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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背景 

1.1 工程基本資料 

本計畫「眉溪牛眠堤防整建工程」範圍，位於眉溪牛眠橋右岸，依據

109 年度第三河川分署「烏溪水系風險評估」提報成果，眉溪牛眠堤防部

分斷面破堤危險度達中度以上，現況灘地受水流削減僅剩部分灘地，造成

部分區域堤前灘地流失、寬度不足，且有水流沖刷堤防基腳之風險。故本

計畫主要工程目的為預防河道堤防灘地流失，將進行加強堤身基礎保護作

業(詳圖 1-1、表 1-1)。 

表 1-1 工程基本資料表 

計畫及工程名稱 眉溪牛眠堤防整建工程 

主辦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 

基地位置 X：246904.845   Y：2653740.037 

工程目的 預防堤防灘地流失及堤身基礎加強保護 

工程內容 堤身基礎加強保護 

預期效益 
保護堤後民眾房舍及耕種範圍土地，加強既有堤防結構

之安全 

圖 1-1 工程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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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環境基本資料 

眉溪位於台灣中部，屬於烏溪水系，為烏溪之重要支流，流域面積

136.41 平方公里，分佈於南投縣埔里鎮北部及仁愛鄉中西部，主流發源於

北東眼山及三角峰之間合望鞍部附近，流域北接烏溪支流北港溪流域、東

側及南側為濁水溪流域、西鄰烏溪支流南港溪流域。自東向西蜿蜒流經山

區，進入埔里盆地地勢開闊坡度減緩，主流坡陡流急為典型的山地型河川。

全河段坡降甚陡，至內埔橋以下坡度減緩土砂沉積作用明顯，水流流速仍

快速，整體河段基本為沖刷型態，形成較明顯的深槽流路。眉溪中下游分

布在容易達到區域，多數已受到砍伐或開墾等人為因素影響，不見原始樹

林，取而代之以次生林、草生地、農地為主的植被類型。 

「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提及，埔里鎮最具特色的農作物為

茭白筍，代表埔里「一鄉鎮一特色」的農特產，其他另有百香果、香菇、

甘蔗、花卉等。仁愛鄉農特產以蘋果、梨子、李子產量較大，其他另有高

冷蔬菜、高山茶、溫帶花卉為重要的產業文化之一。 

眉溪與烏溪匯流口附近，種植大面積筊白筍田，其他農作物為稻田、

檳榔、香蕉、花圃、果園等；由內埔橋上溯至觀音吊橋附近，河川地利用

則以苗圃為大宗，眉溪水量於內埔橋以下明顯減少，可能是因為內埔橋以

上苗圃灌溉用水量大的原因。眉溪支流本部溪及墘溪部分則利用河川地種

植龍鬚菜等。 

眉溪南港溪匯流口的左右岸為石壁，岸邊多處為深潭，河道中水深，

淺流及淺瀨多分布於岸邊；七二水災後，岸邊深潭處淤積許多漂流物，岸

邊原有植物遭沖刷覆蓋，露出大片石礫砂地，河床中的沙洲裸露。水中可

見泥砂覆蓋於石頭上，不利於藻類、水棲昆蟲及螺貝類生長。眉溪物種數

及記錄數量最少，各物種記錄數量均為個位數，優勢種為臺灣石𩼧。 

流域內特殊物種有珍貴稀有之野生動物臺灣副細鯽(臺灣白魚)；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埔里中華爬岩鰍、金線蛙。臺灣副細鯽(臺灣白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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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線蛙多棲息在緩流水域或靜水域，因自然棲地受到嚴重破壞或汙染，導

致個體數量急遽下降，近來，相關單位利用埔里地區的筊白筍田為復育場

地，與在地農民合作進行復育行動，創造「魚筊共生」的環境，水量豐沛，

無任何的汙染，增加臺灣白魚較佳的生存空間。埔里中華爬岩鰍則是在眉

溪主流可以觀察到的物種之一，受到橫向構造物的阻隔與水域環境的污染

影響，對其族群造成生存威脅。未來，配合挖掘深潭、放置石塊增加水流

型態多樣性，並在阻隔上下游水流處執行補償措施，改善整體水域環境。 

1.3 前期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本計畫曾於民國 111、112 年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本階段將

延續民國 112 年「眉溪牛眠堤防整建工程」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包含民眾參與紀錄、潛在關注物種與棲地及生態保育原則等成果，執行規

劃設計階段相關作業。 

前期成果透過生態資料蒐集，配合棲地空間分布並考量工程影響範圍

可能為多集中在河川區域的水域及灘地環境，篩選出潛在關注物種為彩

鷸、臺灣山鷓鴣、粉紅鸚嘴、埔里中華爬岩鰍、長脂瘋鱨以及纓口臺鰍(詳

表 1-2)。規劃設計階段了解，本計畫主要工程影響範圍為既有堤防坡腳，

後續將於更新工程設計及生態資料後，依工程類型與生活史特性確認是否

具有關注物種，作為生態評析作業背景資訊。 

民眾參與以電話訪談方式採訪牛眠里理事長、北梅里里長以及籃城里

里長，三位里長皆表示因為牛眠堤防周遭居住的民眾不多，在此逗留及活

動者較少，無對此區域之生態相關情報及意見。 

提報核定階段提出的生態議題、潛在關注物種等情報，以前階段之生

態保育原則為基礎，延續為規劃設計階段討論生態保育措施的方向。生態

議題有五大項，(1)既有自然棲地、(2)水域縱向廊道、(3)水、陸域橫向廊

道、(4)潛在關注鳥類、(5) 潛在關注魚類，配合之生態保育原則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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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潛在關注物種名單基本資料 

中文名 
保育

等級 

臺灣 

紅皮書 
生態特性 

彩鷸 Ⅱ - 

普遍留鳥。分布於低海拔濕地，常在沼澤、池塘、河邊等濕地出現。雜食性，以昆蟲、

螺類、蚯蚓、甲殼類等無脊椎動物為食，也會取用種子。一年最多可繁殖 3 次，約從

4~10 月，高峰期 6~10 月。聚集繁殖，巢間距離較近時繁殖成功率較高。 

臺灣山鷓鴣 Ⅲ - 

全世界僅見於台灣本島的中低海拔山區。中、低山區海拔 300 至 2,300 公尺原始闊葉

樹林的底層，地表植被不多，偶爾也在裸露地出現。雜食性，在地上行走時，用腳爪

扒開腐植層或土壤啄食其中的蠕蟲、蚯蚓、昆蟲，包括植物嫩芽、漿果、種子。繁殖

自每的 3 月底至 8 月，乾草鋪設築巢在地表或岩縫中。 

粉紅鸚嘴 - NNT 

成群出現在平地至高山的次生林、灌叢、草生地或濕地中都可能出現，尤其喜歡在枝

條濃密處活動。多以昆蟲、漿果及植物種子為食，冬季食物少時也會剝開堅硬的草莖，

啄食隱藏在內部的昆蟲。巢呈深碗型，多築在相當密的枝葉間或懸掛在藤蔓上，距地

高度不等，可低於 2m，有些則高於 8m， 

埔里中華爬

岩鰍 
Ⅲ NNT 

初級性淡水魚類。河川中下游，湍急稍有水流瀨區、石礫底質、石縫中或階流石壁上。

生殖期在 3-9 月，其中以 6-7 月為其生殖高峰。有季節性遷移的習性，相關資訊尚有

待研究。 

長脂瘋鱨 - NVU 初級性淡水魚類。棲息於河川中上游的清澈水域，喜水流大而高溶氧的水層底部棲息。 

纓口臺鰍 - NVU 
初級性淡水魚類。棲息河川的中上游湍急河段，喜愛清澈水流且稍微湍急的瀨區中，

底棲性。雜食性魚類，以藻類、水生昆蟲、有機碎屑為食。 

資料來源：臺灣生命大百科(網址：https://taieol.tw/)，計畫團隊彙整。 

 

表 1-3 生態保育原則研擬表 

生態議題及 

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原則 策略 

[關注議題] 

既有自然棲地 

未來在河床可能有大面積擾動，規

劃設計階段應考量工程需求，劃設

工程影響範圍、施工便道路線等，

以縮小策略為原則擬定方案。 

劃設工程影響範圍，並保留單側灘地作為生態廊道。 迴避 

施工便道優先使用以開發區域(如：道路、農路等)，

盡量避免使用自然棲地。 
縮小 

若需要取用現地塊石，應評估是否對水陸域棲地環

境有嚴重破壞，如：既有棲地消失、棲地多樣性下降。 
縮小 

[關注議題] 

水域縱向廊道 

工程計畫避免造成流路遭阻斷之

情形，配合豐枯水期、改水路、將

水生物移置保護等措施，減輕對河

川棲地的影響。若有跨河需求，建

議配合箱涵、涵管、鋼構橋等臨時

設施。 

施工便道以不跨越河道為原則，若有需要跨越河道

需求，應配合臨時設施使水流保持流通。 
減輕 

右岸堤前水流於施工前配合改水路，施工期間應避

免工程廢水直接排入河川內，配合排擋水設施、臨時

沉砂池等措施。 

減輕 

大面積開挖整地工程，配合枯水期辦理，視現場需要

配合水生物移置保護等措施，以維護水生生物多樣

性。 

減輕 

[關注議題] 

水、陸域橫向廊道 

建議調整既有堤防坡面，增加孔

隙、粗糙度，並維持緩坡形式。 

目前既有堤防為緩坡形式，若堤前區域透過覆土，使

植被恢復創造棲地，能增加棲地空間與生態功能。 
補償 

[關注物種] 

潛在關注鳥類(彩鷸、

臺灣山鷓鴣、粉紅鸚

嘴) 

棲息在沼澤、河川濕地等濱水處，

為雜食性，繁殖高峰期約從每年

6~10 月，棲息地與本計畫棲地類

型多有相似。 

限制施工範圍，盡量保留河川灘地之草生地環境。 迴避 

大規模開挖整地避開繁殖高峰期，並避免夜間施工，

減輕對灘地生物活動造成的影響。 
減輕 

[關注物種] 

潛在關注魚類(埔里中

華爬岩鰍、長脂瘋

鱨、纓口臺鰍)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分布在

溪流湍急河段瀨區，應評估工程施

作對水域棲地的影響。 

多棲息在溪流湍急區域，如瀨區等流速稍快區域，評

估工程影響範圍對水域環境的影響，視現地條件採

用迴避或改水路等方式。 

迴避 

縮小 

若需要取用現地塊石，應評估是否對水陸域棲地環

境有嚴重破壞，如：既有棲地消失、棲地多樣性下降。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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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執行 

2.1 生態敏感區篩選 

為廣泛篩選潛在的生態議題與關注物種，蒐整生態敏感相關圖層，如：

法定保護區、國土生態綠網計畫、環境敏感區之生態敏感類別、相關主管

機關法令、研究報告成果、學術研究或民間團體研究等公開資訊(表 2-1)，

以大尺度方式篩選計畫區周邊可能面臨的生態議題，作為後續生態議題評

析與生態保育措施研擬之參考。 

表 2-1 生態敏感區圖資資訊表 

項次 圖層名稱 主管機關 篩選成果 

1 自然保留區 農業部 - 

2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農業部 - 

3 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業部 - 

4 自然保護區 農業部 - 

5 保安林 農業部 - 

6 地質公園 農業部 - 

7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農業部 - 

8 海岸保護區 內政部 - 

9 國家(自然)公園 內政部 - 

10 重要濕地 內政部 - 

11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 

12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 - 

13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環境部 - 

14 飲用水區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環境部 - 

15 重要野鳥棲地 - - 

16 112 年石虎分布模擬圖 - V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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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計畫團隊繪製。 

圖 2-1 法定保護區套疊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繪製。 

圖 2-2 國土生態綠網套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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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位於眉溪牛眠橋下游至中正一號橋間，套疊成果顯示本計畫

屬於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公開之石虎分布模擬圖範圍內(詳圖 2-1)，

若以生態保育角度考量，仍須注意棲地保育、廊道連續性等生態議題。計

畫區兩側為人為活動頻繁區域，右岸水防道路是地方頻繁使用的交通要

道，堤前河川區域為河川自然變動範圍，整體保持自然棲地環境，後續工

程計畫視現場情況擬定生態保育措施，減輕對自然環境的干擾。套疊農業

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國土生態綠網圖資，本計畫區位於西四、西五關注區

域交界處，主要關注棲地為森林、溪流為主，重點關注動植物非常多，詳

見圖 2-2、表 2-2，保存低海拔森林與溪流生物多樣性，與社區合作推動

友善生態、里山森林保育，以及營造並串聯適合石虎等野生動物生存的棲

地，減少動物路殺事件等，為此兩關注區域之指認目的。 

表 2-2 綠網關注區域(西四、西五)基本資料 

名稱 
分佈

範圍 

關注棲

地類型 
重點關注動物 指認目的 

西四 

台中

淺山

地區 

森林、 

溪流 

石虎、食蟹獴、麝香貓、八色鳥、灰面鵟鷹、黃魚鴞、

食蛇龜、柴棺龜、白腹游蛇、草花蛇、高體鰟鮍、臺

灣鮰、臺灣腹細鯽、埔里中華爬岩鰍、七星鱧。 
保存低海拔森林與溪流生物多樣性，與

社區合作推動友善生態、里山森林保育，

營造並串聯適合石虎等野生動物生存的

棲地，減少動物路殺事件。 西五 

南投

淺山

地區 

森林、溪

流 

石虎、穿山甲、食蟹獴、麝香貓、八色鳥、灰面鵟鷹、

黃鸝、食蛇龜、柴棺龜、鉛色水蛇、白腹游蛇、豎琴

蛙、金線蛙、臺灣鮰、臺灣副細鯽、巴氏銀鮈、埔里

中華爬岩鰍、溪流細鯽、纖紅蜻蜓。 

表 2-3 臺中西部淺山林保育軸帶基本資料 

軸帶名稱 
棲地 

類別 
涵蓋範圍 目的 保育策略 關注棲地 關注物種 

臺中西部淺山

森林保育軸帶 
丘陵 

后里、東勢、石

岡、豐原、北

屯、新社、太

平、霧峰至和

平地區之淺山

森林 

維護保護傘物種

(如石虎、臺灣黑熊

及熊鷹 )的棲地及

廊道，保護臺中之

淺山森林生物多樣

性 

高風險地區與瀕危物

種保育、友善生產環

境之營造、里山倡議

與地景保育推動、公

眾參與及環境教育推

廣 

森林、農

田、果園 

石虎、臺灣黑

熊、熊鷹、辛氏

盔蘭、垂枝羊角

扭 

2.2 生態資料盤點 

於計畫執行期間更新生態情報，達到詳實掌握潛在生態議題目的，有

助於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之影響。廣泛蒐集相關計畫、研究文獻與生態

資料庫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藉此篩選潛在關注物種、關注棲地及生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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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回饋至生態檢核作業之生態影響評估，提供予工程設計單位為生態背

景資訊參考。 

彙整計畫區域及周邊歷年生態調查紀錄、線上生態資料庫與生物多樣

性研究計畫等，盤點區域生態資源並篩選出生態關注對象，作為本計畫規

劃設計的生態背景 資訊，提供生態影響評估作為參考。蒐集資料來源如

下：(1)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民國 95 年)；(2)臺灣生物多樣性網

絡(TBN)；(3)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4)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5)臺灣物種

名錄(TaiBNET)；(6) iNaturalist；(7) eBird Taiwan 等。 

表 2-4 生態物種篩選成果 

類群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態物種 7 項篩選標準 

總

分 
保育

等級 

臺灣 

紅皮

書 

稀有、分

布侷限、

面臨危機 

洄游性

物種 

特殊

繁殖 

在地

特殊

物種 

民眾關注、

特色、觀

光、科學或

文化 

兩生類 豎琴蛙 Nidirana okinavana 原生 II NCR - - - - - 2 

爬蟲類 草花蛇 
Xenochrophis 

flavipunctatus 
原生 III - - - - - - 1 

爬蟲類 黑眉錦蛇 
Orthriophis 

taeniurus friesi 
特有 III - - - - - - 1 

魚類 長脂瘋鱨 
Tachysurus 

adiposalis 
原生 - NVU - - - - - 1 

魚類 埔里中華爬岩鰍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特有 III - ● ● - - - 3 

魚類 纓口臺鰍 Formosania lacustre 特有 - NVU - - - - - 1 

鳥類 八色鳥 Pitta nympha 原生 II NEN ● - - - - 3 

鳥類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大陸畫眉 Garrulax canor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小水鴨 Anas crecca 原生 - NVU - - - - - 1 

鳥類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白尾鴝 Myiomela leucura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赤腹山雀 
Sittiparus 

castaneoventris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東方灰林鴞 
Strix nivicolum 

yamadae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松雀鷹 Accipiter virgat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林鵰 
Ictinaetus 

malaiensi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花翅山椒鳥 Coracina macei 原生 II NVU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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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 青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原生 III - - - - - - 1 

鳥類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紅頭綠鳩 
Treron formosae 

formosae 
特有 II NVU - - - - - 2 

鳥類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特有 II NVU ● - - - - 3 

鳥類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麻鷺 Gorsachius goisagi 原生 III -  - - - - 1 

鳥類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原生 - NVU - - - - - 1 

鳥類 黃山雀 Machlolophus holsti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黃胸藪眉 Liocichla steerii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黃腹琉璃 Niltava vivida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黑鳶 Milvus migrans 原生 II NVU - - - - - 2 

鳥類 黑頭文鳥 Lonchura atricapilla 原生 III NVU - - - - - 2 

鳥類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鉛色水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臺灣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臺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臺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特有 II NEN - - - - - 2 

鳥類 臺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特有 III - - - - - - 1 

鳥類 領角鴞 Otus lettia 特有 II - - - - - - 1 

鳥類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原生 II - - - - - - 1 

鳥類 鴛鴦 Aix galericulata 原生 II NVU - - - - - 2 

鳥類 藍腹鷴 Lophura swinhoii 特有 II - - - - - - 1 

註 1：屬性「原生」表臺灣地區非特有原生種、「E」表臺灣地區特有種、「Ais」表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II」珍貴稀有之野生動物，「III」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註 3：臺灣紅皮書國家極危「NCR」、國家瀕危「NEN」及國家易危「NVU」類別。 

彙整計畫區附近 1 公里範圍內之生態情報，整理鳥類、魚類、蝦蟹

類、兩生類、爬蟲類、哺乳類等生物類群調查記錄。鳥類盤點紀錄 80 種，

魚類盤點紀錄 5 種，蝦蟹類盤點紀錄 2 種，兩生類盤點紀錄 2 種，爬蟲類

盤點紀錄 3 種，哺乳類盤點紀錄 5 種，植物盤點 169 種，生態情報盤點成

果詳附錄。生態情報盤點成果依據生態物種 7 項篩選標準進行篩選，篩選

標準如：(1)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之物種；(2)臺灣紅皮書名錄中，評估結

果為國家極危(NCR)、國家瀕危(NEN)及國家易危(NVU)類別之物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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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分布局限或面臨危機之物種；(4)溪流中洄游性物種；(5)在地特殊

生態課題之物種；(6)特殊繁殖生態習性物種；(7)民眾關注、特色、具觀

光、科學或文化價值之物種等。篩選結果符合 3 項標準 3 種(埔里中華爬

岩鰍、八色鳥及烏頭翁)，符合 2 項標準 7 種(豎琴蛙、花翅山椒鳥、紅頭

綠鳩、黑鳶、黑頭文鳥、臺灣畫眉及鴛鴦)，符合 1 項標準 36 種(表 2-4)。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繪製。 

圖 2-3 生態物種篩選成果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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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地勘查 

執行前期為瞭解環境特性與工程規劃設計，於民國 113 年 02 月 21 日

工程主辦單位、工程設計以及生態檢核團隊辦理現地勘查，確認工程計畫

使用範圍並釐清生態議題，現場勘查前由生態專業人員說明潛在生態議

題、現場環境狀況等為討論基礎，現場勘查紀實照片(如圖 2-4)。 

本工程為降低河段破堤危險度，保護當地居民安全，規劃工程項目以

補強眉溪牛眠堤防基礎，僅針對需要補強區域進行施工，堤身基礎加強保

護 700 公尺，故實際施工行為將集中在堤前區域。目前守城一號堤防正在

施工辦理河道整理工程，調整河段流心，以土方不帶走方式開挖、回填，

挖填平衡，將多餘的土方回填至需要補強處，且盡量保留既有生物棲地。

河道內潭區的水草資源較豐富，皆是水生物、鳥類、兩爬類等物種聚集的

區域，未來若有關於河道整理相關工程，可考慮在開挖流路規劃數個小窪

地，作為水流蓄積處，加速河床生態恢復速度，創造足夠水深供生物棲息

及利用。 

圖 2-4 現地勘查紀實照片 

2.4 棲地評估 

棲地品質評估，經由各項環境評估因子的量化分數，紀錄棲地環境的

變化，提供工程計畫對棲地環境影響的重要參考指標。本計畫採用「水利

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棲地評估方式，透過長期的棲地環境現況自主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拍攝。 

113/02/21 11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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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能直接或間接反應目前的生態狀況及潛在問題，水陸域環境現況比

對(詳圖 2-5)。 

本計畫於民國 113 年 02 月 21 日執行棲地品質評估，評估範圍位於

眉溪牛眠橋下游至中正一號橋間。調查期間為枯水期，河道有明顯斷流，

僅部分河段仍有淺瀨，但河道流路形狀明顯，仍可觀察過去流路擺盪沖刷

下的痕跡，目前水流呈現辮狀河流，且互在左右兩岸有靠近堤防處。水流

以外河灘地植生覆蓋度良好，以高莖草本為主要類型，靠近兩側堤防處夾

雜小部分雜木林，但因右岸目前無水源澆灌，導致大部分植被流失，相較

於去年枯水期之情況，植被明顯減少。淺流水體清澈透明，但流速緩慢且

坡降平緩，河床底質以漂石、卵礫石為主。本次評估分數，水的特性 17

分，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 14 分，生態特性 14 分，總分 45 分，評估

分數詳表 2-5。 

表 2-5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工程階段 提報核定 規劃設計 

分類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112/03/21 113/02/21 

水的 

特性 

水域型態多樣性 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1 1 

水域廊道連續性 
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

的通行無阻 
10 10 

水質 
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

生存 
6 6 

水陸域

過渡帶

及底質

特性 

水陸域過渡帶 

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及河

川區域的人工構造物是否造成野生

動物移動困難 

5+0 3+0 

溪濱廊道連續性 
檢視野生動物可否在水陸域間通行

無阻 
1 1 

底質多樣性 
檢視棲地多樣性及被細沉積土覆蓋

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10 10 

生態 

特性 

水生動物豐多度 檢視水陸域環境生態系統狀況 4 4 

水域生產者 
檢視水體中藻類浮游生物含量，作為

水質指標 
10 10 

總分 4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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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水陸域環境現況比對 

2.5 棲地調查 

生態背景人員現場探勘計畫區，判別是否有重要或關注棲地，釐清工

程計畫的生態影響範圍，整合情報繪製棲地空間分布圖，紀錄現場棲地類

別與生態資訊，提供作為評估生態敏感度的視覺化資料，棲地單元標準(詳

表 2-6)。河川兩岸堤後多為農牧用地及建成地區等人為開發區域，區域內

僅河川灘地較屬於自然棲地環境。調查期間為枯水期，水域流量少，流路

形狀明顯，水域型態多為淺流，部份河段有斷流的狀況，成為草澤地。右

岸河川灘地受到河道整理擾動與枯水期缺水狀況影響，整體植被明顯減

少，現況植被稀疏多為裸露地，左岸未受河道整理擾動，現況為草生次生

林地，棲地空間分布圖詳圖 2-6。 

  

年度 空拍圖 現勘圖 

112 

  

113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拍攝。 

112/03/21 112/03/21 

113/02/21 11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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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棲地單元類別說明表 

棲地單元  說明  棲地單元  說明  

森林 

樹木優勢的環境，樹木覆蓋

度大於 70 %，樹冠高度大於

5 公尺。 

草地與 

灌叢 

高度小於 5 公尺草本與灌

木類植物優勢，覆蓋度總和

大於 30 %的區域。 

海岸 
海陸域交界的過渡地帶，低

潮線與高潮線間區域。 

裸露與 

稀疏植被區 

植被覆蓋度低於 30 %的內

陸地區。 

草澤地 

至少半年地表有水或土壤溼

潤狀態，草澤地植被常依水

位高度與含水時間的週期性

變化，為陸域與水域過渡帶。 

農牧用地 

農業作物栽植、密集苗木的

苗圃、廢棄耕作農地、畜禽

舍，為經常性農牧作使用的

土地型態。 

靜態水域 

水體以淡水為主要，包含湖、

水庫、儲水埤塘、魚塭、滯

洪池、生態池與景觀池，亦

包含淡鹹水交界的鹹水魚

塭。 

都市綠地與

開放空間 

具景觀樹木、灌叢與人工草

坪栽植的綠地空間，及對公

眾開放的戶外綠地，或有機

會成為綠色基盤的開放空

間。 

流動水域 河川、溝渠的流動水體。 建成地區 
建築、交通與產業用地、公

共設施與公用設備。 

參考資料：新竹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民國 109 年)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繪製。 

圖 2-6 棲地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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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民眾參與訪談 

規劃設計階段民眾參與說明會，於民國 113 年 03 月 12 日辦理，由生

態團隊邀集工程主管機關及地方里長、社區總幹事、社區理事長、當地里

民們，解說工程設計方向，了解當地生態資訊，傾聽地方對工程及生態之

意見，詳(圖 2-7、表 2-7)。 

表 2-7 規劃設計階段民眾參與紀錄 

工程名稱：眉溪牛眠堤防整建工程 

召開案由：規劃設計階段民眾參與說明會 

召開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12 日 

提出人員：智聯工程 

1.是否曾於眉溪附近看到彩鷸、臺灣山鷓

鴣、粉紅鸚嘴? 

2.是否曾於眉溪附近發現蛇類出沒？ 

牛眠里社區總幹事、里長、社區理事長： 

1.計畫範圍內未見過彩鷸、臺灣山鷓鴣、粉

紅鸚嘴，平常經常看到夜鷺、烏鴉、還有很

多的八哥(外來種)。 

2.以前有人會偷偷野放蛇類，目前沒發現有

蛇類出沒的問題。 

提出人員：智聯工程 

1.本工程後續設計是否有綠化措施的部分？ 

三河分署： 

1.本案主要工程內容為堤身基礎加強保護，

暫無綠化措施之規劃。 

提出人員：牛眠里社區總幹事 

1.守城橋接牛眠堤防，希望做開口堤，請列

入本案。 

2.希望植栽部分可以種植，例如：黃花風鈴

木或是其他會開花的植物，可增添景觀色

彩，帶動當地觀光。 

三河分署： 

1.此建議後續納入整體計劃評估。 

2.因黃花風鈴木為外來種，在需為原生種之

前提下，後續再評估是否有適合栽種之物

種。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拍攝。 

圖 2-7 規劃設計階段民眾參與照片 

113/03/12 11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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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通過資料整理與生態調查評估作業，配合現場條件、工程計畫方案以

及生態影響評估，整理生態議題進行討論評析並擬定生態保育對策，與設

計單位討論確認可行性作為本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方向。 

2.7.1 關注物種篩選 

經由生態物種 7 項篩選機制，將符合 3 項標準以上，或符合 2 項

標準且生態補充調查發現之物種，進入下階段篩選。彙整上述物種潛在棲

地類型及分布範圍，依工程類型及工程影響範圍套疊，評估工程影響該物

種棲地程度。若工程影響範圍不影響該物種主要棲地環境，則不列為關注

物種；若工程影響範圍影響該物種主要棲地環境，則列為關注物種。 

本計畫將埔里中華爬岩鰍列入關注物種，埔里中華爬岩鰍為烏溪流域

中上游較受關注的魚類，符合 3 項標準，且鄰近計畫區之眉溪水域淺瀨區

域為該物種之潛在棲地，故列入關注物種(表 2-8、圖 2-8)。 

前期潛在關注物種彩鷸、臺灣山鷓鴣、粉紅鸚嘴、長脂瘋鱨、纓口臺

鰍未列入關注物種；彩鷸、長脂瘋鱨、纓口臺鰍之主要棲地為濱溪帶及水

域，屬於工程影響範圍，但上述三種物種皆僅符合 1 項標準，故不列入關

注物種；臺灣山鷓鴣符合 1 項標準，工程影響範圍內無該物種之主要棲地

闊葉林環境，故不列入關注物種；粉紅鸚嘴不符合任何標準故不列入關注

物種。 

表 2-8 關注物種名單基本資料 

中文

科名 
中文名 

潛在關

注物種 

關注

物種 
生態特性 

彩鷸

科 
彩鷸 ●  

普遍留鳥。分布於低海拔濕地，常在沼澤、池塘、河邊

等濕地出現。雜食性，以昆蟲、螺類、蚯蚓、甲殼類等

無脊椎動物為食，也會取用種子。一年最多可繁殖 3 次，

約從 4~10 月，高峰期 6~10 月。聚集繁殖，巢間距離較

近時繁殖成功率較高。 

雉科 
臺灣山

鷓鴣 
●  

全世界僅見於台灣本島的中低海拔山區。中、低山區海

拔 300 至 2,300 公尺原始闊葉樹林的底層，地表植被不

多，偶爾也在裸露地出現。雜食性，在地上行走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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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爪扒開腐植層或土壤啄食其中的蠕蟲、蚯蚓、昆蟲，

包括植物嫩芽、漿果、種子。繁殖自每的 3 月底至 8 月，

乾草鋪設築巢在地表或岩縫中。 

鶯科 
粉紅鸚

嘴 
●  

成群出現在平地至高山的次生林、灌叢、草生地或濕地

中都可能出現，尤其喜歡在枝條濃密處活動。多以昆蟲、

漿果及植物種子為食，冬季食物少時也會剝開堅硬的草

莖，啄食隱藏在內部的昆蟲。巢呈深碗型，多築在相當

密的枝葉間或懸掛在藤蔓上，距地高度不等，可低於 2m，

有些則高於 8m， 

爬鰍

科 

埔里中

華爬岩

鰍 

● ● 

初級性淡水魚類。河川中下游，湍急稍有水流瀨區、石

礫底質、石縫中或階流石壁上。生殖期在 3-9 月，其中

以 6-7 月為其生殖高峰。有季節性遷移的習性，相關資

訊尚有待研究。 

鱨科 
長脂瘋

鱨 
●  

初級性淡水魚類。棲息於河川中上游的清澈水域，喜水

流大而高溶氧的水層底部棲息。 

爬鰍

科 

纓口臺

鰍 
●  

初級性淡水魚類。棲息河川的中上游湍急河段，喜愛清

澈水流且稍微湍急的瀨區中，底棲性。雜食性魚類，以

藻類、水生昆蟲、有機碎屑為食。 

 資料來源：臺灣生命大百科(網址：https://taieol.tw/)，計畫團隊彙整。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繪製。 

圖 2-8 關注物種棲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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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生態影響評估分析 

本計畫工程影響範圍集中在眉溪河川區域內，目前河川灘地受到擾動

少植被茂密，經生態資料蒐集篩選出關注物種名單，顯示灘地內棲地類型

各有不同物種會利用。因此，針對生態議題及關注物種提出生態保育原則，

作為後續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保育對策研擬方向詳(表 2-9)。生態議題說

明如下： 

一、維護既有生態資源與良好自然棲地：本計畫位於眉溪牛眠橋下游至中

正一號橋上游處，主要工程項目為堤身基礎加強保護。計畫範圍主要

位於河川高灘地，植被覆蓋佳，規劃設計階段應考量工程需求，劃設

工程影響範圍、施工便道路線等，以縮小策略為原則，擬定對高灘地

生態影響程度較小的方案，以維持自然良好的棲地。 

二、維護水域(縱向)連結性：目前計畫河段水域受枯水期以及河道整理作

業影響，導致主流集中但水域棲地型態仍然相對單一。目前工程計畫

中，堤身基礎加強保護工程施作範圍不會對水域造成影響，但在豐水

期可能再次改變流向，因此仍需要注意，避免工程計畫造成水流流路

阻斷之情形。配合豐枯水期，減輕對河川棲地的影響。若工程有跨河

需求，建議配合箱涵、涵管、鋼構橋…等臨時設施，水流保持流動使

水生物可以順利洄游。 

三、維護水、陸域(橫向)連結性：現況之堤防構造物形式為緩坡型，但表

面光滑，建議調整既有堤面孔隙、粗糙度，並維持現況之緩坡堤防形

式；或於堤前覆土保護堤防基礎，使植被自然恢復增加棲地。 

四、關注物種-埔里中華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喜愛在溪流湍急河段瀨

區，為判斷水域環境優劣之指標生物。建議規劃工程施作範圍、施工

便道及取土區域時，留意對水域環境的影響，是現地條件採用迴避措

施或跨河設施，禁止施工機具直接開入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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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生態影響評估分析表 

生態議題及生態

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原則 生態保育對策(依工程方案提出) 策略 調整狀況 

[關注議題] 

既有自然棲地 

計畫範圍主要位於河川高灘地，

植被覆蓋佳，規劃設計階段應考

量工程需求，劃設工程影響範

圍、施工便道路線等，以迴避及

縮小策略為原則擬定方案。 

劃設工程影響範圍，並保留單側灘地作為生態廊道。 左岸草生次生林植被狀態良好，劃設工程影響範圍，並

保留左岸灘地作為生態廊道。 
迴避 

因應工程計

畫範圍修正

相關對策。 

施工期間以圍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盡可能保留右岸河

川灘地之草生地環境。 
縮小 

若需要取用現地塊石，應評估是否對水陸域棲地環

境有嚴重破壞，如：既有棲地消失、棲地多樣性下降。 限制取土方區域，以不需跨河區域為優先考量。 迴避 

施工便道優先使用以開發區域(如：道路、農路等)，

盡量避免使用自然棲地。 

施工便道應優先採用既有道路及裸露地，並限制路線及

範圍，若需跨越水域則設置跨河臨時設施，禁止施工機

具直接開入水域。 

減輕 

[關注議題] 

水域縱向廊道 

工程計畫避免造成流路遭阻斷

之情形，配合豐枯水期、將水生

物移置保護等措施，減輕對河川

棲地的影響。若有跨河需求，建

議配合箱涵、涵管、鋼構橋等臨

時設施。 

施工便道以不跨越河道為原則，若有需要跨越河道

需求，應配合臨時設施使水流保持流通。 

施工便道若需跨越河道，建議配合設置臨時設施(如：箱

涵、涵管、鋼構橋等)，保持水流暢通。 
減輕 

 

右岸堤前水流於施工前配合改水路，施工期間應避

免工程廢水直接排入河川內，配合排擋水設施、臨時

沉砂池等措施。 

若河道主流距離工程過近，則於開挖作業前需先執行導

流作業，減少對水域影響。 
減輕 

施工期間以圍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配合排擋水設施、

臨時沉砂池等措施，避免工程廢水直接排入水域。 
減輕 

大面積開挖整地工程，配合枯水期辦理，視現場需要

配合水生物移置保護等措施，以維護水生生物多樣

性。 

大面積開挖整地工程，配合枯水期辦理，視現場需要配

合水生物移置保護等措施，以維護水生生物多樣性。 
減輕 

[關注議題] 

水、陸域橫向廊道 

建議調整既有堤防坡面，增加孔

隙、粗糙度，並維持緩坡形式。 

目前既有堤防為緩坡形式，若堤前區域透過覆土，使

植被恢復創造棲地，能增加棲地空間與生態功能。 
堤前區域透過覆土，使植被恢復創造棲地，能增加棲地

空間與生態功能。 
補償  

[關注物種] 

濱溪帶鳥類 

(彩鷸、粉紅鸚嘴) 

棲息在沼澤、河川濕地等濱水

處，為雜食性，繁殖期約從每年

4~10月，棲息地與本計畫棲地類

型多有相似。 

限制施工範圍，盡量保留河川灘地之草生地環境。   刪除議題 

( 未列入關

注物種) 

大規模開挖整地避開繁殖高峰期，並避免夜間施工，

減輕對灘地生物活動造成的影響。   

[關注物種] 

埔里中華爬岩鰍 

埔里中華爬岩鰍分布在溪流湍

急河段瀨區，應評估工程施作對

水域棲地的影響。 

多棲息在溪流湍急區域，如瀨區等流速稍快區域，評

估工程影響範圍對水域環境的影響，視現地條件採

用迴避或改水路等方式。 

若河道主流距離工程過近，則於開挖作業前需先執行導

流作業，減少對水域影響。 
減輕 

因應工程計

畫範圍修正

相關對策。 

施工期間以圍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配合排擋水設施、

臨時沉砂池等措施，避免工程廢水直接排入水域。 
減輕 

若需要取用現地塊石，應評估是否對水陸域棲地環

境有嚴重破壞，如：既有棲地消失、棲地多樣性下降。 

限制取土方區域，以不需跨河區域為優先考量。 迴避 

施工便道若需跨越河道，建議配合設置臨時設施(如：箱

涵、涵管、鋼構橋等)，保持水流暢通。 
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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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生態關注區域圖包含工程影響範圍、生態議題、生態保育對策、工程

初步方案等階段性成果，依據上述成果判斷為高度敏感、中度敏感、低度

敏感、道路及建物等四種敏感區(詳圖 2-9)。分級標準及說明(詳表 2-10)。 

本計畫位於眉溪牛眠橋下游至中正一號橋間，因鄰近市區自然棲地面

積較少，僅區域內河川灘地，調查範圍內生態敏感區可分為低度敏感、河

川區域、建物及道路。河段兩岸堤後多為農牧用地及建成地區等人為開發

區域，劃設為建物及道路。地勢平緩區域鑲嵌部份農牧用地，雖為人為開

發區域，但植被可作為鳥類及兩棲類生物棲息空間，具有相當程度的生態

價值，劃設為低度敏感區域。河川區域內有人工構造物，屬於干擾的灘地

環境，顯示棲地環境容易造成擾動，灘地劃設為中度敏感。 

表 2-10 生態敏感度分級及說明表 

等級 
顏色 

(陸域/水域) 
判斷原則 地景生態類型 生態保育原則 

高度 

敏感區 
紅  藍 

屬不可取代或不可

回復的資源，或生

態功能與生物多樣

性高的自然環境 

如藻礁等難以回復的資源或原生

環境，動物棲息熱點等生態較豐

富的棲地，關注物種及其重要棲

地等 

1.優先迴避 

2.未能迴避則

考慮縮小等措

施 

中度 

敏感區 
黃  淺藍 

過去或目前受到部

分擾動、但仍具有

生態價值的棲地 

如先驅植物為主的濱溪帶、廢耕

的農牧用地及水域廊道等環境，

人為干擾程度相對較少，可能為

部分物種適生棲地或生物廊道，

亦可逐漸演替成較佳的環境 

1.迴避或縮小

干擾 

2.棲地回復 

低度 

敏感區 
綠 

人為干擾程度大的

環境 

如外來入侵種為主的草地、人為

管理頻繁的農墾地或綠地等 
1.施工擾動限

制在此區域 

2.棲地營造 
建物 

及道路 
灰/淺灰 

已受人為變更的地

區 

如房屋、道路、已有壩體的河

段、護岸等人為設施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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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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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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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生態保育措施 

本計畫屬堤防整建工程，為主要工項多為既有堤防基礎補強，與規劃

設計單位反覆討論生態保育措施，在工程計畫納入生態檢核成果，研擬歷

程詳表 2-11，整理至「D-05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保育措施研擬紀錄表」。 

表 2-11 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表 

生態議題及生態

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對策 

工程施作

評估 
生態保育措施 

[關注議題] 

既有自然棲地 

計畫範圍主要位於

河川高灘地，植被

覆蓋佳，規劃設計

階段應考量工程需

求，劃設工程影響

範圍、施工便道路

線等，以迴避及縮

小策略為原則擬定

方案。 

(迴避)左岸草生次生

林植被狀態良好，劃設

工程影響範圍，並保留

左岸灘地作為生態廊

道。 

■納入 

□無法納

入 

(迴避)劃設中正橋

上游左岸濱溪帶為

迴避區。 

(縮小)施工期間以圍

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

盡可能保留右岸河川

灘地之草生地環境。 

■納入 

□無法納

入 

(迴避)劃設右岸濱

溪灘地為迴避區，並

以旗幟、警示帶或圍

堰標示。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限制材料放

置區需位於為堤前

灘地 30 公尺內，並

以旗幟、警示帶或圍

堰標示。 

(迴避)限制取土方區

域，以不需跨河區域為

優先考量。 

□納入 

■無法納

入 

工區內土方平衡無

另外取土需求。 

(減輕)施工便道應優

先採用既有道路及裸

露地，並限制路線及範

圍，若需跨越水域則設

置跨河臨時設施，禁止

施工機具直接開入水

域。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施工便道應

優先採用既有道路、

疏濬便道或裸露地，

並限制路線及範圍，

禁止機具直接進入

或跨越水域。 

[關注議題] 

水域縱向廊道 

工程計畫避免造成

流路遭阻斷之情

形，配合豐枯水期、

將水生物移置保護

等措施，減輕對河

川棲地的影響。若

有跨河需求，建議

配合箱涵、涵管、

(減輕)施工便道若需

跨越河道，建議配合設

置臨時設施(如：箱涵、

涵管、鋼構橋等)，保

持水流暢通。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施工便道應

優先採用既有道路、

疏濬便道或裸露地，

並限制路線及範圍，

禁止機具直接進入

或跨越水域。 

(減輕)若河道主流距

離工程過近，則於開挖
■納入 

(減輕)若河道主流

距離工程過近，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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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等臨時設

施。 

作業前需先執行導流

作業，減少對水域影

響。 

□無法納

入 

開挖作業前需先執

行導流作業，減少對

水域影響。 

(減輕)施工期間以圍

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

配合排擋水設施、臨時

沉砂池等措施，避免工

程廢水直接排入水域。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基礎加強工

程以圍堰標示限制

工程範圍，配合排擋

水設施，避免工程廢

水直接排入水域。 

(減輕)大面積開挖整

地工程，配合枯水期辦

理，視現場需要配合水

生物移置保護等措施，

以維護水生生物多樣

性。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大面積開挖

整地工程，以於枯水

期辦理為原則。 

[關注議題] 
水、陸域橫向廊

道 

建議調整既有堤防

坡面，增加孔隙、

粗糙度，並維持緩

坡形式。 

(補償)堤前區域透過

覆土，使植被恢復創造

棲地，能增加棲地空間

與生態功能。 

■納入 

□無法納

入 

(補償)基礎加強作

業執行完透過覆土，

使植被恢復創造棲

地，能增加棲地空間

與生態功能。 

[關注物種] 
埔里中華爬岩鰍 

埔里中華爬岩鰍分

布在溪流湍急河段

瀨區，應評估工程

施作對水域棲地的

影響。 

(減輕)若河道主流距

離工程過近，則於開挖

作業前需先執行導流

作業，減少對水域影

響。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若河道主流

距離工程過近，則於

開挖作業前需先執

行導流作業，減少對

水域影響。 

(減輕)施工期間以圍

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

配合排擋水設施、臨時

沉砂池等措施，避免工

程廢水直接排入水域。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基礎加強工

程以圍堰標示限制

工程範圍，配合排擋

水設施，避免工程廢

水直接排入水域。 

(迴避)限制取土方區

域，以不需跨河區域為

優先考量。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限制材料放

置區需位於為堤前

灘地 30 公尺內，並

以旗幟、警示帶或圍

堰標示。 

(減輕)施工便道若需

跨越河道，建議配合設

置臨時設施(如：箱涵、

涵管、鋼構橋等)，保

持水流暢通。 

■納入 

□無法納

入 

(減輕)施工便道應

優先採用既有道路、

疏濬便道或裸露地，

並限制路線及範圍，

禁止機具直接進入

或跨越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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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生態檢核成果落實到工程計畫中，整理生態保育措施、生態保育

措施自主檢查表之建議(表 2-12)、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生態保育

措施平面圖等，其中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整合設計圖說、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等資訊(圖 2-10)，提供作為工程發包文件及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依據。 

表 2-1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之建議內容 

項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檢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態

保育

措施 

1 
(迴避)劃設中正橋上游左岸濱溪

帶為迴避區。 
□ □ □ 

 

2 

(迴避)劃設右岸濱溪灘地為迴避

區，並以旗幟、警示帶或圍堰標

示。 

□ □ □ 

 

3 

(減輕)限制材料放置區需位於為

堤前灘地 30公尺內，並以旗幟、

警示帶或圍堰標示。 

□ □ □ 

 

4 

(減輕)施工便道應優先採用既有

道路、疏濬便道或裸露地，並限

制路線及範圍，禁止機具直接進

入或跨越水域。 

□ □ □ 

 

5 

(減輕)若河道主流距離工程過

近，則於開挖作業前需先執行導

流作業，減少對水域影響。 

□ □ □ 

 

6 

(減輕)基礎加強工程以圍堰標示

限制工程範圍，配合排擋水設施，

避免工程廢水直接排入水域。 

□ □ □ 

 

7 
(減輕)大面積開挖整地工程，以

於枯水期辦理為原則。 
□ □ □ 

 

8 

(補償)基礎加強作業執行完透過

覆土，使植被恢復創造棲地，能

增加棲地空間與生態功能。 

□ □ □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請通報工程主辦

機關與監造單位)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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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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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計畫為「眉溪牛眠堤防整建工程」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透

過環境基本資料蒐集、生態敏感區套疊、生態資料蒐集，盤點本計畫的關

注物種、關注棲地及生態議題等情報。藉由關注物種篩選流程，篩選出埔

里中華爬岩鰍列入關注物種，並針對現場環境現況的生態議題進行討論。

依據工程類型評析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並提出適合的生態保育對策，建議

生態保育措施如下： 

策略 生態保育措施 

迴避 
1. 劃設中正橋上游左岸濱溪帶為迴避區。 

2. 劃設右岸濱溪灘地為迴避區，並以旗幟、警示帶或圍堰標示。 

減輕 

1. 限制材料放置區需位於為堤前灘地 30 公尺內，並以旗幟、警示帶或圍

堰標示。 

2. 施工便道應優先採用既有道路、疏濬便道或裸露地，並限制路線及範

圍，禁止機具直接進入或跨越水域。 

3. 若河道主流距離工程過近，則於開挖作業前需先執行導流作業，減少

對水域影響。 

4. 基礎加強工程以圍堰標示限制工程範圍，配合排擋水設施，避免工程

廢水直接排入水域。 

5. 大面積開挖整地工程，以於枯水期辦理為原則。 

補償 
1. 基礎加強作業執行完透過覆土，使植被恢復創造棲地，能增加棲地空

間與生態功能。 

3.2 後續執行建議 

一、本階段提出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內容，應納入發包文件中，藉此

要求施工單位落實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維持既有棲地條件，保留計劃

區域縱橫向廊道，減少對埔里中華爬岩鰍水域生物棲息之影響。 

二、施工前召集生態背景人員協助處理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若施工單位提

出執行困難或疑義情形時，由生態團隊協助工程主辦機關檢視執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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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協助溝通生態相關問題及變更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執行內

容等作業，以利生態檢核落實至工程全生命週期達到預期效益。 

三、請工程廠商於施工前提出生態背景人員名單，工作計畫書包含生態檢

核內容、辦理現場勘查、環境教育訓練等相關作業，以符合水利署生

態檢核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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