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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鴻影下縱情江湖

高屏{這是高屏地區近兩E萬人口的自來水源，也是流域經過地區最重

要的農業及工業用水來源，而中上游也兼具觀光、 j壁憩的多重功能 O 故

此，對政府而言，由於目前進流污染帶來的負面影響，其整治自然是支IJ不

容緩的大事 。 實際上，高屏泛的污染整治不只是政府的重大工作，也是此

流域相關工商業者及一般民眾所翹首期盼的，整治的結果也會影響整個流

域相關地區的政經、社會各層面 。 尤其事關各級政府政績，在選票效應

下，高屏1美污染整治規畫自然就成為高屏地區下一世紀來到之前的重大課

題 O

一、漠視生態規薑盲點

然而，就像國內大多數的地區開發與規畫，污染整治的問題多半考慮

對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的衝擊，整治計畫也多由工程及技術面切

入，幾乎看不到從生態觀點考居室的現畫，更遑論以生態為主的整治計畫

了 。
例如國家建設計畫中水塌的建立 ，一直是中央解決水資源枯竭的既定

方案，在高屏摸就有瑪家水庫及美濃水庫兩個計畫 O 但是水壩及攔沙塌的

建立，對j可川的生態影響極大，水I霸的上下游會因壩的建立而產生極大的

變化，如上下游河水溫度的變異減小，流量的變異增加，影響所及，會使

得各類生物種類組成改變，物種複雜度減少，而迴流的魚也被切斷迴游路

線，而無法正常的降海或糊j可產卵 O 晚近雖然有魚梯、魚道設立的補救措

施，但因水體被水壩及攔川、壩截斷形成片段，對物種的棲息地仍造成切割

作用，生物的基因交換無法自由交流，棲息地本身也有相當程度的改變，

造成對族章莫大的傷害 O 水壩及攔J少壩又會減少下游河口平原的沖積沙及

泥，使生產力最高的下游河口沖積平原及沼澤受到極大的影響，甚至造成

海岸線的後退，這些負面影響，在急切取得水源的強烈需求下，由政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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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看來，似乎都是傲不足道。

另外一個例子，幾乎所有的建設規畫在實質計畫時，往往都以土地取

得容易與否做先期考慮，對生態的影響則在璟境影響評估中，以替代方案

或減輕方案作為對生態影響的考慮，生態觀點並未整合到計畫中。許多焚

化爐廠址的選定即為一例，主辦單位的觀點即是，只要土地不易引發衝

突，且取得容易，則對生態璟境的影響可以以工程的作法減為最低 。 新南

橫是男外一個例子，在政府一定要建的壓力下，新南橫選擇了一條對大武

山生態破壞最大的路線，但開發單位信誓旦旦的說:工程技術上一定可以

克服，使其對生態的影響減至最低。這些都是不從生態觀點考慮的規畫實

例，也是目前國內最常見的作法，基本的信念是:只要計畫定案，總能找

到減輕生態衝擊的方案，所以，飛鳥、動物都可以自然或人為驅離，好像

動物都趕走後，生命就不會受到傷害，殊不知傷害的是棲地，是生態系 。

二、以人為主不夠完善

實際上，當我們看任何璟境問題時，很自然的會從人的觀點下手，許

多現境保護的問題也是如此，不論從政策、文化，我們討論的是一個以

「人」為主的璟境保護 。 所以面對空氣污染、河川污染、土壤污染，我們

的對策都是以一個適於人生的璟境為標準'至於對其他生物或其他非生物

的因子影響，大部份不會考慮，這種以「人 j 為主的璟境保護政策，正是

目前國內璟保主流。所以在考慮相關整治規劃時，只要符合人類生活的標

準即可 。 在這樣的觀點之下， 一個成功的河川污染整治規畫，固然因為水

質改善會帶給其中的生物莫大的生機，但在同樣的觀點之下，一個使河川

整潔的方法，只以適合人飲用、能做農業灌溉、工業用水為目的，卻可能

會改變河川的生態璟境，造成許多的水中生物無法存活，沿岸陸生生物也

受到莫大威脅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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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系統全面考

究竟甚麼是生態觀點?是為了保護一些面臨戚種危險的動植物?還是

為了保護美麗的自然景觀?或者是為了一些資源的永續利用?前者或許還

考慮到除人類以外，其他生物的生存問題，後兩者則主要還是由人的觀點

東思考 。 所謂生態觀點，不外乎由一個全面的生態系統來考慮，而所謂生

態系統，即為由生物及璟境因子包括土地、氣象、水文等組成的系統，人

類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璟 。 而在這系統中，生物與生物間，生物與璟境間，

往往有相當複雜的互動關係，任一組成份于的改變，都會對其他組成份子

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是現境對生物及生物之間彼此相

互影響，甚至生物對璟境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河川的自掙作用，不

但是河川底質所造成，其中無數的水生生物更掛演重要的角色 。

所以從生態觀點看來， 一個對璟境有影響的規畫，包括污染整治，就

應該從全面的生態系統考量，而考慮的方向除了人及璟境之外，也要考!書

生物的因子，整治的方案對生物的衝擊為何?生物對整治的方案是否有重

大的影響?當然在這之前，首先要考慮的自然系統中生物的種類、分佈、

數量及其功能 。

四、系統天成大而完整

高屏溪流域究竟有那些生物?根據民國八十年起，中山大學生物系及

海洋資源系針對高屏溪中下游的持續調查資料顯示，高屏溪中至少有 5 種

的貝類; 81 種的水生昆蟲;純淡水魚就有 35 種，若包括迴流性魚類則有

多至 85 種的魚類，其中國寶魚高身觸魚更是西部河川所僅有，而鱷鰻也

是全國瀕臨絕種的魚類之一;植物方面，大型及附生藻也有 63 種，這些

豐富的水中生物資源，在全省河川是數一數二的 。 而高屏溪不但有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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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生物資源，河川兩岸的鳥類資源也相當豐富，僅在下游里嶺大橋以下

至出海口，根據高雄鳥會及中芸國小歷年的調查，就至少有 125 種的鳥類

( 其中有 15 種的保育領 ) 在此出現 。 而河口區，不但是許多遷移水鳥過

冬或過境處，也是眾多無脊椎動物的棲息地 O

然而對高屏模來說，高屏摸可貴之處不只在生物數目或保育珍貴稀有

程度，重要的是，這是一條在南部亞熱帶海島上生態系的最大、最完整的

淡水生態系統 。 整個流域從上游玉山的高山針葉林、暖溫情混生林、中游

的原生闊葉林，下游農業、工業、城鎮與自然結合，一直到出海的河口，

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而破壞、甚至失去這個生態系統 ，不但對流

域及附近生態造成重大影響，也是台灣自然史上重大的損失 。

五、自淨功能善加運用

那麼如果從生態觀點看來，一個污染整治規畫應有那些作法?

首先，我們需要在污染整治規畫中，建立生態系統的觀點，高屏慎的

污染整治，不但需要璟境科學、璟境工程的智慧，更需要氣象、地質、地

理、生物、景觀各方面的知識，從而建立一整體的河流生態觀 O 例如在氣

象方面，雖然規劃報告中，流域璟境特性有高屏溪的氣象資料，然而大氣

污染沉降對河水的影響，在規畫IJ報告中就沒有提及 O 在高屏模流域 ，夏季

吹西南風時，下游工業區及城市的廢氣，都可能沿著流域北上擴散到中上

游，再隨降雨及落塵污染水體 。 如果沒有考意這方面的影響，在污染整治

中，就欠缺了很可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璟 。

其次，生態的觀點整治一定要考慮到系統中的生物因子，而首要的工

作就是要了解這個生態系中的生物，亦即需要高屏溪及兩岸全面的生態璟

境調查 。 嚴格說來，我們對高屏慎的生物資源仍然是所知甚少，例如沿岸

的鳥類除下游外，從未有完整的調查;水中生物包括魚類、貝類、水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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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的調查也都集中在下游及河口 。 男一方面，我們對河川兩岸的植物幾乎

沒有任何數據，至今也不清楚流域眾多的無脊椎動物種類、數量 。

在璟保署的整治報告中，流域的璟境提及許多物理化學璟境因子，如

氣象特性、流量、海象等，但獨缺生態資料，導致無法論及整治對生物的

影響，或對生態系的衝擊 。 實際上，整個整治規畫中，生態資源的資料是

在景觀美化及觀光遊憩計畫中提及 。 雖然規畫中亦有計畫設置濕地生態景

觀區，但重點仍以民眾的休閒、遊憩為目的，導入的a烤肉、野營設施，不

知對保育維護濕地生態有何益處?這樣的作法，其理也明，就是不把生物

放在規畫對象的主體，而是附帶規畫的一小部份，和觀念中由生態觀點出

發，包含評估污染整治規畫對生物的影響，作法上有相當的差距 。

事實上，這方面資料調查並不困難，南部大專院校包括中山大學、成

功大學、屏東技術學院都有眾多的研究人員是這方面的上乘人選，但傳統

上，時常發生的是有了「豐富的數據 J '其中卻只傳達了「太少的訊

息 J '規畫單位若不能分析這些生態、資料所代表的意義及功用，接著下來

的工作恐怕也難利用這些資料 。

男外，污染整治不但要注意:河水的部份，更要注意包括河岸的整體流

域系統 。 例如，如果忽略中上游因被日益增加的開發，而逐漸減少的兩岸

天然植被，會使雨水截流量及下慘量減少，逕流量增加;水量在非雨季時

大量減少，稀釋能力減低，使污染加重，兩岸草本植物的減少， 又會減低

河川自掙作用中生物的淨化作用 。 實際上，生態的防治應注重建立永續利

用觀念，國內在學術上已有此觀念，河川中藉由士壤 、沙石、生物自然掙

化，就是永續利用概念的實現 。 可惜在高屏溪污染整治規畫中， 這種生態

系統掙化的功能，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

了解生物因子的男一個好處則是可建立污染防治的生物監測系統 。 污

染防治中，監測系統的建立是必需的自在高屏溪流域污染防治規畫中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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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水量監測系統，其規畫相當完善，可行性高，然而，其中監測的對象仍

以璟境中的物理、化學因子如水溫、溫度、空氣為主要的監測項目 。 在英

國已有國家水生生物評分系統，利用不同生物的耐污染的特性，來建立河

水污染的生物監測系統 。 這個系統的好處是，當污染源在排放控期間可能

流失時，化學監測系統可能只出現捏暫異常現象，但這種累積性的結果，

可能造成危害 。 在生物監測系統中，只要有污染源產生，都會在生物體內

造成影響，雖然不一定造成立刻死亡，但仍會對其族童及個體產生阻礙其

生長、發育、生殖的作用，故對較長期的監測比化學法更有其優越性 O 在

國內，水生生物監測系統一直只停留在璟境教育的階段，若能在監測系統

中加入生物監測，我們才能確實瞭解污染對生物的影響，也可能知道污染

改善對生物因子的確實功效 。

實際上 ，個人認為污染防治成功與否要靠一套有效的土地規畫與管

理，而一個良好的規畫管理必須建立在根據包括生態調查及系統評估上，

由藉評估結果加上人口及社經因素的通盤考慮 ，做成土地利用的規畫， 日

後的開發規畫都應以此土地利用規畫為主，不適宜的皆不開發，或要以減

輕方案替代 。 如此一來，任何的規畫以及污染防治才能落實，並造成土

地、生物、人類社會三贏的問面 。 這種考慮生態的土地規畫 ，在西方先進

國家都已用到包括農業和林地的土地利用中 O

六、結論

在國外學者 Niemi 等人在一項對淡水系污染整治研究中，發現有兩

個受破壞影響最大的因子 : 一為起暫的事件、包括化學等污染 ，另一項則

是長期的棲地改變。而在研究從 150 個破壞中復原的例于中發現，復原快

的通常是捏暫的化學污染，而棲地再回復卻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 不從生態

觀點考量的污染規畫可能也是如此，污染情況的減低必然是指日可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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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的改變路徑，往往無法預測，是否能回復，更是無人知曉，主事

規畫者不可不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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