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公開說明 

一、 工程名稱：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 

二、 簡介： 

東大溪因重度污染水質嚴重影響水域生態及周遭環境，為改善此一課

題，積極向中央爭取前瞻水環境建設經費，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

助，同時與東海大學公私協力，由校方無償提供用地，以水質改善為核心，

將上游廢污水進行全量截流淨化，並於東海夜市店家推動裝設油脂截留器，

自源頭削減污染，成功改善水質。 

推動過程透過跨域協調與合作，藉由公私協力互為夥伴方式，同時聽

取地方聲音，辦理一系列民眾參與相關主題式工作坊，持續滾動檢討，進

而提出有效的解決對策。為復甦生態環境，藉由設置貓頭鷹及蝙蝠巢箱、

移除外來種廣植原生種、改善東大溪沿線具高落差之固床工等作為，營造

生態復育基地；更為推廣環境教育，打造「東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

同時融入節能減碳措施，利用地形高差以全重力方式輸送水體、設置微水

力發電設施及導入 IoT 物聯網水量水質遠端監測系統，達成環教融合的目

標。 

全案以水質改善、景觀營造、環境教育、公民參與及公私協力為四大

主軸，兼顧水質與生態的永續，並將人文、歷史與教育作完美的結合。提

供東海師生及商圈民眾親水、親綠、具教育意義的環境，共同建構出臺中

城市水環境建設的新典範，更將水利建設從水安全、水環境面相，提升至

水文化層次。 



  



三、 生態檢核(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 

(一) 生態關注區位圖 

 
 

(二) 生態議題分析 

計畫範圍包含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西側及南側的東大溪溪段，與緊鄰教

堂東側的大社支線，以及教堂東北側近東西走向中央水圳。除了針對計畫範

圍進行生態調查，本計畫亦將評估計畫範圍區與筏子溪在生態綠網評估上的

關聯性，以及後續保育措施。故進一步調查計畫區外東大溪中下游至筏子溪

間的溪段。本計畫整體調查範圍涵蓋全段東大溪及上游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

的兩條水圳。 

(三) 生態保育措施 

1.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邊國定古蹟區。 

2.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大面積樹林區。 



3. 迴避：迴避東大溪沿線大樹與關鍵灌叢。 

4. 縮小：縮小設計工程工區，僅侷限在既有人工建物或溪流沖蝕崩塌區，

以及乳品小棧遊客活動區。 

5. 減輕：結合東海大學校園景觀，於工程量體種植適合之原生樹種及設計

工程外觀與東海大學校園景觀一致，減輕視覺景觀的差異。 

6. 補償：礫間淨化廠區之樟樹及楓香等胸徑大於 30 公分之樹木，建議移

植至中央水圳下游與東大溪匯流之濱溪區域，提供下游棲地復育區更完

整的森林結構。 

(四)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 

本計畫生態關注區圖研判，以東海大學校園內的中央水圳、大社支線及

校園南側東大溪包含兩側濱溪帶為基礎範圍。生態敏感性分述如下： 

1. 東大溪 

東大溪西側上游區為東海別墅鄰接東海大學校園處，存有違章建築，

工業區廠房的水泥圍牆，以及在東海大學校園內的東大溪溪岸則因沖蝕造

成土岸崩塌現況。故此區為東大溪生態敏感度低的區域，標示為綠色(圖 7-

40)。 

東大溪其餘緊鄰東海大學校園的溪段，濱溪溪岸(岸寬 1-5 公尺範圍)

多為次生演替的構樹，或種植之臺灣欒樹、木棉等景觀樹種，或是竹叢、

九重葛叢生型植被。也有為數不少屬於歸化種，具強勢入侵特性的銀合歡、

小花蔓澤蘭、陰香等植物，以及禾本科大黍形成的植被景觀。溪岸兩側各

類植被，因為人為干擾度低，多為自生演替的植生，有多種鳥類等動物會

利用這一區活動，也是東海大學賞鳥活動的重點路徑。東大溪濱溪岸為生

態敏感性中度敏感的區域，標示為黃色(圖 7-40)。 

東海大學校園緊鄰東大溪有四處大小不一的樹林區(圖 7-40)，為東海大

學校園賞鳥活動、生態教學，或學校規劃自然演替區。由西至東分別是：(一)

緊鄰西側東海別墅的樹林，林下地被與灌木均清除，僅保存相思樹為主的

喬木樹林。(二)位於化工系館與生命科學系館間的小面積實驗樹林，為生命



科學系教學實驗區。(三)位於女生宿舍東側的自然演替的樹林，作為教職員

宿舍與學生住宿、教學環境隔離的樹林區。(四)牧場南側的樹林區及東大

溪，規劃作為與工業區廠房隔離的藍綠帶。此四處緊鄰東大溪的樹林，為

校園野生鳥類等動物高度利用活動區域，自然演替或教學設計自然發展性

高，屬於東大溪旁高度敏感的區域，標示為紅色(圖 7-40)。 

東大溪河道區域，因為污水長期排入，水域棲地劣化，生態調查僅記

錄搖蚊科昆蟲。水域環境差，生態敏感度低，標示為淺藍色(圖 7-40)。 

2. 大社支線 

大社支線為近南北走向，目前晴天多為土乾溝，雨天作為排水使用。

支線東側為校園柏油道路，屬於低生態敏感區，標示為綠色(圖 7-40)。西側

為國定古蹟路思義教堂，整區為文史古蹟的高敏感區，以紅色斜線標示。

西北側的樹林區，人為干擾少，亦為校園賞鳥的重點區，屬高生態敏感區，

以紅色標示(圖 7-40)。 

3. 中央水圳 

僅針對中央水圳位於本計畫範圍內進行生態關注區判釋。計畫區內水

圳兩側多為東海大學校園的樹林區。水圳南側樹林下種植草皮，需要人工

經常性除草的區域，相對干擾度較大，標示為黃色。水圳周圍其它樹林區，

校園管理方面，採以植物自然演替為主，林下多自生禾本科與灌木類植物，

為許多鳥類活動區，生態敏感度高，標示為紅色區(圖 7-40)。中央水圳東側，

為東海大學乳品小棧，屬假日遊客高度活動區，有許多人工設施，也會經

常性除草整理花木。本區人工建物多，人為擾動性高，於生態低度敏感區(圖

7-40)。 

(五) 位置圖 



 
  



(六) 異常狀況處理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異常狀況處理計畫 

 

 

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無。 

3. 生態檢核資料 

有報告。 



4. 異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四、 工程資訊：包含項目如下：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1. 工程位置座標 
臺中市西屯區、南區(TWD97 座標 X：

208763Y：2675089) 

2. 主要工項 

1. 水質淨化土建工程、2. 水質淨化設施

機械及設備工程、3. 機電工程、4. 景觀

及植栽工程 

3. 核定金額 新臺幣 300,000,000元 

4. 預算金額 新臺幣 262,620,000元 

5. 決標金額 新臺幣 262,600,000元 

6. 施工廠商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7. 開工日期 民國 109年 2月 20日 

8. 完工日期 民國 109年 2月 18日 

9. 異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異常 

10.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已完成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目

前配合工程執行持續監測調查。 

11. 施工前後照片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五、 民眾參與之舉辦訊息、會議紀錄(照片)、現勘紀錄(照片)、回應情形 



 



 
 

 

  



六、 計畫成果(照片、影片)： 

 
 

七、 相關新聞：提供新聞連結或新聞、臉書截圖 

新聞連結：https://www.taichung.gov.tw/1241421/post 

https://www.taichung.gov.tw/1321647/post 

https://www.taichung.gov.tw/1368909/post 

 

https://www.taichung.gov.tw/1241421/post
https://www.taichung.gov.tw/1321647/post
https://www.taichung.gov.tw/1368909/p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