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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河床沖刷作用與沉積作用的探討 
壹、 研究動機 

    在台北縣八里左岸公園啟用典禮當天，我們全家也去湊熱鬧，順道至淡水漁人
碼頭遊玩。在漁人碼頭時爸爸一直強調著當年他服兵役在此地區駐防的情況（20年

前左右），這片土地可說是風沙飛揚、寸草不生的淺灘地，面積也比現在小得可憐，

怎麼現在的景觀變化這樣多？碼頭區這一大片沙土不知怎麼移來的？回程至關渡宮

拜拜，剛下車時我往停車場外淡水河面一望，不禁使我回想起國小二年級校外教學

，到關渡自然公園參觀的情形，記得當時停車場剛擴建完工，岸邊淺灘露出水面的

泥沙不多，水筆仔也沒多少。但如今水筆仔卻已成林，岸邊淺灘泥沙堆積非常多，

河道相對的縮減很多。這引起我想研究的動機，回到學校後我就找幾位要好的同

學一起去請教陳老師，請老師指導我們研究這個存在心中一直不解的問題。 
貳、研究目的 
【1】利用相對位置的方法，找出研究區段河道、河水面的寬度及變化。 
【2】設計方法測出河水流速、河床相對高程、水位、坡降，並找出其與上游

支流間流量的相對關係。 
  【3】研究感潮帶間河水的流速與潮汐相互影響情形。 
  【4】探討影響淡水河河床沉積與沖刷作用的各種因素及營力。 
【5】找出淡水河各區段的沉積與沖刷相互作用情形。 
  【6】匯入淡水河的上游河流及支流，在枯水期與豐水期、洪水期 
       ，水中含沙量及水質的研究比較。 
  【7】設計方法分析行水區河道上河床沉積物的組成。 
  【8】研究濱水植物對低灘地沉積作用與沖刷作用的影響。 
  【9】應用測量的結果及文獻紀錄，分析預測所研究的河段間未來 

兩種作用〈沉積與侵蝕〉的消長。 
參、研究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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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分析 

    根據上面流程我們為了研究方便又訂出兩個階段來做研究： 
第一階段〈A〉整個淡水河河段的踏查。 
第二階段〈B〉也就是上面第三個流程，我們又把它分成甲、乙、丙三方式探討

，研究的時間是三部分同時或交互進行。 
三個研究方式如下：甲、乙、丙三部分的研究方式如下： 

○1甲的研究方式：測量河水流速、河床相對高程、流量等並配合潮汐的變動做長
期的紀錄，分析其中的變動關係。 

○2乙的研究方式：研究河水中的懸浮物質、沉積物，在河床上及河灘地等的沉積
與沖刷作用探討。 

○3丙研究方式：探討在河灘地生長的植物，對河水的沖刷與沉積作用影響情形。
 

 
 
 
 
 
 
 
 
 
 
 
肆、研究方法及結果分析 
〈A〉第一階段：整個河段的調查 
（一）研究設備及器材：台北縣、市地圖、捲尺〈50公尺〉、指南針、計算機〈工程

用〉、自製方位量角器、標竿尺、照相機。 

（二）研究步驟及方法： 

【1】配合台北縣、市地圖由板橋華江橋附近〈新店溪匯流入淡水河處〉開始，繞

經大漢、中興、忠孝、台北、高速公路、關渡橋，最後至八里的挖仔尾，詳

細查出哪些地點的河岸方便接近河床，且容易測得河水流速、流量等。 

【2】淡水河北岸，由萬華、社子至淡水的漁人碼頭找出沿岸方便測量的地點。 

【3】利用自製方位量角器及捲尺，測出規劃路線上各點的河水面、河道、淺灘、

高灘地⋯其位置及寬度或面積等，測河面寬度的方法及儀器簡圖如（圖－1）

。（照片A－1）（照片A－2） 

【4】應用前三項調查及測得資料，將淡水河分成幾個區段繪製成圖並加以分析。 

 （圖－1）儀器設計圖              ※測河面寬度及距離的方法 

                                    dA＝tan∠B ×L 

dA－dB                       dB＝tan∠A ×L 

                                    dA－dB＝L ×（ 

                                   tan∠A－tan∠B） 

                                  dA、dB與 AB垂直 

河寬＝√L2＋L2（tan∠A－tan∠B）2  

    ＝L√1＋（tan∠A－tan∠B）2                            

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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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華江中興

橋    3

照片 A－1華江橋下簡易碼頭 照片 A－2自製方位量角器 
【1】利用河邊濱水地點進行水流速等測量是相當不可行，原因有下幾點：○1河水

面相當寬大且深度極深，河道中央水流量、流速等，除非利用船隻測量。○2
水位高低變化受潮汐影響非常大，一日內就有兩次左右變動，測量的位置
沒辦法固定，測量的結果就不準。○3退潮時河面寬度縮小，兩邊露出灘地
類似懸浮的污泥帶寬度極大，想接近水邊測量流速，可能陷入泥濘中有滅
頂危險。經我們共同討論分析後，決定本研究大致以橋樑下附近的河道為
研究地點，也就是想辦法在橋上測量橋下河水對河床的各種影響情形。河
岸邊也找到幾個可能接近水邊的地點，就是設在各河段的簡易碼頭。 

【2】將調查的結果做分析討論後，我們把淡水河河段分四個區段作為往後第二階段
研究測量的地點。區段分法如下： 

     ○1華江、大漢至中興橋的新店溪、淡水河交會區。○2中興橋至重陽橋段。○3重
陽、百齡至關渡橋的基隆、淡水兩河匯流區。○4關渡橋至淡水河出海口。 

【3】利用自製測量河寬儀器將量出的數據，繪製出上述四個河段區域的概略圖如（
圖－2）（圖－3）（圖－4）（圖－5）。 

 

 
 
 
 
 
 
 
 
 
 
 

 
 

 
 

 
 

 
 

 
 
 
 
 

 
 

※華江、大漢橋至中興橋的新店溪、大漢溪交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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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百齡橋至關渡橋的基隆、淡水兩河交

※淡水河的中興橋至重陽橋段。（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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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關渡匯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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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及方法：根據第一階段的結果，我們最後選了河流匯流區附近的上
、下游橋樑做為研究點，其理由是：○1在河流交會口河面寬度變化較大，水
流速及流量等變化相對增大，更能探討河道沉積與沖刷之間的關係。○2淡水
河與其支流交會處皆位於縣市、城鄉交接處，是相互連絡交通橋樑最密集的
地點，利用橋樑上來測量河道的種種變化是比直接測量方便。因此我們選定
研究的區域如下：新店溪、大漢溪交會處的華江橋、大漢橋、中興橋；以及
淡水河、基隆河交會處的重陽橋、關渡橋、百齡橋兩區域各三橋樑間所涵蓋
的河道做為本階段的研究區域。 

※ 關渡橋至淡水河出海口。 

 漁人碼頭 

1850m               淡     水 
挖仔尾             1500m 

                                                                

渡船頭        紅樹林 

八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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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460m 關渡橋       

                                 
420m

          
台北市

 
 
〈B〉第二階段研究 
※甲方式的研究：由河床相對高程與水流速算出水流量變化影響

河床的沉積與沖刷作用之間的相互關係 
（一）研究設備及器材：水線、鉛錘、雷射筆、水平儀、自製水位計、馬錶、自製

流速測量計、風速計、標竿尺。 
 

 
 
 
 

 
 

 
 

【1】在上述6座橋樑上利用鉛錘、水平儀、雷射筆、捲尺由橋上每相距1公尺，
測出橋面至河床垂直距離，再將測量所得數據繪製成相對於橋上的河床高程
圖。此步驟至少在河水乾旱期、豐水期、洪水時各做一次以上，並由所得數
據做不同時期河床面變化分析。照片B-甲-1        
 ※橋上測水平線方法如下： 

圖-5 關渡至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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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線 

                            燈泡         6V電池 

                    先在電線上標好長度刻度，將鉛垂及銅片組 

 保利龍球           一起垂至水中再拉起，當兩片銅片接觸時記 

    銅片          ＋ 錄下標好的長度刻度，即求得相對橋面水位 

                 － 

       鉛垂 

 
 【3】在相鄰兩次潮汐滿潮之間，測出兩大河流交會區附近橋下水面相對於橋上的

水位高度，測量時間是每隔30分鐘一次，記錄結果並繪製成圖形加以探討。 

【4】利用自製測流速儀器（刻度校正如附件（一）），在同一漲、退潮過程內測出

大漢、華江、中興三橋下河道中央水流速率對時間的變化圖。同樣方式測出

關渡、重陽、百齡三橋下水流速率對時間的變化圖。最後應用測出的結果，

探討大漢溪、基隆河、淡水河三河流其水流速率與沖刷〈侵蝕〉、沉積作用的

相互關係。 

【5】應用前項的方法、測出華江、關渡兩橋下河水橫切面方向（與橋樑平行）的

水流速率差別關係，並探討河道水流速率對懸浮物質的沉積與沖刷作用情形。 

 

 
     
      水平儀        標竿 
         
橋面 

雷射光 

橋墩 2橋墩 1

【2】選定同一潮汐漲至最高及最低點時，在上述6橋上分別測出當時水位距橋上的
距離，進而利用【1】項測量結果的圖形，繪出流域同一天內的最高及最低水
位線，若這兩個水位是出現在夜間則在白天利用水痕來測量。然後利用繪得圖
形中的水位線來探討淡水河的河床坡降，以及河床受河水沖刷〈侵蝕〉與沉積
相互作用而產生變化情形。（照片B-甲-2）※夜間可用的自製水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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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江橋下河床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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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橋下河床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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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分析

  

 

 

 

 

 
           

 
 
【1】各座橋下河床相對橋樑高程測量繪圖如下： 

1.華江橋下河床相對高程： 
 
 
 
 
 
 
 
 
 
 
 
     2.大漢橋下河床相對高程： 
 
 
 
 
 
 
 
 
 

 

照片 B-甲-1 測河床相對高程 照片 B-甲-2水位測量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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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橋下高程

-25

-20

-15

-10

-5

0

0
m
35
m
7
0
m

10
5m
1
40m
1
7
5
m

2
10m
24
5
m

2
8
0
m

31
5m
3
5
0
m

3
8
5
m

4
20m
45
5
m

4
9
0
m

52
5m
5
6
0
m

59
5
m

6
30m
66
5
m

7
0
0
m

距離〈m〉

相對位置〈m〉

4.重陽橋下相對高程：

3.中興橋下河床相對高程： 
 
 
 
 
 
 
 
 
 
 

   

  
 
 
 
 
 
 
 

 
5.關渡橋下河床相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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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測河床相對高程的目的，探討不同期的河床因流水沖刷或沉積而改變，但去年至

今年初降雨量稀少，上游注入水量很少，半年間隔測了兩次華江及大漢橋，由高程

圖來看河床的變化幾乎顯現不出來！○2因政府在關渡橋附近闢建生態步道，左河岸

原本是豐水期及洪水時的沖刷側，出現淺灘地泥沙淤積很少。但為了興建水泥步

道，結果原先河岸地形及生態改變很多，河床橫向坡降變緩了，河床也開始長起水

筆仔，其變化情形如下圖：  
 
 
 
 
 
 
 
 
 
 
 
 

 

 
 
 
 
 
 
 
 
 
 
 
 
 
 
 
 
 
 

【3】紀錄兩次滿潮水位變化需一整天，因此本研究只選大漢、關渡兩橋測量。測

量結果繪成相對水位（當天最低水位定為零）與時間關係圖如下： 

左岸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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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階段實驗是利用潮汐找出同一水平面。○1方法是在同日同時測華江、大漢，中興、

台北四座橋下最高點水位，隔天再測台北、關渡、重陽、百齡四橋最高水位點，兩

天皆測台北橋，是要找出兩次最高潮位差值，換算後可得整個淡水河同一水平面的

位置。○2將結果繪製在【1】項研究的相對高程圖上，這功能類似河流的水位計。圖

上藍色水平線即是高水位線；綠色線即是最低水位線。○3利用最高水位線及各橋樑

河床高程圖，可約略算出淡水河的河床平均坡降為1/1083，比起整個淡水河流域的

平均坡降1/45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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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自製流速計（圖－6）測量水流速繪成圖如下：（照片B-甲-3） 

關 渡 、 大 漢 水 位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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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期（92年 10月 5日）

結果分析如下：○1乾旱期水量少，海水是主要河水來源，潮汐上漲時海水注
入河中，落潮時淡水及海水，通過關渡約500公尺寬的河道隘口，類似水閘門控
制著水流量一樣，因此上游各點水位變化較緩和。也就是在退水過程中上游水流
速率較穩定，相對的豐水期水流速會增快，因此以沖刷作用較為明顯。○2若以潮
差不同來衡量淡水河河床的沖刷與沉積作用，低潮差則較有利於沉積作用。圖中
可見到關渡橋下水位變化，上漲過程有兩個上升速率較緩和點，這表示上漲的水
遇到關渡及中興橋交會區域大面積河道，有了類似儲蓄水庫功能所致。○3在豐水
期圖中水位變化較為對稱，原因是此時河水注入量比枯水期多。由兩張圖形比較
發現：不管潮差大小，關渡橋附近的水位比大漢橋附近變化大，這表示大漢橋附
近沉積環境較關渡橋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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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B-甲-3）浮球測水流速圖-6自製測水流速儀器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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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形可歸納出下列幾個結果：○1大漢溪與新店溪匯流處，河水在漲、退水過

程中流速的變化較複雜，匯流區域內靠上游部分，河水流速較慢，泥沙或懸浮物質

易沉澱。相反的匯流區靠下游部分水流速率較大，沉積物的沉澱較難（水流速與攜

帶泥沙質量大小對照資料如附件〈二〉），這項沉積而成的淺灘地，可由前踏查研究

所繪的地圖證實。○2關渡淡水河、基隆河匯流區域，因為較接近潮汐影響的河口，

流水的方向較穩定且流量及流速都較其他區域為大，在此種環境下河水的沖刷作用

較沉積作用有利，所以在此區域河床上露出水面的淺灘地較少，有的只是河岸邊的

泥沙沉積情形，且在落潮水位降低時才會浮現。（照片B-甲-4）（照片B-甲-5）○3因

這兩個匯流區域皆在感潮帶上，我們發現河水在漲、退水過程中河水流速不同，尤

其大漢、新店溪匯流區內漲水過程中流速較快又變化多，退水過程中較緩慢且穩定

。因此用流速及流向來判斷此區域的沉積情況，以退水時沉積作用較漲水過程中有

利。但在關渡區域因流速快且流向穩定，水中所含物質沉積的機會，僅在漲、退

潮流向互換時及岸邊水流速率減緩區而已。 
【5】此項研究與前項方法相似，不同的是我們四位同時站在同座橋上測河水的流速。

測量位置選定距兩河岸邊5公尺、河道中央、河寬1/4處，測量時間是每10分鐘測

一次。華江橋及關渡橋測量結果的平均值如下表（一）、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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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B-甲-4）中興橋附近淺灘

時間   流速cm/s 
位置

 南岸 北岸 中央 1/4處 

0分鐘 7.4 6.4 12.4 12.4 

10分鐘 7.6 5.9 12.1 12.4 

20分鐘 7.9 6.2 12.4 12.3 

30分鐘 8.2 6.4 12.4 12.4 

40分鐘 8.4 6.7 12.6 12.5 

50分鐘 8.1 6.1 12.8 12.4 

60分鐘 7.8 6.8 12.7 12.2 

時間   流速cm/s 
位置

 南岸 北岸 中央 1/4處 

0分鐘 13.4 13.5 16.1 16.4 

10分鐘 13.5 13.5 16.4 16.3 

20分鐘 13.4 13.4 16.3 16.4 

30分鐘 13.3 13.6 16.2 16.4 

40分鐘 13.4 13.5 16.6 16.5 

50分鐘 13.2 13.4 16.1 16.4 

60分鐘 13.3 13.5 16.6 16.3 

 
 
 
 
 
 
 
 
 

 

             
※ 表（一）華江橋下水流速率 

 
 
 

 
 
 
 

 
 

 
 
 
 

  表（二）關渡橋下水流速率 
 
 

 
 

 
 

 
 

 
 
 

 
 

 
 

 
關渡橋附近河道較直且河床橫向坡度平緩，因此水流速率較穩定，中間與

兩岸速率差較小，另一方面平均流速較快，所以對水中懸浮物質沒有減速沉澱

（照片 B-甲-5）關渡區岸邊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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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帶，沉積作用與沖刷作用相比當然較差，這項研究與前項研究可互為證實
這個結果。 
※乙方式的研究：藉由河道上沉積物的研究探討淡水河 

河床沖刷與沉積作用間的關係 
（一）研究器材及設備：保利龍球、鐵釘、馬錶、酸鹼度測定計、自製取泥沙裝置

、磁鐵、三用電表及電極、水箱、天平、酒精燈、燒杯、壓克力
板、鐵粉、濾紙、食鹽＋CaCl2、魚缸抽水馬達、電線。  

（二）研究步驟及方法 
【1】在淡水河乾旱期、豐水期，連續二十次在河水漲至最高點時，到甲研究所述的橋

下取1200㏄.以上的河水回學校實驗室，先測量河水的酸鹼值後，再正確量取
1000c.c.置於先前已量好質量的空燒杯靜置過濾蒸乾水分量取總質量，扣除空燒
杯質量，量得質量並繪圖分析變動原因。（照片B-乙-1）（照片B-乙-2） 

【2】在固定地點取回同一漲、退潮間不同流速的河水，利用前【1】項方法測出不同
時刻水中所含懸浮物的質量變化情形並分析之。（此項研究以每30分鐘取一次
1200c.c.河水為準） 

【3】找出河面常駐的漂流物（布袋蓮），標定20個以上的布袋蓮群，經一次漲、退水
後紀錄其漂移位置的改變。另用紗網撈取水面漂流物來分析其所含物質為何？（
照片B-乙-3） 

【4】利用保利龍球測水面漂浮物質漂移情形，測量地點是近河岸邊河水面上，測量方
法與前面甲方式中測水流速率方法相同，方向的測量需先用指北針定好測量點與
河岸的方位。 

【5】壓克力板上灑放半徑5cm的鐵粉，由橋上置於退潮時露出水面不久的河床上經一
次漲、退水後，再提上來紀錄鐵粉因水流使之漂移的情形。（照片B-乙-4） 

【6】在淡水河河床不同地點，固定5塊同樣面積的壓克力板，經二週後取回小心收集
上表面的沉積物並測出質量，再探討其質量差異的原因。（照片B-乙-5） 

【7】使用導線、片狀電極板及三用電表的電阻檔，選在四座橋樑上測量一整天內橋下
河水電阻值的變化情形，紀錄結果並繪成圖形分析影響原因。（照片B-乙-6） 

【8】設計模型（水族箱改裝）模擬探討水中暫留物質在淡水河感潮帶，因河水密度改
變而使水底暫留物漂移的情形。 

【9】利用自製取泥裝置從橋上取得行水區河床泥沙，並利用不同網目的篩網或水簸法
分離其顆粒大小及組成、酸鹼度等。（照片B-乙-7）（照片B-乙-8） 

照片 B-乙-1 懸浮物的分離 照片 B-乙-2布袋蓮的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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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分析 
【1】因為本研究需連續做10天左右的測量，我們就利用全國運動會假期間及寒假做枯

水期、豐水期〈過年前、後〉的研究。方法是：四個人分別在華江、大漢、百齡
、關渡四座橋，分別取河水1200c.c.左右回實驗室做研究，取水時刻是在漲至最 
高點及降至最低點時，取水的位置是在這四座橋下河道的中央處。 

照片 B-乙-5 測河水的導電值 照片 B-乙-6取泥筒收集

照片 B-乙-3暫留物的漂移 照片 B-乙-4沉積物的收集

（照片B-乙-7）沉積物顆粒大小的分離 （照片 B-乙-8）水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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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形分析如下：○1河水漲至最高水位時，流速幾乎是最小，懸浮物應該
較少，但圖中發現大漢、華江、中興三橋下的懸浮微粒不減反而增加很多〈平
均3.64g〉，推測是先前水位上漲過程中，流水攪動河床泥沙上浮造成。○2將
上圖與本圖水中關渡橋所測得結果相互比較，可知此地區的懸浮物在河水上漲
時含量較少，這因為漲水過程中受到乾淨海水漲潮流入的影響。 

3.換個方式將前項操作實驗河水200g，經沉澱固體物質過濾，得到濾液再經加熱
乾燥，所得溶解物質量如下表。因每100g海水中平均約含3.5g溶解物質，表
中結果可證明關渡橋下的河水，大部分是海水漲潮時由海口流入，而華江、大
漢兩橋下河水中溶解物質少很多，證明海水含量不多。 

  Ⅰ.枯水期〈測量日期10月15日~10月23日〉 
1.河水退水過程懸浮物的含量：前面水流速探討時已知河水的來源在上漲及下降過
程是不同的。我們將這兩種過程測得的懸浮物含量繪成圖形如下： 

※河水降水過程懸浮物含量對日期的變化（最低水位） 
 

   

 

 
 
 
 
 
 

 
由圖可知在研究期間懸浮物的含量，平均以大漢溪最高，其次為基隆河。

進一步至河流上游探查，找出原因是○1高速鐵路興建工程，在河道上進行橋柱
施工及垃圾山遷移，使大漢溪在枯水期河水含沙量最高。○2基隆河因汐止段河
川整治剛完工，河床泥土被翻動過未固化穩定造成。○3新店溪異常變動是上游
砂石場將洗砂污水排入河中結果。 

2.漲水過程懸浮物質量對日期關係如下圖：                   
 
 
 
 
 
 
 
 
 
 
 
 
 

 

橋樑 大漢 華江 中興 重陽 百齡 關渡 

質量（g） 0.14 00.16 0.42 2.81 2.57 4.88 



 16

Ⅱ.豐水期懸浮物探討〈93年1月28日~2月5日〉，水中所含懸浮物質量對日期如下： 
 
※水位下降過程懸浮物質量對日期圖（最低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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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上漲過程懸浮物質量對日期圖（最高水位）

結果分析如下：○1由圖知豐水期懸浮物質量，普遍高於枯水期。○2最低水位時圖
中基隆河水中懸浮物含量最多，原因是這幾天降雨較集中在此流域的上游，加上汐止
段防洪整治工程剛完工。○3大漢溪懸浮物的量較有變化是土城、樹林河段河床上垃圾
山清除及整地的新土，受雨水沖刷流入河水中造成結果。照片B-乙-9 

（照片B-乙-9）垃圾山移除整地 （照片B-乙-10）測水質酸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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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枯水期〈92.10.15~10.23〉所測得結果繪成圖如下： 
 
 
 
 
 
 
 
 
 
 
 
 
 

 
 

 
 
 
 
 
 
 
 
 
 
 
 
 
 
 
 
 

由圖分析可知此期間內上游河水流量大，雨水的P
H
是酸性，中和了鹼性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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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如下○1水位下降時，河水來源有○a上游集水區的水○b河流沿岸抽水站
排放的污水。經探查以○b項的水較多，因此河水p

H
值較高。○2水位上漲時，原先流

至下游混合的水，再受到潮汐上漲的移作用而回流，因此華江橋附近河水p
H
值幾乎

與原先相同。但關渡橋下因加入大量的海水，所以p
H
值與海水較相近。 

2.整天內河水酸鹼值變化〈93年2月5日、水量豐〉

Ⅲ.濁度變化可判斷河水與海水的不同。幾天的實驗中觀測到海、河水濁度明顯分界
線如下：在枯水期界線在八里渡船頭與淡水碼頭連線附近區域，上游顏色趨於黑
濁色。在豐水期分界線在八里挖仔尾與淡水漁人碼頭連線附近，且顏色較趨於黃
濁色。證明河水中所含懸浮物質○1枯水期被攜帶至關渡橋與八里渡船頭之間區域
沉澱○2在豐水期被攜帶至關渡橋與八里挖仔尾附近出海口沉澱。至於河底泥沙的
搬運，要等到洪水期才有機會被沖刷搬運至關渡橋的下游。 

Ⅳ.家庭污水中清潔劑含量很高，排放於河川會吸附水中微小粒子及油污，變成顆粒
較大懸浮物質。一般清潔劑是鹼性，我們以p

H
儀測定橋下取回河水的酸鹼值，再

將酸鹼值對日期繪成圖。另利用比較法模擬懸浮物受清潔劑吸附的情況，照片可
見加入清潔劑的左杯，懸浮物質沉澱速率較快。照片B-乙-10照片B-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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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河水酸鹼度接近於中性。 
3.我們另找一假日測量淡水河各抽水站排放出污水的酸鹼值，結果如下表： 

排〈抽〉水站名 PH 排〈抽〉水站名 PH 

中原 9.6 蘆洲 8.4 

光復 9.4 重陽 9.7 

江子翠 9.3 社子 7.9 

四汴頭 9.7 士林 8.1 

同安 9.5 迪化 8.2 

雙園 9.1 六館 8.7 

建國 8.6 新生 8.9 
 
 
 
 
 
 
※92年 9月 5日水中懸浮物質量與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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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分析知：一般情形台北市排出污水p
H
值較低，這因台北市衛生下水道

工程完成比率較高的緣故。在測量中也發現下午後排出的污水p
H
值漸昇高。 

【2】本探討是研究同一天內懸浮物質含量變化。操作方法：每隔30分鐘取1000c.c.
以上河道中央河水，帶回學校實驗室按【1】項方法測量懸浮物的質量，再將
質量對時間繪成圖形如下（華江、中興、重陽、關渡四橋下的河水）： 

※93年 2月 5日懸浮物質量與時間關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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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上述三個地點測得結果與前【1】項所測得結果相互比較，可得下面結論：○1枯
水期水中懸浮物的重量，在退水時華江橋＞中興橋≒重陽橋＞關渡橋，這表示淡水
河的兩大匯流區都有懸浮物質沉澱；在漲水時華江橋＞中興橋＞重陽橋＞關渡橋，
表示在回流過程河水會攪動河底已沉澱的懸浮物再度混入水中。○2豐水期水中懸浮
物的重量，無論漲、退水時華江橋≒中興橋≒重陽橋＞關渡橋，表示僅關渡河段有
懸浮物質的沉澱。若把同座橋樑下測得懸浮物質量做比較可知：華江橋的豐水期漲
水＞豐水期退水＞枯水期漲水＞枯水期退水。 

 
根據圖形分析如下： 

1.華江橋下河水回流過程，流向及流速變動大，懸浮物的量大於退水時，表示沖刷效
應大於退水過程，就是退水過程較有利沉澱速率。 
2.重陽橋下的圖形是逕流與回流較對稱，回流剛開始懸浮物增加少許，但一段時間後
又降低，這顯示海水會回流至重陽橋或更上游。 

3.關渡橋下圖形中發現在退水過程後半，泥沙及懸浮粒明顯增多。回流過程因混有大
量海水，懸浮粒含量變得較少，由此可推斷沖刷及沉積情況是：『河水由下游回流至
上游時，愈到上游混入愈多懸浮物及泥沙；退水時物質送至河水減緩處沉澱。』 
 

 
 
 

 
 
 

【3】本項研究是要探討水面上的漂流物如何移動。先是統計出漂浮物的種類及數量。
我們將它分為大型與小型兩類。分法是：養樂多瓶以上算大、中型，以下算小型。
研究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站在橋上統計一段時間內，漂流經過橋下物體的種類及數
量。另種方式統計岸邊聚集漂浮物種類及數量。○1第一種方法研究地點是在中興橋
結果如下表： 

○a 河水漲水過程中 
種類 樹枝、木棍 木板、片狀物 布袋蓮 瓶狀物 保利龍 其他 
數量 49 34 168 31 36 17 
※木材類大部分是建築用的工地模板碎塊 

    ○b 河水退水過程中 
種類 樹枝、木棍 木板、片狀物 布袋蓮 瓶狀物 保利龍 其他 
數量 81 63 177 42 28 11 
 

 

 

 

 

 

 

 

 

 
 

1. 本研究期間是在枯水期，由表中可知布袋蓮的數量最多且變化性最小。 

2. 由統計表發現是樹枝、木材類在回流時減少很多，這又說明了木材類漂流至下游

後很多被攔截掉。 

3. 另種方法調查結果河邊是以樹枝及木棍最多。 

4. 小型漂流物統計其數量依序為樹葉、羽毛、豆芽菜、乳膏狀浮油、動物脂肪塊等

。羽毛、豆芽菜等來自環南果菜市場及家畜市場。（照片B-乙-11）。 

5. 觀察漂流物移動情況，在光復橋下找20個布袋蓮群，綁上白色絲帶，予於放流

觀察移動情況，隔天在關渡附近可找到。又在關渡使綁上黃色布條布袋蓮回流上

游，最遠在中和的秀朗橋下可找到，大漢溪在浮洲橋附近找到。說明潮汐在台北

盆地淡水河感潮帶：『新店溪是秀朗橋附近；大漢溪是在浮洲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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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步驟研究地點選在華江及關渡橋下河床，在同一次漲、退水間，以離岸邊20
公尺水面為測量點，每隔5分鐘測一次，尤其河水漲或退至測量點附近時更須密
集測量，將測出的水流向及流速，繪出簡略圖形如下： 

 
 
 
 
 
 
 
 
 
 
 
 
 
 
 
 
 
 
 
 
 
 
            

 
 
 
 
 

照片B-乙-11清潔劑加速沉澱   照片B-乙-12家畜市場的羽毛

華江
岸邊

下游
5cm/s

流向

上游 

關渡橋岸邊 

上游 下游
5cm/s

順流方向

由圖知兩座橋樑測得結果不同，討論歸納原因： ○1河床的橫向坡度不同，關
渡橋為2/110；華江橋2.8/89，華江橋附近河床橫向平均坡度較陡，由於水分子本
身重力，產生與水流方向垂直橫向力，尤其退水過程中較明顯。○2在前研究中已測
出華江橋河中央水流速比兩岸快，又因上游區段對河水的蓄水量不同，華江橋上游
比關渡橋小很多，且關渡橋附近兩邊河岸地形較平直，因此關渡橋下河水的流向較
不易有變化，漂流於此區水中或水面的物質也較不易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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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江橋 中興橋

百齡橋 關渡橋 

1. 鐵粉漂移圖形可推測水底暫留物受河水沖刷移動情況。 
2. 華江橋所得漂移方向較紊亂，關渡橋下的圖形最對稱且漂移最遠，這證明與前
第【4】項研究結果相符合。 

3. 華江橋附近兩河匯流區，枯水期沉積速率大於沖刷速率；關渡橋附近區域的河
水沖刷作用速率大於沉積的速率！ 

【5】前項研究是探討水面情況，本項是研究河底物質移動情形。華江、中興、百齡、關
渡四座橋樑下壓克力板上鐵粉漂移概略圖形如下： 

 
 
 
 
 
 
 
 
 
 
 
 
 

 
 
      

 
 
 
 

 
【6】前面踏查中找出幾個較易接近水邊的地點○1華江橋下簡易碼頭○2中興橋下浮筒碼頭

○3關渡宮停車場的遊艇碼頭○4八里渡船頭。在這些地點把五片壓克力板置於河床上
一週，收集沉澱物質量的平均值如下表： 

地     點  華江橋  中興橋  關渡宮 八里碼頭 
沉澱物質量 19.85g 12.67g 7.52g 15.24g 

 
 
 
 
 
  

 
 
 
 
 
 
 
 
 
 
 
 
 

（照片B-乙-12）華江橋附近大片沉積 （照片B-乙-13）雙園抽水站 

由表上可知 
1.枯水期華江橋附近懸浮物沉澱量最大，關渡橋附近的沉澱量最小。 
2.這項結果與甲方式用水流速判斷結果是相符的。 
3.大漢溪與新店溪交會區域沉積情況，此區域右岸也就是雙園抽水站附近大片水域
是沉積最大量區域，照片中見到多處淺灘區出現，更證明此區域長期的沉積作用
結果。照片B-乙-12  照片B-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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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的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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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選定華江橋、大漢橋、中興橋、重陽橋、百齡橋、關渡橋、八里渡船頭、挖仔
尾八個地方，利用自製取泥器取得河道泥沙，取深度30公分每5㎝分為一段，
先用P

H
儀測出酸鹼值和醋酸鉛試紙測硫化物。標示分裝帶回實驗室乾燥，再用

購買的簡易篩網將顆粒大小不同泥沙分級〈因借不到標準篩網〉，求出其佔總質
量百分比例。八個地點所測出結果如表（三）~表（十）。 

※表（三）華江橋 

○1淡水河漲水過程關渡橋及重陽橋有海水摻入造成密度的改變。 
○2水底暫留物質因而上浮，使得水中懸浮物增加，剛沉澱的暫留物質，來不及與河
底物質固結一起，又隨著上漲水流往上游移動。 
○3測得數據顯示海水隨著潮汐變化流入淡水河，平時流至上游最遠範圍大約在重陽
橋與中興橋之間。 

    
 
 
 
 
 
 
 
 
 
 
 
 

 

 

由圖中結果分析： 
 

 
 

 
 

察此項作用。照片中見密度梯度存在並使水草上浮。照片B-乙-14  照片B-乙-15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篩網 1 篩網 2最小

5cm 1﹪ 6﹪ 21﹪ 72﹪

10cm 5﹪ 6﹪ 26﹪ 63﹪

【7】先將三用電表與不同濃度食鹽水各自校準，再至關渡、重陽、中興、華江四
橋同時測量。四座橋下河水電阻大小與時間關係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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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大漢橋

※表（五）中興橋 

※表（六）重陽橋

※表（七）百齡橋

15cm 7.5﹪ 4.5﹪ 37﹪ 51﹪

20cm 7﹪ 13﹪ 34﹪ 46﹪

25cm 8﹪ 9﹪ 36﹪ 47﹪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 1 篩網 2 最小

  5cm 1.5﹪ 3.5﹪ 24﹪ 71﹪

10cm 4﹪ 7﹪ 25﹪ 64﹪

15cm 6﹪ 6﹪ 30﹪ 58﹪

20cm 5﹪ 1﹪ 31﹪ 63﹪

25cm 6﹪ 3﹪ 32﹪ 49﹪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 1 篩網 2最小
5cm 3﹪ 24﹪ 31﹪ 42﹪

10cm 8﹪ 25.5﹪ 29.5﹪ 37﹪

15cm 11﹪ 26﹪ 34﹪ 29﹪

20cm 16﹪ 26﹪ 31﹪ 27﹪

25cm 6﹪ 28﹪ 36﹪ 30﹪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 1 篩網 2 最小
5cm 2﹪ 25﹪ 42﹪ 31﹪

10cm 9﹪ 27﹪ 38﹪ 26﹪

15cm 11﹪ 31﹪ 35﹪ 23﹪

20cm 8﹪ 26﹪ 37﹪ 29﹪

25cm 5﹪ 28﹪ 33﹪ 34﹪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 1 篩網 2 最小
5cm 7﹪ 27﹪ 34﹪ 32﹪

10cm 8﹪ 29﹪ 3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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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表歸納出下列結果： 
○1華江、大漢兩橋下沉積物顆粒最細且厚度最大，平時懸浮物質沉澱以此區最多。
○2挖仔尾沉積物與淡水河懸浮物關聯性較小，此地沉積物不是全部自淡水河上游受搬
運作用而來。 

○3大漢、華江、中興橋的兩河匯流區，沉積物顆粒最小且最多。 
○4泥沙的酸鹼值測定，大漢、新店溪兩河交會區的沉積物層深度在5~10㎝左右的泥
沙有酸性反應，醋酸鉛試紙沒反應。關渡橋下泥沙表層是鹼性反應，但在右岸泥沙
層醋酸鉛試紙有反應，且愈近河岸邊褐色愈深，這表示此層有硫化物存在，與河邊

※表（八）關渡橋

※表（九）八里渡船頭 

15cm 12﹪ 31﹪ 35﹪ 22﹪

20cm 9﹪ 28﹪ 30﹪ 33﹪

25cm 11﹪ 30﹪ 29﹪ 30﹪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1 篩網 2最小
5cm 14﹪ 29﹪ 33﹪ 24﹪

10cm 18﹪ 31﹪ 26﹪ 25﹪

15cm 19﹪ 32﹪ 24﹪ 25﹪

20cm 16﹪ 35﹪ 21﹪ 28﹪

25cm 18﹪ 31﹪ 24﹪ 27﹪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 1 篩網 2最小
5cm 8﹪ 25﹪ 32﹪ 35﹪

10cm 11﹪ 26﹪ 37﹪ 26﹪

15cm 13﹪ 28﹪ 35﹪ 24﹪

20cm 10﹪ 24﹪ 38﹪ 28﹪

25cm 17﹪ 23﹪ 34﹪ 26﹪

※表（十）挖仔尾 

深度 
粗細

 粒徑1mm以上 篩網 1 篩網 2最小
5cm 23﹪ 30﹪ 28﹪ 19﹪

10cm 21﹪ 27﹪ 24﹪ 28﹪

15cm 25﹪ 20﹪ 31﹪ 24﹪

20cm 27﹪ 15﹪ 29﹪ 29﹪

25cm 26﹪ 19﹪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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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大片水筆仔在此地生長有關。 
○5本研究原計畫以水簸法進行泥沙顆粒大小分離，但研究時間會很長，最後改篩網
來操作。但此方法有很大缺點，尤其懸浮物乾燥過程中會有膠結作用結成大顆粒
，對篩選準確度就有差別！華江橋下河床泥沙水簸分離後以水池2、3佔大部分。  

 
 
 
 
 
 

 
 
 
 

丙方式的研究：潮間帶植物與河水的沖刷、沉積間關係 
（一）研究設備及器材：捲尺、鏟子、照相機、長筒雨褲鞋。 
（二）研究步驟及方法：在此我們就分成下列幾個方面來做詳細的探究！ 
【1】河道中柱狀物或石塊沖刷作用探討，分兩方面進行：○1採現今河道已有現象結果

進行來分析。○2河床釘入一木棒，多次漲、退潮後觀察懸浮物質或泥沙沉積在其
周圍情形並分析之。 

【2】感潮帶植物生長面積比的統計，及植物根部在沉積物中伸展生長情形的探討。 
【3】漂流物或水中懸浮物受淺灘地植物攔截永久存積狀況的研究。 
【4】動物（招潮蟹、彈塗魚等）在淺灘地的鬆土現象，對河床沉積與沖刷兩種作用間

相互影響的探討。 
（三）結果分析 
 

 
 
 

 
 

 
 

 
 
 
 

水簸池 水池 1 水池 2水池 3 水池 4

百分比 14﹪ 35﹪ 28﹪ 23﹪

（照片B-丙-1）橋柱的束縮沖刷 （照片B-丙-2）水躍的重力沖刷

【1】河道上穩定的水流遇到柱狀直立物，直向的水流變成曲流，流速及流向皆改變，
前、側、後面水流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挖蝕、沖刷等作用〈請參閱附件（三）〉，使
得沉積物在河床上的沉積或沖刷變得更複雜。下面照片是在淡水河河道找到的，
我們用它來說明柱狀物對河床泥沙沉積及沖刷的影響。（照片B-丙-1）至於石塊
在河道中流水對河床沖刷與沉積作用，這裡以照片來證明，石塊後泥沙沉積物因
河水的流向及水的重量作用，有明顯挖蝕加深作用。又在河床上釘入一直立物觀
察影響情況，發現原來周圍平整的柱狀物經三天後，出現被挖蝕現象。（照片B-
丙-2）（照片B-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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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筆仔 

 

巴拉草 

 

芒草 
 

蘆葦 
 
其它 
       8       9      10      11       12      1       2       3   4  月份 
    開始灘地上植物是移土區的植物，受海、淡水交叉淹沒後，物種及生態有
重大改變。 

下面是92年10月及93年3月灘地上植物所佔面積約略比例如下表（十一
）、表（十二）。 

92年 10月 
植物種類 巴拉草 蘆葦 芒草 水筆仔 其他 
面積比例 23﹪ 5﹪ 30﹪ 2﹪ 40﹪ 

    93年 3月 
植物種類 巴拉草 蘆葦 芒草 水筆仔 其他 
面積比例 20﹪ 20﹪ 10﹪ 30﹪ 20﹪ 
兩表比較知隨土壤漸鹹化，生長環境優的水筆仔漸增。另在新生地定期挖

掘植物根部情形，結果如下繪圖。由觀察知巴拉草的根部因鹹化漸淺化，新根
向較高處伸展。相反的水筆仔根部逐漸壯大深化，預期將來會是水筆仔的天下
。  照片B-丙-4 

 
 

（照片B-丙-3）柱狀沖刷驗證 （照片B-丙-4）灘地植物的生長
【2】調查河床沉積環境時，發現植物群落與分布對淺灘地面積變化有相對關係。○1

找出開始有植物生長淺灘地，調查面積及各種植物生長變化。我們找到一塊正
在河岸施工新填平淺灘地做調查，植物生長情形統計結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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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筆仔巴拉草、芒草

（照片B-丙-7）92年華江植物生長

                 
 

 
 
 
○2另一方式以82年關渡橋北岸空照圖與93年照片來比較，可見到關渡橋下河岸

變化情形，因植物生長使河道寬度縮小！照片B-丙-5  照片B-丙-6  照片B-丙-7   
照片B-丙-8 
 
 
 
 
 
 
 
 
 
 
 
 

       
 
 
 
 
 
 
 
 
 
 
 
 
 
 

                          
【3】淺灘植物先攔截大型漂流物使流速減慢，小型漂流物、搬運的泥沙、懸浮物相繼沉積

，最後形成大面積淺灘地，更演化成高灘地。照片顯示紅樹林根部附近攔到的漂流物
真是無奇不有！（照片B-丙-9） 

【4】灘地動物翻動沉積物，使沉積物回到水中是必然。踏查整個淡水河發現：○1重陽橋以
上幾乎沒生物存在，淺灘地棲息的動物，大部分以排入河中廚餘、肉塊為食物〈華江
雁鴨灘地在環南家畜、果菜市場污水排放口附近〉。（照片B-丙-10）○2重陽橋以下河
段越往下游，水中生物活動愈熱鬧，因漲、退的海水沖淡惡臭污水，潮間帶活動生物
頻現蹤跡，照片中挖仔尾灘地被清白招潮蟹挖得千瘡百孔，原已膠結沉積物又有機會
回到水中。○3河道上興建工程會影響河床沖刷與沉積作用，進行中的基隆河整治、高
速鐵橋樑、新海橋下親水公園、土城、樹林河道垃圾山遷移、蘆洲、三重環河道路闢
建、圓山橋遷建、關渡橋下生態步道、左岸公園擴建等，在在都會影響懸浮物及泥沙

（照片B-丙-6）93關渡橋下紅樹林（照片B-丙-5）82關渡橋空照圖

（照片B-丙-8）93年華江植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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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B-丙-9）植物的攔截漂流 （照片B-丙-10）候鳥的食物 

1.就來源而言：淡水河是新店溪、大漢溪、基隆河三大支流及小支流匯流而成。
其中平時供給河水最大的來源，卻是來自漲、退潮的海水及都市排放的家庭、
工、商業廢水等。 
2.就流速變化而言：若把河水分上漲、下降過程來討論，在上漲過程前段，關渡
、重陽兩橋下中央河水的平均流速較其他點快，百齡、中興橋下居中，大漢、
華江橋下最慢，但後半段時間水流速幾乎相同。在整個降水過程中，關渡、重
陽橋下流速皆大於其他四座橋樑下的河水流速。若將河道分中間及岸邊，則中
央流速較快且穩定。 

3.就流動方向而言：淡水河水量受三大支流及海水四股力量牽動著，在乾旱期及
豐水期每天支配水流方向必是潮汐了，洪水期就須視上游水量而定。如果以各
河段來討論，關渡橋附近河段水流方向最一致且平行，愈上游的河道水流方向
愈紊亂，岸邊水流方向，更須視河道附近的地形情況而定。 

4.就海水漲、落潮影響水位而言：關渡橋附近水位隨著海水漲、退潮而升降，兩
種速率約略相同，僅時間稍微延後。但在華江橋、大漢橋附近河水上漲時間較

含量，所以河道上工程興建之前應考慮到這方面影響程度。  （照片B-丙-11）   （
照片B-丙-12） 

 
 
 
 
 
 
 
 
 
 
 
 
 

                  
 
 
 
 
 
 
 
 
 
 
 
 
 
 

伍、討論 
淡水河對大台北地區五、六百萬人而言，是息息相關的一條河流，由於河水

的污染嚴重，現雖不再直接使用河水，但也是平時排放都市廢水，洪水期更是
城市內大量雨水宣洩河道，這功能保護著大家的生命財產安全，所以平時就留
意河道種種變化。我們這半年來研究的心得如下： 
 
 
 
 
 
 
 
 
 
 
 
 
 
   

       

B-丙-11關渡隘口建步道與河爭道 B-丙-12清白招潮蟹鬆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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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水位上升較快，退水時間降低速率較慢，這兩橋的位置就在兩河匯流區上，水
流速在此區比較和緩，相對的利於河水中所含物質的沉積作用。經觀察淡水河三大
支流感潮帶最終點，大漢溪最遠到浮洲橋附近，新店溪在秀朗橋之上，基隆河在汐
止的社後橋附近。 
5.就河面上的漂流物而言：  漂流物分大型及小型、暫留及常駐，大型漂流物經研究
發現河水位下降時漂流至下游，漲水時較不易漂回原上游。小型漂流物以樹葉、浮
油及動物羽毛最多，較容易隨著水流來回漂移著。常駐漂流物以布袋蓮為大宗，會
隨河水來回的漂移，研究紀錄中有一次漲水間移了約10 Km左右。 

6.就懸浮物沉積而言：  在北部乾旱期的淡水河，水中沉積最多量的物質是懸浮物〈污
泥〉，這與淡水河受潮汐影響漲退水有關，經研究證明氣候乾旱時期，退水過程懸浮
物沉積情形大於漲水過程。又沉積於大漢、新店溪匯流區多於關渡附近匯流區，但
最終沉積地點在八里渡船頭及淡水碼頭附近。 
7.就泥沙的含量而言： 豐水期及洪水時是泥沙〈顆粒較大〉搬運與沉積的時機，較小
顆粒可搬運至關渡橋下游沉積，較大顆粒於河流匯流區內水流減緩處沉積。 
8.就匯流區域而言：  整個淡水河河段有兩大匯流區域，華江、中興橋及關渡兩區。在
北部氣候乾旱時期懸浮物的沉積以華江、中興橋區較為有利，河水是屬於淡水且水質
較差。在豐水時期泥沙（顆粒較懸浮物大）沉積以關渡匯流區較為有利，河水屬於海
水、淡水交換區。 
9.就河床沉積物的組成而言：  河道中央的河床沉積物，由各層沉積物的顆粒大小及色
澤分析，可判斷不同時期河水中攜帶物質的沉積情況。另一方面分析不同地點沉積物
表面層的顆粒大小及厚度，可推知近期河床的各種沉積與沖刷情形。本研究期間華江
橋附近的懸浮物質沉積量，是最近幾個月來沉澱最大量所在。 
10.就生物的活動而言：重陽橋以上的感潮帶，乾旱期的水質差且鹼性強，溶氧量很低
水質被歸為丁類，因此水中幾乎沒有生物的存在。候鳥來淺灘地休息時的食物來源，
是以隨廢水排放的廚餘或脂肪塊為主。重陽橋下游淡、海水隨潮汐交互替換著使得水
質變好，因此愈往下游海水混合愈多水質相對的愈好。 
11.就植物對河床的沉積與沖刷作用影響而言：淺灘地形成時，植物的生長有攔截漂流
物的作用，這樣一來淺灘地的面積將逐漸擴展變大。 

【1】淡水河水量受基隆河、大漢溪、新店溪及漲、退潮海水四大部分交替影響。 
【2】淡水河潮汐降至最低點時，原有河水流至海口附近。當潮汐上漲海口的河水又被

推送回上游，來回推送使有機物長期累積水質就變差。 
【3】乾旱時期六座橋樑下測得最大水流速依次為：關渡橋＞重陽橋≒百齡橋＞中興橋

＞華江橋≒大漢橋。豐水期水流速比較不固定，需視前兩三天降雨區是在哪條河
流上游及雨量大小而定，通常是在關渡測得流速最大。 

【4】以搬運作用及水流速率關係判斷，泥沙及懸浮物在○1大漢、新店溪匯流處附近○2
基隆河、淡水河匯流處○3出海口附近〈挖仔尾及漁人碼頭〉三個區域較有利於沉
積環境，可由○1、○2兩匯流區域內多淺灘地及沙洲形成，並吸引候鳥停駐休息加
以證明〈關渡紅樹林區及華江雁鴨公園〉。出海口附近以漁人碼頭及挖仔尾這兩
塊淺灘地，在20幾年內形成或擴大淤積面積可證明沉積作用，但經研究發現挖
仔尾及漁人碼頭兩地沉積泥沙，不全來自淡水河。 

【5】淡水河兩大匯流區沉積情況，以河流交會點靠近支流河水注入區較易沉積。也就
是大漢、華江、中興三橋區域中，華江橋及二重疏洪道入口處沉積最盛。關渡區
域以二重疏洪道出口處，及基隆河匯入淡水河近關渡平原處沉積最旺盛。 

【6】根據懸浮物含量變化分析，淡水河在潮汐漲退影響下懸浮物質沉澱速率，乾旱時
是退水過程大於漲水過程。豐水期兩種過程中懸浮物沉澱速率約相同，但豐水期

       
   

   
   

   
   

   
   

 
   
   

   
   

   
   
   
   

   
   
   

   
   

   
   

   
   
   

  
 
陸、結論 

 
 

 
 

 
 
 

  
 
 
 

 
 

 
 

 
 

 
河水能搬運河床底所含較大顆粒泥沙，其搬運作用在退水過程大於漲水過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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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建議 
 

【1】淡水河水污染問題已是長期困擾大台北地區四、五百萬居民，雖然興建衛生下水
道，可解決化糞池污水排入河中的問題，但這僅是河水污染源的一部分而已。我
們有個建議：可仿效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理方式，在所有排放水口處設置污水處理
及泥沙攔截設施，利用抽水站的抽水機抽出處理過的水給予放流，這樣也不致使
抽水機平時閒置著！更解決水污染及平時河床淤積問題。 

【2】幾年來大台北地區為了防止水患發生，做了很多防洪措施，但這幾年來水患還是
發生了，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幾乎每次大水災時都遇到同樣問題：『降雨量
最大時也是當月潮汐最大潮，再加上抽水站機器故障，洪水無法排出台北盆地釀
成重大水災。』我們建議：挖深現有左岸公園，平時是多元化海洋公園，洪水期
形成疏洪道，但需在關渡設置大型抽水站，將洪水抽入挖深疏洪道，另外需挖深
二重疏洪道。這構想是否可行建議政府有關單位可著手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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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利於較大顆粒泥沙往下游搬運輸送。 
【7】乾旱時期水面的漂流物，隨著潮汐漲退被來回攜帶，終被攔截停於河道的某處。

懸浮物大部分來自都市廢水排放，被來回的河水搬運，至流速減緩處才沉澱累積
。較大顆粒泥沙在河流豐水期或洪水時被搬運至下游，不受潮汐漲退而回流。 

【8】水量較少時期其P
H
值為蠻強的鹼性，主要是家庭廢水中清潔劑使然。海水上漲或

豐水期、洪水時的P
H
值降低較近於中性。 

【9】取河床沉積層泥沙分析、探討各層顆粒大小及組成物質比例，可判別沉積先後順
序及判斷當時流水約略速率範圍等。 

【10】河道因沉積而成淺灘地後，植物生長促使灘地變大，最後將為阻礙河水流通點！



評 語 

030501國中組地球科學科 第二名 

淡水河河床沖刷作用與沉積作用的探討 

本作品研討淡水河河床沖刷作用與沉積作用並討論感潮帶

之分布，作者共4人具團隊精神，在淡水河及其支流採樣並

實地觀測，作者能利用鄉土題材充分發揮團隊力量。此外對

不同植被之分布之加以探討，具有實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