 ， 以至於空無一切 ， 而河道外則為瀝青防水道路 、 民宅或

綠地 刊 上游山區未整;台河段 ， 兩岸植生茂密 ， i可床詞不規則之塊石與卵石覆

蓋 四分泛的上游至 F游依序描述如下(台北市 u有局養護工程處 1 994 ) 

Il i j- i好 ;可段為天然河道，流速最快在5 . 0 公尺/秒左右 ， 因河床為大顆

粒塊石及卵石覆蓋，此流速不至於造成沖刷 。 溪流自廣化天宮便橋以下匯集

成川 ﹒ 沿途因山勢起伏 ， 支流水系眾多 大小橋樑卡餘座 ， 工廠 、 廟宇、士

雞城 、 釣魚池計有近二十處 ， 零星散布於河岸兩 m1j ( 圓 4 ) 。 又兩岸出水高均

有餘 ， 除部分;可段有保護進坡之工程設施外 ， 依舊保持原貌(圖 5 ) 

(2 )中誰止;專河段 ， 東岸為中華工專校區 ， 北岸為道路及民宅 河道業經

堅理為院正斷面之混凝土梯形渠道，沿河道之水 L結情物計有跌水工一處及

上游入 111益之控制I區(國 6 ) ，跨;可橋樑-陸 3 經*理分析結果顯示，本段河

道流況不起穩定，旦控制堪將水位抬高 ， 致東岸高程不足 ， 需加建擋土牆 。

(3 )中華工專下游河段為達防洪的需求，已完成整治 。 因離匯流口有一段

距離 ， 水位不雯，迴水的影響 ， 沿河之水工結構物計有跌水工六處，靜水池

虞 。 跨河橋樑計有六座 ， 在軍人公墓橋前有一支流匯入 ， 此 ì D[段兩側多為住

家，與居民日常生活的關係較為密切(固 6 ) 

(4 )jjg)水河段雯，基隆河迴水影響 ， 範圈約至中央研究院內的適之橋附近 ，

亦已完成整泊 ， 目前河道斷面具規則的混凝土梯型斷面 。 1茵河水工結構物計

有減緩流速跌水工一處。跨河橋樑五座 ， 其中南深橋位於匯流口附近 ， 在勤

力橋附近有一支流匯入。又因迴水影響 ， 導致四分溪與大坑溪匯流口處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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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四分溪流域中華工專以上河段工廠、公司、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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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生態開發保留綠地

溢堤 。 為降低洪氾威脅，再度將匯流口處渠道拓寬，並於南深橋下游北側興

築 7 公尺高之擋土牆 。

對立;L
• :..吟、L;

/乎 J

固 5: 右、四分溪上游河段植生茂密，溪水輔驅流過，呈現出一片盎然的生機

。

左、溪旁的巨岩、峭壁與溪水交織散發出大自然的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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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6: 上、中華工專河段

河道皆為混凝土所覆蓋，

本段為靜水池之水工設施

，河岸景觀單調，毫無綠

意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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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生態開發保留緣地

、水質等級了 逐年降

四分溪沒有水量測站。水質方面，上游河段未曾調查過，下游河段則根

據台北市環保局 82 年 10 月至 84 年 9 月，在南深橋附近河段(現今該測站已

取消)測得的資料(表 1) .顯示水質等級為T類，屬於灌溉、 二級工業用

水 。 各測量值變化如下:酸鹼質在83年秋季有偏高的趨勢，且在10月份出現

pH 三 9 . 5 的最高值，同時在溶氧量方面亦伴隨出現 1 5mg/ l 的高值，顯示河

床的光合作用旺盛，以致超飽合的溶氧及少了二氧化碳的高鹼性 ; 在需氧量

方面，化學需氧量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生化需氧量則除 84 年 1 月外，亦有逐

漸上升的趨勢(圖 7)

懸浮固體含量在83年春季突然上升，濁度方面亦有類似的趨勢，可能與

當時北二高的施工有關;氯氮含量在夏季亦出現低值，整體來看有逐漸下降

的現象，總磷含量亦隨時間而下降，顯示溪流中的營養鹽有逐漸降低的趨勢 。

重金屬含量方面，以鋼 、 鉛、錚含量的變化量較大，除銅 、 錚在83年含

量較低外，其餘皆未達放流水初級處理標準，其中銅在83年以後含量曾一度

降低，至84年再度回升，錚含量則與銅含量有類似的趨勢;鉛含量呈現遞減

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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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7: 四分溪 82年 10 月至 84年 9 月水質監測酸鹼度、溶氧量、生

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氯氮及總磷含量月變化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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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分溪 82 年 10 月至 84 年 9 月水質監測月變化表(台北市環境保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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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為引入植栽

上游山野及鄰近保護區常見植物則有構樹、山麻黃、血桐、野桐、水柳

、相思樹、稜果榕、雀榕、烏木臼、筆筒樹、黃連木、蟲屎、紅楠、無患于

、水麻、長模紫芋麻、羅氏鹽膚木、馬櫻丹、金腰箭、咸豐草、孟仁草、紫

花霍香前、月桃、野薑花等 。

下游河段兩側原始植被已遭人為破壞，現在植栽均屬人為引入，主要分

布在社區及其鄰臨近公園、綠地，種類包括水皮黃、垂柳、樟樹、黃魄、台

灣欒樹、豔紫荊、檳榔、竹子、楓香、榕樹、黑板樹、蒲葵、黃金榕等 o ( 

台北市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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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溪流水質清澈生態欣欣向欒

由於調查頻度不足，必然有許多動物尚未能發現，初步觀察結果(吳等

, 1995 、 1996 )如下 ，在穿過院內的河段區域，動物相中以鳥類及兩棲類的

資料較為齊全 o 依院內人士的賞鳥記錄以及中華鳥會在南港地區的賞鳥記錄

，合計約有的種(表 2) 。 大部分為平地常見的鳥種，而在冬季可見到一些

冬候鳥或過境鳥 o 在平地常見的鳥種中，除白頭翁 、麻雀及綠繡眼等是適應

都會區棲息環境的鳥種外，小白鷺、大冠腎、翠鳥、大卷尾等則是需要農地

、次生林等開發度較低的環境 。 而彩鸝、自腰草鸝、小環頸行鳥及紅尾伯勞等

過境或在此度冬的鳥類，則需要有溪流、池塘、水田或雜木林等環境 。 在附

近山區漸次開發之際，這些出現於平地，但需要略為荒野環境的鳥種，在南

港地區的棲息空間已日漸縮小 。

院區內兩棲類至少有七種，其中包括保育類的台北樹蛙及貢德氏蛙(表

3 ) 。 兩棲類平常在森林或草叢或灌叢中活動，在生殖季聚集在有水的場所(

如水田、池塘、溪流或積水處)進行繁衍種族，卵及蚓斟需在水域中孵化發

育 。 這些水域亦因農藥或水質惡劣，不適於兩棲類棲息。

此外，院中尚有赤腹松鼠、家蝠等哺乳動物，草花蛇、紅花蛇等爬蟲類

， 多種的蝴蝶 、蟋蟀等昆蟲 。 雨傘節與螢火蟲等以往常見的生物今日已不復

見 。

上游河段水域為天然河床，兩岸植生茂密，多樣性的植被環境，提供眾

多物種如蝴蝶、豆娘等棲息的場所 。 溪流中水質清澈，時而可見魚類 、直科科

及水棲昆蟲成群聚集，溪底岩石上有螺類附生 ， 整個生態系尚呈現欣欣向榮

的景象 O 最近一次調查中(今年元月 28 日) ，中華工專上游河段尚可發現粗

首婦、台灣石賄、及短吻繡虎三種魚類，下游至匯流口河段則有雜交種吳郭

魚、一種(動物所邵廣昭未發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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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小 (1鶯

ili鶯

位豆的驚

小水鴨

大，必鶯

風頭去年且能

松在鷹

ìit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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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 腹快弱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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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E燒毀1
()艘，宇: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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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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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研究院院區、 汐止鎮自然生態保 鳥類名

科 名 種 司<， 中央研究院 南港地區 1:態保育賢區

革島科車島。一科 bk!毛鴿 V V 
漿嘯魄 V 
虎峙 V 
斑點科 V 
(1 腹刺 V 

著島科，t尉叫科 小彎嘴鑫!自 V V V 
山紅頭 V V 
大彎月時資閥 V V 
綠甚至!自 V V 
重E扇 V 
頭鳥線 V V 
鏽Hfi.貪尉 V V 

組科鶯且E科 lJi. 頭扇足!鶯 V 
偈頭直高鶯 V V 
短翅樹鶯 V 
棕風起鶯 V 
械北柳鶯 V 
黃!自柳鶯 V 
灰頭鶴鶯 V 

偽科綿亞科 黑枕直在制 V V 
山雀科 向背 11 1 雀 V 
絨服科 綠繡n~ V V V 
4烏科 照、臉-0/.烏 V 
文鳥 斑文鳥 V V 

麻 íii V V 
tl 體文烏 V 

八 告f科 八:哥 V 
t金短科 大在促 V V 

小在地 V 
弱科 台灣直在約 V 

接j鵑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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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央研究院院區及汐止鎮自然生態保護區兩樓類名錄

H 仍 柯2 t. 小'k研究llt '1 , f當 1米接 rå~.

對許蜍科 IRHlE嗽蜍 V 

樹蚱科 , l' 闢樹蛇 V 

fî Jt ;倒虫t V 

狹 r I 費1科 小 JI 蚓 V 

亦由主科 1平盛1

f是能氏血1

ÍÌi, {ftl再ilUl

rtl ' l\: 亦快

斯文:家氏蚱

VV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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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拓路縮減河道支流 讓道

研究院路自中華工專以上直接與四分溪平行相臨 。 最初為了運送垃圾至

福德坑，沿著溪流拓寬修建道路，造成河道縮減 ; 隨之而來的交通便利，使

得在上游地帶新增許多工地的利用類型及強度 ， 如鐵工場、貨櫃場、水泥建

材廠及廢車廠等，形成潛在的汙染源;又因北二高在施工設計上，基於水土

保持的理由 ， 將部分支流的問道完全人工化，成為混凝土覆蓋的渠道 。

四分溪下游?可段流經中華工專 、 四分里、凌雲五村及中研新村等地 ， 與

居民生活最為密切。除了最初提供日常生活飲用水及廢水的排放外，近年來

配合市政府河岸綠化的政策 ， 部分河段兩側已有公園化的設施 。 在流經中研

院的部分，近來在河岸兩旁亦有植栽 ， 成為居民閒暇時遊憩的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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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保 完整停止不當開發

整體而言，目前人們對於四分溪的態度完全是以人的安危來考量，亦即

以防洪為優先，其次為排廢水，忽略了溪流其它多樣性的功能:包括對人的

親水性功能，大自然之美;更遑論對其它生命的關愛 。 防洪的要領宜從源頭

下手，而非只是建堤防而已，四分溪也正如同台灣的任何的溪流一樣，因為

長期水土保持工作不良，忽略溪流整體生態環境，在超限使用下，早已失去

自然穩定的平衡效用 。 忽有大雨或颱風，立即發生溪水暴漲、甚至釀成洪水

災害 。 上游做好水土保持才是防洪的要務 。 現今四分溪上游有許多對生態環

境具破壞性的使用方式，倘若不能及時過止，後果將不堪設想 。 過度的墾殖

破壞了集水區附近的植被，使得原先真有的自然保水與除汙的功能大打折扣

，水中懸浮物含量大增，造成河道淤積，洪氾的頻率與強度增加，威脅到附

近居民的安全 。

在大多數的市區與鄉鎮，由於缺乏廢水淨化的處理設備，使得城鎮居民

所產生的廢水與工業區具有汙染性的廢水，均直接排放至溪流中 。 而在河岸

附近隨意堆放棄置的垃圾、廢棄物以及垃圾掩埋場;平時在其中的有毒物質

，會隨廢水滲入土壤，再流至河川;大雨時甚至直接沖入河川中，使得河岸

環境與水質遭受嚴重汙染 。 待中研院等單位汙水處理場完工之後，當可望四

分溪水質有所改善 。 但中華工專及其它社區汙水下水道，如雄獅橋旁的排水

開門出口，及上游地區工廠林立的情況未能改善，水質改善也是空談 。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生活水準的提高，基於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的要求考量

下，溪流不應只是防洪與排汙的大水溝而已 ，應有景觀及大自然之美，萬物

欣欣向榮之景 。 景觀生態設計師以人為造景的方式，企圖在河岸周圍模擬出

原有的生態景觀 。 這個景觀規畫的方式，在綠化方面確實可達到一定的成效

，然而先決條件上，必須對原先的生態具有整體通盤性的了解 。 在目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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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相關生態資料缺乏的情況下，在景觀設計上就顯得太單調、太人為化了

;例如在選擇值栽樹種上未能自然化，流於單一植相，使得棲息物種相對的

減少 。 就四分溪~例，堤岸兩側大多栽種水黃皮，鳥兒也不來，景觀非常單

調 、貧乏 。 而四分溪原有的動物相又是如何呢?動物所曾在臨近的汐止鎮自

然生態學區做過短期的初步調查(表 d 、 5) ，其記錄到陸生脊椎動物十八種

，其中哺乳動物一種，鳥類十三種，爬蟲類一種及兩棲類三種;昆蟲方面有

十目五十七種，蜘蛛綱五種，倍足綱二種(吳等， 1995) 0 這個初步調查結

果除顯示尚有許多物種未被記錄到外，還說明了原始溪流生態的物種多樣性 。

以上這二三種溪流的使用方式:防洪、排水、造景皆犯 r以人為本位的錯

誤，因人的需求而整治，復又因人的需求而造景，任意而為，完全忽略了自

然生態 。 就生態學的角度而言，人是屬於自然界的 一分于 ， 一切的開發皆應

以棲地承載量為開發的極限，並以維繫生態特性為優先，進而求取人的活動

與生態共存 。 在四分溪流域，中華工專以下的河段皆已遭受破壞，所幸在上

游河段依舊保持原有的自然風貌 ， 如何維持未開發河段原有的自然生態，與

重建己整治河段周圍的自然景觀 ， 是現階段努力的方向 。

當前重要的工作有:

(一)停止上游溪流不當的開發行為 可 以保障溪流的完整性，

(二)建立自然即是美的心態，讓民眾體認到公園化的造景遠不及天然植

被等環境的完美 ，且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的演替是無可取代的 ， (三)中央研究

院為此一流域中的最高學術研究單位，如李院長所說的一般，中研院為「革

命團體 J '真有崇高的理想及旺盛的行動力，理應負起帶頭的責任，引導大

眾一起來愛護四分溪 、關懷四分溪，並且創造出一個與大自然共存的社區環

境 。

89 



河川與社區研討會

表 4: 汐止鎮自然生態保諱區哺乳類及爬蟲類名錄

網化

哺乳綱

爬鐵網

科爭i

松l'lt科

~蜥科

綠化

品、腹松自l

li! 11*蜥

表 5: 四分溪流域及汐止鎮自然生態保護區水生動物名錄

平壘字， 例分;其 生態保護隘

從♀R魚 V V 

暫i 昌鐵 V V 

倒吻盟問 V 

花童歌 V 

1*吻躺JJt V 

~i吻魚「ibt V 

fT 灣 {I 負直 V 

台灣的蠍 V 

f部實在 V 

J 11 直在 V 

f:1筍蛻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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