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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工作會議暨現勘作業 

(一) 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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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記錄及辦理情形 

1. 會議時間：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2. 會議地點：如現勘流程 

3. 會議主持人：連總工程司昭榮 

4. 委員與各單位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一 鄭委員清海 
(一)  東勢河濱公園景觀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畫重點在景觀工程及遊憩設施改善

與增建，似水環境關聯不大。 

本提案針對水環境營造方向執行，主軸擴大以串連水

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陸域、

水域交界帶生物多樣性棲地，本次針對東勢河濱公園

改善作提案。 

2 
跨橋建置工程耗費巨資，建議針對使用

效益進行評估。 

東勢河濱公園堤防與東勢堤防中間通路，未來有留設

通洪排水之需求，並考慮未來連接堤防自行車道之可

行性，期能設置人行跨橋，針對使用效益再進行評估。 

(二)  食水嵙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整體環境優良，是實施水環境教育的絕

佳場域，建議可規劃「溪邊教室」。 

本計畫後續將研擬融合周邊景觀規劃自然野溪教室理

念。 

2 
利用雨水花園打造親水空間，建議可適

度加入戲水體驗區。 

本計畫將考量委員意見，降低工程擾動並打造親水空

間，尋找合適地點加入親水體驗。 

3 

建議可規劃打造兩岸間涉水步道與魚

類觀察體驗區，會讓休憩民眾對河川更

有感。 

本計畫將朝向兩岸涉水步道與自然觀察體驗區方式進

行後續規劃。 

(三) 葫蘆墩圳河川整治暨景觀營造工程(三民路至中正路)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掀蓋工程後的河川水質清澈，水量可

觀，讓原本的惡臭消失，令人讚賞！ 
感謝委員認同及支持。 

2 

水環境景觀營造優雅宜人，形成之涼爽

舒適之微氣候，降低周遭擁擠混濁的感

受。 

感謝委員認同及支持。 

(四) 十四張圳流域(延伸至東門支線第六分線)活化第三期改善工程規劃 

1 
兩岸土地占用情形嚴重、腹地有限，施

工效益似乎很難彰顯。 

本案經盤點土地權屬，工廠與鐵皮屋侵入公有地的情

形普遍，公所將配合本案執行勸導自拆或強制拆除作

業，預期於本案開工前全數完成，違建拆除後，透過

空間營造手法可將基地腹地使用最大化；大雅區長期

以來公園綠地不足，且目前已完成十四張圳第一期水

岸公園、現正進行第二期閒置空間活化改善工程，本

案除可延續前兩期水岸公持續擴大串聯，亦能重塑十

四張圳與東門支線第六分線綠帶軸線水域環境，提供

地方居民親水、親綠的空間，並推展環境教育，擴大

基地綠色基盤，營造友善生物庇護空間形成都會區域

鳥類之生態跳島，故其改善整體環境品質之效益顯著。 

2 
規劃內容偏向景觀工程，與水環境關聯

不大。 

水環境建設中「水與環境」願景為「與水共生、共存、

共榮」，目標為營造「魅力水岸」，推動結合生態保育、

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改善，期能恢復河川生



- 58 - 

命力及親水永續環境。十四張圳三期工程除景觀環境

營造工程外，亦結合水圳人文歷史，塑造在地對水文

化的記憶，並導入環境永續之理念，融入低衝擊開發

等設計手法營造水綠樂活空間，營造友善生物庇護空

間形成都會區域鳥類之生態跳島，未來可成為民眾親

水、環境教育之優質場域，故其符合水環境建設之理

念目標。 

(五)  臺中市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溪水清澈、魚群鮮活、紅冠水雞與小白

鷺覓食，生態水質改善明顯，令人讚

賞！ 

謝謝委員肯定。 

2 
搭配兩岸風鈴木景觀，營造一個賞景熱

點及親近水環境體驗，未來值得期待！ 
謝謝委員肯定。 

(六) 西屯區秋紅谷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1 
整體環境優雅宜人，水質尚可，似乎沒

有花費巨資繼續改善之必要性。 
敬悉。 

(七) 梅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水質不佳、腹地有限，除非投入淨水與

河床景觀改造，否則意義不大。 

本計畫將以水質改善為首要基盤改善要點，後續再進

行河床與周邊景觀改造。 

(八) 柳川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鳥類生態豐富，連不易見到的灰鶺鴒都

來覓食，令人驚艷！惟現場還能聞到異

味，建議可加強水質淨化，才能提高民

眾前來親近、休憩之意願。 

將於本案規劃設計階段詳加評估截流污水後送至鄰近

水淨場處理，以改善整體水質情形。 

2 

河床左右兩岸腹地寬敞，如能規劃休憩

空間或休閒步道，可提供民眾多一個休

閒放鬆的好去處。 

本計畫旨為水環境改善，工程將優先進行水質處理及

水利安全面向，如經費允許將依委員建議納入設計評

估。 

3 規劃之計畫經費偏高，建議再審視。 規劃設計之費用將再視實際工程發包費用調整。 

(九) 東區星泉湖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1 

整體環境優雅宜人，搭配旁邊的「帝國

製糖廠」，有發展環境教育之潛力，如

能與旁邊的樂業國小研商公私協力，可

成為本市東區的絕佳環境教育場域。 

敬悉。 

2 

入水量不足，需抽水補足是後續維護管

理的隱憂，也讓本案規劃的植栽過濾之

構想變得可有可無。 

除既有的三口井，於今年鑿井計畫內預計增設一口，

故後續皆有四口井補充池內水量，其目前尚有引進附

近的建案的地下水補充。 

(十)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整體環境優雅宜人，水質清澈、河川流

量大，可謂是喧囂城市中之綠島，應善

加珍惜保留。 

本計畫未來以尊重自然，保育生態方式進行環境整理。 

2 
右岸腹地建議低度施作運用，可進行休

閒步道(或自行車道)增建就好。 

本計畫將考量委員意見，以低擾動低衝擊高生態方式

進行後續規劃方向。 

3 
左岸植栽茂密，為不可多得之生物棲

地，如能保留是最佳選擇。 

本計畫將以自然保留與低工程擾動方式進行後續規劃

設計整體方向。 

二 張委員集豪 
(一) 東勢河濱公園景觀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此區域生態敏感區佔大多位置，應再多

加強生態檢核。 
本計畫將補充該項基地範圍之生態檢核資料。 

2 建議串聯上下游之水利建設，而非只是本提案針對水環境營造方向執行，主軸擴大以串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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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單點建設。 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陸域、

水域交界帶生物多樣性棲地，本次針對東勢河濱公園

改善作提案。 

(二) 食水嵙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在親水環境的設計上，是否有維管方面

考量?建議河道內還是以自然為主。 

後續將與公所、農會以及在地居民討論對於維管方面

處理方式。河道整治部分將以低擾動低干擾方式進行

工程，以自然保育為最高原則。 

2 

在私有土地上建設只有取得同意書，未

來若有土地買賣問題，同意書恐怕難有

強制力，造成政策打水飄的問題，應思

考是否具有足夠的公益性。 

本計畫關於土地取得及土地使用將嚴謹辦理，並盡量

以公有地作為規劃方向。 

(三) 葫蘆墩圳河川整治暨景觀營造工程(三民路至中正路)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可考量如何讓河道更多變。 
後續獲核定經費後，將參考自然河流擺盪，設計蜿蜒

之河道並提供生態棲地。 

2 
須注意生態情況，透過河川的自淨力，

上游的生物也可能出現在下游地區。 
未來設計河道將提供生態棲地，以利生物復甦。 

(四) 十四張圳流域(延伸至東門支線第六分線)活化第三期改善工程規劃 

1 

此基地週邊為工廠林立、佔用，較無公

益性與環境改善整體性，不易表現水環

境對生態議題的關注，易淪為市府一般

小型綠地闢建工程。 

本案周邊工廠與鐵皮屋侵入公有地情形嚴重，公所將

配合本案執行勸導自拆或強制拆除作業，預期於開工

前全數完成，拆除後將可透過空間營造手法可將基地

腹地使用最大化，補足大雅區長期以來公園綠地不足

之問題，並可延續前兩期水岸公持續擴大串聯重塑十

四張圳與東門支線第六分線綠帶軸線水域環境，提供

地方居民親水、親綠的空間，並推展環境教育，擴大

基地綠色基盤，營造友善生物庇護空間形成都會區域

鳥類之生態跳島，故其改善整體環境品質之效益顯

著，並符合水環境建設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

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改善，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

水永續環境之理念目標。 

2 

需以此水圳與週邊藍綠帶、都市計畫做

整體思考，清楚定位此水圳未來使用與

生態基盤中的角色。 

本計畫在臺中市整體發展藍圖定位為水岸花都，希望

達到水岸鏈結市民生活之目標，後續推展本計畫時亦

將參考委員意見，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將再討論發展方

向並據以調整水環境營造方案。 

(五) 臺中市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依照環境現況，針對護岸與河道設計

上，較為單一，建議適度對河槽內做些

變化，例如凹處、深潭。 

第一期工程針對河道已調整為蜿蜒渠道，並增加渠道

中央透水功能，相關建議未來二期規劃將納入評估。 

2 

建議可設計多孔隙護岸空間，有利於生

物躲藏，同時也需考量河道內是否提供

足夠棲地與躲藏環境。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二期規劃將納入評估。 

(六) 西屯區秋紅谷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1 

此計畫範圍內，水循環及水質狀況似乎

已達到相對平衡狀態，若要再額外增加

設備，在成本及效益上，恐怕需要再另

做說明。 

本案做為滯洪池使用係考量未來污水一次性進入破壞

及水體淨化能力，藉由動力式設備及植栽加強整體淨

化能力。 

(七)  梅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此河川屬於中度到重度污染，請說明是

否有腹地或條件來處理上游污水。 

梅川污染主要來自民生用水，未來污水接管以及後續

若能藉由點截流方式輔助處理，預計可降低污染程度。 

(八) 柳川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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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區域河川污染狀況雖有改善，但建議

思考是否方式讓污水處理量更加提

升，以提高民眾親水、近水的意願。 

將於本案規劃設計階段詳加評估截流污水後送至鄰近

水淨場處理，以改善整體水質情形。 

2 
是否有辦法改善棲地，使綠化有演替的

進程，以改善植栽過於單調的情形。 

本計畫旨為水環境改善，工程將優先進行水質處理及

水利安全面向，如經費允許將依委員建議納入設計評

估。 

3 
建議思考是否有辦法改善民眾將垃圾

丟入河道的情形。 

因設置垃圾桶或垃圾子車可能更易造成民眾任意棄置

垃圾，建議以加強巡檢或張貼告示之方式以達警示作

用。 

(九) 東區星泉湖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1 
是否能使用重力的方法引導水流通過

綠帶? 

未來如無建案的水量補充，池體較為常枯水狀態，後

續如要明顯透過重力流，達到循環較有難度。 

2 
植栽過濾帶需考慮植栽照顧及生長情

形，是否會影響到過濾效果。 

在後續會加強維護管理部分，市府於湧泉公園維護經

費年總預算約為 271 萬元，每月約 22 萬元整，並加強

植生生長情形。 

(十)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針對東岸的部分，建議盡量保留自然樣

貌，以低擾動的方向進行開發。 

左岸現地生態豐富且綠意盎然，將進行自然樣貌保

留，盡可能減少開發。 

三  經濟部水利署 

1 
請參酌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見辦

理： 
  

1-1 

經濟部(水利署)110 年 8 月 9 日核定補

助市政府辦理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案，本次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請

市政府確認係屬已納入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內案件，藍圖規劃建構

之整體願景、所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內

容與水環境改善計畫精神目標需相應

扣合，並經公民參與確認相關推動內

容，達成共識者。 

各提案皆已納入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並符合

水環境改善計畫精神目標，後續將持續推動各階段之

公民參與活動，進一步扣合地方需求。 

1-2 

本次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內容請參酌

水利署 111 年 5 月 3 日舉辦「水環境改

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共學營意見，與

市政府 111 年 04 月 28 日召開「水環境

改善計畫第六批次工作坊及工作說明

會」水利署所提通案意見及個案意見修

正辦理，以符合水環境改善計畫精神及

目標。 

各提案將參酌水利署 111 年 5 月 3 日舉辦「水環境改

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共學營意見及市府 111 年 4 月

28 日召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工作坊及工作說

明會」水利署所提通案意見及個案意見修正辦理。 

1-3 

本次提案第六批次水環境改善整體計

畫後續請送三河局在地諮詢小組討論

確認，並透過市政府之府內機制排定優

先順序。 

各提案將配合上級指示辦理後續計畫推動。 

1-4 

水環境計畫屬競爭型評核(分)機制計

畫，本次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請依水利

署 111 年 3 月 4 日經水河字第

11116021911 號函送「整體計畫工作計

畫書」及「計畫評分表」撰寫及自評分

數，建議依計畫主要評核(分)重點修正

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內容，以利後續送

各提案將參照第六批次計畫主要評分重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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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局評分委員會議，辦理審查及評分

作業。 

1-5 

生態檢核及環境檢核資料對於生態敏

感區、生態關注圖、保育物種等請加強

補充，尤其生態環境保育原則與措施，

生態棲地復育措施等請具體說明。 

各提案大致屬非生態敏感區，各案已於提案階段將生

態檢核表納入，於如生態關注圖、生態環境保育原則

與措施，生態棲地復育措施將遵照委員意見補充於提

案計畫書說明。 

1-6 

配合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於 110年 9月以後成立執行並辦理

民眾參與，爰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民眾

參與(工作坊等型式會議或現勘)以 110

年 9 月以後為宜。 

本次提案已於 111年 4月 28日邀請環保團體及在地團

體辦理工作說明會，蒐集各方意見並納入修正提案計

畫書。 

1-7 

為展現市府爭取水環境計畫第六批次

補助經費之積極度，以及加速展現水環

境改善成效，「計畫評分表」對於市府

優質提案計畫已完成個案相關設計者

將予以加分。 

敬悉，將依最新計畫評分表格式填報。 

(一) 東勢河濱公園景觀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緊鄰大甲溪，腹地廣闊，有諸多

水文化、水故事、客家文化、觀光遊憩

等題材可發揮，建議以串連水陸環境，

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陸

域、水域交界帶生物多樣性棲地為主，

建構大甲溪藍帶與河濱公園綠帶共榮

共生共存的藍綠空間。 

本案將目標主軸擴大以串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

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陸域、水域交界帶生物多樣性

棲地。 

2 
請參酌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見辦

理。 
遵照辦理。 

3 

本計畫範圍如涉及生態環境敏感區、全

國性關注生態議題(如特殊物種、濕地

棲地保育、保育類生物、特殊地景等)，

應加強辦理生態檢核與生態保育措

施，並加強環保團體溝通獲共識。本計

畫有新建設施、既有工程的設施改建，

請辦理生態檢核。 

1.本提案計畫無涉及生態環境敏感區、全國性關注生

態議題(如特殊物種、濕地棲地保育、保育類生物、特

殊地景等)。 

2.將補充生態及環境檢核等相關資訊。 

4 

建議計畫規劃範圍不只河濱公園內，請

與大甲溪做連接，讓民眾在公園就能夠

欣賞到大甲溪，或是利用大甲溪進行環

境教育。 

本案將目標主軸擴大以串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

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陸域、水域交界帶生物多樣性

棲地。 

5 

本計畫主要工項建議採用環境生態景

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或措

施，包括雨水公園、水撲滿、植生複層

綠帶、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性

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態

友善工法或措施，並創造環境教育、休

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整體水環

境改善等顯著效益。 

採用環境生態景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或措

施納入後續細部設計考量。 

(二) 食水嵙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緊鄰食水嵙溪，溪況良好，生態

豐富，河道內請減少工程擾動，並以環

境生態友善工法或措施為主。 

本計畫後續規劃將減少河道內施工以及採取環境友善

工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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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水環境空間藍圖規劃與水環境

計畫須相互扣合，並結合當地人文地景

環境特色。 

本計畫規劃建議結合在地客家、農業等意象打造在地

環境特色。 

3 

食水嵙溪具有豐富人文客家文化，且有

諸多水文化、水故事題材可發揮，建議

建構恢復河川生命力與藍綠帶的親水

空間為主。 

本計畫規劃將與當地人文背景結合打造親水空間，以

恢復河川生命力與藍綠帶的親水空間為主。 

4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5 
本計畫請以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

化方向規劃設計。 

各提案後續規劃將以設施減量與減少水泥化方向進

行。 

6 

本計畫範圍政府曾挹注經費協助地方

建設，惟維護管理單位、地方認養、公

私協力維護之配套未盡完善。本計畫請

具體補充完工後營運管理計畫之管理

組織、權責單位與經費科目額度。 

各提案將於計畫書內增加營運管理計畫之管理組織、

權責單位與經費科目額度等資料。 

7 

本計畫區域周遭以往私有地取得不

易，本計畫所需改善之河道、自行車、

其它等用地取得情形請補充。 

目前用地已取得地主同意書。 

(三)  葫蘆墩圳河川整治暨景觀營造工程(三民路至中正路)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涉及停車場掀蓋，地方似有反對

意見，故民眾參與、里長社團意見請加

強補充。配合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發

展藍圖規劃於 110年 9月以後成立執行

並辦理民眾參與，爰本計畫民眾參與

(工作坊等型式會議或現勘)以 110 年 9

月以後為宜。 

本計畫於 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6 月間辦理培力計畫，

僧及地方民意並與民眾溝通討論，並於 111 年 4 月 28

日辦理民眾參與之工作說明會。經過討論後民眾在停

車空間解決前提下支持水環境改善計畫，後續將持續

辦理地方說明會。      

2 

新的停車空間啟用期程，與原有停車空

間遷移至新地點之距離及便利性請補

充。 

經調查新的停車空間距原有停車空間約 300~800 公尺

不等，將於提案計畫書中補充說明。 

3 

本計畫推動執行期程至 114 年，請評估

本計畫分期分段施作可行性，如先接續

辦理前(第 1 期)期河段，建議本期可先

改善自三民路至和平街之河段並減輕

對兩岸商家影響。 

本計畫除打造水環境外，有串聯豐原市區商圈之功

能，仍建議計畫執行至中正路以達最大效果，期程部

分已檢討調整於 1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 

4 

本計畫延續第1期將於河道內設置休憩

親水設施，惟第 1 期採分流措施，於河

道旁另闢雨水及灌溉箱涵，本計畫因河

幅較窄，未能採分流措施，河道內親水

設施請考量防洪排水及設施維護管理

便利方式設計。 

本計畫用地較第一期狹窄，原則上以民眾不進入河道

方式設計，河道內維持通洪空間及生態棲地，另在兩

岸設置人行步道及綠帶。 

5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四) 十四張圳流域(延伸至東門支線第六分線)活化第三期改善工程規劃 

1 

十四張圳(延伸至東門支線第六分線)管

理機關為何?是否已取得其同意?水源

農水署台中管理處是否同意分配?圳路

位於水尾，枯水期時，補充水源來源? 

十四張圳管理機關為農田水利署，有關十四張圳，一、

二期農水署皆有同意，三期部分訂於 111.05.11 與農水

署會勘後續辦，水量分配及輪灌部分將再洽農水署詢

問。 

2 用地涉及私有地、農水署台中管理處、本案已由大雅區公所安排定於 111.05.11 進行現場會



- 63 - 

其它等取得情形，與計畫用地遭違章等

佔用需排除問題，建議先排除。 

勘，後續將配合本案執行勸導自拆或強制拆除作業，

預期於本案開工前全數完成。 

3 

本計畫請朝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

化方向規劃設計，主要工項建議採用環

境生態景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

工法或措施，包括低衝擊開發、工程減

量、生態工法、透水性材質、減少人工

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態友善工法或措

施，並創造環境教育、休閒遊憩空間營

造、生態維護、整體水環境改善等顯著

效益。 

本計畫主軸為複層喬木綠廊、透水鋪面拼接大面積草

皮、生態草溝及雨水花園，已符合工程減量及少水泥

化之理念，原圳路為農水署管轄，重新施作有執行上

的困難，故保持原狀即避免再次施工增加碳排，並可

導入環境教育創造優質休閒空間，效益非常顯著。 

4 

請評估增加除雨水公園、水撲滿、植生

複層棲地復育、學校預定地保留植栽增

加入滲等計畫亮點。 

已依委員意見大幅增加雨水花園及相關 LID 設施量

體，並加綠地面積(如生態草溝)減少水泥用量。 

5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五) 臺中市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本計畫目前提案範圍中，治理規劃辦理

情形，以及在防洪安全上是否足夠？ 

目前惠來溪及潮洋溪皆符合滿足 10 年重現期、25 年

不溢堤的防洪標準，第一期工程規劃設計皆已檢核。 

2 

響應「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在民眾

參與的部分，是否邀請逢甲大學參與並

參採其建議 

將透過「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平台，讓逢甲大學參

與二期規劃階段。 

3 
目前看起來兩岸植生綠化做的不錯，未

來施工時，這些植物如何保育處理？ 

施作範圍不涉及岸上人行道，倘若屬護岸上植栽，會

經過專家評估保留或移植。 

4 上游乾淨的水源，打算從哪裡引入？ 

經一期工程水質水量調查，惠來溪上游水量充足，潮

洋溪因多屬生活污水，截流後已透過引水工程自港尾

仔溪引水補注。 

5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6 

本計畫主要工項建議採用環境生態景

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或措

施，包括低衝擊開發、工程減量、生態

工法、透水性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

等對環境生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並創造

生態維護、整體水環境改善等顯著效

益。 

採用環境生態景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或措

施等將納入規劃設計階段辦理。 

(六) 西屯區秋紅谷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1 

本計畫中包含水質改善及景觀生態改

善，針對水質部分，現場看起來狀況尚

可，若要再導入水質改善的項目，其設

計改善水量及欲改善水質指標項目、削

減率為何？ 

本案現況良好，考量未來滯洪池功能啟用，污水進入

一次性的破壞，期望加強水體自淨功能，並針對水質

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等項目降低至未污染狀態。 

2 
景觀生態改善的部分，其改善的效益及

亮點為何？ 

經過生態植栽淨化污水之能力，水體自淨能力亦能提

高，並增加生態景觀的豐富性，吸引水鳥、水生動物

等種類進入，另做為黑天鵝復育地，自然增加人潮；

再後續亮點規劃滯洪池教室、水質淨化教室、生物復

育教室，提供大小朋友了解滯洪池、水質淨化及生物

復育，更能加強民眾意識共同維護景觀資源。 

3 本計畫水質監測結果為何?包括湖區 水質相關資料已補充於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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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入水口進水前(井水補助)等。 

4 

水池目前為靜水，建議利用上方抽水井

與水池高程差，將水井乾淨水源由上方

抽水井埋管至水池，利用倒虹吸管效應

形成噴泉增加水池曝氣及溶氧，減緩水

質惡化。 

水井相關事項後續納入評估研議。 

5 

水池旁建議施作生態過濾池及過濾

帶，將既有池水引入過濾再回流水池，

形成活水的流動，改善水質，水流動的

動力請以重力流為佳。 

本案受限於腹地，無法另闢空地導入重力流，暫不考

慮施作。 

6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七) 梅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此集水區的主要水源為生活污水，若進

行污水截流造成河床枯竭，是否會影響

水環境的營造。 

本計畫透過截流方式改善生活污水為改善河域基盤之

方式。 

2 
前期計畫似有環團反饋意見，請納入本

計畫參採。 
遵照辦理，將納入本計畫參考。 

3 

水質改善為水環境計畫優先工作，請補

充水質監測結果與欲改善水質指標，以

及枯水期水源與水質狀況。 

本計畫將補充水質監造結果與後續改善水質指標與枯

水期水源及水質狀況。 

4 

本計畫請朝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

化方向規劃設計，主要工項建議採用環

境生態景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

工法或措施，請評估檢討工程經費與單

位造價。 

本計畫後續規劃將朝工程設施減量與減少水泥化方向

進行，並考量採用環境生態景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

善之工法或措施。 

5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八) 柳川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河段治理規劃辦理情形?是否防

洪安全無虞?排水加蓋、佔用何時能拆

除? 

本計畫將補充河段治理規劃辦理情形及確認防洪安全

事項 

2 

本計畫延續前期將於河道內設置休憩

親水設施，惟前期採分流措施，於河道

旁另闢雨水箱涵，本計畫未採分流措

施，河道內休憩親水設施請考量防洪排

水及設施維護管理便利方式設計。 

本計畫各項設施、景觀設置皆依治理計畫或現況高程

設置，並避免有影響通水斷面之設施，並於完成規劃

設計後進行整體河段之水理演算，符合 Q10 及 Q25

之保護條件。 

3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4 

水質改善為水環境計畫優先工作，請補

充水質監測結果與欲改善水質指標，以

及枯水期水源與水質狀況。另請評估引

用上游淨水場部份放流水作為淨化水

源。 

參考臺中環保局 111 年 3 月(枯水期)三民柳橋水質監

測成果，SS=12mg/L、BOD=6.1mg/L、氨氮 5.01mg/L、

DO=7.3mg/L，整體 RPI 為中度污染。 

有關引用上游水淨場放流水部分將於本案規劃設計階

段詳加評估可行性，以改善整體水質為目標。 

5 

本計畫應請朝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

泥化方向規劃設計，建議採用環境生態

景觀關聯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或

措施。 

本計畫將朝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化方向規劃設

計，並依據生態檢核調查成果採用迴避、減輕、縮小、

補償等策略，創造生態友善。 

(九) 東區星泉湖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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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計畫是否考慮擴大或增加不透水層

來解決入滲的問題。 

本案為初步提案階段，規劃預計進行第一階段的提

案，解決短暫性的問題，如檢測數值有一定的改善，

將進行第二階段提案，面積增大加長植栽過濾帶，來

獲得明顯改善。 

2 

本計畫水質監測結果與為何?包括湖

區、入水口進水前(湧泉井水)、過濾過

放流等。 

本案於計畫書內已提供水質狀況監測數據。 

3 
本計畫欲改善水質指標項目、削減率為

何？ 

目前為輕度污染狀態，期望水質溶氧量、生化需氧量、

氨氮等項目，能降至未收污染的水質，作為指標目標。 

4 
景觀生態改善的部分，其改善的效益及

亮點為何？ 

經過多重生態植栽淨化污水之能力，水質改善程度亦

能提高，並增加生態景觀的豐富性，吸引水鳥、水生

動物等種類進入，後續能減少淤泥、髒污等問題，提

高星泉湖視覺及嗅覺的高品質，自然增加觀光人口

數；再後續亮點規劃成大自然生態景觀教室，成為水

質淨化示範區域，提供大小朋友了解水質淨化緣由及

生態鏈的產生，更能加強民眾意識共同維護景觀資源。 

5 

水質淨化措施一，水池旁建議施作生態

過濾池及過濾帶，將既有池水引入過濾

再回流水池，形成活水的流動，改善水

質，水流動的動力請以重力流為佳。 

礙於場地及未來如無建案的水量補充，池體較為常枯

水狀態，後續如要明顯透過重力流，達到循環較有難

度。 

6 
水質淨化措施二，規劃適量引入既有湧

泉井水作為淨化水源。 
感謝先進建議。 

7 

本計畫預計將市場油污水引入淨化，請

評估星泉湖是否具有油污處理能力，目

前規劃以植物過濾帶過濾油污或其

它，是否已超出其處理能力，如能截流

至其它淨水廠是否較佳。 

後續提議市場設置油污處理設施，再排入星泉湖，截

流至其它淨水廠牽涉管線設置及路面開挖等，相關問

題，評估經費較高，不符經濟效益，暫不納入考慮；

另排放量於後續內容再補充。 

8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十)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河段治理規劃辦理情形?是否防

洪安全無虞?洪水量?用地取得、佔用需

排除等問題。 

本計畫目前防洪及洪水量為標準安全範圍，用地取得

多為公有地。 

2 
本計畫河段水質狀況請引用政府環保

單位檢測數據。 
本計畫已引用臺中市環保局最新資料。 

3 
本計畫河段水域生態豐富，請研提具體

生態保育措施並納入設計。 
本計畫將提出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規劃設計當中。 

4 

本計畫河道具防洪渲洩功能，建議右岸

在具防洪生態下進行低擾動的休憩設

施；左岸儘量保持原始，視本期成果再

滾動檢討未來使用。另外洪水位以下部

分盡量進行低度使用，休憩設施佈設以

洪水位以上為主，以維民眾使用安全並

保護生態。 

本計畫左岸將保持原始自然樣貌，右岸以低擾動方式

進行後續規劃設計方向。 

5 
請參酌上開水利署所提各計畫通案意

見辦理。 
遵照辦理。 

四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一) 東勢河濱公園景觀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畫區較缺乏水環境元素連結。 本提案針對水環境營造方向執行，主軸擴大以串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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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陸域、

水域交界帶生物多樣性棲地。 

2 
請查明河川內是否有生態物種出沒，如

能本計畫能以復育或營造棲地甚佳。 

遵辦，將補充生態及環境檢核資料及生態環境保育原

則與措施等相關資訊。 

3 
鄰近老圳文化如果能結合本計畫較有

故事性。 

經地方民意，增設休閒遊憩設施，提供多元活動使用，

並利用東勢以「臺中東勢【龍神信仰×水圳×客家常民

生活】」做為滑梯之主題發想，並設置解說牌，讓遊客

民眾了解在地客家及水圳文化特色。 

(二) 食水嵙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畫區渠道的水源水質經查表示尚未

受污染，如發展民眾親水休憩空間甚

佳。 

本計畫將朝向發展民眾親水休憩空間。 

2 

請規劃單位查明目前渠段的通洪能力

是否滿足標準，另區內用地取得是否完

全。 

本計畫範圍目前通洪能力滿足標準，區內用地取得已

完成。 

3 

鄰近計畫範圍有白魚物種，生態檢核務

必落實，計畫內容工法盡可能朝向自然

生態低擾動為主。 

本計畫後續工程規劃將以自然生態低擾動為主。 

4 
建議如能結合當地指標性文化特色(情

人木橋)。 
本計畫將與當地文化特色適當結合。 

(三) 葫蘆墩圳河川整治暨景觀營造工程(三民路至中正路)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案工期甚長，請再檢討。 已檢討期程至 1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 

2 
渠道開蓋後的地方民眾的意見請再瞭

解。 

第一前掀蓋工程完工後，成為民眾休閒遊憩場所，地

方反應多為正面，少數針對偶有沒水問題，經過本局

宣導灌溉輪灌機制後已無意見。 

3 
渠道開蓋後的改善優勢應論述成計畫

亮點。 
將於工作計畫書中加強陳述。 

4 渠道內的新增設施請減量。 本次計畫範圍用地較第一期狹窄，將朝減量設計辦理。 

(四) 十四張圳流域(延伸至東門支線第六分線)活化第三期改善工程規劃 

1 
區內工廠、私人佔用物使用甚多，如何

回收確保空間最大化? 

本案已由大雅區公所安排定於 111.05.11 進行現場會

勘，後續將配合本案執行勸導自拆或強制拆除作業，

預期於本案開工前全數完成。 

2 
水岸腹地狹小，景觀要如何營造水環境

場域效益最大化，請再論述。 

十四張圳周遭腹地窄小且水岸水泥化嚴重，將藉由營

造水岸綠廊，導入低衝擊開發設施(雨水花園、生態草

溝及透水鋪面)，補植樹木及複層植栽並以懸垂植物軟

化河道混凝土斷面之生硬感，擴大基地綠色基盤，營

造友善生態環境。 

3 
區內恐有垃圾掩埋，後續工程編列處理

應要再評估。 
將遵照委員意見補充於提案計畫書。 

(五) 臺中市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計畫的論述，由前期計畫改善水質後，

由本次提報環境景觀工程較妥適。 
配合調整計畫內容。 

2 
計畫區內渠底現況為封底，後續是否改

善成透水性。 
渠底透水將納入規劃設計階段辦理。 

(六) 西屯區秋紅谷水質及景觀生態改善計畫 

1 
本次提報計畫內容工項主要為何?是否

符合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主要改善項目為水質及周邊景觀植栽，符合水岸

環境營造。 

2 
如以沉砂池及過濾植栽帶來改善水

質，其改善後的目標為何? 

本案目標期望加強水體自淨功能，並針對水質溶氧

量、生化需氧量、氨氮等項目降低至未污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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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梅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畫區較為分散，且腹地狹長，如何營

造及結合當地特色的亮點論述再加強。 

將於計畫書中補充加強論述營造集結盒當地特色亮

點。 

2 

梅川尚未完全污水截流(114 年完全接

管)，水質現況是中度至嚴重，建議先

以截流後較無異味區段先行提報。 

本計畫將提出截流方式先行改善整體基盤。 

3 經費提報較為龐大，請再減量檢討 本計畫將檢討經費運用及方式。 

(八) 柳川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1 
150 公尺，5,175 萬，經費造價頗高，內

容工項請以朝向減量目標。 

本計畫將朝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化方向規劃設

計，並依據生態檢核調查成果採用迴避、減輕、縮小、

補償等策略，創造生態友善。 

2 
區內植栽綠美化要如何銜接上下游綠

帶? 

植栽之選用將優先考量林務局所推薦之 106 種原生物

種並於本案規劃設計階段詳加規劃考量。 

3 
現況步道的老樹建請保留，勿移植至它

處。 

本計畫將朝工程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化方向規劃設

計，並依據生態檢核調查成果採用迴避、減輕、縮小、

補償等策略，創造生態友善。 

(九) 大智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200 公尺，8,100 萬，經費造價過高，整

體內容請以減量為目標。 
本計畫已檢討經費運用及方式。 

2 
前當地環境不錯，後續請以低擾動工法

較為妥適。 
本計畫後續工程規劃將以自然生態低擾動為主。 

3 

區內生態景觀頗豐富，生態檢核部分請

再盤點有哪些物種，據以營造生物棲

地。 

本計畫書內將補充生態檢核資料。 

4 
鄰近區外有文物古蹟，是否可納入結

合。 
本計畫將對區外文物古蹟進行納入結合之考量。 

結論 
請各提案之權責單位依中央部會及委員意見修正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內容，並將意見回應納入計畫

書，以利辦理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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