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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目前已將各樣區現有所調查蒐集之各項參數進行整理後，輸入 ECOPATH

電腦軟體程式中，初步架構出各樣區之食物網模式。梅林溪流域有 4 個樣區，其

中的北勢坑溪樣區大約可分成 4 個食性階層，土地公溪樣區及南勢坑溪樣區則可

分成 3 個食性階層。清水溪流域的樣區與梅林溪流域的樣區域相較之下有較多的

生物種類，因此食物網絡也較為複雜，清水溪流域的桶頭橋樣區及瑞草橋樣區大

約可分成 4 個食性階層。未來相關參數仍須持續進行集調蒐集，讓食物網模式的

建構能更為符合實際。 

Abstract 

We to collect the parameters investigated in all study areas, than applied to 

ECOPATH program and constructed the trophic models in study areas. The 

Beishihkeng Stream Stream study area has 4 trophic levels. Tudigong Stream and 

Nanshinkeng Stream study area have 3 trophic levels .Tongtou Bridge and Rueicao 

Bridge study areas have 4 trophic levels. The related parameters would keep 

investigating to construct the trophic model fitting to re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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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的 

將兩溪流生態系（清水溪及梅林溪）利用生物間的食性關係變化與個體能

量收支平衡原理，建構出生態系食物網模式，並以生態系的觀點，來瞭解水庫內

兩河川生態系的基本構造與功能。未來可做為比較水庫工程前後期河川生態構造

與功能改變的工具。 

三、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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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食性區分建立各樣區內生物類群種類。 

2. 調查各樣區藻類基礎生產量。 

     3. 蒐集各樣區內生物類群之食性組成、單位攝食量等相關參數資料。 

     4. 以 ECOPATH 電腦軟體程式將相關參數進行食物網模式初步的架構。 

四、結果與討論 

 目前已將各樣區現有所調查蒐集之各項參數進行整理後，輸入 ECOPATH

電腦軟體程式中，初步架構出各樣區之食物網模式。 

(一 )梅林溪 -土地公溪樣區  

本樣區食性大約分成三個階層（見圖 1），第一層主要為基礎生產者的附生

藻、浮游藻及有機碎屑。第二階層則為食藻性及有機碎屑之拉氏青蟹、多齒新米

蝦、粗糙沼蝦及水生昆蟲等生物，第三層則有雜食性的臺灣馬口魚及鰕虎類等魚

種。 

 (二 )  梅林溪 -北勢坑溪樣區  

本樣區食性大約分成四個階層（見圖 2），第一層主要為基礎生產者的附生

藻、浮游藻及有機碎屑。第二階層則為食藻性及有機碎屑之拉氏清溪蟹、粗糙沼

蝦及水生昆蟲等生物，第三層則有雜食性的臺灣馬口魚及鰕虎類等魚種，第四層

則為肉食性的粗首鱲。 

 (三 )  梅林溪 -南勢坑溪樣區  

本樣區食性與土地公溪樣區相似，大約可分成三個階層（見圖 3），第一層

主要為基礎生產者的附生藻、浮游藻及有機碎屑。第二階層則為食藻性及有機碎

屑之拉氏清溪蟹、多齒新米蝦、粗糙沼蝦及水生昆蟲以及土地公溪樣區沒出現的

臺灣石魚賓，第三層則有雜食性的臺灣馬口魚及鰕虎類等魚種。 

 (四 )清水溪 -桶頭橋樣區  

清水區流域樣區與梅林溪流域樣區域相較之下有較多的生物種類，因此食

物網絡也較為複雜。桶頭橋樣區大約分成四個階層（見圖 4）。 第一層主要為基

礎生產者的附生藻、浮游藻及有機碎屑。第二階層則為食藻性及有機碎屑之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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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蝦、粗糙沼蝦、水生昆蟲等無脊椎生物以及臺灣石魚賓、高身小鰾鮈、臺灣間爬

岩鰍、埔里中華爬岩鰍等藻食性魚類。第三層則有雜食性的臺灣馬口魚及鰕虎類

等魚種。第四層則為肉食性的粗首鱲及短臀鮠。 

 (五 )  清水溪 -瑞草橋樣區  

本樣區與桶頭橋樣區相似，大約分成四個階層（見圖 5）。 第一層主要為基

礎生產者的附生藻、浮游藻及有機碎屑。第二階層則為食藻性及有機碎屑之大和

沼蝦、粗糙沼蝦、水生昆蟲等無脊椎生物以及臺灣石魚賓、高身小鰾鮈、臺灣間爬

岩鰍、埔里中華爬岩鰍等藻食性魚類。第三層則有雜食性的臺灣馬口魚及鰕虎類

等魚種。第四層則為肉食性的粗首鱲及短臀鮠。 

五、結論 

目前只是初步架構出各樣區內的食物網絡，但是相關的參數資料仍需繼續

蒐集累積，尤其在有機碎屑通量方面，藉由魚類食性組成資料的獲得，瞭解有機

碎屑在食物網中扮演重要的基礎食物來源，因此需要進一步瞭解各樣區有機物質

的流量，以便於建構更精準的食物網絡，並進一步探討各樣區能量的流量及各樣

區的差異，未來的一年有機通量的調查將是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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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土公溪樣區食物網能流圖 
 
 
 
 
 
 

 
圖 2. 北勢坑溪樣區食物網能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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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南勢坑溪樣區食物網能流圖 
 
 

 
圖 4.桶頭橋樣區食物網能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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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瑞草橋樣區食物網能流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