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基管理處轄區地勢陡峭、川短流急

北基管理處北基管理處

絡繹不絕圳路  細緻管理智慧絡繹不絕圳路  細緻管理智慧

水利帶動農業  農業創造經濟水利帶動農業  農業創造經濟

陳秀玲處長的深切期許陳秀玲處長的深切期許
文／編輯部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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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基管理處農田水利大樓

在台灣的最北角，海風輕拂山巒，溪谷縱橫交錯，孕育著新北市與基隆市超過5,000

公頃的梯田沃土。北基管理處，正是這片崎嶇地形間，灌溉農業命脈的重要守門人。而這

一切，在財務背景出身的陳秀玲處長於113年8月接手後，有了新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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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專業的治理眼光

「水利，不只是技術，更是一門資產管理

的藝術。」陳秀玲處長如是說。自她上任以

來，即以清晰的財務邏輯進行全方位資產清

查，不僅提升了資產運用效率，也為後續水利

設施的優化鋪路。她領導下的北基管理處，

雖僅有數十位職員，分駐淡水、三石、金山與

基隆四大工作站，各司其職，緊密合作，扛起

了轄區範圍內的農田水利事業重任。

絡繹不絕的圳路，細緻管理的智慧

北基轄區地勢陡峭、川短流急，幾無平

野，卻擁有高達330條主要圳路及1,190條小

給水路，星散於山澗及溪谷兩旁，猶如遍布

上 陳秀玲處長說明「田寮洋一二三圳取水設施更新改善

工程」過程

右下 北基管理處微血管式的水路系統，使得管理具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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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血管，輸送生命之水至偏遠梯田，也因

為區域遼闊，往返以步行為主，交通極為不

便，管理非常困難。

陳處長進一步說道：「我們轄區多為

山區梯田，水源微弱又分散，路徑陡峭，施

工與維護難度都非常高。要在這樣的條件下

保證灌溉穩定，沒有熱忱與使命感是做不到

的。」她一語道破北基管理處同仁們的信念

核心，這瞬間，似乎本編輯小組也頓時開悟

原來這些縱橫山谷的水路背後，依靠的不僅

是基礎設施，更是嚴謹的管理機制與對水資

源的深刻理解。

尤其近年來氣候異常，北部地區雖全年雨

量尚可，卻仍常面臨旱季缺水挑戰。為此，北

基管理處積極推動儲水塔、汲水灌溉等因地制

宜措施，提升用水效率。另外，陳處長以她過

往財務規劃經驗，引入成本控管、績效追蹤與

民間資源合作，鼓勵在地農民發展具經濟價值

的農產如筊白筍、地瓜、山藥等，並期待透過

水利設施供灌提升農業產值，實踐「水利帶動

農業、農業創造經濟」的良性循環。

城鄉融合的農業新圖像：文化、
教育與青年農業

在北部都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北基

管理處也致力於推動農業與都市共融。近年

來，因應青年返鄉風潮與假日農耕興起，管

理處積極推動管路灌溉服務，規劃在淡水站

龜子山三圳推動水利文化地景再現計畫，使

農業轉型為環境教育場所，並結合當地社區

發展協會與鄰近國小，辦理農耕體驗與水圳

導覽課程，讓水利不再只是農業設施，更是

一種生活文化的載體。

另也因為轄內因汙染少，水質佳，許多

老一輩居民會利用水圳的水來浣衣，在早一

些時代，水圳流經社區時，在適當場所會將

水圳打造成一洗衣池，可視為早期凝聚情感

聚集地，形成一種特殊的浣衣文化。北基管

理處轄下尤以三芝區作為多數，在埔頭圳、

八連下圳與山豬堀下圳，仍可見昔日居民在

水圳浣衣的蹤影，為使「洗衣窟」文化傳承

保留，北基管理處也協助推動「三芝洗衫窟

場域再造計畫」，保留這段人文與水圳共生

的珍貴記憶。

從田寮洋看工程思維、兼顧生態
與人文關懷獲獎肯定

近來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農田

水利署對於生態保育與環境永續發展逐漸重

視，在推動一項新計畫「農田水利跨域整合

永續發展計畫」，該計畫理念就是在面臨氣

候變遷、旱澇加劇，衝擊農作及生態環境，

導致灌溉用水管理日益困難，又環境永續意

識抬頭，設施多元利用及生態友善需求提

升，而有了淨零排放、永續發展、以自然解

方為本的解決方案等觀念的導入。而北基管

理處於執行「田寮洋一二三圳取水設施改善

工程」的辦理緣起就是呼應此計畫的先行試

辦案例。

陳處長回憶該工程榮獲第一屆台灣河川

希望工程獎「水利設施改善類：特優獎」及

「年度河川復育特別獎」雙重獎項殊榮，言

語中仍掩不住喜悅與對北基管理處水利團隊

的驕傲溢於言表，她娓娓道來，該工程乃基

於在改善灌溉取水的前提下，兼顧溪流生態

復育，我們在集水區水文、溪流水理的調查

基礎上，運用河相學，結合當地長期關注生

態議題「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合作，

將改善的範圍從三個點擴大成一條線，以自

動水文控制有效利用灌溉用水，移除原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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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基管理處獲頒第一屆台灣河川希望工程獎雙重殊榮，陳秀玲處長(左一)與副處長周世峯(中)工務組長戴聖宏

施恢復生物廊道，在兼顧生產與生態面向下

更照顧了農民的生活；從單一機關的職掌範

圍擴大與地方政府、民間機構共榮合作，跳

脫慣用混凝土工法的思維，以近自然工法去

調整改善取水堰與溪流，這對跨域整合做了

一個很好的詮釋。尤其工程完工後尚有為期

一年的生態監測，我們也關心工程成果是否

如期的發揮預期的生態效益，最令人期待的

不是水泥乾了、管線裝好了，而是看看魚，

回來了沒有～？經過我們主動邀請基金會主

辦方做簡報說明，根據完工後的兩次河相與

生態調查，遠望坑溪的瀨潭結構明顯恢復，

水域連續性大幅提升。工程段的河床經歷洪

水沖刷後，礫石分布逐漸呈現階層化，形成

穩定的「潭—瀨」交錯結構。這不只是地貌

上的改變，更代表著生物的家重新建立。尤

其魚類出現的種類與數量明顯增加，像是具

洄游性的苦花、鰕虎、溪哥等魚種，更是明

顯上溯。原本幾乎被切斷的生物廊道，如今

重新接通，成為真正的「洄家之路」。而除

了魚，溪蟹、螺類、蝦群也在復育段出現，

有些甚至開始在人工石縫中築巢棲息。這

些微小生命的回歸，像是大自然送來的感謝

信。

陳秀玲處長對於工程完工後，確實達

成溪流生態復育的目標所呈現之正面、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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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位於新北市三芝區的八連頂圳洗衣亭

下 北部地區水圳雖小但水源穩定，簡易洗衣亭很多

的復育成果，團隊都感到非常的振奮，正如

她所言：「環境變化是事實，但我們可以選

擇怎麼因應，我們水利人不只是維護灌溉系

統，我們是在守護這塊土地的希望。」

再來該工程施工中，面對住戶反映潛

在淹水風險，立即調整設計方案，補高地

勢並重新評估水位調控策略、增設控制閥

與小閘門，確保即使在乾季，也能保有溪

流基礎流量，不再如過往般失衡；而農

民亦能自主調控水量。團隊更為提高灌溉

效率與安全係數，工程設計初期預估僅需

兩根伏流水管線，但實際操作中考量突發

情況與長期耐用性，最終採安全係素 2以
四根伏流水管進行設計。實驗結果顯示，

即使在全開狀態下，非灌溉期的地面水仍

可持續流動。這樣的細緻設計與風險控管

思維，不僅解決居民疑慮，更展現管理處

因地制宜、與民互動的實務精神與回應能

力，這恰恰也展現了科技、自然與人情之

間平衡點，也是時下所謂「智慧型水利治

理」的核心精神寫照，所以這一連串的展

現，該工程獲獎確堪實至名歸。

展望未來：資源活化與多元發展

訪談將近尾聲之際，陳秀玲處長話鋒一

轉表示，北基管理處轄區面積不大，但卻有

「小規模，大作為」底氣，農田水利事業其

任務日益多元，從資產活化、農田轉型、教

育推廣到文化保育，每一個面向都需要創新

與跨域思維，雖然她明年(115年)1月將屆齡

退休，但她非常有信心表示，北基管理處正

在規劃更多跨域合作的專案，讓水利不只是

為了灌溉，更成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橋梁，

未來無論由誰來掌舵，必能延續北基管理處

於農田水利事業中位屬北區重要角色，除貫

徹農田水利署配合擴大灌溉服務及相關農業

政策，對於提供質優、量足灌溉用水，持續

辦理灌溉圳路設施更新改善，確實掌握灌溉

用水穩定及水質安全，是永遠不變的使命。

看著陳處長溫暖而堅定的眼神，不由

得感受到原來在平時的日常，無數看似不起

眼的灌溉設施改善工程，背後都藏著無數的

決策與付出。讓水，不再只是流過土地的資

源，更是一條條連結人與土地、歷史與未來

的生命線。  ■

12

∕專題報導∕



田寮洋一、二、三圳改善工程

灌溉取水與生態保育謀取平衡

獲水利設施改善類特優獎、河川復育特別獎
本刊編輯部

第一屆臺灣河川希望工程獎頒獎典禮於

114年3月23日假台灣大學圖書館會議廳舉

行，農田水利署北基管理處陳秀玲處長代表

上台受獎，該處「田寮洋一、二、三圳取水

設施更新改善工程」首次應用河相學與近自

然工法進行復育溪流設計，成功於灌溉取水

與生態保育之間謀取友善平衡，還給魚兒回

家的路，一舉奪下「水利設施改善類 :特優

獎」及「年度河川復育特別獎」雙重獎項殊

榮。在這之前，本工程已獲得112年度優良

農業建設工程獎佳作。

田寮洋遠望坑溪 臺灣東北角的生
態天堂

田寮洋位於新北市貢寮區東北角，為三

面迎海寬闊之地，不僅為台灣東北角最大的

米糧生產據點，加上受東北季風與黑潮洋流

影響，為候鳥過境棲息、洄游物種繁衍的生

態天堂。

遠望坑溪是雙溪河入海前最後一條主要

支流，每年由黑潮帶來豐富的洄游物種循溪

上溯，讓遠望坑溪的生物多樣性在台灣溪流

中名列前茅，但遠望坑溪裡的三座橫跨河道

左上 基隆工作站李國川站長解說工程內容

左下 遠望坑溪水質潔淨，擁有豐富物種多樣性(北基

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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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水堰，成為魚兒回家的巨大阻礙。109
年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建置計畫，將田寮洋地區淡水濕地及

遠望坑溪周邊水梯田納入示範區，串連山區

森林、聚落、農田及海岸，構築健全之流域

多樣生態系統。

114年4月15日這天，臺灣大學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學系年輕學子聚攏於遠望坑溪旁，

余化龍教授等多位生工系教授帶領參訪這生

機處處的河流，聆聽它的故事。

響應國土生態綠網 推動田寮洋三
圳改善工程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為響應國土生態綠

網藍圖的規劃，責令北基管理處辦理相關改

善事宜，以生態友善工法，率先改善了遠望

坑溪內溪流河相、移除橫向阻隔、降低迴游

阻礙，開拓並完成第一件灌溉取水及生態保

育兼顧之任務。」北基管理處基隆工作站李

國川站長說明工程規畫的緣起。

遠望坑溪水質潔淨，清麗的溪流擁有豐

富物種多樣性，於2公里溪段內魚蝦蟹螺即

有59種，其中75%為洄游物種。遠望坑溪過

去為穩定溪床以引水，設置多座固床工與三

座取水堰，分別提供田寮洋一、二、三圳取

水灌溉，取水堰體高度均超過1公尺，三圳

取水堰高度落差更達2.1公尺，阻礙魚蝦回

游。

加高取水堰並無法有效解決灌溉取水

問題，二圳取水堰至三圳取水堰河段在枯水

右上 田寮洋一、二、三圳取水設施更新改善工程設施配

置圖(北基管理處提供)
右中 田寮洋三圳取水堰設施改善配置圖(北基管理處提供)
右下 伏流水集水管平面圖(北基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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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常發生斷流情形，使得田寮洋三圳每年約

有一個月以上時間乾涸無法取水。農田水利

署於110年推動三座堰體與取水設施辦理更

新改善，以灌溉設施與生態共融作為計畫願

景，並以滿足灌溉需求、不增加防洪風險及

維管負擔之前提下，規劃堰體改善及伏流取

水設施施作，希望恢復溪流縱向生態廊道與

提供生物棲息之友善環境。

為完成串聯山區森林、聚落農田及海岸

的生態綠網使命，北基管理處首次採行委託專

業服務辦理勞務採購案，透過公開評選，邀請

專業工程顧問公司組成具有灌溉排水、河相分

析及生態調查等跨領域的專業團隊，以健全溪

流全方位功能的目標去思考規劃，執行過程中

與人禾基金會合作，建立公民參與及跨機關協

調，藉由不斷溝通與協調，獲得圓滿成果。

打除取水堰 增設伏流水
取水

田寮洋一、二、三圳取水設

施更新改善工程於112年1月3日
開工，同年5月2 9日完工，工程

內容包括局部打除三座取水堰，

於一圳取水堰施作全斷面魚道，

於二圳取水堰設不鏽鋼取水門一

座、石樑工3道及殘塊襯砌二圳圳

路132公尺；於二圳取水堰及三圳
上 田寮洋二圳取水堰改善規畫設計圖(北基管理處提供)
下 田寮洋三圳取水堰打除施工前、後(北基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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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堰間河道設置石樑工1座及伏流水取水

管，再以150公尺輸水管引入三圳；原河道

裡11座固床工亦進行局部打除，改設砌石丁

壩7座。

李國川站長分項說明工程改善規畫及

效益，「以三圳取水堰為例，打除既有取水

堰，移除遠望坑溪最高的橫向阻隔物，使生

態廊道暢通，生物洄游上溯路線不受阻礙，

局部保留兩側結構物以穩定河床及充作丁壩

使用，保護兩側護岸不受沖蝕。」工程效益

是立即且直接的，移除三圳取水堰後，生物

洄游路線不再受到阻礙，恢復溪流生機。

拆除取水堰後，取水口若位於河道水

潭的潭尾，因高程適當、取水穩定，仍於潭

區自然引水，而三圳取水堰無潭區，灌溉取

水必須另謀出路。「於拆除取水堰同時，將

取水點往上游移動，設置伏流水集水管取水

設施，維持三圳灌溉取水功能，」李站長說

明解決方式。採用繞線式不鏽鋼集水管取河

床下伏流水，經由河床下導水管銜接原三

圳，並由瀨肩取水以確保集水管受塊石骨架

保護，河床高程不易變動，且河床下顆粒較

上 胡明哲教授(左一)與工務組長戴聖宏(左二)、許少瑜教

授(左三)、余化龍教授(中)、管理組長戴勝賢(右三)、
李國川站長(右二)、吳承達站長合影

下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參訪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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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流較強，易於取水。集水管位於河床

面以下至少50公分，以利設置濾層兼保護

層。取用伏流水後，不僅解決三圳因取水堰

打除而無法直接取水，亦減少枯水時期因河

床滲流而取不到水的問題。

全斷面魚道 殘塊砌圳 石樑工營
造友善水域環境

為讓魚群洄游上溯，一圳堰體拆除後設

置全斷面魚道，全斷面魚道適用於坡度大於

1:50的河道，以乾砌石結構布置成一連串小

型落差與窪池構成的堰體，營塑接近天然的

階梯深瀨形態，不阻礙魚類移動，也具有很

高的親水功能。二圳取水堰打除後取水高程

降低，必須同時降低圳路高程，二圳圳路利

用現地卵礫石塊及混凝土殘塊砌築，並以黏

土建構防水層防滲，創造圳牆多孔隙生態環

境，提供生物躲藏棲息。

採近自然固床工，亦是工程特色。近自

然固床工可分為二種，一種是砌石的「石樑

工」，通常運用在坡度大於1/60的河段；另

一種是鋪石的「填排法」，運用在坡度1/60

至1/400的河段。前者用來營造接近自然階

潭(step-pool)的形態，後者則用來營造連續

的瀨區。遠望坑溪既有固床工多為混凝土固

床工，調整優化為近自然固床工後，同時發

揮棲地復育與維持河床高程的功能。

「石樑工」為河道橫向堆石，用以增加

水流歧異度和水體溶氧量，營造出深潭、淺

瀨等水域環境，提供魚類避難躲藏。取水口

下游設置三座石樑工，可維持河床穩定，並

確保取水高程，且使取水設施不阻礙生態洄

游路線，同時維持適當取水量及確保足夠之

河川基流量。排除橫向阻隔的既有固床工，

減少因結構物造成之上淤下淘現象，改以礫

石填排法製造瀨區，回復天然潭瀨地形及暢

通生態洄游路線，恢復河川應有天然樣貌。

河川恢復生機 新增16種魚蝦

「工程完工後再次進行生態調查，比較

工程效益與生態成果，調查人員發現原來三

堰的上游因堰體打掉後新增了16種魚蝦，其

左 生物避逃坡道

右 田寮洋一堰施工中，堰體隔段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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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13種是洄游種，表示魚兒已經順利的通

過這個地方，不會再被阻擋住了。」

完工後辦理2次河相與河床質調查，確

認各河相指標均提升。河道內已發展出完整

的潭瀨結構。除瀨區間距縮減、水域縱向廊

道阻隔降低之外，經洪水沖淤調整後，工程

段的潭、瀨粒徑分布曲線逐漸拉開，顯示近

自然工法有著天人協作的特徵。恢復健康的

河流，使生物多樣性在短期內大幅增加。

最後調查總共記錄了67種，11種是新記

錄到的，另外關於「河相自然」的指標性物

種包括壁蜑螺、石蜑螺及台灣吻鰕虎等數量

明顯增加，代表河相是健康的，河海洄游縱

向廊道暢通，魚蝦物種的活動範圍也擴展到

更上游的地方、分布範圍擴大。

上 二號橋下游施工後現況

下 河道改善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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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穩定度提升 減輕災害風險

「除了生態效益顯而易見，透過引取伏

流水，供水穩定度也提升，不會因夏天乾旱

少雨溪床乾涸無法引水灌溉，颱風災害的損

失及風險也減輕了。」

原本每年旱季因溪床表面伏流而無法

取水的三圳，完工後經過一次稻作週期，確

認可穩定供水。僅管113年貢寮地區異常少

雨，河床近乾涸但伏流水仍可取水，而一

圳、二圳在改善後亦維持穩定供水能力。

完工後河道地形進行二維水理模擬，

檢核河段水勢及水位，以25年重現期洪水

(保護標準)情境下，原三堰至二堰之間的河

段，水位降低0.4至0.55公尺，解決過去二堰

下游水流溢淹兩岸堤內之問題。

管理營運的挑戰 觀察與磨合

「未來仍有課題必須面對，因為改變

河床原有的狀態後，一定會有新的問題出

現。」李站長提醒變動是常態，拋出五項議

題提供教授與學子思考。

「第一個問題，如何取得取水量與生

態基流量的平衡？平衡基準為何？如果發現

灌溉取水量過多，基流量太少時，何時需要

介入去管理？灌溉供水與水域生態何者優

先？」融入生態考量的灌溉管理方式，已不

能再適用過去的管理思維。李站長指出，若

採取間隔取水，假設先供水三天，讓溪水慢

慢斷流後再恢復減少灌溉取水量，河流生物

有沒有辦法忍受？而農民有沒有辦法接受？

這是管理人員遭遇最大的難題。

供水和設施的穩定度需要長時間
觀察與檢視

再者，供水穩定度需要長時間觀察、

設施穩定度也需要時常檢視。近年氣候變

化大，每年的豐枯時節不盡相同，灌溉供

水計劃是否可沿用過往經驗，這需要再累

積多年數據才能獲得管理模型。而集水設

施仍會於颱風損壞或管內淤積，災損後修

復工程該如何辦理？這些都需要再去思

考。

近自然工法保持河川自主性，柔性構

造不若過去的固定堰設施，隨時因颱風或

是東北季風影響而改變，如何去加強它的

穩定度？或是放任自然變化？若人為干

預，怎樣才是適度的？堤防兩岸居民身家

安全如何維護？

「長時間觀察才能看出完整的效益，

打除取水堰後生態效益立即浮現，但其他

的方面是不是真的有效益？還是需要花費

更多的經費才能維護？這是未來必須去思

考研究的。」

「最後，人工設施是不是一定就是嫌

惡設施？打除所有人工設施是不是一定好

的，這都要留給各位同學去思考，因為做一

件工程不能只考量單一個目標，如何讓設施

與生活和生態共存，如果一定要做人工設施

的話，那應如何把它融入到我們的生態環境

裡面，是否該給自然多一點它可以發揮的空

間？」一連串的管理現場反思，提供學子們

繼續專研的方向。

精彩解說之後，站長帶著師生進行溪

流巡禮，工程完工後經歷數次颱風豪雨，

原設置的石樑工及礫石填排瀨區早已經過

大自然沖刷呈現溪流原始樣貌。這是一條

充滿生氣、朝氣蓬勃的溪流，隨時都在

改變。順應自然，尋得人為與自然的平衡

點，才能共融相生，相信這群學子未來能

在河流與灌溉引水之間，謀求最佳的共處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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