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九河局工務課 

工程期程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5 月 監造廠商 經濟部水利署九河局工務課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花蓮縣壽豐鄉 
TWD97 座標 X:325016.580  Y:2769054.00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6,120 

工程目的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生態專業人員從 2019.11規劃設計階段開始

參與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環頸雉(II 級保育類)；詳附表 D-03 第 3 項生態棲地

環境評估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工區位於水流左岸以農地為主要地景；緊鄰的

地景水流右岸為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方案討論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方案討論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依循生態檢

核結果評估施工階段相關工作項目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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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辦理地方說明會，壽豐鄉公

所、在地村長、及地方人士對工程內容及日後工程效益都有了

解，沒有其他意見。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於規劃設計階段將生態檢核友善措施建議

事項納入招標文件-施工補充說明書中。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檢核從規劃設計階段開始參與執行，團隊成員

詳見「附件一 生態檢核團隊組織及人力配置」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以文獻蒐集和現場勘查之方法掌握，詳附表 D-03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以文獻蒐集和現場勘查之方法掌握，詳附表 D-03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6.研擬生

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於 108年 10月 30日辦理工程地方說明會，

壽豐鄉公所、在地村長、及地方人士對工程內容及日後工程效

益都有了解，沒有其他意見。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生態檢核友善措施建議事項納入招標文件-施工補

充說明書中。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檢核從規劃設計階段開始參與執行，團隊成員

見「附件一 生態檢核團隊組織及人力配置」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勘查討論紀錄詳見附表 D-02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將生態檢核友善措施建議事項納入招標文件-施工補

充說明書中    □否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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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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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

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13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紀錄人員 
鄭暐(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勘查地點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第 4 期)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吳佩真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行檢核機制 

鄭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行檢核機制、陸域植

被生態分析 

現場勘查與討論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 工程預計剷除堤防外之植生，後續請林

務局造林，為避免在完工後和造林前這

段期間的揚塵和未來種入侵之加速，建

議完工後可先阡插甜根子草。 

 

2. 排擋水之設置應按圖施作。設置原則應

使水流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

需過水，應設置涵管或其他設施，避免

機具入水。 

 

3.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生物，不捕捉、不

驚擾。 
 

4. 如需暫置土方、機具等，應使用既有建

成地區，避免使用有植物生長的區域。 
 

5. 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禁止堆

置於工區範圍外。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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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

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

程(第 4 期)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22 日 

評析報告是否

完成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

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水域部專員 
楊智超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1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工程部研究員 
吳佩真 工程生態影響分析 碩士 7 年 工程生態影響分析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工程部研究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錄 碩士 6 年 工程生態影響分析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陸域植物生態分析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評估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花蓮溪流域位於台灣東部，屬亞熱帶氣候，冬季東北季風盛行，大量水汽受阻於山脈，普遍

帶來降雨，夏季則因雷雨及颱風侵襲，雨量更多。平均年總降雨量為 2,550 毫米，每年 6 月至 11
月為豐水期，降雨量佔全年總雨量之 69％，12 月至翌年 5 月為枯水期，降雨量佔全年總雨量之 31
％，與河川之流量分布相符合。年平均氣溫為 22.8℃，年平均相對濕度約 80.8％。依據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97 年河川水質檢驗分析數據顯示，豐平橋至花蓮大橋河段介於未受污染至中度污染程度。 
花蓮溪兼具辮狀河川與農業型河川特色，其流路分歧散亂、遷徙不定、河心沙洲眾多，對河

川生物棲息而言，屬不穩定之生息環境。各河段流路流向受到右岸海岸山脈山勢、左岸支流沖積扇

位置及堤防或高灘地農業區位置等因素影響，上游棲地狀況不穩定，魚類及水棲昆蟲等族群數量

少，而下游接近出海口附近的魚類及水棲昆蟲等族群豐富，其量受豐枯期水流變化大而明顯受影響。 
花蓮溪出海口位於「花東沿海保護區」範圍之北端，「花東沿海保護區」於民國 73 年 2 月成

立，面積約為 59,262 公頃，該保護區位於花蓮縣及台東縣，北起花蓮溪口，南至卑南溪口，東至

花蓮縣水璉與台東縣重安間之二十公尺等深線，西抵第一條稜線。 
自然保護區包括：(1)花蓮溪口附近(2)水璉、磯崎間海岸、(3)石門、靜浦間海岸及石梯坪附近

海域(4)石雨傘海岸及(5)三仙台海岸及其附近海域等 5 區。有豐富之地形景觀、海岸植物及海洋生

物。 
1.水域生物 
花蓮溪於出海口處，形成一個河海灣，每年冬季有許多候鳥過境及部分冬候鳥度冬，常見花

嘴鴨、小水鴨、鷸行鳥科水鳥、小燕鷗、黑腹燕鷗、白翅黑燕鷗、燕鷗魚鷹、大冠鳩、紅隼並曾記

錄到黑面琵鷺、鴛鴦、紫鷺等珍稀鳥種，台灣特有種且只分布在東部地區的烏頭翁在此更是舉目可

見。 
本流域自古以來一直是原住民捕魚場，魚類非常豐富，其中常見之魚種如白鰻、鱸鰻、鯽魚、

何氏棘、高身頜魚、菊池氏細鯽、羅頜魚、平頜(紅貓)、粗首鱲(溪哥)、虱目魚、泥鰍、鯰魚、食

蚊魚(大肚魚)、黃鱔、吉利慈鯛、福壽魚、烏魚、大吻蝦虎、吻蝦虎、毛蟹等。 
依據「花蓮縣河川調查與分析」，此區台灣石𩼧𩼧的相對數量累積百分比最多，其次為平頷鱲、

尼羅口孵魚及粗鱗鮻，粗鱗鮻主要多存在於河口的花蓮大橋附近。整體而言，上游及中下游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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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魚群貢獻量及種類數均低，而以花蓮大橋接近出海口附近河段的魚群種類最為豐富。此外，還有

哺乳類動物赤腹松鼠、野兔等。花蓮溪下游水棲昆蟲及藻類的多樣性為甚高等級，惟數量方面隨雨

季變化差異性大。 
2.陸域生物 
花蓮溪沿岸之木本植物以向陽性闊葉樹種為主要組成與優勢種類，其胸徑多介於 3 至 10 公分

之間，尚屬演替之初期階段。沿岸地被，以禾本科及菊科植物為優勢種類，呈小面積塊狀生長之分

布模式。水生植物多屬乾濕環境皆適宜之種類，河岸邊淺水處，有許多濱海植物及水生植物，例如：

黃堇、馬鞍藤、濱豇豆、鴨舌癀、香蒲、甜根子、水毛花等。 
ebird 鄰近的點位鳥類觀測點位為東華大學，共紀錄有 102 種，其中朱鸝、灰面鵟鷹。工程段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鳥類 40 種、植物 9 種，其中包含法定瀕臨絕種野生動物-黑面琵鷺；iNaturalist 
曾有的觀測紀錄有 15 種，包含龜殼花、鼬獾等。 

參考資料： 
1. 網路資料庫：ebird(ebird.org)、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org.tw)、iNaturalist(inaturalist.org) 
2. 台灣河川復育網-花蓮溪，http://trrn.wra.gov.tw/web/view73e9.html?id=12bf305c651000006cdf。 
3. 戴文堅、謝季吟、劉嘉德和湯清仁，2008。花蓮縣河川生態調查與分析。2008 年資源與環境學

術研討會,花蓮:391-400。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預定位置為壽豐溪下游段，河幅寬約 550 公尺，水流兩側皆有堤坊，堤防內側多為農地、土石

暫置區，工程項目集中於水流左岸；溪流中有 5 種水深流速，淺水緩流、淺水急流、深水緩流、深

水急流與深潭，溪床底質良好，堤防植生以草本植物為主要優勢，如白背芒、甜根子草，木本植物

以銀合歡、車桑子、羅氏鹽膚木為主要優勢。工程段現勘記錄到的物種有 
鳥類：黃尾鴝、褐頭鷦鶯、小環頸鴴、白鶺鴒、烏頭翁、大捲尾、棕背伯勞、環頸雉 
植物：龍爪毛、牛筋草、蒺藜草、金午時花屬、毛西番蓮、杜虹花、肥豬豆、毛畫眉草、山黃

麻、牽牛花屬、馬櫻丹、白茅、竹、欖仁、構樹、銀合歡、九芎、稜果榕、大黍、野莧 
 

4.棲地影像紀錄： 

工區段-水流左岸之堤防。(2019.11.14)(橋為月眉

大橋) 
工區區段-水流左岸之堤防。(2019.11.14) (橋為

月眉大橋)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未編列此工項-故省略>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議題及

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策略建議 原則 

水質保護 機具過水將導致水質混濁，影響水中

生物生存。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應使水流不經過正在

施工的區域；如機具需過水，應設置涵

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減輕 

地表裸露 工程預計剷除堤防外之植生，後續請

林務局造林；在完工後和造林前這段
完工後阡插甜根子草。 補償 

第 6 頁，共 18 頁 

http://trrn.wra.gov.tw/web/view73e9.html?id=12bf305c651000006cdf


 
【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期間恐造成揚塵與加速外來入侵種植

物生長 
工區周圍活

動之野生動

物 

工程相關人員捕捉或驚擾導致區域內

野生動物活動減少。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動物，不捕捉、不

驚擾。 減輕 

維護既有植

生 
土方或機具堆置與施工期間使用影響

既有植被生長。 
如需暫置土方、機具等，應使用既有建

成地區，避免使用有植物生長的區域。 迴避 

維護自然棲

地 
未經管理的廢棄物堆置危害自然棲

地。 
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禁止堆

置於工區範圍外。 迴避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環頸雉(示意圖))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吳佩真、鄭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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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

附表 

附表 D-05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 

解決對策項目 如下。 實施位置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生物不捕捉、不驚擾。 
2. 施工便道、土方暫置區等使用既有建成地區，避免干擾有自然植被生長之區域。 
3.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4. 覆土完成後，在林務局造林之前先種植甜根子草，避免大面積的裸露地表。 
5. 不可於溪流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6. 確實落實排擋水設施，不影響水體濁度。 
圖說：無。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1. 根據生態檢核機制執行自主檢查，執行頻度為每個月一次。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08/11/8 工作會議 初次討論計畫工作項目、設計方案。 
108/11/12 工作會議 確認欲辦理之工程個案與生態檢核工作項目，並收集

工程設計相關資料。 
108/11/14 現勘 勘查工程預定治理範圍，紀錄現地生態環境與確認生

態課題。 
108/11/15 工作會議 討論生態課題與友善措施。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解決對策係針對衝擊內容所擬定之對策，或為考量生態環境所擬定之增益措施。 
3.工程應包含計畫本身及施工便道等臨時性工程。 
 
填寫人員：  吳佩真        日期：   10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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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自主檢查表 

填表需知 

1. 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

應於設計階段將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表，並由施工廠商於施工

期間定期填寫，以利施工階段徹底執行生態保育措施。 

2. 本表於施工期間由施工廠商每一個月填寫一次，並於填寫完一週

內提送監造單位查驗。請依編號檢查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

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之資料或照片。 

3.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

缺，可清楚辨認。如發現損傷、斷裂、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

第一時間通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4. 任何時候發現保全目標有損傷、斷裂、搬動、移除、破壞、衰落

或死亡時，須第一時間通報以下單位處理 

(1)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 

(2) 工地負責人 
 
5. 若生態保育對策執行有困難，或工程設計及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

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保育措施，應由施工單位召集監造單

位及生態專業人員協商因應方式，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生

態保育措施及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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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落實排擋水設施，不影響水體濁度。     (請附照片) 

2 
施工便道、土方暫置區等使用既有建成地

區，避免干擾有自然植被生長之區域。 
     

3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置

於工區範圍外。 
     

4 不可於溪流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5 
工區周圍如出現野生生物不捕捉、不驚

擾。 
     

6 覆土完成後，在林務局造林之前先種植甜

根子草，避免大面積的裸露地表。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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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項目  
拍攝日期與說明  
照片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段照片，照

片須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盡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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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附件一 生態檢核團隊組織及人力配置 

1. 工作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富有生態調查及生態工程經驗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執行，本公司長期與生態學界與保育團體建立良好管道以及合作

關係，並且長期執行生態檢核相關業務及計畫，具有強而有力的學界

背景及扎實的作業執行水準。 

本計畫由協理兼生態工程部經理蘇維翎擔任計畫督導，生態工程

部研究員吳佩真擔任計畫主持人，生態工程部研究員楊子欣擔任協同

主持人，計畫經理由生態工程部研究員鄭暐擔任，負責計畫執行窗口

及各工作小組任務協調。本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具備6年的工程生態檢

核執行經驗，計畫督導與協同主持人皆有15年以上之專業資歷，團隊

成員亦符合生態檢核中生態專業人員資格要求，係以專業、認真、效

率的團隊組成完成本計畫之任務。 

本計畫人員組織架構在計畫經理下分成2個工作分組，即生態資

源盤點分析組、生態檢核操作評估組。本組織同時具有縱向指揮及橫

向協調之功能，各工作分組成員均將就其專業範圍共同參與本計畫之

相關工作，以專案管理的理念來執行本計畫(圖1)。 

 

圖 1 工作團隊與組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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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2 人力配置計畫 

本計畫遴選專業領域之優秀人員，相信必能提供最高品質及最高

效率之服務，有關本計畫之人力安排及工作執掌請詳表1。 

(1) 計畫督導：監督本計畫之工作流程，統籌協調各項任務之進行。 

(2) 計畫主持人：統籌本計畫之工作指揮與任務分配，並負責計畫進

度與工作品質之掌握，計畫主持人係代表本計畫對本局負責，並

為本計畫對本局之主要聯絡窗口。 

(3) 協同主持人：協助計畫主持人進行工作指導與任務分配，同時提

供保育治理、生態工程規劃設計有關之技術指導。 

(4) 計畫經理：實際掌控與安排各項工作之規劃、執行與管理，協助

各小組之溝通協調與人力。 

(5) 工作分組：依計畫特性與工作性質分設2個工作分組，各負責其

相關領域之工作執行，以解決技術疑難並確保工作水準，依約完

成各項任務及辦理成果。 

(a) 生態資源盤點分析組：針對本局計畫中治理河段及海岸進行

基礎環境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如：陸域與水域之動、植物

生態調查，蒐集環境基本資料，對溪流沿線進行棲地類型與

健康狀況描繪分析，並依調查結果分析該溪段之生態課題，

包含應保護的棲地類型與重要物種，提供區域內未來工程施

作或設計之參考依據。 

(b) 生態檢核操作評估組：在工程各階段，依不同的生態議題辦

理不同之檢核作業，並進行輔導協助。現地踏勘指定工程，

協助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協助監測保育措施執行情形，提供

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研擬衝擊最

小化方案。針對預定治理或規劃中之保育治理工程，進行生

態資料蒐集、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對生態影響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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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標示為黃底之欄位，內容尚待主辦機關確認。】 

表 1 本計畫工作人力與任務分配表 

類

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計

畫

督

導 

蘇維翎 15 年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

究所碩士 

計畫品質監

督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生態工程

部經理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兼任講師 
經歷：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工程

師 
專長：環境工程規劃、生態工程評估、計畫管理 

計

畫

主

持

人 

吳佩真 6 年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生命科學

系生態演化組

碩士 

計畫執行及

掌控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

員 
專長：食物網研究、GIS 資料處理、生態工程評估、

計畫管理 

協

同

主

持

人 

楊子欣 16 年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管理

研究所碩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

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所野生動物研究

室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演化所空間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 
      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副主任工程師 
專長：地理資訊、資料庫規劃、生態保育、生態工

程評估、計畫管理 

計

畫

經

理 

鄭 暐 6 年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

士 

計畫執行及

任務協調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林業試驗所(保護組)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專案經理 

專長：植物生態學、植物分類學、植物形態學、環

境教育、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放資料、工程

環境友善生態評估 

生

態

資

源

盤

點

分

析

組 

組長 陳志豪 10 年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

士 

植物生態資

源的蒐集彙

整及盤點分

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植物部技術經理 
專長：植物生態、植物分類、植群分類與製圖 

組員 吳宓思 5 年 
私立東海大學

建築設計學碩

士 

空間資訊蒐

集與課題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建築設計概念發想與規劃、建築模型、簡報

設計、生態工程評估 

組員 鄭志晧 5 年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海

洋生物組）碩士  

水域生態資

源的蒐集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部研究員 

經歷：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保育志工 

      遠雄海洋公園實習 

      多樂潛水中心潛水長 

專長：魚類分類、水域生態調查、潛水調查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長 林佳宏 12 年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生命科學

系生態演化組

碩士 

生態課題彙

整與生態友

善對策研訂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動物部資深研究員 

經歷：臺灣師範大學通識課程(生態旅遊) 助理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鱗翅目調查與分析、工程生

態評估、計畫管理 

組員 陳嘉聰 2 年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

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生態檢核操

作執行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辨識、水質檢驗與分析、生

態工程評估 

組員 楊智超 2 年 
國立臺灣大學

漁業科學研究

所碩士 

生態檢核操

作評估資料

蒐集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部專員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韓玉山老師實

驗室計畫執行人員 
專長：鰻魚資源量調查與分析、水域生態調查、潛

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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