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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的轄區包含了新北市的新店、烏來、
石碇、坪林、雙溪等區域，管理的土地約佔新北市行政區域三分
之一面積。我們的任務在為大臺北地區的居民守護水源地，確保
六百多萬的人口能夠有足夠的水量和水質潔淨而安全的飲用水。

　　近 40 年來，採取多元水源保護策略，包括土地管制、污染
削減、回饋建設、污水處理、防災護岸、綠水產業等措施，保護
水源地的同時，也為地方民眾打造生活安全、生計無虞的居住環
境。此外我們也在社會大眾對環境關懷的趨勢之下，持續地檢討
精進，強化自然工法、生態檢核、公共參與等方式，讓水源地保

育從被動管制的思維轉向更加積極管理的作為。

　　水源保育需要你我的努力才能更上層樓。因此近年來積極推
動環境教育，也以坪林污水處理廠為基地成立了「臺北水源特定
區環境教育學習中心」希望藉由環境教育的方式，將水源保育種
子埋入民眾的心中。所以，為了與公眾分享水源地的好山好與地
方產業特色，我們著手盤點轄區資源編纂《大臺北水溯源環境教
育解說手冊》系列，以此培訓解說人員而提供民眾來訪時能對地
方有更深的理解。我們期望民眾透過參與而認識；透過認識而關
懷；藉由關懷而進一步保護這維繫你我生命的臺北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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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水源特定區為國內第一個經由「都市計畫法」劃設之特
定區，位於大臺北地區東南隅，範圍包括新北市坪林、烏來全區，
以及部分新店區、石碇區、雙溪區，境內涵蓋北勢溪流域（翡翠
水庫）、南勢溪流域與新店溪流域，集水區面積達 717 平方公里，
約為新北市行政區的三分之一。

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任務與職掌
　　臺北水源特定區由「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以下簡稱水特局），專責管理，任務在維護大臺北地區用水的水
源、水質、水量安全與潔淨，肩負保護六百萬人口用水的重要責任。

　　基於區內水、土、林之永續經營理念，水特局設有企劃課、
水質課、保育課、 管理課、建管課等五個業務課室，以及秘書
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等四個幕僚單位，掌理以下事項：

1. 集水區土地使用管制、工礦與土石採取管理、林業經營、
林地管理、觀光遊憩管理、教育宣導及違規行為之查報取
締事項。

2. 集水區治理計畫擬訂、治理工程規劃、測量、設計、施工
及地方機關闢建道路申請案件之核准事項。

3. 環境改善維護、水量觀測、水質檢驗、水質污染等公害防
治及違規事項查報與取締處理事項。

都市計畫法第 2 條：都市計畫是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
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
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規劃。　

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
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地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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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受委託或指定辦理集水區內都市計畫之實施與建築管理事
項。

5. 接受委託或指定辦理下水道系統規劃、施設及維護管理、建
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申請、勘查、審核、查驗與宣導事項。

6. 其他與水源、水質、水量保護有關事項。

　　臺北水源特定區經水特局多年的經營管理，各課室成員積
極投入專業，並且結合地方居民參與，共同成就了水質清澈、
水量豐沛、生態豐富的優質環境，朝著臺灣水資源永續發展的
理想邁進。

保育水源─持續精進
　　民國 70 年代水特局採取各項保護水源的環境改善措施，包
括收購豬隻移除養豬戶、收購遊艇減少遊憩活動、協助垃圾清運，
並且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統收集處理家戶產生的點源污染，以及建
置人工濕地或植生滯留槽來削減農業產生的非點源污染。

　　為了能持續水源保育的成果，綜整各項水質、水量保護措施，
分年研擬並實施各期「臺北水源特定區保育實施計畫」，在產、
官、學界以及公私協力的長期溝通及努力下，造就了現在這樣優
質的水源地。

　　相關水特局事紀如右圖。

臺北水源特定區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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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 
　　臺北水源特定區同時也依據自來水法劃設「水質水量保護
區」，並依法限制或禁止貽害水質水量的行為，區內居民權益從
此受到了限制，而下游用水戶卻享受到了水源保護的好處，基於
「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的原則，因此依自來水法對下游用
水戶隨水價徵收每度 0.5 元的「水源保育與回饋費」，這些費用
將專款專用於水源保育、土地受限補償、受限居民回饋等事務，
再搭配環境教育與相關產業輔導，讓區內居民願意配合保育措施，
甚至自主落實保育行動，讓水資源的永續成為可能。

環境教育─守護水源
　　水源保育需要大眾共同努力和參與，因此水特局自民國 97 
年起便積極採取多元策略，並成立環境教育學習中心來推動水源
保育環境教育，讓水源保育概念向下扎根，引發民眾對水資源保
護的記憶、想法、興趣與行動力。相關措施大事紀如右圖。

　　因此，為了顯現地方特色與連結地方的環境教育內涵，水特
局特別規劃《大臺北水溯源環境教育解說手冊：石碇—永安線》，
集結本地區文化、景觀、生態、水利工程等資源，提供水源特定
區的環境教育解說人員參考。我們期許藉由這本手冊，增強環境
教育解說人員能力，深入地引領民眾走近水源，欣賞臺灣美麗的
溪流景緻與生物多樣性，反思人與水資源的關係，和臺北水源特
定區管理局共同維護水源、水量與水質和我們居住的家園。

臺北水源特定區環境教育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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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之水翡翠來 ?
　　大臺北地區自來水水源 97.5% 來自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的
新店溪上游水系（包括南勢溪及北勢溪之翡翠水庫）；另約有 2.5%
分布在陽明山區及士林內雙溪，負責供應高地區民眾飲用。而其
中新店溪水系的水源，有 75% 來自南勢溪，另外 25% 則來自北
勢溪的翡翠水庫。而在 2019 年「板新地區供水改善二期工程計
畫」完工通水後，透過水源調度，還可將新店溪的水源擴大供應
至板新地區使用。因此，保護了新店溪上游水系，則保護了「大
臺北水脈」。

南勢溪 ( 信賢吊橋 ) 五重溪瀑布

直潭淨水廠

水量豐沛的南勢溪
　　南勢溪發源於棲蘭山與拳頭母山之間的松羅湖，全長約 45 公
里，流域面積約 332 平方公里。溪水流至福山匯集扎孔溪、大羅
蘭溪兩大支流後轉向北流，經屯鹿、信賢抵達烏來，並於此匯集
最大支流桶後溪，再經忠治後出烏來區，直到新店區的龜山與北
勢溪交會合併為新店溪。南勢溪上游如哈盆溪、札孔溪、大羅蘭
溪、加九寮溪等，河谷地形深邃且兩岸常有河階及氾濫平原，故
而成為早期泰雅族自中央山脈遷徙過來的重要落腳點。烏來至信
賢段溪谷，周遭地層為硬質頁岩與泥岩互層的大桶山層，因高度
可達數百公尺，加上南勢溪主流水量豐沛，向下侵蝕力強，使得
主流與支流產生極大落差，形成此處常見的瀑布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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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勢溪匯流

蜿蜒和緩的北勢溪
　　北勢溪發源於新北市雙溪與宜蘭頭城接壤的山區，與支流灣
潭溪、𩻸魚堀溪、金瓜寮溪、後坑子溪等會合後奔流而下，在龜
山附近與南勢溪匯成新店溪。全長約 50 公里，流域面積約 310 
平方公里，北勢溪主流河谷大致與當地的地層及斷層走向平行，
且支流常有縱谷地形，容易發展成多河階的地貌，有利於農業利

用，也造就流域內的茶產業的發展。此外，北勢溪因曲流地形發
達，常可見河流蜿蜒的景色，翡翠水庫興建後，雖然淹沒許多過
去著名的曲流與峽谷景點，經過了多年涵養，水庫的湖光與河階
地上的茶園，也逐漸讓這裡的景色有了新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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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永安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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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時期
　　石碇區南邊的永安里、格頭里等地 ( 右
圖紅框區域 ) 位於新店溪上游北勢溪流域，
早期是凱達格蘭族活動的地方或是獵場，亦
有以狩獵及農耕並重的泰雅族居住生活，和
漢人交易鹿皮、藤、蓪草等。漢人往山區移
墾，泰雅族原民漸退至烏來一帶，凱達格蘭
族則因漢化，淡忘了原來的習俗和語言。

清領時期
　　清代漢人進入石碇開墾的多為福建安溪人，因此帶來了安溪
當地的產業，包括了茶葉、樟腦與大菁（染料）等。這些物產在
現在的石碇南區的二格、永安、格頭一帶生產後，運送至石碇街
道上，藉由水路送出，因而石碇地區也衍生出了拉船、推船、顧
水門板的舢舨船運業，讓石碇人的生活與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關於石碇產業文化與聚落

石碇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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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染布曬乾

　　石碇地區許多地名都與水、溪谷有很深的關連，可以從地名
看出一些端倪。像是「坑」、「窟」指比較低的地方（如「烏塗
窟」），「墘」則是岸邊的意思。其他的地名還有：

•	水底寮：水底寮為永安舊名，意味靠近溪水的村落。清嘉慶
末年，泉州人王英、李鏡、龔便等人至此開闢。當地溪谷甚
深，拓墾者於是在溪邊建屋開墾，遂稱此地為水底寮。

•	塗潭：清道光年間，泉州人張義、林曰、林盛等人至此開拓。
當地潭水多泥沙、水質混濁，踏入後易泥濘滿身，因此稱此
地為塗潭。

•	乾溝：清咸豐、同治年間，張旺於此開山種茶，為本區北勢
溪以南開闢之始。此溪谷因季節交替有間歇乾涸時期，遂稱
此地為乾溝。

　　這些地名雖然已時移物換，但我們可以由當初取名的原因，
略窺一二當時居民與水連結的景像。

石碇地名由來有兩個說法，皆與水有關。一說是，因溪中巨
石纍纍且形狀奇特，人們出入常須跨越橫跨在溪中的大石
頭，如同跨越舊式房屋大門的石質門檻一樣（閩南語稱為「戶
碇」），因而得名。另一說則是清代當地居民依賴船隻運輸
貨物，而流域兩岸森林茂密、水流量大，小船靠岸時為避免
船被溪水沖走，利用溪中巨石繫繩停靠碇泊區，故稱石碇。

T IP

日治時代
　　由於臺灣北部地區山地眾多，加上土質、氣候都相當適合茶
樹的栽培，1908 年各類製茶工廠陸續成立。其中，位於臺北州文
山郡石碇庄的乾溝工廠設立於 1923 年，屬於臺灣傳統的舊式製
茶工廠，採用的動力為手動機械製造，單日製茶產量最少，僅有
五百斤。石碇、坪林一帶的製茶產業發展至民國七十年代由於臺
幣升值、茶葉生產和製造勞力缺乏、工資高漲，臺茶逐漸喪失外
銷競爭力。在生產耗時、利潤降低影響下，製茶業在石碇漸漸沒
落。

　　除了茶葉之外，日治時期「臺北炭礦株式會社」因開採煤礦，
間接讓石碇從農業轉向礦業發展。為了開採煤礦的需要，開闢了
石碇至景美間的輕便道、興建礦工工寮、開闢輕便道及臺車道。
後來煤礦業沒落，封礦廢煤，石碇回到了一個寧靜的山城，沉寂
至 19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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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發展 - 翡翠水庫的興建 　　水庫主要功能在調蓄供應公共給水，供水經翡翠電廠發電後
放流至下游的直潭壩、青潭堰攔引至直潭淨水廠及長興、公館淨
水廠處理，再供應至臺北市全區。近年隨著「板新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的進行，新北市也開始能使用翡翠水。第 1 期計畫於 2004
年完成，新北市的八里、三重、中和、五股、泰山、蘆洲、新莊
( 部分 )、板橋 ( 部分 ) 及土城 ( 部分 ) 之板新地區用水等地區已由
翡翠水庫供水， 第 2 期計畫則於 2019 年通水，翡翠水庫可供應
樹林、鶯歌、三峽全部及板橋、新莊、土城等地區用水。

　　翡翠水庫雖穩定了大臺北地區的供水，但卻直接影響當地地景
的改變。包括翡翠谷、鯉魚潭、太陽谷等過往熱門休閒景點，現今
都淹没於集水區之中。此外部分居民，也因為居住於水庫淹沒區因
此被迫遷村，例如碧山村即是案例之一。碧山村原為石碇最大的聚
落之一，居民以種植柑橘與茶葉維生，聚落的位置在目前著名景點
「鱷魚島」半島山腳旁。翡翠水庫蓄水後，碧山村許多的三合院以
及碧山國小等地全部沉沒於湖底，所以碧山村又被稱為「失落的村
莊」 ，昔日居民的家園，沉入水底，只有當枯水期或水庫水量少
低水位時，才可以看到浮出水面，半截的斷垣殘壁。

翡翠水庫

　　大臺北都會區在民國六十年代起，工商業日益興盛，使得自
來水的需求大增，因而有了興建水庫的計畫。在幾經調查之後，
北勢溪水量充沛，且下游翡翠谷周邊的地質環境條件穩定，因而
選址於此興建翡翠水庫。水庫於民國 76 年完工，這是第一座全憑
國人自己的能力，設計與施工的大型拱壩，可以說是臺灣水利工
程史極具時代意義的象徵。

　　翡翠水庫為全臺第二大庫容的水庫，集水範圍涵蓋新北市坪
林區、雙溪區、石碇區與新店區。水庫由臺北市政府「臺北翡翠
水庫管理局」經營，而集水區則交由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負責
管理。 被淹沒的碧山國小一隅 失落的村莊 ( 楊氏古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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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遷村緣故，翡翠水庫管理局為了協助原水庫淹沒區民
眾順利返回水庫南岸掃墓祭祖，依往例於清明節期間派交通船協
助居民進出南北岸，其中主要包括火燒樟、後坑子及永安地區等
居民。

　　不只人文，水庫也影響生物的生存，最著名的即是本區原為
烏來杜鵑的原生棲地，因為棲地淹沒使得原生族群在野外消失，
但近年來在相關研究單位的努力下，亦著手復育回植於原生棲地
環境中。

　　此外除了生物的復育，在民國 70 年代為了延長水庫生命，在
庫區開始進行墾植地的回收，並針對回收的區域加以復舊造林，
希望藉由營造優美的森林來涵養水源及淨化水質，以達到保護水
庫的效果。

　　雖然水庫的開發對當地的居民及產業發展有所限制，不過也
因為水庫限制開發保留了自然資源加上位置處都市邊緣等優勢，
所以地方社區也逐漸地發展出觀光遊憩、友善農業、有機農業等
產業，呈現出另外一種生活風貌。

湖光山色尋茶香─永安景觀

永安景觀步道 

　　石碇區永安里位於北勢溪流域，清領時期為了因應淡蘭古道
的開闢，而許多泉州安溪人移入此地種茶及樟腦。現今的永安里
轄區包含水底寮與被翡翠水庫淹沒的碧山村。位於水源特定區內，
該里的屋舍、田地被限制開墾與限建，但也因此擁有豐富的生態
環境與水庫形成的湖光美景。永安里全里居民主要以種茶與製茶
為生，是文山包種茶製茶技術傳承的重要基地。除了茶產業，當
地也有翡翠水庫「千島湖」、「八卦茶園」及「土虱頭」等特殊
景觀，並流傳著古老藍染技藝。

翡翠水庫復舊造林有成 水庫南岸遷村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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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路是早年鄰里間慣用行走的道路，保正是日治時期的村
長或里長，由他負責修橋補路，所以越嶺路或村里間連絡出
入的道路，以前稱為保甲路。

T IP

保甲路 ( 引用自臺灣堡圖 )

永安景觀步道 
　　「永安景觀步道」設了約 475 公尺的石板，前段的前身為保
甲路，日治時代《臺灣堡圖》即繪出了這條路線，可說是一條百
年的古道。步道半段為自然山徑，總長度約為 1.1 公里，路線平
緩且全程幾乎都在樹蔭遮蔽下，是一條非常適合親子與長輩出遊
的初級步道。現今步道環繞翡翠水庫重新修建，將水庫的湖光山
色一覽眼底，兩旁的茶樹與茶園景觀，創造出此處田園的風光，
漫步於此令人心曠神怡。

八卦茶園 
　　永安里境內茶園甚多，茶樹與水庫景觀造就了此處優美的風
景。其中一座茶園，因為地形特殊加上茶樹的生長姿態，讓茶園
井然有序，看起來就如同八卦卦陣，也因此有了「八卦茶園」的
美名。

　　永安里全里居民多以茶為生，是文山包種茶製茶技術傳承的
重要地區。據在地耆老表示，文山包種茶是石碇先有，之後才傳
入坪林。當地居民優秀的製茶技術也在各項比賽中展露鋒芒，經
常獲得各類獎項。

八卦茶園

在八卦茶園一旁的景觀臺，除
了可以一覽八卦茶園，也設計
有八卦造型的造景茶園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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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虱頭（曲流）

曲流形成示意圖

土虱頭（北勢溪曲流）
　　北勢溪的主流其有許多的曲流地形，主要是地層硬度、顆粒、
節理等有差異所致。當河流受到岩石阻擋或流到河道彎曲之處時。
河岸直接衝擊的那面就會受到侵蝕而後退形成凹岸。對岸則因水
流較緩慢，容易堆積而形成凸岸。「土虱頭」所在之處原本為北
勢溪的曲流河道，水庫水位升高後，山丘的外型成為類似成土虱
頭的形狀因此得此稱呼，是一個富麗、極具美學價值的自然地景。

千島湖
　　翡翠水庫集水區在淹沒了北勢溪上游許多山丘地形，近年來
民眾來訪後，喜歡將此地產生的水色景觀與突出的山丘命名，而
產生新的旅遊景點，如近年來吸引眾多觀光客前來朝聖的千島湖
即是最佳例子之一。

　　在石碇有數個可以觀察千島湖的觀景臺，而千島湖觀景臺是
從湖景最高處眺望遠處翡翠水庫集水地，能將千島湖的景色盡收眼
底，周遭綠水環繞青山形成了大大小小散落的湖泊景觀，於此處望
去尤其像是千島漂泊於湖面中，此外除了千島湖景觀，從此處往遠
方望去還可看見八卦茶園及北勢溪蜿蜒其中，景色美不勝收。

千島湖

不同天色或是不同
角度下所看見的千
島湖，呈現的風貌
別有洞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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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島

鱷魚島
　　鱷魚島的成因與前述的千島湖雷同，鱷魚島原為小山，旁邊
座落著碧山村，因為水庫興建蓄水的關係，集水區陸續淹沒了北
勢溪原有的翡翠谷、鷺鷥潭等景點，鱷魚島漸漸形成，而碧山村
也因此被淹沒在水下。隨著上游水位上升，此地溪谷形成湖泊，
露出水面的峰巒因酷似鱷魚之形而被人發現，而在鱷魚島形成後
露出的溪岸峰巒被水圍繞著，山峰碧綠，水與天空共享藍色，遠
方山脈朦朧，一覽無遺的視野盡享壯闊的山水景色。

　　當地人也有此一說，石碇千島湖地區其實有數隻鱷魚，不過以
現在這隻位在北勢溪中游、碧山村遺址旁的鱷魚島最為有名，而最
佳觀賞鱷魚島的地點，為從小格頭獅頭山的登山口，經往茶園、獅
頭山頂後，從最高處展望點拉繩索走下一段土石坡，就可以抵達最
佳觀賞角度的空地。

護好水、喝好茶
　　石碇地區的茶以東方美人茶和文山包種茶最為出名。東方美
人茶又稱膨風茶，因茶芽白毫顯著、葉身具白故也稱白毫烏龍茶。
每年芒種前後的梅雨氣候，正是「小綠葉蟬」快速且大量繁殖的
季節。小綠葉蟬以吸取茶樹新芽中的汁液為食，被咬過的新芽，
芽葉捲曲變黃而停止生長。由於此部位兒茶素類含量較高，經烘
焙製為成茶後，兒茶素類降解且帶有香甜氣味之揮發性成分含量
增加，使得茶帶有獨特的熟果香和蜂蜜香氣。因此茶園若要吸引
小綠葉蟬群聚，就不能噴灑任何的殺蟲藥劑。

　　膨風茶的由來民間說法相當有趣，據說一位茶農趁著穀雨前
將春茶採收後即放任茶樹生長。沒想到茶樹卻受到小綠葉蟬的蟲
害，這位茶農覺得損失太大而將這些被叮咬過的嫩葉與夏茶一併
採收，然後按照原本的製茶程序後賣至茶行。沒想到這批茶的味
道甘醇甜美，能與當時最昂貴的紅茶相比，茶行便以兩倍的高價
收購了這位茶農的茶。茶農滿心歡喜的向鄰居炫耀，但他們並不
相信而認為他吹牛（膨風）功夫了得，從此這茶也被稱作膨風茶。

小綠葉蟬體型甚小全身有青綠色
的保護色，在台灣山區經常可發
現其蹤跡，成蟲及幼蟲會吸食桑
樹、茶樹、柑桔樹、田菁、苧麻、
菜豆、桃等汁液。

T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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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與生活

心烏龍及臺茶 12 號為主，產
區集中於雙北區域。文山包種
茶外觀芽葉自然捲曲、條索緊
結整齊，色澤墨綠帶油光，茶
湯水色蜜黃碧綠，香氣清香幽
雅似花香，因為此類茶注重香
氣，所以香氣越濃郁的品質等
級就越高。

有機栽培法：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
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
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　

慣行農法：慣行農法是以人工化學技術，來克服病蟲害及地
力衰竭等問題，大多採行施用農藥、化學肥料以因應人口增
加及耕種面積縮小，而求最小單位的最大產量的農作方法。

T IP

　　茶為本地特色產業與居民的生計來源，然而種茶對水質造成
影響。在此地以一般慣行農法較容易引發水質污染的問題，例如
長期使用肥料與農藥，不僅易造成土壤酸化，也因為降雨，而將
肥料與農藥中的氮、磷等物質流入水庫之中。這類的營養鹽類是
植物生長重要的元素，因此容易使藻類快速生而造成水庫優養化
且增加水處理成本。茶園密集的耕作方式與除草劑的使用，增加
了表土流失的機會，因此大雨來襲時，表土就會被沖刷而沖積至
水庫中。若長此以往，將導致水庫淤積而縮短使用年限。

　　基於維護用水安全與保護水源，在石碇地區推廣有機栽培法種
茶，便十分重要。如有機栽培的肥料使用上，是以有機質肥料取代
化學肥料，有助於避免河川、湖泊、水庫農藥累積或優養化現象。
此外有機耕作講求混作、間作、輪作且避免使用除草劑，讓田地的
土壤覆蓋較為完全，而能減少雨水的直接沖刷。

　　有機茶的種植不易，尤其初從慣行農法轉向有機栽培法時會
經歷長達三年左右的產量驟減階段，並且還要面對在不使用農藥
及除草劑後出現的各種病蟲害和雜草清理問題，儘管有相關政策
的輔助，但對於茶農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但轉型成功後，不但
對集水區內的水質水量以及水土保持有幫助，為自身茶園帶來的
的永續經營土地、涵養茶園水源、產品品質提升等，都是努力轉
型後寶貴的收穫。

　　石碇另一個有名的茶品為文山包種茶，將俗稱為「種仔」的
青心烏龍品種製成烏龍茶後再加以薰花改製，然後用四方形毛邊
紙包裝，成為包種茶名稱的由來。文山包種茶為輕度發酵茶類，
在臺茶風味輪的歸納中隸屬於清香型條形包種茶，茶樹品種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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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點源污染削減—植生滯留槽
　　臺北水源特定區北勢溪流域係以栽種茶樹等經濟作物為主，
由於栽種茶樹易使部份表土裸露，農業中的施用肥料，一部份由
植物吸收，另一部份則殘留在地表，一旦遇到暴雨時，挾帶殘留
的肥料釋出之氮、磷及泥沙流入河川或水體，將使得水體有優養
化之威脅，這種污染稱之為非點源污染。

　　非點源污染發生地點零散，不易將污水集中處理，故可透
過具有源頭處理、分散式特色的低衝擊開發設施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改善水體水質。

　　水特局與茶農合作，利用茶園既有排水路及其匯流處，設置
植生滯留槽淨化設施，以維護水庫水質潔淨及提供優質水資源。
植生滯留槽藉由內部土壤及不織布先做污染物的吸附及攔阻，接
著如氨氮及磷污水會被微生物分解並進而被植物吸收，藉此對水
體中污染物進行削減，達到淨化效果。

　　此外在石碇的茶園，除了設置有植生滯留槽設施，因位於翡
翠水庫保護帶地區，本身茶園與河川中間即預留空地與草地，幫
助過濾以及吸收可能流入水中的農藥和肥料，成為天然的過濾器。

非點源污染削減示意圖

點源污染：主要是指家庭、
社區之生活污廢水經污水下
水道收集，處理後經由排放
管在一定之地「點」進入承
受水體。　

非點源污染：主要為雨水逕流
引起土壤沖蝕帶來之污染物，
或由逕流沖刷地表堆積之污
染物，而以「分散」之形式
進入承受水體，因為這一類
污染發生的頻率不規則，通
常又不在一定「點」進入水
體，故以「非點源」稱之。

T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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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源污染削減—
永安小型污水處理廠
　　「污水處理」可說是確保水源水質的首要工作。臺北水源特
定區為大臺北都會區自來水主要水源，為有效維護集水區生態環
境，改善水源特定區內環境衛生，提高居民生活品質，建置污水
處理廠，來減少排放時對環境及河川的衝擊。 

　　臺北水源特定區內的污水下水道建設，以住戶集中、人口聚
集且易於施工的街區為優先，以減少大部分的污染源。接管後的
污水則集中到坪林、烏來、直潭等大型污水廠，或者永安、金瓜
寮、水德、桂山、紅河谷、孝義、信賢、下盆、福山等小型污水
廠處理。

　　北勢溪流域的生活污水若不加以處理，便會直接流進翡翠水
庫中。因此水特局興建了翡翠水庫上游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範
圍包括石碇區永安里、格頭里及雙溪區泰平里，以及坪林區漁光
里、水德里、上德里、坪林里、粗窟里、石𥕢里、大林里等。

　　翡翠水庫上游污水下水道系統將街區生活污水以重力或加壓
抽送方式經污水管線流至坪林區北宜路八段附近之坪林污水處理
廠處理，並經過三級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至北勢溪中。
其他離坪林街區較遠但局部人口較集中地區，則設置小型污水處
理廠處理周邊的生活污水，如前述的金瓜寮、水德及永安等小型
污水處理廠。

永安污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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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分佈於偏遠且下水道不可及地區的分散式住戶，則以設
置合併式或單一式淨化槽方式進行現地處理，以達到清理污水的
目的。 

　　在石碇除了設置了永安小型污水處理廠來處理現地的生活廢
水，在八卦茶園也有設置淨化槽來處理污水，淨化槽是一種小型
生活污水處理裝置，用於處理分散住戶或居住於偏遠地區家戶的
所產生的生活污水。污水進入淨化槽後，會進行沉澱分離、曝氣、
消毒等多項程序來淨化污水。

重要生物資源

　　食蛇龜分布於中國南方、臺灣、日本琉球群等地。為亞洲地
龜科閉殼龜屬，背甲深褐色，脊呈黃色，頭部呈橄欖色，臉頰黃
色而眼睛後方具黃色縱帶。腹甲黑色且可與前後背甲閉合，遇到
驚擾時會將頭、尾、四肢縮入龜甲並緊閉腹甲，因而又有「黃緣
閉殼龜」之稱。 

　　食蛇龜是臺灣唯一的陸棲性淡水龜類，以 1000 公尺以下，低
海拔次生林、闊葉林底層與其邊緣環境為棲地。雖然名為食蛇龜，
但實際上並沒有吃活蛇的紀錄，而是以植物、果實、漿果、蕈類、
昆蟲、蝸牛、蚯蚓或幼鼠、鳥屍等為食物，屬於雜食或腐食性的動
物。食蛇龜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石碇永安是牠的的重要棲息地
之一，在野外面臨到很大的生存壓力，例如棲地破壞、捕食或獵補，
最主要是因為牠們生活的環境與人類活動區域有相當大的重疊，淺
山不斷的開發，減少了棲息地。 

食蛇龜

位於八卦茶園下方的淨化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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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由臺灣師範大學呂光洋教授於 1983 年在翡翠水庫附近發現而
命名。翡翠樹蛙主要分布於雪山山脈北側低海拔地區，包括南勢溪
與北勢溪流域，宜蘭及石門水庫等區域。常出現於流速緩慢的溝渠，
或是菜園、茶園、果園等開墾地水源處，也常會運用農民灌溉用的
積水容器產卵。除了冬天以外，雄蛙幾乎整年皆會鳴叫繁殖，但以
春秋兩季為主，鳴聲為短促的「呱 ~ 啊，呱 ~ 啊」。雌蛙因為雄蛙
叫聲而接近，配對後由雌蛙選擇產卵場所，踢打後肢形成泡沫卵塊，
並於卵泡中產下約 300 至 400 顆的白色卵粒。 

　　由於蛙類為變溫動物，依賴皮膚呼吸，溫度與濕度對其分佈與
生存影響很大，成長過程經歷水域與陸域兩種環境，所以對環境變
化相當敏感，可以做為環境指標生物。本區翡翠樹蛙的生活環境與
茶園用地重疊，為了茶樹採收量穩定，常噴灑大量農藥與除草劑，
造成翡翠樹蛙棲地環境惡化。不過近年來本局亦鼓勵茶農以有機農
法種植，一方面自源頭避免化學物質進入水庫，一方面也為翡翠樹
蛙與在地生活的許多生物提供適合生存的棲地，讓後世子孫皆能欣
賞到臺灣這塊土地的獨特生命。

　　政府於 101 年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將新北新石碇區乾溝段
後坑子小段、乾溝段乾溝小段、火燒樟段、桶後北段等地，公告為「翡
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成為臺灣首座針對爬蟲類劃定的保
護區。區內的土地分屬於本局、林務局、國有財產署與、翡翠水庫管
理局四個機關管理。由於保護區受到嚴格的法規限制，因此在保護區
內活動，若非主管機關許可，必須遵守保護環境之行為。

翡翠樹蛙

最大特徵為過眼金線，跟大腿內部有大型黑斑喔！

　　翡翠樹蛙為臺灣特有種，是種中大型樹蛙，雄蛙體型約 5 至 6
公分，雌蛙約 6 至 8 公分。吻端尖，鼻孔至上眼瞼至耳後顳摺有一
條金線。背部翠綠色，皮膚粗糙布有許多顆粒，體側自吻端到股部
有白線，腹部白色並有許多黑斑及圓形小顆粒。四肢背面綠色，趾
端具有吸盤且趾間有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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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雀鷹為臺灣留鳥中最小型的鷹種，其
身體長範圍為 25 至 36cm，雄鳥體型明
顯較小。頭頂鼠灰色。雄鳥眼橙黃色，老
成轉為橙紅色，臉頰灰色。松雀鷹於 4 ～
8 月間繁殖，由雌雄鳥共同築巢，幼鳥孵
化後約 23 至 32 天會離巢，但仍會在巢
附近由親鳥供應食物並教導獵食技巧，
離巢後約一個月，才有能力自行捕食。

石碇也有穿山甲喔 !

黑鳶體型長約 65 公分，屬於中型的猛禽，
全身大致為暗褐色，頭部顏色較淡，嘴爪
彎曲銳利。常見於山地、森林及河流沿岸
之上空飛翔，或是滑翔盤旋伺機覓食。因
為人類活動與開發影響其棲地的破壞，導
致族群成片段化分布，且數量大幅下降，
現為臺灣瀕危物種，在石碇庫區主要出現
在一號至三號橋間，或停歇於大壩頂上。

臺灣穿山甲通常以舉尾蟻和白蟻為
食、其掠食步驟為挖開蟻巢、再用舌
頭舔食、因舌頭具有黏性的唾液、可
以沾黏食物、再送進口中。此外當遇
到危險時、會縮成球狀、讓掠食者没
辦法下手，而在穿山甲出現區域的山
路旁，常可發現很多有新有舊的洞
穴，是在野外辨別的一大特徵。

松雀鷹
 （董曉紅 攝）

大冠鷲
 （董曉紅 攝）

臺北樹蛙

東方蜂鷹
 （董曉紅 攝）

中國樹蟾

鳳頭蒼鷹
 （董曉紅 攝）

斯文豪氏赤蛙
 （翁恆斌 攝）

黑鳶
 （董曉紅 攝）

當我們在戶外生態觀察時需謹守一些原則，如觀察完畢後，讓
草、木、石頭回歸原處，儘量維持原本的樣貌。若遇野生動物
時請保持適當的觀察距離，不要餵食牠們，或將垃圾遺留在現
場。此外，我們也要尊重其他人享受自然權利，輕聲細語、禮
貌招呼，以維持大家親近自然的品質。

T IP : 戶外觀察生態應注意的原則

穿山甲挖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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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扇蕨為一種中大型蕨
類，其在冰河時期即已存在，
堪稱是見證地球演進的活化
石。其特徵可從雙扇蕨這名稱
略知一二，雙扇蕨有長達 60 公
分的長葉柄，葉片呈兩裂對生
之扇形，直徑可達 60 公分，看
起來像一把破雨傘，所以又叫

　　九芎是一種落葉喬木，樹幹是九芎最容
易辨認的部分，樹皮褐色夾雜著白色的塊
斑，因為其樹皮薄，很容易剝落，讓樹幹變
得十分光亮平滑，好像上過一層蠟般，連善
於爬樹的猴子都會被滑下來，所以又叫做猴
不爬。此外在水源區內非常重視「水土保
持」需要把水與土壤放在一起考慮，要保護
水就必須保護土壤，要保護土壤就需要有合
適的植物。而九芎的的根部與土壤接觸的地

　　烏來杜鵑又名柳葉杜鵑，為臺灣特有種常綠灌木植物。植株全株
密佈剛毛，葉呈線狀披針形。花呈漏斗狀五裂花，顏色淡粉紅色至淡
紫紅色皆有，花期集中於 3 月至 4 月之間。烏來杜鵑的天然棲地位於
北勢溪沿岸，分佈以鷺鷥潭為主，而乾溝、火燒樟一帶則零星分佈。
生長於海拔 500 公尺以下向陽面的岩石裂隙中。民國 73 年因為翡翠
水庫蓄水，使得棲地被淹沒以致原生族群在野外消失，而被歸為野外
絕滅等級的物種，目前僅餘一些野外種源植栽保存於陽明山國家公
園、臺灣大學校園、及地方居民自家之中。不過近年來在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與翡翠水庫管理局的努力之下，嘗試繁殖復育，將其回植
至原本鷺鷥潭的棲地之中。烏來杜鵑人類社會開發下的犠牲者，因此
我們應該從此經驗中反思，尋求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的方式，讓後代
子孫仍有機會可以欣賞到臺灣的生物多樣性之美。

方，有較大的孔隙，地表水容易由這些孔隙快速滲入土壤，因此九芎不
只可以保護土壤，也可以增加雨水滲入，對臺灣集水區的水土保持保護
非常重要。

雙扇蕨

烏來杜鵑

九芎

做破傘蕨」。雙扇蕨全世界僅剩 8 種，臺灣僅 1 種，並且生長範圍受
氣候環境侷限，在石碇的永安景觀步道近南口處可發現其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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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桫欏生長可高達 10 公
尺，外型與筆筒樹相近，但仍可
以從外表看出不同處。在野外觀
察時可發現臺灣桫欏在葉片老化
枯萎後並不會脫落，僅下垂於
樹冠之下，使得整棵樹好像穿著
裙子一樣，形成「樹裙」景觀。
此外臺灣桫羅的莖幹質地堅硬耐
久，可作為蓋香菇寮、蔭棚和花
房的材料。嫩芽和髓心都可食，
是早期原住民傳統的美味野菜。

　　筆筒樹是保有遠古蕨類型態的孓遺植
物，喜歡生長在向陽潮溼的林邊、山谷或
開闊濕地雖然筆筒樹有像樹一樣的主幹，
但因為沒有形成層所以樹徑不會像正常樹
木般不斷加粗，然而圍繞樹莖的氣生根正
好補足了這個缺點。此外，在野外要辨認
筆筒樹最好的方式為其老葉在生長到尾聲
時，會順次脫落，而在脫落後會在莖幹上
留下一圈一圈的橢圓形葉痕，整個樹幹看
起來像看起來就像是蛇一般，所以又被稱
作「蛇木」。

臺灣桫欏

筆筒樹

野桐

山茶樹 ( 花 )

羅氏鹽膚木

臺灣澤蘭

月桃

芒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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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區內建議行為
　　近年氣候變遷影響劇烈，作為缺水型地區的臺灣，首當其衝
的水資源保育成為重要議題，水量與水質都變成水資源運用的挑
戰。然而，要滿足我們用水量足夠，同時擁有能維護我們健康的
好水質，就需要從水的源頭著手保護，這便是臺北水源特定區設
立的重要原因。

　　近年民眾親水、親近自然的生態旅遊需求增加，大眾有更多
的機會到具豐富資源的水源地從事遊憩活動。建立適宜行為的觀
念來保護水源，愈顯重要。當遊客進到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從事旅
遊行為，可以注意：

1. 攜帶少包裝的產品或減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將垃圾帶回家
處理，勿留在水源區內。

2. 自備個人用品，包含盥洗用具、手帕、環保杯、環保餐具等。

3. 聘用社區解說員，增加地方經濟效益。

4. 遵守社區解說員指令，尊重地方文化與維護自然的動植物。

5. 盡量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避免因空氣污染產生酸雨影響
水源。

6. 採購當地農產品，以在地農特產或有機驗證作物、有機轉型
期作物為優先。

7. 選擇合法旅宿或露營場，避免未處理之生活污水排入溪流，
或因不當開發引起土壤流失進入河川之中，增加水處理難度。

進行親水活動前安全須知
　　此外，水源特定區位於溪流上游山區，進入本區若有親近溪
流的活動時，亦請注意安全：

1. 入山前請事先查明山區之天候，若遇大雨、豪雨、颱風等天
氣預報，請延後入山。

2. 水域活動前先觀察周邊環境，瞭解若遇突發情形預留可以後
撤或高繞的路線。

3. 山區常有地形造成的雷雨，若遇臨時性的大雨，請迅速離開
水域地區。

4. 水域活動時請時時注意周邊狀況，若見山頭有烏雲籠罩、聽
見雷聲，或是觀察到溪流齊頭水、水流夾帶大量落葉、突然
變混濁等現象，請儘速離開水域。

5. 涉水渡溪應穿著防滑鞋，若遇溪水混濁、暴漲受困情況，應
設法高繞至安全處所待援，勿貿然涉水渡溪。

6. 山域活動請隨身攜帶哨子，遇緊急狀況時可以呼救或警示他
人。

北勢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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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行動
行動方案❶ 節約用水：臺灣地小且地勢落差大，水難以留存，
近年澇旱趨於嚴重，民生用水逐年增加，因此節約用水與有效利
用水資源是每位國民應該學習且身體力行的行為。

1. 拒絕購買及使用含有 NPEO 的清潔劑。合成洗劑具有增
強農藥的毒性作用，會使難溶於水的化學物質成為水溶性物
質，容易滲透到植物的組織內，成為「複合污染」。
2. 以天然材質洗劑（茶葉水、淘米水等）或低污染洗劑（小
蘇打粉、氧系漂白劑等）代替化學洗劑、選擇有環保標章的
清潔劑。

T IP

我們可以在生活中購買或逐步更換成具有省水標章的產品，
如洗衣機、馬桶、水龍頭等。

T IP

行動方案❷ 生活中使用友善環境的商品減輕水的負擔：為使家
中常保清潔，舉凡生活中洗碗、洗衣、去除污垢…等都使用到清
潔劑，但在使用選擇上的不注意卻可能造成污水排放後環境的沉
重負擔。我們應在生活中應盡量選擇無磷、螢光劑的洗衣粉及清
潔劑。化學清潔劑中的壬基苯酚類界面活性劑（NPEO，壬基酚
聚乙氧基醚醇），在自然界分解後的殘留物壬基苯酚（NP，也
稱壬基酚）是一種環境荷爾蒙，會造成雄魚雌性化，並導致水中
生物受污染。儘管目前在家用清潔劑中已禁用，不過不少服裝、
布類加工的過程中，仍會使用。

Note:

你平常有做哪些省水或愛水行為呢 ?
請把它寫下來跟別人分享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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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社會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與水打交道的水文化演進歷程。「水文化」，
或稱「水文化資產」（water heritage），是指人類與水環境互動
過程，認識、利用、保護、欣賞水的意識形態或各項智慧，以及關
於水的科學、人文、精神、物質等文化產物。「人與水」不僅是單
純的人與自然關係，亦對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
產生劇烈的影響。

　　水文化因民族、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而異，顯現出地方人們對水
的認識、感受、觀念，水資源管理方式、社會規範、法律、對待水
的行為、以及治理、改造水環境的結果等，如農業如何引水灌溉、
水權分配、水圳、田園景觀，或水庫、電廠、排洪等水利設施等。
水文化也會藉由宗教、科學、文學、藝術、制度、建設等面向表現
出來。

　　隨著時間的演進，加上近來氣候變遷議題衝擊人類社會，人類
對於水環境的心態，亦從征服自然逐漸地朝向「永續發展」和「與
水共存」的典範轉變。因而諸如海綿城市、韌性都市等概念和議題
陸續出現，表現出人類對於人與水環境互動的重新省思，朝新的水
文化思想邁進。

　　水特局自成立以來不斷地精益求精從各方面逐步地塑造水文
化。從過去土地分區管理、農墾地回收、復育造林、污染源移除等
管制方式階段。步入關心民眾生存，提供資金與強化地方建設的回
饋，加強設置污染設施削減污染源。兼顧安全與防洪功能，以生態

工作為基礎的公眾親水場域營造，為水源保育與水資源教育建立基
礎。近年來更將生態檢核方法、地方產業特色納入，增加民眾參與
政策，以及塑造水資源保育與產業合作的契機。我們不僅與時俱進
地從過去僵化管制，朝向更加積極與民溝通管理，更持續發展公私
協力，積極邁向水文化的典範目標。

水資源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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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水溯源 - 石碇永安路線教學指引
解說路線建議 :
土虱頭觀景臺 → 千島湖觀景臺 → 八卦茶園 → 永安景觀步道 → 永安小
型污水處理廠。

解說目的：
協助參與者走訪石碇永安，透過本解說手冊可以體會到與水資源和諧相處
的重要性，並知曉翡翠水庫的興建對石碇永安的影響，理解水特局與居住
於臺北水源特定區內居民溝通協調後如何保護翡翠水庫內的水資源。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解說規劃目標：
1. 瞭解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的任務。
2. 瞭解翡翠水庫的興建對石碇地區的影響。
3. 認識居住於石碇水源區內居民的生活污水如何淨化及處理。
4. 理解居住於石碇水源區內居民為確保大臺北用水所受的限制。
5. 覺察水源區內水資源保護的重要性。

石碇永安路線解說重點：
1. 翡翠水庫庫區 ( 北勢溪流域 )，限制開發，成為了許多野生動植物 

　　　的棲息地。
2. 水庫區的墾植地回收，和復舊造林，達到了保護水庫的效果。
3. 水域的改變了地質景觀形成石碇庫區的特殊景色。
4. 石碇區域的茶文化及有機栽種能保護水庫水質。
5. 石碇永安小型污水廠及淨化槽功能，扮演了優化水質的角色。

建議解說時間長度 : 四小時。
  * 註 : 點位編號請搭配 p.22，石碇永安路線圖使用。

路線圖點位 (6)：千島湖觀景臺                                   (內容參考 p.35)

解說建議方向 :
路線圖點位 (2) 為千島湖觀景臺，說明該處為翡翠水庫興建後的淹沒
區，反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色突起與山丘，像是千島漂泊於湖面
中，故而得其名，並在此點位介紹翡翠水庫的興建歷史及與大臺北
供水關聯。

解說據點目標：
使解說的參與者能夠：
1. 理解翡翠水庫的興建與現今石碇地區地景形成的關聯性。
2. 認識大臺北地區供水、北勢溪及翡翠水庫的關聯。
3. 了解在水源保護區內不能從事漁業或遊艇活動的原因。

路線圖點位 (5)：土虱頭觀景臺                                   (內容參考 p.34)

解說建議方向 :
路線圖點位 (1) 為土虱頭觀景臺，解釋該處地貌因北勢溪與沿岸岩層
的差異侵蝕，加上翡翠水庫興建後影響，形成像土虱頭般的景色，並
介紹翡翠水庫建設後，針對庫區回收墾植地與復舊造林。

解說據點目標：
使解說的參與者能夠：
1. 理解土虱頭的成因及名字由來。
2. 理解河川的差異侵蝕及曲流的成因 ( 判斷方向及流速 )。
3. 知道翡翠水庫庫區的墾植地回收與復舊造林的範圍及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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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圖點位 (1)、(2)：永安小型污水處理廠、永安國小  (內容參考 p.42)

解說建議方向 :
路線圖點位 (5) 為永安小型污水處理廠，其位於永安國小的下方，為
主要處理石碇永安地區生活污水的設施，在此介紹點源污染與其如何
削減，從永安國小往水面望去，在過去為村落，現今為了翡翠水庫的
建設，已成為水中遺址。

解說據點目標：
使解說的參與者能夠：
1. 認識點源及非點源污染，以及通常生活污水的處理方式。
2. 認識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在上游的污水下水道系統如何運作。
3. 了解失落的村莊由來，以及每年翡翠水庫管理局都會帶當時遷村 

　　　的居民回去祭祖。

路線圖點位 (7)：八卦茶園                                          (內容參考 p.33)

解說建議方向 :
路線圖點位 (3) 為八卦茶園，因為地形特殊加上茶樹的生長姿態，讓茶
園井然有序，看起來就如同八卦卦陣，也因此有了「八卦茶園」的名稱。
在此處介紹石碇的特色茶種，以及有機農法對於保護水質的重要性。

解說據點目標：
使解說的參與者能夠：
1. 說明石碇地區茶葉與小綠葉蟬關聯。
2. 慣行農法及有機農法利弊，以及有機農法對保護水庫的重要性。
3. 理解植生滯留槽的用途，以及如何淨化水質。
4. 理解淨化槽的使用時機，如：偏遠或分散住戶時使用。( 八卦茶園 

　　　有建置淨化槽 )。

路線圖點位 (4)：永安景觀步道                                            (內容參考 p.32)

解說建議方向 :
路線圖點位 (4) 為永安景觀步道，藉由實際走訪過程介紹其歷史沿革
( 千身為保甲路，百年古道 )，並認識步道景觀兩側的植物，於北口處
可遠眺石碇千島湖景觀。

解說據點目標：
使解說的參與者能夠：
1. 認識永安景觀步道的歷史沿革 ( 保甲路的命名由來 )。
2. 認識步道沿途動植物或生活痕跡 ( 如筆筒樹、臺灣桫欏、雙扇蕨、 

　　　穿山甲洞 )。
3. 實際走訪永安景觀步道，體驗自然與人文歷史並存之步道景觀。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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