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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溫 

歷次海水水溫變化趨勢明顯隨季節改變，夏秋之際高溫、冬春之際

低溫，呈現季節性變動。目前的監測是以季為單位，一次的採樣可能橫

跨一個以上的月份，因此水溫可能差異性較大，如 83 年 3 月份(春季採

樣)與 83 年 12 月份(冬季採樣)及本次調查，溫差可達 5℃；在此監測海

域，季節變化是影響海水水溫變化的主要因素，過去本調查海域歷年最

大變幅在 17.0℃至 33.9℃間，96 年度第 1 季則出現最低，低至 15.3℃之

情形。 

4.生化需氧量 

海域生化需氧量的歷年記錄中偶有超出限值 2.0 mg/L 的情況，如

81 年 4 月的 SEC13 全部點位(均超過 2.0 mg/L)與 82 年 8 月的 SEC7-20

米水深的上層水樣(5.8 mg/L)，83 年 5 月的 SEC3-05 米水深的上層水樣

(2.4 mg/L)，84 年 8 月的秋季採樣中有五個測值超出限值 2.0 mg/L，分

別為 SEC3-10 米水深的上層水樣(2.6 mg/L)、SEC5-10 米水深的上層水

樣(2.8 mg/L)、SEC5-10 米水深的下層水樣(2.1 mg/L)、SEC13-10 米水深

的上層水樣(2.8 mg/L)及 SEC13-10 米水深的下層水樣( 2.1 mg/L)，87 年

5 月(SEC5-10 上)亦有一個測值超出標準，87 年 7 月 SEC13-10 下、SEC 

13-05 上及 SEC 9-05 上略超出基準值，88 年 5 月於 SEC9-05 上、下亦

測得略超出限值，此外 90 年 3 月於 SEC3-10 下亦超出基準，但各季的

平均值均低於此上限值，顯示近岸海水偶有受到來自陸源有機物之污

染。歷次變化趨勢大致看來並不明顯，呈現不規則變動。98 年 2 月於

SEC7-20 下略超出標準值，其餘測站數值與歷年無差異。99 年 2 月於

SEC5-20 下略超出標準值，其餘測站數值與歷年無差異。而 100 年第 1

～2 季測值皆趨於低值，全數測站皆低於 2.0 mg/L 限值。 

5.懸浮固體、濁度 

歷次懸浮固體海域平均濃度除早期之 81 年 9 月期間外(平均值 227 

mg/L)，大致上都不超過 100 mg/L，該次濃度高值多出現於 SEC3，該月

份之濁水溪西濱大橋亦測得大於 2000 mg/L 高值，顯示出近岸海域懸浮

固體濃度變化受陸源輸入之影響。各次採樣的最高濃度常有超出 100 

mg/L 以上，而此高濃度水樣大多數是採自於不同水深的底層水樣，可

能是調查時採到短時間之陸源底層濁流向海傳輸，或海浪翻攪等物理作

用造成底部之再懸浮物增加所致。歷次懸浮固體變化趨勢顯示其平均值

增高多發生於東北季風期或夏秋之際的颱風豐水期。濁度歷次變化趨勢

與懸浮固體類似，全海域斷面平均值至第八年止(至 88 年 6 月)，兩者大

致呈現指數正相關。 

全海域斷面濁度平均值於施工前(83.03-83.07 平均值 5.00NTU)至

麥寮區施工(83 年 7 月)後，似乎有略為增高之趨勢(83.07-88.02 平均值

24.3NTU)，除氣象因素與陸源地表泥沙沖刷可造成近海濁度變動外，抽

砂填海造地工程如抽砂行為及造地時裸地受風吹揚之塵土等，難免會對

海域濁度略有影響，惟至目前看來其影響並不顯著。此外，施工前濁度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94 

監測數據不足，尤其缺少冬北季風期與颱風大雨時期之數據比對，更增

加施工前後濁度比對分析之困難度，甚至造成誤判。由施工前後懸浮固

體平均變化看來，則顯示麥寮區施工(83 年 7 月) 前全海域斷面懸浮固

體反而較高，因此從全海域的角度看來，施工期間對懸浮固體與濁度之

負面影響(增加效應)並不顯著，可能代表造地工程所能影響之範圍小且

十分有限，經海域之廣大擴散稀釋能力而消散。 

6.大腸桿菌群 

歷次大腸桿菌群絕大多數水樣均未檢出，而自 86 年 9 月起之最大

值有略為升高的趨勢，87 年 7 月則回復較低值，歷年來最大的檢出值皆

低於 1000 CFU/100mL，符合甲類海域水質標準。歷次變化趨勢大致看

來並不明顯，呈現不規則變動，早期 81 年 9 月、82 年 11 月全海域平均

值較高，之後有降低之趨勢，而 83 年起至 85 年底期間大致呈現秋季測

值略高之現象，至 87 年起又略有回升之趨勢，但整體而言變動不大。

至 99 年測值趨於低值，多數皆低於 10 CFU/100mL，而 100 年第 1～2

季大腸桿菌群均符合甲類海域標準。 

7.營養鹽 

在營養鹽中，氨氮在往年的記錄中少有監測到超過 1 mg/L 的濃度，

但在 83 年 8 月份的秋季採樣卻測得高於此濃度的水樣，甚至高達近 5 

mg/L，而此次測得之高濃度的氨氮值並非近岸水樣，若來自於陸源污染

則應為大規模的污染排放結果。83 年 8 月份時道格颱風造成連續多日大

範圍的降雨(離島地區的降雨是七日至十六日)，可能產生含氮有機物流

向海洋造成大片海域氨氮濃度上升。根據 83 年度經濟部水資會所發行

的台灣水文年報表示，在濁水溪自強大橋曾在 83 年 8 月 8 日測得流量

高達 5330 m
3
/s，此流量為歷年來的最大日平均流量。此外在 8 月 8 日至

8 月 13 日測得的流量均大於 1000 m
3
/s，遠高於當年的平均流量 140 

m
3
/s。另依據水工所同一時段的監測結果顯示，鄰近的彰濱海域亦有海

水氨氮濃度偏高的情況發生。歷次變化趨勢大致顯示全海域多在夏季時

氨氮濃度偏高(83 年與 85 年夏)，但整體並無一定之變動趨勢。而硝酸

氮與總磷的海域平均濃度大致都在 1.0 mg/L 以下與 0.5 mg/L 左右，硝酸

氮於 84 年以前較高，之後則降低，硝酸氮歷次顯示 82 年與 83 年的秋

季都曾出現歷年來的高值(>1.0 mg/L)，而 86 年的秋季亦出現近 1.0 mg/L

之高值。總磷在 82 年 8 月份(秋季)與 11 月份(冬季)兩次監測中總磷的最

高濃度有上升的現象，其後春季則又回復到最高值在 0.2 mg/L 的範圍以

內，而後 84 年 5 月份(夏季)又有高值出現，84 年 6 月份(暴雨)採樣後，

又回復到一般正常總磷的監測濃度(<0.2 mg/L)，85 年 8 月份(暴雨後)也

有高值出現，其後之秋季採樣後又回復至一般總磷的監測濃度，而自第

八年之秋末初冬起(87 年 11 月)，總磷監測改為正磷酸鹽。亞硝酸氮與矽

酸鹽自第八年(87 年 11 月)開始監測開始建立其歷次變化資料，其中亞硝

酸氮有降低之趨勢。矽酸鹽全海域平均濃度<1.0 mg/L，過去於民國 89

年 5 月於 SEC5-10 下測得 2.20 mg/L，此外亦曾於民國 92 年 11 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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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9-10上測得 2.64 mg/L，此外於 94年 5月於 SEC7-20 上測得高達 19.0 

mg/L，而當時此處水質除矽酸鹽濃度偏高外，其鹽度與導電度測值則相

對有略低之情形，95 年 5 月正磷酸鹽部份不符合甲類海水標準，最高高

達 0.064 mg/L；95 年 11 月正磷酸鹽於 SEC5-10 下層及 SEC5-20 下層不

符合甲類海水標準，最高達 0.065 mg/L。99 年 2 月正磷酸鹽於 SEC5-10

下層及 SEC7-10 下層不符合甲類海水標準，最高高達 0.178 mg/L。 

8.酚類與油脂 

酚類在過去的甲類海域標準為 0.01 mg/L(現又已恢復) ，早期歷次

之最高值曾出現高於 0.1 mg/L，其中最高濃度記錄為 0.31 mg/L 出現在

82 年 11 月的冬季採樣中，SEC7-15 米水深的下層水樣。84 年以前海域

酚濃度較高，自 83 年 8 月起，海水酚濃度雖仍有大於限值的水樣出現，

但整體而言較以往的污染情況已有改善，自 85 年起均不超出舊甲類海

域標準上限，自 86 年起全海域酚類多低於方法偵測極限，變動不大，

至 88 年 1 月平均值略為升高乃部份水樣委外分析，因其方法偵測極限

值較高(0.0040 mg/L)所致。 

總油脂的歷年變化趨勢與酚類相似，且其中不乏測得高濃度的油脂

記錄，自 84 年起，總油脂歷年變動不大，但自 88 年起略有升高之趨勢。

過去礦物性油脂的甲類海域標準為 2.0 mg/L(現又已恢復)，自 83 年 5 月

的暴雨後採樣加測礦物性油脂，有 84 年 5 月(夏季)測到 2.60 mg/L 和 85

年 6 月(夏季)測到 2.77 mg/L，超出礦物性油脂上限值 2.0 mg/L，在第八

年之 88 年 1 月亦曾測得略超出此舊限值(SEC3-10 上，2.52 mg/L)。 

9.葉綠素 a 

葉綠素 a 的歷年海域平均值大致在 2.0μg/L 到 3.0μg/L 之間，春、夏

兩季(2 月到 7 月)是本海域葉綠素 a 濃度的高峰期。但 84 年春季的海水

葉綠素 a 濃度較以往同季的測值低，87 年 7 月曾測得達 16.0μg/L 

(SEC11-05 上)，該測點之溶氧及 pH 亦為最高，94 年 9 月有曾測得達

24.2μg/L (SEC7-10 上)，顯示生物作用對水質的影響，當水中植物行光

合作用旺盛時，吸入二氧化碳而產生較多之氧氣，使得溶氧較高且 pH

值上升。根據歷年 3 月份(春季)的水溫記錄，84 年 3 月的海水平均溫度

為 20.4℃，低於 82 年 3 月的 21.3℃與 83 年 3 月的 23.2℃；而較低溫的

環境可能造成浮游植物生長之阻礙，使得海水葉綠素 a 濃度偏低。 

10.重金屬 

重金屬分析項目中，銅自 82 年 8 月份開始濃度都能維持在海域的

限值 0.03 mg/L 以下。85 年 3 月在 SEC7-05 上水樣曾出現高達 0.062 

mg/L，之後均能維持在限值以下，自 86 年起變動較大且有些微上升之

趨勢。鎘於 82 年 8 月(秋季，SEC13-20 上)，鉛則在 82 年 3 月(春季，

SEC3、SEC7、SEC9)水樣測得高於舊海水標準(0.04 mg/L)，其中鎘於

88 年 1 月平均值有升高現象，此乃該次分析方法(Cd：MIBK AA-flame 

MDL=0.50μg/L；ICP-AES MDL=4.0μg/L)不同造成 MDL 高低差距較大

所致，鉛於 88 年 1 月平均值有升高之現象，其原因亦同(Pb：MI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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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flame MDL=1.0μg/L；ICP-AES MDL=30.0μg/L)。鋅的海水舊標準上

限為 0.04 mg/L，歷次濃度記錄各在 81 年 4 月(春季，SEC11-30 下)與 82

年 8 月(秋季，SEC5 與 SEC7)水樣測得高於此標準；其他各季則都在此

舊限值以下，新海域標準已提高為 0.5 mg/L，歷次鋅監測皆低於此新上

限。87 年 11 月海域鋅之平均值有略為升高而後降低之趨勢；而 95 年 5

月銅之濃度有超出標準(SEC7-10 下、SEC11-10 下及 SEC-11-20 下)之情

形。而 96 年 11 月 SEC9-10 下層重金屬鉛有超出標準的現象。而 100 年

度第 1～2 季重金屬測值皆符合標準。 

六價鉻的歷年分析結果，除 82 年 3 月的春季採樣 SEC13 有超出標

準的濃度出現外，其他各季都遠低於鉻的海水標準( 0.05 mg/L)。總鉻歷

次調查則均低於 0.025 mg/L，變動不大且測值多低於方法偵測極限，88

年 1 月有略為升高。鎳於早期 81 年間及 82 年間調查其測值<0.05 mg/L，

而後暫停監測，至第八年起恢復調查，同樣於 88 年 1 月有略為升高現

象。鐵於第八年起監測，呈現平均濃度下降之趨勢，鈷則小於 MDL(0.020 

mg/L)。第八年部份重金屬檢項在冬季測值升高，可能因冬季枯水期雨

量少，使得來自內陸污染物因河川流量減低，導致部份重金屬濃度略為

偏高。 

汞在海水中的限值為 0.002 mg/L，歷年來僅在 82 年 3 月測得超出

此上限值的水樣(SEC13 與 SEC15)，而絕大多數之測值均低於方法偵測

極限，82 年 8 月之後變動不大，至 88 年 1 月略有升高，其後變動較小，

至今多數為 ND 測值。砷自 82 年 8 月開始分析以來，測值均遠低於海

水標準 0.05 mg/L，歷次最高值出現於 83 年及 85 年 3 月，之後變動較

小，雖於 88 年 1 月又略有升高現象，但後續歷次監測已回穩降低，無

明顯異常。 

11.總有機碳與氰化物 

總有機碳與氰化物自第八年之 87 年 11 月起增列調查，兩者於 87

年 11 月高低差異最大，該次海域斷面之總有機碳測值大多<4 mg/L，但

於斷面 11 之 10m 及 20m 水體上下兩層水樣中測得介於 343～594 mg/L

之異常高濃度，且測得高濃度之水樣已有臭味發生，顯示其應遭受污染。 

二、與開發前環境背景值比較 

海域斷面水質歷年監測結果(民國 81 年至 97 年 11 月)與開發前環境背

景值比較如表 3.1.9-1 所示。其中海域斷面之整體平均濃度，於開發前環境

背景調查期間(台大 譚天錫教授調查)與工業區開始監測至今，均可符合甲

類海域水質標準。除懸浮固體物平均濃度於 93 年度與 94 年度上半年，與

開發前環境背景值相比有略為增加外，其餘項目並無明顯隨工業區開發而

惡化之情形，此外本季調查結果與開發前環境背景值相比較大致相當，無

太大之差異。但此部份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開發前環境背景值僅有 79 年 5

月、8 月及 12 月總共 3 次的調查結果，此背景資料涵蓋之時間尺度有限，

且尚未包括完整之四季變化資料，因此這部分的比較分析，仍有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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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環評預測之比較 

環評預測於施工期間，其海域水質需注意濁度與水質污染問題，由海

域斷面水質歷年監測數據與環評預測結果相比，海域水質並未出現明顯之

負面不利影響。此外於營運期間，環評預測頇特別注意發電廠溫排水之溫

昇影響，由初步調查顯示，以民國 91 年 2 月調查為例，麥寮區導流堤之

電廠溫排水與鄰近海水相比，排放水具有相對較高溫、低鹽與低 pH 及低

溶氧之特性，並使得鄰近之北側 SEC5 與南側 SEC6 處海域水質略受影響，

此區域海域水質自九十一年度開始監測，其四季水質調查結果： 

九十一年度第一季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20.3～23.2 ℃，平均 21.7℃，導

流堤出水口之水溫為 24.6℃，其鄰近之 SEC6-10 處亦達 23.2℃；第二季介

於 27.1～28.9℃，平均 27.7 ℃，導流堤出水口水溫為 29.0℃，第三季退潮

時採樣，仍可見到南側 SEC6-10 處海域水質受其影響，使得 pH 降低、溫

度升高，此外更造成溶氧偏低，第一季位於南側鄰近之 SEC6-10 表水 pH

偏低(pH：7.2)，該處採樣於退潮期間，由於鄰近並無其他排水，應受到麥

寮區導流堤排水(pH：6.5)於退潮時向南流動影響而降低。 

九十二年度第一季介於 21.3～22.9℃，平均 22.3 ℃，導流堤出水口水

溫較高(25.6℃)；第二季介於 27.3～29.9℃，平均 27.8 ℃，導流堤出水口

水溫為 30.8℃；第三季介於 30.4～31.9℃，平均 31.1 ℃，以 SEC9-20 與

SEC11-10 表水最高，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為 33.6℃；第一季介於 24.3

～26.7℃，平均 24.8 ℃，以 SEC6-10 表水最高，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為

29.6℃。 

九十三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15.6～20.8℃，平均

17.5 ℃，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較高(20.9℃)。第二季水溫介於 27.8～

30.5℃，平均 28.3 ℃，以 SEC6-10 表水最高，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為

30.7℃。第三季水溫介於 29.0～31.7℃，平均 29.9℃，以 SEC5-05 表水最

高，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為 34.0℃。第一季水溫介於 23.3～26.7℃，平

均 24.1℃，以 SEC6-10 表水最高，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為 28.0℃。九十

三年度導流堤出水口表水水溫，符合現行法規之規範要求，未超出 42℃。 

九十四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16.1～18.9℃，平均

17.1 ℃。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較高(19.2℃)。第二季水溫介於 28.0

～30.5℃，平均 28.8℃，以 SEC6-10 表水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

溫為 29.5℃。兩季次調查結果，各斷面之水溫未超出離島過去曾出現之最

大溫度(民國 84 年 8 月：33.9℃)，亦符合現行法規之規範要求，導流堤出

水口附近水溫同樣未超出 42℃。第三季與第一季則未進行導流堤出水口處

附近之密集點位調查。 

九十五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19.0～22.5℃，平均

21.2 ℃，以 SEC11-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2.7℃。

第二季水溫介於 27.4～30.4℃，平均 28.9℃，以 SEC6-10 上層最高。導流

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31.9℃。第三季水溫介於 29.7～30.4℃，平均

30.0℃，以 SEC9-10 下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33.4℃。第

四季水溫介於 24.7～27.4℃，平均 25.7℃，以 SEC5-10 上層最高。導流堤

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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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16.4～18.3℃，平均

16.9 ℃，以 SEC11-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第一季無執

行。第二季水溫介於 27.2～28.5℃，平均 27.7℃，以 SEC5-10 上層最高；

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32.2℃。第三季水溫介於 28.6～31.2℃，平

均 29.3℃，以 SEC5-1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第三季無執

行。第四季水溫介於 19.2～23.4℃，平均 22.2℃，以 SEC7-20 上層最高；

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2.8℃。 

九十七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15.3～22.1℃，平均

19.9 ℃，以 SEC5-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第一季無執

行。第二季水溫介於 26.3～28.6℃，平均 27.0℃，以 SEC5-10 上層最高；

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30.2℃。第三季水溫介於 28.0～29.8℃，平

均 28.6℃，以 SEC5-1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第三季無執

行。第四季水溫介於 20.6～27.3℃，平均 25.4℃，以 SEC11-10 上層最高；

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4.4℃。 

九十八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20.3～22.9℃，平均

21.5℃，以 SEC11-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第一季無執

行。第二季海域斷面水溫介於 27.1～29.3℃，平均 28.5℃。導流堤出水口

附近表水水溫為 33.9℃。第三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28.8～

30.9℃，平均 29.9℃，以 SEC5-1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

第三季無執行。第四季海域斷面水溫介於 21.0～22.4℃，平均 22.0℃。導

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3.1℃。 

九十九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19.2～22.2℃，平均

21.0℃，以 SEC11-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第一季無執

行。第二季海域斷面水溫介於 26.2～26.9℃，平均 26.5℃。導流堤出水口

附近表水水溫為 29.9℃。第三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29.7～

30.5℃，平均 30.0℃，以 SEC9-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

為 31.5℃。第四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20.6～22.8℃，平均 21.9℃，

以 SEC7-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2.5℃。 

一百年度第一季海域斷面水溫變動範圍介於 20.8～22.3℃，平均

21.9℃，以 SEC9-20 上層最高；導流堤出水口附近表水水溫表水水溫為

24.5℃。第二季海域斷面水溫介於 25.7～26.9℃，平均 26.2℃。導流堤出

水口附近表水水溫為 27.3℃。 

火力及核能發電廠的放流水可分為溫排水和一般排水兩種，根據現行

「放流水標準」，水溫方面之規定如下: 

(1)放流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面水體者: 

攝氏三十八度以下(適用於五月至九月) 

攝氏三十五度以下(適用於十月至翌年四月)  

(2)放流水直接排放海洋者，其放流口水溫不得超過攝氏四十二度，且距

排放口五百公尺處表面水溫差不得超過攝氏四度。 

麥寮區溫排水之放流水屬於直接排放至海洋者，由目前監測數據顯

示，其導流堤出口處水溫未出現超過攝氏四十二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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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海域生態 

拖網漁獲生物種類調查 

歷年夏季的主要漁獲生物如下所示： 

夏季(5~7 月)漁獲重量前三名優勢種： 

86/5 長角彷對蝦(61.1kg)>小黃魚(8.9kg)>管點扁魚(6.6kg) 

86/7 線紋玉螺(9.4kg)>紅星梭子蟹(5.9kg)>長毛對蝦(4.2kg) 

87/5 角突彷對蝦(29.6kg)>長角彷對蝦(5.6kg)>大鱗舌鰨(4.4kg) 

88/4 橫帶牛尾魚(6.3kg)>長角彷對蝦(6.0kg)>角突彷對蝦(5.7kg) 

(配合計劃執行，略提前於四月底採集) 

89/5 角突彷對蝦(24.0kg)>長角彷對蝦(12.0kg)>線紋玉螺(2.4kg) 

90/5 長蛸(7.5kg)>長角彷對蝦(7.6kg)>雙線舌鰨(3.6kg) 

91/5 長角彷對蝦(17.8kg)>紅星梭子蟹(11.1kg)>橫帶牛尾魚(9.7kg) 

92/5 長角彷對蝦(25.2kg)>角突彷對蝦(15.6kg)>紅星梭子蟹(5.5kg) 

93/5 雙線舌鰨(15.1kg)>赤土魟(14.6kg)>長角彷對蝦(4.9kg) 

94/5 雙線舌鰨(7.2kg)＞長角彷對蝦(7.3kg)＞細紋玉螺(2.6kg) 

95/5 赤土魟(20.2kg)＞雙線舌鰨(4.1kg)＞長角彷對蝦(3.3kg) 

96/5 赤土魟(11.2kg)＞雙線舌鰨(11.1kg)＞長角彷對蝦(7.4kg) 

97/5 雙線舌鰨(3.2kg)＞格氏舌鰨(3.1kg)＞長角彷對蝦(2.4kg) 

98/5 赤土魟(20.0kg)＞長角彷對蝦(8.2kg)＞雙線舌鰨(7.1kg) 

99/5 長角彷對蝦(20.6kg)＞雙線舌鰨(6.2kg)＞大牡蠣(5.8kg) 

100/5 赤土魟(8.1kg)＞雙線舌鰨(6.3kg)＞長角彷對蝦(3.0kg) 

夏季(5~7 月)漁獲數量優勢種： 

86/5 長角彷對蝦(9951 隻)>管點扁魚(255 隻)>矛形梭子蟹(220 隻) 

86/7 細紋玉螺(2872 隻)>日本對蝦(1761 隻)>角突彷對蝦(1032 隻) 

87/5 角突彷對蝦(2898 隻)>長角彷對蝦(2671 隻)>劍角新對蝦(455 隻) 

88/4 長角彷對蝦(3161 隻)>細紋玉螺(950 隻)>角突彷對蝦(724 隻) 

89/5 角突彷對蝦(2447 隻)>長角彷對蝦(1885 隻)>細紋玉螺(890 隻) 

90/5 長角彷對蝦(1540 隻)>細紋玉螺(498 隻)＞角突彷對蝦(397 隻) 

91/5 長角彷對蝦(3166 隻)＞角突彷對蝦(357 隻)＞細紋玉螺(204 隻) 

92/5 長角彷對蝦(6441 隻)＞角突彷對蝦(1886 隻)＞細紋玉螺(156 隻) 

93/5 長角彷對蝦(1202 隻)＞日本對蝦(155 隻)>細紋玉螺(131 隻) 

94/5 長角彷對蝦(1687 隻)＞細紋玉螺(581 隻)＞大玉螺(550 隻) 

95/5 長角彷對蝦(1266)＞深溝藍蛤(178 隻)＞雙線舌鰨(98 隻) 

96/5 長角彷對蝦(1606 隻)＞角突彷對蝦(387 隻)＞雙線舌鰨(293 隻) 

97/5 長角彷對蝦(732 隻)＞角突彷對蝦(225 隻)＞斑海鯰(166 隻) 

98/5 長角彷對蝦(1911 隻)＞細紋玉螺(209 隻)＞鬚鰨(159 隻) 

99/5 長角彷對蝦(4912 隻)＞細紋玉螺(195 隻)＞日本關公蟹(175 隻) 

100/5 長角彷對蝦(938 隻)＞布氏鬚鰨(233 隻)＞扁玉螺(161 隻) 

夏季(5~7 月)漁獲售價優勢種： 

86/5 長角彷對蝦(12220 元)＞小黃魚(1335 元)＞長毛對蝦(1040 元) 

86/7 長毛對蝦(1803 元)＞紅星梭子蟹(1306 元)＞遠海梭子蟹(8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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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角突彷對蝦(8893 元)＞大鱗舌鰨(1180 元)＞脆管(630 元) 

88/4 長角彷對蝦(966 元)＞角突彷對蝦(920 元)＞雙線舌鰨(883 元) 

89/5 角突彷對蝦(3447 元)＞長角彷對蝦(1922 元)＞脆管(699 元) 

90/5 長角彷對蝦(1136 元)＞雙線舌鰨(1013 元)＞長蛸(675 元) 

91/5 長角彷對蝦(2487 元)＞紅星梭子蟹(1658 元)＞雙線舌鰨(1085 元) 

92/5 長角彷對蝦(2776 元)＞角突彷對蝦(1717 元)＞紅星梭子蟹(960 元) 

93/5 雙線舌鰨(4221 元)＞格氏舌鰨(1171 元)＞赤土魟(1168 元) 

94/5 雙線舌鰨(3582 元)＞長角彷對蝦(1096 元)＞長毛對蝦(713 元) 

95/5 赤土魟(1012 元)＞長毛對蝦(561 元)＞長角彷對蝦(500 元) 

96/5 雙線舌鰨(3327 元)＞長角彷對蝦(1115 元)＞角突彷對蝦(624 元) 

97/5 長毛對蝦(721 元)＞雙線舌鰨(644 元)＞角突彷對蝦(373 元) 

98/5 雙線舌鰨(3564 元)＞赤土魟(1002 元)＞長毛對蝦(887 元) 

99/5 長角彷對蝦(3087 元)＞雙線舌鰨(1545 元)＞大牡蠣(462 元) 

100/5 雙線舌鰨(3153 元)＞赤土魟(605 元)＞長毛對蝦(455 元) 

雖然本季漁獲數量優勢種與往年相仿為長角彷對蝦，然 5 月份只捕獲

3.0 公斤，與歷年同季相比處於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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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漁業經濟 

一、漁獲種類、產量及產值部份： 

(一) 蝦拖網漁業： 

本季(100.4-6)調查結果為 100 年第二季。第二季的 CPUE(公斤/航次

/艘)中以 4 月份的 70.2 公斤/航次/艘最高，而 6 月份的 52.9 公斤/航次/

艘最低。第二季的 IPUE(元/航次/艘)中以 4 月份的 10,059 元/航次/艘最

高，6 月份的 7,414 元/航次/艘最低。而綜觀比較 86~100 年的 CPUE 和

IPUE，在 CPUE(公斤/航次/艘)方面：以 93 年 12 月份最低，為 18.3 公

斤/航次/艘。而 90 年 8 月最高，為 166.7 公斤/航次/艘；其次為 96 年 9

月，為 90.4 公斤/航次/艘；再次為 86 年 2 月，為 88.8 公斤/航次/艘。而

在 IPUE(元/航次/艘)方面，95 年 1 月份最低，為 2,691 元/航次/艘。而

90 年 3 月最高，為 22,142 元/航次/艘；其次是 86 年 1 月及 2 月次高，

分別為 16,468 及 17,800 元/航次/艘。(表 3.1.11-1~2；圖 3.1.11-1)。 

(二) 流刺網漁業： 

本季(100.4-6)調查結果為 100 年第二季。第二季的 CPUE(公斤/航次

/艘)中以 4 月份的 32.6 公斤/航次/艘最高，而 5 月份的 24.0 公斤/航次/

艘最低。而第二季的 IPUE(元/航次/艘)中以 4 月份的 5,327 元/航次/艘最

高，5 月份的 3,771 元/航次/艘最低。而綜觀比較 85~100 年，在 CPUE(公

斤/航次/艘)方面，以 100 年 1 月份最低，為 17.4 公斤/航次/艘。而 88 年

3 月最高達 1,754 公斤/航次/艘；其次是 91 年 1 月、4 月次高，分別為

1,503.7 及 1,569.0 公斤/航次/艘。而在 IPUE(元/航次/艘)方面，以 94 年 3

月最低，為 2,619 元/航次/艘。而 88 年 3 月最高，為 314,090 元/航次/

艘。其次是 91 年 4 月及 88 年 7 月及次高，分別為 250,966 及 213,885

元/航次/艘。(表 3.1.11-1~2；圖 3.1.11-2)。 

(三) 雙拖網漁業： 

本季(100.4-6)調查結果為 100 年第二季。第二季的 CPUE(公斤/航次

/艘)中以 6 月份的 1,225.9 公斤/航次/艘最高，而 5 月份的 344.9 公斤/航

次/艘最低。第二季的 IPUE(元/航次/艘)中以 6 月份的 87,974 元/航次/艘

最高，4 月份的 18,713 元/航次/艘最低。而綜觀比較 85~100 年，在

CPUE(公斤/航次/組)方面，以 90 年 12 月份最低，為 24.9 公斤/航次/組。

而 96 年 12 月最高，為 3,507.1 公斤/航次/組；其次為 97 年 4 月的 3,101.6

公斤/航次/組。而在 IPUE(元/航次/組)方面以 90 年 12 月最低，為 4,982

元/航次/組。而以 97 年 11 月最高，為 297,551 元航次/組；其次是 97 年

12 月，為 282,301 元/航次/組。(表 3.1.11-1~2；圖 3.1.11-3)。 

縱觀今年第二季三種漁具漁法中，以雙拖網漁業之 CPUE 最高，其次

為蝦拖網漁業，而流刺網漁業於本季明顯低於蝦拖網。IPUE 方面，同樣

以雙拖網漁業最高，其次是蝦拖網業，而以流刺網漁漁業最低。而從年度

來看，蝦拖網大多數的時間冬季期間產量較低，流刺網這幾年則無明顯季

節變化。雙拖網方面則在 94 年標本戶穩定後，冬季產量較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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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養殖面積、種類、產量及產值部份 

問卷調查部份： 

整體而言，牡蠣養殖成本最低，單位產值也最低。雖然產值偏低，但

相對而言產量產值都較穩定。不過自 99 年起之產量產值偏低，主要的是

99 年部份牡蠣受颱風影響而無收成；但最重要的是過去許多牡蠣是賣到大

鵬灣的養殖戶繼續養大販售，但因受到大鵬灣拆除蚵架的影響通入受限而

導致生產過剩。現因價格不好故養殖戶多不採收而產量低，相對產值在產

量及售價低的雙重影響也偏低。另利潤最高的是文蛤混養，因養殖時間最

長，多為二至三年，風險較高。而且從成本來看，每當放養新苗那一年，

淨利就偏低，所以較不穩定。鰻魚養殖風險則更高，不僅養殖時間超過一

年，單位成本為三種養殖中最高，多為餌料、電費、用藥等。所以牡蠣若

略除 99 年不計，和鰻魚在產量產值上雖有變化但都還算穩定，尤其是鰻

魚部份過往淨收入多為負值，但近幾年淨收入多為正值，尤其當價格不錯

時產值相當高。而文蛤混養之單位產量相對而言就變化較大，調查初期淨

收入不錯，而近幾年的淨收入則多為負值與過往較不同。本季為 100 年第

二季，此季所有之問卷皆會回收至少一份，其中牡蠣 7 戶回收 7 戶、養鰻

戶 5 戶回收 5 戶，文蛤混養 4 戶則回收 4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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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海域地形 

一、開發前海域地形環境 

海岸地形變遷為長期自然與人為活動互動之表現，依據”雲林海埔地

四十九年及五十年度工作報告”(台糖公司雲林海埔地墾殖實驗處，1962)、”

雲林海埔地規劃報告”(台糖公司嘉義海埔地墾殖實驗處，1964)、”雲林海

岸地形變遷初步研究”(台灣省土地資源開發委員會，1974)、”台灣西部海

岸線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石再添，1980)、”外傘頂洲地形變遷之研究”(水

利局，1981) 、”台灣西海岸海埔地調查規劃研究-外傘頂洲調查研究”(水

利局，1990)、”雲林基礎工業區興建後可能影響海岸變化之資料”(水利局，

1991)、”外傘頂洲地形變遷之研究”(林銘崇，1984)、”箔子寮漁港擴建規劃

及漂砂研究”(漁業技術顧問社，1984)、”台灣西海岸海埔地自然特性及開

發利用分析”(孫林耀明，1988)、”外傘頂東石附近海埔新生地開發可行性

研究”(僑龍工程顧問公司，1989)、”台灣海岸地形變化及其未來之開發利

用”(郭金棟，1990)及” 遙測資料應用於嘉南地區海岸變遷研究”(工研院能

資所，1991)等，有關本計畫區海岸在工業區開發前之地形變遷歷史文獻資

料顯示，離島工業區所在之雲、嘉沿海分佈之砂洲，係由濁水溪及早期北

港溪等河川長期將大量泥砂於河口沈積，再經波浪與海潮流等外力作用推

移所形成。 

其中影響本區近代海岸地形變遷最重要之變化機制，主要為 1911 年

濁水溪之整治，造成河川輸砂量在空間位置上的南消(北港溪)、北長(濁水

溪)變化；而冬季盛行東北季風波浪與潮汐、水流造成淨輸砂向南，及近年

來河川上游水庫興建、集水區水土保持、攔砂壩興建與河川採砂等人為活

動，造成河川輸砂量大幅銳減，導致現有沿岸砂洲有逐年向南延伸及向內

陸側侵蝕旋轉、後退的主因，茲說明如后。 

(一) 人為活動 

台灣西部海岸多屬河川沖積之砂質海岸，主要海岸漂砂來源多來自

鄰近之河川輸砂，本計畫區海岸亦不例外，依古河道研究，早期濁水溪

河床遷徙不定且分為數大支流竄流於濁水溪沖積平原上(如圖 3.1.12-1

所示)，河川輸砂出海口位置及河口砂洲地形每隨重大洪流改道事件而改

變，就長時間之巨觀尺度而言，雲、嘉海岸各區段過去均有輸砂量補充，

並於河口形成砂洲沉積，早期之北港溪口外之大面積外傘頂洲，新、舊

虎尾溪口外之台西外海側海豐島等沿岸砂洲，及濁水溪口之河口三角洲

等老舊砂洲雖在自然作用下年年變化，但至今仍可在地形水深圖上發現

其殘留的蹤跡。 

再就較短時間尺度之近代雲、嘉海岸而言，此期間最大影響因素則

為 1911 年起日人對濁水溪河系之整治(如圖 3.1.12-2 所示)，完成後迄今

河系上游之洪水全由海岸北端之西螺溪(即今之濁水溪)排洩入海，而南

端早期河系河川輸砂主要排洩入海之北港溪，及新、舊虎尾溪等河川則

均成為內陸排水道，其流域面積、排洪量及輸砂量均大幅減少，自此，

束流整治前原本海岸砂源由各河口以隨機分佈供給之型式，變為全由現

今雲林縣北側許厝寮附近之濁水溪河口出海。此種河川輸砂量南消(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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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北長(濁水溪)之特性，實為本區海岸地形變遷機制的一大特徵，圖

3.1.12-3 所示治理計畫完成後雲、嘉海岸北側濁水溪口南向砂洲持續向

南延伸、南側北港溪口外海側外傘頂砂洲持續侵蝕後退之情形，即為前

述砂洲南消、北長之具體表徵。過去本區眾多海岸地形變遷之研究均指

出此一現象，只是以不同之方式敘述，其各種現象之解釋實肇因於濁水

溪河道之整治與改道。 

(二) 人為活動自然力作用 

除前述河川輸砂量南消、北長的特徵外，本區海岸另一個重要的地

形變遷特性則為沿岸砂洲持續向南遷徙，並向內陸後退的兩大特性。前

者係因本區外海除颱風波浪外，主要之入射波浪方向大部份來自東北至

西北方間，波浪折射後進入海岸區時，其產生之沿岸流加上潮流、風吹

流等作用造成淨輸砂方向向南，因此沿岸砂洲向南遷徙；至於後者，則

係受地形走向影響，砂洲南段之波浪入射角較北段平行於海岸，因此波

浪在沿岸方向產生之能量亦以砂洲南段較大，形成砂洲南段之輸砂量大

於北段之輸砂量，由於砂洲北段較小之輸砂量，無法補充南段被帶走之

輸砂量，因此在地形上砂州南段之侵蝕速率較砂洲北段大，就砂洲整體

而言，即是呈現出如圖 3.1.12-4 所示之砂洲向南遷徙，並向內陸後退的

特性。 

二、近年實測海域地形 

為瞭解本區近年來之海域水深地形變化情形，離島工業區開發計畫於

計畫開始階段即持續辦理海域水深地形測量工作，圖 3.1.12-5 即為計畫開

始迄今之各代表年實測砂洲灘線套疊圖，由該圖之實測海域水深地形測量

資料顯示，計畫區沿三條崙至箔子寮港沿岸之砂洲，基本上仍沿續其長期

以來向南延伸之趨勢；外傘頂砂洲亦延續其南段向陸侵蝕並向南延伸之變

化趨勢，惟侵蝕速率較早期相對和緩。以下茲將 1993、1994、1996、1997、

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

及 2009 年本區先後進行大規模海域地形測量情形及成果敘述如下︰ 

(一) 1993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起濁水溪口，南至外傘頂洲南端，東自海堤線，西

至水深約 24 公尺，其中包括外傘頂洲及沿岸砂洲在內，其測量結果如

圖 3.1.12-6 所示。 

(二) 1994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達外傘頂洲南端，東

自台 17 號公路，西至水深約 40 公尺。其中台 17 號公路以西之陸上部

份，含各河口及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之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施測結

果如圖 3.1.12-7 之水深地形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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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 濁水溪河系古河道位置示意圖 

 

圖 3.1.12-2 濁水溪河系治導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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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 雲嘉海岸沿岸砂洲南消（北港溪口）、北長（濁水溪

口），砂洲南伸、向陸側後退灘線變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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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4 河口三角洲灘線變遷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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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5 歷年衛星影像及實測砂洲灘線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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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6 本區海域 1993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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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7 本區海域 1994 年海域地形圖 

 

三条崙 

台 

西 

鄉 

麥 

寮 

鄉 

東 

勢 

鄉 

四湖鄉 

雲林縣 

麥寮鄉 

彰化縣 

大城鄉 

口湖鄉 

水林鄉 

 螯鼓 

工業區 

嘉義縣 

東石鄉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115 

(三) 1996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外傘頂洲南端，東

自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40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之地形均採

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8 所示。 

(四) 1997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2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5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其

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9

所示。 

(五) 1998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3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1,0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

其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0 所示。 

(六) 1999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3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1,0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

其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1 所示。 

(七) 2000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3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1,0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

其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之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2 所示。 

(八) 2001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2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5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其

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之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3 所示。 

(九) 2002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2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5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其

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之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4 所示。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116 

 

圖 3.1.12-8 本區海域 1996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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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9 本區海域 1997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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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0 本區海域 1998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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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1 本區海域 1999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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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2 本區海域 2000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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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3 本區海域 2001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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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4 本區海域 2002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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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03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2 公里，南至外傘頂沙洲南端之

砂洲岬以南至少 500 公尺，東至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0 至 40 公尺‧其

中沿岸砂洲及外傘頂洲之地形均採航空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5 所示。 

(十一) 2004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三條崙漁港，東至

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5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灘地之地形均改採航空

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6 所示。 

(十二) 2005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三條崙漁港，東至

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5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灘地之地形均改採航空

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6a 所示。 

(十三) 2006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三條崙漁港，東至

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5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灘地之地形均改採航空

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7 所示。 

(十四) 2007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三條崙漁港，東至

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5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灘地之地形均改採航空

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8 所示。 

(十五) 2008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三條崙漁港，東至

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5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灘地之地形均改採航空

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3.1.12-19 所示。 

(十六) 2009 年海域地形測量 

測量施測範圍北自濁水溪口以北約 5 公里，南至三條崙漁港，東至

海堤線，西至水深約 25 公尺‧其中沿岸砂洲及灘地之地形均改採航空

攝影測量，測量結果如圖 2.1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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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5 本區海域 2003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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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6 本區海域 2004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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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6 本區海域 2005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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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7 本區海域 2006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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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8 本區海域 2007 年海域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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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9 本區海域 2008 年海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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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0 本區海域 2009 年海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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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地形測量成果，以格網化計算各測量期間之地形變動量如圖

3.1.12-21、圖 3.1.12-22、圖 3.1.12-23、圖 3.1.12-24、圖 3.1.12-25、圖

3.1.12-26、圖 3.1.12-27、圖 3.1.12-28、圖 3.1.12-29、圖 3.1.12-30、圖

3.1.12-31、圖 3.1.12-32、圖 3.1.12-33、圖 3.1.12-34 及圖 2.12-35 所示，分

別比較 1993～1994 年、1994～1996 年、1996～1997 年、1997～1998、1998

～1999 年、1999～2000 年、2000～2001 年、2001～2002 年、2002～2003、

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 年、2007～2008 年

以及 2008～2009 年間包含工業區抽砂築堤造地施工前、後之地形變化。

由圖中顯示除麥寮、新興造地區附近海域有局部之沖淤變化外(麥寮區附近

海域部份，仍維持工業區開發以來之上游堤頭攔砂之效應，其等深線逐年

往外推移；在新興區部份，北側變化不大而南側呈沖淤互見變動情形，新

興區較外海處則仍維持過去略呈淤積之趨勢)，舊虎尾溪以南至外傘頂沙洲

部份，其地形變化之趨勢與前述歷年衛星影像灘線變化之特性相符，顯示

施工影響範圍應只限於施工區域鄰近之海域。另外，為了解施工區域附近

海域近年之地形變化情況，選擇麥寮區及新興區鄰近之代表性斷面（如圖

3.1.12-36 所示），將不同時間之地形比較如圖 3.1.12-37a 及 b 所示，各斷面

地形變化情況歸納如下： 

(1) A-A’斷面(濁水溪口南岸至麥寮港口以北)：初期呈明顯淤積，近年

趨緩。 

(2) B-B’斷面(麥寮港口南側)：近岸部份侵淤不顯著；離岸部份呈沖淤

互見變動情形，近年趨緩。 

(3) C-C’斷面(新興區北段)：近岸部份沖淤不顯著；離岸部份沖淤不顯

著，近年略有回淤。 

(4) D-D’斷面(新興區南段)：近岸部分呈現沖淤互見，離岸部分初期淤

積明顯，近年較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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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1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1994-1993)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133 

 

圖 3.1.12-22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199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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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3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19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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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4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199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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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5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1999-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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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6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0-1999)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138 

 

圖 3.1.12-27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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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8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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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29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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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0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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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1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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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2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成果(200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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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3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圖(200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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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4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圖(200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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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5 本區地形測量變動量計算圖(2009-2008) 

新 

興 

區 

濁水溪 

三条崙 

台 

西 

鄉 

麥 

寮 

鄉 

東 

勢 

鄉 

四湖鄉 

雲林縣 

麥寮鄉 

彰化縣 

大城鄉 

` 

    麥寮 

  工業 

專用港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147 

 

圖 3.1.12-36 海域地形變化比較斷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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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7a 地形測量斷面比較圖(A-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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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37b 地形測量斷面比較圖(C-C’、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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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海象 

一、潮汐 

麥寮站的潮汐變動振幅明顯較箔子寮站為大，此與以往觀測之麥寮站

平均潮差較大結果一致，其中麥寮站本季各月平均 潮差介於

2.638m~2.714m、箔子寮站介於 2.088m~2.178m，兩站差約 50cm。 

二、波浪 

本季時序逐漸由東北季風期轉換為夏季型態，THL1 測站最大示性波高

1.88m 測於 6 月 11 日，值莎莉佳(SARIKA)颱風中心接近廣東海面時期，為

西南西向尖峰週期大於 10sec 之湧浪。各項統計基本上皆小於東北季風期間

所測。各月平均風速 5.9~6.7m/s 皆在歷年變化範圍內，與歷年平均值差異

不大，而月平均波高 0.41~0.47m 同樣皆在歷年變化範圍內，但小於歷年各

該月之平均。 

三、海流 

本季 YLCW 各月主流速仍以 37.5cm/s~50cm/s(約 1 節)為主，最大流

速對應流向南南東(退潮期間)，測於 4 月 5 日(農曆 3 日)為大潮且風速大於

15m/s 之北北東風向條件。由歷年統計結果麥寮港興建前後時期之各項統計

流速與流向明顯不同，流速中位數與 M2 分潮長軸振幅於築堤後趨於穩定，

主流向與 M2 分潮長軸方位角有逆時針轉變趨穩現象，而局部最大流速、

淨流流速(流向)目前則仍有大幅度變動。 

 

3.1.14 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 

一、上次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執行成效 

上次監測結果有異常現象，包括海域生態等檢測項目，其處理情形及

執行成效如表 3.1.14-1 所示。 

二、本次異常環境監測結果與因應對策 

本季監測結果，海域生態有超出標準或異常狀況出現，其因應對策及

效果如表 3.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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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4-1 上次監測之異常狀況及處理情形 

項目 異常狀況 因應對策 執行成效 

附
近
河
川
水
質(

含
河
口) 

上季新虎尾溪、有

才寮及舊虎尾溪水質，

於退潮時仍多以五日生

化需氧量、大腸桿菌

群、氨氮與溶氧方面最

常不符標準，而懸浮固

體物於退潮時亦有不符

合標準者，而屬於總磷

其中一部份之正磷酸鹽

磷濃度，於漲、退潮期

間全部高於總磷之標

準；另重金屬方面有標

準者，全數測站均可符

合標準。 

 

其中退潮時水體流

動方向係由內陸向海流

動，且測站位置並非本

工業區廢水排放區域，

其污染來源多來自內陸

排放，與本工業區施工

行為較無直接關係。 

由歷次河口漲、退潮及河口至海域

水質監測結果得知，近岸水質因陸源污

染導致水質偶有不佳，將持續監測並注

意其變化。其中內陸河川污染導致河口

水質不佳，此部分與工業區開發行為較

無直接關連，依據雲林縣列管污染源定

期申報資料顯示，新虎尾溪流域為典型

農業河川，主要污染源為畜牧廢水及生

活污水，流域多數河段水質一直呈現中

度污染狀態，下游甚至為嚴重污染的狀

態，建請相關主管單位應加速流域內生

活污水的處理，同時亦應加強列管流域

內畜牧業，持續削減污染量，才能有效

改善流域水質。 
 

新虎尾溪、有才寮及舊虎

尾溪水質，本季於退潮時仍多

以五日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

群與氨氮最常不符標準，而懸

浮固體物於退潮時亦有不符合

標準者，且以西湖橋下游測值

超過標準54倍，達歷次新高

值，需特別注意。而溶氧方面

除曾於西湖橋下游出現一次不

合標準之情形，其餘測站均可

符合最劣河川水質標準。此外

屬於總磷其中一部份之正磷酸

鹽磷濃度，於漲、退潮期間亦

全部高於總磷之標準；另本季

重金屬方面有標準者，僅退潮

時於西湖橋下游略超出標準

外，其餘測站均可符合標準。 

 

海 

域 

水 

質 

上季新興區潮間帶

區於退潮期間，仍出現

氨氮與五日生化需氧量

部分測值超出標準；磷

於退潮時全數皆有不符

限值之情形。而重金屬

方面有標準者則皆符合

標準。漲潮時氨氮部分

測值不符合甲類海域水

質標準，而屬於總磷其

中一部份之正磷酸鹽磷

濃度，亦有部分測值高

於總磷之標準，未來將

持續監測以掌握此區域

水質變動情形。 

 

新興區潮間帶區仍多受上游內陸河

川排水影響，而有部份檢項不符甲類海

水標準，將持續監測以注意此區域水質

變動情形。其中退潮時水體流動方向係

由內陸向海流動，且測站位置並非本工

業區廢水排放區域，其污染來源多來自

內陸排放，因此與本工業區施工行為較

無直接關係。 

整體而言，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

內陸排水與海域斷面之交界區，因多受

內陸畜牧及家庭廢水影響，水質較海域

斷面為略差。由歷次調查可知，漲潮時

潮間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

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 

 

本季新興區潮間帶區於漲

潮期間水質相對較好，除N5測

站之氨氮、大腸桿菌群與磷測

值超標外，其餘測站皆落於甲

類海域水體水質標準值範圍

內。而退潮期間全數測站之大

腸桿菌群、氨氮與磷測值皆超

出符合標準，且退潮時平均高

於漲潮時。溶氧測值則僅N1、

N4測站於退潮期符合甲類水

體水質標準，其他各測站皆落

於丙類水體水質標準值範圍

內。而重金屬方面有標準者則

皆符合標準，未來將持續監測

以掌握此區域水質變動情形。 

 

 

海 

域 

生 

態 

浮

游

生

物

及

水

質

上季新興區潮

間帶區於退潮期

間，仍出現氨氮與

五日生化需氧量部

分測值超出標準；

磷於退潮時全數皆

有不符限值之情

需要持續監測觀察此現象是否持續

出現。 

本季各項監測水文水質因

子於所有測站均符合我國甲類

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浮游動物、魚卵和仔魚的

豐度已高於歷年同季之平均

值，但浮游植物密度仍低於歷

年同季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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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形。而重金屬方面

有標準者則皆符合

標準。漲潮時氨氮

部分測值不符合甲

類海域水質標準，

而屬於總磷其中一

部份之正磷酸鹽磷

濃度，亦有部分測

值高於總磷之標

準，未來將持續監

測以掌握此區域水

質變動情形。 

 

 



 

O:\PROJECT\6821C\季報\100 年第三季報\初稿\word\6821C-10010-CH3(ok)b.doc 

3 － 153 

表 3.1.14-2 本次監測之異常狀況及處理情形 

項目 異常狀況 因應對策與效果 

附
近
河
川
水
質(

含
河
口) 

新虎尾溪、有才寮及舊虎尾溪水質，本季

於退潮時仍多以五日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

與氨氮最常不符標準，而懸浮固體物於退潮時

亦有不符合標準者，且以西湖橋下游測值超過

標準54倍，達歷次新高值，需特別注意。而溶

氧方面除曾於西湖橋下游出現一次不合標準之

情形，其餘測站均可符合最劣河川水質標準。

此外屬於總磷其中一部份之正磷酸鹽磷濃度，

於漲、退潮期間亦全部高於總磷之標準；另本

季重金屬方面有標準者，僅退潮時於西湖橋下

游略超出標準外，其餘測站均可符合標準。 

由彰雲沿海水質濃度之空間變化趨勢顯示，本

工業區近岸河口水質含有營養鹽相關的污染源而

導致近岸水質不佳，其濃度分布多呈現從河口至海

域遞減之特性，且於退潮時之濃度多高於漲潮時，

可知退潮時之水體流動方向主要由河川向海方向

推移，其污染來源主要源自內陸畜牧與家庭廢污水

排放而與本工業區施工行為較無直接關連。而新虎

尾溪、有才寮大排及舊虎尾溪之全年度河川污染指

標（River Pollution Index，RPI）皆屬嚴重污染，雲

林縣環保局目前對於整體河川之水質改善策略計

有「建立河川區域排水列管事業基本資料及排放

量」、「畜牧業加強管控」、「建立河川流域水質監測

網」、「應用水質模式推估主要河川流域之涵容能

力，以研擬流域整體性總量管制策略」、「加強污染

源宣導管制、河川巡守及社區參與」、「新虎尾溪流

域沿岸自然淨化系統規劃」與「污水處理廠之規劃

興建，以截流排水幹線污水」等水質改善方案，期

能進行污染削減以符合永續發展之願景。 

海
域
水
質 

本季新興區潮間帶區於漲潮期間水質相對

較好，除N5測站之氨氮、大腸桿菌群與磷測值

超標外，其餘測站皆落於甲類海域水體水質標

準值範圍內。而退潮期間全數測站之大腸桿菌

群、氨氮與磷測值皆超出符合標準，且退潮時

平均高於漲潮時。溶氧測值則僅N1、N4測站於

退潮期符合甲類水體水質標準，其他各測站皆

落於丙類水體水質標準值範圍內。而重金屬方

面有標準者則皆符合標準，未來將持續監測以

掌握此區域水質變動情形。 

 

此外本季海域水質與歷次相比無異常，有

標準者皆符合國內甲類海域水質標準，且各項

重金屬污染物濃度皆遠低於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篩選速查表 (SQuiRTs)所列之容許濃

度，未來亦將持續監測以掌握此區域海域水質

變動情形。 

新興區潮間帶區仍多受上游內陸河川排水影

響，而有部份檢項不符甲類海域水質標準，將持續

監測以注意此區域水質變動情形。而海域水質本季

與歷次相比無異常，未來亦將持續監測並注意此區

域海域水質變動情形。 

海
域
生
態 

浮 

游

浮

游

生

物

及

水

質

調

查 

浮游植物的密度已連續七季未達歷

年同季全海域總平均值。 

需持續監測此現象，是否在下一季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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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域
生
態 

底

底

棲

水

產

生

物

體

中

重

金

屬

蓄

積 

本次調查所得之十二種底棲水產生

物的 25 種組織中的砷、鎘、銅和鋅

的測值皆於合理的變動範圍內。 

繼續監測其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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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原始數據(監測結果) 

本監測計畫監測內容多達十三項，每季均累積相當份量之原始數

據，為使季報易於閱讀，並精減季報內容，故將原始數據妥善保存於

各監測項目負責單位之專案資料檔中，並整理為具可讀性之監測結果

列於本附錄四以供參考。各監測項目之原始數據保存單位如下： 

監測項目 原始數據保存單位 

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及交通流量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佳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植物 
陸域生態 

河口 
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 

地下水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陸域水質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河口水質、海域水質及海象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海域生態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地質及化學

研究所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漁業經濟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海域地形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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