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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範圍包括中央山脈北段山區地帶，奇萊及南湖兩大山區係
本區河川之主要源流區。國家公園區域內之河系以立霧溪為主要的主幹河川，另

外尚有大甲溪源流之南湖溪、合歡溪、畢祿溪及耳無溪，和平溪上游之和平南溪、

三棧南溪、三棧北溪等支流。立霧溪上游之支流甚多，由下而上依次有砂卡礑溪、

荖西溪、陶塞溪、休督溪、小瓦黑爾溪、塔次基里溪和瓦黑爾溪等等大小支流。 
 
    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各河川之集水區之原始森林和原生植被，尚維持相
當完整，只有少數地區有果園或菜園的開墾，因此對河川水質的污染程度仍較

低。然而因為本區河川上游之地質環境極為特殊，有許多崩塌地形和高落差的溪

谷，容易造成河水混濁和河床不穩定之現象。河川中游地帶亦有頗多高落差瀑布

和峽谷等地形，最常見於各河川主支流交會點之間，例如休督溪、富田溪、瓦黑

爾溪等支流與立霧溪交會點均是著名的瀑布區。立霧溪下游則因河水含砂量較大

而水流速度頗為急湍，在大理石峽谷中急速沖刷，河底幾近平滑或僅含顆粒較小

的卵石和砂，河床環境之變動常因水量而異，因此在立霧溪主流裡相當缺乏適合

水生動物棲息的環境條件。 
 
    立霧溪的水生生物相在本省之中，可以算是相當貧瘠的河川之一。只有在少
部份較小型的支流裡，如砂卡礑溪、休督溪等河段，由於河床較穩固，上游集水

區之地理環境較穩定。因此仍有一些水域環境頗佳的河段，有不同的水生動物棲

息其間。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以往調查（呂等，1983；大津，1990；曾，1992）
所記錄之 16種魚類和 10種蝦蟹類之中，除了中央山脈西部南湖溪才有分布的台
灣纓口鰍和蓮花池中的泥鰍等引進種之外，共有 11種溪流魚類和所有的蝦蟹類
均分布於砂卡礑溪之中。因此可知砂卡礑溪是本園區溪流生態中最重要的一條河

川（曾，1992）。同時也因為本區所發現的許多生物，都是國內重要得洄游性生
物，因此在本區所做的各項保護這些洄游性生物的措施，也將是其他相關溪流可

以借鏡的地方。 
 
    立霧溪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最重要的溪流，主流起源於奇萊山北峰，海



拔 3100公尺，全長 54.5公里，流域面積 621平方公里（石等，1987）。立霧溪
全部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境內，流域上游呈扇形，幾條支流在天祥附近匯流後成為

著名的太魯閣峽谷中游，急湍的奔流往東傾瀉而下，於新城附近注入太平洋。全

域均受東北季風及颱風影響，年降雨量達二千公厘左右。由於河川坡度陡峻，水

力資源豐富，在民國 44年即設立了立霧電廠，並建有溪畔壩及砂卡礑溪欄水壩
引水發電。 
 
    砂卡礑溪為立霧溪之第一條支流，距離立霧溪入海口 9.5公里，會流口標高
95公尺，起源於二子山與曉星山之間海拔 2340公尺之馱彌陀山，全長 17.2公里。
流域面積約 58平方公里（石等，1987），僅次於另一條支流陶塞溪（123平方公
里），略大於小瓦黑爾溪（57平方公里）和華綠溪（56平方公里）。有關於砂卡
礑溪的水文資料，僅有台灣電力公司在攔水壩的地方所做的長期記錄。以民國七

十四年至八十四年之間所有的流量統計，大致上可以發現砂卡礑溪年平均流量約

在 1.86~3.11cms左右。八十四年至八十五年之間的取水流量統計資料，亦顯示在
砂卡礑溪攔水堰的取水流量平均達 2.6cms。由於本攔水堰的最大取水量為
4.1cms，因此亦即顯示本地的流量在某些時段裡會有超過台電取水的最大容量，
因此會有從攔水堰溢流的情形。由於每年所做的統計因為該地交通與天候狀況特

殊的緣故，因此無法常態的取得數據。然而根據每一年所統計的數據而言，砂卡

礑溪的枯水期並沒有明顯的區分，僅有在幾年的四五月之間，以及夏季八月左右

的時候，有較低水位的時候。 
 
    俗稱神秘谷的「砂卡礑溪」，沿溪風景優美怡人，陸上生態原始，有步道供
遊客漫步遊憩。大部份來此的訪客，均係循著河谷右側的既成步道出入神秘谷。

她並非路途艱難或谷深不可測始稱其神秘，只因為其誘人之美而被冠以其名。這

裡的美不盡然只是山谷壯盛之美，尚有諸多生命之美藏於其中。諸如青山植物及

盛開的百花，爭鳴的飛羽雀鳥，舞之翩翩的彩蝶，莫不都是神秘谷引人入勝的諸

多美景。然而，就在潺潺流水之間還有許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奇妙生物也棲息於其

間。我們以往均不曾留意其存在，事實上這兒的生物世界是東海岸少有的一塊寶

藏。在這裡共有 12種溪流魚類和 11種的蝦蟹類分布於砂卡礑溪之中，其中除了
純淡水性的台灣鏟頜魚與兩種淡水蟹類之外，其餘的 11種魚類和 9種蝦蟹類都
是屬於河海洄游性的種類（曾，1992）。這些魚類在砂卡礑溪中的數量仍是相當
多，但是因為台電公司在本溪中游設有攔水壩將所有的溪水截流進入發電隧道之

中。以至下游河段只有涓涓細流。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所能提供的水生生物棲息

空間極為有限，因此現存的所有溯河進入砂卡礑溪的洄游性生物，都只能擠在一

段不到四公里的小溪流之中。 
 
    砂卡礑溪攔水壩以上的廣大溪流之中，只有純淡水性的台灣鏟頜魚一種魚類
棲息於此間。雖然攔砂壩下方也有許多洄游性魚蝦蟹類的幼苗，但是也因為沒有



能力越過這個人為障礙到達廣闊的上游十餘公里溪流之中，因此在有限的下游溪

流環境中互相競爭，成長速度和活存數量都比起東部其他相類似的溪流遜色。事

實上，在攔水壩以上的溪流環境中，也因為只有一種啃食溪底石頭上附生底藻的

台灣鏟頜魚，缺乏完整溪流生態體系中應有的其他食物鏈成員，諸如以溪流中任

何有機物為食的毛蟹和淡水長臂大蝦可以擔任清除溪流垃圾的工作，喜歡攝食絲

藻的匙指蝦可以幫助清除溪流中過多的藻類等等。因此空有豐沛的溪水而無相對

豐富的生物種類，對於一處以保育為主要目的的國家公園而言是一件頗令人不解

的事。有鑑於此，國家公園管理處也積極協調台電公司設法改善本攔水壩對於洄

游性生物的障礙，並針對維持本溪下游最基本溪流生態所需的流量進行研究。希

望在和台電公司相互的配合之下，達到保育本園區最重要的溪流生態環境的目

的。 
 
    根據以往的訪問調查研究所知，立霧溪有極為豐富的洄游性生物資源，但是
因為缺乏妥善的保護措施之下，許多溯河中的魚蝦蟹苗在河口附近就被無情的電

捕撈取，僥倖進入河川中的小苗仍有一部份因為沒有適當的導引，因誤入發電廠

之中而無法順利的繼續溯入上游河川去完成正常的生活史。這種現象可以在以往

立霧電廠的廠區裡經常發現大量的毛蟹幼苗，或是成堆的蝦虎和鱸鰻魚苗等事實

證明之。 
 
    由於東部溪流中的洄游性生物種類相當特殊而且豐富，許多是本省其他西部
地區所不易發現的種類，有些種類的生態習性更是特殊，不僅在溪流生態中可當

做環境指標，有時更可以當做一個生態教育的活教材。本溪環境的可及性相當

高，再加上已有的多樣性生態，使得本溪在以往的各項環境生態教育活動中，提

供成為相當成功的活教材。相信在日益擴展的國家公園生態解說教育上，本溪的

各種生態資源將會有更大的用處，也因此有必要將本地的珍貴溪流生物特別加以

保護。由於本溪以往並無精確的針對各項水生動物生態需求和真正的資源量等問

題有過詳細的調查，因為過去也未曾針對本地所特有的洄游性生物做過相關的魚

道等設計研究，因此得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之委託，進行本項之研究工作。 
 
    在砂卡礑溪的水生生物之中（表一），除了純淡水性的台灣鏟頜魚與兩種淡
水蟹類（太魯閣澤蟹和陸蟹）之外，其餘的 11種魚類和 9種蝦蟹類都是屬於河
海洄游性的種類，這些魚蝦蟹類在砂卡礑溪中的數量仍是相當多，它們在本地區

有極為重要的生態和教育意義，例如； 
 
1. 砂卡礑溪是立霧溪流域之中唯一一條生態環境最好的溪流，溪流生物種類最
多，生物量也最豐富。 

 
2. 本溪有許多具有經濟價值的水生動物，傳統上是附近原住民的漁獲食物之



一，例如毛蟹、長腳大蝦、鱸鰻、台灣鏟頜魚、大吻蝦虎和日本禿頭鯊等等。 
 
3. 本溪流之中有些種類對於淡水河川生態的平衡，或是水質的維持有幫助，例
如大和米蝦可以清除綠色絲藻，毛蟹是河川中最佳的清道夫。 

 
4. 本溪流中的許多生物種類，是本區水鳥或是傍水而居的動物主要食物來源，
例如河烏和綠蓑鷺以蝦虎科魚類為食，黃魚鴞以溪流蟹和毛蟹為主食。 

5. 本溪流經常可以發現許多攀爬於急流旁，或是瀑布邊潮濕岩壁上的魚類和蝦
蟹類，是本區最富解說教育價值的溪流生態景觀之一。甚至是在某些季節裡，

在一些特定的地區就可以看到許多魚類和蝦蟹類集體洄游的景象，最具有生

態教育之功能。 
 
6. 本溪不僅擁有完整的溪流生態環境，同時也有極為方便的交通，使得本溪流
具有成為東部地區最佳的野外生態教育場所的潛力。 

 
雖然本溪流具有特殊的價值，但是因為台電公司在本溪流中設有攔水壩， 

將所有的溪水截流進入發電隧道之中，以至於所有溯河進入砂卡礑溪的洄游性生

物，都只能擠在一段不到四公里的涓涓小溪流之中。由於本溪流具有以上所說的

特殊價值，因此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基於保育的立場，希望協調台電公司於早

在日據時代即已建立的立霧電廠砂卡礑溪攔水壩，考慮實施生態維護放水量措

施，以及規劃可供魚蝦蟹類溯降的魚道等工作，是以委託本計劃進行研究。 
 
本計劃的目的是希望針對維持砂卡礑溪中下游，最基本溪流生態所需的生態 

維護流量進行研究，並且研究改善本攔水壩對於洄游性生物的障礙，規劃適當的

魚道設施。希望在台電公司的配合之下，達到保育本園區最重要的溪流生態環境

的目的。 
 

貳、 研究範圍、過程和方法 

 
    以往國外的魚道設計研究工作，主要是著重於溫帶地區較大型的鮭鱒魚類的
利用之上，少部分是針對較小型的河川純淡水魚的鯉科魚類或是香魚等種類而

做。甚少是對於諸如本省東部地區所常見的大批熱帶或是亞熱帶洄游性生物種類

而做的研究，以致於以往在本省東部地區較少看到成功的魚道設計案例。由於任

何地區所要規劃的魚道設計，都必須有相當詳細的各項魚類生態習性資料，因此

本次的研究針對本地區所特有的洄游性生物，進行詳細的生態調查和實驗分析。

主要的研究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 
 



一、針對本地所有的洄游性生物，進行各項洄游性生態資料的調查。包括洄游性

生物的種類調查、來游季節和時間、洄游方式、運動特性和能力分析、爾後保護

措施的規劃等工作。 
 
二、針對本溪攔水壩所應補設的魚道設施進行規劃。 
 
研究的範圍除了包括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的立霧溪與砂卡礑溪等地之外，並將擴

及其下游的立霧溪河口段等地區。 
 
本研究計劃以一年之時間，按照以下的步驟實施之，其內容包括： 
 
（一）河域生態棲地的各項基本水文調查，包括不同季節中不同河段的水深、流 
速和流量等資料。 
 
（二）生物種類調查；包括自行以各種方法採集撈捕、觀察及記錄，或委託當地

居民協助採集及記錄。採集之原則除保存少部分以做為鑑定物種和統計資源量之

外，大部分均在捕捉記錄各項資料之後立即放回河川中。 
 
（三）鑑定各物種，記錄其分佈情形、相對數量、生活習性和被利用之狀況（主 
要是河口的魚苗撈捕情形）。 
 
（四）根據前述各項生物調查所得之資料，以及攔水壩本身的結構特性，規劃壩

所要增設之魚道設施，並且研擬各項管理作業措施。 
 
（五）規劃各項河川資源保育的措施，建立一套可以結合台電公司以及當地政府

在園區內外執行的溪流生態保育方案，以保護本溪流之各種珍貴水產資源。 
 
有關水生生物種類組成以及分布範圍之研究包括： 
 
A． 調查範圍：本項調查之範圍包括砂卡礑溪全域和立霧溪下游（自溪畔壩以下 
至出海口）。 
 
B． 調查方法： 
 
1．網捕：利用手投網、魚苗叉網及不同網目之刺網，採捕河川及河口區之魚類
及其他水生生物。 

 
2．魚苗陷阱：在河口、砂卡礑溪和立霧溪會流口附近等地，設置魚苗陷阱（同



曾等，1994），以捕捉溯河性魚苗，記錄其種類、數量、來游時間和行為等資料。 
 
3．目視法：河濱或是電廠內所能發現之各種動物主要以目視記錄之，如有特別
之種類，則以徒手捕捉後攜回鑑定。 
 
4．訪問當地居民及文獻整理：直接訪問當地有經驗之居民，訪問記錄各種常見
之魚貝類。並整理以往本區之水生生物調查報告。 
 
有關魚道的規劃設計工作包括： 
 
（一）收集砂卡礑溪水文資料與砂卡礑溪攔水壩的基本設計圖面資料； 
（二）整理本地相關洄游性魚類和蝦蟹類的生態習性基本資料； 
（三）選定適合型式的魚道的構造－暫時性或是半暫時性構造； 
 

參、 結果 

 
    經過一年的調查研究，發現立霧溪有豐富的洄游性生物，包括； 
 

1.本省東部在冬季裡（十月至隔年二月），有相當多的白鰻鰻苗洄游到各河
口附近的海域，並且溯入河口之中，在這個季節裡，附近的漁民經常會在河口附

近捕捉鰻苗以供養殖之用。本季（八十三年十一月至八十四年二月為止）本區的

鰻苗產量較以往數年稍多，但是魚苗價格卻仍然高漲至每尾三十餘圓以上，最高

時可達 54圓。這種魚苗價格偏高的原因，據業者說明是因為本省許多鰻苗被走
私出口到中國大陸去了，本地養殖業者所需的鰻苗數量不足所需，因此價格高居

不下，許多撈捕鰻苗的漁民均發了一筆小財。 
 
    另外在捕捉鰻苗的同時，也會捕捉到許多不同種類的洄游性魚苗，例如鱸鰻
鰻苗、烏魚苗以及許多蝦虎科魚類幼苗，同時也有許多洄游性字紋弓蟹的大眼幼

蟲夾雜在漁民所捕捉的漁獲物之中。這些魚苗有部分會溯入河川中上游，例如烏

魚魚苗和蝦虎科魚類的幼苗。但是也有一部份種類僅在河口附近或是河川下游棲

息，並不會繼續上溯到河川中上游河段，例如字紋弓蟹和雙邊魚等，這些種類較

不會受到上游電廠的影響。 
 

2.立霧溪口和本省東部各地的河川一樣，有許多的鱸鰻鰻苗經年可見，但是
最多的數量鰻苗來游是出現於每年冬季白鰻來游的季節和五、六月之間。鱸鰻鰻

苗會在夏季裡一直上溯到河川中上游，根據訪問得知部分鱸鰻鰻苗有可能會誤入

立霧電廠廠房之內。 



 
    3.立霧溪河口常見的蝦虎科魚類（日本禿頭鯊和大吻蝦虎為最主要的種類）
自每年春季起，一直到秋末的這段時間裡都會溯河，其中又以五、六、七月之間

為最多。河口經常可以看見許多居民以電網捕捉這些溯河性魚苗，有極少部分是

作為釣魚之誘餌，另有部分魚獲是自行食用之外，有時還會出售給附近飲食店作

為新鮮海產。從河口繼續上溯而來的魚苗逐漸長大，平常可以見到零零星星的魚

苗，攀爬在各急流邊的潮濕岩壁之上溯河。在電廠之尾水路附近的排水牆壁之

上，也偶而可以看到少數的魚苗攀爬而上，在來游數量最多的時候還會誤入電廠

之內。砂卡礑溪下游自三月起即經常可以看到和捕捉到上溯的小魚苗，最多的時

候則在五、六月之間。 
 

4.毛蟹（臺灣絨螯蟹）和字紋弓蟹的幼苗（大眼幼蟲期）終年都會溯河，尤
其是在夏季裡為最多。字紋弓蟹喜歡在下游河段生活，毛蟹則會繼續上溯至河川

中上游地區。這些毛蟹幼苗在上溯到電廠附近時，已經成長為幼蟹，經常誤入電

廠之內而死亡。春末之時可以發現降海洄游的成熟種蟹。利用攔截網所捕捉到的

成蟹頭胸甲長約在 3.5~4.9cm左右，體重為 15.8~57.1g左右。 
 

    台灣絨螯蟹（以往稱為直額絨螯蟹）是一種僅分佈於臺灣東部本省特有種洄
游性生物。奇特徵是殼甲略呈六角形，表面扁平且平滑。兩眼之間的額呈平直狀。

鉗腳掌部外表面叢生絨毛，內面則光滑。步腳側扁，各長節上緣密生短毛。第五

步腳掌短且寬扁。 
 
    本種係河海洄游的蟹類，幼蟹在河川中成長約兩年即可成熟，生殖季節的降
海洄游期為 1~5月之間，此時會順流而下，在河口或內灣的海域產卵。抱卵數約
為 89,000~289,000粒之多。產卵期在 3~7月之間，而以 6~7月為盛產期。親蟹在
繁殖過後就會死亡，並不會在回到河川中生長，因此本種的壽命僅約 2~3年而
已。受精卵在海水中孵化後經過數度的變態，大約 16天後可以變態成為甲寬約
為 1.55mm的大眼幼蟲，隨即成群的上溯至淡水河川中繼續成長。在這個時候也
有許多字紋弓蟹的大眼幼蟲一併的上溯，但是後者的體型較大，甲寬約有 3.87mm
（洪，1993）。 
 
    字紋弓蟹在本溪上溯的季節似乎相當長，甚至在冬季十一或是十二月間仍然
有相當數量的大眼幼蟲自海中溯入河川之內（游，1994）。根據觀察這些冬季溯
河的大眼幼蟲，會先在河口棲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變態成為幼蟹之後數月，才

於隔年四月間再繼續上溯河川中游。相反的，在夏季裡溯河的大眼幼蟲，很可能

直接溯河進入河川，不做停留就直接往上游溯河。因此在許多魚苗陷阱的地方可

以觀察到數量頗多的大眼幼蟲和剛變態的幼蟹。 
 



    雖然目前知道台灣絨螯蟹的大眼幼蟲，在每年 6月至 8月之間可在河口附近
採集到（洪，1993）。但是在本年度的調查裡，並未真正發現到有相當數量的群
體集中溯河。以往所看到的成群大眼幼蟲上溯的情形，仍有待繼續的追蹤調查。

目前對於這兩種蟹類的分布情形略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毛蟹毫無疑問的會上溯到

十數公里之遙的山區小山澗之中成長，字紋弓蟹則僅分布在下游河段的主流地

區。該種蟹類不僅成群的在主流中生活之外，尚喜歡爬上鄰近地區的小山澗或是

小水塘中棲息。 
 
    這兩種蟹類都是雜食性而且成長快速之淡水蟹，係河川中的清道夫，台灣絨
螯蟹成長的體型頗大，可長至 8~10公分，約 200~600公克以上，一直是人們喜
好的食物對象。字紋弓蟹雖然數量亦相當多，但是比較兇猛而且體型比毛蟹稍

小，一般的人較不喜歡捕捉，但是仍然可以食用。近年來由於天然環境的改變，

以及人為大量的捕捉，這些珍貴的蟹類數量有減少的情形。 
 
    5.大部分的蝦類幼苗終年都會溯河，但是以夏季為最多。成熟種蝦在四季裡
都可以發現有抱卵降海洄游的現象。蝦類幼苗在海洋中行浮游生活，進入河內的

變態完成小蝦苗，經常成群的在夜間沿溪兩側爬行上溯。根據電廠資深員工告

知，偶而會有成群蝦類沿著電廠的排水管溯入電廠之內，顯見其數量之多。 
 

6.砂卡礑溪終年都有相當多的洄游性生物棲息，春末夏初則是溯河性生物最
活躍的季節。根據所設之陷阱所捕捉的種類比較，三、四月溯河的種類以日本禿

頭鯊為最多，五、六月間則以大吻蝦虎為最多。這些魚類的體型明顯地大過剛溯

入河口的魚苗，平均體長已達 4.2cm（日本禿頭鯊）與 3.9cm（大吻蝦虎）左右，
比起剛溯河時分別的體長 3.5cm和 1.5cm以有明顯的成長。在一般的陷阱裡也可
以捕捉到台灣鏟頜魚，體型大都是 10cm左右。 
 

7.進入砂卡礑溪的游泳性洄游魚類（烏魚和湯鯉等），大部分因為跳躍能力
的關係，致使這些種類的分布僅止於下游的巨石區高落差之下。 
 

8.台灣鏟頜魚（苦花）的分布整段溪流均有，尤其攔水壩之上的數量極多，
也有溯河至水溫約 15℃左右的河段產卵的現象。目前因為保育工作執行較有效，
許多水域裡都可以看到相當多數量的較大型魚群活動。 
 
    9.在所有的洄游性生物之中除了台灣鏟頜魚之外，未來可能利用攔水壩魚道
設施的生物種類，其溯河行為大都以攀爬性為主，較少跳躍性的種類。 
 
    10.在一般水流量較低的時候，攔水壩都沒有溢流水，僅有排砂道的極小滲
水，無法吸引生物的上溯。在雨季或是豐水期的時候，如果有較大的溢流水，則



可以見到極少數日本禿頭鯊和大吻蝦虎攀爬而上，溯河到攔水壩以上的河段繼續

成長。 
 

肆、 討論 

 
    由於台灣多山地之地形，又因水資源有限，許多地方建了水庫、攔水堰和攔
砂壩，因而影響河川之生態的完整性和連通性甚為嚴重。許多魚類之棲地受破

壞，或是魚類之自然洄游路徑與行為被阻隔，河川生物資源亦因而受到極嚴重之

傷害（曾，1990）。在自然的河川環境下，許多水生物可以藉著上下的遷移活動，
可以躲避不良的生活條件，或尋找更合適生活的場所。例如洪水期裡，大部份上

游的魚類會被洪水衝激或是自行順流而下，一直到一個夠大的迴流深潭，水流較

緩慢而不虞被急流沖走的地方；就停留在那裡度過危險期。當洪水消退時，這些

魚類就陸續的再回到溯它原來的棲地。如果河川中沒有任何巨大地形障礙，魚類

可以很容易地溯回上游去。可是當攔水壩或是攔砂壩將河川截為二段之後，如果

壩體本身沒有適當的魚道設施或是足夠的放流水，可以讓魚類順利的渡過這個人

為障礙，那麼這些魚類就再也回不了壩上的棲地了，例如砂卡礑溪攔水壩的下堤

面在今年颱風後稍微有一些破損，因此有一處相當大的深潭。當溢流的洪水逐漸

減退的時候，就有許多趁勢溯河的台灣鏟頜魚集結在攔水壩之下，而當溢流水完

全停止之後，一大群的魚就被困在這個破水潭之中，顯然是因為這些魚類根本無

法越過這個壩堤而被困在這個地方，因此如何提供一處可以繼續上溯的魚道，是

極為迫切的事。 
 
    事實上，魚道的設計工作所要顧慮的事物相當繁複，並非單純只考慮讓魚順
利的越過堰堤而已。例如我們目前所熟知的一些魚道，大都只是針對溯河魚類的

需要而設計。但是甚少魚道規劃上也已經做到了能夠讓那些反方向降海，或是順

流下到河川下游的魚類順利的找到越過堰堤的出路。因此有許多降海洄游的成魚

或是幼苗，有時會被直接沖下攔砂壩，或是隨著攔水堰旁的取水管道進入灌溉、

飲水或是發電系統之中（Ott, et al., 1993）。以砂卡礑溪為例，許多成熟的毛蟹會
順著主水流兩側爬行而下，到河川出海口產卵。成熟鰻魚降海洄游時，會順著水

流表面降到大洋中繁殖。在河川上游出生的蝦虎魚類幼苗，會順流降至海邊渡過

幼苗浮游期的那一段時間。這些降海洄游的種類如果沒有妥善的增加保護措施，

日後也可能會因為誤入發電引水隧道，進而可能會被渦輪機所傷害（Larinier, M., 
1990）。 
 
    台灣最早的魚道設計，應屬於日本人在 1918年左右於淡水河以上南勢溪沿
線所造的 3~4個魚道，由下游往上分別在桂山攔水壩、龜山路、忠治以及烏來等
地均有此類設施，可惜截至目前為止謹剩桂山攔水壩的魚道，因年久自然毀損而



於前年重新按照原有設計整修改建，其餘的魚道均因壩堤二次改建之後而廢置

了。 
 
    光復後林務局、水利局、水土保持局、臺灣省自來水事業處、台電公司以及
石門水庫管理局等單位在全省各地溪游中，陸續建造數十座魚道的設施。可惜這

些設施之中大部分因為早年的參考資料有限，大都只能模仿美日等國常用做為鮭

鱒類所用的魚道設計，因此對本省不同習性的淡水魚類而言，應用上仍有不方便

之處。魚道的設計應當首先了解當地魚類的特性，再針對各種魚類的習性加以規

劃，方能將魚道造的適合當地魚類所需，否則誠屬可惜！直到這幾年各工程單位

積極引進新的魚道設計技術和觀念，因此近年來所建之魚道日漸精良。雖然目前

現有值得推介之魚道仍有限，但是台灣目前即將施工中之數座魚道設計已應用一

些較新之觀念，相信可以將此項河川工程推向另一個新的紀元。 
 
    以往本省所有的魚道設計工作，甚少有過事先的溪流生態調查研究，甚至也
沒有過現場水文調查的資料，因此有許多建造完成的魚道無法發揮其預定的功

能。直至民國七十四年時，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有鑑於區域內之

欖仁溪因建築攔砂壩，可能對該河川之珍貴溪流生態造成影響。因而委託進行有

關增修魚道之可行性研究，以改善攔砂壩對於生態的影響（曾，1986）。自此之
後，台灣各地有多處有魚道設計的工作也都有事先的生態調查研究。其中包括大

甲溪上游七家灣溪櫻花鉤吻鮭魚道勘查規劃（闕等，1987）、鹿角坑溪取水堰魚
道設置（沈等，1991）、大甲溪馬鞍壩魚道規劃設計（張等，1992）等等。另外，
農委會與各級政府單位年來陸續委託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文化大學、台灣省特

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和漁業技術顧問社等單位，陸續的進行了許多基礎和實際的

魚道研究工作。目前大致上對於魚道工程的掌握應當沒有太多的問題，主要的是

尚欠缺對於各地特殊的魚類生態基本資料的了解，因此實際設計時仍經常會出現

狀況。這些事先的調查研究工作和一些基礎的學理研究，對於本省魚道設計的能

力提升，將有相當大的助益。相關的魚道設計基本原理可以分別說明如下； 
 
（一）設立魚道之目的 
 
1、在阻礙魚群洄游的構造物或特殊的河床地形上，為了去除或減輕其障礙性，
因而設立魚道。 
 
2、設計魚道之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育水產資源。 
 
3、維持「適合魚類棲息的河川」是次要目的。「適合魚類棲息的河川」，事實上
可因國人之親水性而異，換句話說，魚道設置的真正目的就是維持讓人們更容易

親近的河川。 



 
（二）魚道的種類和構造 
 
    魚道（Fishway, Fish pass）的定義：為使魚類能克服河川中任何阻礙，使其
順利往上溯游的任何人為所做的通路之通稱。在於名詞上，魚道係指構造較單

純，僅是減低落差的通路，稱之為魚道。如果通路中具有較複雜的導壁或隔壁等

設施，則稱之為魚梯（Fish ladder）。 
 
（三）魚道的型式 
    魚道的設計型式必須依照阻礙（瀑布、堰堤或水壩）的規模、構造、放水狀
況、位置、河川的特性、魚類的生態和經濟效益等因素來考慮。因此魚道有許多

不同型式，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 
 
A－1 水路式 

1、平面式魚道 Simple plane system.  
2、導壁式魚道 Complex plane system.  
3、階段式魚道 Pool and fall system.  
               （step system）. 
4、逆流式魚道 Counter current system. 
               （Denil system）. 
5、隧道式魚道 Tunnel system. 
6、鰻魚道     Eel ladder. 
 

A－2 掬揚式 
7、升降梯式魚道 Elevater system. 
 

A－3閘門式魚道 
8、閘門式魚道 Lock and gate system. 
 
前所述 8種魚道的基本型式，其構造分別是： 
 
1、平面式魚道 

    僅設計一個簡單的斜坡式構渠，可供水流通，或者可兼作行船之用的水路。
主要的是利用在低落差的障礙物上使坡度降低後，水流的速度能夠減至魚類的游

泳能力界限之內。對於一些游泳能力頗強的鮭鱒魚類較為適用。這種簡單的水路

為了適應地形，或達到低坡度的要求，可以做成彎曲的弧形，或做多次的轉折。

有的時候為了使用水流速降低，亦可在中途構築幾個小池，或將底部造成波狀隆 
起，或立一些石頭或小柱子，以減低水流之速度。在一些較低的攔水壩或攔砂壩，



可以在壩頂的一側設置一個切口，沿切口向另外一側加設一個斜走的坡道，亦可

供一些魚類使用。這些多變化的設計觀念仍被廣泛運用在現代的魚道設計之上。 
 

2、導壁式魚道 
如果平面式魚道的水流速度過大時，魚類上溯將有困難，因此在水道中加設 

緩和水流的阻隔導壁，將有助於對水流速度的控制。導壁的形狀，間隔和突出的

角度均有許多不同的型式。主要是配合魚類的習性，或造成一些渦流，或提供魚

類短暫休息的場所。這是魚道設計型式的較新趨勢之一。 
 

3、階段式魚道 
    本種魚道和導壁式魚道的主要差別在於做為減低水流的隔壁，較之導壁式的
導壁更寬，而兩側均連接到魚道的兩側，水流主要是越過隔壁時速度能能夠低緩

下來。這種方式的魚道是最普遍而且效果極佳，為一般人所採用本形式魚道主要

的設計著眼於隔壁的形式變化。如果隔壁的頂部有高低之別，則越流的水深會隨

著高低的不同而變淺或變深，流速也因而有緩有急，每一個隔壁能交互使用，則

可使水流產生不同的變化，魚類可以依其游泳能力尋求適合的位置上溯。隔壁的

下方有時可挖出一個通水的潛孔。潛孔可以減低水壓，也能在水位極低落時仍保

持有水流，同時可兼具排除砂石雜物的功能。隔壁有時是和水流走向垂直，或向

上流部或下流傾斜均有不同效果。有時為了加強隔壁的穩定，可以做成梯形。 
 

4、逆流式魚道 
    本型的設計主要是在水道中設置一些特殊型式的隔（導）壁，使部份的水流
能產生逆向流動，由於能減低流速之效果極佳，在實用上的價值亦高，故愈來愈

受歡迎及廣泛使用。尤其是在研究較大坡度的暫時性或較短距離的魚道上，更受

到大家的注目。 
 

5、隧道式魚道 
    部份地區由於建造開渠式魚道較不方便，則可以利用暗渠式之設計，水路內
的設計大多用階段式的構造方法。由於一般魚類對於全黑的水路仍有排斥性，因

此在魚道頂部可以加裝電燈，或利用垂直通風管直接自外界採光，以保持魚道內

仍有足夠的光照。 
 

6、鰻魚道 
    針對鰻魚的運動方式和習性，在暗渠中利用竹管或蛇籠，可供鰻魚的隱藏和
上溯之用。在階段式魚道，沿潛孔的位置，加設蛇籠的裝置，亦可供鰻魚利用。

有些堰堤是利用許多隔板來調節水流和水位，則特別設計一些可以自動曲折的長

木，筒筒內有許多固定的突起，水流可由木筒穿過隔板而流出，鰻魚即可釦長木

筒內往上溯，這種設計在許多舊型攔水堰中頗適用。 



 
7、升降梯式魚道 

    本式魚道適合於較高之水壩，藉著附加的動力，使壩下方集結的魚群能運送
到壩頂上方而放流。大部分的設計依照以下的順序操作之，階段式魚道→集魚池

→升降梯式電梯→放魚用水道→水庫放流。本式魚道的規模頗大，必須和誘魚的

裝置或連接的水路相結合，同時要有固定的人管理才可行。 
 

8、閘門式魚道 
    利用二組以上的閘門做交替的啟閉，使魚能順利往上溯。通常時上游的閘門
先關閉，而開啟下游的閘門，使魚游入水室中。接著將下游的閘門放下，再開啟

上游的閘門，使水室中的魚繼續往上溯。這種方法和許多運河中供船舶行走的閘

門操作原理相同。 
 
（四）設計魚道的必備條件 
 
    為了使魚道能夠充分發揮其效果，必須考慮以下 6項條件。 
 

1、魚道出水口必須容易誘集魚類。讓必須使用魚道的魚兒們，能毫無阻礙
地僅快到達入口，且順利進入魚道中。 
 
    2、能夠長期保持有適當的水流。 
 
    3、構造必需適合本地魚種和魚類溯河時之體長使用。使進入魚道的魚兒們，
能輕易且快速的游完全程並從出口游出。 
 
    4、避免造成魚類的傷害或造成魚類的過度疲勞。從魚道游出的魚兒們，能
夠立即找到正確的方向，避免陷入迷失方向的危險狀態。 
 
    5、建造、管理和維持要儘量簡便，建造費不宜過高。 
 
    6、保全設施必須完全。 
 
    以上 6項條件按照其優先順序排列，尤其前三項是最需要考慮的條件。為了
達到以上的要求，在設計之前必須考慮到魚道設置的（A）位置和方向，（B）魚
道的寬度，（C）放水流量、流速和放水狀況，（D）魚道的傾斜度和建築構造。 
 
（A）位置和方向 

 



    魚類在往上溯的時候，往往是沿著河岸兩側者為多。因此，魚道通常設在岸
側，使魚類較容易集中到魚道的出水口。另外，在岸側構築的工事亦較方便。魚

類上溯到堰堤時會尋找主要的水流位置，再沿其兩傍上溯，因此魚道的位置要和

水流的中心互相配合。如果堰堤和河流的走向略為傾斜，魚道則設置在較斜向上

游的一側，因為魚類會沿著堰堤而朝上游的方向移動。 
 
    魚道下方的出水口附近式魚類聚集之所，魚道的下方往往被沖成一個較深的
凹地，水流的方向亦會影響到魚停留在這個位置的時間長短，如果魚道出水口的

方向和河流的方向保持在 30°~ 60°之間魚類的誘集情形最好，如果超過 90°
以上，則效果會減低。 
 
    魚道的位置選擇尚要注意不要使出水口過於遠離堰堤，或是和發電廠的取水
口和排水口過近，否則魚類易於迷失方向。 
 
    （B）幅員 
 
    水流往往會決定魚道的成敗，如果水流量愈大，愈能將魚類誘集在一起，而
魚道中流水速度又會影響魚類上溯的能力，因此只有改變魚道的幅員（寬度），

可以取得適當的水流量和流速。如果魚道幅員愈廣，則水流量可以增加，但是更

得考量可以利用的取水量，以及堤堰的安全顧慮，不能過於擴張魚道的幅員。根

據國外一些水壩築設魚道的統計中發現，較常被採用的幅員約是堰堤長度的 4~5
﹪，如果幅員低於 3﹪，則效果不佳，如果堰堤愈長，魚道幅員則必須有正比例
的增加。 
 
    （C）通水量、流速和放水狀況 
 
    魚道中的通水量是以水流的斷面積乘以流速的積。通水量愈大雖然更能誘集
魚類，但是必須考慮魚類的游泳能力，並且考慮魚類在魚道中的停留時間，儘量

不要使魚類過於疲勞而無法游完全程。 
 
    魚的游泳能力是決定魚道內水流速度的重要因子，游泳能力又取決於魚的種
類、體長大小、生理狀況、水溫和溯河時間。其中較重要的是要知道是那一種多

大體長的魚來使用這個魚道。想要得到這個資料，就必須由河川魚類調查的資料

中取得。例如在河川的上中下游各有設有供香魚使用的魚道，則因下游的魚道是

香魚幼苗溯河的地方，必須針對其游泳能力較弱的事實來決定魚道的設計，例如

體長 6~10cm的香魚幼苗，如果水流速在 50~60 cm／s時，其游泳能力最強，可
達 100 cm／s，而水流變弱或變強，香魚的游泳能力亦會減弱，因此設計上就以
選定 50~60 cm／s為水流速度的標準。 



 
    相對的，在中游地區，香魚體形較大，適合的水流為 50~70 cm／s。上游段
的水流速又因香魚體形更大，而且游泳能力更強，因此又可提高至 60~80 cm／s
的設計標準了。一般的鰻魚游泳速度和體長也有相同的正相關，鰻線用之魚道用

水流在 40cm／s時最合適，如果鰻魚體長達到 15~30 cm時，水流標準又可提升
到 150 cm／s。又如臺灣常見的溪魚，在體長 7．5~9．5 cm之開時，在流速 80 cm
／s以下，溯河毫無問題，而水流如超過 100 cm／s，則較不易通過。關於這種
溪流中魚類游泳能力的數據，目前仍極缺乏，因此在設計魚道時，缺乏可以依據

之標準。 
 
    在臺灣的河川，由於水量並不十分充足的情況下，甚難長時間的使魚道內的
水流量維持在一定高的標準。但是過小的水流量對於魚類的刺激作用較弱，因此

如何配合魚種的溯河季節和溯河時間，做較大規模的放水，將有助於誘集魚群，

以及使魚群能順利的溯上。像鰻魚這種主要在夜間溯河的種類，可在晚上放流較

大量的水，就可以有效的刺激鰻魚的河。在白天則因鰻魚均蟄伏在下游深潭的隱

蔽處，縱使放大量的水，也無法引誘其上溯。每一種魚溯河的時間略有不同，因

此魚道的放水狀況應視溯河魚種之不同而加以調整。 
 
（五）魚道的管理 
 
    魚道管理的主要項目如下： 
 
1、調節流量。 
 
2、堆積砂土等的排出。 
 
3、對於鳥類，禁止捕魚等活動的監視和防止。 
 
4、對於破損、河床低下等導致的功能降低之改善。 
 
5、其它。 
 
（六）設置後的改善方法 
 
1、找不到入口處（入口處設計不良者），聚集成群的魚兒們究竟會採取什麼樣的
行動呢？ 
 
2、在群體行動中，每一隻的游泳力、跳躍力有多大的差別呢？ 



 
3、慢到什麼程度的流速，魚兒不再上溯？ 
 
4、魚道內魚群混雜，會出現什麼樣的障礙呢？（或是魚道內可容納多少尾魚？） 
 
5、調節流量的裝置，並不是讓流量確保在一定數，也不是在固定的時間間隔內
調整流量的變化，什麼樣的調節方式最適當呢？ 
 
    以上這些疑問，須要實地調查與無數次的實驗。除此以外當然還有許多待改
進之處，這些都需借助新儀器與新血輪的加入，共同克服這些問題。魚道設計乃

一專門技術，不僅須有魚類生態學的基本知識，尚得結合水利、土木工程學知識、

甚至機械、電機等專門學識也是必須知曉的條件。 
 
    事實上根據在東部其他地區所做的相關研究中發現，東部地區所有的洄游性
生物種類可能有 50種以上（曾，1994）。立霧溪雖然溪流環境並不一定可以和其
他諸如花蓮溪、秀姑巒溪或者是卑南大溪等較大型的主要溪流相提並論，但是以

立霧溪口正位於沿岸黑潮的輸送路線上的條件，能夠順著溪水的吸引而溯入河川

的種類應該不在少數。以往在立霧溪口調查當地漁民所捕撈的魚苗種類時，亦發

現有相當多不同種類的魚苗，因此相信有更深入的調查工作，將會使本地的洄游

性生物資源有更清楚的了解。 
 
    由於以往在規劃魚道設施的時候，經常碰到無法精確的估計本溪的水生生物
資源量等問題，以致於常有資訊不足而無法有效規劃的情形。然而最近在東部地

區發現有一種非常有效的魚苗陷阱，可以有效而毫無傷害的捕捉到以往所不易撈

捕的小型溯河性魚蝦蟹類幼苗。因此這種設計將會對於溯河性生物資源的定量有

相當大的幫助，可以有效的定量洄游性生物資源（曾，1994）。 
 
    以砂卡礑溪所有的特殊生態體系而言，未來規劃攔水壩的魚道設施設計基
準，應該考慮以可能的最低生態維護放水量（0.5 cms）為通水標準，而以提供本
區較為多數的攀爬性生物為主的改良式區斜面魚道設計方式，將是最可行的方

式。 
 
    砂卡礑溪攔水堰只是台電公司立霧發電廠的兩個攔水堰之一，雖然此地的水
質遠較溪畔壩所截取的立霧溪主流還要好，但是因為所能夠取水的量有限，一般

也都是作為輔助發電和清洗機件為最大用途。以砂卡礑溪攔水壩的設置規模而

言，取水口是位於堰堤的東側（面向下游的左岸），上游主要水流接近堰堤之時

的方向也是偏向左岸的流向，取水口旁邊也有一道排砂用閘道，經常有滲流水流

出，因此堰堤下方也經常有積水和形成水潭。如果以現有的攔水壩結構而言，其，



堰頂斜面相當陡峭而且長，縱使有溢流水也無法讓魚類越過此段障礙。在研究期

間也有遇到幾次發生壩面溢流水的時間，的確看到不少魚類在此跳躍，但是都只

是在斜面上撞牆而已，很快的就被水流所沖下去。反而有幾隻綠蓑鷺就站在旁

邊，趁機啄食這些跳躍中或是攀爬在斜面上的魚類，對於魚類的損失而言是相當

大的。 
 
    事實上，不僅是有許多溯河中的魚類無法越過現有攔水壩的障礙，另外還有
一些降海時的生物（例如降海產卵的毛蟹或是鱸鰻），因為沒有適當的設施讓它

們避免進入引水鋼管之中，因此順水流而下的降海成魚或蝦蟹類，甚至是魚苗，

都會被吸到一段相當高壓力的管路，之後又被渦輪機攪拌一番，因此可能遭受到

相當嚴重的損傷。未來在考慮增設魚道設施的時候，也應當考慮在水流上方增設

魚柵的可能性。 
    由於本區各種洄游性生物的生活習性並不相同，許多生物溯河洄游的季節也
都不一樣。整體而言，砂卡礑溪全年幾乎都會有魚蝦蟹類的明顯遷移現象，而以

三到九月為最明顯。因此如果未來兼顧基本生態維護放流量的問題，則至少在攔

水堰上游水流量超過 3.0 cms以上的時候，魚道之內應當有較多的通水量（0.5 cms
以上），其餘水流較小（小於 2.0 cms）的季節則應當維持至少 0.17 cms的通水量，
這種調節的方法在未來可以在魚道上部入水口的地方設置兩個獨立的進水口，分

別調節流量的大小，就可以解決通水量的問題。其中一個進水口的流量必須長年

保持 0.17 cms的流量，另外一處則設計在攔水堰取水量超過 3.0 cms的時候，多
餘的逕流可以溢流到魚道取水口內，此處最大的取水量則設計為 0.33 cms，如此
配合前面一處的取水口，就可以達到總取水量 0.5 cms的標準。 
 
    由於本區有非常多數量利用攀爬方式溯河的生物，因此未來所增設的魚道應
當在魚道的兩側提供較為寬廣而平緩的斜面，提供給攀爬性的生物使用，這種增

設的構造可以利用木板或是塑鋼材料建造，並不需要更改或是破壞現有攔水壩的

結構，因此可行性相當高。未來的魚道如果不能直接架設在引水閘門或是進水口

下方，也可以考慮在取水口的對岸，以簡易式的鋼架鋪設一道斜度在五分之一左

右的斜曲面（寬度在一公尺左右），直接架設在攔水堰的上面。進水口以清除攔

水堰上游淤積的砂石開闢一個人工水道，自較上游的河段（約在堰頂一百公尺左

右）直接引水進入魚道之內，此處的簡易式魚道水流面以自然石粘貼成多變化的

表面，以供各種魚類攀爬。另外也可以利用跨越堤頂的方式，設置虹吸式的管路，

以抽水幫浦引水，如此也可以做一道簡易的魚道，提供相當多的生物所使用。但

是由於本地的電源供應較為困難，因此以前面所述的自然重力引水方式設置簡易

式魚道較為可行。 
 
伍、建議 
 



1.砂卡礑溪的溪流生態相當豐富而具有保育及教育價值，因此台電公司砂卡
礑溪攔水壩有必要檢討改善攔水壩阻擋魚類上下洄游的問題。 
 

2.國家公園管理處可考慮在砂卡礑溪長期記錄天然流量，同時據以在未來台
電公司重新申請水權之時（現有的水權年限為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能

夠據以向主管機關反應重新檢討核准的水權量。不然以目前台電公司申請高達

4.5 cms的引用水量，不僅遠超過此地的天然逕流量，同時也沒有實際的取用這
麼多的水量，更沒有考慮保護下游水域生態所需的基本生態維護放水量。未來如

能適當爭取到合理的水權量之時，也可以加以利用作為魚道的通水量。 
 

3.應當建議台電公司在砂卡礑溪攔水壩增設魚道及魚柵的設施，以供洄游性
生物之用。 

 
4.如果在台電公司未能改善上項設施之前，可以考慮在攔水堰的右側（西側）

建立簡易式的魚道。主要的構造可以採用簡易式鋼架配合木板材料建造，基本通

水量則暫時以不超過 0.2 cms為考量。在設計魚道的時候必須特別考慮本區有非
常多利用攀爬方式溯河的生物，因此必須提供較寬廣的側邊斜面以供攀爬之用。 
 

5.應當建議台電公司於立霧電廠廠尾水路附近，設置溯河性生物的導引性魚
道或是魚柵，以引導這些生物幼苗回歸到立霧溪主流，以免誤入立霧電廠廠房內

而喪生。如果設置導引性魚道有實際困難之時，也可以設置類似阿美族原住民所

使用的魚陷阱，藉由人工採捕之後以車輛搬運的方式越過立霧電廠的障礙，讓洄

游的魚類繼續上溯到國家公園範圍內。 
 

6.由於本區的洄游性生物活動旺季是夏初的這一段時間，以往委託的研究計
劃因為年度的關係，經常在最重要的季節裡無法順利進行野外研究工作。同時在

初步的野外調查資料裡也發現，砂卡礑溪在夏初的這段時間裡，有相當規模的洄

游性生物活動，但是每一年的情形都因為當年水文與氣候狀況的變化而有不同，

因此有必要進行長期多年的調查，以確實掌握所有的生物活動資料，以便未來規

劃各項保育工作，或是規劃各項解說教育的時候，有較充足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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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砂卡礑溪之水生生物種類和分布區域表；分布的範圍以檢查哨以下為
下游河段，中段則到達攔水壩以下，壩上係指攔水壩以上的河段。溯河洄游性係

指在河海兩側洄游性生物的產卵場是在河川裡，降海洄游性則係指產卵場是在海

洋之中。河川內洄游是指本種魚類在產卵之時會上溯至上游河段產卵。 
 

編號 種 類 分 布 範 圍 洄 游 性 備註 

  下游 中段 壩上   

1. 台灣鏟頜魚 ** ** *** 河川內洄游  

2. 日本禿頭鯊 *** ** * 溯河洄游性  

3. 雙帶禿頭鯊 *   溯河洄游性  

4. 褐吻蝦虎 *** ** * 溯河洄游性  

5. 大吻蝦虎 *** *** * 溯河洄游性  

6. 曙首厚唇鯊 *   溯河洄游性  

7. 湯鯉 *   降海洄游性  

8. 大口湯鯉 *   降海洄游性  

9. 棕塘鱧 *   降海洄游性  

10. 溪鱧 *   降海洄游性  

11. 鱸鰻 * * * 降海洄游性  

12. 白鰻 *   降海洄游性  

13. 大和米蝦 * *** * 降海洄游性  

14. 匙指蝦 * *  降海洄游性  

15. 金神沼蝦 *** **  降海洄游性  

16. 寬掌沼蝦 ** *  降海洄游性  

17. 日本沼蝦 *   降海洄游性  

18. 大和沼蝦 **   降海洄游性  

19 花紋沼蝦 *   降海洄游性  

20 短腕沼蝦 *** ***  降海洄游性  

21 台灣絨螯蟹 *** *** * 降海洄游性  

22 太魯閣澤蟹 *** *** *** 陸封性  

23 陸蟹 * ** ** 陸封性  

 



表二：東亞地區利用魚道的主要魚蝦蟹類。 
 

Common Name 

 

Scientific Name 

Body 

Length of 

Adult 

Period      of 

upstream/ 

down stream 

 

Spawning Area 

 

CHINA 

[anadromous] 

 

 

[catadromous] 

Japanese eel 

hair crabs 

[potamodromous] 

black carp 

 

grass carp 

 

 

 

Acipenser sinensis 

Macrura reevesii 

 

Anguilla japonica 

Ericheir spp. 

 

Mylopharyngodon 

piceus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150cm 

 

 

70cm 

 

 

30cm 

 

30cm 

 

 

 

spring/fall 

spring/fall 

 

spring/fall 

spring/winter 

 

 

 

 

 

 

 

upper reaches 

middle reaches 

 

deep ocean 

estuary 

 

middle reaches 

middle reaches 

 

 

TAIWAN 

[catadromous] 

日本鰻 Japanese eel 

鱸鰻 Swamp eel 

台灣絨螯蟹 

Taiwanese hair crab 

日本絨螯蟹 

Japanese hair crab 

[amphidromous] 

日本禿頭鯊 

monk goby 

褐吻蝦虎 

freshwater gobies 

香魚 Ayu 

沼蝦 freshwater shrimps 

[potamodromous] 

台灣鏟頜魚 

� pale chub 

 

 

Anguilla  japonica 

Anguilla marmorate 

Ericheir taiwanensis 

 

Ericheir japonicus 

 

 

Sicyopterus 

japonicus 

 

Rhinogobius spp. 

Plecoglossus altivelis 

Macrobranchium 

spp. 

Varicorhinus 

barbatulus 

Zacco spp. 

 

 

70cm 

100cm 

 

 

 

 

 

15cm 

 

 

6cm 

15cm 

 

 

17cm 

 

12~17cm 

 

 

spring/fall 

spring/fall 

winter/summer 

 

spring/winter 

 

 

spring/fall 

 

 

spring/fall 

spring/fall 

spring/fall 

 

spring/fall 

 

spring/winter 

 

 

deep ocean 

deep ocean 

estuary 

 

estuary 

 

 

middle reaches 

 

 

middle reaches 

middle reaches 

estuary 

 

upper reaches 

 

middle, lower 

reaches 

 
 



表三：七十四-八十四年砂卡礑溪攔水壩流量表。 
日期(74年) 1/1 1/5 2/1 2/9 3/8 4/11 4/25 5/17 6/17 11/28   

標高(CM) 135 80 120 150 110 90 80 130 150 110   

流量(CMS) 3.58 1.98 3.12 4.1 2.82 2.24 1.98 3.43 4.1 2.82   

             

日期(75年) 1/2 2/7 2/18 2/24 3/6 4/2 4/8 4/21 5/3 5/21 8/8 8/16 

標高(CM) 150 60 150 110 120 100 85 30 60 150 100 115 

流量(CMS) 4.1 1.42 4.1 2.82 3.12 2.52 2.13 0.52 1.42 4.1 2.52 2.97 

日期(75年) 8/23 8/25 11/4 11/10 11/14 11/17 12/29      

標高(CM) 110 150 140 120 110 150 140      

流量(CMS) 2.82 4.1 3.74 3.12 2.82 4.1 3.74      

             

日期(76年) 2/7 2/20 3/18 4/13 5/22 6/17 7/20 7/26 8/28 9/9 9/17 10/21 

標高(CM) 70 65 100 65 60 150 110 150 90 150 150 100 

流量(CMS) 1.72 1.57 2.52 1.57 1.42 4.1 2.82 4.1 2.24 4.1 4.1 2.52 

日期(76年) 10/25 12/30           

標高(CM) 150 100           

流量(CMS) 4.1 2.52           

             

日期(77年) 2/15 3/14 3/29 5/10 6/1 7/13 7/30 8/20 9/8 9/22 12/24  

標高(CM) 70 110 70 60 150 90 80 65 80 150 100  

流量(CMS) 1.72 2.82 1.72 1.42 4.1 2.24 1.98 1.57 1.98 4.1 2.52  

             

日期(78年) 1/1 2/3 2/28 3/6 3/13 3/25 4/6 4/16 4/18 4/24 5/2 5/3 

標高(CM) 140 85 70 65 70 135 150 115 130 110 95 90 

流量(CMS) 3.74 2.11 1.72 1.57 1.72 3.59 4.1 2.97 3.43 2.82 2.38 2.24 

日期(78年) 5/10 5/20 7/1 7/8 7/15 7/29 8/14 9/1 9/9 9/11 11/11 11/29 

標高(CM) 120 150 110 100 70 95 65 55 70 150 140 130 

流量(CMS) 3.12 4.1 2.82 2.52 1.72 2.38 1.57 1.27 1.72 4.1 3.74 3.43 

 



表三：七十四-八十四年砂卡礑溪攔水壩流量表（續）。 
日期(78年) 12/8            

標高(CM) 120            

流量(CMS) 3.12            

             

日期(79年) 1/11 1/19 1/26 2/12 2/22 2/28 3/16 3/24 4/3 4/18 5/16 5/19 

標高(CM) 130 120 110 140 120 150 145 140 100 150 110 150 

流量(CMS) 3.43 3.12 2.82 3.74 3.12 4.1 3.92 3.74 2.52 4.1 2.82 4.1 

日期(79年) 7/17 8/1 8/11 8/17 8/18 9/7 9/10 10/24 11/3 12/4 12/11 12/25 

標高(CM) 140 130 140 100 150 150 150 140 130 70 80 65 

流量(CMS) 3.74 3.43 3.74 2.52 4.1 4.1 4.1 3.74 3.43 1.72 1.98 1.57 

             

日期(80年) 1/8 2/1 2/7 2/21 3/14 4/6 4/12 4/13 4/18 4/25 4/30 5/1 

標高(CM) 70 100 95 140 80 65 60 65 75 70 60 150 

流量(CMS) 1.72 2.52 2.38 3.74 1.98 1.57 1.42 1.57 1.85 1.72 1.42 4.1 

日期(80年) 5/3 5/8 5/15 6/1 6/7 6/19 6/25 6/27 7/1 7/8 7/13 7/18 

標高(CM) 80 55 50 55 70 50 70 150 95 65 60 150 

流量(CMS) 1.98 1.27 1.12 1.27 1.72 1.12 1.72 4.1 2.38 1.57 1.42 4.1 

日期(80年) 7/25 8/6 8/12 8/15 8/18 8/21 9/5 9/11 9/16 9/17 10/23 10/29 

標高(CM) 150 80 85 90 130 90 70 80 100 150 140 150 

流量(CMS) 4.1 1.98 2.11 2.24 3.43 2.24 1.72 1.98 2.52 4.1 3.74 4.1 

日期(80年) 11/1

5 
11/22 11/28 12/4 12/10        

標高(CM) 150 140 130 140 100        

流量(CMS) 4.1 3.74 3.43 3.74 2.52        

             

日期(81年) 1/3 1/9 1/15 2/2 2/9 2/15 3/27 4/2 4/8 4/9 4/14 4/23 

標高(CM) 90 130 90 110 95 150 125 110 100 110 140 150 

流量(CMS) 2.24 3.43 2.24 2.82 2.38 4.1 3.28 2.82 2.52 2.82 3.74 4.1 

日期(81年) 5/8 5/14 5/16 5/20 5/26 6/1 6/19 7/1 7/7 8/12 8/19 8/21 

 



表三：七十四-八十四年砂卡礑溪攔水壩流量表（續）。 
標高(CM) 135 130 110 135 90 150 95 110 125 70 150 135 

流量(CMS) 3.59 3.43 2.82 3.59 2.24 4.1 2.38 2.82 3.28 1.72 4.1 3.59 

日期(81年) 8/27 8/28 10/30 11/11 11/21        

標高(CM) 130 150 130 95 110        

流量(CMS) 3.43 4.1 3.43 2.38 2.82        

             

日期(81年) 1/20 2/17 3/2 3/17 3/27 4/8 4/15 4/22 4/30 5/6 5/19 5/29 

標高(CM) 95 80 65 145 85 120 150 80 70 60 55 60 

流量(CMS) 2.38 1.98 1.57 3.92 2.11 3.12 4.1 1.98 1.72 1.42 1.27 1.42 

日期(82年) 6/4 6/14 6/24 7/16 7/24 8/4 8/23 9/6 9/26 11/12   

標高(CM) 65 55 50 45 50 60 50 65 70 80   

流量(CMS) 1.57 1.27 1.12 0.97 1.12 1.42 1.12 1.57 1.72 1.98   

             

日期(83年) 1/16 2/18 4/21 5/31 6/21        

標高(CM) 50 150 70 85 95        

流量(CMS) 1.12 4.1 1.72 2.11 2.38        

             

日期(84年) 1/1 1.13 1/19 1/26 2/20 3/9       

標高(CM) 150 120 100 50 130 150       

流量(CMS) 4.1 3.12 2.52 1.12 3.43 4.1       

             

年份 74

年 

75年 76年 77年 78年 79年 80年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標高 3.02 2.82 2.63 2.38 3.07 2.42 3.11 1.87 1.86 1.9 3.07  

 



表四：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五年台電砂卡礑溪攔水堰取水流量統計表，表內的統計數字僅係台電

觀測記錄，除此之外的時間仍有流量但是並無記錄值。 

時間 水位高度（cm） 流量（cms） 

84/01/01—01/13 150 4.1 

84/01/14—01/19 120 3.12 

84/01/20—01/26 100 2.52 

84/01/26—02/19 50 1.12 

84/02/20—03/08 130 3.43 

84/03/09—03/26 150 4.1 

84/03/30—04/12 80 1.98 

84/04/13—04/21 100 2.52 

84/04/22—05/05 80 1.98 

84/05/06—05/20 85 2.11 

84/05/21—06/04 150 4.1 

84/06/05—06/23 110 2.82 

84/06/24—07/07 135 3.58 

84/07/08—07/09 90 2.24 

84/07/10—10/25 150 4.1 

84/10/26—11/20 145 3.92 

84/11/21—12/31 100 2.52 

85/01/01—01/07 100 2.52 

85/01/08—01/22 80 1.98 

85/01/23—02/09 90 2.24 

85/02/10—02/17 80 1.98 

85/02/18—02/26 75 1.85 

85/02/27—03/06 80 1.98 

85/03/07—03/18 65 1.57 

85/03/19—04/05 75 1.85 

85/04/06—04/17 85 2.11 

85/04/18—05/06 70 1.72 

85/05/07—05/18 100 2.52 

85/05/19—05/26 115 2.97 

85/05/27—06/08 100 2.52 

85/06/09—06/11 85 2.11 

85/06/12—06/20 70 1.72 

85/06/21—07/04 80 1.98 

85/07/05—07/25 70 1.72 

85/07/26—09/18 150 4.1 

85/09/19—09/29 125 3.28 

85/09/30—10/14 120 3.12 

85/10/15—12/17 150 4.1 

平均 102.4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