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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9 版設計圖書 生態友善措施意見單 
 

一、 委員意見回覆建議 

1. 委員意見回覆內容「雜草叢生」表示植被與生態相對良好，「維管不易」是以

人的使用角度說明，建議修改回覆論述。 

2. 本次工程雖無改變礫間淨化廠與河道間之高程，但計畫河段河道整理後，可

能造成水位下降，影響礫間淨化廠的較下游取水口之取水功能與取水量，建

議應審慎評估。 

3. 委員所建議之濱溪帶植被建議，如仙草、蠅翼草、狗牙根、水柳、植梧、苦

林盤，建議皆可納入覆層植栽規劃設計之選用植栽參考。 

 

二、 細部設計報告與設計圖說內容建議 

1. 右岸垂柳建議盡量原地保留，目前垂柳區段護岸設計圖說還是直接穿越垂

柳，僅用代表斷面說明，無針對垂柳位置局部區域進行迴避規劃設計方案與

說明。圖說上僅說明施工期間不可損壞，後續施工廠商無法執行，本團隊目

前還無法協助檢視迴避方式是否適合，請再提供垂柳位置局部區域之細部迴

避規劃方案設計圖說與說明。 

2. 若右岸垂柳有影響防洪或其他因素無法原地保留需進行移植，需透過說明會

確實與在地民眾與關注團體溝通討論取得共識後才能進行移植。需於方案確

認後，生態檢核團隊才能確定是否需進行此部分之民眾溝通與說明協助，應

盡快確認垂柳是否可保留或需移植。。 

3. 工區所有喬木若需移植，必須遵守「高雄市植栽移植作業規範」，並於適合之

季節進行移植。 

4. 左岸新設石籠位置應已縮短為僅針對既有觀景平台基礎進行保護，但橫斷面

標準斷面 1 選用之斷面形狀似乎不適合(左岸坡度較緩)，易讓審查委員誤會施

設位置跟之前一樣是中下游全段左岸都要施設石籠，建議可換成 0K+620 斷

面呈現較佳。 

5. 根據細部設計圖說與報告可知，右岸僅採用雙層石籠，下層應有部分高度已

低於渠底，故實際會露出水面的部分應只有一層石籠左右，但細部設計報告

P.20～P.21 的圖示石籠高度似乎過高與實際設計不符，建議確認並調整呈現方

式，避免委員與民眾誤會。 

6. 為避免石籠設計於景觀上有點突兀，且高程落差影響水、陸域生態廊道連續

性，建議可於石籠上方覆土植生(可參考委員建議之植栽)，可加速濱溪帶綠化



速度、低度優化水陸域生態廊道連續性與增加固碳效益。 

7. 石籠工上方覆土植生增加綠化，主要是綠化覆蓋石籠上方之填土，故圖 7 之

三星果藤種植部分，建議往河道微調至石籠上方。 

8. 濱溪帶植被部分目前皆以草皮規劃，建議以在地原生種(可參考委員建議之植

栽)、覆層植栽(喬木、灌木、草本)方式、誘蝶誘鳥的植栽種類進行營造規

劃，可增加濱溪帶陸域之棲地多樣性與可利用性。可作為濱溪帶水環境棲地

改善之重點推動與規劃方向。 

9. 本次修改方案上游新設攔水工高度約 50 公分，建議於攔水工下游面增設簡易

魚道，作為補償縱向生態廊道之設計。 

 

三、 其他建議 

1. 工程經費沒有施工階段的生態檢核費用，建議補充編列。 

2. 建議盡快確認工程方案(右岸垂柳原地保留或移植)與辦理民眾參與說明會，

生態團隊會協助出席配合生態檢核內容說明與溝通。 

3. 本生態檢核計畫已接近結案，後續之規劃設計建議應持續諮詢關生態檢核團

隊，並持續與在地民眾及關注團體溝通。避免於明年度市府生態檢核計畫開

始執行時，發生沒有生態檢核團隊協助提供相關建議而有生態議題問題。 

 

 

建議單位：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