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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雙溪屬淡水河系，為台北市區少有水質良好、生態資源豐富之溪流，其

中又以雙溪中游「望星橋至劍南橋間」河段自然度較高，加以周邊擁有故宮、

中影等觀光遊憩據點，為本市極具發展親水、生態復育機能之河域。 

養工處於七十八年公告前述河段堤線，並設定防洪標準為50年重現期洪

水流量。近年來因生態景觀意識之興起，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避免台灣

地區傳統的河川整治一味以防洪功能為其唯一目標，而忽略河川在環境生態

及景觀美質上的效益，特別選定雙溪中游自強橋至婆婆橋間河段【照片1 婆

婆橋附近景觀】【照片2 自強橋旁景觀】，進行細部規劃。擬由本計畫整合

兼具生態復育、景觀遊憩發展與防洪治理多功能之工程規劃示範，做為未來

台北市河川整治的參考方向，亦是落實台北市成為生態城市與達成水土生態

資源永續發展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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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概述 

(一)河段左岸 

整體而言，本河段之高灘地腹地較寬廣，目前主要為青青農場用地【照

片 3青青農場鳥瞰圖】，為高強度利用之高灘地，包含多處建築結構設施，

有餐廳、游泳池、溪畔烤肉區、高爾夫球練習場等，提供野餐、烤肉、高爾

夫球練習活動，原有自然河川高灘地風貌已不復見。。 

(二)河段右岸 

右岸已開發區則受故宮影響而文化藝術氣息濃厚，但沿河可用之高灘地

腹地較狹窄，主要有住宅、學校及機關用地；且目前衛勤學校及至善天下民

宅之建物已緊臨雙溪河域約10公尺左右，並配合其他各項相關用地變更及開

發計畫，以及規劃中之藝文中心及轉運中心計畫，興築堤防設施。 

關於現況剖面見現況剖面圖1及現況剖面圖2及現況分析圖3。 

 

照片1 婆婆橋附近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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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自強橋旁景觀 

 

 

照片3  青青農場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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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現況剖面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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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現況剖面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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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構想【見圖4 規劃構想圖】 

(一)建立河堤、人與河川良好的互動關係 

(二)在安全考量下，設置生態堤岸取代硬式堤防，總量控制提升

河岸親水性 

(三)以環境復育為原則，提供民眾生態教育的機會 

(四)創造生態及視覺美質兼具的綠色河岸景觀 

(五)使河川具有承受動態變化之彈性條件 

(六)提供完整的動線系統及防災路線規劃 

 

圖4 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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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區配置計畫【見圖5 平面配置圖】 

(一)右岸生態復育區 

雙溪右岸配合衛勤學校整體開發計畫，將其全面規劃為生態復育區，限

制動態活動進入本區，以避免干擾水域敏感生態。由臨水區域以至堤頂，可

將其空間劃分如下： 

1.水岸植物復育區 

此區除致力於水岸植物的復育、河川自然型態的維持外，更可作為水域

與高灘地之間的緩衝，保護此一天然的生態廊道避免遭受過多人為活動的侵

擾。 

2.濕地生態區 

運用整地手法，於高灘地上設置復育濕地植物之濕地水域區，成為右岸

主要的濕地生態教育解說點。 

3.高灘地植栽復育區 

運用此區之空間從事各種原生植物的復育，並藉由解說牌達成教育解說

的功能。 

(二)左岸生態休閒園區 

本河段左岸地區擁有較大的腹地，其自然度不若右岸地區高，主要之生

態資源分佈於臨溪一側，因此改造此人為開發區為生態休閒園區，除了積極

進行復育工作外，並滿足休閒遊憩之需求。其空間分佈可說明如下： 

1.原有植被保留區 

目前雙溪左岸臨溪沿青青農場一側，大樹群落由來已久，胸高徑大於 15

公分者多，甚至有 100cm以上者，且生長勢良好，對於河道景觀而言，實屬

難能可貴之資源；除能提供實質之遮蔭與休憩功能外，喬木根系有利於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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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著與穩定，並在河岸的生態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影響性，應妥善予以保留。 

 

2.動態活動區 

利用現有青青農場之已開發區，留設活動草坪，導入適於高灘地之活

動，如放風箏、玩飛盤、球類運動等，形成本河段主要之活動集結點與休

憩空間，結合藍帶與綠帶之豐富資源，促成親山親水之機會。 

3.濕地生態區 

運用整地手法與挖填平衡之原則，於高灘地上設置復育濕地植物之濕

地水域區，成為左岸主要的濕地生態教育解說點。 

4.植生護坡及復育區 

運用高程之變化，使原有山坡地與高灘地間形成漸緩之綠坡，運用原

生之低矮灌木綠叢包被空間，形成具觀賞性的綠化植生護坡，同時栽植原

生喬木進行次生林之復育。 

(三)堤頂綠道活動區 

堤頂綠道在限制車行的前提下，成為帶狀的休閒活動空間，提供各類

活動使用如休憩、賞景、騎自行車、直排輪鞋運動等等，是右岸主要的動

態活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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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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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理計算分析 

 

（一）、原規劃計算本段河道逕流量之方法（取自台北市政府水利課雙溪

相關報告） 

Q50（50頻率年洪峰流量）=1/360 ＊C（逕流係數）＊I（降雨強度）＊A（集水面積） 

=1/360＊0.75＊2922.83/(tc^0.736+10.13)(mm/hr)＊3100（公頃）=513 C.M.S 

tc＝81（min）（集流時間） 

（二）、本計畫因需規劃設計河道中不同高程之高灘地，需要計算瞭解2

年、5年、10年、30年及40年頻率年洪峰流量所造成之河川水位高程

區分；為計算前述各頻率年洪峰流量所造成之河川水位，需先求取本

河段前述各頻率年洪峰流量，於改變降雨強度 Ｉ 值，可得不同頻率

年之Q值 。 

於參考水利處已推求出之不同頻率年台北地區降雨強度 Ｉ 值後，可

得（使用tc＝81分鐘）: 

 

I2=6237/tc+38.96      = 52.00  mm/hr  

I5=1697/(tc+21)0.7198    = 60.80  mm/hr  

I10=1668/(tc+21)0.6914   = 68.15  mm/hr  

I25=1752(/tc+23)0.6714   = 77.50  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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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0及I40無人作出降雨強度之公式，可用原始雨量資料迴歸求出，另可查照圖

（台北地區降雨強度－延時－頻率曲線圖）可約估: 

I30=79 mm/hr 

I40=80 mm/hr 

（三）、由以上各頻率年降雨強度利用合理化公式可求得以下不同頻率年

之Q值:                  

Q2=335.8  C.M.S   

Q5=392.7  C.M.S 

Q10=440   C.M.S   

Q25=500.5  C.M.S  

Q30=510.2  C.M.S   

Q40=516.7  C.M.S   

Q50=531.0  C.M.S   

 

（四）、由連續方程式  Q （C.M.S）（洪峰流量）= V（流速）（M/S） · A

（通水斷面積）（M2），可約估求得各頻率年洪峰流量所需之通水斷

面積。 

可先以曼寧公式估算出本河段之平均流速: 

由皓宇工程顧問公司，1998，台北市親水計畫－內外雙溪細部規劃-水文環境章

節可知本河段溪床縱斷面平均坡度 S=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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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曼寧公式: 

V =1/nR2/3S1/2 

  =1/n(A/P)2/3S1/2 

n：河道粗糙係數≒0.025 

 

曼寧粗糙係數表 

溝內物質 n值範圍
平均

值 
溝內物質 n值範圍 

平均

值 

粘土質溝身整齊

者 

0.016-0.0

22 
0.020 漿砌磚 

0.012-0.

017 
0.014

砂壤，粘壤土溝身

整齊者 

- 0.020 漿砌石 0.017-0.

030 

0.025

稀疏草生 0.035-0.0

45 

0.040 乾砌石 0.025-0.

035 

0.033

全面密草生 0.040-0.0

60 

0.050有規則土底兩

岸砌石 

- 0.025

雜有直徑1-3公

分小石 

- 0.022 不規則土底兩

岸砌石 

0.023-0.

035 

0.030

雜有直徑2-6公

分小石 

- 0.025 純水泥漿平滑 0.010-0.

014 

0.014

平滑均勻岩質 0.030-0.0

35 

0.032

5 

   

無
內
面
工
溝
者 

不平滑岩質 0.035-0.0

45 

0.040

有

內

面

工

溝

者

   

註：取自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一百九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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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水斷面積=76.36 M^0.5（取本河段平均斷面） 

 

 

 

 

P：長度

S：渠底坡

可得本河

=5.0m

（五）、以平均流速

 Q2=335

 Q5=392

 Q10=44

 Q25=50

 Q30=51

 Q40=51

 Q50=53

本計畫於初步規

亦可等於1.5

通水斷面及水位

止。 
32m 
20m 
(濕周)=4

度S=1/

段平均流速

/s 

=5.0

.8  C

.7  C

0   C

0.5  

0.2  

6.7  

1.0  

劃時以上列

∼6 m/

俾修正確定
3.4m 
0.65 M  

77 

=6.94m/s，為保守估計通水斷面設本河段平均流速

m/s求各頻率年下所需通水斷面可得如下結果: 

.M.S  A=67.16（平方公尺） 

.M.S  A=78.54（平方公尺） 

.M.S  A=88.00（平方公尺） 

C.M.S  A=100.10（平方公尺） 

C.M.S  A=102.04（平方公尺） 

C.M.S  A=103.34（平方公尺） 

C.M.S  A=106.20（平方公尺） 

數值為基準，惟本河段於各段縱坡皆不相同，流速

s或更大，故需使用CWSE程式詳細檢核本河道中各處之流速、

本計畫規劃設計直至確定所設計之規劃設計合理為

F-15 



第三屆台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六）、本計畫使用CWSE程式進行水理計算之檢核內容如下： 

(1).現況河川50頻率年洪峰流量流經本河段各斷面之水位： 

 

 

(2).10頻率年洪峰流量流經本河段各斷面之水位【輸入設計後河段各斷面資料】 

(3).25頻率年洪峰流量流經本河段各斷面之水位【輸入設計後河段各斷面資料】 

(4).40頻率年洪峰流量流經本河段各斷面之水位【輸入設計後河段各斷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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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計畫河道各斷面位置圖6如下: 

 

圖6本計畫河道各斷面位置 

 

（七）、水理演算模式(CWSE)輸入參數說明 

以50年洪水重現期水流量運算所輸入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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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態堤岸治理計畫 

自1938年德國 Seifert率先提出近自然河川整治概念，迄今六十餘年來，台灣卻

是在近年才逐漸興起所謂的「生態工法」。生態工法在日本又被稱為「近自然工法」，

此工法所重建的近自然環境，除了顧及人類自身的需求，具有治山防洪、水土保持的功

能外，最重要的是同時維護了生物的棲息環境、生態及景觀等因子，彌補環境破壞所造

成的缺失。 

本計畫欲突破傳統河川整治之堤岸型式，企圖導入生態堤岸工法，並依據雙溪環境

現況提出河段治理計畫。茲分述如下： 

(一)堤岸型式選取原則 

景觀性—兼具環境視覺美質、舒適性與協調性 

環境生態及保育性—多孔隙環境的創造及環境自癒能力的再現 

立地條件—可供使用的腹地及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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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滿足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基本機能 

經濟性—避免過度設計浪費公帑 

(二)護堤工法 

1.方框格樑綠堤防 

(1)設置條件 

設於右岸斜率4V:1H以上地區，即婆婆橋至自強橋間約371m的區域。 

●此區堤防法線已緊鄰現有河道，腹地受限。 

●依據水理計算檢核所訂定的堤頂高程，較現有河床高出 5~6m，造成

堤防斜率陡直。 

●河道於至善天下附近逐漸改向，形成一衝擊點。 

綜合以上各點，因此選用抗沖刷力強之方框格樑綠堤防。 

(2)功能與特性 

此類型工法經常被使用在具潛在坍方危險的邊坡，乃是利用永久性結構之預鑄混凝土方框格樑

單元，以 2.5m(Min)之土釘固定於坡面基礎上，格樑坡面保留中空，可回填碎石或以植生袋填

充，藉以讓植栽生長，達成綠化效果。其結構性、安全性及景觀性佳，具有防止土壤流失、耐

沖刷之特性，亦有助於河岸邊坡之生態復育。 

 

 

方框格樑堤岸施工狀況  施工後初期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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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後所呈現的自然景象   

    

 

圖7 方框格樑堤防詳圖 

 

 

 2.加勁格網堤防 

(1)設置條件 

設於右岸斜率3V:2H以上地區，即自強橋上游約230m的區域。 

●此區屬溪流之沉積面，溪流之沖刷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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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平緩且具有較大面積之腹地。 

因此選用具相當抗沖刷力之加勁格網堤防。 

(2)功能與特性 

此類型堤防是利用天然或合成纖維(HDPE或PE)材料包覆植生擋土包，並藉由

材料本身所具備之拉力及撓曲性，延伸至堤防內部，形成回包式加勁擋牆結

構，達到保護堤防、防止壤流失之功效。表面再覆上一層椰纖或棕櫚毯，並

扦插植物枝條，使能迅速達成綠化效果。 

加勁格網堤防與傳統之RC牆相較，具有以下之優點： 

●此類型堤防為柔性結構，可容許若干變形而達到降低土壓的功效，亦

可運用於基礎地層較軟弱之處。 

●抗震性較佳。 

●施工步驟簡單快速，不需重型機械或有經驗之工人即可施工。另施工

前不需太多前期準備工作，所需之施工場地較小且具彈性。 

●單價不受牆高所影響。 

●可有效增加回填區的加勁功能，並具防蝕功效，極適合水濱環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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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加勁格網堤防剖面詳圖 

 

(三)低水護岸 

1.植物纖維護岸 

(1)設置條件 

配置於本河段右岸全線臨水區域一帶，因右岸為主要的沉積面，植物纖維護

岸除能緩和溪流之沖刷力外，並能加速泥沙的沉積，促使水岸植物的生長。 

(2)功能與特性 

此天然植物纖維產品在完工後4~10年，因受水流之沖刷可逐漸自然分解，可

適度防止水岸土層流失、結合水生植物形成保護帶，並成為水生動物棲息、

庇護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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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運用植物纖維護岸之案例   

 
圖9 植物纖維低水護岸示意圖 

 

2.加勁格網低水護岸 

(1)設置條件 

本計畫將 5年洪水重現期水位以下地區界定為低水治理區，此區其實是受到

洪水襲擊最頻繁的地區，因此特以加勁格網之低水護岸加強臨水面對水流的

承受力。 

(2)功能與特性 

採用加勁格網中由高密度聚乙烯所構成之蜂巢格網(Geoweb)材質，此三維構

材固定於坡面後，可加入回填材料，由魚材質本身的圍束與抗拉作用可使回

填材料在承受水力作用時，藉其保護而免於沖刷流失。同時植生亦可輕易的

著生於其上，能促使環境迅速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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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加勁格網低水護岸詳圖 

 

3.溪石護岸 

(1)設置條件 

為營造溼地生態環境而引流溪水進入高灘地，因此利用雙溪本地之溪石為材

料，作為溼地區域之護岸元素，形成具當地風格之護岸型式。 

(2)功能與特性 

溪石護岸之材料及外觀均具天然風貌，石縫中並可扦插具萌芽力之枝條，利

於動植物之生存，是極符合生態工法精神之作法。構築此種護岸之溪石最好

為角狀塊石，使其能適度相嵌以提供抗移動之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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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溪石護岸示意圖 

 

 

 

 

 

 

 

F-25 



第三屆台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圖 11 生態堤岸治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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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生態堤岸剖面圖一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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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生態堤剖面圖二   S: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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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原規劃計算本段河道逕流量之方法（取自台北市政府水利課雙溪相關報告）
	Q50（50頻率年洪峰流量）=1/360 ＊C（逕流係數）＊I（降雨強度）＊A（集水面積�
	=1/360＊0.75＊2922.83/\(tc^0.736+10.13\)\(mm/h�
	tc＝81（min）（集流時間）
	（二）、本計畫因需規劃設計河道中不同高程之高灘地，需要計算瞭解2年、5年、10年、30年及40年
	於參考水利處已推求出之不同頻率年台北地區降雨強度 Ｉ 值後，可得（使用tc＝81分鐘）:
	（三）、由以上各頻率年降雨強度利用合理化公式可求得以下不同頻率年之Q值:
	（四）、由連續方程式  Q （C.M.S）（洪峰流量）= V（流速）（M/S） ? A�
	可先以曼寧公式估算出本河段之平均流速:
	由皓宇工程顧問公司，1998，台北市親水計畫－內外雙溪細部規劃-水文環境章節可知本河段溪床縱斷面平均坡度
	（五）、以平均流速=5.0m/s求各頻率年下所需通水斷面可得如下結果:
	（六）、本計畫使用CWSE程式進行水理計算之檢核內容如下：
	（七）、水理演算模式\(CWSE\)輸入參數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