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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段基本設計原則 



上位指導計畫--微笑水岸計畫 
 2軸  9組團      8段-5分區 

•水環境第一批次計畫佈設了重要之點位計畫 

•水環境第二批次計畫中將其與相關水岸計畫串連成線 

•水環境第三批次計畫(本案)，著重於自然生態及人為活動的連接與節點，構築點線

成網，完善微笑水岸網絡，讓新竹市的水環境相互交織 

柯子湖 
-濕地生態 

頭前溪運動生活 

溪浦子-濱水田園 

舊港島-溪海景觀 

漁人碼頭- 
港區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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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河濱生態帶、加值濕地多樣性、改善既有活動場域 
打造一條生態保育、休閒休憩及環境優化兼具的微笑新竹左岸 地景再造 



湳雅取水口 

隆恩堰取水口 

農田 

農田 

河岸高草 

頭前運動公園 

前溪草原 

飛行草原 

柯子湖溼地 

溪埔子溼地 

水源草原 

舊港草原 

千甲里空氣品質淨化區 

 人工濕地強化棲地營造及原生水生植物復育 

• 現有兩處濕地之外來種植物佔有相當優勢及高比例之覆蓋度，為發揮濕地淨化及物種棲地

功能，本計畫將強化外來物種移除暨防治，以維持棲地多樣性。 

• 強勢外來種清除採取分區作業，避開敏感的野生動物繁殖季節，、保留一定面積植群供做

野生動物「避難所」的做法。在植生恢復後，野生動物也會迅速地再次出現在濕地中 

 

• 自然演替草原，再造新生荒野 

如舊港草原、水源草原及空氣品質淨化區。這些草

原長草區將成為生物過境場所或棲地，可以提供部

份野生動物活動和做為生物觀察之用。 

 

活動草坪低度維護管理、自然演替草原再造新生荒野 

• 主要活動草坪以低維護短草兼顧活動使用及維管頻率 

 如運動公園草坪(活動及遊戲)、前溪草原(社區休閒使用)及飛行草原

(臨自行車道核心服務區及機場)定期割草維持短草。 

 

自然演替草原 
主要活動草坪 

人工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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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空間規劃設計概念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04年調查繁殖季與非繁殖季，共記錄到15 目38 科94 種。除少數幾種為留鳥， 大多數都是過境或前來台灣度冬的水鳥或候鳥。鷺科的停棲或是夜棲點大都位於穩定的河中島， 如： 河口（ 竹港大橋）或是比較穩定的堆積面河灘地， 如： 主流的國道三號橋。鷺科在築巢時對環境變動與人為干擾十分的敏感，鷺鷥林的存在， 可以視為該河段的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都相當的穩定的指標，值得維護。喜好在開闊地的芒草或沙地環境， 如鶯科、棕沙燕、台灣夜鷹等， 其數量與分佈也可作為評估棲地是否穩定的參考。整體調查結果顯示整個頭前溪流域的鳥類組成雖然沒有發現太多珍貴稀有或是名列保育類的物種，但鳥類組成與數量仍然相當豐富，部分樣點雖然存在人為活動或干擾， 但程度都不大問題：外來歸化種影響原生種生存鷺科的停棲或是夜棲點大都位於穩定的河中島， 如： 河口（ 竹港大橋）或是比較穩定的堆積面河灘地， 如： 主流的國道三號橋。鷺科在築巢時對環境變動與人為干擾十分的敏感，鷺鷥林的存在， 可以視為該河段的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都相當的穩定的指標，值得維護。喜好在開闊地的芒草或沙地環境， 如鶯科、棕沙燕、台灣夜鷹等， 其數量與分佈也可作為評估棲地是否穩定的參考。保育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紅隼、彩鷸、領角鴞、黃嘴角鴞、八色鳥、台灣畫眉等應予保育：喜鵲、台灣紫嘯鶇、鉛色水鶇及紅尾伯勞特有種：台灣紫嘯鶇特有亞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竹雞、棕三趾鶉、珠頸鳩、金背鳩、黃嘴角鴞、五色鳥、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台灣畫眉、繡眼畫眉、大彎嘴、小彎嘴、山紅頭、頭烏線、紅嘴黑鵯、白頭翁、白環鸚嘴鵯、鉛色水鶇、黃頭扇尾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黑枕藍鶲、棕背伯勞夏候鳥：黃頭鷺、中杜鵑、八色鳥



重點區域入侵種清除 
• 入侵種生性強健且多排他性，嚴重影響本土植物生存空間、造
成植群種類單一化等問題 

• 針對重要景觀路段、人為活動區塊及生態棲地區域進行人工方
式清除入侵種並新植原生及適生及速生植物。 

 

 

 

 

主要人為活動區及自行車道側自然雜林清整 
• 保護使用者與小動物之安全，枯枝斷木予以疏伐 

• 鄰自行車道或活動區域處，應清整下方高草，清整2M寬之緩衝
綠帶，作為分隔帶。 

 

植物保育及復育 

•  加強台灣大豆保育(第三級特稀有物種)竹港大橋、溪州大橋、
頭前大橋高速公路橋均為其生育地，應加以現地保育。 

•  濕地區之生態池加強原生水生植物復育。 

 

新植速生種 
(相思樹、茄苳、血
桐、山黃麻等) 

            

挖除植株 

發芽 

挖除新芽 

湳雅取水口 

隆恩堰取水口 

重點區入侵種清除 
自行車道 

林帶 
保育及復育 

台灣大豆 

銀合歡 大花咸豐草 槭葉牽牛 象草 

木麻黃 水柳 甜根子草 

入
侵
種 

優
勢
種 

黃槿 朴樹 光果龍葵 構樹 水柳 

田菁 烏臼 苦楝 山黃麻 

誘
蝶
誘
鳥 

五節芒 

甜根子草 開卡蘆 

李氏禾 苦楝 山黃麻 
水
岸
植
物 

植被處置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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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 

河岸樹林 高草 

樹林 

高草 人類活動 
草叢藏匿、
食物 

河濱環境生態鏈 

果食誘鳥 

水鳥覓食、
棲息 

草叢生物吸
引猛禽 誘蝶、蜜源 

樹林棲息、
育雛 

• 鳥類以樹林數量與種類最多， 其次為河床以及灌叢。 
• 整體調查結果顯示，並未發現太多珍貴稀有或保育類。 
• 鳥類是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穩定的指標，需充足的食物(植物果實、昆蟲、小型
動物等)、良好的棲地(茂密樹林、種類多樣化複層、高草等) 

•  保留生物與人類活動之緩衝空間，若棲地穩定則建議保留現況；若棲地植被須
做加值或強化綠廊連結，建議新植誘蝶誘鳥之原生植物。 

濱溪綠帶、溼地、堤防林帶 
 

濱溪綠帶、活動草地、堤防林帶 

河岸高草 

水流緩慢，鷺科、雁鴨科棲息於河中島。 

河岸有小型鷸科鳥類，稻

田則吸引雀類覓食。 

人為活動多，零星雁鴨科以及鷿

鷈科。 

多為草叢鳥類，如鶯科、

棕沙燕、台灣夜鷹等，偶

見水鳥。 

•舊港島上鷺科群聚，應強化保護。 

•河灘地荒野保留，自然演替 

•農田區清除入侵種，並加植原生植被。 

•本區為霜毛蝠覓食區(珍希物種)。低干擾規劃 

•河灘地及濱溪綠帶荒野保留，自然演替 

•清除入侵種，並加植原生植被。 

農田 
稻田吸引雀類覓食。 

農田 
•水岸加植水柳及高草

灌叢 

雁鴨科水鳥族群、燕子、夜鷺、大捲尾

及白鷺鷥等。 

•水岸加植誘蝶、誘鳥植物 

防風林 

有限人為介入-後續計畫區位 

有限人為介入-後續計畫區位 
強化棲地營造 
本案計畫 

強化棲地營造 
本案計畫 

鳥類棲地營造及保育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04年調查繁殖季與非繁殖季，共記錄到15 目38 科94 種。除少數幾種為留鳥， 大多數都是過境或前來台灣度冬的水鳥或候鳥。鷺科的停棲或是夜棲點大都位於穩定的河中島， 如： 河口（ 竹港大橋）或是比較穩定的堆積面河灘地， 如： 主流的國道三號橋。鷺科在築巢時對環境變動與人為干擾十分的敏感，鷺鷥林的存在， 可以視為該河段的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都相當的穩定的指標，值得維護。喜好在開闊地的芒草或沙地環境， 如鶯科、棕沙燕、台灣夜鷹等， 其數量與分佈也可作為評估棲地是否穩定的參考。整體調查結果顯示整個頭前溪流域的鳥類組成雖然沒有發現太多珍貴稀有或是名列保育類的物種，但鳥類組成與數量仍然相當豐富，部分樣點雖然存在人為活動或干擾， 但程度都不大問題：外來歸化種影響原生種生存鷺科的停棲或是夜棲點大都位於穩定的河中島， 如： 河口（ 竹港大橋）或是比較穩定的堆積面河灘地， 如： 主流的國道三號橋。鷺科在築巢時對環境變動與人為干擾十分的敏感，鷺鷥林的存在， 可以視為該河段的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都相當的穩定的指標，值得維護。喜好在開闊地的芒草或沙地環境， 如鶯科、棕沙燕、台灣夜鷹等， 其數量與分佈也可作為評估棲地是否穩定的參考。保育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紅隼、彩鷸、領角鴞、黃嘴角鴞、八色鳥、台灣畫眉等應予保育：喜鵲、台灣紫嘯鶇、鉛色水鶇及紅尾伯勞特有種：台灣紫嘯鶇特有亞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竹雞、棕三趾鶉、珠頸鳩、金背鳩、黃嘴角鴞、五色鳥、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台灣畫眉、繡眼畫眉、大彎嘴、小彎嘴、山紅頭、頭烏線、紅嘴黑鵯、白頭翁、白環鸚嘴鵯、鉛色水鶇、黃頭扇尾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黑枕藍鶲、棕背伯勞夏候鳥：黃頭鷺、中杜鵑、八色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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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 



農田 

農田 

農田 

農田 

隆恩堰取水口 

河岸高草 

1 

2 

3 

農田 

農田(生態嵌塊) 

林帶 
水路 
自行車道 

湳雅取水口 

4 

4 

生 態 配 置 規 劃 原 則 

現況生態檢視-綠色基盤整理 

河灘地自然演替，保持荒野 

主要生態林帶保留及加値 

 

• 河濱生態帶保留不可開發 

• 防風林帶保留及管理，強化生態綠廊連結 

• 堤防林帶保留並加值 

• 人為活動場域增設緩衝綠帶強化生態綠廊連結 

• 水圳支流水綠帶強化多樣棲地營造 

 

農田防風綠籬及生態帶 

水源出入口段排水道 1 

鐵道橋下排水道及林帶 2 

3 現有林帶及水路為野生動物的居所與臨時庇護網絡 

農田與運動園區 4 
應增設緩衝綠帶並盡可能降低疏伐行為 防風林 5 堤防林扮演快速道路及河濱間的緩衝角色 

3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04年調查繁殖季與非繁殖季，共記錄到15 目38 科94 種。除少數幾種為留鳥， 大多數都是過境或前來台灣度冬的水鳥或候鳥。鷺科的停棲或是夜棲點大都位於穩定的河中島， 如： 河口（ 竹港大橋）或是比較穩定的堆積面河灘地， 如： 主流的國道三號橋。鷺科在築巢時對環境變動與人為干擾十分的敏感，鷺鷥林的存在， 可以視為該河段的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都相當的穩定的指標，值得維護。喜好在開闊地的芒草或沙地環境， 如鶯科、棕沙燕、台灣夜鷹等， 其數量與分佈也可作為評估棲地是否穩定的參考。整體調查結果顯示整個頭前溪流域的鳥類組成雖然沒有發現太多珍貴稀有或是名列保育類的物種，但鳥類組成與數量仍然相當豐富，部分樣點雖然存在人為活動或干擾， 但程度都不大問題：外來歸化種影響原生種生存鷺科的停棲或是夜棲點大都位於穩定的河中島， 如： 河口（ 竹港大橋）或是比較穩定的堆積面河灘地， 如： 主流的國道三號橋。鷺科在築巢時對環境變動與人為干擾十分的敏感，鷺鷥林的存在， 可以視為該河段的河岸棲地及溪流生物都相當的穩定的指標，值得維護。喜好在開闊地的芒草或沙地環境， 如鶯科、棕沙燕、台灣夜鷹等， 其數量與分佈也可作為評估棲地是否穩定的參考。保育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紅隼、彩鷸、領角鴞、黃嘴角鴞、八色鳥、台灣畫眉等應予保育：喜鵲、台灣紫嘯鶇、鉛色水鶇及紅尾伯勞特有種：台灣紫嘯鶇特有亞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竹雞、棕三趾鶉、珠頸鳩、金背鳩、黃嘴角鴞、五色鳥、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台灣畫眉、繡眼畫眉、大彎嘴、小彎嘴、山紅頭、頭烏線、紅嘴黑鵯、白頭翁、白環鸚嘴鵯、鉛色水鶇、黃頭扇尾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黑枕藍鶲、棕背伯勞夏候鳥：黃頭鷺、中杜鵑、八色鳥



高架橋下堤防坡地 

 

 

 

河岸高灘地 

 

 

 

水岸天然植被 

 

田菁 大花咸豐草 

李氏禾 開卡盧 

銀合歡 象草 開卡蘆 水竹葉 

水柳 含羞草 狗牙根 甜根子草 銀合歡 馬纓丹 

大花咸豐草 象草 五節芒 李氏禾 牛筋草 

朴樹 銀合歡 大花咸豐草 楲葉牽牛 木麻黃 構樹 

本地區共分成三大區域，分別是高架橋下堤防坡地、河岸高灘

地、河岸天然植被，各區段之主要植物資源詳右圖： 

河岸的灘地公園以草地為主，主要活動區

受人為定期修剪高度多不超過50公分，並

有部分人為栽植之植物，其他區域則多為

高草區。 

以甜根子草佔絕大多數，在河岸溼

地則有相當數量的水柳、水竹葉等

組成第一線河岸面貌。 

木本植物以銀合歡最優勢，構樹、山黃麻、山芙蓉、相思樹、

羅氏鹽膚木次之。 

高架橋下堤防坡地 公園草地、河濱高草 水岸天然植被 

前溪草原至溪埔子濕地段，主要由許

多蛇籠以及卵石所組成，且無明顯的

分層，植物以木本植物為主。 

國道一號橋至頭前大橋則樹蔭遮蔽，

底部複層豐富。 

現況生態檢視-植物資源 

10 



現況生態檢視-動物資源 

動 物 資 源 

目前常觀察動物形式多類同一般市區所見，如麻雀、疣尾蝎虎等，其餘具調查價植物
種多為零星發現，較難有完整系統性的觀察。 

麻雀 

小彎 
嘴畫眉 

霜毛蝠 

台灣 
灰麝鼩 

澤蛙 

面天樹蛙 

疣尾蝎虎 

中國 
石龍子 

薄翅蜻蜓 

黑翅鳶 

紅尾伯勞 

優 
勢 
物 
種 

特
有
種 

保
育
種 

頭前溪生物調查 

鳥類 
以樹林數量與種類最多， 其次為河床及灌叢。本段共記錄到15目38
科94種。除了少數幾種為留鳥外，絕大多數都是過境或前來台灣渡
冬的水鳥或候鳥。 

哺乳類 
本段多可見到為小型囓齒目，食蟲目及兔形目動物。 
其中霜毛蝠在台灣相當少見，為中型的食蟲性蝙蝠，每年4~9月棲息
於新竹市，而頭前溪流域為其覓食區，相關研究團隊有針對此種蝙蝠
做推廣及保護。 

爬蟲類 
在靠近下游的竹港大橋、新庄里、溪洲大橋、頭前溪 
橋以及上游的新中正大橋和竹林大橋均有發現 

昆蟲 

目前本段蝶類記錄了仍然多為在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地 

區可以見到的種類。  

頭前溪特色左岸過去因人文活動頻繁，活動區域遍佈頭

前溪左岸， 為生態敏感度低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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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野鳥學會 

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針對新竹左岸基地環境生態及植被改善方向，藉由訪談「荒野保護

協會─新竹分會」、「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新竹野鳥學

會」，蒐集專業建議及看法： 

• 鳥類最重要之棲地條件為「食物、安全」 
    鳥類數量與食物呈正成長，可透過種植誘蝶誘鳥植物，吸引蝴蝶同時吸引鳥類來

覓食。 

• 及膝高度之植被，為哺乳類棲息空間及鳥類繁衍環境 
哺乳類動物會吸引猛禽前來覓食，而芒草供鳥類築巢，不應過度清除，需謹慎

規劃植栽配置與替換種類。 

• 外來種須複次清除並新植速生植被 
外來種清除不易，清除後新植速生種植被(陵果榕、構樹、鹽膚木、樟樹、香楠

等等)。  

•  不改變原環境為最佳處理方式，一草一木均有價值 
首先仍須去除入侵種，並新植速生原生種，以恢復生態多樣性。 

• 不建議未來設置鳥類觀景平台，越少人為干擾越佳。 

• 鳥會有意願參與相關生態導覽，未來也可發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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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家訪談與重要議題彙整 



柯子湖人工溼地 

水源草原 

頭前運動公園 

飛行草原 

舊港草原 
溪
州
大
橋 

1 
2 

全區索引圖 

綠地保留 

工程範圍 
(含全線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 

施工便道 

施工便道1(經國大橋下) 

1 

2 

溪埔子人工溼地 

施工便道2(千甲出入口) 

施工便道3(仰德出入口) 施工便道4(前溪出入口) 

施工便道5(舊社出入口) 

施工便道6 
(東大路三段110巷) 

施工便道7(港美路) 

前溪草原 

農田 

千甲空氣品質淨化區 

農田 

農田 

1.迴避 
現有工區範圍內之既有樹木，除侵略性強之外來
種銀合歡予以清除，其於綠地應先行考量迴避原
則予以保留。 

2.縮小 
應限縮施工範圍，以減少可能對於週邊林帶及臨
水植物之干擾，施工期間工程圍籬、告示牌等設
施物，應在安全及符合規定的原則下，縮小對工
程周邊環境之影響。 

3.減輕 
(1)本案工程範圍均劃設於已開發之人為活動區，
設計以最減量、不設置過多人為設施為原則，減
少人為干擾。 
(2)人工溼地及生態池等區域，減少設施物設置，
僅針對既有設施及動線進行優化，減輕對環境之
干擾。 

4.補償 
於補植及新植植栽等景觀改良部份，應優先考量
適合當地生長之原生植物種類，並以加值環境生
態豐富度為宗旨；其次為非當地原有之原生植物，
同時儘量清除當地既有之外來入侵植物。 

生態保育對策 

本計畫貼合新竹市左岸發展願景，以再造河濱生態帶、創造濕地多樣性、改善既有活動

場域為目標，以核定之計畫在集中人為活動的前提下，進行了高灘地運動場域與廣場、

草原空間的設置與疏理。 
透過頭前溪流域生物調查結果可知，頭前溪生物大多為市區常見物種陸域生物除候鳥或

過境停留的生物，偶見珍貴稀有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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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計畫及分期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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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國
大
橋 

國
道
1
號
橋 

溪
州
大
橋 

鐵
路
橋 

頭
前
大
橋 

頭     前    溪 

舊
港
大
橋 

竹
港
大
橋 

工程分期及工作內容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
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前溪
草原與河堤空間、狗狗公園優化工程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溪
埔子濕地及柯子湖溼地優化工程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
生態池與渠道優化工程 

既有自行車道與橋下空間優化及植栽整理加值 

• 自行車主線道鋪面優化 

• 沿線廢棄物請整 

• 經國大橋及中山高架橋下小型自行車休憩節點設置 

• 沿線景觀植栽意象建立 

• 自行車道里程數標示 

工程分期 

本案分為4期工程包，名稱及範圍如下圖： 

工程內容 

服務及維管據點設置與狗狗公園場域營造 

• 自行車道服務據點及設施營造 

• 維護管理據點設置 

• 狗狗公園優化 

左岸前溪草原與河堤空間營造 

• 堤頂活動空間優化 

• 堤側鋪面、植栽及遊憩空間加值 

• 前溪草原整理 

既有溼地空間加值營造 

• 溪埔子濕地及柯子湖濕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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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期一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前溪草原與河堤空間、狗狗公園優化工程 

前溪草原 

狗狗公園 

自行車道 

施工便道 

• 前溪草原與堤防空間優化及植栽整理加值。 

• 自行車濱溪支線鋪面改善。 

• 狗狗公園設施提升及周邊環境清整。 

基地位置圖 

前溪草原 

頭前運動公園 

施工便道4(前溪出入口) 

工程範圍圖 



1. 橋下堤防則為周邊居民重要之生活休閒交誼廊道，但整
體環境品質及景觀有待提升。 

2. 橋下交誼廊道積極利用 

3. 強化堤內外人行串連可及性及滿足社區居民休閒遊憩使
用需求，解決社區活動空間不足問題。 

4. 針對區域廣闊灘地以分層帶狀緩衝概念進行規劃，整理
成適合不同活動性質及擁有優質景觀的綠色活動基底。 

 
 

運動娛樂活力特區/ 新生荒野區 競速極限地景/人為活動區 

前溪草原現況 

堤頂廊道現況 自行車道及櫻花綠廊現況 自行車道及體健區現況 

現 況 環 境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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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溪 草 原 



社 區 堤 頂 休 閒 廊 道 提 昇 

1. 堤頂生活廊道改善步道面層、休憩設施及周邊界面銜接以提
升整體景觀及環境品質 

2. 堤坡及堤下空間整合設計，依區段環境特色設置遊戲場、休
憩區、體健區及綠化帶。 

 

 

A 創意遊戲場 利用堤防遮蔭及高差創造地景式滑梯及攀爬遊戲場，串連既有遊戲空間，打造100M遊戲廊道 

B 健康體健場  保留堤下現有體健運動場，堤頂步道整合設計 C 堤頂休憩及眺景出挑平台 鄰稻田段設置出挑平台提供賞景及休憩 

A 創意遊戲場 

B 健康體健場 

C 堤頂休憩及眺
景出挑台 

兒童輪動遊戲場 

前溪活力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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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溪自行車道 

前溪活力草原 

草原步道 

濱溪荒野灘地 
野花草原 

分層帶狀緩衝綠帶營造優質景觀的綠色生態及人為活動
基底 

前溪草原景觀改善與優化 

1. 配合檢討漫淹頻率及周邊社區需求，以分層帶狀緩
衝概念進行規劃 

2. 以營造低維管之大面積活動草坪為優先 

3. 保留多數樹叢灌籬以維護既有微棲地 

4. 利用區內挖填平衡創造地形變化之優質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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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溪草原景觀改善與優化 

全區平面索引圖 
前溪廣場 

木平台 

木平台剖面圖A 

木平台剖面圖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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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平面索引圖 

前溪草原景觀改善與優化 

前溪廣場 

木平台 

A B 

前溪廣場剖面圖A 

前溪廣場側面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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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公園 
 

大狗公園 
 

橋下空地 

綠地 

A. 橋下廣場與狗狗公園、橋下空地關係 

B. 狗公園與橋下空地間綠地 

C. 現況鋪面多處龜裂 

狗 狗 公 園 
現 況 環 境 調 查 

大狗公園 

小狗公園 

A 
B 

現況平面配置圖 

閒置空地 



狗 狗 公 園 設 施 提 升 

1.依狗型態分區（大型／小型），將大小型犬分開 

2.遊戲器材鄰圍籬分散佈置，中央留設開放式活動空間。 

3.設置狗便袋供應處及封閉式垃圾桶、飲水設施等。 

4.利用橋下空間並設置遮蔭棚(可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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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公園 

大狗公園 休憩空間 
(橋下廣場) 

雜木清整 

鋪面更新 

橋下廣場 

多功能橋下廣場提供市民遮蔭之停等及
休憩空間，廣場中央保持開放，以滿足
運動公園多樣化活動使用需求。如作為
市集、體育活動及自行車友聚會及集會
廣場。 

永久綠地 

設計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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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公園設施詳圖 

H=1.2m圍籬 

封閉式垃圾桶 狗便袋 栓狗柱 狗狗清潔與飲水機 

雙層門 新設休憩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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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翹板 

獨木橋 

跳高輪圈架 

A型板 

輪胎隧道 

斜坡跳高木平台 曲型板 

S型桿 

T型坡 

狗狗公園設施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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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 

自行車道 

施工便道 

溪
州
大
橋 

溪埔子人工溼地 

施工便道6 
(東大路三段110巷) 

柯子湖人工溼地 

施工便道1(經國大橋下) 

施工便道2(千甲出入口) 

工程分期二─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溪埔子濕地及柯子湖溼地優化工程 

• 溪埔子溼地及柯子湖溼地空間加值營造 

• 外來植栽清除 

• 閒置空間重新規劃 

• 環教場域營造 

 

 

溪
州
大
橋 



頭 前 溪 

武 

 陵 

  橋 

沉澱池 

溪 埔 子 濕 地 人 工 溼 地 

教學池 

頭 前 溪 

經
國
大
橋 

千
甲
里
空
氣
品
質
淨
化
區 

野
餐
草
原 

柯 子 湖 人 工 溼 地 

教學池 

生物對人工濕地棲地的依存關係示意圖 

強化”生命多樣性為重” 
”本土性生態物種使用”的加值營造 

動物因攝食、棲息或求偶等活動，在人工溼地裡緊密的與植物

相互依存。以本土原生水生植物為主要植相的人工溼地，便自

然而然地吸引本土動物前來利用。由於食物網的環環緊密連結，

人工溼地在保育本土水生生物多樣性上，成為極重要的一個場

域。 

各種鳥類對棲地的依存要求不同，營造多樣化之棲地及本土性

植物的使用將有助於吸引關鍵物種鳥類來本基地棲息。 

濕地淨化池之分區功能 

1 
2 3 4 

5 

1 2 3 4 
5 

濕 地 棲 地 營 造 加 值 



香 蒲 
 

第一密植區 
• 平均水深為 0.2 公尺，利用吸附、過濾懸浮固體能力較強的水生植物發
揮過濾效果，大多是密植挺水、耐污染的水生植物。 

• 柯子湖濕地現況植有水芋、台灣水龍、桃園藺、東亞黑三稜、水蕨 
• 溪埔子濕地有田字草、白苦柱、香蒲、圓葉節節菜、蘆葦、水芋、開卡
蘆、  紅辣蓼 

 

  

水辣蓼 

濱 溪 緩 衝 綠 帶 
濱溪綠帶加植耐風原生喬木以減緩干擾、增加阻擋寒流、躲避颱風或提
供停棲地與樹林，以避免小型棲地因邊緣效應而減少之有效面積。 

黃 槿 台灣海桐 

第一密植區加植構想 
水岸邊加植水柳及蘆葦、開卡
蘆、香蒲等挺水型植物，以及
淺水型濕地的營造，藉以吸引
如紅冠水雞或其他小型鳥類之
築巢的機會。 

開放水域加植構想 

建議建議加厚水岸生態綠帶，
加植夏季生長的台灣水龍、
水丁香，秋冬生長的水辣蓼、
水苦蕒等 

第二密植區加植構想 

建議加植覆瓦狀莎草、蘆葦、開卡蘆、香蒲
的挺水型植物，以及淺水型濕地的營造，藉
以吸引如紅冠水雞或其他小型鳥類之築巢的
機會。 

開放水域 
• 該單元具有寬廣水域，平均水深為 0.6 公尺，「以沉水性植物為主，
提供微生物氧氣，以分解有機污染物質，特別是讓硝化菌把氨氮污染
物轉化硝酸鹽類。 

• 柯子湖濕地現況植有野薑花、燈心草、荸薺、三儉草、田字草、大萍
等 

• 溪浦子濕地植有台灣水龍、東亞黑三陵、三儉草、水蕨等。  

第二密植區 
• 平均水深為 0.4 公尺以開闊的淺水域，再次密植挺水性植物，利用茂
密的枝葉，營造溶氧較低的環境，讓厭氧類的細菌微生物工作，把硝
酸鹽類轉化成無害的氮氣；另一方面也再進一步利用植物根吸收水中
的有機及無機物質 

• 現況植有水竹芋、台灣水龍、桃園藺、東亞黑三稜、水蕨等  

濱溪緩衝綠帶加植構想 

建議濱溪及濕地岸邊加植如
黃槿、台灣海桐、水柳等耐
風原生喬木 

蘆 葦 

覆瓦狀莎草 

水苦蕒 

開卡 蘆  

台灣水龍 

水 柳 

強化”生命多樣性為重” 

”本土性生態物種使用”的加值營造 



生態池強化生態核心營造及原生水生植物復育 
• 當污水通過第二密植區後，水中污染物濃度已降低到
不具生態危害性，而水中剩餘的氮、磷等營養鹽也正
好可以維持生態系統的生產力。適合最多種類的水生
植物，為全區的生態核心。 

• 柯子湖現況植有水竹芋、無翅莎草、田蔥、野慈姑等 

• 溪浦子生態池植有野荸薺、睡蓮、三儉草、台灣萍蓬
草等 

池中陸島 
• 陸島具有可供鳥類躲藏隱密環境且防止流浪貓犬干擾
之作用，現況已成為重要鳥類棲息環境，定期清除外
來種以避免島上棲地單一化。 

• 視棲地現況評估，部分綠島增加擺放大型枯木等設備，
增加水域鳥類、龜類的停棲環境。 

生態教學池 
• 以提供近距離展示及解說教學為目的，故配置整理現
有水池及植物社群為基礎，種植多樣化植生及枯倒木、
淺灘、塊石多孔隙環境營造，並強化解說設施。 

 
生態草溝 
• 整合灘地排水需求，利用細整地營造淺積水環境並適
度進行植栽整理營造蜻蛉目種類適生棲地，蜻蛉目種
類與數量的提升可吸引白腹秧雞、紅冠水雞以及保育
類的彩鷸等鳥類與蛙類棲息。 

建議利用較佳的水質條件，復育低海拔
濕地的原生水生植物，整理現有水池及
植物社群為基礎，引進原生的水生植物
如台灣萍蓬草、大安水蓑衣、雲林莞草、
燈心草、東亞黑三稜、各種莎草及常見
的原生水生植物。 

因應生態池水域型態的多樣性變化，植栽包含挺水型、浮葉型與漂浮型等三大類型，並可利用較佳
的水質條件，復育低海拔濕地的原生水生植物。 

台灣水龍 野荸薺 

田蔥 台灣萍蓬草 

 大安水蓑衣 

 大安水蓑衣
東亞黑三稜 

生態池加植構想 



沉澱池 

第一密植區 

開放水域 第二密植區 
生態池 

生態教學池 

左岸千甲越堤道 

• 灘地外來種植物高覆蓋度，大面積景觀呈現荒野化 

• 濕地淨化成果已具成效，池內的陸島已成為鳥類等警覺性較高的物種
喜愛的棲地 

• 但水岸邊緣缺乏豐厚之高莖植物綠帶及喬木，提供遮擋及遮蔭，棲地
條件有待加強。 

 

柯 子 湖 溼 地 

現況環境 

 
1 
 

5 

 
3 
 

 濕地邊緣缺乏豐厚高莖植物綠帶及喬木提供生物遮擋及遮蔭 

 
2 橋下空間銜接千甲出入口且開闊遮蔭，可作為重要交通服務及休憩據點 

2 

現況節點廣場空曠且缺乏遮蔭，灘地裸漏或銀合歡及象草蔓生，民眾使用率不高 
 
3 
 

4 

現有生態教學池生態多樣性不足 

6 

6 

4 

4 

(8公頃， GL+29.7 Q20+29.71 ) 

現有池中綠島已見鷺科棲息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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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鐵馬驛站或環境教育服務據點 

• 環境教育場域營造及完整路徑串連 

• 動線重整分流，確保自行車及觀察活動安全 

• 生態優先，設施減量及多樣化棲地營造 

高速公路橋 
左岸千甲越堤道 

動線分流-主要環教
及觀察步道 

濕地水岸生態綠帶強化 鋪面減量 橋下服務據點 
生態池及解說池生
態及環境加值 濱溪防風林帶補植 

←千甲里空氣 
   品質淨化區 

 水 質 淨 化 重 點 段  棲地營造及環教段 

31 

柯子湖人工溼地環境改善及環教場域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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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鋪面，無實質功能 過多鋪面，溼地與自行車道緩衝不足 

環境整備(鋪面打除、植栽清整) 

整備範圍 

灘地裸露，外來種植物叢生 



•環保廁所附和服務站，可於防汛期間吊運，內裝以簡易自
行車維修、導覽及服務設施為主。 

•戶外教室及休憩廣場--運用既有橋下空間的遮蔭性與基地
周邊使用特性，設置戶外教室空間，提供生態導覽教學及
休憩使用。 
 

生態池 
第二密植池 

開放水域 

 
1 
 

 

1 
 
 

2 
 

 
2 
 

21 

溼地生態教育服務區 



環境教育場域營造完整路徑串連 

    強化 多樣化棲地營造、原生植物復育及環境教育場域營造 

• 環教解說步道及觀察平台—敲除過大廣場且人車動線分流，營造安全、低調及
完整生態觀察路徑 

• 順應基地第二密植區側低凹綠地，設置生態草溝串連生態池，兼具排水及微棲
地營造機能，並成為環境教育場域。 

• 濕地生態及環教機能改善加值--濕地多樣化棲地營造及原生水生植物復育。同
時改善生態教育池，成為兼具景觀及安全考量之可親近之生態、植生解說區。 
 

生態池 
第二密植池 

開放水域 

2 

 
1 
 

3 

4 5 

3 

4 

5 

5 

人車動線重整分流，確保自行車及人行安全 現有生態池及教育池多樣化棲地營造 

多孔隙生態草溝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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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平面索引圖 

環教解說步道及觀察平台剖面圖 



現況環境 

 橋下腹地可作為環境解說據點 

 

3 2 5 

4 
濕地邊緣缺乏豐厚之高莖植物綠帶及喬木提供鳥類遮擋及遮蔭 

 觀察步道缺乏完整路徑安排 

 

( GL+10.71  Q20+10.03 ) 
 

沉澱池 

第一密植區 

開放水域 

第二密植區 

生態池 
生態教學池 

溪
埔
子
跨
堤
引
道 

廁
所 

 
3 
 

1 

4 

2 

3 

現有生態池及教學池生態多樣性不足 5 

現有濕地緊鄰主線自行車道，缺乏緩衝 5 

部分水岸大花咸豐草已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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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埔 子 湖 溼 地 

現有開放水域及生態池中陸島棲地已形成，吸引許多鳥類前來覓食，目前已
有雁鴨科水鳥族群、燕子、夜鷺、大捲尾及白鷺鷥、花嘴鴨、小白鷺及蒼鷺
等棲息，每年春秋之際，還會有許多「過客」。 

然而本區濕地緊鄰主線自行車道，遊憩壓力與民眾活動頻繁，較容易對野生
動物造成干擾，如何取得其中平衡點將是本計畫的重點課題。 



溪埔子人工溼地環境改善及環教場域營造 

 • 現有廣場改善及服務品質提升 

• 動線重整分流，確保自行車及觀察活動安全 

• 環境教育場域營造及完整路徑串連 

• 生態優先，設施減量及及多樣化棲地營造 

 

 

頭 前 溪 

生態池及解說池生態及環境加值 濱溪眺望點 戶外教室 

溪埔子跨堤
引道 

廣場空間提升 

步道 

動線分流 動線分流 

 水 質 淨 化 重 點 段  棲 地 營 造 及 環 教 段 

濱溪防風林帶補植 

濕地水岸生態綠帶強化 

步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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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整備(鋪面打除、植栽清整) 

整備範圍 

外來種、雜草入侵，予以清整 超大鋪面，無實質功能，打除並重新規畫 



環境教育場域營造完整路徑串連 

戶外教室及休憩廣場—利用武陵橋下空間作為戶外自然教室，形塑一個具
教育性、特色性的教育園區，並可配合未來各種活動可彈性轉化作為多元
化的據點。 

環教解說步道及觀察平台 

濕地生態及環教機能改善加值 

濱溪眺望點 

以橋下戶外教室為核心，敲除過大廣場且人車動線分流，營造安全、低調及完整生態觀察路徑 現有生態池及教育池多樣化棲地營造及解說設施優化 

1 

2 
3 

4 

5 

生態池 

第二密植池 

開放水域 1 

3 
4 

5 

2 

4 

4 

觀鳥點—指認腹地寬闊處，設置具隱蔽
性之觀察平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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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解說步道及觀察平台剖面圖 
全區平面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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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 

自行車道 

施工便道 

工程分期三─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 

• 自行車道鋪面改善 

• 沿線侵佔設施及營建廢棄物清整 

• 銀合歡等外來種植物初步清整 

• 沿線兩側綠籬優化及植栽補植 

• 出入口等重要節點監視設備架設 

頭前
大橋 

國道  
1號
橋 

經國
大橋 

溪洲
大橋 

舊港
大橋 

竹港
大橋 



B 
C 

D 

A. AC路面波浪不平 

B. 路面基礎土壤疑似流失 

C. 前後工程交界處AC鋪面未串連 

A 

自
行
車
道 
優
化 

     D. 緣石過低，車輛易開上卡住 

E. 路面受損 F. 路面縱向長裂縫 

E 

F 

廢
棄
物
清
整 

1 
2 

1. 民眾鐵皮屋占用 

2. 金屬圍籬影響景觀 

3. 廢棄紐澤西護欄清除 

3 

4. 不明使用者水塔須再確認 

4 
5. 橋下空間清整、活化利用 

6. 廢棄燈具拆除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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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線自行車道現況健康檢查 



竹棚拆除 鐵皮圍籬拆除 橋下營建廢棄物 水道佔用 

紐澤西護欄移除 維護之垃圾任意佔放 

報廢車、營建廢棄物 

沿途營建廢棄物 

沿途營建廢棄物 紐澤西護欄移除 

針對民眾侵佔農園、營建廢棄物傾倒、水圳渠道占用及消波塊、紐澤西
護欄等等先行公告由物主清理，公告日期過後將直接由承攬廠商清除。 

全線清整內容 



橋下垃圾堆置 

民眾侵占 

營建廢棄物堆置 枯木堆置 圍籬拆除 鐵皮圍籬拆除 

沿途營建廢棄物 兩側鐵皮小屋拆除 橋下空間佔用 木圍籬拆除 

針對民眾侵佔農園、營建廢棄物傾倒、水圳渠道占用及消波塊、紐澤西
護欄等等先行公告由物主清理，公告日期過後將直接由承攬廠商清除。 

全線清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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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期四─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生態池與渠道優化工程 

工程範圍 

自行車道 

施工便道 

頭前運動公園 

施工便道4(前溪出入口) 

• 生態池及既有渠道生態復育及
植栽優化。 

• 外來植栽清除。 

• Push Bike 場地新建。 

 

 



「良好水質」是復育螢火蟲之首要條件，其中隆恩堰及湳雅取水口水質受「飲用水保護條例」規範，雖周邊有農田灌溉， 然行政
院環保署(2019年)調查資料顯示該區水源汙染程度為「未汙染」，基地環境調查分析如下： 

第
四
取
水
口 

湳
雅
取
水
口 

基地範圍 100%國有土地 

頭前溪 隆恩堰下
游800m 

湳雅取水
口 

河川汙染程
度 

溶氧量 8.0 9.3 未汙染 

生化需氧量 <2.0 <1.4 未汙染 

懸浮固體 13 7.2 未汙染 

氨氣 0.2 0.2 未汙染 

單位：mg/L 

農水路 
光源 

林帶 

灌、草叢：螢火蟲棲息、停留及幼蟲食物生存空間。 

水域：良好水質、穩定水源。 

邊坡：壘石坡不適於棲息，須以自然石塊、土
坡營造孔隙，著生苔蘚，提供雌蟲產卵。 

水生植被：提供水生幼蟲棲地及螺類食草。 

喬木：茂密遮蔽陽光，可避免升溫並保持濕度。 

自行車道 

東西
向快
速道
路 

光害：照明設施影響螢火蟲生存，需
加設燈罩或使用特殊光波燈泡。 

棲地現況剖面圖 

基地現況 

基地現況條件評估 

生 態 池 與 渠 道 工 程 



現況環境調查 

1.堤防側喬木、灌木豐富，部分區段遮蔽至水道上，提供水生生物充足遮蔭。 

2.水道約1/3長度由附近居民種植水生農作，憂有農藥施放等問題。 

3.水道有寬有窄，寬水道區域可發展為重點生態導覽區；窄水道區域可保留給
生物藏匿、棲息。 

1.水源不穩定，既有步道可整合再利用，具備
營造多樣複層植生區之解說潛力。 

2.大樹樹蔭茂密，可發展為休憩空間。 

生態渠道營造區 

生態池營造區 

生態渠道營造區 

生態池營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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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西
向
快
速
道
路 

照明配置(照明不足處) 
 (1)波長590奈米LED紅黃光
或高壓鈉燈。 

 (2)燈高約30~50cm。 

池中複層植栽、放置枯木，營造
深、淺水深環境 

既有照明，加設燈
罩或調整光波 

誘蝶、誘鳥複層樹林 

生態渠道營造構想 

1. 水岸兩側腹地種植複層植栽，吸引生物前來並提供棲息、藏匿之空間。 
2.改善水岸邊坡，提供友善之藏匿之空間。 
3.種植複層水生植物，並放置枯木、自然石等元素，營造自然環境。 

導覽解說 

複層樹林 水域 灌、草叢 

邊坡為石、土緩坡，著生青苔 

區位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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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黃緣螢復育：草溝兩旁必須種植適合給螢火 蟲棲息的植物，如姑婆芋及野薑花。 



1 大榕樹下休憩區 

大榕樹下提供良好樹蔭遮蔽並為視野為最高點，可提供良好
休憩空間。 

現況圖 

兩側濕地種植誘蝶誘鳥植開花植物，營造繽紛視覺景觀並吸
引生物前來，豐富生態多樣性。 

2 近水棧道 

將現況邊坡壘石有效利用於水岸邊坡，增加生物棲地孔隙，
營造由自然石與泥土組成之自然緩坡水岸。 

1 

2 

3 自然疊石邊坡 

1 

2 3 

平面配置圖 
3 

區位索引圖 

45 
生態池營造構想 



生態池-植栽設計 

平面配置圖-A 

平面配置圖-B 

A 

B 

區位索引圖 

台灣海桐 野薑花 長穗木 華八仙 

蜘蛛百合 

密花苧麻 

狼尾草 香林投 千屈菜 黃扇鳶尾 

長苞香蒲 

蔓性野牡丹 大葉麥門冬 

穗花木蘭 

紙莎草 

野慈姑 菖蒲 燈心草 大安水蓑衣 

覆瓦狀莎草 

台灣萍蓬草 

水丁香 

印度莕菜 

荷花 

水茄苳 水柳 

喬木 地被 

灌木 

草花 

水生 



生態渠道-植栽設計 

區位索引圖 

平面配置圖C 

D 

野薑花 冇骨消 華八仙 十大功勞 

密花苧麻 

台灣姑婆芋 

台灣野牡丹 月橘 金絲桃 

灌木 

美人蕉 蜘蛛百合 月桃 千屈菜 

地瓜葉 空心菜 腎蕨 大葉麥門冬 

草花 

倒地蜈蚣 茭白筍 燈心草 野慈姑 水丁香 

水生 

水茄苳 水柳 

喬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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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渠道-植栽設計 

區位索引圖 

C 
D 

平面配置圖-D 

野薑花 冇骨消 華八仙 十大功勞 密花苧麻 

台灣姑婆芋 台灣野牡丹 月橘 金絲桃 

美人蕉 蜘蛛百合 月桃 千屈菜 地瓜葉 

空心菜 

倒地蜈蚣 茭白筍 燈心草 野慈姑 水丁香 

腎蕨 大葉麥門冬 

灌木 

草花 

水生 

水茄苳 水柳 

喬木 



Push 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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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訓班 

頭前溪橋 

停車場 

越堤位置 

越堤位置 

遊憩區 

現況環境分析 

基地位置鄰近越堤出入口，且周邊設有停車
場，區位可及性及便利性佳。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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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Bike 預期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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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配置及剖面圖 

剖面圖B-滑步車坡道詳圖 

B 

B 

A 
A 

剖面圖A-急速坡道詳圖 

欄杆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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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配置及剖面圖 

交通號誌詳圖 詳圖A-階梯詳圖 

B 

A 

詳圖B-座椅詳圖 

C 

詳圖C-漿砌卵石護坡詳圖 

B 

B 
B 

B 



• 頭期溪左岸全長逾10公里，歸納4大活動熱區，各區提供大型休憩及
服務據點功能，如U-Bike、廁所、休憩及照明等 
 

竹
港
大
橋 

舊
港
大
橋 

溪
洲
大
橋 

頭
前
大
橋 

鐵
路
橋 

經
國
大
橋 

高
速
公
路
橋 

溪埔子濕地活動熱區 

頭前溪橋活動熱區 

。 柯子湖濕地活動熱區 

里長建議在里民主要活動範圍增設行動廁所 

設置1.25公里燈具 

• 延續前案行動廁所及燈具形式，統一全段設施語彙 

延續現有出入口系統，以藍灰色為色彩基底，並增設各處入口編號標誌以作為區位判別，內部空間則提供自行車簡易維修設備及飲水設施使用 

▌自行車道服務據點及設施營造 

前案頭前溪流動廁所，模擬示意圖(發包前) 

57 

本區建議整合漁港服務
設施，不另設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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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投影片編號 48
	投影片編號 49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投影片編號 52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投影片編號 56
	投影片編號 57
	投影片編號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