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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峰環峙 

大甲溪發源於雪山及南湖大

山，河長140.2公里，流域面積1236

平方公里，全年流量近26億立方公

尺，流幅深遠、支流眾多。流域涵括

了台中縣域12個大小鄉鎮，包括和

平鄉、東勢鄉、新社鄉、石岡鄉、豐

原市、后里鄉、神岡鄉、大雅鄉、清

水鎮、外埔鄉、大甲鎮、大安鄉等。 

大甲溪流域的地形與地質饒富

變化；其間各水系河段的地景頗多變

化，各具其特色。在上游的源流溪谷

地區，群峰環峙，山巒起伏，河谷峭

立。自發源地至平等村一帶，為河床

最陡的一段，此間可見沖積扇、河

階、肩狀平坦稜、角階、通谷與環流

丘等地形。平等村至德基坡轉緩，兩

岸亦頗為開展，然至德基處山形水勢

有急劇之轉變，兩岸山嶺迫峙，溪谷

漸趨狹窄，河床陡急，為典型之峽谷

地形。大甲溪中游佳陽至馬鞍寮河段具有峽谷地形。谷關以下20公里間，兩岸

較為開闊，河床寬達百公尺，再向下西行約2公里抵達馬鞍寮，溪出山嶺，河床

寬達500公尺以上，流勢漸緩，上游攜帶之砂石紛紛沉積。馬鞍寮起，河流向北

行10餘公里，叉道分岐，至東勢復向西流至石岡。石岡為大甲溪下游沖積扇的

扇頂位置，至此以下迄河口長約30公里，流入平原，河寬達數百公尺以上，河

床滿佈砂礫與沉積物。 

▲ 桃山瀑布涓涓而下，有如垂掛的銀絲。時而日光照耀，

浮現彩虹；時而殘葉飄落，構圖詩意。 

▲ 七家灣溪對岸，有一片楓香林夾雜一片栓皮櫟林，在秋

末冬初一陣寒風之後，紛紛換上金黃色冬裝，把七家灣溪

畔點綴得更艷麗動人。 



除了聞名的谷關溫泉下，大甲溪沿途不可錯過的美景還有：雪山的皚皚積

雪、八仙山高聳的森林、仁壽峽谷中的麗日淺灘、合歡溪奇石亂流、石岡壩內的

寬闊水域、德基水庫的藍天碧湖、天冷吊橋畔的落日餘暉等。 

大甲溪也是全台水力之冠(擁有5個水庫和發電廠)。台中縣域的農田灌溉，主要

依靠大甲溪。大甲溪上游地勢陡峻，所以其可供開發之電力可達1,384,000瓦，

經濟效益宏大。  

▲ 雪山主峰海拔 3884公尺，是大甲溪水系七家灣溪司界蘭溪的一處源頭。

環山─平等 

在大甲溪上游源流地域，水的營力如鬼斧神工般，切割巨大粗獷的岩層，

形成山谷；激流的侵蝕堆積，呈現了角階、曲流，環流丘及河階等地形。高海拔

的森林生態系(針葉林、闊葉林、針闊葉混合林)裏，常見的景觀是高大的林木、

嶙峋巨石、山澗小溪。 

大甲溪還有許多支流：南湖溪、耳無溪、碧綠溪、合歡溪、有勝溪、七家

灣溪、雪山溪、司界蘭溪等。介紹如下： 



七家灣溪 

大甲溪上游的主要源流，發源

於桃山(3325公尺)、池有山(3301公

尺)、品田山(3524公尺)、雪山北峰

(3702公尺)、雪山(又稱興隆山，海拔

3886公尺)之南側面。諸源流高度皆

超過3000公尺以上。西北側的品田

溪與池有溪匯入桃山西溪(又稱無名

溪)，於武陵吊橋附與北來的桃山溪

匯集成七家灣溪主流；而後在武陵農

場本部附近，有西側的雪山溪(又稱

武陵溪)匯入七家灣溪本流，全長15.3

公里，集水面積5603公頃。在武陵

國民賓館附近萬壽橋和迎賓橋間，與

有勝溪匯流形成大甲溪主流。 

有勝溪 

大甲溪上游源流發源於羅葉尾

山(2715公尺)，全長約11.4公里，本

流最源頭段(思源埡口)位於宜蘭縣

大同鄉境內。 

上游在思源埡口附近和蘭陽溪

上游河谷分水，並被其搶水，而成為無能溪。從思源埡口至七家灣溪合流處的流

長約10公里，在台中縣和平鄉境內：此河段鄰近中部東西橫貫公路宜蘭支流(台

7甲)。在勝光附近(馬鰣橋)有馬鰣溪匯入。其下，在香菇橋附近，則又有香菇溪

匯入本流，本流南流至武陵國民賓館前迎賓橋附近，與七家灣溪匯合成大甲溪上

游的主流。 

▲ 碧綠溪上游由無數溪澗匯集，這些水源由一點一滴聚成

小溪，往低處流去，再集成溪流。 

▲ 七家灣溪中的櫻花鉤吻鮭，已受到保護，悠游溪中。

司界蘭溪 

又名蘇七蘭溪、四季朗(蘭)溪。發源於雪山南斜面，貫流至佳陽大山(3287

公尺)與大劍山(3593公尺)兩山之間。在環山西北方約500公尺，海拔約1550公



尺處，注入大甲溪主流。司界蘭溪曾是台灣櫻花鉤吻鮭的重要歷史分布河流，也

是環山部落泰雅族原住民主要漁獵活動的重要溪流。 

南湖溪 

發源於南湖大山(3740公尺)、

南湖北山(3535公尺)、南湖南山

(3448)、中央尖山(3703公尺)、無明

山(3449公尺)等中央脊樑山地的北

側面。 

本溪為大甲溪流域中最大支

流，其上源來自耳無溪及米米拉喜

溪，其中耳無溪發源於無明山，在

節孝東南方注入南湖溪．本溪在環

山部落西南2公里處，(海拔約1490

公尺)匯入大甲溪． 

合歡溪 

發源於鈴鳴山(3271公尺)、畢

祿山(3370公尺)、北合歡山(3422公

尺)的北側斜面一帶，海拔超過3000

公尺以上的山嶽群．流長27.5公

里，為大甲溪上游之第二大支流．

合歡溪匯集碧綠溪後，沿太保久稜

線(梨山─天池間的稜線)東側，與大

甲溪並行，但北流形成河間地域。

其與南湖溪合流地帶，海拔約2300

至1500公尺間，亦出現與南湖溪側平岩山稜線相對稱之角階地形。 

▲ 大甲溪水系支流，合歡溪發源於合歡山北麓，圖中低漥

谷地，匯集四周之水源，而形成合歡溪之源頭。 

▲ 合歡溪會合南湖溪後水量大增，沖刷力量也大，每至迴

彎處，往往形成水漥或深潭，圖為清泉鐵橋下方之深潭景

觀。 

 

 

 



十文溪 

源自基隆山(2937公尺)北斜面，在谷關與博愛間匯注大甲溪，全長約9.9公

里。 

其他主要景點為： 

雪山位於台中縣和平鄉及苗栗縣泰安鄉的界線上，海拔3884公尺，是台灣

的第二高峰，登山步道沿線有三六九山莊，後方是一大片白木林。雪山東峰及主

峰頂上視野遼闊，幽暗陰冷的黑森林和開闊的雪山大圈谷，還有台灣最高的湖泊

─翠池，在幽寂的谷澗與蒼冷的杉松之間，頗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的

味道。 

武陵農場位處七家灣溪畔，海拔1740~2100公尺，是台灣溫帶水果與高冷蔬

菜的專業區，以津白桃、富士蘋果及夏季蔬菜最為有名，一年四季，各種花朵競

相爭妍，風景美不勝收。武陵山莊之後的武陵便道，可通往煙聲(桃山)瀑布。飛

隱的泉瀑，日夜不息地涓涓而下，是自然界永恆詩歌。 

距武陵農場25公里處即是梨山。整個梨山地區，原始森林幾被砍伐殆盡，

取而代之是一畦一畦的溫帶果園及高冷蔬菜。從生態與環境保育的角度來看，大

甲溪中、上游山坡地的大量開發，已造成水土流失惡性循環。 



平等─天冷 

大甲溪得天獨厚，自平等村以

西至天冷，水流澎湃、萬馬奔勝，沿

途有豐富的景觀資源，像谷關溫泉、

十文溪、青山、白鹿和沙蓮等。一路

走來，還匯集了20幾條支流，包括

志樂溪、登仙溪、匹亞桑溪、久良屏

溪、石山溪、小雪溪、馬崙溪、鞍馬

溪、稍來溪、十文溪、佳保溪、裡冷

溪、東卯溪、沙蓮溪、橫流溪、燥坑

溪、麻竹坑溪等，其排列組合，猶如

一條魚骨。 

在大甲溪中游，溪谷趨窄，河

床坡度加大。此外，兩岸山嶺壓迫、

地貌突屼、山高谷深；但見險峰林

立，怪石崢嶸，飛瀑跌落山澗，呈現

拔地參天的峽谷之美。此外，中游支

流水系發達，棲息其間的野生物也極

為豐富，如魚類、水生昆蟲、蝦蟹貝

類、兩生類及水鳥等，溪流生態景觀

生動的表露無遺。 

沿著雪山山脈，穿越亮麗的佳陽、谷

關，直到樸實的平等村，在此形成了

峭壁峽谷、絕壁斷崖。自然的鬼斧神工，日夜不停地鐫刻著如椽史詩、入畫傳奇。 

▲ 大甲溪因德基水庫積水之故，自梨山下方至德基段水面

較寬平而深遠，在群山包圍中顯出大山大水之勢。 

▲ 谷關壩。 

橫貫公路在此鑿壁一線，蜿蜓直上，百轉千迴、穿崖跨壁，十足的驚險萬

狀。 

民國58年德基水庫興建完成，為大甲溪最大的水力發電廠，位於和平鄉德

基，於民國63年完成首期發電，其年平均發電量約3億7千萬度。雙曲線的美

麗薄形拱壩，高180公尺，是亞洲屬一屬二的高壩，是世界10大水壩之一，壩

前成一廣達592平方公里的鵝蛋形大湖，水色由四周的淺綠轉而墨綠、深綠、藍

綠、藍黑，猶如藍色的貓眼石，陽光之下，千變萬幻。 



德基水庫的下方有青山瀑布群。青山瀑布群位於台中縣和平鄉烏來山(海拔

1518公尺)的東北方，屬久良屏溪的下游。由中橫公路穿過青山管制站隧道，在

左側深谷中，可以看見一道兩層式的瀑布，常年水量豐沛，水聲轟隆，瀑布兩側

俱是深崖絕谷。瀑布的登山口即在大仁橋旁，西面谷關一帶峰巒層疊、時升時降，

山稜線條優美分明，霧靄輕擁、如詩如畫。 

青山瀑布後，大

甲溪奮力向前，不久

即到了龍谷瀑布與谷

關溫泉。谷關位於大

甲溪中游河段，已進

入峽谷區，峽谷內尚

殘留少數河階，其中

高位河階由沙礫構

成，為古河床，低位

河階由岩盤構成，河

階面多已開發，成為

耕地或聚落。溫泉源

頭有二，一在舊旅社

區吊橋下方，水量甚

豐；一在河道上游。

龍谷瀑布位於龍谷天

然樂園，樂園位於中

橫公路谷關入口處，

瀑布高約30公尺，瀑

布自山壁上傾瀉而

下，聲勢浩大。 

十文溪畔有全台

三大林場之一的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區內規劃有三條森林浴步道，一為沿十文溪

畔至上游，一是循下坡階梯至水壩區，第三條則穿越林間小徑及竹林，往日式神

社及國小遺址。曲徑通幽，兩旁是高聳的杉松，鬱鬱蒼蒼，其下盡是斑斑駁駁的

落葉和蕨蘚，空氣清新、林木蕭森，是戲水、賞鳥、森林浴的好去處。 

溪水往西，到達白冷附近，此地附近有一連串的瀑布景觀。銀龍瀑布位於台中縣

 

▲ 大甲溪人壽至松茂段，河道蕭為平緩，曲流發達，河階台地逐漸出現，這

些台地多已被開闢為果園。 

▲ 大甲溪出海口，浩瀚無際，兩岸阡陌良田夾道歡送溪水，回歸大海之懷抱。



和平鄉中橫公路和平村的東南面溪谷中。瀑布聚集了白毛山(海拔1521公尺)及黑

田山(海拔1064公尺)附近諸山群的泉水，匯成溪流，注入大甲溪。順著河床一路

前行，不久登上山間小徑，兩側巨石纍然，盡是羊齒類植物和姑婆芋。穿過幽暗

茂密的杉木林，瀑布口成狹窄的溪床，西側陡壁削直，岩崖相迫，岩肌裸露。溪

谷左側上方，有一處廢棄坑道，洞內黝黑深暗，涼風颼颼，碩大的蝙蝠振翅低飛，

怪叫連連。銀龍瀑布高約40公尺，兩股瀑水同時沖下左右來匯，宣洩潭底，聲

勢壯大；瀑下激水濺霧，溪谷兩岸峽崖高聳、叢林茂密。白毛山位於台中縣和平

鄉境內，距谷關西南方約10公里。山頂四周灌木叢生，僅能從較低的樹叢空隙，

眺望四周山巒。稍事休息後，即可順西南稜陡降，先越過杉木林，再交錯穿行孟

宗竹林，有橘園和保線吊橋。白鹿瀑布秋冬乾旱時瀑水成絲，綿綿垂掛、獨具韻

味；若逢雨季，瀑布自15公尺的岩壁奔騰而下，聲勢

豪壯，景色宜人。 

沙蓮溪發源於橫嶺山(海拔2024公尺)和笛吹山(海

拔1720公尺)連稜的低鞍處，溪水蜿蜒一路南降，穿越

幽峽和飛瀑斷崖，下游形成壯麗的沙蓮瀑布，高約20

公尺，雪白的清泉從懸崖上端凌空瀉下，轟然水聲，山

鳴谷應。瀑布兩側懸崖千仞，峽崖挺立，谷內峭崖向內

凹陷，圍成一個弧形的懸谷地形。谷內光線幽暗，景觀

獨特、壯麗。瀑布下一泓深潭，深不可測，水色墨綠，

溪谷附近巨石磊磊、溪清水澈。 

石屏谷瀑布位於和平鄉阿冷山(海拔1593公尺)，背

倚白毛山的東北支稜。石屏谷谷口有巨石把風，翻越巨岩，視線豁然開朗，溪流

蜿蜒，如長龍盤桓。 

▲ 鐵砧山上的鄭成功雕像。 

天冷以下 

天冷以西，大甲溪開始進入下游。一路西行的大甲溪，開始翻轉成東北向，

並形成南北縱谷，東側為東勢丘陵，西邊則為新社河階。此段陸續有抽藤坑溪、

軟埤坑溪、頭隘坑溪、中嵙溪、石角溪、沙蓮溪等溪流來匯。過了上校栗埔，大

甲溪河道才又恢復向西流。其間隔出南岸的豐原山地、台中盆地、大肚台地。與

北岸的后里台地，此段溪谷相當開闊平穩。自然生態多因環境的變遷而式微，河

口是生物量最豐富的地方。 



大甲溪在廣闊沖積扇、平原、台地上，撫育和灌溉了無數的埤圳(有清代的

葫蘆墩圳、八寶圳、東勢角圳、五福圳)。 

大甲事典 

開發大甲最早可溯至明朝永曆

年代。明永曆23年(西元1595年)，

鄭成功鎮守彰化的部將劉國軒，認為

大甲是南北交通要衝，於是調派部下

屯駐鐵砧山，經營大甲及附近蓬山八

社。康熙40年(西元1701年)後，閩

粵人士開始由鹿港、大安兩港移入本

區。先於大安墾殖，進而推展到大

甲。大甲因早期有原住民平埔族道卡斯(THOKAS)部落居住而得名。 

▲ 大甲鎮瀾宮供奉湄洲來的媽祖。 

鎮瀾宮為大甲重要古蹟，興建於雍正10年(西元1732年)。清乾隆52年續有

擴建(西元1787年)，民國69年重修。相傳清雍正初年，福建湄州人的湄州媽祖

供奉於自家廳堂。當地的閩省移民紛紛前來參拜，遂有建廟之議。宮內有多件古

物流傳至今，如「護國庇民」、「與天同功」、「誠求立應」等古匾及前殿右壁

上的兩面古碑。 

此外，大甲出產的草蓆、草帽，曾馳名一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