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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行動計畫 

一、 太平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以日光橋以下之環境永續利用區河段為發展區位，其中開封橋以下河段具備低水治理優勢，且位於台東

市人口密集區域，具發展休閒遊憩、生態與環境教育之潛力，提供周邊居民與旅客親水休憩之機會。 

    本河段現況問題包含堤防高程變化大、水泥構造物多、樹群叢生不利使用與維護等問題(詳如圖 5-5)，因此活

動多被限制在堤上範圍，期望讓休憩活動延伸至堤防下，增加民眾親近水環境之機會。另本河段因人口密集，為臺

東縣水質汙染較為嚴重之地區，目前已建置台東市水資源回收中心，並規劃汙水下水道接管作業，預期將有效減緩

生活汙水問題。 

    本河段周邊皆為住宅社區，棲地連結修復之潛力較為薄弱，但後續仍可透過都市綠廊之設計，強化藍綠基盤之

連結，將堤外水域之生物棲地與堤內之綠地串聯，包含東海國小與新生國中校園、鯉魚山等綠地，提升水陸域連棲

地結性。 

     緣此，本計畫提出設計策略為連結鄰近堤岸既有開放空間，將民眾活動延伸到水岸旁，創造更多元的休閒活動

場域，擬定之設計策略示意圖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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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本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以知本溪流域水環境永續利用區中勇男橋至溫泉橋河段為發展區位，此區位為於知本溫泉區之核心地區，

鄰近溫泉旅館與商圈，另周邊有知本圳親水公園、白玉瀑布、清覺寺、知本森林遊樂區等資源，具發展休閒遊憩、

生態與環境教育之潛力。惟此區域尚缺友善之親水設施，宜透過整體改善規劃，創造親水休閒場域。 

    本區域現況問題包含缺乏連續性的步行空間，且河堤活動多被限制在堤上範圍，無法延伸至河岸過，另周邊停

車場的公共空間凌亂等，民眾車輛停放分散，可能影響景觀與休憩體驗。 

    因此本計畫基於前述水環境永續利用區之改善準則，擬定以下改善策略，期能藉由輕度設施之營造，改善民眾

之親水體驗，相關策略概念圖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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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山親水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關山親水公園位於花東縱谷之關山鎮，緊鄰卑南溪，周圍皆為為農田。其設立於民國 85 年，為臺灣第一座親

水環保公園，且鄰近關山鎮市區，交通方便且易達性高，往後配合臺九線新闢工程，可望再增加遊客前往公園旅遊

的意願。 

    親水公園內之池塘水源為卑南溪流域之新溪排水，並由紅石溪承接親水公園之排水，再往南匯流回卑南溪，整

體水路與卑南溪連結，具備營造生物避難空間與棲地連結之潛力。然目前因為園區設施老舊、水質不佳等問題，降

低民眾遊憩利用之意願，而池塘淤沙與水質問題，以及過多的水泥護坡構造物，也影響其生態功能。 

    因此藉由水岸環境的改善，解決公園內受到農業用水污染及入水口處淤積問題，並改善種植、復育本土水岸植

物，以塑造生態豐富的水域環境，增加公園生態的豐富性、多樣性及穩定性，發揮其卑南溪流域水陸域棲地連結之

潛力，並營造良好的環境教育場所，提供民眾良好的環境體驗。本案執行構想與改善策略配置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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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龍湖濕地水環境改善計畫 

    金龍湖濕地位於大武鄉尚武村，鄰近大武漁港，整體區域面積約為 11公頃，湖畔周邊為半自然茂密次生林，綠

樹成蔭，區內大多為沼澤區、次生林，以及部分人工設施如環湖道路、涼亭、公廁等，生態資源豐富，具發展遊憩

及生態教育潛力。 

    依據大武鄉公所 109年「本鄉金龍湖遊憩區水質調查案」，金龍湖區水質監測站的 RPI指標，屬於輕度污染至末

(稍)受污染程度，但水體有呈現優養化的狀況，此外，湖區目前面臨課題，主要為人工構造物造成生物棲地連結斷

裂，以及外來種刺軸含羞木入侵問題)。因此本計畫著重維持基地原先自然環境，減少過多人為介入，保留基地內原

生動植物，創造具生態教育意義之休閒場域。擬定改善策略配置圖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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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瑞源濕地水環境改善計畫 

    瑞源濕地位於鹿野鄉，鄰近瑞源村之市區，為一低漥地，為灌溉圳路排水匯集流入卑南溪主流之處，並有湧泉

於此湧出。目前周遭皆為河川局公有地，並由農民承租種植稻作，為平緩農業地景，也因本處低漥之故，雨季時易

積水造成收成不佳，以及道路積水等問題。 

    生態現況部分，依據本計畫調查，紀錄周遭有多種鳥類棲息，包含棕背伯勞(國內紅皮書易危等級)、烏頭翁(二

級保育類)、花嘴鴨、燕鴴(三級保育類)等，鄰近河段之水域則有紀錄有明潭吻鰕虎、斑龜等水域生物活動；另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2018)「卑南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基地鄰近之卑南溪寶華大橋下游河段重要水域物種，包含台灣特

有種革條田中鰟鮍、何氏棘鲃、高身白甲魚，以及洄游性物種日本禿頭鯊、大和沼蝦等，水陸域生態資源豐富。 

    綜上所述，基地因為低漥處易積水，為須解決之課題，而本區域生態資源豐富，且為排水匯流處，宜規劃為自

然濕地環境，營造水陸域生物棲息之場所，作為連結卑南溪流域水陸域棲地廊道之潛力，擬定改善策略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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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鸞山湖濕地水環境改善計畫 

    鸞山湖濕地位於臺東縣延平鄉鸞山村上方，位處都蘭山腳下，海拔約 300公尺，濕地總面積為 4公頃，為攔堵

鸞山溪集水區內山澗所形成之人工濕地，並由於鸞山溪集水區小，水位亦不穩定。 

    鸞山湖早年由當地鸞山部落布農族人做為蓄水農塘多年，為主要農耕水源，並由居民於湖內放養魚類，作為食

物與經濟來源，並發展出傳統捕魚文化，以及「捕魚祭」儀式，然而近年隨著居民生活水準提高，在鸞山湖養殖魚

類已非必要，相關傳統習慣文化產生斷層。 

    生態現況部分，鸞山湖周遭具備自然林、次生林、草地、草澤濕地、水塘等棲地環境，因此鳥類生態相當豐富，

其中以烏頭翁為優勢種，另紀錄有朱鸝、藍腹鷴、領角鴞、黃嘴角鴞、烏頭翁、鳳頭蒼鷹、東方蜂鷹及大冠鷲、臺

灣山鷓鴣等保育類鳥類；鸞山湖周遭具備連續完整的森林，提供哺乳類良好的生存空間，鸞山湖做為水源處供動物

利用，其中以台灣山羌優勢種，並紀錄有穿山甲、食蟹獴等保育類動物；兩棲爬蟲類則紀錄有太田樹蛙、黑蒙希氏

小雨蛙，以及保育類金線蛙梭、德氏草蜥、百步蛇等；水域以吳郭魚為優勢，推測為人為放養。 

    綜上所述，鸞山湖濕地主要課題包含，水泥護岸陡峭，以及水泥步道過於光滑，阻礙周邊森林之動物利用水域

環境，宜促進水陸域之棲地環境連續性及生態功能完整性；外來種魚類(吳郭魚等)影響濕地、溪流生態；隨居民物

質生活改變，鸞山湖之漁業與農業文化流失。因此，本計畫構想為提升水陸域棲地連結，並將進行臺東原生種魚類

復育，以及結合傳統水文化創生，發展生態旅遊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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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註：依據各計畫評估結果，以編號順序排定計畫執行之優先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