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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嚴重污染長度比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 

 我國 50 條主要河川水質，嚴重污染長度比率由 2002 年 14%，降至 2018年 3.8%；生化需氧量平

均濃度，由 7.5 mg/L 減少至 2.65 mg/L；溶 氧平均濃度，由年 5.8 mg/L 提升至 7.4 mg/L。 
 依河川污染指數(RPI)分析，全國 50 條主要河川水質，仍有 3.8%嚴重污染，22 個嚴重污染河川

測站。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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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效益與成果 

畜牧糞尿資源化對河川污染變化之影響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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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https://epafarm.epa.gov.tw/Default.aspx#Page3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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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台灣 
 
 
 
 
 
 
美國 
 
 
 
 
 
 
 
中國大陸 

台灣豬隻在養總頭數

550萬，豬場6,697場，

平均每場在養頭數約

為822頭。 

豬場規模差異大、空

間位置分散。 

非保守性物質(氨氮)，

管制不易，環境異味、

河川負荷重。 

飼養集中化，但是

速度不夠快。 

 

 

管理策略或管制方

法因地制宜。 

傳統處理方法面臨

挑戰，但是污染型

態相對單純，資源

化或修正處理方法

以符合環保要求。 

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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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氨氮污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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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氨氮污染量-流量計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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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氨氮污染量-流量計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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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WASP 兩種渠寬 與 SOBEK 模擬比較，可知 
WASP 使用 2/3 渠寬模擬時將較接近於使用不
規則斷面模擬 之 SOBEK 成果，但於高流量時
水位都會出現低估的情況。 

河川流量率定曲線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氨氮污染量-流量計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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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的篩選機制與條件流程 

地理位置分類 

汙染特性區非 

水質測站與水位測站空間地理位置 

河川氨氮污染量- 流量計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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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央氣象局降雨資料得知，比對歷年(5
年，2016~2020年)降雨資料發現，2020年的

年降雨量比2016至2020年的平均年降雨量都

要來得少，其中以台中減少的雨量最為明顯，

降幅達31%。 
 

桃園龜山橋測站歷年每月降雨量分佈圖                    高雄阿蓮測站歷年每月降雨量分佈圖                                屏東潮洲測站歷年每月降雨量分佈圖 

 台南二仁溪崇德橋2020年的6月降雨量(163.0 mm)僅為歷年該月平均降雨量(398.9 mm)的
41%；7月降雨量(146.5 mm)僅為歷年該月平均降雨量(331.3 mm)的44%；屏東東港溪潮州

大橋2020年6月降雨量(93.0 mm)僅為歷年該月平均降雨量(373.8 mm)的25%；7月降雨量

(187.0 mm)僅為歷年該月平均降雨量(554.9 mm)的34%。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氨氮污染量-降雨量與河川流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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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崁溪龜山橋每月流量資料僅蒐集到2020年5月至8月

以及2021年1月至4月的各月平均流量資料。 

 2020年5月至8月以及2021年1月至4月間的降雨量與流

量關係發現，兩者之間有其高度線性相關(R2=0.8345)，

說明南崁溪龜山橋段流量的變化與降雨變化趨勢一致。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案例分析-南崁溪龜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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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至2020年的年流量平均值為106 cms，最大值發

生在2018年的157 cms，最小值則是在2017年的43 
cms。 

 2016~2020年間的年降雨量與流量關係發現，兩者之

間有其高度線性相關(R2=0.9779)，說明二仁溪崇德

橋段流量的變化受到降雨的影響甚深。 

 假設在特定的時間內其流域所屬環境污染物質排出

的規模與數量一定的前提下，其河川流量的增加(降
雨發生)，對於污染物質(如氨氮、BOD5或COD等)應
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稀釋作用；反之，如果河川流

量變小(乾旱出現)，會讓監測污染物質的指標數據出

現惡化的現象。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案例分析-二仁溪崇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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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至2020年的年流量平均值為260 cms，最大值

發生在2018年的379 cms，最小值則是在2017年的

152 cms。 

 2016~2020年間的年降雨量與流量關係發現，兩者之

間有其高度線性相關(R2=0.8862)，說明東港溪新潮

州大橋段流量的變化與降雨變化趨勢一致。 

 屏東東港溪潮洲大橋的流量約為二仁溪的2.4倍，環

保署水質測站的污染物質濃度(氨氮與COD)變化對

於降雨量導致河川水體的稀釋作用雖然不明顯。可

能的原因是該區域的污染物質進入河川水體的總量

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後續透過氨氮污染總量估算

得到佐證。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案例分析-東港溪潮洲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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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估算氨氮污染量得知，屏東東港溪新潮州大

橋的氨氮污染總量是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同理，

亦可估算高雄二仁溪崇德橋的氨氮污染量的變化。 

 本計畫在氨氮污染量估算中，氨氮濃度檢測頻率

為一個月一次，而流量資料係根據水利署河川水

位資料(監測頻率為10分鐘一筆)，透過水位-流量

率定曲線得知流量數據彙整。 

 新潮州大橋與崇德橋的氨氮總量都是在2016年
的污染總量最大，氨氮年污染總量分別為

5,648噸與21,526噸。 

 崇德橋段的氨氮削減雖然由2016年的21,526噸，

在2017年大幅下降至7,767噸，但是隨著2018
年的9,372噸以及2018年的9,887噸，其氨氮年

污染總量有逐步升高的態勢，直至2020年達到

15,345噸。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案例分析-氨氮污染通量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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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東港溪新潮州大橋的氨氮削減逐年下降，從2016年氨氮年汙染總量5,648噸，

2017年的5,519噸、2018年的5,396噸、2019年的3,400噸至2020年的2,763噸。其中

所對應的河川流量卻是2018年的流量較多，顯示河川水體環境氨氮的削減是有其

成效存在，期間環保署所執行的沼渣沼液資源化回歸農田政策應有發揮一定程度

的影響。 

 估算氨氮污染總量模式時，目前因河

川水質的氨氮檢測數據量與頻率遠小

於流量監測資料，後續建議應持續提

升相關數據基礎與監測頻率，強化整

體水理模式計算能量，才能完善並真

實呈現河川污染物質總量的現況。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案例分析-氨氮污染通量現況分析 



16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針對屏東潮州測站(東
港溪潮州大橋)降雨資

料發現，2017年的降

雨量 (1,162 mm)雖然

比 2020年 (1,874 mm)
要少，但是2017年的

降雨分佈的時間比較

平均。 

 鑒於環保署水質測站

採樣時間都在月初，

比對這兩年的日降雨

特性發現，降雨對河

川水質污染物質稀釋

的影響以2017年較大。 

屏東潮州測站日降雨量分佈圖(01月至06月) 

屏東潮州測站日降雨量分佈圖(07月至12月) 

案例分析-氨氮污染通量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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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年至2020年的氨氮污染總量與對應的河川流量資料發現，2017、2020年是

枯旱年，降雨量明顯低於長年的平均值，環保署各測站的水質濃度均較高，但

經由流量配合同步分析以後就可以更客觀評估實際變化。 

2) 無論是在屏東東港溪新潮州大橋或者是二仁溪崇德橋的氨氮總量都是在2016年
的污染量大，但是，其所對應的河川流量卻是2018年的流量較多，顯示河川水

體環境氨氮的削減是有其成效存在，污染總量是在減少與下降之中。以氨氮為

例，這些河川總量逐年降低，正可反映流域中推行沼液、沼渣回田肥份利用政

策之成效。 

3) 年降雨量僅能作為評估該地區環境水文條件良窳的初步因素，降雨量的時空分

佈與特徵是影響環境水體品質的至關因素之一。2020年的河川流量偏低，使得

台灣環境水體水質有劣化的現象發生，也讓今年各縣市環保局在年度水污染防

治績效評核的成績大幅衰退，在關鍵水質測站的指標都嚴重劣化，過往中度污

染的河川在今年都變成重度污染。說明河川流量多寡對於水質產生一定程度的

影響，當台灣地區污染物質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在討論河川水質的時候，流量

將會是關鍵。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案例分析-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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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團隊針對歷年環保署水質測站與水利署水位測站資料初步進行數據資料庫的

整合，利用網路平台建置河川污染物總量估算模式，透過操作平台上的水質監測

站與污染物質的點選後，可以呈現出該站的水質監測污染物質濃度與對應的水量

資料，最下方則是呈現該地點的污染物質總量變化趨勢。另外，亦可呈現該測站

污染物質濃度與河川流量等原始數據資料以及污染物質總量的對應關係。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台大水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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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水工所研究團隊透過空間地

理資訊系統，依照測站相關資訊

(水質測站的參數資料，水位測站

的資料屬性以即空間相對位置)進

行評估分析作業。篩選出符合水

質-水量關係河川斷面的位置，計

有69站。 

環保署296站水質監測站 
水利署266站水位站 

評估水質-水量關係之河川
點位分佈圖，計有69站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水利署水位站篩選基本資料表 環保署水質測站篩選基本資料表 

水質監測站與流量站的空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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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畜牧原廢水 

固液分離 

厭氧發酵 

曝氣系統 

終沉池 

放流 

氨氮削減可達40%~50%以上 

添加農作植物(鳳梨、檸檬、香
蕉等)萃取之複合配方分解酵素 

 曝氣時間 
 氣氣盤氣泡大小 
 空壓機壓力調整 

簡易活性炭吸附 
 調整水色 

終沉池  曝氣池2  曝氣池1 

修正曝氣系統與參數 

氨氮 500 mg/L 

氨氮 214 mg/L 

台大水工試驗所研發技術成果 

10 m3廢水需要1公升 

畜牧場次世代氨氮削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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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河川巡守隊之經營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范致豪 教授

1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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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守隊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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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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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緣起

3

•創立經營

•民眾參與

90-95年

• E化管理

•環境教育

98-101年
•特色發展

•經驗交流

105-107年

•職能優化

•在地經營

108-109年
•公民科學

•永續經營

110年

水環境守護策略發展歷程

1. 民國89年，高雄旗山溪廢液非法傾倒污染事件，成立
「高高屏三縣市河川自衛隊」（最早的水環境巡守隊）。

2. 民國90年起，同步推動「鼓勵民眾參與二仁溪河川保
育計畫」。

3. 民國91年，環保署定為河川污染整治年。

4. 開啟系列推動民眾參與河川污染整治計畫。



巡守隊緣起-歷年演進

4

90 95 98

創立 民眾參與污染防治 E化管理

（年份）

經營 E化

• 推動資訊化經營管理

• 水環境保育E化系統

• 推動巡守隊志工化

• 推動環境教育

• 104年成立河川保育

中心

• 推動民眾參與河川污染整治計畫

• 全台縣市成立巡守隊伍（北、中、南分別

為民國93、95、91年）

• 建立污染通報管道、辦理志工訓練

• 推動巡守隊參與淨溪淨灘、進行水質檢測

• 編撰縣市環保局推動河川巡守隊經營指引

巡守隊全面發展 環境
教育

101

河川生態教室



巡守隊緣起-歷年演進

5

107 108

特色
發展

105

經驗
交流

（年份）

職能
優化

經營輔導

• 縣市經驗交流

• 河川生態環境教室

• 擴展巡守隊在地特色、

多元發展

• 辦理巡守隊培力及增

能教育訓練

• 積極成立多元化巡守隊伍

• 民眾參與水質監測、重金屬樹脂包、生態監測

• 辦理巡守隊經營管理研討會

• 重點河川污染整治民間討論會

• 河川生態監測教育訓練

• 提高民眾參與意願及環境知識

在地
經營

109

管理策略
公民
科學

110

永續經營



水環境巡守隊

非政府組織

環保署縣市環保局

6

辦理活動 協助推廣

(河川保育中心)

政策擬定

政策推動

政策推動

概念推廣

協助輔導

經營管理

企業責任
互助推廣

企業責任
互助推廣

巡守隊定位



全國巡守隊現況

• 全國共462隊

• 隊員人數13,125人

7

資料統計至110年7月

370

408

424
430

456
462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歷年全國巡守隊數量變化



隊伍分類
各類型巡守隊成立背景及經營模式

社區型76%

•含社區大學

•結合里長社區發展協會

•年紀較長，對在地有情

•長久居住於巡守區附近

•了解在地環境

學生型6%

•含各級學校及大專院校

•願意配合教師帶領投入

•學生家長支持

•安全性問題

•增加帶隊老師行政作業

企業型5%

•無法配合固定巡檢

•志工化困難

•大型淨灘活動

•協助河段認養

•提供環保局贊助

其他型13%

•既有組織，類型廣泛

•含生態講師、導覽員

•含救生員、漁民等

•擁有環境相關專業知識

•重視地方文化發展

8



流域特性分析

都市

•生活污水/

廢棄物

•以大排、

圳溝為主

•較難追蹤

污染源

工業

•工廠廢水

污染/異味

•鄰近列管

熱區為主

•蒐證舉發

不易

畜牧

•畜牧廢水

排放/異味

•多為長期

擾民問題

•蒐證舉發

不易

上游

•水源乾淨/

少有污染

•生活污水/

廢棄物

•不易利用

科技守護

環境

海洋

•海漂垃圾/

海底覆網/

油污

•較難追蹤

污染源

9



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10

水環境稽查力量之延伸

通報巡檢 清理



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11

巡檢

水質監測

定期巡守

將水質檢測結果上傳於
世界水質監測網



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12

在巡守過程中發現河川緊急事件，除通
報相關單位外，亦可透過LINE群組立
即告知環保局，協助採取相關應變措施

各縣市均已設置即時通訊軟體LINE
群組，以達即時通報及傳達活動辦
理訊息及管理資訊

通報

回覆巡守隊員
查核結果情形



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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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

淨溪淨灘

環境整理

淨溪淨灘活動

維護河道附近整潔 環境綠美化



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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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監測

社區
營造

人文
歷史

生態
監測

環境
教育

• 水環境
• 生態教育

• 魚類
• 水棲昆蟲

• 影像監測
• 快篩檢測
• 樹脂監測

• 水環境
• 營造
• 維護

• 河川歷史
• 流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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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環境教育 新北市 崇光社區大學巡守隊

提升與精進巡守志工相關生態保育
知識，參訪水環境巡守隊，藉此學
習其他縣市經營巡守隊之方式及增
進溼地環境生態之保育觀念。

以溼地生態廊道作為主軸，將大
漢溪流域人工溼地之人文、自然
及生態資源相關資訊完整於館內
呈現，讓隊員了解溼地的豐富生
態多樣化及對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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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環境教育 新竹縣 綠精靈水環境巡守隊

藉由推行水巡活動-水資源教育宣
導、自然生態解說、古道文化導
覽，教導人們親近大自然、喜歡
大自然、尊重大自然，進而愛護
大自然與大自然和諧永續共榮。

除日常巡守、淨溪、勸導、污染
通報之外，積極規劃課程、辦理
教育宣導工作，並依綠精靈基地
地形建置生態池處理基地污水及
建置水環境生態環境教室作為宣
導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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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環境教育 澎湖縣 風櫃國小巡守隊

該校為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校訂課程為海洋文化、海洋生態
及海洋休閒共三大主軸，透過多
元實際之行動，將愛護水資源之
概念推廣出去。

• 海岸淨灘
• 柔珠宣導
• 減塑宣導
• 插枝珊瑚
• 海草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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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生態監測 宜蘭縣 鴻毅志工水環境巡守隊

藉由河川生態監測系列課程的培
訓，使隊員們更加了解居住地白
米溪的水源生態環境，並訓練隊
員們擔任種子教師，未來希望將
白米溪打造成生態環境教育場域。

除積極進行內部人員培訓外，鼓
勵隊員們積極參加環境教育相關
並可獲得「種子教師資格認證」
之研習課程，逐步培育巡守隊員
成為專業精實的水環境生態監測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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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生態監測 臺中市 豐原區豐田社區水環境巡守隊

除例行性作業如河岸巡檢、辦理淨
溪活動及河川水質監測等，今年更
成立溪流生態教室，並參加旱溪流
域生態監測教育訓練及實作。

從觀察旱溪流域體驗棲地保護及
水質保護之重要性，透過互動體
驗及玩樂中學習，達到水環境教
育之目的，從人文歷史到生態教
育的層面，逐步達成寓教於樂向
下扎根之效果。



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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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桃園市 觀音區保生社區水環境巡守隊

致力於海岸藻礁生態之保育工作，
不定期帶領學生、企業、民眾及
其他縣市志工隊導覽藻礁生態，
以各種面向解說藻礁生態及宣導
環境保護，邀請大家一同守護千
年累積而成的藻礁體。

除日常巡檢外，亦積極辦理觀音
區藻礁生態導覽，持續培訓導覽
員、製作教案，落實身教、言教、
境教，將水環境守護觀念推廣給
大朋友及小朋友。



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 可疑或列管之
事業單位位置

• 近一年污染通
報點位等

蒐集背景資料

• 區域影像現況

• 邀巡守隊參與

• 隱患點搜尋

執行空拍工作
• 繪製巡檢點建
議位置圖

• 分析與原巡守
路線之差異

巡守路線調整

STEP 1

STEP 2

執行標準流程將依據實際執行狀況進行調整

STEP 3

科技監測

21



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北 事業廢水總量管制區
中壢工業區

63處監測點位

連續一個月監測共252點次

新莊子溪

黃墘溪

埔心溪

新街溪

中
詹厝園圳
工廠側溝
農田灌溉渠道

22

科技監測-樹脂包



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雲林縣 湳仔村水環境巡守隊

藉由社區營造點，打造具在地水資源特

色教案與課程，並自行營運管理，同時

培養專業解說水生態導覽人員，輔導湳

仔社區申請環保署的環保小學堂認證。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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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嘉義縣 大林鎮上林水環境巡守隊

頂員林埤塘目前由該隊長年認養，負責

埤塘周遭環境維護，對於鄉村小農出身

的水環境巡守隊而言，相當得心應手，

且大家都不分你我，同心一起去執行。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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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注入資源，關注諸

羅樹蛙亮點特色，深入社區及巡守隊，

導入特色創作，設立Q版諸羅樹蛙裝置

藝術作品供民眾欣賞，帶動觀光風潮。



巡守隊之特色發展

25

人文歷史 臺北市 久如社區發展協會巡守隊

推廣城市里山-幸福水鄉之理念，
以五感體驗和三生一體的概念，
親身感受四分溪這條都市小溪與
在地社區居民緊密結合、共生共
存的魅力！

四分溪為臺北市唯一一條奉令封
溪護魚之河川，經過協會長時間
經營，再度讓許多珍貴魚種現蹤，
周邊的自然步道與地景地貌都有
許多值得觀賞遊憩的亮點，完整
形成都市裡難得一見的城市田園
新風貌。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優良巡守隊座談會及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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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水環境巡守隊活化與經營交流

培力及增能教育訓練

•專業講師群
•深度專題演說
•實務經驗分享
•推廣環境知識

河川污染辨識、生態
調查、自然保育、環
境推廣設計、巡守隊
經營管理及污染防治
科技輔助設備介紹等

北區水環境生物資源 中區溪流生態保育

南區巡守隊進階課程訓練

課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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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水環境巡守隊活化與經營交流

民眾參與交流會

• 篩選重點河川
• 彙整民間河川流域管理建言
• 協助追蹤污染區位及管制進度

重點河川會議

跨部會溝通協調

民間意見蒐集

28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水環境巡守隊活化與經營交流

水環境巡守隊
經營管理研討會

區域水環境巡守隊
經營管理研討會

• 邀請環保署、各縣市
環保局巡守隊主辦科
人員及委辦人員

• 分享與講授水環境巡
守經營運作

• 分組討論之方式進行
議題討論

利用公民參與的實際案例運作解析，讓各縣
市在未來能夠就公民參與水環境議題蒐集與
討論上可以落實執行。利用時間軸盤點將發
生之事件、造成之問題與影響，藉由整合之
方式探討方案之可行性。

利用時間軸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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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認識居住環境

 觀察生物多樣性

 建立人與環境之連結

 民眾參與科學研究

環境監測與公民科學
劉奇璋講師

 臺灣中高海拔溪流魚類

 介紹臺灣溪流特性及現況

 辨識魚類各項性狀

 了解魚類生存環境及食性

溪流魚類
劉奇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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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監測教育訓練及實作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淡水魚類判別技巧

 淡水魚類基本知識

 分析各種採樣方式

 野外採樣安全須知

淡水魚監測及採樣
張惟哲講師

 救生衣穿戴、調查裝備

 淡水魚調查方法

 調查工具實際操作

 量魚板使用、記錄技巧

淡水魚調查方法實作
張惟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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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監測教育訓練及實作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32工具：蝦籠、蘇柏式網、手拋網、撈網、量魚板、水
質檢測包、紀錄表、水杯、白盤

溪流魚類調查+大型水棲無脊椎動物調查

以鴻毅志工隊為教學隊伍，實作地點為宜蘭白米溪

簡介生態調查工具及注意事項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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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生態監測示範活動

於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榮生會

河川巡守隊辦理示範教學

淡水魚與河川環境、河川資源管理



河川保育中心協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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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教師回訓課程

於崇光社區大學開設「一起看魚趣」

介紹i Naturalist 應用程式與操作方法



河川水質管理(應變組織)

導入水環境志工與河川巡守隊

環保署

河川保育中心

水環境巡守隊

非政府組織

政策推動 概念推廣

協助推廣 辦理活動

經營管理 協助輔導

縣市環保局

回饋機制 政策擬定



水環境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水環境稽查之延伸

step 

通報

巡檢

清理



水環境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通報

各縣市均已設置即時通訊軟體
LINE群組，以達即時通報及傳
達活動辦理訊息及管理資訊

在巡守過程中發現河川緊急事
件，除通報相關單位外，亦可
透過LINE群組立即告知環保
局，協助採取相關應變措施。



水環境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巡檢

水質監測

定期巡守

將水質檢測結果上傳於
世界水質監測網



水環境巡守隊執行之核心工作
清理

維護河道
附近整潔

環境
綠美化



 巡守隊不僅是執行河川巡守工作，同時維護環境清
潔，也因為有他們的付出，讓河川環境得以維持，
也遏止非法污染情事發生。

 感謝全臺灣一萬三千多位水環境巡守隊員，在生活
中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環境的關心與愛護，並營造出
屬於自己家園具有特色之巡守隊，帶領更多人一同
加入河川巡守隊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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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簡報結束 敬請指正



認識河川生態與常見指標生物 

黃世彬 
 

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 

2021-8-10  環保署 河川清淨環境工作坊 



簡報綱要 

一 台灣河川網絡生態介紹 

二 解答河川魚類大量死亡的原因 

三 因水汙染而滅絕的台灣河川動物 

四 台灣河川水質指標生物評估方法 

五 台灣常見河川指標生物介紹 

六 以指標生物評估河川水質的常見問題 



水域生態系由『水域生物』與『水域環境』所構成 

 包含了“生物”與“非生物”兩個部分 

水域生物包括： 
動物、植物、藻類、真菌、 
原生動物 

水域環境包括：  
水質、水文、營養鹽、底
質、人工構造物 

+ 

水域生態系的構成要素 



淡水域生態系包括『靜止水域生態系』與『流動水域

生態系』 

台灣的淡水生態系棲地類型 

 『靜止水域生態系』包括：湖泊、水庫、埤塘等 

 『流動水域生態系』包括：河川、溝渠、湧泉等。 

 溝渠、湧泉常常成為河川網絡的一部份。 

 河川是台灣最大的淡水生態系。 



河川生態系網絡涵蓋『溝渠』、『湧泉』、『河川』 

台灣的河川生態網絡介紹—溝渠 

 『溝渠』的特點：水泥化、汙染嚴重、貼近生活圈、多外來種 

 多數環境惡劣，但少部分為珍稀物種的重要棲息地 

 影響溝渠生態的因子：水質、底質、生物 

常見的水泥化田間溝渠 生態豐富的原始護岸溝渠 



保存高度生物多樣性的溝渠目前已不多見 
 

少數溝渠已成為珍稀物種的珍貴庇護所 (如稀有的齊氏石鮒) 

保存原始風貌的一條桃園溝渠 齊氏石鮒 

泥鰍 

七星鱧 



台灣西部溝渠 — 水質較差、外來種多 

西部水泥化水溝中的外來種五寶： 
 

吳郭魚、琵琶鼠、大肚魚、福壽螺、美國螯蝦 
吳郭魚 

大肚魚 

琵琶鼠 

福壽螺 美國螯蝦 



台灣東部溝渠 — 水質較佳、外來種較少 

高身白甲魚 大型灌溉溝渠(引自花蓮溪) 

小型灌溉溝渠(引自花蓮溪) 稀有魚種—菊池氏細鯽 

溝渠生態與生物多樣性豐富度：台灣東部 > 台灣西部 



水溝周邊水域環境可能是喪失生物多樣性最嚴重的區域 
許多原本常見的生物(甲殼類:2種；貝類:5種；魚類6種；兩棲類:4種；
爬蟲類:3種)已然消失，甚至成為瀕危物種。17/20已不再常見。 

台北赤蛙 

台灣束腰蟹 

中華圓田螺 

青鱂 

唐水蛇 

日本沼蝦 圓蚌 台灣蜆 石田螺 

網蜷 鱔魚 鯽魚 

台灣石鮒 泥鰍 斑龜 鉛色水蛇 

虎皮蛙 金線蛙 澤蛙 

高體鰟鲏  



台灣的河川生態網絡介紹—湧泉 

 『湧泉』的特點：水量充沛，水溫恆定、與在地社區關係緊密 

 湧泉大多集中在宜蘭、桃園、屏東等地 

 許多湧泉已成為珍稀物種的重要棲息地 

桃園一處湧泉野塘(匯集成池塘) 屏東東港溪五溝水湧泉(匯集成溪流) 

稀有魚類—
史尼氏小鲃 

稀有昆蟲—水螳螂 稀有水草—
石龍尾 

稀有魚類—
條紋小鲃 



台灣的河川生態網絡介紹—河川 

 『河川』的特點：台灣最重要的淡水域生態系，孕育多樣生物。 

 水文複雜，生物的分布差異很大。 

 上游清澈，下游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水汙染，因此可在各種水質

條件的不同環境發現不同的指標性物種。 

 

 
河川的潭區 河川的流區 



河川生態系的各種棲地類型 

 河川上游、中游、下游、河口、河川連通的湖泊水庫 

 屬於動態的水域生態系 

 營養鹽藉由河川向下傳遞，供應給紅樹林與海洋 

台灣各種河川棲地類型 

上游 
中游 下游 

河口 

湖泊 

紅樹林 

森林 



河川各河段的生態特性(一) 

 棲地：V形谷、大型礫石或整片母岩 

 水文：水流湍急、水溫低、營養鹽最少 

 生物：生物種類最少、幾乎無外來種 

河川上游 

上游 



河川各河段的生態特性(二) 

 棲地：U形谷、基底主要為大型礫石 

 水文：水溫適中、營養鹽增多 

 生物：生物種類中等、外來種次多 

河川中游 

中游 



河川各河段的生態特性(三) 

 棲地：河道寬闊、底質以泥砂為主 

 水文：水流緩、水溫高、營養鹽多 

 生物：生物種類次多、外來種最多 

河川下游 

下游 



河川各河段的生態特性(四) 

 棲地：基底為泥或砂、伴生紅樹林 

 水文：感潮、半淡鹹水、生產力最高 

 生物：生物種類最多、外來種少 

河口 

河口 



河川各河段的生態特性(五) 

 棲地：自然或人工水體、水源、遊憩 

 水文：與下游類似、溶氧一般低於河川 

 生物：生物種類少、外來種多 

湖泊、水庫 

湖泊 



台灣河川中的生物多樣性面貌 
 物種數：河口(>150種魚) > 下游(30-50) > 中游

(10-20) > 上游(1-5) 

 外來種危害：下游  > 中游 > 河口 >上游 

 營養鹽與生產力：河口 > 下游  > 中游 > 上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河口 

湖泊 

紅樹林 

森林 

台灣分布最高的魚種—
苦花 



解答河川魚類大量死亡的原因 
 常見原因：毒魚、炸魚、事業廢汙水汙染(強酸、強鹼)、缺氧 

 特定環境下(高溫、低

溶氧、河川流速慢)容

易引起河水缺氧，死魚

會導致其他健康魚隻罹

患魚鰾病，使魚類大批

量死亡。 

 畜牧、民生廢汙水(有

機物及氨氮)，會造成

優養化及加劇水域缺氧。 



病理解剖發現魚隻染上
魚鰾病 

生態池中發現
大量死魚 

魚鰾病
的病徵 

 找原因：從水質檢測、死魚的物種組成、死魚病理解剖找答案 

 案例1：毒魚引起事件 

 案例2：缺氧引起事件 

溪流中發現
大量死魚 



因水汙染而滅絕的台灣河川動物 
 這波滅絕發生於1960–1970年代，可能汙染源：畜牧廢汙水、

事業廢水、民生廢水 

臺灣下鱵 (1969最後發現) (淡水河) 

棘鰍 (1964最後發現) (台灣西部) 香魚 (1960s) (台灣中北部) 

花蜆 (1970s) (台灣
西部)  

大鱗梅氏鯿 (1970) (台灣
西部、金門)  



台灣河川水質指標生物評估方法(一) 
 不同的水質生存著不同的生物，利用生物來判斷該河川的水質，

就是指標生物水質判斷法。 

 可以用魚類、水生昆蟲等做為評估指標，可用分數來評估水域

生態品質，不同類生物有不同的評分方法。 

 魚類：生物整合性指標法(IBI) (評估水域生態)。 

 魚類：魚類汙染耐受指標(FTI) (評估水質)。 
IBI分數越高
，生態越好 

FTI積分越低，
生態(水質)越好 

(表格引用自朱達仁等，2016) 



台灣河川水質指標生物評估方法(二) 

 水生昆蟲：科級生物指標(FBI) (評估水質)。 

 水生昆蟲：快速生物評估法III (RBP III) ) (評估水域生態)。 

FBI分數越低
，水質越好 

RBP III分數越高
，生態越好 

(表格引用自朱達仁等，2016) 



台灣常見河川指標生物介紹(一) 
 『未受汙染水質』、『稍受汙染水質』指標生物： 

Image from Wikimedia. Author: Keisotyo, 
Wakayama prefecture, Japan 

扁蜉蝣 

Image from Wikimedia. Author: Bob 
Henricks from Charlottesville, U.S. 

石蠶(石蛾幼蟲) 

台灣白甲魚(苦花) 台灣間爬岩鰍 台灣纓口鰍(纓口台鰍) 台灣石(魚賓) 

作者：曾晴賢 來源： 國立清華大學淡水生
物數位典藏資訊網 

拉氏明溪蟹 中華圓田螺 

點刻三線龍虱(大型龍虱) 



台灣常見河川指標生物介紹(二) 
 『普通汙染水質』、『中度汙染水質』指標生物： 

長鰭馬口鱲 (溪哥) 粗首馬口鱲 (溪哥) 烏魚 

鯽魚 餐條(奇力魚、苦槽仔) 

石田螺 

作者：馬承漢 來源： 臺灣物種名錄 



 『嚴重汙染水質』指標生物： 

吳郭魚 三星鬥魚 翼甲鯰 (琵琶鼠) 

福壽螺 

台灣常見河川指標生物介紹(三) 

顫蚓 (水生絲蚯蚓) 水生絲蚯蚓是最常見的劣
化水質指標 



 除了水質，其他影響指標生物棲息的因子有哪些 ? 

>>> 水溫 
 

>>> 流速 
 

>>> 底質 
 

>>> 產卵地/繁殖所 

以指標生物評估河川水質的常見問題(一) 

吳郭魚偏好緩流暖水域 顫蚓偏好泥底環境 溪哥的產卵地需具備特殊環境 

三面光施工的河道 

營造巢穴的吳郭魚 



 同一種生物是否只存在一種水質環境 ? 

>>> 大多數物種可適應多種水質條件 (例如：琵琶鼠、福壽螺可適應

『未受汙染水質』到『嚴重汙染水質』所有水質)。 

>>> 只有少數物種只能適應單一種水質條件 (例如：中華圓田螺僅出現

在『未受汙染水質』)。 

>>> 發現指標生物僅能代表該生物的『耐受度』而非『對水質的偏好』。 

>>> 以指標生物評估水質存在著不容易準確評估的問題。 

以指標生物評估河川水質的常見問題(二) 

琵琶鼠、福壽螺可適應所有水質條件 中華圓田螺僅出現在『未受
汙染水質』 



 如何更準確的利用指標生物來評估水質條件 ? 

>>> 需同時考量水文環境條件。 

>>> 不可只利用單一種指標生物來做為水質評估指標，應該使用多種指

標生物，透過交叉比對，可提高準確度。例如一處水域同時出現

三種水質指標物種(未受汙染、輕度至中度、嚴重汙染) ，則可依

照“中華圓田螺”的出現判定該處水域為『未受汙染水質』。 

以指標生物評估河川水質的常見問題(三) 

『未受汙染水質』 『普通至中度汙染水質』 『嚴重汙染水質』 



The End 



河 
連接山與海 
承接了美麗  也承接哀愁 
  

荒野保護協會第九屆理事長 

劉月梅 





我 
• 劉月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畢業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暑期40學分班結業 

• 新竹女中生物教師 設備組長 註冊組長 教學組長 

 

• 志工 

•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長 

•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簡介荒野 
 



荒野保護協會 
• 環境保護組織—環境教育  棲地守護 

• NGO組織—非營利組織 

          不營組織私利  營後代子孫永世之利 

          不營組織私利  營眾人之利 

• NPO組織—非政府組織    

          可以跟政府合作   也可以跟政府對談 

          關心社會議題     與現今政策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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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土 
予 野 「野」字潛藏著我對待著田及土， 

田與土就會用相同的方式回應給我。 

「野」字也表示我給與土地什麼？ 
土地也會給予我們什麼 ? 

把「野」拆成「里」「予」兩個字， 
我們以里山或里海的概念來面對我們的村落， 
大自然似乎有點野性， 
但卻是一種大自然裡的永續循環的概念。 



目標及宗旨 



期許環境教育能達到 

永續山林 

生態城市 

無塑海洋 







 



 



海廢從哪裡來? 

一年可去幾次淨灘? 

淨灘的位置在哪裡? 

怎麼去淨灘的呢? 

淨灘=====愛海嗎? 



更認識海   
更愛上自己的島嶼 

想破頭 

想了很多怪點子 

最後-----一步一腳印最踏實 











有毒的爐渣 





 







溪流行腳及淨溪活動 







 



河岸清淨計畫數據 

品項 第一期(86次) 第二期(68次) 

總數 平均取整數 總數 平均取整數 

菸蒂 16214 189 15751 232 
牛筋繩 1180 14 127 2 
寶特瓶 301 4 256 4 
菸盒 185 2 223 3 
吸管 172 2 151 2 
檳榔袋 193 2 317 5 
鋁箔包 174 2 138 2 
打火機 78 1 71 1 



 

種類 口罩 玻璃瓶 橡皮筋 紙杯 飲料杯 鋁罐 牙線 瓶蓋 電池 

數量 152 25 210 85 36 112 172 192 10 
 



 



解決河岸垃圾問題 
 (1)公部門可以做的: 

  A.要求河濱公園管理的承包商，能確實做到維護清潔及管理上不留下其他垃圾的目標。 

  B.要求碼頭或河濱其他攤商能夠做到垃圾不落地，且維護商業區的清潔。 

  C.要求借用河濱公園辦理相關活動之相關單位，能做到維護環境清潔之標準。 

 D. 應減少在河濱公園放煙火的活動，因為這會讓民眾覺得「既然公部門可以放煙火，

我也可以在河濱放鞭炮及沖天炮」。 

 E.定期辦理河濱公園之清淨活動，宣示對河的關注及守護。 

 F.推動河流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讓常來散步或休閒的民眾能夠更認識河流， 也更了解

政府的要求及目標。 

G.對於不守法的民眾，該給予最直接及最明確的罰則，且嚴格執行。 

 H.對於環境中有不利的外來種生物或是有危害人類健康的生物，該給予明確的標示及

正確的教育。 



解決河岸垃圾問題 
(2)NGO可以做的: 

A.持續關注河流的守護，且邀請民眾、企業及公部門一起共襄盛舉。 

B.推動公民科學家的相關調查，讓關注個人能有個共同平台進行數據及資料彙整。 

C.積極邀請專家或學術團體，一起為解決河流的問題進行相關討論。 

D.積極推動及進行河流的環境教育及環境守護行動。 

 



解決河岸垃圾問題 
(3)一般民眾可以做的: 

 A.愛護河，親近河，關心河。 

B. 來河邊休閒及散步，會帶走自己的垃圾，不在河邊隨意丟棄垃圾。  

C.不隨意餵養野生動物。 

D.遛狗帶狗鍊，隨手清狗便。 

E.多多參加淨河岸的活動。  

 



其他問題 

 

  

商業行為的飲料瓶放在桌上,很快就會被

吹入河中 

口罩之亂,在疫情開始,河濱就開始出現 

  

無法數,難以處理的動物糞便,但明明公園

就有請飼主處理的宣導,卻無人重視 

所謂善心人士帶得流浪狗的食物 

 



其他問題 

 

  

每天都是最大量的菸蒂,9個月共撿了超

過 16000支,(不包括企業協助場次紀錄) 

7月份河面大量的死魚,讓清潔人員在臭氣

沖天的河濱進行清除工作 

  

只要逢年過節,台北街頭就是如此場景 丟在杜鵑花後方的多量垃圾 

 





 







布袋蓮在河流及入海 





筏子溪淨溪活動 



 



新竹縣油羅溪 

 



 



 



山---河---海 
• 河川垃圾隨著河水流入大海 

• 淨灘用 ICC表統計 

• 河流與海岸的垃圾處理,應該也有些差異 

 
環境差異 垃圾樣貌 離生活區 受潮汐影響 天候狀態 

河流 河岸左右    
河面 

在分解中 近 小 晴雨皆可 

海岸 海岸線       
海面 

已掏洗過 遠 大 晴天太熱   
雨天不便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已投入14場河川垃圾數據蒐集，預計於明年將啟動河川廢棄物的系統性調查。



淨溪—好效率 要有好策略 

•哪裡最髒? 

哪裡既安全又有成效? 

•要準備甚麼器材? 

•如何把淨灘的單一出入口改為線狀的A點到

B點? 



  乾淨的河．湛藍的海 
海廢溯源計畫 

荒野 | 海洋專員徐筱珺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謝謝理事長致詞以及海保署贊助這次得海廢溯源計畫。我是荒野保護協會海洋專員 小珺。讓我來跟各位報告本次調查計畫的成果。同理事長說的，荒野很關注垃圾的問題，從山林、河川到海洋。而海廢近幾年來淨灘的人數越來越多，但海岸沙灘上的垃圾沒有因此減少。海廢來源很多種，像是垃圾掩埋沖入海裡、海上國外飄來、商船從船上丟棄等…，其中河川垃圾沖刷進入海洋，絕對是海廢重要來源之一。本次海廢溯源計畫，希望從河川開始。從河川，減少河川垃圾，就能減少垃圾進入海洋。在2019年荒野保護協會帶領志工調查海廢快篩，全台1210公里的海岸線，每10公里標一個樣點，挑選121個點進行調查，調查方式除了可以讓我們知道垃圾分布的位置及數量，了解海廢分佈的區域跟數量



第一站．淡水河 
北臺灣流域最廣的河川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今年河川廢棄物快篩調查的第一站是淡水河，淡水河是北臺灣流域最廣的一個河川。



   調查範圍 

 海岸 共40km 
  淡水河出海口 (左/右岸) 

 
 
 河岸 共242km 
  淡水河流域  

基隆河 

大漢溪 

新店溪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次調查範圍，從淡水河出海口向上溯源到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3條主要支流，總流域常為242公里。除了調查河川之外，也會沿著淡水河出海口往左右兩邊的海岸線進行調查，範圍為左右各20公里。台灣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調查河川垃圾的方式，於是…(按)



日本 
鹿兒島大學 
藤枝 繁教授 

   調查方式建立 

臺灣 
荒野保護協會 

個人 

13條 
瀨戶內海河川 

第1條 
臺北淡水河 

腳踏車 目測 

15位 
公民 目測 腳踏車 步行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調查方式是，學自日本鹿耳島大學，藤枝藩教授，建立的調查方式。他在日本調查的方式，就是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從上游到下游，沿著河川，以1公里為一個調查區間，用眼睛去計算1公里內的圾垃有多少袋。日本於瀨戶內海調查13條河川。哪我們邀請日本教授來到荒野，進行技術指導。在調查淡水河之前，邀請15位志工，一起學習這樣的調查方式，讓調查員計算的數據結果修正至一樣的水平。台灣跟老師調查不一樣的是，今年除了調查河川之外，我們也有調查海岸線。海岸線因為沒有腳踏車步道，所以都是以步行的方式進行調查。本次調查都是以目測的方式去屬垃圾。將日本教授的調查方式修改成適合台灣的調查方式。調查之前可以將15位調查員計算的數據結果修正至一樣的水平。



淡水河川廢快篩統計  
• 含出海口兩側)的數據共555點位， 

• 無法調查佔144點位， 

A(乾淨)--177點位 

B(尚可)--94點位 

C(稍髒)--77點位 

D(髒亂)--40點位(有30點位在出海口) 

E(超髒)--23點位(有16點位在出海口) 



河岸: 353個調查點位 約177公里          海岸: 84個調查點位 約42公里 
 
調查總計: 437個點位 約219公里 



山---河---海 
• 河川垃圾來自哪裡? 

• 走進山裡,就可以發現河川及山之間的愛恨情仇 

北橫 大漢溪 

中橫 

南橫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已投入14場河川垃圾數據蒐集，預計於明年將啟動河川廢棄物的系統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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