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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則鳥魚戲波

國人每一提到河川整治、美化、 綠化 ， 就想再創造第二條冬山河 ， 但

不是每 11柔河都有冬山河清潔Jj(質與樟定流量的條件 。

日/台時期酋為杜絕北港進水患，方令民國元年興建林內第 1 號與第 2 號

堤防 ， 已斷絕了乾旱期的水源 ， 冬季都份河段及所有的支流皆呈乾枯狀

態 ， 即使興建 j可損公園也根本談不上親Jj(性 。 若加上斗六、斗南、北港幾

個較大鄉鎮的生活廢水、畜牧污水、工業廢水等 ， ß, IJ 冬天散發惡臭的北港

逞 ， 只桶得上積月納垢的排水溝了 O

本丈從生態保育的觀點 ， 來探討北港區整治的方向 ，希望透過清流、

緩斜坡、多孔隙護岸、並設置連福埠塘興農地造林 ， 創造綠色水庫完成多

目標的人為生態 ， 達到現代生活與自然保育共存的理想 。

一、認知不是生態遭殃

f「北3巷淇流域的沖刷

北港區上游山坡地的開墾 ' 造成流域土石沖刷嚴重 ，最嚴重要屬高度

超過 100 公尺的部份 ， 面積約 165 平方公里 ，佔整個流域面積 645 平方公

里的 4 分之 1 ' 參見表 l 。

依 Anderson 法或水資會推佑，北港 i是每年的戰砂量分別為 310 或

240 萬噸 。 若加上濁水 1美、朴子模等戰砂 ， 外海很容易形成一系列抄洲 ，

如圓 1 。 但近年大規模抽沙填造工業區 ， 己迫使海岸漂沙失衡 。

北港1美口北岸外海的砂刊H有向東南移的現象，口湖一帶的低潮線每年

後還達 40 公尺 ， 因此潮溝沖開IJ 加深加寬內移，最深遠 11 公尺 。 若根據

1904 年至 1 987 年之間 ， 海面上昇約 20 公分的資料推算，平緩的西海犀

若無充分砂源的供應 ， 貝 IJ台灣南部的海岸線應會後還 6 至 12 公尺〔郭金棟

1990J ' 美麗的砂灘將沉入海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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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港溪及其支流的此

起迄高 溪身長 平均 流域面積 枯水流 洪水流
河流名 起 點 1、是五于三 點

j支公尺 公里 比降 平方公里 量 CMS 暈 CMS

石榴班溪 劉菜園 萬 年 300/43 14 1154 , 76.3 O 

石牛溪 十字關 和平厝 500/30 25 1153 55.3 O 

大湖口溪 大尖山 湖
口 7001180 6.5 1113 17.8 O 

倒孔山溪 分水嶺 到孔山 700/ 140 6.5 11 12 14.6 O 

三 勢溪 大 坪 葉子寮 900/60 14 1117 25.0 O 

北港溪上游 林 內 大埔尾 334/32 18 1160 117.5 0.4 

北港溪下游 林 內 海 口 334/ 0 83 11248 75 1.0 * 0.1 2022.6 

資料來源:張玉回 1964 • *北港溪流域面積現在更改為 645 平方公里

ω北落落流域的開發

台灣土地資源開發委員會於 1952 年於新港、崙背地區開發製糖土地

2，212 公頃 。 1964 至 1970 年間， 叉開發北港溪口南岸 1 ，031 公頃之鱉鼓海

埔地 。 像這樣大面積的土地開發模式， 一直延續到 1975 年土開公司撤消

才結束 。 現在，北港溪河床、行水區等公有地被侵佔蓋違建、遭濫墾為漁

爐的情形十分嚴重 O

根據農委會的監測統計發現，北港溪河口區域因地下水資源過度開

發，超抽地下水產生地層下陷的情形非常嚴重，累積下陷量為 178 公分，

面積更廣達 500 公頃，如表 2 。 就連南岸鱉鼓海埔地的防潮閉門也下陷 70

公分 ，直接影響供排水的功能，一雨成災。〔林國彰 1995)

L三j水資源日愈匿乏

從每年十月至翠年四月的旱季降雨量不足 100 公廈，而且北港溪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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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清流研討會

表 2 台灣各地區地層下陷情形

J也 卡|咐 :11 殺 'IJ也1.'Ji 卡|悄地|I}bfa|AI1 們的 1M :ftt 檢視Ij l9] IIIJ 

fî Jt di 
fî J t(，ÆJ也 2')4111 Jt di 、 吊、板懦、 Jfr :iJ 132k而 1 !J5504一 199:2 .11

光推向 }iJ

'1' ( I品îJ也 |Ilh O.19m H 1: 1村水鎖 礁ì~ 、 HJ:i:'，tj、 11 結 50knÍ 19自4 . 0的一 1 fJ94 .05

大城鄉 線川、鹿港、福興、九
杉 ft地 |flfi O.90m lOOknÍ 1990.0:2一 I~J9:W9

州港市I SIL 、大力&

f? 內鄉 苦n:'~ 、 fT 州、 p月湖、 I I 
吉林地lhd L7Rm :iOOkn而 19R5. 1 :Z一 EI94 . 1 :2

蚊 港 iM] 、水林

革~ fi 鄉
jhj宜地 Ib~ O.90m *圳、 {Ii ~、義竹 :250knÍ 19R7 . 1 :2一 199:i.O申

家村

北門 l\Ç ~控
台 lÝ'i J也 lhh O.17m Jtl"] 、J'}qjl 、 仁月宜 :iOk而 198自 06一 199:iO的

服務站

戶j雄地lhd O.:20m 彌陀侮堤 彌陀、林|主| lOknÍ 1987 . 1立一 1995.0ô

ft 冬鄉 萬汁、東港、 l幸]州、林
屏東地區 :2 .88m 175k而 198L08一 1995.04

~港村 遜、{圭冬、紡寮、新月1

資料來源:林國彰 1995

僻的蒸發量又比降雨量大，水資源愈形匿乏 。 原來河川未以東支強幹的方

法整治前，濁水摸分 4 伙入海，農民可引河水或由北幹線供水灌溉 。

近幾年來 ，因河川嚴重污染 ，農民除依賴雲林農田水利會的供水外，

則只剩鑿井引水一途 o 1996 年春天乾旱缺水 ，北港接北岸的口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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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北港、元長與土庫等鄉鎮的農民則抽地下水灌溉，到二月下旬，大部

份一期作稻田已完成整地插棋工作。

目前台灣地區超抽地下水最嚴重的地區，即為濁水溪沖積扇、嘉南平

原北段及屏東平原，參見表 2 0 但為提供新開發離島工業區的用水，即麥

寮區每日 26 萬噸、新興區每日 60 萬噸，勢必仰賴集集共同引水、瑞宰水

庫等計畫水源的開發 。

1995 年，濁水溪南岸的 3 號水門與彰雲大橋芝間，又興建一座引水

閉門與水泥嚷道 ( 聯絡渠道第六段 ) 0 長此以往，濁水摸沖積扇的旱季伏

流水會愈加缺乏、滲透量減少，導致地下水枯竭，同屬濁水溪沖積扇的北

港溪中下流區域的抽水井也愈鑿愈深 。

(回北落落的污朵概況

台灣河川大都是短而急，乾季明顯，如表 1 '但每條河流仍有它的特

色 。 我們習以為常的將家庭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排入河流 ，就連公

有垃圾場也設在河床等濕地上，如表 3[翁義聰、林昆海 1994J '例如斗六

市即以北港慎的河床堆置垃圾，參見圖 2 。

表 3 台灣省垃圾掩埋場用地別分類表

用地別 個數 用地別 個數 用地別 個數 用地別 個數 用地別 個數

河床邊 92 農地牧地 41 廢堆肥場 海 邊 14 無固定數 5 

種 地 66 郊區曠野 7 公墓地 16 沼 澤 2 

保安林地 3 海埔地 4 山 谷 33 山坡地 10 

合計 294 處，中有 178 處為濕地，濕地仿的% 。

資料來源:翁義聰、林昆海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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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則鳥魚戲波

台j島西南部發源於丘陵地的河流 ， 其冬季的流量則更少或乾枯 ， 而毫

無桶釋能力，以致下游都已嚴重污染，例如北港峰 、新虎尾j英 、將軍i柔、

鹽水;其 、 二仁區 、阿公店模及東港i是等 。 〔吉、璟保處 1995J

本流域的污染情形有一般家庭的生活污水 ; 福懋、萬有及味王等公司

的工業廢水 ; 養 70 萬 3 干頭豬、養 l 萬 5 千頭牛等畜牧業的廢水 ; j可流

沿岸垃圾場的慘出水;再加上傾倒垃圾、建築廢土等污染，所以北港摸下

游也不能兔的淪落為嚴重污染的河川 I 0 [康城公司 1993J

L五J對生在認知不足

1.背景資料不足

台僧西部沿海受位置與氣候的影響 ，土壤的可溶性鹽分量高，其導

電度大及合水溶性訥佔陽離子量的 15% 以上 ， 土壤溶液之滲透壓

大 ，物理性不頁，阻害作物的生長 〔劉堅守蘭、陳仁炫 1992) ， 故能

在流域各 j可段生存的原生植被 ， 都是最能適應當地璟境的物種 。

北港進流域植物種類繁多，例如河口耐鹽的馬鞍藤、蔓荊 ' 低在淹

水區的水燭、蘆葦 ， 河堤旁的台灣讀黎、 j寶刀豆 、苦林盤、甜根子

草 ， 河床上也有少數的構樹、血桐、銀合歡、水黃皮、林投與竹

林，賞山區有相思樹、土楠、苦棟、朴樹、五節芒，水溝旁有鴨舌

廣、車前草 ， 還有行水區及兩岸的農耕經濟作物甘蕉、水稻、花

生、玉米、蕃茄等 。 其中林國彰 ( 1995 ) 、楊吉壽 ( 1994 ) 等人已完成

北港溪河口段的植被調查 ， 共記錄 70 科 290 種 ， 至 1J'~'其他河段則

有待雲林縣政府委託專家學者進一步調查 ， 使綠美化時有資料可遵

循，能選擇具有本流域特色的樹種 。

北港溪中流域段尚有石蚱、石田螺、錐螺、瘤時等貝穎，有小自

鷺、小璟頸懦 、小辮懦 、耕棋雞、小雨燕、小雲雀、燕俑等鳥類，

鯽魚、苦槽仔、假虎等魚類，值得大家共同關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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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錯誤觀念以

我們發現斗六工業區的廢水原來是直接排入北港溪的支流石榴班

溪 ，最近才經處理後再排入支流 。 開發新市鎮引入更多人口後所產

生的交通問題，已將石榴班摸過石榴橋後的一段加蓋做為停車場等

用途 。 以往有人認為開發工業區、開發新市鎮後，可減少抽地下

水，現在針對開發工業區對濕地的破壞情形簡述如下:

開發工業區:

使用沿海土地而破壞海岸濕地;因缺水興建水庫而破壞高山河

川濕地;減少職砂使海岸侵蝕以及增加河床沖蝕，而再度減少

海岸濃地;流量減少河流，河川涵容能力降低，而縮小河川濕

地;伏流水減少後改抽較深的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排水不

易造成水災;海水入侵地下水鹽化;海水倒灌加高堤防而增設

抽水站;長期積水不退使海岸濕地再度減少;......

份以前整治北落;真的方法

北港溪之整治自日治時期總督府設置「北港溪治水工事務所」辦理，

為防止北港、水林、口湖及南岸的新港、六腳、東石等鄉鎮的水災， 他們

計畫自河口以上 28 公里兩岸築堤 。 另外還有如:截彎取直、興建護偉及

丁琪等一般性的工程，後來因太平洋戰爭而暫停， (許坤源 1980J 國府非

台後為蕭規曹隨，理念上並沒有太大的突破，整理如下:

106 

1. 1980 年以前之整治方法:

( 1)新建、延長、增建及加高堤防，以期束流防止漫溢 。

(2 )盡力保固加厚堤防、護岸、 T琪，以期減少河岸崩明防止沖刷 。

(3 )改善灣道截彎取直，防止凹岸沖刷釀成災害。

(4)取締高莖作物及行水範圈內人為之障礙物，並保護農民合法之權
后二k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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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河 口 建防潮堤 ， 防止海水運溢 ( 因離岸遠故 ， 非抵禦海潮直接

沖擊 )。

2.1980 年以後之整治方法:

(1 )加強污染源、廢水及垃圾的管制與取締 ， 以期減少污染量 O

( 2 )完成下 7J(j草、截流站 ，攔截污染源處理後再排放 ， 以增加涵容能

力 。

( 3 )上中流域水土保持增加逕流量 ， 減緩洪室 ， 增加地下水慘透亭。

(4 )河川綠美化， 增加休開空間及親水措施 。

二、自然法則 創新思考

大家都知道解決北港進的污染 ， 應先著重上游山j哇地的水源涵養、中

i荐的污染管制 、下游的地下水管制等工作 ， 然俊訂定工作的優先順序 ， 依

序施行 。 例如整治河川第一階段的工作是 : 了解水質污染及歷年水患情

形?沿岸及流域的土地開發利用狀況?對地下水、沿岸引水灌i間的農地土

壤是否遭受農藥、重金屬污染 ? 是否危害沿岸居民的健康 ? 流域生態破壞

的情形?

(「整治遭受污恭的河川，應依序完成下列關聯性的工作:

l. 針對遭污染的河段進行背景資料蒐集 ;

2 . 進行現場調查 ;

3 . 分析所蒐集、檢測的資料 ;

4 . 針對可能造成的危害及風險進行評估 ;

5 . 分析所有控制污染的方案 ， 並j鑒定最有效的整治與復育投術 ;

6 . 著手進行流域整治與生態復育的工作 ;

7 評估整治與復育的效益 ， 並做適當調整 O

L二)強調遵守自然法則，與大地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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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保留自然璟境，維持「零損失」 。

2. 透過生態之祿，重新認識大地:北港溪河口南岸的海埔地，該公司

與璟保團體認為可規劃為一個農林梅、牧、生態的綜合休閒區及野生

動物保護區〔台糖蒜頭糖廠 1995 '高雄市野鳥學會 1995) 。

L三j重視流域文化，格接河)lj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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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埔艾化

斗南庄原為平埔洪雅族他里霧社居住所，康熙末年漸有漢人遷入而

混居，於 1920 年 ( 大正九年 ) 改斗南庄，現斗南鎮舊社里 。 另外

一支洪雅族猴悶社，貝IJ居住於斗南鎮將軍里 。 〔鄒韓燕 1977)

斗六鎮南方是平埔洪雅族柴裡社 ( 斗六鬥社 ) 居住地，康熙年間遷

移至今石牛溪一帶的溝琪、江厝、 三光一帶，而後又遷往埔里的自

業坑，僅少數人留下，參見圖 3 0 [安倍明義 1937 '洪敏麟 1979 ' 

周鍾宜 1717)

2. 漢人移民後的文化

十七世紀荷人所繪地圖以 R" Poonkan 標示北港街， 三疊溪則由笨

港街北邊出海，漢人移入後仍是對福建貿易重要港口。 1750 年雲

林發生大洪水，將舊笨港街截斷為二 ，後來又發生多次水災與械

門，遷村頻繁，因此北港地區的廟宇、典故最多，可與河川旅遊相

結合，增加旅遊的可看性 。 〔洪敏麟， 1979) 

金湖港位於牛挑灣溪及北港溪下游處，現在樹苓潮的南方，當時瀉

湖外有長達數里的砂嘴形成防波提，是一個良好的港口，東石猴樹

港淤積後，有狀元港之稱的金湖港迅速取代它而為主革港的外港，極

盛期約為 1 ，500 戶的大聚落 。 1845 年 (即道光二十五年 ) 遭颱風侵

襲市鎮幾乎全毀，主Ij光緒末業，瀉湖退化河道ìJt淺，加上水災頻

頻，金湖港逐漸沒落 。 〔黃天緒、張幼雯等 1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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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河川生怠保育，希望結為風潮形成輿論壓力:

推動全民參與及親水活動 ， 激起民眾參與的熱情產生保護河川的行

動 。 雖然在北港區流域規劃了北港、土庫、榮橋三個河潰公園 ， 但如果不

能有效改善水質 ， 那麼河i貴公園將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的新詮釋罷

了 。 因此 ， 如何掙化水質是北港溪整治的(是先課題 O

w做好北落落的流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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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好水土保持

全流域重建綠色水庫 ， 對方令山坡地的開挖及河床上採取砂石 ， 均應

嚴格審查，確實監督 。

2. 揚棄低水槽的處理

現有主流域綠美化工程 ，固然需要針對遭棄置的大型雜物、遭居民

樣地圍墾濫墾成漁堪或農田的高攤地做處理外 ， 不應再以「河道曲

折撞地甚多 ， 高灘地雜草叢生」為由 ， 編列預算整地 ， 改舖上百日

草等草皮〔台南市政府 1995J 。 這種做法不但破壞原有物種、動物

棲地、鳥類 ( 如灰頭賄鶯 ) 的繁殖場所 ， 使動物暴露毫無遮蔽 ， 而

且浪費金錢 ， 北港泣的整治不應把同樣弊病 。

保留河川 多斷層面、洪水平原、河道曲流、碟石攤及池塘等方法重

建濕地 ， 是減少洪水、儲存河水及提供野生動植物生息地的最佳方

法 。

3. 建立流域植被資料，勿將草澤 、 灌叢當雜草

台南市鹽水泛的河岸線美化時 ， 未能配合當地原生種 ， 把山區不耐

鹽或強風的植物移往海邊種 ， 造成不易存活 ， 頻頻補種 ， 浪費金

錢 。 也曾假借雜亂立名鏟除鳥類棲息的權叢 ， 引入大量的外來種、

如黑板樹、馬拉巴栗、印度橡膠樹等〔張穗蘋 1996J '甚至引入一

些新的樹種 ， 較慢實施的北港溪應避免 6[2同樣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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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港溪綠美化施工前 ， 應先蒐集及調查各河段的植被 ， 使選

擇種植的花木不但適應當地的氣候 、土壤及水文等條件， 又不破壞

原有的生態系平衡 。

4. 重視河川水族的生態保育

濕地中的鳥類、魚蝦、藻類與植物形成一個緊密的食物鏈 ， 但加入

人為的力量後，常造成鏈中一個或多個璟節的鬆動，導致生態系的

崩解 。 台中縣曾探討該縣境內魚類的資料調查與保育 ， 嘗試棲地改

善工程 ，凡是堆石籠、築石壩等工程 ， 均充分考量棲地的多樣性 ，

以保育水族生態 。 〔汪靜明 1993)

北港溪現階段整治仍以水泥工程為主，希望興建攔河堪、截流站、

潛壩等工程時，能設計魚梯、保留更多的孔隙等設施 ， 使迴游性魚

類能順利通過 ; 並於河床適當位置堆放鵲卵石 ， 激起水花增加溶氧

強化生機 ， 例如榮橋保護裸露橋敬的工程 ， 就是以這種方法施工 。

5. 利用連續增塘與濕地淨化水質

英國已在許多河口附近設置人工湖泊，當做掙化水質的濕地，並獲

得很好的成果 。 我們可以考慮將污水處理至符合生態用水或更潔掙

時，排入河川以增加枯水期的流量 O

或將處理後較乾淨的水排入人工湖泊，員IJ可以延續淡水入海時間，

增加滲透率 ， 對補助此區的地下水有很大的助益 。 因此沿著北港溪

河岸尋找適當的國公有地 ( 如台糖土地 ) ，設立連續埠塘、人工湖

泊，藉以再次去除污染物 。

除了上述的兩個方法可增加水量外，在上游山坡地、沿岸台糖土地

造林，也可創造綠色的平原水庫 。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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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治模式尊重特性

台南市的鹽水慎未整治前，河水污染是最主要的問題，政府因礙1J~經

費而將整治時間一延再延 O 現在有了經費，整治時卻為了求景觀的劃一 ，

竟將岸堤兩旁的灌叢鏟除且改舖水泥，使鳥獸失去原有的棲息處所，北港

;是整治應引以為殷鑑 O

因此，整治美化時除美觀外，應依不同 J可段種植較稀有的品種的植

物，同時也考慮種植昆蟲的寄主與蜜源植物，便能兼任保育珍稀物種的責

任 。 至於預期招引那些動物?種植那些植物?受委託的規畫IJ單位應廣泛蒐

集動植物名錄、生態調查報告，並向專家學者諮詢努力完成 。

男外，整治時許多曲流也被截彎取直、河堤也補強以鋼筋混凝土 。這

樣的設施於水流小時，對魚蝦水族的影響尚小，但颱風豪雨來襲，河水暴

漲沖刷力量大，水族在毫無遮蔽的情形下將全數沖λ海裡 。 故低水槽部份

的整治應保留砂圳、石灘區及曲流等，去口還嫌不足處，買IJ以仿蛇龍的方式

加強 O

最後我們仍要再吹呼籲:不是每條河都有冬山河清潔水質與穩定流量

的條件，北港模的整治應針對本身I可身去豆、冬季水源枯竭、河口域地層下

陷的缺點 ， 走出自己的整治模式，重建一個適合野生動、植物棲息繁衍與

人類居住遊憩的璟境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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