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車籠埤「利農橋-萬豐橋」段環境及生態概述 

本段水域流經住宅與農耕(菜園)區，於利農橋上游，左岸為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園區，有一道邊溝，右岸為民宅，偶有廢

水排出；利農橋下游，左岸為菜園，大致以竹類、香蕉及自生的青苧

麻為屏蔽，前述之邊溝則貫穿於菜園之間，右岸仍為民宅，同樣有廢

水排放。 

本區水體中度混濁，未察覺有異味發生，異物多為枯枝落葉，

少人為垃圾。除少數淤沙處外，水流略為湍急，兩岸均為水泥牆，底

質以中型卵石為主，淤沙處則有爛泥，全區未發現黑色污泥。 

 植物： 

利農橋下游側水流淺處有 2 叢旋葉苦草，是唯一發現的沈水

性水生植物，因拾獲水蘊草斷枝，判斷本區應有此二種沈水性植

物。水域淤沙處均長滿以李氏禾、稗、巴拉草為主的禾草植物，

其間雜以毛蓼、紅辣蓼及各式水丁香。 

岸壁裂縫處多有一般性雜草，如大花咸豐草、大黍、鱗蓋鳳

尾蕨等，其中小灌木青苧麻為大宗，此外尚有少許榕屬植物小苗，

如榕樹、稜果榕，可預期的竄根現象造成岸壁崩壞的可能性。右

岸部份磚牆牆面佈滿喜溼植物，如小葉冷水麻、草胡椒、鐵線蕨、

腎蕨等。陸域部份在左岸菜園邊緣，民眾未加利用，除麻竹、綠

竹植叢外，多為生長茂盛的青苧麻，雜以若干稜果榕、長葉苧麻、

構樹等；匯流處二水道之間的雜木區無法進入，就外觀觀察，以

血桐、構樹為主，有大量的山葛蔓生其間，為一片荒蕪之地。 

此區植物多樣性頗豐，但因兩岸均為水泥壁，可供植物著生

處不多，故除裂縫處外，多為淺根性的小型草本植物，河床淤沙

則為禾草、蓼、水丁香等挺水性水生植物。 

 魚類： 

本區直觀認為水質屬中度污染，原生魚種以粗首馬口鱲及明



潭吻鰕虎居多，其他魚種則明顯偏少；外來物種之甲鯰科魚類(垃

圾魚、琵琶鼠)及雜交口孵非鯽(吳郭魚)的族群亦佔極大優勢。 

本次調查已設定目標物種為體型相對甚小的巴氏銀鮈，故在

採捕時有若干程度的忽略大型魚種，現場調查過程中前述外來魚

種不在少數，甚至有翼甲鯰大量群集於廢水排水口的情形，對原

生魚種應該具有不小的競爭壓力。 

 底棲生物: 

本區兩側為水泥岸壁，且水流湍急，不利於蟹類生存，現場

調查未發現蟹類；蝦類因有淤沙處的植叢可供藏身，雖有發現，

但個體不多，目視搜尋亦未發現。 

貝類方面，於此可發現一般於溪流內出現的瘤蜷、錐蜷、結

節蜷，唯因淺水處均屬泥灘(淤泥)，故少好礫石的瘤蜷，而多為

錐蜷及結節蜷；此外，目前於各地河溝、田溝常見的石田螺數量

亦頗多，其間雜有近似物種--螺紋石田螺，此二種與臺灣椎實螺

偏好停棲在兩岸岸壁及近水面的卵石上；雖未發現臺灣蜆活體，

但可見到為數甚多的空殼，尤其是流經菜園的溝渠，從居民撈起

的淤泥中，可看到極為大量的臺灣蜆及石田螺空殼，顯示數量應

該不少；福壽螺在調查區域內也有不少發現，但族群數量顯然小

於石田螺，甚至約略等同於錐蜷及結節蜷，似是達到平衡的狀態，

但若水質未有改善，此等現況恐有改變之虞！ 

其它小型螺貝--臺灣粟螺、圓沼螺、泥蜆係於採集水棲昆蟲

時以蘇伯氏網不經意採得，顯示本區水域貝類有不錯的多樣性表

現。此外常於污染水域出現的囊螺、平扁蜷都未有發現。 

 鳥類： 

本區水域環境有溪流型的水鳥來此覓食，如小白鷺、夜鷺、

白鶺鴒、翠鳥等，但數量不多，可能是水域面積狹小、缺少泥灘

腹地之故；大量出現的黃頭鷺為遷徙的族群，黃昏時分一群群二



十隻至上百隻於高空飛越，甚為壯觀；也有不少個體分布於樣區

附近的稻田；陸域部份雖多屬民宅區域，但在上游段匯流口處的

雜木林及農業試驗所園區、下游段的菜園竹林，加上東邊距離淺

山地區不遠，故而鳥類尚屬豐富，可惜因為疫情關係，農試所不

開放外人入內調查，森林性鳥種無法於此次調查完整呈現。外來

種白尾八哥不在少數，為其隱憂。 

 哺乳類： 

車籠埤流經區域以住宅為主，且有菜園，環境人工化，設置

4 具鼠籠 2 日，即捕獲臭鼩 2 隻，同樣地點再放置 3 日，又捕得

臭鼩、荷氏小麝鼩各 1 隻，推測此 2 物種數量可能不少。至於其

他嚙齒類動物雖未捕獲，但依現場環境判斷，應該會有。 

 兩棲類： 

本區水域流速湍急，且幾乎沒有靜水域，不利於兩棲類生存

與活動，於水域內均未發現蝌蚪及成蛙；流經菜園的邊溝情況類

似，亦無發現；菜園內未見暫時性或容器積水，無發現蝌蚪，亦

未見蛙類活動，僅見貢德氏赤蛙 2 隻躲藏於溝畔枯倒竹木之間，

另於農業試驗所園區近岸處發現澤蛙 1 隻。 

鄰近萬豐橋的公路對面，有一片稻田，田間有為數不少的澤

蛙鳴叫，但因稻田位置高於車籠埤，且如前所述，埤內水域未見

蝌蚪，故田裡的澤蛙可能和車籠埤無直接關係。 

 爬蟲類： 

水域爬蟲類捕獲中華鱉 1 隻，另於萬豐橋下高於水位的裸露

淤沙處發現龜鱉類的爬痕，似為挖穴產卵的痕跡，其物種無從得

知，因未便干擾亦無法確認是否為產卵痕跡。 

陸域爬蟲類僅於住宅牆面發現一般極為常見的疣尾蝎虎；菜

園環境雖然少有蛙類活動，但有小型嚙齒動物，仍可能有蛇類出

沒；匯流處雜木林內蛇類、攀木蜥蜴、石龍子類都有可能生存，



因無法進入，未予調查。 

 蜻蜓類 

本區蜻蛉目昆蟲多為一般水域環境常見者，以霜白蜻蜓及弓

背細蟌為多，調查期間發現多對弓背細蟌交尾並於農業試驗所岸

旁邊溝產卵，顯見其以此為生育地，其他物種應也有相同情形。

較特別的是發現數量相對較少的海神弓蜓，本物種通常出現於低

海拔山區的溪流環境，於此區發現實屬難得。 

綜合以上觀察，本區位處於人類居家及活動範圍內，自然度雖

低，但因若干區域（包括水道）人跡難至，故呈現較少人為干擾之狀

態。水質主要受家庭廢水影響，呈污染狀態，但情況並非很嚴重，所

以尚有許多水域物種於此存活，但隨可預期的人類生活模式發展，污

染極可能日趨嚴重，加上強勢外來種魚類（甲鯰類、雜交口孵魚）的

大量孳生，在此生活的水域生物生存壓力將與日俱增。 

以現今狀態而言，就魚類、貝類、蜻蜓類、水棲爬蟲類觀之，

本區水域環境尚差強人意，如能加以改善，可望恢復更為理想的自然

生態。其改善方案建議從二處著手，一為改善水質，目前設有之邊溝

在左岸，僅於本程範圍外之下游流經住宅，在工程範圍內的住宅廢水

都是直接排入水道，特別是範圍外萬豐橋上游右岸的社區排水及其他

上游地區的排水，如能適當加以引流處理，不進入水道，水質應會有

所改善。 

其次是在不影響工程結構安全的條件下，增加邊岸的孔隙，使

水域生物能有較多棲息生育的場域，特別是蝦蟹螺貝、水棲昆蟲及小

型原生魚類（如高身小鰾鮈等），這些小型生物目前主要靠淤沙的禾

草叢生存，如遇水道清淤，必將失去生活環境而面臨危機，如有多孔

隙岸壁，可提供其躲藏空間。至於底部環境可維持現狀，在無礙於防

汛的前提下保留底質現狀，可保環境之多樣性。唯需注意的，是在工

程期間應儘量避免擾動水道底部，減少非必要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