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生態與傳統工程。

水文與水理可彌補生態與傳統工程之鴻溝。

生態水文與水理乃應用傳統水力之理論，但融

入生態之概念，以作為生態工法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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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物種之選定

食物鏈。

任何單一之集水區生物種類往往超過上百種。

生態之復育與保護或工程之進行不可能考慮
到所有之生物，並對其棲性及棲息地進行全
面性之調查。

指標生物之選定通常為食物鏈中較高階之生
物。



魚類為河川食物網中高營養階層的消費者。

魚類整個生命週期皆在水底完成。

魚類對於河川物理性、化學性與生物性品質承
載範圍較大。

在野外容易辨識。

魚類群落較為穩固。

魚類個體較大，目標明顯，在野外較易採集。

部分魚類也是人類的食物來源。

魚類之棲息地及活動因此將為河川水文與水理
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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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之評估



生態工法流量之推估

生態基流量

循常洪水量
生態最高流量



生態基流量之推估

棲地評估法。

生物指標評估法。

頻率分析法。



生態高流量之推估

生態高流量為指標物種可承受之極端流況時之
流量，因此當流量超過生態最高流量時，則應
考慮生物避難所之設置。

魚類之運動特性。



洪水量之推估

極端值分佈

頻率因子

機率繪點偏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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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砂濃度之評估

當輸砂量及泥砂顆粒發生非自然之改變，便會對
生態產生負面之影響。較小粒徑之泥砂對水生族
群之影響尤其明顯，包括：

 阻塞並破壞魚類的腮

 破壞產卵場

 使渠底之魚卵及昆蟲之幼蟲窒息

 影響濁度，亦會吸附污染物質或有毒物質，將其帶
入水體環境，並將逐漸釋放此些污染物質，破壞水
質



污染物之推估

污染物之總類

污染物對指標性生物之影響

污染物之量測依循EPA之標準

污染物與流量之關係



空間分佈

雷諾數福祿數 棲地因子

植物

河川生態水理



生物參數資料庫之建立

 對不同生物因子與水理因子間之關係將可逐漸建立，因

此可將所有之案例以統一之格式建立「生物參數資料

庫」，

 將來的生態工法便可於施工前確認該區域之指標物種，

再透過資料庫之查詢得到指標物種之生物參數，作為生

態工法設計之依據。

 可節省大量之時間，且不必因重複進行生物及環境因子

之調查，造成避免人力及物力之浪費。



生物參數資料庫之建立

資料庫

資料共享避免人力及
物力之浪費

作為生態工法
設計之依據

格式統一



河川生態工法水理分析

 河川堤岸與河幅

 拋石工法

 石樑工法

 導流裝置

 護岸塊石

 丁壩

 庇護所之設計

 

洪水前 

 

洪水時 

 

 

 



拋石工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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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石工法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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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石工法 之三

 

 阻流石受衝擊之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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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流速四



石樑工法 之一



石樑工法

使上游流速降低，沈降性增加，具有攔砂性質。

低流量時可保有一定水位。

高流量時可形成保護魚類之避難所。



石樑工法 之二

 考慮越流及逆流因素，推求流量Q。

 上下游水位差△h，逆流係數σ，水位比h/hm。



石樑工法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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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流裝置 之一

束縮河寬，形成深潭、淺灘。



導流裝置 之二

上游平均流速

側堰所形成之上昇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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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堰斷面積

河川斷面積

阻流係數

:
1

s

:

:1




s

s

s




 

 

 86.0~2.1    :    

2sec
    :       

3
    :   

3
    :     

sec    :  
0

   

    :   

2

)1(22

1
   

;     





















































E
i

E

mg

m

kg
w

P

m

kg
s

P

mV

mmD

oV

wP
sP

gEi
mD

mD

亂流影響係數

重力加速度

水之密度

塊石之密度

代表流速

塊石之平均粒徑

粒徑抵抗水流拖曳力之最小

護岸塊石之疊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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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釋例

台灣中部某一集水區欲整治河溪沖蝕護岸約
150公尺長，以塊石疊砌（塊石乾砌法），
若以25頻率年暴雨洪水為設計目標，護岸高
達3.5公尺以上，其最大流速將達每秒6.18 

公尺。

試估計可抵抗沖刷曳引力下，推估疊砌塊石
之最小粒徑。（經現場量測此區域平均坡度
為22°，另亂流之影響採用Ei＝1.0）



計算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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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其粒徑宜採用

塊石保護時，因此本工程護岸採用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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