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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研究動機 

1.花蓮有許多水資源，還有人工玩水設施，這些水會不會被用完呢? 

2.花蓮的水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水不乾淨喝了會生病，水是不是髒的? 

3.花蓮的自然環境沒有過度開發，工業汙水少，居住在這裡的人有沒有比較健康? 

可能的研究方法 

1.資料收集法：取得新資料(觀察、訪問)和舊資料(圖書、網路)。 

2.資料分析法：引用資料和親自觀察的紀錄對照分析。 

運用概念進行資料搜集 

1.實地踏查:親自到河流岸邊現場觀察與紀錄，以直觀與簡單的記錄，整理所得數

據。 

2.網路資料搜尋:運用搜尋網站查詢。 

3.圖書資料:花蓮溪流紙本文獻 

4.訪問紀錄:以家人童年與現在對花蓮溪流的印象為訪問主題。 

文章的討論架構 

研究範圍 

以花蓮北區(花蓮市和吉安一帶)水資源區為研究場域。 

預備達成的目標 

1.花蓮(花蓮市、吉安一帶))的溪流有哪些?常見的溪流地形介紹。 

2.看看花蓮好水的用途，水域的流量多少，看花蓮會不有會缺水的危機。 

3.認識花蓮溪流生物，研究溪流的汙染程度，監測水質狀況。 

4.經過愛水小玩家的介紹，記錄花蓮玩水之旅。並從規劃玩水配備作出分類，提醒各

水域要注意的安全。 

5.研究後與大家分享成果，並且開始愛水行動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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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你喜歡到河邊玩嗎？你家附近有河川流過嗎？當你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河邊

時，曾經做過哪些有趣的活動呢？你對河川有何印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一、「溪」管不漏接  

    台灣各河流均以中央山脈為分水嶺，東西分流，水嶺偏東，故河流東短西長，

歸入海洋。因為中央山脈，離海岸近，所以河流的坡甚陡，流程短而急。而且水

量在不同季節之分配不均，逐年變易亦大。例如西南部嘉南平原地區，雨水集中

夏季，冬季常常乾旱。在雨季中，河流上游雨量特多，雨水甚為集中，再加上流

路短促，中途又無湖泊加以蓄積，所以在五月至十月左右水量頗大。到了乾季十

一月至翌年四月，則雨量稀少，大多數河流迅即乾涸，僅僅看到涓涓細流或完全

乾涸的河床。整體來說，台灣各河流具有下列特徵：河身短、坡度大、水流急，

最長的濁水溪長僅 186 公里，而坡度則達四十六分之一。枯水期水量小，常成野

溪，不適航行。 

（一）中央管河川 

         1、和平溪 

和平溪又名大濁水溪，位於台灣東部，屬於中央管河川，

是花蓮縣與宜蘭縣的界溪。和平溪發源於南湖大山的東北

峰東坡，總長約有 50.73 公里[1]。流域面積約為 561.60 平

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和平南溪與和平北溪，流經南澳鄉與

秀林鄉，出海口分為兩處。下游建有大濁水橋。 

    2、花蓮溪 

    「花蓮溪」位於台灣東部，屬於中央管河川，為花蓮縣的主要河川之一。本

身源流為光復溪，發源於拔子山，但整個水系的最遠源頭則為其最長支流萬里

溪 (萬里橋溪) 的源頭，位於中央山脈白石山南側的萬里池。 

    花蓮溪本流河長 57.28 公里，水系河長則為 81 公里，流域面積 1,507.09 平方

公里，主要支流有木瓜溪、壽豐溪（知亞干溪、恰堪溪）、萬里溪、馬太鞍溪、

光復溪等。其水系沿著花東縱谷向東北方向流，在海岸山脈最北端的花蓮山出

海，進入太平洋。平均坡度為 1:285。中游建有箭瑛大橋、中興大橋下游建有米

棧大橋與月眉大橋，出海口是花蓮大橋。 

      3、秀姑巒溪 

     秀姑巒溪位於台灣東南部，屬於中央管河川，以泛舟活動知名。 

秀姑巒溪本身發源於花蓮與台東兩縣之間的崙天山南側，但整個水系的最遠源流則為

其最長支流樂樂溪 (拉庫拉庫溪) 的支流馬霍拉斯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的馬博拉斯山東

側[1]。秀姑巒溪上游原為向東流，因受阻於海岸山脈，轉而沿花東縱谷向北流，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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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流後在瑞穗鄉往東，經過海岸山脈後，進入太平洋，是台灣唯一一條切過海岸山

脈的溪流。 

秀姑巒溪本身全長約 81.15 公里，整個水系全長則約 104 公里，流域面積廣達 1790.46

平方公里，平均坡度為 1:34。可算是台灣東部第一大河川，也是形成花東縱谷沖積扇的

主要河流。主要支流有富源溪、紅葉溪、豐坪溪、卓溪和樂樂溪。下遊河口建有長虹

橋。最著名的景點是河床中的巨大白石，稱為漱玉奇

景。 

（二）縣管河川 

 1、立霧溪 

    立霧溪，是一條位於台灣花蓮縣的知名河川，

因切割出落差達 1 千多公尺的太魯閣峽谷而聞

名。此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的奇萊北峰與合歡山之

間。其中在天祥至錦文橋，此河段的河蝕地形就是

太魯閣峽谷。支流不多，多集中在其上游區域。 

    關於立霧溪名稱的由來，源於位在溪口北岸的太魯閣族原住民崇德部落，崇

德原名得其黎（Takkiri）社，日治時代譯為日語漢字「立霧」(Takkiri)，戰後除

沿用「立霧」之名，上游及支流亦由日語「立霧」音譯為「塔次基里」溪、「達

梓里」溪。 

       2、美崙溪 

    美崙溪位於台灣東部，舊名米崙溪，為一縣市管河川，幹流長度 15.40 公里，

流域面積 76.40 平方公里[1]，分布於花蓮縣中北部，包含花蓮市大部分及新城

鄉、秀林鄉與花蓮市交界地帶。主流發源於秀林鄉標高 2,311 公尺之七腳川山[1]

東南側[2]，向東南流經娑婆礑、水源村 (秀林鄉)後，進入花蓮市境後轉向東北

流經石壁堂、國福後，沿花蓮市與新城鄉交界，先轉向東後轉向南流，於嘉新

再度進入花蓮市境，經美崙山與花蓮市街區之間，於花蓮港南側注入太平洋。 

       3、吉安溪 

    吉安溪位於台灣東部，為一縣市管河川，幹流長度 11.40 公里，流域面積

42.16 平方公里[1]，分布於花蓮縣中北部，包含花蓮市南端及吉安鄉北部。主流

發源於標高 1,321 公尺之吉安山東側[2]，向東南東流經慶豐、勝安、宜昌後，

沿著吉安鄉、花蓮市邊界，於吉安溪橋附近注入太平洋。 

二、東「溪」用途多 

    水開發和運用除了農田水利會的業務以外，自日本統治時期以來，在學習西

方先進技術的情形下，自來水的供應與水力發電成為新的運用方面。有了多方面

的運用，更加的顯示出水開發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8%90%8A%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6%AD%A1%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A5%A5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4%87%E5%BE%B7%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3%E5%B8%82%E7%AE%A1%E6%B2%B3%E5%B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B4%99%E6%BA%AA#cite_note-.E6.B0.B4.E5.88.A9.E7.BD.B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9F%8E%E9%84%89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9F%8E%E9%84%89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9F%8E%E9%84%89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0%E6%9E%97%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3%E8%85%B3%E5%B7%9D%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3%E8%85%B3%E5%B7%9D%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3%E8%85%B3%E5%B7%9D%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3%E8%85%B3%E5%B7%9D%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B4%99%E6%BA%AA#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B4%9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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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地區常見的水利用方式如下：（一）工業用水（二）民生用水（三）灌

溉用水。 

    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副理曹正欣說，大花蓮地區主

要水源取用娑婆礑溪上游南溪支流的地面水，經消毒後

以重力送水，供應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秀林鄉等

地區民生、工業用水，正常情況下每日取水可達五萬多

噸，但枯水期會逐漸下降到兩萬噸，取水不足的部分仰

賴地下水補充。 

    雖然我們居住的花蓮和吉安一帶孩看的到農年的景

觀，其實，現在的台灣各個地區對於農業用水的需

求已經減少，在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的需求大量增

加，面對重大的用水危機，如何維護以及保存有限

的水，就成為今天生活在花蓮的我們必須深入思考

的問題了。 

照片來源：吉安農田水利會 2009 年攝影比賽作品 

 

三、 花蓮新「溪」望 

   （一）台灣東部動植物景觀 

   台灣東部擁有高山、大海、河流、島嶼、湖泊、田園等非常多樣化的地理

環境，因此也孕育了極為繁複的動植物生態景觀。在植物方面，東部的植群從海

拔三千餘公尺的高山亞寒帶，到海拔零公尺的熱帶海岸所涵蓋的各種植物相，如

針葉林、針葉闊葉混合林、闊葉林、熱帶雨林、海岸林、濱海植物群等均有分佈，

幾乎包括台灣各種植物群落之類型，您只要沿中橫公路從大禹嶺下到花蓮，再到

花東海岸走一趟，即可遍覽，若再至蘭嶼或綠島，把熱帶島嶼的植物看遍，則您

已將台灣豐富的植物景觀飽覽無遺了。 

 

  東部的溪流和海洋也孕育了相當豐富的水生動植物，黑潮帶來的漁源是東部

漁業的命脈，也是遊客飽嘗海鮮的機會，而綠島、蘭嶼、石梯坪、三仙台、小野

柳等地的珊瑚礁和熱帶魚類，則是潛水活動的好地方，尤其綠島的珊瑚種類多達

二百二十餘種之多，其多樣性為世界同類型島嶼所無法比擬的，此外尚如秀姑巒

溪的高身（魚固）魚、花東海岸的潮間帶生物等，都是東部獨具特色的水生動物

資源。 

  東部有如此豐富的動植物景觀，非常適合從事生態旅遊，太魯閣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南安遊客中心及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均能提供生態之旅的資訊和

服務。 

    （二）花蓮好水 

    花蓮的溪非常多，比較著名的例如:木瓜溪、花蓮溪、秀姑巒溪等，有一些

溪雖然不太有名，卻是有很多名種前來遊玩，有些水流量太大的溪容易發生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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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此，像三棧溪、撒婆當溪、七腳川溪等很適合遊玩。有些溪水很清澈又很

美，如:太魯閣立霧溪、瑞穗秀姑巒溪，光復木瓜溪等，都很適合拍照看風景，

看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一種浪漫的享受。 

    （三）水質監測 

    花蓮河川管理事業已邁向兼具治水、利水、親水、生態保育之整體性河川

環境管理，以維護河川環境生態資源永續。河川環境管理要考量河川生態環境

之保育，首要條件即是了解河川生態系統對河川環境之適應能力。「花蓮溪河

系河川情勢調查」即是因應前述需求，以花蓮溪河系為單元，辦理生物性環境、

非生物環境及水利工程環境之整合性調查與分析。 

 

四、「溪」遊記 

（一）尋找花蓮水 

開學前的最後一週，我們來到花蓮市郊區，找尋花蓮

水的蹤跡。日期：8 月 29 日。地點：七腳川溪、慕谷

慕魚、鯉魚潭、荖溪、白鮑溪、立川魚場、木瓜溪、

花蓮溪出海口、七腳川溪口(南濱)、美崙溪口(北濱)、

海洋深層水、七星潭、三棧溪。 

 

    （二）美崙溪踏查 

美崙溪流域介紹 

    美崙溪流貫花蓮市，水源來自沙婆礑山，海拔 1120 公

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它的前身是由古烏亞腦溪、

古鳥伊里溪、古砂婆礑溪、七腳川溪等四條河流的延長河。 

    美崙溪舊稱砂婆礑。流程全長 19.58 公里，源頭標高 2014

公尺，集水區面積 72.54 平方公里，最大洪水流量每秒 650

立方公尺，河床比降為十分之一。美崙溪發源於花蓮市西北

方中央山脈的七腳川山，流經花蓮市區，再蜿蜒注入太平洋。 

 

上游    上游水源涵養區有樟樹、青剛櫟等喬木生長。 

中游    中游沿著溪岸走到出海口，沿途可以看到美崙溪在平原上蜿蜒曲折的姿

態及溪流動植物景觀。美崙溪的植物生長豐富，隨著不同的河段而有所變化。中

游地區常見的植物有馬塘、牛筋草、巴拉草、象草、蘆葦、孟仁草等。 

下游    美崙溪河濱公園位於美崙山西側的尚志橋下，延伸經過菁華橋，溪畔是

花蓮市最大的河濱綠地，是漫步遊玩的好去處。下游地區的河水較多，常可看見

大萍、布袋蓮、構樹、葎草、山黃麻、槭葉牽牛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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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次的美崙溪踏查，我們準備騎自行車前往。爸媽和老師們一路上陪伴

著我們，有小時候懷念的小水溝，有臭氣沖天的養豬場，有冰涼的河水，還有不

知道甚麼原因，在地面突然消失的美崙溪。 

    無論春夏秋冬，花蓮溪流沿岸的公路上經常可以看到騎行者矯健的身影。遮

天蔽日的綠色隧道，有蜿蜒崎嶇的鄉間公路，還有沿著海濱的海岸線，一路上田

野、河流、鄉村、山林等自然景觀豐富變幻，更有機會探秘太魯閣族、阿美族原

住民風俗民情，讓來到花蓮觀光旅行者，在休閒中運動，愉悅心情、強健身體，

收穫滿滿。(舞動山水小騎兵花蓮美崙溪旁報導) 

   （三）小玩家報導 

全場演出：林胤佑 採訪記者：劉兆珩 文字編輯：陳旻劭  影像編輯：吳懿恩 

美麗七星潭 

這是我在七星潭玩水的照片，在海岸邊吹者海風很舒服呢!當天是陰天，所以爸

媽帶我出來走走，坐在大石頭上聽著海風在吹拂，彷彿大海在和你揮揮手呢! 

我和妹妹在用石頭堆城堡，同樣也打著光腳丫子，還有後方的媽媽不小心入鏡了。 

我和媽媽也一起坐在石頭上，打著光腳丫子，舒舒服服的度過美好的周末吧! 

大家看!後方的海水多清澈ㄚ，我手上拿著小汽車，一起享受美好的午後時光!!! 

壯闊太平洋 

花蓮港 

在炎熱的暑假中，我去了花蓮港參觀軍艦。在海洋中乘風破浪向前進，真帥。 

花蓮石梯坪海外 

搭乘賞鯨船，我和妹妹一上船就衝到前頭。船剛開動時，風平浪靜， 但是陽光

從海面反射，很刺眼。中間一小段出現浪，站在船上搖搖晃晃，有時還會被噴到

海水。 

刺激新樂園 

今年(2015)暑假，花蓮吉安地區設置了一個新的玩水區~~知卡宣公園，其中，我

最喜歡造浪池，真刺激！ 

   (四) 花蓮 FUN4 一夏 

    聯統日報主要是報導花蓮在地的新聞，暑假期間對於花蓮縣政府的新措施

，有詳盡的報導。記者張麗英提到「FUN 4」玩花蓮，創造旅遊新話題，營造東

台灣旅遊新興度假樂園！四大主題園區花蓮 3D 兒童親水樂園、知卡宣綠森林親

水公園、東大門夜市與太平洋公園受到全國各地旅客青睞，自上月初開幕迄今

吸引逾 55 萬人次造訪，縣府團隊不僅成功活化各閒置場域，也為在地觀光商機

注入活水。 

結合「3D 環境教育主題館」打造東部唯一 3D 兒童親水樂園。今年親水遊樂

設施規模超越宜蘭童玩節，是假日親子活動、戲水以及消暑的最佳場所，有「

3D 彩繪館」、「動漫電影館」、「超級英雄動漫館」、「積木館」等。此外，

更有熱氣球繫留體驗活動，可飽覽花東縱谷壯麗風景，適合全國鄉親闔家蒞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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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守相連 

（一）攜手合作--集會討論 

一、主題發想 

1.主題：暑假期間，花蓮多了好多玩水的地方。「2015 花蓮遨游季-3D 兒童節」

在鳳林鎮環保科技園區舉行。許多家長利用放假時間帶著孩子玩遍園區，滑水道

水花四濺，歡笑聲不斷，直呼過癮。真的是大人小孩的樂園，一整天都玩不夠！

『花蓮水好好玩』就成了我們討論的話題。 

2.隊名：升上五年級，我們編在 503 班，喜愛軍事戰術的我們，發想出『5 洞 3』

的說法，取諧音變成【舞動山水】，於是我們的隊名就在同學一致的同意聲中確

定了。 

二、任務分工 

1.懿恩：花蓮的溪流資料和檔案整理。 

2.兆珩：玩水的配備和安全注意事項。 

3.胤佑：玩水的照片和分享報告。 

4.旻劭：活動紀錄和文字撰寫。 

三、進度報告 

擬定專題研究方式與步驟，列出假設或設定問題，完

成小組分工表與研究時程表。 

四、資料整合 

小組資料蒐集、整理、歸納分析（說明資料來源）與老師ㄧ同研究資料。 

五、小組進行討論，解答相關問題，統整書面報告資料，撰寫研究成果，開始製

作上傳專題報告。 

六、分享與行動 

小組互動、分享研究

心得，完成專題簡報

與書面報告。使用電

腦與單槍投影機，在

503 班上，小隊分享研究成果。 

班上同學的回饋整理： 

1.主動積極的態度：主題式學習，自主進行學習，可

以學到解決問題的能力。 

2.小組合作學習：學習同學間的互動，與人溝通的技

巧進步。 

3.點子很多：成員腦力激盪，學習批判思考與技能，

培養共同研究的精神。 

4.電腦高手：熟悉、善用科技，學習網路資訊雲，整理研究討論的成果與呈現。 

    感謝大家聽我們的簡報，還有同學們熱情的掌聲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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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快樂旅圖 

知識的寶庫~來去圖書館 

    這學期閱讀活動課，老師規劃了『快樂旅

圖』課程，要向同學們介紹「知識的殿堂─圖

書館」。在旅程中，可以了解圖書館提供哪些

服務、圖書館是如何為各種資訊媒體進行分

類，並學習如何運用圖書館資源等等。 

 

    我這學期擔任圖書館小志工，當我得知要到圖書館當志工時，我心想這應該

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等到真的親身經歷後，我才知道當圖書館的服務人員是多麼

的辛苦。因為圖書館內的書籍是分門別類的收藏，所以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編

號，也有自己的位置，我們要一本本的將書籍送回它應該住的地方，真的不輕鬆

呀！ 

    這次圖書資料任務中，我立刻想到利用檢索的方式找書，雖然列出了許多

書，但是架子上並沒有這麼多。我想，除了被同學借出以外，沒有依照編號擺放

才是最麻煩的源頭。我也在分享報告中告訴同學們，分類號 300 是自然科學類，

和這一次研究的主題最相關。這一趟，只要跟著我們踏上快樂旅「圖」，不但學

到一生受用不盡的資料查詢功力，更是一趟滿載而歸的豐富之旅喔！ 

     (三)行動電影院 

有聲有色有影無 

    花蓮溪流的鳥類資源相當豐富，有麻

雀、大白鷺、中白鷺、小白鷺、夜鷺、洋燕、

紅鳩、鳥頭翁、大捲尾、褐頭鷦鶯、黑頭文

鳥、紅冠水雞等。 

 

   爸爸帶我到東華大學圖書館，使用線上檢索系統，

找到了一片影音光碟。借出來以後在學校教室，利用

午休時間一起觀賞。 

 

    因為拍攝鳥類畫面不容易，於是我們在網路上找

到幾部現成的鳥類影片，觀察溪流的鳥類活動，並交

換意見。以下是影片欣賞中的照片。 

 

    相當豐富且數量不斷增加的影片資源，讓我們的任務增添不少樂趣。不過在

YouTube 網站上，最令我們頭痛的就是連線品質問題，影片無法順暢的觀賞、甚

至是播一半卡住，讀取不出來的情形，佔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時間。向學校資訊老

師反映，老師說正準備幫我們班裝設無線網路分享器，解決訊號不良的問題。(舞

動山水資訊小幫手最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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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溪」奇古怪(發現的問題) 

（一）缺水 

花蓮區暫不缺水，仍要節約。 

    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指出，大花蓮地區暫無缺水之虞，目前每天在娑

婆礑溪、地下取水，足以供應花蓮、吉安、新城、景美等用戶每日九萬多噸用

水，不過水公司仍呼籲，花蓮地區無水庫，無法蓄豐濟枯調配水資源，每一滴

水都很寶貴，仍要節約用水。尤其在颱風季節來臨前，都要珍惜水資源節約用

水。 

 

  （二）汙染 

    蘋果日報記者李光濱在花蓮報導提到「看見台灣」電影空拍出台灣山林水域

變色，今天壹週刊再爆出位於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工業區的中華紙漿廠，涉嫌偷

排廢水汙染花蓮溪。中華紙漿廠事業部協理曾國元指出，廠區旁水溝排放的水

呈現咖啡色是因含有木質素，是無毒無害。 

    平常，我們把水看得很普通，也不管喝到的水健不健康，那麼，我們喝到

的水健不健康呢?水要飲用前，需要煮沸才能飲用，而且不能飲用自來水，有很

多細菌，但有些工廠隨便排廢水，汙染了我們要喝的水，使水裡有過多的重金

屬，讓我們國民的健康每況愈下，所以喝水以前要注意有沒有被汙染，才能喝

到健康的水。 

 

   （三）危險 

玩水需要配備，不然會發生危險。 

以下是我們整理出的玩水配備 

    每次，當孩子提出「放假可以去玩水嗎?」家長們都會說「不行。」大部分

家長會覺得「好麻煩、不安全」，為了讓爸媽放心，那，要準備什麼物品最重要

當然是泳衣、蛙鏡泳帽是少不了的。而其他如游泳圈、浴巾、防曬等…還有什

麼？挑選哪個地點才安全呢?一定要在有救生員的戲水場所；還有注意在溪流旁

邊有沒有「禁止戲水」的標誌，這樣才安全喔! 

 

參、結論 

一、山高水深河短砂多： 

      經過資料蒐集和實地走訪後，我們發現了花蓮境內的河川多半都因為地

形走向的影響，而造成波度落差大、集水不易的現象。河流也因此多呈現水流

1.防曬 2. 游泳帽 3. 游泳圈  4. 坐式游泳圈  

5. 海灘球 6.打氣戲水池 7. 泳衣 8.泳褲 

9.大毛巾 10. 水槍 11. 海灘褲 12. 蛙鏡 

13. 墨鏡 1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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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急，且在下遊處容易淤積砂石。也延伸出河川疏濬與砂石利用的問題，也都

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面向。 

二、引水發電飲水護生： 

    在花蓮境內的溪流也因為流速較快，透過地形落差的水流能量轉換。也使

得花蓮擁有發展水利發電之優勢，在河川的中上游處也多設有水利發電之設施或

廠房，生產出的電力也能為花蓮民眾生活之所用。在每條溪流也都有集水區或水

源地，透過設置的水圳和溝渠作為連結淨水場之要道讓原水能經過沉澱與淨化的

歷程，進而成為民生用水之源頭。 

三、水清魚現場淨壩穩： 

    河川運用在花蓮而言，也因天然資源與條件，讓花蓮的各項用水無虞。而

目前花蓮也正以積極朝向引入無汙染和無煙囪的產業，讓花蓮的水源仍可維持潔

淨的狀態。對河川地的保育和水土保持工作來說，終極目標仍是要讓花蓮能夠永

續使用這樣乾淨而無汙染的水資源，水資源保育對花蓮而言仍為要務。 

四、天然人工安全第一： 

    對於開發建設而言，相對地仍舊會造成破壞。對於當前的水資源應用與集

水區開發，仍有造成水資源汙染、集水區破壞、山坡地過度開發甚至是土石流等

問題。而當我們在享受自然時，也必須注意安全問題，而免受大自然反撲之害。 

五、「洄瀾」珍「eye」水： 

    首先，在花蓮當前水資源使用雖無使用之虞，正所謂「有水當思，無水之苦

」。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得在一些適當的場合於時間教導民眾節水、用水、惜水

的正確觀念。再者，針對水域安全問題，相關當局也需要持續各界宣導水域安全

之議題，並加強對違法或失當者之取締。最後，環境保護之時效性應是全面而無

時間之差異，在近年來在許多藉由空拍影片或照片之影片檔案揭露下，讓我們看

見了在台灣的一些角落水資源正受到傷害，執法者有片刻之縱容，都會讓這些違

法者有機可循，而讓我們的水資源承受更多不必要之傷害，因此必要且加強的取

締仍有待相關當局的努力，和民眾正確意識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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