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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然型河川之施工要領 

1. 河川管理理念之衍變 

2. 多自然型河川概念------- 

3. 河川治理儘量減少規格
化 

4. 面對問題---退地還水 

5. 建新綠地,挖掘暗管箱涵 

6. 增加臨河川都市入滲面
積 

7. 河川工學之考量 

8. 合理性及可能性 

9. 臨界掃流力 

10 .河川蜿蜒特性 

11. 水陸交錯帶(移行帶) 

12. Ecotone 

13. 河畔林(堤後生態防
洪) 



河川管理從水害防止觀點開始 

水患首重治水 



傳統河防工程考慮堅固耐久 



                  利水------大壩發電 

                                  

 



未來河川管理理念趨勢 

                                  



河川之三大作用 



地滑 



洪水氾濫 



每次氾濫帶給兩岸新的生機 



堰塞湖(河川改道) 

這種持續的地形變化， 

是許多動、植物品種為求生存 

所築造之不可或缺之新的立地條件 

-----自然河川產生基本概念  



整體而言，河川之周期性氾濫創造出 

生態多樣性豐富的「界面」環境。  



多自然型河川之基本概念 

1. 人類不能替代上帝之手 

2. 允許河川適度氾濫  

3. 初步結論----------“至少在河川治理時，
低水位河道邊際線任其自由擺盪，較符
合自然工法 ” 



多自然型河川之基本概念 

1. 河川治理盡量減少規格化，而賦予更多
的想像力  

2. 河川治理應勇敢的面對既有之現狀，正
視其問題  

3. 不能滲透的地區儘量減少  



規格化只是給予水利工程技術者自已以為正確的 

安全感之設計方式  



通常技術上能夠解決的方法， 

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一條河川的死亡 

天然河川>渠道>排水溝>加蓋(暗渠)>下水道 

中下游 

河川治理應勇敢的面對既有之現狀，正視其問題  



水循環環境改變 



整治前 



整治後 



多自然型河川之水理考量 

1‧會影響堤防之穩定性或
導致防礙堤防之安全處
所不要設置。 

2‧水際部的設置要儘量避
免在狹窄部、水沖部、
支流分合流處、河況不
穩定處、水太深或流速
急等水理變化大的地方，
其他如堰或閘門等河川
控制管理設施附近，如
非得設於該處必需有充
份的對策。 

 

3‧無阻礙水流暢通之
障礙物 

4‧不引起未來河川改
建時的障礙 

5‧結構上要能維持設
施機能的強度，耐久
性和安全性 

 



多自然型河川施工技術探討 

 

1. 河道蜿蜒特性 

2. 橫向掃流力(河岸侵蝕河床沖刷) 

3. 乾濕帶Ecotone 

4. 河畔林(堤後植樹;串聯生態網) 



直線河川變蜿蜒河川過程模擬 

河岸侵蝕問題探討 



河岸侵蝕V.S河床變動模擬 
河岸侵蝕問題探討(掃流力) 



生態的觀念
堤防法線之訂定應考量: 

1.水利工程技術所空間 

2.生態所需空間 

乾溼帶(移行帶) 



水岸邊乾濕帶為生態棲息處 

                  

                  

                                     
                  

                  

生物之三大重要要素即水、土、大氣，能促進藘葦帶等植物
之旺盛生育，亦為幼魚或蝦、蟹等底生生物之良好居所。 

多自然型河川築造為強調其隨時間變化特性， 

故稱其名為「水界生態系和陸上生態系之移行帶」。  



                                                   

河畔林 



堤防後植生綠化及防洪 



河畔林之防洪作用 

                                       

           



a. 為確保溪流週邊或溪畔林等生長之植物或當其為食用草昆虫類

等之生存環境，對考慮及溪畔林之長出，複之設施計畫需予以檢討。

以水配合原生植物組成生態組織網避免棲息處孤立 



日本多自然型河川整建之概要 

七寺川、長良川、引地川  

• 當初之河川整治計畫因低水護岸法線通
過靜淵中心，致使靜淵消失大半。因此
變更低水護岸法線使偏向堤防之方法以
進行自然豐富之水邊保護工程。不僅在
計畫，設計階段，於施工階段時對自然
環境之顧慮也凝聚各種工夫。 

 



日本整治案例 





水域生態食物鏈 



七寺川 上游集水區調查 

1. 流域面積3.5km2，流路長3.5km，為二級河川。 

2. 流域之地質屬於系島花崗岩，為大量土砂流出
之地區。 

3. 基本土砂量之算定 

(1)計畫流出土砂量： 

(2)預計生產土砂量： 

 (3)許 容 流 砂 量：(因係土石流危險河川而不予
計入) 

 

 



降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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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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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流力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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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界掃流力  

dU C *9.802

* 
2

*

2

* CUU  時可維持計畫之河床 



臨界掃流力 

   水流對於河床面上之石頭或砂等級配之
推動力稱為掃流力。當流速逐漸增加，
掃流力大於床面上砂石之抵抗力時，砂
石開始洗掘河床面，這時之掃流力稱為
臨界掃流力。當河川之掃流力小於臨界
掃流力時，河川容易淤積；反之，受刷
深。 

 



計畫斷面之檢討  

1. 一般渠道之縱向規畫坡
度採用約為現有河床坡
度之1/2，為河床安定面
之考量必需檢討其掃流
力。 

2. 本計畫為砂防渠道外同
時也顧及周圍之環境，
力求能有親水性之機能。 

3. 河床之現況分佈有大小
卵石(徑0.2~1.5m左右)和
礫石，因此規畫利用這
些材料以達最大限度。 

 

(1)固床工之落差在1.5m以
下。(落差超過1.5m時壓
迫感增加的感覺。 

(2)計畫水深在1.0m以下(亦
即護岸高約為1.5m)。 

(3)護岸法線坡度為1：1。
(為顧及管理道路和河床
之上下) 

(4)不用舖底混凝土。(因護
岸基礎之回填寬度佔據
大部份，在考慮掃流力
上舖設大小不同之天然
石在景觀上也可改善) 

 







符合生態要求之水利護岸工法 

鉛絲蛇籠護岸工法 











符合生態要求之水利護岸工法 



符合生態要求之水利護岸工法 



符合生態要求之水利護岸工法 



築造適合魚類上溯河川 



流速太快.太陡.無足夠水量 



跳躍掉落時摔傷 





河川整建之要領  

1. 為保護靜淵之豐富自然環境變更低水路之線形。 

2. 為保護高灘地之植生變更高灘地之計劃高度以
維持現況。 

3. 下工夫於靜淵部水生生物之生息所考慮之工法。 

4. 高灘地部份之護岸完全以現場之土壤回填使現
有環境再生。 

5. 針對施工時之樹木保護，施工道路配置油料滲
漏對策加以細心的考慮。 

 



施工時不應忘記之事  

1. 考慮魚之逆上期或產卵期、鳥或蟲之產卵期，
植物之發芽時期等以編制工期。 

2. 使用不致於擾亂現場環境之施工機械之大小和
型式。 

3. 施工道路需考慮保全現況之植生構築最小限之
需要道路寬或路線。 

4. 採用對鳥或魚不喜稅之振動或噪音至最低的施
工機械。 

5. 完工後之覆土採用含有植物之種子或小的蟲或
細菌之表土臨時覆蓋。 



結論與建議 

1. 興建多自然型河川將成為未來河川興建
之代名詞。不僅在特定地點編組工法。
更需加以普及為一般化。河工學上的問
題，生物，生態學上的問題，行政上的
問題等存在著多種多之課是，故需更一
層的調查研究和檢討。 

2. Ecohydraulics(生態環境水力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