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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水圳、梯田、陽明山國家公園、友善耕作 

一、研究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不僅蘊藏豐富的生態、人文景觀與環境資源，也擁有良好

的水圳與梯田資源。然而，過去 30 年來境內的梯田耕作情形已經逐漸消失，其主要

原因來自「產業的轉型」及「人口老化年輕外移」等。因此，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

雖仍有維護良好的水圳灌溉系統，但大部分的梯田已逐漸休耕或廢耕。梯田休耕或

廢耕後，整個田區不僅雜草叢生，也降低水源涵養的功能；由各項研究顯示，梯田

除滯洪與蓄水的功能，其對地下水補注、水質淨化及生態保育均有極大貢獻，亦即

梯田除了能保育田區生物多樣性，更能提供保水防災、梯田觀光生態體驗發展的功

能。 

由國際及國內的保育推動案例顯示：對於梯田水圳保育的推動，大都透過積極

地方溝通與組織協調以落實梯田水圳聚落的保育；因此本計畫擬在生態產業與社區

活化之目標與維持水圳與梯田之人文景觀的原則下，透過居民訪談與座談會，與當

地居民凝聚共識、確立水圳、梯田、生態產業及社區活化目標，建議居民種植未施

化肥及未施農藥之友善耕作，重現水圳梯田地景，恢復水圳梯田保水、蓄水與淨化

水質之功能，經由友善環境之耕作措施，達到「水圳梯田人文景觀保存」及促進「地

方產業發展」之雙贏目的。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研究範圍包括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等二個研究區，主

要的水圳梯田保育經營策略及構想，可區分為三大部分，包括： 

第一部份為溝通協調部分，包括︰1.持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居民間的交

流活動，促進雙方溝通。2.辦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法令政策宣導座談會，使居

民了解生活與生產相關之法令政策。3.梯田水圳保育溝通與推動平台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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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為生態產業部分，包括︰1.透過生物防治、自然農法等方式永續經營

生產環境，進行友善耕作。2.透過友善耕作機制之建立，創造十八份及尖山湖農產

品牌與銷售管道。3.採用代耕或市民農園農地出租方式，解決人力資源不足問題。 

第三部分為水圳梯田人文景觀的營造，此部分需要經由社區整體認同，於生態

產業與社區活化過程中，逐步落實。 

三、重要發現 

經由本計畫透過駐點輔導、座談會及教育訓練，當地居民不論是溝通協調、生

態產業或水圳梯田人文景觀的營造，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保育理念，基本

上是肯定與支持，但對於如何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保育，所需居民配合的

工作，則普遍不清楚具體內容。不清楚配合保育工作的具體內容，主要原因為兩個

研究區之管理或輔導單位，包括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台北市政府(或新北市政

府)、區公所、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農會、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水土保持局

及水利會等。居民對於各單位之管理或輔導項目，普遍不清楚各單位職掌下，往往

無法獲得各單位最佳的服務。例如常與民眾接觸的里辦公室、農會及發展協會等，

對於陽明山的保育理念可能並不清楚。 

但經本計畫之執行，與在地居民溝通並凝聚聚落共識下，以友善耕作方式，不

施用農藥、化學肥料等條件下，建議尖山湖地區以水稻(如千歲米)為當地優先活化

的產業，其次為蔬果類。十八份地區以蔬菜及園藝作物等旱作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

業，或可作抗癌作物區，此亦符合現代人的健康需求。 

另外，本計畫已透過教育訓練與培力訓練與居民交流溝通，總計執行尖山湖研

究區及十八份研究區各四場之教育訓練及培力訓練，詳如第三章所述。另依 2013

年度之成果，經由本計畫已可增加在地區域的自主性或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會，其

中尖山湖地區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會約為 53%，北投十八份地區非營利區域進入的

機會約為 38%；而以目前計畫推動之措施，未來可執行梯田水圳保育經營之機會，

尖山湖地區約為 30%，十八份地區約為 43%，其總執行力成效約為 38%，參考目前

梯田之保育至少需要 5 年的輔導期，本計畫僅實際執行一年，其成效已具規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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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後續繼續執行推動。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居民種植未施化肥及未施農藥之友善耕作，重現水

圳梯田地景，恢復水圳梯田保水、蓄水與淨化水質之功能，經由友善環境之耕作措

施，達到「水圳梯田人文景觀保存」及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之雙贏目的，提出下

列具體建議。以下分別從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加以列舉。 

建議一 

結合公部門資源與民間團體成立水圳及梯田保育示範推廣計畫，進行友善耕

作：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與民間團體 

協辦機關：北投區農會、石門區農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

七星農田水利會、北基農田水利會、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參考國內外水圳及梯田保育，初期仍需公部門資源的協助，以林務局針對陽明

山八煙地區的梯田保育成立補助計畫為例，八煙地區藉由公部門資源補助民間團

體，經過五年時間，除了持續透過友善環境耕作的途徑，推展水梯田生態復育的工

作外，更積極協助居民籌組發展協會，以凝聚聚落共識，並結合民間團體使環境教

育成為八煙聚落穩定之產業項目，提升當地特色農產的經濟價值。透過無數志工夥

伴與當地居民的協力，進行環境友善耕作輔導、擴大水圳及梯田的保育範圍，展現

出良好保育成效。 

經由本計畫之調查，當地居民對於友善耕作意願頗高，根據訪談石門尖山湖研

究區農民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約占 30%，北投十八份研究區農民同意採用友善

耕作方式的約占 43%。由於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比例約為 30~45%，因此建議

結合公部門資源、民間團體、社區發展協會及里辦公室等成立成立示範推廣計畫，

以逐步落實兩研究區之梯田、水圳文化景觀保存區之保育及永續經營管理。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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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兩點，第一、針對有強烈意願的即時給予補助成立示範計畫，此示範戶形成友

善耕作的種子。第二、其他沒有意願的，經由示範戶的觀摩學習，可提高參與的意

願。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成立補助計畫，補助民間團體成立示範推廣區，以推動友善

環境，不施用化肥與農藥之作物經營管理與配合產銷示範推廣。 

本計畫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研究或補助計畫，選擇尖山湖及十八份

地區部分農地為示範推廣區，委由曾執行陽明山水圳及梯田保育計畫之中國文化大

學、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或執行其他水梯田復育之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環境資

訊協會、台灣農業工程學會等民間團體輔導農民，內容包括友善耕作的推廣面積與

保育策略宣導等，其後逐年增加示範推廣面積，輔導陽明山國家公園其他地區之水

圳及梯田保育工作。 

有關兩區域之作物種植種類，在友善的耕作方式，不施用農藥、化學肥料等條

件下，建議尖山湖地區以水稻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業，其次為蔬果類。十八份地區

以蔬果類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業，其中葉用甘藷(地瓜葉)、南瓜、茭白筍可進行優

先輔導。 

建議二 

鼓勵企業團體以契作方式，收購陽明山地區以友善耕作方式種植之作物、活化

當地產業：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業團體、民間團體 

協辦機關：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七星農

業發展基金會、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北基農田水利會、七星農田

水利會、瑠公農田水利會、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經由結合公部門資源與民間團體成立水圳及梯田保育示範推廣計畫，進行友善

耕作，建議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其他民間、企業團體合作，共同簽署合作意

願書，同意居民在水圳及梯田保育、友善耕作條件下，其所生產的作物，企業團體

以保證價格進行收購，民間團體負責技術等輔導工作、陽明山公園管理處負責水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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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梯田保育理念的指導。 

建議三 

轉建議農業研究單位發展小型農機具，協助居民耕作：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農業試驗所、農業工程研究

機構 

協辦機關：社區發展協會。 

依據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梯田由於地形關係，ㄧ般農機具難以操作，台灣大

學等相關團隊亦在尋求適當之小型農機具來協助居民耕作，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轉建議農業研究發展等相關單位成立發展小型農機具之研究計畫，協助梯田農

民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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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 : irrigation ditches、terraced fields、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Friendly 

farming 

First, study to genesis  

Not merely contain abundant ecology, human cultural sight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national park of Yang Ming Shan, there are good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and terraced fields resource too. However, the domestic 

terraced fields cultivation situation had already faded over the last 30 years, it is main for 

reason in its since ' transition of industry ' and ' aging of population the young to move 

outside ',etc.. So, safeguards the good water irrigation system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national park of Yang Ming Shan, but has already lain fallow or 

abolished and ploughed gradually in most terraced fields. After lying fallow or abolishing 

and ploughing in the terraced fields, the district of the whole field is not only weedy, but 

also reduce the function of the ability to control oneself of the source of water; Reveal by 

every research terraced fields except that flood detention and function of conservation 

storage, it mend note to groundwater, water quality purify and ecological care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namely except terraced fields be able to child care field district 

bio-diversity,it even more can offer for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natural calamities, 

terraced fields tour ecology function of experiencing development.  

Promoted the case to reveal by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hild care: As to water 

of terraced fields the pushing of child care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mostly communicate 

and organize and coordinat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of 

terraced fields and gather the child care left through positive place; So under drafting in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community's activatory goal and maintaining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and principle of the human cultural sight in the terraced fields in this plan,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XX 

through resident's interview and forum, condense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establish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terraced fields,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community to 

activate the goal with the local, advise residents to plant and has not constructed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not constructed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of pesticide, reproduce 

water terraced fields ground scene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resume water protecting water, 

conservation storage and purifying the function of water quality of terraced fields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the cultivation measure via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achieve ' terraced 

fields human cultural sight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is kept ' and the win-win 

purpose to promote ' local industry develop '.  

Second, research approach and course  

This plan research range including Peitou study district two research district, main 

water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management tactics and idea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can 

divide into three major parts, including:  

The first component is coordinated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partly, include: 1. 

Exchange activity among lasting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and resident of Yang 

Ming Shan, promote both sides to communicate. 2.Handle the national decree policy of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in Yang Ming Shan and declare the forum of leading, enable 

resident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decree policy related to production live. 3.The child 

care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of terraced fields communicates and promotes the 

setting-up of the platform.  

Part two It is the ecological industry's part, include: 1. Manage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ontinuously forever through the biological control, agricultural law of 

nature,etc., carry on friendly cultivation. 2.Through the setting-up of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mechanism, create 18 and sharp hills and lakes agricultural product plate and 

marketing channel. 3.Adopt doing farmwork for a soldier's family or citizen farmland of 

the agricultural garden to hire out the way, solve the insufficient problem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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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Part three I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erraced fields human cultural sight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this part needs admitting wholly via the community, activate in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community in the course, implement progressively.  

Third, important discovery  

Through stay, order coach, forum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 matter local 

communicate coordinate, ecological industry or water ditch between fields terraced fields 

construction of human cultural sight via plan this, as to the child care idea of the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basically affirm and support, but to what 

child care of cooperating with the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the work that necessary residents cooperate, do not generally know the concrete content. 

Clear, cooperate with concrete content that child care work, main reason two research 

management or coaching unit of district, include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Taibei government (or new north municipal government) , district the 

common it is, in know,etc. offic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easant 

association, agricultural commission, grain administrati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office and water conservancies agricultural. Residents are not generally clear to every 

units of management or coaching project every unit is in charge of, it is often unable to 

obtain the best service of every unit. Develop association,etc. with whom people contact 

office, peasant association often, the child care idea to Yang Ming Shan may not be clear.  

But through execution of plan this, until resident communicate and condense, gather, 

fall common understanding in ground, by way of friendly cultivation, do not use it under 

conditions such as pesticide, chemical fertilizer,etc., propose the area of sharp hills and 

lakes with the rice (such as Your Highness' rice) It is a preferential and activatory industry 

in the locality, secondly it is the fruit vegetables. 18 areas regard drought such as 

vegetables and horticulture crop as the preferential and activatory industry in the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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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make the anticancer crop area, this also accords with the modern's health demand.  

In addition, this plan has already trained to exchange with banking up strength with 

earth with resident to communicat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tal carries out 

studying area and eac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four times of 18 research district of 

sharp hills and lakes and banks up strength with earth to train, detailed as stated in 

chapter three. Depend on the achievement in 2013 separately, can already offer more 

opportunities that the independence in the area of ground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nter 

via this plan, the chance which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sharp hills and lakes district 

enters is about 53% among them, 18 chances that regional non-commercial area is 

entered of Peitou are about 38%; And the measure promoted with the present plan, the 

chance of child care management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of future executable 

terraced fields, the area of sharp hills and lakes is about 30%, 18 areas are about 43%, it 

is about 38% that it always carries out the strength effect, it needs the coaching period of 

5 years at least to consult the child care of the terraced fields at present, this plan is only 

carried out for one year actually, its effect has already had scale, is worth continuing 

carrying out and promoting in follow-up.  

Fourth, mainly propose the item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this research plants and has not constructed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not constructed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of pesticide to residents, person who 

reappear water ditch between fields terraced fields scene, resume water ditch between 

fields terraced fields protect water, conservation storage and function to purify water 

quality, via the cultivation measure of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achieving ' terraced 

fields human cultural sight of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is kept ' and win-win purpose 

to promote ' local industry develop ', propose the following concrete suggestions. 

Following separately from advise and advise enumerating in midium or long term while 

being feasible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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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 one  

Combine the resource and the folk of common department and establish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and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demonstration popularization plan, 

carry on friendly cultivation: Feasible suggestion immediately.  

Sponsor the organ: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ne li of offices and folk  

Do the organ jointly: Peasant association of Peitou area, peasant association of 

crossdrift district, agricultural commission of executive organ, agricultural grain 

admini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mmission of executive organ, executive organ 

agricultural commissi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office, Taibei municipal government, 

it is new municipal government, seven star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ies north will, 

know bas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ies north, agriculture project research center.  

And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of consulting the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still need the assistance of the resources of common department in 

initial stage, affair office establish, subsidize, plan for the example to Yang Ming Shan 

eight cigarette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of area with forest, eight cigarette areas subsidize 

the folk by the resources of common department, in five years, except that sustain 

through the route of friendly environmental cultivation, promote terraced fields ecology 

of water to reply the work bred, assist resident prepare and organize, develop association 

actively even more, in order to condense, gather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falling, 

combine folk mak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ecome 8 cigarette gather, set steady 

industry event, improve the economic worth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farm production. 

Through the pulling together of countless will worker's partners and locals, coach, expand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and child care range of the terraced fields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show the good child care effect.  

Via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plan, the local is quite high to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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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agree to adopt the accounting for 30% of friendly cultivation way according to the 

peasants of studying area of sharp hills and lakes of interview crossdrift, the peasants of 

18 research district in Peitou agree to adopt the accounting for 43% of friendly cultivation 

way. Because of proportion of agreeing to adopt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way being about 

305%, so it propose department resources, folk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and on last demonstration popularization plan office,etc., in order to implement two 

terraced fields, water ditch between fields cultural landscape child care of person who 

keep to study district and continue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forever progressively. 

The main reason has two points,  first, to having subsidiz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immediately of strong will, this model household forms the seed of 

friendly cultivation.  Second, other ones that have no will, via the viewing and 

emulating of model household, can improve the will of participation. Propose relevant 

unit establish plan of subsidizing, subsidize folk establish and demonstrate the 

popularizing are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do not use the crop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with cooperating with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o demonstrate, popularize.  

This plan proposes the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establishes and studies or subsidizes the plan, choose sharp hills and lakes and 18 some 

farmland in area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popularizing area, the committee has been 

carried out the cultural university of language in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of Yang 

Ming Shan and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pla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agriculture project or 

carrying out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the standing grain of people that replies and 

educates in the other water terraced fields and developing the foundation, folks such a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Taiwan agriculture project society, etc. coach 

peasants, popularization area and child care tactics that the content includes friendly 

cultivation are declared and led etc., thereafter increase and demonstrate the area of 

popularizing year by year, coach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of other areas of a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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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and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work of Yang Ming Shan.  

About the kinds of planting of crop of two areas, in the friendly cultivation way, do 

not use under conditions such as pesticide, chemical fertilizer,etc., propose the area of 

sharp hills and lakes regards rice as the preferential and activatory industry in the locality, 

secondly it is the fruit vegetables. 18 areas regard fruit vegetables as the preferential and 

activatory industry in the locality, among them the leaf uses the sweet potato (leaf of the 

sweet potato) , the pumpkin, wild rice stem and bamboo shoot can be coached 

preferentially.  

Propose two  

Encourage enterprise's group to take contract as the way, purchase the crop that 

Yang Ming Shan area plants by way of friendly cultivation, activate the local industry: 

Midium or long term is proposed.  

Sponsor the organ: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enterprise's group, folk  

Do the organ jointl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n study by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seven star agricultures it develop by foundation, office, 

seven star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Will last bas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agricultures commo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know seven star? 

Know, the agriculture project research center in commo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Via combining the resource and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of folk's establishment 

and terraced fields child care demonstration popularization plan of common department, 

carry on friendly cultivation, propose being cooperated with other folk, enterprise's group 

by the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sign the cooperative intent 

letter together, agree residents are under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and the child care, 

friendly cultivation condition of terraced fields, crop produced by it, enterprise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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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antee price go on, purchase, folk responsible for technology, etc. coach work, Yang 

Ming Shan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responsible for guidance of idea, ditch between 

fields of water and child care of terraced fields group.  

Propose three  

Transfer to and propose 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 unit develops small-scale farm 

implements, assist resident's cultivation: Medium or long term is proposed.  

Sponsor the organ: The agriculture of peach garden of agricultural commission of 

executive organ improves the field,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agriculture project research 

institution  

Do the organ jointl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now of this plan, the terraced fields are because 

of the topographical relation,  like farm implements the difficult operate, seek Taiwan 

university, etc. the groups relevant there aren't appropriate farm implemented small-scale 

also, propose the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Yang Ming Shan transfers to and 

proposes relevant unit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establish the 

project which develop small-scale farm implements, assist peasant's cultivation of 

terrac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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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水圳、梯田、聚落、產業生活等交織而成的特殊文化地景，為陽明山國家公園

內的特殊資產。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於2012年「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

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計畫透過航空照片、衛星影像判識園區梯田、水圳的概

況。2013年「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

之研究(一)」計畫選定北投十八份地區及石門尖山湖地區兩個研究區之水圳及梯田

進行環境面、生物面、人文與社會面等調查，並研擬兩研究區之保育策略及構想。 

兩研究區面臨多數農村所遭遇的人口老化、年輕人外流、產業與技術後繼無人

之窘境等狀況，許多梯田呈現荒廢或休耕。部份生產之作物因易受蟲害，故農民噴

撒防害蟲之藥物，此亦不利於環境保育。2013年計畫所研擬的梯田水圳保育策略、

行動方案及空間規劃構想中，為減少農業生產過程對於環境造成污染，規劃於短期

休耕之梯田蓄水、減少雜草生長；為促進地方居民、協會或非營利組織共同致力於

梯田文化景觀之保育，規劃與農業或環境相關之非營利團體、學校合作，輔導及協

助農民的農務工作。 

本計畫係針對2013年計畫的調查資料及保育規劃策略與構想，進行兩研究區之

實作，其中並透過培力訓練、活動、有機與生態農業之輔導與訪談等方式與當地居

民、相關單位、非營利組織交流及溝通，以落實梯田、水圳文化景觀保存區之保育

及永續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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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計畫研究範圍，經參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年計畫成果之規劃範圍，

說明如下： 

(一)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北側與西側主要以東昇路為界，東側與南側主要以湖底路、

紗帽路與泉源路為界，其中亦包括道路兩側之梯田與建物聚落(以梯田或建物與

森林之天然界線為範圍)，包括泉源里的圳內、頂湖與泉源國小周邊地區，湖山

里的六窟、七窟地區。 

(二)石門尖山湖研究區：老崩山路及豬槽潭路兩側梯田，並包括以老梅溪支流為界

線之區內聚落、梯田及森林，整體而言，主要包括出磺口、順天聖母廟周邊、

青山瀑布步道入口周邊地區。 

其中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內主要有泉源里及湖山里，而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內主要

為山溪里。表1-1為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內人口數變化情形，近十

年來，北投泉源里人口略有增加，2005年2,457人，2013年增加至2,557人；北投湖山

里人口略有減少，2005年2,041人，2013年減少至1,815人；石門山溪區人口略有增加，

2005年980人，2013年增加至1,071人。 

至於石門地區歷年水稻種植面積與產量變化情形如表1-2所列，其中水稻面積減

少比例非常大，1998年尚有16.56公頃，2012年只剩下1.13公頃；產量也從1998年的

67.56公噸，減少到2012年只剩下6.30公頃；但平均產量1998年為4,080公斤/公頃，2012

年卻增加到5,575公斤/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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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內人口數變化情形 

年度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男) 人口數(女) 合計 

2005 北投區泉源里 16 788 1,317 1,140 2,457 

2006 北投區泉源里 16 793 1,318 1,151 2,469 

2007 北投區泉源里 16 804 1,340 1,142 2,482 

2008 北投區泉源里 16 821 1,339 1,171 2,510 

2009 北投區泉源里 16 837 1,328 1,173 2,501 

2010 北投區泉源里 16 852 1,341 1,172 2,513 

2011 北投區泉源里 16 853 1,344 1,174 2,518 

2012 北投區泉源里 16 857 1,323 1,178 2,501 

2013 北投區泉源里 16 869 1,341 1,216 2,557 

年度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男) 人口數(女) 合計 

2005 北投區湖山里 18 780 1,061 980 2,041 

2006 北投區湖山里 18 759 1,113 1,027 2,140 

2007 北投區湖山里 18 763 1,067 980 2,047 

2008 北投區湖山里 18 751 1,026 943 1,969 

2009 北投區湖山里 18 748 1,003 933 1,936 

2010 北投區湖山里 18 742 1,011 927 1,938 

2011 北投區湖山里 18 729 974 905 1,879 

2012 北投區湖山里 18 715 966 886 1,852 

2013 北投區湖山里 18 709 948 867 1,815 

年度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男) 人口數(女) 合計 

2005 石門區山溪里 16 294 559 421  980 

2006 石門區山溪里 16 301 564 435  999 

2007 石門區山溪里 16 315 556 453 1,009 

2008 石門區山溪里 16 322 569 451 1,020 

2009 石門區山溪里 16 333 583 465 1,048 

2010 石門區山溪里 16 345 584 481 1,065 

2011 石門區山溪里 16 350 591 487 1,078 

2012 石門區山溪里 16 357 596 483 1,079 

2013 石門區山溪里 16 362 594 477 1,07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2013，本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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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內人口數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2013，本團隊整理) 

 

表 1-2 石門地區歷年水稻種植面積與產量變化情形 

年度 收穫面積(公頃) 產量(公噸) 平均產量(公斤/公頃) 

1998 16.56 67.56 4,080 

1999 17.67 80.06 4,531 

2000 13.86 62.58 4,515 

2001 10.35 44.20 4,271 

2002 9.00 44.78 4,976 

2003 6.65 31.72 4,770 

2004 4.49 24.30 5,412 

2005 2.20 10.89 4,950 

2006 1.00 5.35 5,350 

2007 1.40 7.42 5,300 

2008 1.50 7.95 5,300 

2009 1.70 8.70 5,118 

2010 1.70 8.80 5,176 

2011 0.68 3.71 5,456 

2012 1.13 6.30 5,57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3，本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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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石門地區歷年水稻種植面積與產量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3，本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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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考量保育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與活化社區生態產

業，創造陽明山公園管理處、在地居民、水圳梯田環境、農糧單位、農水單位與全

民六贏的局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藉由駐點人員及技術服務團隊針對居民進行培

力訓練及輔導，並藉由保育宣導手冊之製作，以落實2013年之計畫成果。針對選擇

「北投十八份」及「石門尖山湖」等2個研究地區前期成果中，兩研究地區之保育策

略及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一、研究區水圳梯田保育議題與策略 

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梯田之土地權屬多為私人所有，因此梯田水圳之保育策略

與方案獲得地方居民與梯田地主的支持程度，為梯田水圳保育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

之一；因此採用「策略空間規劃」與「系統溝通」方法，針對兩研究區進行保育議

題分析，並提出梯田水圳保育策略，說明如下。 

(一)北投十八份研究區 

1.保育重點與議題︰ 

針對北投十八份研究區的四個保育重點(持續耕作、穩定生活、生態環境

與文化環境)，經由居民座談會、工作坊、駐點及訪談，產生相關之保育議題，

以下分為四個保育重點，就各保育議題摘述如下︰ 

(1)持續耕作︰包括五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1：居民自行施設水管引水，水管管徑不一，不僅影響景觀且管理不易。 

議題2：部分農民使用除草劑及農藥，對農業生產環境造成影響。 

議題3：部分哺乳類動物會破壞當地生產環境或食用農作物，造成當地農業

損失。 

議題4：青壯年人口外流，造成農業人力資源短缺。 

議題5：十八份圳研究區之農路過於陡峭，不利農機運輸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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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穩定生活︰包括四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6：頂湖聚落人口密集，但缺乏簡易聚會公共設施。 

議題7：缺乏農產運銷組織，農民收入不穩定。 

議題8：休耕補助政策，降低耕作意願，使得多數梯田呈現休耕狀態。 

議題9：居民不熟悉法令政策，與政府機關單位缺乏溝通平台。 

(3)人文環境︰包括三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10：人文景觀保育之法令政策尚未成熟，無法進行有效的保育。 

議題11：木炭窯及古圳等歷史文化、傳統農業技藝逐漸遺失。 

議題12：遊客遊憩行為影響當地農民及農務工作。 

(4)生態環境部分︰包括三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13：河川及水圳之生物物種及數量逐漸減少。 

議題14：因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夏季易產生缺水情形。 

2.保育策略︰ 

針對前述之水圳梯田保育議題，再參考里山倡議的三摺法系統，依循「資

源使用控制在環境承載量和回復力之限度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認

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促進多元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和合作」

以及「貢獻在地社會-經濟成長」等五個行動面向，訂定相關之策略，摘述如

下︰ 

(1)策略一︰考量環境承載量，減少生產過程對環境之影響，並設法降低遊客

過多之干擾，維護良好梯田生產環境。 

(2)策略二︰循環利用自然資源，永續經營梯田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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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策略三：運用當地人力資源，透過環境教育培訓等方式，維護並傳承十八

份研究區特有之木炭窯、砌石技藝及歷史古圳等產業歷史文化，提升地方

文化價值與重要性。 

(4)策略四︰結合當地居民、梯田生產與生態相關之機關單位及第三方組織，

共同致力於十八份梯田水圳文化景觀保育，創造共同經營管理之平台。 

(5)策略五︰結合社區組織之基礎，建立組織平台，共同促進十八份研究區之

人文景觀與經濟成長。 

(二)石門尖山湖研究區 

1.保育重點與議題︰ 

針對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的四個保育重點(持續耕作、穩定生活、生態環境

與文化環境)，經由居民座談會、工作坊、駐點及訪談，產生相關之保育議題，

以下分為四個保育重點，就各保育議題摘述如下︰ 

(1)持續耕作︰包括二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1：部分農民使用除草劑及農藥，對農業生產環境造成影響。 

議題2：青壯年人口外流，造成農業人力資源短缺。 

(2)穩定生活︰包括三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3：缺乏農產運銷組織，農民收入不穩定。 

議題4：居民不熟悉法令政策，與政府機關單位缺乏溝通平台。 

議題5：休耕補助政策，降低耕作意願，使得多數梯田呈現休耕狀態。 

(3)人文環境︰包括三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6：人文景觀保育之法令政策尚未成熟，無法進行有效的保育。 

議題7：茅草屋及古圳等歷史文化、傳統農業技藝逐漸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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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8：遊客過度聚集於青山瀑布步道入口處，與尖山湖地區缺乏互動關係。 

(4)生態環境部分︰包括二項議題，分別為︰ 

議題9：老梅溪支流的毛蟹遭人類過度捕捉，對當地生物資源造成威脅。 

議題10：老梅溪支流上游設有養鱒場，可能對尖山湖之灌溉水源造成汙染。 

2.保育策略︰ 

針對前述之水圳梯田保育議題，再參考里山倡議的三摺法系統，依循「資

源使用控制在環境承載量和回復力之限度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認

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促進多元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和合作」

以及「貢獻在地社會-經濟成長」等五個行動面向，訂定相關之策略，摘述如

下︰ 

(1)策略一︰考量環境承載量，減少生產過程對環境之影響，並引導遊客深入

體驗尖山湖研究區之梯田水圳文化景觀，維護良好梯田生產環境。 

(2)策略二︰循環利用自然資源，永續經營梯田生產環境。 

(3)策略三：運用當地人力資源，透過環境教育培訓等方式，維護並傳承尖山

湖研究區特有之茅草屋、砌石技藝、毛蟹簍及歷史古圳等產業歷史文化，

提升地方文化價值與重要性。 

(4)策略四︰結合當地居民、梯田生產與生態相關單位或組織，共同致力於十

八份梯田水圳文化景觀保育，創造共同經營管理之平台。 

(5)策略五︰結合社區組織之基礎，建立組織平台，共同促進尖山湖研究區之

人文景觀與經濟成長。 

二、研究區水圳梯田保育空間規劃構想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仍具有梯田地景總面積約51.8公頃，實際耕作梯田面積約28.5

公頃，其中多為旱作，多種旱作作物形成多樣性較高之梯田景觀，為當地特殊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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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農業地景，再依據十八份聚落之土地使用狀況及梯田耕作現況進行空間分區，分

為「聚落文化發展區」、「旱作梯田景觀維護區」、「園藝作物梯田景觀維護區」、

「休、廢耕梯田復育區」、「磺溪溪谷生態復育區」以及「十八份梯田水圳文化景

觀體驗動線」，如圖1-3所示。其短、中長期構想摘述如下︰ 

 

圖 1-3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梯田水圳保育之空間規劃構想圖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 

(一)聚落文化發展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在法令政策之規範內，設置一處居民聚會交流場所，提

供居民聚會之空間。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透過社區自提計畫，營造入口意象，並結合周邊歷史

產業文化體驗場域，提供木炭窯、砌石技藝及歷史古圳等歷史文化環境教育

之體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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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旱作梯田景觀維護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於休耕之梯田進行蓄水，以降低病蟲害及雜草生長，並協助農民申請休耕

補助。 

(2)結合北投區農會提供之農產品「安全、精緻、高品質」檢驗，創造十八份

農產品牌，維護農產品品質並提高農產價格，增加當地農民收益。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透過生物防治及自然農法等農業技術導入，不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 

(2)透過旱作梯田景觀維護區之示範，提高當地農民之農產收益。 

(三)園藝作物梯田景觀維護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宣導農民不再使用除草劑，並於梯田駁坎崩塌地區以生態工程改善土壤流

失狀況。 

(2)透過第三部門團體(學校、NGO、NPO團體)協助，引進有機農業或生態農

業，不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種植高經濟作物，提升當地農民收入。 

(四)休、廢耕梯田復育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於休耕梯田蓄水，落實梯田水圳永續經營管理之理念。 

(2)透過代耕或農地出租之方式，協助休耕梯田種植旱作或水生作物，恢復耕

作梯田景觀，維護梯田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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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透過旱作梯田景觀維護區之示範，改善當地產業經

濟，恢復梯田之文化地景。 

(五)磺溪溪谷生態復育區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自然演替成森林之區域，與原始河谷生態系形成生態緩

衝區，減少因暴雨所產生的土壤流失與河川汙染。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利用河谷生態緩衝區設置生態水質淨化實驗場所，減

緩周邊梯田的農藥及除草劑等化學物質對於河川水質之汙染。 

(六)十八份梯田水圳文化景觀體驗動線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建議重新調整遊客體驗動線，提高生態旅遊潛力。 

(2)重要文化教育資源之據點設置解說教育牌，提升歷史文化之體驗。 

(3)設置小型景觀平台，觀賞美麗的聚落梯田文化景觀。 

(4)設置農產品展售市集，以增加農產品銷售管道。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培訓當地居民成為地方文化解說志工，創造生態旅遊，促進十八份研究區

之人文景觀與經濟發展。 

(2)針對十八份研究區生態旅遊導覽機制進行規劃，促進研究區之人文景觀與

遊憩事業。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仍具有梯田地景總面積約25.6公頃，其中約有19公頃(約75%)

之梯田已呈現休、廢耕狀態，耕作中之梯田面積僅約6.6公頃，再依據石門尖山湖研

究區之土地使用狀況及梯田耕作現況進行空間分區，分為「水梯田保育核心區」、

「水梯田復育潛力區」、「休、廢耕梯田復育區」、「旱作梯田保育區」、「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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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溪谷生態保育區」以及「尖山湖梯田水圳文化景觀體驗動線」，如圖1-4所示。其

短、中長期構想摘述如下︰ 

 
圖 1-4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梯田水圳保育之空間規劃構想圖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 

 

(一)水梯田保育核心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宣導水梯田之無毒、有機或生態栽培。 

(2)輔導及協助農民，使水梯田能持續耕作。 

(3)以永續經營管理之理念持續針對當地水梯田進行保育。並建立尖山湖農產

品牌，提升居民經濟收入。 

(4)建立農產品參與式保障體系，增加消費者購買稻米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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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透過水梯田保育核心區之示範作用，提高周邊農民之耕作意願。 

(2)透過生物防治及自然農法等農業技術導入，消除病蟲害並增加土壤肥沃度。 

(二)水梯田復育潛力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於休耕梯田蓄水，降低病蟲害及雜草生長，並協助農民

申請休耕補助。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逐年回復水梯田地景，與水梯田保育核心區形成更大

面積之梯田水圳保育核心區域。 

(三)旱作梯田保育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於休耕梯田蓄水，落實水圳梯田永續經營管理之理念。 

(2)梯田進行無毒、有機及生態栽培，維護此區農產品良好品質。 

(3)創造尖山湖農產品牌，結合新北市農業局之「安心標章」認證機制，提高

農產品價值，增加當地農民收益。 

(4)建立農產品參與式保障體系，增加消費者購買之意願。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透過生物防治及自然農法等農業技術導入，消除病蟲

害並增加土壤肥沃度。 

(四)休、廢耕梯田復育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於休耕梯田蓄水，落實梯田水圳永續經營管理之理念。 

(2)協助休耕梯田種植旱作或水生作物，恢復耕作梯田景觀，維護梯田生產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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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創造尖山湖農產品牌，提高農產品價值。 

(2)協助休耕梯田復育，種植旱作或水生作物，恢復梯田之文化地景。 

(五)老梅溪溪谷生態保育區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透過環境教育解說牌之設置，宣導毛蟹(絨螯蟹)等生態資源，共同保育良好

溪流生態。 

(2)與新北市政府針對老梅溪河口工程進行施工期程協調，避免影響毛蟹(絨螯

蟹)繁殖、棲息等棲地環境。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與新北市農業局進一步研究是否針對老梅溪支流

部分執行封溪護魚政策，提升當地溪流生態環境品質。 

(六)尖山湖水圳梯田文化景觀體驗動線之短、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摘述如下︰ 

1.短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重新調整遊客體驗動線，提高生態旅遊潛力。 

(2)於重要文化教育資源之據點設置解說教育牌，提升區歷史文化之體驗。 

(3)設置小型景觀平台，觀賞美麗的聚落梯田文化景觀及老梅溪溪谷景觀。 

(4)新增農產品展售市集，結合「安心標章」機制，增加農民收益。 

2.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建議 

(1)透過限制遊客流量方式，保育當地特有水梯田文化地景。 

(2)培訓當地居民成為地方文化解說志工，促進水梯田文化地景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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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生態旅遊導覽機制進行規劃，推廣低碳旅遊。 

三、研究區水圳梯田保育之綜整建議 

綜合前述之保育議題、策略與中長期空間規劃構想，綜整出二項立即可行建議

及五項中長期建議，分述如下︰ 

(一)立即可行建議，包括︰ 

1.持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居民間的交流活動，促進雙方溝通。 

2.辦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法令政策宣導座談會，使居民了解生活與生產相

關之法令政策。 

(二)中長期建議，包括︰ 

1.梯田水圳保育溝通與推動平台之建立。 

2.透過生物防治、自然農法等方式永續經營生產環境，種植無毒作物。 

3.透過無毒作物生產機制之建立，創造十八份及尖山湖農產品牌與銷售管道。 

4.採用代耕或市民農園農地出租方式，解決人力資源不足問題。 

5.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志工培訓方式，培訓梯田農業文化解說志工，結

合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建立生態旅遊導覽系統，協助梯田保育工作。 

就前述建議，再參考本團隊在農地復耕及生態產業類之實務推動或研究，包括(1)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2）委託之「臺北市閒置農地之活化調查規劃(以文山區

指南段土地為例)」。(2)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台北市農會（2013）委託之「臺

北市閒置農地復耕」。(3)國家科學委員會（2013）補助之「高效能植物工廠模組織

研發－植物工廠應用於休耕農地上之可行性評估」。(4)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自主計畫之「魚菜共生系統之研發」等計畫。以臺北市閒置農地復耕為例，該計畫

選擇文山區及南港區共 1.3 公頃進行復耕，整個執行過程除農民意願外，地方政府、

市農會及利害關係人均為關鍵因素；亦即農產運銷與輔導絕對不可忽略，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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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農會及利害關係人之建議均需加以考量。 

農業推廣之實務推動或研究，包括︰(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補助之「推廣旱

作灌溉及現代化管理設施」。(2)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2013)委託之「推廣旱作灌溉

暨旱作灌溉受益戶申請會員會籍建置工作計畫」。(3)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2012)

委託之「加強推廣旱作灌溉及歷年受益戶普查」。(4)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2013)

委託之「旱作管路灌溉補助基準研擬及潛力評估工作計畫」。(5)台北市瑠公農田水

利會(2013)委託之「協助金門地區農戶更新灌溉設施補助計畫」等計畫，以台北市瑠

公農田水利會協助金門地區農民更新改善設施至 2013 年止，申請補助戶數合計 337

戶，受益面積 112.9396 公頃，改善後除提高用水效率，增加產量 33~100％外，顯示

瑠公農田水利會協助農民改善更新末端設施，在珍貴之水資源日益匱乏之下，可大

幅提高用水效率，為今後農業最佳灌溉方法，不但達到省水、省電、省工及產值增

加之目的，對金門農村人口老化及勞力不足現象有極大助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

補助之「推廣旱作灌溉及現代化管理設施」。係政府有鑑於農業經營型態的改變，

農村人口外流及老化致農村勞力不足；在以上時空環境因素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乃於 1983 年成立「節水灌溉計畫」，輔導農民施設旱作管路灌溉設施，藉由噴灌、

微噴灌、滴灌、穿孔管灌溉及其他自動化設備等配套設施之施設，適時精確地供水

及節省灌溉用水特性，有效克服了水資源不足、勞力不足及提高農業產值之目的。 

農業經營之實務推動或研究，包括︰(1)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13)委託

之「北投十八份圳設置共同管線可行性研究」。(2)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自主計畫(2013)

之「自動測報應用於植物工廠之研發」。(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委託之「水旱田

灌溉系統之動態灌溉配水研究」。(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委託之「農業水資源經

營技術之研究」。(5)行政院農業委員(2013)會委託之「因應糧食安全之農業水資源經

營策略」等計畫。其中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13)委託之「北投十八份圳設

置共同管線可行性研究」，即為針對前節所述北投十八份之議題一進行研究，為解

決北投十八份議題一之管線問題，惟有透過共同管線與蓄水設施才可根本解決，也

將使水圳景觀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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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之實務推動或研究，包括︰(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1)委託之

「水稻節水灌溉及最適用水量先期試驗研究」。(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3)

補助之「研析彰雲地層下陷地區水稻節水灌溉及耕作制度調整計畫」等計畫。以水

稻節水灌溉及最適用水量先期試驗研究之彰化試驗田區為例，本團隊執行之田區與

周圍田區共約 30 公頃均為有機水稻田，有機水稻雖然投入成本及勞力較多，但單價

較高，因此有機農業推動應為本研究區梯田保育的目標。 

四、綜合評析與關鍵課題 

綜合前述研究成果，區分為1.水圳、梯田景觀，2.農業經營兩部分進行探討；針

對陽明山之水圳與梯田景觀，原為非常漂亮的景觀，但在少部份社區區民缺乏景觀

概念下，無意間可能作出不利景觀的行為，如圖1-3所示。由於居民自行施設水管將

影響整體景觀，建議可以共同管線方式進行改善，如圖1-6~圖1-7所示。 

有關農業經營部分，其關鍵問題包括︰1.農民高齡化，勞力缺乏。2.農戶擁有農

地面積太小，經營效率低，耕作成本高。3.坡地梯田經營成本高，產量較低。解決

方法包括︰1.設置稻米產銷專區，可享受農委會之輔導措施，提高農民收益及降低

成本。2.農事管理及操作，依農糧署及農業改良場之水稻栽培指導手冊規定，建立

生產履歷，生產無毒良質米，可獲得較佳售價。實施集團栽培共同經營，可節省成

本。3.採用梯田業主制度，參考日本大山千枚田之作法(蔡明華，2014)，請無法耕種

之農民將耕地經營交給政府(或NGO團體)，由政府支付合理租金給農民，政府上網

公開徵選願意認養之都市民眾為會員，田間之機耕及農事作業均委由該地區有能力

代耕農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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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少數個案水圳及梯田現況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1-6 水圳移除自行施設水管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1-7 水田右側移除自行施設水管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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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架構 

為保育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與活化社區生態產業，創造陽明

山公園管理處、在地居民、水圳梯田環境、農糧單位、農水單位與全民六贏的局面，

本計畫之整體工作架構流程圖如圖1-6所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藉由駐點人員及技

術服務團隊針對居民進行培力訓練及輔導，並藉由保育宣導手冊之製作，以落實2013

年之計畫成果。 

開始

基本資料蒐集
研析及探討

居民訪談與
座談會

凝聚共識、確立水圳、
梯田、生態產業及社區

活化目標

補充調查及
成效評估

落實水圳梯田保育經營
策略及構想(推動生態產

業及社區活化)

結論與建議

報告撰寫

製作保育宣導手冊

培力及教育訓練
駐點輔導及教育
宣導（含訪談）

 

圖 1-6 整體工作架構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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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預期成果如下： 

(1)提升兩研究區之地方組織自主性及在地居民環境意識與認同國家公園保育政策。 

(2)促進區內梯田水圳地區產業之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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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與案例分析 

第一節 相關研究蒐集研析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團隊彙整了陽明山國家公園在自然環境、人文產業及梯田保育之相關研

究，以了解環境與人文及社會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進而維護環境的生態平衡，以達

到永續發展。 

一、人文產業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人文產業部分，主要包括人文史蹟調查、產業發展、民俗

文化、古道調查等研究，相關參考文獻如表2-1所示。 

二、自然環境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在自然環境部分，目前已執行了水生植物、水生昆蟲、猛

禽類、兩棲類、爬蟲類、特色植物、稀有植物等自然資源相關研究，相關參考文獻

如表2-2所示。 

三、梯田保育 

陽明山國家公園已研究與本計畫較為相關的為「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

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中國文化大學，2012)、「陽明山國家公園共同規劃

與管理機制之先驅性研究－以竹子湖地區為例」(李光中，2003)、「金包里大路北

段（八煙－磺港）復舊規劃與社區營造」(中國文化大學，2004)、「陽明山國家公

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2008))以及「陽明山國

家公園八煙地區文化景觀活化與生態聚落永續發展推動計畫」(山桐子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2011)，各計畫之主要內容摘錄如表2-3。然而針對梯田保育，除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相關前期研究成果外，尚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之田寮洋濕地周邊

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2013)，該計畫主要推動區域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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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東北端新北市貢寮區雙溪支流，包括枋腳溪、石壁坑溪、遠望坑溪河谷，涵蓋卲

林里、龍岡里、雙玉里等連續大面積的水梯田地景。及八煙聚落砌石水梯田生態復

舊與產業復甦研究計畫(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2012)，其研究區域位

於新北市金山區之八煙聚落，該聚落也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是知名的魚路古道

中途路經的傳統聚落。此外基隆復興國小家長為守護孩子的營養午餐，在2014年基

隆瑪陵復耕基隆30年來第一株水稻，均可供本計畫參考。 

表 2-1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產業相關之研究 

分類 參考文獻 

人文史蹟

調查 

1.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包含水圳資料），1987。 

2.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植物及人文文獻之搜集整理－人文篇，

1991。 

3.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記錄－

1).西北分區訪談記錄、2).東北分區訪談記錄、3).湖底座談會、竹

子湖座談會、4).十八份頂湖座談會、菁嚳山豬湖座談會(四篇)，

1997。 

4.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遺址之研究，1998。 

5.劉益昌、郭素秋，金包里大路(魚路古道)沿線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2002。 

產業發展 

1.王義仲、林至欽，竹子湖地區自然與人文資源細部調查，2005。 

2.陳儀深，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期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2005。 

3.李瑞宗，陽明山地區產業遺址調查與保存規劃研究(一)，2008。 

4.李瑞宗，陽明山地區產業遺址調查與保存規劃研究(二)，2009。 

民俗文化 1.林茂賢，陽明山地區常民（民俗）文化調查，2010。 

古道調查 

1.呂理昌，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人文及自然資源之調查研究

(一)，1997。 

2.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古道調查，1999。 

(資料來源：整理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網頁

http://www.ymsnp.gov.tw/nweb/index.php?option=com_research&view=research&gp=

0&Itemid=199&class_no=H&limitstart=0) 

http://www.ymsnp.gov.tw/nweb/index.php?option=com_research&view=research&gp=0&Itemid=199&class_no=H&limitstart=0
http://www.ymsnp.gov.tw/nweb/index.php?option=com_research&view=research&gp=0&Itemid=199&class_no=H&limitsta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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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規劃之相關研究 

分類 參考文獻 

生物調查 

1.林曜松，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景觀資源，1986。 

2.黃增泉，陽明山國家公園植物生態景觀資源，1986。 

3.呂光洋，陽明山國家公園兩棲和爬蟲之生態調查，1987。 

4.馬溯軒，陽明山國家公園原生杜鵑復育計畫研究，1989。 

5.林曜松，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文獻之搜集整理研究，1991。 

6.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植物及人文文獻之蒐集整理--植物篇，

1991。 

7.羅淑英，陽明山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大型昆蟲篇，1996。 

8.黃光瀛，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及生態研究，2000。 

9.林曜松，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水生動物相普查，2007。 

10.邱文良，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植物多樣性調查-百拉卡公路以

南，陽金公路以西地區，2009。 

景觀規劃 
1.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規劃，1995。 

2.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金包里大路(魚路古道)後續規劃，1997。 

文化景觀活化

與生態聚落永

續發展 

1.林晏州，陽明山國家公園雙溪萬里地區整體發展暨經營管理規

劃，1998。 

2.山桐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陽明山國家公園八煙地區文化景觀

活化與生態聚落永續發展推動計畫，2011。 

生態旅遊與遊

憩區 

規劃 

1.台北市野鳥學會，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蝴蝶花廊、賞鳥步

道及二子坪遊憩區規劃設計與經營管理，1991。 

2.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大油坑遊憩區(遊十)

細部計畫，1996。 

3.李嘉英，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整體規劃案，2005。 

景觀維護 1.李瑞宗，陽明山國家公園八煙農地生態工法復建規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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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參考文獻 

資源調查與管

理 

1.中華林學會，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水資源之調查與利用規劃，

1992。 

2.張杏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第第二次通盤檢討先期作業規劃書

圖作業－自然及人文資源之調查檢討分析，2000。 

通盤計畫與公

共設施規劃 

1.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提要，1985。 

2.建華工程顧問公司，陽明山國家公園供水系統規劃，1993。 

3.內政部，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1994。 

4.盧世杰，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一)細部計畫規劃設計報

告，2001。 

5.李永展，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一)及陽明公園(遊四)細部

計畫之檢討分析，2005。 

6.內政部，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2005。 

7.中國土地經濟學會，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先期規

劃案─遊憩區劃設檢討研究案，2009。 

8.中國土地經濟學會，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先期規

劃案─特別景觀區分區劃設與土地使用管制研究案，2009。 

9.中國土地經濟學會，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先期規

劃案─一般管制區(三)、(四)細分區調整劃設研究案，2009。 

(資料來源：整理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網頁

http://www.ymsnp.gov.tw/nweb/index.php?option=com_research&view=research&gp=

0&Itemid=199&class_no=H&limitsta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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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陽明山國家公園與本計畫較為有關之研究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及年

份 
研究內容 

陽明山國家公園

共同規劃與管理

機制之先驅性研

究－以竹子湖地

區為例 

李光中(2003) 

 透過竹子湖地區之行動研究，結合權益關

係人共同參與地方管理問題之研討，以建

立該地區公眾參與模式。 

 以持續推動參與式的整體性環境管理計

畫為目標。 

金包里大路北段

（八煙－磺港）復

舊規劃與社區營

造 

中國文化大學
(2004) 

 透過居民座談會，凝聚居民古道復舊整建

之共識。 

陽明山國家公園

竹子湖社區自提

計畫整體規劃 

中華民國永續

發展學會
(2008) 

 根據「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

則」，竹子湖社區屬一般管制區的第三類

使用地，准許聚落以自提計畫方式進行環

境改造發展。 

 延續96年度先期規劃所提擬自提計畫時

大計畫項目，賡續透過工作坊、座談會等

方式，建構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環境改造機

制。 

陽明山國家公園

八煙地區文化景

觀活化與生態聚

落永續發展推動

計畫 

山桐子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2011) 

 推動農業活化及深化生態聚落理念，並根

據國家公園精神與原則，進行生態聚落活

化、有機與生態農業輔導，並與社區在地

人力及社團合作推動。 

 執行方式包括訪談、座談與論壇，輔以基

礎社區培力及相關活動試作。 

陽明山國家公園

人文景觀保育與

資源調查-以梯田

水圳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
(2012) 

 透過衛星影像判釋國家公園內之潛在梯

田位置，之後又配合地藉資料、DTM資

料、現地地方意見領袖訪談與調查，與

2007年國土利用調查資料，綜合研判全區

現有梯田使用現況，並配合水圳與聚落資

料，將國家公園內的梯田共分為七大分

區，包括：石門、三芝、竹子湖、十八份、

八煙、鹿崛坪、平等里。 

 以平等里地區做為細部調查區，更進一步

的進行現地的土地使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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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及年

份 
研究內容 

水圳及梯田受威

脅點保育策略及

文化景觀保存區

保育與永續經營

管理之研究(一) 

中國文化大學
(2013)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與境外之梯田水

圳聚落資源，針對梯田與水圳分布較為聚

集的地區進行檢視，選取「北投十八份」

及「石門尖山湖」2個研究區作為操作示

範區。 

 以里山倡議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保

育做為核心價值，透過社區民眾參與的手

法凝聚社區共識，提出梯田水圳聚落的空

間規劃議題、構想與策略，作為未來推動

Eco-museum之基礎。 

 採用的計畫分析方法包括：文獻與資料收

集與分析、訪談、環境行為調查、專家座

談、居民座談、工作坊與心理地圖等方

法，釐清居民對規劃地區的課題、看法與

期望。 

(資料來源：上述研究計畫，本計畫彙整) 

 

本團隊依據本計畫之目的，考量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目標，進行研究區之種

水或種植未施化肥及未施農藥之無毒作物，以重現水梯田地景，恢復水梯田保水、

蓄水與淨化水質之功能。就前述目的之相關文獻，彙整與本計畫相關生態產業之方

案，包括種水、有機農業、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無毒農業(含自然農法等)、生

態農業(含魚稻共生、魚菜共生、鴨間稻等)如表2-4所示。 

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

品的生產方式。有機農業之定義因各國法律之規定而不同，在台灣，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先於2003年公布有機農業相關法規中的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已於2009年

廢止)，及同年又公布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已於2008年廢止)，作為管理有機農

業及輔導有機農民生產之依據。隨著農業技術的演變，有機農業的法規亦漸趨嚴格，

相關法規包括︰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

辦法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作業要點等。 

目前與有機農業相近之名詞，如生態農業、低投入農業、生物農業、動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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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農法、再生農業、替代農業或永續農業等。由於各國法律或農業協會所使用的

名稱或定義而不同，例如歐盟的12個國家，雖然用相同的管理條例，卻分別採用生

態農業、生物農業及有機農業三種名詞作為法律上的稱呼。本計畫原則先將其歸為

同一類進行探討。 

農作物有機栽培法為德國人Dr. Rudolf Steiner在1924年首先提倡，在推廣過程

中，Dr. Rudolf Steiner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為復興經濟、充裕糧食達到增產

糧食目的，大量使用化學肥料、農藥以及機械化耕作的化學農法以提高產量。由於

依賴高投入化學肥料及合成農藥等合成資材，並以大型農機與種植單一作物來提高

生產效率，影響了地球之自然生態體系，對於地球環境(包括水、土壤及空氣等)造

成負面影響。然而直到1970年代，有機栽培才逐漸受到世界各國重視。 

 

表 2-4 生態產業方案彙整 

方案別 說明 案例 特色 

種水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於 2006年開始

推廣於休耕的農

地上實施種水，

以 涵 養 地 下 水

源。 

台灣各地灌區，以宜蘭

地區之第二期作農田之

種水面積最多。 

除增加地下水補注等公益

機能外，也可於休耕田區種

植綠肥，再加入蓄水之操

作，大幅增加土壤肥力，減

少肥料使用量，也增加稻米

產量增加農民收益。 

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是一種

較不污染環境、

不破壞生態，並

能提供消費者健

康與安全農產品

的生產方式。 

台灣各地區，如彰化溪

州地區有機農場之水稻

田等。 

除種水等效益外，農民亦可

增加水稻或其他作物生產

收益。其中種植水稻尚有種

水之效益。 

強化水稻用

水栽培體系
(SRI) 

降低 50%的生產

成本，並促進有

機栽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0~2012 年進行 3 年

研究，於北中南地區進

行試驗。 

1.幼苗早栽。 

2.草本稀植。 

3.避免損傷秧苗根部。 

4.無水層灌溉，保持稻田濕

潤透氣。 

5.加強除草。 

6.使用有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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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別 說明 案例 特色 

無 毒 農 產

品、安心蔬

菜、自然農

法…等 

各地區自有品牌 台灣各地區 不施用農藥、化學肥料等 

生態農業 1.魚稻共生：田面

種稻，水體養

魚 ， 魚 糞 肥

田 ， 魚 稻 共

生 ， 魚 糧 共

存。 

2.魚菜共生：由水

產養殖和水生

作物栽培結合

而成。 

3.鴨間稻。 

1.大陸青田縣龍現村 

2.農工中心、農委會水

產試驗所淡水魚繁養

殖中心、屏東農業生

技園區瀚頂生態漁場

合作進行。 

3.台灣各地區。 

生態系平衡、降低肥料使用

與水質污染。 

友善耕作 以自然和諧的方

式進行耕作 

台灣各地區 不強調作物收益，強調自然

和諧與循環利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水稻有機栽培是屬於高技術栽培，栽培過程從育苗消毒、土壤栽培環境營造到

病蟲害防治等環環相扣。栽培地點應避開環境汙染，栽培品種應選擇適栽品種，稻

種應來自無污染之種田的種子，育苗過程應充分進行溫湯消毒工作，培育健壯秧苗。

培育健康肥沃之土壤，以使水稻永續經營。水田整地宜平整，以利栽培管理。秧苗

移植支數及插秧密度應適當，可以有效控制病蟲害。田間雜草應有效控制，避免與

水稻生長競爭，影響水稻生育。有機質肥料應合理化施用，可以穩定產量及降低病

蟲危害。水分供給與水稻的生育關係最密切，必須適時適量進行灌排水管理，避免

逆境對水稻造成不利之影響，影響水稻生長潛勢，導致病蟲害發生。由國內近年來

對於有機栽培相關技術之研發，水稻是有機栽培較容易種植的作物之一。 

另外，綜合生態農業如魚稻共生或魚菜共生，目前日漸受到重視。其中魚稻共

生目前最為出色的是中國大陸龍現村的魚稻共生系統，例如稻田中若同時放養泥

鰍，除了魚本身可供食用外稻子的病蟲害比較少收成也比較多。而魚菜共生在自然

界中到處存在，該系統可以簡略的說是由水產養殖和水栽培結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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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栽培系統倚賴精心調配的人造養液以達到植物最適合的生長狀態。這些養液

是由化學物質，鹽和微量元素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水栽培的水必須定期排放

因為化學物質和鹽類等在水中累積到一定程度時會變成植物的毒素。水產養殖系統

則是聚焦在養殖槽或養魚池裡的魚的最大增長量。是以魚在養殖槽中通常採用高密

度的畜養。例如100公升的水養10公斤的魚。如此高的密度意味著養殖槽裡的水很容

易被汙染因為大量的魚排泄物會釋放高濃度的氨氮混合物。所以有些養殖場每天必

須換水10-20%以避免魚中毒。這些汙染的水若未經處理隨意排放，對附近河川水道

和生態可能造成嚴重的影響。 

魚菜共生因結合了上述兩系統而得以去除兩個系統獨立運作時的負面觀點。一

則是它利用富含養分的魚代謝物取代添加化學養液來供給植物生長所需，再則它利

用植物和固定其根部的介質來過濾和淨化養殖槽裡的水以避免水質惡化。 

梯田對地下水涵養補注及水土保持之綜合評估:水稻梯田具生產功能及極佳之

水土保育功能，如水源涵養、土壤保全、蓄水調洪及崩塌防止等各種公益功能。此

外，對於昆蟲、鳥類等生物亦具有生態保育機能。為減少水稻梯田因轉作、休耕後

對生態環境之衝擊與負面影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三維地下水模式FEMWATER

建構坡地水/旱田之地下水概念模式，模擬分析坡地水/旱田之迴歸水及垂直滲漏補注

地下水佔灌溉用水之比例，以掌握農業梯田之灌溉用水對補注地下水及迴歸再利用

之水量，模擬結果顯示水稻梯田對地下水補注效益約為38.7-67.4%。亦即梯田對地

下水涵養補注之機能、水資源再利用之效益及其在水土保持功能顯著。 

水田之休耕蓄水(種水)自2006年積極在台灣各地推行以來，對於地下水涵養、

水質淨化與土壤肥力維持，均有其貢獻。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維護水田原有之

生態機能，並兼顧生活機能品質之提升，結合「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之休耕

補助措施與利用休耕水田蓄水，除使休耕的水田也具有調節當地微氣候、增加地下

水補注等公益機能外，也可於休耕田區種植綠肥，再加入蓄水之操作，大幅增加土

壤肥力，減少肥料使用量，也增加稻米產量增加農民收益。 

水梯田生態環境對於水質之淨化有其正面效果，水梯田同時兼具物理、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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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上之功能。田面湛水後經土壤中微生物作用，可將水體內之營養份加以分解，

又同時具有物理沈澱作用，可降低水體之BOD、SS、氮、磷等物質，進而達到水質

淨化之效果。林英傑 (2002)研究關渡地區水田BOD去除效率，一期作約為

15.24kg/ha，二期作約為18.9kg/ha。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07)以桃園大堀溪進行水稻

田全年二個期作之BOD淨化能力約為50.56kg/ha。 

第二節 落實梯田水圳保育經營之可行策略及構想研析 

依計畫之成果落實梯田水圳保育經營之可行策略及構想，增加在地組織的自主

性或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會，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並評估執行成效。 

早期陽明山研究區一帶的山區為綿延不絕的水梯田，景色相當壯觀，但隨著社

經環境的改變、農村人口外移，水圳梯田景觀也漸漸消失。梯田的休耕或廢耕後，

耕作的整個田區不僅雜草叢生，也降低水源涵養的功能；由各項研究顯示，梯田除

滯洪與蓄水的功能，其對地下水補注、水質淨化及生態保育均有極大貢獻，亦即梯

田除了能保育田區生物多樣性，更能提供當地保水防災的功能，未來也能朝向梯田

觀光生態體驗發展，因此本計畫擬在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目標與維持水圳與梯田

之人文景觀的原則下，透過居民訪談與座談會，與當地居民凝聚共識、確立水圳、

梯田、生態產業及社區活化目標，建議居民種植未施化肥及未施農藥之無毒作物，

重現水圳梯田地景，恢復水圳梯田保水、蓄水與淨化水質之功能，經由友善環境之

耕作措施，達到「水圳梯田人文景觀保存」及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之雙贏目的。 

本計畫範圍區分為二個研究區，分別為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及石門尖山湖研究

區，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之研究成果與計畫需求，為落實水圳梯田保

育經營策略及構想，可區分為三大部分，茲說明如后： 

第一部份為溝通協調部分，包括︰1.持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居民間的交

流活動，促進雙方溝通。2.辦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法令政策宣導座談會，使居

民了解生活與生產相關之法令政策。3.梯田水圳保育溝通與推動平台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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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為生態產業部分，包括︰1.透過生物防治、自然農法等方式永續經營

生產環境，種植無毒作物。2.透過無毒作物生產機制之建立，創造十八份及尖山湖

農產品牌與銷售管道。3.採用代耕或市民農園農地出租方式，解決人力資源不足問

題。 

第三部分為水圳梯田人文景觀的營造，此部分需要經由社區整體認同，於生態

產業與社區活化過程中，逐步落實。 

針對第一個部分溝通協調方面已依第三章~第五章之執行方法來落實；針對第二

個部分生態產業方面首先藉由第三章居民訪談與座談會，以及第五章之研究區補充

調查來獲得農民進行種植無毒作物意願與代耕或農地出租之需求與意願。以下針對

可能產生的不同情境之輔導與推動措施進行說明。 

(一)居民堅持依其傳統方式自行進行耕作︰建議持續訪談、溝通宣導。 

(二)居民同意採用無毒耕作方式並自行進行耕作︰進行技術輔導。 

(三)居民同意採用無毒耕作方式並尋求代耕︰進行代耕媒合與技術輔導。 

(四)居民同意採用無毒耕作方式並尋求農地出租︰本團隊建議依政府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進行農地出租輔導與耕作者之技術輔導。 

(五)梯田蓄水輔導︰居民於休耕期間蓄水，領取休耕補助之諮詢及服務。 

(六)梯田旱作輔導︰居民種植旱作，希望經由蓄水設施及管路灌溉提高產量，有關

技術及申請旱作灌溉補助之輔導。 

(七)其他相關資源輔導︰包括與農業或環境相關之NGO團體、學校合作，輔導及協

助農民的農務工作。 

本計畫已進行北投十八份與石門尖山湖試驗區之相關意願調查，調查樣本數如

表 2-5所列。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仍具有梯田地景總面積約25.6公頃，本研究成功訪問15.79公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34 

頃之農民，約占梯田地景總面積之62%，農民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約占30%，

已邀請農業改良場人員進行技術輔導，其於70%仍待持續訪談、溝通宣導。願意出

租讓人代耕的約占53%，但仍有產權與農保等疑慮。對於梯田蓄水與旱作灌溉補助

之輔導，目前並無需求。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仍具有梯田地景總面積約51.8公頃，本研究成功訪問26.42公

頃之農民，約占梯田地景總面積之51%，農民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約占88%，

已邀請農業改良場人員進行技術輔導，其於12%仍待持續訪談、溝通宣導。願意出

租讓人代耕的約占73%，但仍有產權與農保等疑慮。對於梯田蓄水與旱作灌溉補助

之輔導，目前有26%需求，且居民提出產銷要求協助的占19%。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有使用殺草劑的占93%，農民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約占

30%；而北投十八份研究區有使用殺草劑的占8%，農民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約

占88%，顯示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對於環境的友善程度比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來得好些。 

表 2-5 北投十八份與石門尖山湖試驗區調查樣本數 

區別 
調查 

戶數 
總戶數 

調查面積 

(公頃) 

總面積 

(公頃) 

調查百分比
(%) 

北投十八份 32 63 26.42 51.8 51.8 

石門尖山湖 8 13 15.79 25.6 6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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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石門研究區調查統計(ㄧ)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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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石門研究區調查統計(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36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領
休
耕
補
助

目
前
實
際
耕
作

殺
草
劑

割
草
機

人
工
拔
草

願
意
採
用
友
善
耕
作

願
意
出
租
讓
人
代
耕

不
願
意
出
租
讓
人
代
耕

土
地
面
積(

公
頃)

項目

 

圖 2-3 十八份研究區調查統計(ㄧ)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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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十八份研究區調查統計(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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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駐點輔導及教育訓練與座談會 

第一節 駐點輔導 

本團隊為落實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已於北投十八份及石門尖山湖地區進行駐

點輔導，駐點輔導時間主要考量作物生長、施肥等時程，有機農業為本團隊建議的

目標，在此目標下是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且在有機的認證條件下，不僅該田區

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周圍環境也是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因此社區居民的意

願與行動，絕對是關鍵，短期內無毒農業應為短期可行的建議。故本團隊於2014年6

月18日進駐輔導及推動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並進行訪談以作為成效評估之參考。 

目前政府推行之小地主大佃農、休耕地活化、推廣旱作灌溉等政策，均與本計

畫有密切之關係，因此本團隊除就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進行輔導與推動外，包括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有利於民眾之相關政策亦已進行教育宣

導，以促進研究趨之產業發展；例如推廣旱作灌溉可補助農民蓄水及末端管路灌溉

設施之部分費用，提高作物產量及品質，以本中心過去所執行之推廣旱作灌溉為例，

以金門縣農會所轄地區之落花生為例，產量增加100%，益本比均在1.5以上。值得研

究區之農民參與該項計畫，以提高農業經濟。 

北投十八份及石門尖山湖地區之農產運銷為生態產業重要議題之一，其主要關

鍵點在農產產量不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包括地區農會及新北市政府

均明確表示，期望每天或每周至少三天，可供應足夠產量，以方便協助農產運銷。

基本上要有10公頃之農地結合以成立產銷班，才可達到農會及新北市政府之輔導目

標。因此未來北投十八份及石門尖山湖地區成立產銷班或專區為重要關鍵課題，如

能集合北投十八份地區梯田51.8公頃、石門尖山湖地區梯田25.6公頃成立水稻專區或

蔬菜班，相信未來的前景是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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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投十八份研究區 

(一)駐點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242 號。 

(二)駐點人員：黃郅軒、林偉文。 

(三)駐點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至 10 月 31 日。 

(四)駐點觀察區域：如圖 3-1 所示研究區域。 

 

圖 3-1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駐點觀察區域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 

(五)駐點工作：  

1. 2014 年 6 月 18 日至 8 月 31 日。 

(1)訪談里長與農民。 

(2)進行轄區內可耕地進行資料比對與了解。 

(3)觀察轄區內之主要水圳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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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察轄區內農民之日常作業與生活特性。 

(5)觀察轄區內遊客的出入情況。 

2.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1)觀察農田耕種項目。 

(2)觀察轄區內農民之日常作業與生活特性。 

(3)觀察農民自銷狀況。 

(4)參與居民的社區活動。 

3.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約訪北投農會、區公所里總幹事。 

(2)約訪轄區內農民。 

(3)探訪北投社區大學。 

(4)轄區內農產品販售攤訪談。 

(六)駐點觀察與訪談重點： 

1.研究區農業生產人力：十八份研究區位於國家公園西南側邊界，區內土地多為

農作及森林，梯田位置多分布在農作使用區內，西南側為北投區市民農園。此

區行政單位為泉源里及湖山里，目前泉源里人口約為 2,500 人，湖山里約為

1,850 人，當地農業生產主力為中老年，在地的青壯年多在台北市區從事非農

業相關之工作。 

2.研究區聯外道路：本區聯外動線為東昇路於十八份研究區西側與泉源路交會通

往新北投地區，在東側相交會於湖山路通往陽金公路、中山樓等地區。此外，

十八份產業道路由東昇路行經北投區市民農園通往泉源路，湖底路及紗帽路則

由湖山路行經六窟及頂北投地區通往泉源路。 

3.研究區公車路線：泉源里地區有小 8、小 9 及小 26 等三條路線的台北市公車，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40 

在湖山里地區則有 260、紅 5、230、535 及小 25。 

4.研究區遊憩區：區內遊憩處雖有十八份圳及十八挖圳步道，步道早晨多見遊客

前往登山運動。不過大部分遊客以龍鳳谷、陽明公園（花鐘）及中正山步道為

主要旅遊地點。 

5.研究區種植作物種類：十八份研究區現況梯田耕作大部分為旱田，耕作項目有

園藝花材類與蔬果類。蔬果類多種植玉米、四季豆、番茄、芋頭、地瓜葉及小

黃瓜、南瓜、苦瓜、絲瓜、匏瓜等瓜類，水田佔了少部分面積，其生產之農產

品為當地居民引以為傲的筊白筍。在十八份圳步道旁有大面積園藝植栽的種

植，如山櫻、楓香等喬木，而基地北側圳內地區則有大面積的觀葉景觀植物種

植。 

6.研究區耕地組成：整體而言，因土地坡度差異大及土地所有權的紛亂，所以農

地耕作面積多破碎，且農民老邁，使整體收成量不高。另外，多處可見廢耕地，

多已形成芒草原及森林。 

7.研究區農民作息： 

(1)區內農民多在清晨四、五點至農地採收作物，收穫量較高的農民（少數），

隨後運送至北投市場、士東市場、前山公園攤販區、公車站牌等地區進行

販售，午時再返回自家用餐，下午休息至兩、三點繼續進行農務工作至傍

晚五、六點，晚上則為休息時間。老農民經濟來源主要依賴政府補貼與子

女供應，農作物銷售額所占比例不高。 

(2)十八份研究區西南側具有大面積市民農園，此範圍之多數農民來自士林及

北投地區，兩、三天或一周上山一次開車至承租農園進行灌溉與其他農務。

在周末假日此區常有農民之親朋好友共同前往承租之農園聚會休憩，農民

自行使用木頭搭建成簡易舍寮，形成泡茶聊天之聚會空間。 

8.研究區意見領袖訪談： 

(1)泉源里陳里長，家中已不經營餐廳，小面積耕種為自用，部分開放承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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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民農夫形式，每坪每月租金 60 元，三個月為一期。里內以農為職業的

人數大量減少，社區老齡化嚴重。有社區大學農園社，宣導有機農業。泉

源國小學生總數約 130 位，在地學生占七成。 

(2)湖山里李里長，對於有機農業、生態與健康有高度興趣，雖自己無耕作，

但樂於與里民分享相關知識，她認為里內農民也會願意接受。期待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擔任領頭羊，建議選用一單項農作物作為品牌，與北投農

會等相關單位合力，加速推動在地農地活化。 

(3)蔬果班白班長 82 歲，二子二女，九個孫子，與妻同住，習慣台語。目前單

人總共負責約 7 分地，其中約 2-3 分為自有，有耕種蔬果的約 4 分，1.5 分

為綠竹筍，約 1.5 分廢耕，栽種約 15 種蔬果，其中綠竹筍、山藥、茭白筍

為自豪，多用盆種，僅少許播種。一株（高麗菜）農作物的栽種成本（含

苗、肥、藥）約 20 元，自詡「安心蔬菜」。與其他 2 組農民經常在公車站

牌處設攤販售。反應北投農會僅協助觀光型農業活動（海芋節），對生產

較少照顧。反應申請、管理等相關的行政程序複雜，如有機申請、碎土機

補助等。 

9.研究區社區改善：2014 年 4 月台北市大地工程處執行泉源里改造計畫，期待

社區成為「活水生態村」，已執行改善社區入口意象、水圳修復、步道改善、

遊憩空間及農民廣場營造，並為 18 戶先人種植的 18 棵百年老樹棲息地進行整

理改善。另泉源公園之溫泉泡腳池園區亦為近年所施作之社區改善工作。 

10.研究區農民願景或期許： 

(1)維護梯田及水圳的生產及生態環境，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依調查顯示，十

八份研究區因產業的變遷、缺少工作機會，大多年輕人口皆外移至外地工

作或居住，十年間青壯年人口比例下降，區內現況人力資源相當缺乏。因

此，現階段建議引入以低人力照顧的農作物品種，如地瓜葉、小黃瓜、南

瓜、苦瓜、絲瓜、茭白筍等，並逐漸建立品牌形象。且後續需活化產銷班

團體，增加農民之間的交流並減少資訊落差，並可試辦與鄰近餐廳（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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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湖、文化大學）合作，定期收購農產品。 

(2)為期待塑造出十八份研究區旱作多樣性之梯田景觀，如何持續耕作非常重

要，持續工作的首要條件是必須有水源及人力，包括在地農民及外來農民，

進行翻土、播種、除草、除蟲、維護、採收等工作。目前，十八份研究區

的耕作人口主要以當地農民為主，因近年來食品安全、養生觀念漸被國人

重視，在泉源里十八份產業道路旁，有一處市民農園，適合認同有機農法

的市民來此管理耕種。此外，因梯田地形陡峭，許多農園目前在搬運農具、

肥料、產品時，還是人力搬運為主，隨著年紀越來越大，身體不堪負荷就

日漸放棄耕作，為使持續耕作的過程能夠更有效率，當地的基盤設施尤其

重要，例如農路的鋪設，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協助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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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十八份研究區農作物生產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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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十八份研究區農民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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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尖山湖研究區 

(一)駐點地址：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尖山湖 1 號。 

(二)駐點人員：梁泓程。 

(三)駐點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至 9 月 30 日。 

(四)駐點觀察區域：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域。 

(五)駐點工作： 

1. 2014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31 日。 

(1)訪談里長、嵩山社區發展協會、石門農會、農民。 

(2)觀察轄區內農民之日常作業與生活特性。 

(3)觀察轄區內的遊客出入情況。 

(4)觀察農民自銷狀況。 

(5)觀察區內養殖場狀況。 

2.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1)觀察農田耕種項目。 

(2)觀察轄區內農民之日常作業與生活特性。包括觀察社區協會舉辦部落客割

稻體驗活動、東森電視台採訪。 

(3)觀察農民自銷狀況。 

(4)觀察轄區內遊客的出入情況。 

(六)駐點觀察與訪談重點： 

1.研究區農業生產人力： 

(1)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的耕作人口大部分為當地農民，區內平常時間耕作人口

僅十餘人，且年齡層偏高，除了當地農民之外，亦有外來團體-如荒野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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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偶爾假日時召集市民至尖山湖研究區幫忙除草、翻土等農務。目前

尖山湖研究區休廢耕佔總耕種面積約 75%，除了產業變遷外，因休耕補貼

法令政策，當地居民為領休耕補助，而降低持續耕作之意願。 

(2)維護梯田及水圳的生產及生態環境，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依調查顯示，當

地因產業變遷，青壯年人口外流，老農民自組發展協會參與農村再生計畫，

以千歲米之稻田作為水梯田復育基地。根據地方領袖訪談及居民座談會結

果得知，尖山湖區內人口常住人口約 500 人，而 65 歲以上人口就佔了 140

多人，青壯年因為工作機會少，紛紛前往外地工作，僅在假日時有部分當

地年輕人返鄉協助農務工作。 

2.研究區農業生產行為：石門尖山湖研究區梯田維繫著當地農業生產及環境景

觀，許多農民為領休耕補助，維護方便使用除草劑，汙染土壤及水資源，另因

許多農民使用農藥消除病蟲害，造成食品安全的憂慮，此兩種化學藥劑的使

用，皆對梯田周邊的棲地與生產環境造成破壞。而當地也有部分耕地因農村再

生計畫補助，日前在進行無農藥之「越光米」栽種，也顧慮因水源及土壤有相

互連通性，若未來農產要往無毒安心高品質發展，提高其農產價值，不僅是當

地耕種居民不使用農藥，連帶周邊農地也要控制用量，除草劑及農藥使用勢必

成為相當重要之議題。 

3.研究區居民意見訪談： 

(1)尖山湖研究區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因過去對主管機關之誤解，居民對於

自身住家安全性等相關法令因年齡較高、教育程度偏低、資訊流通不佳等

因素較難能接受，主管機關的宣導說明會參與意願低，許多利於居民法令

的更新宣導成效較為不彰。 

(2)當地缺乏銷售組織，農產皆為自產自銷，多於青山步道入口販售。由於農

產品產量不穩定，又缺乏銷售組織，居民單打獨鬥販售各自農產，導致收

入來源不穩定，不利於穩定居民生活。 

(3)居民對於相關法令政策不熟悉，例如房屋屋頂修繕、農路修建之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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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能及時申辦而有被罰事件發生，導致對執法單位多有抱怨與誤解，同

樣不利於穩定居民生活。 

(4)外地遊客對於本區仍保有相當程度的自然生態環境，無不給予高度的肯

定，且對於本地居民的農作生活也頗感興趣，例如助割、鋤草、曬穀等活

動，經常會到本地與居民互動，且拍照留念，有利於本區朝自然生態景觀

及農村生活文化之休閒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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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尖山湖研究區農作物生產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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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尖山湖研究區農民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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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培力及教育訓練與座談會 

針對前期計畫在座談會中民眾的相關意見與報告之結論與建議，本團隊研析兩

者之間並未達到完全共識。亦即前期計畫建議種植無毒作物，居民是否完全認同。

此外，台灣地區目前正積極推動有機農業、無毒農業，各項認證與輔導措施都有其

規範。由於有機農產品或無毒農產品之價格高於邊農產品，因此投入有機農業或無

毒農業之生產，需要較多人力或資本，這些關鍵課題均需農民有所了解。 

北投十八份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農產品運銷，主要的關鍵問題在產量與品

質；由於農產品買賣為自由競爭市場，因此對於研究區小農的農產品銷售是不利的，

唯有社區區民取得共識，成立產銷班，集中研究區之生產力量以從事最適合的少數

農作物生產，或選擇一、二種生產成本較低的農作物為研究區之主要產品，以提高

競爭力，同時對整體景觀亦較有利。其次有機農業或無毒農業在台灣已是高單價農

產品的必要條件，因此要建立品牌行銷，有機農業或無毒農業是重要的方向。 

農民培力訓練，考量計畫之需求，訓練內容著重於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基本

觀念、技術指導與實務經驗分享。其課程內容可包括：生態保育、合理化施肥、友

善耕作、有機農業以及永續發展觀點之水圳梯田文化等跨領域整合課程，並採實務

與案例介紹並重方式講授，以使農民容易學習。 

本計畫針對農民培力訓練擬定五項主題課程，依序為「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

「活用政府相關資源」、「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水圳與梯田環境生態」與「水

田蓄水與推廣旱作灌溉」，針對課程主題的排定與課程內容如表3-1所示。 

經由駐點人員長期與當地民眾接觸，針對地方需求，擬好之培力訓練課程，再

邀集相關人員進行會議討論，使課程的訂定在符合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願景下，

並參酌和本計畫有關的內容，配合當前業務推動的實際議題列入考量，適當的加入

到培力訓練的課程當中，期使未來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在兼顧農業水土資源下，提

升人文環境與生態機能，並提供經濟效益，讓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後的水圳與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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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生產」、「生活」、「生態」與「生存」的四個面向多元發展。 

 

表 3-1 培力訓練課程主題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 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 
以研究區之梯田環境，介紹友善耕作與有

機農業之栽培方式與認證流程。 

2 
活用政府相關資源-水田蓄

水與推廣旱作灌溉 

梯田除種植水稻外，另有水田蓄水及旱作

之選項，且介紹相關補助措施與申請流程。 

3 
前瞻性農業技與活用政府

相關資源介紹 

1.前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如植物工場等。 

2.以研究區之梯田環境，介紹農地出租、灌

溉設施補助、農業輔導等政府相關資源 

4 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 
以陽明山水圳與梯田為主題介紹水圳與梯

田起源與相關之歷史文化。 

5 
水圳與梯田環境生態與合

理化施肥 

對水圳與梯田之環境生態友善耕作方式，

如合理化施肥。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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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已於2014年6月15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

第一場培力訓練，由本中心梁榮元副研究員針對「前瞻性農業技與活用政府相關資

源介紹」，以「前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及相關補助與輔導措施」為課題，介紹包括前

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如植物工場等，並以研究區之梯田環境，介紹農地出租、灌溉

設施補助、農業輔導等政府相關資源，計有30人次參加。與會者對於本計畫之執行

有高度之期許。 

  

圖 3-6 2014 年 6 月 15 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第一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2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第一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 

地點 嵩山社區發展協會(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尖山湖 1 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0:30~11:30 

前瞻性農業技

與活用政府相

關資源介紹 

前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及

相關補助與輔導措施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梁榮元副研究員 

11:30~12:0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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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復於2014年8月17日於石門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第

二場培力訓練，由桃園農業改良場林孟輝博士針對「水圳與梯田環境生態與合理化

施肥」，以水稻田之合理化管理等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20人次參加。與會者對

於合理施肥有進一步的體認。 

 

  

圖 3-7 2014 年 8 月 17 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第二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3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第二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 

地點 嵩山社區發展協會(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尖山湖 1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0:00~11:30 
水圳與梯田環境生

態與合理化施肥 

水梯田之水稻

栽培與管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作物

改良課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林科長孟輝 

11:30~12:0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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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並於2014年11月12日於石門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

第三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副研究員兼組長針對「活用政府相關

資源及水田蓄水與推廣旱作」，以「推廣旱作灌溉相關補助」為課題，且由七星農

田水利會林文傑專員針對「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以「水圳與梯田之保育及其歷

史沿革」等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27人次參加。與會者對於溫網室與旱作灌溉之

補助有高度興趣，並且對於水圳與梯田之保育也有進一步的體認。 

 

  
圖 3-8 2014 年 11 月 12 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第三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4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第三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 

地點 嵩山社區發展協會(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尖山湖 1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0:00~10:30 
活用政府相關資源及

水田蓄水與推廣旱作 

推廣旱作灌溉 

相關補助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簡傳彬副研究員 

10:30~12:10 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 
水圳與梯田之保

育及其歷史沿革 

七星農田水利會 

林文傑專員 

12:10~12:3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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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已於2014年12月6日於石門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第

四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副研究員兼組長針對「友善耕作與有機

農業」，以「友善耕作及有機農業之栽培與認證」為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22

人次參加。與會者對於友善耕作之作法有進一步的體會。 

 

  

圖 3-9 2014 年 12 月 6 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第四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5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第四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地點 嵩山社區發展協會(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尖山湖 1 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0:00~11:40 
友善耕作與 

有機農業 

友善耕作及有機農業之 

栽培與認證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簡傳彬組長 

11:40~12:00 綜合座談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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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於2014年8月23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泉源里里民活動中心，辦理本區

第一場培力訓練，由桃園農業改良場羅秋雄博士針對「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以

「有機農業推動及輔導措施」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10人次參加。與會者對於

有機栽培普遍存有高度的認同感。 

 

  

圖 3-10 2014 年 8 月 23 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第一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6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第一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 

地點 北投區泉源里里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北投區東昇路 45之 5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0:00~11:40 
友善耕作與

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推動及

輔導措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

業改良場羅秋雄博士 

11:40~12:0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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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於2014年10月15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北投區湖山里辦公室，辦理本

區第二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組長針對「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

以「水圳與梯田保育之友善耕作」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劉廣泉副研究員針對「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以「有機葉菜類栽

培與管理」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43人次參加。本次培力訓練並透過桃園區農

業改良場之協助，提供桃園二號地瓜葉，供本地里民索取栽種。 

  

圖 3-11 2014 年 8 月 23 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第二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7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第二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 

地點 北投區湖山里辦公室(臺北市北投區湖山路一段臨 48-5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8:30~18:40 
認識水圳與 

梯田文化 

水圳與梯田保育

之友善耕作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簡傳彬組長 

18:40~20:20 
水圳與梯田環境生

態與合理化施肥 

有機葉菜類栽培 

與管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劉廣泉副研究員 

20:20~20:3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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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復於2014年11月12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頂湖包裝場，辦理本區第三

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梁榮元副研究員針對「前瞻性農業技術與活用政

府相關資源介紹」，以「前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及相關補助與輔導措施」為課題，並由

七星農田水利會林文傑專員針對「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以「水圳與梯田之保育及

其歷史沿革」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56人次參加。與會者對於前瞻性農業技術

以及水圳與梯田之保育也有進一步的體認。 

   

圖 3-12 2014 年 11 月 12 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第三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8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第三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 

地點 頂湖包裝場(臺北市北投區東昇路 80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8:30~19:00 

前瞻性農業技術

與活用政府相關

資源介紹 

前瞻性農業技術介

紹及相關補助與輔

導措施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梁榮元副研究員 

19:00~20:40 
認識水圳與 

梯田文化 

水圳與梯田之保育

及其歷史沿革 

七星農田水利會 

林文傑專員 

20:40~21:0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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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已於2014年12月6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儷宴會館2樓會議室，辦理本

區第四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組長副研究員兼組長針對「活用政

府相關資源－水田蓄水與推廣旱作灌溉」，以「推廣旱作灌溉相關補助」為課題進

行培力訓練，計有26人次參加。與會者對於推廣旱作灌溉有高度興趣，並提出病蟲

害防治之需求，以轉請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協助處理。 

  

圖 3-13 2014 年 12 月 6 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第四場培力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表 3-9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第四次培力訓練課程 

日期 2014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地點 儷宴會館 2 樓會議室(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25 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18:00~19:00 

活用政府相關資源－

水田蓄水與推廣旱作

灌溉 

推廣旱作灌溉 

相關補助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簡傳彬組長 

19:00~19:30 綜合座談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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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製作保育宣導手冊 

考量本宣導手冊係以環境保護為主軸，並包括推廣有機、無毒農耕宣導；本團

隊首先邀請桃園農業改良場羅秋雄秘書、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林俊男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方珍玲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方偉達

教授、健行科技大學空間資訊研究所韋家振教授、七星農田水利會周朝枝組長等專

家學者，與本中心方文村博士、簡傳彬博士及梁榮元副研究員，於2014年5月12日舉

行保育手冊編撰會議，以確立保育宣導手冊的大綱，保育宣導手冊之內容大綱初步

擬定包括︰(1)為何要保育水圳與梯田、(2)水圳與梯田之環境保護觀念與核心價值、

(3)無毒、有機與生態農業、(4)為何要有機農業及(5)有機梯田文化的願景。 

保育手冊編撰會議各委員之主要建議，分述如下： 

一、方文村委員： 

(一)宣導手冊之編撰應回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職掌，以環境保育、生態旅

遊為主。 

(二)宣導手冊建議增加水圳功能之介紹及水圳文化之願景。 

(三)導手冊應該是篇幅不多，建議釐清宣導之對象，以有限之篇幅做有效之宣導

運用。並以宣導之對象可接受的立場來編撰手冊內容。 

二、林俊男委員： 

(一)建議宣導手冊以照片為主。 

(二)宣導手冊建議可以農民自發性進行水圳、梯田保育，如加強水圳梯田之功能

及水圳梯田之功能之美。 

(三)可否添加陽明山公園既有動植物與水圳、梯田之關係。 

(四)可否添加水圳、梯田與產業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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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韋家振委員： 

(一)經濟與生態之平衡考量納入宣導手冊之編纂原則。 

(二)特有植物之介紹是否納入宣導手冊,請評估。 

四、方偉達委員： 

(一)建議有機農作產品因為其產量較傳統農作單位產量較低，對農戶較無吸引

力。可用生產端←→消費端的契作,農夫市集、網路行銷方式,增加銷售的競

爭力。 

(二)自然農藥立意甚佳,但是某些物質對福壽螺又殺傷力,例如:苦茶粕,對於兩棲

類及爬蟲類傷害力亦強，建議在手冊上亦進行說明。 

(三)水圳及梯田保育成功後,如何搭配生態旅遊的概念進行結合。 

(四)外來種的問題,如美國螯蝦、福壽螺及牛蛙的防治，建議納入案例分析:元陽

梯田。 

(五)里山的概念可以適度加入。請參閱科技部五月發行的科學發展，討論濕地、

有機農業及里山建議。 

(六)生態工程的內容可以納入。 

(七)梯田休耕的情形嚴重,如何正確休耕?如何復種?應納入正確的概念。 

本計畫再進行資料蒐集與手冊內容的初步編撰後，再由工作小組進行編輯、設

計完稿與印製工作，有關「保育宣導手冊」之規格，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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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印製「保育宣導手冊」規格 

項目  規格  說明  

尺寸 開本12.8cm×18.2cm  

頁數 頁數34頁  

用紙 
封面封底 180 磅雪銅紙，封面上霧 P，彩色印刷。 

內頁 100 磅雪銅紙，彩色印刷。 
 

設計完稿 

以環境保護為主軸，並包括推廣有機、無毒農耕宣

導，包括彙整、撰寫、編輯、設計、美編、印製保

育宣導手冊。 

 

裝訂 騎馬釘  

宣導手冊印製 設計完成後，經甲方同意後印製宣導手冊。 2,000份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考量保育宣導手冊之目的，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保育宣導與農民之耕作及補

助需求，手冊的內容已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1)陽明山的梯田，細水長流、(2)

自然和諧的耕作、及(3)如何申請補助等。 

第一部分「陽明山的梯田，細水長流」，首先介紹陽明山水圳和梯田的由來，

其次分為三項依序介紹(1)為什麼要保育水圳與梯田、(2)陽明山的梯田在那裏、及(3)

未來的陽明山。針對陽明山水圳和梯田的由來，主要的介紹文字，如下所述： 

梯田是先民順著陽明山的地形開闢而成的階梯狀水田，梯田在沒有圳路前為看

天田，作物的收成完全看老天爺的降雨量，如果雨量不夠，收成就差或沒有收成；

為了補充灌溉，先民就 興建水圳引入溪水灌溉，以補降雨量的不足。 

水圳的開鑿使先民得以栽植水稻、蔬菜或水果等作物，形成了陽明山國家公園

的特殊地景「水圳─梯田」。 

水圳與梯田，不僅提供農民可以栽種各種作物，改善生活；又因為與泉水或溪

流水系相連結，提供了多樣性的生物棲地，達到農作物生產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雙

贏局面。所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水圳」與「梯田」所構成的溼地生態系，除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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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外，也提供生物多樣性的棲地，這蘊含了人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智慧，是具

有文化與生態特色的自然景觀，可提供作為環境教育的場所。 

除前述文字外，並搭配插畫與照片來輔助說明，主要插畫及照片如圖4-1~4-2所

示。 

 
圖 4-1 梯田介紹輔助插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宣導手冊資料) 

 

 
圖 4-2 水圳介紹輔助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宣導手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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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什麼要保育水圳與梯田 

主要敘述水圳與梯田的功能，包括濕地生態、水源涵養、降低洪水災害與淨

化水質功能，主要的介紹文字，如下所述： 

水圳及梯田的「濕地生態」，棲息著各種青蛙、螢火蟲、蜻蜓 ... 等生物，

甚至有像台北樹蛙、大冠鷲 ... 等這些稀有的保育類動物。 

梯田除了生產作物外還具有水源涵養的功能：如補注地下水；調節氣溫的功

能：藉由梯田蓄水的蒸發與凝結可達到調節溫度的功能。 

降低洪水災害的功能：下大雨時，梯田的田埂會讓雨水蓄留在田裡，田埂的

高度一般是20公分(相當於200mm)，中央氣象局講的豪雨是130mm，一場豪雨下

來，因為有一部分的水會留在田裡，所以下游就不會淹大水。就像圖的左邊有梯

田，部分的水會留在田裡，右邊沒有梯田，水就直接流到河裡。 

淨化水質功能：梯田的友善耕作，可以防止土砂流失與淨化水質，亦具有延

緩降雨流入下游河川的作用，使得土砂留在田區，達到淨化水質目的。 

除前述文字外，並搭配插畫與照片來輔助說明，主要插畫如圖4-3~4-4所示。 

 
圖 4-3 梯田功能介紹輔助插畫(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宣導手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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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梯田功能介紹輔助插畫(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宣導手冊資料) 

 
 

2.陽明山的梯田在那裏 

介紹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梯田主要分布在三芝區店子里、圓山里、石門區尖山

湖、金山區兩湖、八煙、萬里區鹿崛坪、士林區平等里、菁山里、北投區十八份、

馬槽及竹子湖地區。並說明梯田係由先民採集當地安山石所開闢，並建造出灌溉

梯田的水圳。且水圳及梯田除了提供農民耕作外亦具有區域地下水補注與滯洪的

功能，並擴大了溼地面積，豐富了棲地多樣性，提供生物更多元的運用。 

除前述文字外，並搭配插畫與照片來輔助說明，主要插畫及照片如圖4-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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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梯田位置介紹輔助插圖(淡化處理為背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宣導手冊資料) 

 

 

圖 4-6 梯田介紹輔助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宣導手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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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來的陽明山 

此部分之敘述，期望居民可經由友善耕作的推動，發展社區的生態產業與經

濟；經由水圳與梯田的保育，以保存陽明山的人文景觀與生物多樣性。因此主要

介紹文化景觀與生態產業，主要的介紹文字，如下所述： 

早年先民為了種植水稻，興建水圳及梯田。隨著開墾過程，水圳與梯田的範

圍日漸擴大，農民也陸續增加而成為了聚落。聚落、在地地景、特產與技藝，形

成了在地的文化景觀，例如梯田的砌石駁坎、居民的信仰中心、傳統技藝及十八

份地區的木炭窯等，所交織而成的特殊文化地景，已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特

殊資產。 

在社區居民進行日常生活與生產活動時，如何兼顧保育特殊環境資源、水圳

文化與梯田地景 ? 我們必須靠「生態產業」作為橋樑以取得兩者間的平衡。 

「生態產業」是指在保育自然的原則下去生產經濟作物，社區居民在顧生計

之時還能兼顧保育水圳梯田生態。如種植「水稻」、「葉用甘藷 ( 地瓜葉 )」、

「茭白筍」... 等作物。 

如何做「生態產業」呢 ?就是進行友善耕作，包括翻田、蓄水與種植綠肥、

無毒或有機作物等，使梯田具有作物生產、水源涵養及提供生物多樣化的棲地環

境等功能。不僅提升了作物的價值，增加農民的收益，同時也涵養了大台北地區

的水源，提供在地與大台北地區乾淨的飲用水。 

「友善的耕作」之所以有生物多樣性的功能，是因為採用了保育生態的耕作

方式，包括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使得梯田作物如水稻、伴生植物成為植食性

昆蟲的食物來源，掠食性的昆蟲也跟著來做生物防治，進而形成了一個豐富的生

態圈，其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及產生的環境效益是難以估量的。 

對於農民的付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在「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提供包括翻耕及蓄水等「生產環境維護給付」、「綠肥作物給付」、「有機作物」

的補貼等來推廣友善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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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然和諧的耕作」，首先介紹陽明山水圳和梯田的由來，其次分

為二個項目依序介紹，分別為(1)友善的耕作方式、(2)處處是生機。 

第三部分「如何申請補助」，考量目前與梯田相關的補助，主要有休耕給付、

轉(契)作補貼、旱作灌溉補助等，其中休耕給付與轉(契)作補貼都簡稱休耕補助，

這些補助都與農民息息相關。此外，政府或農會亦針對小地主大佃農與市民農園

進行補助及輔導。其次分為三項依序介紹，分別為(1)休耕補助有哪些、(2)什麼

是旱作灌溉補助、(3)小地主大佃農怎麼做、及(4)市民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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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區補充調查 

本團隊考量計畫需求，進行研究區相關補充調查工作，包括︰ 

(一)補充調查點選定，就北投十八份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進行補充調查點選定。 

(二)土壤肥力試驗。 

(三)水質監測︰2處研究區之水質調查分析，每次(入流口及出流口)檢驗14項目：水

溫、氫離子濃度指數(pH)、溶氧(DO)、生化需氧量(BOD5)、化學需氧量(COD)、

總有機碳(TOC)、懸浮固體(SS)、大腸桿菌群、氨氮(NH3-N)、正磷酸鹽(PO4
3-)、

總磷(TP)、總氮(TN)、硝酸鹽氮(NO3-N)、導電度，進行兩次。 

(四)魚類生態調查：2處研究區之魚類調查分析，進行兩次。。 

(五)農耕紀錄情形：就補充調查點進行農耕記錄，並彙整分析。 

(六)農藝性狀調查與分析。 

依據前述工作內容，本團隊執行之研究成果，說明如下︰ 

第一節 補充調查點選定 

本團隊考量計畫需求，水質監測點位置(4處)及魚類生態調查點位置(2處)原則參

考陽明山國家管理處2013年計畫之監測點位置(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分

別選定磺溪上游之十八份圳取水口及試驗田區下游，及順天聖母廟旁之尖山湖二圳

取水口及試驗田區下游，選定位置座標如下表5-1所示。試驗田區觀測調查點位置，

為十八份圳下游之水梯田及石門尖山湖(順天聖母廟旁)之水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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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水質監測座標點位 

水質採樣點位 

座標位置 

調查項目 

N E 

十八份研究地區 

上游測站 
25° 9'41.45" 121°31'56.97” 

水質監測、魚類生態

調查 

十八份研究地區 

下游測站 
25° 8'52.96" 121°31'44.74" 水質監測 

尖山湖研究地區 

上游測站 
25° 9'38.24" 121°31'57.92" 

水質監測、魚類生態

調查 

尖山湖研究地區 

下游測站 
25° 9'21.51" 121°31'47.94" 水質監測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5-1 十八份研究地區水質監測及魚類生態調查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底圖來源：Google 地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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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於磺溪上游之十八份圳取水口(七星農田水利會)進行水質監測及

魚類生態調查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圖 5-3 於十八份圳下游進行水質監測與試驗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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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尖山湖研究地區水質監測及魚類生態調查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底圖來源：Google 地圖，2014) 

 

 

 

  

圖 5-5 於順天聖母廟旁之尖山湖二圳取水口(北基農田水利會)進行水質

監測及魚類生態調查與試驗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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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於老梅溪支流進行水質監測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第二節 土壤肥力試驗  

土壤肥力係指一給定地點之生產潛能為其生產力(productivity) (Fairbridge & 

Finkl, Jnr.，1984)，其中由土壤所貢獻者稱為肥力(fertility)，這是一個包含物理、生

物、及化學觀點的廣泛定義。更狹隘的定義可以將肥力限制在土壤的營養狀態。一

個未開發之土壤的肥力代表能夠支持最大植物及動物數量之容量(Cooke，1967)，而

耕作下之土壤的肥力為產生作物之容量。 

以往農民的施肥措施，是依照個人經驗或根據相關作物施肥手冊來進行，但是

各地區的環境、土質不同，往往同樣的措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如要使施用之肥料

能充分的被作物利用，防範過量肥料造成環境污染，同時，讓土壤之生產力達到最

高，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先測定土壤，看看土壤之肥力狀況、品質如何。一般常用的

測定方法是以「土壤速測法」、「植體分析營養診斷法」或「植物病徵判斷法」三

種方式來決定的。本研究計畫採用的是土壤速測法，利用化學分析法來測定農田的

代表性土壤，分析出土壤的物理、化學性質與有效養分含量。 

本計畫已針對試驗田區進行土壤肥力分析，於2014年10月24日進行土壤取樣工

作(圖5-7~圖5-8)，並經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協助檢驗，檢測項目有土壤酸鹼度、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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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電導度、磷酐、氧化鉀、氧化鈣及氧化鎂等。其中酸鹼度係以抽出液萃取1：1

的方式進行檢測，而電導度則是以1：5的方式。結果如表5-2及圖5-9~圖5-15所示。 

ㄧ、土壤酸鹼度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土壤酸鹼度，其中5個樣本符合參考值(5.5~6.8)，種植

葉菜類或筊白筍，大於參考值的為十八份第4及第5樣本，均為休耕地。小於參考值

的為十八份第6樣本，為水稻田。對於十八份第4及第5樣本，其鉀、鈣及鎂含量亦偏

高，建議復耕時考量土壤為鹼性，建議停用石灰資材及鹼性肥料，並減少鉀、鈣及

鎂之投入。對於十八份第6樣本，其鈣及鎂含量亦偏高，建議復耕時考量土壤為弱酸

性，建議每分地施用石灰80~120公斤，並減少鈣及鎂之投入。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土壤酸鹼度，符合參考值(5.5~6.8)的為石門第5樣本，種

植波斯菊與葉菜類。小於參考值的為石門第1~4樣本，包括水稻田、葉菜類及休耕地。

其中石門第4樣本，土壤為酸性，且磷酐、氧化鈣與氧化鎂之檢測值均低於參考值，

建議每分地施用石灰200~300公斤，增加磷肥使用、補充鈣肥、補充鎂肥。 

二、有機質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土壤有機質，其中7個樣本符合參考值(＞3.0%)，僅十八

份第第5樣本小於參考值，為休耕地，建議補充粗質有機肥每分地200~1,000公斤。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土壤有機質，其中4個樣本符合參考值(＞3.0%)，僅石門第

第1樣本小於參考值，種植葉菜類為友善耕作，建議補充粗質有機肥每分地200~1,000

公斤。 

三、電導度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土壤電導度，其中7個樣本符合參考值(＜0.6 dS/m)，僅

十八份第1樣本大於參考值，種植葉菜類作物，由於十八份第1樣本之土壤電導度偏

高，且且磷酐、氧化鉀、氧化鈣與氧化鎂之檢測值均高於參考值，建議減少施肥量、

避免鹽害、停用磷肥、鉀肥、鈣肥及鎂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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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土壤電導度，均符合參考值(＜0.6 dS/m)。 

四、磷酐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磷酐，其中3個樣本符合參考值(60-290公斤/公頃)，為

十八份第4及第5樣本之休耕地與十八份第6樣本之水稻田。小於參考值的為十八份第

8樣本為水田(茭白筍)。其餘4個樣本大於參考值，其中3個種植葉菜類。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磷酐，除石門第3樣本之休耕田低於參考值(60-290公斤/

公頃)外，其餘均符合參考值。 

五、氧化鉀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氧化鉀，其中2個樣本符合參考值(90-300公斤/公頃)，

為十八份第2樣本之水田(茭白筍)與十八份第6樣本之水稻田。其餘6個樣本大於參考

值，其中3個種植葉菜類。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氧化鉀，除種植波斯菊與葉菜類之石門第5樣本大於參考

值(90-300公斤/公頃)外，其餘均符合參考值。 

六、氧化鈣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氧化鈣，均大於參考值(2000-4000公斤/公頃)。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氧化鈣，其中水田(友善耕作水稻已收割) 之石門第2樣本 

符合參考值(2000-4000公斤/公頃)。而種植波斯菊與葉菜類之石門第5樣本大於參考

值(2000-4000公斤/公頃)外，其餘均小於參考值。 

七、氧化鎂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之氧化鎂，其中十八份第3樣本之旱作(葉菜) 符合參考值

(200-400公斤/公頃)，其餘均大於參考值。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之氧化鎂，除石門第3樣本之休耕田低於參考值(200-400公

斤/公頃)外，其餘大於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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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金屬 

十八份研究區8個樣本中，其中有3個樣本之銅與3個樣本之鋅略為高於參考值，

但均低於台灣地區平均背景濃度之上限(銅為35ppm、 鋅為120ppm，參考資料：許

正ㄧ，2011)、食用作物農地的管制標準(銅為200ppm、鋅為600ppm)。 

石門研究區5個樣本中，其中有1個樣本之鉛略為高於參考值，但均低於台灣地

區平均背景濃度之上限(鉛為60ppm，參考資料：許正ㄧ，2011 )、食用作物農地的

管制標準(鉛為500ppm)。 

另外，針對石門尖山湖研究區水稻試驗前後土壤肥力檢測結果詳如表5-4所示，

由於本研究區採友善耕作，不施農業及化學肥料，相關肥力如有機質、電導度、磷

酐、氧化鉀、氧化鈣及氧化鎂等雖略有增加，但並未超過參考值，而重金屬試驗前

後並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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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於石門研究區進行土攘肥力試驗之採樣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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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於十八份研究區進行土攘肥力試驗之採樣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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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土壤肥力檢測結果(ㄧ) 

樣點 作物別 

座標 
酸鹼度

(1:1) 

電導度

(1:5) 
有機質 磷酐 氧化鉀 氧化鈣 氧化鎂 

N E 
 

(dS/m) (%) 
(公斤/ 

公頃) 

(公斤/ 

公頃) 

(公斤/ 

公頃) 

(公斤/ 

公頃) 

參考值 
   

5.5-6.8 ＜0.6 ＞3.0 60-290 90-300 2000-4000 200-400 

十八份 1 
旱作 

(葉菜) 
25.1538  121.5289  5.7  0.61  7.0  989 1276 17599 2079 

十八份 2 
水田 

(茭白筍) 
25.1598  121.5323  6.2  0.10  3.4  365 207 7331 403 

十八份 3 
旱作 

(葉菜) 
25.1600  121.5318  6.1  0.15  4.6  946 521 7581 376 

十八份 4 休耕 25.1580  121.5306  7.6  0.12  6.6  66 423 7357 1172 

十八份 5 休耕 25.1553  121.5298  7.6  0.13  2.7  261 488 13562 595 

十八份 6 
水田 

(水稻) 
25.1505  121.5259  5.0  0.24  5.4  187 151 4772 720 

十八份 7 
旱作 

(葉菜) 
25.1480  121.5285  6.1  0.12  4.6  441 705 12682 950 

十八份 8 
水田 

(茭白筍) 
25.1479  121.5283  6.2  0.23  6.5  46 343 13541 1955 

石門 1 

旱作 

(葉菜、友

善耕作) 

25.2460  121.5668  5.2  0.11  2.6  173 257 1939 592 

石門 2 

水田 

(友善耕

作水稻已

收割) 

25.2443  121.5671  5.3  0.11  5.2  203 153 2177 466 

石門 3 休耕 25.2410  121.5628  4.1  0.08  4.2  18 265 374 174 

石門 4 

水田 

(水稻已

收割) 

25.2425  121.5632  5.1  0.08  5.7  65 92 1617 436 

石門 5 
旱作 

(波斯菊) 
25.2443  121.5650  6.0  0.12  6.7  73 376 7469 1219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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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土壤肥力檢測結果(二) 

樣點 作物別 
座標 銅 鋅 鎘 鎳 鉻 鉛 

N E (ppm) (ppm) (ppm) (ppm) (ppm) (ppm) 

參考值 
   

＜20 ＜50 ＜0.39 ＜10 ＜10 ＜15 

十八份 1 
旱作 

(葉菜) 
25.1538 121.5289 4  63 0.22 0.7  0.5  2.2  

十八份 2 
水田 

(茭白筍) 
25.1598 121.5323 20  27 0.25 0.6  1.3  5.7  

十八份 3 
旱作 

(葉菜) 
25.1600 121.5318 17  47 0.26 1.0  1.0  3.3  

十八份 4 休耕 25.1580 121.5306 13  32 0.14 0.5  0.4  3.9  

十八份 5 休耕 25.1553 121.5298 12  30 0.17 0.8  1.1  2.7  

十八份 6 
水田 

(水稻) 
25.1505 121.5259 32  45 0.22 0.9  0.4  10.0  

十八份 7 
旱作 

(葉菜) 
25.1480 121.5285 17  39 0.14 0.7  0.6  1.8  

十八份 8 
水田 

(茭白筍) 
25.1479 121.5283 22  50 0.17 1.2  0.5  4.6  

石門 1 

旱作 

(葉菜、友

善耕作) 

25.2460 121.5668 3  7 0.05 0.5  0.1  4.3  

石門 2 

水田 

(友善耕作

水稻已收

割) 

25.2443 121.5671 6  11 0.07 0.2  0.2  12.0  

石門 3 休耕 25.2410 121.5628 6  13 0.08 0.3  0.1  14.0  

石門 4 

水田 

(水稻 

已收割) 

25.2425 121.5632 9  32 0.32 0.6  0.2  19.0  

石門 5 
旱作 

(波斯菊) 
25.2443 121.5650 5  16 0.22 0.5  0.1  8.0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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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水稻試驗前後土壤肥力檢測結果 

項 目 
酸鹼度 

(1:1) 

電導度
(1:5) 

(dS/m) 

有機質 

(%) 

磷酐 

(公斤/

公頃) 

氧化鉀 

(公斤/ 

公頃) 

氧化鈣 

(公斤/ 

公頃) 

氧化鎂 

(公斤/’

公頃) 

銅 

(ppm) 

鋅 

(ppm) 

鎘 

(ppm) 

鎳 

(ppm) 

鉻 

(ppm) 

鉛 

(ppm) 

參考值 5.5-6.8 ＜0.6 ＞3.0 60-290 90-300 2000-4000 200-400 ＜20 ＜50 ＜0.39 ＜10 ＜10 ＜15 

耕作前 5.4 0.08 4.2 18 65 92 174 6 13 0.08 0.3 0.1 14 

耕作後 5.3 0.11 5.2 203 153 2,177 466 6 11 0.07 0.2 0.2 12 

註：取樣點座標 N25.2443，E121.5671。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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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土壤肥力資料(酸鹽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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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土壤肥力資料(土壤電導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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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土壤肥力資料(有機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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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土壤肥力資料(磷酐)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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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土壤肥力資料(氧化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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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土壤肥力資料(氧化鈣)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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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土壤肥力資料(氧化鎂)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第三節 水質監測 

本計畫之水質監測主要針對鄰近田區觀測場址進行水質調查，以磺溪上游七星

農田水利會灌區之十八份圳取水口及十八份圳試驗田區下游、以及順天聖母廟旁北

基農田水利會之尖山湖二圳取水口及其試驗田區下游，並分析比較水質經水梯田區

後之水質變化情形。 

本項水質監測採樣時，工作人員已拍攝相片存檔，並紀錄當天天候、現場作業

情形與環境描述等，以做為後續水質檢測結果判讀評估之參考依據。現場所採集水

樣，為減少因運送或時效性所可能產生的誤差，本計畫自採樣、檢測、保存、試驗

室收樣分析、報告出具至樣品廢棄等，均依照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河川、湖泊及

水庫水質採樣通則」及「水質檢測方法總則」規範進行，並參考環保署公告之「環

境稽核樣品監管作業規劃」執行樣品監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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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測項目包括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pH)、溶氧(DO)、生化需氧量(BOD5)、

化學需氧量(COD)、總有機碳(TOC)、懸浮固體(SS)、大腸桿菌群、氨氮(NH3-N)、

正磷酸鹽(PO4
3-)、總磷(TP)、總氮(TN)、硝酸鹽氮(NO3-N)、導電度。 

一、現場採樣 

為獲致準確之水質監測資料，本計畫水質監測工作已由本中心水質檢驗室負責

執行現場採樣與檢測分析工作，本中心水質檢驗室為環保署所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環署環檢字第130號)，歷年已執行相當多環境檢測分析計畫，本計畫中各項現

場採樣、檢測分析與品保品管作業均已依照環保署相關規定執行。 

本計畫水質監測之採樣作業流程如圖5-16所示，採樣作業共分為3階段，包含準

備階段、現場採樣階段以及樣品保存運送階段。準備階段主要工作為採樣用品的準

備，包含設備清潔及校正。設備需求已根據計畫要求之監測項目，安排準備所需之

採樣裝備，如採樣器、保存試劑、樣品容器、冷藏箱、標籤、記錄表格、以及採樣

時所需之儀器、工具及作業安全防護用具等，記錄於採樣裝備檢查清單。採樣準備

工作備妥後，需由第二者檢查準備工作是否無疏忽，查核無誤後，才算完成準備工

作。於採樣前由採樣負責人清查採樣裝備是否齊全、合適、足夠，以便採樣得以順

利進行。第二階段的現場採樣程序已依據採樣及檢測相關規範進行，包含樣品裝瓶

及現場紀錄。針對現場檢測記錄部分已依據現場水質水量管理紀錄表中內容，記錄

當時水溫、氣溫、等現場檢測數值及環境概述詳述於表單中。樣保存運送階段包含

固定劑的添加，爾後封口旋緊並貼封條及低溫(視需要避光)冷藏與運送，過程已嚴

格依據相關規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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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採樣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水質檢測方法 

各水質項目之檢測方法均依照環保署所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茲彙整各檢驗方

法如表5-4所示。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90 

 

表 5-4 分析項目檢測方法一覽表 

分析項目 檢測方法 

水溫 NIEA W217.51A 

懸浮固體 103℃～105℃乾燥(NIEA W210.58A) 

pH 值 電極法(NIEA W424.52A) 

溶氧 電極法(NIEA W455.52C) 

生化需氧量 NIEA W510.55B 

氨氮 靛酚比色法(NIEA W448.51B) 

大腸桿菌群 濾膜法(NIEA E202.55B) 

總磷 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 (NIEA W427.53B) 

導電度 導電度計法(NIEA W203.51B) 

硝酸鹽氮 分光光度計法(W419.51A) 

正磷酸鹽 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 (NIEA W427.53B) 

總氮 NIEA W423.52C 

總有機碳 
水中總有機碳檢測方法－燃燒／紅外線測定法(NIEA 

W530.51C) 

化學需氧量 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2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數據品質管控 

數據管理是檢驗室將樣品檢驗過程中的所有原始數據轉換成分析結果的程序，

由於分析結果是撰寫分析報告的主要依據，而分析報告又是檢驗室完成樣品檢驗後

的最終書面資料，因此數據處理過程是否正確將會直接影響到分析報告的品質，數

據報告的管理對整個檢驗操作流程而言，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好的管理辦法可

以控制數據的正確性及有效性，進而提升整個檢驗室的品質。圖5-8為本計畫數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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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驗證及報告處理流程。 

(一)數據演算 

本檢驗室檢測數據計算採用經驗證、加密之電子試算表計算，數據之歸整

(Rounding off)法則採四捨六入五成雙，檢驗結果通常使用國際單位系統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表示。 

(二)數據追蹤管理 

檢測人員於例行之檢測分析時，應隨時將最原始直接之數據，正確的記載

於個人工作日誌上。個人工作日誌為固定式筆記本(非活頁)，不得任意撕頁，並

應依序編定連續頁碼，記錄時應包含日期、分析項目、樣品基質、分析方法、

試劑配製、品管樣品配製、樣品分析步驟、檢測結果及計算、品管結果及計算、

異常狀況及改善情形，且以原子筆或鋼筆填寫。若記錄錯誤時，應直接畫一橫

線並簽名及填寫日期，以示刪除；不可以使用修正液或橡皮擦拭去。 

(三)數據驗證 

個人工作日誌及檢驗記錄表經第二個檢驗員驗算無誤簽名後，登錄品管

圖，交至品保負責人查驗，由品保負責人對各項品管數據予以審核，品管數據

審核無誤後，由檢測報告簽署人進行數據合理性評估。 

四、報告表示方式 

檢驗報告數據處理表示方式如下： 

分析數據小於偵測極限(MDL) 

MDL≦分析數據＜3.3 MDL  

 

分析數據≧3.3 MDL 

→ 

→ 

 

→ 

以無法被偵測(ND)表示，但仍

加註測值 

數據左邊標示"*"註明 

該數值僅供參考用 

表示該數值為定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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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異常數據之確認及處理 

數據追查發現疑問時，由檢驗報告簽署人及品保負責人會同檢驗員查視原樣

品、前處理後樣品(蒸餾、萃取或過濾液等)及分析樣品狀況，並進行問題討論與修

正，做異常追蹤，若無法修正則重新採樣。 

 
圖 5-17 數據整理、驗證與報告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章 研究區補充調查 

 

 

93 

本計畫已於2014年6月28日及11月12日進行二次水質調查。現地照片如圖5-18，

調查結果詳如表5-5~表5-6所示。 

 

  

  

  

圖 5-18 水質採樣照片(上、中：石門尖山湖區、下：北投十八份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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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陽明山梯田試驗區 2014 年 6 月份樣站之水質檢測資料 

監測樣站 

北投十八份區 石門尖山湖區 

A1 A2 B1 B2 

檢測項目 單位 檢  測  值 

水溫 ℃ 21.9 25.3 21.8 25.3 

pH 值 --- 7.80 7.47 7.65 7.34 

導電度 μmho /cm 43 52 49 57 

懸浮固體 mg/L <1.2 5.4 <1.2 6.3 

氨氮 mg/L 0.02 0.06 0.04 0.04 

溶氧 mg/L 5.9 4.9 5.2 4.6 

總氮 mg/L 0.30 0.51 0.28 0.41 

總磷(P) mg/L 0.029 0.056 0.026 0.053 

磷酸鹽(PO4
-3) mg/L 0.035 0.60 0.030 0.060 

硝酸鹽氮 mg/L 0.20 0.35 0.23 0.32 

生化需氧量 mg/L <1.0 3.7 <1.0 3.2 

化學需氧量 mg/L 5.8 9.5 6.2 8.6 

總有機碳 mg/L 1.3 2.2 1.4 1.6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3,200 8,000 2,800 7,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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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陽明山梯田試驗區 2014 年 11 月份樣站之水質檢測資料 

監測樣站 

北投十八份區 石門尖山湖區 

A1 A2 B1 B2 

檢測項目 單位 檢  測  值 

水溫 ℃ 26.7 27.1 25.3 26.4 

pH 值 --- 7.70 7.56 7.62 7.43 

導電度 μmho /cm 43 46 50 53 

懸浮固體 mg/L <1.2 4.2 <1.2 3.6 

氨氮 mg/L 0.02 0.05 0.02 0.06 

溶氧 mg/L 6.2 5.1 6.3 4.9 

總氮 mg/L 0.42 0.62 0.36 0.51 

總磷(P) mg/L 0.032 0.042 0.029 0.044 

磷酸鹽(PO4
-3) mg/L 0.029 0.39 0.026 0.041 

硝酸鹽氮 mg/L 0.22 0.25 0.21 0.23 

生化需氧量 mg/L <1.0 2.5 <1.0 2.2 

化學需氧量 mg/L 3.7 5.5 4.3 5.8 

總有機碳 mg/L 1.4 2.4 1.6 2.1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2,700 5,100 2,500 4,3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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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區之水質狀況，係以環保署用於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為「河川污

染程度指數，River Pollution Index」簡稱「RPI」。RPI指數係以水中溶氧量（DO）、

生化需氧量（BOD5）、懸浮固體（SS）、與氨氮(NH3-N）等四項水質參數之濃度

值，來計算所得之指數積分值，並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RPI之計算及比對基準如

表5-7所示。 

本計畫北投十八份區測站，2014年6月監測數據如下：圳路入水口與試驗田區下

游之溶氧量(DO)為5.9mg/L及4.9mg/L、生化需氧量（BOD5）為< 1.0mg/L及3.7mg/L、

懸浮固體(SS)為 < 1.2mg/L及5.4mg/L、氨氮(NH3-N)為0.02mg/L及0.06mg/L，可得到

各項目之點數如表5-8所示，污染指數積分值(S)分別是1.5及2.0，S≦2.0，均屬於未(稍)

受污染。 

本計畫北投十八份區測站，2014年11月監測數據如下：圳路入水口與試驗田區

下游之溶氧量 (DO)為6.2mg/L及5.1mg/L、生化需氧量（BOD5）為< 1.0mg/L及

2.5mg/L、懸浮固體 (SS)為  < 1.2mg/L及 4.2mg/L、氨氮 (NH3-N)為 0.02mg/L及

0.05mg/L，可得到各項目之點數如表5-9所示，污染指數積分值(S)均為是1.5，S≦2.0，

均屬於未(稍)受污染。 

本計畫石門尖山湖區測站，2014年6月監測數據如下：圳路入水口與試驗田區下

游之溶氧量(DO)為5.2mg/L及4.6mg/L、生化需氧量（BOD5）為<1.0mg/L及3.2mg/L、

懸浮固體(SS)為 < 1.2mg/L及6.3mg/L、氨氮(NH3-N)為 0.04mg/L及0.04mg/L，可得

到各項目之點數如表5-8所示，污染指數積分值(S)分別是1.5及2.0，S≦2.0，均屬於

未(稍)受污染。 

本計畫石門尖山湖區測站，2014年11月監測數據如下：圳路入水口與試驗田區

下游之溶氧量 (DO)為6.3mg/L及4.9mg/L、生化需氧量（BOD5）為<1.0mg/L及

2.2mg/L、懸浮固體 (SS)為  < 1.2mg/L及3.6mg/L、氨氮 (NH3-N)為  0.02mg/L及

0.06mg/L，可得到各項目之點數如表5-9所示，污染指數積分值(S)均為是1.5，S≦2.0，

均屬於未(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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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之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PI) 

水質 /項目  未 (稍 )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
(DO)mg/L 

DO≧6.5 6.5＞DO≧4.6 4.5≧DO≧2.0 DO＜2.0 

生化需氧量

(BOD5)mg/L 
BOD5≦3.0 3.0＜BOD5≦4.9 

5.0≦BOD5≦

15.0 
BOD5＞15.0 

懸浮固體
(SS) mg/L 

SS≦20.0 20.0＜SS≦49.9 50.0≦SS≦100 SS＞100 

氨氮

(NH3-N)mg/L 
NH3-N≦0.50 0.50＜NH3-N≦0.99 

1.00≦NH3-N

≦3.00 
NH3-N＞3.00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數積

分值 (S) 
S≦2.0 2.0＜S≦3.0 3.1≦S≦6.0 S＞6.0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頁，2013) 

 

表 5-8 陽明山梯田試驗區 2014 年 6 月份樣站之 RPI 河川污染程度 

水質 /項目  

北投十八份區 石門尖山湖區 

A1(圳路) A2(田區) B1(圳路) B2(田區)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溶氧量
(DO)mg/L 

5.9 3 4.9 3 5.2 3 4.6 3 

生化需氧量
(BOD5)mg/L 

<1.0 1 3.7 3 <1.0 1 3.2 3 

懸浮固體

(SS) mg/L 
<1.2 1 5.4 1 <1.2 1 6.3 1 

氨氮
(NH3-N)mg/L 

0.02 1 0.06 1 0.04 1 0.04 1 

總點數  - 6 - 8 - 6 - 8 

污染指數 

積分值 
- 1.5 - 2.0 - 1.5 - 2.0 

污染程度 - 
未 (稍 )

受污染  
- 

未 (稍 )

受污染  
- 

未 (稍 )

受污染  
- 

未 (稍 )

受污染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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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陽明山梯田試驗區 2014 年 11 月份樣站之 RPI 河川污染程度 

水質 /項目  

北投十八份區 石門尖山湖區 

A1(圳路) A2(田區) B1(圳路) B2(田區)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監測  

結果  

所得  

點數  

溶氧量

(DO)mg/L 
6.2 3 5.1 3 6.3 3 4.9 3 

生化需氧量
(BOD5)mg/L 

<1.0 1 2.5 1 <1.0 1 2.2 1 

懸浮固體

(SS) mg/L 
<1.2 1 4.2 1 <1.2 1 3.6 1 

氨氮
(NH3-N)mg/L 

0.02 1 0.05 1 0.04 1 0.06 1 

總點數  - 6 - 6 - 6 - 6 

污染指數 

積分值 
- 1.5 - 1.5 - 1.5 - 1.5 

污染程度 - 
未 (稍 )

受污染  
- 

未 (稍 )

受污染  
- 

未 (稍 )

受污染  
- 

未 (稍 )

受污染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此外，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表5-10)，北投十

八份區測站及石門尖山湖區測站之水體，6月及11月二處試驗田區後之pH值、懸浮

固體及氨氮均達甲類水體之標準，惟試驗田區後之溶氧量、大腸桿菌群、生化需氧

量及總磷未能達到甲類水體標準，建議後續能長期觀測，將有助於落實生態保育及

農業之永續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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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檢測項目 甲類 乙類 丙類 丁類 戊類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 6.5～8.5 6.0～9.0 6.0～9.0 6.0～9.0 6.0～9.0 

溶氧量(DO) ≧6.5 ≧5.5 ≧4.5 ≧3.0 ≧2.0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50 ≦5,000 ≦10,000 - - 

生化需氧量(BOD) ≦1.0 ≦2.0 ≦4.0 - - 

懸浮固體(SS) ≦25 ≦25 ≦40 ≦100 
無飄浮物且
無油污 

氨氮(NH3-N) ≦0.1 ≦0.3 ≦0.3 - - 

總磷(TP) ≦0.02 ≦0.05 - - - 

鎘 0.01 0.01 0.01 0.01 0.01 

鉛 0.1 0.1 0.1 0.1 0.1 

六價鉻 0.05 0.05 0.05 0.05 0.05 

重金屬 

砷 0.05 0.05 0.05 0.05 0.05 

汞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硒 0.05 0.05 0.05 0.05 0.05 

銅 0.03 0.03 0.03 0.03 0.03 

鋅 0.5 0.5 0.5 0.5 0.5 

錳 0.05 0.05 0.05 0.05 0.05 

銀 0.05 0.05 0.05 0.05 0.05 

農藥 

有機磷劑及氨基甲酸
鹽總量 

0.1 0.1 0.1 0.1 0.1 

安特寧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靈丹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毒殺芬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安殺番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阿特靈、地特靈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五氯酚及其鹽類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除草劑 0.1 0.1 0.1 0.1 0.1 

說明：1.各水質項目之單位: pH 值無單位，大腸桿菌群係指每 100 毫升水樣在濾膜上所

產生之菌落數，其餘均為 mg/l。 

2.有機磷劑係指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陶斯松；氨基甲酸

鹽係指：滅必蝨、加保扶、納乃得。 

3.除草劑係指：丁基拉草、巴拉刈、2、4-地。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24 日，(87)環署水字第 39159 號令修正發布。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100 

第四節 魚類生態調查 

本節針對鄰近田區觀測場址進行魚類(含蝦、蟹等甲殼類)生態調查，調查點位

在磺溪上游之十八份圳取水口(七星農田水利會)及順天聖母廟旁之尖山湖二圳取水

口(北基農田水利會)，並整理分析之。 

一、採樣點之選擇 

採樣點主要配合2處田區觀測點進行魚類生態監測站之選點。 

二、擬定調查採樣計畫 

本計畫依據2處魚類(含蝦、蟹等甲殼類)生態監測站，進行魚類生態組成之調查

與分析。 

三、魚類(含蝦、蟹等甲殼類)調查方法 

魚類調查以蝦籠、垂釣及撒網等方法採捕，調查樣區為面向下游所見河川左岸

100公尺。若在左岸作業有困難，則調查人員依現場情形調整調查位置。實地魚類調

查方法得視河川當時情況，選擇垂釣或撒手投網法。各種調查方式簡述如下： 

(一)垂釣法：每次垂釣是以三人同時垂釣60分鐘，之後更換釣點與釣餌後再垂釣60

分鐘。本法之優點在於調查區域較無限制，尤適合於深潭及深流等區域施行。因

魚類之警覺性高，故於水深過淺之區域施行此法效果較差。垂釣法易受魚種食

性、嘴型及魚體大小影響，使得釣獲之魚種亦受限制。 

(二)網具：以手拋網及定置魚網於樣區進行調查採集。手拋網採集法較適用於採集

於水體表層活動之魚種，底棲性之魚種則較不易捕獲。水中或水底之障礙物過多

或水底地形過於破碎、起伏過大及水流過速亦不利於手拋網之拋投。且手拋網之

長度及網目之大小亦使得可採集之範圍及魚蝦體型受限。而定置魚網則因網目大

小及放置地點使得可採集之魚蝦數量及體型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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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籠具：以籠具進行不定點之調查。籠具內置餌料，投入水中後加以固定，放置

隔夜後取出並紀錄其內之種類及數量。 

實地調查時所採行之調查方式得視河川當時情況，選擇因時因地制宜之調查方

法。每次調查進行一次採集，所採集到的魚類(含蝦、蟹等甲殼類)，均進行種類鑑

定及個體體長的測量。所採集到的魚類(含蝦、蟹等甲殼類)均於當場鑑定魚種並紀

錄其體長與體重資料後立即釋回原棲息地，以儘量降低傷害；如有無法確認之物種，

則將活體標本帶回研究室做進一步的鑑定。 

本計畫已於2014年6月28日至30日及11月12日至11月14日進行二次魚類生態調

查。結果如表5-11及圖5-19所示。 

以北投十八份研究區調查到的魚類(含蝦、蟹等甲殼類)有台灣鏟頷魚、台灣馬

口魚、台灣石魚賓、台灣米蝦及黑殼沼蝦等，以黑殼沼蝦較為常見；而石門尖山湖

研究區，調查到的魚類有短吻紅斑吻蝦虎、臺灣絨螯蟹及台灣米蝦。 

表 5-11 試驗區 2014 年 6 月及 11 月之魚類生態調查名錄 

試驗區別 物種 6 月 11 月 

北投十八份 

台灣鏟頷魚 

Varicorhinus barbatulus 
* * 

台灣馬口魚 

Zacco barbatus 
* * 

台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 * 

台灣米蝦 

Caridina formosae 
* * 

黑殼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 * 

石門尖山湖 

短吻紅斑吻蝦虎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 * 

臺灣絨螯蟹 

Eriocherir rectus 
 

* * 

台灣米蝦 

Caridina formosae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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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生物採樣照片(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中：北投十八份研究區、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臺灣絨螯蟹、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黑殼沼蟹)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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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農耕記錄資料蒐集 

本計畫以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水稻試驗進行農耕紀錄，2014年4月19日插秧、期

間施放有機肥料、中耕人工除草及2014年8月2日收割，本期插秧至收割約歷經106

天。 

  

  

  
圖 5-20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農耕紀錄 

(資料來源：左上 1 為新北市政府，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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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農藝性狀調查與分析 

本計畫之農藝性狀調查與米質分析之項目包括： 

一、株高 

於收穫前調查，就每小區中，行逢機選10株，由地面量至穗尖之平均高度。 

二、穗數 

就調查株高之材料，計算其每株之穗數(有效分糵數)。  

三、穗重 

就調查穗長之材料，秤量其平均穗重。 

四、一穗粒數 

就調查穗長之材料，計算每穗之穀粒數(稔實粒及不稔粒均計算)求其平均。 

五、千粒重 

以計算稔實粒之材料，秤重稔實粒之平均粒重，再折算千粒重。 

六、產量 

田間試驗每小區取割100株，脫粒曬乾後秤量穀粒之重量，再求其平均。 

本計畫二試驗田區之農藝性狀調查與米質分析之結果如表5-12所示，其中尖山

湖研究區平均株高為92.8 cm、穗數為15.8穗、千粒重為22.1g、稔實率為77.2%、一

穗粒數為74.0粒，產量為3,192 Kg/ha；而十八份研究區平均株高為96.4cm、穗數為

20.8穗、千粒重為23.0g、稔實率為77.6%、一穗粒數為76.0粒，產量為4,514 Kg/ha。 



第五章 研究區補充調查 

 

 

105 

表 5-12 田區農藝性狀調查表  

(103 年 1 期作)  

田區 
株高
(cm) 

穗數
(hill) 

穗長(cm) 
千粒重

(g) 

稔實率
(%) 

一穗粒數
(grain) 

日數 

(day) 

產量 

(Kg/ha) 

尖山湖 92.8 15.8 95 22.1 77.2 74.0 102 3,192 

十八份 96.4 20.8 100 23.0 77.6 76.0 110 4,514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第七節 梯田對水源涵養、環境與產業分析 

台灣地區之水田，一般均有約20～30公分高之田埂，惟於現有之耕種制度下，

其蓄水深度約為2～6公分，實際上無論農田灌多灌少，真正消耗在作物生長所需之

蒸發散量實在有限，反而多灌的水量會透過土壤滲漏及排水溝，形成地下水補注或

下游環境改善等主要來源。 

故欲進行休耕期間田蓄水對區域水源涵養之效益評估，應充分利用現有之田埂

高度，掌握其所能儲蓄之最大水量，並著重於調洪蓄水及對地下水涵養功能之探討，

故須先建立一水平衡模式，以做為效益評估量化之依據。依據研究成果(詳附錄六)

推求地下水補注量，假設深層入滲量為地下水補注量，依據2005~2013年之深層入滲

量在2,730.6~3183.0mm之間，以1公頃田區為例，地下水補助量約為2.86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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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梯田蓄水之降雨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 (2005~2013 年) 

年 進水量 降雨量 深層入滲量 逕流量 

2005 2,010.0 3,027.8 2,792.6 908.1 

2006 2,210.0 2,288.4 2,746.2 422.8 

2007 1,970.0 3,015.9 2,786.7 858.0 

2008 1,620.0 2,969.2 3,181.5 876.5 

2009 2,670.0 1,669.2 2,730.6 275.2 

2010 2,240.0 2,278.3 2,792.7 391.1 

2011 1,440.0 4,879.0 2,788.6 1,933.8 

2012 1,450.0 2,910.3 3,183.0 677.8 

2013 2,260.0 2,541.4 2,772.5 665.6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由於一般常見水田之田埂約有20~30公分高，又由於牛踏層之存在，使得水田具

有良好之蓄水功能，於暴雨洪水來臨時更具調蓄洪水之功效，可減低下游洪峰流量

並安定河川流況，同時由於蓄積洪水使水流中挾帶之泥沙得以沈澱，避免土壤嚴重

沖蝕。假設休耕田坵之田埂高度以20cm 計，依據前述模擬推估結果，降低之逕流

量在893~1,481mm之間，以1公頃田區為例，防洪效益約為1.21萬立方公尺。 

第八節 梯田水質模式模擬 

梯田水質之變化受到地理環境、氣象條件、水理、水質及生化反應等因子影響，

使得梯田水體水質的變化十分複雜，為了解梯田水體水質的變化情形與分佈，本團

隊已建立水質模式以模擬水質現況，進行驗證並進行不同情境下之水質的變化分析

(詳附錄七梯田水質模式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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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中，針對開發單

位於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模擬作業時，規定應就施工階段與營運

階段開發行為產生且排放至河川之廢(污)水，評估對該河川水質之影響。其中，承

受水體及放流水之性質符合表列適用條件者，應選用該適用條件對應之河川水質評

估模式或公式；承受水體及放流水之性質未符表列適用條件者，得考量該規範所定

相關因素，自行選用現階段認可之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或公式。前項承受水體設計流

量，承受水體有流量紀錄者，設計流量應採用等於或小於日流量延時曲線中超越機

率百分之七十五所對應之流量(Q75)，無流量紀錄者採枯水期實測值。放流水水量採

擬申請排放許可證之設計最大排放水量。 

本研究考量計畫之需求，以QUAL2K模式，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規範之3

項因素，包括：(1)模擬區域之水文及流域特性，(2)案例行為及區域環境之特性，及

(3)模式之限制條件等。將可符合計畫需求，因此後續已就試驗場址與下游河川資

料，選擇QUAL2K模式進行模擬。而參數的選取必需由模擬結果與監測值比對，以

確定所選取之參數具有合理性。模式之水理水質內容包括懸浮固體量、總氮及導電

度等。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及北投十八份區之梯田水質模示模擬結果詳如圖5-21及圖

5-22所示，實測之結果(表5-5及表5-6)與模擬相吻合，未來可利用模擬試驗區之水質

現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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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梯田水質模式模擬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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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北投十八份區之梯田水質模式模擬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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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分析，本計畫已透過教育訓練與培力訓練與居民交流溝通，總計執行

尖山湖研究區及十八份研究區各四場之教育訓練及培力訓練，詳如第三章所述。另

依2013年度之成果，經由本計畫已可增加在地區域的自主性或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

會，其中尖山湖地區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會約為53%，北投十八份地區非營利區域

進入的機會約為38%；而以目前計畫推動之措施，未來可執行梯田水圳保育經營之

機會，尖山湖地區約為30%，十八份地區約為43%，其總執行力成效約為38%，參考

目前梯田之保育至少需要5年的輔導期，本計畫僅實際執行一年，其成效已具規模，

值得後續繼續執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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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不僅蘊藏豐富的生態、人文景觀與環境資源，也擁有良好

的水圳與梯田資源。然而，過去30年來境內的梯田耕作情形已經逐漸消失，其主要

原因來自「產業的轉型」及「人口老化年輕外移」等。因此，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

雖仍有維護良好的水圳灌溉系統，但大部分的梯田已逐漸休耕或廢耕。梯田休耕或

廢耕後，整個田區不僅雜草叢生，也降低水源涵養的功能；由各項研究顯示，梯田

除滯洪與蓄水的功能，其對地下水補注、水質淨化及生態保育均有極大貢獻，亦即

梯田除了能保育田區生物多樣性，更能提供保水防災、梯田觀光生態體驗發展的功

能。 

由國際及國內的保育推動案例顯示：對於梯田水圳保育的推動，大都透過積極

地方溝通與組織協調以落實梯田水圳聚落的保育；因此本計畫擬在生態產業與社區

活化之目標與維持水圳與梯田之人文景觀的原則下，透過居民訪談與座談會，與當

地居民凝聚共識、確立水圳、梯田、生態產業及社區活化目標，建議居民種植未施

化肥及未施農藥之無毒作物，重現水圳梯田地景，恢復水圳梯田保水、蓄水與淨化

水質之功能，經由友善環境之耕作措施，達到「水圳梯田人文景觀保存」及促進「地

方產業發展」之雙贏目的。 

本計畫研究範圍包括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及石門尖山湖研究區等二個研究區，主

要的水圳梯田保育經營策略及構想，可區分為三大部分，包括： 

第一部份為溝通協調部分，包括︰1.持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居民間的交

流活動，促進雙方溝通。2.辦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法令政策宣導座談會，使居

民了解生活與生產相關之法令政策。3.梯田水圳保育溝通與推動平台之建立。 

第二部分為生態產業部分，包括︰1.透過生物防治、自然農法等方式永續經營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112 

生產環境，進行友善耕作。2.透過友善耕作機制之建立，創造十八份及尖山湖農產

品牌與銷售管道。3.採用代耕或市民農園農地出租方式，解決人力資源不足問題。 

第三部分為水圳梯田人文景觀的營造，此部分需要經由社區整體認同，於生態

產業與社區活化過程中，逐步落實。 

經由本計畫透過駐點輔導、座談會及教育訓練，當地居民不論是溝通協調、生

態產業或水圳梯田人文景觀的營造，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保育理念，基本

上是肯定與支持，但對於如何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保育，所需居民配合的

工作，則普遍不清楚具體內容。不清楚配合保育工作的具體內容，主要原因為兩個

研究區之管理或輔導單位，包括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台北市政府(或新北市政

府)、區公所、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農會、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水土保持局

及水利會等。居民對於各單位之管理或輔導項目，普遍不清楚各單位職掌下，往往

無法獲得各單位最佳的服務。例如常與民眾接觸的里辦公室、農會及發展協會等，

對於陽明山的保育理念可能並不清楚。 

經與在地居民溝通並凝聚聚落共識下，以友善的耕作方式，不施用農藥、化學

肥料等下，建議尖山湖地區以水稻(如千歲米)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業，其次為蔬果

類。十八份地區以蔬菜及園藝作物等旱作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業，或可作抗癌作物

區，此亦符合現代人的健康需求。 

另外，本計畫已透過教育訓練與培力訓練與居民交流溝通，總計執行尖山湖研

究區及十八份研究區各四場之教育訓練及培力訓練，詳如第三章所述。另依2013年

度之成果，經由本計畫已可增加在地區域的自主性或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會，其中

尖山湖地區非營利組織進入的機會約為53%，北投十八份地區非營利區域進入的機

會約為38%；而以目前計畫推動之措施，未來可執行梯田水圳保育經營之機會，尖

山湖地區約為30%，十八份地區約為43%，其總執行力成效約為38%，參考目前梯田

之保育至少需要5年的輔導期，本計畫僅實際執行一年，其成效已具規模，值得後續

繼續執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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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結合公部門資源與民間團體成立水圳及梯田保育示範推廣計畫，進行友善耕作：立

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與民間團體 

協辦機關：北投區農會、石門區農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七星農田

水利會、北基農田水利會、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參考國內外水圳及梯田保育，初期仍需公部門資源的協助，以林務局針對陽明

山八煙地區的梯田保育成立補助計畫為例，八煙地區藉由公部門資源補助民間團

體，經過五年時間，除了持續透過友善環境耕作的途徑，推展水梯田生態復育的工

作外，更積極協助居民籌組發展協會，以凝聚聚落共識，並結合民間團體使環境教

育成為八煙聚落穩定之產業項目，提升當地特色農產的經濟價值。透過無數志工夥

伴與當地居民的協力，進行環境友善耕作輔導、擴大水圳及梯田的保育範圍，展現

出良好保育成效。 

經由本計畫之調查，當地居民對於友善耕作意願頗高，根據訪談石門尖山湖研

究區農民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約占30%，北投十八份研究區農民同意採用友善

耕作方式的約占43%。由於同意採用友善耕作方式的比例約為30~45%，因此建議結

合公部門資源、民間團體、社區發展協會及里辦公室等成立成立示範推廣計畫，以

逐步落實兩研究區之梯田、水圳文化景觀保存區之保育及永續經營管理。主要原因

有兩點，第一、針對有強烈意願的即時給予補助成立示範計畫，此示範戶形成友善

耕作的種子。第二、其他沒有意願的，經由示範戶的觀摩學習，可提高參與的意願。

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成立補助計畫，補助民間團體成立示範推廣區，以推動友善環境，

不施用化肥與農藥之作物經營管理與配合產銷示範推廣。 

本計畫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研究或補助計畫，選擇尖山湖及十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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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部分農地為示範推廣區，委由曾執行陽明山水圳及梯田保育計畫之中國文化大

學、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或執行其他水梯田復育之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環境資

訊協會、台灣農業工程學會等民間團體輔導農民，內容包括友善耕作的推廣面積與

保育策略宣導等，其後逐年增加示範推廣面積，輔導陽明山國家公園其他地區之水

圳及梯田保育工作。 

有關兩區域之作物種植種類，在友善的耕作方式，不施用農藥、化學肥料等條

件下，建議尖山湖地區以水稻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業，其次為蔬果類。十八份地區

以蔬果類為當地優先活化的產業，其中葉用甘藷(地瓜葉)、南瓜、茭白筍可進行優

先輔導。 

建議二 

鼓勵企業團體以契作方式，收購陽明山地區以友善耕作方式種植之作物、活化當地

產業：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業團體、民間團體 

協辦機關：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七星農業發

展基金會、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北基農田水利會、七星農田水利會、瑠

公農田水利會、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經由前述建議ㄧ之推行，建議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其他民間、企業團體

合作，共同簽署合作意願書，同意居民在水圳及梯田保育、友善耕作條件下，其所

生產的作物，企業團體以保證價格進行收購，民間團體負責技術等輔導工作、陽明

山公園管理處負責水圳與梯田保育理念的指導。 

建議三 

轉建議農業研究單位發展小型農機具，協助居民耕作：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農業試驗所、農業工程研究機構 

協辦機關：社區發展協會。 

依據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梯田由於地形關係，ㄧ般農機具難以操作，台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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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等相關團隊亦在尋求適當之小型農機具來協助居民耕作，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轉建議農業研究發展等相關單位成立發展小型農機具之研究計畫，協助梯田農

民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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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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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3 委託研究案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

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期末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 

委員 意見與建議 回應 

張長義

老師 

本受託團隊對於兩研究區之輔導

培力訓練與教育有相當深入的著

力，也從事相關之補充調查及居民

訪談，並對居民對有機農業之意願

亦有深入調查。目前有三點意見如

下： 

 

1.對有機農業之農民意願，尖山湖

地區有 30%左右，十八份地區則

有 40%，然皆低於 50%，未來如

何輔導溝通使地方農民意願增

長;包括更穩定地以有意願者為

基礎來推廣。 

針對有機農業之農民意願，尖山湖

地區有 30%左右，十八份地區則有

40%，然皆低於 50%。主要原因為

居民對於有機農業施作、病蟲害防

治，雖經 4 次教育與培力訓練，相

較於傳統耕作，時間上仍屬短暫；

因此已於建議事項中，建議成立示

範推廣計畫，讓農民有感，如此能

使地方農民意願增長，且可以示範

區為基礎來推廣。 

2.本計畫建議陽管處成立志工團或

服務隊，然長期培力輔導之單位

為何、如何做?宜有進一步說明。 

已於建議事項中，建議選擇尖山湖

及十八份地區部分農地為示範推

廣區，委由民間團體輔導農民，內

容包括友善耕作的推廣面積與保

育策略宣導等，其後逐年增加示範

推廣面積。 

3.對兩研究區之地方組織自主性之

提升，在本計畫進行區域之成果

及未來持續之工作如何宜說明。 

目前兩研究區之地方組織包括社

區發展協會等，考量地方組織自主

性之提升，因此建議結合公部門資

源、民間團體、社區發展協會及里

辦公室等成立示範推廣計畫，以逐

步落實兩研究區之梯田、水圳文化

景觀保存區之保育及永續經營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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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與建議 回應 

盧道杰

老師 

1.宜詳列相關田野的努力與紀錄，

尤其是農民對本計畫的期待與建

議，如:訪談人次、紀錄筆數、受

訪者(報導者)身分(請注意是否適

用匿名原則)。P29，可能的話，

宜敘明多少地主、多少農人及訪

談多少人。 

相關訪談結果與紀錄，已補充於第

二章及第三章中。 

2.生態產業或可加入“生態標章”相

關的思維。 

此建議非常好，為提升區域品牌形

象，在未來生態產業推動時，建議

社區發展協會或農民予以納入考

量。 

3.相關論述宜標列引述的參考文

獻。 

針對相關論述，已補充參考文獻。 

4. 研究區的土地利用、產業與人口

變遷，建議補充官方正式的統計

資料。 

新北市石門區公所網站及台北市

北投區公所均有人口變遷等相關

資料，可供參考。 

5. 文本所言產量不足，難以協助產

銷，建議敘明其門檻。 

文中所提係指地區農會及新北市

政府之意見，由於農會及新北市政

府期望每天或每周至少三天，可供

應足夠產量，以方便協助農產運

銷。基本上要有 10 公頃之農地結

合以成立產銷班才可達到農會及

新北市政府之輔導目標(第 37 頁)。 

6.相關駐點結果建議以空間資訊呈

現。 

本計畫之十八份駐點座標為 25゜

08’56.84”、121゜31’28.03”、石門

駐點座標為 25゜14’44.66”、121゜

34’00.38”，相關採樣地點亦已補充

坐標等空間資訊之資料。 

7.本計畫之檢測採樣點建議提供點

位資料，可供後續監測。 

已補充坐標等空間資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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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與建議 回應 

陳惠美

老師 

1.本計畫已有許多細部的調查，但

後續的輔導推動應有一核心團

體，若由陽管處恐不太可能。第

六章建議社區發展協會及里辦公

室成立水圳及梯田服務團隊，但

其是否有專業能力可推動?建議

團隊媒合一相關專業且有意願的

NGO 團體。對於該團體有何誘因

及要做哪些事。若要媒合代耕會

有法律等問題。第六章建議敘明

經營模式、執行策略及步驟。 

後續經營方式，已於本報告建議中

的第一、二項及第三項補充輔導推

動策略建議，建議為示範推廣計

畫，藉由好的團隊協助示範推廣達

到保育的目標；另建議為企業團體

以契作方式吸引農民投入保育工

作。 

2.建議兩研究區後續可區隔其特

色。十八份地區以蔬菜及園藝作

物等旱作為主；尖山湖地區以稻

米(千歲米)為主。十八份地區或可

作抗癌作物區，此亦符合現代人

的健康需求。 

已於建議一中，對於作物進行建

議，其中十八份地區之葉用甘藷即

具抗癌功效。 

3.農藝性狀資料宜說明其意義。 目前農藝性狀調查結果，主要作為

背景資料，後續推廣時可以此背景

資料為基礎進行比較，以了解目前

農耕方式與未來友善耕作條件之

差異。 

4.計畫標題為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

保存區保育，宜補充文化景觀保

育之策略。 

十八份地區之文化景觀保育之策

略為運用當地人力資源，透過環境

教育培訓等方式，維護並傳承十八

份研究區特有之木炭窯、砌石技藝

及歷史古圳等產業歷史文化，提升

地方文化價值與重要性。而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文化景觀保

育之策略為運用當地人力資源，透

過環境教育培訓等方式，維護並傳

承尖山湖研究區特有之茅草屋、砌

石技藝、毛蟹簍及歷史古圳等產業

歷史文化，提升地方文化價值與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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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與建議 回應 

陳茂春

處長 

抗癌作物區的點子很不錯。 目前所建議為先成立示範推廣

區，在示範推廣過程，包括蔬果或

抗癌作物，均可由農民及輔導團隊

進行討論。 

羅淑英

課長 

1.報告書有些圖版請以彩色印刷會

較清晰。 

對於以彩色印刷會較清晰的圖

版，均將以彩色印刷。 

2.報告書請補充廢耕地的原因。 兩研究區農田休耕或廢耕的原

因，主要分為人力與經濟問題，人

力部分為人口老化、年輕人外流。

經濟問題係因產量較少，其運銷成

本較高，不符經濟效益(第 1 頁)。 

3.崧山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員約有

尖山湖地區 1/3 的土地，團隊提

到臺灣大學可能會介入協助，請

詳細說明其將來的作法。又其他

2/3 土地是否大多為廢耕地。 

台灣大學等主要針對梯田耕作所

需人力較大，希望有小型農機等引

入以協助梯田耕作，其他 2/3 土地

仍有種植水稻或蔬菜等作物。 

4.有關團隊建議十八份地區推廣番

薯葉及茭白筍等作物，番薯葉對

於年紀長者其會因健康而食用，

但年輕人則較不會。又茭白筍在

三芝已是品牌，故較不傾向單一

作物的推廣。因近日毒油事件的

影響，由於有些蔬果亦具排毒功

效，也贊同陳惠美老師的想法成

立抗癌作物區。 

目前所建議為先成立示範推廣

區，在示範推廣過程，包括蔬果或

抗癌作物，均可由農民及輔導團隊

進行討論。 

5.若無政府的經費支持成立志工隊

或服務隊，恐較難長期進行;民間

單位則需考慮許多因素，此部分

請團隊協助思考。 

已於本報告建議中的第一、二項及

第三項補充輔導推動策略建議，建

議為示範推廣計畫，藉由好的團隊

協助示範推廣達到保育的目標；另

建議為企業團體以契作方式吸引

農民投入保育工作。 

羅淑英

課長 

6.建議事項中無本處可進行的項

目，建議增列。 

已補充建議於建議事項中。 

陳惠美

老師 

日本採用學童參訪的食農教育作

法，提高了學童對蔬果的食用接受

對於學童參訪的食農教育作法，確

實值得參採，建議為成立示範推廣

區，在示範推廣過程，對於學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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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與建議 回應 

度。 訪、環境教育等，均可由農民及輔

導團隊進行討論。 

陳茂春

處長 

若能有好的團隊願意輔導推動，本

處可編列相關經費。 

已於本報告建議中的第一、二項及

第三項補充輔導推動策略建議，建

議為示範推廣計畫，藉由好的團隊

協助示範推廣達到保育的目標；另

建議為企業團體以契作方式吸引

農民投入保育工作。 

盧道杰

老師 

主要是經營模式。另林務局至少是

以 4~5 年的時間進行。 

考量推動時間至少是以 4~5 年的

時間進行。因此於建議事項中，建

議成立示範推廣計畫。 

陳茂春

處長 

本處可每年編列經費，但需有好的

團隊。重點是農民的想法如何? 

願意接受代耕者的農民大多擁有

休耕或廢耕的農田，因此可藉由示

範推廣計畫或由企業團體以契作

方式吸引農民投入保育工作。 

陳惠美

老師 

協助的團體主要是經營管理，建議

可參考穀東俱樂部的方式。公共設

施則可由管理處進行。 

以穀東俱樂部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經營管理構想，目前石門嵩山社區

發展協會亦有採用這種經營管理

模式，建議日後之協助團體可參考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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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保育手冊編撰會議紀錄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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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手冊編撰會議各委員之主要建議： 

一、方文村委員： 

1.宣導手冊之編撰應回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職掌，以環境保育、生態旅

遊為主。 

2.宣導手冊建議增加水圳功能之介紹及水圳文化之願景。 

3.導手冊應該是篇幅不多，建議釐清宣導之對象，以有限之篇幅做有效之宣導

運用。並以宣導之對象可接受的立場來編撰手冊內容。 

二、林俊男委員： 

1.建議宣導手冊以照片為主。 

2.宣導手冊建議可以農民自發性進行水圳、梯田保育，如加強水圳梯田之功能

及水圳梯田之功能之美。 

3.可否添加陽明山公園既有動植物與水圳、梯田之關係。 

4.可否添加水圳、梯田與產業之報導。 

三、韋家振委員： 

1.經濟與生態之平衡考量納入宣導手冊之編纂原則。 

2.特有植物之介紹是否納入宣導手冊,請評估。 

四、方偉達委員： 

1.建議有機農作產品因為其產量較傳統農作單位產量較低，對農戶較無吸引

力。可用生產端←→消費端的契作,農夫市集、網路行銷方式,增加銷售的競爭

力。 

2.自然農藥立意甚佳,但是某些物質對福壽螺又殺傷力,例如:苦茶粕,對於兩棲類

及爬蟲類傷害力亦強，建議在手冊上亦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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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圳及梯田保育成功後,如何搭配生態旅遊的概念進行結合。 

4.外來種的問題,如美國螯蝦、福壽螺及牛蛙的防治，建議納入案例分析:元陽梯

田。 

5.里山的概念可以適度加入。請參閱科技部五月發行的科學發展，討論濕地、

有機農業及里山建議。 

6.生態工程的內容可以納入。 

7.梯田休耕的情形嚴重，如何正確休耕？如何復種？應納入正確的概念。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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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歷次座談會、培力及教育訓練會議紀錄 

第一節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座談會、第一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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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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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已於103年6月15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

第一場培力訓練，由本中心梁榮元副研究員針對「前瞻性農業技與活用政府相關資

源介紹」，包括前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如植物工場等，並以研究區之梯田環境，介

紹農地出租、灌溉設施補助、農業輔導等政府相關資源，計有30人次參加。與會者

對於本計畫之執行有高度之期許。 

而根據培力訓練課程之進行，研究區希望能有包括「水稻產量降低」與「水稻

品種選擇」等實務課程之實際需求，本團隊已安排相關課程，可增進生態產業及社

區活化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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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座談會、第二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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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復於103年8月17日於石門尖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

第二場培力訓練，由桃園農業改良場林孟輝博士針對「水圳與梯田環境生態與合理

化施肥」，以水稻田之合理化管理等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20人次參加。 

與會者對於水稻之合理施肥有進一步的體認。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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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座談會、第三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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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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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復於103年11月12日於石門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第

三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副研究員兼組長針對「活用政府相關資

源及水田蓄水與推廣旱作」，以「推廣旱作灌溉相關補助」為課題，並由七星農田

水利會林文傑專員針對「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以「水圳與梯田之保育及其歷史

沿革」等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27人次參加。 

與會者對於溫網室與旱作灌溉之補助有高度興趣，並且對於水圳與梯田之保育

也有進一步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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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石門尖山湖研究區座談會、第四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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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已於103年12月6日於石門山湖研究區之嵩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本區第

四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副研究員兼組長針對「友善耕作與有機

農業」，以「友善耕作及有機農業之哉培與認證」為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22

人次參加。 

與會者對於友善耕作之作法有進一步的體會。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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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座談會、第一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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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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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已於103年8月23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泉源里活動中心，辦理本計畫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第一場培力訓練，由桃園農業改良場羅吉雄博士針對「無毒農業

與有機農業」，以有機農業推動及輔導措施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10人次參加。

與會者對於有機栽培普遍存有高度的認同感。 

而根據培力訓練課程之進行，研究區居民均希望能有包括「有機肥料之製作」

與「病蟲害的防治」等實務課程之實際需求，本團隊已安排相關課程，可增進生態

產業及社區活化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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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座談會、第二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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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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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於103年10月15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北投區湖山里辦公室，辦理本

區第二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組長針對「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

以「水圳與梯田保育之友善耕作」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劉廣泉副研究員針對「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以「有機葉菜類栽

培與管理」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43人次參加。 

本次培力訓練並透過桃園區農業改良場之協助，提供桃園二號地瓜葉，供本地

里民索取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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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座談會、第三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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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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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復於103年11月12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頂湖包裝場，辦理本區第三場

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梁榮元副研究員針對「前瞻性農業技術與活用政府

相關資源介紹」，以「前瞻性農業技術介紹及相關補助與輔導措施」為課題，並由

七星農田水利會林文傑專員針對「認識水圳與梯田文化」，以「水圳與梯田之保育

及其歷史沿革」之課題進行培力訓練，計有56人次參加。 

與會者對於前瞻性農業技術以及水圳與梯田之保育也有進一步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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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北投十八份研究區座談會、第三次培力及教育訓練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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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復於103年12月6日於北投十八份研究區之儷宴會館2樓會議室，辦理本

區第四場培力訓練，由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簡傳彬組長副研究員兼組長針對「活用政

府相關資源－水田蓄水與推廣旱作灌溉」，以「推廣旱作灌溉相關補助」為課題進

行培力訓練，計有26人次參加。 

與會者對於推廣旱作灌溉有高度興趣，並提出病蟲害防治之需求，已轉請桃園

區農業改良場協助處理。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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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梯田對水源涵養、環境與產業效益分析參考資料 

台灣地區之水田，一般均有約20～30公分高之田埂，惟於現有之耕種制度下，

其蓄水深度約為2～6公分，實際上無論農田灌多灌少，真正消耗在作物生長所需之

蒸發散量實在有限，反而多灌的水量會透過土壤滲漏及排水溝，形成地下水補注或

下游環境改善等主要來源。 

故欲進行休耕期間田蓄水對區域水源涵養之效益評估，應充分利用現有之田埂

高度，掌握其所能儲蓄之最大水量，並著重於調洪蓄水及對地下水涵養功能之探討，

故須先建立一水平衡模式，以做為效益評估量化之依據。主要工作方法如下： 

一、地下水補注 

(一)建立梯田蓄水之水平衡模式 

梯田蓄水對水源涵養有其相當之功效，主要在於其用水量除向上之水面「蒸發

量」外，剩下的幾乎全為向下之滲漏水量，對地下水補注貢獻甚大。水田之滲漏水

受地心引力作用垂直向下運動過程中，如於透水性較低之土層或不透水岩盤存在

時，可能在該層上方蓄積形成「淺層地下水」，或順著該不透水層面側向流動形成

「伏流水」，如繼續流出至水位較低之排水路或河川，則形成回歸水，對安定河川

流況有很大幫助。 

於梯田系統中之水文循環，可以入流量減去出流量等於貯蓄變化量的方程式來

表示，一般梯田蓄水水平衡方程式如下所示︰ 

dt

dS
OI

f


 
(1) 

式中，I為入流量(包括降雨量、地表水入流量與地下水入流量)；O為出流量(包

括蒸發量、地表水出流量與地下水出流量)；t為時間； fS 為田間儲蓄水量(包括田間

湛水量與土壤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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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 梯田蓄水水收支平衡示意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桃園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 

上式之水平衡方程式涵蓋地面水及地下水系統。一般水田水平衡分析之各項機

制，包括降雨、蒸發量、引水灌溉等。當以休耕期間「田坵蓄水」為控制體積(硬盤

層以上部分)時，則對某一特定時段之水平衡方程式如(2)所示。 

P＋IN＋ uR －ET－DF－R＝ fS  (2) 

式中，P為降雨量；IN為灌溉引水量； uR 為上游田區逕流入流量；ET為水面蒸

發量；DF為田間滲漏量(地下水補注量)；R為田區逕流出流量； fS 為田間貯蓄變化

量，包括田間湛水變化量與土壤水分變化量。 

一般而言，降雨量及灌溉引水量可由現場量測獲得，蒸發量可參考關經驗公式

加以估算。 

有關潛勢蒸發散量( oET )之推估，採用Hamon或Penman公式計算，Hamon (1961)

提出的方程式如下： 

273T

eT21.0
ET

t

t
2

h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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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T,

001316.048T8.1000019.08072.0T00738.08639.33e

t

t
8

tt





 
(4) 

hT 為每天日照時數(hours)； te 為飽和水蒸氣壓(millibar)； iT 為溫度(℃)。 

(二)地下水補注量效益評估 

梯田蓄水期間之長時間大面積湛水狀態，水量可經由垂直入滲及水平側滲而進

入地下水體，而各地區水田入滲補注量與水田面積、田區土壤質地及耕作日數等三

項因素有關，本計畫將依上述理論模式，針對休耕田坵之不同質地土壤，在相同之

灌溉水量情形下，進行休耕田蓄水之地下水補注分析，以評估休耕田之田坵蓄水與

未蓄水對水源涵養之效益。 

基本上相關氣象資料可蒐集台北地區之氣象觀測資料 (台北測站東經：

121°30’24.15” 北緯：25°02’22.62”)，包含氣溫及降雨量等，利用氣溫資料，配合日

照時數，以Hamon或Penman等方法算出潛勢蒸發散量。而模擬期間假設以水稻或水

生作物作物為主，以續灌方式每天供給10mm水量，田間水深超過30mm不給水，田

埂高度假設為20公分，田埂缺口高度假設為10公分。依上述相關條件下，可模擬蒸

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等，並推估出地下水補注量佔入流量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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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2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05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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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3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06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水圳及梯田受威脅點保育策略及文化景觀保存區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二) - 

生態產業與社區活化之輔導與推動 

 

 

17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月
1日

2月
1日

3月
1日

4月
1日

5月
1日

6月
1日

7月
1日

8月
1日

9月
1日

10
月

1日

11
月

1日

12
月

1日

降
雨

量
(m

m
)

湛
水

深
（

cm
）

、
飽

和
度

（
10
％

）

時間

降雨量

湛水深

土壤飽和度

 

附圖 6-4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06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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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5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06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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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6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09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月
1日

2月
1日

3月
1日

4月
1日

5月
1日

6月
1日

7月
1日

8月
1日

9月
1日

10
月

1日

11
月

1日

12
月

1日

降
雨

量
(m

m
)

湛
水

深
（

cm
）

、
飽

和
度

（
10
％

）

時間

降雨量

湛水深

土壤飽和度

 

附圖 6-7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10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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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8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11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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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9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12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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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0 梯田蓄水之湛水深、飽和度及降雨量歷線圖(2013 年)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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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1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05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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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2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0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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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3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07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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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4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08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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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5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09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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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6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10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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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7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11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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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8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12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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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9 梯田蒸發散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之組成(2013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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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效益則依據前述成果推求地下水補注量。假設深層入滲量為地下水補注量，依據

2005~2013 年之深層入滲量在 2,730.6~3183.0mm 之間，以 1 公頃田區為例，地下水補助量約

為 2.86 萬立方公尺。 

附表 5-1 梯田蓄水之降雨量、深層入滲量及逕流量 (2005~2013 年) 

年  進水量   降雨量   深層入滲量   逕流量  

2005  2,010.0 3,027.8 2,792.6 908.1 

2006  2,210.0 2,288.4 2,746.2 422.8 

2007  1,970.0 3,015.9 2,786.7 858.0 

2008  1,620.0 2,969.2 3,181.5 876.5 

2009   2,670.0   1,669.2   2,730.6   275.2  

2010  2,240.0 2,278.3 2,792.7 391.1 

2011  1,440.0 4,879.0 2,788.6 1,933.8 

2012  1,450.0 2,910.3 3,183.0 677.8 

2013  2,260.0 2,541.4 2,772.5 665.6 

(資料來源：降雨量，中央氣象局，2014，其餘本研究資料) 

(三)調洪蓄水效益評估 

由於一般常見水田之田埂約有 20~30 公分高，又由於牛踏層之存在，使得水田具有良好

之蓄水功能，於暴雨洪水來臨時更具調蓄洪水之功效，可減低下游洪峰流量並安定河川流況，

同時由於蓄積洪水使水流中挾帶之泥沙得以沈澱，避免土壤嚴重沖蝕。假設休耕田坵之田埂

高度以 20cm 計，依據前述模擬推估結果，降低之逕流量在 893~1,481mm 之間，以 1 公頃田

區為例，防洪效益約為 1.21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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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梯田水質模式模擬參考資料 

梯田水質之變化受到地理環境、氣象條件、水理、水質及生化反應等因子影響，

使得梯田水體水質的變化十分複雜，為了解梯田水體水質的變化情形與分佈，本團

隊已建立水質模式以模擬水質現況，進行驗證並進行不同情境下之水質的變化分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中，針對開發單

位於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模擬作業時，規定應就施工階段與營運

階段開發行為產生且排放至河川之廢(污)水，評估對該河川水質之影響。該規範現

階段認可之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或公式如表1所示，其中，承受水體及放流水之性質符

合表列適用條件者，應選用該適用條件對應之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或公式；承受水體

及放流水之性質未符表列適用條件者，得考量該規範所定相關因素，自行選用現階

段認可之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或公式。前項承受水體設計流量，承受水體有流量紀錄

者，設計流量應採用等於或小於日流量延時曲線中超越機率百分之七十五所對應之

流量(Q75)，無流量紀錄者採枯水期實測值。放流水水量採擬申請排放許可證之設計

最大排放水量。 

本研究考量計畫之需求，其中WASP模式及QUAL2K模式，就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11)規範之3項因素，包括：(1)模擬區域之水文及流域特性，(2)案例行為及區域

環境之特性，及(3)模式之限制條件等。將可符合計畫需求，因此後續將就試驗場址

與下游河川資料，選擇WASP模式或QUAL2K模式進行模擬。以下以WASP及

QUAL2K模式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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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1 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認可之模式及適用條件 

模式名稱 適用條件 

質量平衡公式 

承受水體：排水路、缺乏水理資料的小型河川 

放流水：放流水水量小於承受水體設計流量的百分之十 

污染源：點源、非點源 

BASINS/HSPF 

承受水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污染源：點源、非點源 

污染物屬性：沉積物(SS)*、有機物(BOD)*、營養鹽(NH3-N, TP)* 

QUAL2K 

承受水體：屬於為甲類、乙類及丙類水體河川 

污染源：點源 

污染物屬性：有機物(BOD)*、營養鹽(NH3-N, TP)* 

SWMM 

承受水體：不拘 

放流水：工廠或工業區地表逕流 

污染源：非點源 

污染物屬性：沉積物(SS)*、有機物(BOD)*、營養鹽(NH3-N, TP)* 

WASP 

承受水體：屬於為甲類、乙類及丙類水體河川 

污染源：點源 

污染物屬性：有機物(BOD)*、營養鹽(NH3-N, TP)*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第一節 WASP 模式介紹 

WASP模式(Water Quality Analysis Simulation Program)(以下簡稱 WASP)目前

的版本為7.52版，版本更新日期為2013年11月15日；WASP模式其源自美國環保署

(EPA)與曼哈頓學院實驗室共同研發水質分析模式(Di Toro et al.,1983； Connolly and 

Winfield,1984；Ambrose,R.B.ed al.,1988)修改而成。該模式可觀測水體受水質與自然

現象的影響，並可針對水體受人為的多樣性污染後，水體變化之預測。WASP依污

染性質大約可分為兩種模組，分別為一般污染物模組(EUTRO)及毒性污染水質模組

(TOXI)，模擬結果可作為水污染決策管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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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發 展 至 今 ， 經 歷 多 次 修 改 與 軟 體 版 本 提 升 由 WASP5.0(1993) ~ 

WASP7.52(2013)，在軟體操作界面上也由原先的DOS作業系統進階到Micosoft 

Windows XP系統，讓使用者在操作上更為便利。在一般污染物模擬模式上也由原先

的八種污染物(氨氮、硝酸鹽類、葉綠素a、生物需氧量、溶氧量、有機氮、有機磷

及無機磷)提升了實質性的變化，包括BOD附加程度的變化量考量，並且增加藻類

(periphyton)、鹽類(Salinity)作用及岩化作用，形成之沈積岩(sediment diagenesis)沈澱

物程式約16種污染物。在水質動力學的部份程式也做了修正更新，使用者操作上可

採一維動力學模式進行模擬。  

一、WASP模式適用範圍與特性 

WASP模式具備以下特性： 

(一)可分析多種水質問題，適用水體包括池塘、溪流、湖泊、水庫、河川、河口、

及海岸水域。 

(二)可建立水體模擬為一維、二維及三維之問題。 

(三)考慮時變或非時變性、線性與非線性分析及點源與非點源污染。 

(四)WASP模式是由Fortran語言程式寫成，為免費軟體可由美國環保署網站直接

下載，也提供原始程式碼可供使用者在操作上做有彈性的修改。 

(五)模擬時可搭配水理模式(DYNHYD)，以模擬水體的流動狀況，並與WASP程

式為分開的兩個獨立系統，於模擬後再互相連結，使模擬結果更能符合水體

狀態或WASP模式本身定義之ㄧ維流體動態模式模擬。 

(六)水質程式運用之限制條件：模擬水質項目種類：最多16項。 

1. 段落(segment)最大限制值為 4000 個 

2. 常數(constant)的限制值為 210 個 

3. 時間方程式(time function)則為 2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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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物負荷量(waste loads)則為 50 個  

5. 邊界條件(boundary condition)則為 150 個  

6. 參數(parameters)最大為 45 項  

二、WASP模式基本假設 

模式的基本原則為「質量守恆」，因此針對每個計算單元進行資料的輸入，

輸入資料分成10大項，其基本假設為： 

(一)將河川視為一條河段所組成的網格，將每一個河段再切割成數個計算單元

( Segment，每ㄧ個網格之間距並無等距離之限制)。  

(二)每ㄧ個計算單元假設具有相同的生化反應(如BOD衰變及藻類沉降)、擴散及

水力水文(如河川深度、河段寬度、斷面積等)特性。  

(三)模式的各項機制依據質量守恆和動量守恆的原理計算。  

三、WASP基本架構 

WASP基本架構中常被拿來做研究的(EUTRO)模組，也是本研究所採用的模

組，此模組之變化動力關係主要包含氮循環、磷循環、DO與BOD的平衡及浮游

生物的影響，圖5-1為WASP基本架構示意圖，並可以依使用者所需模擬的項目

做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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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1 WASP 基本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第二節 QUAL2K 模式介紹 

QUAL2K 為美國環保署(USEPA)改良QUAL2E 之水質模擬模式，用於模擬河

川污染傳輸，使用者可根據不同的需求，任意組合16種水質項目。此模式之基本理

論為一維的傳統擴散傳輸方程式，在穩態進行模擬，並可描述河川水質隨空間之變

化情形。 

一、模式模擬步驟 

QUAL2K是將單獨一條河流視為一列網格，每一網格之間距並無等間距之

限制，依所劃分之間距進行各單元計算，且每個網格之計算單元具有相同的水

力特性。QUAL2K 於水質模擬使用時，需輸入五大類型資料，包括流域污染量、

水體水文資料、氣象資料、模式相關參數及水質監測等資料。模擬程序主要為

先劃分流域污染區及河段，進而推估各流域污染區的污染量。河段劃分原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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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水力特性有顯著變化之處；(2)主、支流交匯處；(3)流域污染源排入點；

(4)橋樑或具水質監測資料處；(5)水源取水口上游；(6)水質水體分類界限處；(7)

平直河段若干間隔處。 

 

附圖 7-2 QUAL2K 模式河流分段示意圖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二、QUAL2K 估算方法 

QUAL2K 估算方式有三種：堰道流量計法(Weirs)、定率曲線法(Rating 

Curves)、曼寧方程式(Manning Equations)，以下分別介紹此三種模式： 

(一)堰道流量計法(weirs) 

如附圖 7-3，其中 Hi 為堰上游之水深；Hi+1 為堰下游之水深；elev2i 為

上游段距海平面之高度；elev1i+1 為下游段距海平面之高度；Hw 為堰高至；

elev2i之距離；Hd為每段表面水位落下之間距；Hh為堰的水頭；Bw為河段的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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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1

Hw

Hi

Bw

Hd

(a) Side (b) Cros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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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3 Sharp-Crested 示意圖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根據 Finnemore and Franzini (2002)可知 Hh /Hw< 0.4，方程式如下，其 Qi表示出

流量。 

3/ 21.83i w hQ B H  (1) 

故每一斷面面積為 

,c i i iA B H  (2) 

,

i
i

c i

Q
U

A
  (3) 

(二)定率曲線法(rating curves) 

bU aQ  (4) 

H Q  (5) 

c

Q
A

U
  (6) 

cA
B

H
  (7) 

式中 Q 為流量；U 為平均流速；H 為平均水深；Ac為截面積；a、b、α、β為經

驗常數，常數之求法，可由水位流量率定曲線計算截距與斜率而得。其中 b 及 β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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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建議的係數值如附表 7-2 (Barnwell et al. 1989)所示，而 b 及 β之和需小於或等於 1。 

 

附表 7-2 流量、流速及水深函數之參數建議值 

方程式 係數符號 一般標準值 範圍值 

baQU   b 0.43 0.4~0.6 

QH   β 0.45 0.3~0.5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三)曼寧方程式(Manning Equation) 

曼寧方程式假設每河段皆為梯形渠道(Trapezoidal Channel)，如附圖 5-4

所示，公式如下： 

1/ 2 5/3

0

2/3

cS A
Q

n P
  (8) 

式中，Q 為流量；S0為坡度；n 為曼寧係數；Ac為河道之截面積；P 為

濕周。 

Q, UB0

1 1
ss1 ss2

H

S0
B1

 

附圖 7-4 梯形渠道(Trapezoidal Channel)示意圖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三、模式參數選取 

參數的選取必需由模擬結果與監測值比對，以確定所選取之參數具有合理

性。模式之水理水質內容包括流量、BOD5、DO、水溫、pH、總氮、總磷、導

電度等，以下針對上述所提到之各項水理水質參數的定義，逐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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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量 

河川流量的大小影響河川本身之自淨能力，故選擇適當的設計流量就

成為建立河川水質模式相當重要的一環。目前國內已建立之河川水質模式

一般採 75%(Q75)頻率流量，作為規劃設計流量。 

(二)水質參數 

QUAL2K 模式中，其 16 種模擬組合水質項目如附表 7-3 所示： 

附表 7-3 QUAL2K 模式中之 16 種水質項目 

水質項目名稱 單位 

Temperature 溫度 ℃ 

Conductivity 導電度 μmhos 

Inorganic Solids 無機土壤 mgD/L 

Dissolved Oxygen 溶氧量 mg/L 

CBOD slow 緩慢反應碳生化需氧量 mgO2/L 

CBOD fast 快速反應碳生化需氧量 mgO2/L 

Organic Nitrogen 有機氮 ugN/L 

NH4-Nitrogen 氨氮 ugN/L 

NO3-Nitrogen 硝酸鹽氮 ugN/L 

Organic Phosphorus 有機磷 ugP/L 

Inorganic Phosphorus (SRP) 無機磷 ugP/L 

Phytoplankton 浮游植物 ugA/L 

Detritus (POM) 碎屑 mgD/L 

Pathogen 病源體 cfu/100 mL 

Alkalinity 鹼濃度 mgCaCO3/L 

pH pH 值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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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數率定與驗證 

建立水質模式時，模式參數之率定及驗證為一重要的步驟，其重要性不僅因為

參數對於模式輸出之結果佔舉足輕重之影響，也會對實際模擬產生不確定性。如模

式參數過多且無法迅速判斷要如何調整水質參數時，則可進行參數之敏感度分析，

分析參數對於模擬結果之敏感程度，以作為模式率定驗證時、調整參數之依據，有

關模式率定及驗證之流程圖如附圖 7-5 所示。 

開始

基本資料輸入

參數資料輸入

1.河川網格劃分
2.高程
3.河道資料
4.其他資料

水質模式

水理及水質
模擬值

計算參數率定指標

是否符合目標

結束

污染負荷

流量條件
水溫

觀測之水理水質資料

修正參數值

Yes

No

起始參數值

開始

基本資料輸入

參數資料輸入

1.河川網格劃分
2.高程
3.河道資料
4.其他資料

水質模式

水理及水質
模擬值

計算參數率定指標

是否符合目標

結束

污染負荷

流量條件
水溫

觀測之水理水質資料

Yes

No

參數值

率
定

驗
證

重新率定

 

附圖 7-5 WASP 驗證流程圖 

(資料來源：農業工程研究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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