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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高山溪、河道斷面調查，泥沙運移 

一、研究緣起 
特產於雪霸國家公園內的臺灣櫻花鉤吻鮭，由於它在生物地理學上之價值

（臺灣地區特有亞種的陸封型鮭魚），自日據時代被列為天然紀念物而到今日被

視為國寶魚，皆顯示櫻花鉤吻鮭保育工作的對其持續生存之重要性。然而，近數

十年來櫻花鉤吻鮭的棲息環境生存條件（低水溫、高溶氧、水量充沛、覆蓋充分、

無脊椎動物數量豐富、無污染與底質適於產卵、孵化及復育等）受人為因素的影

響而有所改變。其中，物理性之改變是以防砂壩所造成水溫變化與族群阻隔最為

明顯。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高山溪四座防砂壩陸續在兩年半期間內（88年 4月至 90年 9月）進行壩體

改善後，高山溪河道一直處於變動的狀態，泥砂也隨著暴雨的來臨，漸漸被攜出

而帶往更下游處沉積。對於河床的演變，不論塑造的是淺瀨或深潭，泥砂的變動

是主要控制關鍵，因此對於河道幾何演變是本計畫追蹤調查的必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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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產於雪霸國家公園內的臺灣櫻花鉤吻鮭，由於它在生物地理學上之價值（臺灣地區

特有亞種的陸封型鮭魚），因此早自日據時代被列為天然紀念物而到今日被視為國寶魚，

皆顯示櫻花鉤吻鮭保育工作的對其持續生存之重要性。然而，近數十年來櫻花鉤吻鮭的棲

息環境生存條件（低水溫、高溶氧、水量充沛、覆蓋充分、無脊椎動物數量豐富、無污染

與底質適於產卵、孵化及復育等）受人為因素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其中，物理性之改變是

以防砂壩所造成水溫變化與族群阻隔最為明顯。計劃主持人自八十六年七月開始便針對防

砂壩改善工程進行系列研究，在室內水工模型試驗結果輔助現場改善工程之操作方式下，

並在過去數年內分別對高山溪四座防砂壩之壩體改善方式提出建議。為瞭解防砂壩改善工

程完成後，高山溪河道縱橫斷面之演變以及其物理棲地之組成與空間分佈狀況，本計畫除

持續對高山溪河道斷面進行兩次現場河道觀測外，並對 91 年中破壞之七家灣溪二號壩副

壩之附近河道進行追蹤測量，以便日後進行防砂壩壩體自然破壞及改善工程後之河道變遷

特性比較。 

 

1.1 計畫範圍與執行期間 

 本年度計畫之研究範圍為高山溪四座防砂壩之觀測河段及七家灣溪二號壩與副壩間

河道，所進行之持續性追蹤調查項目為河道之縱、橫斷面測量及物理棲地調查。本計劃將

以十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各項研究項目，故計劃之執行期間為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民國

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計畫流程及方法 

本計畫之研究流程依序為確定研究目標與範圍、相關研究回顧、現場河道變化觀測、

調查資料分析與比較等項目。計畫執行之步驟如下： 

1. 根據過去之研究結果及本年度之研究內容，於計畫開始實施的第一個月內對計畫實施

方式之相關細節進行討論，以確認調查結果符合本年度計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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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國內外有關壩體改善後河道及生態演變之相關研究，以便瞭解壩體改善對河道棲

地種類、特性、影響因素相互關係、及對生物之生態影響。 

3. 針對過去模型試驗結果，預計於三月前後及十月底分別進行兩次河道斷面測量（範圍

為武陵賓館附近至高山溪四號壩上游處），以便對現場之改善工程進行監測，作為而

後相關研究之參考。此外，對於七家灣溪二號壩與副壩間河道亦進行調查，以瞭解副

壩破壞後之河道演變情況。 

4. 對高山溪之河道進行物理棲地調查，並分析壩體改善實施前後物理棲地組成與空間分

佈狀況之演變狀況，以便對結合相關文獻及現場調查提出高山溪河道棲地改善之可能

對象與方式，作為後續研究之實施目標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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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高山溪河道變化調查 

高山溪四座防砂壩陸續在兩年半期間內（88年 4月至 90年 9月）進行壩體

改善後，高山溪河道一直處於變動的狀態，泥砂也隨著暴雨的來臨，漸漸被攜出

而帶往更下游處沉積。對於河床的演變，不論塑造的是淺瀨或深潭，泥砂的變動

是主要控制關鍵，因此對於河道幾何演變是本計畫追蹤調查的必要工作之一。 

今年度本計畫對高山溪河道作了三次的斷面調查，分別為 2月、7月及 11

月。調查發現今年度河道並無多大的改變，可能的原因來自於今年並無較大的豪

雨發生，導致各河段的淤積有些許的增加，由以下的照片可清楚的看出，河道已

出現階梯狀河床，為一河川穩定的實例與佐證。而在坡度方面較以往的調查變的

更緩和些許，顯示壩體改善已趨於穩定狀態。 

由於施工需要，於今年二月發現重機械（怪手）曾溯往上游河道，造成河床

平坦化及兩岸邊坡被大量土石堆積。在二號壩上游尤其明顯，這是否會造成泥沙

運移量變大，仍要密切的觀察。 

接續前幾年之調查，針對壩體改善前後各段面之高程及縱剖面深槽線的變

化，透過圖表說明並推算各區段泥砂的輸出量，以作為床砂輸移之監控。 

    

2.1四號壩上游河川 

 在今年度的調查（二月初、七月中及十一月底）中，並配合過去的調查資

料，繪製出如圖 2-1∼2-11等剖面高程圖。由圖中發現四號壩上游的河道並無多

大的變化，在冬季流量少時，仍能呈現淤積的現象。且深槽線也沒有較大的變化;

由圖 2-1、2-2及 2-11可看出，變動較大的地方多為壩口附近和上游初始調查點。

可由照片 2-7，2-8看出，河道中大量堆積巨木橫跨河床，而在此流木下的斷面

見圖 2-4，也呈現了沖刷的效應。 

而變動較大的地區，在四號壩壩口向下游位置，巨木仍橫阻於四號壩壩口，

除了使得四號壩壩口下原有的深潭消失，淤積也持續的增加中。見照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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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圖 2-1 四號壩上游斷面高程剖面圖 

 

照片 Ａ 四號壩上游廣角照片 

表 2-1  四號壩上游床面平均坡降表 
測量日期 改善前 2002/11 2003/02 2003/07 2003/11 
平均坡降 0.0623  0.0633  0.0635 0.0629 0.0631 

 

 
圖 2-2 Sec4-1剖面高程 

 

圖 2-3 Sec4-2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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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SEC 4-3 剖面高程  

圖 2-5 SEC 4-4 剖面高程 

 

圖 2-6 SEC 4-5 剖面高程 圖 2-7 SEC 4-6 剖面高程 

 

圖 2-8 SEC 4-7 剖面高程 

 

圖 2-9 SEC 4-8 剖面高程 

 

圖 2-10 SEC 4-9 剖面高程 

 

圖 2-11 SEC 4-10 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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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高山溪 4-10斷面面向上游 

 
照片 2-2 高山溪 4-10斷面面向下游 

 
照片 2-3 高山溪 4-7斷面面向上游 

 
照片 2-4 高山溪 4-6斷面面向上游 

 
照片 2-5 高山溪 4-6斷面面向下游 

 
照片 2-6 高山溪 4-5斷面面向上游 

 
照片 2-7 高山溪 4-3斷面面向上游 

 
照片 2-8 高山溪 4-2斷面面向上游 



第二章 高山溪河道變化調查 

 7

 
照片 2-9 高山溪四號壩下游斷面 

 
照片 2-10高山溪斷面 4-1面向下游 

照片 2-11 四號壩口原有的深潭（11-02）
 

照片 2-12 二月份拍攝畫面 

 
照片 2-13 深度最深為 0.8公尺 

 
照片 2-14 五月份拍攝畫面 

 
照片 2-15 四號壩口近照（11月） 

 
照片 2-16 深潭明顯的縮小並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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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缺少豪雨，水量並不豐沛，除了部分河道產生些微改道變動外，而因為

距離壩體改善時間較長，基本上多半河道處於穩定發展的趨勢。但是深潭的消失

（照片 2-12∼2-16），是否對環境造成影響，需要動物專家的協助幫忙做評估。 

    另外，由於今年較少颱風暴雨，河川的流量也相對的減小，而出現階梯狀河

床，此為河床以趨於穩定的指標之一。 

2-2 三號壩上游河川 

    三號壩到四號壩之間是屬於較平坦的河道，相對的比較四號壩上游巨石也較

少，由於該河道的河幅較廣。在調查前卻因為怪手的經過，造成河道更加的平坦。

可由圖片 2-13∼2-33看出河川的幾何演變。另外河道兩側的土砂也有明顯的增

多（照片 2-17∼2-19）。原本受到地形條件之影響，直線段區域之岩壁地形造成

河道向下沖刷嚴重，坡陡水急，因而面 3-7~斷面 3-12間之今年調查平均坡度

12.45%（照片 2-18∼2-20），與上次調查已有減少，不過仍然很高。 

而三號壩口的深潭有縮小的趨勢（照片 2-28∼2-30），似乎是因為土砂增多

的原因（上次調查底質，多為 4-5的石頭，二月調查縮至 2-3，七月為 3-4，十一

月又回縮至 2-3）。

 
圖 2-12 三號壩上游斷面高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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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B 三號壩廣角照片 

 
表 2-2 三號壩上游床面平均坡降表 
 
測量日期 改善前 2002/11 2003/02 2003/07 2003/11 
平均坡降 0.0607  0.0812 0.0772 0.093 0.085 

圖 2-13 高山溪斷面 3-1 剖面高程 圖 2-14高山溪斷面 3-2 剖面高程 

圖 2-15高山溪斷面 3-3 剖面高程 圖 2-16 高山溪斷面 3-4 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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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高山溪斷面 3-5 剖面高程 圖 2-18 高山溪斷面 3-6 剖面高程 

圖 2-18高山溪斷面 3-7 剖面高程 

 

圖 2-19高山溪斷面 3-8 剖面高程 

圖 2-20高山溪斷面 3-9 剖面高程 圖 2-21高山溪斷面 3-10 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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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高山溪斷面 3-11 剖面高程 

 

圖 2-23高山溪斷面 3-12 剖面高程 

圖 2-24高山溪斷面 3-13 剖面高程 

 

圖 2-25高山溪斷面 3-14 剖面高程 

圖 2-26高山溪斷面 3-15 剖面高程 

 

圖 2-27高山溪斷面 3-16 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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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高山溪斷面 3-17 剖面高程 

 
圖 2-29高山溪斷面 3-18 剖面高程 

 
圖 2-30高山溪斷面 3-19 剖面高程 

 
圖 2-31高山溪斷面 3-20 剖面高程 

圖 2-32高山溪斷面 3-21 剖面高程 

 

圖 2-33高山溪斷面 3-22 剖面高程 

圖 2-20、2-25及 2-15如前述所言，由於土石大量堆積造成河床岸坡升高(照

片 2-17∼2-23)，其他斷面仍有些些微上昇的趨勢。 

而三號壩口左側原有的取水口，因怪手經過而拆除，造成原有的深潭縮小，

（照片 2-29，2-31）。並由以下的照片可看出，由於缺乏暴雨的影響，出現階梯

狀河床，這代表了河道已逐漸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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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7 高山溪斷面 3-3面向上游 

 
照片 2-18 高山溪斷面 3-4面向上游 

 
照片 2-18 高山溪斷面 3-7面向上游 

 
照片 2-19 高山溪斷面 3-9面向上游 

 
照片 2-20 高山溪斷面 3-10面向下游 

 
照片 2-21高山溪斷面 3-11面向上游 

 
照片 2-22高山溪斷面 3-12面向下游 

 
照片 2-23 高山溪斷面 3-15面向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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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24 高山溪斷面 3-16 面向上游

 
照片 2-25 高山溪斷面 3-18面向上游 

 
照片 2-26 高山溪斷面 3-20 面向上游

 
照片 2-27高山溪斷面 3-21面向下游 

照片 2-28 三號壩深潭（11月-2002）
 

照片 2-29 三號壩深潭向下游（二月）

 
照片 2-30 三號壩深潭向上游（二月）

 
照片 2-31 三號壩向上游（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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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高山溪三號壩及四號壩上游流線分佈 

2-3 二號壩上游河道 

二號壩河道長度為所有壩體之最，先前為了做蛇籠護岸所堆積的土砂有增多

的趨勢。另外，兩岸土砂增多，河道平坦少急流（見照片 2-7∼2-16），而由於河

道在直線區段（G點到M點）較上回測量時更加的平坦，導致流速約為1.4∼2.1m/s

不等但較之前同時段測量的流速快。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兩岸的土石增多，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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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心在斷面 2-6改變。 

除此之外，可由圖 2-62及照片 2-21∼2-26看出，接近壩口時河寬變寬流速

減緩，有為數不少的漂流木集中於壩口附近 SEC2-20∼SEC2-26，使水流經過二

號壩時形成跌水，創造出階-潭的河床。為一好現象。 

 

圖 2-35 二號壩上游斷面高程剖面圖 

 

照片 C 二號壩上游廣角圖 

表 2-3  二號壩上游床面平均坡降表 

測量日期 2001/02前 2002/11 2003/02 2003/07 2003/11

平均坡降 0.0227 0.0326 0.0312 0.0325 0.0327



第二章 高山溪河道變化調查 

 17

圖 2-36 高山溪斷面 2-1剖面高程 圖 2-37 高山溪斷面 2-2剖面高程 

圖 2-38 高山溪斷面 2-3剖面高程 圖 2-39 高山溪斷面 2-4剖面高程 

圖 2-40 高山溪斷面 2-5剖面高程 圖 2-41 高山溪斷面 2-6剖面高程 

圖 2-42 高山溪斷面 2-7剖面高程 圖 2-43 高山溪斷面 2-8剖面高程 



第二章 高山溪河道變化調查 

 18

圖 2-44 高山溪斷面 2-9剖面高程 圖 2-45 高山溪斷面 2-10剖面高程 

圖 2-46 高山溪斷面 2-11剖面高程 圖 2-47 高山溪斷面 2-12剖面高程 

圖 2-48 高山溪斷面 2-13剖面高程 圖 2-49 高山溪斷面 2-14剖面高程 

圖 2-50 高山溪斷面 2-15剖面高程 圖 2-51高山溪斷面 2-16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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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高山溪斷面 2-17剖面高程 圖 2-53高山溪斷面 2-18剖面高程 

圖 2-54高山溪斷面 2-19剖面高程 圖 2-55高山溪斷面 2-20剖面高程 

圖 2-56高山溪斷面 2-21剖面高程 圖 2-57高山溪斷面 2-22剖面高程 

圖 2-58高山溪斷面 2-23剖面高程 圖 2-59高山溪斷面 2-24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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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0高山溪斷面 2-25剖面高程 圖 2-61高山溪斷面 2-26剖面高程 

照片 2-32 斷面 2-1 面向下游 
 

照片 2-33 斷面 2-2面向上游 

照片 2-34 斷面 2-3面向上游 
 

照片 2-34 斷面 2-3面向上游 

照片 2-36  斷面 2-7直線段起點 
 

照片 2-37 斷面 2-9面向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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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38 斷面 2-11面向上游 
 

照片 2-39斷面 2-13面向上游 

 
照片 2-40 斷面 2-14直線端終點 

 
照片 2-41  斷面 2-18大灘地 

照片 2-42  斷面 2-20 灘地面向上游 
 

照片 2-43 斷面 2-21面向上游 

照片 2-44斷面 2-21面向下游 
 

照片 2-45  斷面 2-22 面向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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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46 斷面 2-23面向下游 
 

照片 2-47斷面 2-26面向上游 

照片 2-48 二號壩斷面 
 

照片 2-49 二號壩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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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2 高山溪三號壩上游河道平面圖 

2.4 一號壩上游河道 

一號壩上游河道與二號壩斷面極為類似，且其特點在於該河道壩口上游河灘

地寬達 100m，此乃因為壩體改善後土砂運移所造成。由於兩岸原本堆積的土石

已用於兩岸蛇籠護岸工程，河道寬度較上次測量結果為大。另外斷面 1-1河心線

有偏左的趨勢，並形成辮狀河床。整體來說，平均坡降較之前為高可能的原因為

一號壩壩口附近深潭向下沖刷，而相對的二號壩以下大多呈現淤積所導致。由斷

面剖面圖 2-63~圖 2-81以及照片 2-50~照片 2-4可發現斷面之幾何變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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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3  一號壩上游斷面高程剖面圖 

 

照片 D 一號壩廣角照片 

 

表 2-4  一號壩上游床面平均坡降表 

測量日期 2001/02前 2002/11 2003/02 2003/07 2003/11 

平均坡降 0.0200 0.0313 0.0282 0.03 0.029 

圖 2-64 高山溪斷面 1-1剖面高程 
圖 2-65高山溪斷面 1-2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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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6 高山溪斷面 1-3剖面高程 圖 2-67 高山溪斷面 1-4剖面高程 

圖 2-68 高山溪斷面 1-5剖面高程 圖 2-69 高山溪斷面 1-6剖面高程 

圖 2-70 高山溪斷面 1-7剖面高程 圖 2-71 高山溪斷面 1-8剖面高程 

圖 2-72 高山溪斷面 1-9剖面高程 圖 2-73 高山溪斷面 1-10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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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4 高山溪斷面 1-11剖面高程 圖 2-75 高山溪斷面 1-12剖面高程 

圖 2-76 高山溪斷面 1-13剖面高程 圖 2-77 高山溪斷面 1-14剖面高程 

圖 2-78 高山溪斷面 1-15剖面高程 圖 2-79 高山溪斷面 1-16剖面高程 

圖 2-80 高山溪斷面 1-17剖面高程 圖 2-81 高山溪斷面 1-18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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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0 斷面 1-2面向上游 

 
照片 2-51 斷面 1-3向上游 

  
照片 2-52 斷面 1-4面向下游 

 
照片 2-53 斷面 1-4面向上游 

 
照片 2-54 斷面 1-6面向上游 

 
照片 2-55 斷面 1-9面向上游 

 
照片 2-56 斷面 1-10面向下游 

 
照片 2-57 斷面 1-11面向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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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8 斷面 1-12面向下游 

 
照片 2-59 斷面 1-14面向上游 

 
照片 2-60 斷面 1-14面向下游 

 
照片 2-61 斷面 1-15面向下游 

 
照片 2-62 斷面 1-16面向下游 

 
照片 2-63 斷面 1-18面向上游 

 
照片 2-64 一號壩口深潭 

 
照片 2-65 一號壩口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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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2 一號壩以上游河道平面圖 



第二章 高山溪河道變化調查 

 30

2.5 一號壩下游河道  

一號壩以下到會流口之間，地形與四號壩上游極為類似，因此河道演變以及

幾何型態也頗為類似。經調查平均坡降為 11.99%左右，但由於床面巨礫較多，

再加上來自上游之泥砂量較大，除了步道旁之河段較平順外，而河道由於水量較

小，多呈現階梯狀河床。圖 2-83至圖 2-99以及照片 2-65至照片 2-44為該河段

之幾何變化及現況圖說，此區多屬人為整治過後的河段，因此除了有部分地區呈

現淤積的現象，其他斷面呈現向下沖刷之趨勢。匯流口受水量減少之趨勢，因此

斷面縮小，水深變淺，如照片 2-36及照片 2-37所示。 

 

圖 2-83  一號壩下游至億年橋間斷面高程剖面圖 

 

 

表 2-5  一號壩下游床面平均坡降表 

測量日期 2001/02前 2002/11 2003/02 2003/07 2003/11 

平均坡降 0.1072 0.1240 0.1221 0.1194 0.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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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4 高山溪斷面 0-1剖面高程 圖 2-85 高山溪斷面 0-2剖面高程 

 

圖 2-86 高山溪斷面 0-3剖面高程 圖 2-87 高山溪斷面 0-4剖面高程 

 

圖 2-88 高山溪斷面 0-5剖面高程 圖 2-89高山溪斷面 0-6剖面高程 

 

圖 2-90 高山溪斷面 0-7剖面高程 

 

圖 2-91 高山溪斷面 0-8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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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 高山溪斷面 0-9剖面高程 圖 2-93 高山溪斷面 0-10剖面高程 

 
圖 2-94 高山溪斷面 0-11剖面高程 圖 2-95 高山溪斷面 0-12剖面高程 

 

圖 2-96 高山溪斷面 0-13剖面高程 圖 2-97 高山溪斷面 0-14剖面高程 

 

圖 2-98 高山溪斷面 0-15剖面高程 

 

圖 2-99 高山溪斷面 0-16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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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66 斷面 0-1面向上游 照片 2-67 斷面 0-2面向下游 

 
照片 2-68 斷面 0-6面向下游 照片 2-69 斷面 0-8面向下游 

 
照片 2-70 億年橋下方面向上游 

 
照片 2-71 斷面 0-12面向上游 

 
照片 2-72 斷面 0-16面向會流口 

 
照片 2-73 斷面 0-16面向會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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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0 一號壩以下河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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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七家灣溪二號壩附近河道斷面調查 

七家灣溪二號壩之副壩於去年（91年）五月份間發生壩體破壞後，流水經由壩體下方

穿過並將副壩上游原有之淤砂逐漸帶走，但位於二號壩至副壩間河床仍不斷向下刷深，導

致坡度增加（見表 3-1）但壩體下游之沖刷坑已逐漸縮小，下游河段有慢慢淤積趨勢，自

副壩上游所攜出之土砂多半堆積於斷面 1-a~1-g 之間。河道各斷面之幾何變化及現況，可

由圖 3-1~圖 3-10及照片 3-1~照片 3-14所示，由於地形條件之影響以及床面存在許多巨礫，

斷面變化不大。而此河段上下游端之階梯狀河道發達且具有許多深潭（深度可達 80-90cm

以上）。二號壩壩體底部之斷面，並無明顯之破壞，因此斷面變化不大。 

. 

 
圖 3-1  七家灣溪二號壩上下游斷面高程剖面圖 

 
照片 E 七家灣溪二號壩廣角圖 

表 3-1  二號壩副壩上下游床面平均坡降表 
 測量日期 2002/11 2003/02 2003/07 2003/11 

二號壩至二號副壩間 0.0418  0.05546 0.0619 0.06209 
二號副壩下游 0.0571  0.05696 0.0551 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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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七家灣溪斷面 2-14剖面高程 圖 3-3七家灣溪斷面 2-13剖面高程 

圖 3-4七家灣溪斷面 2-12剖面高程  圖 3-5七家灣溪斷面 2-11剖面高程 

 
圖 3-6七家灣溪斷面 2-10剖面高程 

 
圖 3-7七家灣溪斷面 2-9剖面高程 

 
圖 3-8七家灣溪斷面 2-8剖面高程 

 
圖 3-9七家灣溪斷面 2-7剖面高程 



第三章 七家灣溪二號壩附近河道斷面調查 

 37

 
圖 3-10七家灣溪斷面 2-6剖面高程 

 
圖 3-11七家灣溪斷面 2-5剖面高程 

 
圖 3-12七家灣溪斷面 2-4剖面高程 

 
圖 3-13七家灣溪斷面 2-3剖面高程 

 
圖 3-14七家灣溪斷面 2-2剖面高程 

 
圖 3-15七家灣溪斷面 2-1剖面高程 

圖 3-16 七家灣溪斷面 1-1剖面高程 
 

圖 3-17七家灣溪斷面 1-2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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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七家灣溪斷面 1-3剖面高程 

 
圖 3-19 七家灣溪斷面 1-4剖面高程 

 
圖 3-20 七家灣溪斷面 1-5剖面高程 

 
圖 3-21 七家灣溪斷面 1-6剖面高程 

 
圖 3-22 七家灣溪斷面 1-7剖面高程 

 
圖 3-23 七家灣溪斷面 1-8剖面高程 

 
圖 3-24 七家灣溪斷面 1-9剖面高程 

 
圖 3-25 七家灣溪斷面 1-10剖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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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七家灣溪斷面 1-11剖面高程 

 
照片 3-1  七家灣溪二號壩 

 
照片 3-2  斷面 2-14向上游 

 
照片 3-3 斷面 2-13面向下游 

 
照片 3-4 斷面 2-10面向上游  

照片 3-5  Sec2-9上游面 

 
照片 3-6 斷面 2-7面向上游 

 
照片 3-7 斷面 2-4面向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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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8  斷面 2-1向二號壩副壩 

 
照片 3-9  Sec2-1下游面（92/02） 

 
照片 3-10 二號壩副壩特寫 照片 3-11 Sec1-a~1-c斷面（91/05） 

 
照片 3-12 斷面 1-C向上游 

 
照片 3-13  Sec1-a~1-c斷面（91/11） 

 
照片 3-14  斷面 1-A向下游 

 
照片 3-15  二號壩副壩正面特寫(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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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6 斷面 1-3向上游(92/11) 

 
照片 3-17 斷面 1-4 面向上游 

 
照片 3-18 斷面 1-5面向上游 

 
照片 3-19 斷面 1-6面向下游 

 
照片 3-20 斷面 1-7面向上游 

 
照片 3-21 斷面 1-7面向下游 

 
照片 3-22 斷面 1-10面向下游 

 
照片 3-13  斷面 1-11面向下游及舊復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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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七家灣溪二號壩至其副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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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山溪物理棲地分析 

4.1流況及底質特性分佈 

本研究除在第二章針對高山溪河道調查進行整理外，在此則對高山溪物理棲

地之調查結果作一呈現。調查資料係根據每隔 20m所設置之穿越線，針對溪流

河道之底質組成、水流流速以及水深變化為調查對象，並依據表 4-1的分類標準

產生表 4-2~表 4-11。經過一年的時間，河床組成變化較多，分佈也較廣，水流

流速變化較多樣性，且河道寬度變化也較多樣性，對於棲地的種類豐富度產生正

面之影響。 

表 4-1  棲地底質分類表 
編號 底質 底石粒徑 

1 Smooth surface <0.2cm 
2 Gravel 0.2-1.6cm 
3 Pebble 1.6-6.4cm 
4 Rubble 6.4-25.6cm
5 Small Boulder 25.6-51.2cm
6 Large boulder >51.2cm 

 
表 4-2  2003-02月 Sec0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0-0 5.2 2 10 3 10 4 10 1 

0-1 6 2 50 3 30 4 10 1 

0-2 2.5 4 20 3 20 2 10 1.2

0-3 6.6 2 20 3 10 1 20 0.9

0-4 7.2 2 40 5 10 5 10 0.8

0-5 2.5 3 30 3 30 4 20 0.8

0-6 3.3 1 40 2 30 3 20 1 

0-7 9.2 5 20 4 10 5 10 0.9

0-8 3.4 5 20 5 20 5 20 0.8

0-9 4.6 5 20 4 15 5 10 0.9

0-10 4 5 10 5 10 4 20 1.1

0-11 5 2 10 5 20 3 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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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4.3 3 10 4 20 2 10 1.1

0-13 7.6 4 10 5 10 3 15 1.1

0-14 3.4 5 20 2 5 4 10 1.2

0-15 6.4 3 30 5 20 3 20 1.1

0-16 4.1 5 10 6 10 6 20 1.3

0-17 4 4 20 2 10 3 30 1.2

0-18 4 2 40 6 0 2 10 1.3

0-19 4.1 6 30 5 20 3 20 1.1

0-20 4.7 4 30 5 30 3 20 1 

0-21 5.6 3 20 5 30 2 20 1.1

0-22 5.4 2 10 5 20 3 20 0.9

0-23 4.1 5 10 4 30 5 20 1 

0-24 4.3 1 60 3 30 1 20 0.9

0-25 3.4 2 30 3 40 2 50 1.2

0-26 3.2 2 30 2 50 3 40 1.3

0-27 6.8 5 40 6 0 4 40 0.8

0-28 3.5 6 30 5 40 5 20 1.4

 
表 4-3 2003-07 SEC0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0_0 6.1 10 3 15 1 40 4 1.5
0_1 6 15 3 10 3 15 3 1.2
0_2 2.8 10 3 15 6 50 3 1.4
0_3 6 20 3 20 4 20 4 1.3
0_4 5.6 5 3 10 4 40 5 1.3
0_5 5.5 5 3 30 4 30 5 1.5
0_6 5.6 15 3 15 3 15 1 1.4
0_7 8.5 10 2 25 3 20 1 1.3
0_8 6.1 30 2 30 3 15 2 1.6
0_9 6.3 25 3 15 4 5 1 1.5
0_10 5.1 25 3 20 6 20 5 1.8
0_11 6.1 10 1 30 3 30 3 1.6
0_12 6.5 15 3 20 3 15 2 1.4
0_13 5.6 10 3 10 4 20 3 1.8
0_14 10.5 10 2 5 3 20 3 1.4
0_15 6.4 5 1 25 2 15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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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16 4.1 15 5 15 3 15 2 1.8
0_17 4 25 6 20 2 20 3 1.6
0_18 4 5 1 10 2 30 4 1.4
0_19 4.1 30 3 20 4 10 3 1.2
0_20 4.7 10 3 10 2 20 3 1.2
0_21 5.6 10 2 20 2 20 2 1.4
0_22 5.4 10 2 15 3 25 4 1.4
0_23 4.1 10 2 30 4 20 4 1.6
0_24 4.3 10 1 30 3 40 5 1.4
0_25 3.4 20 1 30 1 20 1 1 
0_26 3.2 25 3 30 2 15 1 1.4
0_27 6.8 20 3 20 3 20 2 1.4
 
表 4-4 2003-11 SEC0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0-0 4.5 20 2 25 3 25 3 1.4
0-1 5 5 3 25 3 10 2 1.6
0-2 2 10 2 15 3 50 1 1.6
0-3 4 15 2 30 3 40 3 1.6
0-4 3.5 10 5 25 6 20 3 1.5
0-5 3.5 15 2 40 4 30 3 1.5
0-6 4 10 2 15 2 15 3 1.4
0-7 4.5 15 3 25 3 25 4 1.4
0-8 8.5 20 4 10 1 25 2 1.3
0-9 4.5 20 1 25 1 25 4 1.4
0-10 3.5 15 4 40 6 20 1 1.5
0-11 2.5 40 1 50 1 35 4 1.7
0-12 4 25 4 25 3 10 2 1.4
0-13 6 15 3 25 4 10 4 1.5
0-14 3 25 3 30 3 15 2 1.5
0-15 6 20 4 10 3 10 2 1.5
0-16 2.5 35 3 25 3 20 3 1.6
0-17 3 30 6 25 2 15 3 1.6
0-18 5 20 3 10 2 25 2 1.4
0-19 3.75 25 3 20 3 15 1 1.4
0-20 4 10 6 20 5 20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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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4.5 15 2 20 4 15 3 1.4
0-22 4 10 3 30 3 30 3 1.4
0-23 6 20 3 20 6 15 4 1.6
0-24 2 20 2 50 1 65 4 1.5
0-25 3 30 1 50 1 30 1 1.4
0-26 3 30 3 50 2 30 5 1.1
0-27 2.8 30 2 35 2 25 2 1.6
0-28 4 25 4 25 4 10 3 1.6
 
表 4-5 2003-02 SEC1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1-0 5.2 4 20 3 30 5 40 1.2
1-1 3.2 4 10 4 20 5 20 1.1
1-2 3 5 10 4 30 3 10 1
1-3 6.1 2 10 6 20 6 20 0.9
1-4 6.1 2 30 4 40 5 20 1.3
1-5 5.1 2 10 4 50 5 30 1.4
1-6 3.6 3 10 2 30 3 60 1.3
1-7 4.2 2 30 3 40 2 30 1.2
1-8 4.2 2 20 5 30 5 35 1.1
1-9 3.3 5 30 5 20 4 10 0.9
1-10 5 3 10 6 30 5 20 1.2
1-11 3.2 3 10 3 20 4 30 0.9
1-12 4.9 4 10 5 30 3 20 1.3
1-13 3.5 3 20 5 30 6 10 1.2
1-14 4.9 4 30 4 20 4 30 1.2
1-15 2.4 6 15 5 30 5 10 1.1
1-16 3.5 3 20 5 30 5 20 1.3
1-17 4.9 1 30 5 40 2 30 1.5
1-18 5.6 2 10 2 5 4 30 1.4
1-19 2.3 3 25 4 30 3 30 0.8
1-20 5.7 3 30 4 25 3 15 0.9
1-21 2.9 3 25 3 15 3 20 1
1-22 3.4 2 15 4 10 1 20 1.3
1-23 4.6 5 10 6 30 5 20 1.2
1-24 9.8 3 10 2 5 2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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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5.2 6 20 6 30 2 5 1.3
 
 
表 4-6 2003-07 SEC1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1_0 5.2 30 3 20 2 3 1 1.4
1_1 3.5 20 3 30 4 15 1 1.5
1_2 3.5 40 3 30 3 15 3 1.6
1_3 5 25 2 30 5 25 3 1.6
1_4 3.5 15 4 30 4 20 3 1.4
1_5 4 25 4 5 2 25 3 1.4
1_6 3.5 45 3 40 3 30 2 1.6
1_7 3.5 40 3 30 3 25 3 1.5
1_8 4 30 3 40 4 20 1 1.3
1_9 4 15 3 20 3 30 3 1.4
1_10 5 40 2 20 3 15 1 1.5
1_11 3.5 20 1 40 3 30 2 1.5
1_12 4 30 2 15 2 15 3 1.5
1_13 2.3 30 2 45 4 40 5 1.4
1_14 4.5 30 3 20 3 20 2 1.4
1_15 3 30 3 40 3 20 3 1.5
1_16 4.5 25 4 45 3 20 3 1.4
1_17 4.5 30 5 30 4 15 3 1.3
1_18 5 30 3 30 3 20 4 1.3
1_19 4 20 3 30 4 20 4 1.6
1_20 5 30 2 30 2 25 3 1.5
1_21 3.5 30 3 30 3 20 4 1.2
1_22 3.5 20 5 20 3 25 2 1.5
1_23 11 20 5 10 3 5 3 1.3
1_24 12 15 2 20 3 15 2 1.5
1_25 4.5 20 3 30 3 20 3 1.6
 
表 4-7 2003-11 SEC1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1-0 3 20 3 25 3 10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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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5 25 4 20 4 15 6 1.6
1-2 3.25 25 4 35 5 10 2 1.4
1-3 5 30 4 30 4 25 4 1.5
1-4 4 20 1 30 3 25 3 1.3
1-5 4 15 3 25 4 20 3 1.3
1-6 4 25 2 30 3 10 3 1.4
1-7 4 20 5 25 3 20 2 1.2
1-8 4.5 30 4 60 1 55 1 0.8
1-9 4 25 4 10 2 20 4 1.3
1-10 4.25 15 2 35 6 25 5 1.4
1-11 3.5 25 4 40 4 15 1 1.2
1-12 5.5 20 2 30 3 15 3 1.3
1-13 3 45 4 35 4 15 6 1.5
1-14 4.5 35 4 30 4 25 4 1.3
1-15 3 25 4 25 3 20 3 1.4
1-16 5 15 1 25 4 20 4 1.4
1-17 4.8 20 4 25 5 15 4 1.4
1-18 5 15 4 20 6 25 3 1.3
1-19 4.25 25 3 20 3 15 4 1.5
1-20 6 30 4 25 5 10 5 1.2
1-21 3 25 4 25 3 10 3 1.4
1-22 2.75 45 6 45 6 50 6 1.7
1-23 12.5 20 3 5 2 5 3 1.5
1-24 18.9 25 5 10 3 10 3 1.5
1-25 2.5 25 3 25 3 20 3 2.5
 
表 4-8 2003-02 SEC2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2-0 6.6 3 20 4 65 5 45 1.6
2-1 5.6 3 20 3 70 4 50 0.6
2-2 5 3 20 2 25 4 50 1.1
2-3 5.3 1 25 5 25 3 25 1.2
2-4 4.3 1 25 5 25 4 25 1.1
2-5 8 3 15 2 10 1 5 1.4
2-6 4 2 25 6 25 6 30 1.6
2-7 4 3 10 4 30 4 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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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6 2 15 2 10 2 15 1
2-9 5.6 6 30 4 20 2 15 1.2
2-10 5 5 15 4 30 4 30 0.8
2-11 5.8 2 20 3 15 3 20 0.6
2-12 7.3 3 15 2 15 3 5 0.6
2-13 10 3 10 3 30 1 25 1.3
2-14 5 4 25 2 10 1 5 1
2-15 5.8 2 20 4 15 2 5 1.5
2-16 4.3 2 15 2 25 2 25 0.8
2-17 3.6 4 15 4 25 3 25 1.4
2-18 4.7 3 20 4 30 4 25 1.5
2-19 4.3 2 20 3 20 2 10 1.3
2-20 3 4 70 3 30 1 10 1
2-21 4.8 6 70 4 5 3 5 1.3
2-22 4.3 3 25 3 25 3 25 1.5
2-23 6.8 5 10 3 30 2 10 1.2
2-24 4.2 2 20 3 25 4 5 1.4
2-25 6.7 6 25 6 30 4 30 1.3
2-26 4.5 4 15 6 10 3 20 1.4
2-27 5.6 2 20 6 20 3 20 1.6
2-28 10.8 2 30 5 30 6 30 1.4
2-29 3 3 25 4 20 5 20 1.6
2-30 4.8 1 20 4 20 3 15 1
2-31 5 4 30 4 15 4 25 1.3
2-32 1.8 6 30 3 20 4 30 1.3
 
表 4-9 2003-07 SEC2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2_0 4 15 3 25 3 20 5 1.6
2_1 4.3 40 2 30 2 15 3 1.2
2_2 4 30 3 20 3 15 1 1.6
2_3 3.3 30 3 20 3 25 2 1.5
2_4 3 20 2 30 3 20 3 1.5
2_5 4.5 15 3 20 2 15 3 1.3
2_6 5.5 30 3 15 1 15 3 1.6
2_7 4 30 3 30 3 15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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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8 5 20 3 15 3 15 2 1.5
2_9 5 15 2 20 3 20 2 1.5
2_10 3.5 30 3 30 3 20 4 1.5
2_11 4 20 2 30 3 25 2 1.4
2_12 10.5 20 3 15 2 10 2 1.3
2_13 8 20 2 20 2 15 2 1.5
2_14 12 15 3 20 2 20 2 1.5
2_15 5 30 4 30 3 10 1 1.6
2_16 4 20 4 25 3 20 2 1.5
2_17 3 30 3 30 3 25 1 1.6
2_18 4 25 4 30 3 15 1 1.5
2_19 3.5 20 2 40 3 25 4 1.5
2_20 3 20 2 30 3 60 2 1.4
2_21 4 10 2 30 3 50 4 1.5
2_22 4.5 30 4 40 4 20 3 1.3
2_23 5 30 3 15 2 15 1 1.2
2_24 3.5 25 1 40 2 15 3 1.2
2_25 5 15 4 30 5 40 4 1.6
2_26 4 30 3 25 3 20 2 1.5
2_27 5 30 4 30 4 20 3 1.7
2_28 4 15 3 30 4 30 3 1.4
2_29 5.5 10 3 30 3 20 3 1.6
2_30 4.5 25 1 30 3 15 3 1.4
2_31 4 20 3 30 4 20 3 1.6
2_32 4.5 15 4 10 3 5 2 1.4
 
表 4-10 2003-11 SEC2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2-0 4 25 5 25 6 20 4 1.6
2-1 4 10 1 25 3 20 3 1.3
2-2 3 20 3 30 3 25 1 1.7
2-3 3 20 3 25 2 20 4 1.2
2-4 3 10 2 25 3 20 4 1.3
2-5 4 10 5 20 3 30 4 1.3
2-6 5 15 3 15 4 50 3 1.6
2-7 3.5 30 6 40 6 30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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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5 5 3 10 4 25 5 1.2
2-9 4 10 2 20 3 15 3 1.3
2-10 4.25 20 4 30 4 20 3 1.3
2-11 4.5 20 4 25 3 20 3 1.2
2-12 6 15 4 10 2 10 3 1
2-13 7 10 4 10 2 10 2 0.8
2-14 11 20 3 15 2 20 3 0.7
2-15 3.5 25 4 20 4 15 3 1.4
2-16 4.5 15 4 20 4 25 4 1.3
2-17 3.5 30 2 25 3 20 4 1.4
2-18 3.5 20 5 25 4 20 4 1.6
2-19 3.5 20 3 25 4 20 4 1.5
2-20 2.8 10 2 25 3 60 1 1.1
2-21 4.25 5 4 25 3 10 6 1.2
2-22 4 20 3 25 4 25 4 1.4
2-23 4.5 10 1 20 6 20 3 1.3
2-24 3.25 25 4 35 4 20 6 1.5
2-25 4 10 3 20 4 20 6 1.7
2-26 4.5 15 6 25 4 10 2 1.5
2-27 5.5 25 3 20 4 10 2 1.5
2-28 3.25 20 4 30 2 30 3 1.6
2-29 6 10 2 30 3 25 3 1.5
2-30 4.25 25 3 20 3 15 4 1.3
2-31 3.7 35 4 25 3 20 3 1.4
2-32 4 35 5 10 3 25 4 1.4
 
表 4-11 2003-02 SEC3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底質右 1/4 溪深右 1/4 底質中 1/4 溪深中央 底質左 1/4 溪深左 1/4 流速

3-0 4.5 5 20 5 40 4 40 1.6
3-1 4 6 30 6 30 6 50 1.4
3-2 7 4 40 5 15 1 30 1.6
3-3 10 4 30 2 5 4 30 1.3
3-4 4.2 3 5 2 20 4 15 1.3
3-5 4 4 25 4 25 3 20 1.3
3-6 7 3 5 2 5 3 20 1.4
3-7 7 2 5 2 15 2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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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5.4 2 15 3 30 4 35 1.5
3-9 5.2 1 20 2 30 5 15 1.3
3-10 12 2 15 1 10 3 15 1.5
3-11 4.8 3 30 6 15 6 15 1.5
3-12 5.3 6 10 6 40 6 40 1.3
3-13 5.9 3 5 4 30 1 30 1.4
3-14 4.9 2 20 3 30 1 15 1.3
3-15 7.8 1 5 3 10 5 30 1.4
3-16 5.9 1 15 1 10 4 30 1.5
3-17 3.3 2 50 2 10 1 10 1.6
3-18 7.5 4 10 3 10 4 25 1.6
3-19 6.2 1 5 1 10 2 20 1.5
3-20 5.5 1 30 2 30 2 5 1.3
3-21 5.2 3 15 2 10 3 25 1.4
3-22 4.6 4 20 1 10 2 5 1.6
 
表 4-12 2003-07 SEC3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3_0 3.5 60 2 70 3 80 2 1.8
3_1 2.5 20 4 25 3 20 5 1.7
3_2 2.5 30 3 30 3 30 4 1.5
3_3 7.5 20 1 40 3 10 1 1.1
3_4 4 20 4 30 4 15 3 1.2
3_5 4 15 2 15 2 30 3 1.3
3_6 4 20 4 10 1 10 1 1.3
3_7 5.5 15 3 15 3 10 1 1.2
3_8 3.5 40 4 30 3 15 1 1.5
3_9 5.5 40 5 30 3 15 1 1.6
3_10 8 20 3 10 2 20 4 1.7
3_11 4 15 3 15 1 30 3 1.4
3_12 4 20 2 40 4 30 3 1.7
3_13 5 15 2 20 3 30 6 1.4
3_14 4 20 3 40 3 20 4 1.5
3_15 5.5 40 4 30 4 15 3 1.7
3_16 3.5 30 3 20 3 25 3 1.6
3_17 4 15 3 30 5 20 3 1.6



第四章  高山溪物理棲地分析 
 

 53

3_18 5.5 30 3 25 5 10 1 1.6
3_19 6 20 3 15 2 15 2 1.5
3_20 4 15 2 40 3 20 1 1.3
3_21 4 30 3 20 2 20 2 1.6
3_22 3 60 6 80 6 40 6 1.8
 
表 4-13 2003-11 SEC3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3-0 4 65 2 70 2 70 3 1.5
3-1 3.25 30 4 40 3 15 6 1.7
3-2 3.25 40 5 40 6 50 6 1.7
3-3 7 10 3 30 4 10 1 1.4
3-4 4 20 3 25 5 10 6 1.4
3-5 4.8 20 4 20 3 25 4 1.1
3-6 6 25 5 25 3 10 3 1.3
3-7 6 20 3 15 3 10 2 1
3-8 3.5 20 4 20 3 15 3 1.5
3-9 6 20 4 20 3 5 1 1.5
3-10 9 25 6 10 4 10 3 1.6
3-11 4.5 20 6 20 4 15 4 1.5
3-12 4 10 4 40 3 30 4 1.8
3-13 5 25 6 20 1 10 5 1
3-14 5 20 2 25 2 30 3 1
3-15 6.5 30 4 20 4 10 3 1.3
3-16 4.5 20 3 20 4 25 4 1.3
3-17 4 25 6 15 2 30 3 1.6
3-18 5.5 25 3 15 4 20 2 1.5
3-19 6 10 3 20 3 10 4 1.4
3-20 5 15 3 35 4 30 2 1.1
3-21 4.5 35 4 30 6 25 6 1.4
3-22 3 20 6 40 6 20 6 1.7
 
表 4-14 2003-02 SEC4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終點 5 40 1 25 3 10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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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6 3 40 2 30 6 10 6 1.5
4_5 4 15 2 15 5 20 3 1.6
4_4 6.5 10 1 50 3 30 4 1.5
4_3 4 30 3 30 4 15 1 1.4
4_2 3 50 6 30 2 15 2 1.5
4_1 3.5 40 2 40 3 20 1 1.6
4_0 4.6 5 6 40 3 40 4 1.7
 
表 4-15 2003-07 SEC4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終點 5 40 1 25 3 10 2 1.3
4_6 3 40 2 30 6 10 6 1.5
4_5 4 15 2 15 5 20 3 1.6
4_4 6.5 10 1 50 3 30 4 1.5
4_3 4 30 3 30 4 15 1 1.4
4_2 3 50 6 30 2 15 2 1.5
4_1 3.5 40 2 40 3 20 1 1.6
4_0 4.5 5 6 40 3 40 4 1.7
 
表 4-16 2003-11 SEC4 棲地調查表 
 
位置 溪寬 溪深右 1/4 底質右 1/4 溪深中央 底質中 1/4 溪深左 1/4 底質左 1/4 流速

4-7 5.5 15 3 10 2 20 2 1.4
4-6 3.5 50 6 25 5 15 4 1.6
4-5 5.5 25 6 40 6 20 4 1.5
4-4 6 10 2 40 2 55 2 1.3
4-3 4.5 30 3 25 5 20 2 1.3
4-2 4 50 6 40 2 30 2 1.5
4-1 3 25 2 50 5 25 2 1.2
4-0 4 15 6 15 6 10 4 1.4
 

由表 4-16、4-17及 4-18可知棲地底質分佈比例之變化，基本上河床底質組

成趨向細粒化，且越往下游其趨勢越明顯。尤其以十一月份較為明顯，因今年二

月初勘時，恰遇上河道施工，導致多數的細顆粒覆蓋住河床或被帶向下游。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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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調查開始回復正常有沖刷的趨勢。 

 

表 4-17  2003年 02月各河段之棲地底質分佈比例 

 

           底質 
位置 1 2 3 4 5 6 
一號壩以下 4.59% 20.68% 22.988% 16.09% 35.58% 0.7% 
一號壩至二號壩 2.56% 17.39% 24.35% 17.94% 20.51% 17.25%
二號壩至三號壩 33.12% 21.35% 17.69% 17.39% 4.21% 6.24% 
三號壩至四號壩 24.65% 21.739% 17.39% 17.39% 7.24% 11.59%
四號壩以上 16.67% 25% 32 % 15.81% 4.76% 5.76 % 

 

表 4-18  2003年 07月各河段之棲地底質分佈比例 

 

           底質
位置 1 2 3 4 5 6 
一號壩以下 13.09% 20.23% 41.6% 22.96% 2.09% 2.3% 
一號壩至二號壩 21.12% 19.23% 51.28% 3.86% 1.03% 3.48% 
二號壩至三號壩 0.9% 23.33% 39.12% 18.35% 8.45% 9.85% 
三號壩至四號壩 14.49% 15.94% 40.57% 15.94% 2.89% 10.16%
四號壩以上 16.66% 25% 25% 12.5 % 4.16% 16.67%

 

表 4-19  2003年 11月各河段之棲地底質分佈比例 

 

           底質
位置 1 2 3 4 5 6 
一號壩以下 13.79% 21.84% 33.33% 17.24% 3.448% 13.76%
一號壩至二號壩 1.28% 20.51% 34.62% 29.49% 7.69% 6.41% 
二號壩至三號壩 4.04% 15.16% 34.34% 33.33% 6.06% 7.07% 
三號壩至四號壩 4.34% 11.6% 31.88% 26.08% 4.347% 24.75%
四號壩以上 0% 41.66% 8.33% 12.50% 12.5%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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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計畫於今年二月、七月及十一月實行調查，整體來說，由於今年雨量並
不豐沛，在加上自二月份以後，河道中並無施工，河道呈現傳統的狀態（夏季沖

刷、冬季淤積）的情形，2月份及11月份在大部分的河段中均觀測到階梯狀河床，
更是河川趨於穩定的重要指標。 

5.1高山溪河道變化 

    在今年的觀測中，由於缺少較大的暴雨徑流量，河道的變化並不明顯。但
也因為如此，在二月的調查當中，因為河道內仍有施工（一號壩蛇籠護岸施工），

再加上先前有重機具上溯至四號壩口施工，導致河道兩岸堆積大量土石、河床平

坦化，流速增快等現象，在七月流量較大時已不復見，影響的範圍較小。十一月

調查時，大多數的河段均出現階梯狀河床，此為一良好的現象，代表河床以趨於

穩定。 
    另外，於二月份調查時，四號壩口橫阻的巨木在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十一
月），仍橫阻於河道上，使得原有的四號壩壩口深潭淤積而消失；在三號壩口取

水口附近因重機械通過通樣使得深潭減小，而在二號壩至三號壩之間的大直線段

河流，深潭與淺瀨的比例仍過低，再加上大灘地附近持續有土砂崩落，使得二號

壩上游河段還是會因為土砂的攔阻而稍微的改變流心線的方向；另外，在一號壩

上游河段，在7月及11月調查中可發現因蛇籠護岸的施工，大量採取河床中砂石，
導致一號壩口上游端坡度較緩，而產生辮狀河床，而通過一號壩後，因一號副壩

高度的關係又快速的向下刷深，而間接的產生了壩口的深潭。一號壩以下至匯流

口，因高程落差大，床面巨礫較多，再加上來自上游之泥砂量較大，除了步道旁

之河段較平順外，而河道由於水量較小，多呈現階梯狀河床。匯流口受水量減少

之趨勢，因此斷面縮小，水深變淺。 

5.2七家灣溪二號壩附近河道調查 

 由於七家灣溪二號副壩在91年5月潰壩，導致下游原有的沖刷坑已消失，而
上游到二號壩之間的河段仍不斷的向下掏刷，但由於地形的影響，河床的變化以

向下侵蝕的現象最多，並無向兩岸擴床的情勢發生，而二號副壩的破碎面在今年

調查中並無多大的變化。因此各河段的斷面剖面高程圖並無多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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