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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翻身
淡水河復甦有望

活化現生機

治.J)反v水河是台北地區居民的資產 ，四 治理也有賴兩縣市合作、共同推動，使 將導致原來賴污水補注河川之流量因被

十年前， 曾是台北地區居民垂 居民享有足以驕傲的淡水河 。 收集，而致河川流量枯竭 ，引起海水上

釣、捕魚 、 划船、游泳、水上遊憩活動 溯入侵 ，有礙生態的穩定 。 在此一社會

的好去處 。 但因數十年來，沿岸流域的 五0年代:污水集中處理後放流 反應下，將系統調整成為部分就近處

發展及人口增加，大量排出污水， 導致 淡水河河川水質的治理，起自民國五 理，以補注河川流量 ，而於台北市迪化

失去昔日的魅力，當一度因污染惡化， 十年代後期，在聯合國經費支援下，成 街興建二級處理廠，每日處理五十萬噸

而被稱為「黑龍江」。 立專責單位，規畫流域性改善策略， 最 後，就近放流入淡水河 。

後提出以興建污水下水道為主要目標的

縣市攜手洗刷污名 解決方案，因鑒於流域流量低，缺乏稀 八0年代 :系統謂整部分就近處理

但經三十年的緩慢整治，以及現任台 釋能力， 要維持河川水質， 需高級處 其間適進行基隆河截彎取宜，所產生

北市郝龍斌市長將活化淡水河列為其首 理，負擔太重 ，而建議採流域性污水集 之新生地，土地利用而衍生的污水流

要工作，而台北縣周錫瑋縣長也將河川 中收集至八且 ，經初級處理後放流台灣 量，因污水下水道下游系統已完成不易

治理列為重要政務 ， 在兩岸共同積極努 海峽。其後歷經二十年的推動，奠定基 擴充容納，亦於內湖籌建內湖二級污水

力下，於今年二月呈現三十年來最佳水 本系統架構，也完成了每日處理一百三 處理廠就地處理後放流基隆河，以增河

質，出現復甦的生機 。 十二萬噸的八里污水處理廠及放流系 川流量 ，上述兩污水廠也已興建完成操

世界上各大都市幾乎都鄰近河川或海 統 ， 但因後續台北縣污水下水道施工緩 作中 。

口，台北縣市人口五百多萬人，也因擁 慢，成效尚未顯著 。 但因其間成認污水下水道建設緩慢，

有淡水河而興盛，淡水河可說是台北縣 在實施近二十年後的八十年代，維護 而河川水質污染嚴重，為加速改善，於

市共同資產 。 各國莫不積極維護都市河 生態的理念抬頭，咸認若將全流域污水 雨水排水系統未端採截流設施，截流雨

川的清淨 ， 以提升都市價值，淡水河之 集中至八里，經處理後放流台灣海峽， 水下水道內之污水，進入污水處理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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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也即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優先，短 輕污染為最可立竿見影的措施，經積極 河川水質治理除治本的污水下水道

外，隨著時代的新思維，結合生態、人

文，以及河上各種活動，以恢復音日的

期不能接管地區採截流方式，而積極推 推動後，已見成效 。

動 。

引進生態、工法形成綠色迴廊 河川文化為目標的新做法，巴融入在台

新觀念: 另淡水河台北縣側，由於河灘地多， 北縣市共同推動的淡水河治理策略中，

加速接管及截流多管齊下 以及廣闊的二重疏洪道可供利用，因之 包括採

郝龍斌市長上任後，為加速改善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