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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溪流生態系統 – 魚類個體生態矩陣

貳、溪流生態系統–魚類群落與棲息地選擇

肆、生態棲息地復育 – 生態河川流態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暨海洋工程學系/研究所

藉由現地魚類採樣的魚種群落及棲息地環境因子資料，與

魚類位於溪流生態系統中食物網的上層，可做為了解溪流

生態系統的媒介，魚類個體生態矩陣 (Autecology Matrix)

將魚種如棲息地單位、水深、流速等物理環境需求、水質

容忍度及一些生態性質的資訊整合，成為了解魚類群落與

棲息地環境因子間關係的工具，利用此一工具，進而探討

集水區內魚類群落在空間及時間上分布與變化的特性，提

供溪流生態環境監測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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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態棲息地復育–物理棲息地單位重建

河溪環境流量的分析，已從全年僅考慮一扁平直線的最小

流量方式，發展為考量集水區整體性、以流態為基礎的流

量管理方式。生態河川流態 (Ecological Flow Regimes) 

即是基於此一流態為基礎的管理概念，以達到對溪流生態

系統結合的管理架構。生態河川流態是設計來維持、保護

伍、生態水資源管理–流量管理於河川生
態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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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個體生態矩陣的建立提

供了河川復育目標的另一選

擇，藉著較少受人類影響時

期的魚類採集資料，配合生

態矩陣的分析，或許可呈現

當時魚類所需的環境因子及

其相對應的生態影響因子，

生態水資源管理為一多目標的管理經營過程，除滿足基本

的民生、農業及工業的日常用水需求外，尚需滿足漁業、

娛樂、防洪、發電及溪流生態系統等需求，為同時兼顧人

類和生態系統需求之極複雜的管理經營方式。在流量管理

之生態目標的發展上考慮應用如序列非連續概念等生態學

中的原理及生態河川流態的管理概念，配合水文學及水力

學的定理及水資源管理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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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Cologic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cologic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Lab.

此一資訊可成

為河川生態復

育工作者於生

態工程設計中

物理棲息地單

位重建的重要

參考指標。

魚類個體生態矩陣

分析結果相比較，

以了解分析結果和

實際魚類採樣間的

關係，並探討棲息

地對魚類群落組成

的影響。

Major research topics of EWRM lab

期能更全面的反應溪流生態系

統之生態用水需求。水資源管

理者可在多目標規劃模式求得

之眾多最佳可行方案組合中，

依當時水源需求及對應下游對

溪流生態系統較佳河川流態，

考量擇定所執行的方案。

及復育河川中的生物、地形、物

理及化學等過程以維護溪流生態

系統，雖然生態河川流態是一人

為改變的河川流態，它仍必須結

合自然河川流態本質，以維持溪

流生態系統之結構性及功能性的

運作，其中一些自然河川流態的

特性（如季節性、大小量值、頻

率及延時等），為溪流生態系統

中極重要的影響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