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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七家灣溪一號壩於2011年6月初完成左側壩體移除工程，移除後的數月內，

向上游之溯源侵蝕由跌落點開始以拋物面狀的方式向上游傳遞，而壩下游泥砂堆

積範圍持續往下游延伸。壩體拆除對河道可能造成不同層面的衝擊，如庫區泥砂

往下游運移而使下游河床抬高、洪水潛勢可能提高、河床上下游流況型態改變、

崩塌潛勢改變等。針對上述種種考量，加上七家灣溪一號壩移除過程中為了施工

安全而回填之土方材料是否會進一步對環境造成影響，實有必要就整體河道環境

進行評估。 

本研究計畫以河段區分，針對壩址處、壩上游河段、壩下游河段等三個河段

進行探討，進一步對七家灣溪河道環境中因河相改變而對其餘壩體影響潛勢、壩

址處堆疊土砂與邊坡土砂穩定、相關已施作護岸工程之影響、與重要活動點之可

能影響深入分析。經過評估，壩址處回填土砂及沖刷坑對壩體安全性並無直接影

響，壩上游 50 公尺內左右岸土砂幾乎已侵蝕至岸壁處而使部分岩盤裸露，據此

道路及管理站安全無虞。壩上游河段，由 2010 至 2012 年拆壩前後之崩塌地及橫

斷面調查結果可知，側岸邊坡崩塌於拆壩前後皆發生，降雨觸發等水力因素、河

道高程差之重力因素等皆屬於崩塌生成之主要原因。由於七家灣溪側案屬沖積岸

壁，因降雨事件而造成之岸壁崩塌乃為合理之河相變動發展，雖因此增加河道泥

沙運移量，但較一次大型崩塌所可能造成之更大危害之風險為小。位於壩下游河

段之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未來若發生如 50 年重現期距以上之颱風，其滿岸

流量會造成溢淹危險。期望藉由長期的環境調查與紀錄提供國內壩體改善河相變

化之與環境衝擊之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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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緣起 

為了復育臺灣櫻花鈎吻鮭的棲地連續性，雪霸國家公園處於 2011 年五月底

將七家灣溪主流上高度13公尺、庫區已淤滿的一號防砂壩進行左側壩體的拆除。

一號壩拆除工程進行階段，為了施工安全的考量，施工單位先行對壩體上游之淤

砂進行整理與篩選，並回填至壩體下游右岸處，待回填砂石與河道導引後甫以怪

手與破碎機進行壩體拆除工程。 

壩體移除後的數月內，向上游之溯源侵蝕由跌落點開始以拋物面狀的方式向

上游傳遞，根據王筱雯(2011)對七家灣溪河道縱斷面於 2011 年 6 月 30 日調查結

果發現，溯源侵蝕終點自拆壩後第一場洪水事件往上游延伸至壩上 250 公尺處後，

其侵蝕速度即減緩；而壩下游泥砂堆積範圍持續往下游延伸，壩下游 500 公尺處

的淤積形成平坦且緩慢的流況，且主深槽擺盪明顯並偏向右岸，而由於原本淤積

於壩體後方之細顆粒被帶往下游，故下游粒徑較拆壩前細化。至於原本因施工安

全而堆疊至壩體下游右側之回填材料雖有部分細顆粒已被帶往下游，但多數土方

仍留在原處。 

    根據河道演變模式(Channel Evolution Model)，由於拆壩形成的河川沖淤變化，

包括大量泥砂運移、河床上下游型態改變，可能造成上游河道左右河岸坍塌，讓

原始河道變寬，切割作用而改變斷面之形狀、淤積之泥砂輸送至下游，增加輸砂

量，使得河床部分抬高，且鮭魚生存環境與水質等的重要之物理棲地條件可能會

受到衝擊。針對上述種種考量，加上為了施工安全而回填之土方材料是否會進一

步對環境造成影響，實有必要就整體河道環境進行評估。 

本研究計畫針對壩體移除後上游河床下切與下游河床淤高之影響，進一步對

七家灣溪河道環境因河相改變而對壩址處堆疊土砂、其餘壩體影響潛勢、邊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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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穩定、相關已施作護岸工程之影響、與農場活動之可能影響進行分析，期望藉

由持續的環境調查與紀錄提供國內壩體改善河相變化之與環境衝擊之重要參考

依據。 

 

1.2 工作內容 

(一) 工作範圍 

 本研究預計評估範圍以河段區分，分為七家灣溪一號壩壩址處環境(約壩址

上下游各 50 公尺範圍內)、一號壩上游至三號壩之河道環境、與一號壩下游至和

平農場之河道環境共三部分，總計約 7 公里，如圖 1 所示。 

 

圖 1-1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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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項目 

1. 壩址處環境評估 

(1) 回填土石影響 

針對壩體下游右側處所回填堆疊之土方是否會對下游產生衝擊進行評估。 

(2) 沖刷坑 

針對壩址處之沖刷坑對壩基之穩定性影響進行進一步的探討。 

(3) 側岸 

 針對壩體上游側岸，在壩體改善後如經大型洪水事件之邊坡穩固及安全進行

評估。 

2. 一號壩上游河道環境衝擊評估 

(1) 崩塌潛勢 

對河岸舊有崩塌與是否有新生成之崩塌進行評估。 

(2) 上游其餘壩體影響潛勢 

針對一號壩上游其他結構物於歷經洪水事件後是否因河床下切產生結構安

全之影響進行評估。 

3. 一號壩下游河道環境衝擊評估 

(1) 洪水提高潛勢 

針對茶莊、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與武陵賓館或相關農場人為活動等重點

位置的床型及洪水位變動情形進行探討。 

(2) 細粒料填縫 

拆壩後下游河道底床質粒徑已觀察到細化現象，細顆粒可能進一步對生態環

境造成負面衝擊，產生細粒料填縫問題，因此將對於下游河道之粒徑變化與細粒

料填縫之可能影響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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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期目標 

(一) 藉由現地調查與評估，了解壩址處、側岸與相關已施作保護工之影響 

(二) 了解河道之崩塌潛勢與對其他結構物之影響 

(三) 透過評估，了解壩體改善後對物理棲地與人為活動之影響 

(四) 依據監測評估資料，提出環境維護與適應性管理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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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相關案例 

有關壩體移除，國外至今已累積無數經驗，這些案例在不同環境背景下之目

的，包括壩體老舊的安全顧慮，或原有功能喪失時之重新思考，以提供洄游性魚

類通道或擴增魚類棲地之用等。國外的壩體拆除原因，除了生態層面的考量(如

暢通魚類洄游通道、棲地與河流生態考量)之外，安全層面(如因壩體老舊或損壞

而有安全顧慮)與經濟效益層面(壩體原興建功能已經喪失、原有功能被取代、或

功能經評估不符經濟效益)的考量，皆是促成拆除壩體之可能原因(水利署水規所，

2010)。 

位於美國奧勒岡州 Sandy River 的 Marmot Dam 因發電與供水需求而興建於 

1909年，集水區面積約 1316km²的，其壩高 15m。根據 Stewart and Grant (2005)，

Marmot Dam 於拆壩前攔蓄近 75 萬立方公尺的粗細粒徑的泥砂，淤砂坡度向上

游延伸了近3.5公里。由於Marmot Dam隔絕魚類往來的通道造成魚類洄游問題，

且在 1989 年時已失去原本的功效，而在 1999 年時，波特蘭電力公司(Portland 

General Electric, PGE)開始評估將其移除的規畫，一方面為避免潰壩造成的危險，

一方面也希望幫助野生鮭魚在 Sandy River 之復育。 

Marmot Dam 拆除計劃於 2007 年 7 月 24 日開始。Marmot Dam 的拆除方式

主要與建壩時相同。首先將水位降低，於原壩址上游設置以當地土石材質，所堆

置成暫時性圍堰(coffer dam)將水導開後，再針對混凝土壩體以炸藥進行爆破，混

凝土壩體結構於九月底全數移除。同年 10 月，生物學家先行遷移數百條在影響

河道範圍的魚類，移至相關養殖區放置，以免在壩體移除後，泥砂所造成河道濁

度標高，使得當地鮭魚的滅亡，如圖 2-1。在 Marmot Dam 壩體拆除後，隨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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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各階段時間序列泥砂含量圖(Cui et al., 2006) 

 

國外另一案例為一條 56 公里長 Clear Creek，其流經美國加州 Trinity River

以及 Sacramento River，其流域面積為 278 平方公里，Clear Creek 為盆地地形其

氣候為地中海氣候，幾乎所有的降雨以及洪水都集中在冬季，但由於水庫興建的

調節作用，使得整個河川流態被迫改變。 

Saeltzer Dam 位於 Clear Creek 與 Sacramento River 的交匯口上游約 9.6 公里

處，其壩體為混凝土重力式結構，於西元 1912 年完工，約 5 公尺高、10 公尺長。

Saeltzer Dam 壩高雖不高，但其興建仍對魚類構成了遷移的阻絕且影響泥砂向下

游傳輸之連續性。雖然相關單位過去曾試過多種包括魚梯和隧道方法來改善魚類

洄游的通道，但都未見成功。再者，Clear Creek 上位於 Saeltzer Dam 上游約 16

公里位置的 Whiskeytown Dam 於 1963 年完成，壩體的建造大大降低 Clear Creek

的洪峰流量(如圖 2-4 所示)。 

Saeltzer 壩體移除是 Clear Creek 復育計畫的其中之ㄧ。其他復育工作包括將

產卵礫石搬移至較下游，並實施水土流失防治方案等，以恢復 Clear Creek 河的

自然形態和功能。Saeltzer壩於 2000年秋季移除 (Vovakes, 2000)，圖 2-6為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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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多數成功的拆壩案例之外，國外亦有些失敗的案例值得借鏡。本研究團

隊主持人參與水利規劃試驗所(2012)相關研究，提及因堰壩存在使得河相及底質

改變，導致有機質亦無法往下游傳遞，原本的河溪魚種可能轉為深潭性魚種為優

勢，需進行河海洄游的魚類可能消失，外來種魚類也可能因此入侵原有棲地。Pozo 

et al. (1997)及 Freeman (1964)研究發現：有機質攔蓄於壩體上游，可能造成水體

優養化，部分藻類大量滋生並死亡後可能沈降至底床，產生硫化氫等有毒氣體。

而 FISRWG (1998)則發現：高含酸水體亦可能轉化原本不可溶的硫化鐵化合物成

為可溶性，加速溶解於壩堰上游水體中，因而造成水體的重金屬污染。許多研究

也發現，即使加入魚道或魚梯這樣的補償措施，只能部分改善魚類族群，因為可

能有部分魚種軀體太大或太小，以致於無法適用設計好的魚道(Dadswell, 1996)。 

Marks (2007)研究提到，工程人員於 1973 年拆除哈德遜河上的愛德華茲堡水壩

時，發現下游的魚類體內的多氯聯苯濃度開始增加，多年後仍居高不下，乃歸因

拆壩時忽略藏在堰壩上游的污泥以及土砂中的污染物，時至今日，美國政府仍未

開放捕撈條紋鱸魚，就是因為魚體中的多氯聯苯濃度偏高之故。 

而國內的案例以高山溪四座防砂壩為例。自 1999 年起，雪霸國家公園針對

防砂壩阻絕造成鮭魚族群洄游的屏障問題，開始著手評估壩體改善之研究。根據

現場調查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並考量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習性、當地氣候因素

等，高山溪四座防砂壩於 1999 年 4 月至 2001 年 10 月間陸續被拆除。 

為了了解壩體改善對於河道地形變化、棲地組成與鮭魚數量之影響，自壩體

拆除之後，雪霸國家公園委託相關單位持續進行監測，相關監測資料顯示，雖然

施工期間對於鮭魚棲地產生衝擊，但於壩體改善 3 個月後已恢復以前狀況；且高

山溪四號壩於 1999 年 4 月份完成改善後原本生存在三至四號壩河段的鮭魚，有

通過四號壩口往上游動的現象。高山溪二至三號壩間河段已逐漸增加之鮭魚數量，

顯示上游之族群亦有往下游動現象。高山溪四座防砂壩與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移

除相關資訊如表 2-1 與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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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山溪與七家灣溪防砂壩興建及改善紀錄表(修改自王筱雯，2010) 

壩名 興建時間 
壩高 改善年份 

事項 
(公尺) (施工期 20 天)

高山溪 

第四號 

1978.01.15 ~ 

1978.05.16 
10 1999.04 

族群調查發現高山溪鮭魚上溯至破

壩上峽谷深潭河段棲息。尤以成鮭為

主。 

高山溪 

第三號 

1978.05.16 ~ 

1978.06.19 
10.5 2000.10 

族群調查發現高山溪仍有一半數量

的鮭魚棲息於高山溪上游，且已發現

自然更新的幼鮭。 

高山溪 

第二號 

1973.12.16 ~ 
14 2001.06 - 

1974.07.21 

高山溪 

第一號 

1973.12.16 ~ 
14 2001.06 - 

1974.07.21 

七家灣溪

一號壩 

1972.04.21~ 

1972.09.11 
13 2011.06 

因為河道窄縮、流速變快的關係，加

劇下游兩岸沖刷，因此在一號壩的右

側約 30 公尺處設有蛇籠保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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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高山溪防砂壩興建及改善紀錄表(修改自王筱雯，2010) 

壩體名稱 

改善前 

廖林彥(2001) 

王筱雯(2010) 

改善後 

廖林彥(2001) 

王筱雯(2011) 

現況 

王筱雯(2010、2012) 

高山溪 

四號壩 
- 

高山溪 

三號壩 
- 

高山溪 

二號壩 

高山溪 

一號壩 

七家灣溪

一號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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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拆壩與河道環境相關研究 

在河相演變方面，Pizzuto (2002)提出在壩體移除後的數個月內，經由河川劇

烈的沖刷因而導致壩體上游區域的左右河岸坍塌，原始淤積之泥砂輸送至下游，

隨著沖淤變化的演變，經過數月至數十年的時間後，河床形成新的平衡狀態，圖

2-6 為一簡化表示拆壩後歷經時間變化與各段的河相變化。壩體移除造成河相的

變化莫過於壩上游淤積的泥砂的運移情形，泥砂在將以不同的方式和過程逐漸往

下游傳遞，其中淤積泥砂的厚度及河床底質粒徑組成，對於拆壩後河相的變化探

討佔有很重要的影響力，而其中關鍵的影響因素即為壩高，如同圖 2-7 所示，當

淤積泥砂的組成為細粒料泥砂時，溯源侵蝕為主要的侵蝕機制，在低流量的狀態

即可以造成細粒料泥砂的沖刷，相反的粗顆粒在低流量的條件下不易被啟動，造

成護甲現象的產生，也導致河床上坡度的不連續，形成一連串的跌水現象，若粒

徑組成為偏大的礫石，則需有較大的洪水事件，才能造成顆粒的運移(張家豪，

2012)。 

 

 

圖 2-6 壩體移除後河相演變時間示意圖(Pizzu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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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不同泥砂淤積高度與組成運移關係圖(Pizzuto, 2002) 

 

Pizzuto (2002)更進一步提出壩體移除後，河相變遷的六個階段(圖 2-8)：第

一階段為壩體移除前，此時大量泥砂仍沉積在上游且尚未發生沖刷現象，因淤積

嚴重，故水深較淺，加上河床坡度最緩，流速也較平穩，及寬廣的水面，形成較

穩定的狀態。第二階段為壩體移除後的情形，水面高度急速下降，向下侵蝕力量

急速上昇，慢慢沖刷而形成新的河道形狀第三階段因為沖刷造成河床下降，由於

河道窄化產生河流向下集中沖刷。第四階段向下侵蝕的力量受到限制而無法繼續

向下沖刷，開始向河道兩岸侵蝕，造成渠道加寬。第五階段時，寬度變化不再增

加，輸砂能力也因為渠道再次寬淺化而產生淤積，河床底部逐漸升高。第六階段

底床在淤積後會重新形成新的渠道，並與未受侵蝕的河岸形成二階的河階地形。

植生現象逐漸覆蓋進而發展為穩定的洪氾平原及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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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壩體移除後河床變化示意圖(Pizzu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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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區域基本資料	

3.1 環境背景資料 

位於七家灣溪主流上之一號防砂壩壩基因受水流衝擊掏刷已被破壞，於壩體

拆除前有安全上的疑慮，且由於其乃是七家灣溪流域最下游的壩體，因此成為鮭

魚上溯的第一道屏障。針對一號壩的存廢，雪霸國家公園召開多次專家會議，匯

集各水利、水土保持、環境及生態等專家之參與以及各單位代表討論之結論，提

出「對七家灣溪一號防砂壩壩體進行壩體改善」之決議，並針對一號壩壩體改善

的方式、時機、與可能衝擊，雪霸國家公園處就水文與水理、泥砂與河相、生態

與棲地、生態檢核評估及保育效益、民意調查等不同面向，委託不同單位進行評

估。其中，由成大研究單位(王筱雯，2010)所進行之「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及棲

地改善工程－泥砂衝擊物理模型及數值分析」，探討壩體改善後河道泥砂量、泥

砂質、泥砂粒徑與河道主深槽等對河防安全與生態棲地之可能衝擊，進一步建議

壩體改善之最佳方式。 

雪霸國家公園於 2011 年五月底進行壩體移除工程。於壩體改善施工前先行

遷移七家灣溪一號壩影響河段之櫻花鈎吻鮭上百隻並安置於種源庫，以避免壩體

改善時河道內濁度過高而危及櫻花鈎吻鮭。壩體改善工程之施工便道位於一號壩

上游約 250 公尺處，使重型機具可以前進至七家灣溪一號壩址處，進行回填與壩

體拆除等工程。壩體改善工程施工階段由施工單位先對壩體上游之淤砂進行整理

與篩選，以作為右側壩體下方之回填材料，待回填砂石到達壩體右岸約一半高時，

將溪流導引至左岸，再繼續進行砂石回填工程，如圖 3-1(a)。壩體結構之移除工

程乃以怪手與破碎機進行壩體左側 1/3 壩體之移除，拆除壩體之石料回填於壩體

下游右岸處，如圖 3-1(b)。圖 3-1(c)為壩體改善完工圖，河道較拆壩前已有明顯

溯源侵蝕(王筱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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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砂回填 (b)開始壩體拆除工程 (c)壩體工程拆除完成 

圖 3-1 壩體拆除歷程(王筱雯，2011) 

 

3.2 基本資料蒐集 

(一) 地文資料 

本計畫之研究範圍，係位於台灣中部地區之武陵農場(圖 3-2)，武陵地區海

拔約 1,740~2,100 公尺，是一個由雪山山脈所圍繞而成的葫蘆形狹長谷地。區域

中主要溪流為七家灣溪，與有勝溪、司界蘭溪等匯集後即成為大甲溪上游，屬於

德基水庫集水區。七家灣溪流域面積約為 72 平方公里，總長約 15.3 公里，為大

甲溪上游的主要發源地，發源於桃山(3325 公尺)、池有山(3301 公尺)、品田山(3524

公尺)、雪山北峰(3702 公尺)和雪山(又稱興隆山，海拔 3886 公尺)之南側面，各

發源地高程皆超過 3000 公尺。西北側的品田溪與池有溪匯入桃山西溪(又稱無名

溪)，於武陵吊橋附近與北來的桃山北溪匯集成七家灣溪主流；在武陵農場本部

附近，有西側的雪山溪(又稱高山溪)匯入七家灣溪本流，在武陵國民賓館附近萬

壽橋和迎賓橋間，與有勝溪匯流形成大甲溪主流。七家灣溪平均河寬介於 30 至

150 公尺之間、流域平均高程介於 1650 至 3000 公尺(圖 3-3)；受到各山脈環繞，

其流域境內坡度大部份為 55％以上(圖 3-4)；本區地質由始新世四稜砂岩層和漸

新世水長流層及中新世廬山層所構成(圖 3-5)，七家灣溪沿岸之區域多屬侵蝕性

河階，表層沖積層既淺且薄，可見裸露出之板岩岩盤。武陵農場靠山地帶屬砂岩

地質，平緩地帶 2~4m 以上的面層屬礫石、塊岩層，下方為灰、棕黃色的砂岩互

層。七家灣溪流域坡向分布十分平均(葉昭憲，2007、2008；王筱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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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七家灣溪集水區  圖 3-3 七家灣溪流域高程圖 

  

圖 3-4 七家灣溪流域坡度圖  圖 3-5 七家灣溪流域地質圖 

資料來源:王筱雯，2010 

 

在土地利用方面，為配合臺灣櫻花鉤吻鮭保育計畫之實施，武陵遊憩區之規

劃以武陵農場南谷為主，範圍內大部分為武陵農場管有土地，除遊憩區南側及七

家灣溪岸，維持原始自然景觀外，皆為農場現有設施。武陵農場內土地除部分放

領予場員私有外，其餘均屬國有(包括建地、農業用地及道路)。本區內除農業、

遊憩外，無其他產業活動，社會、經濟活動非常有限(王筱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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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筱雯(2010)蒐集研究區域崩塌地相關資訊，根據成功大學防災中心利用衛

星航照圖判釋 2001、2002、年與 2009 年莫拉克風災後崩塌情形可知，七家灣溪

流域崩塌情形集中於集水區更上游源頭地區，且 2002 年崩塌地數量較 2001 年多

(如圖 3-6)。 

 

2001 年九二一大地震後 2002 年桃芝風災後 2009 年莫拉克風災後 

圖 3-6 七家灣流域 2001、2002、2009 年崩塌地變遷(王筱雯，2010) 

 

(二) 水文資料 

本區年平均氣溫為 15°C 左右；平均年降雨量約為 2006 公釐左右，最大累積

降雨曾達 3250 公釐左右，最小累積降雨約 767 公釐左右。桃山雨量測站為氣象

局所紀錄距七家灣溪之最近雨量站，自 1970 至 2009 年歷年月平均降雨量的紀錄

如圖 3-7 所示。七家灣溪流域內設有流量站兩站，分別為台電之有勝溪流量站與

七家灣溪流量站。有勝溪流量站位於有勝溪，流域面積為 31.12 平方公里，流量

資料由 1994 年開始紀錄至今，最大瞬時流量為 233.95cms (2007/10/06)；七家灣

流量站位於伊卡丸溪，流域面積 110.71 平方公里，流量資料由 1964 年開始紀錄

至今，最大瞬時流量為海棠颱風期間之 884.70cms (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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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七家灣溪桃山雨量測站歷年月平均降雨量圖(王筱雯，2010) 

 

王筱雯(2011)於七家灣溪一號壩上游 1.2 公里至下游 1.8 公里監測範圍內共

設有水位測站三處，設置地點分別為觀魚台右岸處、兆豐橋及萬壽橋上。本計畫

蒐集拆壩前三次重要歷史颱風事件(包括賀伯、艾利與海棠)與拆壩後至今所經歷

之五次大型降雨事件所造成大幅變化之水位資料，並重新整理 1981~2009 年七家

灣溪流量站當年度實測最大瞬時流量資料後進一步進行流量頻率分析，得出不同

重現期距之洪水流量。根據七家灣流量站 2011 年水位流量率定曲線，茲將萬壽

橋所測得各事件最高水位值、以面積權重推估各點位之流量值、及所對應之重現

期距年整理如表 3-1。賀伯、艾利、海棠、米雷颱風之時水位歷線如圖 3.8 至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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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事件最高水位值及流量推估 

降雨事件 日期 萬壽橋

最高水

位(m) 

七家灣站

流量(cms)

生態中心

流量(cms)

一號壩流

量(cms) 

重現期

距(年) 

賀伯颱風 1996/7/29 N/A 395 297  230  10 

艾利颱風 2004/8/23 N/A 510 383  297  10 

海棠颱風 2005/7/16 N/A 844 634  491  50 

辛樂克颱風 2008/9/11 N/A 482 362  280  10 

薔密颱風 2008/9/26 N/A 325 244  189  5 

米雷颱風 2011/6/25 1.40 34 26  20  1.11 

東北季風 2011/10/3 1.42 36 27  21  1.11 

梅雨 2012/6/12 2.79 139 104  81  2 

泰利颱風 2012/6/25 1.46 38 29  22  1.11 

蘇拉颱風 2012/8/2 4.75 403 303  234  10 

備註: 賀伯、艾利及海棠颱風瞬時流量資料係由台灣電力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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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崩塌地與岩盤判釋調查 

有關河道崩塌地與岩盤判釋調查，本研究於 2012 年 9 月 9 日至 15 日進行為期

七天之現場實勘，調查內容包含邊坡崩塌位置之確認、崩塌範圍之界定與岩盤狀

態紀錄，調查範圍涵蓋七家灣溪一號壩上游 1.2 公里至下游 1.8 公里之區域。  

本次調查結果共計有邊坡崩塌 7 處及岩盤外露區域 21 處，分布位置如圖 4-2(a)

與 4-2(b)，壩上游左岸 500 公尺處崩塌之現地照片如圖 4-2(c)。由結果可知崩塌

地大多集中於壩上游 500 公尺內，而下游僅兩處崩塌。總崩塌面積單位深度土砂

量估約 11,712 立方公尺，其估算是以崩塌面積乘上假設崩塌單位深度 1 公尺。

各崩塌地位置、尺寸及估算量如表 4-1 所示。至於岩盤部分，壩體拆除前，可明

顯發現七家灣溪一號壩下游左右岸之連續性岩盤裸露，壩體拆除後，壩上游左右

岸經歷數場大小不一的洪水事件後岩盤出露。 

  表 4-1 崩塌土砂量估算 

距離 

(公尺) 

崩塌面積

(平方公尺) 

單位深度

(公尺) 

單位深度土砂量

(立方公尺) 

備註 

0K+425 2181 1 2181 上游左岸邊坡 

0K+350 890 1 890 上游左岸邊坡 

0K+310 579 1 579 上游左岸邊坡 

0K+250 5990 1 5990 上游左岸邊坡 

0K+115 1878 1 1878 上游左岸邊坡 

0K-50 155 1 155 下游左岸邊坡 

0K-150 39 1 39 下游左岸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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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岩盤與崩塌地判釋 (a) 上游崩塌及岩盤裸露區域 (b) 下游崩塌及岩盤裸

露區域(c) 壩上游五百公尺左岸崩塌現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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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站(S23)、武陵茶莊(S18-5)、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S17-1)等四重點區域進

行斷面量測(如圖 4-2)，並配合崩塌地與岩盤位置進行衝擊評估。 

觀魚台所在斷面為 S41(如圖 4-4)，距離一號壩往上游 1419 公尺。根據王筱雯

(2011)，2011 年 5 月 11 日與 2010 年 4 月 11 日之兩次壩體拆除前量測結果相比，

主深槽位置淤高約 0.4 公尺，可能是上游崩塌所帶來的土砂堆積於此。2012 年 2

月 13 日因米雷颱風與東北季風降雨影響，泥砂因沖刷帶至下游，導致此斷面產

生侵蝕的現象；2012 年 8 月蘇拉颱風為七家灣溪壩體拆除後所經歷最大的降雨

事件，本研究於 2012 年 9 月 11 日量測結果可看出距右岸 10~25 公尺間河道有明

顯沖刷情形發生，最大沖刷深度約 0.6 公尺，左岸的主深槽則無明顯的變化，河

道兩岸則無明顯的變化，亦無崩塌潛勢。 

武陵管理站所在斷面為 S23、S22 及 C 斷面，S22 斷面為壩址處，C 斷面兩

岸皆為岩盤，因無側向侵蝕及下刷之潛勢，故討論斷面 S23(如圖 4-5)，S23 斷面

約在壩體上游 48 公尺處，拆壩後一個月的米雷颱風造成大量泥砂縱向侵蝕，下

刷深度約 5 公尺，而左右岸邊則僅有些微沖刷。底床繼續下刷至一定程度後，由

現地的觀察可知未能被帶走之泥砂已屬大粒徑，導致後續的淘刷情形並未太嚴重。

泰利颱風後，除主深槽向下刷深約 1.1 公尺外，河道亦發生側向侵蝕，侵蝕距離

右岸約 7 公尺，左岸約 2 公尺。蘇拉颱風後，本研究於 2012 年 9 月 11 日量測結

果可看出主深槽僅下刷 0.3 公尺，側向侵蝕致右岸岩盤出露，左岸側向侵蝕 14

公尺引致河岸崩塌，崩塌土方堆積於原主深槽，造成主深槽向右岸移動。 

武陵茶莊所在斷面為 S18-5(如圖 4-6)，約在一號壩下游 484 公尺處。由壩體

拆除前之 2010 年 4 月 11 日與 2011 年 5 月 11 日兩次結果相比，可看出右岸至河

床中央部分有些微的淤積，左岸則有侵蝕的現象，壩體拆除後之 2012 年 2 月 13

日調查可知河道中央有淤積現象，最大淤積高度約達 0.5 公尺，顯示拆壩下游淤

積影響段已達 500 公尺。本研究於蘇拉颱風後 2012 年 9 月 11 日進行量測，結果

可看出主深槽高程約抬升 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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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所在斷面為 S17-1(如圖 4-7)，約在一號壩下游 880

公尺處。由圖中可發現壩體拆除前(2011/5/25)至壩體拆除後(2012/2/13)，期間經

歷米雷颱風、東北季風之大型降雨事件，河道並無明顯沖淤情形發生，顯示此斷

面尚未受到壩體拆除後的影響。蘇拉颱風後，本研究於 2012 年 9 月 11 日量測結

果可看出距右岸 17~40 公尺有明顯的淤積，淤積量最高達 2 公尺，左右岸邊也有

少許淤積現象，主深槽高程約抬升 1 公尺，由此可知下游淤積影響段已從 500

公尺延伸至 9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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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觀魚台 S41(1K+419) 

 

圖 4-5 管理站 S23(0K+48) 

 

圖 4-6 茶莊 S18-5(0K-484) 

 

圖 4-7 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 S17-1(0K-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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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壩址安全性調查 

七家灣溪一號壩拆除前，壩址下游右岸基礎及壩下，因長年受到沖刷，已形

成明顯沖刷坑(如圖 4-8)，初估右岸沖刷坑深度達 3~4  公尺，壩體正下方沖刷坑

深度亦達 2.5~3  公尺  之譜(王筱雯，2010)。本研究於今年之不同時期記錄沖刷

坑之變化，以作為了解其與壩體安全之基礎。壩體拆除後至 2012 年梅雨、泰利

颱風(2012/06/20)事件前，於一號壩上游左岸約 3 公尺處及壩體正下方有兩處明

顯沖刷坑：上游處之沖刷坑產生原因應為上游左岸約 3 公尺處大型岩石堆積於此

沖刷坑形成處上方，而之前所經歷之大水事件並無足夠能量將之啟動，因此經一

段時間，細粒料遭掏刷，而產生沖刷坑，如圖 4-9 所示，直至梅雨、泰利颱風後，

此造成沖刷坑之大石頭被較強之水流帶往下游，沖刷坑已不復見；至於壩體下游

沖刷坑產生原因，則應為壩體改善工程並未將壩體結構拆至壩基，後因水流流經

壩體束縮斷面而產生跌水，使得此處掏刷，如圖 4-10，而後 2012 年 8 月蘇拉颱

風所帶來的洪水挾帶土石將拆壩缺口處之壩基沖毀，導致沖刷坑上溯約 5 公尺，

其範圍雖變大、但沖刷深度趨緩，如圖 4-11。 

 至於一號壩右側殘存壩體之壩基結構部分，其現況如圖 4-12，由圖可看出其

近左側拆口切面處之下方底床於壩體移除前即已被掏蝕所形成沖刷坑之狀況，由

於自壩體表面直接向下之水流衝擊因拆壩後已緩解，此處沖刷坑目前屬穩定。而

往右岸靠近道路之壩體基座結構較為完整，加上壩址處右岸為連續性岩盤地形，

因此壩基安全性目前不致對管理站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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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上游其餘壩體調查 

七家灣溪一號壩上游有數座防砂壩(圖 3.1)，距離最近之結構物乃為距離約

2.8 公里之二號防砂壩，其原壩高約 11 公尺(林務局，1991)，不過壩體卻因基盤

淘蝕的問題，在 2004 年七月歷經雷馬遜(Rammasun)與納克莉(Nakri)兩個颱風所

帶來豪雨侵襲後而毀損(葉昭憲，2007)。續往上游之結構物乃為距一號壩 4.3 公

里之三號防砂壩，位於桃山西溪與桃山北溪匯流口處，其壩高約 10.4 公尺(林務

局，1991)，壩體仍完整，僅右岸處有個小缺口。壩下游河道窄縮及坡降變大，

導致下游兩岸被淘刷的情況愈趨嚴重，土石崩落的情形也愈多(葉昭憲，2007)，

於 2004 年艾利颱風後壩下游河道嚴重下刷，葉昭憲(2007)進行七家灣溪各壩體

現況調查，所紀錄之壩高為 23 公尺，代表壩下游河道已下刷約 12 公尺，如圖

4-12a。本研究進一步於 2012 年 11 月前往七家灣溪三號壩進行壩體現況調查，

壩體狀況仍良好，壩下游河道現狀如圖 4-12b，由圖中可看出左岸崩塌土砂已被

帶走而使岩盤裸露，左岸岩盤底部已被掏刷而露出，顯示河道仍有持續下刷情形。

至於續往上游之七家灣溪四號壩位於桃山西溪上游距三號壩約 100 公尺，其壩高

13 公尺(林務局，1991)，2007 年壩體狀況與 2012 年現況如圖 4-13，可由圖中看

出，壩體僅右側刮蝕缺口擴大，壩體狀況整體仍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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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七家灣溪三號壩下游 (a) 2007 年(葉昭憲，2007) (b) 2012 年(本研究拍攝) 

 

圖 4-13 七家灣溪四號壩 (a) 2007 年(葉昭憲，2007) (b) 2012 年(本研究拍攝)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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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道衝擊評估	

本研究計畫以河段區分，針對壩址處、壩上游河段、壩下游河段等三個河段

在目前之調查成果下之河道環境可能衝擊進行評估，茲分述如下： 

(一) 壩址處環境評估 

1. 回填土石 

自壩體移除施工階段至今年九月份已經歷五場大水事件，特別是約十年頻率

洪水的蘇拉颱風，估計約造成 770 立方公尺的土砂量被帶往下游，然而此土砂量

與溯源侵蝕土方量及崩塌量相比，對河道衝擊相對有限。目前尚存約 230 立方公

尺回填土砂，部分堆積於壩下沖刷坑，另一部分堆積於壩下右岸處，對於壩體安

全並無直接影響。 

2. 沖刷坑 

沖刷坑之產生可能會對壩基之穩定性產生影響，本研究針對沖刷坑進行調查， 

原於壩體拆除前已形成之沖刷坑位置於壩體拆除期間已被回填土石填滿，而壩體

拆除後一年之蘇拉颱風期間沖毀壩基拆口處後，新生成之沖刷坑高程落差降低，

衝擊減緩。至於右側殘存壩體之壩基結構部分，由於壩址處右岸為連續性岩盤地

形，加上壩體表面直接向下之水流衝擊因拆壩後已緩解，因此右側殘存壩體之壩

基結構目前對管理站不致於構成安全疑慮。 

3. 側岸 

壩體改善後，壩體上游河段於 2011 年之幾場大水事件受到側向侵蝕作用，右

岸靠近壩址處僅剩約寬度 7 米左右，而後於 2012 年經歷梅雨、泰利颱風以及蘇

拉颱風，壩上游 50 公尺內左右岸土砂幾乎已侵蝕至岸壁處，壩上游左岸 50 至

200 公尺側向侵蝕則接近邊坡坡腳處。如經大型洪水事件，對壩上游 50 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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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左岸邊坡穩固及安全可能造成威脅。一號壩下游側岸則與改善工程前差異不

大，但右岸原蛇籠處邊坡有持續下滑之趨勢。 

(二)上游環境衝擊評估 

1. 崩塌潛勢 

蘇拉颱風後，壩上游 50 公尺處(S23 斷面)主深槽僅下刷 0.3 公尺，下刷能力

趨緩，河道兩岸侵蝕潛勢提升，右岸為岩盤，左岸為鬆軟土層，降雨後容易出現

沖刷或崩落情形，導致河相的改變。王筱雯(2010)曾於拆壩前進行崩塌地調查，

調查範圍涵蓋七家灣溪一號壩上下游各一公里之區域，計共有河岸崩塌 1處，邊

坡崩塌 9 處，壩上 500 公尺範圍內之總崩塌面積單位深度土砂量估約有 3,851  立

方公尺；其中較大型之崩塌位於壩體上游約 400 公尺處左岸位置。本研究於今年

再次進行崩塌地調查以了解拆壩後河岸舊有崩塌之演變與是否有新生成之崩塌。

本研究計畫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購買 2010 年武陵地區航

照圖，做為 2010 年崩塌地調查描繪底圖，並請航空測量公司於蘇拉颱風後進行

航空拍攝，做為 2012 年崩塌地調查描繪底圖。由新舊崩塌地比對(圖 5-1)結果發

現，壩上游 500 公尺及下游 200 公尺內共 7 處崩塌。其中上游 115、250、310

及 425 公尺等四處崩塌地為舊有崩塌地，因強降雨而持續崩塌，使得面積增大，

其餘三處皆為新生崩塌地。2012 年七家灣溪一號壩上 500 公尺範圍內之總崩塌

面積單位深度土砂量估計約 11,518 立方公尺。由於此屬沖積岸壁，因降雨事件

而造成之岸壁崩塌乃為合理之河相變動發展，雖因此增加河道泥沙運移量，但較

一次大型崩塌所可能造成之更大危害之風險為小。 

而由如壩體上游 48 公尺處之斷面 S23(如圖 4-5)調查，亦可觀察出河道演變與

崩塌之關係。在未拆壩前，河道主深槽與兩岸之高程落差小，在洪水事件下之水

力衝擊易使兩側邊坡造成崩塌；而拆壩後一個月的米雷颱風主要造成河道縱向侵

蝕，未有明顯之側向侵蝕；拆壩後十三個月的泰利颱風後，除主深槽向下刷深約

1.1 公尺外，河道亦發生右岸約 7 公尺及左岸約 2 公尺之側向侵蝕；拆壩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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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游環境衝擊評估 

1. 洪水提高潛勢 

七家灣溪一號壩之壩體改善，致使淤砂坡度調整，洪水位變化情形與河床的

沖刷下降及淤積抬昇有直接關連性。 

一號壩自 2011 年 5 月底拆除後，壩體下游開始淤積，斷面間淤積程度不一，

且部分斷面之淤積土方已有部分再被帶往更下游。於 2012 年 6 月份大型洪水事

件前，壩下游 500 公尺兆豐橋處之淤積約 0.5 公尺，梅雨、泰利颱風後，淤積高

度再增加至 0.7 公尺，且堆積河段影響範圍約至下游 630 公尺處，蘇拉颱風後，

兆豐橋處河道淤積高度已達 1 公尺；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處河道淤積量最高

達 2 公尺，主深槽高程約抬升 1 公尺(如圖 4-7)。 

王筱雯(2012)根據斷面調查成果，利用向量內插法計算沖刷土方量。計算結

果顯示，蘇拉颱風後溯源侵蝕範圍已遠離 S26 斷面，並向上游延伸至觀魚台，以

壩上游至觀魚台 S41 斷面約 1400 公尺河段之土方量計算範圍來看，壩體拆除後

至今於壩上游河段約有近二十萬立方公尺之泥砂量被帶往至下游。目前此被帶往

下游之泥砂大多淤積於下游一公里內河道，並持續向下游傳遞。 

王筱雯(2010)曾利用 NETSTARS 擬似二維輸砂數值模式，模擬七家灣溪一號

壩拆除後經歷辛樂克、薔密颱風後河道與水位變化，該模式以一號壩為控制點，

利用1967至2009年七家灣流量站瞬時流量資料推估之重現期流量面積權重法求

得於一號壩流量，其中辛樂克颱風流量為 81.8cms ，薔密颱風流量為 159.6cms ；

其結果顯示，兩場颱風對茶莊附近河床影響不大，第一場颱風河道僅淤高約 0.18

公尺；之後河床再淤高約 0.5 公尺。滿岸流量下，水位抬昇約 0.7 公尺，由於茶

莊附近之兆豐橋橋面距水位約 14 公尺，因此壩體拆除所造成之底床抬升並不足

以對茶莊及其附近之結構物(如茶廠、茶廠廠長宿舍等建物)造成影響；兩場颱風

造成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附近河床淤高約 1.91 公尺，之後略微下降至接近

原河床高程。滿岸流量下，水位變動幅度不明顯。該研究亦指出如經歷一場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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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流量為 384.8cms 之洪水事件，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斷面 S18 處水位將會

抬高 3 公尺。本研究根據其推估結果，搭配斷面調查結果進一步判斷後續生態中

心之洪災潛勢，經分析後可知拆壩前此處(斷面 S18)之最低高程為 1734.2 公尺、

蘇拉颱風後因淤積使得此處高程抬高至 1735.7 公尺，而路面上之生態中心建築

物之高程約為 1739.5 公尺，因此若水位抬高 3 公尺，仍不致於溢淹。 

 除上述模擬水位之分析之外，本研究並另以通洪流量探討臺灣櫻花鉤吻鮭生

態中心洪水潛勢。生態中心與附近斷面相對位置如圖 5-2 所示，由圖中可知生態

中心沿岸為岩盤，延伸約 40 公尺，其中岩盤未顯露之右側河岸之沖積土砂堆積

如圖 5-3，而最接近生態中心之斷面為 S18 與 S17-1，此處河寬約 40 公尺，兩斷

面距離80公尺。本研究於2012年11月10日現勘並再次針對此兩斷面進行量測，

並利用曼寧公式計算此兩處斷面最大通洪流量，經計算後求得 S18 斷面之最大可

通洪流量為 590cms；S17-1 斷面之最大可通洪流量則為 686cms，搭配 3.2 節所

述之重現期距流量分析，此通洪流量為近 50 年之重現期流量，類似海棠颱風等

歷史水文事件。亦即，若此處之斷面高程不變，未來若發生如 50 年重現期距以

上之颱風，其滿岸流量會造成溢淹危險。在大流量下，雖有滿岸流量溢流之風險，

但因河床泥砂之啟動等劇烈泥砂運移行為，原本淤積於此處的泥砂將被再帶往下

游，造成此處底床高程下降，減緩溢淹風險。根據本研究自拆壩後對於斷面之持

續調查與觀察，原堆積於一號壩上游之泥砂量雖因拆壩後帶往下游，但其乃往下

游持續傳遞，由初期以壩下游 500 公尺之主要淤積段延伸至壩下游近一公里河段，

加上其河寬較窄、流速較大，推測後續土砂將傳遞至其下游 200 公尺遊客中心處

較寬河段堆積。至於坡腳掏刷之可能，由於生態中心附近河段為一長直偏左岸之

河道，據河流走向，左岸為攻擊面，因此主深槽之偏移對右岸坡腳之掏刷可能性

為小。 

然而，目前本研究掌握蘇拉颱風(10 年頻率流量)之影響，但若未來有相對較

大(如 50 年頻率洪水或以上)事件發生，仍有其不確定因素，因此相關重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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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細砂堆積處採樣位置 

 

圖 5-6 各採驗點之粒徑分佈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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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壩對下游德基水庫庫容之影響  

德基水庫位於大甲溪上游，集水區面積為 601.6 平方公里，有效容量達 176

百萬立方公尺，具有發電灌溉、給水、觀光、防洪等多功能目標。為了庫容，相

關單位於上游集水區內所施作之水土保持工程有所貢獻。然而，根據中華水土保

持學會(2009)之調查研究，大甲溪流域地勢陡峭，自九二一地震後，上游集水區

土石鬆動而邊坡穩定度下降，流域內新生大量崩塌地，其參照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於 2006年所作之全省崩塌地判釋結果，大甲溪流域內的崩塌地面積約 4299.7 公

頃，使得水庫淤積量增加甚多。王筱雯(2010)蒐集德基水庫歷年淤積調查資料，

水庫庫容於 2001年至 2006間淤積約有兩千六百萬方之多，年平均淤積量較以往

增加 10倍之多。根據 2009年之「德基水庫集水區第六期治理計畫之調查規劃

報告」指出泥砂生產之主要來源以大甲溪支流必坦溪產生最大淤積量，其次為晉

元溪影響最大。推測其主要原因來自於期間內七二水災、敏督莉颱風、艾莉颱風

等重要事件。王筱雯(2010)進一步收集成功大學防災中心於 2009 年莫拉克風災

後崩塌判釋結果(如圖 5-7)，得知大部份之崩塌地集中於雪山、大劍山、佳陽山、

南湖大山及中央尖山等地勢陡峭處，另德基水庫右岸亦有較多之崩塌，此為水庫

淤積泥砂主要來源之一。 

德基水庫集水區內共計有防砂壩 119 座，本研究蒐集其中有座標點位記載之

防砂壩共計 65 座(中華水土保持學會，2009)，繪如圖 5-7 所示，由圖可知七家灣

溪上游之崩塌狀況與南湖溪上游段等處相較下為和緩。七家灣溪一號壩拆除至今，

包含上游河道因側向侵蝕產生之邊坡崩塌所進入河道之泥砂量，約有近二十萬立

方公尺的泥砂被沖刷至下游(王筱雯，2012)，已近乎王筱雯(2010)以水土保持手

冊建議公式所推估之二十萬立方公尺防砂壩攔蓄泥砂量。經本研究之斷面調查，

這些下移之土方量目前多數堆積於壩下游 900 公尺內之河道，雖部分土砂仍持續

下移，但由圖 5-7 可知，七家灣溪一號壩距德基水庫約 21 公里河道間仍有約 6

座防砂壩可作為緩衝，下移之土砂量不致於直接影響德基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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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莫拉克風災後崩塌地判釋與集水區內防砂壩分布圖(資料來源:成大防災中

心；中華水土保持學會，2009) 

 

(四) 小結 

綜上所述，七家灣溪一號壩拆除營造了生態的正面效益，而拆壩後至今，經

歷了不同水文事件之考驗，包括拆壩後一個月約 1.11 年重現期距的米雷颱風、

拆壩後 13 個月約 2 年重現期距的梅雨事件及 1.11 年重現期距的泰利颱風、拆壩

後 15 個月約 10 年重現期距且等同於歷史事件中賀伯颱風的蘇拉颱風等，河道變

化如上游河道溯源侵蝕、側向侵蝕、岸壁崩塌、壩址處環境調整、下游河道河床

抬升、整體河道泥砂粒徑變化等皆屬預期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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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文獻與案例探討，國外雖已有不少拆壩案例與經驗，但如七家灣溪

一號壩之壩高規模與集水區輸砂量之環境條件等類似案例仍相當有限，由於台灣

地理及氣候條件特殊，水文變異大，七家灣溪一號壩於拆壩前的相關泥砂衝擊評

估、拆壩階段與拆壩後持續之河道記錄與河道演變之探討與可能衝擊之持續探析，

可作為國外案例參考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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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一) 結論 

本研究以河段區分，針對壩址處、壩上游河段、壩下游河段等三個河段在目

前之調查成果下之河道環境可能衝擊進行評估，其結論分述如下： 

1. 壩址處環境評估 

目前尚存約 230 立方公尺回填土砂，部分堆積於壩下沖刷坑，另一部分堆積

於壩下右岸處，對於壩體安全並無直接影響。壩體拆除後一年之蘇拉颱風期間沖

毀壩基拆口處後，新生成之沖刷坑高程落差降低，衝擊減緩，然後續仍需要持續

觀察。於 2012 年經歷梅雨、泰利颱風以及蘇拉颱風，壩上游 50 公尺內左右岸土

砂幾乎已侵蝕至岸壁處，壩上游左岸50至200公尺側向侵蝕則接近邊坡坡腳處。 

一號壩下游側岸則與改善工程前差異不大，但右岸原蛇籠處邊坡有持續下滑之趨

勢。 

2. 上游環境衝擊評估 

新舊崩塌地比對結果發現，壩上游 500 公尺及下游 200 公尺內共 7 處崩塌。

其中上游 115、250、310 及 425 公尺等四處崩塌地為舊有崩塌地，因強降雨而持

續崩塌，使得面積增大，其餘三處皆為新生崩塌地。2012 年七家灣溪一號壩上

下游共三公里之總崩塌面積單位深度土砂量估計約 11,712 立方公尺，此屬集水

區之自然現象。 

本團隊之縱橫斷面調查可知溯源侵蝕至今到達一號壩上游約 800 公尺處，因

此推估位於一號壩上游距離約 2.8 公里與 4.3 公里之二號防砂壩殘存壩體與三號

防砂壩並未受到一號壩拆除之影響。後續對於上游其他結構物之影響，需持續藉

由現地河床縱橫斷面高程調查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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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游環境衝擊評估 

本研究利用曼寧公式計算 S17-1 與 S18 兩處斷面最大之通洪流量，經計算後

求得 S18 斷面之最大通洪流量為 590cms；S17-1 斷面之最大通洪流量則為 686cms， 

為近 50 年之重現期流量，類似海棠颱風等歷史水文事件。亦即，若此處之斷面

高程不變，未來若發生如 50 年以上之重現期距颱風，其滿岸流量則有溢淹危險。

但因河床泥砂之啟動等泥砂運移行為，原本淤積於此處的泥砂將被再帶往下游，

造成此處底床高程下降，可能減緩溢淹風險。 

整體而言，七家灣溪一號壩拆除後至今約一年半，經歷了不同強度之水文事

件之考驗，河道變化如上游河道溯源侵蝕、側向侵蝕、岸壁崩塌、壩址處環境調

整、下游河道河床抬升、整體河道泥砂粒徑變化等皆在預期範圍內，河道環境衝

擊性得以掌握。 

 

(二) 建議 

本研究計畫針對七家灣溪河道環境中因拆壩後之河相改變所造成之河道環境

衝擊進行探討評估，期望藉由長期的環境調查與紀錄提供國內外壩體改善後河相

變化與可能環境衝擊探討之重要參考依據。由於河川環境乃隨著不同營力有所變

動，本研究進一步強調適應性管理之重要，建議在維護管理上需考慮環境變動之

不確定性且不斷追蹤監測以調整操作方式。  

為了瞭解河床演變的趨勢及特性，適當水文與輸砂量資料之佐證相當關鍵，

建議七家灣溪已架設之水位計、濁度計、影像記錄等能持續運作，以掌握現地河

床之後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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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灣溪一號壩壩體改善後河道衝擊評估 

委託計畫期中簡報審查意見處理情形 

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7 日 下午 3 點 30 分 

地點：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林處長 青                                       紀錄：謝耿洲 

 

委員意見 處理情形 

根據研究推測因拆壩引起之多處崩塌

係屬良性之發展，可避免一次坍塌所造

成更大之危害，同時崩塌現象並無任何

安全上之疑慮。 

感謝委員指教。 

種源庫旁之河段屬突擴段，易產生泥砂

淤積，請研究團隊於期末提出種源庫沿

岸之地質狀況(是否屬連續性岩盤)、極

端事件對種源庫之淹水風險推估及該

河段通水量等評估報告，以供管理處因

應之參考。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補充說明已於第五

章 

武陵管理站前石籠有下陷現象，惟下刷

已減緩，目前並無安全之虞。 

感謝委員指教。 

請研究團隊更正報告內部分用詞如攔

砂壩須改為防砂壩、台灣鉤吻鮭應統一

為臺灣櫻花鉤吻鮭等。 

感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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