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濁水溪因流水搬運泥沙特別多、含沙量

高，常年河水都很渾濁而得名，其發源於合歡

山主峰與合歡東峰間之鞍部，與流經南投縣仁

愛鄉廬山的塔羅灣溪、馬海僕溪匯流後，注入

霧社水庫，續流往下與萬大溪、丹大溪、陳有

蘭溪等支流交會後，自此水勢大增，往西沿途

經南投縣水里鄉、集集鎮，在彰化縣二水鄉流

出山地，進入雲林縣林內鄉、西螺鎮平地，並

在近下游流域河道漸漸開闊，全長 186.40 公

里，流域面積 3,155.21 平方公里，於彰化縣

大城鄉的下海墘村與雲林縣麥寮鄉許厝寮之

間流入臺灣海峽。

近年來，全球暖化、極端氣候問題日益

嚴重，其中降雨量不均，使河川溪流量豐水期

及枯水期差異極大，致使河川流域在地形上、

生態上變化加劇，而在1999年921大地震後，

中部地區河川河床受地層變化影響，部分河床

有上昇現象，且上游河段受地層變化及土石崩

落阻斷水流，造成下游區域河床裸露面積增

加，另本省各河川流域高灘地及部分低灘地，

多為農民利用耕種，濁水溪也不例外，其中南

岸耕種面積約 970 至 2,700 公頃，而因農民

濁水溪揚塵改善復育造林
文／圖■許文昌■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作業課技正

在農耕施作過程較缺乏有效管理，且耕作過程

並未進行抑制揚塵相關措施，尤其在翻土後長

時間未進行覆草等抑制揚塵措施，又河床上翻

土期間恰好是東北季風盛行季節，造成大量揚

塵，上述氣候變遷及人為等種種因素，使得每

年 10月至翌年 4月為濁水溪河川揚塵好發時

期，特別是位在雲林縣二崙鄉自強大橋以西經

西濱大橋至河川出海口區域易發生河川揚塵，

嚴重影響濁水溪南岸之雲林縣西螺鎮、二崙

鄉、崙背鄉及麥寮鄉等河川沿岸鄉鎮，也造成

濁水溪鄰近河川地區居民生活上、健康上的不

便與影響，有鑑於濁水溪揚塵問題日趨嚴重，

政府各單位也刻不容緩進行各項揚塵改善措

施，期使河川揚塵危害降低，民眾生活品質得

以改善。

▲揚塵好發期間，塵土飛揚。

28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台灣林業 ■   一〇六年 二月號

03專輯3-濁水溪揚塵改善復育造林.indd   28 2017/3/21   上午9:26



二、揚塵改善機關合作分工

河川揚塵改善工作涉及環保、治水、造林

等專業技術領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 2007

年成立跨部會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專案小

組，定期邀請發生揚塵災害之當地縣（市）政

府環保局、鄉鎮公所、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河

川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單位召開揚

塵防制專案會議，希望透過中央相關部會與地

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降低揚塵問題，而濁水

溪揚塵改善也依例定期召開「濁水溪揚塵防制

方案」專案會議，邀請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

川局、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雲林縣及彰

化縣環保局、濁水溪沿岸鄉鎮公所，積極研商

減少揚塵防制措施。

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改善協同分工如下：

（一）�行政院環保署召集及協調中央與地方在

河川揚塵分工權責，並負責計畫與經費

之彙整及規劃、審查主辦機關提送之計

畫書等文件；彙整主辦機關所提報本計

畫之執行狀況、工作進度、經費執行情

形等資料；掌控揚塵防制改善進度及

辦理河川揚塵防制執行現況及成果之

查核；依水利署、林務局及縣市政府，

提供辦理各河川揚塵改善計畫成果及

期程等，將執行成果與現況登錄於「河

川揚塵防制推動資訊網平台」，供政

府與民眾查詢，使民眾了解政府為減

緩揚塵及維護環境品質的努力。

（二）�河川區域地由轄管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負責，其揚塵抑制工法有

水覆蓋工法（攔水土堤、蓄水池塘）、

綠覆蓋工法（現地植生）、風阻法（防

塵網、鋪設稻草及防風林）、土壤穩

定劑（噴灑三仙膠）及自動化監視灑

水系統等工法。

（三）�在堤防外保安林地由南投林區管理處負

責，針對所轄管區外保安林地加強保

安林經營管理，依保安林地檢訂結果，

▲濁水溪流域彰化縣、雲林縣示意圖暨保安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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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管理工作，排除占用情形，以維持

國土保安功能，並協助其他機關（如雲

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之國公有閒置

土地執行造林工作，林地逐年實施新

植、營造複層林造林工作，並加強後續

補植、刈草等撫育管理工作﹔培育抗風

性、耐旱性等特性高之海岸河岸樹種苗

木，除自行辦理海岸河岸揚塵復育造林

使用外，亦無償提供機關團體學校造林

綠美化栽植，另推廣社區綠美化，讓社

區民眾參與居住環境改善工作。

（四）�地方政府則負責民眾照護，環保局進行

揚塵預警通報、監測作業、空氣品質惡

化期間環境清潔及揚塵自我防護宣導，

衛生局執行區域性健康風險評估，水利

處提供抑制揚塵工法與建議及濁水溪

沿岸排水調查，農業處協助輔導農民揚

塵防制措施及調查河川沿岸防風林現

況，工務處清查並規劃濁水溪沿岸鄉鎮

道路植栽，教育處落實學童衛生教育宣

導及空氣品質不良停課標準。

▲河川揚塵改善權責分工流程圖

30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台灣林業 ■   一〇六年 二月號

03專輯3-濁水溪揚塵改善復育造林.indd   30 2017/3/21   上午9:26



三、海岸河岸的造林策略

海岸河岸造林受環境因子及人為干擾因

素影響很大，其不同於一般林地造林方式，故

藉由造林技術來克服提高林地造林木成活率。

（一）�樹種選擇

造林基本原則為確保林木成活與生長，首

重樹種選擇，而海岸林樹種應具備抗風、抗鹽

霧、耐旱及耐淹水等特性，早期保安林地大多

栽植木麻黃純林，其對於臺灣海岸地區已馴化

且生長佳，足以發揮防風保安、土砂捍止等功

效，但迄今30餘年，近年來已逐漸老化衰退，

加上其天然更新不易，造成林地出現大小不一

孔隙地，降低防風保安功效，故針對現有木麻

黃逐漸老化衰退，因應之對策為加強辦理林相

改良，在其林下或孔隙地種植適當林木，營造

複層林相，使其取代老化木麻黃發揮防風保安

功效，較常見樹種有黃槿、林投、白水木、白

千層、水黃皮、草海桐等海岸林樹種。

（二）整地作業

海岸河岸地區地勢普遍較低漥且排水不

佳，容易發生長期積水不退情況，包括雨水及

少部份的海水，而其土壤鹽漬化也往往較高，

致使林木長期浸水而影響生長甚至死亡，故藉

由開溝築堤整地作業，將林木栽植於土堤上，

並選擇耐淹水樹種，如白千層、欖李等樹種，

一方面提高植列栽植高度，縮短或避免林木浸

水時間，另一方面則可藉由天然降雨來改善植

列土壤鹽化度，提高造林木成活率。

（三）�栽植

新植苗木株數均較一般區域林地高，每

公頃約 4,000 至 5,000 株，採三角密植方式，

適地適木，營造多樹種混交複層林相；另林木

栽植後，如因天然災害致使生長不佳造成林木

成活率低則應儘速進行補植作業，補植率約為

20至 30％，依立地環境、苗木生長狀況而不

一，經由補植、刈草等各項撫育工作，俾利早

日成林，發揮保安林功效。

（四）�防風設施

海岸河岸地區造林為降低東北季風、鹽霧

等危害，除種植抗風、耐鹽等樹種外，另會在

造林地內設置高度 2公尺防風籬 (網 ) 來因應

環境因子的變化，降低風速、分散氣流，並可

攔截海岸氣流所挾帶之鹽霧；防風籬 (網 ) 設

置方向應與東北季風垂直，以竹材材料每8至

12公尺間隔寬度施作1排，每公頃設置1,000

公尺至 1,200 公尺，透風度以 50％至 60％最

適宜，其施作數量得視林地實際需要調整之。

（五）造林護林宣導

海岸河岸保安林地大多位於村落邊緣，

與當地居民生活上息息相關，尤其，在東北

▲揚塵防制宣導聯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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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風盛行時節，對於強風及飛砂的抑制更為顯

著；然而林地早期因民眾環境保護觀念較薄

弱，林地林木時常遭受破壞，例如：傾倒垃圾

或排放養殖廢水、火災等情事，都影響到林地

林木生長，故除積極清除林地廢棄物，維護林

地環境，並倡導「林業走出去，民眾走進來」

的政策理念，讓當地居民認識且瞭解林業對於

當地環境的重要性，縮短林務單位與居民的距

離，讓居民就近協助林地、林木保護工作。

四、濁水溪沿岸保安林現況及復

育造林成果

各縣市政府代管之事業區外保安林地，在

2003 年起陸續移交林務局經營管理，本處自

2003 年及 2007 年陸續接管彰化縣、雲林縣

轄內區外保安林地，其中濁水溪沿岸保安林分

布在雲林縣二崙鄉、崙背鄉、麥寮鄉等3個鄉

鎮，合計面積 719.605372 公頃，自民國元年

起陸續編為保安林，在河岸旁與濁水溪平行呈

帶狀分布，早期栽植樹種大多以木麻黃為主，

林相完整，而因木麻黃天然更新不易，在林木

老化枯死後，容易產生空隙地，使得構樹、血

桐等天然林木入侵；另因林地可及性高，林

地林木容易發生非法濫墾占用、傾倒垃圾廢

棄物及森林火災，致使原本就天然環境惡劣、

生長不易的海岸河岸保安林木，逐漸老化衰

退產生空隙地，降低其景觀及保安功能。

在本處接管區外保安林地後，即積極針

對林木老化、空隙地之林地，逐年進行復育造

林計畫，並積極清查非法濫墾占用土地，在排

除林政案件後，執行復舊造林工作；另協助地

方政府或其他單位國公有閒置土地，在無林政

案件或已排除非法占用下，辦理造林工作。在

濁水溪南岸計執行除木麻黃外，亦栽植黃槿、

白千層、苦檻藍、白水木、草海桐、水黃皮等

樹種，適地適木，營造複層林相取代單一樹種

林相，增加保安林在飛砂防止、病蟲害抵抗及

景致上等功能；且培育耐旱性、抗風性等海岸

造林樹種，除供自行造林栽植外，並提供其他

機關造林綠美化及河川揚塵使用。

▲海岸河岸造林防風設施—防風籬

▲林地地勢低窪易積水，利用開溝築堤栽植林木。

▲苗木培育—草海桐、黃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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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綠地面積及營造綠境生活空間，

林務局補助雲林縣政府，民國 91 至 101 年

止已推廣執行平地造林面積 1,101 公頃，其

中分布於濁水溪沿岸 6個鄉鎮之造林面積計

262公頃，仍持續輔導造林人辦理撫育工作，

以期未來平地造林能提昇改善環境品質、發

展休閒產業及活絡林產工業生機，增加國內

木材自給率；另結合社區民眾力量，倡導「林

業走出去、民眾走進來」，由本處提供經費

及苗木，辦理多樣化植樹活動，讓社區民眾

自己打造自然美麗的綠色生活環境，提昇改

善居住生活品質，其中位於濁水溪畔雲林縣

二崙鄉崙西社區屢次得到全國模範社區之殊

榮，社區居民凝聚共識、團結一心，建構自

然合宜的居住環境，實讓人感佩。

▲雲林縣崙背鄉第1813號保安林

▲濁水溪沿岸保安林記號面積表

▲雲林縣麥寮鄉第1833號衛生保健保安飛砂防止保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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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現今在極端氣候變化下，天然災害對於人

們生命財產安全威脅與日俱增，讓人感受到不

再人可勝天，惟透過人為改善措施與防護監測，

必可將天然危害程度降低。濁水溪揚塵改善透

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分工合作，加上民眾的共

同參與，齊心改善河川揚塵，而復育造林為其

方法之一，藉由保安林設置、老化林相更新及

國公有閒置土地造林、社區綠美化及平地造林，

經由點、線至面，增加綠覆率面積，營造綠色

複層林帶，發揮防風降低河川揚塵的保安功能，

提高農作物產量收益、促進民眾健康生活環境

及增加林地生物多樣性，朝向「生產、生活、

生態」的永續性經營管理，建置海岸河岸生態

保育軸，減少因河川揚塵所需付出之社會成本

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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