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
經進入霜降節氣，年初至今卻無任何颱風登陸台灣；少了雨水，

全台水量創 17年來新低，幾個重大水庫蓄水量不及 5成。而 108

年 6月引水蓄存才達滿庫水位的雲林湖山水庫亦受衝擊，今年 5月初甚

至降至 17%，水情一度緊張。幸賴短暫梅雨天與夏季午後雷陣雨，及時

蓄水，7月再度滿庫。這座規劃長達 40年、興建歷經 15年的離槽水庫，

適時展現「最年輕水庫」優勢，供應雲林地區民生用水，還能支援南彰

化及北嘉義。做為水庫管理中心首位主任，李炎任如履薄冰，不時提醒：

「省點用」！

「省下來的水源，可以還給清水溪，提供更多生態使用。」李炎任

強調，工程技術錯綜複雜的水庫，是水利署第一次啟動深化生態保育的

重要措施。施工期間，為了八色鳥生態環保及梅林遺址議題，一度暫時

停工。4年再復工，堪稱最「人文生態」水庫。不僅保留住來自印尼的

候鳥棲息環境，也為庫區特有植物圓葉布勒德藤、岩生秋海棠，設置植

物保存區。10年來專業培訓的在地珍水志工，見證水庫發展，如今已化

專訪湖山水庫管理中心主任李炎任
談「雲林後花園—湖山水庫環境教育場域介紹」 ■ 編輯室

李炎任指出，由於集水區範

圍較小，無法承受整個雲林

縣民生用水，更遑論兼負支

援角色。經過不斷評估檢

討，決議採用「越域引水」

補充水源方式，在竹山桶頭

設置攔河堰工程，取用 5 公

里外的濁水溪支流－清水溪

水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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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方環保生態種子，傳遞著水庫的友善環境與生態

資訊。

提起雲林用水，人們不自覺就會浮現「地層下

陷」畫面。有人甚至阿 Q解嘲說：「買公寓要買三

樓，因為很快會變成店面。」出身雲林，又曾在雲林

縣府擔任工務處及水利處副處長的李炎任，感受最深

切。他說，雲林位在濁水溪下游南岸，雖然有溪水可

用，但水質混濁、流量豐枯懸殊，早年居民生活用水

全部仰賴地下水。加上早期靠海養殖業者大量抽取地

下水，超抽造成地層下陷及地下水質不穩定，甚至出

現「砷」汙染問題，讓人擔憂。多年前，沉陷中心已

由沿海一帶逐漸移至內陸地區，為了減緩高鐵周邊地

層下陷速率，政府甚至推出高鐵沿線三公里封井計

畫。但封井後受影響的水源必須有所替代，公部門更

應帶頭改善，開發地表水，才能有效減少地下水抽取

問題。

原訂民國 92年水庫動工，因環保議題及土地徵

收等反對聲浪一再延宕。但增加地表水的進度還是不

能拖延，民國 95年 4月完成林內淨水場引用溪水計

畫，無奈原水濁度過高，還是無法穩定供水，不足部

分仍需使用地下水。水庫工程勢在必行，必須加緊，

「中央早在民國 69年就開始規劃水庫。」李炎任指

出，當時名為「雲林地區中小型水庫調查報告」，直

到民國 73年才告完成，單就工程施作可行性報告書，

多達 50幾本，複雜程度可想而知。水庫計畫選址為

斗六市東南方 10公里丘陵西麓，界於斗六市與古坑

鄉，引清水溪豐水期餘水蓄存。環保團體質疑破壞生

態，強力反對。李炎任笑著說，當時任縣府工務處副

處長出了不少力，經常溝通協調，用盡各種方法解

決。直到民國 96年才順利進場施作。

「初期規劃是把湖山水庫規劃成三座離槽式小水

庫，不像現今只有一座離槽水庫。」李炎任指出，由

於集水區範圍較小，無法承受整個雲林縣民生用水，

更遑論兼負支援角色。經過不斷評估檢討，決議採用

「越域引水」補充水源方式，在竹山桶頭設置攔河堰

工程，取用 5公里外的濁水溪支流－清水溪水源。李

炎任表示，工程前，台灣陸續發生 921大地震、賀

伯颱風等重大災害，嚴重土石流造成水庫大量淤積，

原有庫容量頓時減少。湖山水庫能否超前佈置，防範

未然？集思廣益，決定軟硬兼施。硬體上，透過沉沙

池、引水隧道引水，減少水庫淤積。主體工程三個大

壩（湖南壩、湖山主壩及湖山副壩）採用土石壩方式，

利用塑性混凝土作為截水牆，強化壩堤抗震能力。填

土 1300萬立方米的壩體，填土量至今依舊稱冠全台。

軟體上則是培訓在地人力，辦理相關友善環境及生態

課程，官民合作，將省下來的水還給原有環境，為溪

水生態貢獻心力。「環境要靠每個人努力，不是一個

工程就能解決的。」主任辦公室一角陳列的「綠建築

標章證書」，正說明落實綠色環保，絕不是「蓋」的。

「耗資 185億台幣，興建過程經歷五任水利署

長、11位中水局長，湖山水庫可以算是我國水利工

程的重要里程碑。」李炎任強調，民國 83年 12月

30日環境影響評估法通過，水利署立即編列預算將

環評納入水庫可行性規劃報告中。民國 85年環評初

稿出爐，持續修正 5年取得認可，率先成為全國第一

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水庫工程。而環境調查時，發

現的2 處史前文化遺址，取名「古坑‧大坪頂遺址」，

由縣府委託興建做為環境教育場所。至於工程設計

中，能夠環境友善的塑性混凝土截水牆創新工法，受

到美國墾務局肯定，並派員前來取經。

施工時，為避免生態保育衝擊，湖山水庫邀集官

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合組生態保育措施執行委員

會，負責相關監督、審議及諮詢工作外，並動員行政

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行政協助辦理森

林、溪流生態系調查研究規劃，及部分宣導工作。人

文生態系則商請雲林、南投縣府協助辦理。至於現地

生態保育工作，如人工濕地、生態圍籬、動物逃脫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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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工巢箱、人工貯水箱、稀特有植物網室假植及

移植、兩棲爬蟲類移地野放、生態造林試驗、保護區

造林、保育宣導與解說，由中區水資源局委請專業廠

商負責執行，並監測相關設施，保育成效仍是國內其

他重大建設取經典範。

97年進行大壩工程、洩洪道及供應自來水的湖

山與林內淨水場等周邊設施，工程團隊嚴格把關，陸

續贏得 5座金質獎，品質深受肯定。全部工程於 104

年底完工。105年 4月 2日正式下閘開始蓄水，「這

是新水庫最關鍵時刻，安全第一。」李炎任表示，蓄

升分三階段進行，從 5%增加到 20%，再到滿位。他

說，下游輸水管路開始充管期間雖然安裝監測儀器掌

控，還是會擔心爆管危機，每個階段謹慎再謹慎。

108年 6月 25日上午 11點，終於達到標高 211.5公

尺，有效蓄水量 5,085萬噸的滿庫水位。望著從無到

有的水庫，滿滿成就感，但真正考驗也跟著上場。他

表示，過去工作性質偏重工程計畫，水庫運作後的維

護管理與營運等業務，都是新功課。「一切從零開始，

自我摸索外，必須四處觀摩請益。」設於湖南壩西南

端口的管理中心，是雲林地區水資源調度中心，主要

任務為水庫操作運轉、維護檢查及蓄水管理，並涵蓋

生態環境教育。一樓設展示廳，二樓有多媒體室，可

播放湖山水庫興建工程、周邊生態保育措施及水資源

保育與利用等宣導片，並供校園戶外教學。

兩年前，珍水志工開始排班輪值，協助生態導覽

解說。擔任志工年資長達 10年的高也合，看著昔日

被稱為「後山」的鄉里，因水庫而逐漸打開知名度，

感到與有榮焉。她是在民國 99年水庫動工，招募第

一批珍水志工時，抱著「一窺究竟」好奇心，報名參

加。「剛開始不少民眾誤以為湖山水庫是供給六輕使

用。」想起當年建庫出現的各種傳言，確實讓居民莫

衷一是，以訛傳訛。說穿了，其實心底害怕萬一來個

天災意外，山頭水庫垮掉，豈不滅村。激動的抗議者，

甚至放火燒挖土機，砸毀工務所。有位地方首長，還

曾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她認為，珍水志工的培訓，近

距離接觸管理與維護問題，居間發揮些許潤滑效果。

圖 1、湖山水庫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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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開工後編列公益支出，針對地方需要適時

回饋。她說：「現在大家都很開心。」周邊里鄰在社

區營造、農村再造上，不斷創造出新亮點。而整治後

的梅林溪，因水庫打開更多知名度，為地方觀光加分

不少。105年水庫開始蓄水，配合水庫供水，自來水

公司著手抽換家戶老舊自來水管線。她說，以前水廠

供應的地下水，味道重，石灰質很多，水壺內經常出

現很多沉澱物。逐戶更換不銹鋼水管後，水質瞬間改

善。雖然來的有點晚，居民還是忍不住讚歎：「有水

庫真好！」

「居民擔憂的問題，我們何嘗不擔心，一定要想

盡辦法解決！」李炎任經常以在地人角度居間溝通，

傾聽地方心聲。而差點考倒眾人的「石頭公搬遷」，

最為經典。當湖山水庫蓄水後，民眾信仰的 石頭公」

即將淹沒水庫中，如何安頓重達 176公噸的「石頭

公」？中區水資源局與當地居民、社區協會及玉當山

廟舉辦 6次會議討論，勘查現場地形地貌、了解「石

頭公」位置，計算出石頭重量。遷移當天，出動 80

個輪胎的 GOLDHOFER自走式油壓拖板車，兩天一夜

浩浩蕩蕩拖行 1公里，里長特別廣播請當地居民即時

參與、見證安座時刻。當「石頭公」順利安座，眾人

鬆口氣，有人當場流下男兒淚，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與土地公、萬善公合祀的三公園區，已是水庫周邊熱

門景點之一。

今年因應疫情，原有靜態展示區暫時閉館整修。

管理中心預知，明年將以科技互動方式，以更有趣、

直接方式，傳遞水資源與水庫特色。參觀民眾如果想

飽覽湖光山色，壩頂道路是條不錯的悠閒步道。路邊

欄杆設有建庫歷史長廊，一塊塊陶板述說著水庫的闢

建歷史、庫區建設、在地的文化、特有生態及在地人

文環境等故事，邊走邊讀，回味無窮。李炎任強調，

為了深化環境教育，管理中心串聯下游的湖山自來水

環境教育園區、農田水利環境教育園區，携手合作。

初期主推的是水資源，中期則為園區自然生態，後期

將結合在地人文歷史。他籲請各界拭目以待：「湖山

水庫環境教育園區將會越來越豐富！」

圖 2、珍水志工導覽解說情形

圖 3、湖山水庫壩頂建庫歷史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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