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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指南溪─景美溪匯流口」第三場工作坊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12月21日(星期六)下午13時10分 

二、 地點：北政國中(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2巷14號) 

三、 主持人：羅科長木榮                   紀錄：張吉騰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附件簽到表) 

五、 活動內容及流程 

本次工作坊辦理時間為 2019 年 12 月 21 日(周六)下午進行，為半日活動，包

含戶外水環境體驗觀察，及於室內進行簡報概述河道議題及動手操作模型討論。戶

外活動方式是引領參與民眾走進景美溪，親身體驗景美溪流域的聲音、觸感及氣味，

沿途觀察動植物、生態環境現況及以護岸形式。接著進到室內，則是先以簡報說明

前場次工作坊成果，綜整指南溪河道環境特質、過去參與民眾對河道未來想像描繪，

並邀請本場次參與民眾進一步討論「想要的指南溪溪流生活樣貌」，以及動手利用

縮小比例的模型針對溪畔空間改造方案進行討論交流。 

 

 

時間 議程 講者 

13:10-13:20 報到  

13:20-15:00 溪流環境體驗觀察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張孫燕老師 

15:20-15:40 活動引言/開場 
臺北市政府水利處/羅木榮科長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張孫燕老師 

15:40-16:00 概述水路脈絡/前次工作坊討論回顧 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專案經理/蘇映塵 

16:00-17:30 溪畔空間改造方案議題討論 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專案經理/蘇映塵 

17:30-18:00 總結 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專案經理/蘇映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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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討論發言紀要: 

 

 

(一)、 活動引言 |北政國中－張孫燕 

張孫燕老師為目前擔任北政國中自然

觀察社團老師，她自小生長於文山區貓空，

是一位長期致力於環境教育、自然生態活

動的解說專家。張老師表示過去生長的過

程中，民眾的意見鮮少有機會被聽見，然

而現在的市政府轉變為願意詢問民眾的意

見作為政策面的參考指南，這是一種時代

的進步和態度的提升，也期待民眾能體會

到這份轉變的得來不易，環境的守護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在溪流環境邊的人

們都是責無旁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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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環境體驗觀察(導覽者－張孫燕老師)  

 

參與者穿著青蛙裝進行溪流環境觀察體驗，並於溪裡合照。 

 

由張孫燕老師帶領民眾進入指南溪流

環境體驗觀察，認識溪裡豐富的歷史人文和

生態故事，此外，並邀請北政國中自然觀察

社社員八年級學生湯同學分享過去在指南

溪內進行生態觀察時的參與經驗，為現場參

與者提供更多元的環境觀察視角。 

張老師以詢問民眾「我們希望擁有什麼

樣的一條河流？」作為這場戶外走讀的開場。

老師從過往的生命經驗談起，提及過去的人

們會在溪裡洗衣服，溪流就是最為日常的生

活場域，然而現今卻成為讓人們急於避之且

遠觀不敢親近的景色，導致因為陌生而帶來

的不理解失去了了解一條河川的機會。因此，

期望參與者透過穿著青蛙裝(防水衣) 直接

「走進指南溪」，親身體驗溪流環境，藉由

溪裡的聲音、觸感、氣味，沿途觀察動植物、

生態環境現況及以護岸形式。 

在老師帶領下，參與者從渡賢橋下沿石階抵達指南 

溪水岸邊，當天活動首重所有參與者安全，故老師也不忘提醒大家於溪流中行

走注意要點。行走途中，並請民眾找尋於活動前埋於水岸鵝軟石下的「蝦籠」(一

種置於水中的陷阱獵具)，當日共捕捉到了五隻毛蟹、中華花鰍（沙鰍）數條、明

潭吻鰕虎及粗糙沼蝦等原生物種。接著，請民眾將水底的石頭拿起，翻找附著於石

頭上的生物，看見川蜷、石螺、蜆等，當天參與者之一：林淑英老師(中華民國自

 

蝦籠捕捉到豐富的物種進行自然觀察。 

 

民眾自發性撿拾溪中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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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長)更提到，周邊常有鷺鷥、翠鳥等水鳥飛經過，河道中也能

發現鱸鰻，再從今日捕捉到的豐富物種中更證實了指南溪上游重現復原成過去多樣

性生態環境的潛力，防洪安全以及親水遊憩之間何以使人與生態共生共榮更是現今

急需深思的課題之一。 

參與民眾有感而發地表示，行走在溪水裡的身體感受與在水岸上俯瞰溪流樣貌

的心理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能以身體感受到溪水環境是最為實際的理解。行走於溪

流途中，參與者更自主開始撿拾溪中垃圾，最後從溪水裡撈出各式的家庭用垃圾、

蓄電池、甚至營建用廢棄物等等，也感受到一條溪流的維護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從渡賢橋往上游濟賢橋行走過程中，參與者慢慢感受到從原本流速湍急的水域

轉變為較為平緩的水流，原本可使生物棲息的礫石土壤底層改為石頭漿砌設施，兩

側蛙鳴水流聲也逐漸消失。張老師進而提醒河道工法選擇的重要性，以及河道工程

中所使用到的大型機械及水泥灌漿所帶來的混濁汙水，都有可能使魚、蝦、蟹、昆

蟲、植物，這些樸素隱身於溪流中高溶氧需求的原生物種備受生存威脅。 

參與者透過親身經歷溪流河川所帶來的視覺、觸覺和聽覺上感官體驗，對於現

況及希望看到未來溪流樣貌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參與者行走在指南溪河道中親身體驗自然生態環境。 

  



5 

(二)、 活動引言 |臺北市政府水利處 羅木榮科長 

羅木榮科長表示過去在整治河川時為顧及經濟

生計以防災防洪不淹水為最大考量，把溪流束縮在水

泥堤防內，直至今日，每個人期待有機會親近水、綠

帶，因此水利處期望可以開啟與在地民眾之間的對話，

聽見更多的聲音。 

現階段希望將現有的溪流進行空間改造，除了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外，更營造民眾可以親近水環境的機

會，景美溪作為全臺北市河川溪溝整體規劃的先鋒典

範，未來在蒐集更多的在地居民意見後將列入環境營

造的規劃指標中，致使整座城市變得更生態且更宜

居。 

 

1. 指南溪議題概述/前次工作坊討論回顧（簡報者－蘇映塵專案經理） 

活動開始先由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蘇映塵專

案經理簡報說明指南溪人文、生態環境特質，從指南

溪歷史地圖和昔日老照片帶領民眾了解過往的水路

脈絡，指出指南溪集水區範圍廣、流量大而穩定，更

是維持完整的生態棲地來作為主流景美溪的重要生

物種源庫，目前河道整治於政大一帶住宅區域多採水

泥堤防三面光設計。接著說明歷次民眾參與工作坊討

論成果，包含第一場工作坊凝聚民眾對於構成指南溪

10 年後樣貌應具備六大要素：「創造多樣化的自然生

態環境」、「提升人親近水的機會」、「建立社區環境意

識」等；第二場工作坊成果則是進一步提供空間改造

和軟體行動策略，例如「設計友善的生態和生活環境」、

「延續上游自然環境」、「如何使民間活動永續發展」、

「增加河川和人的互動機會」、「河川地故事個性」等。 

接著蘇經理指出指南溪議題包含堤防水泥化影響生物棲息、缺乏親水活動機會、

河道沿線腹地不足，以及如何延續周邊環境生態多樣性、水文化消失等問題，但也

並非無解，配合檢視土地使用分區、土地權屬、現況使用等條件，以及借鏡國內外

案例，其實還是可以見到許多改造機會，像是濟賢橋至渡賢橋段左岸步道縮減，政

大校園內舊河道、右岸堤防適度改造作滯洪設施或排水箱涵，檢討堤防用地回歸河

川使用、社區綠地改造為社區水文化環教空間等，並邀請民眾進一步透過現場提供

比例 1:400 縮小河道模型，談談自身「想要的溪流生活與樣貌是什麼？」，讓民眾

分享自己想在指南溪河濱進行的活動，並就河道現況提出更具體的改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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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溪畔空間改造方案議題討論（蘇映塵專案經理） 

蘇經理首先邀請民眾分享自己希望可以在指南溪旁進行的活動，有民眾提到政

大校園部分過去為指南溪舊河道，對比指南溪現今本身河道深度太深，難以親水，

只能沿著河岸兩旁進行活動，加上步行系統不完善，會被高差或是道路切斷，民眾

表示河道周邊可以活動的空間有限，只剩政大李園具有較多空間可以回復成河道空

間，但榕樹又過於茂密，氣氛陰暗不易人親近，若是未來將舊河道打開，並整理周

邊原有的林蔭空間，可作為野餐、市集的活動場

域，提供一個給學校或是附近居民一個很棒的親

水環境。 

另外有民眾表示河岸兩旁在都市開發強度如

此強的臺北市區，很難有多餘的空間可以使用，

但若是在河岸兩旁延伸出木棧道，或許可以增加

一些人使用的空間，提供人們散步休閒的地方，

如果腹地空間允許，河的兩岸可以種些植栽，走

在上面也更為舒適。也有民眾提出此區腹地狹小，

或許可以考慮在道路下或是學校等開放空間下方

興建箱涵，在防洪的標準下，使原本的河道可以

多提供更多休閒生態的空間來運用。 

水利處羅木榮科長指出河川的水量除了來自

上游的降雨累積，也和下游的潮汐的漲退有關，

而這樣的自然現象很難透過工程技術來抑制淹水，

只能降低發生災害的頻率，在河川改造的趨勢中，

水質與用地是主要考量的因素，景美溪做為河川

環境改造的領頭羊，其擁有乾淨的水質也有好的

自然環境，使得它極具潛力可做為生態河川的典

範，只是河岸兩旁的腹地有限，後續傾向是朝向

定點或是局部營造的方向進行規劃設計。 

透過民眾交流分享想要在河道周邊看見的軟性活動，也讓過程討論變得更加豐

富有畫面。接著，規劃團隊則是帶領參與者一同動手操作模型，具體呈現出自己心

目中期待的指南溪河岸空間，並邀請參與者分享自己的改造構想，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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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１： 

期待能藉由多種植河道邊的樹木，減少碳

排放量且能淨化空氣，以長期而言除了有

機會營造更好的河濱空間使更多的民眾前

往使用，更能讓豐富的動物及生物作為棲

息地創造生態圈，讓人類與大自然能共生

共存。 

 

｜民眾２： 

政大李園一帶為指南溪舊水路行經，但是

現況李園內茂密樹林，散發讓人不易親近

的氣氛，希望樹林不用太茂密，可以提供

一個公共空間、野餐活動的場所。 

 

 

 

｜民眾 3： 

指南溪鄰近三間學校，有機會可以利用河

道資源發展環境教育，例如河灘地營造一

塊可以被永續經營的公共環境空間，或是

合作舉辦營隊及學習課程，讓在地居民及

孩子可以共同在這塊空地上共同協力合作，

更能從汲取山區的動植物精華作為環境學

習的範本。另外，期待未來有機會能在枯

水期季節裡下到水泥河道上利用閒置空間，

並將原本的三面光漸漸改造成為有生態環

境棲息的綠地。另外在現有的河道空間，

可以增加一些可以通往河床的階梯，讓民

眾可以就近淨溪或進一步觀察指南溪裡的

生態環境。 

｜民眾 4： 

希望可以將既有步道系統從政大串連到貓

空，一來可以提供周邊居民散步的空間，

也希望將人流帶往貓空，促進指南溪上游

當地的茶產業。步道的材料可使用較生態

的自然土石，不用高維管同時也可以增加

滯洪的空間。 

 

民眾 1改造想法 

 

 

民眾 2改造想法 

 

 

民眾 3改造想法 

 

 

 

 

 

 

 
民眾 4改造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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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共創出指南溪未來河道空間改造願景模型 

 

參與者參與模型製作活動合照 

3. 結語（蘇映塵專案經理） 

很感謝大家這幾次對於指南溪工作坊活動的參與支持民眾參與工作坊的討論

及相關意見回饋、在地生活經驗分享，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在進行規劃討論很重要的

意見和提醒，後續我們也會延伸進一步完成設計圖說製作，謝謝大家的參與，尤其

看到這場次許多民眾在進到指南溪溯溪時自動撿拾散落在溪中或是草堆旁的廢棄

物，讓我們對於指南溪的環境改造有了更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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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來賓及民眾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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