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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生態環境維護設計 

5.7.1 基本生態資料蒐集及調查 

規劃設計之前，應審視將施工區域有無生態調查資料，如無除可蒐集

附近區域既有之相關資料參考外，必要時進行河川生態調查。 

【說明】 

1. 生態背景資料是工法設計的基礎，有充分的資料始能創造出適合

植物及各種野生動物生存之水邊環境，是在規劃設計之前應先蒐

集生態資料參考，惟目前國內生態調查資料仍嫌不足，尤其在各

別物種之行為及生活史（包括繁殖季節之掌握）等方面更加匱乏，

對生態系功能之研究更嫌不足。在預定施工區域附近如無相關生

態資料可供參考時，自應即時進行河川生態調查獲取具體資訊

後，再據以辦理設計事宜。 

2. 前述生態調查分析宜包括兩部分，一為環境特性調查，二為生物

物種分布調查。 

3. 生態資料蒐集完整或生態調查完成後，宜先決定欲保護之目標物

種、確認目標物種之生態環境需求，再以目標物種之生態環境需

求當作設計參數。 

4. 台灣地區生物調查網站資料示如附錄五，可供蒐集資料參考。 

5.7.2 生態考量之基本原則 

為求設計符合生態原則，應確保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育、河川形狀之

多樣化（含流況之多樣化）、生態廊道之暢通、目標物種之妥善保護、

生態基流量之維持及水循環功能不被破壞。 

【說明】 

水利工程施作後若能創造豐富多樣之河川環境，使其具有自然

河川之多樣化，則能促進形成穩定之生態系；反之，河川形狀如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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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水邊環境條件則趨於單調，其所形成之生態系因生物貧瘠而產

生不穩定。另河川不僅從上游連貫到下游，其周邊及水域與陸域間之

連貫與否，都會影響生物的棲息與族群拓展，是在設計上均應加以考

量。 

1. 設計時應設法朝創造多樣化之棲地如深潭、淺流、急流、淺瀨、

急瀨或岸邊緩流等流水型態考量，以滿足各類生物之需求。 

2. 在確保河川生態廊道及濱溪林帶連續性上，必須顧及上、下游緃

向之連續性、橫斷方向的連續性及主、支流間之連續性。 

3. 為維護河川下游生態環境之平衡，規劃設置橫向河防構造物時，

應考量生態基流量之設計。 

4. 設計上應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育，尤應針對保育類、珍貴稀有或特

有物種等目標物種之生態環境需求多加考量。 

5.7.3 設計斷面之生態考量 

於設計時儘可能保留河川原有蜿蜒形態，減少直線形式之橫、緃斷面

設計，亦不宜採用一致之標準斷面，以創造多樣性環境。 

【說明】 

河川蜿蜒蛇行是其本性，因此在河川淤積處會形成河畔林，凹岸

因沖刷水較深是生物聚集最多之處，凸岸因水淺為滯水區，是幼魚覓

食之處，是順河道蜿蜒理應為整治之第一原則。又如不採標準之單一

斷面設計，可因應更多種類之生物棲息或遷移等條件，有利於生物多

樣性保育。 

1. 堤防或護岸之坡度應緩坡化(不大於 55o)，表面粗糙化並具透水

性，材質多樣化、自然化並具多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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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生物物種之生態環境需求 

水利工程對生物物種之考量應包括各類物種之生態特性、棲地需求

等，河川環境空間規劃亦應顧及水域、水邊域與陸域等各類物種之不

同實際需求。實務作法上儘量維護既有生態環境為原則。 

【說明】 

鑒於各類別之物種如魚類、蝦蟹類、兩棲類、爬蟲類等之生態特

性與棲地需求不同，同類中不同物種之需求亦不同，甚至同一物種在

其生活史不同階段之需求亦有所不同，故在實務上，治水工程規劃布

置及河川環境分區規劃，以儘量維護既有生態環境為原則。 

5.7.5 其它應特別考量事項 

1. 如有寛廣之河幅設法加以保留，並於毗鄰河道之可能腹地規

劃設計水生物之避難空間如徘徊灣池（wander）或靜水域等。 

2. 於規劃設計時，儘量設法將河畔林或岸邊現存之樹木（含喬

木及灌木等）加以編號標示後予以保留，並於適當地點設置濱溪

植群帶，以達到生態系保全目的。 

3. 疏濬或河道整理時，不宜將整個河道均整平，形成單一之流

水型態，僅須設法將行水區之渠道掘深，避免將原有之沙洲及濱

溪植群完全剷除，以維河川棲地多樣性。 

4. 水生物洄游、產卵季節及其它野生動物繁殖季節宜避免施

工，保育類或稀有物種之繁殖期尤應禁絶施工，以減少干擾程度。

5. 施工擾動範圍愈小愈好，亦應禁絶阻斷水流，並須設置臨時

水道，以維生物廊道之暢通。 

6. 施工污水應使其排放於事先設置之沈澱池，俟沈澱靜置達符

合排放水標準再行排放於河川，以保護河川生物。 

7. 施工後之河床不應以堆土機或其它施工機具將之完全整平，

形成單一之流水型態，不利水生物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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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所需臨時使用之河床土地或施工便道，應避開河川生態

敏感區或野生動物之繁殖棲所。 

9. 河川治理如有改道之情事，宜將舊有河道設法保留供作分洪

道及出水時水生物之避難場所。 

5.7.6 生物通道 

1. 對於可能阻隔生物遷移與活動之區域或設施，應設置適當之

生物通道，例如魚道之設置；有關魚道的設計，得參考「改善魚類

上溯下降環境的建議」。 

2. 生物通道應滿足河域及其周邊各種生物之遷移與活動需求，

必要時得於同一地點設置多道。 

3. 生物通道應滿足生物習性，於適當地點、空間尺寸及材料設

置。 

【說明】 

(1) 河川連接海洋、山區及平原等生態區，其中，以水生與兩棲類動

物，以及濕生植物等最為重要，由於現況河川水域生態資源相當

豐富，於河道治理同時，亦應兼顧生態需求，除消極性不妨礙生

物棲息與移動外，更須營造適合環境，使河域生態更為豐富，而

滿足生態廊道功能。 

(2) 長久之計，棲地當然是由大自然而形成，短期之內要形成棲地必

須透過人為模擬自然的方式來恢復生物棲地的基礎。假若河域內

有零星破碎棲地需要連接，則需要規劃兩棲地間的廊道方便生物

遷徙。棲地的設計則須針對河段內有的生物，考慮其特性作為棲

地設計的準則。 

(3) 廊道組成：衡量河川自然條件，生物廊道將以深水槽為主軸，向

兩側延伸至水岸區域及高灘，所形成帶狀區域，起至河口至上游

山區之河道範圍，其間包括水道、臨水岸、綠帶、魚道及過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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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小徑等，以及提供生物棲息與停留，或者可作為生態復育之生

物棲地等。 

(4) 廊道配置：配合深水槽設置，將於臨水岸邊緣加強植生，並於靠

近水岸適當範圍管制土地使用行為及活動，以避免干擾生態廊

道。由於大部份高灘均逐漸被開發利用，包括河濱公園及農田，

生態干擾與不穩定性高，廊道將設置於水域及水岸區域，其中，

常水水域與臨水護岸為主要廊道，堤防綠帶為次要廊道(如圖

5.6-3)。 

(5) 由於河川經整治後，經常形成封閉區域，如何使得經河川生物廊

道到達周邊生態區為另一項重要工作，此部份除利用連接水路與

緩坡堤防外，堤防防汛道路亦須設置生物通路小徑，以確保生物

廊道功能。至於通道斷面與間距，應針對使用動物進行分析評估，

以確定其適用性，避免徒具型式而無功能。 

5.7.7 生態構材 

1. 河川工材應儘量就地取材，或為自然材質，且為對河域內各種生

物均不具污染及毒性。 

2. 河川工料之製造及使用以低耗能、無公害及不破壞環境為原則。

3. 河川工料應對環境友善而利於生物棲息或植生。 

4. 河川工料應為低維護或易維護之材質，且不干擾河川自然演替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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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河川植生設計 

5.8.1 河川區域種植規定 

河川區域內的種植，主要包括河川綠美化、農作種植及防洪植栽等

方式，有關種植種類、位置、高度、密度、管理、許可申請及其他

相關事項，應依附錄經濟部「河川區域種植規定」辦理。 

【說明】 

(1) 經濟部所頒「河川區域種植規定」共有 17 點規定，主要著眼於

避免因河川區域種植而妨礙河防安全，故有關種植種類、位置、

高度、密度、管理、許可申請及其他相關事項，均有規定及限

制；特別針對河川綠美化種植灌木、喬木部分具體列舉其條件，

詳見附錄。 

(2) 「河川區域種植規定」第十一點規定略以：「河川管理機關為防

洪治理及河川環境保護需要，得依防洪設施規劃地點、形式、

按種植樹種特性並估計其成長型態，以防洪植栽工法辦理，並

得採密集植栽，惟最大水位總抬昇率不得大於出水高之百分之

十二。」有關防洪植栽工法的目標功能及植栽規劃計劃，得參

採本規範 5.8.2 條辦理。 

5.8.2 防洪植栽設計 

防洪植栽係以植生方法柔性阻抗洪水，以降低流速，減少沖刷，促

進落淤，減輕洪水直接衝擊，保護防洪設施安全。 

一般防洪植栽可採下列方式設計： 

1. 堤防護岸臨水面邊坡種植藤蔓類植物，或以柳枝編柵工法保護坡

面。 

2. 堤防護岸前灘種植灌木，增強基礎抗沖刷能力。 

3. 於高灘地密集植生灌木，鞏固高灘促進落淤，間接保護防洪設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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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柳枝編柵工法或密集植生灌木叢形成植物丁壩，保護堤岸。 

5. 種植河畔林降低洪氾區水害損失並減少飛沙危害。 

【說明】 

(1) 防洪植栽屬於一種柔性工法，以較簡易方式柔性阻抗洪水，減

低洪水勢能及破壞力。由於一般植栽不耐高流速沖刷容易流

失，故所種植草木應定位為消耗性植栽，視實際情形需經常補

充復植，宜儘量就地取材降低成本。 

(2) 防洪植栽為求快速覆蓋以防覆土遭沖蝕及坡面安定，可以播種

法快速造成禾本科或豆科草類覆蓋，並視需要輔以栽植苗木，

造成自然且防災功能較強的群落。防洪構造物植栽安全基準請

參考附錄。 

(3) 河川彎道部份，凹岸處堤防因流速集中易被沖刷，因此可藉由

適度之群聚植栽方式代替工法，將堤防側之流速緩和，達到堤

防保護之功效，如圖 5.8-1 所示。 

堤防

低水路

堤防

 

堤防

低水路

堤防

植栽區

圖 5.8-1 彎道處以植栽替代工法示意圖 

(4) 植栽區域與堤防之間有間隙時，易有束水沖刷效應，恐有危及

河堤構造物安全。為避免此類情形發生，可依水理計算來設計

植栽範圍，為減輕束水沖刷效應，可考慮(a)增大植栽區域之邊

緣與堤防側之間距，(b)減小河川橫斷面方向之植栽寬度，(c)

減少植栽密度以增加通透度，(d)分段群植低莖灌木，如圖 5.8-2



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下冊）第五篇 設計 

河川植生設計 581

及圖 5.8-3 所示。 

圖 5.8-2 沿堤防產生高速水流示意圖 

圖 5.8-3 栽植區域與堤防間分段植栽示意圖 

(5) 利用植栽方式形成導流之工法，減少水流對河岸之侵蝕，維持

低水流路之流向，可減少使用低水護岸之設置，如圖 5.8-4 所

示。 

堤防

低水路

 

堤防

低水路
植栽區

植栽區

 

圖 5.8-4 河川低水路河岸保護以植栽導流工法示意圖 

 

(6) 在河道束縮之河段上游處，於高灘地以植栽方式將部分洪水分

流於高灘地之上，可適度遲滯洪水，減緩洪峰之到達，如圖 5.8-5

植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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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低 水 路

堤 防

 

圖 5.8-5 以植栽方式分流遲滯洪水示意圖 

(7) 柳枝工及木梢沈床工仍是日本傳統護岸工法之一，但在台灣尚

屬學習及嘗試改良階段。此工法主要乃以雜木料於木樁間依一

定邏輯彼此縱橫交錯、上下纏繞成一體，並於編柵形成隔框內

輔以向上游傾斜之魚鱗式砌石法，彼此互制成整體結構團結抗

洪的一種柔性結構體。此整體結構連結抗洪效果甚佳，兼之多

孔隙堤身造成洪流流速明顯劇降，可適用於急流河段淘刷嚴重

地區。今將此工法之原理、施工方法及注意事項具體列舉說明

於「河川植生設計」。 

5.8.3 護坡植生導入作業的規範設計 

辦理堤防護岸邊坡植生，有關植生設計目標、植物材料選擇、植生演替

之考量及植生成果調查評估等事項，均宜審慎規劃設計之。 

【說明】 

1. 植生設計目標:在多孔性混凝土護岸實施植生之際，應先決定植生

目標是以本地種自然演替，或是快速人為輔助植生覆蓋者，以決

定播種目的種子、栽種植苗木種類及採用現地土壤做為覆土材等

方法。植栽植物種類之選取需現地植被調查、植生演替預測及過

去類似植栽工程之經驗資料以做為參考。 

2. 一般植物材料之選擇:植物生育受制於環境因子，有氣候、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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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以及多孔性混凝土結構等。其中地形因子屬於局部性限制因

素，但對棲地多樣性及植物分佈亦有所影響，選擇時應掌握植物

特性因應之。 

3. 洪氾區域植物材料之選擇:根系發達(T/R 較小)，選擇水平根系交錯

生長，枝條柔軟，且可修枝及可萌芽更新之草本或中小灌木為主。 

4. 植生演替之考量:配合河川護岸構造物之植栽設計，或堤防護岸整

坡後之植生設計，應考量植生入侵演替，及人為輔助維護管理之

必要性。 

5. 重要植物群落與保育類鄉土植物的處置:重要保育植物種類刊在紅

皮書(red book)裡或行政院農委會之相關刊物上。原則上，有需要

保護的重要物種或群落的地點，要考慮到生態系保育上的措施。 

6. 植生成果調查時應注意事項: 

(1) 依據設計使用植物、施工時期、施工目的等，在經過一定時間

之管理養護期後進行驗收確認。 

(2) 植物因坡面的方位、地形、地質、水分狀態，於生長初期會產

生部份的不均勻，植生成果調查需以全坡面狀態來判斷。 

(3) 施工植物種子雖沒有必要全部發芽、生長，但必須確認大部分

為植生工程設計之目標物種。 

(4) 目標植物種以外之植物若超過10％時，需檢討可能帶來之不良

影響。 

(5) 整體成長數目不足時，必須觀察及確認其原因後，再進行追播

等工程。 

(6) 草本類與木本類植物混播時或木本植物苗木太小時，若草本類

植物過度生長則木本類植物生長受限或干擾正常之植生演替，

此點要注意。 

(7) 若設計鐵網鋪設時，應注意是否與原地面之密接性。若設計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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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厚度大於5cm時，則鐵網的表面應全面覆蓋(不可露出)。 

(8) 坡面應注意排水系統與排水路徑，避免造成土壤流失及坡面崩

壞，以影響植物生長。 

(9) 若設計使用抗沖蝕網(或網毯)配合噴植植生時，應特別注意噴

植基材與種子之生長使否會與坡面土壤產生離層之情形，如網

毯太厚而妨礙種子接觸土壤以致影響生根。 

7. 種子噴植植生工程與成果評估 

噴植植生施工後，植物生長狀態因施工區域、施工時期、施工後

之氣象等而異，但施工2個月後之判定基準則顯示於表5.8-1及表5.8-2

。 

表 5.8-1 草本類植物於噴植施工後之判定基準 

優 從坡面10m外之距離，看起來全面「綠」。 

良 從坡面10m外之距離，看起來大略為「綠」，部分具有裸露地。 

可 平均1m2雖有10株左右之發芽，但生長緩慢。此時需觀察其情況1～2個月。

劣 生長基盤流失，植物的成長已無希望。此時需再施工。 
 

表 5.8-2 木本類植物混播施工後之判定基準 

優 
從可以看到坡面基盤之距離，看的到木本植物存在，達到設計發芽株數之效

果。 

良 坡面全部被草類植物所覆蓋，稀疏的可以辨認出木本植物。 

可 

坡面全部被草本類植物所覆蓋，在草本類植物間可以看見木本類植物之發芽

。該情形，需觀察其情況至隔年春天為止。 

坡面全部雖可見成裸地狀態，但部分可以看見發芽。該情形，需再觀察其1 ~ 

2個月。 

劣 生長基盤流失，植物的成長已無希望。此時需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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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植生工程規劃設計 

植生工程作業包括土方計畫、排水設施、施工時期、及播種法植生程

序等，均宜審慎規劃設計之。 

【說明】 

1. 植生工程之土方計畫 

(1) 植生工程之土方計畫考量方向 

植生施工對象較多為自然坡面之內部岩層或鄰接於其上之

坡面，必要進行挖方、填土與設置排水設施等土方計畫時，必

須注意以下事項： 

a. 儘可能不影響自然森林植被、原野環境等。 

b. 儘可能減少挖方或填土方量。 

c. 先計畫排水系統，再計畫坡面保護工程、植生工程。 

d. 儘可能造成可以導入植物之基地。 

e. 儘可能保留施工區域內之喬、灌木等。 

(2) 坡度與整坡 

在坡面全面整坡較困難之處，特別是在依道路土方工程設

計之坡度，必須配合相關設施，儘量使設計坡度可達到植生綠

化之效果。 

(3) 排水設施與坡面之形狀 

施作植生工程時，應盡量使縱橫向排水溝之設計，不致造

成表面逕流在坡面上漫流10m以上。另外，坡面的形狀除了判定

為危險之情況，切勿造成較大量之挖方、填土方。 

(4) 土方施工時期 

植生工程之植物在播種、發芽、生長之最適合時期係3~6月

。由於自完成土方工程後，至植生工程之施工為止，坡面可能

為裸地狀況，為縮短其裸露時間，必須要建立土方工程與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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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能相互配合之施工計畫。 

2. 播種法植生工法之設計順序，可依照表5.8-3進行。 

表 5.8-3 植生工法設計順序 

順序 設計內容 考慮事項 
1 目標植物群落與維持管理之設定 區域環境與設計經費 
2 適合目標群落之植物選擇 植物群落之形態、區域氣象 

3 種子發芽、生長之可能工法規劃 植物特性、區域環境(地形、地質、坡度等)

4 設定種子混合比率與播種量 植物群落之形態、工法與施工時期 
5 設定因應不同植物種類生長之肥料 主構成植物種類之生長需要 
6 設定其他輔助材料 主構成植物種類之生長需要 
7 設定施工時期 主構成植物之種類、生育地點之特性 

3. 樹木植栽工法之適用與注意事項 

(1) 坡面挖掘植栽穴時，滲透水可能由植栽穴滲透至坡面，則坡面

將不安定，此點必須加以防範。 

(2) 植栽工法係適用於坡面上之柔軟土壤，其硬度應<25mm(山中式

硬度計測值)。 

(3) 植栽工法係適用於坡度<35ﾟ之緩坡。但是，以藤類或草類苗木

栽植或埋根則可擴展至45ﾟ以下之坡度。 

(4) 配合用厚層基材噴植工法等，導入灌木類小苗植栽時，可以適

用至60ﾟ之坡度。 

(5) 為避免植栽工單獨施作，可與播種工配合應用。 

(6) 植栽施作時，苗木的選用，盡可能以小苗木為主。 

(7) 於適宜之植栽期進行。  

(8) 苗木材料費用與植穴客土栽植養護費用之比率，應依立地條件

、環境應力之不同而調整。通常海邊強風或鹽害地區植穴客土

養護費用之設計比例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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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植栽槽之植栽係使用充分肥沃之土壤基盤來進行。  

5.8.5 河川植生管理維護 

河川植生後的管理維護至為重要，有關植物群落之適切性調查評

估，以及配合各項管理目標的維持管理方法，均宜重視辦理。 

【說明】 

1. 植物群落適切性調查評估 

因為堤防護岸之植生，對於物種多樣性保全，生物棲息空間，

綠地資源，與生態環境教育等，皆是不可或缺的要素。然堤防護

岸植生之適切性，亦需透過評價之方式，以作為生態效益好壞之

標準。 

針對台灣地區之水利生態工法，河川植生管理之適切性，可

由表 5.8-4 之評估之： 

表 5.8-4 河川植物管理的調查評估 

評
價
項
目 

植
物
群
落 

防災機能 環境生態機能 景觀機能 經濟效益 

綜
合
評
價
分
數 

群
落
內
植
物
分
布
一
致
性 

根
莖
的
繁
茂
發
達 

土
壤
剪
力
踏
壓
之
回
復
力 

植
物
種
類
多
樣
化 

植
群
的
本
土
性 

植
生
對
人
之
健
康
性
︵
花
粉
症
︶

河
川
自
然
景
觀
調
和
性 

群
落
美
觀
，
樹
型
美
觀 

市
場
需
求
性 

維
護
管
理
密
度 

土
壤
基
礎
工
安
定
性 

水柳    

構樹   

甜根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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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之各項目評價分數，良好的，沒有問題的給予 3 分，普

通 2 分，最差的給 1 分，合計總分即為植物生態效益適切性的評

價分數。以後龍溪所調查段之河川植物為例，水柳群落的評價總

分最高，顯示此植群之重要性，對於其生態棲息地，環境機能，

應適度地保護與重視。 

2. 植生坡面狀況與維護管理作業 

因應植生工程目標，期望由現地植生狀況來實施維護管理方

法之標準，如表 5.8-5。 

表 5.8-5 植生坡面狀況與維護管理方法 

管理目標 植生狀況 原因及留意事項 維護管理方法 

草本植物型

之維持 

裸露地多。 

施工時期較差，氣溫不足。 
觀察至溫度條件變佳時期，若

未發芽再施工。 
持續乾旱狀態。 
(有時僅在坡肩或崩塌源頭附近乾旱)

觀察至降雨條件變佳時期，若

未發芽再施工，撒水。 

至幼芽期時死亡。 再施工。 

以未適合土質條件之工法施工。(有
時僅坡肩或崩塌地上緣附近之土質

不同) 
再檢討工法，再施工。 

草類無法伸長

生長。 

容易乾旱之場所或土質 
灑水。 
以草蓆等覆蓋。 
以客土增厚根土的層。 

葉色較淡(缺乏肥料) 進行追肥。 

以不適合該地土質條件之工法施工。再檢討工法，再施工。 

衰退、枯死。 

使用會於冬季枯死之植物。 
坡面安定若沒有問題，則觀察

狀況至春天為止。 

使用1年生植物。 
部分割取，改變種子材料再施

工。 

因乾旱原因 
以草蓆等覆蓋。 
撒水。 

有病蟲害。 
散布藥劑。檢討植物之適用性

，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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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數目過多(群聚效應) 
割取後，檢討種子粒數再施工

。 
以不適合該地土質條件之工法施工。再檢討工法，再施工。 

有不希望之植

物侵入。 
被葛藤類植物等被壓覆蓋。 
景觀上不佳。 

除去、拔取、散布枯殺劑、割

入 
草生長過速過

長 
視距管理上之問題。 
景觀上不佳。 

割草 
撒布生長抑制劑 

希望由草本

型群落演替 

裸露地多 
溫度不足、乾旱、工法不適，在裸露

地之處有較多入侵植物。 

裸露地坡面不安定情況時，以

灑水、追肥、再施工等可達植

被覆蓋。 
坡面若沒有不安定，則放置觀

察狀況。 
草類無法伸長

生長。 
乾旱、肥料缺乏、工法不適，預期會

有植物侵入。 
安定若沒有障礙，則放置觀察

狀況。 

衰退、枯死。 

乾旱、使用一年生草類、冬季枯萎之

植物。 
安定若沒有障礙，則放置觀察

狀況。 
成長數目過多，工法不適 割草、觀察狀況 
  

非目的植物繁

茂生長。 
因葛類植物等被壓。 

除去、撒布殺草劑，觀察狀況

。 

很繁茂生長 
入侵植物之生長較難。 

割草後，播種或植栽希望之植

物。 
撒布生長抑制劑，觀察狀況。

希望導入特定之植物 播種、植栽 

木本群落之

維持 

裸露地多(草本

木本均少發芽

生長) 

施工時期不佳，氣溫不足。 
觀察狀況至溫度條件變佳時

期，檢討當時之狀態。 

持續乾旱狀態。 
觀察狀況至降雨狀況變佳時

期，檢討當時之狀態。 
至幼芽期死亡。 
以未適合土質條件之工法施工。 

再施工。 
再檢討工法，再施工。 

沒有木本類植

物 

施工後1年以內 
等待至第2年春天為止，若未

發芽，則作人工補播。 
草本類之生長佳，木本植物被壓(原
因是草種過多、肥料錯誤、施工季節

不適、高溫多濕)。 
草本之生長不佳，但未看見木本類(
工法不適、施工季節不適)。 

割草，作手播。 
散布鋤草劑觀察狀況。之後等

待至僅木本播種之第2年春天

為止若未發芽，則作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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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類之生長

不均 
因原地面水分條件不同。 
因施工不均。 

等待至第3年之春天，在未發

芽生長之部分作人工補播。 
木本類之生長

數太多 
土質、氣象條件良好 

5年左右等待自然淘汰。其後

疏伐、除伐 
沒有地被草類 木本類之密生 疏伐、除伐 

有不希望之植

物侵入。 
被葛藤類植物等覆蓋。 人工除去或撒布除草劑 

木本類開始枯

萎 
有密生、病蟲害、植物相剋、倒木之

虞 
弄清原因，藉植生群落預測，

檢討除伐、疏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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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河川植生設計 676

一.河川區域種植規定(引用經濟部 99 年 3 月 5 日令修正版) 
(一)河川區域內允許種植與禁止種植區域之劃定 

在河川區域中，針對某些河段因種植行為而可能對既有防洪設施

之防洪功能產生影響時，則應檢討此河段是否適合種植，可能之禁止

種植區域如下： 

(1)危及堤防安全之區域 

種植行為會使水位上昇或改變流速分布，而對堤防之安全性產

生威脅。 

(2)有倒伏、淘刷可能之區域 

樹木遭洪水沖擊倒伏，因連根拔起有造成局部淘刷之虞，這些

區域應不得種植樹木。 

(3)倒伏、流木可能阻塞河道之區域 

樹木倒伏甚至形成流木，而有可能阻塞河道之區域。 

 

(二)河川區域內允許種植區域之分級 

允許種植區域分為 A 級、B 級及 C 級三種等級，劃分方式採表

9-1 辦理。 

 

(三)河川區域內種植農作物（含枝棚架）之處理原則 

(1)距堤腳、防洪牆、護岸或堤防附屬建造物應超過二十公尺。 

(2)在沿河流及橫斷面方向連續列植長度不得超過五十公尺，每一

列植之間格需留五十公尺以上之空地。 

(3)收成期在汛期間內〈每年五月一日至同年十一月三十日〉之農

作物，採表 9-2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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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植栽區域等級評估基準表 

項次 分類參數 相關參數分類級距 
各級距配分 
（註 1） 

權重 小計

一 
現況河寬 
規模（B） 

1 河寬（B）＞600 m 10 □ 
12.5 %  2 150 m≦河寬（B）≦600 m 5 □ 

3 河寬（B）＜150 m 0 □ 

二 
深槽比

（En） 

1 1.2 ≦深槽比（En）≦ 2.2 10 □ 
12.5 %  

2 深槽比（En）＜ 1.2  或深槽比（En）＞ 2.2 5 □ 

三 
平均坡降

（S） 

1 平均坡降（S）≦ 0.001 10 □ 
20 %  2  0.001＜平均坡降（S）≦ 0.004 5 □ 

3 平均坡降（S）＞ 0.004 0 □ 

四 
平均流速

（V） 

1 平均流速（V）≦2 m/s 10 □ 
30 %  2 2 m/s＜平均流速（V）≦4m/s 5 □ 

3 平均流速（V）＞4m/s 0 □ 

五 
高灘地水

深(hfp) 

1 高灘地水深(hfp)≦2 m 10 □ 
25 %  2 2 m＜高灘地水深(hfp) ≦4 m 5 □ 

3 高灘地水深(hfp)＞4m 0 □ 
分數加總  

註 1：滿分為 10.0 分 
10.0 分～7.5 分允許植栽等級為 A 級 

7.5 分～3.0 分允許植栽等級為 B 級 
3.0 分以下允許植栽等級為 C 級 

(4)汛期結束前一個月內〈每年十一月一日後〉播種，而收成期在

翌年汛期間開始前（四月三十日前）之短期作物，應視作物類

別及其生長期、收成期認定，且不論是否已可收成，如種植條

件有不符前項第三款者，應於汛期開始前自行砍除。 

(5)在沿水流縱向及橫向連續列植長度不得超過五十公尺，每一列

植之間格需留五十公尺以上之空地。 

(6)河寬小於一百公尺以下，禁止種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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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作物植栽之條件（上限） 

植栽區

域等級 

植栽高度(cm) 
植栽區域寬度與高

灘地橫向寬度比例
作物種類 

枝
棚
架 50 100 150 1/6 

長
年
生 

高
莖 

低
莖 

草
本 

A ◎ ◎ ◎ ◎ ◎ ◎ ◎ ◎ ◎ 
B ◎ ◎  ◎  ◎ ◎ ◎  
C ◎   ◎    ◎  

註 1.◎：表允許種植 

2.枝棚架限高度 150 公分以下 

 

(四)河川區域內種植灌木之處理原則 

(1)在河川高灘地種植灌木，應對照各植栽區域等級，其允許種植

對照條件採表 9-3 辦理。 

(2)距堤外坡腳二十公尺內之區域植栽高度不得超過 50 公分。 

(3)沿河川縱列種植者，在河川縱斷方向連續列植長度不得超過一

百公尺，每一列植之間隔需留五十公尺以上之空地，但草本、

蔓藤植物之植株高度低於 50 公分且未設置支持之棚架者，於空

地種植則不在此限。 

 

表 9-3 灌木植栽之條件（上限） 

植栽區

域等級 
種植間距 (cm) 

植栽區域寬度與 
高灘地橫向寬度比例 

植栽高度(cm) 
枝

棚

架100 200 400 800 1/4 1/5 1/6 50 100 150
A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C    ◎   ◎ ◎ ◎   

註 1.◎：表允許種植 

2.▲：表允許大灌木種植之上限 

 
 



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下冊）                                      第五篇 設計 

附錄十三、河川植生設計 679

 

(五)河川區域內種植喬木之處理原則 

(1)僅得單木種植，且應對照各植栽區域等級劃分，且種植條件採

表 9-4 辦理。 

(2)計畫洪水位對應之灘地水深超過 5 公尺時，禁止種植喬木。 

 

表 9-4 喬木植栽之條件（上限） 
植栽區域

等級 
植樹密度(株/ha) 距堤外坡腳 

(m) 
橫斷面之橫

向間距(m) 
沿水流方向

之間距(m) (1) (2) (3) 
A 6 4 2 30 30 40 
B 3 2 1 50 50 60 
C 禁止種植喬木 

註：欄(1)表計畫水位時之高灘地水深達 2 公尺時之植栽密度上限 

欄(2)表計畫水位時之高灘地水深達 3 公尺時之植栽密度上限 

欄(3)表計畫水位時之高灘地水深達 4 公尺時之植栽密度上限 

 

(六)高灘地因綠美化之必要時，需水理分析之處置條件 

(1)於計畫洪水量下之高灘地水深超過 4 公尺。 

(2)於計畫洪水量下平均流速大於每秒 4 公尺。 

(3)現況堤頂出水高未達計畫堤頂出水高。 

 

(七)河川區域內種植之樹種選擇 

(1)選擇河川內常見樹種或具生態機能之原生樹種。 

(2)成木枝下高在二公尺以上，冠寬六公尺以下。 

(3)喬木需為深根耐風力、水力之樹木。 

 

(八)植栽之管理方式 

(1)幼木栽植時，應行必要之固定保護措施，避免流木化。 

(2)喬木種植時，得於樹根成長範圍設施保護工，以免樹木流失。 

(3)隨樹木枝成長、樹形變大受水流或風之作用增大時，應修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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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樹形，喬木冠寬維持在六公尺以下。 

(4)生長不佳之樹木無法達到抵抗倒伏之要求時，應予砍伐移除。 

(5)認定有妨礙水流時，應進行砍伐、修枝等改善措施。 

(6)草本植物因自然蔓生超出原許可條件時，應予以砍除。 

 

二.防洪構造物植栽安全基準內容 

(一)不可在堤身軟弱，有斜面崩壞、滑動、急遽下沈等紀錄，或堤岸

淘刷、漏水堤體、漏水地盤，有堤防安全之虞等區間種植樹木，

種植處所採表 9-5 辦理。 

(二)種植樹木之選擇與配置需考慮承受風壓之型態植物之防風特性

及固土能力等。 

(三)樹木生長過程需維持適當之樹冠形態，及視需要設置防止倒伏工

法或措施。 

(四)為預防樹木的主根在成木時侵入堤防的斷面，造成堤防結構之破

壞，須選定根系穿透較小之樹木，或應考量設置隔絕設施。填土

部份尚須考量堤身之承載力，避免堤坡因樹木荷重影響而沈陷或

破裂。 

(五)護岸種植樹木時，樹木之主幹中心距護岸結構體之距離應大於設

計樹冠寬以上。 

(六)種植樹木時應考慮其基地之條件，必要時須配置坡面保護工程或

地被覆蓋，以安定坡面。 

(七)堤防內外之堤坡，植物之栽植以灌木及草本植物為限，但若以景

觀設計或生態環境，需栽植喬木時，需在計畫高水位以上，並應

配合坡面保護工法。 

(八)堤防內側之防汛道路及護岸內側的樹木種植必需保持 6 公尺以上

的車輛通行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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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防洪構造物適合植栽分類表 

防洪構造

物分類 
結構體位置

適合栽種植物

喬木（4m 以下） 灌木 
草本及地

被植物 
蔓藤植物耐風性 

喬木 

耐風且耐

水性喬木 

100cm

以下 

50 cm 

以下 

堤防 

堤頂 × × △1 △1 ○ ○ 

堤坡（堤內）
△4 △4 × ○ ○ ○ 

堤坡（堤外）
△2 △2 ○ ○ ○ ○ 

戧道 × × △1 △1 ○ ○ 

防汛道路 ○ ○ ○ ○ ○ × 

基腳保護工

及護坦 
× × × ○ ○ ○ 

防洪牆 

豎牆 × × × × ○ ○ 

豎牆牆身至

截水牆 
× × × × ○ ○ 

防汛道路 ○ ○ ○ ○ ○ × 

護岸 

高水護岸 △3 △3 △3 ○ ○ ○ 
低水護岸 × × × ○ ○ ○ 

低水護岸至

基腳處 
× △5 ○ ○ ○ ○ 

丁埧 × × × ○ ○ ○ 

閘門 × × × × ○ × 

○：可種植。 
×：禁止種植。 
△ ：種植時宜注意。 
註：△1：種植時宜注意預留防汛搶險空間，至少需 3～4 公尺之車輛通行帶。 

△2：種植時宜注意第（四）項之規定。 
△3：種植時宜注意第（五）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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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植時宜注意第（七）項之規定。 
△5：種植時宜注意第（九）項之規定。 

(九)種樹於高灘地時，為避免樹木周邊之流速分佈變化，對鄰近之堤

外堤腳、防洪牆、護岸及堤防附屬構造物等防洪結構物設施造成

不良影響，及為防止河川構造物所引起之亂流造成倒木之危險，

其相關種植之申請，均需依據河川區域種植規定辦理。 

 

三、柳枝工與木梢沈床工 

(一)柳枝工 

1.原理 

柳枝工為日本傳統的護岸保護工法。主要以梢料編柵，並插植活

木樁，柵框內填塊石，並以地工織物防止堤岸沙土被水吸出。活木樁

成活發展根系，使根系與石塊及梢料盤紮在一起，形成像棉被般富於

屈撓性之覆蓋層來防護坡面。三至五年後，編柵受洪流沖擊且風日摧

殘將腐朽解體，是時，已發展成蓆式防護層的盤紮根系可適時取而代

之為抵禦洪水的保護工。 

 

2.施工步驟與注意事項： 

(1)放樣打板、機械初部整地及沃土回填 30cm。 

a.依設計高程放樣整地完成後，將高程標示清楚做為控制依據。 

b.沃土採可作為耕種用之砂質壤土厚達 30cm；若為砂土無法保水，

若為粘土則不透水，均將造成活木樁不易存活 

c.局部塊石需人工挑出，避免影響後續打樁作業。 

 

(2)舖設 1cm 厚不織布。 

a.不織布需重疊約 20cm，且以上游壓下游方式施作，重疊區內

1m~2m 以ㄇ型鋼筋固定。 

 



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下冊）                                      第五篇 設計 

附錄十三、河川植生設計 683

 

圖一整地圖二鋪設不織布 

 

(3) 放樣及打樁 

a.木樁儘可能∮＞3cm、L=0.9m, 如此雜木料編柵完成後，木樁側可

提供足夠空隙供活木樁打設固定。 

b.先將木樁打入部份深度，以方便編柵作業，待每層編柵完成後，

將編柵雜木料向下壓緊，再將木樁一併打至控制高程，最後將無

法再行打入之極少數突出木樁鋸至同平面，避免洪水帶來如飄流

木等衝擊單一木樁，造成局部破壞。 

 

圖三打樁 

(4) 編柵 

a.編柵高度 30~40 ㎝，編柵材料為去枝葉之靭性材料，L=2.7m、粗

端∮=2~3cm，編柵材料太細強度不足，並造成編柵總高度不足無

法砌石，太粗則撓度不佳。此外，於粗端削尖以方便穿入編柵底

部施作。 

b.縱向連續施作無伸縮縫，編柵材於木樁間左右交互，彼此相互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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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為一體結構。 

c.依一定邏輯施作，共分二層，每層完成後於木樁間為 5 支雜木料

（局部 6 支），二層共為 10 支(編法容後圖解)。 

d.檢驗尚無標準，需有經驗之工程師主觀認定，通常表面細緻光滑

之材料具較佳靭性，可擇表面粗糙之雜木料抽驗。本工地自定標

準為試彎 90°情況下，允許微裂發生，但若壓力側全裂（即裂開面

積達 1/2）則需退料。 

e.編柵材料需為剛砍伐約 5 日內之新料，施工性較佳，但價格亦較

昂貴。 

f.完成後重要檢查項目：木樁間是否均為 10 支雜木料（局部 12 支），

每層編柵於交點木樁最上方應為縱向 3 支，雙手全力試拉，均無

法單獨抽出任一支雜木料。 

 

圖四編柵圖五編柵完成 
 

(5) 角塊石排砌： 

a.在單一編柵圍束區內拉水線控制完成面平整度，由上游側開始，

以較小角塊石舖底做為調整層，同時用∮30cm 左右角塊石長向直

立以魚鱗式砌法向上游傾斜堆砌。角塊石儘可能緊密，大空隙輔

以較小角塊石，以減小空隙，降低流速。 

b.未端收尾時，挑選扁平角塊石尖端插入編柵下層，必要時再補一

塊插入編柵上層，如楔般固定。如此一來，洪水侵襲欲翻起第 1

顆塊石時，其後第 2 顆塊石便提供協助抗洪力量，如此類推乃至



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下冊）                                      第五篇 設計 

附錄十三、河川植生設計 685

未端楔石與編柵均協助分攤受力，故以整體結構抗洪，效果奇佳。

唯表面需平整，避免單顆塊石受力損壞。 

c.契約規定角塊石∮>40cm 須達 60%，且不小於 20cm；然而坡面穩

定力量來自正確砌法，而非塊石大小，太大角塊石只能長向平舖，

反而違反魚鱗式砌法原則，容易沖毀，請勿迷信塊石重量，而影

響正確排法。 

d.完成後需檢查：○1平整度○2各角塊石均無法從垂直坡面向單獨抽出

○3末端楔石收尾是否牢固。 

e.若欲以塊石取代角塊石施作，唯塊石堆砌後之間隙勢必較角塊石

大，故應加強小塊石填隙工作，用以穩定塊石及降低洪流流速。 

 

圖六角塊石排砌圖七魚鱗砌法平面示意圖 

 

圖八魚鱗砌法詳圖 

(6) 間隔 1m 打設 1 支活木樁： 

a.活木樁應採用水柳、九穹或山菜豆等原生種植物以適合當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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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之植物。活木樁過粗∮>3cm 不易打入木樁側編柵間隙中固

定，過細∮<2cm 則剛度不足，不易釘穿沃土層，影響存活率。故

以∮=2~3cm，L=60cm 較適合。 

b.活木樁之成活是本工法成敗之關鍵，活木樁作法乃斜切樹枝一

段，倒插入土即可，利用植物較旺盛之向上生長部份，向下發展

成根系。若活木樁於開工後兩星期即進場假植，則可增進根系發

展，提高存活率。 

c.為避免洪水衝擊搖動枝幹，導致成樹連根拔起損壞堤身，故每 3~5

年需將成樹鋸至離地約 50 ㎝，僅維持底部根系繼續發展。若活木

樁成長迅速，必要時 3 年即需修剪活木樁。此為長期性的管理工

作，有別於混凝土一勞永逸作法，為本工法應注意之處。 

 
圖九打設活木樁圖十柳枝工完成後全景 

 

(二)木梢沈床工 

1.原理 

以適當之木梢料圍束成「連材」，上下縱橫交疊三層，以木樁釘

入節點固定之。木樁上部以什木條編柵。編柵是一套前後上下縱橫交

錯、穿梭、糾纏的三維編織手法。編柵框內填塊石，於洪水來時埋沒

入水，使砂石填埋於床架間隙。由於洪水搖動沈床，砂土與塊石締結

在一起，藉著柵框形成富有撓屈性的河床底墊。由於木梢沈床工間隙

填滿洪水夾帶之砂土保護雜木料，可避免雜木料遭日曬寒暑、洪流破

壞，長期而言木梢沈床工之雜木料將逐漸碳化形成一永久結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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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腳穩定。 

木梢沈床工與柳枝工均極富撓屈性，可隨河床沖刷變形；較大差

異在於木梢沈床工並未打設活木樁，彼此長期穩定原理不同。 

 

圖 11 木梢沈床標準橫斷面圖圖 12 木梢沈床單元分割圖 

 

2.施工步驟與注意事項： 

(1)打板放樣，於基層上回填河床細砂料 60cm 並人工整平。 

a.回填細砂料 60cm 後需人工清除塊石，以利打樁。 

b.本砂層亦提供作為木梢沈床遭沖刷時變形空間。 

c.木梢沈床各單位彼此獨立，尺寸為 10m×4.6m，某一單元損壞僅維

護該單元，維護容易。 

(2)第一層縱向(順水流向)連材間隔 1m 舖設。並預留綁紮用鍍鋅鐵線。 

a.成束連材所採用之雜木料 L=2.7m，∮<2 ㎝，成束直徑約 15 ㎝；

成束與成束間至少搭接 50cm 並以鍍鋅鐵線固定 3 處。 

b.成束連材@60 ㎝以鍍鋅鐵線固定。 

c.縱橫連材交點預留鍍鋅鐵線 L>2m，以利 3 層連材捆紮成一體。 

(3)第一層縱向連材間回填砂土及整平。 

(4)第二層橫向連材（垂直水流向）間隔 1m 舖設 

a.將第一、二層連材，以鍍鋅鐵線綁紮固定成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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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河床整平圖 14 縱向連材鋪設 

 
圖 15 砂土回填整平圖 16 橫向連材鋪設 

(5)第二層橫向連材間舖設雜木料。 

(6)第三層縱向連材舖設及鍍鋅鐵線綁紮 

a.以鍍鋅鐵線綁紮使一~三層連材牢固成一體。 

 
圖 17 鋪設雜木料圖 18 縱向連材舖設 

(7)進行打樁（方法同柳枝工） 

(8)進行編柵（方法同柳枝工），木梢沈床工之木樁間為 5 枝(即一層)

雜木料，編柵高度 15 ㎝、編柵材料 L=2.7m、∮>2 ㎝(頭部削尖)。 

(9)角塊石排砌（方法同柳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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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打樁圖 20 編柵 

 
圖 21 角塊石排砌圖 22 完成後全景 

 

柳枝工及木梢沈床工完成後，須觀察約 3~5 年時間，待多次洪水

侵襲無恙、活木樁成長順利，堤防自然化漸漸與周遭環境融為一體，

巳分不清何處施作過工程時，才算真正成功。 

(三)編柵方法介紹 

1.編柵基本原理 

(1)雜木料長 2.7m(頭徑=2~3cm，全支>2cm 更佳)，木樁間距 50cm，

故每根雜木料固定於 6 根木樁間(即通過 5 間距)，詳圖 1-1。 

 

圖 1-1 

(2)交互原則： 

雜木料頭部削尖，同一側進行，從前編柵材最底部穿入，隨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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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纏繞，於木樁間左右交互，故前後編柵材彼此成∞交互，詳圖 2-1、

2-2。 

 

圖 2-1                                圖 2-2 

(3)橫 2、縱 2、橫 3、縱 3 原則： 

a.內部編柵每層縱、橫向各為 5 枝雜木料(局部 6 枝情形暫不討論)，

故縱橫向交點為 10 枝雜木料，此 10 枝自下而上的施作順序為：

橫向 2 枝、縱向 2 枝、橫向 3 枝、最上為縱向 3 枝。 

b.以此原則互相交錯，使得縱橫向編柵糾結成一體，傳遞受力。 

c.交點木樁最上層為 3 枝縱向(即順水流向)雜木料，故雜木料受力僅

為一點，若施作錯誤導致最上層為横向雜木料，洪水侵襲時整枝

横向雜木料將受力拉出，造成破壞，不可不慎。 

d. 柳枝工需做 2 層，反覆橫 2、縱 2、橫 3、縱 3 原則 2

次，故交點木樁上為 20 枝雜木料(縱橫向各 10 枝)，

詳下圖。 

e.  

 

圖交點木樁最上為 3 枝縱向雜木 

 

2.基本編法 

(1)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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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木樁直線依序進行，依「底部穿入、向上纏繞、左右交互」原

則使雜木料連結成一體(詳圖 1~5)。 

 
 

 

說明：依此原則編妥後每層為 5 支雜木料。 

(2)彎入： 

外框直編時，雜木料若直行經 3 間距，有遇 90 度方向有成排木

樁時，需彎入 2 間距，形成 3+2 間距。 
 
 
 
 
 
 
 
 
 
 
 
 

 

(3)彎出： 

彎入後立即施作彎出形成 2+3 間距。 
 

 

 

 

 

1-a 

1-b 

2-a：底部穿入 

2-b：向上纏繞、左右交互 

3

5 

5支

6. 雜木料彼此糾結纏繞情形 

2間
距

3間距

2-1.外框直編遇 3 間距 2-2.施作彎入 

3-1.彎入後立即施作彎出 3-2.彎出形成 2+3 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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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m

5.
0m

1.
0m

Flow

8@1.0=8.0m

2.
0m

舖妥不織布

 
 

說明： 

(1)隨時保持「底部穿入、向上纏繞、左右交互」原則。 

(2)伸入 2 間距作為內部編柵搭接用，類似鋼筋搭接長度 ld。 

3.編柵順序說明： 

本工法相當繁複，加上篇幅有限實無法示範全面完整作法，故本

人舉一代表案例，將施作順序區分成：(1)外框(2)搭接(3)內部(4)終止，

等四個重要階段，分述各階段施作要點供有興趣者參考，倘若有遇局

部與標準作法不同時，可參照各階段施作精神加以變化拆解。 

 

案例：設 8m*7m 現地巳完成測量放樣、整地、覆沃土、舖

設不織布及打樁工作，如圖。 
 

1

2

5m

填
沃
土

 舖不織布 

1

2

5m

填
沃
土

1

2

5m

填
沃
土

1

2

5m

1

2

5m

填
沃
土

 舖不織布 

1

2

5m

填
沃
土

1

2

5m

1

2

5m

填
沃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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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1

5

15 

C

3 15 

C

3

(1)編外框： 

以 1.直編 2.彎入 3.彎出，依序反覆此 3 動作，即可完成四週邊框。 

 
1.直編：                             2.彎入：與步驟 1 同方向退一木樁施作彎入，

形成 3+2 間距。 

1

 
 
3.彎出：                              4-1.直編： 

3

 
 

4-2.直編：                            5.彎入 

4-2

 

6.彎出： 

6

 

7.外框完成示意圖(保留右上角未示範以供對照) 
 

 
 
 
 
 
說明：交點木樁 3c 及 15c，縱向 2
枝在橫向 2 枝上。 
 

 
 

(2).搭接：均採直編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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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c

k

3 5 13 15

1

 
3.完成四周搭接 

說明： 

a.交點木樁 3c、5c、13c、15c、3k 及 5k，縱向 2 枝搭接壓在橫向 2

枝搭接上。 

b.本工法編柵部份均需遵守「底部穿入，向上纏繞，左右交互」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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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b

g

b

7

1-2

3-1

g

2

(3).編內部： 

a.每層依橫 2、縱 2、橫 3、縱 3 原則施作，由於篇幅有限，無法全部圖解

示範，故省略部份步驟，僅就 7g 及其鄰近木樁之相互關係圖解說明。 

b.均採直編方式進行。 
 

(1-1).由 7b 穿入。 

(2).由 7c 穿入，完成 7g 木樁橫 2 全部。 

g

c

2

7  
 

(3-2).完成 7g 縱 2 中之縱 1。 

g 

(1-2).7g 木樁完成橫 2 中之橫 1。 

(3-1).由 2g 底部穿入。 

(4).由 3g 穿入，完成 7g 縱 2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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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

3 7

3-2

g

2 7  
(5).由 7d 穿入，完成 7g 橫 3 中之橫 1。 

(6、7).分別由 7e、7f 穿入，完成 7g 橫 3 中之橫 2、橫 3；同時完成 7k 橫 2 中之橫 1。 

(8).加編 1 枝，由 7g 穿入以完成 7k 橫 2 全部(此加編乃為方便上方工者銜接)。 

(9、10).依序由 9b、9c 穿入，完成 9g 橫 2 全部。 

g

5

d

7

f

6

e

7

k

g

7

 

k

8

g

7

g

c

9 10

b

4 5 7 9  
(11、12).由 4g、5g 穿入以完成 7g 縱 3 中之縱 1 及縱 2(穿入 6g 部份不可施作，因 9g 之橫 3 及 1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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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橫 2 未完成)。 

(13~16).由 9d、9e、9f 穿入以完成 9g 之橫 3，另加編穿入 9g 部份以先完成 9k 之橫 2。 

g

4 5 9

11 12

11

k

g

f

13 14 15

9

e

d

16

 
(17、18).由 11b、11c 穿入以完成 11g 之橫 2。 

(19.20).由 6g 穿入完成 7g 之縱 3(7g 至此全部完成)，同時亦完成了 9g 縱 3 中之縱 1 及 11g 縱 2 中

縱 1；續做穿入 7g 部份以先完成 9g 縱 3 中之縱 2 及 11g 之縱 2 全部。 

g

17 18

c

b

11

19 20

6 7 9 11

g

 

(4).終止： 

終止木梢，通常發生於兩組人從同一直線兩端施作至交接處，如下圖。

因兩方向木梢末端無法糾結纏繞成一體，故以此法加強。 
交接處

圖木梢末端無法糾一體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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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a.交接處雜木料尾端之情形(尚末壓緊時)：此 4 間距內雜木料僅左右交互，

無法上下纏繞。 

b.終止木梢為 1 對 2 枝，範圍為 4 間距，先將此範圍內全部雜木料向下壓實，

將第 1 枝終止木梢由全部雜木料兩端底部穿入(如步驟 1)。 
1

 

c.第 1 枝終止木梢由中央提起，反扣至中央木樁頂端背後，形成扣住全部雜

木料之情形(如步驟 2)。 
2

 

d.第 1 枝終止木梢扣住全部雜木料之橫斷面詳圖。 

 

e.從另一方向反覆步驟 1、2 施作第 2 枝終止木梢，即告完成(如步驟 3)。 
3

 

f.嚴格遵守 2 枝 1 對終止木梢作收尾編柵工作，完成後絕不可能取出被其扣

緊之雜木料。 
 
 
 
 

三.主要參考文獻 

(一)經濟部水利署，2004，「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修正研究」委託研究計劃報告，

逢甲大學防災研究中心 

(二)林信輝，2001，「水土保持植生工程」 

(三)林信輝，張俊彥，2004，「景觀生態與植生工程規劃設計」 



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下冊）  第五篇 設計 

 

 

 
  附錄十三、河川植生設計 

699 

(四)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修正規定(民國 95 年 3 月 23 日經授字第 09520202870

號令) 

(五)經濟部水利署，2004，「台灣地區水利生態工法適用植物之補充調查」，

計劃成果報告，中華民國環境綠化協會 
(六)木梢單床工及柳枝工之施工技術教材………中村俊六教授著、陳

獻博士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