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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自然公園規劃 - 以二重疏洪道為例 

Transforming flood discharge channel into metropolitan nature park,  

A case study in Erching Area 

 

【摘要】 

近年來都市快速的發展，大幅度改變自然環境，使環境產生異常變化，此變化嚴重

影響人類的生活品質，為此，以位於大台北都會區核心地帶的二重疏洪道為例，它歷經

滄桑自洲仔尾溼地，變成農田再變成部分違建住宅聚落，再因洪氾因素變成「疏洪道」，

相對地共生態結構，生物棲地與生態多樣性也產生劇變。 

在員山仔分洪設施完成後，本研究區洪氾機率降低，也因此造成逐漸轉型為「運動

公園」之型式，怕對原來之生態棲地，並未增益，為此本研究探討是否有其它「發展定

位」之可行性。在現行都市公園系統對於「自然公園」之定義未盡清楚，而民國 99年

國家公園法修訂已增修了「自然公園」新類別，因此本研究擬以河川濕地為新的類型，

探究如何用生態規劃方法提升都市河川廊道生態功能，並運用濕地營造手法將研究案例

基地二重疏洪道規劃為都會型自然公園。 

本研究藉由了解生態結構之機能、公部門對改善河川生態機能的作法及政策、探討

自然公園最佳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模式，以及國外對此課題之作法與相關案例。瞭解提

升河川生態機能之空間規劃手法， 並將此做法運用於研究基地上。 

本研究成果發現「濕地復育」為提升都市生態機能之重要手段，利用濕地環境為主

體，可建立都市生態環境研究基盤，並可將都市公園綠地系統之生態價值透過研究，建

立合理規劃設計規範，以提升都市景觀生態多樣性。而在兼顧「防洪、生態、教育、休

閒」之多功能下，期望「自然公園」之規劃能給予二重疏洪道更務實永續之發展願景！ 

關鍵詞：河川廊道生態系統、濕地復育、都會型自然公園、景觀生態結構、棲地保育。 

 

 

 

 

 

 

 

 

 

 

 

 



Transforming flood discharge channel into metropolitan nature park,  

A case study in Erching Are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apid changes in cities have posed significant and abnormal influences 

on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ings’ living quality has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the 

changes. Due to this, take Erching discharge channel, that is located the core of the 

megalopolitan Taipei City, the place used to be Chautsaiwei wetland, farmlands, then became 

a ground with unapproved constructions. Finally, serious because the flood risk, the discharge 

channel has been constructed here until now. For sure,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here has been 

changing acutely. After finished building Yuanshantzu flood diversion channel, flood risk rate 

has reduced, and this area has become a sport park. Therefore, all changes here are probably 

destructive of habitat restoration.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probe into that if 

Erchong has other fea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s. Existing urban park systems 

have no clear definition for “natural park” while in 2010 amendments to the National Park 

Act has added “Natural Park” as a new category;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use 

river wetland as a new category to investigate how to apply ecological planning method to 

facilitat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urban river corridors and also how to apply wetland 

construction method to map out Erching flood discharge channel, the base of the case study, 

as an urban natural park.  

By means of understanding functions of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public sectors’ ways 

and policies to improve ecological functions for rivers, discussing the optimal model of space 

planning and land uses for natural parks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ways and related cases for 

this issue, the study attempted to propose a space planning method that improves ecological 

functions for rivers and applied it to the research b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etland restor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urban 

ecological functions. By using wetland environment as main body, infrastructure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an be established. Moreover, through the research suit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values of urban park green systems, 

diversific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ecology can be enhanced. For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flood 

prevention, ecology,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this study looks forward to that the planning of 

the "Natural Park" would help Erching flood discharge channel to be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River Corridor, Wetland Restoration, Urban Nature Park, Landscape Ecological 

Structure, Habitat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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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在全球環境異常的變遷下，導致生態系改變、熱島效應等環境課題，人類開

始注意到自己的生活環境，是否可以永續發展。因此相關的環境議題便漸漸被提

出來討論。目前因都市快速發展，造成都市都會化，使得地價提高，因此在都市

規劃的土地徵收中，綠地規劃通常不是最優先的考量，造成都市生態系統的失衡。

面對日益惡化的都市環境課題，須要經由生態環境系統復育來解決，目前於都市

可利用的開放空間及綠地範圍不足，欠缺大尺度的生態區域，多呈零碎點狀及帶

狀分布，不足以讓生態系的能量循環及物種遷移通道，因而整體都市生態系統也

面臨極大之危機。 

因此若將都市的水與綠結合及串連，使成為生態廊道系統，可作為城市的能

量及營養物的運輸途徑、治山防洪、涵養水分、保育生物物種、提供動植物的棲

息地及移動通道，如此才有生態都市效益，達到改善都市環境之效用。因此現今

須思考的是，如何在都市建立具有生態效益的系統，將河川、道路、公園、閒置

用地，以自然或人為方式串連，達到高效率的生態網絡。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改

善都市生態系統的結構，建構更完整的都市生態網絡。 

在台灣河川是具代表性的自然生態體系，是人與生態系統最相關的自然資源，

水是人生活的必要資源，因此居民生活是從河川先開始，沿著河川廊道發展，許

多動植物生存也依賴著河川，但人對河川的運用方式，多為水患防範、水資源的

提取、排放廢水、周邊土地的利用，多以人的角度來思考，這些開發帶來經濟效

益，但也使河川失去原有的生態廊道機能，因此本研究提出以生態角度來思考都

市河川水域是否有永續之利用型式。 

現今於大台北都市地區土地使用密集之情況下，淡水河河濱地帶是都市最大

且可串連的綠帶面積，而位於其中的二重疏洪道地帶擁有廣大的洩洪空間，是都

市潛在最大的綠地空間。自然公園是生態網絡中綠地使用與生態較相容之形式之

一，具有提供環境保護、保存物種和其遺傳基因、促進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等功

能。盧道杰於 2001 年指出，若要在有人群居住之鄰近區域，作永久保存的生態

保護空間，必定要與附近居民有一定程度的交流。而 2010 年政府更通過環境教

育法，利用教育傳遞良好的生態知識、態度及行為，解決不良環境之根源。本研

究係定位在不影響疏洪道的功能之下，以生態保育為主，休閒、教育為輔的空間

規劃，於河川地帶規劃生態保護區塊，俾維持生態正常過程，並參考國外案例，

將二重疏洪道規劃為自然公園，使之成為都市生態網絡結構中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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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如何提升都市疏洪道的「生態」機能，使「疏洪、生

態、教育、休閒」之機能兼顧，建構更完善的都市生態網絡。但此四點特性

不同，於研究時需權衡其結合與抑制方式。其各機能特性目的詳述如下： 

一、疏洪 

本基地的建設目的是分流淡水河上游水量與解決此區地勢低窪帶

的淹水問題，因此規劃之建設，需維持水流暴漲時期排洩順暢，一切

建設以此為根本。 

二、生態 

本研究以景觀生態學與棲地保育之理論切入「生態廊道、生物多

樣性及獨特性」之觀點，再經由分析環境地理因子，以了解最適當的

規劃模式。 

三、休閒 

休閒是目前都市需要的使用空間，本研究基地可為民眾解除壓力、

提供大尺度的活動設施。功能可與生態特性做結合，成為本基地之獨

特性。 

四、教育 

本研究利用教育可傳遞正確對待生態環境之特點，利用基地規劃

生態教育之空間及經營系統，讓基地之生態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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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與規劃範圍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為台北都會中心之淡水河系以及周邊之行政區、流入之水

源區。其行政區為新北市之五股區、泰山區、新莊區、蘆洲區、三重區以

及板橋以縣道 106為界、桃園縣龜山鄉以縣道 105、鄉道 1為界（如圖 1-1

所示）。 

二、規劃範圍 

本研究規劃範圍於台北都會淡水河系之二重疏洪道，此區域位處低窪

地帶，因此設計之初用來防洪的，後來延伸兼具休閒環保功能。 

此區全長 7.7 公里，寬 450~750公尺，面積達 424公頃的排洪道（如

圖 1-1所示），因此，擁有廣大綠地空間，相當於 16座臺北市大安森林公

園，比美國紐約市中央公園大 1.25倍，左右堤岸與台北縣的五股區、新莊

區、三重區、蘆洲區相鄰，為大台北防洪計劃之一環。 

 
圖 1-1 研究與規畫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4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內容 

本研究透過「研擬整體規劃及管理綱要計畫」，探討如何利用新北市的疏洪

道成為生態廊道，加強都市的生態綠網之建構。 

透過調查基地環境資源調查，並參考國內外相同環境區域進行文獻回顧與分

析，找出最適合基地發展形式，並依據上述研究發展構想，研究整體管理綱要計

畫。於研究過程包括研究範圍調查、相關理論文獻回顧、設計概念發展、基地

現況分析、案例研究（如表 1-1、圖 1-2所示）。 

 

 

 

 

 

 

  

 

 

  

 

 

 

 

 

 

 

 

 

 

 

 

 

 

圖 1-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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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研究程序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

順序 

研究 

項目 

研究內容 研究項目之細項 

1.  緒論 從研究緣起說明都市都會化，讓生態

系統環境變化至影響民眾生活品

質，由此確定改善環境之研究目的、

研究程序及研究方法，作為本研究之

探究依據。 

研究緣起與研究目的 

2.  相關文獻

回顧與研

究 

收集相關理論並探討對本研究的意

義與影響。文獻收集來源為網路資

訊、政府刊物、法令以及國內外的碩

博士論文及期刊。研究文獻之方向如

下列所述： 

 自然公園相關研究 

 台灣溼地政策與相關研究 

 二重疏洪道相關研究 

 景觀生態學相關研究 

 案例研究 

自然公園相關研究（自然

公園起源、自然公園目的） 

台灣溼地政策與相關研究

（台灣溼地政策、治理現

況、相關研究）、二重疏洪

道相關研究（相關計畫、

相關研究、相關法令）、景

觀生態學相關研究（景觀

生態結構、棲地保育、高

灘地結構）、案例研究（濕

地公園、自然保護區、城

市疏洪道） 

3.  基地資源

調查 

了解「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之內

涵、現況與空間特性。 

自然環境（地形、水文、

氣候、生態資源、景觀資

源）、人文環境（土地使

用、交通動線、歷史變遷） 

4.  潛力與限

制分析 

以基地空間特性分析「潛力、限制」

資源。 

分析環境資源特性 

 

5.  環境資源

綜合分析 

以基地特性分析「對策、管理方式」 

之未來發展。 

策略發展方向 

未來經營管理重點 

6.  發展定位 透過文獻回顧，了解規劃對象之相關

資源，於此訂定發展定位 

基地發展定位 

7.  確認整體

發展構想 

以基地定位為基礎，發展「確認整體

發展構想」。 

規劃策略、基地構想 

8.  研擬實質

計畫 

依整體發展計畫規劃分區配置、及各

管理計畫 

基地分區以及水資源、棲

地復育、動線、解說、生

態經營計畫 

9.  結論與建

議 

審核研究成果有無達到研究目標，以

及提供未來後續規劃建議 

檢討研究成果、規劃未來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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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規劃需要，須了解二重疏洪道的現況，進行現地廊道調查。調查內

容包括堤防內之空間分區、生態資源、水資源，以及人為使用現況，在依上述主

題歸納成系統（此為本研究之二重疏洪道實證規劃章節），進行綜合分析，進而

找尋議題解決方式。 

依調查資料的土地性質（人文休閒、環境教育），其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生

態保護區是以文件資料及訪談為主，調查生態保護區是以面談與電訪方式交談，

再現場回應或給予相關文件資料，並利用 E-mail信件傳遞；休閒遊憩區：以觀

察法為主，利用訪談所得資訊鮮少。 

資料收集方式可分原始資料（primary data）、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

（Kumar, 2000）。次級資料包括前人完成資料收集，來源有政府研究報告、政府

出版刊物、民間組織研究，原始資料包括經由現地觀察及訪談所得資料，其研究

方式如下所示（參見圖 1-3）。 

一、原始資料 

原始資料是直接取自現地之資料，其方式可分為訪談及觀察，由於基地

面積廣闊，以機車與腳踏車作為移動工具。為了探討研究議題進行不同時段

之調查，可分為假日、非假日、早上、下午、晚上。 

 

 

 

 

 

 

 

 

 

 

 

 

圖 1-3 資料收集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訪談 

訪談是訪問者規劃想要研究議題的相關問題，以此互動來蒐集資訊，訪

談時以一對一或一對多，於開始訪問時可以從開始的幾位訪問者回來，帶入

偏見，依此回答方向訪問接下來的人。 

‧數值地形圖 

‧相片基本圖 

‧ Google Earth 

資料收集方法 

次級資料 原始資料 

研究報告 觀察 訪談 

‧政府研究報告 

‧政府出版刊物 

‧民間組織研究報告 

圖資 

‧ 融入觀察對象

活動 

‧ 聆聽及觀看對

象活動情形 

‧生態區管理 

‧民眾使用偏好 

‧網路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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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為研究議題相關之人員，如生態營造訪問管理組織（荒野保護

協會生態區管理專員、臺北縣高灘地工程管理處）（參見附錄 表 8-1、表 8-2），

基地之人工設施訪問使用之民眾（參見附錄 表 8-3），訪問之主題依本研究

之方向分為「生態區管理與民眾使用偏好」，其提問綱要如表所示。 

 

表 1-2 訪談問題綱要 

分類 生態區管理 民眾使用偏好（生態區、休閒活動設施） 

細項 1. 如何經營管理機制 

2. 生態區改善計畫 

3. 如何進行例行生態調查 

4. 管理生態區之人員調度

及工作分配 

5. 管理經費籌措 

1. 使用何者設施 

2. 使用頻率 

3. 時間 

4. 居住地區 

5. 交通時間交通地點 

6. 年齡 

7. 職業 

8. 為何不使用居住地附近之鄰里公園 

9. 使用習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觀察 

觀察法是觀看基地之現地情況，以此研究使用者的行為（如使用者使用

時間或習慣）或環境資料（補足二手資料不足之處或最新現地資料）。針對

觀察對象有兩種方式，一是融入觀察對象之活動，另一是聆聽及觀看他們的

活動情形，再作紀錄，其輔助紀錄工具有相機、圖資（方便於現況紀錄.對

照環境）、錄音設備，其所得資訊以人工設施為大宗，其次為生態資源。 

二、次級資料 

（一）圖資及例行調查紀錄 

政府或民間機構常規律性的收集資訊（如雨量、河川水位）、研究（如

稀有動物改善工程計畫）或利於民間團體成員使用的資料（如動物普查）。

此資料之形式有文字、數據、圖資，而本研究利用之圖資有數值地形圖（95

年）、相片基本圖（67、75、83、96年）、Google Earth、二重疏洪道相關計

畫之規劃圖與物種例行調查紀錄。 

（二）研究報告 

於國內外政府、學術機構、民間團體撰寫相關資訊，將此運用於本研究

上，形式有碩博士論文、期刊、研討會、研究之書籍專刊、政府規劃案報告、

相關機構之網路，所得資訊以生態資源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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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主題是探究「都會區自然公園規劃-以二重疏洪道為例」，因此首先須

瞭解研究區域在景觀的生態區位，藉以瞭解可提供何種功能，以及在景觀生態學為

何種地位。藉由如此的探討，先瞭解廊道與景觀生態學之間的關係，再由保育相關

文獻中明白生物多樣性對廊道棲地保育的重要性，最後再整理出高灘地對現在環境

重要性以及棲地保護方式。 

第一節  景觀生態學相關研究 

一、景觀生態學理論 

（一）景觀生態學之定義 

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發源於東歐和中歐，1939年由德

國地理學家 Carl Troll利用航空照片研究東非土地利用課題提出

「ökologische bodenforschung，景觀生態學」，Carl Troll強調景觀生

態學是將植被生態學、地理學和航空攝影測量學結合的一門綜合學科，將

其定義為景觀生物群落中之間交流及回饋關係，爾後許多學者針對此提出

相關定義及許多學派理論，此舉奠定日後發展基礎（參見表 2-1、圖 2-1）。 

根據上述成果，1981、1983年 Forman針對不同於生態學科相互關係，

提出「塊區-廊道-基質，patch-corridor-matrix」之景觀空間。2003 年

鄔建國針對此認為土地及景觀的規劃、管理、保護和復育有密切關係。 

1. 景觀結構：組成景觀單元的相互關係。其相互關係，如：多樣性、空

間關係、尺寸、格局、類型。例：在不同生態系統的面積、形狀，其

空間格局是以不同能量、生物體組成。 

2. 景觀功能：景觀的結構和功能的相互作用，或景觀單元組成之相互作

用。主要是指在生態系統之間的平衡與進化的相互作用。 

3. 景觀動態：指景觀結構與功能隨時間而發生之變化。 

 

 

表 2-1 景觀生態學定義及相關理念 

研究學者 年代 定義 

Carl Troll 1939 景觀生物群落中之間錯綜複雜的因果反饋關係的學科。 

Zonneveld 1979 景觀生態學是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方面，注重由相關單元組成某一區域

的完整性。 

Tjallingli 1981 景觀生態學在研究時間、空間中所有組成成分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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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 年代 定義 

Forman, 

Godron 

1981 景觀生態學是由「嵌塊-廊道-基質，patch-corridor-matrix」之空

間組合。 

Langer 1983 景觀生態學為一門科學的學科，它涉及景觀系統的內部功能、空間組

織和相互關係。 

Naveh, 

Lieberman 

1984 景觀生態學是跨學科其包括生態系統學、控制學、系統論，是人類生

態系統科學的一個分支 

Forman et 

al. 

1986 景觀生態學是針對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所組成的異質地表結構、功能

及改變之研究。 

Urban et 

al. 

1987 景觀生態學需要去了解生態的發展、能量流動、生態系統中干擾的角

色、生態空間特性以及時間尺度。 

Golley et 

al. 

1991 景觀生態學可以提供規劃者和設計者兩者重要的資訊：1.以人類實用

的空間尺度來描述生物和物理結構。2.描述時間和空間的動態過程。 

王小璘 1991 景觀生態是以天空為頂，地表為底，在一定範圍之戶外空間及其所包

含之有機無機、有形無形因子及其之間的互動關係所產生之自然效應

組合。 

肖篤寧 1993 景觀生態學乃強調以無機環境為基礎，以生物為中心，以人類為主

導，正確處理天、地、生、人、文的相互關係，合理調控現有景觀生

態學系統和規劃設計與建造新的景觀生態系統。 

Steven 

D.Garber 

1997 說明都市生態的基本理念，以及探討人和自然之平衡點。 

蔡厚男、蔡

淑婷 

1998 提出如何落實生物多樣性之發展原則。 

郭瓊瑩、王

秀娟 

1999 以景觀生態學觀點針對台灣地區鄉鎮市公園綠地系統發展模式，提出

建構之規劃策略。 

林憲德 1999 說明了都市生態綠網計劃的概念及問題。 

陳琦維、孔

憲法 

2000 對於都市棲地調查與評估系統方面，參考英國之都市棲地政策，提出

本土調查架構系統與原則。 

凌德麟、李

柏賢 

2000 以景觀生態角度探討都市綠地之棲地，提出了景觀生態原則應用模式

之建立。 

郭瓊瑩 2003 景觀生態學強調以無機環境為基礎，生物為中心，及以人類為主導，

正確處理天、地、生、人、文之相互關係，而能合理調配現有景觀生

態系統，並得藉由生態規劃與設計手段，創造或促成適應環境新的景

觀生態系統之成型。 

鄔建國 2003 景觀生態學與土地及景觀的規劃、管理、保護和復育有密切關係。 

林信輝、張

俊彥 

2005 研究不同的景觀尺度的空間變動，包含生物、社會因子及景觀異質

性，以及景觀結構、能量流動以及動植物和不同尺度的景觀元素間的

時空變遷關係。 

（資料來源：整理自 陳彥良，2001；俞孔堅，1963；鄔建國，2003；趙羿、賴明洲、薛怡珍 2003；郭瓊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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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景觀生態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內容及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論 

 

 

（二）景觀生態學的結構與功能 

Forman 與 Godron（1981）提出在不同景觀下的結構單元可分為塊區、

廊道、基質。此理論對景觀結構、動態、功能創造「空間語言，spatial 

language」之學說，這學說提供景觀結構與功能彼此關系之探討，以及比

對它們在時間上的變化（Forman，1995）。景觀結構單元分析如下： 

1. 塊區（Patch） 

塊區的結構是多樣化的，形成方式可以分為自然及人為，自然形成的塊

區（生態系統）常呈現出不規則的形狀，人為形成的塊區（城市、農田、公

園等）常呈現規則的幾何形狀。塊區的邊緣受不同影響而呈現不同生態特性

之現象，此現象為邊緣效應（edge effect），如氣象（氣溫、溫度、風速等）、

物種習性（有部分物種居住在塊區邊緣）、邊緣形狀（緊密或寬鬆）；其影響

如塊區邊緣形狀越接近方形或圓形（緊密），其邊緣長度越短，有利於保存

能量、養分及生物；而形狀為長條型或曲折（寬鬆），有助於塊區內部與外

部的交流作用，可交流能量、物質及生物。 

 

（資料來源：趙羿、賴明洲、薛怡珍，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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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廊道（Corridor） 

廊道指景觀結構的線型空間單元，根據組成內容，廊道可分為河川、道

路、鐵路及樹林等。廊道的多樣性類型，反映結構和功能的多樣性（鄔建國，

2003）。人工化的廊道，在人類環境可以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如橋梁、道路、

電話線路等；而具生態性之廊道，在自然環境可以促進生態發展，如河流、

樹林帶狀等，其功能可分為生存空間（如河岸生態系統）、通道（如動物移

動、植物傳播管路）、過濾和抑制作用（當能量、物質、生物穿越時的阻隔

作用，如防風林）、聚集和擴散（物質、能量、生物在景觀環境的聚集和擴

散作用）。由上述可知，廊道可為環境帶來助益，其根據不同寬度、地形、

植被，功能而有所不同，如表 2-2所示。在環境中廊道經常交錯成網路

（network），使與塊區、基質的交互作用影響更深。由此可知，倘若在人類

環境置入具生態性之廊道，可添加人類群落環境之生態性。 

表 2-2不同類型之廊道特性 

廊道類型 特性及建議寬度 作者/年代 

線性廊道 12m以下 

幾乎為邊緣物種，多樣性很少；

具較多的內部物種及多樣性。 

Forman & Godron

（1986） 

帶狀廊道 12-30.5m 

61-91.5m 

溪流廊道 包含河床、溪流、洪

氾平原及高地，需足

夠支援內部物種 

溪流廊道 河流邊高地的廊道寬度為27.4m Budd et al. 

（1987） 

帶狀廊道 46-152m  Rohling（1988） 

帶狀廊道 9-91.5m 供個別動物每週或每月移動 

Harris &Atkins

（1991） 

91.5-915m 供整個物種每年的移動 

915m 供所有物種幾十年或數世紀的移

動 

溪流廊道 15-61m 河岸的廊道 

Pace（1991） 

402-1609m 河岸及山脊廊道，供動物分布的

通道。 

 更寬的廊道提供功能性自然棲

地。 

溪流廊道 河川（河濱）廊道15公尺 

有高地的河川廊道402公尺 

溪旁的高灘地廊道27.4公尺 

Bueno, 

Tsihrintzis & 

Alvarez（1995） 

（資料來源：整理自杜文郁，1998、陳坤佐，2001） 

 



2-5 
 

 

3. 基質功能（Matrix） 

基質在景觀組成結構單元最大者，連結度也最廣，擁有最大相似背景之

結構，因此面積最廣，如草原、森林、農地、都市等，在基質中通常可以看

見區塊和廊道，如在森林中可看見單一種樹林（塊區）和河川（廊道），因

此基質比另二項結構擁有更高的連續性。但在環境當中塊區（Patch）和基

質功能（Matrix）較相似，一般而言在環境中有一結構面積最廣，被認定為

基質。 

二、棲地保育 

（一）棲地保育重要性 

人類生存於自然環境當中，為了生存皆取自自然環境之資源，如居住

地、生活必需品（例食物、醫藥等），就如醫藥而言許多成分源自植物，

例中國藥用植物的紀錄，有 5000多種以及歐洲、加拿大、美國之處方藥，

約有有四分之一成分源自植物，於 1804年德國人 Friedrich ・ 

Serturnerr 從罂粟提煉鴉片，發現具有鎮痛效果，於今日持續研究發現

新成分用於藥物，造福人類。但自工業革命開始，人類加速破壞及使用自

然環境地區，間接使物種瀕臨絕種，甚至滅絕，因此開始對自然環境採取

「保護」為補救措施，於此時開始對棲地展開保護行為，保護的對象通常

分三類型（趙翌、賴明洲、薛怡珍，2003），其一為高生態多樣性；其二

保護稀少及瀕危之動、植物；其三為保護代表性的群落、生態過程。 

此保護之思想逐漸達到高峰，促使 1948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IUCN）成立，並發表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

名錄（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以及 1992年聯合國通過生物

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由此發表對

棲地保育的多樣看法及保護區定義，參見表 2-3、2-4，由此表格得知棲

息地消失，導致物種的迅速減少，以及了解生物多樣性對保護自然環境的

之必要性。2012年李玲玲對此現象表示「如果生物多樣性可以成為社會

主流，就能避免把物種與棲地排定優先保育等級的痛苦與無奈」。因此通

過 IUCN 及 CBD定義，更奠定日後棲地保育之重要性及發展之方向。為此

國際更為此訂定「Aichi Targets」，將生物多樣性成為主流及永續利用。 

表 2-3國際組織對棲地保育看法 

組織 事件 

IUCN 編撰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提及 30%以上海洋生物、90%的淡水魚以及 86%的哺乳類與鳥類棲地直接受到衝擊而

進入滅絕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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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發表目前自然界物種的滅絕速度界於 1,000 和 10,000 倍之間，生物多樣性

之衝擊，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引起的生物之變化量，都是全球性關心之議題，亦是

全球危機之一 

聯合

國 

1992 年透過建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維持世界之生物多樣性，以達永續發展，

並預定 2012 年達到「顯著性降低全球生物多樣性消失之速度」，以造福全球之生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4 國際組織對保護區定義 

組織 年分 保護區定義 

聯合國建立之生物

多樣性公約（CBD） 

1992 以地理學來管理資源，利用持續性的公平對待方式，以達到

特定保護的目標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 

1994 在一個明確的地理空間，為了致力於保護及維持生物多樣

性、自然及相關文化資產等，而特別劃定，並依法律或其他

有效方法管理的陸域或海域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棲地保育策略 

1. 棲地保育學理 

景觀生態學有許多關於棲地保育理論，其歸納如下所示： 

(1) 欲保護區域建構核心區、緩衝區、過渡區（生物圈保留區） 

保護區的分區以同心圓型體，規劃由內而外分別為核心區、緩衝

區、過渡區（如表 2-2所示）。 

核心區是讓自然資源（受

保護的目標物種、生態系）活

動集中的區域，此區除了研究

人員之外，需嚴格隔絕人類的

干擾，其範圍劃設以維持生態

機能正常運作為界；緩衝區目

的是緩衝人類經常活動區對核

心區之干擾，因此界於核心區

與過渡區之間，而此區有核心

區與過渡區的生態環境因子，

除了維持干擾機能，還能吸引 

物種，有增加物種多樣性之功效；過渡區是位於緩衝區外圍，目的是

保護區與外界聯繫的樞紐帶，此區生態等級略低核心區，如農田、防

風林等，於目前此區大多規劃利用保護區資源，開發生態旅遊。 

 

核心區 

緩衝區 

過渡區 

圖 2-2生物圈保留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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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構廊道形式於棲息地之間、輻射道 

對於破碎棲地或兩大型種源建立廊道，使之串連（Forman and 

Godron, 1986; Harris and Scheck, 1991; Saunders and Hobbe, 1991; 

Forman, 1995），是現今生態學普遍認為重大空間策略。廊道建立方式

有二，其一為棲息地之間：棲息地之間建立通道，使區域內的基因及

物種互相交流，讓物種因遷移得到好的生存環境以及因交流使生物多

樣化；另一為輻射道：以棲息地環境因子建立如樹枝狀之線路，讓物

種以此向外擴展的媒介，此對物種而言屬低阻力通道及拓展之策略。 

但廊道並非完全有益處，可能引導不良物種導致災害，如外來物

種隨者道路，移動至保護區深處，或是阻隔物種聯繫，讓廊道兩邊物

種無法交流、移動，1991 年 Harris和 Scheck 學者提出解決方式，如

下所示： 

 多增加廊道 

 廊道內之植物應以本土為主 

 寬度須滿足物種需求，且越寬越好 

 與自然環境性質相同 

 增加景觀異質性 

大多數物種需兩種以上的棲息環境，而景觀格局隨者時間變遷，

環境性質異動，需適時保護環境，以及增加物種適合的棲息環境；另

外環境有小異動時，可減少大環境變遷，因此適時增加景觀異質性，

有助生態系統永續保存。 

(3) 關鍵部位設立生態踏腳石 

當兩物種源距離太遠，形成孤島時，此時設立小型生態塊區，當物

種跨越之踏腳石，以增加生態聯繫。因此於規劃踏腳石的距離、大小、

排列，需考慮物種跳躍之形態作調整。 

2. 國際棲地保育方式 

針對保護自然環境每個環境都有其因應國家的制度、地貌，各有一

套的保育資源規劃手法及重視方向，如美國為保護區主義、西歐是地景

保護區、日本偏休憩，從表 2-5可看出各國皆以系統及廊道將生態系統

串連，以為策略之主軸，如德國、新加坡、英國、美國，但日本是以多

主題法規，形成嚴密法律保護網，台灣法律大都參考日本，可成為台灣

學習典範。 

表 2-5 各國家生態保育規畫系統之策略 

國家 保育資源規畫系統策略 

美國  此系統管理分二部分，一是政府，以資源為管理，另一是民間組織，以民眾之

需求自行提供私人土地，而成一網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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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保育資源規畫系統策略 

 制定關於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和歷史資源保護，以及土地使用特許權轉讓等明

確的管理方針來進行管理。 

日本  透過法律管理，以西方綠地之思潮制訂眾多主題之法規，形成完整綠地之體

系、行政組織架構及計畫。 

 日本綠地系統為自然公園體系，其目的為「保護自然區域，並利用此空間，提

供國民的休閒遊憩」，並依此劃設體系（分區及系統）。 

 社區組織發展能力強。 

德國  利用「廊道」串連各綠塊以型成「綠資源網絡系統」。 

 推動民眾參與公園使用及管理，以此管理綠資源，例市民農園、經營休閒農業。 

 最高準則為保護生態系及自然作用，其餘工作不可違背或抵觸。 

 公園之法規、計畫，以國際標準與條約為目標。 

英國  透過規劃體系有助於營造都市棲地、保護優良棲地。 

 層級化自然保護區體系保護優良都市棲地。 

 民眾參與是經營管理的基礎。 

 調查與評估體系協助轉化學理為具體行動。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緊密合作。 

新加

坡 

 結合不同尺度（如水岸公園、自然公園、鄰里公園等）、功能（如保育、休閒

遊憩等）的公園以及綠地，整合成全國多功能綠地系統。 

 成立專責單位「花園城市行動委員會」，每個月開會一次，以保護自然保護區、

綠地。 

 制定保護綠地資源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嚴格規範尺度、賞罰分明、全國綠地資

源詳細建檔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 王秀娟，2002；營建署，1997。） 

（三）水岸綠帶保育 

1. 國際水岸綠帶發展趨勢 

由前章節了解倘若在人類聚落有自然環境的廊道，將可增加聚落之

生態性，這也是世界的趨勢。目 

前在都市水泥化之環境，生態性

嚴重缺少，因此許多國家，利用

水岸空間規劃生態廊道，以此結

構特性來提升都市生態性，因此，

將此區規劃「生態空間」，在土地

稀少之都市環境，更是將此列為

「綠帶公園」空間。 

人類自古逐水源而居，且多

在中、下游水岸發展，逐漸於河

邊發展成都市，開始與河爭地，

有些面積廣大且地勢平緩的國

家會規劃良好的綠地廊道，如加 

圖 2-3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Ottawa） 

渥太華河（Ottawa River）南岸 
(資料來源：http://www.aucan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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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首都渥太華（Ottawa）渥太華河、美國紐約哈德遜河（如圖 2-3、

2-4 所示），但是，對於因面積小、地勢陡峭，而無足夠空間之國家，

需利用堤防阻止河水氾濫，此舉縮小水岸空間，大幅削減水岸綠帶空

間之生態系統，如台灣台北淡水河（如圖 2-5 所示），在台灣早期甚至

將此區域當廢棄物丟棄地。 

        

 

 

 

 

2. 台灣水岸綠帶發展趨勢 

台灣於解嚴之後，民眾對於生活品質日漸升高，促使不同立場之人，

提出不同水岸規劃方向建議：「水利主管機關要求河道內暢通無阻，而

禁止妨害水流通過的設施及活動；重視生態人士希望此區生物多樣性，

有多樣化的植被；民眾希望有多樣化的地形、植被變化，以及豐富的活

動模式」，此等建議方向如多頭馬車。因此政府（水利主管機關）規劃

時，以保護人民安全前提之下，提升生活品質（民眾），最後再以環境

永續保存為目標（生態人士）達到最高利用。因此，政策的轉變由本來

的放任式，轉變為如今生態復育、運動休閒並重之政策，其政策以淡水

河為例，如表 2-6所述。 

表 2-6看出台灣在 2004年才開始推行「推向生態廊道化」之政策

前身，顯示台灣正在起步。從「提高水岸綠帶廊道系統」類別了解，開

始有整體規劃之觀念和策略，雖然目前政策已推出，但計畫細節還在調

整中，因此執行力和計畫不甚完整。 

經過分析之後了解，目前政策以「提升都市河系整體生態系統」為

主目標（參見圖 2-6），但以部份區域發展目標仍以運動休閒為主，如

二重疏洪道，雖然有特殊生態資源，淨水之相關子計畫仍無法有效達到

目標，其原因為：1）水質淨化區與生態保護區重疊，使生態系統受損；

2）二重疏洪道之汙水，若只依靠目前政府計畫之濕地淨水法，無法達

到生態系統用水標準；3）對生態空間結構，規劃不友善，由此可知生

態政策仍需再調整。 

圖 2-4 美國紐約河濱公園（Riverside 

Park）（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資料來源：http://ny.yibada.com/) 

圖 2-5台北淡水河俯瞰 

（齊柏林攝，2007） 

（資料來源：http://www.rhythmsmonth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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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的方式除了須注入連結生態廊道之特性之外，還需注意當地的

民眾需求（如休閒運動空間、觀景區等）與環境特色（如當地文化、生

物棲地等）結合，其結構可分為水體、人工硬體設施、人工植栽區，利

用型態可分為道路用地、景觀、遊憩以及保護區，空間性質構造可分水

體、人工設施及人工植栽區（參見表 2-7）。 

 

表 2-6 淡水河之水岸綠帶重大政策 

類

別 
政策 影響 

堤

防

建

立 

1973 年提出「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建

議方案」  

 

1973 年 12 月經濟部正式提出此方案，以 200

年洪水頻率作為設計堤防高度基準，其功能一

來是幫助分洪，二來是增加土地使用範圍。此

舉減少水岸綠帶範圍，也因為當時無水岸綠帶

保育之觀念，生態系統傷害嚴重。 

 

水

質

提

升

工

程 

 1988 年「淡水河系污染整治先期

工程」 

 1998 年「淡水河系污染整治後續

實施方案」 

 1998 年「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綱

要計畫－高屏溪、淡水河、頭前

溪、大甲溪及曾文溪部分」 

 2000 年「臺灣地區河川流域及海

洋經營管理方案」 

 2005 年「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

善計畫」 

 2008 年「淡水河系污染整治後續

實施方案第二期近程(2008 至

2011 年)計畫」 

 2008 年「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

善計畫(第二期) 

 

利用例行性檢測水質、汙水處

理廠淨化水質、提升接管率，

提高流入河川之水質。 

由於無法有效

管制汙水非法

排放，從 1988

年起針對劣水

質提高接管率

以及 2004 年

以生態工法降

低汙水，使部

分地區水質有

良好改善，但

仍沒有達到排

放標準。 

 民國 93年實施「現地處理水質淨

化系統（各地方政府）」 

對於生態效益、淨化系統，增

加河道生態廊道系統。 

 

建

設

綠

地

公

園 

 1997年「二重疏洪道綠美化計畫」 

 1988 年提出「台灣地區都會區域

休閒設施發展方案」 

 2007 年提出「臺北縣二重疏洪道

整體景觀及設施改善計畫」 

以提供休閒運動之綠地公園為首要目標，生態

系統較不重視，此區汙水來源廣，因此水質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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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政策 影響 

提

高

水

岸

綠

帶

廊

道

系

統 

 

2010 年 7 月 1 日核定「國家重要濕

地保育計畫（100～105年）」 

 

針對全國各地方濕地進行保育 

整頓淡水河生

態廊道系統 

整體提升台灣河川生態環境，目前

以 4河川示範場址（分別為淡水河、

大甲溪、濁水溪、高屏溪）： 2011

年擬訂「淡水河曼哈頓計畫」 

 

此計畫為 2011 年新北市政府

針對水域提出之總體營造計

畫，此計畫的主軸之目標結構

完整，整頓河川生態、觀景，

以此資源帶動經濟發展。 

 

2012 年 11 年 29 日行政院通過「濕

地法」草案 

 

日後管理濕地將有法源作為依

靠，確保濕地在政府管理的重

要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7 水岸綠帶分類及構成要素 

分類 構成要素 

水體 水體微地形（濕地、高灘地、沙洲等） 

水體構造物（護岸、水閘門等） 

人工設施 道路、運動區、遊憩區、堤防 

人工植栽區 景觀區、農業用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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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淡水河系之生態資源整合願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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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公園相關研究 

一、 自然公園定義與功能 

1960 年開始出現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計畫（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簡稱社區保育），社區保育的發起，起源於環境破壞、草根性

發展以及原住民活動等，此行為帶動村莊與保護區之間的活動，整合生態保護

區的資源保育與當地社區的經濟發展。早在 1872年美國經激烈討論後，劃定

懷俄明州的 80萬公頃土地為黃石國家公園，此為世界上第一座國家公園，並

將此訂位為「人民的權益和享樂的公園或遊樂場，這片廣大的土地全部禁絕私

人的開發」。這項法案是保護區管理在觀念和作法上的一大躍進，從隔離式轉

變為符合人為需求之型態（IUCN, 1994; Zube, 1995）。也影響 IUCN於 1994

年訂出保護區的定義：「為了維持及保護生物多樣性、自然環境、文化遺產等，

而特別規劃設立，並以有效的方法來管理」。此定義奠定保護型公園的重要性，

促使自然公園數量日漸增多。自 1994年起 IUCN 發表一系列對於保護區的管理

觀念，爾後關於此之研究，也日益增多，其相關學者提出之定義如表 2-8所示，

其影響並促進日後各國對生態保護區的管理依循方向。 

由於各國體制及風貌不同，生態保護區類型（如表 2-9所示）、自然公園

定義（如表 2-10、2-11所示）也隨者不同，但可看出其重視之項目及功能皆

類似，其功能皆為維持生物多樣性、生態教育以及當地人們所需功能（如旅遊、

文化）。綜合文獻對自然公園的關係，本研究提出自然公園之目的為「對於自

然環境需永續保存，因此，人類與生態系統要維持穩定關係，於穩定關係中需

注意物種及棲息地的保護、復育與管理等行為」。 

 

表 2-8 保護區定義 

研究組

織、學者 

時間 定義 

生物多樣

性公約

（CBD）  

1993 年 以地理學來管理資源，利用持續性的公平對待方式，以達

到特定保護的目標（Dudley, Nigel, 2008）」。 

世界自然

保育聯盟

（IUCN）  

1994 年 在一個明確的地理空間，為了致力於保護及維持生物多樣

性、自然及相關文化資產等，而特別劃定，並依法律或其

他有效方法管理的陸域或海域地區。 

Litke、 

Miller 

1998 年 維持現有的生態系的運作與生物多樣性的組合。 

盧道杰  2001 年 保護區建立之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如生態保育、保留文

化等，而限制民眾進入保護區。 

李玉亭 2003 年 都市內或都市近郊以人為方式，創造一個可以讓多種生物

棲息的場域，以便人類可以隨時親近自然，並作為自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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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組

織、學者 

時間 定義 

育的場所。 

政院農業

委員會 

自然保護

區設置管

理辦法 

2005 年  森林區域內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設置為自然保護區： 

一、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 

二、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 

三、特殊之天然湖泊、溪流、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 

四、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棲息地或珍貴稀有植物之生育地。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特別保護之必要。 

文化部 

文化資產

保存法 

2005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

化，特制定本法。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自然地景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 

而自然地景是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

及礦物。 

洪明仕 2007 年 生態保育：是指地區內生物與環境之間關係妥適保存，包

括物種及棲息地的保護、復育與管理等行為。 

內政部 

國家公園

法 

2010 年 生態保護區：指為保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

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野生動物

保育法 

2013 年 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

者，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9 各國保護區類型 

國家 保護區管理類型 

北美 重視保護區主義。 

西歐、 

英國 

以綠帶保護生態，為地景保護區主義。 

日本 以各自然公園系統為各種保護區之平台。 

台灣 仿日本體制，已設有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育、地質公園等，但保護區

意識還不完整，各區保育資源及管理單位素質參差不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0 日本、德國的自然公園定義 

日本，自然公園法 

1957年 

為保護優美的自然風景地區，增進其利用，並提供為國民

的保健、休養、及教育感化為目的。 

德國自然公園協會

（VDN），2009 年 

一體化的自然和自然保護的目標以及強調復甦的責任和

可持續旅遊，環境教育和通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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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各國自然公園設立目的 

國家 自然公園設立目的 

台灣/關渡 關渡為重要候鳥的棲地，同時位於台北市，由於經濟的發展帶來

人為的破壞，因此劃定此區為自然公園，以保育關渡濕地生態環

境，提供教育、休閒及研究的場所。 

台灣/壽山 1. 在都市環繞及市地不斷擴張的環境中創造或保留一片綠洲，有

益社區民眾身心。 

2. 保護野生物的生存空間。 

3. 成為地區自然教育中心。 

4. 具備老少咸宜的遊憩功能。 

5. 維持傳統價值觀，由保護自然、尊敬自然而更進一步對公有及

私有財產的尊重。 

6. 提供發展新技術（學術性、一般性或其他創作活動）的機會。 

7. 作為群眾保育運動觀念的先驅、宣導者。 

8. 增加鄰近地區的文化生命。 

香港/米埔自

然保護區 

使命 

香港濕地公園的使命是加強市民對東亞濕地及其他地區濕地的認

識和了解，並爭取市民支持和參與濕地護理工作，同時為香港市

民及海外遊客提供一個世界級的生態景點。 

目標 

1. 展示香港濕地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並強調必須予以保護。 

2. 建設一個國際級的旅遊景點，服務市民、遊客、及對野生生物

和生態學有專門興趣的人士。 

3. 提供一個有別於一般觀光地方的景點，以擴闊外國遊客在香港

的旅遊體驗。 

4. 切合本港居民的康樂活動需求。 

5. 提供可與米埔沼澤自然護理區相輔相成的設施。 

6. 提供教育機會和加強市民對濕地生態系統的認識。 

日本/丹頂鶴

自然公園 

為阻止遭濫捕瀕臨滅絕的丹頂鶴設立保護區，以保護及繁殖。 

Ribbon Walk

自然保護區 

最早為皇家財產，而後為保護鄰近市中心之特殊生態，森林（如

美國最古老的山毛櫸樹林）和濕地多樣性，擴大保護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國際自然公園發展趨勢 

目前各國皆將保育生態之工作，納入公園系統中，然而因應每個國家的體

制，其公園系統也不盡相同（參見表 2-11），但日本以自然公園為法律主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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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參見表 2-10），可為台灣借鏡。 

經由上章節眾家學者研究及引導發展方向，了解自然公園目前發展趨勢除

了上章節的棲地保育策略之生物圈保留區，還包括「生物多樣性、參與式經營、

生態網路及廊道的規劃、生態旅遊」，如下所述： 

 

（一）生物多樣性保育 

IUCN 於 2011年發表目前自然界物種的滅絕速度界於 1,000和

10,000 倍之間。生物多樣性之衝擊，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引起的生物之

變化量，都是全球性關心之議題，亦是全球危機之一。 

1998年俞孔堅發表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六項原由，分別為棲息地的消

失、棲息地（景觀）的破碎化、外來物種的入侵和疾病的擴散、過度開

發使用、氣候改變以及水、土壤和空氣的汙染。其最主要原因是棲息地

的破碎化及消失，棲息地的破碎導致棲息地內部環境因素改變，使物種

缺乏足夠的活動及棲息空間，並助外來物種侵入，而棲息地之消失是把

物種直接滅絕。造成此問題之主要威脅來源之一為人為之活動（Groom，

2006），此舉大幅降低城市的生物多樣性。2002 年的約堡地球高峰會，

在宣言中強調維護生物多樣性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基礎。所以針對多樣性

之生態系統的棲地保護，是恢護生物多樣性最直接方式。 

由上述可證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聯合國有鑑於此，於 1992年各國

共同簽屬「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我國也跟隨此公約，於 2001 年核定「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此方案將

「生物多樣性保育整體目標」制訂為「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永續利

用生物及其相關資源、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生物資源所帶來的惠益、提升

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及知識、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合作保育生物

多樣性」，並根據此目標制訂「生物多樣性實施策略」及「行動事項」（如

表 2-12 所示），以此訂定日後發展及規劃之依據。 

 

表 2-12 生物多樣性實施策略與行動事項 

策略 行動方案 

健全推動生物

多樣性工作之

國家機制 

1. 推動生物多樣性計畫 

2. 編列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經費 

3. 推動海岸法之立法 

4. 檢討野生動植物及森林相關保育法規 

5. 推動公共建設之生態工法 

6. 設立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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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方案 

強化生物多樣

性之管理 

1. 檢討與整合現有的保護區域 

2. 台灣海岸地區保護計畫之檢討修訂 

3. 復育劣化環境 

加強生物研究

與永續利用 

1. 加強各項生物資源調查 

2. 健全生物資源監測系統研究  

加強生物多樣

性之教育、訓練

與落實全民參

與 

1. 檢討原住民之人文及經社體系與現行法規之關係 

2. 推廣合乎生物多樣性保育原則之生態旅遊 

3. 鼓勵社區進行當地生物多樣性之調查維護 

4. 加強社會教育 

促進國內、外生

物多樣性工作

之夥伴關係 

1. 通過教育和培訓計畫，讓民眾了解保護區的意義和作用。 

2. 鼓勵非政府組織、公私企業和個人積極參與保護區的建設。 

3. 保護區應盡量照顧群眾的傳統利益，爭取他們積極參與保護區

的建設，解決保護和發展中可能出現的予盾。 

4. 保護區建設應考慮本地的風格和要求，盡量利用本地區的材

料。 

5. 把保護發展的各種項目密切結合起來。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01） 

 

（二）參與式經營 

1960 年開始出現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計畫（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簡稱社區保育），社區保育的發起，起源於環境破壞以及

西歐地區與北美的隔離式保育計畫，讓管理單位與在地部落和當地社區產

生嚴重衝突，此保育計畫未達到理想效果。因此，1980年後期開始出現

許多關於保育與地方發展整合計畫（ICDPs,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Kiss, 1990; Wells and Brandon, 1992），

如：人類傳統歷史活動與土地利用方式嵌進景觀而予以保護的地景保護區

（Lucas, 1992; IUCN, 1994; Phillips, 1999; 2003）、以在地社區為主

要管理單元的社區保育（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IIED, 1994; 

Western and Wright, 1994）、如果保育要成功就必須融入人類生活環境

（Hale, 1989）等。鑑於此，1872年美國經激烈討論之後，劃定懷俄明

州的 80萬公頃土地為黃石國家公園，並定位為「人民的權益和享樂的公

園或遊樂場，這片廣大的土地全部禁絕私人的開發」。這項法案是保護區

管理在觀念和作法上的一大躍進，從隔離式轉變為符合人為需求之型態

（IUCN, 1994; Zube, 1995） 

這些計畫帶動了村莊與保護區之間的活動，整合保護區的資源保育與

當地社區的經濟發展，從上述可知民眾活動是影響保護區的重要因子，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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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當地居民，也就是經營保護區的關鍵是與當地社區良好的互動，因此，

在管理保護區時，需將生態區開放多元性及與當地人文結合的「參與式管

理模式」。 

（三）生態網路及廊道的規劃 

隨著都市擴張，使原始棲地零碎化，讓生態區孤立式的自體生存，已

不適用，以建造多條景觀生態結構之廊道，交錯成生態網路之學理逐漸浮

現，使破碎棲地與外界連結，是現在的趨勢，許多學者及研討會、國家投

入許多心力、經費，並以此為目標。由最早的以美國Frederick Law Olmsted

為首打造的翡翠項鍊開始，長 16公里，沿者海岸之河道將波士頓五大公

園，以創造綠道方式串連，建造時期 1867至 1900 年長達 33年，奠定日

後生態之廊道、網絡基礎。國際跟隨此風氣，相關國際組織與各國規劃以

此為規劃主軸，如表 2-13、14所示，從此些表得知建立「生態廊道」，將

各孤立的保護區連結成網絡，是保育的新潮流。 

德國在此潮流之中，設立「生態景觀法」並建立三步驟評估制度，分

別為生態景觀整建初步計畫、生態景觀細部計畫、復育管理計畫，以整體

網絡連結為目的評估整體生態資源，再依據範圍內的結構構思配合的細部

計畫，最後於計畫結束後再施作生態復育管理工程，此評估制度更加提高

都市生態永續發展。 

 

 

表 2-13 國際組織對生態網路、生態走廊之想法 

國際組織 事件 

1997年 IUCN

於澳洲奧伯尼

舉行會議 

主題定為「21世紀的保護區：從孤島到網絡」，以及顯示「保護

區不能成為自外於周邊海陸、在地社區、與地方經濟脈絡的孤島」

是保育的趨勢。 

1998年世界

自然保育聯盟

保護區委員會 

主席菲利普先生來台發表專題演講直接指出，全球部分保護區面

積太小並不足以發揮保護區的功能，而近年來更有學者研究美東

及加拿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證實小於 1000 平方英里的保護區均

有物種消逝的現象。 

2002年約堡

地球高峰會行

動計畫 

此計畫強調「為有效保護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促進和支援生

物多樣性必不可少的焦點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倡議，並促進國家和

區域生態網路和走廊的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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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國外國家生態網絡計畫相關研究 

1990年荷蘭執

行「國家生態網

絡計畫」 

此為國家層級計畫，將國土依土地生態特性重新劃設，主體可

分為「主要自然保護區」、「自然復育區」、「生態廊道」，還有許

多配合的執行計畫，在此架構之下，各地方政府再自訂更詳細

之子計畫。每年撥 33億台幣預算，於 2020年將保育面積提升

20%（約 66萬 5千公頃）。 

1996年提出「歐

陸生態網絡計

畫（EECONET，

European Eco-Net）」 

跨國界的生態廊道，以放大格局來思考歐陸生態的未來，此計

畫為結合歐洲 27 個國家，跨國界的生態廊道計畫，從生態的角

度來思考保護廊道的規劃。 

2005年加拿大

首都渥太華

（Ottawa）安大略

省劃設「永久性

自然保護區」 

安大略省為都市，其南部有面積 7300 km2之大型自然保護區，

用以保護較敏感之生態範圍，此綠帶環繞者城市化地區（非一

座城市），其綠帶最寬至 8公里。 

2005年此區政府立法，將所相關的生態區域劃為永久保護之區

域，其地形性質包括水岸、濕地、森林、農地等。 

Peak District

國家公園之自

然河谷型自然

保護區 

生態核心位於數個國家邊緣之山脈地帶，順應環境中的自然地

貌，向四周延展，有數座山脈、河流，延伸至城外的農牧地甚

至城市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生態旅遊之推廣 

生態旅遊是目前於自然環境旅遊的發展趨勢，生態旅遊、觀光起源於

1965 年學者赫茲特建議對旅遊、教育及觀光再行思考，開啟了日後發展。

1991 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與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共同推動之下，將生態旅遊定義為「生態旅遊負責任的旅遊，

顧及環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隨著此觀念的推廣，許多國際

性的組織隨之響應，遂使聯合國經濟暨社會委員會於 1998年訂定 2002 年

為「國際生態旅遊年，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Ecotourism」。 

此促進台灣政府對生態旅遊的發展，於2000年開始大力推廣此理念，

針對此推出多項推廣方案，如表 2-15所示，並於 2002發布生態旅遊白

皮書，以此推出發展策略及執行機制，並於此發表「生態旅遊發展原則」，

如下所示： 

(1) 發展生態旅遊前應事先規劃整套區域性的觀光及遊客管理計畫。 

(2) 發展生態旅遊前應事先調查分析當地自然與人文特色，評估旅遊發展

可能帶來的正負面影響，擬定長期管理與監測計畫，將可能的負面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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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降至最低。 

(3) 以小規模發展為原則，減低遊憩活動可能造成衝擊。除了限制遊客人

數外，發展生態旅遊應以輔助地方原有產業為原則，以避免當地對觀

光產業過度依賴。 

(4) 在生態旅遊的規劃、執行、管理、監測與評估等四階段，應盡量邀請

當地社區一同參與。而在每個階段進行的過程中必須確保與當地居民

的充分溝通與共識，在發展當地觀光特色前應先徵求居民同意，以避

免觸犯地方禁忌。 

(5) 提供適當的社區回饋機制，提供居民充分誘因，協助他們了解保育地

方資源與獲取經濟利益之正向關聯，將有助於地方自發性的保育自然

及文化資源。 

(6) 強調負責任的商業行為並與當地社區合作，以確保觀光發展的方向符

合地方需求，同時利於當地自然保育。 

(7) 確保一定比例的觀光收益，用於保育及經營管理當地自然生態。 

(8) 發展生態旅遊應為當地社區及自然生態，帶來長期的環境、社會及經

濟利益。 

(9) 發展生態旅遊應促進遊客、當地居民、政府相關單位、非官方組織、

旅遊業者以及專家學者間的良性互動。 

(10) 制定周詳規範以約束遊客活動以及各項開發行為。 

(11) 提供遊客、旅遊業者及當地民眾適當的教育解說資料，除了介紹當地

生態、文化特色外，更可藉此提昇大眾的環境保護及文化保存意識。 

由上述可得知，生態旅遊是自然環境與人之間的相處模式，生態旅遊

雖然每個國家的定義及發展模式不同，但其注意的中心思想皆相同的，其

注意面相可分為五種，分別為「以自然資源為核心；建置環境教育、解說

系統；永續經營發展；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建立利益回饋機制」，都以促

進地方生態系統與居民福利為最大目標。 

 

表 2-15 發表文宣手冊及政策年代表 

年分 文宣手冊及政策 

2000 2000年 12月提出「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略」。 

2000年 12月 22日在谷關舉辦了「推動永續生態觀光研討會」，研訂出生

態旅遊的發展方向及後續辦理之建議事項，擬定觀光局推展生態旅遊之工

作方針。 

2001 進入生態旅遊的世界（90.07 初版，90.12再版，92.10 三版） 

台南濱海濕地生態旅遊導覽手冊（90.10） 

2002 生態旅遊白皮書（91.09） 

生態旅遊一般性規範彙編（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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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導覽詞彙（91.10） 

賞鯨豚業評鑑作業之研擬（91.12） 

賞鯨豚活動回饋機制之研擬（91.12） 

九年一貫課程生態旅遊地評選準則（91.12） 

2003 原住民文化生態旅遊導覽手冊（92.04） 

生態旅遊地、生態旅遊業者評鑑（標章認證）機制之研擬（92.07） 

水與綠的世界～大屯溪生態旅遊導覽手冊（92.10） 

達邦部落自然生態區資源調查報告（92.12） 

金崙溪溫泉區生態旅遊資源調查報告（92.12） 

金崙溪溫泉區生態旅遊解說導覽手冊（92.12） 

2004 達邦部落生態旅遊導覽手冊（93.03） 

台灣最佳賞鳥遊程中、英、日語摺頁（93.08） 

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戶外觀摩導覽手冊（93.12） 

2005 國小自然教科書課外延伸資料之建置-生態環境篇（94.04）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段 219 地號生態調查研究計畫（94.12） 

烏來鄉植物資源調查及手冊製作（94.12） 

台灣森林的故事~森林遊樂區生態小故事（94.12） 

金瓜石特色生態地景調查（94.12） 

2006 清境農場～生態逍遙遊導覽摺頁（95.10） 

武陵農場～生態逍遙遊導覽摺頁（95.10） 

福壽山農場～生態逍遙遊導覽摺頁（95.10） 

國小自然教科書課外延伸資料之建置-森林與海洋（95.10） 

金瓜石蕨類植物資源研究調查（95.12） 

2007~

2008 

台灣森林的故事（續）~森林遊樂區生態小故事（96.06） 

竹石園生態旅遊導覽手冊（96.12） 

高雄、東河農場生態旅遊導覽手冊（97.12） 

（資料來源：整理自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http://npo-142.npo.nat.gov.tw/） 

 

三、 台灣自然公園發展趨勢 

近年來，生態保育已成世界趨勢，1966年國家公園國際委員會主席哈羅亞

建議國家公園法應盡速完成，因此 1972年國家公園法 6月 13日公布實施，自此，

保育法有了法源依據，促使保護區（如自然公園、濕地公園等）相繼設立和相關

保護區法公布，以期保育生態區，如文化資產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參見表

2-16）。 

台灣的自然公園規劃比國外慢 10年以上，目前規劃模式從過去的「中央政

府獨攬營運及孤島式」之觀念逐漸朝向國外的管理新趨勢。但是，台灣生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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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管理制度尚未發展成熟，加上不斷的劃設生態保護區，使保護區域眾多，如

8座自然公園、8座國家公園、82座濕地等（參見表 2-17），且還有互相交錯之

土地，例社頂自然公園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大屯自然公園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雖然有發展良好的公園，如關渡自然公園（參見表 2-18、表 2-19），但整體而言，

目前管理機制全面負荷，讓部分空間變成「紙上公園(paper park)」，要如何使

質與量並重，本研究以政策面、基本面、管理面以及經營面分析，來探討如今趨

勢，如下所述： 

 

表 2-16 自然公園政策變遷及影響 

年 政策 影響 

1972 國家公園法公

布實行 

促使日後相關保護區法公布，如下列所示。 

 1972國家公園法 

 1974水污染防制法 

 1975空氣污染防制法 

 1978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1982文化資產保存法 

 1983噪音管制法 

 1989野生動物保育法 

 1995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事細則 

 1995東北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事細則 

 1995內雙溪森林自然公園 

 2000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2000海洋污染防治法 

1981 成立營建署 對國家公園調查與規劃，陸續成立管理處及國家公園。 

1982 文化資產保存

法公佈實行 

依據本法，1986 年起陸續設立生態保護區。 

1986第一座自然公園成立（關渡）。 

1987 解嚴 1990民主社會逐漸成熟，社區意識建起，保護區管理形式

逐漸從中央→社區自治。 

國家公園、保護區管理形式漸變趨向自治。 

1989 野生動物保護

法公佈實行 

依據本法，1991 年起政府陸續設立保護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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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國家公園、自然公園、濕地數量 

國家公園 自然公園 濕地 

墾丁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 

關渡自然公園 

社頂自然公園 

大屯自然公園 

內雙溪森林自然公園 

半屏山自然公園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香山自然公園 

北 中 南 東 外島 

15 15 38 10 4 

共計 8個 共計 8個 共計 82 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8 台灣濕地地形之自然公園資源級別分類 

公園名稱 

/面積 

資源類型 溼地級

別分類 

濕地類

別 

濕地

分類 

公園

體系 

公園體

系之管

理單位 

成立法源 

五股溼地 

/177公頃 

濕地 

河川 

國家級 鹹水沼

澤濕地 

海岸

濕地 

都會

公園 

國家公

園管理

處託管 

野生動物

保育法 

關渡自然公

園 

/55公頃 

濕地 

沼澤 

國際級 河口三

角洲濕

地 

海岸

濕地 

都會

公園 

國家公

園管理

處託管 

文化資產

保存法 

華江雁鴨自

然公園 

/28公頃 

濕地 

泥灘 

沙洲 

國家級

濕地 

鹹水沼

澤濕地 

內陸

濕地 

都市

公園 

地方政

府 

野生動物

保育法 

半屏山自然

公園 

/170公頃 

森林、珊瑚礁

石灰岩 

地方級

濕地 

淡水湖

泊濕地 

內陸

濕地 

都會

公園 

國家公

園管理

處託管 

國家公園

法 

香山自然公

園 

/濕地 1600

公頃 

濕地海岸 國家級

濕地 

海灘濕

地 

海岸

濕地 

國家

公園 

國家公

園管理

處 

自然保護

區設置管

理辦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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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台灣非濕地地形之自然公園資源級別分類 

公園名稱/面積 資源類型 公園

體系 

公園體系之管理

單位 

成立法源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1,123公頃 

森林、海岸、 

珊瑚礁石灰岩 

國家

公園 

國家公園管理處 國家公園

法 

社頂自然公園 

/128.7公頃 

森林、 

石灰岩台地、丘

陵、珊瑚礁石灰岩 

國家

公園 

國家公園管理處 國家公園

法 

大屯自然公園 

/50多公頃 

森林、山脈、火山

錐體、火山堰塞

湖、溪谷 

都會

公園 

國家公園管理處

託管 

國家公園

法 

內雙溪森林自然公園 

/104公傾 

森林、溪流、層沙

岩 

都會

公園 

國家公園管理處

託管 

森林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一）政策面：開發與保育的矛盾 

保育與開發是互相對立的，因為一但人們過度開發，要花數倍金錢及資源

將生態資源來回復，台灣發展仍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對於將自然資源轉為經

濟的渴求，從平地開發至山區，但無針對山區做完善的生態維護，使災害頻傳。

所幸近年開始重視自然資源，政府也在對國土生態資源及政策重新審視，不近

短期利益，推展合適的規劃及傳達正確保育觀念給人民，例如實施當地特色為

經濟來源之一的相關政策（如鄉村生態旅遊、都市綠地資源等），以此鼓勵民

眾輔助保育計畫，減緩對生態的破壞。 

（二）基本面：自然保護區完整性不足 

台灣目前保護區規劃區域不足及無有效管理，使完整性不足，如下列說明，

因此目前要做通盤的完整性規劃。 

1. 台灣地區目前有很多生態保護區，並相繼設立，扣除海域部分，總面積

約為 69,508,333 公頃，約占台灣陸域面積 19.2％，但只有部分區域規劃

生態廊道，無法完整串連，使保護區分散、孤立，尤其是在都市區域，

幾乎是生態斷層的區域。 

2. 山區大雨時經常發生土石流、山崩的區域，危害到人們的安全，需優先

劃入保護區內。雖某些資源脆弱有劃設保護區，但由於面域廣大及執行

力不夠貫徹，使保護之效率不佳。 

（三）管理面：管理單位法令系統分歧 

我國的保護區依據生態性質由不同的政府機關管理，但往往只有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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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的較有成效，地方政府的缺乏資金進而無法提供專業的保育，其效果不佳。

另外台灣用不同法令分類地形，指定不同機關進行專門管理，但台灣地形多樣

化，常有土地分類模糊使無管轄單位，或是一保護區內有多機關之權責，而各

機關彼此不聯繫，使生態區域內連結度不夠，此為我國目前保護區最大問題。

台灣是有法律根據才會執行的國家，目前並沒有專為自然公園專用法則，且每

塊土地的資源、及風土民情不同，可以以相近資源及地位法源為基礎（如壽山

國家資然公園的國家公園法），再量製訂身管理辦法，才是上策。 

（四）經營面：民眾參與不足 

過去台灣的管理方式是中央集權管理，讓保護區當地居民生活受困擾，但

今日民眾知識提升，意識大漲，開始組成各種不同目標之團體，要求加入保護

區管理，因此保護區內有多種團體爭奪管理主權、利益及管理機制，因此，未

來如何在此環境中維護生態資源、保障大眾及當地居民（原住民）利益，是現

今政府輔佐的重要發展方向。 

 

 

第三節  濕地保育與發展政策相關研究 

一、 國際濕地保育與發展 

濕地的地形及分布廣泛，1971 年拉姆薩公約將其定義為「係指沼澤、沼

泥地、泥煤地或水域等地區;不管其為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死水或活流、

淡水或海水、或兩者混合、以及海水淹沒地區，其水深在低潮時不超過六公尺

者」。此具有提供生物棲地、保水抑洪、淨化水質、研究教育、種源基因保存、

經濟生產、觀光遊憩與穩定海岸等多方面功能，是地球生產力最高的生態系之

一，也就是被認為保育生態的良好的棲地地形之一。因此，濕地的發展原則如

同上節所述的「生物圈保留區、生物多樣性、參與式經營、生態網路及廊道的

規劃、生態旅遊」。由上述可證濕地對生態系統的重要性，為此國際間發起數

個跨國界的條約與組織，如下所示（參見表 2-20）： 

1. 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1971年國際間結盟簽署；1975年開始

生效。 

2.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1990 成立，

提供關於濕地項目認證的專業。 

3. 濕地國際（Wetlands International）：1996年成立於荷蘭，工作目標為，

實地現場維護、成立論壇、研究相關議題等。 

4. 濕地科學家學會（The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1980年於美國

成立，成立至今每年出版國際性重要濕地期刊「We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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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對濕地最有影響力是拉姆薩公約，其成立之宗旨為協助各國「明智地

使用」濕地，使資源可永續利用，造福人類。1971年至 2012年 12月，已有

163個結盟國，2,065個濕地，指定為拉姆薩國際級重要之濕地，總表面面積

共 197,347,539公頃，並持續增加中，顯示其在國際上的重要性。但濕地於劃

設之後，日後的永續管理才是重要的努力目標。 

 

表 2-20 國際濕地公約、組織、期刊、策略及研究機構 

國際濕

地公約 

 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 

 世界濕地日（每年 2月 2 日） 

國際濕

地組織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濕地國際（Wetlands International） 

 濕地科學家學會（The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濕地國際（Wetlands International） 

 國際鳥類保護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Bird 

Preservation，ICBP） 

 國際水禽濕地調查局（International waterfowl and wetland 

research bureau）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簡稱 WWF） 

國際濕

地期刊 

 濕地期刊（Wetlands） 

 濕地生態學（Wetland Ecology） 

國際濕

地策略 

 東北亞地區鶴類保護區網路 

 東亞-澳大利亞涉禽保護網路 

 雁鴨類遷飛網路 

研究機

構 

 澳洲：澳大利亞濕地中心、新南威爾斯大學濕地生態研究中心 

 美國：美國國家濕地研究中心（NWRC）、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濕地研

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台灣濕地保育與發展 

（一） 台灣濕地保育政策 

濕地具有提供生物棲地、保水抑洪、淨化水質、研究教育、種源基因

保存、經濟生產、觀光遊憩與穩定海岸等多方面功能，是地球生產力最高

的生態系之一，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生物多樣性組織有鑑於此，指定營建

署辦理劃定「國家重要濕地」作業，將全國濕地進行分級制度「國際、國

家、地方」，以利管理，並於 2007年「全國公園綠地會議」中舉辦授證儀

式及宣讀「台灣濕地保育宣言」。此「國家重要濕地」作業之目的，要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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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未來國土保育之核心，整合運用相關國土規劃資訊系統，模擬以生態

廊道串聯重要棲地，分別從海岸、河口、河川、埤塘、山岳湖泊，逐步建

立整體濕地生態網絡。 

由於《拉姆薩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特別強調「明智利用」，然而，濕地

的保育、復育與教育，需政府與民間共同攜手合作，營建署有鑒於「濕地

三育」要有明確政策，需研擬具體行動方案，因此，藉由政策強化，形成

健全的濕地保護管理體制，並研擬中長程計畫與預算編列，鼓勵各地方和

民間之合作，促使濕地永續和明智之利用。並於「2007年全國公園綠地會

議」凝聚各方共識及推動下列政策之執行方向（營建署，

http://www.cpami.gov.tw），其敘述如下列所示。政府依此方向計畫一系

列的政策，推動濕地之發展，如表 2-21所示： 

1. 確立國家濕地政策，尊重自然，維護濕地，降低不必要人為干擾；依據

環境基本法及永續發展精神，協調整合相關機關與全國共識，促成濕地

資源之保護、復育及明智利用。並指定 2008 年為「台灣濕地年」，積極

展開行動。 

2. 建立濕地銀行機制，藉由生態補償及知識資料庫加值利用，達成濕地零

損失目標。 

3. 定期辦理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優先將重要濕地與生態敏感地區劃設保護，

建立分級分區，適地適用之管理體制；並研訂具體補助機制，鼓勵地方

政府、社區與民間團體積極合作參與，建立全國濕地生態保育網絡。 

4. 研究比較國內外相關法令，分析檢討我國國土計畫、野生動物保育、海

岸管理和環境評估等相關法令，制訂濕地保育專法，逐步建立我國濕地

保育法系。 

5. 檢視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循程序提出增修方案，以落實

國家重要濕地「濕地三育」行動。 

6. 結合地方社區、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推動濕地復育、維護管理、監測

評估、生態導覽及教育解說等活動，同時建立志工人力系統，擴大濕地

重要性之認知，使其經濟、生態、環境與文化的價值得以重生。 

7. 強化濕地保育國際交流，汲取國外寶貴經驗，展現台灣經驗與價值。積

極爭取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與會議之機會，善盡國際社會責任。 

 

表 2-21 台灣近年濕地重要政策 

政策 年份 內容 

民間組

織合作 
2006 加入 SWS國家組織 

民間組

織合作 
2007 

SWS 亞洲委員會召開委員國會議，臺灣為第一屆亞洲大會主辦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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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年份 內容 

政策 2007 營建署評選 72處國家重要濕地，至今新增至 82處。 

民間組

織合作 
2008 營建署成為 SWS正式會員 

計畫 
2008- 

2009 

國科會補助編撰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

序」之內容 

民間組

織合作 
2008 台灣濕地年 

計畫 2009 推動「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復育計畫」 

計畫 2009 委託學術單位建置「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入口網站」 

法令 

（草案） 
2010 

完成《濕地法》草案，並提出《濕地法施行細則》、《國家重要

濕地生產、經營或旅遊許可管理辦法》、《國家重要濕地簡易設

施容許使用管理辦法》等三項配套辦法草案。 

法令 

 

計畫 

2011 

執行環境教育法（第 19條），規定公家機關每年參加 4小時的

環境教育課程 

2011年擬訂「淡水河曼哈頓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台灣濕地治理現況 

1. 早期對生態性的知識觀念缺乏 

(1) 政府早期對濕地保留無良好觀念  

台灣早期由於生活品質低，因此重視經濟發展，在人口稀少處設置

開發工業區，於人口稀少處通常是生態敏感區。由於政府對生態的功用

不了解，在生態敏感處建設工業區，如 1992年建設完成的彰濱工業區，

但由於現今產業結構改變，廠區利用率不到 50%。工業區的開發，使此

沿岸的潮間帶消失、道路開發以及各種機具設立，使彰濱工業區沿岸（彰

化北岸）之棲地環境生態品質逐漸惡化。 

政府有鑒於能設國光石化，2004規劃設立火力發電，由於此開發

會對彰化南岸環境造成無可回復的傷害。因此，民間團體一再的與政府

溝通，使之瞭解此建設對環境的影響，使之後有關建設會審慎評估生態

環境。 

(2) 民眾對生態無深層認知 

台灣教育至今崇尚分數主義，對環境教育並無重視，因此大部分人

無環境倫理觀念，只有少部分民眾關心。2010 年政府公佈環境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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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推廣環境教育，使大眾對此有初步認識，再加上近年來民間環保團

體對生態的深根推廣，大幅提升民眾生態意識。 

2. 濕地保育欠缺專法 

台灣很少針對濕地進行全面的保育，大多是針對特定指標物種或是

明星物種，所設立相關條文，因為這些物種的棲地環境為濕地，所以連

帶保育濕地環境，非全面保護濕地環境，也因此無濕地專門的法規（參

見表 2-22）。 

2007年起內政部營建署開始評選全台灣的濕地，為台灣濕地環境

系統提供分級制度，當時營建署為全台灣濕地的管理單位，由於無法律

明文規定與授權，使得在推動時的經費及人力缺乏。 

另外，台灣的關於濕地法規是根據不同類別法律所提供的間接功能，

例如：依國家公園法所管理的自然保護區，此可以針對國家公園內地濕

地之地形保護；依水污染防治法之功用，可以保護濕地的水質。由上述

可瞭解台灣目前沒有專為濕地制定專法。但是在無濕地專法之下，讓環

境無強而有力的保護，使執行力無法完全伸展，甚至到處受限，如遊客

在五股濕地內破壞生態環境，但由於無法令可以責罰，管理員無任何權

力，只能柔性勸導。經國內產官學努力，行政院院會於 2012年 12 月通

過濕地法草案。 

 

表 2-22 濕地保育相關法規 

類別 法律 條例、施行細則 行政命令 

生態保育類 

國家公園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濕地法草案 

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

細則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

細則 

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  

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

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

法 

經濟資源類 漁業法 漁業法施行細則 

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 

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領實

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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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類 

海岸法（審議中） 

土地法 

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海岸巡防法 

水利法 

森林法 

水土保持法 

土地法施行法 

土地徵收條例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水利法施行細則 

森林法施行細則 

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保安林經營準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觀光發展類  發展觀光條例  

環境保護類 

水污染防治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境基本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環境教育法 

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

則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

細則 

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

細則 

 

其他類 

國有財產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建築法 

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 

 

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

辦法 

海堤管理辦法 

河川管理辦法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

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欠缺專責機關或是整合機制推動濕地保育措施  

(1) 欠缺整體性濕地保育策略 

由於現階段無環境保育專責機關或是保育整合機制，使目前企業界

想開發，民間想要生態保育，這之間經常產生衝突，政府的政策也在這

此之間競合，使台灣濕地處在生態保育與經濟效益的拉鋸戰。 

雖然目前已編列國家重要濕地，但並無規劃「整體性空間保育計畫」

引導全國濕地發展之區位。 

(2) 欠缺推動政策引導與誘因 

由於執行濕地的復育及保育需長期行的推動，短期不易顯著成效，

因此對政策無推動的誘因，不容易每年持續編列計畫與預算。 

4. 以民間組織投入為主 

目前台灣的濕地保育工作，除了依國土規劃制訂措施與政策之外，

由農委會林務局統籌負責，實際執行由各地方政府。由於經費不足、公

部門人力有限，使政策的生態經營不合時宜，讓台灣民間生態意識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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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政府對生態規劃，使保育工作是由下而上，絕大多部分仰賴學術界

與保育界，投入第一線的監測、調查、保育與復育等工作（參見表2-23）。

而衍生出政府及民間共管的模式，管理模式細分如下列所示（資料來源：

梁明煌，http://www.e-info.org.tw/）： 

(1) 政府委外經營，如：台北關渡模式。 

(2) 單一或少數社區營造組織經營，如：無尾港、馬太鞍、淘米社區。 

(3) 單一保育組織認養，如：左公圳模式。 

(4) 多個保育組織參與地方政府聯合經營，如：七股模式。 

(5) 中央級政府獨力經營，如：龍鑾潭、南仁湖。 

(6) 地方政府獨力經營，如：香山、雙連埤。 

(7) 政府與民間組織共管，如：舊四草。 

(8) 企業出資，民間組織認養，如：高鐵水雉區。 

 

表 2-23 台北淡水河流域濕地管理機關 

濕地名 管理單位 權責單位 推廣 

挖子尾 荒野保護協會 農業局 新竹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淡水紅樹林  農委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展示館：捷運淡水線紅樹林站 2F 

關渡 社團法人台北

市野鳥學會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台北縣政府農業局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五股 荒野保護協會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五股國中、忠義國小、成州國小 

大

漢

溪 

華江 環保局 環保局第 10 河川局 新埔國中 

新海 

（123期） 

環保局 新埔國中 

鹿角溪 荒野保護協會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樹林國小 

大屯溪 荒野保護協會 水利局 中泰國小 

福和橋濕地 永和社區大學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網溪國小 

茄苳溪濕地  水利局 崇德國小 

城福水草塘 成福國小 水利局 成福國小 

竹圍紅樹林  林務局羅東管理所 竹圍國小 

林口人工濕地  水利局 林口國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濕地設計相關研究 

濕地是由自然界的動植物及地形所組成，易受人類活動的強烈干擾，

依據上述章節得知，須於生態保護區外圍設置緩衝地帶，以減緩對濕地區

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整理台灣對生態緩衝區相關研究，如下所示：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08）。緩衝綠帶帶寬與使用植物之研究（第三年/     

全程四年）。台北市：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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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有鑑於此，於此計畫提出緩衝綠帶的定義：「緩衝

綠帶乃是指圍繞者擾動地區、水塘、湖泊、濕地或沿著溪岸構築的植生區

帶。緩衝綠帶可以是上述地點於開發、構築階段特別保留的植生區帶，也

可以是開發完畢之後，重新建構或部分補植的植生區帶」，由此可了解綠

帶解緩衝區對生態環境的必要性，並指出建構緩衝區的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是組成及寬度，此研究文章根據國外資料及台灣實驗研究「緩衝綠帶帶寬」

之成果如下列所述。 

(1) 緩衝綠帶植物選擇，應選擇抗逆境能力高的植物種類，其本土性物種

建議密花苧麻。 

(2) 完整的緩衝綠帶植物種類，應包含喬木、灌木、地被，組成的覆層林

帶，而理想的完整緩衝綠帶寬可設計 300公尺，倘若用地取得困難，

寬度至少要 10公尺；若保護水質為主目的，至少要 10公尺，（參見

表 2-24）。 

 

表 2-24 緩衝綠帶之建議設計帶寬 

區帶 主要功能 建議帶寬 

灌木 濱水緩衝綠帶 15m 

地被植物 攔截土砂 4.5~7.5m 

完整緩衝綠帶 濱水緩衝綠帶 6m 

水域之水質保護 10m~30m 

濱水生態棲地營造 30m~500m 

（資料來源：整理自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2008 ） 

 

 

2. Georgia Stormwater Management Manual Subdivision. 2001. Filter 

Strip, Stormwater Management Manual, Vol.2:3.3-3-3.3-10. 

此研究為美國喬治亞州的雨水管理手冊，針對生態保護區過濾帶提出

設計之注意事項： 

(1) 過濾帶針對都會區而言，利用多年生草本植物，經過規劃設計之後，

可成為景觀欣賞，及提供吸收地表逕流之功能，成防洪措施的一部

分。 

(2) 地表逕流以漫地流的方式流入過濾區，此法之過濾效果最佳，但地表

逕流開始匯集，此時效果減弱，因此在入口處可置放卵礫石以分散逕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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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根據本章文獻的回顧與分析，來探究瞭解景觀生態學、自然公園、台灣濕地政

策與相關研究之理論，對探究主題「都會區自然公園規劃-以二重疏洪道為例」，其

影響如下列所示： 

 

 

一、 景觀生態學相關研究－利用水岸綠帶加強生態機能 

現今台灣長期地高度使用土地，使都市之生態環境所剩無幾，因此將水

岸綠帶之高灘地地形來補償土地之不足，朝向「生態空間、綠地公園」之規

劃方向前進，並將此視為都市空間的延伸，串連各棲地，是都市空間是最佳

的生態廊道空間。 

生態保育文獻回顧中，瞭解水岸綠帶廊道可連結及串連各種棲息地塊區。

日後在規劃上思考棲地保育策略（生物圈保留區；建構廊道形式於輻射道、

棲息地之間；關鍵部位設立生態踏腳石）及景觀生態學結構（塊區、廊道、

基質），將會提高都市生態系。 

 

 

 

二、 自然公園相關研究－自然公園模式可成為良好的保護棲地 

綜合文獻對自然公園的目的，本研究提出「對於自然環境需永續保存，

因此，人類與生態系統要維持穩定關係，於穩定關係中需注意物種及棲息地

的保護、復育與管理等行為」。而保護目標通常是具有特殊資源的生態系統。

因此，需建立人為對自然環境的改變與衝擊，以及調控生態系統之措施，可

採用目前之國際趨勢：「生物圈保留區、生物多樣性、參與式經營、生態網路

及廊道的規劃、生態旅遊」，以建構完整穩定與完整性之生態功能。 

根據文獻瞭解，各國生態保育規劃系統手法雖不盡相同（參見表 2-25），

但規劃系統完善，其中以英國及新加坡最適合台灣參考其手法，而日本法律

以自然公園為保護目的，以及制定多主題嚴密的法網，可提供未來台灣參考

其立法精神。台灣雖然有設置數座自然公園，由於發展時間不長，制度發展

不完全，但也有管理良好，如關渡自然公園，可提供未來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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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英國、新加坡生態保育規畫系統手法 

國家 保育資源規畫系統之手法 

英

國、

新加

坡 

1.層級化自然保護區體系保護優良都市棲地。 

2.民眾參與是經營管理的基礎。 

3.調查與評估體系協助轉化學理為具體行動。 

4.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緊密合作。 

5.結合公園與綠地在休閒、遊憩與保育上整合為一全國性綠地網絡(green 

network)，自保育到遊憩之不同，利用序列明確揭示綠地之機能。 

6.成立國家重要綠地決策「專責單位」，突顯公園綠地在國土計畫中重要位階。 

日本 1.透過法律管理，以西方綠地之思潮制訂眾多主題之法規，形成完整綠地之體系、

行政組織架構及計畫。 

2.日本綠地系統為自然公園體系，其目的為「保護自然區域，並利用此空間，提

供國民的休閒遊憩」，並依此劃設體系（分區及系統）。 

3.社區組織發展能力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台灣濕地政策與相關研究－審慎評估當地資源 

近年來台灣開始強烈執行濕地復育政策，如 2011 年開始運作的「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計畫」，讓全國濕地實施分級制度，以達有效管理；2011年執行環

境教育法（第 19條），規定公家機關每年參加 4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此為

環境教育提供良好的規範，但是，現今大多數生態環境無良好的導覽資源，

此為日後加強方向；同年為求整體提升台灣河川生態環境，實施「淡水河曼

哈頓計畫」，以整頓及串連水岸綠帶之生態資源，並依「拉姆薩國際重要濕地

公約」為濕地發展之重要參考依據，以「明智利用」濕地為中心思想。 

回顧濕地之相關研究，此地形能以復育自然環境來加強生態系統，但是

現今制度並無規劃良善，倘若將此地形運用於自然公園，可提升生態環境，

但仍須審慎評估當地資源以及規劃合適的復育計畫。 

承上所述，瞭解水岸綠帶在景觀生態學上占重要地位，為物種遷移及覓

食的通道和棲地，連結及串連各類棲息塊區，對生物系統繁衍之永續發展極

為重要。而維持其結構功能，利用自然公園為保育模式、棲地保育策略之理

論、濕地為主要地形，以預防棲地零碎化、促進廊道生態系統長期穩定，以

及配合強而有力之政令引導保育規劃模式，進而達到疏洪道之棲地生態系完

整性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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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案例研究 

第一節  國外及國內案例 

一、自然保護區類型 

（一） 日本釧路湿原国立公園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此公園位於日本北海道東部，是日本最大的濕地，同時屬於國家

公園，其面積為 26,861公頃（參見圖 3-1）。此公園面域橫跨鐵路市、

鐵路町、標茶町和鶴居村。其公園位於鐵路旁，由濕地、河川、丘陵

所組合成的一個綜合性的生態系。此公園起源為濕原面積逐漸減少，

導致野生動物棲地惡化、濕原景觀惡化、調節濕原的洪水，因此設立

国立公園維護此流域的 25萬平方公尺，並以生態系統與景觀為主要目

標，於 1890年起訂定及實施長期目標：「自然環境的保全與再生、農

地利用與農業共同良好發展、地區上的回饋」。 

 
 

註：「釧路湿原国立公園」之資料來源為「釧路自然環境事務所（2006）。釧路湿原国立公
園管理計画書。日本国环境省北海道地方環境事務所」。 

圖 3-1 釧路濕原國立公園範圍（資料來源：北海道地方環境事務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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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及規劃策略 

為了控制濕地惡化之情形，此基地使用制定經營管理策略如下所示： 

(1) 水邊的森林，防止土壤調節池泥沙流入 

(2) 濕地再生 

(3) 高沼地植被控制 

(4) 恢復曲流河 

(5) 水產保護 

(6) 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 

(7) 保護濕地景觀 

(8) 公民參與和管理濕地調查 

(9) 保護和利用的共識 

(10) 促進環境教育 

(11) 促進區域合作，區域發展 

從上述管理策略得知，此計畫最重視環境的生態，期能將基地內

廣大範圍且多樣性地型復原良好，為此制定專門的管理規則「釧路濕

原自然再生協議會設置要綱」及長期的施作計畫，其為（1）為充分與

各機構、居民溝通，舉辦多形式的意見溝通會（如調查研究、研討會

和座談會等），共 16次；（2）為保育濕地環境惡化，制訂長期工作之

方案，花 20年將其恢復原貌。 

（二） 新加坡 The 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 Master Plan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The 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SBWR)位於新加波沿海地帶，

此區在淡水鹹水交會處，面積 130公頃（如圖 3-2所示），擁有濕地生

態系和紅樹林種（如圖 3-3所示）。此區鳥類有超過 212種類，其中

60%為新加坡本土性物種和國際型的瀕危物種，因此 1989年被設為自

然公園。此地形與發展定位與二重疏洪道類似。 

由於 SBWR的地形及地區特殊，此地區的紅樹林品種及數量眾多，

1997年被列為全世界紅樹林最多品種的 6大國家。2002年被東南亞國

家協會（東協）認定是「候鳥國際網絡」30條網絡之一（參見圖 3-4）。 

由此可知 SBWR，對國內外的生態系統具有重要之地位，促使東協

將此區定為自然遺產公園。因此 SBWR以「推動生物多樣性走廊」為首

要目標，以「自然公園」手法維持生態教育及研究設施，同時維持指

標性物種和體驗自然生態之樂趣為計畫宗旨。 

註：「The 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 Master Plan」之資料來源為「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2011，http://www.asla.org/2010awards/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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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SBWR規劃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3 SBWR生態特色（鳥類、濕地生態系和紅樹林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4 SBWR與東南亞國家協會的鳥路網絡點 

（資料來源：http://www.asla.or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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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及規劃策略 

此計畫為了維持指標物種及其棲息地，需維持當地的環境，因此

在 SBWR地區規劃生態保護核心區，以保護、保存及加強自然棲息地，

外圍規劃休閒區，加強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同時提供更多的遊客體

驗模式（如圖 3-5所示），並將 Kranji自然教育路徑和 Lim Chu Kang

紅樹林此兩地區聯繫起來，成物種多樣性之走廊（如圖 3-6所示），以

減少外界對計畫區的干擾。 

 

圖 3-5 SBWR計畫分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6 新加坡沿海濕地走廊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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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讓外界體驗自然生態樂趣，推動休閒走廊，在 Kranji水庫

建立生態教育走廊，讓民眾透過此走廊瞭解 SBWR保護區的窗口。為了

拓展遊客的國際視野，促使遊客透過濕地體驗，進而成長，將 SBWR分

四種活動強度，如下所示（如圖 3-7所示）： 

(1) 高度活動區：在 Kranji自然步道和遊客中心針對遊客提供與棲息       

地互動之機制。 

(2) 中度活動區：在 SBWR沿海地帶提供探索性和感官性的體驗。 

(3) 低度活動區：以最小的使用措施，保護自然環境。 

(4) 活動禁止區：此區禁止遊客於濕地核心區活動，以保護生態核心    

區。 

在經營及改造過程中，為了減少對政府撥款的依賴性，提高社區

參與性（志願服務）及尋求贊助（志願贊助商）。 

而此計畫根據上述分區營造各種不同的感官體驗及用途，如觀察

基地各項生態資源（如鳥、水生植物、紅樹林、螢火蟲等）、觀日出、

研究地區等，以及會持續改善與創造新的設施，增加遊客體驗（參見

圖 3-8、3-9）。 

 

圖 3-7 SBWR之四種活動強度                   （資料來源：http://www.asla.or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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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不同時間階段有不同的體驗                   （資料來源：http://www.asla.org/，2010） 

 

 
圖 3-9 SBWR人工設施配置                               （資料來源：http://www.asla.or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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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疏洪道類型 

（一） 澳洲 Moomin Creek Floodplain Management Plan（FMP）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1976年澳洲昆士蘭州（Queensland）圭迪爾（Gwydir）集水區完

成Copeton大壩，造成姆明（Moomin）河灘地的水流改變（參見圖3-10）。

Copeton大壩建成之後，減少洪水造成的損害，促進姆明（Moomin）

地區的防洪工程，以及河灘地的農業保護系統，其影響姆明（Moomin）

河灘地洪水時期的相關生態系統，有 3個大範圍濕地以及 4個小湖泊，

以及 Kamilaroi人種之文化價值，如原住民對洪水的依賴及傷害所形

成各種型式（如樹痕，水道）的精神意義。 

因此制定修復被傷害之生態系統，此計畫需深入於洪水氾濫區，

分析洪水流量，使相關者得到應有利益，其目標為下列所示： 

(1) 提供一個洩洪道網絡。 

(2) 改善目前河灘地洪水區的排水系統 。 

(3) 允許於標準內通過洪水流量。 

(4) 將土地所有權者的要求與計畫目的妥善溝通，達到平衡狀態。 

(5) 盡量減少影響河灘地洪水區之流量和生態功能之發展。 

 
圖 3-10 FMP範圍                   （資料來源：http://www.environment.nsw.gov.au/） 

註：「Moomin Creek Floodplain Management Plan」之資料來源為「Office of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2011），http://www.environment.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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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及規劃策略 

FMP設計是應付洪水流量、防洪減災，鼓勵永續發展和維持依賴

洪水的生態系統。姆明溪 FMC諮詢一套洪氾區管理的原則，並採納與

這些目標一致計劃。採用的原則為決策目的的指導，以作為 FMP的評

估管理戰略和選項時。洪氾區管理原則是防汛工作的核准，應符合1912

年「水法案」第 8章第 166C（1）節。 

澳洲政府認為需要永續的自然資源管理之計畫，需思考管理現在

的潛在影響、未來發展模式、洪水氾濫與生態系統的調和，因此於 1978

先行制定 Moomin Creek Floodplain Management Plan（FMP）草案。

2005年發表，此次與多機關協調與研究定案，如姆明河漫灘管理委員

會（FMC）、自然遺產信託（NHT）、地方政府、各種社會團體及利益集

團。 

此計畫應付洪水流量，提供防洪減災之計畫，為了改善居民的安

全性，其鼓勵生態系統（農地）對此產生長期的依賴。因此計畫發展

出一個綜合洪水管理排水繞道網絡計劃，由於洪水是周期性的，將洩

水道設置於河道旁，把洪水交給河灘地來緩衝（如圖 3-11所示），由

於鄰近於河道旁的土地是私人的農業重植地，因此需與土地所有者協

調，並滿足其需求，其計畫發展可分三個階段（如圖 3-12A、圖 3-12B、

圖 3-12C所示），如下所示： 

(1) 研究洪水：探討與洪水有關的問題（如水利學、環境、社會和文化）。 

(2) 研究河灘地管理：先評估社會、環境和經濟之因素，以解決現在和

未來洪水風險管理之課題。 

(3) 洪氾區管理計劃：探討洪水風險、各種管理問題、支持洪氾區的自

然作用之策略。 

FMP目標是為了處理洪水流量，以及配合 1912年水法，提供防洪

減災功效，並使洪氾區的生態系統持續發展。因此，根據上述目標制

訂「洪氾區的評估標準」，如下列所示： 

(1) 使洩洪道備足夠的液壓排水能力，使河灘地之洪水能夠順利排出。  

(2) 考慮到現有漫灘發展後，任何洩洪道應密切符合自然排水模式。 

(3) 排洪渠區應公平地分配土地所有者流動路徑及水量。 

(4) FMP相關的問題需要深入調查，包括對洪水依賴的生態系統，如濕

地、河岸植被以及任何其他環境敏感區的發展策略。 

(5) 洪水洩洪應類似以往歷史的速率和深度，並切實接近以往的河道位

置。 

(6) 有足夠的蓄水量，於平日需保持一定水量，使洪峰走時無高度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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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洩洪道流量速度應減少，以免對土地造成侵蝕或淤積。 

(8) 沒有顯著的影響漫灘發展的任何個人土地所有者或社區基礎設施，

包括增加洪峰水的高度和增加排水時間。 

(9) 漫灘區的發展應該不會造成重大的洪水再分配。 

(10) 在考量液壓和環境上適合可行，經社區同意，有可能修改自然/

歷史排水模式的範圍。 

(11) 社會經濟問題涉及到洪氾區管理時，需要進行確認和調查。這包

括考慮有形損害（可以很容易地用金錢來衡量）和無形的損害（包

括情緒壓力的緊張，身體疾病和影響日常生活）。 

FMP實施根據 1912年「水法案」第 8章法規。目前新南威爾士州

水資源委員會（NSW Office of Water）負責農村新南威爾士州西部大

分水嶺內實施。 環境部氣候變遷暨水資源管理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在實施方面提供了技術諮

詢作用。 

而此計畫成功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區所有權，地主互相溝

通，採取恰當的土地使用管理的做法，並適時反映在防洪工程。表 3-1

中列出的在就 FMP實施的利益相關者的角色。 

表3-1 實施角色和職責 

利益相關者 角色/責任 

漫灘管理委員會  監督管理漫灘管理計畫。 

 提供漫灘管理計畫實施建議。 

南威爾士州水資

源委員會 

（環境部氣候變

遷暨水資源管理

局提供技術諮詢

作用） 

 安排落實的漫灘管理計畫措施，包括建議改變防洪工

程，和恢復進入依賴洪水的生態系統。 

 提供技術諮詢和適當的支持土地所有者。 

 評估防洪工程的申請和執行現有的防洪工程的執照許

可。 

 分洪效能和分洪道狀況持續監控，並收集洪水資料。 

地主  在州水資源委員會的指導下，需要修改現有防洪工程。  

 尋求州水資源委員會批准，包括未來的防洪工程和需

要許可執照建造工程。 

 進行永續的土地管理措施。 

 分洪效能和分洪道狀況持續監控，並收集洪水資料。 

當地政府  保持水路結構的能力（如橋樑，涵洞，堤道）。 

 安排履行漫灘管理計畫有關議會資產的建議（如新水

道結構或修改現有的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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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新北市 中港大排河廊改造計畫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中港大排是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以北主要的排水道，全長約 2.6

公里，流域範圍是匯集新莊、泰山和五股地區的雨水，再排入二重疏

洪道。此計畫的整治目的為解決流入中港大排的生活污水和事業廢水，

並創造民眾休憩的親水空間，以及注入當地的風土民情，以提供當地

居民的需要（參見圖 3-13）。 

 

2. 經營及規劃策略 

(1) 以城市水環境是構成城市空間和景觀的主要元素，調節城市環境的

生態基礎，中港大排過去為工業廢水排除水道，在人民生活素養的

提升及對生活環境的要求，因應現在城市空間規劃，使其不僅具有

城市環境和生態的價值還兼具景觀、休憩、遊覽的綜合功能。 

(2) 全線規劃自行車道系統、生態廊道、透水鋪面及節能燈具，建立自

然安全親水步道及廣場。 

(3) 改善活化都市河川河岸壁體，塑造自然親水河岸。 

(4) 增加滯洪空間（雨水儲水設施），其設施有生態公園、人行地下道，

空間約有 58%。 

(5) 強化環境教育，重拾民眾對河川生命之重視，將五股工業區汙水經

處理後，供部分做為親水來源，以及設置兼處理示範教學區。 

(6) 結合環境資源，塑造休閒的、藝文的、生態的中港大排。 

(7) 整體水景設計採用生態永續工法，使用自然保育境教育與都市生活

關聯性的生態手法，創造更有特色的親水空間。 

(8) 以生命三要素-太陽、空氣、水及綠樹作為四大分區的主題。 

3. 案例特色 

以三元素綠樹—綠之生、空氣—風之動、水—水之舞、太陽—光

之舞，將中港大排分四區的設計主題，如下所述。 

(1) 綠之生（生態展現區）：以容納多樣性的物種共生為前提，提供民眾

最自然的生態園區，可以在都市中享受自然（如圖 3-14所示）。 

 

 

 

 

註：「中港大排河廊改造計畫」之資料來源為「台北縣政府縣政推動小組，2011，

http://dreamriver.ntpc.gov.tw/_file/1437/SEDesc/SEDescnull.html；張延光

（2012）。污染削減與河岸環境營造－中港大排。2012污水下水道建設國際研討會─

資源再利用與維護管理。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網址：

http://www.tcri.org.tw/tcriWeb/DispActivity.aspx?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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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之動（水域活動區）：以河道的風為主題，風鈴、風車的風動藝術，

加以「風力發電」的能源再生觀念，串聯都市藍帶與綠帶空間，結

合週遭環境綠地空間，使藍綠帶空間更加完整，規劃河道水深 80cm

以上，提供划船的水上遊憩活動（如圖 3-15所示）。 

(3) 水之舞（靜態水生植物）：將常水位保持在固定深度，將河道規劃為

休閒及親水之空間，配合不同地段與都市背景，運用水的四種基本

型態依：噴、落、湧、流。展演方式表現，塑造不同之河岸景觀。

經過污染整治之後，將成為民眾的新景點（如圖 3-16、17所示）。 

(4) 光之舞（水舞體驗區）：「再生能源」的「永續發展」理念，白天運

用光影變化，夜間太陽能省能理念（如圖 3-18所示）。 

 

 

 



3-16 
 

 

圖
3-
13
 中

港
大
排
規
劃
圖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2
0
1
3
）

 

3
-1

6
 



3-17 
 

 

 

 

 

 

 

 

 

 

 

 

 

 

 

 

 

 

 

 

 

 

 

 

 

 

 

 

 

 

 

 

 

 

 

 

 

 

 

圖
3-
14
 中

港
大
排
生
態
展
現
區
規
劃
與
示
意
圖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2
0
1
3
）

 

3
-1

7
 



3-18 
 

 

 

 

 

 

 

 

 

 

 

 

 

 

 

 

 

 

 

 

 

 

 

 

 

 

 

 

 

 

 

 

 

 

 

 

 

 

 

圖
3-
15
 中

港
大
排
水
域
活
動
區
規
劃
與
示
意
圖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2
0
1
3
）

 

3
-1

8
 



3-19 
 
 

圖
3-
16
 中

港
大
排
靜
態
水
生
植
物
區
規
劃
圖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2
0
1
3
）

 3
-1

9
 



3-20 
 
  

圖
3-
17
 中

港
大
排
靜
態
水
生
植
物
區
示
意
圖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2
0
1
3
）

 
3

-2
0
 



3-21 
 

 

 

 

  

圖
3-
18
 中

港
大
排
水
域
活
動
區
規
劃
與
示
意
圖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2
0
1
3
）

 
3

-2
1
 



3-22 
 

三、都會生態公園 

（一）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Walnut Creek 2000 Plan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Walnut Creek 2000計畫位於北卡羅來納州喚醒郡（North 

Carolina Wake County），Neuse Creek的河道上，貫穿城市，東起 440

高速公路，到哈蒙德路（Hammond Road）結束（參見圖 3-19），其重

點於城市濕地教育公園（Urban Wetland Educational Park）保育及

恢復 Wake 郡 Creek溪鄰近校區的一塊約 20公頃的濕地（參見圖

3-20）。 

此園區的起源，由學校教學需收集生態標本開始，當生態資料多

時，開始將資料發表於期刊、博物館及於各地巡迴展示，而後開始建

核桃溪的濕地中心。 

於 1960年 Creek溪因都市化帶來的水環境問題，此環境狀況促使

當地教會主教以濕地之地形幫助解決洪水漫淹、土地清理等問題。隨

後於 2000年，由當地社區居民建立 Partner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PEJ）組織執行 Walnut Creek2000計畫，建立城市濕地公園

之模式。 

 
圖 3-19  Walnut Creek 2000 Plan濕地廊道  （資料來源：Walnut Creek Wetland 

education website，2011，http://www.exploris.org/walnutcreek/index.php） 

註：「Walnut Creek 2000 Plan」之資料來源為「Walnut Creek Wetland education website，
2011，http://www.exploris.org/walnutcree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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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城市濕地教育公園平面配置圖（資料來源：NC State University，2002） 

 

2. 經營及規劃策略 

Walnut Creek 2000計畫藉由向公眾展示保護濕地的原因，創造

良好野生動物棲息地，以提高 Neuse河及鄰近流域的水質、美化環境

及提供當地的教育、休閒資源和道路綠帶系統。此外 PEJ以提高生活

質量、加強經濟物價、價值觀以及針對公園製作網站，其保育目的及

經營模式如下所示。 

(1) 保育目的 

A. 恢復濕地 （Wetlands Restoration） 

城市濕地教育公園之原址曾堆積大量垃圾，抑制了濕地功效，而

後進行修復工程，此濕地過濾汙水、防止水患，保護野生動物。 

B. 不同族裔的夥伴關係 （Interracial Partnership） 

此濕地計畫的地區在非洲裔美國東南亞羅利社區，讓不同種族可

以因共同目標而互相理解和瞭解種族多樣性。PEJ認為當人們為

共同的利益，會看見對方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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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濟改善 （Economic Improvements） 

因都市化需求居民入住於核桃溪濕地區，但不知此地區為河道氾

濫區，帶來毀滅性的洪水災害，因此利用 Walnut Creek 2000計

畫，重整核桃溪大橋、加納道路的工程計畫，使環境回復，規劃

濕地恢復計畫，來改善洪水氾濫，以及使用城市濕地教育公園之

濕地資源，吸引遊客來提升當地經濟。 

D. 濕地教育（Wetlands Education） 

此計畫最重要是提供教育資源。Walnut Creek 2000結合當地部

分公園和綠道體系，提供濕地教育資源，服務當地的學校，及支

援北卡羅萊納州的環保教育計劃。 

E. 遊憩效益（Recreational Benefits） 

城市濕地教育公園規劃寧靜的區域，提供使用者探索野生動物棲

息地、慢跑，和騎自行車。 

F. 精神上的支持（Spiritual Support）  

Walnut Creek 2000將移除目前垃圾集中區，解除這帶來的惡劣

環境，以提高此地的環境優勢，改善外界對此的觀感，促使當地

居民的在地優越感。 

G. 提高認識 

利用多媒體多樣化形式，如網絡、社區團體、會議、居民、特別

活動（如 PEJ社區清掃），向外界推銷城市濕地教育公園，提高

社會意識。因為於北卡羅萊納州只有 Walnut Creek 2000可以操

做廣泛目標的方案，藉此將得到利益回饋當地居民，如提供全年

教育活動。 

(2) 經營模式 

A. 以濕地減緩洪氾，並鼓勵自行清理土地，促使提升物價及活絡經

濟。 

B. 於城市規劃濕地教育園區。 

C. 經由 Walnut Creek 2000計畫實施，減低北卡羅來那州河口工廠

之廢水，為 Neuse河下游提供乾淨的水源。 

D. 提高河川的濕地綠廊道。 

 

 

 
註：「Central park」之資料來源為「Witold Rybczyiiski, Central Park Turns 150, 

METROPOLIS Jun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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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紐約 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1853年7月紐約州議會

提出在紐約城市中央修建一

個大型城市公園的議案進行

討論，範圍從59 街到106 街、

從第五大道到第八大道的區

域內，因此誕生了今天的紐

約中央公園。把公園選址於

這裡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這裡既不適宜耕種又很

難進行房屋開發建設，因此

地價相對低廉。由弗裡德里

克·勞·歐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和卡爾維特·沃克斯

（Calvert Vaux）設計，規

劃目的創造低收入戶遠離鬧

市喧囂的寧靜環境之休閒用

地。歐姆斯特德不顧公園建

設委員會的反對，堅持把露

天音樂會場納入公園建設中，

旨在為人們創造更豐富的活

動設施，吸引巨大的人群，

也是建造公園最主要的目的。

他寫到「中央公園是上帝提

供給成百上千疲憊的產業工

人的一件精美的手工藝品，

他們沒有經濟條件在夏天去

鄉村渡假，在懷特山消遣上

一、二個月時間，但是在中

央公園裡卻可以達到同樣的

效果，而且容易做得到」。 

 

 

 
圖 3-21 Central Park平面配置 （資料來源：http://www.centralparknyc.org/index.html） 

註：「Central Park」之資料來源為「Office website of New York City，2013，

http://www.centralparknyc.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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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發展目標，建立中央公園，此為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區大型

的都市公園，面積341公頃，長4公里，寬800公尺，面域狹長，但特點

是遠離鬧市喧囂的寧靜環境，但在中央公園選址內的任何一個地點距

離臨近的兩條喧鬧大街平行於公園的長向的距離都不超過300米，並設

立生態與休閒設施，包括了數個人工湖、漫長的步行徑、兩個滑冰場、

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動物園）、多處草地供各種體育愛好者使用，以

及兒童遊樂場（如圖3-21所示）。 

 

2. 經營及規劃策略 

(1) 規劃策略 

A. 道路系統 

公園建設委員會提出有四條城市街道要橫穿公園而過，且要求

在夜晚公園關閉後這些道路依然可以通行無阻。他們在設計方案中

將這幾條橫穿公園的街道設計成隧道式的道路，而公園的行人和自

行車道以橋樑跨越這些街道。 

B. 景觀：視覺變化 

為解決公園用地形狀狹長的難題，規劃者將公園的林蔭道設計

成向各種角度放射的軸線，運用各種自然元素的組織引導遊人的視

線不斷變換（如原始森林），設計者力圖通過對地形和園藝的巧妙

運用把遊人的注意力從緊鄰公園、喧囂的城市街道轉移到公園當中；

現在人們常常抱怨在公園中很容易迷路而這正是當初設計者的意

圖。 

如今的中央公園與 1850年代時幾乎完全一樣，城市圍繞公園

的逐漸蔓延和拓展，今天人們無論置身於公園中何處，都感受不到

周圍城市的存在，這反映當初設計者的意圖-公園與城市喧鬧環境

分隔開來的感覺。 

C. 加強生態機能-創造濕地 

公園還面臨著一個複雜的問題，公園地基是由低陷的沼澤和裸

露的岩石構成。設計意圖是建成一座獨特的不列顛風景油畫般的公

園，有起伏變化的牧場、叢生的樹木和片片水塘形成優美的田園風

光。因此他們運用十分簡潔的方式來處理岩石問題，僅僅修整岩石

的外緣或把它們用植物覆蓋起來。他們將岩石的自然形狀與設計構

思巧妙地結合，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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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片草地 

大片草地可充分與各種設施結合及各種利用（如觀賞、休憩），

因此實施歐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綠草坪」方案中的大樹和灌木

叢。 

此建設 50萬立方英尺的地表土、約 400萬株喬木、590種灌

木、815種常年生耐寒植物和高山植物，總計在中央公園栽植的植

物物種超過 1400種，創造生機勃勃的原始森林。 

E. 公共藝術 

一些以哈德遜河谷為作畫物件的風景畫家的藝術作品，激發了

沃克斯關於田園意境的想像，使他受益非淺，並把這種意境融會到

公園的設計方案當中。 

 樹立銅像區以紀念美國作家將中央公園為作品之故事背景，如華

爾頓的「鄉俗」、賽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 

 於中央公園進行的演藝活動，如紐約莎士比亞戲劇節（起源於

1957年）、紐約愛樂樂團出演的音樂會（起源於 1965年）。 

 

(2) 經營管理計畫 

對外收取經費：中央公園經營管理預算來源為民間捐款、政府

補助、生態資源、出版品，每年管理預算約 4,580萬美元，其中百

分之八十五來自個人捐款。 

A. 志工 

 提供體驗公園各項設施的維護，給民眾自行填寫工作的時間，時

間無限制(單次、體驗營)，分團體及單人，其對象有中小學生、

青年、遊客、家庭、企業。 

 需先實施教育訓練，導覽公園之各項資源，並規定工作每周 3小

時，為期 2年。 

B. 民間捐款 

 認養樹，並信託園區妥善照顧，在園區地磚留下捐款人的訊息，

以表敬意。 

 根據捐款多寡，給與關於中央公園特別的紀念品。 

 接受相關的企業的費用，給與在此打廣告，如公園舉行活動時，

收取經費，並釋放企業相關的信息。 

 捐贈實用禮品，利用公園展示，吸引公司之客群，如園區公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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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殼印捐款者的相關資訊。 

 提供公司之聚會場所。 

C. 出版品：出版各式以中央公園為主題的刊物 

D. 定期召開促進公園發展會議 

 定期召開促進公園發展會議：每月一次策略會議、每週開維護操

作會議、每兩週開樹木學會議、每兩週開工作會議。 

E. 接受民眾意見 

 定期評估（調查）並接受民眾意見，並審視此項目現況，是否需

要進行改善。 

 

（三） 美國舊金山 金門都會公園（Golden Gate Park） 

1. 環境資源與發展目標 

金門都會公園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海邊的一座大型城市

公園，面積 412公頃，形狀為長方形，東西向超過 5公里，南北向約

半英里，比同樣形狀的紐約市中央公園大 20%。金門都會公園每年的

遊客人數達到 1300萬，名列美國第三位。第一、二分別為美國中央公

園（Central Park）及林肯公園（Lincoln Park）。 

公園由於位於城市及面積廣闊，設置許多著名的人為休閒設施，

如基澤體育場（Kezar Stadium）、溫室花房（Conservatory of Flowers）、

音樂廣場區（The Music Concourse Area）、加州科學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日本茶園（Japanese Tea Garden）、斯翠賓

植物園（Strybing Arboretum）、笛洋美術館，為當地民眾的休閒區域；

此公園還有大規模樹林區以及規劃湖泊遍布於樹林，串連成一系統，

形成流水之小溪（參見圖 3-22、圖 3-23所示）。 

 
圖 3-22  Golden Gate Park俯視圖 

（資料來源：http://www.digitalsight.com/photos/photo_gallery/aerial_tour_sa 
n_francisco/1/imgLg/35_San_Francisco_Golden_Gate_Park.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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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及規劃策略： 

(1) 經營管理策略 

A. 監管生物棲地的平衡。 

B. 公園景觀幾乎都是人為營造，維修需要龐大經費，需籌措足夠資

金來維修，但有時資金不夠，影響植物生長，此為後續應注意的

事項。 

C. 為減少人為干擾，鼓勵遊客在園區中使用指定的途徑。 

D. 建立專門知識管理之樞紐：建立規劃辦公室，審查和批准所有的

景觀和建築、設計、修改、結構、功能以及準備景觀設計方案，

以保護知識、管理連續性，以及確保合適的策略實施。 

E. 增加解釋性方案，自然和野生動物與導遊活動、招募志工、遊客

中心、自導性步道（手冊指南、地圖等）。  

F. 公園資金 

 園區資源：茶園、音樂會、旋轉木馬、用戶許可證的特別活動、

田徑場、野餐區等地區入場費、建築租賃及停車場費用。 

 私募基金：募集潛在的持續收入，但需要顯著的大量的人員和

資源，這是比較容易籌集資金用於具體項目。 

 企業籌集資金提供了具體項目提供資金，通常會涉及某種形式

的認證，持續維護的潛力不大。 

 民間集資，通過直接郵寄廣告、遊客自願捐款，可能不提供大

筆的金錢來維持公園，此項需要大量的資源，來支持這種籌

款。 

 志願者活動，為良好的監督者，工作包括基本景觀維護（垃圾

清潔、房舍拆除等），目前缺乏資金（或工資），將此工作交付

志願者。 

(2) 規劃策略： 

A. 金門公園起初是朝風景式公園建立，但日後公園發展有時會以政

策發展，而不是以景觀設計專業人士提供了方向前進，此需漸進

式的改善。 

B. 除了特殊目的的園藝地區，其餘地區以開花灌木、多年生開花性

植物創造自然景觀。 

C. 制訂遠景、突出地貌的的園區景觀、利用不同顏色之視覺效果。 

D. 公園植物老化為必然現象，但此公園為避免同一時期植物整面一

起老化(或移除)，因此將補植區域依不同時間及區域錯開。 

E. 多層次景觀，提供多樣性的棲息地。 

F. 公園內湖泊串連，成一水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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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盡量在非生態區以植被覆蓋地面，減少生態區斷層。 

H. 減除和阻止侵入性的植物、種植原生灌木和樹木、增加數量和多

樣性的理想動物物種。 

I. 指定重要的棲息地，優先管理的區域，如鏈狀的湖泊、森林等。 

J. 保持與水有關之規劃：野生動物依賴水而存活，因此注重園區水

資源之設施。 

K. 為提高生態性，以 Strawberry Hill為界，靠近海岸線以為重點

發展生態區，將人工設施設置靠近都市，但還是有森林穿越其中，

不是純人工設施。 

(3) 基礎設施 

A. 供水系統總體規劃： 

 進行低維護及操作之要求。 

 靈活地利用水及再生水的供應，以提供公園灌溉。 

B. 公園路燈照明： 

在公園的不同區域會被點亮，為安全起見，未打算增加夜間

使用燈具，考慮不同層次的使用量和安全性的基礎上，以建立公

園照明的優先度。 

a. 最高優先度 

 行人夜間使用面積（包括連接晚上的活動區、停車場等）。 

 車輛/行人/自行車的十字路口。 

 夜間使用量大的道路。 

b. 中優先度 

 晚上使用區域的途徑。 

 巷道交岔點。 

 選定的園區道路。 

c. 低水平度 

 所有其他的園區道路，如人行道路。 

 

第二節 小結  

經前一章探討欲管理城市疏洪道，須以自然保護區之形式，規劃以濕地之

地形來作保護區之主軸。因此本章針對此關係，探究國外相關案例，建議如下： 

一、 擬訂嚴謹之管理方針，並確實執行  

經由探討之後瞭解此濕地公園案例之成功之處，若運用濕地來保育生態，

需擬訂嚴謹之管理方針，首先訂定改善目標，再制定嚴謹之管理方針。從核

桃溪 2000此案例看到改善者對基地之堅持，為了達成目標花 20年時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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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以達成目標，由此知道若破壞自然環境須加倍時間及耗費許多人力來挽

回。尤其是台灣目前的自然環境逐漸減少，須持久完成每一項的管理方針。 

 

二、 建立大規模的保護區模式及整合資訊介面 

由案例中發現國外為維護自然保護區之生物多樣性，其方式為建立大規

模的生態廊道以及設立多樣化功能之網絡資訊平台。為了將知識持續成長及

轉移，要大規模的建立及整合是台灣較缺乏的部分。 

三、 針對當地資源規劃永續經營之策略 

針對疏洪道，當地政府為應付洪水流量及改善居民的安全性，提供防洪

減災之策略，其方式為鼓勵於河水常氾濫處建立農地，藉此吸洪納水，對此

產生長期的經濟上之依賴，使當地居民安全及生態系統達到雙贏的局面。相

對於美國政府為當地資源與多個民間有利團體互相結合思考如何管理、現在

的潛在影響、未來發展模式、洪水氾濫與生態系統的調和。此周全、強大且

深入探討的程度是台灣所要學習的。 

四、 規劃設計理念 

（一） 日本 釧路湿原国立公園 

自從將釧路湿原劃為國家公園後，規劃設計的重點主要在沼澤地核

心區域的保護及保存四周沼澤地山丘，意即從保護「生態核心區」的觀

點來保護完整的釧路沼澤。 

（二） 新加坡 The 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 Master Plan 

為保護候鳥國際網絡，規劃生物多樣性走廊，於候鳥行經路徑（水

岸棲地）上設置保護區，再串連水岸邊的生態綠塊區，以減少外界干擾，

並將人類活動強度於園區內分不同強度等級。 

（三） 澳洲 Moomin Creek Floodplain Management Plan（FMP） 

此計畫為提供良好的洩洪道，利用河道規劃如網絡般的排水系統，

並減少影響河灘地洪水區之流量和生態功能之發展，為此提出鼓勵民眾

於河岸耕作，對此產生長期的依賴，以農田為洪水緩衝區。並制訂「洪

氾區的評估標準」，其中可參考之重點為：所有議題需深入調查（如環境

敏感區）、針對洩洪道的資料需定期更新、河灘地平日需保持一定水量，

使洪峰走時無高度變化。 

（四） 台灣新北市 中港大排總體規劃 

案例規劃之構想，以自然元素「太陽、水、空氣、植物」為設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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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手法為光影變化、水流變化、公共藝術、水上活動、生態環境展

示，以此創造親水、生態空間。而此案例位於城市的排水道，在人造溝

渠的水道上，劃設植栽槽，大幅增進生態及美觀機能。 

 

（五）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Alnut Creek 2000 

此計畫期望藉由於城市規劃濕地教育園區，提高河川的濕地綠廊道，

加強景觀生態學結構，並藉由下列經營規劃理念達此目標。 

1. 吸引遊客來提升當地經濟（經濟改善）。 

2. 結合當地部分公園和綠道體系，提供濕地教育資源，服務當地的學

校，及政府的環保教育計劃。 

3. 提供使用者探索野生動物棲息地、慢跑，和騎自行車之區域。 

4. 外界推銷城市濕地教育公園，提高社會意識，向外界提高知名度，

藉此將得到利益回饋。 

（六） 美國紐約 中央公園（Central Park） 

在城市劃設一林地，結合自然環境與民眾休閒遊憩，並妥善與外界

連結，得到各種永續經營的資源，此經營方式是二重疏洪道可學習方向。

而土地規劃方面，劃設面積廣大的生態池及複層植栽增進生物多樣性。 

 

（七） 美國舊金山 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 

利用原基地之原始林，規劃森林、湖泊及各種人為休閒設施，達到

生態保留與民眾休閒之目的，為都市之風景式公園，此公園建立歷史悠

久，經營及規劃策略有完整之操作計畫。 

土地規劃方面，以基地中央為界，運動設施靠近城市，生態機能則

在另一邊，但運動設施彼此之間有劃設樹林隔者，讓生態機能穿透全園

無隔閡。 

 

 

經探討之後（資料整理如表3-2），發覺國外對於保護區之發展因素，

皆以生態系來維持，與人類共存為最高目標，為此，美國政府極重視生

態環境的復育和環境教育。由於國外民眾注重生活環境品質，因此居民

生態意識高，自動發起保護生態環境來推動政府，提供保育生態的強力

後盾。由此可見國外環境教育之成功、以及對於生態區民眾與政府協力

合作，是我輩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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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外案例可供參考處 

公園名稱 特點 本設計案可供參考處 

日本 釧路湿原

国立公園 

規劃設計的重點主要在沼澤地核心區域

的保護及保存四周沼澤地山丘，意即從保護

「生態核心區」的觀點來保護完整的釧路沼

澤。 

 規劃設計成為自然公園 

 濕地沼澤地的保護 

 區分為生態核心區、保

護區及人為活動區 

 

 

新 加 坡  The 

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 Master 

Plan 

為保護候鳥國際網絡，規劃生物多樣性走

廊，於候鳥行經路徑（水岸棲地）上設置保護

區，再串連水岸邊的生態綠塊區，以減少外界

干擾，並將人類活動強度於園區內分不同強度

等級。 

 

 

 

 規劃生物多樣性綠塊廊

道 

 區分為生態核心區、保

護區及人為活動區 

澳 洲  Moomin 

Creek 

Floodplain 

Management 

Plan（FMP） 

此計畫為提供良好的洩洪道，利用河道規

劃如網絡般的排水系統，並減少影響河灘地洪

水區之流量和生態功能之發展，為此提出鼓勵

民眾於河岸耕作，對此產生長期的依賴，以農

田為洪水緩衝區。並制訂「洪氾區的評估標

準」，其中可參考之重點為：所有議題需深入

調查（如環境敏感區）、針對洩洪道的資料需

定期更新、河灘地平日需保持一定水量，使洪

峰走時無高度變化。 

 

 

 

 河灘地平日需保持一定

水量 

 洪水緩衝區限制植栽高

度 

 利用河道規劃洩洪道良

好排水系統 

台灣新北市新

莊 中港大排總

體規劃 

案例規劃之構想，以自然元素「太陽、水、

空氣、植物」為設計主題，其手法為光影變化、

水流變化、公共藝術、水上活動、生態環境展

示，以此創造親水、生態空間。而此案例位於

城市的排水道，在人造溝渠的水道上，劃設植

栽槽，大幅增進生態及美觀機能。 

 

 

 

 

 設立公共藝術、水上活

動、生態環境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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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卡羅來

納 州  Alnut 

Creek 2000 

 

此計畫期望藉由於城市規劃濕地教育園

區，提高河川的濕地綠廊道，加強景觀生態學

結構，並藉由下列經營規劃理念達此目標。 

1.吸引遊客來提升當地經濟（經濟改善）。 

2.結合當地部分公園和綠道體系，提供濕地教

育資源，服務當地的學校，及政府的環保

教育計劃。 

3.提供使用者探索野生動物棲息地、慢跑，和

騎自行車之區域。 

4.外界推銷城市濕地教育公園，提高社會意

識，向外界提高知名度，藉此將得到利益

回饋。 

 

 

 

 規劃濕地教育，設計河

川的濕地綠廊道，加強

景觀生態學結構 

 提升當地經濟 

 提供濕地教育資源，服

務當地的學校，及環保

教育 

美國紐約 中央

公園（Central 

Park） 

在城市劃設一林地，結合自然環境與民眾

休閒遊憩，並妥善與外界連結，得到各種永續

經營的資源，此經營方式是二重疏洪道可學習

方向。而土地規劃方面，劃設面積廣大的生態

池及複層植栽增進生物多樣性。 

 自然公園與民眾遊憩休

閒結合 

 外界連結，各種永續經

營的資源 

 設計廣大的生態池及複

層植栽增進生物多樣性 

 

 

美 國 舊 金 山  

金門都會公園

（Golden Gate 

Park） 

 

利用原基地之原始林，規劃森林、湖泊及

各種人為休閒設施，達到生態保留與民眾休閒

之目的，為都市之風景式公園，此公園建立歷

史悠久，經營及規劃策略有完整之操作計畫。 

土地規劃方面，以基地中央為界，運動設

施靠近城市，生態機能則在另一邊，但運動設

施彼此之間有劃設樹林隔者，讓生態機能穿透

全園無隔閡。 

 

 

 

 規劃各種人為運動休閒

設施 

 運動設施、生態機能分

別規劃在不同之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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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規劃－二重疏洪道選址與環境分析 

第一節  基地選址 

一、區位 

本研究之目的希望能降低都市

生態系統失衡，因此以台北淡水河系

之二重疏洪道為研究之基地選址。 

基地位於台北都會區，設計之初

主要是用來防洪，為台北疏洪道計畫

之一環，基地為南北走向，東西堤岸

與台北縣的蘆洲市、三重市、五股區、

泰山區、新莊區相鄰，後來延伸兼具

休閒環保功能。其位於淡水河系，全

長 7.7 公里，寬 450~750 公尺，面積

為 424公頃的高灘地地形，位於台北

盆地中央地帶（參見圖 4-1），擁有廣

大綠地空間，相當於 16座臺北市大安

森林公園或 1.25倍美國紐約市中央

公園（參見圖 4-2），是面域廣大且完

整的綠帶空間。 

基地北側之溼地為瀕臨絕種四斑細蟌之棲地，且北方有關渡自然公園，

南方接華江雁鴨公園，還可與淡水河系之 53個溼地及河濱公園連結。根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保處 2011年統計資料，其面積共計 1,300公頃，串連 18

公里之河川生態資源（參見圖 4-3），是良好的綠帶廊道及國家重要溼地。 

 
       圖 4-2 各國相關綠地面積比較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 周遭地理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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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淡水河系河濱綠地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地理條件 

二重疏洪道位於淡水河系，由於地勢低

漥且為大漢溪、新店溪、基隆河三大支流的匯

合處，使其每逢颱風暴雨期間河水常暴漲，因

此政府於此區域建設堤防加強洩洪，區域內自

然形成一溫仔圳（排水渠道）流經其間（參見

圖 4-4），為二重疏洪道提供穩定水源。 

溫子圳現今長度約 2公里，河寬 6公尺

至 30公尺，平均水深 1.25 公尺，由於此地

段又屬於感潮帶，潮汐最高可增加水深 1公尺，

（徐志宏，2004），形成以淡水、半鹹水池塘、

草澤、草原等結構主的地型。 

 圖 4-4 水文分析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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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環境分析 

一、地形環境 

二重疏洪道屬於河川的高灘地地形，北端臨海，南端水系為淡水河（如

圖 4-5所示），因此，此區受潮汐影響及陸域化現象，而基地內有一稀有物種

昆蟲「四斑細蟌」受此地形變化，使生存棲地範圍逐漸減少，如下所述： 

（一）潮汐現象 

根據中央氣象局之淡水河口潮位資料顯示，1月至 3月平均最低，從

2010年林務局報告得知，2010 年蘆葦叢積水面積數據，3月退潮後約 32

平方公尺，春夏季降雨後約 600平方公尺，由此可看出冬季枯水期，使四

斑細蟌棲地（蘆葦叢）無法充分與海水混合，使越冬時需之積水區域減少，

促使族群減少及不穩定。 

（二）陸域化 

近年來泥沙逐年淤積造成地勢升高和潮水進出棲地的潮溝逐年刷深，

且讓潮溝兩側泥土堆高造成潮水無法漫出潮溝使得蘆葦叢的積水無法獲得

補充（林務局，2010）。促使蘆葦叢積水區域陸域化，致棲息地逐漸變小，

如圖 4-6所示。 

    

 圖 4-5 二重疏洪道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6 2006 至 2010年四斑細蟌分佈

範圍調查結果（資料來源：林務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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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二重疏洪道梅姬颱

風時期（2010年 10月 21至 24

日）測水位位置（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二、氣候 

（一） 降雨 

根據二重疏洪道入口堰堤的設計資料指出，二重疏洪道之設計基準是採

用 200年的洪水頻率作為保護機制。設計所採用淡水河流量 23,500 cms，此

為新店溪與大漢溪匯合流量，其中通過台北橋的流量為 14,300 cms，而疏洪

道分洪流量為 9,200 cms，於上游水量超過 4公尺以上，疏洪道就會開始進

水，進行洩洪功能。由此可知二重疏洪道具有強大的分流洩洪之容納量，且

二重疏洪道內擁有溼地及廣大綠地，於洪水期

具有滞洪調節之功能。 

研究基地位於亞熱帶氣候區，冬季盛行東

北季風，因受大陸冷氣團影響降雨甚多；夏季

期間受海洋暖氣團及西南季風影響，炙熱且多

陣雨。根據中央氣象局之淡水河流域的每月雨

量資料，雨季為 4月至 9月，乾季是 10月至隔

年的 4月份（參見表 4-1），而 5 月至 9月期間

通常是颱風季，於此時段常降豪雨。根據 2010

年第 10河川局於二重疏洪道之水位調查資料，

得知二重疏洪道的平日水位平均為 1.57公尺，

於梅姬颱風期間（2010年 10月 21至 24日，

中度颱風）二重疏洪道最高水位為 2.13公尺

（參見圖 4-7、圖 4-8），其顯示河水位明顯上

升，由此可證二重疏洪道於豪雨季之河水分流

功能的重要性。 

表 4-1  月平均降雨量（單位：m）（統計期間：2001-2010年）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4-8 梅姬颱風時期於二重疏洪道之水位記錄（資料來源：防災颱風資料庫、第 10河川局） 

0 

1 

2 

3 

水位(m) 

警戒水位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雨量 96.3 122.8 160.4 148.3 202.4 255.9 

月份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 月 

雨量 146.2 203.5 446.1 167.2 98.6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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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二重疏洪道進水位置（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水文  

（一）水量 

由於台北市位於多條河川下游，如基隆河、淡水河、大漢溪等主河川及

其它支流，為避免豪大雨使水位上升及海水漲潮形成海水倒灌，促使低漥地

區淹水。因此，於淡水河系之河川主流、支流進行修建堤防及整治，使河道

之水流順暢以及能承受更大水量，讓周圍低窪居民免於水患。但是，當主河

道利用堤防修建完成之後，水位會上升，使低窪地區之支流無法流入高水位

的主河川以致河水倒灌。為避免此情況發生，於主河川與支流之交界處，設

置抽水站與水門的防洪設施，以此調節水量。 

二重疏洪道之堤防

為調節水量設施之一，於

入水口處分設抽水站、水

門、溪流（新北市政府河

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

2007），其區位如圖 4-9

所示。抽水站通常規劃在

鄰近的水門，此為緊急排

除上游水量的設施；而水

門通常規劃在河流堤防

上，其作用為河川之支流

排放口及防止堤防外水

位過高導致倒灌。 

根據2007年新北市

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

理所研究流入二重疏洪

道水量， 其水量如表

4-2所示，從表 4-2可看

出靠近二重疏洪道生態

區的平日水量變化小。由

於水源是支持生態機能

的重要元素之一，為生

態系統提供穩定生存空

間，此對於基流量之穩

定控制係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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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測水質點    （資料來源：

整理自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2007） 

表 4-2 二重疏洪道入水口資料 

入水口 抽水站 水門 溪流 

水源來

源 

抽暴雨 

雨水 

生活汙水 

非點源水 

地下水 

非點源水 

進水站

名稱 

鴨母

港溝 

二重 頂崁 疏左

3號 

疏左

2 號 

五股坑溪 大窠坑溪 舊溫子圳 

水量

(cmd) 

平日 平日 平日 假日 平日 平日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平日 

19000 0 37000 98000 100000 37000 20000 19000 103000 114000 0 

註：測量日期，平日流量 2007/1/30~31，例假日流量 2007/1/6~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二）水質 

1. 水質檢驗、汙水來源 

目前行政院環保署為了使污染    

防治決策有依據，建立水質長期監測之

機制，由於二重疏洪道不屬於河川，因

此本區並未設置監測站。但是，2007年

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有鑑於二重生

態疏洪道獨特之生態資源被排入之汙水

持續干擾，於是策劃了生態工程計畫（二

重疏洪道濕地水質淨化園區規劃及基本

設計委託技術服務），以達到生態機能永

續保存之目的。 

二重疏洪道之水源為周遭所流入之

水，周遭土地利用以住宅區及工業區為

居多。住宅區之汙水處理是利用公共污

水下水道，根據水利署 2012年 4月統計

新北市普及率為 45.99％，由此可見大

量之生活廢水流入疏洪道內；而周遭工

業區之專門汙水處理廠，排放有達工業

放流水標準（如表 4-3所示）。但未達到

生態保育所規範較高標準之水質（如參

見表 4-4、圖 4-10所示）（水質生態標

準參見附錄 表 8-6），如此之水質流入

則有損二重疏洪道生態機能。 

根據二重疏洪道的生態管理者（荒野保護協會）觀察，二重疏洪道經常

流入汙水， 2011年調查流入二重疏洪道的汙水來源，得知基地周遭多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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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經常排放未經處理或未處理完全的廢水，使二重疏洪道水質經常性惡化，

其中以「致和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被列為為非法排放汙水最嚴重之工廠（參

見表 4-5、圖 4-11），已被環保局列為重點觀察之一，於工廠排放汙水之時

段，流經水域之植物死亡，嚴重影響生態機能。 

表 4-3 各工業區汙水處理概況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4 水質之標準與檢測值對照表 

 水質標準 二重疏洪道水質檢測值 

生態保育 A B C D E 

化學需氧量（COD）（毫克/公升） 6以下 110 110 90 145 145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6~9 7.5 7 7 8.5 7 

溶氧量(DO) (毫克/公升)  2以上 4.7 4.8 3.7 4.8 4.6 

生化需氧量 (BOD)(毫克/公升)  4以下 40 50 45 40 20 

懸浮固體 (SS)(毫克/公升)  無漂浮物且

無油污 
300 60 65 950 60 

（資料來源：整理自 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圖 4-11 汙水排放嚴重之區位（資料來源：荒野協會 2011年 6月 26日調查） 

 新北產業園區 林口工業區 工業放流水標準 生態保育水質 

處理水量 5209CMD  400 CMD   

BOD  19.1  - 30  6以下  

COD  50.7  60 100  6以下  

SS  10.1  18 30  無漂浮物且無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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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汙水排放點 

汙水 
排放點 

A B C D E F G 

 林口汙水
處理廠 

東盈畜
牧（養豬
場） 

致和
皮革
廠 

泰利
實業 

忠義橋下之公
共排水溝（排水
工廠無法確認） 

公共排水溝 
（排水工廠
無法確認） 

五股抽水站（排
水工廠無法確
認） 

（資料來源：荒野協會 2011 年 6月 26日調查） 

 

 

2. 河川污染指標（RPI） 

根據 2010 年郭正翔、石柏岡、張文亮的二重疏洪道水質調查研究顯示，於

北緯 250 04'17"，東經 1210 27'31"（疏洪三路與疏洪八路交界）之處（參見

圖 4-12），檢測水質之河川污染指標（RPI），依汙染物之成分項目溶氧量 (DO)、

生化需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氨氮(NH3-N)轉換（RPI）點數，其點數為 6.5

（如表 4-6所示），依汙染程度分類檢視（參見表 4-7），此屬嚴重污染等級。 

由上述水質等級之檢測，可知二重疏洪道之水質超過標準值，使周圍生態

系受到干擾，無法提供良好生物的食源，此顯示目前政府做的淨水型之溼地，

其效用並無法達到生態永續保存之終極目標。 

 

 

 

 

 

 

表 4-6 河川污染物之汙染程度分類 

 單位：mg/ L 點數 

溶氧量 

(DO)mg/L  

-  1  

生化需氧量 

(BOD)mg/L 

3.4–27.8  10  

懸浮固體 

(SS) mg/L 

10.2–65  6  

氨氮 

(NH3-N) mg/L  

1–24.6  10  

RPI參數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2 水質分析之測點（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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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河川污染物之汙染程度分類表  

 
溶氧量
(DO)mg/L 

生化需氧量
(BOD)mg/ L 

懸浮固體
(SS) mg/L 

氨氮(NH3-N) 
mg/L 

點數 
污染程度
點數 

未受
污染 

6.5以上 3.0以下 20以下 0.50以下 1 2.0以下 

輕度
污染 

4.6～6.5 3.0～4.9 20～49 0.50～0.99 3 2.0～3.0 

中度
污染 

2.0～4.5 5.0～15 50～100 1.0～3.0 6 3.1～6.0 

嚴重
污染 

2.0以下 15以上 100以上 3.0以上 10 6.0以上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註：          ，Si為污染點數、i為水質項目。 

 

 

四、生態資源  

（一） 綠地資源 

二重疏洪道於民國 85年完成防洪計畫，其目的使洪水不影響大多數居民

的生計，爾後為了提高此區域的生活品質，規劃綠地公園，該計畫以休閒運動

方向為主，生態為輔，其分區可分為生態保護區、休閒運動區、幸福水漾公園、

農地區（如圖 4-13所示），詳如下所述： 

1. 生態保護區現況 

（1）環境資源 

此區地勢低窪，還有一水流幹道貫穿基地，因此土地溼潤，形成豐

富的植物相，提供鳥類及昆蟲的棲息地，其地形有草原及沼澤，蘊含豐

富生態系統。因此，政府減少此區植物修剪頻率。 

由於保育區內先前有局部區域作為能耕用，使此區植物可細分三類，

為農業、草原（如圖 4-14所示）及沼澤（如圖 4-15所示）（植物種類

如表 4-8所示）。依據河川區域種植規定第三條規定：「為了河防安全，

只能種植低於成株五十公分以下之植栽」，因此，不能種植喬木於基地

上，原有的喬木成為基地的鳥類棲息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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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二重疏洪道現況植物種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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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二重疏洪道草原地區          圖 4-15 二重疏洪道沼澤地區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表 4-8 二重疏洪道生態區植物種類 

農

業 

台灣朴樹、沙朴、綠竹、相思樹、苦楝、烏臼、構樹、血桐等。（這些植物提

供了很多鷺絲科鳥類漲潮時的棲息處與築巢地點）。 

草

原 

千金藤、咸豐草、大花咸豐草、黃野百合、小葉灰藋、小葉桑、山芙蓉、山

黃麻、山煙草、山葡萄、加拿大蓬、印度田菁、羊蹄、血桐、五節芒、兔兒

菜、菟絲子、掃帚菊、長梗滿天星、狼尾草、槭葉牽牛、紫背草、象草、黃

槿、黃鵪菜、葎草、榕樹、構樹、篦麻、龍葵、雙花龍葵、翼莖闊苞菊、雙

花蟛蜞菊、雞屎藤等。 

沼

澤 

此區植物最優勢種為蘆葦（植物相如圖 4-15 所示），其它種類有：巴拉草、

李氏禾、水筆仔、長苞水蠟燭、長梗滿天星、苦林盤、翼莖闊苞菊、單葉鹹

草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 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2）環境干擾 

由前一節分析得知，此區域因植物相豐富，吸引多種哺乳動物、爬蟲類、

兩生類和昆蟲前來棲息。惟根據荒野協會 2012 年 1月的生態調查紀錄，此環

境也同時讓蘆葦及布袋蓮快速成長，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干擾，分析如下： 

A. 水域陸域化： 

從上述植物分區得知，於水域旁有許多蘆葦，而蘆葦有使水域陸域化之

特質，因此沼澤區正逐年轉化為草原區，促使現今沼澤區之生物棲地縮小。

由於草原區面積增多，每年吸引民眾於此私自開墾農地（違建菜園範圍如圖

4-16所示），吸引之人為活動及農業生產對生態造成干擾。 

B. 外來植種入侵： 

根據荒野協會之調查，水域區之布袋蓮植物快速蔓延（其分佈範圍參見

圖 4-17），使當地溼地生態改變，也造成生物棲息之干擾。 



4-12 
 

C. 無緩衝空間： 

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96 年的「緩衝綠帶帶寬與試用植物之研究」報

告結論，指出於國內營造濱水生態棲地之完整緩衝綠帶植物種類，應包含喬

木、灌木、地被等組成的覆層林帶，寬度範圍為 30~500 公尺，若以保護水

質為主目的，至少要 10公尺，而本研究區緊鄰道路，緩衝空間嚴重不足，

有必要調整之。 

   

圖 4-16 違建菜園區位                 圖4-17 布袋蓮蔓延區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資料來源：荒野協會2012年1月調查，本研究繪製） 

2. 休閒運動區現況 

(1) 草坪 

在二重疏洪道現作為公園綠地之區域，人工種植百慕達草，為易維持及

民眾偏好之利用形式，進行每半個月除草一次之植栽管理，因此本區植被為

低莖草本植物。由於經常性修剪，生態機能弱，只有少數昆蟲棲息於此，其

植物相如圖 4-18所示，從圖 4-13可看出草坪面域最廣大。 

(2) 灌木 

灌木作為活動分區之分界線，而設施彼此之間無相連，因此灌木生態機

能少（如圖 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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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草坪地區之植物相     圖 4-19 灌木植生相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3) 草叢： 

於水道旁有許多草叢是以草坪為主的運動區，生態相亦相對均質性。 

3. 一年生草花 

政府將二重疏洪道定為休閒之場所，因此，利用二重疏洪道廣大的土地

面積及水域，規劃一處賞景區（幸福水漾公園），以公共藝術為視覺主軸，

地被植物以草坪為主，以一年生草花為點綴，並定期更換，其植物相如圖 4-20

所示，因此所提供生態機能不高。 

4. 耕地 

政府為達到休閒及兼顧二重疏洪道規劃前之使用需求，於園區內規劃一

處農地耕作區，供民眾使用（如圖 4-21所示）。此區作物易吸引昆蟲前來棲

息。  

  

圖4-20 一年生草花地區之植物相(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圖4-21 耕地區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二） 生物資源 

二重疏洪道歷經政府計畫改造後，達到疏洪道目標。惟經荒野保護協會調

查發現，此改造計畫促使原有的生態多樣性消失，使物種數量及種類大量減

少。 

目前二重疏洪道之生物集中在溼地地區，其生物種類可分為五類，為鳥類、

哺乳動物、爬蟲和兩生類、水生動物、昆蟲，其種類如下列所示：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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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鳥類 

依據疏洪道生態保育聯盟 2005 至 2007年所作的調查紀錄，於溼地區鳥

類可分為冬季候鳥、過境鳥、一般留鳥及猛禽類，而不同鳥種對於棲地環境

之需求不同。棲地環境是由植物、地形所組成，而棲息型態可分為深水區、

淺水區、淺水沼澤區、開闊泥灘地、短草區以及高草灌叢（參見表 4-9），

物種分佈可分為河口型及內陸型（參見圖 4-22）。二重疏洪道位處於河口地

帶及溼地地形，鳥類相豐高，有黃鶺鴒、濱鷸群、燕科以及多種保育等級物

種（I、Ⅱ、Ⅲ）（參見表 4-10）；於每年 8月底 9月初期間（約 2星期），

燕科利用內陸沼澤區之蘆葦地帶訓練幼鳥飛翔，由此可證，此環境對鳥類棲

息或庇護的重要性（參見圖 4-23、4-24）。 

但是，從圖 4-22與表 4-11 得知鳥類數量分布落差大，由此可知適合鳥

類棲地面積相對不足，致使數量稀少，從表 4-11之鳥類調查觀查出點 1、4

是鳥類數量較多之區域，因此，物種數量以開闊的北端泥灘地較多，此區應

妥為保護。 

 
圖 4-22  水鳥棲息空間分佈（資料來源：整理自 荒野協會 2011鳥類調查之觀察點，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ugu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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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鳥類棲息偏好區域 

棲息地類型   休息鳥種   覓食鳥種 

深水區（50cm 

以上） 

小鷿鵜、鳳頭潛鴨、花嘴鴨、小

水鴨 

小鷿鵜、鳳頭潛鴨、花嘴鴨、秧

雞科、翠鳥、魚鷹、黑鳶 

淺水區

（50~10 cm） 

高蹺鴴 蒼鷺、大白鷺、小白鷺、高蹺鴴、

夜鷺、秧雞科、翠鳥 

淺水草澤區

（10cm 以

內） 

彩鷸、田鷸、紅冠水雞、白腹秧

雞、埃及聖環、鷺科(黃小鷺、

栗小鷺)  

小水鴨、花嘴鴨、青足鷸、鷹斑

鷸、金斑鴴、高蹺鴴、小環頸鴴、

磯鷸、鷺科 

開闊泥灘地 東方環頸鴴、黑腹濱鷸、金斑鴴

(開闊而無水的裸露灘地) 

東方環頸鴴、黑腹濱鷸、金斑

鴴、磯鷸(潮汐水線邊) 

短草區(經常

性除草)  

田鷸、彩鷸、小環頸鴴、鷹斑鷸 小雲雀、小杓鷸、黃鶺鴒、黃頭

鷺、中白鷺、紅鳩、八哥、喜鵲、

大花鷚、赤喉鷚、黑鳶、遊隼、

紅隼、黑喉鴝 

高草灌叢(非

經常性除

草，含蘆葦

叢)  

小雲雀、黃鶺鴒、紅鳩、八哥、

喜鵲、黃頭鷺、家燕、灰沙燕、

大葦鶯、夜鷺、蒼鷺、褐頭鷦鶯、

灰頭鷦鶯、大花鷚、赤喉鷚、白

頭翁、田鷸、鵐科 

棕扇尾鶯、黃頭扇尾鶯、白頭

翁、斑文鳥、紅尾伯勞、褐頭鷦

鶯、灰頭鷦鶯、大葦鶯、大卷尾、

黃頭鷺、中白鷺、野鴝、鵐科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表 4-10 保育鳥類物種 

鳥類 紀錄 
數

量 
棲地類型 

保育

等級 

游隼 2011年 1月  1  植物稀疏混合林及草地 II 

紅尾伯勞  
2011年 5月  1  

草原  III 
2008年 9月  2  

魚鷹  2008年 3月  1  草原、水域（空曠視野）  II 

黑面琵鷺  2006年  1  溼地、沼澤 （潮水區） I 

紅隼  2007年 1月  1  草生地、灌叢 II 

唐白鷺 2010年 10月  1  沿岸淺水地帶（潮水區） II 

短耳鴞 無例行調查紀錄 
 

林地、草生地 II 

黑鳶 
2005年 10月 8 

草生地 II 
2005年 12月 

 
註：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Ⅱ：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Ⅲ：表示其他應予保育

之野生動物；鳥類紀錄繁多，僅取 10筆。（資料來源：整理自 五股溼地工作報告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ugu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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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燕科群飛景象  

 

 

表 4-11 調查不同區位之鳥類數量 

標號  觀察點  鳥類數量  標號  觀察點  鳥類數量  

1  塭仔圳出河口 671 9  圳邊步道 7 

2  涵管 12 10  疏左堤防 81 

3  洲仔尾溝出河口 18 11  北池 10 

4  蘆堤 1 246 12  南池 17 

5  103草地 33 13  南便橋 70 

6  大生態池 36 14  五股抽水站 4 

7  大蘆葦叢東北灘 7 15  中興路 87 

8  北便橋 37    

（資料來源：整理自 荒野協會 2011/12/04鳥類調查，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uguwetland/） 

 

2. 哺乳動物 

2007年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之報告指出，於哺乳動物調查

中以田鼷鼠分佈最為廣泛，其區域遍佈於二重疏洪道之溼地，還指出由於二重

疏洪道之溼地周邊人為干擾頻繁，除小型哺乳動物外，不易發現中大型哺乳動

物，從表 4-12得知研究範圍之哺乳動物只有二種鼠類，由此可證人類活動對

生態是有害的。 

（資料來源：阿孝的生態日記，賴榮孝 2007年 8月，
http://blog.xuite.net/treetoad/blog/13009248）。 

圖 4-24 燕科群飛行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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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哺乳動物為其他動物如蛇類及猛禽的捕食對象，維持適當的小型哺乳

動物數量，亦有助於生態的穩定平衡（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

2007）。 

表 4-12  二重疏洪道哺乳動物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尖鼠科  錢鼠 Suncus murinus 

鼠科 田鼷鼠  Mus caroli 

formosanus 

（資料來源：荒野保護協會，2006）     

3. 爬蟲和兩生類 

依據疏洪道生態保育聯盟調查紀錄分析，二重疏洪道的爬蟲種類其每一種

類聚集一處，除了蓬萊草蜥是零星分散，其數量最多的是蛙類，蛇類及龜類等

占少數（參見表 4-13）。兩棲類動物小雨蛙和澤蛙在圳邊公園內南北池邊均有

發現，此處為淡水域，主要水源為地下水及雨水，不受潮汐之影響。 

兩棲類動物可以做為環境健康的指標性生物，因為其生命週期需經歷水域

與陸域階段，也因這樣的特性使得兩棲類極易受到環境變動所帶來的傷害。 

目前在五股溼地最嚴重的影響即為水域污染的問題（由先前水質探討得知

本研究基地 RPI參數為 6.5屬嚴重污染等級，參見表 4-6、4-7），有效改善水

質及適當的經營管理，對於營造兩棲類動物棲息地有相當助益。 

 

表 4-13  二重疏洪道兩棲爬蟲類及其他動物名錄 

類別   名稱   學名 

蛙類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us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澤蛙 Rana limnocharis 

小雨蛙 Microhyla ornata 

拉度希氏赤蛙 Rana latouchii 

蜥蜴 中國石龍子 Eumeces chinensis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Van Denburgh 

龜 斑龜 Ocadia sinensis 

紅耳龜（巴西龜） Trachemys scripta 

蛇 臭青公 Eurypholis major 

鉛色水蛇  Enhydris plumbea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Schneider) 

（資料來源：荒野保護協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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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生動物 

由於二重疏洪道水質不佳，魚種以耐污染性魚類為主，如吳郭魚、塘蝨魚、

豆仔魚等（參見表 4-14）。 

表 4-14  二重疏洪道水生動物名錄 

類別   中文名稱/學名 

魚類 狗甘魚(極樂吻蝦虎) / Rhinogobius giurinus 

彈塗魚 /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 

吳郭魚 / Tilapia zillii 

泰國鱧 / Channa striata 

大肚魚 / Gumbusia patruelis 

污鰭鯔(豆仔魚) / Liza melinoptera 

鯽魚 / Carassius auratus 

塘蝨魚(土虱)  / Clarias fuscus 

螃蟹類 網紋招潮蟹 / Uca arcuata de Haan 

台灣泥蟹 / Ilyoplax formosensis 

萬歲大眼蟹 / Macrophthalmus banzai 

無齒螳臂蟹 / Chiromantes dehaani 

雙齒近相手蟹 / Perisesarma bidens 

台灣厚蟹 / Helice formosensis 

鋸緣青蟳 / Scylla serrata 

軟體動物 栓海蜷 / Cerithidea cingulata 

石田螺 / Sinotaia quadrata 

福壽螺 / Pomacea canaliculata 

河殼菜蛤 / Limnoperna fortunei(Dunker). 

錐蜷 / Stenomelania plicaria 

小椎實螺 / Austropeplea ollula 

蝦類 日本沼蝦 /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鱗笠藤壺 / Tetraclita squamosa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5. 昆蟲 

依據疏洪道生態保育聯盟2005至2007

年之紀錄，棲息在二重疏洪道內的昆蟲種類

及數量不少，其中以蜻蛉目和鱗翅目的昆蟲

居多，另有少數的天牛、瓢蟲、蚱蜢等昆蟲

（參見表 4-15）。 

於調查昆蟲種類中，其中一物種四斑

細蟌(Mortonagrion hirosei)（參見圖

4-25），被自然資源保育聯盟(IUCN)列為

圖 4-25 四斑細蟌（資料來源：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http://digitalarchives.tw/，2005年葉文琪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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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四斑細蟌棲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瀕臨絕滅(Endangered)物種，此物種於全球棲息地僅 3處，日本、香港以及台

灣的二重疏洪道，由此可見本研究基地的重要性（參見圖 4-26）。 

日本研究指出四斑細蟌的棲息環境只限純蘆葦叢及周邊草地。藉由蘆葦叢

躲避天敵、強風及捕食，為雜食性昆蟲，食物來源包括巴拉草和大花咸豐草叢、

雙翅目(搖蚊、大蚊)、同翅目(葉蟬、蚜

蟲、飛虱)和直翅目等體型較小的昆蟲。

其競爭對象有青紋細蟌、紅腹細蟌、亞

東細蟌、脛蹼琵蟌等；其天敵是常在蘆

葦叢內活動覓食的物種，包括螳螂、獵

椿、蜘蛛、草蜥和招潮蟹，以及鳥類（如

鷦鶯、鶺鴒、燕子等）。影響四斑細蟌

棲地環境因子為蘆葦密度(Watanabe et 

al. 2003; Iwata and Watanabe 2009)、

鹽度(5‰-15‰) (Mamoru 1999; Mamoru 

2000; Iwata and Mamoru 2004; Iwata 

and Watanabe 2009)及水深 10公分以下

(Watanabe and Minura 2003)，上述因

子的比例型態，產生不同生命周期（參

見表 4-16）。 

 

表 4-15  昆蟲名錄 

目名 中文名稱 

蜻蛉目 

均翅亞目 

青紋細蟌、紅腹細蟌、橙尾細蟌、四斑細蟌、環紋琵蟌 

蜻蛉目 

不均翅亞目 

碧翠晏蜓、綠胸晏蜓、麻斑晏蜓、烏點晏蜓、粗鉤春蜓、細鉤春蜓、

慧眼弓蜓、善變蜻蜓、杜松蜻蜓、猩紅蜻蜓、薄翅蜻蜓、褐斑蜻蜓、

雙白蜻蜓、鼎脈蜻蜓、橙斑蜻蜓、粗腰蜻蜓、侏儒蜻蜓、大華蜻蜓 

鱗翅目 紋白蝶、粉蝶科、 荷氏黃蝶、紅星斑蛺蝶、孔雀蛺蝶、黃蛺蝶、

樺斑蝶、黑脈樺斑蝶、青斑蝶、琉球青斑蝶、端紫斑蝶、波紋小灰

蝶、白波紋小灰蝶、琉璃波紋小灰蝶、沖繩小灰蝶、雙黃環鹿子蛾 

直翅目 稻蝗、斑蝗 、條紋褐蝗、長頭蝗、紅后負蝗、棘稜蝗、棘稜蝗、

大剪斯、褐背細斯、黑脛草蟋蟀、螻蛄 

鞘翅目 六條瓢蟲、七星瓢蟲、錨紋瓢蟲、八條瓢蟲、龜紋瓢蟲、黃瓢蟲、

茄二十八星瓢蟲、微小虎甲蟲、雙帶條葉蚤、肩紋長腳金花蟲                            

、黑星筒金花蟲、甘藷龜金花蟲 、大偽金花蟲 

半翅目 條蜂緣椿、瘤緣椿 

雙翅目 黑甲蠅、細扁食蚜蠅、泥大蚊 



4-20 
 

目名 中文名稱 

膜翅目 義大利蜂、紅胸葉蜂、葉蜂、棘山蟻屬、皺家蟻屬 

革翅目 蠼螋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表 4-16  四斑細蟌對不同型態棲地之利用行為 

棲地型態 四斑細蟌的行為 說明 

退潮後積水的蘆葦叢 羽化、交尾、產卵、

覓食、停棲 

天氣炎熱，尤其午後，常停棲在離

水面約 5 公分處 

退潮後不積水或乾枯

的蘆葦叢 

停棲  少數個體 

退潮後積水的水燭叢   羽化、交尾、停棲 如退潮後積水的蘆葦叢一般 

巴拉草和大花咸豐草

等草叢 

覓食、交尾、停棲 成熟與未成熟個體會利用該草叢所

形成的孔隙避敵、避風，天氣炎熱

時也會利用孔隙陰涼處停棲 

象草叢 大量聚集停棲 避風(颱風過後發現) 

雙花蟛蜞菊和南美蟛

蜞菊草叢 

覓食、停棲 孔隙小於巴拉草和大花咸豐草等草

叢，利用時間多在上午、黃昏 

鴨跖草叢 停棲 

割草後的短草地 覓食、停棲 利用時間多在上午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三） 小結 

經前述探討了解，二重疏洪道之生物棲地集中於基地西北側（如圖 4-27

所示），應列為基地的生態保護區，因豐富生態系統其特色有多種類別鳥類休

憩地（河口溼地、內陸沼澤、候鳥）、瀕臨滅絕之昆蟲物種棲地（四斑細蟌）。

但是隨者潮汐現象、水岸陸域化及外來植種入侵，使得物種活動範圍逐漸縮小，

雖然此區有穩定水源及有淨水型溼地，但水質仍屬嚴重汙染等級（RPI：6.5），

影響生物的永續生存。另本基地草原區以民眾的休閒遊憩為主要目標；生物多

樣性較低。二重疏洪道在區位上與實質生態資源潛力上，應朝溼地棲地保育為

主，並應有充足之緩衝帶，以區隔市民休閒活動及可相容性之市民有機農作。

此外，對於四斑細蟌之保護應避免受動態之休閒遊憩干擾，未來之規劃必須有

所區隔。另溼地淨化功能亦必須加強擴大範圍，以增加本區之生態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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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二重疏洪道之特色物種及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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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文環境分析 

一、 歷史變遷 

二重疏洪道位於淡水河系，由於地勢低窪係為大漢溪、新店溪、基隆河三

大支流的匯合處，其每逢颱風暴雨期間，河水常暴漲。日據時期（十九世紀）

是灌溉農田之水源來源。台灣光復後，政府開始建設台北市的堤防，以避免民

眾之房舍被水患損害，此舉加深二重疏洪道一帶的水患程度。民國 50年政府

決定炸開獅子頭隘口，使水量迅速排出，但此舉反使海水倒灌，使大面積農地

成為沼澤。而後政府決定將此區域農業用地分四期蓋堤防，規劃為疏洪道，以

阻擋洪水，減少民眾財產的損失。 

二重疏洪道自清康熙年間開始發展，因人口逐漸增加，隨者政府政策實施，

土地形式從肥沃之耕地土壤轉變至有潮汐之生態豐富的沼澤，再形成以草原為

主要地被之運動公園，生態機能也隨者減弱，土地利用形式隨著政策變遷而改

變，可分為下列七階段： 

（一） 清朝至國民政府時期：農產豐饒的移民聚落轉變至不可耕作之高鹽度沼

澤 

     清康熙年間，距今約兩百五、六

十年前，當時的洲仔尾是一片未開發

的荒原（即現在的二重疏洪道），但

土地肥沃、鄰近淡水河、水陸交通都

非常便捷（參見圖 4-28），於是在此

定居開墾。 

日治時期有人認為隘口形成淡

水河系出海障礙，若炸開河中央這群

山石，可加速台北盆地水流出海。國

民政府遷台後，台北盆地夏天水患頻

傳，民國五十一年，歐伯、愛美颱風，

台北縣市皆受水患之苦，隔年九月葛

樂禮颱風，慘況更是「六十年罕見」。

故在「葛樂禮」水患後，中央政府才

決議把獅子頭隘口炸除以拓寬河道。

河道拓寬有利於排水，但出海口的潮

汐因沒有隘口的阻擋，不時撲向地勢

低平的五股鄉洲後村，使得全村四分

之三的土地變成沼澤，肥沃的良田一

夕之間變成殘留鹽分的壏地。 

圖 4-28  1904 年（日據時期）二重疏洪

道農產豐饒景況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

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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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國53年：關渡隘口拓寬與五股溼地的形成 

台北盆地西部地勢原已較低窪，

早年因地下水超抽，導致地下水位急

劇下降，此處成為台北盆地地盤下陷

最嚴重的地區，加上該處水系又屬感

潮河段，而關渡、獅子頭的地區水流

瓶頸，常致低窪之處積水為患。民國

五十三年（1964 年），政府為疏通淡

水河道，拓寬了的關渡隘口（參見圖

4-29），此舉導致潮水大量侵入五股、

新莊部分地勢低窪地區，於是台北盆

地西部之塭子圳沿岸，於民國五十六、

七年開始，由於積水不退，漸漸形成

一廣大的沼澤地，更因地層的壓密沉

陷，部份地區地面標高出現低於水平

面（零公尺）的現象。 

根據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等

單位所作的研究調查，顯示此積水區

附近由於未固結地層和粘土層厚度

大，且位居水源補充不足的地下水系

末端，而受石門水庫興建後的影響，

淹水氾濫所帶來泥沙填平作用減少，

所以下陷量比盆地其它地區為大，結

合地層下陷、海水倒灌、造構運動、

排水不良等因素的結合，形成了臺北

盆地西部塭子圳沼澤地。 

（三） 民國57年：二重疏洪道防洪計畫擬定 

民國 57年（西元 1968年），政

府宣布了「北區防洪計畫」，把淹水

區劃分為「一級洪水平原區」及「二

級洪水平原區」，「二級洪水平原區」

只要申請核准，還能開放建築，而洲

後村被劃入禁建的「一級洪水平原

區」。 

在民國73（西元1984年）洲後村遷村，

規劃蘆洲區二重疏洪道以東為重劃區，在

圖 4-30  1978年五股溼地沼
澤區航空照片圖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

地維護管理所，2007） 

圖 4-29 1964 年關渡隘口拓寬計畫圖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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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幾年時，因二重疏洪道內疏於管理，成為農民佔墾、垃圾滿山、廢

棄土任意傾倒的地區。但炸開隘口無法防治水患，因此，民國 62年 12月經

濟部正式提出「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以 200 年洪水頻率作為設計保

護基準，並開闢二重疏洪道以幫助分洪。 

民國 68 年「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核定，規劃闢建二重疏洪

道，民國 71 至 73年二重疏洪道陸續興建。興建工作共分三期，於民國 85

年完成。保護範圍包括台北縣新莊、五股、三重、蘆洲、泰山、樹林、土城、

永和、中和等鄉鎮市。二重疏洪道由三重市南側靠淡水河岸向西北方向延伸

出去，於西北角進入五股鄉。 

（四） 民國69年：五股溼地野生動物樂園 

民國 69 年前後，塭子圳集水域面積約 85平方公里，沼澤區經常廣達約

5 平方公里，大部份在目前五股區興珍、更寮村及德音、五股村部份區域，

面積 4.49 平方公里，一部份在蘆洲區，面積 0.48 平方公里。平均深度 0.88 

公尺，最大深度達 2.05 公尺，深度在 1 公尺以內地區占沼澤區之 57.1％，

深度 1.5 尺以內者約占 95％，其中以深度在 0.75 至 1 公尺、1 至 1.25 公

尺所占比例最大，分別為 21.7％及 23.3％。以五股沼澤區而言，深度最大的

地方位於沼澤區南部新塭與舊塭之間，深度達 2.05 公尺；沼澤區邊緣的深

度都在 1 公尺以內（游以德，1998）（如

圖 4-30所示）。 

沼澤區內的水域，因為少有人為干預，

這裡的生態環境逐漸轉換為野生動物的樂

園。根據鳥友李建安提供的資料，民國 67

年在這個區域記錄的鳥種有 84 種 4714 隻；

民國 68年則有 72 種共約 4040 隻；民國

75年有 94 種 4805隻；民國 76年後以每年

減半的數量遞減，民國 79年只記錄到 30

種 470隻；民國 86年僅有一筆記錄，鳥種

有 18種僅有 109 隻。 

（五） 民國71～85年：二重疏洪道興建與五

股工業區的開發 

二重疏洪道平均寬度約 450 公尺，長

度為 7.7 公里，左右堤岸於 1979 年奉行政

院核定(第一期防洪計劃)，民國 71年開始

實施，於民國 73年完成第一階

段工程，主要是要免除三重、
圖 4-31 七十五年五股溼地沼澤區航空照片圖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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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地區水患。為開闢疏洪道必須執行「二重疏洪道溼地水質淨化園區規劃

及基本設計」五股區洲後村遷村計畫，當時引起洲後村民強烈抗爭，被政府

施以鐵腕排除。 

第二期防洪計劃從民國 74 至 76年，為加高堤防高度，使之逹到 200 年

洪水頻率防護標準，可從航空照相圖看出，水域範圍縮小（參見圖 4-31）。 

第三期計畫於民國 79年開始，終於民國 85年，保護範圍包括新莊、五

股、三重、蘆洲、泰山等鄉鎮市區。另一方面，民國 70年代中期，啟動五股

工業區開發工程，原本高速公路以南的大片水域已逐漸遭填土而消失。 

（六） 民國79年：黑鳶與五股溼地的消失 

黑鳶是小動物猛禽，因此是五股沼

澤生態榮枯的指標性鳥類，觀音山濃密

的森林，是牠們隱身的家園，五股沼澤

是活動覓食的處所。民國 63 年到 69年

間，這裡經常可以看到 20~50 隻黑鳶在

沼澤區活動，民國 70 年卻只記錄到一

隻，此後，除了民國 75 年在 49 筆記錄

中有 4 筆記錄到三隻外，黑鳶就從沼澤

區消失不見了。推究原因，可能因為觀

音山濫墾濫葬，森林大量減少，加上民

國 72、73 年前後二重疏洪道的陸續興

建，民國 70 年代中期五股工業區開發

工程之填土（中山高速公路南側沼澤區）

與違法廢土傾倒，使得沼澤區面積急劇

縮減，民國 77、78 年間，蘆洲及五股

沼澤區和高速公路以南部份水域面積已

縮為 2.26 平方公里。此外，堤防外圍

的工業區、住家以及不肖染整工廠偷排

污黑髒臭的廢水排入沼澤區，魚蝦無法

生存，鳥類不再來，失去了居住的家，

沒有覓食的場所，黑鳶也離開這片棲

地。 

近年來由於二重疏洪道內各項工程的施作，合法或非法傾倒廢土的行為，

以及塭子圳水道的疏濬作業，造成大面積的沼澤水域幾已完全消失，由九十

五年的衛星影像圖中（參見圖 4-32），可以看到原有的沼澤區僅剩下幾處小

水塘，此時五股溼地消失。 

 

圖 4-32  九十五年的五股溼地沼

澤區相片基本圖（資料來源：台北縣

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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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民國86至93年：二重疏洪公園計畫擬定→荒野保護協會認養五股溼地 

由於二重疏洪道只有洪水來時才會

發揮它的疏洪作用，完成後一直少有機會

發揮功能，二重疏洪道長期遭棄置廢土、

垃圾，最後堆積成高 20公尺、廣達一百

餘公頃的垃圾山，不但嚴重影響排洪功能，

也使得河流受阻，造成水位上升。除了廢

土廢水的環境污染外，濫墾及濫倒垃圾也

是極大隱憂，更造成治安的死角。 

在這個都市化人口非常集中的台北

地區，政府想利用閒置空間來增加都市內

公園綠地，因此，歷經五年的規劃與施作，

形成 420公頃之現代兼具多功能的休憩公

園（如圖 4-33所示）。 

因政府對疏洪道的的開發，較著

重運動空間，因此荒野保護協會於 93

年，向政府申請認養並建造五股溼地

生態園區（疏洪建設年表參見表4-17、

附錄 表 8-7）。 

表 4-17  建設年代分析表 

年代 

項別 

清朝至

國民政
府時期 

關渡隘口拓寬

與五股溼地的
形成 

二重疏洪道防

洪計畫擬定 

五股溼地

野生動物
樂園 

二重疏洪道興

建與五股工業
區的開發 

黑鳶與五股溼

地的消失 

二重疏洪公園

計畫 

重要

事件 

農產豐

饒的移
民聚落 
水陸交

通便捷 

拓寬關渡隘

口，潮水大量侵
入低窪地區 
洲仔尾形成高

鹽度沼澤地 
地層沉陷，低於
水平面 

 

洲後村被劃入

禁建的「一級洪
水平原區」 
核定「台北地區

防洪計畫初期
實施計畫」規劃
闢建二重疏洪

道（1979） 

沼澤區內

的水域生
態環境逐
漸轉換為

野生動物
的樂園 

開始實施第一

二三期防洪計
劃)  
啟動五股工業

區開發工程 
高速公路以南
的大片水域遭

填土而消失 

二重疏洪道內

工程施作，傾倒
廢土 
疏濬塭子圳水

道造成沼澤水
域幾已消失 
沼澤區僅剩下

幾處小水塘，五
股溼地消失 

廢土廢水環境

污染、濫墾及濫
倒垃圾，造成治
安死角 

環保署補助規
劃施作多功能
的休憩公園 

荒野保護協會
認養五股溼地 

颱風 
、淹
水 

 歐伯、愛美颱風
（1962） 
葛樂禮颱風

（1963） 
形成沼澤地 

   五股沼澤區溼
地消失 

新北市府曼哈
頓旗艦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33 九十六年二重疏洪道像片基本圖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1740  1904  1962           1968            1980        1996    1999    2004            200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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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使用現況 

二重疏洪道原為紓緩暴雨洪流而設置，但完成後一直鮮少有機會發揮功能，

因而許多空間遭人占用或傾到廢棄物，造成治安的死角，同時也危害到排洪的功

能。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將二重疏洪道規劃目標，定位於運動公園，提供都市

居民休閒之場所。 

二重疏洪道依地勢分區，於高速公路以北地勢較低窪，保留溼地景觀，規劃

許多分區，如：沼澤公園、圳邊公園及蘆堤公園等，於高速公路以南地勢平坦為

陸域，規劃數座主題運動設施，如：疏洪中央公園、疏洪荷花公園、疏洪親水公

園、疏洪運動公園、疏洪追風公園等；依其功能分區，分為溼地區、休閒運動區

（運動設施、賞景區）、農作區、停車場、廟宇，如圖 4-35所示。而基地尚未作

疏洪道時，為居民之居住地，所以有數間廟宇散落於此，其各分區位置及內容如

下所述（如圖 4-34、圖 4-35、圖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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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二重疏洪道土地使用與活動利用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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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濕地區 

此區規劃為生態保留區，由於政府希望由當地民眾自行管理當地區生態

環境，目前政府將管理權給民間保育團體「荒野保護協會」。  

此區因地理之優勢有瀕臨絕種昆蟲、多種鳥類之棲息地，但因當初規劃

二重疏洪道以休閒運動為主，因此：(1)生態緩衝區距離不足，因此易受外界

干擾；(2)生態核心區與外界無隔離，使一般民眾可任意進出，此種土地規劃

模式，讓經營單位管理不易。而目前由民間組織全權管理，此組織之經營理

念為義工性質，未向外界收取服務費，只接受捐款，由於捐款金額不足以實

施完整的保護措施，因此生態例行性調查及維護工程，只能著重在焦點區域

或分段實施。 

（二）休閒運動區 

1.賞景區 

此區域位於二重疏洪道南端，根據「新北市政府西區旗艦計畫」的第

一期工程 2009至 2010年，以大面積的開闊地景為規劃主軸，藉由拓寬既

有中央水渠來營造主要景觀水域、草本植物及以「愛」為主題的公共藝術

為特色，因此以「幸福水漾公園」為此區名稱（參見圖 4-39）。 

以大量公共藝術為視覺主軸，植栽以草坪為主，以觀賞性植栽為適當

的點綴其規劃（參見圖 4-37、圖 4-38）。裝置藝術主題為情侶、親子，位

置分佈全園，此區域規劃深受民眾喜愛吸引，使用率佳，此區域特性還吸

引民眾前來拍攝婚紗照。 

    
 圖 4-37 幸福水漾公園公共藝術「愛

戀鐘聲」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圖 4-38 幸福水漾公園公共藝術「花蝶

倩影」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4-32 
 

 

圖
4-
39
 幸

福
水
漾
公
園
導
覽
圖

  
  
  
  
  
 
  
  
  
  
  
  
 
（
資
料
來

源
：

高
灘
地
工

程
管

理
處

，
h

tt
p

:/
/w

w
w

.r
h

b
d

.n
tp

c.
go

v.
tw

/w
eb

/H
o

m
e
）
 
 



4-33 
 

2.運動場 

(1) 二重疏洪道區域內之運動資源 

二重疏洪道內設置不同類型及大量的運動場，提供民眾活動空間，

除這些運動設施之外，民眾亦會利用草地來活動，其相關內容如下所述： 

A. 划船道 

為台灣北部唯一的國際標準划船道及輕艇靜水競速場地，被命名為

「微風運河」，可用於輕艇、風浪板、西式划船等水上活動，此地區為

比賽及練習良好場所，吸引眾多民眾前來使用，尤以假日居多。 

B. 運動場 

二重疏洪道內設置大量的運動場，如棒球場、籃球場、溜冰場、遙

控飛機場、木槌場、划船道等（參見圖 4-35）。各項設施中，籃球場及

棒球場之場地數量最多，其使用量也最大，但使用尖峰時段很少到達全

部場地全使用之狀態，其餘的運動場使用尖峰時段皆為假日，甚至很少

使用，如足球、躲避球、手球場等（參見表 4-18），由此可見二重疏洪

道的運動場規劃過多。 

 

表 4-18 運動場使用率 

球場 
數
量 

使用率尖峰時段 
使用率次
離峰時段 

備註 

籃球 61 星期五晚間至星

期日下午 

平日晚上 於尖峰使用時段，很少到達全部使用

之狀態 

網球 4 假日下午 平日晚上  

棒球 

壘球 

10 假日早上下午  不同區域之使用率相差極大 

南端使用頻繁，越北端使用頻率越少 

足球 2 假日早上下午 無 活動時間只有於假日早上下午 

溜冰 3 假日 16至 19時 無使用 若有補習班在溜冰場開班授課時，此

時段人最多。 

排球 2 無使用 無使用 無使用 

躲避球 2 無使用 無使用 無使用 

足球 2 假日 無使用 只有假日使用 

手球 2 無使用 無使用 無使用 

槌球 1 假日 無使用 不經常 

划船 1 假日白天 晚上 平日白天有使用者，但人數不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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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重疏洪道外圍運動設施 

上述調查中了解二重疏洪道擁有大量休閒、運動設施，供給鄰近居

民平日下班、下課或是假日時使用，本研究依據 1983年蔡佰祿提出社區

性公園為 1600公尺的服務半徑，但因服務範圍屬地區性，本基地以淡水

河域為邊界（參見圖 4-36）。 

此區域內運動資源，除了本研究基地外，還有「運動中心、校區之

運動場及大面積之河濱地帶」（參見圖 4-40），相關內容如下所述： 

A. 運動中心 

為公家營建之綜合多樣性質的運動中心，其位於泰山區、新莊區、

三重區，以及正在計畫之蘆洲區（運動設施及數量參見附錄表 8-8），其

運動種類及設施齊全，提供大量及良好環境給民眾使用。 

B. 校區之運動場 

服務範圍內校區擁有為數眾多之運動場，大部分超過二重疏洪道內

之數量（參見表 4-19），由於早期建立學校時期，無提供給大眾使用運

動設施之概念，因此大部分學校並無設立夜間照明設施。1992年教育部

公布學校需開放供給社區使用校區運動場地，並增設夜間照明設備，由

於開放時間由學校自訂，並無強制規定開放時段。由於開放夜間時段學

校需增設經費（管理人員、照明設備等），因此，大多數學校並未在夜間

時段開放。另外加上 1998 年行政院通過「節能減碳措施」政策綱領，使

校方經費被嚴加控管，無多餘經費去設置照明設備和場地管理人員，只

有少數幾間假日全天候與平日夜間開放，如頭前國中、空中大學、鷺江

國小（參見附錄 表 8-8）。由上述可見，教育部之規定成效不彰，促使

設施並無妥善利用。 

C. 河濱地帶 

位於新北市與台北市交界之淡水河河岸，其擁有廣大腹地可供民眾

運動之空間，目前空間主要非提供運動，因此運動場地不多，促使民眾

前來二重疏洪道使用。 

D. 鄰里公園 

根據上述之「社區性公園之服務範圍」，於範圍內具有大量之鄰里公

園，這些空間並無設置標準尺寸之籃球場，使有此需求之民眾，被吸引

至二重疏洪道使用。此問題之產生源自起初設置鄰里公園時，未妥善考

慮民眾運動設施課題，使空間無有效達到民眾運動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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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二重疏洪道外圍運動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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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二重疏洪道與鄰近校區之運動場總數相比 

  籃 

全 

籃 

半 
羽 排 

躲 

避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遙控賽

車場 

周遭運動場數 129 117 55 44 41 35 3 4 12 3 1 0 

二重疏洪道 61 0 0 2 2 4 10 3 2 1 1 1 

註：周遭運動場位置及名稱如圖 4-36與表 8-8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 河濱地帶 

位於新北市與台北市交界之淡水河河岸，其擁有廣大腹地可供民眾

運動之空間，目前空間主要非提供運動，因此運動場地不多，促使民眾

前來二重疏洪道使用。 

 

由於上述原因，促使運動需求者集中到二重疏洪道，成為五股、新莊、

三重、蘆洲及部份板橋之社區功能之運動中心。近年來政府積極於新北

市人口密集處建設複合型運動中心，建設地點皆位於二重疏洪道半徑

1600公尺以內（蔡佰祿，1983）（如圖 4-36所示），由此可見此建設可分

攤二重疏洪道之運動人潮。 

（三）農作區 

本研究基地在未劃設為疏洪道之前，為農耕用途，因建設之後轉為疏洪

功能，為了補償使用農戶，設立農地讓當地農戶登記使用，而因規劃土地面

積有限，未登記者發放補償金。 

由於基地不可種植高於 50 公分以上的植物，種植類為蔬菜，分別為小

白菜、大白菜、菠菜、白蘿卜、胡蘿蔔、芫荽葉、蔥、菜、青豆、大陸妹、

青江菜、番薯、茼蒿、莧菜、菜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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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停車場價錢分區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其他利用 

1. 停車場： 

二重疏洪道停車場

於不同分區設置大

量停車位，依使用

頻率高低制定不同

價錢，價位分別為

30元計次、20元計

次及無收費，（參見

圖4-41）如下列所

述： 

 

(1) 無收費區：  

 位於生態區，

此區使用者通

常不自行開車

前來，其交通

方式採步行及

騎腳踏車，導

致生態區鄰近

停車場使用率

低。 

 

 

 

 

 

   

 
圖 4-43 大貨車停放編號 1停車場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圖 4-42 位於圖 4-41編號 11（民眾將汽、
機車停放於溜冰場旁）（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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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收費機制，吸引許多民眾長期停放（參見圖 4-42，表 4-20、表 4-21）。 

 編號 1、2：鄰近使用頻率高之運動場區域，使用度高（參見圖 4-43、表

4-20）。 

 於編號 10、11之運動場，鄰近有停車場，由於民眾貪圖方便加上無阻車設

施，使民眾停於人行道（參見圖 4-44）。 

 

 

 

(2) 收費區： 

使用量依鄰近運動設施之使用量，於運動尖峰時段，停車位經常不足，迫

使民眾停於格線之外，使秩序混亂（參見表 4-20）。 

 

表 4-20 高於規劃停車輛之數量 

鄰近區域 
停車場

區位 

高出規劃停車輛之數量 (實際停車輛-規劃之停車輛) 

汽車 機車 大型車 

鄰近 

運動場 

1 18 -120 11 

2 75 -147 -15 

5 -18 -83 -49 

6 -1 -21 3 

7 -148 244 3 

鄰近 

生態區 

4 -75 1 4 

8 -18 0 0 

9 -58 0 0 

註：1.高出規劃停車輛之數量為〝實際停車輛減規劃之停車輛〞。 
    2.大型車為遊覽車和貨車數量相加。 
    3.此為於 2011 年 6月 13 日 19點 30 分調查之數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1 二重疏洪道放置隔夜之車輛數量 

停車場區位 汽車 機車 遊覽車 貨車 

1.  98 35 0 11 

2.  67 42 1 1 

4.  13 1 0 4 

註：於 2011 年 6月 13 日 19 點 30分放置於二重疏洪道之停車場車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44 遊覽車停放編號 1停車場入口處(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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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廟宇 

二重疏洪道有 5座廟宇，香客都喜聚集於附近交流感情，香火較為鼎盛

為萬善堂、五方福德宮以及微風運河旁的百姓公（參見圖 4-45），由此可見對

當地的重要性。 

 

圖4-45  二重疏洪道之廟宇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 交通動線 

連接二重疏洪道的動線類別，可分為捷運、車道、自行車道以及自行車與

行人共用道路，其相關敘述如下所示（如圖 4-46所示）： 

（一）捷運 

捷運工程局目前於二重疏洪道地區外圍建造蘆洲線捷運站，於民國 2012 年 8

月通車，分別為三重捷運站、先嗇宮捷運站、蘆洲捷運站，其最靠近研究基地為

三重捷運站，可從 12號越堤道進入，縮短遠處居民至此之交通時間。 

（二）平面道路 

二重疏洪道的道路分南北及東西向，全部道路與堤外道路連接。南北向道路

分別為疏洪一、三路、洲新路，東西向道路分別為疏洪六、八、十、十二、十四、

十六路、忠義路以及六座高架橋跨越。 

二重疏洪道路眾多，規劃之初目的在減緩鄰近市區的交通流量，於疏洪道規

劃雙向之 4線汽車及 2線機車車道（依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計算，道



4-40 
 

路為 18公尺），使行車者有寬闊的空間，但是，此空間規畫模式分割二重疏洪道

的生態空間（參見圖 4-46）。 

 

圖 4-46 二重疏洪道連外動線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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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越橋梁 

二重疏洪道之高架橋，由北至南名稱分別為成蘆大橋、永安大橋、中山高

速公路、中山高架道路、重新橋。由於二重疏洪道於南北兩端設施種類集中大

量人潮，且空間廣（橋墩間距大）、遮蓋佳，因此於橋下（成蘆大橋、重新橋）

規劃多種人為活動設施，如表 4-22所示。由於每座高架橋高度約 10公尺、地

面寬廣，並經過調查，於橋下無噪音干擾。 

表 4-22  橋空間分析 

 車道分析 橋柱寬度、間距與排列方式（單位：m） 分析 

成

蘆

大

橋 

汽車 4

線、機車 2

線，車道

共計 18m 

 

 

橋下空間空

曠，吸引荒野

協會教育中

心、腳踏車及

船租借站於

此區使用。 

永

安

大

橋 

汽車 6

線、機車 2

線，車道

共計 25m  

 

不在熱門使

用設施旁以

及 4個橋柱

切斷空間，使

空間不易利

用。 

 

中

山

高

速

公

路 

14線，車

道共計

49m 

 

橋柱間距過

短，使橋下空

間不易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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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道分析 橋柱寬度、間距與排列方式（單位：m） 分析 

 

中

山

高

架

道

路 

汽車 6線

車道，共

計 21m 

 

不在熱門使

用設施旁以

及 5個橋柱

切斷空間，使

使用人數稀

少 

重

新

橋 

汽車 4

線、機車 2

線，共計

18m 

 

 

橋之橋柱粗

大、數量少，

使空間無分

割，因此政府

於此區設置

攤販區、計程

車休息處。 

註：道路寬度依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計算：車道：3.5m，機車：2m。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四）人行與自行車共用道 

二重疏洪道之自行車車道與人行道為共用之環狀道路，全長 24公里、寬

2.5至 3公尺，為使民眾充分利用，道路遍佈二重疏洪道。由於二重疏洪道地

形、地貌之關係，使各區域有不同課題，其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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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溼地區路線 

(1) 於二重疏洪道內之溼地區，設置人行動線供民眾使用。由於當初無謹慎規

劃動線，使路線末端之部分不順暢，如圖 4-47 所示。 

(2) 路段緊鄰特色物種，干擾生物生存。 

 

2. 入口堰路線 

(1) 於此區域路線旁設置大量滯留池，於此地區之水源為河水暴漲及雨水，只

有上述時刻滯留池才有水量（平日無水量），顯示此地方地水量不穩（參

見圖 4-48）。 

(2) 為了增加市民使用面積，將河口沼澤區覆土填平（約 2.5公頃），以創造

寬廣無障礙視野，使部份生態區減少了，如圖 4-49、圖 4-50之施工前後

對照圖所示。 

 

 

 

 

 

圖 4-48 入口堰路線旁的滯留池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圖 4-47溼地區路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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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營運現況 

（一）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二重疏洪道從 2000年的二重疏洪道的運動公園啟用之後，成立台北縣河

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來管理，由於台灣的環境政策，是由下而上的推動方式，

因此基地生態區的推動主要由民間來

執行（參見表 4-23），2004年將生態

保護區管理權交給荒野保護協會，也

同樣是民間自行爭取。 

（二）荒野保護協會 

1995 年民眾自發性組成環境保護

團體（荒野保護協會）。組織目的為透

過自然教育、棲地保育與守護行動，

推動台灣及全球荒野保護工作。 

荒野保護協會 2002年開始關心二

重疏洪道，開始作復育生態的相關工

作，如定期做溼地導覽、生態調查等；

2002 年開始介入生態特性快消失的二

重疏洪道，2004 年向臺北縣政府認養

了一百公頃的五股溼地生態園區（參

見圖 4-51）。 

圖 4-49 入口堰沼澤  
(資料來源：秦鈺攝於 2010.11.27) 

圖 4-50 入口堰沼澤被填平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於 2012.4.10) 

圖 4-51 荒野協會認養二重疏洪道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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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荒野保護協會是民間社團，管理經費來源不易，目前只能針對關鍵區

域做例行性的資源調查，或是呈計畫書向政府管理單位（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申請經費。 

荒野保護協會為了使二重疏洪道內之生態性永續保存，為此提出一系列計

畫，如下所述： 

1. 免費對民眾講解五股溼地之生態及地理環境，時間：每週日下午

15:00~17:00。 

2. 讓民眾體驗鳥類及環境生態，於燕子學飛季節，舉辦賞鳥活動，其日期為

8月底至 9月初。 

3. 為維護五股溼地區域之生態環境，以及使民眾對此區域有更深的了解及培

養認同感，定期召集民眾做生物調查及環境維護。 

 

表 4-23 二重疏洪道事件年代表 

時間 事件 

40 年 沼澤區面積 5平方公里 

74至 86年 

由於五股工業區興建填土等因素，五股沼澤由 500 公頃縮減為 226 公頃，污水、垃

圾、廢土的嚴重污染，導致鳥類以每年減半的數量在遞減，最後從台灣溼地的名單

除名；同一時間政府也對二重疏洪道提出多宗土地利用規劃案。 

79至 85年  沼澤區面積 2.26平方公里 

77至 86年 

良田變荒野，廢水、垃圾、廢土污染嚴重，政府提出多宗土地利用規劃 

 三重市公所主辦二重疏洪道高攤地空間美綠化計畫 

 五股鄉公所主辦五股鄉二重疏洪道規劃設計 

 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二重疏洪道市民農園計畫 

 台北縣河川沼澤地生態保育暨復育計畫「五股自然生態公園」 

 二重疏洪道治水綠地計畫 

86年 6月政府同意以空污費動用 14.7億元經費加速整頓，由環保署主持；先期整體

規劃完成 

87年 3月  行政院環保署以空污費鉅款委託台北縣政府執行辦理二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 

89年 12月 3日   運動公園正式啟用，成立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 

90 年  台北縣公共自行車成立、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正式啟用  

91 年 
 自行車道通車、成蘆大橋完工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五股溼地定點觀察組，開始進行長期觀察紀錄 

92 年 

 開發完成疏洪中央公園、疏洪追風公園  

 荒野協會組成疏洪道生態保育聯盟，與縣府展開對話 

 縣府補助辦理「2003生態季」活動 

 公共電視拍攝五股溼地搶救行動【溼地的死與生】 

 進行棲地移轉工程（出口堰與生態池營造） 

93 年 

 縣府進行微風運河、束水供沙、螢火蟲復育區等工程 

 縣府委託荒野保護協會進行「五股溼地生態復原規劃案」 

 辦理「生態工法博覽會」 

 荒野保護協會認養五股溼地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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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艾莉颱風洪水淹沒整個疏洪道超過 2 公尺 

 公共電視拍攝棲地復育計畫【五股溼地的春天】 

94 年 

 進行圳邊公園棲地營造 

 發現四斑細蟌、燕群夜棲蘆葦叢 

 成蘆橋橋墩補強工程完工 

 編寫完成「五股溼地生態園區」教學活動手冊 

 與台北縣教育局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團完成「五股溼地樂園」數位教學網頁

http://share.tpc.edu.tw/wetland/ 

 新發現鳥種：反嘴鴴、黑喉鴝、澤鵟、斑背潛鴨，累計共有 32科 112種鳥類在園

區內活動 

 黑鳶追蹤：十月底發現八隻黑鳶出現在入口堰華江雁鴨公園，十二月底發現黑鳶

在五股溼地園區活動 

95 年 

 成蘆橋下建置教學走廊 

 芙蓉扶輪社贊助出版「五股溼地手札」及教學走廊 

 新紀錄鳥種：戴勝、紅頭潛鴨、黑頸鷿鷈、短耳鴞、董雞，累計共有 33科 117

種鳥類在園區內活動，另發現黑面琵鷺出現在鄰近園區的蘆洲堤岸 

96 年 

 新紀錄鳥種：跳鴴、黃嘴天鵝、豆雁，累計共有 33科 120 種鳥類在園區內活動。 

 提出「生態淡水河」構想 

 全國公園綠地會議時，內政部營建署正式宣告台灣 75處重要溼地，挖子尾、竹圍、

關渡、五股和華江溼地同列為國家級溼地，五股溼地重新回到台灣溼地地圖上。 

 4/22 地球日共計約有 1 千名企業志工及民眾至五股溼地參與活動。 

 五股溼地教育中心成立，提供每週日下午 3 點至 5 點的免費推廣活動。 

 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委託台灣大學「二重疏洪道溼地水質淨化園區-規劃及基本

設計委託技術服務」於 96年完成。 

97 年 

 續認養五股溼地生態園區---區域範圍另外還加上關渡溼地鄰近疏洪道附近區域

約 100 公頃，總計 277 公頃。 

 新光人壽資助進行小小解說員培訓，共進行大崁國小及忠義國小兩梯次。 

 花旗銀行資助五股溼地生態園區三年的「花旗溼地公園計劃」 

 「花旗溼地公園計劃」進行出口堰區四斑細蟌新棲地改造、並進行大生態池及出

口堰區的棲地改善 

 1/3 台灣全記錄至五股溼地拍攝浮島歸位，並於 1/24 播出 

98 年 

 營建署與台北縣政府補助國家重要溼地生態調查（挖子尾、五股、大漢溼地） 

 五股溼地共計 45科 161種鳥類在園區內活動。 

 發現平地黃鼠狼於溼地內出沒 

 農委會林務局補助進行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畫，進行四斑細蟌分佈區

域調查、生活史研究及四斑細蟌水蠆飼養試驗 

 「花旗溼地公園計劃」進行大生態池阻絶溝挖設及出口堰鷸鴴科棲地改善作 

 8/22~8/30 辦理夏日饗燕季活動共有 669 人次報名參與  

 五股溼地河川巡守隊獲選為台北縣河川巡守隊競賽第五名 

99 年 

 農委會林務局補助進行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畫，進行四斑細蟌分佈區

域調查及四斑細蟌棲地改善研究 

 「花旗溼地公園計劃」進行出口堰鷸鴴科棲地改善及四斑細蟌微棲地改善

8/24~9/5 辦理夏日饗燕季活動共有 703人次報名參與 

 五股溼地河川巡守隊獲選為台北縣河川績優巡守隊第二名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北縣政府、荒野保護協會網站） 



4-47 
 

五、 小結 

因歷史變遷其生態特性與土地利用現況，亦隨之改變劇烈具多元性特質與挑

戰。綜合分析如下：  

（一）棲地復育 

本研究目標是將基地套用生態棲地保育理念，規劃為生態廊道，但本研究

基地現況諸多規劃影響本研究理念，如下列所示： 

1.生態核心區緊鄰人為活動區，設置之緩衝距離嚴重不足。 

2.生態核心區與外界無隔離，使一般民眾可任意進出，此種土地規劃模式，讓

經營單位管理不易。 

3.因政策上的改變，讓本來擁有豐富的生態系的區域，廣大的棲地，甚至有多

起黑鳶紀錄，減弱至現今地被之豐富度。雖然保有部分溼地，但是與昔日的

生態系統相差甚遠。由歷史與基地區位來看，基地具有發展高度發展生態環

境之條件，日後規劃之優勢。 

 

（二）綠地區設置 

本基地綠地區現況占基地最大區域，無規劃民眾使用並設置綠籬禁止民眾

進入。綠地雖可減少河道粗糙度，但生態機能差，2008 年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報告指出不密集的植被不影響河道排水功能，此理論可增加生物數量並運用。 

 

（三）不相容土地利用修正 

1.由於二重疏洪道設立目的之一是運動公園，起初設置大量運動設施，尤以籃

球場最多，但隨者周遭建立運動中心、多個學校、數座公園（鄰里、河濱），

就顯得過量。日後規劃建議只保留適當的運動場數量，經調查之後二重疏洪

道現況有棒壘球場 7座、遙控汽車 1座、划船道 1座（如表 4-24所示）。 

表 4-24  推導棒壘球場之規劃數量 

棒

壘

球

場 

地區一：假日，但無固定周期，所以數量減半，地區

型的社會團體使用，計 8。 

地區二：周一至周日，使用時間密集，由數個學校共

用，計 3。 

8/2+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為提高民眾來二重疏洪道休閒遊憩之意願而設立動物觀賞區，而置放數隻動

物於此，對於民眾而言，無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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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觀景區的公共藝術設施、觀賞植栽及一河道，深受居民喜愛，但其頻繁的更

換植種、修剪次數及地被以草坪為主，不利生態環境發展。 

4.農地區之化學肥料及除蟲草劑會減少生物數量，因此建議使用非化學元素之

肥料建立有機農園。 

5.本基地道路過多，切割生態區塊，建議只保留主幹線並規劃緩衝地帶、減少

生態干擾之規劃。 

 

（四）荒野保護協會認養溼地生態區該如何永續經營? 

目前由民間組織荒野保護協會全權管理，此組織之經營理念為義工性質，

未向外界收取服務費，只接受捐款，由於捐款金額不足以實施完整的保護措施，

因此生態例行性調查及維護工程，只著重在焦點區域或分段實施。因此建議日

後管理提升管理機制，並向外宣廣並找適當金援管道。 

 

（五）人為設施規範 

1.二重疏洪道有 5座社區型廟宇，民眾喜聚集於此處交流感情，具有凝聚當地

人之向心力。由於廟宇具有不可遷移之特殊文化，因此可做廣場保持此型

態。 

2.先前政府將運動場及道路平均分布且密集，讓生態核心無完整塊區，因此將

人為設施減少並集中。如將划船水道移至高速公路以南，將生態保護區擴大

至整個高速公路以北。 

3.基地有多座跨越橋梁，橋下空間範圍廣，橋墩間距大者，可規劃使用。 

 

（六）生態滯洪設施（停車場→生態滯洪停車場） 

1.建議將停車場設置土壤透水設施，以減緩洪患程度，如固化土讓鋪面。 

2.由於二重疏洪道為排水兼公園之設施，建議規劃時將洪水引導至河道，減緩

疏洪道低窪地淹水之情形，或是建設水池紓解水患，可將此依據本研究性質

賦予多種性質，如生態性、觀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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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環境綜合分析 

一、  二重疏洪道發展自然公園之課題（SWOT）分析 

（一） 環境優勢 

1. 基地擁有潮間帶之生態資源 

二重疏洪道擁有潮間帶的生態系及溼地地形，其沙灘、泥灘底質及溼

地地形，吸引多樣化的生物前來棲息，如鼠類、爬蟲、兩生類、水生動物、

昆蟲及鳥類。此多樣化的生態系，為此基地的重要優勢之一。 

2. 基地內擁有保育類昆蟲之優勢 

二重疏洪道擁有潮水與淡水混合的蘆葦叢特殊地貌，此為名列世界自

然保護聯盟(IUCN)中的瀕危物種四斑細蟌棲息地。此物種除了基地之分佈

區位外，僅在日本及香港，由此可知此棲地之重要性。 

3. 基地之區位及形狀，是潛在廊道型棲地 

基地疏洪其面域廣大，擁有 424公頃的高灘地形，形成完整帶狀且與

淡水河系串連，北方連接關渡生態園區，南方承接大漢溪及新店溪，是良

好的潛在廊道型棲地。 

4. 基地周邊交通方便，讓生態教育容易普及 

二重疏洪道全長 7.7 公里，於區域內道路分佈密集及對外有 14 個越

提道，沿者兩側提防有環堤大道，於基地內設置大量停車位，對外有成蘆

大橋、中山高速公路、新北大橋此三座高架橋對外連結，使園區交通便利。 

（二） 環境劣勢 

1.  於二重疏洪道實施提升運動空間計畫，促使生物廊道無法串連 

2008 年政府實施「二重疏洪道臺北都會中央公園可行性評估規劃」，

執行「大台北都會公園計畫」，並制定許多提升運動資源之子計畫輔助，

其相關分析如下所示。 

(1) 基地之生物棲地被切割零碎化 

由於政府將二重疏洪道規劃為民眾休閒遊憩之場所，因此將運動

設施平均散佈全園。為使園區交通順暢，將道路遍布全基地，把棲地

切割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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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態保護區鄰近之人為活動區，干擾生態保護區 

政府將二重疏洪道規劃為休閒用地，因此設置大量設施，使生態

區外圍有大量的人為活動干擾，且又無緩衝區再加上與淨化水質區域

重疊，讓於此棲息的生物數量少。 

(3) 鄰近生態保護區之設施，干擾生態區之運作，其設施如下所述 

A. 基地內的道路（汽車、腳踏車）鄰近生態保護區，使生物易受到干

擾。 

B. 觀賞者步道過於靠近生物棲息地 ，干擾生物生存。 

(4) 生態區只有在基地北端 

由於二重疏洪道地形北端為低窪，南端地勢高讓南端無水流，使

生態區聚集在基地北端。然而北端的人工運動設施及道路之區域，使

生態區被受干擾。 

2. 現有的土地規劃模式，使多樣性之生態大量減少 

(1) 基地內的道路（汽車、腳踏車）鄰近生態保護區，使生物易受到干擾。 

(2) 觀賞者步道過於靠近生物棲息地，干擾生物生存。 

(3) 植被經常性修剪：二重疏洪道以休閒遊憩為管理方針，因此對植被經

常性修剪，此舉使園區內失去多樣性之生態。 

(4) 基地有大面域的草坪：二重疏洪道除生態園區之外，政府依視覺景觀

和人的活動為主要設置考量，設置大面域的草坪，以提供景觀、運動

及休憩用途。由於植被生態性過低，加上有民眾於此頻繁的活動，使

生物廊道無法串連。 

(5) 生態區只有在基地北端：由於二重疏洪道地形是北端為低窪、南端地

勢高，讓南端無水流，使生態區聚集在基地北端。然而北端的人工運

動設施及道路之區域，使生態區被受干擾。 

(6) 二重疏洪道內設置過多道路對基地內之棲地破碎：二重疏洪道全長 

7.7 公里，於區域內道路分佈密集及對外有 14 個越提道，沿者兩側提

防有環堤大道，於基地內設置大量停車位。 

3. 二重疏洪道的管理方針，使此區失去多樣性之生態 

(1) 植被經常性修剪 

二重疏洪道以休閒遊憩為管理方針，因此對植被經常性修剪，此

舉使區內失去多樣性之生態。 

(2) 基地有大面域的草坪 

二重疏洪道除生態園區之外，政府依視覺景觀和人的活動為主要

設置考量，設置大面域的草坪，以提供景觀、運動及休憩用途。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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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生態性過低，加上有民眾於此頻繁的活動，使生物廊道無法串連。 

4. 水質嚴重汙染 

根據 2010年郭正翔、石柏岡、張文亮的二重疏洪道水質調查研究顯

示，於北緯 250 04'17"，東經 1210 27'31"之處檢測生活汙水，再依照河

川污染分類的 RPI指標(RIVER POLLUTION INDEX)，將汙染物 BOD、DO、

NH3-N 及 SS轉換成水質參數，並依據水質分級之汙染程度。其顯示二重疏

洪道的 RPI指標數值為 6.5，屬於嚴重污染之等級。根據上述可印證二重

疏洪道之淨水型溼地其功效不佳。 

（三） 發展潛力 

1. 有長期關注溼地生態之在地社團 

管理組織由民間社團組織（荒野保護協會）擔任，此社團民間的自由

意志所組成，因此容易貼近及瞭解民眾，較容易提出適合之管理措施。 

2. 生態教育發展之趨勢 

由於生態多樣性公約成立，政府對此公約的目的深感認同，開始加強

保育生態敏感區，及維護生物多樣性環境，並加強台灣課程的生態教育。 

3. 全球重視溼地議題之趨勢 

1971 年國際溼地拉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成立，其公約指引

簽約國家需遵守義務之方向，其公約要求將永續利用和生物多樣性保育

納入國家發展計畫，此外簽約國家必須執行移地保育（第 9條）、就地保

育的義務（序言及第 8條）等。教育部份需教育公眾教育與意識（第 13

條）、針對生態研究和培訓（第 12條）等方法，以及工程施作時需作環

境影響評估及緊急應變安排（第 14(1)(a)和(b)條），以支持國家生物多

樣性整體發展（第 14(1)(c)-(e)條 ）。 

(1) 政府開始推動溼地生態教育 

由於生態多樣性公約成立，政府對此公約的目的深感認同，開始

加強保育生態敏感區，及維護生物多樣性環境，並加強台灣課程的生

態教育。 

(2) 鄰近運動資源及生態駐點多之潛力 

於二重疏洪道鄰近的五股、泰山、蘆洲、三重等地區，有眾多教

育機構、運動中心、鄰里公園以及河濱地帶，其教育機構廣泛，從國

小至大學都有，為二重疏洪道的生態教育計畫提供良好及眾多生態駐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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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旅遊蔚為趨勢 

現今逐漸重視生態環境，生態旅遊也成為趨勢，通常以觀賞為體驗形

式，其為人行步道、腳踏車觀察動線、定點解說區。 

5. 五股已檢討都市計畫劃設工業區，重新規範汙水排放，將有助於水質改

善。 

2011 年政府於五股劃

定面積約 201 公頃，制定「新

訂五股（部分更寮及水碓地

區）都市計畫」（參見圖 4-52），

計劃引入工廠、商業、產業

及住宅。此新計劃區域可讓

非法工廠移入，有效管理汙

水的排放。 

 

（四） 發展限制 

1. 政府規劃（政策）目標為休

閒運動與溼地保育相違背 

政府針對二重疏洪道  

於 1994 及 2008年，實施提

升都市運動資源為目的之計

畫以及一系列子計畫，使都

市生態系統失衡之相關課題

無法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其

兩者計畫內容如下： 

(1) 1994 年「臺北縣河川高灘地美綠化工程計畫」 

此計畫在不妨礙防洪功能之前題之下，有效利用堤防興建完成後形

成之堤前河岸高灘地，施作遊憩設施及綠美化工程，以提供民眾遊憩、

休閒、運動及親水空間，彌補城鄉公園綠地之不足，倡導市民正當戶外

休閒活動。 

(2) 2008 年「二重疏洪道臺北都會中央公園可行性評估規劃」 

將二重疏洪道改造，以紐約中央公園為目標，提供大量的公園綠地、

活動設施及休憩空間，以及設置親水設置，以達到生態城市。 

2. 生態區之管理資源不足，使生態系統無法穩定發展 

現今二重疏洪道生態區的定期調查及維護，由認養機構執行（荒野

保護協會），由於認養機構人手不足，每次行動必須廣大號召招募人手。 

圖 4-52新訂五股都市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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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令規章不完備 

中央溼地法草案仍未通過，而地方沒有為二重疏洪道生態區制定的

專一管理規範，使認養單位在管理時，無實質的權力來督導，如有民眾

對生態區做出破壞生態之行為，認養單位只能針對此行為做勸導，無法

提出有力的責罰。 

二、 發展潛力與策略 

（一） 發展策略 

針對上述基地環境之優（Strengths）劣（Weaknesses）勢、發展潛力

（Opportunities）與限制（Threats）建構出 SWOT 矩陣（參見表 4-25），

並將此四元素交叉分析，提出 S+O、W+O、S+T、W+T發展策略。 

表 4-25 基地 SWOT 交叉分析 

 環境優勢（Strengths） 環境劣勢（Weaknesses） 

 基地擁有潮間帶之生態資源 

 基地內擁有保育類昆蟲之優勢 

 基地面域為完整帶狀且與淡水

河之生態系連結 

 基地周邊交通方便 

 基地的人工設施之範

圍廣，使生物廊道無

法串連 

 二重疏洪道的管理方

針，使此區失去多樣

性之生態 

 水質汙染之危機 

基地發展潛力

（Opportunities） 

S+O策略選擇 

利用優勢，把握機會 

W+O策略選擇 

避免劣勢，把握機會 

 由民間社團管理當地區域 

 生態教育發展之趨勢 

 全球重視溼地議題之趨勢 

 鄰近教育機構多之潛力 

 五股即將建立新工業區，可

有效減少汙水汙染環境 

- 推動地區性環境資源整合 

- 加強棲地管理及營造 

- 配合國內外生態發展之論壇來

發展 

- 依功能建立分區管制 

- 建立水質管理機制 

- 建立生態管理計畫 

基地發展限制 

（Threats） 

S+T策略選擇 

利用優勢，對應挑戰 

W+T策略選擇 

避免劣勢，對應挑戰 

 政策發展以休閒遊憩為

主，使生態發展受到限制 

 現今民眾生態知識不足，使

生態運動無法發展蓬勃 

 法令規章不完備 

- 探討專屬基地的法令規章 

- 加強基地特色 

- 推動對生態系統衝擊力較少的

休閒活動 

- 加強各階層的生態教育 

- 推動地方參與 

- 推動溼地法及施行細

則 

- 加強民眾教育使產生

認同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地內部條件 

基地 

外部 

條件 

課題與 

   策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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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原則與經營方針 

經由前一節基地環境的課題，本研究分為生態及政策方向，並提出規

劃原則與管理機制，用於日後經營管理方針，其分別為溼地、人工設施、

水文、生態教育、休閒遊憩，其分析如表 4-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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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基地課題與未來管理重點 

 

 
生態課題 政策課題 規劃原則 管理機制 

溼地 

保育 

 溼地區不連續，使生態系統無法提供生

物良好的廊道空間。 

 植被過度修剪，使生物種類無法多樣化。 

 為了容易大量體驗生態環境之民眾，加

寬生態園區之人行步道，促使鄰近步道

之生物棲息環境消失。 

 由於人為活動干擾生態系之發展，使哺

乳動物種類稀少。 

 現有二重疏洪道以休閒遊憩為發展政

策。 

 缺乏關於溼地管理的法令、規章。 

 民眾生態性的知識觀念缺乏。 

 考慮複雜多樣的棲地環境。 

 為保護生態系統，規劃分區建立核心、

保護及過渡區。 

 園區以低管理及維護為目標。 

 以對環境影響及使用考量進行分區計

畫。 

 建立長期的管理夥伴關係。 

水質提 

昇效能 

 排放於二重疏洪道之水源為高污染，干

擾棲地植栽生長。 

 淨水型人工溼地之惡臭味，使居民不接

近。 

 人工溼地效能不彰，居民教育不足。  以改善溼地之結構，達到改善淨水效率。 

 引進教育系統，使居民對此產生認同感。 

 建立良好的維護及監測系統。 

適宜遊憩

活動導入 

 現有遊憩動線路徑干擾溼地生物棲地。  欠缺完整生態管理規範。 

 過多不相容活動導入。 

 於生態保護區與遊客路線建立緩衝區。 

 選擇非生態保護區及生態特色做為遊憩

區。 

 未來應於生態敏感區規範遊客活動，以

空間設計區隔不同屬性活動。 

環境教 

育落實 

 認養單位與民眾、鄰近教育機構合作機

制薄弱。 

 自然環境提供生態戶外教室。 

 加強環境教育法之實施。 

 製作系統性學習設施（指標、資訊、刊

版等） 

 建立長期穩定的監控與教育整合機制。 

永續設 

計導入 

 部分人工設施過多，使用率偏低及阻斷

生態空間的連續性。 

 鄰近生態保護區之設施，干擾生物棲息。 

 運動遊憩公園發展和溼地及生態保育配

合。 

 活動區設施分配，靠近生態區活動度弱  園區以低管理及維護為目標。 

 以對環境影響及使用考量進行分區計

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展管理 

管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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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規劃-二重疏洪道自然公園實質規劃與經營構想 

依前述課題分析策略研擬以及針對以保育為主，生態遊憩為輔之自然公園規

劃發展目標，重新定位適宜性之實質規劃原則，與可行務實之經營方針與管理構

想，茲以研訂自然公園發展計畫。 

 

第一節  整體發展構想 

二重疏洪道成廊道狀與都市主河道相連，位處都市良好的生態廊道區位。

且二重疏洪道位於淡、鹹水交會處之濕地地形，此環境促使鳥類資源豐富，也

利於瀕危物種四斑細蟌之生存，再加上廣大的腹地，是提升都會生態系統的最

絕佳地段。但是，二重疏洪道內有許多造成生態區嚴重干擾的因子，如工廠汙

廢水、車道及行人動線分散且龐雜，因此本研究以「棲地保育」作為研究基地

的主要發展方向，以加強當地生態環境特性，並減緩干擾生態區的因子。並擬

以「都市之健康生態系統」為長遠目標，以提供良好的疏洪功能為前提，提出

「自然公園」為規劃理念，並利用營造濕地環境，強化濕地保育機制，以達到

都市生態系之網絡串連、保育瀕危物種以及提供民眾適切休閒活動空間之目標。

以下是針對規劃構想之說明： 

一、以疏洪功能之確保為前提之設施減量規劃 

本基地因需要疏洪功能而建立，目前河道粗糙度接近飽和狀態；於法規

方面需遵守設置 0.5公尺以下的設施及植栽。由於河道上之設施或紋理會阻

礙疏洪之速度，因此規劃時需考慮低粗糙度之設施及植被，如滯洪池、水道、

草地等之適切配置。 

二、棲地保護與復育 

二重疏洪道之特殊環境，有被 IUCN列為瀕臨絕滅(Endangered)物種（四

斑細蟌）及眾多種類之鳥類（河口溼地型、內陸沼澤型等），為台灣重要生物

棲息地之一。由於物種種類眾多，棲地需多樣化類型及廣大面積，此等需求

目前管理組織無法全面負擔，目前只針對特定的單一物種復育。因此，本研

究需探討全面性的棲地復育及保護，其構想如下所示： 

（一）營造多樣化棲地環境： 

1. 保護與開發潛力焦點物種棲地。 

2. 復育及拓展多樣化物種棲地，營造多樣的群落生境（Biotope），以

確保實質性棲地之共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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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現有資源，與相關之政府、民間、學術單位結合，以求得最大

資源，並制訂向外界收取經營管理資源之計畫。 

（二）建立「生態環境監測站」： 

為確切更新保育資訊，建議可設置「生態環境監測站」以利收集資

訊，鼓勵專業如 NGO、NPO以及不同階層社會民眾也可共同參與本區之

生態環境監測，並透過生態環境教育、監測與觀察建立長期生態變遷資

料庫，以提供資料供研究人員應用、建立現場及配合各研究單位之實驗

室研究、提供數據庫、舉辦研討會、刊物，與各相關的機構、人員合作，

將資訊與外界互相分享與更新，其成果作為日後長期改善環境監測與經

營管理之依據，以利環境永續發展。 

（三）嚴格管制區外及區內水源汙水排放： 

針對二重疏洪道不定期的水汙染排入，使基地的水質品質處於不穩

定的狀況，尤以魚類及植物生長狀況最為嚴重，因此建議河川管理單位

應依法令（加強責罰、輔佐改善）來管制排水之水質，並成立民間巡守

隊加強生態防護巡查。 

（四）分區保護、利用與管制： 

生態保護核心現況外在干擾多，因此本研究規劃不同程度的人為活

動強度，以不同機能、空間配置及人員管制，達到生態環境效益的最佳

效果（如同第二章 棲地保育策略的生物圈保留區、第三章 案例 The 

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 Master Plan, Singapore），其分區分

別為生態核心區、生態緩衝區、人為活動區（參見圖 5-1），將基地所

需之物種棲地、生態教育設施、休閒遊憩設施、動線設施設置於內，如

表 5-1所示。 

表 5-1 基地分區之設施項目 

生態核心區 物種棲地（規劃焦點物種棲地）。 

生態緩衝區 物種棲地（規劃多樣化鳥類之棲地）、生態教育設施。 

人為活動區 休閒遊憩設施（運動設施、農地、寵物活動區、觀景區）、生態教

育（遊客服務中心）、動線設施（停車場、道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維持民眾最低需求的活動設施，並規劃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活動設施 

民眾目前對本基地活動設施已產生長期依賴，由於此項設施非本研

究最首要目的，因此，設置民眾最低需求的活動設施，為環境教育設施、

運動設施、農耕地設施、觀景設施等，以配合未來之細部設計，並研訂

永續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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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既有生態紋理作空間規範分區 

本研究基地有一水道貫穿，因此沿者水道規劃自然生態環境，再根

據周遭土地之利用形式，規劃合適的自然生態環境形態，以基地分區而

言，生態核心區為沼澤、生態緩衝區為草叢、人為活動區為不經常修剪

的草皮。 

 

第二節  計畫分區 

依照本研究「第二章 棲地保育策略之一的生物圈保留區」之探討，將基

地規劃分區，以有效保護自然資源，不受人為干擾。在將基地所需之物種棲地、

生態教育設施、休閒遊憩設施、動線設施設置於內規劃空間內容分述如下： 

一、生態核心區：保護生態核心，以確保特有物種之棲地安全 

使特有物種永續生存，因此進行棲地保護以及開發潛力棲地之地區（復

育因地形變遷而消失之物種棲地），為此嚴格限制人為使用、阻止任何干擾因

素，只允許生態研究行為。 

二、生態緩衝區：隔離生態核心區的外在干擾因子 

本研究之生態緩衝區規劃不同層次的保護，以緩衝人為活動對棲地帶來

的干擾。於生態核心區外圍設置 300公尺的生態緩衝區，並於鄰近車道區域，

規劃 10公尺灌木叢（註 5-1），以加強緩衝區結構（如圖 5-1所示）；於 300

公尺的生態緩衝區，同時提供多樣化的生物棲地，（如多種類的候鳥、過境鳥，

蟹類及昆蟲等）、學術研究及生態教育，以維持基地的生態環境之完整性。 

生態緩衝區分兩區域，一是位於生態核心區外圍、高速公路以北，其地

勢偏低靠近出海口，使此區擁有潮汐、濕地之生態系統，另外此區域西北側

鄰林口台地與北方的關渡濕地相連結，形成良好的生態連結；另一是位於基

地南端，鄰近華江雁鴨自然公園，為候鳥及淡水鳥類的行經路線。因此生態

緩衝區功能除了有保護基地生態核心物種、提高生態豐度，還有與周邊棲地

串連之功能（參見表 5-2）。 

表 5-2 生態緩衝區不同區域之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高速公路

以北 

 保護基地生態核心物種 

 提高生態豐度 

 與周邊棲地串連 

基地南端  與基地周邊之生態核心物種棲地串連 

註 5-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08）。緩衝綠帶帶寬與使用植物之研究（第三年）（第三年/ 全
程四年）。台北市：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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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二重疏洪道分區及生態緩衝區區劃配置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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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為活動區：規劃低度活動之休閒活動空間 

1. 規劃最低需求的運動設施 

規劃民眾最低需求的運動設施，以連結周邊生態資源，活動設施種類

是扣除基地周遭的運動設施（新北市即將在鄰近之校區、河濱地帶等設立

的運動中心），留下具有特殊及無可替代性；並鄰近生態核心區規劃低干擾

之活動設施（如草皮式之廣場、水域、農地等），以減少對生態環境之干擾。  

2. 降低道路對基地生態環境的干擾 

道路貫穿園區，同時提供園區使用及外界連結。道路型式分汽車、機

車、腳踏車，道路規劃緊鄰右側堤道及高架橋，並縮減不必要路線，減少

對生態區干擾。 

 

 

 

 

第三節  分區配置構想 

 

本研究基地配置，係依據第二章節自然公園之理念，由此前揭發展定位與構

想、實證規劃、國內外相關案例等，將基地現況資源調查及環境 SWOT分析結果

之環境因素反應在基地發展構想，及園區空間配置，呈現本基地實質規劃中。 

主要將水域及綠帶連結，並透過綠地與綠塊將園區內、外部串連，依使用功

能區分為生態核心區、生態緩衝區及人為活動區，並依環境特性分為二區塊，以

疏洪八路穿越道路為區隔，北側為生態核心區、生態緩衝區，南側為人為活動區

（如圖 5-2所示）。 

而依規劃而言再細分，基地北側為溼地區，南側依據民眾需求之設施規劃休

閒運動區、農作區及其他利用區，，其規劃重點如下所示（參見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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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北側 

基地北側規劃溼地，以疏洪八路為界，劃設生態核心區與生態緩衝區，

提供生物良好棲地，依不同物種之棲地類型，劃設棲地範圍，並規劃合適之

本土性植物。因此本研究植栽依據生物多樣性，在基地上配置本土性植物，

目的為保護核心生物棲地（物種四斑細蟌），外圍增加本研究「焦點物種」棲

地，求生物豐度富度及緩衝生態核心區外在干擾（如圖 5-3、圖 5-4所示）。 

二、基地南側 

基地南側主要劃設為人為活動區（如圖 5-5、圖 5-6），提供民眾休閒運

動，重要功能有休閒運動區域、賞景區域、農作區域，如下所示： 

（一）休閒運動區域 

1. 運動空間：將運動場分佈各處，在以草叢緩衝對生態區域之干擾，

有棒壘球場 7座、遙控汽車 1座、划船道 1座以及 2座籃球場以供

使用，並靠近生態緩衝區規劃低活動度之運動空間（運動場數量參

見表 4-24所推估之數量）。 

2. 賞景區：此區有廣大綠地及數座公共藝術設施，供民眾欣賞，由於

此區生態豐富性較低，因此於水道裡設置植栽槽，提高人類活動區

生態系統，如圖 5-5，SECTION E-E′、圖 5-7）所示。 

（二）農作區域 

基地現況之農作區，可保留基地未開發前原始的土地利用型態及成

為當地民眾經濟來源之一，因此本研究將面積擴大，實施「自然農法」

（註 5-2），利用此方式解決化學肥料、除蟲劑對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

響。 

（三）溼地區域 

本研究之生態棲地分兩區，一是高速公路以北，另一是研究基地南

端河口區域，此區鄰近鳥類保護區（華江雁鴨公園），因此將河岸高度降

低、規劃數條水渠，引進河水進而培養棲地環境及緩衝帶之植物，如圖

5-5，SECTION F-F′、圖 5-8所示。 

（四）其他利用 

1. 停車場：停車場設置於人工設施旁，疏洪八路以南，以提供遊客及

部分居民付費使用。 

2. 廟宇：保留當地信仰中心，不遷移並設置廣場及停車場，容納香客

於此聚集（參見圖 5-9）。 

註 5-2：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 ( C.O.A.A.)的定義:依有機實施準則，完全不使
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機肥料，並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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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客服務中心：為便於推廣生態教育，在基地南北 2區交界處設遊

客服務中心，前方配置廣場，以廣大綠地、水道、植栽（生態區植

物）、道路，以提供生態教學設施供遊客遊玩，提升民眾對本基地生

態之認同感（參見圖 5-5 SECTION G-G′、圖 5-10）。 

4. 交通動線：本基地交通動線靠捷運、平面道路。由於要提升生態環

境，將縱貫道路緊鄰右側堤防，橫貫道路緊鄰跨越橋梁，並減少使

用低之越堤道。 

表 5-3 基地分區之容許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地分區 容許設施 

生態核心區 鳥類水中休憩設施 

水體水位控制設施 

生態緩衝區 測站 

水道溝渠 

照明設施 

休憩座椅 

水岸高架平台 

解說、管理標誌設施 

鳥類水中休憩設施 

水體水位控制設施 

人為活動區 遊客服務站 

生態監測站 

休閒綠地 

景觀綠地（水漾公園） 

水道溝渠 

照明設施 

休憩座椅 

垃圾收集設施 

運動設施 

管理標誌設施 

基地特有文化設施（廟宇、農作區域） 

動線設施 步道 

棧道 

跨越橋梁 

自行車道 

車道 

越提道 

停車場 

休憩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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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水資源運用與設計 

誠如第二章敘述棲地保育對水岸綠帶的重要性，而基地水環境的健康是維持

自然公園的必要因素，針對此提出多種提升生態環境的方式，如下所示： 

一、淡鹹水水源引入 

本研究基地為水岸綠帶之地形，根據基地所需生態功能（依照物種族群

所需之地貌而規劃不同區域），可應用舊河道溫仔圳適度引進入水口淡水以及

利用漲潮引用出水口鹹水，以增加生態多樣性。 

二、雨水之暫時儲留區 

本基地南端身兼疏洪道與休憩功能，由於此區域地勢低，下大雨時經常

淹水，因此規劃多種形式之滯洪池。 

形式一：位於圖 5-5 圖例 12，此

區無水路匯集雨水，因此政府在此區之

行人及腳踏車路線沿線設置下挖式水

坑，並以此機制上附加景觀、遊憩等多

功能，如圖 5-11、圖 5-12、圖 5-13所

示。 

形式二：為減緩基地淹水情形，設

置水道貫穿與佈滿基地，於雨水季快速

收集。 

  
圖 5-12 下挖式景觀（滯洪池）         圖 5-13 人行步道（滯洪池）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三、規劃蛇行水路 

本研究基地許多焦點物種生長在水岸及陸岸交界處（沼澤），因此，規劃

圖 5-11 雨水之暫時儲留區 

（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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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行河川，增加水岸長度，並創造多樣化地

形，以增多生物棲息地的空間（參見圖

5-14）。本研究焦點物種為魚類、昆蟲、兩

生類以及軟體動物，因此配合其食源棲地創

造多種微地形，其為高草灌叢、短草區、沙

岸、淺水區、淺水草澤區以及開闊泥灘地（參

見本章第五節 棲地復育計畫-棲地管理）。 

 

 

 

 

 

 

 

圖 5-14 本研究規劃蛇行水路區域（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疏洪管理 

此研究需探討防洪減災之功效，並於疏洪功能前提下，強化當地生態系

統，以提供良好洩洪通道，其相關注意項目及設計模式，如表 5-4所示： 

表 5-4 疏洪管理相關注意項目及設計模式 

注意事項 設計模式 

以盡量減少影響河

灘地洪水區之流量

之前提，加強生態功

能之發展。 

1. 水域中設置浮島、小島，以增加地形豐富度（如圖

5-15所示）。 

2. 地形高程： 

 考慮疏洪道排洪功能，將基地之高程設定為最高

為 1公尺，而為了控制低水位時水流方向不漫流，

維持主排水道現況高程-5公尺左右。 

 採多樣性水域棲息地規劃方式，分深水區（150

公分以內）、淺水區（100公分以上），坡度不大於

20度，且為防治挺水性植物蔓延至全部水域，將

深、淺水區交界處設置陡降坡（大於 50度）（註

5-2）（參見圖 5-16）。 

為保持此基地之濕

地機能，於平日需保

持穩定的水量，使洪

峰離開時無高度變

化。 

設置水閘門控制乾旱季的水位，以維持生態穩定。 

註 5-2：郭瓊瑩等（2005）。營造台灣生態水池。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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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時不宜增加河

灘地的粗糙度

（0.0144）（註

5-3），定期巡查清除

障礙物，確保洪水洩

洪時保持通暢。 

根據「二重疏洪道通洪能力重新檢討總報告」報告指

出，二重疏洪道的疏洪能力已接近飽和，因此，本研究

遵循建議種植倒伏性植物及本土性物種，使用為密花苧

麻與蘆葦（現況植栽），並移除原有矮籬設置，只規劃

用於加強生態區之緩衝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棲地復育計畫 

一、棲地管理 

由於物種對合適之生存環境有強烈的依存性，因此，本研究先選出適合

此區域生存的焦點物種（如表 5-5所示），再根據此物種所需棲地環境，進行

改善棲地計畫，由表 5-6可得焦點物種位於河口沼澤、淡水沼澤，此二種棲

地形態。 

承上所述，研究基地棲地可分為河口沼澤、淡水沼澤、雜木林、農地（如

圖 5-17所示），其主種主要聚集在基地北端的河口沼澤，與疏洪八路以北的

淡水沼澤，於規劃時須注意棲地對物種生存的優、劣勢（參見表 5-7），以此

做出因應對策，並規畫適合之管理與設計方式，如表 5-8所示。 

而本研究為增加更多棲地面積，於水域規劃浮島，其形式為三角型與串

聯式，以此結構抗衡強風（參見圖 5-18、圖 5-19），浮島材質利用竹子可浮

在水面特性，並以麻布、土壤、植物為基盤，如圖 5-20所示。 

 

 

 

圖 5-15  人工浮島成為鳥類棲息地
之一（資料來源：台灣大學公館區醉月湖，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9/1/n3012690.htm） 

圖 5-16 棲地地形高程結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註 5-3：依 100年 4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二重疏洪道通洪能力重新檢討—疏洪道
現況分洪與通洪能力檢討報告」，水工模型量測疏洪道土渠沼澤區、草地區、矮林
及樹木區等三種地貌植披區域之坡度分別為 0.0149、0.0144、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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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焦點物種之棲息環境分析 

焦點物種 

遷移特性 棲地型態 

現

況

位

置 

科別 名稱 

鷺科 夜鷺 留鳥 主要食物：魚類、昆蟲、兩生類 

活動習性：成群、單獨 

棲地類型：濕地、沼澤  

河

口

沼

澤 

鴴科 金斑鴴 冬候鳥 

 

主要食物：昆蟲、軟體動物 

活動習性：成群 

棲地類型：沼澤、海岸、沙岸 

河

口

沼

澤 

鶺鴒

科 

黃鶺鴒 冬候鳥 主要食物：昆蟲 

活動習性：單獨 

棲地類型：溼地、水域、沼澤、沙岸 

河

口

沼

澤 

鷸科 濱鷸 冬候鳥 主要食物：昆蟲、軟體動物 

活動習性：成群 

棲地類型：溼地、沼澤、沙岸、海岸 

河

口

沼

澤 

蜻蜓

目、

細蟌

科 

四斑細蟌

（小型豆

娘） 

一生的飛

行直線距

離少於 110

公尺 

主要食物：食肉昆蟲 

活動習性：成群 

棲地類型：密生蘆葦叢、底部為泥層有

水速緩流，水深小於 10公分 

河

口

沼

澤 

八哥

科 

白尾八哥 外來種 主要食物：種子、果實、昆蟲 

活動習性：成群 

棲地類型：草原、草生地、闊葉林 

稀有種 

淡

水

沼

澤 

鹎科 白頭翁 留鳥 主要食物：種子、果食、昆蟲（雜食性） 

活動習性：單獨 

棲地類型：闊葉林、果園、樹林 

台灣特有亞種 

淡

水

沼

澤 

鹡鴒

科 

赤喉鷚 冬候鳥 

 

主要食物：昆蟲 

活動習性：單獨 

棲地類型：農地、溼地、沼澤 

淡

水

沼

澤 

燕、

鴨燕

科 

家燕為主 過境鳥 主要食物：水生動、植物、昆蟲 

活動習性：成群 

棲地類型：水域、溼地、沼澤、湖泊、

海灣、河口 

淡

水

沼

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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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焦點物種之棲地生態與類型 

棲地 

生態 

焦點物

種類別 
焦點物種 棲地類型 

河口

沼澤 

鳥類 
夜鷺、金斑鴴、黃

鶺鴒、濱鷸 

高草灌叢、短草區、濕地（淺水草澤區、

開闊泥灘地）、樹林、沙岸 

昆蟲 四斑細蟌 

淡水

沼澤 
鳥類 

白尾八哥、白頭

翁、赤喉鷚、燕科 

高草灌叢、短草區、樹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7  規劃二重疏洪道生態棲地之潛力優勢及劣勢分析 

生態棲地 

潛力優勢 限制劣勢 棲地型態 規劃區位

置 

河口沼澤 

高草灌

叢、短草

區、濕地

（淺水

區、淺水

草澤區、

開闊泥灘

地）、沙岸 

鄰近基地

北端 

河口沼澤區具有潮間帶之生

態資源，因此吸引多種鳥類於

此覓食、休憩、繁殖等，其主

要鳥類有夜鷺、金斑鴴、黃鶺

鴒、濱鷸等，以及保育類昆蟲

（四斑細蟌）於此繁殖。 

1. 經常性

排入工廠

汙水，使

水域生態

環境經常

性不穩。 

2. 棲地需

經常維護

（如修

剪、除

草、淤積

等），需

大量管理

經費。 

在此棲息的四

斑細蟌活動力

弱、易受外界

影響，因此族

群不易建立。 

淡水沼澤 

高草灌

叢、短草

區(經常

性除草) 

介於基地

北端和中

端（高速

公路為

界）之間 

此地形區域廣大，是潛在廊道

型棲地，目前為多種淡水沼澤

性之鳥類棲息，如白尾八哥、

白頭翁、赤喉鷚、燕科等。同

時目前為燕科教幼鳥飛翔的

場地，其場面特殊且壯觀。 

靠近高速公路

區域長年聲音

吵雜 

雜木林 位於基地

北區之河

道旁 

樹林之隱密度提供鳥類棲

息，而果實提供食果之鳥類前

來覓食。 

由於二重疏洪道主要目的為

排洪，不可將面積狹小之樹林

區擴大，因此此區物種數量無

法透過棲地改善來增加。 

農地（耕

作區） 

位於基地

南區 

農田區吸引鼠類、爬蟲類於此

覓食。 

耕種時之農藥，會使物種數量

減少，可與農業局探討農藥之

替代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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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不同之棲地管理與設計方式 

濕地 濕地之環境依水位深淺而塑造物種多樣化之環境，其依水位高度可分

為 3種，分別為開闊泥灘地（0~50cm）、淺水草澤區（10cm）以內、淺

水區（10~50cm）、深水區（50cm）以上，開闊泥灘地、淺水草澤區及

淺水區提供小型鳥類，深水區則是提供魚類生存及大型鳥類哺食。 

短草

區 

此區之短草環境，以每年的 2、10月各除一次來維持，以及鳥類繁殖

季（3~8月）的大雨過後的一星期進行除草，因大雨積水過後，於此區

之鳥蛋因泡水壞死，此時除草重新塑造產卵環境。 

高草

灌叢 

高草灌叢為非經常性除草，其高度以 150cm為限，以減少暴雨時期的

流水阻力，環境的規劃主要依照焦點物種四斑細蟌的生存條件來設

置，其環境需位於感潮地帶，以及植物大部分須由蘆葦所組成。 

樹林 由於本研究基地不適合再增添喬灌木，因此原始之少量樹林，須完整

保留，以提供鳥類覓食果實及棲息。 

（資料來源：整理自 台北縣政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2007） 

 
圖5-17生態棲地型態，A：河口、淡水沼澤，B：雜木林，C：農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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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三角型人工浮島施工示意圖    圖 5-19 串聯式人工浮島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莊區公兒二溼地公園，            
http://tw.myblog.yahoo.com/bmw122164417/article?mid=370&prev=373&next=369&l=f&fid
=14） 

 

 

圖 5-20 人工浮島剖面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保護區管制計畫 

誠如第二章生態旅遊章節敘述：需制訂章法以規範民眾之行為，因此制

訂下列管制計畫。 

（一）園區總量管制 

針對生態園區之參訪人數（註 5-4）、對象以及時間進行管制，以

控制人為干擾因素，利於維護良好的生態環境，並建立使用付費制度，

獲得穩定經費來源作為保育基金。 

 

 

 

 

 

註 5-4：參考 96年 12月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進行「桶后地
區自然生態保育之定位及遊客承載量之評估」報告，建議生態核心區每日最大承
載量為 200人，每月最大承載量為 5,000人，每週一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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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護利用管制禁止事項 

本研究參照「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第 9條」、「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10、16、18條」的生態保護區管理事項，整理「禁止生態保護區之

行為」，如下所示： 

1. 採折花木，或於樹木、標示、解說牌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加刻文字或

圖形。 

2. 經營流動攤販。 

3. 隨地吐痰、拋棄瓜果、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4. 污染地面、牆壁、樑柱、水體、空氣或製造噪音。 

5. 騷擾或毀損野生動物巢穴。 

6. 擅自進入自然保護區內。 

7. 騷擾、虐待、獵捕或宰殺一般類野生動物等行為。 

8. 採集、砍伐植物等行為。 

9. 污染、破壞環境等行為。 

10. 光害污染等行為。 

11. 其他禁止或許可行為。 

12.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

利用。但有下列情形之一，不在此限：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三）人為干擾之解決策略 

目前基地生態核心有多種人為干擾，抑制生物數量，有多重噪音（如

車流量大、人為活動聲響）及人類活動範圍切割生物棲地，因此須探討

其解決策略，其策略如下列四點，其設計方式呈現在本章第六節「動線

計畫」。 

1. 多重噪音及人類活動範圍切割生物棲地，皆抑制生物數量：車道動

線規劃調整遠離生態核心區、靠近生態區活動度低。 

2. 民眾活動範圍無管制：針對進入生態核心區之路線，進行管制。 

3. 重新規劃適切之緩衝區，確保適切距離之配置。 

4. 人類活動會帶來的干擾與破壞，因此在生態核心區必須限制進出時

間、人數，並控制夜間燈光之干擾（以生態管制出入口控制，參見

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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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生態管制入口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擴大生態保育區域 

為了有效提供研究目的「生態廊道」功能，建議透過協商將基地內

的運動場移轉至鄰近的校區及運動中心（其運動場數數據及地點參見附

錄 表 8-8），只保留無可取代之運動項目。調整大面積綠地作為非機械

式噪音干擾之運動休閒空間。 

 

（五）汙水源頭控制 

針對二重疏洪道不定期的水汙染排入，使基地的水質品質處於不穩

定的狀況，尤以魚類及植物生長狀況最為嚴重，因此本研究提出下列策

略： 

1. 工廠水質淨化提高至適合生態保育的標準，其數據標準參見附錄 表

8-6路域地面水體（河川、湖泊）標準。 

2. 將非法排放汙水工廠（1）移入即將在五股規劃之工業區「新訂五股

都市計畫-更寮及水碓地區」、（2）接工業用汙水管、（3）輔導建置

汙水處理設備。 

3. 加強取締非法排放汙水之工廠。 

4. 將處理的工業區廢水，接管至出海口排放，避過二重疏洪道，在從

基地南端接暗管進基地，以解決水量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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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景觀計畫 

一、動線計畫 

研究動線貫穿基地，因此本研究景觀依動線地區之性質而規劃，園區動

線可分為車行、人行、自行車動線，如下所示（參見圖 5-22） 

 

圖 5-22 交通動線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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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行動線 

二重疏洪道鄰近市區道路交通常阻塞，因此利用園區廣大空間設置

替代道路，有平面道路、高架橋兩種。 

1. 高架道路 

高架橋橫越兩側堤防，從北至南共有 6條，名稱依序為成蘆大橋、

永安大橋、中山高速公路、中山高架道路、重新橋、新北大橋。 

2. 平面道路 

平面道路分縱、橫貫兩方向，其引道分別位於兩側堤防內，遊客

利用此引道可快速進入規劃範圍內。縱貫規劃範圍道路是紓解週邊道

路的主要動線，橫貫規劃範圍道路是提供穿越基地東西側的路線；為

減少對生物棲地干擾，縱貫車道緊鄰東側堤防，橫貫車道位於高架橋

左右兩側。而為避免增加河道粗糙度，緩衝區為矮籬及草地之組合，

由於生態區緊臨高架橋，因此緩衝區置於橋下，其形式如圖 5-23所示。 

 

 

圖 5-23 生態區橋樑與橫貫道路以及緩衝區的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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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及人行動線 

園區行人及腳踏車道路形式分兩種，一為貫穿全區，寬度為3公尺，

另一為了在人潮眾多的路段，提供舒適的路徑，將自行車路線與人行路

徑分開，寬度分別為 4公尺、2公尺，為了避免互相干擾，中間有 2公

尺的緩衝綠帶，如圖 5-24所示。 

 
圖 5-24 自行車及人行動線規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而為了保護生態區，除了原本路線的水泥鋪面（如圖 5-25所示），

在新規劃路域使用固化土壤鋪面，水域採用木棧道（如圖 5-26所示）。 

  

圖 5-25 水泥鋪面(資料來源：秦鈺惠攝)  圖 5-26 木棧道鋪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植栽配置 

本研究基地性質以疏洪八路為界，分南北二區。基地北區為營造生態棲

地（如圖 5-27、表 5-9所示），依地形特質劃設適合的物種，再規劃合適之本

土性植物，參見下列 2點。除了四斑細蟌須特殊的植物比例，其他區域植栽

以棲地自主演替為原則，清除外來種植物，不以傳統綠化方法引入。 

秦鈺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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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態核心區：四斑細蟌之保護區。 

2. 生態緩衝區：內陸濕地沼澤型水鳥、鷺、雁鴨科水鳥、河口濕地型

水鳥、濱鷸群。 

 

基地南側在人為活動區之觀景區（幸福水漾公園）及廣場（生態教育）

水道劃設植栽槽成帶狀（如圖 5-28所示），另外在觀景區水道西側之人行路

線規劃為綠帶（圖 5-5剖面 E-E′），以增強生態廊道作用。 

而在廣場（生態教育）的植栽，為本基地生態教學展示區，以生態核心

區與生態緩衝區之植物為主，其植物種類分路域及水域植栽兩大區（參見圖

5-5之圖例 8、剖面 G-G′），並栽種本土性植物（參照基地北側植種）（參見

表 5-10）。 

 
圖 5-27 生態區之物種棲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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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基地北區之物種棲地植物 

河口濕地型

水鳥、濱鷸

群 

千金藤、咸豐草、大花咸豐草、黃野百合、小葉灰藋、小葉桑、

山芙蓉、山黃麻、山煙草、山葡萄、加拿大蓬、印度田菁、羊

蹄、血桐、五節芒、兔兒菜、菟絲子、掃帚菊、長梗滿天星、

狼尾草、槭葉牽牛、紫背草、象草、黃槿、黃鵪菜、葎草、榕

樹、構樹、篦麻、龍葵、雙花龍葵、翼莖闊苞菊、雙花蟛蜞菊、

雞屎藤、巴拉草、李氏禾、水筆仔、長苞水蠟燭、苦林盤、單

葉鹹草。 

內陸濕地沼

澤型水鳥 

蘆葦、大花咸豐草、巴拉草、雙花蟛蜞菊、苦林盤、長葉豇豆、

水筆仔、鹹草、山黃麻、長梗滿天星、翼莖闊苞菊。 

鷺、雁鴨科

水鳥 

台灣朴樹、沙朴、綠竹、相思樹、苦楝、烏臼、構樹、血桐。 

四斑細蟌 蘆葦、大花咸豐草、巴拉草、雙花蟛蜞菊、烏桕、象草、苦林

盤、長葉豇豆、鹹草、山黃麻、長梗滿天星、翼莖闊苞菊、桑

樹、水筆仔 

（資料來源：整理自 林務局，2010） 

 

表 5-10人為活動區之觀景區域 

水域 大甲藺、粉綠狐尾藻、瑩藺、紫芋、水竹芋、苦草、大水菀、日本紙莎

草、柳葉水蓑衣、龍骨瓣莕菜、水菖蒲、海洋之星、田字草、水芹菜、

過長沙、三白草、田蔥、台灣萍蓬草、台灣水龍、水王孫、木賊、琉璃

燭、睡連、原生種蕹菜、埃及紙莎草、野荸薺、燈心草、地筍、香蒲、

水毛花、大安水蓑衣、野慈菇、圓葉、節節菜、窄葉澤瀉、小風車草、

小莕菜、水生鳶尾、三白草、金魚草、印度莕菜、筊白筍、燈心草、茳

茳鹹草 

路域 千金藤、咸豐草、大花咸豐草、黃野百合、小葉灰藋、小葉桑、山芙蓉、山煙

草、山葡萄、加拿大蓬、印度田菁、五節芒、兔兒菜、菟絲子、掃帚菊、長梗

滿天星、狼尾草、槭葉牽牛、紫背草、象草、黃鵪菜、葎草、雙花龍葵、翼莖

闊苞菊、雙花蟛蜞菊、雞屎藤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 林務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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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觀景區、廣場（生態教育）剖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七節  解說計畫 

一、以學校為單位之環境教育計畫 

針對基地周邊中小學之教育單位需求，基地可提供不同層次之教育內容，

以此發展地區性的環境教育特色，透過國民教育及學齡前提供一系列的教育，

培養學生對生態的熱情和生態意識，也帶動鄰近居民對此區環境的認同。 

1. 幼兒園、小學：認識基地生態環境、瞭解其特色。 

2. 國中、高中：進行調查及紀錄，以深入了解周期（如潮汐、物種生

長時間）。 

3. 大學以上：研究如何參與促進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與研究。針對大

專院校，基地可提供生態之議題供給學校作為研究題材，由學校教

授帶領之下，逐漸為基地提供基礎調查之資料。 

可安排接泊車，自周邊學校或捷運站接送至自然公園，以確保學生安全。 

 

二、導覽解說計畫 

於基地設置生態導覽系統之軟硬體（解說人員、相關設施），以及規劃不

同層次的導覽方式。快速啟發對環境的認知及規範使用者的行為、路線、時

間，減少對環境的干擾，如定點式導覽、遊客自導式解說（參見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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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基地導覽解說之分區計畫 

 人員管制 交通路線及方式 

生態核心區 研究人員在限制人數及

時間之狀況，由解說人員

帶入 

解說與維修路線為同一

路線 

生態緩衝區 研究人員、民眾都可進入 自導式解說、定點式導覽 

步行、腳踏車路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持續性之教育與監測 

1. 解說員培訓計畫：針對基地深遠影響之社區、學校，培訓解說及管理人員；

並利用解說服務（如社區教育、學校課程、生態導覽），賺取適當服務

費，以提供穩定的維護工程。 

2. 長期監測計畫：利用政府計畫及學校資源訂製長期監測基地資源計畫，以

此資料作為日後長期發展之管理依據。 

3. 配合智慧型手機行動條碼（QR Code）資訊傳遞相關資訊，可運用至如解

說牌、培訓資料等。 

4. 網絡資訊整合平台：設置資訊分享及交換平台，將資訊轉移並持續更新，

以便日後管理及永續保存依據。此平台功能有教育及推廣；培養研究生

以利收集資訊；建立現場及實驗室之研究；提供數據庫；舉辦研討會、

刊物；與各相關的機構、人員合作（如圖5-29所示）。 

 

 

 

 

 

 

 

 

 

 

  圖 5-29 網絡資訊整合平台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教育及推廣 

放置最新資訊之數據庫 

（生態調查、研討會、刊物之最新資訊） 

與各相關的機構、人員合作溝通平台 

資
訊
分
享
及
交
換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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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經營管理計畫 

根據第二章探討的自然公園國際發展趨勢之一「參與式經營」，此需要與周

遭地緣關係之社區有強烈的依存關係。因此，二重疏洪道與周邊地緣關係是發展

重點，尤其是生態區非常需要民間團體的支持，利用民間團體集合外界的各種資

源與力量，使二重疏洪道朝向良好的生態環境作永續發展。因此本章節探討的重

點為：「民間團體（荒野保護協會）能做到甚麼？如何將外界（民間團體、學校、

居民）資源連結與生態加強永續發展？」，建議如下列所示。 

一、營運管理原則 

管理基本原則參考「鰲鼓溼地森林園區整體規劃」之營運管理原則、管

理策略、管理方式如下所示： 

（一）營運管理原則 

1. 協調相關單位在不同營運時期的整合。 

2. 突顯基地的獨特性。 

3. 結合與基地目標相關之民間組織、教育機構及政府機構的夥伴關係。 

4. 創造與滿足使用者及生態系統之需求。 

5. 提供園區管理的完整協商機制。 

6. 二重疏洪道分區規劃重點與營運管理模式及營運單位（如表 5-13所示） 

（二）生態區管理方式 

1. 確保一定比例的觀光休閒收益用於保育及經營管理當地自然生態。 

2. 在生態區的規劃、執行、管理、監測與評估等四階段，應盡量邀請當地社

區、學校（註 5-5）、結合政府成立相關平台一同參與。在每個階段進行過

程中必須確保雙方的充分溝通與共識。 

3. 配合學校鄰近之適當的社區，提供回饋機制，提供居民充分誘因，協助他

們了解保育地方資源與獲取經濟利益之正向關連，將有助於地方自發性的

保育自然及文化資源。 

4. 制定周詳規範以約束遊客活動及各項管理環境行為。 

5. 發展生態活動為當地社區及自然生態帶來長期環境、社會及經濟利益。 

6. 發展生態活動應促進遊客、當地居民、政府相關單位、校方、非官方組織

以及專家學者間的良性互動。 

 

 
註 5-5： 
 目前對生態教育有成效之學校：成州國小、五股國中、三重國小、蘆洲國中、德音國
小、更寮國小。 

 相關生態平台：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新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
中心、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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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於基地舉辦活動，除限制遊客人數外，以小規模發展為原則，以減低對生

態環境造成的衝擊。 

8. 提供遊客及當地民眾適當的教育解說資料，除了介紹當地生態、文化特色

外，更可藉此提昇大眾的環境保護及文化保存意識。 

 

二、經營組織與管理模式 

（一）主管理經營組織及統籌模式 

二重疏洪道規劃前是農村聚落，於規劃後保有部分空間為農用，但

所有權全部轉為政府，目前此空間為「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為政

府管轄單位。由於面積廣大，政府經費及能力有限，無法針對生態區提

供長期及穩定的環境品質，而生態區管轄不易，因此，政府向民間釋放

管理權，目前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主動認養。 

一般而言生態區經營管理主體組織，是依土地所有權和具環境責任

組織來選擇適合經營的組織，其組織可分為社區、保育組織、地方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並依管理系統及組織規模來決定是獨自或是聯合經營。

荒野保護協會為長期深耕經營組織，對生態園區長期進行監督及定期調

查管理成果，因此本研究建議讓「荒野保護協會」擔任認養組織（如圖

5-30所示）。由於委託為民間環境保育組織，其力量有限，政府需協助

尋求外界資源，使生態系統與人為活動能健全成長，如下列所示： 

 

 
     圖 5-30 基地經營管理主體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協助組織及管理模式 

1. 社區居民 

包括鄰近居民、有興趣民眾、廟宇管理委員會（在當地居民心中具

有地位的組織，具良好宣傳作用）等。透過參與式的規劃過程、棲地護

理工作、生態教學課程（如親子教育課程），提供充分瞭解的平台，進

而凝聚保護生態環境以及社區之意識，使民眾瞭解經營管理之工作，進

而培養當地居民自發性幫忙對基地永續生態發展的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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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保護類之 NGO團體 

包括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台灣溼地學會或在地文史組織。應建立一

個溝通平台，互相交流關於提升二重疏洪道溼地生態環境的資訊，將多

方觀念整合，並與社區結合。現在及將來 NGO團體都是培養解說人員的

重要訓練機構以及主要管理單位。 

3. 學校研究單位 

台北地區之學校研究單位，包括文化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

社區大學等。將二重疏洪道目前資料提供做為學校的長期研究題材，將

研究成果回饋給規劃者，亦或是提供部分區域將研究論點實施於二重疏

洪道內，取得研究成果，作為互利的措施。 

4. 地方政府機關 

包括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新北市

農業局、五股區公所、蘆洲區公所、三重區公所、泰山區公所、新北市

政府文化局、新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等。 

針對上述人力資源，應建立平等地位平台，以有效溝通，並將訊息

及執行力加以強化及整合，以建立區域性之有效資源整合管道。 

 

三、營運管理計畫 

（一）管理計畫 

1. 整體園區管理 

由於政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未來本區之管理建議應融入新北市現已

設置之高灘地管理處，或可在此層級下設一個管理站。由於基地範圍大，

需將管理方向分門別類，以便管理，其可分為生態保育、研究監測、環

境教育、環境管理等，其內容如表 5-12所示： 

 

表 5-12 二重疏洪道之管理工作內容 

維護管

理組織 

組織項目 內容 

環境保

育 

生態保育 自然資源保育與維護、生態復育、河道粗糙度控制、資源

管理。 

研究監測 定期調查區域內生物種類及數量、建立生態監測系統、進

行長期監測並定期檢討與資料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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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

理組織 

組織項目 內容 

環境教

育 

解說服務 解說服務、社造工作培訓、生態旅遊、志工教育。 

遊憩服務 基本公共服務、旅遊設施、商店、解說設施。 

遊客管理 主題活動、社區節慶等活動的宣傳包裝與推動、遊憩資源

利用。 

環境管

理 

資源管理 水質管理、環境美化、設備管理、緊急醫療體系、環境維

護（如噪音控制、垃圾處理、環境美化、交通暢通）。 

設施管理 基本公共設施及周邊環境定期檢修，如道路、衛生與噪音

控制、環境美化、交通暢通等。 

安全管理 遊客事故防止、急難救助管理、指標系統之環境管理。 

行政管

理 

財務管理 資金籌措與募集、資金分配與控管。 

人事管理 保育團體及社區資源人力資源運用和發展。 

（資料來源：整理自 林務局，2009） 

 

2. 管理計畫 

設置管理組織以管理生態區域為主要工作，並負責各類行政及保育

生態環境之工作。在復育及創造生物棲地之目標之下，設置必要的設施

及措施，以提供各階層教育服務，進而加強保育之觀念。 

3. 伙伴管理計畫 

本研究以現已參與之「荒野保護協會」作為統籌管理組織，以大台

北區域有興趣之民眾、相關保育團體、專家學者、政府環境部門、學術

團體及教育機構為營造之基礎，各組織負責不同工作，形成管理團隊，

並以提供生態教育為支撐園區的主要助力（參見表 5-13）。然而未來亦

可公開徵求其他 NGO、NPO之參與，因此承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荒野

保護協會」為基地生態區之管理站。 

此基地利用獨特生態資源以及生態教育所得之使用費，給予經營夥

伴回饋，以此永續發展，如讓民眾自訂體驗時間及工作種類（監測四斑

細蟌、清理生態區外來物種）。 

 

表 5-13 二重疏洪道分區營運管理模式 

分區規劃 管理重點 可能的營運模式 營運團體 

遊客服務

中心（兼

生態管理

站） 

自然生態展示站 負責園區管理營

運、旅客資訊服務、

教育解說 

保育團體、社區團體 

教育研究及監測 負責園區生態教育 保育團體、社區團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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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規劃 管理重點 可能的營運模式 營運團體 

中心 研究、監測、解說教

育培訓 

機構 

生態保護

區 

 

核心區 

保護區 

緩衝區 

棲地復

育、營

造 

保育、長期監測 保育團體、社區團體、教育

機構 

解說教

育區 

棲地復

育、自

然體驗

區 

賞鳥活動、教育解

說、復育、創造、長

期監測 

保育團體、教育機構、社區

團體 

耕地區 農田種植區 由當地居民或社區

學校參與耕作 

地方政府機關： 

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新北市農業局、五股區公

所、蘆洲區公所、三重區公

所、泰山區公所 

運動休閒

區 

棒壘球場、遙控

賽車場、划船場 

提供當地社區團體

管理及主要使用 

地方政府機關、認養單位： 

新北市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當地運動社團組織 

景觀區 藝術公園區 地景藝術、休閒遊

憩、遊客駐足停留 

政府相關單位經營：新北市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務局，2009） 

 

（二）行銷推廣計畫 

台灣對於生態保育日漸重視，以生態為主題之公園發展是目前的趨勢，

除了休閒遊憩發展外，確保高品質之生物棲地是重要的。此計畫為依照基地

資源特性，吸引特定人士前來，因此，行銷生態環境是必須強調的，其行銷

策略如下列所示： 

1. 建構自然公園生態教育資訊網 

製作自然公園的專屬官方網站，成為行銷推廣的最重要一環，提供

完整生態及休閒性之旅遊資訊，並加入影片增加內容豐富度，內容包含

當地生態、景點、交通、商店、地圖、氣候等資訊，並定期更新和回應

遊客意見，以及配合不定期舉辦活動之宣導，以提升外界對二重疏洪道

生態區的認知。 

2. 利用多媒體，來行銷自然公園 

利用宣傳媒體，來創造基地之形象，包括視聽媒體、宣傳品、節慶

活動，其內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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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聽媒體：將特殊景觀、生態、休憩資源，做成宣傳影片，於電視

及廣播放映，以加深民眾對此基地的瞭解，進而增加民眾來此遊憩

動機。並在遊客中心播放高質感影片及互動式視聽器材，以增加對

遊客的吸引力。 

(2) 宣傳品：將基地之遊憩據點、交通狀況等相關資訊，印製報章雜誌、

傳單、海報、宣傳摺頁、地圖分別置於火車站、捷運站、遊客服務

中心、遊憩景點等地區以做宣傳及推廣。 

(3) 節慶活動：在人為活動區，每年藉由企劃不同主題及固定活動來宣

傳，透過此提升民眾重遊。 

3. 舉辦自然公園命名活動 

建議以歷史地名「洲仔尾」為公園名稱，以回應其最早之自然、歷史

特色及生態意涵。 

 

（三）穩定經費來源計畫 

1. 定期舉辦、開放接受申請生態教學課程，以增加財源。 

2. 爭取政府提改善生態環境專案經費（如 2010年台灣特稀有野生動物棲

地利用調查及營造統籌計畫 ─ 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劃成

果報告書。） 

3. 尋找認養基地企業組織或是接受外界捐款，並提供宣傳空間（如將捐款

公司名稱放置官網、打印在園區設施或工具上）。 

4. 遊客服務站可設書店，販賣環境教育相關書籍與文創產品 

 

（四）維護管理計畫 

1. 生態維護與管理 

(1) 為有效經營管理生態保護區，需邀請各專家顧問（相關政府機關、保

育團體、社區團體、專家以及學者），共同規劃長、中、短程之保育經

營管理計畫。 

(2) 每年由管理單位招集各專家顧問檢討去年營運進度以及擬定明年營運

管理計畫，並將計畫納為基地之主管機關以及農委會林務局之生態保

育年度執行計畫之一。 

(3) 與營運單位（保育團體、社區團體、教育機構）共同定期生態調查（生

態數量、種類），設立生態監測系統，以長期觀測並定期檢討經營策略。 

(4) 每年編列維護管理經費，其經費來源可由政府補助、民間捐款或企業

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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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民間管理組織（NGO）培養社區志工，以定期舉辦活動，如工作假

期、一系列的生態課程，鼓勵民眾參與認養、定期協助維護環境品質

以及加強對生態環境之認知。 

 

2. 設施維護與管理 

設施維護與管理之目的，為保護遊客活動之安全以及對自然環境的衝

擊減至最低。本研究之各項解說設施、公共設施之維護管理，以下列為準

則： 

(1) 基地內的各項設施，需定期檢查，以維護遊客安全及環境品質，如遊

憩設施、供電設備、機械設備、衛生設備、交通、道路等。 

(2) 流入基地之汙水處理設施需定期檢查，避免汙染。 

(3) 解說設施應視其解說目的與性質，配合周遭環境材料、設計及耐用之

材料與設計，並以清楚為原則。 

(4) 風景區各項工程優先使用環保材料，如整地時使用廢棄蚵殼填土堆。 

(5) 周邊環境需維護，如交通順暢、垃圾處理、環境美化以及噪音控制等。 

(6) 於生態區及人為活動區設置緩衝帶，如果距離過短可使用界樁或圍籬，

並設置管制站。 

 

3. 遊客維護與管理 

(1) 總量管制 

(2) 時間管制 

(3) 動線接收服務 

(4) 無障礙設施 

(5) 對老人/弱勢者貼心之服務 

(6) 對特約團體如小學生/學生外國遊客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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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防洪、生態保育、都會休閒遊憩與環境教育等多重目標下，

將二重疏洪道規劃為自然公園之可行願景，建構為都市生態網絡結構中之一環，

以提升都市疏洪道的生態機能，以達成兼顧「疏洪、生態、教育、休閒」之機能，

研究成果彙整如後，並對本研究後續發展提供建議。 

第一節  研究成果 

一、自然公園之重新定位 

二重疏洪道位於淡水河系係屬高灘地地形，位於台北盆地中央地帶，

擁有面域廣大且完整的綠帶空間。 

回顧二重疏洪道之相關研究，評估當地生態資源及規劃合適的復育計

畫，以復育自然環境來加強生態系統，建議將此地形運用於自然公園，以

提升生態環境。 

瞭解水岸綠帶在景觀生態學上占重要地位，為物種遷移及覓食的通道

和棲地，連結及串連各類棲息塊區，對生物系統繁衍之永續發展極為重要。

而維持其結構功能，利用自然公園為保育模式、棲地保育策略之理論、濕

地為主要地形，以預防棲地零碎化、促進廊道生態系統長期穩定，以及配

合強而有力之政令引導保育規劃模式，進而達到疏洪道之棲地生態系完整

性的理想目標。 

二、分區土地計畫 

本研究規劃不同程度的人為活動強度，以不同機能、空間配置及人員

管制分生態核心區、生態緩衝區、人為活動區；以土地實質利用，分南北

兩區做為分區計畫，北區計畫主要提供生物良好棲地，依不同物種之棲地

類型，劃設棲地範圍的規劃方式(如：金門公園)，能有效的增加生物豐度

及緩衝生態核心區外在干擾，南區為主要提供民眾休閒活動空間，依據民

眾休閒需求同時配合生態教學設施之設計，能提升民眾對二重疏洪道生態

之認同感，同時也能有效的使用休閒活動空間內的資源以達到雙贏。 

三、水資源管理計畫 

河川之水量，是維持生態系統的必要條件，二重疏洪道擁有多種鳥類，

所需之水位深度也不同。雖然二重疏洪道主要功能為防洪減災，但對擁有

豐富自然資源的二重疏洪道，亦應加強當地生態系統，如蛇行河川、淡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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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源引入等，並創造多樣化之地形，以增加生物棲息地的空間。民間團

體的「荒野保護協會」在水資源的多樣性規劃有顯著之成果，但經費短缺，

只能做小區域的設計，故本設計案，另提供了多元之水域及鳥類棲地，並

期許未來有更多之民間團體參與。 

四、生態復育及景觀計畫 

在動線計畫方面，二重疏洪道鄰近市區道路交通常擁塞，應以不會對

環境造成影響的方式，利用園區廣大空間設置替代道路，以舒緩車潮與人

潮。 

在植栽配置上，在北區依地形特質劃設適合的物種，並規劃合適之本

土性植物以增加物種多樣性，如蘆葦等，以營造良好的自然景觀來達到雙

贏。 

五、解說與遊憩服務計畫 

針對基地周邊中小學之教育單位提供不同層次之教育內容，可以發展

地區性之教育特色，同時培養學生對生態的熱情和生態意識，也帶動鄰近

居民對此區環境的認同。未來再配合有效經營管理方法，相信能與日本的

釧源濕地原生態一樣生生不息。另可安排公車至周邊學校，接送學生至二

重疏洪道自然公園，以確保學生安全；至於遊客可安排接泊車，自捷運站

接送至自然公園。 

六、永續經營計畫 

雖然政府對二重疏洪道的推行有注意到生態的發展方向，但以運動公

園為主軸的土地規劃，嚴重影響生態系統發展，使生態保護區與緩衝區嚴

重不足，區外毗鄰快速道路，同時對外無隔離帶，讓民間認養單位不易管

理。因此本研究探討出需從政策面著手，推動生態為主之規劃，成為都市

新意象，其管理之思籌方向：「1.結合生物多樣性條約與濕地法，制定專屬

二重疏洪道的管理條約，2.根據最新訊息進行適度調整，3. 並以環境教育

法、志工、民間環境組織成為經營管理資源，依照上述成立實際經營管理

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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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規劃與建議 

一、持續探討與其他相關水岸綠帶整合的機會 

本研究所探討的藍帶（水道）是都會高灘地兼海口河岸，而水道結構

還有多種「都會型生態系河岸」類型，如淺灘地河岸、深水式河岸、都市

鄉野型河岸等。因此本研究建議日後可探討其獨特資源並配合生態保育，

再與研究結果做整合，做為都市河川整體水岸計畫的參考。如與關渡、社

子島等濕地生態網絡結合。 

二、藉由遙測與 GIS技術加強生態系統之監測與建置 

研究發現都市規劃與綠帶連結，可加強生態環境系統，由於都市中有

不少綠地，如學校、公園之綠資源嵌塊體，因都市開發模式而造成不能相

互之串連，成為孤島使生態系統不完整不連續。 

因此建議日後研究，可利用遙測與 GIS作為未來規劃生態廊道的輔助

工具，利用遙測與 GIS來了解都市全盤綠資源分布位置，套疊圖面上，以

此分析延續綠廊道主軸之支線，在未來政府都市計畫上能加以應用規劃，

並運用新科技來追蹤後續之土地變遷。 

三、探討計算河道粗糙度是否影響疏洪功能 

2012年經濟部水利署發表二重疏洪道通洪能力，重新檢討總報告之文

獻中，提及現況土地規劃「河道粗糙度」已達飽和程度，不宜再增加設施，

因此本研究遵守盡可能去除不必要之規劃（如人為活動區地被植栽以草坪

為主），以減少粗糙度。由於本研究規劃模式大幅修改，又因篇幅時間因素

未深入探討，建議日後規劃建立模型，俾對後續自然公園之生態結構進行

反饋修正與管理。 

四、監測與志工學術團體之長期合作 

由於經費不足，監測只能實施重點焦點區位，並分段實施，目前只利

用荒野保護協會本身之義工，本研究建議未來廣結相關志工團體及利用推

廣所得金額，以解決此問題。 

目前於監測技術、分析規劃偶遇難解之習題，建議未來與相關的學術

團體合作及諮詢，如提供相關數據供其它團體應用研究，以供協助技術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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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二重自然公園串連淡水河沿岸各類濕地成為區域溼地網絡 

本研究規劃二重疏洪道為自然公園，其區域為淡水河之一大環串連，

因此建議未來可利用基地狹長形體串連，並於基地中注入不同型態之小島、

流域、沼澤之水域，增加溼地生態系統之健全及多樣性。 

六、減少交通對生態干擾 

基地全長有 7.7公里，建議未來以自行車道貫穿全園與外界連結，並

規劃緩衝區減緩車道對生態區之干擾，以減少交通所產生之廢氣與碳排放，

且於基地之運動設施皆以無動力機械為主，如划船、觀景區等。 

七、都市農園之深化發展 

為避免生物因農園的化學物質所減少，建議未來與新北市農業局合作

採用「自然農法」，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從土壤的培育、肥料的選擇、

病蟲草害防治與水源的相關控制，一切採自然界規則所實施，最後實施 CAS

有機農產品認證，以提高農產品價值保證。 

八、建立「自然公園」資源調查標準流程與項目內容 

民國 99年國家公園法修訂已增修了「自然公園」新類別，因此建議未

來以河川濕地為新的類型，建議未來用生態方法提升都市河川廊道生態功

能，並運用濕地營造手法將基地二重疏洪道規劃為都會型自然公園。 

建議未來藉由了解生態結構之機能、公部門對改善河川生態機能的作

法及政策、自然公園最佳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模式，以及國外對此課題之

作法與相關案例，以提升河川生態機能之空間規劃手法。 

為確切更新保育資訊，建議未來可設置「生態環境監測站」以利收集

資訊，鼓勵專業如 NGO、NPO以及不同階層社會民眾也可共同參與本區之生

態環境監測，並透過生態環境教育、監測與觀察建立長期生態變遷資料庫，

以提供資料供研究人員應用、建立現場及配合各研究單位之實驗室研究、

提供數據庫、舉辦研討會、刊物，與各相關的機構、人員合作，將資訊與

外界互相分享與更新，其成果作為日後長期改善環境監測與經營管理之依

據，以利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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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心得 

由於個人興趣，論文一開始即設定與溼地相關之議題，當主題確定後開始不

久，發現有人剛發表與我要探討的主題方向、範圍類似，只好換主題，而且還不

只一次。當確定主題為探討二重疏洪道時，由於尚未能抓住研究主軸，多次改變

論文方向。論文編寫上也多次修改，如案例資料選擇。尤其在探究國外案例時，

其多國之外語翻譯，也花費大量時間及精力，但也得到很多經營自然公園的策略，

是中文書籍所得不到的知識。在本次論文寫作中，有關設計圖是使用電腦繪圖軟

體，如 Auto CAD、Illustrator、Photoshop等，讓我在電腦軟體應用上更加熟

悉，更上一層樓。 

資料收集上不僅是繁瑣且令人困頓，特別是向公家機關申請要資料，所耗費

期間是很長的（一般三禮拜以上），還不一定可得到，例如要橋梁高度，政府以

機密為由拒絕，但至現場依然可以量測，只是較不精準，如此資訊不透明化、資

料保密，使我拿不到相關資料，是做論文的麻煩之一。在調查資料時也多次遇到

不同單位數據不一之情形，就只能自行判斷或選擇資料較齊全者。真不知道政府

推動資訊透明化所為何事？ 

在調查基地周邊學校的運動設施，必須每間學校一一連絡，接電話之學校行

政人員，很多不清楚校內的運動設備，需要轉接至相關管理人員，所耗時間極長。

然而在收集生態資料時，荒野保護協會相對提供寶貴資料，讓我在這方向之資料

收集較為輕鬆。 

往基地現場調查時，總是會先了解氣象如何？同樣位於台北地區，與基地距

離 1小時車程之區域是好天氣，但到了目的地，有時卻是下雨，如此的同地區天

氣多變化，使調查時不易，只能擇日再來現場調查。令人感到天氣之多變，人事

之變化莫測。 

在撰寫論文時也常遇到瓶頸，在原地茫茫然打轉，幸好有主任和中國文化大

學景觀系環境規劃研究中心的學長姐幫忙，一路上多年的支持與指導，使論文能

順利進行。經過這幾年來的奮鬥，希望溼地法能趕快立法實施，期望能對溼地生

態環境更有助益。 

本研究成果發現「濕地復育」為提升都市生態機能之重要手段，利用濕地環

境為主體，可建立都市生態環境研究基盤，並可將都市公園綠地系統之生態價值

透過研究，建立合理規劃設計規範，以提升都市景觀生態多樣性。而在兼顧「防

洪、生態、教育、休閒」之多功能下，期望「自然公園」之規劃能給予二重疏洪

道更務實永續之發展願景！ 

自然公園是生態網絡中綠地使用與生態較相容之形式之一，具有提供環境保

護、保存物種和其遺傳基因、促進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等功能。未來台灣在不影

響疏洪道的功能之下，以生態保育為主，休閒、教育為輔的空間規劃，於河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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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規劃生態保護區塊，俾維持生態正常廊道，並參考國外案例，將二重疏洪道規

劃為自然公園，使之成為都市生態網絡結構中之重要因素。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以「棲地保育」作為主要發展方向，以加強當地生態環境

特性，並減緩干擾生態區的因子。以「都市之健康生態系統」為長遠目標，以提

供良好的疏洪功能為前提，以「自然公園」為規劃理念，並利用營造濕地環境，

強化濕地保育機制，以達到都市生態系之網絡串連、保育瀕危物種以及提供民眾

適切休閒活動空間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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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錄 

第一節  研究方法之資料 

一、 經由 E-mail得到相關研究資料的回應記錄 

透過 E-mail得到資訊的相關人員為「林務局保育組」的李佩芬與

「二重疏洪道生態區專案負責人」，謝香雁（前任）、汪雨蒼（現任），內

容如表 8-1所示。 

 

表 8-1 經由 E-mail得到二重疏洪道相關研究資料的回應記錄 

提問 回應 

標題：求新發現 四斑細蟌棲地範圍及調查數

據 

寄件日期： 2013年 1月 14日 上午 09:49:09 

收件者： koed2473@mail2000.com.tw 

內文： 

汪雨蒼先生 感謝你的幫助。我的連絡方

式如下所示： 

秦鈺惠 winnieengling@hotmail.com 

標題：Re: 求新發現 四斑細蟌棲地範圍及調查數據  

寄件者：汪雨蒼 (koed2473@mail2000.com.tw)  

寄件日期：2013年 1月 14日 上午 10:15:30 

內文： 

更正 

以下四斑發現區中 

I2區為誤植 

並沒有發現過四斑 

請注意 

 

 

 

標題：Re: 求新發現 四斑細蟌棲地範圍及調查數據 

                                 （有附件夾帶） 

寄件者：汪雨蒼 (koed2473@mail2000.com.tw)  

寄件日期： 2013年 1月 14日 上午 10:13:11            

內文： 

歷年調查有發現四斑的區域 

A1 B1 B2 B3 B4 C1 C2 D3 E1 E2 E3 E4 F2 G1 H1 

H3 I2 J1 K1 

其中您剛電話所提的高速公路區就是 K1區 

圖上全部的分區只有 A2不曾安排調查 

其餘歷年來至少有去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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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應 

標題：RE: [wugu-frd] 7/1四斑細蟌樣線調查

通知  

寄件日期： 2012年 7月 12日 上午 05:44:45 

收件者：koed2473@mail2000.com.tw 

內文： 

汪雨蒼你好，我是秦鈺惠 

想請教您幾個有關二重疏洪道生態區幾

個問題。 

 

1. 布袋蓮分佈區域？ 

2. 2005年黑鳶分佈區位及數量(1天/數

量)？ 

3. 燕子季於空中的分佈範圍？ 

4. 於暴雨(如颱風)過後 1)地形有無明顯

變動？2)四班細蟌的數量有無明顯異動？3)

諾有異動，多久之後數量才恢復原貌？ 

5. 鳥類保育物種除了下列所示，還有哪

些物種，共計幾種？ 

  ◎ 遊隼、紅尾伯勞、魚鷹、黑面琵鷺、

紅隼、唐白鷺、短耳鴞、黑鳶 

標題：布袋蓮移除建議回信       （有附件夾帶） 

寄件者：汪雨蒼 (koed2473@mail2000.com.tw)  

寄件日期：2012年 7月 18日 上午 02:34:45 

 

內文： 

汪雨蒼你好，我是秦鈺惠 

想請教您幾個有關二重疏洪道生態區幾個問題。 

1. 布袋蓮分佈區域？ 

如附檔 

2. 2005年黑鳶分佈區位及數量(1天/數量)？ 

印象中只有一筆資料 

3. 燕子季於空中的分佈範圍？ 

在蘆葦叢內，不清楚所指的範圍是什麼 

4. 於暴雨(如颱風)過後 1)地形有無明顯變

動？2)四班細蟌的數量有無明顯異動？3)諾有異

動，多久之後數量才恢復原貌？ 

淹水後都會淤積，數量會減少，你們從林務局

下載的報告中 2010年 9下數量下降就跟當天 8/31

有颱風有關 

5. 鳥類保育物種除了下列所示，還有哪些物

種，共計幾種？◎ 遊隼、紅尾伯勞、魚鷹、黑面琵

鷺、紅隼、唐白鷺、短耳鴞、黑鳶 

麻煩請從工作報告網站連結鳥類調查總表：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uguwetland/ 

 

由校方疏文給林務局保育組申請關於四斑細

蟌的資料。 

標題：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復育及教育推廣計畫報告 

                                 （有附件夾帶） 

寄件者： peggy.lee (peggy.lee@forest.gov.tw)  

寄件日期： 2011年 8月 23日 上午 02:55:19 

內文： 

秦小姐，您好! 

附件為本局 98及 99年度補助荒野保護協

會執行之「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畫」

研究報告， 

請查收，謝謝! 

林務局保育組 

李佩芬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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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應 

由電話方式，請教 謝香雁先生關於二重疏洪

道生態區物種數據相關資料。 

標題：[wugu-frd] 五股溼地 99年度成果報告  

寄件者：五股溼地-雁子 (maxhsieh.sow@gmail.com)  

寄件日期：2011年 1月 4日 上午 08:53:42 

內文： 

各位溼地之友好: 

隨信附上 99年度五股溼地的成果報告, 

請至 http://wugu.wetland.tw/doc/index.html觀看 

由電話詢問 謝香雁先生，因想要了解關於「二

重疏洪道水質淨化園區報告」資料內容的四斑

細蟌文獻出處。 

標題：水質淨化園區報告的參考文獻  

寄件者：五股溼地-雁子 (maxhsieh.sow@gmail.com)  

寄件日期：2010年 11月 12日 上午 11:07:57 

內文： 

參考文獻如附件,請收~ 

加油,祝你論文順利~    

雁子 

收件者：sow@sow.org.tw 

寄件者：秦 鈺惠 

寄件日期：2010年 10月 

內文： 

李小姐： 

您好，我是文化大學的學生，目前在研究

二重疏洪道，目前在資料研讀上有遇到困難，

因此想懇請貴協會協助。 

問題為發現同一篇報告有兩個出版年

份，想問貴協會的此技術服務報告是何種年份

（如下所示），因為我想要此報告的完整版，

是否將此報告給我參考。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2007）。台北縣

二重疏洪道生態園區棲地普查與生態復

原規劃技術服務期末報告，台北縣政府。

→出處：「賴瑩雪（2009）。五股溼地遊

客自然保育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國

立台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

系碩士論文，基隆市，P41」。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2004）。二重疏

洪道生態園區棲地普查與生態復原規劃

技術服務，台北縣政府。→出處：「股溼

地樂園 http://share.tpc.edu.tw/wetland/」。 

標題：二重疏洪道水質淨化園區報告（有附件夾帶） 

寄件者：雁子 

寄件日期： 2010年 11月 9日 下午 11:57:54 

內文： 

鈺惠你好: 

抱歉晚了點,這是之前的一份報告,希望對你有

幫助 

期待你的論文囉~ 

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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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資料 

訪談資料分生態區的管理專員「汪雨蒼」（參見表 8-2）及運動區

之民眾（參見表 8-3），如下所示。 

 

表 8-2 訪問荒野保護協會管理二重疏洪道的管理專員「汪雨蒼」 

1. 此圖是否認養、及管理五股濕地範圍？ 

 

回應：此圖為管理重點區位，實際認養區域在文件中有顯示。 

2. 下列 2報告皆指出 2006年四斑細蟌棲地範圍，但為何區域不同？ 

 96年二重疏洪道水質淨化園區報告 期末報告（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

（上圖） 

 98年台灣特稀有野生動物棲地利用調查及營造統籌計畫（林務局）（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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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後者圖為後來資料彙整過，資訊較正確，但誤差不大。 

3. 政府對五股濕地的管理措施、計畫（現在、未來）？ 

回應：政府現在把管理權全交付給荒野，不作任何主動的措施，諾要幫忙需呈報

相關報告書，再逐次給款項。 

 

4. 於計畫中論述 4、5區工程施作不易且距物種棲地遠。問為何於此區劃設新

棲地？ 

 
圖 五股濕地四斑細蟌棲地營造和改善區塊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特稀有野生

動物棲地利用調查及營造統籌計畫-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劃（林務局） 

 

回應：4、5區是以河岸邊及施工較方便而決定，非原始棲地 

 

表 8-3 針對運動區訪談之記錄分析 

年齡：30~50歲 

性別：男 

區位：重新橋下計程

車專用休息區 

身分：計程車領頭 

 南端棒壘球場有 10多個台北區的學校來此用，行成

自治協會，彼此有喬使用時間，球場時間幾乎滿檔。 

 每個棒壘球場都由當地社團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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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9.12.26  由於當初政府認為此區使用民眾重多，取消此地的

付費管理制度，使得到北端的棒壘球場行聯誼賽

時，車輛亂停及過多，造成停車不易。 

年齡：18~30歲 

性別：男 

區位：遙控賽車場 

日期：99.09.27 

身分：玩遙控賽車者民眾 

 使用時間為假日全天、平日下午。 

 於大台北地區，只有此區為專門的遙控賽車場地。 

年齡：30~50歲 

性別：男 

區位：網球場 

日期：100.07.03 

身分：正在練習網球的民眾 

 平日晚上吃完晚餐後出來練習，約 7點半左右，使

用民眾幾乎不會沒有位置練習。 

年齡：50歲以上 

性別：男 

區位：木槌場 

日期：101.04.08 

身分：木槌場使用民眾 

 使用時間為假日，但使用次數不頻繁。 

年齡：50歲以上 

性別：女 

區位：微風運河南端

之廟宇 

日期：101.04.08 

身分：廟宇的管理人員 

 此廟宇在此區時間以久，二重疏洪道未開發前就已

經在此，香客都是從以前就追隨的，所以都是中老

年人。 

 政府為我們拉電源、水源，讓我們在此長期安置。 

 廟方為服務把此地當交誼廳之民眾，在此設置冰

箱、炊煮器具，以便長期供應午餐。 

 每次颱風警報一來，就要把廟宇內東西搬移至高處。 

年齡：50歲以上 

性別：女 

區位：微風運河右側

之廟宇 

日期：101.04.08 

身分：踢足球學生的家長（母親） 

 有老師定期在廟宇前草地授課踢足球。 

 基地的足球場有學校偶而來踢球，但幾乎是不使用。 

 

年齡：50歲以上 

性別：男 

區位：成蘆橋下 

日期：101.04.08 

身分：蘆橋下警衛 

 釣魚主要是釣趣味，低收入戶會釣來吃，但因水質

不良，釣者會把魚至乾淨水中數天再烹飪。 

 狗墳墓（私廟）：有一位民眾向此求願，對此終生

照顧以及於此地建置處所，此行為及地方隱蔽，無

影響大眾，因此政府默認此行為。 

年齡：30~50歲 

性別：男 

區位：成蘆橋最北端

棒壘球場 

身分：壘球場使用民眾 

 提早一禮拜預先登記使用球場。 

 是全家人打棒球，成員 5人。 



8-7 
 

日期：100.05.22 

年齡：50歲以上 

性別：女 

區位：溜冰場 

日期：100.05.22 

身分：溜冰場學生之家長（母親） 

 補習班業者於此溜冰場開班授課，使用時間約假日

16至 19點。 

年齡：50歲以上 

性別：男 

區位：幸福水漾公園 

日期：100.05.22 

身分：幸福水漾公園之警衛 

 此排成列的椰子樹，雖超過法定的 0.5公尺，但有

符合相關的法律規範。 

 

 

三、 水質檢驗相關表格 

表 8-4 硝酸鹽氮（NO3
-
-N）放流水標準 

 飲用水管制標準 放流水標準 

硝酸鹽氮(以氮計) 10 100 

（資料來源：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 

 

表 8-5 氨氮 (NH4-N)放流水標準 

國家 水質標準 

荷蘭、日本、歐盟 10 mg/l 

加拿大 Bonnybrook(地名)污水處理廠 夏天 5 mg/l；冬天 10 mg/l 

註：目前台灣沒訂 NH4-N的標準，但在文獻中有查到多個國外的水質標準，所以 NH4-N水質標準以

各國家最普遍的質量為標準。 

（資料出處：許鎮龍(2000)。生物擔體渠道淨化二級生物處理放流水氮化物之特性探討。國立中

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中壢市。P14。） 

 

表 8-6 陸域地面水體（河川、湖泊）標準 

（毫克/公升） 生化需氧量 

（BOD）  

懸浮固體  

（SS）  

氨氮  

（NH 3 -N） 

總磷  

（TP） 

丁 4 以下 40 以下 0.3 以下  0.05 以下 

戊 － 無漂浮物且無油

污 

－ － 

（資料來源：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法規）第 4條） 

註：法規：陸域地面水體分類及標準第四條，陸域地面水體分類分為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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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五類，其適用性質如下： 

1. 甲類：適用於一級公共用水、游泳、乙類、丙類、丁類及戊類。 

2. 乙類：適用於二級公共用水、一級水產用水、丙類、丁類及戊類。 

3. 丙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二級水產用水、一級工業用水、丁類及戊

類。 

4. 丁類：適用於灌溉用水、二級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 

5. 戊類：適用環境保育 

 

 

 

第二節  二重疏洪道歷史年代 

表 8-7 疏洪道建設年表 

時間（民國） 事件 

50年  台北盆地常發生水患 

53年  炸開獅子頭隘口 

52年  葛樂禮颱風 

56至 57年  溫子圳沿岸五股沼澤地形成 

57年  劃入禁建的「一級洪水平原區」 

59年  五股蘆洲地區發生海水倒灌 

63年  溫子圳閘門設立：閘門內積水排出困難，地層下陷嚴重 

68年  「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核定，規劃闢建二重疏洪道 

69年  沼澤區面積 5平方公里 

71年前  台北盆地水患高達 82次 

71至 73年  施建第一期計畫保護範圍為三重、蘆洲。共興建堤防二十二公里，水門十五座。 

73 年 8 月 16

日  

 洲後村就此消失在地圖上 

74至 76年  由十年頻率加高至防禦 200年頻率洪水保護標準。 

74至 86年 由於五股工業區興建填土等因素，五股沼澤由 500 公頃縮減為 226 公頃，污水、垃

圾、廢土的嚴重污染，導致鳥類以每年減半的數量在遞減，最後從台灣濕地的名單

除名；同一時間政府也對二重疏洪道提出多宗土地利用規劃案。 

69至 77年  沼澤區面積 2.26平方公里 

79至 85年  沼澤區面積 2.26平方公里 

77至 86年 良田變荒野，廢水、垃圾、廢土污染嚴重，政府提出多宗土地利用規劃 

 三重市公所主辦二重疏洪道高攤地空間美綠化計畫 

 五股鄉公所主辦五股鄉二重疏洪道挺規劃設計 

 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二重疏洪道市民農園計畫 

 台北縣河川沼澤地生態保育暨復育計畫「五股自然生態公園」 

 二重疏洪道治水綠地計畫 

86年 6月政府同意以空污費動用 14.7億元經費加速整頓，由環保署主持；先期整體

規劃完成 

87年 3月  行政院環保署以空污費鉅款委託台北縣政府執行辦理二重疏洪道綠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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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年 12 月 3

日  

 運動公園正式啟用，成立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 

90年  台北縣公共自行車成立、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正式啟用  

91年  自行車道通車、成蘆大橋完工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五股溼地定點觀察組，開始進行長期觀察紀錄 

92年  開發完成疏洪中央公園、疏洪追風公園  

 荒野協會組成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與縣府展開對話 

 縣府補助辦理「2003生態季」活動 

 公共電視拍攝五股溼地搶救行動【溼地的死與生】 

 進行棲地移轉工程（出口堰與生態池營造） 

93年  縣府進行微風運河、束水供沙、螢火蟲復育區等工程 

 縣府委託荒野保護協會進行「五股溼地生態復原規劃案」 

 辦理「生態工法博覽會」 

 荒野保護協會認養五股溼地生態園區 

 艾莉颱風洪水淹沒整個疏洪道超過 2公尺 

 公共電視拍攝棲地復育計畫【五股溼地的春天】 

94年  進行圳邊公園棲地營造 

 發現四斑細蟌、燕群夜棲蘆葦叢 

 成蘆橋橋墩補強工程完工 

 編寫完成「五股溼地生態園區」教學活動手冊 

 與台北縣教育局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團完成「五股溼地樂園」數位教學網頁

http://share.tpc.edu.tw/wetland/ 

 新發現鳥種：反嘴鴴、黑喉鴝、澤鵟、斑背潛鴨，累計共有 32科 112種鳥類在園

區內活動 

 黑鳶追蹤：十月底發現八隻黑鳶出現在入口堰華江雁鴨公園，十二月底發現黑鳶

在五股溼地園區活動 

95年  成蘆橋下建置教學走廊 

 芙蓉扶輪社贊助出版「五股溼地手札」及教學走廊 

 新紀錄鳥種：戴勝、紅頭潛鴨、黑頸鷿鷈、短耳鴞、董雞，累計共有 33科 117

種鳥類在園區內活動，另發現黑面琵鷺出現在鄰近園區的蘆洲堤岸 

96年  新紀錄鳥種：跳鴴、黃嘴天鵝、豆雁，累計共有 33科 120種鳥類在園區內活動。 

 提出「生態淡水河」構想 

 全國公園綠地會議時，內政部營建署正式宣告台灣 75處重要溼地，挖子尾、竹圍、

關渡、五股和華江溼地同列為國家級溼地，五股溼地重新回到台灣溼地地圖上。 

 4/22地球日共計約有 1千名企業志工及民眾至五股溼地參與活動。 

 五股溼地教育中心成立，提供每週日下午 3點至 5點的免費推廣活動。 

97年  續認養五股溼地生態園區---區域範圍另外還加上關渡溼地鄰近疏洪道附近區域

約 100公頃，總計 277公頃。 

 新光人壽資助進行小小解說員培訓，共進行大崁國小及忠義國小兩梯次。 

 花旗銀行資助五股溼地生態園區三年的「花旗溼地公園計劃」 

 「花旗溼地公園計劃」進行出口堰區四斑細蟌新棲地改造、並進行大生態池及出

口堰區的棲地改善 

 1/3台灣全記錄至五股溼地拍攝浮島歸位，並於 1/24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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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營建署與台北縣政府補助國家重要溼地生態調查（挖子尾、五股、大漢溼地） 

 五股溼地共計 45科 161種鳥類在園區內活動。 

 發現平地黃鼠狼於溼地內出沒 

 農委會林務局補助進行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畫，進行四斑細蟌分佈區

域調查、生活史研究及四斑細蟌水蠆飼養試驗 

 「花旗溼地公園計劃」進行大生態池阻絶溝挖設及出口堰鷸鴴科棲地改善作 

 8/22~8/30辦理夏日饗燕季活動共有 669 人次報名參與  

 五股溼地河川巡守隊獲選為台北縣河川巡守隊競賽第五名 

99年  農委會林務局補助進行四斑細蟌棲地保育及教育推廣計畫，進行四斑細蟌分佈區

域調查及四斑細蟌棲地改善研究 

 「花旗溼地公園計劃」進行出口堰鷸鴴科棲地改善及四斑細蟌微棲地改善

8/24~9/5辦理夏日饗燕季活動共有 703人次報名參與 

 五股溼地河川巡守隊獲選為台北縣河川績優巡守隊第二名 

（本研究彙編） 

 

 

 

第三節  鄰近二重疏洪道的運動資源 

表 8-8 鄰近二重疏洪道的運動資源 

  籃

全 

籃

半 

羽 排 躲

避 

操

場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照明

設施 

體育

館 

註 電話 地址 

左上                                   

成州

國小 

2 4 1

羽

排 

  2               有   2移動式籃球架 

夜間不開放，只有白

天，戶外燈架不足照亮

全區 

(02)22

93-361

3 

新北市五股區

成泰路三段

493號 

左下                                   

興化

國小 

1       1               無 1籃

全場 

無夜間開放 

無安排管理 

(02) 

2299-1

001  

新北市新莊區

福興里五工二

路 50巷 2 號 

中信

國小 

1   1   2               無 半戶

外(有

遮雨

棚) 

無夜間開放 

無安排管理 

(02)85

21-113

1   

24248新北市

新莊區中信街

168號 

中平

國中 

7   5                       無夜間開放、管理 

籃排合一 

(02)29

90-809

2*203 

24249 新北市

新莊區中平路

3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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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

全 

籃

半 

羽 排 躲

避 

操

場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照明

設施 

體育

館 

註 電話 地址 

昌平

國小 

1                       無 無 無夜間開放、管理 

熱熱棒球、躲避合一 

(02) 

8521-5

492 

新北市新莊區

昌平街 200 

號 

頭前

國中 

2   6                   有   有夜間開放 

制度好 

(02)85

22-286

2 

新北市新莊區

思源路 485號 

昌隆

國小 

2 9   3                     9框無正式場地 

夜間借用要申請，付使

用費 

(02)29

96-235

1 

新北市新莊區

昌隆街 63號 

思賢

國小 

2     2 3                 無 有遮雨棚/巧固球 

6個球框，綜合混和球場

1個 

無夜間開放 

(02)29

98-044

3 

新北市新莊區

自立街二二九

號 

頭前

國小 

2 6                         學校旁有 2個正式籃球

場地 

籃排合一，晚上夜間部

要使用，無空間開放，

假日有 

(02) 

2992-0

238 

新北市新莊區

頭前里化成路 

231 號 

清傳

商職 

2                           網 1，無夜間開放，管理

是負擔 

(02)29

95-553

5 

台灣新北市三

重區五谷王北

街 141巷 1號  

興穀

國小 

1       2               有     (02)29

99-072

5*24  

241新北市三

重區五谷王北

街 46號  

右上                                   

鷺江

國中 

2     2                     1網 1桌 (02) 

8285-3

135*11

7 

新北市蘆洲區

長樂路 235 

號 

忠義

國小 

2           1                 (02)22

899591 

24759新北市

蘆洲區光榮路

99號 

蘆洲

國中 

3     3 2                 1   (02) 

228115

71 

新北市蘆洲區

中正路 26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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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

全 

籃

半 

羽 排 躲

避 

操

場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照明

設施 

體育

館 

註 電話 地址 

空中

大學 

2                           桌 1 (02)22

829355 

新北市蘆洲區

中正路 172 

號 

蘆洲

國小 

1                             02-228

1-6202 

台灣新北市蘆

洲區中正路

100號 

成功

國小 

4     1 1                   桌 1 02-228

5-8998 

台灣新北市蘆

洲區長安街

311號  

仁愛

國小 

1 5

內 

    1                   網 1桌 1 (02)22

838815

#823 

新北市蘆洲區

民族路 488號 

三民

高中 

外

2 

內

1 

  內

1 

      1                 (02) 

228946

75 

新北市蘆洲區

三民路 96 號 

鷺江

國小 

2     2                       (02)22

819980 

北縣蘆洲市民

權路 1號 

徐匯

中學 

3                             (02) 

228175

62  

中山一路一號 

永福

國小 

  1                           (02) 

228767

16 

新北市三重區

永福里永福街 

66 號 

三和

國中 

6     1                     網 2 一座風雨操場 (02) 

2287-9

890 

新北市三重區

三和路 4 段 

216 號 

碧華

國民

中學 

  12   1     1                 (02)29

85-112

1 

新北市三重區

自強路五段

66號 

碧華

國小 

2                              

(02)28

57-779

2 

新北市三重區

五華街 160 

號 

右下                                   



8-13 
 

  籃

全 

籃

半 

羽 排 躲

避 

操

場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照明

設施 

體育

館 

註 電話 地址 

更寮

國小 

      1                       (02) 

298245

91 

新北市五股區

四維路 2 號 

穀堡

家商 

2     1                     手球 (02) 

297123

43 

新北市三重區

中正北路 560

巷 38 號 

二重

國小- 

2                         1   (02) 

298464

46 

新北市三重區

二重里大有街 

10 號 

二重

國中 

2     1                       (02) 

2980-1

761 

新北市三重區

忠孝路 3 段 

89 號 

東海

高中 

1                           桌 1網 3棒壘球場×1 (02) 

298227

88 

新北市三重區

忠孝路三段

93巷 12 號 

三重

商工 

4 

2 

  0 

1 

3     3 1           有   (02) 

297156

06 

地址：新北市

三重區中正北

路 163 號 

重陽

國小 

2                             (02) 

297156

06 

地址：新北市

三重區中正北

路 163 號 

格致

高中 

4     2                     桌 1 (02) 

298558

92 

新北市三重區

大智街 260 

號 

厚德

國小 

3                         有 網 1桌 1 (02) 

298688

25 

新北市三重區

忠孝路一段 

70 號 

修德

國小- 

3                         有 足 11座多功能室內體育

場 

(02)29

800495

~7 

24145 新北市

三重區重陽路

三段三號 

明治

國中 

4     1                     棒 1 02-298

44132 

新北市三重區

中正北路 107

號 

集美

國小- 

4       1     1             網 2 (02) 

897253

新北市三重區

集美街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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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

全 

籃

半 

羽 排 躲

避 

操

場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照明

設施 

體育

館 

註 電話 地址 

90 

三重

高中 

2     2     2                 (02) 

297771

56 

新北市三重區

集美街 212 

號 

三光

國小 

3                           溜冰 (02) 

297533

08 

新北市三重區

同安里大同南

路 157 號 

三重

國小 

2   有 有 有       1         有 室內網 1室外網 4 02-297

22095 

241新北市三

重區三和路三

段 1號 

永福

國小 

1                         有   (02)22

87-671

6 

新北市三重區

24156永福街

66號 

光榮

國小 

2                         有 晚上不開放 (02)29

730392

轉 10 

新北市三重區

介壽路 32號 

光興

國小 

2   有                     有   (02)29

75-535

2 

新北市三重區

正義南路６２

號 

五華

國小 

4                           夜間使用付費 (02)28

57-808

7 

台灣新北市三

重區五華街

141巷 60號 

二重

國中 

2     1                     網 1 、羽、網 / 假日開

放 

(02)29

80-016

4 

新北市三重區

忠孝路三段

89號 

三和

國中 

6   有       1               付使用費 (02)22

87-989

0  

新北市三重區

三和路四段

2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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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

全 

籃

半 

羽 排 躲

避 

操

場 

網 棒

壘 

溜

冰 

足 手 槌 照明

設施 

體育

館 

註 電話 地址 

光榮

中學 

1                         有 是一座可供室內排球、

籃球、羽球、手球、桌

球、柔道、跆拳道及旱

冰曲棍球等多功能室內

體育館。 

(02)29

72-143

0 

新北市三重區

介壽路 26號 

板橋

體育

館 

有   有 有             有         (02)29

66-532

9 

新北市板橋區

中正路 8號 

板橋

第二

運動

場區 

12                 1 1       只有跑道 (02)29

66-515

6 

新北市板橋區

民權路 117號 

泰山

運動

中心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02)22

96-476

7 

  

三重

運動

中心 

1 無 6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籃 1、羽 6、桌 7     

新莊

運動

中心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6 1 1 無 無 1   有 

  

    

綜合

場數 

11

6 
32 18 27 15 0 15 3 2 1 1 1           

二重

疏洪

道 

61       2   4 10 3 2 1 1           

（本研究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