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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溼地保育軸：保護區/明智使用區/復育區

2.淡水河系溼地現況：國家級/地方級

3.淡水河系溼地保育軸雛型：溼地網絡

大綱



溼地保育軸
 

─

溼地保育策略之串聯

溼地保育軸理念：
不放棄任何一塊溼地

(Hsieh et al. 2004 Ocean Coast Manag.)

Abandon no any pieces of wetlands



保護區
(Protection Area)

明智使用區
(Wise-use Area)

復育區
(Restoration Area)

保護區：健全良好之溼地─維持

明智使用區：仍具部分生態功能之溼地─生態旅遊

如魚塭與休耕水田

復育區: 遭受破壞、汙染、廢棄之溼地─積極復育



台北港台北港

挖子尾自然保留區挖子尾自然保留區

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

關渡自然保留區關渡自然保留區

五股溼地五股溼地

碧潭碧潭

翡翠水庫翡翠水庫

打鳥埤人工濕地打鳥埤人工濕地
城林人工濕地城林人工濕地

鹿角溪人工溼地鹿角溪人工溼地

三峽河與大漢溪匯流口人工溼地三峽河與大漢溪匯流口人工溼地
柑園河濱公園旁人工溼地柑園河濱公園旁人工溼地((施工中施工中))

三鶯橋上游板新水場旁三鶯橋上游板新水場旁
人工溼地人工溼地((施工中施工中))

三鶯橋上游河濱公園旁三鶯橋上游河濱公園旁
人工溼地人工溼地((施工中施工中))

大漢新店溼地大漢新店溼地

淡水河系溼地網淡水河系溼地網
串連成保育軸串連成保育軸

關渡平原關渡平原



溼地保育軸推動目標
溼地位階

淡水河系溼地面臨困境

• 淡水河系所有溼地已被堤防圍圈

• 無水文循環



 

國家級

 
棲地功能改善與維護



 

地方級

 
提升至國家級

復育研究

教育 明智使用



台北港台北港

挖子尾自然保留區挖子尾自然保留區

補償措施：補償措施：

保育物種：水筆仔純林與伴生物種保育物種：水筆仔純林與伴生物種
保育策略：維持保育策略：維持//明智使用明智使用//復育復育

港內建構防風林、潮間帶灘地、生態池港內建構防風林、潮間帶灘地、生態池



挖子尾自然保留區挖子尾自然保留區

威脅：輸砂作用改變，土地開發威脅：輸砂作用改變，土地開發
，廢土堆積，遊客踩踏，廢土堆積，遊客踩踏

研究：儘速監測灘地地形變化研究：儘速監測灘地地形變化



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
保育物種：水筆仔純林保育物種：水筆仔純林

及伴生物種及伴生物種

關渡自然保留區關渡自然保留區
保育物種：水筆仔純林保育物種：水筆仔純林

及伴生物種及伴生物種

社子島社子島

五股溼地五股溼地



五股溼地五股溼地

營建署於營建署於20072007年將關渡溼地及五股溼地劃設為年將關渡溼地及五股溼地劃設為
國家級溼地公園國家級溼地公園

關渡溼地關渡溼地

關渡平原關渡平原



台北市關渡平原細部規劃計劃台北市關渡平原細部規劃計劃

生態保育生態保育
尊重既有生態功能，保育建議提升至國家層級尊重既有生態功能，保育建議提升至國家層級

防洪功能防洪功能

高保護設施，高保護設施，建議為建議為200200年年防洪頻率，向北退縮防洪頻率，向北退縮
開發權益開發權益
發展區配置濕地淨化區，兼具親水、休閒、景觀等多元需求發展區配置濕地淨化區，兼具親水、休閒、景觀等多元需求



200年防洪堤北移
滯洪型溼地


 
儘速進行溼地生態、

 人文、社經研究
 NGO提案

關渡平原劃設為溼地公園
連結關渡溼地與五股溼地



二重疏洪道二重疏洪道

保育物種：四斑細蟌、黑鳶、遊隼保育物種：四斑細蟌、黑鳶、遊隼
威脅：水質汙染、棲地多樣性消失、無水文循環威脅：水質汙染、棲地多樣性消失、無水文循環

 保育策略：維持保育策略：維持//明智使用明智使用//棲地復育棲地復育

研究：研究：
保育物種生活史棲地需求保育物種生活史棲地需求

復育計劃：復育計劃：
水文＋生態＋防洪＋禦潮＋交通＋遊憩水文＋生態＋防洪＋禦潮＋交通＋遊憩



大漢新店溼地大漢新店溼地 台北市野雁保護區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台北市野雁保護區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台北市中興橋永福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台北市中興橋永福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保育生物：小水鴨與其他候鳥保育生物：小水鴨與其他候鳥
威脅：淤沙；水流動力不足；有機物汙染；缺氧；威脅：淤沙；水流動力不足；有機物汙染；缺氧；
高灘地陸化；低水護岸設置不當造成淺灘面積縮減高灘地陸化；低水護岸設置不當造成淺灘面積縮減



華江溼地位於淡水河系
 嚴重污染河段中心位置

水質不良
• Low DO: < 3 mg/l
• High BOD: > 7 mg/l
• High NH4

 

: > 5 mg/l

‧生物多樣性低

‧高汙染忍受度的貧毛類為

優勢種

‧水鳥豐度

 
<< 陸域鳥類

Danshui River

大
漢
溪

新
店
溪

生態服務功能差

EPA reports: 1994~2002

華江溼地華江溼地
（試驗區）（試驗區）

永福溼地永福溼地



台北市野雁保護區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台北市野雁保護區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華江溼地已成蘆葦草生地
水塘、淺灘面積減少

國科會生態系統功能維護及復育跨領域整合型計國科會生態系統功能維護及復育跨領域整合型計
 劃─淡水河大漢新店溼地復育與經營管理之研究劃─淡水河大漢新店溼地復育與經營管理之研究

(97(97年年‐‐100100年年))



自然力 人類需求

棲地劣化

生態功能惡化

生物多樣性降低

教育社造

現地棲地復育操作

生態監測評估

自然人文面

水利環境

 工程面

生態面

恢復自然生態

達成環境永續目標 - 保育

改善棲地

明智使用

增進人文美學

生態功能回復

生物多樣性增加

效益

劣化成因 操作方法 預期結果 專長面向

經營
管理面

知識經濟

復育研究流程



退潮流向

新潮池
(20 m×100 m×0.5 m)

沈澱池

新潮溝
(5 m×100 m×0.5 m)

增進潮汐流路增進潮汐流路

增加水中溶氧增加水中溶氧

華江溼地棲地復育及改善試驗



增加潮汐流路

新潮溝 (A) 營造前(2008年9月) (B) 營造後(2008年10月) (C)營造後4個月 (2009年2月)

新潮池 (A) 營造前(2008年9月) (B) 營造後(2008年10月) (C)營造後4個月 (2009年2月)

(A)                                            (B)              (C)                                 

(A)                                            (B)              (C)                                 



(a) 以太陽能動力幫浦將含氧的表層水打入氣室區

 
(b) 湧升柱實體圖

(c) 太陽能供電系統

 
(d) 設於潮池的一個湧升柱

增加
水中溶氧



小水鴨 (Anas
 

crecca) 於華江溼地漲潮與退潮期間，在內河道與新潮池

 兩棲地之間分布的異同

結果：小水鴨分布於營造潮池的數量隨時間遞延而增加
(2008年10月~2009年3月)，退潮期間尤為明顯



新店溪：碧潭新店溪：碧潭

特色：曾是台北名勝之一，民生用水水源特色：曾是台北名勝之一，民生用水水源((青潭取水口青潭取水口))
威脅：人工化攔水壩阻礙水生生物洄游、遊憩壓力威脅：人工化攔水壩阻礙水生生物洄游、遊憩壓力
保育策略：重建洄保育策略：重建洄游游路徑路徑



翡翠水庫翡翠水庫

特色：大台北飲水來源特色：大台北飲水來源
威脅：水庫淤積威脅：水庫淤積

 
優養化優養化

保育策略：集水區維護保育策略：集水區維護
 

水域維護水域維護
 

水質改善水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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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淨化型人工溼地

人工溼地經生態工法強化水質淨化能力，淨化的過程中達成
生態系自我組構，並提供生態服務功能

污水

維管束水生植物

消耗含氮、磷物質

初級生產力

食物網
生物多樣

淨水

大地河川(硝化作用

 

脫硝作用

 

去磷作用)
吸附 吸收 攔截

陽光

轉換能量

生態工程為基礎
生態系自我組構

人類社會
教育
自然美學欣賞
生態旅遊
綠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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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原生物種

溼地存在
生物多樣的美

 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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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表面流式淨化流程(一般)

密植區Ⅰ 密植區Ⅱ開放水域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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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表面流式淨化流程(本土化)

• 新海橋一期：密植區Ⅰ→開放

 水域→密植區Ⅱ→生態池

‧新海橋二期：沈澱池→密植區

 Ⅰ→開放水域→密植區Ⅱ→生

 態池

‧浮洲橋：沈澱池→開放水域→

 密植區Ⅰ→密植區Ⅱ→生態池

新海橋二期













入流口

出流口

入流口

出流口













浮洲橋

新海橋一期











入流口

出流口

第一密植區

第二密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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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三處人工溼地水質改善比較

DO 濃度增加, BOD 與 NH4
+ 濃度下降

新海一期 新海二期 打鳥埤

汙水流向：
1→6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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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棲昆蟲多樣性
新海二期

 
> 打鳥埤

 
> 新海一期

大漢溪三處人工溼地促進生物多樣性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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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與生物多樣性之關係

• 新海一期人工溼地無顯著效應
• 新海二期與打鳥埤人工溼地有正面的效應

– 生物多樣性與DO濃度呈正相關
– 生物多樣性與BOD濃度及NH4

+濃度呈負相關

DO ↑
多樣性↑

BOD, NH4
+ ↓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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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人工溼地

打鳥埤人工溼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新海一期



汙水排放口 初沉池密植區Ⅰ 密植區Ⅱ

開放水域

 
(溪流)草澤區 林澤區

鹿角溪人工溼地



更多的串連

• 城林人工溼地

• 三峽河與大漢溪匯流口人工溼地

• 柑園河濱公園旁人工溼地

• 三鶯橋上游河濱公園旁人工溼地

• 三鶯橋上游板新水廠旁人工溼地



大漢溪人工溼地群
華江 新海 浮洲 打鳥埤 城林 鹿角溪



淡水河系溼地保育軸─溼地網絡串連淡水河系溼地保育軸─溼地網絡串連

推動要素

1.自然、生態、社經研究



 

水文/水利/地質/地形


 

生態系結構/功能


 

人文地理歷史


 

綠色經濟



 

學校教育


 

社區營造：NGO培力與賦權


 

大眾教育

2.復育研究


 

瀕危物種/旗艦物種之棲地復育


 

水生生物洄游通路


 

環境流況之重塑：水質與水量

 亟需提升

3.教育宣導

4.經營管理架構

 保育策略：維護/明智使用/復育
 管理組織之串連：在地社區，民間NPOs，NGOs，地方政府，中央政

府，學術社群，顧問公司之合作
 溼地之串連：國家級，地方級

自然，半自然，人工溼地，復育型劣化溼地，補償型溼地
 溼地保育財源：政府預算，溼地綠色經濟產業，生態旅遊，企業認養



河川溼地生態系

價值

結構
沙洲草澤,濱水,底棲及水生生物
之物種組成,豐度,生物多樣性等

功能
棲地,生產量,食物網之物質傳送
，調節機制（彈性,持續力）等

產品及生態系服務

非使用價值
存在,物種保存,生物多樣性,

 
文化傳承

使用價值

消耗性質使用
灌溉,飲用水,魚獲,採取沙

 
石,填土造地

直接
水上遊憩(划船、游泳),交

 
通運輸,美學欣賞,賞鳥

間接
氣候調節,紫外線防護, 棲

 
地維繫,洪氾控制,水質淨化,

 
沖蝕控制

人類行動
公私部門之經營管理

 
策略

自然營力
流況, 河相, 水質等

非消耗性質使用

引導

人
類
在
內
之
生
態
系

生
態
系

人類需求

明智使用

不當使用

消失

永續



溼地保育溼地保育
 

涓滴成河涓滴成河

匯流成風潮匯流成風潮

引導眾人自在安心的生活引導眾人自在安心的生活

打造節能減碳的社會打造節能減碳的社會

安身立命的國度安身立命的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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