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變──新浮崙沙洲變遷因素之探討



摘要

        新浮崙汕位於臺灣極西、曾文溪口的北側，1987 年~2001 年由離岸沙洲漸變為繫岸沙

洲，而後面積逐年出現顯著變化。本研究目的在於觀測新浮崙汕的變遷，並探討其變遷之因

素，2005 年以前利用古地圖觀察新浮崙汕及其周遭海岸的變化，2005 年後則使用福衛二號

衛星影像，來比對時空差異並分析整理；影響因素之調查採文獻回顧與數據分析。新浮崙汕

的形成宜分成兩部分:西側細長型沙洲及東側繫岸沙洲，在河川輸砂量、沿岸流流向和人工

建物中，影響西側細長型沙洲變遷主要的因素為新浮崙汕以北的人工建物；影響東側繫岸沙

洲變遷主要的因素則為曾文溪的輸砂，而沿岸流流向係證明了新浮崙汕兩部分的沙源補給流

向，此三者的影響各有輕重，但皆為新浮崙汕變遷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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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2013 年，齊柏林導演執導的電影《看見臺灣》全片以空拍壯闊鳥瞰的視角，將臺灣以

未曾見過的角度與姿態，呈現在大銀幕上。因為欣賞了這部作品，本研究希望利用福爾摩沙

衛星二號遙測的技術，由巨觀至微觀，從太空俯瞰臺灣。

        觀覽衛星影像時，以最貼近自身的環境出發，發現臺灣極西端──新浮崙汕──這個沉積

於曾文溪出海口的沙洲，自 2004 年福衛二號發射以來在衛星圖上面積有顯著漸大的傾向，

為求完整，開始著手蒐集 2004 年之前的古地圖及相關報導。自十七世紀末以來，臺灣西南

部海岸平原即以洲潟海岸地形著稱，其後歷經近四百年演變，河流帶來大量輸沙並造成內海

水域逐漸淤積，河道多次氾濫改道，海岸平原地形環境產生明顯變遷，影響當地居民生活至

鉅，其中以曾文溪的河道地形變遷影響最大(陳翰霖等，2007)，新浮崙汕也隨之變遷數次；

近年來，臺灣西南海岸由於受到上游水庫及攔河堰等水工構造物攔蓄河川砂石影響，造成砂

源供給量短缺不足，而海岸地區海埔地開發及海岸結構物的興建，亦改變近岸潮波流特性及

海岸漂砂平衡機制，導致西南地區海岸多已呈現侵蝕現象 (簡仲和等，2004、2005)，但新

浮崙汕在衛星影像上卻日益增大，這與眾不同差異性，卻鮮少研究針對此地區提出完整論述，

才促使我們去探討新浮崙汕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研究目的

I. 利用福衛二號 2005 年~2013 年之影像觀察新浮崙汕大小變化及周遭海岸環境之變遷

II. 分析新浮崙汕大小變化與環境變遷之關聯

III.探討近年來主要影響新浮崙汕大小變化之因素

研究設備

電腦、文書處理軟體(office、excel)、繪圖軟體(小畫家、XMind2013)、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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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 、研究區介紹

                                                    圖 1→位置示意圖   

        新浮崙汕位於臺灣西南部，可謂臺灣本島極

西，鄰近曾文溪出海口，其出海口由北到南依序

有：網仔寮汕、頂頭額汕及新浮崙汕三沙洲，因

為曾文溪搬運大量的泥沙淤積，所以平原面繼續

向西擴張，三百六十多年來，平均年堆積量率達

1.42平方公里，單在 1904～1975 年間，海岸就

西進約 3.5公里，可見其速度之快，但是由於

1973 年曾文水庫的興建完工，在上游攔截了泥沙，

導致近年來速度變緩的趨勢(石再添，1980)。新

浮崙汕地形為沙洲，俯視新浮崙汕，南側向內凹

使其形狀與衝浪板相似，以南為曾文溪、以北為

臺江內海；沙洲向來為臺南海岸之自然屏障，能

減少波浪暴潮對內陸海岸之侵襲；此外，西側細

長型沙洲與內陸海岸間之潟湖，提供一個較穩定

之水域環境，自古以來提供漁民養殖與漁撈之重

要場所，為當地主要經濟來源，同時內陸淺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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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也提供沿海生態物種之棲地。然而，潟湖海岸在自然的地形演化過程中，若漂沙維持供

輸且營力持續作用下，則潮埔地及潟湖逐漸淤淺、陸化，以及離岸沙洲內移等現象，皆為自

然且必然之趨勢，最後沙洲將與內側海岸銜接。(水利署，2013)

實察紀錄↓原堤防邊消波塊已被淤砂埋沒

實察紀錄↓七股堤防近曾文溪口彎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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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像判讀

(一)古地圖

        為了觀察新浮崙汕初期形成的樣貌，從臺  灣百年歷史地圖多視窗比對  網站中，比對

1956臺灣地形圖、1987 臺灣地形圖和 2001 臺灣經建 3版地形圖。

圖 2↑1956、1987、2001 年比對地圖

        1956年(左)曾文溪北側頂頭額汕以南有一沙洲，應為新浮崙汕之前身，而七股海堤在

1984 年新建至 1987 年(中)完工，此時新浮崙汕變為一細長型離岸沙洲，頂頭額汕也從離岸

沙洲變為繫岸沙洲，與西堤堤防相連；到了 2001 年，新浮崙汕南端與七股海堤相連，原頂

頭額汕的南端也向南淤積了一細長沙洲，至今已南移和新浮崙汕北端連接成新浮崙汕之沙嘴，

並形成潟湖。

(二)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圖

        福衛二號於 2004 年 5月升空，本研究採用 2005~2013 年福衛二號臺灣地區之衛星影

像作為研究資料，用於觀察新浮崙汕及其鄰近海岸的平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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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05~2013 年福衛二號新浮崙汕影像圖(年分由左至右排列)

        新浮崙汕之左側本為長條形沙洲，但因與右側繫岸沙洲間的潟湖逐年沉積陸化而相連，

形成一海埔新生地；而在新浮崙汕北端為頂新潮口，多牡蠣養殖場，也逐年淤積，與新浮崙

汕日漸相連。

(三)沙洲面積數化

       利用臺  灣百年歷史地圖  網站的數化功能，以福衛二號影像將新浮崙汕套疊，可看出自

2005 年到 2013 年的面積變化，並相減計算出其面積與每年的大小變化量。為方便觀察，

便分成兩張套疊圖，圖 4 為 2005 年到 2009 年，圖 5 為 2009 年到 2013 年，圖片左下角為

圈選面積之計算結果，並整理成表 1。

表 1↑新浮崙汕面積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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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新浮崙汕面積套疊圖 2005~2009 年

圖 5↑新浮崙汕面積套疊圖 200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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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疊後可明顯看出，在箭頭A處新浮崙汕外側的長條形沙洲，逐漸由西向東，往陸地移

動；而在箭頭B處的潟湖則逐年沉積陸化，甚至形成海埔新生地；箭頭C處則是長條型沙洲

的南端，此處在 2009 年增長至最南，長度達 1.5公里，而後又向北移動。

圖 6↑新浮崙汕 2005~2013 年面積長條圖      

       由表格中的數據計算後可證實，新浮崙汕在影像圖上面積每年都不斷的變大，變化量並

無一定的規律性，但淤積的深淺無法從衛星影像得知，故面積變化量並不能推斷土方的變化

量。

(四)海岸輪廓套疊

        由新浮崙汕附近的海岸衛星圖，可觀察出海岸的變遷，如:海岸的侵蝕與堆積、突堤效

應、護岸工程等，這些因子都可能和新浮崙汕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其變遷，故為此將各年衛

星圖用台灣百年歷史地圖多視窗比對網站比對，以便觀察這幾年的改變。而其中較明顯的變

化為曾文海埔地西堤堤防外之海岸(圖 7)、曾文溪河口的沙洲(圖 8)及安平港以南至二仁溪出

海口的這段沙岸(圖 9)。

        新浮崙汕以北為七股防風林及西堤堤防(圖 7)，此處自 1983 年以來海岸線不斷向陸退縮，

係受到北向南海流侵蝕，且因北端頂頭額汕外海有七股離岸堤群之興建(詳見第三節第三段

人工建物)，阻隔北向南沿岸漂沙，導致離岸堤群以南之海岸沙源補給不足，加助海岸的退

縮，可能對新浮崙汕造成影響。

        曾文溪口南北兩側的沙洲(圖 8)有被侵蝕的趨勢，尤其北側部分更為明顯，加上位處新

浮崙汕之南端，被侵蝕的沙有可能被搬運至新浮崙汕或河口外海堆積，但仍需配合水流方向

的考證方能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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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七股防風林至新浮崙汕 1983~2009 年海岸線變遷圖 

(圖片來源 : 七股西堤海岸侵蝕防治之研究，經濟部水利署電子書)

圖 8↓曾文溪河口沙洲 2005 年~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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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安平港以南至二仁溪之沙岸

        安平港以南至二仁溪此段海岸(圖 9)，因受北側安平港防波堤阻擋沿岸漂沙及船屋後方

景觀平台垂直壁波浪強反射之影響，其沙灘逐漸移往北邊沈積，致本段海岸日漸侵蝕後退，

其海岸線變遷係呈北淤南侵之勢 (水利署，2013)，而休閒勝地黃金海岸恰位於此處，故政

府已於 2012 年開始實施養灘工程，於岸線施作 8支突堤加強固沙防止灘料流失。該段海岸

之冬季沿岸流雖往北方向，然而其流速卻甚小，但在夏季時，其沿岸流為往北方向(呂珍謀

等，2010)，此處海岸變遷一淤一侵已互相作用，且和新浮崙汕距離較遠，此處之沙應不為

新浮崙汕變化之供給來源。

三 、沙洲主要變遷因素
        洲潟海岸之形成原因及變遷侵蝕之機制，除了受到自然因子如:波浪、潮汐、沿岸流、

河川流量與輸砂量等影響之外，也受到人為活動如:港灣工程、護岸工法等影響(蕭立綸，

2012)，在觀察分析數張不同時間之新浮崙汕與其鄰近海岸的影像後，推測出以下可能影響

新浮崙汕變遷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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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川輸砂量

        為了解新浮崙汕變遷與河川輸砂量是否有關聯，選取其以北河川:八掌溪、急水溪(將軍

溪無測站)；以南河川: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共五條鄰近河川作為分析的依據，而輸砂

量之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臺灣水文年報》懸移質實測紀錄，並將資料整理成表 2 及圖

10 :

表 2↑鄰近河川 2005~2013 年平均輸砂量值表註  (單位:公噸/日)

圖 10↑輸砂量折線圖

註 :   2012 年八掌溪與急水溪資料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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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顯示，曾文溪輸砂量高於另外四條河川，其年平均輸砂量位居全臺第三，與新浮崙

汕最為靠近。主流平均坡降 1:57，谷口以上的山地區坡降則達 1:26，坡陡流急(張瑞津等，

2007)。上游集水區地質岩性以中新世及上新世砂岩為主並夾有少數頁岩，且茶山註以上多

斷層、褶皺及節理，故坡面較不穩定容易崩塌(張石角， 1971)，每遇豪大雨事件往往造成

河道水沙俱漲，輸出大量砂土；其他四條河川因距離新浮崙汕較遠，且輸砂量較小，對於新

浮崙汕的影響力應小於曾文溪。

(二)沿岸流流向

        影響近岸海流流向及漂沙趨勢的因素常為潮汐、流況等，為了解新浮崙汕周遭水流相對

輸砂的關聯，回顧近年研究西南部海岸的文獻，作為本研究之資料，文獻整理如下:

        新浮崙汕以北就潮汐所引起的沿岸流來說，其呈顯漲潮沿岸往北、退潮向南的往復流動

之現象，新浮崙汕於漲潮時段之夏季、秋季、冬季及春季漂砂活動大致以往N、SE、E、NE

及 E方向之漂砂為主，退潮時則以向 E、W、SW、N及NE方向之漂砂為主。根據歷史近岸

流監測成果顯示，臺南海流淨流向為沿岸向北流，淨量小於 0.1m/sec；而季風對海流的影

響主要分為夏季與冬季兩類，夏季時期以西南季風所引進的西南浪為主，冬季時期則是由東

北季風所引致北北西浪為主，而東北季風能量明顯大於夏季，所以由季風波浪所引起的淨輸

砂行為應為沿岸向南傳輸(簡仲和等，2011)

        新浮崙汕以南，曾文溪口海域觀測期間，漲潮時海流往NW方向流動，退潮時則轉為

SE~ESE向，恆流流向為NW(林俊全，2011)，且因受到海岸地形的遮蔽，風及波浪均較小，

反倒是因夏季西南季風所造成的波浪及由波浪所引起的北向沿岸流對漂砂活動有較大的影響，

造成年平均的淨漂沙方向是沿海岸由東南向西北移動(林宗儀，1997)，因而帶動造成曾文溪

的輸砂沉積至新浮崙汕。

(三)人工建物

        環境交互作用下，當出現的結果不盡人意，人類往往利用發達的技術，試圖改變大自然

的樣貌，但環境的形成是環環相扣的，築了一個人工建物後，又再新建另一個人工建物來彌

補其缺失，這樣的結果也無形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新浮崙汕的周遭，也有許多海岸工程，

如:河堤、海堤、突堤、離岸堤等，其中與新浮崙汕極為相關的的有:七股海堤、七股離岸堤、

曾文海埔西堤外的護沙短突堤。

註 :茶山位於曾文溪源頭，當初栽種苦茶油樹而得名，原名珈雅瑪，是阿里山鄉最南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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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人工建物位置圖                               圖 12↑2009突堤興建放大圖 

        七股海堤係新浮崙汕連陸之所在，新浮崙汕於 1940~1970 年之增大證明曾文海埔地實

施圍堤以後，更加速新浮崙沙洲的加大，此沙洲島對於曾文海埔地的南堤頗有保護作用，但

對於曾文溪的排洪甚有障礙(張劭曾，1971)。而近年來，雖新浮崙汕仍有保護堤防之功效，

但其成長趨緩且長度縮短、飄移不定，故以本段海岸而言，是一項須注意的因素(黃國書，

2013)；七股離岸堤位於頂頭額汕之外海、新浮崙汕以北， 曾文海埔西堤外的護沙短突堤則

介於離岸堤與新浮崙汕之間，上一段提及新浮崙汕以北大致是由北向南輸砂，且在衛星圖上

也可觀察到七股離岸堤群從其北端開始攔砂，最北端的幾個離岸堤都已和頂頭額汕相連，此

結果也導致離岸堤南端的曾文海埔西堤的沙源減少，受大幅侵蝕，因此在衛星圖可見於

2009 年鋪設的短突堤，以防止沙灘流失。

四 、討論
        為輔助平面面積變化的不足，圖 13 為 2010 年測量的新浮崙汕及其周遭之侵淤變遷圖，

並根據新浮崙汕形成的方式，將其分成兩部分來討論，一是新浮崙汕西側的細長型沙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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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細長型沙洲與七股海堤間的繫岸沙洲 :                                        圖 13↓侵淤變遷圖

        新浮崙汕西側的細長型沙洲，原本係自北端       (圖片來源 : 臺南海岸侵蝕原因及防護設 

的沙洲向南延伸，而後與繫岸沙洲相連形成今天       施改善對策研究，經濟部水利署電子書) 

的新浮崙汕，這樣的形成背景，加上新浮崙汕北

邊，沿岸海流方向長期觀測為由北向南，且受到

七股離岸堤影響的七股防風林段，為一侵蝕型海

岸，在 2009 年以前並未鋪設固砂之突堤，同時發

現新浮崙汕至 2009 年時往南增長至最長；而在

2009 年興建人工建物後，細長型沙洲也隨之向北

退縮，因此推測曾文海埔西堤被侵蝕的砂石伴隨

著沿岸的潮流搬運至新浮崙汕，並影響細長型沙

洲的變遷，未來防風林段若持續攔砂，新浮崙汕

勢必逐漸退縮，也須留意其保護七股海堤的功效

將因此降低。

        細長型沙洲與七股海堤間的繫岸沙洲原為一

離岸沙洲，漸漸向東南漂移而與陸塊相連，中間

的潟湖也日漸淤積，這些淤沙高於水面後，便能

在衛星影像上清楚的觀察到其變化，但在海面下

的淤積情形，則必須參考圖 13，如 : 曾文溪出海

口 -5公尺水深以外出現明顯淤積(淺藍色處)，這

部分主要為曾文溪輸砂所供給(黃偉柏，2013)，

而曾文溪口北岸出現的大面積侵蝕，加上河流出海的流向，及漲退潮時的海流方向，因南北

流向交會，流速變慢而開始沉積，推斷新浮崙汕中間不斷淤積的沙源應從此而來。

五 、結論

(一)探討影響新浮崙汕變遷之主因

        綜合上述研究，對新浮崙汕造成影響的因素有河川輸砂量、沿岸海流流向及人工建物等，

其中最重要的為人工建物與沿岸海流流向，次為河川輸砂量。人工建物之新建將依沿岸流之

流向，形成功能性的攔砂，可減緩海岸的侵蝕程度，而砂土並不會憑空出現，多數仍是由侵

蝕其他地區而得，長期下來過度平衡，也可能造成他地的生態失衡；與新浮崙汕的變遷有關

聯的人工建物，只有北側阻擋沙源的護灘工程，南側距離較遠則無明顯的影響。沿岸流向與

河川輸砂量變遷，較沙洲變遷與人工建物之新建難以自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觀察，必須仰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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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觀測員長期下來研究的知識背景和文獻，但仍是影響海岸變遷的一部份，曾文溪部分輸

砂量與曾文溪口海流流向則影響新浮崙汕中心潟湖的陸化，但兩者之間數值沒有一定的關係，

其他輸砂量較小且距離新浮崙汕較遠的河川，則無關新浮崙汕的變遷。

(二)展望

        沙洲的變遷，本來即為自然界中的一環，但是當人類與海爭地，佔有了它變遷的區域時，

沙洲侵淤就影響了人們的生活，進而人們便欲試圖改變自然樣貌，並新建了許多人工建物，

在施工前若未審慎評估，也許在短期內成效顯著，人定勝天，然而，歷經了一代又一代，人

工建物對我們帶來的長久影響、利弊得失，豈又是計算可得?如今，要回到傳統農業社會完

全順應自然的生活型態並不容易，我們應該要好好探索人與環境關係的平衡點，施工前更要

有完善的規劃，必要以人為力量介入時，則採用能降低對環境傷害的生態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在新浮崙汕附近的七股潟湖已開始採用此一工法，名為七股潟湖定沙防護工

程 ，係先將遭颱風及海浪沖蝕之沙洲，使用竹樁編柵圍籬後抽沙復原；抽沙完成待沙土鹽

分自然洗鹽變淡，日後即可於沙洲上植生綠化(水利署，2004)，不僅可以養護沙灘，以竹製

柵欄代替消波塊，更可美化海岸景觀，未來在沙洲保育方面亦可做為借鏡。

       自然環境是我們生存的依賴，不管自然如何變遷，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無時無刻都該

珍視這塊上天的瑰寶，如簡媜《河川證據》所云:「你與同代人幼時跟河水這麼親，照說這

份情感會使你們視河川為血脈，戒慎恐懼地加以護持、供養才是，何以輪到你們當家作主的

今日，臺灣卻沒剩幾條像樣的河？你不得不承認，唯有比親情更強悍的慾念才能毀了親情，

比家園更刻骨的誘惑才能毀了家園。破敗的又何止是河？若從自然界角度檢視，半世紀以來

這島的致富之道，是割土地之肉、賣河川之血換得的。如此山河破碎，算富還是窮？」這般

深切的省思，使我們提醒自己對於自然的重視，何況是在環境變遷如此劇烈的現在，與未來。

實察紀錄↑傍晚的新浮崙汕(南端潟湖陸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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