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巳
冒了

北港溪整治在環境景觀應有的作法

•••••••••••••••••••• 
所
闡
明
問

, 

、

郭瓊螢

出生: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學歷:美國實夕法尼巨大學臨纖規10及景觀建富麗碩士

經歷:內政部營建署技正

、景觀學會常務理事

國際崇她社總部環境委員會委員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系主任

林裕彬

出生: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學歷: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土木環境工程碩士、博士

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士

經歷:台灣大學研究助理 0/ 1989- 10/ 1990 )

美國喬治直理工學院研究助理 011993-311995 )

學院 Persona l Academic Advisor 

(3/ 1995-711995 ) 

Dames and Moore Engr. Inc. U. S. A. 助理工程

師 (3/ 1995 -7/ 1995 )

現職: 立ft大學專任副教授



杏暈倒影各顯特色

鑑於台灣地區璟保組織建制及法規已臻完備，行政院璟境保護署為確

保河川整體流域在空、水、廢、毒管制之整合效益，自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起，全面推動「流域整體性璟保計畫 J '期能引導地方璟保單位以自然形

成生活圈及文化傳統之河川流域為單位，優先整治十條示範河川 I ( 含中港

溪( 南港溪) 、大甲溪、美崙溪 、朴子溪 、北港溪 、 二仁溪、田寮河、高

屏溪、東港溪及鹽水溪 ) ，並分年分期編列預算，配合水質改善、廢棄物

清除整理等措施，選定適當河段進行河川水岸現境景觀設計與建設工作，

以期喚起民眾對河川美質之重視，進而帶動河川保育之具體行動，以落實

流域整體性質璟保計畫立執行 。

在流域整體璟保計畫之推動過程中，有關各項污染之改善，已有明確

的執行方案 。 而在璟境景觀、綠美化計畫推動方面，由於景觀美質及生態

工程之相關技術所涉層面甚廣，亟需在璟境生態、工程技術、財務及行政

等各方面加以整合，以利整體璟境景觀美質之提升 。 故本文除了說明河川

整治在璟境景觀應注意之整體性規劃理念外，亦概述鹽水溪生態與風土璟

境背景，並提出鹽水溪水岸空間特性及其河岸土地發展之建議 。

一、親水天性應予滿足

不論是流經原野、鄉村或都市的河川，兩岸所具有之自然演替或經人

為管理得當的河川璟境，對於整體實質璟境之發展皆具有相當明確的意

義，以下就河川之生態、人文、歷史、空間與活動等方面敘述之 。

一、生息

自然的河川璟境中常具有極為豐富的生態璟境，包括特殊之河川地形

景觀、水生與陸生之動植物、昆蟲以及鳥類等，其所蘊孕的自然資源多具

有非常高之生態價值 O 對於河川過度的使用，或是高度的璟境污染，將嚴

重影響河川生態的自然演替，使得野生動物與鳥類之棲息地遭受難以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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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壞，進而威脅到生物的生存 。

二、人文
河岸人文璟境的發展與河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河川提供民生之用

水、農耕灌溉、養殖、廢污水之排放、交通運輸，甚至心靈感受、精神啟

發等作用，因此聚落形成的規模也與河川水量的穩定有著密切的關係 。

乙、歷史

文明的產生與發展常依著大河而留存歷史記錄中 ，往苦農耕、漁牧等

社會對河川的依賴，亦可從河岸的各種遺跡顯示出來 ，例如梅、港、碼頭、

古蹟、宗教建築等等，對文化發展之歷史演變常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

四、空間

空間機能雖非河川不可，如公園及運動等場所也都具有代替的機能 。

但由於都市化土地高度利用的結果，開放空間越來越少，對河川地的依存

性也愈來愈高 。 河川本身雖然不具有空間機能，而兩岸水邊及河川內高水

線下的河灘地卻都是良好的開放空間，若能與堤內的綠地系統串連結合，

更能提昇整體璟境的美質與綠地系統之利用價值 。

五、活動

自古以來，水邊即與人類的休閒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不論是自然景

觀的水邊，或是人工設施的庭園、公園內的水池、噴水 ， 只要是與水為一

體的景觀都使人身心舒暢 。 河川上流部份的峽谷、瀑布很多都成為觀光對

象，而上游往中游部份的喘流又為泛舟、釣魚、戲水地區，下游的部份則

河原寬廣，除了水面以外，岸邊可散步、運動、露營等水邊的休閒活動非

常之多，近年來，日本多摩市用污染的小河川經過整修，試著將河水過濾

後同時沿河岸設綠南或林蔭道，這些構想設施不只為了市容或觀光客的休

閒活動，更是考慮到地區居民們在日常生活休閒活動上，可以有一處親水

空間使用之故，同時由於各地區民俗活動、祭典儀式有許多是與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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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也是設計者須對水加以考慮的原因 。

水邊的休閒活動，因須滿足直接涉觸到水的需求，故要以水面以外的

地區來代替是非常困難，但是逐年的水質惡化及堤防加高整建，使河川的

人工化愈來愈低落 。 而水中的活動，例如游祿、漂浮、潛水、釣魚等直接

及水的水邊活動是在陸上無法體驗、無法滿足的經驗，從此觀點亦可說明

水邊具有休閒活動本質機能的空間，以下為河川機能與水邊活動之種類:

杏暈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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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活的遇水

人
工
水
瑋

自
然
水
堵

手
工
藝
活
動

開
游
泳
;
但
括
一
般
游
泳
、
韻
律
游
泳
、
游
泳
教
室

技
游
泳

.• 

包
括
兢
泳
、
水
泳
、
啞

A木
、
來
中
芭
蕾
等

泳
池
內
的
划
船
、
操
舟
、
潛
水
等
基
礎
訓
練

【
包
括
釣
魚
池
》

可
自
然
操
勝
、
海
潰
露
營

T水
邊
【
海
演
)
遊
戲
、
玩
砂
投
石
、
岸
邊
遊
戲

?
鹿
水
、
海
水
浴
、
河
水
浴
、
使
涉

A
涉
水
】

T
曬
遊

s
m
搏航

遊
覽

.• 

汽
油
筒
、
竹
技
、
木
枝
、
制
轍
等

舟
【
順
流
下
行
、
渡
河
、
河
川
探
險
】

式
滑
舟

、
帆
船
、
風
帆
、
衛
浪

A
釣
魚
、
投
網
、
刺
魚
、
牽
署
》

【
海
、
河
、
溪
、
湖
沼
}

【
橫
斷
泳
、
時
間
泳
】

、
空
氣
墊
、
人
體
衡
浪
、
衝
浪

、
器
具
潛
水
、

A
包
括

.. 

水
中
散
步

、
水
海
觀
察
、
水
中
攝
影
、
播
看
、
繁
描

、
帆
船
製
造
、
竹
夜
製
造
、
衝
浪
板
製
造
、
漁
撈
真
製
造
等

煙
火
大
會
、
水
上
歌
費
表
演
、
划
船
費
、
竹
很
大
寶
、
木
盆
競
划
、

農
漁
祭
、
各
種
海
鮮
料
理

各
種
活
動
企
劃



杏*=倒影各顯特色

二、風土美質各顯特色

在河川整治工程中， 常注重治水、和l水等工作 ， 對於1可川整體生態立

發展、河川璟境之景觀與河岸親水的功能卻常予以忽略 。 就目前河川整治

工程成效而言 ， 發現幾項常見立課題如下 :

一、影響水質常見的課題:

l. 中、上游地區水土保持成效不彰 。

2 . 非法養殖、畜牧、農業、 工業等使用未能及時取締 ， 任其排放廢污

水至河川中 O

3 . 行水區璟境整潔未能維護 ， 任意:頃倒廢棄物 。

4 . 垃圾掩埋場靠近河川 ， 污水處理不當逕流入河中 。

5. 人口聚居區未設污水掙水處理設施 ， 污水由下水道逕排 λ河 。

二、影響河川環境常見的課題:

l. 河川特色多被忽略 。

2 . 河川行水區及流域璟境調查不夠詳盡，未能發揮墓地具有之自然或

人文特色 。

3 . 對 11~ 自然生物無法即時提出適當的保護對策 。

4 . 規劃與設計的過程中 ， 常忽略生態設計的觀念與施工法 。

5 . 忽略地方發展之趨勢、以及居民背景、人口成長等特性對容許量、

使用頻率等的影響 。

6 . 忽略整體交通系統的連繫而形成堤內外的交通問題 。

7 . 過度設計、設施密度過高 。

8 . 缺乏考量整合性設計 ， 多造成重複施工 O

9 . 護岸與堤防等水利設施設計過方令人工化， 與流域璟境未臻配合 。

10.不透水鋪面或單項設施之面積太大 ， 例如停車場、採用水泥鋪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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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等等 。

1l.限於現行水利法的規定，對於植物種類的選取多所限制，甚至引進

不適合基地璟境特性之樹種。

12.土地權屬未能即時取得 。

13.政府相關單位未能通盤了解，以全面相互配合 。

14.限於水質污染嚴重，未能利用水域或提高行水區之親水性 。

三、河川整治及管理法令執行課題:

1.水利法對植栽高度之限制 。

2. 低目護岸之施工法與材質破壞原有自然生態 。

3. 高水堤防之型式與璟境不協調 。

4. 生態調查未能落實 。

5. 璟境保護河川區域之區分未能落實 。

四、北落落河川整治之空間課題:

122 

l.北港溪旺存之農村景觀美質具有風土特色，親和性強，惟行政權責

單位不同 ( 涵蓋雲林縣與嘉義縣 ) ，進行整治工程時，河川兩岸未

能執行整體性規劃 。

2. 部份河段與農村景觀互為一體，但部分計畫過於強調工程面，未能

充分保存或突顯北港溪流域之純樸民風 。

3. 流經北港鎮核心外圍之河段，堤防之處理未能與都市發展結合，無

法突顯地方宗教城鎮立特色 。

4. 部份河段有垃圾堆置，其遷移問題尚未解決，應儘速考量河岸璟境

復育之技術 。

5. 現行運作中之河川地多農耕使用，在不影響防洪安全時，應再考量

有系統之管理，並設置璟境教育解說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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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方居民期待河川整治為一實質工程建設，往往過度期待引入不相

容之活動設施，此應防患未然 。

由以上整理分析，總體而言，有關水質改菁、河岸自然璟境的維護與

野生動物的保護仍極待加強，且相關法令與管理維護之方法對於執行之助

益亦極為有限。為使河川整治工程能與河川生態發展芝間產生夏性的互動

關係，應對生態、璟境有全面之認知，加強生態設計之工程技術，並督促相

關法令與政策隨著對璟境的了解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增進而予以適當修

正，才能使各個河段之相關工程達到因地制宜之成效。

三、人文資源 富景觀

北港溪發源於阿里山西麓劉菜園，往西流至港口村出海，流域涵蓋了

嘉義縣與雲林縣境。河流總長度 8 1.66 公里，流域面積約 645.21 平方公

且，其下游河段受到中度污染 O 其計畫河段中有數處沙洲高灘地，具有自

然立棲地生態。至八十五年一月底為吐，其流域整體性璟保計畫之推動進

度:在污染改善部分，于IJ管三三六家，稽查-0九O廠次，處分-0五

次;在綠美化部分，整體性綠美化細部設計已於八十四年十一月簽約，相

關之工程已完成斗六市、古坑、土庫、虎尾、元長、大埠、水林等七所之

垃圾清除，而北港大橋西側堤頂綠美化工程已完工，北港天后宮旁高攤地

一公里長、面積約十公噴的土地現正向省水利局申請使用同意中 。

北港溪流域原有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魚類、動植物、鳥類等分佈廣

泛 ，且河川型態從上游奔流之自然進潤、與中下游流經鄉村與都市地區的

緩流與水潭等具有極多樣化的河川景觀。河岸地區的文化特徵以北港朝天

宮最賦盛名，每年約有 450 萬人次的香客至此上香朝拜，且宗教活動亦是

絡繹不絕。而上游阿里山風景區、太平風景區及以設施為導向之遊樂區

等，皆為北港;逗著名之自然、與人文資源特色;河岸土地利用現況則隨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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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的發壤，仍多以農耕為主，林業次之，魚溫、鹽田、工商用等亦稱所

見 。 以整體流域而言 ，牛墟、宗廟等文化景觀、以及鄉野景觀均極為學

富，且河川曲流優美，饒富悠開之情境 。

四、空間規劃因地制宜

合理的河川流域整體規畫IJ '應兼顧河川生態資源性、河川實質空間利

用可行性以及河川與文化資源之融合性，俾研訂各不同流域河段乏最適發

展模式 。 故每一條河川規劃均應依其璟境機能、治水機能，和水利機能于

以因地制宜 。 河川空間規劃架構應包括:

一、流域環保目標及策略

1.整體目標

2. 空間優先順序

3. 污染管制

4. 空間分布

5. 分年分期計畫策略

@水量水質總管理

@水璟境改善事業目的

@河川空間之合理利用與保育

@河川空間利用計畫

二、流域資源特性

l.自然資源:包括河川整體之生態資源，例如地形、地質、水文、動

植物、土壤、氣候等特性 。

2. 人文資源:包含河川風土之自明性與文化性，例如人口聚集、文化

發展、歷史演變 、聚落形成、風俗節慶習慣等 。

三、土地使用及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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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域圖

2. 土地使用相關計畫(舍區域/都市. . • . . .及與河川直接影響有關之相

關重要建設計畫 )

3. 同上之相關計畫圖

四、河川生息環境

1.水質、水量

2. 水體分類

3. 植生

4. 水生生物

5. 魚類生態

6. 棲息地

7. 濕地

五、河川空間型悠

自環

然境

人(利
文沿用

環岸型

境土態

地)

荒野

自然

鄉村

都市

河川地形

上 中 下
游 游 游

急溪V 濕水 出河濕U

海

流潤型 地潭 口口地型|

由於每一條河川之不同河段，其地理璟境與河道地形特色沿岸土地利

用、人文現境均不同 。 是故，計畫執行者應就其規劃設計特色璟境驗索其

相關定位點，便於進行與璟境相容之空間利用計晝 。 考量因子包括:

1.河川沉積程序

2. 河道之穩定性

3. 河川工程

4. 河道摩擦度與水岸植生

5. 河川生態

@族畫

@棲息地

@生態系統

127 



@演替狀況

@龐雜度

@穩定性

河川j青流研討會

河岸空間型態的發展方式 ， 首先須分析規劃設計之河段曝境 ，包括人

文璟境、腹地型態、璟境適意性等現況 ，以及現有之活動型態對璟境的影

響 ， 分析其發展潛力與限制，以訂定發展主題、活動類型與規模並研慎規

晝IJ設計準則，以發展出最適當之開發型態 。 須考量之相關矩陣參見下表 。

河岸空間設計考量綜合因子評估矩陣參考表

評 人文環境 腹地理l態 行水!科深險境適意性
估

|原 鄉 的1 開 封 |連 不 原 1: 文
項

始 態 化H 
'" 9犬 野 牛、I 會 連 深 淺 '性 性I~巳

美 美 美

段 型 型 月1 型 放 |羽 續 ?這 般 (質 質 質

A 

B 

C 

D 

六、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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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污染源管制

2. 璟境保育

3. 景觀及親水規劃 ( 含景觀品質改善 )

@植栽計畫

@遊憩計畫

@保育計畫

活 動 河j 態

時間

態的態 度度 度|般定

開發型態

保 歷 數 休閑 多
觀

史 美 遊 1功|
質 舌4山自

保
提 運動

育 昇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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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利用計畫 ( master pla n ) 

@設施計畫

4 . 經營管理計畫 ( 河川璟境管理計畫 )

5 . 相關配合計畫

6 . 璟境教育計畫

七、推動河川環境管理計畫

1. 組織架構

2 . 推動流程

3 . 相關推動計畫

八、實施計畫

l. 分年分期分區計畫

2 . 財務計畫

九、預期效益

提供綠地/綠道/散步道/緩衝區

十、追蹤考核

河川空間的規畫IJ ~頁集結各項專長的人才並謹慎進行各項步驟 ， 以發展

出具有特色之河川空間 。

五、鄉野景觀主要畫面

一、綜合建議

綜觀以上河川生態設計與風土美質相關之課題 ， 對於未來在進行北港

慎之行水區規劃設計與工程時 ， 應當有整體性的考量 。 綜合建議如下 :

1.河川流域管理

河川上 、中、下游之資源管理應有長程之規劃與整合性管理計畫並

進行績效管理 ， 以促進整體性流域整治之功效 ( 權責單位可區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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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經營管理應具一致性與相容性 )。

2. 河川生態資源

各流域河川工程計畫研訂前，應先進行河川生態資源調查 。

3. 環境影響評估

相關河川治理、防洪及整治計畫，應研擬璟境說明或璟境影響評

估 。

4. 空間系統之建立

河川沿岸藍帶與相連公園綠地系統應串連，並建立自行車或步行綠

道網路 。

5. 棲息地復育

河川兩岸棲息地之復育、魚梯之設置應審慎考量其可行性監測其實

質妓益 。

6. 環境教育推廣

結合學校保育團體、媒體專業組織與政府單位共同推動河川璟境生

態教育、凝塑共識，並付諸行動 。

7. 河川教育中心

結合適宜之公共設施，選擇適當地點設立河川教育中心 ( River-N

ature Center ) 或河川博物館 ( RiverMuseum ) ，俾有系統介紹河川

生態與推動長期性河川璟境教育與訓練研習 。

8. 堤外土地利用

高灘地與低灘地或新生浮覆地之土地使用，應與水理、水文及現有

都市、區域計畫相容 。

9. 防災安全與親水安全

河川美綠化工作應以防災安全為最高原則依據，並考量洪災復建、

管理維護及安全警示系統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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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高低水治理準則

各河JlF:t1!'依其特性，確直高低水治理準則，俾利工程規劃設計之安

全性。

二、北落葉河岸空間與開發型在建議

河川與都市發展息息，個關， J可川之流路說明了都市成長與聚落發展的

赦理 ，建設每一段河川自，啡、資源與人女發展上均呈現了其獨特之本土自明

性，在牛墟令潮天宮等大文發展之特色中運用有限的水母腹地，以綠地串

連活動 、，提升河岸之親水關舔 '同時兼顧農業景觀、鄉村自然風土景緻與

空間美質之系統保全，以結合都市空間發展，以點、線、面串連成一具人

文風土特色之綠色網路，當是北港溪河岸空間發展應有之原則 。

有關北港進河埠空間開發則有以下之建議:

l.北港接應以風土美質與那野綠色景觀發展為主 。

2. ì1t'ìJH高攤地多有鳥類棲息 ，應優先進行河川生態調查，以避免因整治而

破壞自然棲地。

北港溪河擇空間與開發型態建議表

評 人文環境 腹地型態 情水區進深知境遍意性 1首 動 型 態 開發型態
估
自原鄉都 開封 i車不 原生文陽態I~!é一

項
自古態化 一 靜|高叫低 一 特

目 史遊功|性性性然野村會 連 深淺
保憩

美美美i可 運
段 型惶巨星星1放開續續 般 質質質 態般態度度皮般定 育存動能

北港大橋 V V V V V V V V V V V 

聯美橋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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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河川環境影響評估系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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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日本風土河川一 業水邊空間建設計畫之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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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港大橋段與媽祖廟相距不遠，建議北港朝天宮宮前景觀參拜大道之再

規畫IJ '材料以地方石材、具歷史意義之街俱，加強塑造沿街之文化景

緻'使成為水岸線軸之副軸，其規劃應考量人文活動之聚集與既有牛墟

之保存 。

4. 聯美橋之設計應考量自然鄉野風土黃質，綠化草坪與種種區亦宜兼顧棲

地復育之多元化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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