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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現萬年溪?!   

---萬年溪水棲昆蟲族初步探索 

摘要 

水棲昆蟲的調查在一九八 0年代運用在了解水質的研究上 ，本研究是為了取代過去儀

器分辨水質的缺點，改採用貝津氏指標生物法，以水棲昆蟲族群了解萬年溪水棲昆蟲的生物

地位及水質狀況，並在多次的採集將誤差降到最低後，初步結果顯示: 

1: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全流域皆有，數量及種類不多。2:水質與水速最能影響萬年溪

水棲昆蟲分布。3:萬年溪水棲昆蟲並非流域中的優勢族群，進而影響生物網。4:外來生物強

勢入侵台灣河川，改變生態。並提出萬年溪復育方面三點建議:A.定期排放河水時應注意水

量。B.依不同水質汙染來源實施相對改善措施。C.水質改善為首要工作(如降低濁度、提高

溶氧量等)做起，讓底棲生物(如昆蟲)自然復育到一定數量。 

 

壹、研究動機---阿公的黑糖水神話 
 

去年夏天住在台南的阿公，到我們家來過暑假。好幾次晚飯後，他都提議要去萬年溪沿

岸散步;我們全家都不贊同，並且逃之夭夭。阿公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不好呢?他說儘管跟阿

嬤約會的「烏趛橋」已經拆掉了;但是萬年溪沿岸飄著濃郁的黑糖香味，是他一輩子最香甜

的記憶。而在晚風微涼的夏夜草叢裡，閃爍迷離的螢火蟲，則是最燦爛的畫面。 

 

「黑糖香味」???    不是「萬年臭」嗎? 

   「螢火蟲」???        不是「紅蟲一堆」嗎? 

 

聽阿公講得這麼渾然忘我，我們很懷疑我們講的是同一條溪嗎?!萬年溪位於學校附近，

經過時都會聞到一股特有的臭味，同學們都笑稱這條溪為「萬年臭」。以前上自然課時， 

曾經撈過水中的小生物，發現除了紅蟲數千隻外，並無其他活生物。 

 

開學後，我們去查了萬年溪的相關文獻，發現阿公講的「實話」不是「神話」。書上記 

載早期萬年溪引用崇蘭圳水源增加供水量，台糖用水使用後注入殺蛇溪，回歸灌溉使用。而

台糖洗濯水流呈暗紅色，俗稱「黑糖水」，沿岸飄著黑糖香味，被認為「肥水」，在肥料極

度短缺的時代，黑糖水最受農民喜愛。 

 

但五○年代末期工商業蓬勃發展，畜牧養殖企業化等原因使廢水增加，加上家庭污水， 

均注入萬年溪。各類污水匯集，結果可見動物屍體隨波逐流、油脂漂浮，水質污黑惡臭，於

是各方要求改善整治聲音不斷響起。八十四年間縣政府為萬年溪加蓋，第一期工程先完成玉

皇宮段，後續第二期工程進行至一半時，引發不同爭議而停工。所幸後來屏東縣政府以「河

川生態觀」作為治理萬年溪的基礎觀念，進行整治工程；經過數年的努力，河水變得清澈了，

兩旁的景觀也變得綠意盎然、樹影扶疏。我們都很開心看到萬年溪的改變。 

 

記得在四年級時，上自然課有提到水棲昆蟲可當作檢測水質的指標，於是我們便想學以

致用，利用課餘時間到學校附近的萬年溪採集水棲昆蟲。藉此了解萬年溪在整治之後，河川

中水棲昆蟲的族群生態;提供往後研究萬年溪整治成果、追蹤水棲昆蟲生態變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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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了解萬年溪歷經數年的整治,目前全流域的水棲昆蟲分布情形與水質改善

程度,研究目的與問題條列如下: 

 

目的一:瞭解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現況。 

問題 1:水棲昆蟲分布在萬年溪的哪個區段? 

問題 2:萬年溪的水棲昆蟲族群種類為何? 

問題 3:萬年溪的水棲昆蟲族群數量為何? 

問題 4:萬年溪水棲昆蟲是否屬於優勢族群? 

 

目的二:了解萬年溪水質與水棲昆蟲分布的關係。 

問題 1:依水棲昆蟲分布檢測萬年溪水質現況為何?  

問題 2:水溫會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問題 3:河流流速會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問題 4:河流水深會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問題 5:萬年溪的水質會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叁、相關資料與閱讀心得 

一、獨特的萬年溪水域生態--- 兼具自然溪流與人工溝渠特色的萬年溪 

-整理自「河水幽憂---萬年溪」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mhps94/index.htm 

    萬年溪貫穿屏東市中心，全長約 6公里，沿岸居民近 22萬人，是屏東縣轄內人口

最密集的都會型河川。住在萬年溪畔音樂家李淑德女士說她年幼時，萬年溪是擁有垂

柳、輕舟、小橋美景，是蘊育她的音樂藝術之河。然而萬年溪並非是一條自然的溪流，

她是由許多「圳」，不斷彙整合成的半人工溝渠。 

 

     民國前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屏東市南郊永安里的「永安圳」，與東郊大湖

圳、北郊崇蘭圳併列為屏東市最早興建的水利設施。民國前二年，台糖產能提高，用

水量增加，引用崇蘭圳水源增加供水量，台糖用水使用後注入殺蛇溪，再供灌溉使用。

民國十三年，永安圳與附近各埤圳統合，改組成立屏東水利組合，規模加大，民國廿

七年，在屏東市歸來（今仁愛路與自由路交叉點之萬福橋上游五公尺處），興建永久

性鋼筋混凝土門攔水壩，即在玉皇宮前設閘門，控制灌溉用水，攔水壩的興建啟用後，

使得台糖工業用水與灌溉用水不虞匱乏，也造就了萬年溪的沿岸風光嫵媚。 

 

二、水棲昆蟲與河川生態 

1.以數量而言，水棲昆蟲一向是淡水河域裡面的最大家族。然而牠們在食物網絡中扮

演著多重角色，牠們既是採食者、刮食者、碎食者也是吸食者、捕食者，涵蓋著初級、次級、

三級消費者，同時也是掠食者的食物來源。所以在食物鏈中水棲昆蟲的數量關係著魚蝦蟹類

的生存，進而也影響到整個河川生物食物網的生態。 

2.底棲生物由於長期演化而適應周遭生存環境，且因種類不同而生存在特定水域環境。 

因此若水質遭到污染，這些水棲昆蟲將馬上感受到環境變化，並無法適應，而將死亡或離開

棲地。而河川生物中，與污染程度較有直接關係，且能反映出各種不同程度污染者，有藻類、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mhps9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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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動植物、水生昆蟲、軟體動物、環節動物等，這些都可作為河川污染之生物指標。 

藻類及浮游動植物之判別必須使用顯微鏡觀察，較為不方便，其餘則屬肉眼可見之生物，採

樣及觀察均較方便，而且它們都是固定棲息於河床或沿岸，較能代表該點之河川水質，所以

河川污染生物指標宜採用水棲昆蟲、軟體動物和環節動物等常見生物。（見 p.4圖二臺灣地

區四種不同水質河川常見的指標性底棲生物）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實際走訪萬年溪上中下游水域來蒐集相關的數據與資料。首先閱讀相關文獻後，

決定四個取樣點及準備自製研究器材，再由師長指導調查方法，茲將過程整理如下： 

一、 研究流程 

1. 成立研究小組   2.閱讀文獻     3.決定採樣地點   4.製作採樣工具  5.初次採樣       

2. 6.請專家判定   7.五次採樣       8.分析數據     9撰寫報告 

 

二、 採樣說明: 

我們採用貝津氏指標生物法來採樣，其方法為使用蘇伯氏網(50X50X50cm³)，調查時以

水深 30cm，流速以 30~40cm/sec 為宜，採樣地點宜底質以礫石、鵝卵石最佳。 

1.分組採樣步驟 

 

步驟 照片 

組一：負責測量流速 、水溫 、 水深 

1. 測量流速：以乒乓球流經採樣點後 2 公尺所

需的時間換算出流速。 

2. 測量水溫：於採樣點右岸用酒精溫度計至於

水中 2分鐘。 

 

組二：架蘇伯氏網：(如右圖) 

1. 放入水中定點以約磚塊大小的石頭壓住固定。 

2. 於網前 1 公尺處攪動底部石頭，使底棲性生物

隨水流入蘇伯氏網。 

3. 靜置 30分鐘後拿至岸上分類採集。 

4. 完成紀錄後將生物放回溪流。  



 

 

 

 

 

 
 

溶氧

量 

mg/l 

懸浮

固量 

mg/l 

代表性水棲昆蟲與底棲生物 

A 未

(稍)

受汙

染 

 

6.5

以上 

20 

以下       
石蠅 網蚊類 類扁蜉蝣 流石蠶類 渦蟲 河蟹 

B 輕

度汙

染 

4.6 

– 

6.5 

20 – 

49 

     

 

縞石蠶類 雙尾小蜉蝣 扁泥蟲 石蛉類 蜻蛉類 大口螺類 

C 中

度汙

染 

2.0 

– 

4.5 

50– 

100 

    

  

姬蜉蝣類 水蛭類 水蟲類 福壽螺等 鯽魚 鰕虎 

D 嚴

重汙

染 

2.0

以下 

100

以上 

   

 
   

紅蟲 管尾蟲 顫引類 大肚魚 吳郭魚 鯉魚 

圖一:臺灣地區四種不同水質河川常見的指標性底棲

生物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I711cTyS8NmbhM&tbnid=3Y--1kdBn2i6cM:&ved=0CAUQjRw&url=http://www.hkwildlife.net/viewthread.php?tid=16230&ei=ghNRU_qpGoW9kQXSzYHQCg&psig=AFQjCNEpgm3uPH5ybqSR4OSWWascqvGlgg&ust=13979086547142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Pomacea.jpg
http://image.cn.made-in-china.com/2f0j01aCMQdSkInfuA/%E7%BA%A2%E8%99%AB.jpg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nCBVFTFGMA3Zpt1gt.;_ylu=X3oDMTIyMzY1ZTMy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NjZTQ3ZmY5NjJjZGZiYzIwNDhlMjk0NWI0ODI0ZDcwMwRncG9zAzEEaXQDYmluZw--?back=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8%A6%E8%9F%B2&ei=utf-8&fr=yfp&tab=organic&ri=1&w=819&h=614&imgurl=4.bp.blogspot.com/-J1AAhkiO7NE/TWedkMcm5lI/AAAAAAAAAD8/4GL0VRi-md0/s1600/%E6%B8%A67.jpg&rurl=http://bioserendipity.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9235.html&size=168.3KB&name=Bioserendipity&p=%E6%B8%A6%E8%9F%B2&oid=ce47ff962cdfbc2048e2945b4824d703&fr2=&fr=yfp&tt=Bioserendipity&b=0&ni=21&no=1&ts=&tab=organic&sigr=11ukcmh2a&sigb=136dagebb&sigi=12t571q5h&sigt=10e2qv56s&sign=10e2qv56s&.crumb=hKdFLKaXKRn&fr=y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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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定採樣點(圖二) 

 

 

 

 

 

圖一：萬年溪流域圖 

前段 A 

玉泉村 

前段 B 

大花農場 

後段 A 

千禧公園 

後段 B 

天公廟前 

圖二：萬年溪流域採樣地點分布圖 

前段 A 

玉泉村 

前段 B 

大花農場 

後段 A 

千禧公園 

後段 B 

天公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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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詞解釋 

本研究中的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1)萬年溪前段及後段: 

萬年溪的流域起始各家說法不一，在本研究中定義為「源自屏東縣九如鄉之崇蘭舊圳，主

流經九如鄉至屏東市東北方(海豐里)進入市區，貫穿市中心後於屏東市西南方與殺蛇溪交

會後成為牛稠溪，再匯入高屏溪」。其中前段是指崇蘭舊圳到海豐濕地區段。而後段則是

流經屏  東市區的區段。 

(2)水中生物：指在萬年溪所撈出之魚蝦、螺貝類、及昆蟲之統稱。 

(3)指標生物： 

一般而言河川生物中某些特定種類的藻類、浮游動植物、水生昆蟲、軟體動物、環節 

動物等不易移動之生物均可為汙染指標，然在本研究中專指長鬚石蠶、石蠅等對 

水質要求度較高之水棲底棲性昆蟲。 

(4)優勢族群:在一固定環境中，單一族群的生物總數量最高的族群，即定義為優勢族群。 
ˋ 
 

(5)水質的定量分析：於採樣點採定量的水利用 pH 檢測儀、濁度檢測儀、溶氣量檢測儀，

測數值為本研究之水質定量分析。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因人力、設備及時間所限，針對萬年溪河川生態之研究主要以水棲昆蟲族群現

況進行探討，兼以食物鏈上下所及之螺類、魚蝦等底棲類動物為研究目標。又萬年溪目前仍

尚未整治完成，所以在未來將依序加入藻類與鳥類，及河川兩岸之植物為研究目標。期待能

為萬年溪做一份完整的生態檔案，使萬年溪更貼近大家的生活。 

 



 

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目的一:瞭解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情形 

問題 1:水棲昆蟲分布於萬年溪的哪個區段? 以我們四個採樣點為範圍，分別整理，得到下面四張圖表(見圖二-1~二-4)。 

圖二-1: 前段 A 崇蘭舊圳(玉泉村) 相關環境測量情形 

 

平均 

水溫

℃ 

平均 

pH值 

平均 

流速 
cm/sec 

平均

水深

(cm) 

寬度

(m) 
狀態 底質 

23.5 7.46 0.35 21.6 2.4 
淺急

流 

小型卵石

較多 

水域生物指標種類與數量 

 未(稍)

受汙染

水域 

輕度汙染 

水域 

中度汙染 

水域 

嚴重汙染 

水域 

水棲

昆蟲 

X/0 

牙蟲 X2 

蜻蜓 X0/26 

扁蜉蝣 X5 

蜻蜓水蠆 X1 

豆娘水蠆 X12 

X/0 X/0 

其他

生物 
X/0 

瘤蜷 X10 

條紋二鬚魞

X31 

米蝦 X25 

X/0 福壽螺 X2 

 

  



 

圖二-2: 前段 B 大花農場 
相關環境測量情形 

 

平均 

水溫

℃ 

平均 

pH值 

平均 

流速 
cm/sec 

平均

水深

(cm) 

寬度

(m) 
狀態 底質 

25 7.17 0.06 42.3 2.9 
稍深

緩流 

小型卵石

較多 

水域生物指標種類與數量 

 
未(稍)受

汙染水域 
輕度汙染 

水域 

中度汙染 

水域 

嚴重汙染 

水域 

水棲

昆蟲 X/0 
  水黽 X1 

蜻蜓 X1 
X/0 X/0 

其他

生物 X/0 
條紋二鬚

魞 X1 
X/0 X/0 

 

 

 

  



 

圖二-3: 後段 A 千禧公園 
相關環境測量情形 

 

 

平均 

水溫

℃ 

平均 

pH值 

平均 

流速 
cm/sec 

平均

水深

(cm) 

寬度

(m) 
狀態 底質 

24 7.07 0.31  43 2 
稍深

急流 

較大型 

卵石及 

沙土為 

主 

水域生物指標種類與數量 

 
未(稍)受

汙染水域 
輕度汙染 

水域 

中度汙染 

水域 

嚴重汙染 

水域 

水棲

昆蟲 X/0 X/0 X/0 紅蟲 X1 

其他

生物 

X/0 
田螺 X3 

米蝦 X1 
外來螺 X2 

福壽螺 

X26 

顫蚓 X10 

水蛭 X8 

大肚魚 X2 

 

 

 

  



 

圖二-4: 後段 B天公廟前 相關環境測量情形 

 

平均 

水溫

℃ 

平均 

pH值 

平均 

流速 
cm/sec 

平均

水深

(cm) 

寬度

(m) 
狀態 底質 

25 7.53 0.3 39 6.3 
深急

流 

較大型卵

石及沙質

為主 

水域生物指標種類與數量 

 
未(稍)受

汙染水域 
輕度汙染 

水域 

中度汙染 

水域 

嚴重汙染 

水域 

水棲

昆蟲 X/0 X/0 X/0 
紅蟲 X1 

孑孓 X1 

其他

生物 

 
田螺 X4 

 

外來螺 X6 

錐實螺 X2 

福壽螺 X22 

顫蚓 X2 

水蛭 X1 

吳郭魚

X0/40 

 

【研究發現】 

1.萬年溪在我們的四個採樣點均有發現水棲昆蟲，所以我們推論整個河域都有，只是種類有所不同。 



 

 

11 

問題 2:萬年溪的水棲昆蟲族群種類為何?  

萬年溪流域水棲昆蟲分佈表 

 採樣點 前段 A 前段 B 後段 A 後段 B 

水

質

四

大

水

域 

未(稍)

受汙染 
X X X X 

輕度 

汙染 

牙蟲、水黽、蜻蜓、扁蜉

蝣、蜻蜓水蠆、豆娘水蠆 

水黽、 

蜻蜓 
X X 

中度 

汙染 
X X X X 

嚴重 

汙染 
X X 紅蟲 

紅蟲、

孑孓 

 

【研究發現】 

1. 萬年溪流域四個採樣點共發現成蟲或幼蟲共計 8種，前段 A有發現牙蟲等 6種水棲昆

蟲;前段 B有發現水黽等 2種水棲昆蟲;後段 A有發現紅蟲等 1種水棲昆蟲;後段 B有發

現紅蟲等 2種水棲昆蟲。 

3.依照河水汙染程度之昆蟲分佈，我們可以發現只有前段 A、B有輕度汙染的指標生物昆

蟲。後段 A及後段 B 均只採到嚴重汙染的指標生物昆蟲。  

4.流域源頭的昆蟲種類較多，進入市區後，種類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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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萬年溪的水棲昆蟲族群數量為何? 

 

 

【研究發現】 

1. 昆蟲數量都不多，以最多的前段 A而言，三次的採集也不過 46隻而已。 

2. 前段的昆蟲數量遠多於後段。 

3. 流域上空蜻蜓的數量很多，數量以目測的方式判斷，故以虛線呈現。 

 

【分段討論與小結】 

1. 即使在萬年溪源頭都未曾撈到指標性生物，因此我們推論整條萬年溪水質均或多或少有

受到汙染，只是汙染程度不同。 

2. 上游前段 B雖然屬萬年溪的中上游，但昆蟲的數量與種類卻不多，是我們產生疑問的地

方，令我們不禁納悶:難道水流速度快慢也會影響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3. 雖然目測到的蜻蜓數量很多，但實際上我們撈到的水蠆數量卻不多，是否有其他影響昆

蟲族群的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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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萬年溪水棲昆蟲是否屬於優勢族群? 

(一)萬年溪河川的生物總類有哪些? 

 
 

【研究發現】 

1. 萬年溪的生物種類可分為 4個大類，分別是:螺類、昆蟲、環節動物、魚蝦類。 

2. 其中螺類、昆蟲、魚蝦類 4個採樣點都有，則環節動物只有 2個點有採集到。 

3. 在 4個採樣點之中，種類最多的是昆蟲類，最少的則是環節動物類。 

4. 在 4個採樣點中，昆蟲只在前段 A居多；其他 3個採樣點，則以螺類領先。 

5. 魚蝦種類數量呈現穩定的狀態。環節動物僅出現於後段 A、B。 

 
(二)萬年溪河川的生物數量有多少? 

採樣點 前段 A 前段 B 後段 A 後段 B 

生物數量

百分比圖 

    

研究 

發現 

種類有三種，缺乏環節動物。 生物種類四種都有。 

魚蝦類 49%，昆蟲

40%，螺類 11%。 

螺類 86%，魚蝦類

5%，昆蟲 9%。 

螺類 58%，環節動

物 33%，昆蟲 4%，

魚蝦類 5%。 

魚蝦類 49%，螺類

42%，昆蟲 3%，環

節動物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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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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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段A 前段B 後段A 後段B 

數

量(

個)

 

採樣地點 

萬年溪生物種類 

螺類 昆蟲 環節動物 魚蝦類 

8

90 5

5
4

3
5

4

36

4



 

 

14 

 

(五)萬年溪螺類的種類與數量比較 

 

 
【研究發現】 

1. 依種類而言，萬年溪螺類可分為本土螺類(瘤蜷、錐實螺、田螺)和外來種螺類(外來種

田螺、福壽螺)，以本土螺類種類較多。 

2. 依數量而言，外來種螺類數量較多。 

3. 以分佈地域而言，外來種螺類大量分布在前段 B以後的河域，本土螺類主要分布在前段

A。 

  

【討論與小結】 

在本研究中，以蟲的生態地位而言，我們以族群數量和食物鏈兩個方面來探討搭配四個採

樣點，綜合探討如下: 

 

1. 以族群數量而言，水棲昆蟲並不是萬年溪中的優勢族群。雖然前段 A與後段 B是以魚蝦

類居多，但差距不大。以全流域看來，螺類不但分布均勻，且數量也多，所以可算是萬

年溪的優勢族群。 

(1)前段 A的各族群數量差異較小，魚蝦類族群雖然數量領先，但是要能夠支撐那麼多魚類

生存，那麼牠們的食物來源，蝦、蟲等勢必有相當的數量，因此昆蟲的實際數量應該遠

高於我們所調查到的數量。 

(2)後段 A由於魚蝦的數量並沒有增加，而螺的數量驟減，加上水速快、水量多，螺類要不

被沖走了，要不趴在岸邊，而岸邊並不是我們蘇伯氏網的捕捉範圍內，因此並不是生態

發生重大改變。至於蟲的數量不減反增，經過我們查證之後，發現蟲的種類已經改變了，

由輕度汙染水域的蟲，轉為重度汙染水域的蟲。 

(3)後段 B的魚類突然增加許多，使得昆蟲和環節動物的數量變得極少。主要是有人在後段 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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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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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點 

萬年溪螺類本土與外來數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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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放生魚類，而造成魚類將昆蟲和環節動物捕食殆盡。而螺類不受影響，反而成為次

要族群。 

 

2.以食物鏈的角度而言，水棲昆蟲角色多樣，兼具二級、三級、分解者的角色，同時也是水

域掠食者的食物來源。 

(1)在前段 A的流域中，我們發現的種類與數量主要為輕度汙染水域的指標生物是最多

的，所以可以推論，該地區很適合該類水棲昆蟲生存。但是沒有發現未受汙染水域的指

標生物，也可以推論，該地區的水質已受到輕度汙染，值得注意。 

   (2)後段 A流域流速較快，魚的數量很多，昆蟲的數量很少，但螺的數量很多。再者這               

   個水域的昆蟲種類以紅蟲、孑孓居多，而牠的數量對於支撐龐大的魚群(我們調查時發   

   現最大的吳郭魚有約 25公分長)具有重要貢獻。 

   (3)後段 B流速稍慢，螺和魚類的數量更多，昆蟲的數量很少。我們推論此水域的情況   

   和後段 A相似，蟲的種類稀少，同樣以紅蟲等昆蟲為主，均為水域中掠食者之食物。 

 

3.以全域而言，指標性昆蟲與生物皆明顯存在，前段 A有代表乾淨水質的瘤蜷，前段 B以下

全都是中度以上汙染的福壽螺;水棲昆蟲則由輕度汙染水域的浮游、水蠆改變成紅蟲、孑孓

等重度汙染水域的指標生物。 

 

4.在我們調查中，螺類的組成，以福壽螺、外來螺佔居多，表示外來種螺類已佔據屏東市郊

水域，這對於萬年溪的生態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會破壞原有的生態網。 



 

 

16 

目的二:探討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分布的環境因素 

問題 1:依水棲昆蟲分布檢測萬年溪水質現況為何?  

    我們用「中華民國環保署河川汙染等級分類表」(詳見附錄一 p.25)中的點數，做為計

算萬年溪水質汙染程度依據，形成一個計算公式如下，依此繪得汙染程度直條圖。 

 

利用水棲昆蟲檢測水質汙染公式: 

汙染指數=(未受汙染指標昆蟲隻數 x10+輕度汙染指標昆蟲隻數 x30+ 

中度汙染指標昆蟲隻數 x60+重度汙染指標昆蟲隻數 x100)/總隻數 

(昆蟲隻數參見附錄三原始數據 p.27~p.30) 

 

 
  

【研究發現】 

1. 最小值為 30前段 A和前段 B，最大值為 100後段 B。越後段汙染指數越高。 

2. 四個採樣點之中，生物最多的是前 A，汙染指數最低，水質也最好。 

3. 以汙染指數而言，前段 B跟前段 A相同，但是其昆蟲隻數相差甚多，其影響因素，留待

後續討論。 

4. 進入市區前(前段)和進入市區後(後段)的汙染程度相差很多，初步判定應是有人為因素。 

5. 為何前段 A與前段 B 的汙染程度相同，但生物種類以及數量相差甚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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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2:水溫會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研究發現】 

1. 前段 A水溫最低，平均 23.5℃;前、後段 B水溫最高平均 25℃，溫差僅 1.5℃。 

2. 水溫似乎與昆蟲數量無明顯相關。 

 

問題 3:河流流速會影響與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研究發現】 

1.前段 A流速最高為 0.35 m/sec，前段 B流速最低 0.06 m/sec。依採樣結果而流速皆

屬緩慢，但是前段 A、前段 B差異達 6倍。 

2.前段流速越快昆蟲量越多，後段則無差異。 

3.初步判斷流速與昆蟲數量似乎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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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河流水深會影響與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研究發現】 

1. 前段 B最深為 42cm，前段 A最淺 21cm，由上圖可發現水深與昆蟲數量沒有明顯關係。 

 

 

問題 5:萬年溪的水質會影響與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分布嗎? 

 

【研究發現】 

1. 萬年溪各分段之水質濁度， 

後段 B 12.53 >後段 A 11.48 

>前段 B 3.8 >前段 A 0.53。

最高和最低的差距為 20 倍以

上。 

 

 

【研究發現】 

1.以酸鹼值來講 前段 A > 後段 A 

>後段 B >前段 B。 

 

2.雖然四個採樣點的酸鹼值都略

有差異，但差異不大，且都維持

在弱鹼的範圍內(約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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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1.以溶氧量來講，前段 A >前段 B 

>後段 A>後段 B。 

 

 

綜合上述表格，我們再將之彙整成以下的總表，進一步說明與水質因素對於水棲昆蟲族

群的影響。 

 昆蟲

種類 

昆蟲

數量 

水溫 

℃ 

流速 

m/sec 

水深 

cm 

水質 

濁度 酸鹼值 溶氧量 

前段 A 6 46 23.5 0.35 21.6 最低 弱鹼 最高 

前段 B 2 2 25 0.06 42.33 次低 弱鹼 次高 

後段 A 1 2 24 0.31 43 次高 弱鹼 次低 

後段 B 2 2 25 0.30 39 最高 弱鹼 最低 

 

【小結】 

 

我們以棲地之物理環境條件及水質的化學定量分析兩個方面來探討搭配四個採樣點分

析，得到下列結果: 

前段 A條件為最佳，包括水溫較低、流速較快、深度較淺、較清澈、溶氧量最高，因

此也造成水棲昆蟲的數量為最多。以後段 A與後段 B條件為最差，包括水溫較高、濁度較

高，溶氧量較低。因此也造成水棲昆蟲的數量較少。 

 

【綜合探討】 

 

1. 棲地之物理環境條件方面 

(1) 水溫在水質環境判斷是一個重要的檢驗項目，除了會影響溼地微生物的生長，較高

的水溫會使水中溶氧量減少，導致微生物及水中生物因溫度過高或過低及溶氧量過少

導致死亡或離開棲地。在我們四個採樣點也呈現相同的結果。只不過我們四個點的差

異僅 1.5℃，且都在水棲昆蟲適合生存的範圍內(180C~280C之間)。因此在本研究中，

水溫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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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水速方面，流速愈快，昆蟲數量愈多。以前段 A與前段 B的條件相似，僅前段 A棲 

坡度大於前段 B、底質為礫石，因此造成流速有 6倍的差異。而後段 A與後段 B流速雖與 

前段 A差不多，但仍有濁度差異大的影響，故昆蟲數量很少。 

 

(3)前段 B的水質與前段 A差異並不大(溶氧量相差只有 1.4)，為何魚蝦與昆蟲數量驟減？  

  經我們與專家討論後，推論可能是一方面因為水量多、水位高，影響到我們的採樣。另一   

  方面，水棲昆蟲大多喜歡生活在水速快、溶氧高、底質為石頭(這樣才能趴附在石頭上)的 

  水域，所以我們推論，底質也可能是影響水棲昆蟲數量的原因之一。 

 

(4)在水深方面，最淺的前段 A最好置放蘇伯氏網，便於我們捕撈，所以撈到的隻數最多。 

 

(5)因為水速快可以增加溶氧量，所以這些因子中，以水速影響水棲昆蟲數量較大。 

 

2.以水質的化學定量分析方面 

(1)濁度與昆蟲隻數成反比：以前段 A最低，蟲最多；後段 B濁度最高，蟲最少。 
 

(2)文獻中有提到，pH值是影響生物數量的因素之一。適合水棲昆蟲生長的溼地 pH值均維   

   持在中性到弱鹼範圍之中，而我們的四個採樣點的採樣水都呈弱鹼(Ph7.1~7.9)，差距小，     

   不致於構成太大的影響。至於為何是弱鹼，經專家講解後得知屏東平原地下水含石灰質 

   多，本屬鹼性。 
 

(3)溶氧量對於水中生物影響甚大，溶氧越低，水質越差，大部分生物喜歡居住在高溶氧的           

環境。以溶氧量來說，前段 A>前段 B>後段 A>後段 B。前段 A 的溶氧最高，生物也最多。

前段 B流域的流速和溶氧量都很低，因此只適合移動速度較慢及耗氧量低的螺類生存。

因此前段 B流域並不利於水棲昆蟲生存。 
 

(4)後段 A、B得到數據連紅蟲、孑孓和顫蚓都很少，這和其他的研究結果大不相同。我們在

調查過程中有發現此河段的吳郭魚、大肚魚、琵琶鼠等魚種及數量相當多，另外民眾常

因信仰和其他因素，經常在萬年溪附近放生魚類。因此我們推測，可能是那些魚的數量

過多，導致蟲的數量銳減。 

 

  綜上所言，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分布的最大環境因素是水質的溶氧量，如果要讓水棲昆蟲

的數量變多，首先要提高水的溶氧量。因為水速與溶氧量成正比，所以增加水流速度就可提

高溶氧，而自然溪流的水道比人工水泥製造出來的水道來的有變化，較符水棲昆蟲生態，因

此將萬年溪設法回復自然，如打掉水泥磚塊製成的支柱…等是可以考慮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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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萬年溪水棲昆蟲的族群全流域皆有，惟數量及種類均不多。 

    萬年溪的水棲昆蟲種類和數量並不多。上游部分(前段 A、B)以輕度污染的指標性生

物居多，下游部分(後段 A、B)種類與上游截然不同，都是屬於中重度污染的指標性生物；

唯一的相同的族群竟是福壽螺。 

  2: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分布的環境因素中，以水質與水速最具影響力。 

    影響萬年溪水棲昆蟲分布的環境因素有:水溫、水速、水深及水質(含:濁度、酸鹼值

以及溶氧量)等。除了水質外，我們認為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水流速度。因為底棲生物及水

棲昆蟲大多體小量輕，水量一旦變大容易被沖走，不易留在當地。 

  3:萬年溪水棲昆蟲並非流域中的優勢族群，且因種類與數量稀少，進而影響生物網。 

    以生態地位而言，水棲昆蟲因為數量太少，而無法成為優勢族群。其生態僅在採樣

點前段 A上較為平衡，在採樣點後段 A、後段 B因水質差及人為放生，造成種類稀少，

數量也稀少的困窘局面。 

   4:外來生物強勢入侵台灣河川，改變生態。 

     另外，在整個研究中，我們額外發現外來種生物強勢入侵台灣的河川，連萬年溪也

不例外，例如福壽螺占了我們捕獲的螺類之大多數，連輕度汙染水域也被其攻陷。 

 
二.建議  

1.在研究方面 

A:拉長觀察時間、增加採樣次數及擴大採樣對象，以獲得完整的生態資料，建立萬年溪專        

  屬的生態資料庫。 

B:改善研究設備(如；動態攝影、顯微照相或者是測速儀)以提升研究結果的正確性與可信   

  度。 

C:加強充實相關背景知識，以提高研究的效率。 

  由於我們是初學者，對相關的背景知識並不如專業的專家學者，所以我們在調查之前應   

  該詳細閱讀相關文獻之後，再進行採樣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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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萬年溪的復育方面 

  A.定期排放河水時應注意水量。 

    目前實施的定期放水固然有助於提升萬年溪的清潔度，但是若未注意到水量，則易造成

水棲昆蟲的浩劫。 

 

B.依據各區段不同水質汙染來源實施有效的改善措施，來從根救起萬年溪。 

  如上游源頭水質清澈，即應加強巡邏保護汙染源的棄入;下游首眾減少量大的家庭廢水

與溫染嚴重的工廠廢水。不從問題根本處著手，卻在中下游，大量的放生吳郭魚(耐污性

指標生物)，只會造成本土水棲昆蟲、蝦類跟環節動物的減少，反而破壞生態平衡。 

 

  C.萬年溪的復育不可以只依賴人為的努力，必須由水質改善(降低濁度、提高溶氧量…等)

做起，讓水棲昆蟲以及小型底棲生物自然復育到一定的數量，才能撐起整個生態網。在未

達此目標前，萬年溪適合監控各種放生行為。 

 

 

結語 

 

    國際黑猩猩保育專家珍．古德博士說：「唯有了解，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會採取行

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有希望」。在未投入研究之前，我們對於水棲昆蟲非常的陌生，即便

路過萬年溪，也不會去在乎萬年溪的水棲昆蟲。在上課的時候，就算認識了水棲昆蟲也覺得

除了應付考試之外，水棲昆蟲只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但是，做了這個研究之後，慢慢的覺得

水棲昆蟲似乎越看越可愛，甚至不覺得噁心了。這種想法跟珍．古德博士說得很像，所以我

們相信萬年溪尚未到達河川生物多樣性的標準之前，即使復育的路前途坎坷，只要有更多人

有正確的觀念以及行動，就能看見萬年溪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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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華民國環保署河川汙染等級分類表 

 

中民國環保署河川汙染等級分類表 

 

A 

未受 

稍受汙染 

B 

輕度汙染 

C 

中度汙染 

D 

嚴重汙染 

溶氧量 

(溶氧量)mg/1 
6.5以上 4.6-6.5 2.0-4.5 2.0以下 

生物需氧量 

(BOD5)mg/1 
3.0以下 3.0-4.9 5.0-15 15以上 

懸浮固量 

(SS)mg/1 
20以下 20-49 50-100 100以上 

氨氮 

(NH3-N)mg/1 
0.50 以下 0.50-0.99 1.0-3.0 3.0以上 

點   數 1 3 6 10 

積   分 2.0以下 2.0-3.0 3.1-6.0 6.0以上 

說明:表內之積分數為溶氧量,BOD5,SS 及 NH3-N 點數之平均值。 

本表引自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印行。(1997)。台灣河川底棲生物手冊-水棲昆蟲。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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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原始數據 1 

地點 次數 

本土螺類 
非本土螺

類 
成蟲 幼蟲 環節動物 魚蝦類 濁度 

溶氧

量 

pH

值 

瘤蜷 
尖尾

螺 

錐實

螺 
田螺 

外來

螺 

福壽

螺 
牙蟲 水黽 蜻蜓 

扁蜉

蝣 

蜻蜓

水蠆 

豆娘

水蠆 
孑孓 紅蟲 顫蚓 水蛭 

條紋

二鬚

魞 

米蝦 fau mg/l 
 

前段

A1 

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96 5.4 7.46 

二 3 0 0 0 0 0 2 0 0/4 1 1 3 0 0 0 0 0/5 1 0.31 5.3 7.8 

三 1 0 0 0 0 0 0 0 0/5 0 0 6 0 0 0 0 0/11 12 0.31 5.3 7.8 

前段

A2 

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96 5.4 7.46 

二 0 0 0 0 0 0 0 0 0/7 3 0 0 0 0 0 0 0/3 0 0.32 5.3 7.7 

三 0 0 0 0 0 0 0 0 0/5 0 0 0 0 0 0 0 0/1 0 0.32 5.4 7.7 

前段

A3 

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96 5.4 7.46 

二 6 0 0 0 0 1 0 0 0/2 0 0 3 0 0 0 0 0/6 0 0.31 5.2 7.9 

三 0 0 0 0 0 1 0 0 0/3 1 0 0 0 0 0 0 0/5 12 0.31 5.2 7.9 

 



 

 

 

地點 次數 

本土螺類 
非本土螺

類 
成蟲 幼蟲 環節動物 魚蝦類 濁度 

溶氧

量 

pH

值 

瘤蜷 
尖尾

螺 

錐實

螺 
田螺 

外來

螺 

福壽

螺 
牙蟲 水黽 蜻蜓 

扁蜉

蝣 

蜻蜓

水蠆 

豆娘

水蠆 
孑孓 紅蟲 顫蚓 水蛭 

條紋

二鬚

魞 

米蝦 fau mg/l 
 

前段

B1 

一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67 4 7.1 

二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9 3.8 7.45 

三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88 4 7.46 

前段

B2 

一 0 0 0 1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5 3.9 7.3 

二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3 4.2 7.49 

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92 3.9 7.49 

前段

B3 

一 0 1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3.75 4.1 7.1 

二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4 7.46 

三 0 0 0 1 2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3.7 4.1 7.46 

 

  



 

 

地點 次數 

本土螺類 
非本土螺

類 
成蟲 幼蟲 環節動物 魚蝦類 濁度 

溶氧

量 

pH

值 

瘤蜷 
尖尾

螺 

錐實

螺 
田螺 

外來

螺 

福壽

螺 
牙蟲 水黽 蜻蜓 

扁蜉

蝣 

蜻蜓

水蠆 

豆娘

水蠆 
孑孓 紅蟲 顫蚓 水蛭 

大肚

魚 
米蝦 fau mg/l 

 

後段

A1 

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1.53 3.2 7.8 

二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1.53 3.2 7.8 

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6 0 0 0 11.67 3.11 7.73 

後段

A2 

一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0 11.58 3.52 7.7 

二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58 3.52 7.76 

三 0 0 0 0 0 2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1.55 3.6 7.62 

後段

A3 

一 0 0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2 1 2 0 11.33 3.6 7.6 

二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11.33 3.6 7.76 

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1.21 3.3 7.81 

 

  



 

 

地點 次數 

本土螺類 
非本土螺

類 
成蟲 幼蟲 環節動物 魚蝦類 濁度 

溶氧

量 

pH

值 

瘤蜷 
尖尾

螺 

錐實

螺 
田螺 

外來

螺 

福壽

螺 
牙蟲 水黽 蜻蜓 

扁蜉

蝣 

蜻蜓

水蠆 

豆娘

水蠆 
孑孓 紅蟲 顫蚓 水蛭 

吳郭

魚 
米蝦 fau mg/l   

後段

B1 

一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6 0 11.86 3.14 7.4 

二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5 0 11.86 3.14 7.53 

三 0 0 0 0 0 13 0 0 0 0 0 0 0 0 0 2 0/6 0 7.86 3.48 7.78 

後段

B2 

一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 0 12.95 3.36 7.6 

二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1 1 0 0/2 0 12.95 3.36 7.55 

三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 0 13.3 3.5 7.66 

後段

B3 

一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1 0 13.12 3.47 7.6 

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5 0 13.13 3.5 7.66 

三 0 0 0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7 0 12.75 3.36 7.61 

 



【評語】080309  

1. 研究成員研究熱忱十足，研究題材對了解環境品質有應用價

值。 

2. 建議研究時程拉長，對研究結論較有說服力。 

3. 可以根據調查結果找出在地之水質指標物種。 

080309-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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