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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及歷史概述 
「道將圳」是嘉義地區歷史最悠久的水圳，原為「道爺圳」與「將軍圳」，

俱創設於清康熙年間（約西元 1687 年）。後於日治時期大正 12 年，重修合

併兩條水圳改稱為「道將圳」。且因道將圳原八掌溪彌陀寺旁之取水口水源不

足，特地從嘉義縣中埔鄉三界埔赤蘭溪富成橋畔，沿線從三界埔導水口開鑿

導水隧道與水圳，引水注入八掌溪後再由渠首工引入道將圳。 

道將圳三百多年來不僅灌溉了古諸羅農田水利，其早期水利工程規劃之

細心與嘉義地區的農田水利猶如臍帶關係，更是嘉義地區的活水源頭。沿線

聚落豐富的人文景緻，寫出一篇篇豐富的常民生活史，更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與細心品味。 

第一節 打開台灣水圳四百年史 

農田與水利密切相關。土地拓

墾的目的是種植水稻和甘蔗，而水稻

的栽培尤需豐沛的水量。沒有水利灌

溉，只能行粗放的旱作，即所謂的「看

天田」，收成好壞全看老天。之後興

起埤圳修築，提高土地的經濟價值，

才轉而種植精耕的水稻，所以水利事

業（水源的有無、水量的多寡、設施

和技巧）成為決定拓墾成敗的關鍵因

素。 

十七世紀初，台灣的國際地位變得重要。荷蘭人與西班牙先後佔領台灣

南北各地，從事各種經濟活動，以台灣作為國際貿易（對象如中國、日本及

東南亞）的轉運站。當時農作物的稻米與蔗糖可供外銷，於是招募中國漢人

來台從事農業。 

台灣的水利設施名稱最早是出現在荷蘭據台時期。荷蘭最早在台灣是實

行掠奪經濟，蔗糖比水田重要，在崇禎年間才獎勵種稻，最早的水田記載是

古時靠龍古水車引水灌溉農田示意圖 



嘉義市道將圳沿岸景觀及周邊環境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結案報告＞ 

洪哲正建築師事務所  2－2 
發現道將圳生命力團隊     

崇禎 17 年（1644），地點在赤崁，最初利用天然池沼，或鑿坑儲水，這些儲

水池沼，當時稱陂（坡）或埤(音ㄆㄧˊ)，當時的水利設施興建，多由荷蘭

人出資，故稱之為「王田」，其水利設施稱為「草埤」，又稱為「荷蘭堰」，井

多為荷蘭人所開，以飲用為主。 

2.1.1. 鄭氏治台時期（西元 1662~1683 年） 

直到在中國抗清的鄭成功受挫後，轉而率領大軍由澎湖

進入台灣，由鹿耳門（台南）登陸，驅逐荷蘭人，進入鄭氏治

台時期，並歷經鄭經、鄭克塽等人。 

當時的台灣農業尚不發達，難以供應所需的糧食。鄭經

帶來大批的軍民，為解決當時糧食匱乏問題，厲行屯田政策，

重視糧食的生產，積極從事墾殖，於是開闢許多「官田」，當

時的水利設施仍是以小型的「陂」為主，以增加糧食。 

墾殖的核心地帶在承天府和安平鎮附近地區，北邊（今淡水、基隆）和

南邊（今恆春）也有零星的墾殖。實施的墾殖政策，採軍屯、民墾和官墾並

行，其中以軍屯為主，地點有台南縣的左鎮、高雄市的左營。 

當時開墾的土地所從事的

農耕，僅可供應軍隊自耕自食，

加上開墾的初期並沒有大興水

利灌溉，尚未解決全民糧食短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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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清領時期（西元 1683~1895 年） 

清康熙 22 年（西元 1683 年）施

琅攻克台灣，鄭克塽投降。在施琅的提

議下，認為台灣土地肥沃，戰略價值

高，於是康熙決定保留台灣從事治台政

策。 

儘管清初治台政策消極，乾隆更

頒發禁移令，然而台灣圳道開鑿最早的

紀錄在於清朝初年，台灣水圳的開發在乾隆年間最為積極，當時既無機械設

備，也少有測量器具，全靠一鑿一斧地挖掘。 

最初先民的開墾土地上，最初都聚集在靠近溪流、山澗及淡水之地勢高

的地方或剛好就有自然噴泉、井水等地，到了康熙之後，這些好地方大多被

開墾殆盡，而移民人數卻成倍數成長，墾地也逐漸向外擴展，當時陂可以發

揮灌溉的面積有限，於是地方人士紛紛投入興築水圳，農業生產也從粗放經

營逐漸轉向精細耕作。 

農地灌溉之水源主要來自水潭、水陂和水圳。由於水潭和水陂儲存的水

量較少，灌溉的面積有限，主要之因來台開墾的移民增多，農地的拓墾迅速，

水潭和水陂已不能滿足實際的需要。加上起初由於民間力量主導的水圳規模

不大，最後才由地方政府出面興築灌溉規模較大的水圳，十八世紀初後興築

規模較大、著名的水圳有鳳山的曹公圳、彰化的八堡圳、臺中的貓霧捒（ㄙ

ㄨˋ）圳、臺中的葫蘆墩圳和臺北的瑠公圳，這些水圳的灌溉面積都很大，

少者千餘甲，多者數千甲。 

2.1.3.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西元 1895~1945 年） 

清光緒 21 年（西元 1895 年）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簽訂馬關條約，割

讓台灣、澎湖給日本。日本據台初期，歷營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三

任總督。一切以軍事掛帥，不談建設。從 1898 年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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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來台與其副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聯手，銳意經營臺灣，同時全面展開各種

社會基礎建設（如清丈全島田地，繪製精密的土地林野圖冊；1905 年實施台

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統一貨幣，成立台灣銀行；振興糖業；完成縱貫鐵

路基隆到高雄；興築基隆、高雄兩港；改善衛生等），為日後日本殖民政府奠

下深厚基礎。 

其中對於水利建設相當重視，有鑒於過去的私設埤圳制度，不僅缺乏管

理，且常引發壟斷、剝削等弊端，於是公佈台灣「公有埤圳管理規則」，凡有

關公眾利害者，皆認為公共埤圳，不再是私有，並由政府監督管理。至於工

程規模較大者，為地方人民不勝負擔，則由官方經營。1902 年（日明治 35

年），日人將美國鋼筋混凝土的建築技術引進台灣，1907 年試驗成功後隨即

應用在農田水利的設施上，這是台灣水圳發展上的一大進步，也是一個轉捩

點。 

1908 年，制定官設埤圳規則，舉凡一切水租的抽取、結定、取水紛爭、

區域認定等皆由行政官廳負責。官設埤圳頒布後，日人以八萬公頃為目標，

陸續開設棘子埤圳、獅子頭圳、后里圳、桃園大圳、嘉南大圳、白冷圳等重

要水圳設施，也有許多圳道還趕不及完工，戰事就結束了。  

三、四百年來，台灣的渠道竟然開鑿了 60,553 條，引水渠道長度有

41,379 公里，如果把這些渠道接起來，可以繞地球赤道一圈，而留下了約有

129 頓億噸的水量，供給了 60 萬公頃的土地，可見台灣水圳工程之偉大。 

第二節 水圳與嘉南平原 

2.2.1. 嘉義地區的水圳發展 

清康熙二十三年（1684），台灣設諸羅

縣（今嘉義），漢人拓墾的腳步更加快速，

這一時期重大的開墾為：薛珍允開拓大林、

民雄一帶，墾地達一千餘甲，並相繼完成數

座埤圳，農業灌溉相當發達；但也因與原住

民因經濟利益上的衝突與日俱增，終演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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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吳鳳事件」。 

康熙五十三年（1714），周鍾瑄接任諸羅知縣，此地一片荒蕪、民風慓

悍，可說是百廢待舉。他認為民以食為天，必須振興農業，但若無水源，農

業必定不興；農業不振則人民生活清苦，而饑寒必起盜心。於是積極協助墾

民開闢埤圳，並捐俸榖為工酬，讓人民有能力開闢埤圳；在官方積極的協助

之下，彰雲嘉南一帶埤圳的闢建大多在康熙雍正年間完成，使南台灣的糧食

產量大為提高。 

日治之後，嘉南地區的重要水利建設首推嘉南大圳。當時先在桃園台地

完成桃園大圳，成效顯著。於是嘉義廳長相賀氏議請調查嘉南平原，直至大

正九年（西元 1919 年）議定計劃，於同年開工，至大正十九年完工，其灌

溉區域包括嘉義、台灣大部分田地。（資料來源：王萬邦（民 92）。台灣古圳

道。台北縣：遠足文化。P.126-127） 

2.2.2. 水圳管理組織沿革 

台灣目前水圳的管理是由各區農田水利會負責，而農田水利組織的發展

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 明清年間的「埤圳合約期」：此時是先人來台墾拓、開鑿水圳的

階段，埤圳由住民獨立或共同合股設施，官府會頒發圳照及戳記，以保護該

關團體，並取締破壞。水租由埤圳主發出徵收單，農民以實物（稻穀）繳納，

埤圳並設有圳頭或公鋤頭，管理用水或圳路修補。  

二、 日治時代：日本政府出面整合民間埤圳，於西元 1900 年頒佈

「公共埤圳規則」，有公共利害之埤圳，均指定為公共埤圳，賦予法人性格，

由官方監督管理，當時稱為水利組合。之後雖一度成為「官設埤圳」，但因國

庫經費有限，還是以官民合建為主的「水利組合」。在 1937 年時，全島共有

大小水利組合 109 單位。1942 年，規定農田水利區域，並將區域內之私設

埤圳強制編入水利組合。1945 年，台灣全島之水利組合為三十八個單位，水

利組合下尚有實行小組之建立，以負責管理小給水路與小排水路。 

三、 台灣光復後：民國 34 年依水利法之規定將當時三十八個水利

組合改組為「農田水利協會」，民國 37 年台灣省政府成立，將原農林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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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農田水利局與原屬公共工程局下之河川組合併為台灣省政府建設廳水利

局，主管農田水利業務之監督輔導。1948 年，頒佈「台灣省各地水利委員會

設置辦法」。 

四、 民國 45 年後：台灣省政府成立專案小組研議決定針對水利委

員會在組織體制、制度管理及業務經營上種種缺失，予以徹底、具體的全面

改進。首先修訂相關基本法規，在水利法中明訂農田水利會的自治團體，賦

予公法人性格，並頒佈「台灣省農田水利會組織規程」；消極的除弊與積極的

興力同時並行，確立農田水利會之法定地位，並實施區域調整，健全組織體

制，樹立完善制度，強化基層組織，釐定收費標準，建立財物制度，籌措周

轉基金及明訂監督輔導責任。陸續將將 40 個水利委員會調整合併成 26 個農

田水利會，之後各農田水利會經合併、改組，但一直稱之為「農田水利會」

至今。 

從以上變遷可發現，台灣的水圳發展，主要是農業灌溉之用，由民間私

有到公共埤圳，之後成為公法人的組織。事業主管機關為行政院農委會，台

北市的農田水利會則由市政府主管。 

根據《農田水利法》之規定，農田水利會之任務如下： 

一、 農田水利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理事項。 

二、 農田水利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三、 農田水利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金設立事項。 

四、 農田水利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五、 農田水利事業配合政府推行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

事項。 

目前農田水利會的經費來源包括：會費、事業、財物、政府補助、捐款

與贈與、其他依法令之收入。前項各款收入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過去會員

收入為享受灌溉或排水利益之會員繳納。會員請求增加灌溉水量或抽水灌溉

利益者，得按受益程度加收會費，但目前皆由政府補助，不再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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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嘉南水利會嘉義區管理處沿革 

民國十二年三月，合併道將圳、隆恩圳、

中興圳、好收圳、柳子溝圳、大林圳、十股圳

等七組合為嘉義圳水利組合。民國二十六年二

月，合併原私設埤圳為義和圳，灌溉面積擴至

一萬八仟餘甲。民國三十三年六月併合嘉南大

圳水利組合。光復後，劃分原嘉南大圳區域之新港、太保兩鄉及六腳鄉一部

分，合併改稱嘉義郡部。民國三十六年九月，將大林工作站區域二千六百餘

公頃割歸斗六大圳。民國三十七年二月，改稱嘉南大圳水利委員會嘉義分會。

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改稱嘉南水利會嘉義區管理處。民國七十二年三月，

裁撤為嘉南農田水利會嘉義工作站。民國七十六年四月，恢復為嘉南水利會

嘉義區管理處。 

第三節 道將圳的文史概述與探討 

2.3.1. 人文篇 

（一）諸羅縣令周鍾瑄修築諸羅山大陂（柴頭港陂） 

周鍾瑄，貴州貴筑人，康熙五十三年（西元 1714 年）

任諸羅知縣。康熙五十四年（西元 1715 年）引八掌溪水，

開道爺圳、將軍圳築諸羅山大陂（柴頭港陂）灌溉嘉義田

園。根據彌陀寺所存石碑記載：「諸邑城南數里許，有柴頭

港等十七庄，素稱沃土而，民以灌溉為艱，前邑候周公鍾

瑄，為民開鑿，引水築陂，灌溉之利，甲於一邑，緣陂而

上，有溪迂迴，山明水秀，縈帶糾紛者，八掌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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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周鍾瑄在修建此圳時，曾「徘徊選勝，思欲見寺其間」，但因

「秩滿榮歸，不暇卜築」，後來這個地方在乾隆年間，由一名出家者苑藏，興

建了彌陀寺，總算完成周鍾瑄的心願。 

這條大圳灌溉範圍包括嘉義市、水上鄉、太保鄉、鹿草鄉、朴子市。是

八掌溪水灌溉區域最廣大的水圳。在康熙五十三至五十六年間，周鍾瑄共助

修埤圳 32 處，捐榖近 2000 石，捐銀近百兩，計開發陂圳近全台的一半。 

（二）道將圳三代管理員 

道將圳管理員林先生，在曾任保正的阿公

一脈傳承之下用時間及生命寫下道將圳的記

事，在第三代林先生口述中，歷史一頁頁的浮

現。 

阿嬤告訴他原舊圳入水口早期有水獺存

活，更見過傳說中的小矮人。他可依經驗法則，

估算遠山落雨幾個小時後會到達閘口；父親又如何運用智慧與巧力把淤塞整

個閘口的漂流木排放而解除潰壩的危機，看到責任及經驗的傳承，又當說到

工廠污染源時那種不齒及無奈，長年獨居壩下小屋領取的是半薪，那種樂天

知命卻也安之若素。 

2.3.2. 歷史篇 

據說早在康熙 43 年文武職官移歸諸羅山的九年前，漢人已和諸羅山社

的平埔族人共同修築埤圳，灌溉農田；而「道爺圳」與「將軍圳」均是創建

於康熙年間，其灌溉之田園面積共達 1,310 甲。特別是「道爺圳」，乃由官方

所出面號召，是件相當龐大的水利工程，可得知在康熙年間嘉義市的開發即

已相當充分 。 

（一）將軍圳歷史沿革 

「將軍圳」始於荷蘭人修創引蘭潭水以灌溉「王田」，（紅毛庄之田調基

礎）後施琅將軍於康熙二十六年（西元 1687 年）於原基礎上築圳，故稱「將

軍圳」。²「將軍圳」水源取自八掌溪，灌溉嘉義西堡下路頭、外溪州、湖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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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崎仔頭、柳仔林、水堀頭等數街庄，共一街五庄，面積約 390 甲的水田。 

本圳由有關係的各庄民共同管理，其方法為公選出一個管理人掌理一切

圳務，包含圳路修繕、保存，配水及水租收納等，所有支出費用包含管理員

報酬概由水租支付，若入不敷出則可加重水租。 

（二）道爺圳歷史沿革 

「道爺圳」始建於康熙三十四年（西元 1695 年），由嘉義廳柴頭港堡

正音厝庄游立天和陳日新兩人投資創築，正當工事進行一半欲廢絕時，台南

道憲親自實地踏查，認為其工事有益居民，遂鼓舞游、陳兩人，並勸誘有關

係的各庄民協力開墾，由於經道憲實地踏查而成，故稱為「道爺圳」。 

本圳的水源是八掌溪，在嘉義西

堡草地尾庄、頂角仔寮庄附近的彌陀寺

東畔築堤塘通溪水，在廟西邊約四百間

（長度單位）處有暗渠穿過，至車店庄

分成左右兩股水，本流往西流到埔心

庄，支圳更分成后圳仔圳等十條分支，

共灌溉嘉義西堡、柴頭港堡兩堡二十六

庄，面積約九百二十多甲的水田。 

（三）道爺圳與將軍圳的合併～「道將圳」 

明治 34 年（1901）日本政府制訂

公共埤圳規則將「道爺圳」、「將軍圳」

納 入 公 共 埤 圳 管 理  。 明 治 40 年

（1907），嘉義廳報第 417 號告示，將

「道爺圳」及「將軍圳」合併為「道將

圳」 ，總灌溉面積為 2,938.8 甲。 

大正 12 年三月所設立的「道將圳赤蘭溪導水路竣功紀念碑」矗立在嘉

義縣中埔鄉分水嶺十分寮的赤蘭溪下游，三界埔富城橋北畔，沿線從導水口，

經隧道 400 米、暗渠 1,070 米、明渠 1,300 米，注入八掌溪（明渠在 92 年 7

月亦改成了暗渠），再引入道將圳，灌溉草地尾、角仔寮等地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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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名 將軍圳 道爺圳 

開創年代 
康熙 26 年前後(西元 1687 年) 康熙 34 年(西元 1695 年) 

開創者 
康熙 26 年前後(西元 1687 年)創
設者施琅將軍，後由水上庄柳子

林黃嚴卿等 15 人改修。 

東石郡太保庄埤麻腳游立天，陳

日新等。 

分佈概況 
在嘉義街下路頭與道爺圳分岐,
經嘉義街車店,水上庄湖子內,崎
子頭,柳子林，全長 30.7 公里，

寬 2.7 公尺至 0.9 公尺。 

嘉義街山子頂，下路頭，車店，

劉厝，水上庄下寮，巷口，大堀

尾，全長 67.6 公里，寬 3.6 至 1.2
公尺。 

資料來源：嘉南農田水利會 

 

（四）道將圳赤蘭溪導水路竣功記念碑  

大正十二年三月設立的「道將圳赤蘭溪導

水路竣工記念碑」，被遺忘的矗立於富成橋旁八

十個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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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地理篇 

（一）道將圳的發源 

道將圳，發源自嘉義縣中埔

鄉分水嶺十分寮的赤蘭溪下游，

三界埔富成橋畔東邊橋頭。左側

另有湧泉，經年不斷注入赤蘭

溪，旱季時至少有 2 至 3 吋的出

水量，可惜鄰近有染旗廠和造紙

廠的廢水排放。 

（二）道將圳導水口 

沿線從三界埔富成橋畔導水

口，隧道 400 米，暗渠 1070 米，明

渠 1300 米，注入八掌溪而引入道將

圳(明渠在 92 年 7 月也改成暗渠)，

灌溉嘉義市芳草里(角仔寮)南興公園

過吳鳳南路斜穿越世賢路四段，沿著

溶劑場一路來到民生公園，嘉義大

學，過了新民路就伴著重慶路旁的民

生公園、興嘉國小。這附近原是肥沃的的農田，現已開發成新興的住宅區及

商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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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將圳灌溉分佈圖 

 

 

 

 

 

（四）道將圳引水隧道 

距今八十年前大正十二年三月，水利

組鑑於隆恩圳的引水至道將圳取水不足，故

在赤蘭溪下游三界埔的富成橋(原有為吊橋)

下方十公尺左右設道將圳導水口，隧道直徑

一百五十公分，長四百餘米，暗渠一千七百

米，明渠一千三百餘米，舊有水閘入口離地

約十米，清晰可見魚蝦，管理員告訴我們，隧道內渠水終年清澈見底有很多

蛤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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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產業篇 

尋找土地生命力，回溯社區文化的原點。 

（一）道將柚 

在回歸線上，水上外林地區的文旦－「道

將柚」栽種已有幾十年的歷史，土地屬沖積河

川平原，由於同時擁有亞熱帶和熱帶的氣候與

日照，使得這個地區的文旦肉質柔細甘甜外，

另具有恰到好處的酸甜而成就極致的口感。經

媒體和網路的行銷，上市四年以來供不應求，

今年缺貨更達三分之二，銷路遍及島內。 

（二）F-16 鳳梨 

F－16 鳳梨的行銷更是回溯源點的思考經典，

水堀頭文史工作室的施工過程歷經一年半，泥作師

父茂盛請吃自家栽種的鳳梨，外看歪頭、肉白一點

都不起眼，銷路不好理所當然。茂盛靦腆的臉孔有

些不好意的遞過鳳梨，當鳳梨入口，眾人不約而同

的疑惑？這種鳳梨就甜度、酸度、纖維細嫩、口感

俱佳，為何沒被銷售市場接受呢？我們追溯其原

因，發現因為沒有自己的 CIS 及行銷策略是不行的，

所以發現道將圳生命力團隊開始協助當地農民打造自己的品牌及口號的計

畫，果然成效卓越。 

 

「每天看著 F-16 戰機長大的 F-16 鳳梨，歪著頭並非所願， 

只怪細皮嫩肉，連心都嫩得無法站直，但那卻是我最大的優點（心軟）， 

回歸線上的古圳－道將圳  孕育著我壯碩，酸甜甘美外，更具特有的鄉
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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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雲烏龍 

 

 

 

 

 

 

 

 

 

 

 

 

 

 

 

 

 

 

（四）道將柳丁---雞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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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生態篇 

（一）道將圳生態資料 

赤蘭溪的取水口和道將圳分水口（大壩）和其他溪流一樣，一到冬天，

就有許許多多的嬌客造訪，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原本就居住在此的主人，在

水邊、岸上，甚至樹上、電線桿上悠遊自在的生活。當你到此觀察道將圳時，

可別忘了，不要打擾到牠們唷。 

水泥化的河道或溝渠，已是台灣目前最普遍可見的河川景觀，然而這卻

是這五十年內才發生的事，但卻嚴重的改變我們的河川生態。從河川、溪流

到水圳，我們在水泥化的渠道中，很難再發現過去溪流中常見的生物或植物，

受污染的溪水混雜著家庭廢水，台灣要邁向健康的都市環境，光是水質的淨

化就值得我們花上許多時間與心力。 

（二）常見的冬候鳥 

小水鴨  

普遍冬候鳥 

雁鴨科裡體型較小的鴨子，全長僅 40 公分左

右。喜歡群居的動物，族群數多於其他雁鴨

科，嘴黑腳黑，雄鴨頭部呈橘紅色，眼睛周

圍一片綠色羽毛就像帶上綠色的眼罩，體側

有白色線斑，尾下覆羽兩側呈鮮黃色三角

形。雌鴨毛色主要為黑褐色，眼睛周圍有一

黑線。 

 

 

高翹行鳥 

留/普遍冬候鳥 

體長 32 公分，嘴直細長、腿甚長呈淡紅色，

背部及雙翅色深與白色胸腹部呈明顯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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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常見的留鳥 

  

小白鷺 

台語叫做"白翎絲"，全身羽毛呈純白色。嘴腳

呈黑色腳掌黃色。體長約６０公分。台灣中

南部的水田、沼澤、漁塭常可見到成群小白

鷺的蹤跡。海邊木麻黃防風林或紅樹林容易

見到築巢繁殖的小白鷺。 

 

 

大卷尾 

又叫(烏秋)，全身烏黑有光澤，尾長有深叉，

末端微微上捲，生性勇猛，飛行技術佳，領

域性強；常發出似(嘰卡啾-嘰卡啾-)之聲；通

常單獨或成群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之樹林、

竹林之上層。 

 

 

 

赤腰燕 

因腰鏽紅色而得名，喉至上腹，頸側淡橙色，

有黑色細縱斑；下腹淡灰色飛行姿態強勁、

有力。通常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之空中或電

線上。 

 

 

資料來源：南興國中 鄉土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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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例介紹：塯工圳 

水圳的生態議題，除了最根本的河川

生態復育整治，如學校的生態校園、生態社

區，最近相當流行的生態池，以水生植物進

行自然的污水淨化，都有相當多的成功案

例。 

以下提供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對於塯工圳的生態工法資料， 作為參考： 

ㄧ、 河川工程與生態工法 

河川治理中經常面對的問題類型，大略可以分為下列數種： 

﹝1﹞ 穩定溪床：包含縱向侵蝕、橫向侵蝕。 

﹝2﹞ 控制水流、穩定流心、保護兩岸土地房舍及公共設施。 

﹝3﹞ 保護溪岸坡腳，防止崩塌。 

﹝4﹞ 有效控制土砂產生與移動。 

但溪流整治工程其著眼點主要在於工程結構之安全性及耐久性考量，因

而使用鋼筋、混凝土等材料，且為求施工之施工性及經濟性，其沿溪流之斷

面常一成不變，其表面也以相同之單調鋪面為主，而其結果便是對溪流及其

周圍生態環境造成莫大的衝擊。 

為了維持整體環境的生態平衡，更營造出自然之河川景觀及創造河川及

濱水生物的棲息環境，此種傳統工法有必要加以調整。生態工法便是以生態

系統之自我設計能力為基礎，師法自然，透過工程方法之輔助，以維護或修

復自然之生態環境，以維持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 

生態工法並非侷限在一定的施工方法或是準則存在，而是對每一工程加

以獨立考量。必須考慮的項目包括當地地質、地形、水文情況、植生情況、

生態環境需求﹝如特定物種之培育、保護﹞、現場材料取得等當地因素，另

外更需要設計者的創造巧思將各項元素揉合、搭配當地環境加以施作，其目

的務在營造豐富而多樣性之微棲地環境，同時兼顧環境本身以及使用者之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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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植物在生態工法上之應用 

植物在水土保持上能發揮的功能，包括抵抗

雨水及逕流而產生的攔阻、抑制、遲滯、滲入、

承受剪力等特性，以及對坡面本身具有的穩定功

能等。生態工法的施工法，依照植物在工程中使

用狀況之不同，可以分類為三種： 

﹝1﹞工程方法：以符合生態需求之工程結構為主體，其上可為加與自

然或人工植栽，提供綠美化效果。 

﹝2﹞ 植生方法：利用植物本身對水土保持之功能，利用復育或建立

良好之河岸植被，並利用工程方法﹝例如打活樁﹞使用自然材料提

供額外工程性質。 

﹝3﹞ 植生混合方法：使用較符合生態需求之工程結構提供主要安全

需求，佐以植生以提供美觀及良好之﹝濱﹞水域生態環境並能利用

植物本身具有之工程性質以提供整體結構穩定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植物

在生態工法當中所扮演的角

色，可以是結構上的主體，

亦可以只是表層景觀上之美

化工作，端視當地環境而

定；從另一方面作思考，亦

代表欲施行生態工法之對象

本身並無太大的限制，只要

有施作的意願，都能夠有相

配合發揮應用的餘地。 

在植栽配置及選種上，以鄉土植栽、適地植栽、原生植栽中抗污染性高

植栽為優先選取原則，並以多樣性組合、複層栽植方式進行綠化環境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