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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溪河口同時具有泥攤、草澤、瀉湖的地形景觀，在花東海岸屬稀

有的生態璟境 。 其具有多樣化的水質，大部份區域呈中度污染，但亦包含

水質清澈的農田灌溉剩餘水區域，及嚴重污染的家庭廢水區域 。 河口水草

均為淡水型 ，巴拉草、李氏未為構成草澤的主要植物 。 水生脊椎動物則以

水質較好的水域具有較多的種類，包含本土龜類、蛙額及魚類;中度污染

區則以外來種為主;嚴重污染區則連耐污染的外來種魚類也很少 。

本調查未在河口流向海洋的急流口發現上j朔的個游型魚類，可能與水

質遭污染有關 。 河口水鳥的分布與草澤、水深及人為活動有關，小鷹騙、

紅冠水雞、自冠為活動範圍較廣;七種雁鴨及栗小鷺、黃小鷺、耕棋雞集

中於人為干擾較少的草澤區;五種常見的種科鳥類主要在淺水的草灘與淺

流活動;辭行鳥類與鵲鵲額分布於泥攤、砂碟灘 。 本調查期間發生省水利

局興建堤防而破壞河口濕地生態事件，在此表示嚴重抗議 。 為了促進太平

溪成為兼顧璟保、防洪、休閒、教育的場所，建議改善太平進水質 ，並防

止河川整治工程破壞自然生態與景觀 。

河口包含河川受海洋潮汐、海j良影響的河段與海洋受淡水影響的海

域， Day et al ( 1989 ) 再將河口區分為受海洋影響但無鹹水的河段、淡鹹

水混合段與近岸j蜀流段三段 。 台灣東部溪流的河口通常有明顯的沙嘴 : 沙

嘴乃因沿岸海流挾帶的砂碟經海浪沖積形成， ìY嘴的變化反應河海營力的

消長 。 河水流量小而海浪力量較大時， ì1、嘴就會增長，甚至封閉整個河

口，形成沒口溪的瀉湖景觀;河水量大而海浪力量較小時，河水則可沖破

封在河口的砂碟堤 ( 李恩根與楊貴三 ， 1991 )。 花東海岸在東北季風盛行

時，溪流出海口因砂碟堆積常形成瀉湖景觀，水流或從砂碟滲入海洋、或

從狹窄的水道急流入海，此淡水或貧鹽的瀉湖河口乃成東部河口的特色 。

東部河川因山地坡度大、源主豆流急，配合雨量集中且強度大的降水型

態，即使到了河口仍為砂碟堆積，水生植物難以存留發育 。 但太平溪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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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台東三角洲部份，坡度較小，且所攜帶的沈積物多為以板岩、千枚

岩為基質的紛砂、泥及黏土，故下游到海岸沙丘約五、六公里的範圍即為

細沙到泥的底質，有利植物生長，故兩岸水草茂盛，尤其在河口鴻湖水淺

處更有草澤與泥灘的發育，此為花東海岸唯一具有草澤的河口瀉湖景觀。

鄉土教育已是目前教育部積極推動的重要教育政策，太平溪雖有草澤

瀉湖型河口的地形與生態特色，且穿越台東市區，有約十三萬人，亦即約

台東縣一半人口集中於此集水區內(省水利局規劃總隊， 1986) ，故為極

其重要的鄉土璟境教育場所，但仍缺乏生態之研究。尤其，在沒有評估太

平溪河口景觀與生態的情況下，台灣省水利局於八十三年興建河口北岸的

堤防時，已使北岸的瀉湖草澤消失，而南岸堤防也已在興建，為了保育特

有的地形與生態，太平溪河口生態的調查已刻不容餒 。

一、草澤泥質東部僅見

太平溪發源於台東縣卑南鄉馬里山，流經台東市區而出海，該溪全長

20.5 公里，流域面積 88 平方公里，山區面積佔全流域的 45% (省水利局

規劃總隊， 1986 )。太平溪上游支流包括大巴六九溪、泰安溪、新園溪、

新斑鳩溪、舊斑鳩溪、初鹿溪。大巴六九溪雖終年有水，但在出口全被引

為自來水，其餘支流的集水區多已遭農業開發，只在豪雨季節有水流出。

故太平溪中游河床乾潤，直至下游南迴鐵路橋附近才有卑南溪灌溉剩餘水

的補注，而終年保持有水狀態，底質並呈細沙到泥的狀態，因此河岸綠草

如茵'為東部唯一星泥質而有草澤發育的河川。太平溪在馬蘭橋附近進入

台東市區，家庭廢水開始大量排入河川，使水質星中度污染(台東縣璟境

保護局，一九九四) ，至IJ喇叭形河口附近，因受潮汐、海浪影響而有泥底

質鴻湖的形成，並有草澤、泥灘的發育。本研究即在此處河口調查，先將

景觀調查結果繪成圖後，再分區進行脊椎動物分布的調查，如表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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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平溪河口動物生態調查區描述

區名 地形景觀描述

水潭區 位於河口渴湖較深的水渾噩，無水草分布，水流緩慢，水質污濁 。

主流水區 位於渴湖上方的主要人水口，流水狀態，水質混濁，多水徽 。

灌溉剩餘水區 為上方農田之灌溉剩餘水，水流緩慢，水質清澈，可見底泥 。

草潭水道區 草澤部份已無積水，水道水流緩慢、水質量黑色 。

淺草灘區 有稀疏水草分布的淺泥灘，水流緩慢，水質污濁 。

出水口區 河道狹窄、水流浦急、底質為碟質，水質污濁 。

廢水區 為家庭廢水出口，水流緩慢，水質量藍白色 。

二、瀉湖世界生態豐富

自民國八十五年二月至三月期間，先調查河口景觀、植物景觀後，分

區調查水質、鳥額、魚類及所出現的脊椎動物 。 水質調查於三月下旬進行

pH 值、溶氧量、磷酸鹽含量驗測;水鳥調查於二月十九日下午與二十三

日上午以望遠鏡觀察並統計鳥種與數量;水生脊椎動物調查於二月十日

起，以放置魚網、蝦籠至三月底，約每三天巡查一次;兩生、爬蟲類則以

目擊方式調查為主 。

水質

因水質調查於三月進行時，省水利局已將灌溉水進入太平溪的水道填

掉，並挖深溝排泄水潭，因此水潭區與灌溉水區無數據，其餘結果如表

2 :酸鹼度均在 pH7.0 至8.0 之間;溶氧不到 5mg/ e ' 尤其家庭廢水的排

入口已測不到溶氧;磷酸鹽多在 lmg/ e 以下，但家庭廢水區則約為 4mg

/e 。由此結果可看出 ，太平溪除家庭廢水排入區屬嚴重污染外，其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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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中度污染 。

表 2 太平溪河口的酸鹼度、溶氧量及磷酸鹽 。( 水潭區與灌溉剩餘

水區因堤防施工已遭破壞，故無數據 o ) 

表 2

區域 灌溉剩 革澤
水潭區 主流水 淺草灘 出水口 廢水區

項目 餘水區 水道區

酸鹼度 ( pH ) 7.9 7.5 7.8 7.8 7.8 

溶氧暈 ( 阿;e ) 4.8 4.9 4.7 2.3 O 

磷酸鹽 ( mg/ e ) <1 <1 <1 <1 4 

水草

此地河口僅有淡水型水草，巴拉草、李氏末、狗牙根占有絕大部份的

草澤，空心菜、水燭也呈畫落分布，象草則位於河川之高灘上，其餘如黃

花水燈香、組腸、節節花則分布於常遭踐踏的北岸泥灘，如圖 3 。

水生脊椎動物

魚類共發現極樂助蝦虎、黃魚善、鯽魚、大鱗飾、菊池氏細鯽等 6 種本

土魚類，及尼羅口孵魚、吉利慈綱、莫三鼻口孵魚、泰國體、食蚊魚、高

身鯽、琵琶鼠等 7 種外來種 。 除了魚類外，也有斑龜、澤蛙等兩生、爬蟲

類的分布 。各種類在河口各區域的分布狀況如表 3 。 農業灌溉剩餘水區的

水生動物相當豐富，共發現 13 種，其中菊他氏細鯽為台灣特有種 。家庭

廢水的排入口，則連尼羅口孵魚及吉利慈觸也各僅捕獲 1 隻 。 其餘水域的

動物數量雖多，但以 3 種慈綱科 ( 吳郭魚 ) 、 1 種琵琶鼠魚為優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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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太平溪河口木生脊椎動物的分布 。( * *特有撞，*本土撞'@外來種) 。

灌溉剩草澤
科名 種類 水潭區主流水 淺草灘出水口 廢水區

餘水區水道區

澤龜科 斑龜* ++ 

赤蛙科 澤蛙* ++ 
鯉科 土鯽* ++ ++ 
鯉科 高身鯽@ + 
鯉科 菊池氏細餌** ++ 
胎生綿 食蚊魚@ ++ ++ 
科

鰻魚科 黃色舊車 ++ 
體科 泰國鯉@ ++ 
蝦虎科 極樂吻蝦虎* + ++ 
車醫科 大鱗畫圖* + 
慈鋼科 莫二鼻克口孵魚@ +++ 十 +++ 
慈觸科 尼羅河口孵魚@ ++ +++ + +++ + 
慈鋼科 吉利慈網@ ++ +++ + ++ +++ + 
體科 琵琶鼠魚@ +++ ++ 
種類數 3 5 13 2 4 2 

鳥類

兩個調查日共記錄水鳥 7 科 25 種，各種類的分布有區域性差異 。 紅

冠水雞的數量達 32 隻，數量最多，其活動區臉與自冠雞、小鷺融、磯雁

類似，以草澤區的水道最多，灌溉水區、淺草區與水潭區亦有其蹤跡 。 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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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蒼章、大白鷺、中白鷺、小白龍、唐白鷺活動於主流水、灌溉水、草

澤區與淺草區 。 鷺科的栗小驚、黃小麓，雁鴨類的小水鴨、花嘴鴨、琵嘴

鴨、赤頸鴨、赤膀鴨、自眉鴨，以及棋雞科的耕棋雞、自腹棋雞之數量均

僅一 、兩隻，分布於較隱密的草澤區，使得草澤區的鳥種為最多，達 19

種 。 行鳥科的東方璟頸行鳥、小璟頸行鳥較喜泥灘，但在出水口的急流邊

也有分布 。 商息科的磯鸝僅分布於泥灘 。 鵑鵲科的自鵲鴿、灰鵑鴿、黃鶴領

則常在泥灘與廢水區水邊活動 。

三、河口濕地盼能重生

本調查期間因台灣省水利局第八工程處正於河口濕地段施工，經地方

教育、文化人士多方呼籲、協調後，仍未能挽救東部難得的泥質鴻湖、草

澤型河口，對於台灣省水利局未經璟境影響評估而進行堤防施工，且在得

知此地地形、生態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後，仍執意按原計畫施工，我們表示

強烈抗議 。

由本調查研究顯示，水生動物與水鳥的分布與水質、草澤狀況、水

深、水流及人類活動有關 。 在嚴重污染的家庭廢水區連最耐污染、可露嘴

直接從空氣呼吸的吳郭魚類也難以生存，而鳥類僅 3 種鵑情科鳥類，靠撿

拾岸邊垃圾為食 。 反之，在農田灌溉剩餘水的清澈水質中，則有包括斑

龜、澤蛙、菊他氏細鯽、黃，瞎、土鯽等 13 種水生動物出現;水鳥狀況包

括吃魚的鷺鷥科鳥類及雜食的秩雞科鳥類與小鷺鴨 。 中度污染的主流水

區、淺草區、草澤區、水潭區之水生動物以吳郭魚和琵琶鼠魚為主，幾乎

沒有本土種魚類 。

鳥類相則因草澤與水深而有差異:六種雁鴨科鳥類躲在較不受人類干

擾的草澤區，草澤區同時也是四種棋雞科、七種鷺科鳥類的大本營，加上

小鷺青島，種類最多 。 水的深淺與人類活動可能也是影響鳥類分布的因于，

432 



海湖世界台灣珍奇

表 4 太平溪河口水島的分布( *留鳥，+過境鳥或候鳥)。

科 種 名 水潭區 主流水
灌溉剩

草澤區 淺草灘 出*口 廢水區
餘水區

小鷺鴨 小u鵑 * 2 5 

鷺科 蒼鷺+ 2 2 

鷺科 大白鷺+ 2 3 

鷺科 中白鷺+ 2 

鷺科 小白鷺* 3 4 2 4 

驚科 唐白鷺+ 4 3 ? 

鶯科 栗小鶯* 2 

鷺科 黃小鷺*

雁鴨科 小水鴨+ 3 

雁鴨科 花嘴鴨+ 2 

雁鴨科 琵嘴鴨*+

雁鴨科 赤頸鴨+

雁鴨科 赤膀鴨+ 1 

雁鴨科 白眉鴨+

雁鴨科 磯雁+ ? 4 

快鴨科 紅冠水難* 5 3 6 14 4 

雁鴨科 白冠雞+ l 2 3 3 

雁鴨科 徘袂雞*

雁鴨科 臼腹秩雞* 2 

行島科 小環頸抽+* 4 2 

行島科 東方環頸俑+* 戶D 

面島科 磯融+ 2 
青青4萬科 白緝令島+* 4 3 

街傷科 灰鶴領*+ 2 l 

鶴領科 黃鶴領+ 2 2 

種類數 4 7 9 19 1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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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怯或較小心的鳥類如蒼鷺、栗小龍、黃小鷺、雁鴨穎、耕棋雞、自腹

棋雞等均可能因怕人而未在靠近堤防的淺草區活動 。 出水口的水流很急，

可能是導致未捕獲靜水型魚類的原因，而其溶氧量偏低，近乎嚴重污染，

可能也使個游型魚類較少選擇此河口溯河 。

太平溪河口從民國七十八年起即成為亞洲國際水鳥調查組織

( International Waterfowl and Wetlands Research Bureau Asian Wet

land Bureau，簡稱 IWRB ) 在台灣 32 個調查據點之一。 根據民國七十八

至八十年間每年一月份期間的鳥類統計，共發現留鳥 33 種，候，鳥 51 種，

佔全台灣已發現鳥種數約五分之一，鳥類資源可謂豐富 (Asian Water

fowl Census 1989, 1990, 199 1) 。 而若包括其他月份鳥友的觀察記錄，此

河口的鳥種超過一百種 。 因此，太平溪河口在近年來常有社會教育團體舉

辦賞鳥活動，附近小學也常在此做璟境教育 。

太平溪河口為東海岸南從恆春半島、北迄蘭陽平原約三百多公里海岸

線中，唯一同時具有瀉湖、泥攤、草澤的生態體系，此可能為此地鳥類資

源豐富的主要原因 。 尤其，每年三 、四月份候鳥北返期間，若遇鋒面過

境，常有大量候鳥畫集的現象發生，據河口天聖宮媽祖廟管理人員表示，

這種現象也常引來抓鳥人潮，管理人員會數次動用建廟基金放生被捕捉的

候鳥 。 此候鳥於春季鋒面過境時大量聚集太平溪河口的原因，可能與海岸

山脈屏障東北季風、生態體系食物鏈完整、具備多樣化棲息地有關 。 但省

水利局於八十三年興建北犀堤防破壞大片濕地後，已明顯減少了候鳥資

源 。

太平溪下游曾遭工廠廢水嚴重污染 ( 陳盛夏， 1973 ) ，過去有黑龍江

的別名，但在台東縣璟境保護局成立後，已採取締措施而改善成中度污

染 。 四月份許多蛙類開始鳴吽，包括澤蛙、黑眶蟾蜍、虎皮蛙、小雨蛙 。

而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太平溪下游發生魚畫暴斃現象，死亡魚種包括 3 種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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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魚類、菊池氏細鯽、土鯽、高身鯽、泰國體、溪哥等 8 種中、表層魚

類，經二十七日報紙報導，且當日卑南溪的灌溉剩餘水未排入太平溪，很

多居民下水捕捉被困在淺灘、石塊下的魚額，經研究人員前往統計，除本

研究發現的上述種類外，棕塘魚豆、白鰻、鱉的數量很多，另外也發現鯉

魚、泥轍，合計太平溪下游的魚類已達 17 種、兩生額 4 種、爬蟲類 2

種 。 可見，太平溪的魚類資源豐富 。 建議政府能改善太平溪的水質，以利

於本土水生動物的繁衍 。

太平溪下游的生態資源豐富，兩岸住宅、學校林立，因此規劃太平溪

時，除防洪功能外，也應兼有居民休閒、鄉土教育的功能 C 尤其太平溪河

口段為地形、生態最敏感的區域，且台東市外璟道路預定從附近經過，可

說是未來觀光客進入台東市區的門面 O 因i此，對於已完成的北岸堤防與興

建中的南岸堤防，我們除嚴重抗議省政府水利局破壞生態與景觀外，也建

議堤防應改在河川喇叭口外圍興建，以讓河口濕地再發育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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