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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程序 

下午 01：45～02：00  (15分鐘) 報到 

下午 02：00～02：05  (5分鐘) 主席致詞 

下午 02：05～02：25  (20分鐘) 生態檢核簡報 

下午 02：25～03：35  (70分鐘) 意見交流及問題回應 

下午 03：35～03：40  (5分鐘) 結論 

下午 03：4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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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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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淡廠基地坐落於新竹市北區南寮里及海濱里沿海之交界處，開發面積共計約

10.115公頃，包含十塊寮段蟹仔埔小段 382、382-4、382-5、382-6、385、

385-3及385-4等7筆地號。

壹、計畫內容說明

新竹漁
港

圖 例
海淡廠區及取排
水管施工範圍

省道

排水管

取水管

興建工程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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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內容說明

 主要工程：海淡廠、取排水設施。

壹、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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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說明
壹、計畫內容說明

 基地周邊為既有防風林，鄰近南寮漁港與十七公里自行車道。

f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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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鄰接計畫道路新港南路(15M)，施工土方採工區內土方平衡利用，不外運。

交通動線說明
壹、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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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排水管埋設路線為示意圖

▲ 取、排水頭座標不在圖示水深

-10m處

▲ 管線長度僅算至基地西側邊界

▲ 取排水頭埋設至水深-10m處

▲ 管底埋深約3~4m

▲ 實際參數仍需視設計階段而定

取排水管線環境影響說明書方案
壹、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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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排水管線設計優化佈置
壹、計畫內容說明

 管路長度：取水管長度約1601公尺

排水管長度約178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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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配置示意圖
壹、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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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畫時程

計畫項目/時程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取排水管工程

淡化廠房

管理中心

淡化機組(RO及能源回收裝置)

前處理設備

第一階段運轉

第二階段運轉

開始日起180日

註：114年3月下旬開始進行施工階段前置作業。

開始日起540日

開始日起700日

開始日起850日

壹、計畫內容說明

契約開始日：113年07月01日

契約完成日：117年0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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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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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海淡廠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大事紀

新竹海水
淡化計畫
可行性規劃

環境影響評估

民國111年 112年 113年

新竹海淡廠
興建工程
生態檢核
重點大事

113.8.16
啟動工程
生態檢核

113.8.19
專家顧問
諮詢會議

114.1.10
工程設計
第1次

地方說明會

114.2.12
專家顧問
平台會議

114.3.6
工程設計
第2次

地方說明會

114.3.20
工程施工前
地方說明會

113.9.19
工作小組
會議

114年

113.9.11
海淡工區
現地勘查

113.10.26
專家顧問
諮詢會議

111.7.29
環評通過

113.7
啟動環境監測

114.2.10
環評公開
說明會

111.12
核定新竹海水淡化計畫可行性規劃及環境影響調查評估

工程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工程統包商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

法商蘇伊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監測單位：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生態調查：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專案管理單位：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4.3.9
專家顧問
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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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目的及作業依據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生態檢核作業依據

⚫行政院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12.7.18)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112.4)

減輕生態影響 符合法規要求 公民參與
資訊公開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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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檢核作業

• 組成跨領域專業團隊

• 施工計畫書納入生態檢核成果

• 施工廠商環境保護訓練辦理

• 確認關注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

施工前

• 施工期間生態棲地環境監測執行

• 施工廠商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 滾動式檢討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成效
施工中

• 完工後檢驗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情形

• 施工後環境復原狀況施工後

2.1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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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_施工前準備

•施工廠商結合生態專業背景團隊

貳、生態檢核作業

中鼎工程 法商蘇伊世

宏華營造 信鼎公司

台灣生態
檢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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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_施工前準備

•施工計畫書納入生態檢核成果(含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計畫)

•環境保護計畫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類別 生態保育措施(持續調整)

陸域
植物
生態

• 執行分區施工，減少鄰近植物生態影響
• 減少施工過程的光污染，避免於夜間施工
• 降低落塵之影響，施工區域內裸露地表將加強灑水，工區出入口設置

洗車台，另運輸路線加強路面灑水及清理路面，以減少揚塵的產生
• 落實綠帶緩衝區設置
• 保留地表表土，表土全數回收堆置作為整地後回填之表土
• 施工結束後，植栽植回後表土均勻回填並整平。

陸域
動物
生態

• 確實控管施工期程，減少對本廠鄰近區域動物生態影響時間
• 避免夜間施工，並對於夜間照明、噪音與振動等因素妥善控制
• 施工前對施工單位及所屬人員進行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 施工時若發現野生動物蹤跡，不得任意騷擾或獵捕，並應通知
• 主管單位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進行處理
• 施工機具應定期保養並妥善檢修，避免因機具老舊或耗損，影響動物存活
• 運輸車輛及施工機具應保持安全速限，避免對移動性較低之小型哺乳類、

兩棲類及爬蟲類造成撞擊和碾壓。

海域
生態

• 依據環評書承諾，管線於潮間帶施工時應避開黑腹濱鷸於臺渡冬高峰期
(1 月)及鐵嘴鴴南下北返過境高峰期(4 月及 7 月)

• 控制取水口取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以降低海域生物汲入或撞擊之
影響；另放大取水管管徑，使取水管管中流速低於鄰近洋流流速

• 定期調查海域生態族群量，搭配海水監測結果，即時掌握海淡廠營運對海
域環境影響程度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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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_施工前準備

貳、生態檢核作業

•施工廠商生態保育訓練

廠商環境保護訓練重點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關注物種指認

環境異常狀況 18



2.2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_施工前提醒事項

貳、生態檢核作業

•施工廠商生態環境保護宣導及訓練

 提醒注意事項

• 工區應設置工程告示牌，工區範圍應設置施工圍籬進行區隔，
避免人或野生動物誤入工區，造成損傷，發生生態環境異常狀況

• 不定期對施工道路、施工範圍及施工車輛輪胎灑水，以減輕揚塵
影響周邊植物之生長

• 施工期間應設置臨時堆置區域妥善堆置工區材料，並將產生之廢
棄物集中妥善處理，避免野生動物誤食

• 施工期間禁止其捕捉、傷害野生動、植物

• 工程完工後，環境應進行復舊及施工便道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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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歷次地方民眾參與_環評說明會

•依據環評法規定，已於114/2/10辦理公開說明會

114/2/10

114/2/10

114/2/10114/2/10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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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辦理兩場:民國114年1月10日及114年3月6日

114/1/10114/1/10

2.3 歷次地方民眾參與_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

114/3/6 114/3/6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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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黃議員
美慧

沉砂池，如砂石會再排
放回海裡，對於排放口
會不會有生態影響?

沉砂池所收集到的泥砂不會直接排放
回海裡，將定期由廠商清除並符合環
保法規定。

鹵水排放議題，解決方
案為何?之前提及海底
珊瑚白化問題，請問是
否有相關研究報告?

鹵水排放以多孔排放設計，且為射流
方式擴散而非單一點集中排放，故對
於海域影響相對較低。
依蘇伊士公司於國外營運海淡廠經驗，
未見鹵水排放對生態造成嚴重影響。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1/8)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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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1/8)

貳、生態檢核作業

•生態友善設計_鹵水排放設計及影響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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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黃議員
美慧

噪音問題，機具放置廠
房內，對於噪音阻隔應
可達成，但部份機具置
放於室外如沉砂池等，
排放過程中會不會造成
噪音?如有噪音，噪音
量是否如緊急海淡機組
情形嚴重影響居民?

營運所設置的沉砂池為取水站前所設
置的，也是採重力沉澱及排放，並無
抽水馬達低頻噪音。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2/8)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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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2/8)

貳、生態檢核作業

電腦模擬符合降噪要求

頻率 20Hz 至 200Hz
(低頻)

20Hz 至 20kHz
(全頻)

時段
日
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合約要求
音量

37 32 27 57 52 42

法規規定
音量

37 37 32 67 57 47

噪音模擬

高噪音設備設置廠房內並採高隔音等級材質

•生態友善設計_機房防噪設計及模擬成果

預估廠周界全頻噪音低於42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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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吳議員
旭豐

請生態檢核團隊協助
檢核施工過程是否會
對潮間帶造成影響，
避免擾動重要物種，
並於報告中呈現更多
專業人士觀點。

施工過程對潮間帶已納入本次開發範圍影
響評估，目前依據相關調查監測記錄有發
現黑腹濱鷸、鐵嘴鴴、東方環頸鴴等重要
關注鳥類及螃蟹於潮間帶覓食，目前已依
據影響分析成果研提具體生態保育措施建
議，未來取排水管線工程施工時將避開1、
4及7月。

廠區設計之太陽能板，
請留意有無反光議題，
注意太陽能板設計角
度，另夜間照明設計
是否會影響夜行性生
物棲息等?

太陽能板設置時會考量角度，以減少反光
及降低不利影響。
夜間照明不會過度明亮以節約能源，照明
設計會考慮避免影響夜行性生物棲息。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3/8)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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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3/8)
•潮間帶生物保育對策

•環保署_光污染管理指引

• 具有生態系統或生物多樣性棲地之國家公園、
自然保育區及生態保育區等，該區域路燈建議
不得高於 3,000 K。各級道路建議以 3,500 K 
為原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道路安全或
其他相關因素考量，得依權責訂定適用各級道
路之色溫，不受前述色溫建議值之限制。

台北植物園把大多數燈具換成矮燈，
減少夜間光害影響

關注物種 因應對策

黑腹濱鷸(VU)

鐵嘴鴴(NT)

東方環頸鴴

• 設置施工圍籬，並降低噪音，限制施工範圍及工地進出動線
• 潮間帶施工時，避開黑腹濱鷸高峰期(1月)及鐵嘴鴴(4月及7月)

• 管線工程以縮短期程及少填土為原則，設備盡量於岸上完成組件，
降低影響

• 工程廢污廢水需妥善處理，經沉砂池達放流水標準後才能排放，
避免污染水域環境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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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吳議員
旭豐

預定設計的生物安全
通道內容為何?

因目前廠區東側農田發現有發現彩鷸等地
棲型鳥類，未來施工期間預定規劃設置防
路殺警示牌，至於生物安全通道因可行性
及效益低，經評估不予設置。

彭里長
海濱里

沉砂池的砂該如何處
理?

沉砂池的砂將定期清理，由合格的廠商依
環保法規妥善清運。

保安林環境整理要徹
底，未來可帶動觀光

北水分署於2/10拜會林保署新竹分署，
漂流木處理係由新竹市政府來辦理，將再
與新竹市政府持續溝通。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4/8)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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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4/8)

防路殺生物警示牌(範例)

資料來源: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貳、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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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劉月梅
前理事長
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分會

依今日簡報說明，3月
下旬即將進場動工，似
乎與簡報中工期起始日
規劃不相符，請問是否
會提早作業？
如是，恐影響過境冬候
鳥棲息，請相關單位注
意對生態環境影響。

場區施工前的整地作業，預定於3月下
旬進場，主要整地範圍為陸上廠區部
分，尚未在沙灘或潮間帶施工，因此
可能涉及的是現有喬木、灌木棲息的
野生動物。
目前調查尚無明顯受影響物種，施工
前會再評估是否有明顯受影響物種，
同時會針對施工人員辦理環境生態保
育教育訓練，如有關注物種、生態保
全對象，將告知生態保育措施，並要
求落實執行。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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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劉月梅
前理事長
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分會

本工程有規劃種植新
的植栽物種，但據瞭
解，過去新竹市環保
局所種植栽存活率甚
低，目前規劃植栽種
類似乎非適用於海岸
環境現況，如流蘇、
射干等，請再考量。

本計畫植栽種類會以適合海岸環境現
況且為在地原生種類植栽為主，例如
馬鞍藤、朴樹、黃槿、刺花椒、漏蘆
等。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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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劉月梅
前理事長
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分會

基地南側如做為景觀公
園休憩，請問有無開闢
新設道路？因每一條新
設道路都會成為生態的
斷點，再者，請教休憩
區主要位在海淡廠後側，
一般民眾未來如何進出？
停車場如何規劃？

基地南側之休憩場地，規劃是以自
行車道及步道進入，並無新闢道路，
民眾遊客可於週邊新竹漁港第三停
車場及新港南路邊停車場停車，步
行或騎單車至南北側土丘入口(景觀
公園休憩場所)。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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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生態議題意見重點摘錄 意見回應處理

王組長
荒野保護協
會新竹分會

由簡報可知未來取排水工
程會穿越潮間帶，依據過
去荒野協會調查，可知東
方環頸鴴會在此區域下蛋，
雖然目前取排水管線採前
段合併埋設，已有優化以
減輕對環境影響，只是未
來施工期間工程車使用空
間、進出路線及施工時程，
仍會對於潮間帶生物影響
較大，請多再重視潮間帶
生態保育對策。

管線於潮間帶施工時，對生物環境影
響可能較明顯，除必須避開關注鳥種
主要過境期外，也需考量臨時施工動
線及工程機具的作業範圍。本計畫將
依據設計的施工範圍為限，並設置施
工圍籬盡量避開關注鳥種的活動路線，
以避免或減輕對其影響。

在稀有物種生態保育對策
中，設置人工巢箱之保育
措施是否有用，對於燕鷗
及彩鷸孵育情形似乎不符，
請再多評估考量。

關於設置人工巢箱，主要針對可能棲
息於現有雜木林帶內的粉紅鸚嘴等鳥
類規劃，本計畫後續將在施工前確認
設置人工巢箱適宜性，如不適宜，將
改採其他必要的生態友善措施。

2.4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說明會意見回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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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_環境衝擊評估

貳、生態檢核作業

類別 工程施工行為衝擊影響分析 關注物種或棲地

陸域
生態

• 廠區施工整地，破壞現有雜木林
• 施工揚塵影響植被生長
• 施工噪音驅離動物
• 施工震動影響動物棲息
• 交通運輸車輛增加路殺機會

黑翅鳶、紅尾伯勞、棕背伯勞
粉紅鸚嘴、彩鷸(工區外東南側農田)
鳳頭蒼鷹(工區外)
臺灣蒺藜(工區外)
鐵毛蕨(工區外)
粗穗馬唐(工區外)

潮間帶
生態

• 取排水管線工程穿越生物敏感區域，
干擾生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成動物損傷

黑腹濱鷸、鐵嘴鴴、東方環頸鴴
底棲生物
(雙扇股窗蟹、角眼沙蟹、斯氏 沙
蟹、短指和尚蟹等常見蟹類)

海域
生態

• 施工期間廢污水排放恐影響海域水質
• 施工機具與船隻造成海域污染
• 施工廢棄物丟棄造成污染或動物誤食
• 施工期間埋管工程產生之噪音及震動

驅離魚類
• 取排水管線工程開挖，造成懸浮固體

上升，水體混濁

黃姑魚、多鱗沙鮻、扁魚銜、三斑
雀鯛等常見魚類

資料來源:AECOM環境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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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敏感區域：防風林及海域潮間帶

貳、生態檢核作業

3.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_環境衝擊評估

排水管
1782m

取水管
1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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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檢核作業

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陸域生態
類別 工程衝擊影響分析 生態保育對策

陸域
生態

• 廠區施工整地，
破壞現有雜木林

• 施工時產生揚塵，
影響植被生長

• 施工噪音驅離動
物

• 施工時產生震動，
影響動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
成動物損傷

• 交通運輸車輛增
加路殺機會

[迴避]施工便道盡量避開防風林綠

帶等生態敏感區，盡量以現有道路為
主要動線

[迴避]施工避免夜間以及晨昏時段

施工，盡量以上午8點至下午5點為主
要施工時間

[減輕]工區範圍涉及多種原生喬灌

木大樹，移植時應注意斷根方式季節
及過度修剪

[減輕]避免施工產生高分貝噪音，

盡量使用輕機具減輕對動物棲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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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檢核作業

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陸域生態
類別 工程衝擊影響分析 生態保育對策

陸域
生態

• 廠區施工整地，
破壞現有雜木林

• 施工時產生揚塵，
影響植被生長

• 施工噪音驅離動
物

• 施工時產生震動，
影響動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
成動物損傷

• 交通運輸車輛增
加路殺機會

[減輕]工區與施工動線加強灑水及

覆蓋防塵布，減輕揚塵影響

[減輕]施工期間廢污水經沉沙池達

放流水標準後，才能排放

[減輕]固定工程車行駛路線及降低

車速，減少干擾，並於工區東側與北
側設置2處保全物種出沒警示牌，提
醒施工人員注意與避免保全物種路殺
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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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陸域生態

A

B

A

B

C

D
E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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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潮間帶生態
類別 工程衝擊影響分析 生態保育對策

潮間帶
生態

• 取排水管線工程穿越
生物敏感區域，干擾
生物棲息

• 施工噪音驅離動物
• 施工時產生震動，影

響動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成動

物損傷

[迴避]施工便道避開生態敏感區，盡量以現

有道路為主要動線

[迴避]取排水管線工程未來於潮間帶施工時，

避開黑腹濱鷸高峰期(1月)及鐵嘴鴴(4月及7月)

[迴避]施工避免夜間以及晨昏時段施工，盡

量以上午8點至下午5點為主要施工時間

40



貳、生態檢核作業

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潮間帶生態
類別 工程衝擊影響分析 生態保育對策

潮間帶
生態

• 取排水管線工程穿越
生物敏感區域，干擾
生物棲息

• 施工噪音驅離動物
• 施工時產生震動，影

響動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成動

物損傷

[減輕]避免施工產生高分貝噪音，減輕對動

物棲息影響

[減輕]設置施工圍籬，避免野生動物誤入工

區，造成損傷或死亡，導致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減輕]施工期間廢污水經沉沙池達放流水標

準後，才能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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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潮間帶生態

A

B

C

D

B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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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海域生態
類別 工程衝擊影響分析 生態保育對策

海域
生態

• 取排水管線工程穿
越生物敏感區域，
干擾生物棲息

• 施工時產生震動，
影響動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成
動物損傷

[迴避]施工避免夜間以及晨昏時段施工，盡量

以上午8點至下午5點為主要施工時間

[縮小]縮小工程量體，減少海域開挖範圍

[減輕]選用低噪音機具施工，避免大量機具同

時施工，且避免產生高分貝噪音，減輕噪音對動
物棲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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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海域生態
類別 工程衝擊影響分析 生態保育對策

海域
生態

• 取排水管線工程穿
越生物敏感區域，
干擾生物棲息

• 施工時產生震動，
影響動物棲息

• 施工機具可能造成
動物損傷

[減輕]施工期間廢污水經沉沙池達放流水標準

後，才能排放，降低對海域水質影響

[減輕]採用低污染機具或船隻，避免造成海域

污染

[減輕]施工期間產生之廢棄物應妥善收集處理，

禁止丟棄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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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對策_海域生態

A

A

B

C

D

A

A
A

A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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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工期間生態檢核執行_落實自主檢查
•每月落實填列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保育
策略

生態保育對策

迴避
•劃設生態敏感區，有效分區監測管理
•施工便道盡量避開生態敏感區
•施工避免夜間及晨昏時段施工
• 潮間帶施工時，避開黑腹濱鷸等冬候鳥高峰期

縮小
•縮小工程量體，如前處理設計縮小用地、取排水 管併
埋，減少潮間帶開挖範圍

•施工便道採現有道路為主，新闢寬度約 8m為限

減輕

•提出喬木移植計畫，原則盡量保留在地原生喬木
•避免施工產生高分貝噪音，減輕對動物棲息影響
•施工動線加強灑水及覆蓋防塵布，減輕揚塵影響
•固定工程車行駛路線及降低車速，並於工區東側與北側
設置至少2處警示牌，提醒施工人員注意，避免路殺發生

•施工廢污水經達放流水標準後，方可排放
•取排水管材採用耐腐蝕性材料，避免管線破裂造成海域
污染。營運後不定期檢測管線腐蝕程度，降低海域污染
風險

補償 •補植原生喬木，增加綠地友善生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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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工期間生態檢核執行_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

•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

如：魚群暴斃、水質渾濁

• 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

通報名冊：
北水分署_工程主辦

工程廠商生態團隊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

北水分署生態檢核專業廠商
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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