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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溪情勢調查（系統性生態調查）河溪情勢調查（系統性生態調查）

調查目的：

尋找驅動河溪生態系的運行力量（driv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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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史研究

2. 棲地需求研究

3. 社區參與行動

三環六原則：三環六原則：推動保育的推動保育的33個環節個環節



三環六原則：三環六原則：推動保育的推動保育的66個主要原則個主要原則

主要方向 內容

文化化
1. 追溯與先民的互動
2. 與民眾的日常生活作結合

在地化
1. 結合在地的團體共同參與，包含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在地

社區
2. 開始民眾教育計畫

組織化
1. 組織在地人力、專業人員及經濟支援
2. 成立新組織或協助現有組織整合相關行動

知識化
1. 執行現有研究及調查，並作為管理的依據
2. 將科學知識轉移給地方社區
3. 從地方傳統文化及荒野中學習

年輕化
1. 鼓勵年輕一代的參與
2. 使學生潛移默化對家鄉環境產生認同

產業化
1. 研發具潛力的生態旅遊誘因
2. 輔導在地社區發展生態旅遊產業
3. 訂定管理計畫



淡水河現況淡水河現況



淡水河污染問題

底泥中累積太多有機污染物、水量不足，
以及泥沙淤積

水量(或基流量)過低，
污染物的濃度相對增加

懸浮污染物與泥沙不易排到外海

水中泥沙因水流減緩而淤積

污染物對泥沙表面的吸附作用，

污染物隨著泥沙沈澱，污染物以污泥沈積

大漢溪中下游最嚴重，新店溪下游次之，兩條河
交會的江子翠地區，污染程度更為突顯江子翠地區，污染程度更為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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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大漢溪及新店溪的匯流口，承受兩條河川的有機污染物和泥沙
2. 兩河水流交匯形成的紊流效應使流速減緩形成淤積
3. 下游潮汐頂托形成滯水帶

-- 使得污染物更加難以宣洩，明顯消耗溶氧並導致生態惡化使得污染物更加難以宣洩，明顯消耗溶氧並導致生態惡化

江子翠生態惡化的成因

引用自施等，2006



把淡水河對比呼吸系統

江子翠、關渡
兩河川支流之匯流口

分別如同兩條支氣管匯入氣管之所在

兩個污水和泥沙入口，下游卻只有一個出口
紊流效應+潮汐頂托，導致污水泥沙排不出去

宛如卡在咽喉中的痰咳不出來卡在咽喉中的痰咳不出來

問題
水體的滯留時間是多長？要多久才能排空？

如果這兩個時間都知道
知道水體排出量的百分比

計算上游進來的污染量可以消化多少



底泥改善策略建議

由江子翠地區個案

增加生態用水，減少泥沙淤積，減少有機污染。

增加水流量的問題

兩個大型水庫的存在 – 河川基流量減少很多

清污的問題。

產生的懸浮物，要如何管理？

懸浮物產生的物理效應對生物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清除的那些懸浮物質要怎麼丟出去？

因為人造的困擾，要人去解決因為人造的困擾，要人去解決



人為改善作為

曝氣 - 增加溶氧
移除水中懸浮物質，促進浮游植物光合作用

人為曝氣，增加水體與空氣接觸

疏濬擾動，增加底泥間隙水的通透

深層曝氣機制，以氣力揚升法將氣體打入底層水域

去毒 – 固化、脫水、消化、焚化

清淤 - 協助移除過量沉積的淤泥
利用疏濬移除底泥

牽涉層面廣泛：底床被回填的速率、底泥攪混之二
次污染、淤泥的去處，以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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