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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之辦理依據，是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4月

25日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開始，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

建工程時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並於109年11月2日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工程技字第1090201171號函)。 

此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中，在「水與發展」、「水與

安全」、「水與環境」等子項目計畫內均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作，

在以工程手段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的同時，結合生態保育、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參與，減輕工

程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生態檢核的治理工程對象，均屬臺中市管區域排水或河溪系統，本計

畫內共核定五件派工案，其中三件分屬「水與安全」之工程： 

(1) 水土保持工程科辦理之「第一次派工案」內四件工程 (大里區中興

段 排 水 0K+080~1K+737 治 理 工 程 、 霧 峰 區 車 籠 埤 排 水

1K+700~5K+300 治 理 工 程 、 豐 原 區 旱 溪 上 游 北 坑

0K+000~0K+741.4治理工程、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

理工程)，執行施工與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2) 水利工程科辦理之「第二次派工案」—臺中市沙鹿區山腳排水上

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執行核定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3) 水利工程科辦理之「第四次派工案」—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

治計畫(0K+866~4K+452)，執行核定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 

另外兩件屬「水與環境」之工程： 

(4)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辦理之「第三次派工案」—旱溝排水水環境改

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工程，執行核定階段

之生態檢核作業。 

(5) 水土保持工程科辦理之第五次派工案「南勢溪及南勢坑溪維護管

理階段」，執行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 

本報告為臺中市(108-109年度)生態檢核計畫之總成果報告，因各派工

案有其獨立的執行期程與審查流程，故將各派工案審查核定本依序編排彙

整為本總成果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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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書為「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委託專業服務」

第一次派工案，依契約規範之成果報告，案內共執行四件治理工程之施工

和維管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分別為「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治理工程」、「豐

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龍井

區山腳排水治理工程」。 

本派工案內各工程核定之工作項目略有差異，整體包含生態監測、航

拍製圖、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

況、原生魚類移置、水質監測。實際工作項目與數量列於本報告1.4節。上

述成果資料公開發佈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亦符合核定工作計畫書內

規範。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治理工程共完成7次生態監測、2次航拍製圖、1次施

工階段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工區周邊為農田工廠交錯的平原地景，出現物

種主要為市區常見鳥類；依據動物坡道執行監測之成果，推測坡道可以提

供部分動物類群來往渠底及堤頂停棲；另外，維管階段記錄了影響規劃設

計階段生態友善措施的其他工程施作。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共完成17次生態監測、5次航拍製圖、15次

施工階段監督查核保育措施、2次異常通報、5處魚類移置、11次水質監測。

108年於工區渠道中調查到第一級保育類巴氏銀鮈，因此已達區域排水建

議治理標準的車籠埤排水，未來應減少工程擾動，自然回復棲地多樣性。

與烏溪水系相連之市管區域排水，應對原生魚類進行調查並持續監測。另

外本計畫紀錄護岸包圍大樹樹幹，並與營造廠商討論保護方案以進行改善。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共完成10次生態監測、3次航拍製圖、5

次施工階段監督查核保育措施、2次異常通報。工區上游左側為大面積森林，

為生物的良好棲地，提供加速環境恢復的基礎條件；移除渠底水泥的兩處

拋石段及固床工凹槽塊石上皆有生物出現的紀錄；家庭廢水排放、降低上

游固床工落差及增設動物坡道為維管階段建議改善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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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區山腳排水治理工程共完成13次生態監測、5次航拍製圖、12次施

工階段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工區範圍內紀錄半水棲的爬蟲類，如草花蛇、

花浪蛇及斑龜，此類物種的重要棲息空間為濱溪植被和離水區域。山腳排

水之垂直RC護岸使生物無法自行脫困，因此設置動物坡道、調整清淤頻度、

局部營造棲地或是加強上下游水域環境連結皆為未來可考量的設計。 

成果報告內依生態檢核執行成果提出以下六點檢討與建議，供後續辦

理或提請主辦單位參考。(1) 短期內以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進行資訊公

開，後將平台內資料集連結置於市政府各工程的公開頁面以精進生態檢核

之資訊公開；(2) 建議加入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的工作項目；(3) 建議

納入廠商施工前教育訓練工作項目，以落實施工期間之友善措施；(4) 區

域排水渠道內清淤視需求調整頻度及範圍；(5)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範圍內

有兩項應持續關注之案例設施，作為未來監測的參考項目。 

本計畫(108-109年臺中市生態檢核專業委託服務)除第一次派工案外，

另有第二次派工「臺中市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第三次

派工「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工程」、

第四次派工「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與第五次派工「南勢溪及

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各次派工案皆依本計畫內核定期程辦理報告書

繳交及會議審查，各派工案之生態檢核工作成果，將統一彙整為計畫總成

果報告提送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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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目標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之辦理依據，是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

年4月25日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開始，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在新建工程時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並於109年11月2日修正「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工程技字第1090201171號函)。此

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中，在「水與發展」、「水與安

全」、「水與環境」等計畫內均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作，並要

求各機關強化落實。在以工程手段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

境的同時，必須納入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

域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參與，強化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生態檢核工

作整合以上目標，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融入

公共工程辦理流程內，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規範，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到前瞻水安全

之治理工程內，本計畫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並亦參採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會修訂之「水

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辦理生態檢核工作。本計畫於

民國108到109年為期，以開口合約方式辦理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各派工

案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至成果報告付梓為止，已核定並執行第一次派工案(本派工案)、

第二次派工案(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1K+809-4K+700治理工程

核定階段)、第三次派工案(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核定階段)、第四次派工案(梧棲區安

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核定階段)、第五次派工案

(南勢溪及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共五件派工案。 

本報告書係第一次派工案之成果報告，辦理案內四件工程「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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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興段排水0K+080~1K+737治理工程」、「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治理工程」、「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0K+000~0K+741.4

治理工程」、「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理工程」之施工與

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本派工案在108年4月份核定生態檢核工

作項目時，上述工程均已發包施工。相關規劃設計階段所應辦理之工

作內容，如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生態保育措施擬定、辦理施工前說

明會等，均已於前期計畫「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度)委託專

業服務」內辦理。1 

第一次派工案內，工作項目包括各工程之生態、水質監測、航拍

製圖、原生魚類移置作業、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協助處置生

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與資料彙整發布等，各治理工程的生態檢核作業

於第三章內分別敘述。 

1.2 第一次派工案工作範圍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以市管區域排水與

河溪為主。第一次派工案內四件工程，分別位於臺中市霧峰區、大里

區、豐原區、龍井區，工程座標(TWD97)與工程位置分布地圖詳見下

表1.2-1、圖1.2-1。 

 

表 1.2-1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工程座標 

工程名稱 X 座標 Y 座標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 治理工程 216404 2663200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 治理工程 214778 2665048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 治理工程 224136 2683242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 203800 2677850 

 

 
1 本次派工案內「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於本計畫開始才納入生態檢核

工作，此前未有正式辦理生態檢核工作的記錄，亦未含括於本計畫的前期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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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工程位置分布地圖 

1.3 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工作執行流程與架構 

依據「臺中市(108-109年度)生態檢核計畫」內工程之環境特性與

需求，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完工各階

段辦理相關工作，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

護之目標。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

棲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輕

對策建議，提供工程專業人員納入設計考量與施工規範；主辦單位作

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現場勘

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方案之有效落實，主辦單位應

要求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填寫自主檢查表完成定期查核，並委託生態

專業團隊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記錄於生態檢核

表中。 

生態檢核機制在既有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

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概念，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

合平台(圖2.2-1)，本計畫資訊將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2，

 
2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 

https://data.deposi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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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平台建立「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3，以臺

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 CC BY 4.0授權條款釋出，各工程在此專案

下建立不同資料集，作為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計畫流程圖如圖

1.3-1。以下簡述臺中市(108-109年度)生態檢核的重點執行工作。 

(1) 規劃設計階段 

(a) 組織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生

態調查、生態保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

程設計參考應用。 

(c) 針對個案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提供迴避、縮小、減輕、補

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監造/施工單位擬訂可行之生態保

育/友善措施。 

(d) 協助辦理設計說明會。 

(e)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生

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作 

(f) 產出自主檢查表提供施工說明會時討論確定。 

(2)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b)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e) 協助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f)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3) 維護管理階段 

 
3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_wrs_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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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圖 1.3-1 計畫內各生態檢核個案流程圖 

1.4 第一次派工案核定工作與執行進度項目檢核 

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號函辦理生態檢核工作。後因霧峰車籠埤排水及龍井山腳

排水治理工程施工階段期程展延，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9年1月20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90004767號函之會議紀錄辦理期程與工作項目

修正，並依109年7月14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90065699號函核定修正。 

本派工案內生態檢核作業核定之工作項目內容如表1.4-1。各治理

工程需執行之工項數量與進度如表1.4-2、圖1.4-1所示，詳細執行日期

及工作執行情況請見本報告書第三章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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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第一次派工案核定工作項目 

工項編號4 項目 說明 

二.1 
生態監測與資

料彙整發布 

施工階段每月 1 次，維運階段每季 1 次。大里中

興段排水計 7 次，霧峰車籠埤排水計 17 次，豐

原旱溪上游北坑計 10次，龍井山腳排水計 13次。

四件工程總計 47 次。 

二.2 
航拍製圖與資

料發布 

每件工程施工期間每季一次，完工後兩個月內再

進行一次。大里中興段排水共計 2 次，霧峰車籠

埤排水共計 5 次，豐原旱溪上游北坑共計 3 次，

龍井山腳排水共計 5 次。四件工程總計 15 次。 

二.3 

每月監督查核

保育措施執行

情形 

108 年 04 月開始，於施工期間每月監督查核保

育措施執行情形。大里中興段排水計 1 次，霧峰

車籠埤排水計 15 次，豐原旱溪上游北坑計 5 次，

龍井山腳排水計 12 次。四件工程總計 33 次。 

二.4 

協助處置生態

保育措施異常

通報 

108 年 04 月開始，於施工期間協助個案工程進

行異常通報。大里中興段排水因於 108 年 4 月即

完工，不協助此項目，霧峰車籠埤排水、豐原旱

溪上游北坑、龍井山腳排水共計 4 次。 

二.5 
原生魚類移置

釋放 

109 年 3 月起，於霧峰車籠埤施工階段每月一次，

維運階段每季一次，選定 5 處進行原生魚類調查

及移置。 

二.6 
水質監測與資

料彙整發布 

於霧峰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 治理工程範

圍內選定五處樣點，進行 pH 值、導電度、鹽度、

濁度、流速之測量。施工期間每月於各樣點進行

1 次，每樣點共 11 次。 

 

 

 

 

 

 

 

 
4 工項編號係於合約內給定的工作項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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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各案工作項目執行進度 

 大里中興段排水 霧峰車籠埤排水 豐原旱溪上游北坑 龍井山腳排水 

生態監測與 

資料彙整發布 

共計 7 次，皆已

完成。 

共計 17 次，皆已

完成。 

共計 10 次，皆已完

成。 

共計 13 次，皆

已完成。 

航拍製圖與 

資料發布 

共計 2 次，皆已

完成。 

共計 5 次，皆已

完成。 

共計 3 次，皆已完

成。 

共計 5 次，皆

已完成。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

措施執行情形 

共計 1 次，皆已

完成。 

共計 15 次，皆已

完成。 

共計 5 次，皆已完

成。 

共計 12 次，皆

已完成。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

措施異常通報 

 共計 4 次，皆已完成。 

霧峰區車籠埤執行 2 次；豐原旱溪上游北坑執行 2 次。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5 處樣點各 6 次，

共計 30 次，皆已

完成。 

  

水質監測與 

資料彙整發布 

 每處樣點各 11

次，皆已完成。 

  

*左斜框線表示為無此項目 

 

 

圖 1.4-1 計畫執行進度記錄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於108年4月完工、「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於108年10月完工、「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於109年8月完工、「龍井區

山腳排水」於109年8月於完工，派工案內四件工程皆已完工，並進入

維護管理階段。因工程本身的施工進度亦可能影響生態檢核的辦理狀

總
成
果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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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此若工程預定停工超過一個月，基於合約精神與檢核成效將暫

停辦理施工中生態檢核工作。 

1.5 第一次派工案工作執行規範 

(1) 各工區工程施工階段 

(a) 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以確認生態

保育措施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態異常

狀況處理原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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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與環境影響注

意事項。 

(c) 協助查核施工計畫書應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

(含施工便道及土方、材料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

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d) 協助查核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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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關

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2) 各工區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a)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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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應參採「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機制」及「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等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態檢核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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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生態專業人員資格與應辦理事項，已於本派工案工作執行計

畫書中描述並經核定。 

(4) 若有延聘專家參與審查廠商提送之所有草圖、圖說、報告、建議

及其它事項，其所需一切費用(出席費、審查費、差旅費、會場費

用等)由廠商負擔。 

(5) 辦理說明會各場次需提供當日餐點。 

(6)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內容 

(i)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ii)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

之成果等)。 

(iii)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

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

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iv)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v) 結論與建議 

(b) 編制：報告書10份(彩色印刷)，應含相關歷程紀錄、照片等

相關資料電子檔轉錄光碟，逕粘附於報告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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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本資料收集 

2.1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

之基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

濟轉型、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

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

納入生態檢核。其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

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

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

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育

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等作業。 

(b) 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核

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獻

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

生態環境。 

(b) 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與、

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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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推動辦理生態

檢核，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

並採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時

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止

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境，

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之

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程

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程

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2.2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概述 

生態檢核作業需配合工程生命週期，於工程不同階段辦理不同工

作項目。透過專業生態團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生態

檢核能促進主辦單位、工程單位、生態專業人員、民眾以及NGO團體

多方的對話，以保全關注標的，並使工程生態影響最小化。辦理生態

檢核工作，應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2.2-

1)，在既有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加入民眾參

與及資訊公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面臨的

生態議題與民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達

到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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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生態檢核概念圖 

2.3 各工程背景探討 

本計畫內生態檢核的治理工程對象，均屬臺中市管區域排水或河

溪系統，基於前瞻基礎建設下「水與安全」子項目之核定工程。辦理

工程內容，多依據水利署2006年頒定之「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

劃參考手冊」之建議，以「10年重現期距一日暴雨之洪峰流量加上安

全出水高0.5公尺，且需能容納25年重現期距計畫流量不溢堤之原則

進行規劃」作為設計原則。5 

本派工案內四件工程，除龍井區山腳排水治理工程外，其規劃設

計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均屬於前期「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下稱前期計畫)所執行的範圍。6 至於龍井區山腳

排水治理工程，則透過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相關承辦人員，獲取生態檢

核與工程背景資料。 

本節條列前期計畫成果報告、臺中市水利局工程承辦人員所提供

的生態檢核報告內的工作成果彙整於表2.3-1，並詳細討論各工程之背

 
5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6。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台中市，霧

峰區：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6 社團法人臺灣石虎保育協會。2018。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成果報

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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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過往的生態檢核資料。 

表 2.3-1 派工案內工程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執行狀況 

工項 大里中興排水 霧峰車籠埤排水 豐原北坑溪 龍井山腳排水 

規劃設計階段 

現場勘查 
V V V V 

規劃設計階段 

工程說明會 
V V V — 

研擬自主檢查表 V V V 
本期計畫 

已協助擬定 

施工前說明會 V V V — 

資料開放 V V V — 

註:“V”表有相關紀錄；“-”尚未找到相關資料 

2.3.1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 治理工程 

中興段排水為大里溪水系區域排水，位於大里溪北岸，前期計畫

辦理的工作項目彙整於表2.3.1-1內。本治理工程之辦理依據，是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2008年執行之「臺中縣大里溪下游及草湖

溪等河段支流排水規劃報告」，採用10年重現期距一日暴雨之洪峰流

量，加上安全出水高0.5公尺，且需能容納25年重現期距計畫流量不溢

堤之原則進行規劃。7 

過往的生態調查資料可參考「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8 前

期計畫亦辦理生態調查，顯示當地有水質淨化功能及提供水中生物棲

息的沉水性水生植物，如馬藻(Potamogeton crispus L.)、匙葉眼子菜(P. 

malaianus L.)。據居民口述過去排水中曾有溪哥(可能為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石𩼧(Acrossocheilus paradoxus)、牛屎

鯽 (可能為高體鰟鮍，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但因違章工廠大量排放廢水，造成水生動物完全消失。

而近三、四年間開始取締非法排放廢水後，水質才逐漸改善。然而前

期計畫記錄之魚類皆為外來種，又以尼羅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泰國塘虱 (蟾鬍鯰 )(Clarias batrachus)和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為優勢種。依據「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評

 
7 水規所。2008。「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台中地區樹王埤及中興段排水治理計畫。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06。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霧峰區，

台中市：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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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棲地品質總分為27分。 

臺中市(107年度)生態檢核工作計畫發現原有垂直護岸不利於渠

道中的動物攀爬上岸，同時阻礙動物橫越渠道，也無扶梯或階梯可讓

人下至渠底將動物或掉落物撿拾上岸，而工程預計加高護岸以達防洪

需求，將更凸顯此項問題。加上此排水內曾有兩棲爬蟲類的調查紀錄，

因此建議於臨近農田位置增設動物坡道，以維持渠底、護岸頂部周邊

農地之間的路線通順。主要的保全對象為岸邊私有地上果樹和樹木，

並已於前期計畫繪製於生態關注區域圖中(圖2.3.1-1)。 

 
本圖例與圖說依據 107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繪製之關注區域標示 

圖 2.3.1-1 大里中興段排水治理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表 2.3.1-1 大里中興段排水於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107 年度)辦理之工項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 治理工程 

臺中市 

生態檢核

工作計畫 

(107 年) 

生態調查 107 年 5 月 

航拍 107 年 5 月 

生態關注區域圖 107 年 5 月 

規劃設計討論及現勘 107 年 6 月 5 日 

細部設計說明會 107 年 6 月 8 日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表 
已擬定，詳見表 3.2-1 

施工前現勘 107 年 7 月 17 日 

施工前說明會 107 年 7 月 27 日 

施工期間現勘 107 年 8 月 29 日、9 月 26 日、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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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019-

wrs-tc-002 

2.3.2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 治理工程 

車籠埤排水由烏溪北岸延伸至大里溪南岸，是霧峰地區的重要灌

排渠道系統，前期計畫的生態檢核辦理成果整理於表2.3-1中。本段治

理工程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2011年執行之「臺中市管

區排車籠埤排水規劃檢討報告」進行規劃設計，原則採用10年重現期

距一日暴雨之洪峰流量，加上安全出水高0.5公尺，且能容納25年重現

期距計畫流量不溢堤。9 主要規劃設計為渠道浚深、修補及增高既有

護岸，及改建通洪斷面不足的橋樑。 

前期計畫指出，生態資料可參考「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

10，與鄰近車籠埤排水的四德圳研究報告。11 依據前期計畫現勘紀錄，

排水內有聚藻(Myriophyllum spicatum L.)、水蘊草(Egeria densa Planch)、

馬藻(P. crispus L.)、匙葉眼子菜(P. malaianus L.)等沉水植物，具備淨

化水質、避免溪床底質沖刷、營造爬蟲類(如柴棺龜Mauremys mutica 

mutica、斑龜Mauremys sinensis、中華鱉Pelodiscus sinensis)和鳥類的棲

息或覓食環境等功能。因此前期計畫建議於排水渠道施工、維管階段

定期清淤時，均應盡量避免擾動渠底，並盡可能保留水生植物生長的

區域。根據釣者、當地農人及長期監測車籠埤排水的研究者證實，目

前水生關注物種仍有粗首馬口鱲(溪哥，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革條田中鰟鮍(臺灣石鲋，Paratanakia himantegus himantegus)、高體鰟

鮍(牛屎鯽，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鱸鰻和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

類巴氏銀鮈(Squalidus banarescui)等原生魚類棲息。依據「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評估棲地品質總分為36分。 

依據上述資料，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曾調查紀錄有多種具生態課題

之原生魚種，如紅皮書受脅魚種、洄游魚種，尤以數量稀少之農委會

公告瀕臨絕種野生動物魚種巴氏銀鮈備受關注。因巴氏銀鮈為親底性

 
9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1。台中市管區排車籠埤排水規劃檢討報告。 
1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06。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霧峰區，

台中市：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1 林文隆、蔡顯修、吳雪如。2007。水圳水泥化對其間生物數量變動之影響。中華水土保持學

報 38(1): 31-42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019-wrs-tc-002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019-wrs-t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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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魚類，主要以底棲無脊椎生物與有機碎屑為食。工程施作過程

擾動河床底質將衝擊其棲地，於完工後因濱溪植生帶尚未回復，將影

響其躲藏與產卵行為。 

107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中提出針對巴氏銀鮈棲地營造需求，

欲於霧峰交流道附近劃設溼地，作為移地保育之用。規劃設計階段中

除辦理現勘外，也召開應急工程生態評估會議、霧峰交流道用地協調

會等，邀請專家學者對於整治工程提出重要建議。然因用地主管機關

意見歧異，未能配合取得用地進行溼地營造，故調整生態保育策略為

部分渠底(1K+680~3K+080)不浚深、降低施工過程對整體棲地的擾動、

以及委請硏究團隊進行捕撈圈養等方案，於108年度賡續實施。 

 
本圖例與圖說依據 107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繪製之關注區域標示 

圖 2.3.2-1 霧峰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表 2.3.2-1 霧峰區車籠埤於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107 年度)辦理之工項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 治理工程 

臺中市 

生態檢核

工作計畫

(107 年) 

生態調查 107 年 5 月、6 月 

航拍 107 年 5 月 

生態關注區域圖 107 年 6 月 

規劃設計討論及現勘 107 年 7 月 10 日、8 月 29 日 

細部設計說明會 107 年 11 月 2 日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已擬定，詳見表 3.1-1 

施工前現勘 107 年 12 月 24 日 

施工前說明會 107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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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

wrs-tc-001 

 

2.3.3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溪 0K+000~0K+741.4 治理工程 

臺中市豐原區的北坑溪為旱溪最上游支流之一，位於頭嵙山系西

北角，也是石虎重要棲地的邊界地區。本治理工程依據「臺中市豐原

旱溪上游及北坑水域環境營造計畫」進行規劃設計。 

據前期辦理內容(表2.3.3-1)的現勘紀錄調查，上游段動、植物資

源豐富，如拉氏明溪蟹 (Candidiopotamon rathbunae)；臺灣石𩼧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臺灣鬚鱲(Candidia barbata)、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明潭吻鰕虎(Rhinogobius candidianus)等

原生魚類；岸邊亦記錄許多蜻蛉目、鱗翅目物種。上游區左岸陡坡面

為果園廢棄後演替的次生林，可能是石虎、食蟹獴、白鼻心、鼬獾等

哺乳動物的棲地。然而自動相機記錄到流浪狗經常進出林地，對野生

動物恐有嚴重干擾。依據「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評估棲地品質總分為

38分。 

由於此處為市民的休閒場所，前期計畫(107年度臺中生態檢核工

作計畫) 建議此治理工程應採取自然度較高的規劃設計，減少溪流中

既有的水泥鋪面、降低固床工高低落差、局部拆除部分既有固床工、

保護自然底質溪段，此區域周邊鄰近環境良好的大面積森林綠帶，因

此可以自然觀察和環境教育解說的優良場域作為改善的核心要項。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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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例與圖說依據 107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繪製之關注區域標示 

圖 2.3.3-1 豐原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表 2.3.3-1 豐原旱溪上游北坑溪於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107 年度)辦理之

工項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溪 0K+000~0K+741.4 治理工程 

前期資料

(107 年) 

生態調查 107 年 7 月 

航拍 107 年 5 月 

生態關注區域圖 107 年 7 月 

規劃設計討論及現勘 107 年 8 月 8 日、8 月 15 日、10 月 11 日 

細部設計說明會 107 年 10 月 18 日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表 
已擬定，詳見表 3.3-1 

施工前現勘 107 年 12 月 14 日 

施工前說明會 107 年 12 月 27 日 

資料開放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

tc-003 

 

2.3.4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 

本案治理工程位於臺中市海線的龍井區、沙鹿區的邊界，屬於山

腳排水系統的其中一部分。此工程治理依據「臺中市管區域排水山腳

排水治理計畫」辦理，是為了因應上游大肚山麓的都市開發所增加的

逕流量、並緩解沙鹿市區的淹水問題。本治理工程計畫位於山腳排水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3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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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未拓寬渠段，提升該渠段防洪能力到可應對10年重現期距的洪峰

流量。查工程細部設計圖，本案護岸、渠底皆為設計為RC結構，並將

配合周邊農業灌溉水路施作倒虹吸工、鐵路橋遷移等工程辦理。 

本案治理工程至108年方納入「臺中市生態檢核專業服務計畫」

辦理，並未搜尋到規劃設計階段曾辦理過生態檢核等工作資料，亦未

能取得相關生態檢核文件。僅由承辦人員處得知本案於107年度，曾

委託專業人員辦理生態調查與生態課題評估，該評估報告請見中央研

究院資料寄存所資料集。12根據該評估報告內容所述，因該區環境於

過去數十年來變動較小，均為水稻田、聚落地景，不具生態調查重要

性，因此沒有相關調查資料。該次調查共紀錄魚類4科4種，且均為耐

汙性強之外來種；水生昆蟲3科；鳥類10科11種；爬蟲類6科6種；兩棲

類4科5種。 

該評估報告亦說明，本段工區上、下游端的護岸、渠底已經水泥

化，為嚴重干擾的環境，棲地環境不佳，且生物多樣性較低。爰此，

該報告指出生物保全議題於此工程內較不重要。僅在兩爬調查中，調

查到可能具有指標意義的花浪蛇(Amphiesma stolatum)。該報告指出，

既然調查到花浪蛇，顯示於周邊環境裡，可能也有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分布。但受制

於渠道設計與周邊棲地狀況，若欲增加治理工程內的生態豐富度，於

現在垂直且水泥化的渠道設計中幾不可能達成。因此，該評估報告指

出，需於未來調查中，加強探討保全生物對象(如前述半水棲蛇類)，

並依據相關保全對象，加強棲地的橫向連結性，提供生物跨越護岸的

通道。 

 

表 2.3.4-1 龍井區山腳排水於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107 年度)辦理之工項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 

前期資料

(107 年) 

生態調查 107 年度執行(非本計畫與前期計畫辦理) 

航拍 無 

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無 

規劃設計討論及現勘 無 

細部設計說明會 無 

 
12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4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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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表 
已協助擬定，詳見表 4.4-1 

施工前現勘 無 

施工前說明會 無 

資料開放 本計畫協助辦理：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

004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4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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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本章節將彙整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108-109年)第一次派工案內四件已

確定工程之工項執行內容，依據各工程核定之工作項目，包含施工及維管

階段生態監測、航拍製圖、施工階段每月查核保育措施、資料發布等。 

3.1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0K+080~1K+737治理工程 

本工程位於臺中市大里區，鄰近地區均為近63號快速道路之農田、

工廠交錯平原地景。於108年4月第一次派工案核定時，工程已接近完

工，但仍有部分路邊側溝與銜接處尚未整平柏油或清理完成。因此依

據前期計畫擬定之自主檢查項目，執行施工階段每月一次之生態監測

及監督察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於108年4月30日工程竣工後，進入工

程維護管理階段，並執行完工後追蹤，包含每季一次之生態監測與生

態友善措施效益評估。 

工程相關資訊如下表3.1-1，工作項目執行時間如下表3.1-2。 

 

表 3.1-1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治理工程資料 (本派工案執行階段) 

項目 內容 

計畫內工程階段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監造單位 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弘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開工日期 107 年 7 月 13 日 

完工日期 108 年 4 月 30 日 

生態檢核公開 

資料集網址 

2019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排水治理工程

生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

019-wrs-tc-002 

 

前期計畫擬定施

工階段工程自主

檢查項目 

1. 工區周邊大樹保全，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必要的樹

木移除。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019-wrs-tc-002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dataset/2019-wrs-t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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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木，如有

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民眾協調後，方得修

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

岸設計以繞過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 

2.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開挖的部分，務必設置排檔水設

施，避免施工過程影響水質。 

3. 生態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 度，表面應以刷毛處理，增

加表面粗糙度，以利動物通行。 

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程廢棄物

集中處理帶離現場，避免誤食或遭受傷害。 

完工階段 

監測要項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及工區周邊大樹保全存活情

況。 

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 

3. 動物坡道利用情形。 

4. 異常情況。 

 

表 3.1-2 大里區中興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工作記錄 

108 年度 

施工

階段 

3 月  3/12 協助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0K+320 構樹移植) 

4 月 

 4/10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 

 4/26 廠商回傳「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4/28 施工階段航拍記錄 

 4/30 完工 

完工

階段 

5 月  5/28 第一季生態監測、架設自動相機 

6 月  6/29 完工後航拍紀錄 

8 月  8/23 第二季生態監測、拆除自動相機 

11 月  11/20 第三季生態監測 

109 年度 

完工

階段 

2 月  2/21 第四季生態監測 

5 月  5/29 第五季生態監測 

8 月  8/20 第六季生態監測 

3.1.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執行方法： 

生態團隊以施工階段每月一次、108年4月30日後完工階段每季一

次之執行頻度，於工程範圍沿線以步行方式記錄鳥類、蜻蜓種類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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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現況，每次勘查時間約為2小時。記錄之影像資訊均附有地理座標

(geo-tagged)資訊，施工和完工階段之生物監測，依照DarwinCore規範

紀錄每次勘查之物種與數量，並發布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之資料集13，

協助局內進行生態檢核資料公開。 

(2) 執行成果： 

生態團隊於108年4月10日、5月28日、8月23日、11月20日及109

年2月21日、5月29日、8月20日執行完成7次生態監測作業，並納入紅

外線自動相機監測動物坡道的生物紀錄 (敘於4.1.2節)。於本計畫期間

共記錄18科27種動物物種，共計90筆觀測記錄。 

因大里區中興段排水位處城鄉交會的農耕、工業平原區，且排水

渠道之護岸與河床底床均已水泥化，現勘所記錄之物種多以都市與近

郊區的常見物種為主。部分物種照片如圖3.1.1-1。 

渠道中水生生物以尼羅口孵非鯽和福壽螺等適應力強的外來物

種為主；鳥類亦為市區常見種，如小白鷺、磯鷸或翠鳥會站立於人工

結構物上方等待尋找獵物，洋燕及棕沙燕也會於渠道上空飛翔捕食小

型蚊蟲，周邊大樹與高草莖植被亦提供麻雀、白頭翁、褐頭鷦鶯等鳥

類停棲躲藏，其餘還有家八哥、白尾八哥、珠頸斑鳩、鶺鴒科、小白

鷺、紅嘴黑鵯等物種；渠道內環境較單調開闊、少有植被，因此蜻蜓、

蝴蝶等飛行昆蟲僅有少數紀錄，多為源自鄰近農田的個體。 

植物部分，以果樹、開闊地常見的植物物種為主，渠道內記錄沉

水植物如龍鬚草(Potamogeton pectinatus)，為常見於溪流水溝的水生

植物，有淨化水質且不阻礙水體流動等功能，目前因環境開發壓力、

溝渠型態人工化以及家庭廢水排放污染等原因日益減少。 

生態團隊與地主協議，於工程所興建其一動物坡道旁果樹上架設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測動物利用坡道的狀況。相機設置點位、記錄

資料與分析等內容，於4.1.2節中說明。 

 

 
13 2019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2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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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沙燕 翠鳥 

  

龍鬚草 尼羅口孵非鯽 

圖 3.1.1-1 現勘紀錄之生物節錄 

另外，108年4月28日現勘時在中投公路西側的排水處，聞到令人

不舒服的味道，可能是田間農藥施灑、工廠偷排廢水等味道，且見水

面零星出現從上游漂流下來的魚類屍體。於108年8月23日現勘中，在

近0K+100左右渠段，可見渠內水質優養化程度嚴重，且藻類開始腐化

(如圖3.1.1-2)。本排水鄰近農田、工廠與居民生活空間，相關廢水若未

經處理即排放到區域排水，可能是造成本渠段水質劣化的原因。若後

續監測發現水質有明顯異常劣化情形，亦將協助通報相關主管機關進

行後續處理。 

整體而言，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未來需關注的生態議題，應為強化

渠道內的棲地多樣性，處理周邊工業、農業、生活污水、垃圾等水體

污染源，以求長期生態復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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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8 渠道內有魚類屍體 左圖放大 

  

108.08.23 藻類腐化嚴重 109.02.21 藻類腐化嚴重 

圖 3.1.1-2 現勘照片記錄 

3.1.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1) 執行方法： 

於施工階段、完工後兩個月內各執行一次無人載具航拍，運算所

得之正射影像得以提供追蹤和比對工程範圍內大尺度的環境變化，並

公開發布於OAM開放平台供操作檢視，其下載連結、Google Earth圖

磚、3D點雲及材質網模型，亦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之「108-

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內本工程資料集。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於108年4月28日(施工中)與108年6月29日(完工後)，分別

進行2次航拍記錄。演算出之正射影像如圖3.1.2-1與圖3.1.2-2，檢查航

拍影像紀錄，因施工中拍攝時間接近本工程完工日，僅餘路邊側溝與

路面銜接處柏油整平工作未完成，比對結果並未發現工區範圍內有大

尺度異常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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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 大里中興排水工程航拍-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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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 大里中興排水工程航拍-201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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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 執行方法： 

本工程於施工階段需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

形，與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並輔導、督促

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若有生

態保育措施的異常狀況，將由生態團隊通報，並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措

施。 

(2) 執行成果： 

施工階段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分別於108年4月10日執行1次，

依「107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所擬定之工程自主檢查項目配合

關注區域圖執行。施工中現場勘查結果如圖3.1.3-1，當日勘查中，並

未見與生態保育措施不符的狀況。 

 

 
108.04.10 溪流生物、水質無異常 

 
108.04.10 工程尚未完工情形 

 
108.04.10 動物坡道1無異常 

 
108.04.10 動物坡道2無異常 

圖 3.1.3-1 大里中興排水施工階段監測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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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工程廠商於108年4月26日回傳「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

施自主檢查表」(附錄六)，針對工區周邊大樹保全，執行結果為「執

行但不足」。是次狀況內，工區約0K+320右岸頂部有一構樹，因生長

位置介於護岸水利地與私有地間，根系已延伸至私有地範圍，造成私

有地混凝土鋪面膨脹龜裂(圖3.1.3-2右上紅圈處)。原考慮利用公有水

利地範圍保留部分根系，使構樹能繼續生長，但因水利地僅有約0.3公

尺寬，恐不足以維持樹木良好生長，且經過與私有地地主溝通後，地

主仍希望移除此樹，避免根系繼續侵入其土地範圍，最終決議移除。

該構樹位置與移除狀態，見圖3.1.3-2。 

 

  

工程與航拍影像套疊 108.03.12 預定移除之構樹 

  

108.04.10 進行護岸加高作業 108.04.28 護岸加高作業完成 

圖 3.1.3-2 大里中興排水移除之堤岸大樹 

3.2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1K+700~5K+300治理工程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位於大里溪南岸，因坡降差異區分為一標工區

(1.7K-3.7K)及二標工區(3.7K-5.3K)，前者因大雨展延至109年8月初、

後者於109年5月初申報竣工。本派工案依前期「107年度臺中市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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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工作計畫」所擬定之關注區域圖、6項工程自主檢查項目做為勘

查重點，執行施工階段每月一次之生態監測、監督察核保育措施執行

情形、原生魚類移置及水質監測。於109年8月竣工後，進入工程維護

管理階段，並執行完工後追蹤，包含每季一次之生態監測與生態友善

措施效益評估。工程相關資訊整理如下表3.2-1，工程內辦理的工作項

目期程如表3.2-2。 

 

表 3.2-1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資料 

項目 內容 

計畫內工程階段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監造單位 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開工日期 108 年 1 月 11 日 

完工日期 一標：109 年 8 月 4 日/二標：109 年 5 月 

生態檢核公開 

資料集網址 

2019 臺中市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

程生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

wrs-tc-001 

 

工程自主檢查 

項目 

1. 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態專業團隊擬定車籠埤排水

原生魚類及龜鱉類等水生動物的暫時圈養及原地釋放

計畫，以進行捕捉、移置、圈養和物種存活觀察紀錄作

業，並於完工後釋放回車籠埤排水環境適合的區段。 

2. 工區及施工便道周圍樹木多屬私有果樹或樹木，如有

影響護岸施作的側枝，必須先與地主協調後，方得修

剪。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

岸設計以繞過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若需移

除樹木，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辦單位、

生態檢核和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方法。 

3. 1K+680~3K+080 區段為原生魚類主要棲地，不浚深渠

底。但若需進入渠底修補護岸，應避免阻斷水流及過度

擾動渠底，須強排檔水措施以免濁度遽升影響水質。 

4. 動物通道坡度不得超過 30 度，寬度不小於 40 公分，

表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度，以利動物通行。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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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設置排檔水

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響水質。 

6.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程廢棄物

集中處理帶離現場。 

完工階段 

監測要項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及工區周邊大樹保全存活情

況。 

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 

3. 動物坡道利用情形。 

4. 異常情況。 

 

表 3.2-2 霧峰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工作記錄 

108 年度 

施工

階段 

4 月 

 4/24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第一

次航拍 

 4/30 工程大樹移除說明會 

5 月  5/28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6 月  6/20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7 月  7/24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8 月 

 8/22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協助

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1K+700 動物坡道鋼筋外露) 

 8/28 生態友善措施處理(磨平動物坡道上鋼筋) 

9 月 

 9/8 第二次航拍 

 9/20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異常

狀況予以改善 

 9/25 預定移除 3K+545 之芒果樹現勘 

10 月  10/30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1 月 

 11/05 工程大樹移除現勘 

 11/18 霧峰車籠埤督導會議 

 11/20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2 月 
 12/24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第

三次航拍 

109 年度 

施工

階段 

1 月  1/20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2 月  2/21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3 月 

 3/3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3/23 水質監測、第四次航拍、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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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23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5 月  5/21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6 月 

 6/11 架設自動相機監測動物坡道 

 6/24 水質監測、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協助

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 

7 月  7/28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完工

階段 

8 月  8/4 完工 

9 月 

 9/2 生態監測、第五次航拍 

 9/9 保全大樹現勘改善會勘 

 9/30 拆除自動相機 

3.2.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執行方法： 

生態團隊於施工期間每月一次、維管階段每季監測一次之頻率，

在工程範圍沿線以步行方式記錄鳥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每次勘

查時間約為2小時。記錄之影像資訊均附有地理座標(geo-tagged)資訊

為佐證。除置重點於上述物種外，也整理植物、其他各種生物類群於

照片中的出現記錄，依循DarwinCore規範彙整於名錄中，並發布於中

研院資料寄存所之資料集14，協助局內進行生態檢核資料公開。 

(2) 執行成果： 

生態團隊於108年4月24日、5月28日、6月20日、7月24日、8月22

日、9月20日、10月30日、11月20日、12月24日及109年1月20日、2月

21日、3月23日、4月23日、5月21日、6月24日、7月26日、9月2日執行

完成17次生態監測作業，並納入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一處動物坡道的

生物紀錄 (自動相機成果敘於4.2.3節)。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工程範圍大，且全段位於南臺中城鄉交會地區，

流經霧峰交流道、鄰近多個主要道路，深受環境開發與人車干擾影響。

本工程內各月份現勘所記錄之物種，多以都市與都市近郊、平原農村

常見之物種為主，於本計畫期間共記錄42科76種動物物種，共計703

筆觀測記錄。植物種類多為農業或園藝栽植，共紀錄13科14種。動植

 
14 2019 台中市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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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名錄如附錄三，現勘生物照片節錄如圖3.2.1-1。 

 

  

黑頭文鳥 翠鳥 

  

弓背細蟌 寬腹螳螂 

圖 3.2.1-1 車籠埤現勘生物照片節錄 

鳥類之觀察記錄，主要為都市地區常見物種如小白鷺、麻雀、洋

燕等，偶見小環頸鴴、磯鷸的蹤跡，亦有紀錄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如黑頭文鳥(國內紅皮書易危物種)和紅尾伯勞。蜻蛉目則以蜻蜓

科物種為多，又杜松蜻蜓、霜白蜻蜓、侏儒蜻蜓、薄翅蜻蜓等較常出

現；豆娘則以青紋細蟌占最大宗，其餘偶見於渠道旁之草叢中。 

魚類部分，細部調查與保育類物種移置工作，於本計畫前期由施

工廠商將每月魚類移置、調查計畫委託給亞洲大學張筱筠助理教授，

後期依109年1月20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9004767號函之會議結論，轉

由生態團隊委託張教授執行。生態檢核團隊與張教授均有緊密聯繫，

以掌握執行狀況並討論調查結果，若發現異常狀況也會配合通報機制

協請廠商調整施工措施。魚類調查結果於3.2.5節內容說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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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內進行現勘時，因車籠埤排水水深、濁度均較高，目視記

錄魚種較為困難，僅能於水質監測時，觀察可見的水域內魚種，且以

吳郭魚(尼羅口孵非鯽)較多。於108年6月20日與8月22日進行水質監測

時，於樣點 4 與樣點 5 各記錄到各 1 尾死亡之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於108年10月30日現勘時，則於樣點2記錄

到4尾以上的豹紋翼甲鯰活體。 

3.2.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1) 執行方法： 

施工階段每三個月執行一次、完工後兩個月內再執行一次無人載

具航拍製圖，以追蹤、比對施工中、後期工程範圍內大環境變化，運

算所得之正射影像公開發布於OAM開放平台供操作檢視，其下載連

結、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及材質網模型，亦發布於中央研究院

資料寄存所之「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內本工程

資料集。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分別於108年4月24日、9月8日、12月24日、109年3月23日

及9月27日共執行五次航拍。因車籠埤排水工程範圍較長，故將航拍

圖拆成三段呈現於報告中，分別為北端至霧峰區丁台路、霧峰區丁台

路到二高霧峰交流道、二高霧峰交流道至亞洲大學，如下圖3.2.2-1、

圖3.2.2-2及圖3.2.2-3，左側關注區域圖為取用107年生態檢核報告資料

所繪製，圖例與圖2.3.2-1生態關注區域圖相同。 

藉由航拍影像記錄施工過程中大尺度環境變化，如大樹協調移除

紀錄，除此之外亦提供施工過程的詳細影像記錄，以釐清此變化為施

工單位或民眾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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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區域圖 108.04.24 (施工中) 108.09.08 (施工中) 108.12.24 (施工中) 109.03.23 (施工中) 109.09.27 (完工後) 

圖 3.2.2-1 北端至霧峰區丁台路 



1-36 

 

      

關注區域圖 108.04.24 (施工中) 108.09.08 (施工中) 108.12.24 (施工中) 109.03.23 (施工中) 109.09.27 (完工後) 

圖 3.2.2-2 霧峰區丁台路至二高霧峰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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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區域圖 108.04.24 (施工中) 108.09.08 (施工中) 108.12.24 (施工中) 109.03.23 (施工中) 109.09.27 (完工後) 

圖 3.2.2-3 二高霧峰交流道至亞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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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 執行方法： 

本工程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

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與

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保育措施的

施工異常通報，將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措施；或發現之重大缺失將提出

意見處理並擬請施工廠商回覆，上述兩種情形皆以異常狀況處理，詳

細敘述於3.2.4節。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自計畫執行起已回收108年4月至109年7月份施工廠商填

報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另也循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收集108

年1月11日工程開工至本案開始執行前2月與3月之自主檢查表。另因

本工程之治理渠段長達5公里、工區區分較細，自主檢查表的頁數亦

較多。為節省用紙、避免浪費，本工程將所有回收的自主檢查表彙整

發佈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開設之資料集內15，則不於報告附錄內印出。 

本工程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不足情形，多依自主檢查項目第五

條紀錄。施工過程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設置排檔水及沉

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響水質。現勘紀錄幾乎都為機具直接入水

引起的濁度提高及底質擾動，記錄依時間順序分述如下： 

108年9月22日，本工程4K+720位置左右，有怪手於左岸挖掘土石，

然下游處未設置擋水措施，使泥水與右岸排水匯流往下游去，使濁度

升高(水質監測數值請見3.2.6節)。經與施工廠商說明後，已由施工廠

商施設擋水設施進行處理改善。 

 

 
15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1


1-39 

 

  

圖 3.2.3-1 4K+720 左岸施工未妥善阻擋泥沙-108.09.22 

108年12月24日，位於樁號2K+380的四德九鄰橋上游、及3K+180

丁台橋旁施工區域之施工便道未做好排擋水措施，設置可見機具於渠

底走過的痕跡，直接攪動流水造成周邊及下游濁度升高。建議須於過

水處加鋪鐵板或涵管，讓機具在上面行走不與水體直接接觸。 

  

圖 3.2.3-2 2K+380 與 3K+180 排檔水設置不足-108.12.24 

109年2月21日位於2K+380的四德九鄰橋下游，正進行右側護岸

施作工程，以抽水馬達為主，怪手為輔，將右側流水排至左側，泥水

混雜導致下游濁度提升。應增設沉砂池，先排至沉砂池沉澱後再排出，

可減少因濁度提升對水生生物的影響。 

同日亦於水質樣點5處(約4K+580)的渠道中有多處將傾倒剩餘水

泥的現象，另外亦有灌漿後殘留之漿水，當日已通知監造並請施工廠

商移除，後續勿將剩餘材料堆置於渠道中，後月進行現勘時已完成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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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3 2K+380 排檔水設置不足與 4K+580 水泥傾倒-109.02.21 

109年4月23日位於2K+380的四德九鄰橋上、下游處的施工便道

未做好排擋水措施，當機具在上下游間移動時，會直接入水攪動渠道

中水流及底質，使下游濁度升高，當日已請施工廠商堆高施工便道土

砂，避免機具與渠道流水直接接觸。 

  

圖 3.2.3-4 2K+380 排檔水設置不足-10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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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 

施工期間若遇生態保育措施的施工異常通報或發現之重大缺失，

將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措施或提出意見處理並擬請施工廠商回覆。車籠

埤排水於施工階段內已紀錄六次異常狀況，三件為大樹移除會勘，另

三件異常狀況已向施工廠商提出並回覆處理狀況，回覆表單請見附錄

七。 

因工程範圍中有兩處因大樹影響安全問題，由主辦機關邀集利害

關係人於108年4月30日辦理會勘，進行大樹移除說明會，與會者包含

地主、施工單位、監造單位、亞洲大學張筱筠老師和本計畫團隊人員。

一處大樹位於利威家具行附近(WGS84座標：24.061857，120.670117)，

因水流右岸榕樹根系深入民宅，影響居民土地利用，且護岸工程施作

不易，經討論後移除該株榕樹，然該區段其它根系未影響工程施作之

大樹則盡可能迴避，優先保存；另一處為工區範圍5K附近之刺桐

(WGS84座標：24.048620，120.682283)，該點位護岸有嚴重淘刷，具

安全問題，大樹位處瓶頸段，相關人員說明現況問題並討論可進行的

改善方式。照片記錄參考圖3.2.4-1。 

 

  

 
 

圖 3.2.4-1 108 年 4 月大樹移除討論記錄 

利威家具旁欲移除之榕樹 與會者討論榕樹移除議題 

工區 5K 左右之工程討論 工區 5K 左右之刺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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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件大樹移除討論於108年9月25日由民眾提出芒果樹根部已深

入護岸，恐影響護岸及鄰近房屋結構安全，辦理會勘後依108年9月30

日中市水保工字1080080216號函決議移除，如圖3.2.4-2紀錄。 

 

3K+545左岸芒果樹現況 現勘討論過程 

圖 3.2.4-2 108 年 9 月大樹移除討論記錄 

108年11月5日之會勘決定，5K+160山黃麻因根部為白蟻蛀蝕，依

108年11月11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80092033號函之現勘記錄移除，另

1K+890處以護岸補強方式保留三棵果樹，於109年6月現勘時，樹勢仍

維持良好狀態，如圖3.2.4-3。 

圖 3.2.4-3 保全對象之 1K+890 三棵果樹與 5K+160 山黃麻-108.11.05 

  
1K+890 較上游之果樹 1K+890 較下游之果樹 

  
5K+160 山黃麻 現勘討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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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2日，記錄到於1K+700左右工區設置之動物坡道，雖坡

度、表面粗糙狀態處理符合工程自主檢查項目規範。然坡道表面有約

0.5公分的尖銳鋼筋外露，若未處理，可能刺傷利用坡道的動物。另同

日工區勘查也注意到，工程1K到2K間渠段內塑膠垃圾較多。經聯繫

廠商後，動物坡道上鋼筋已於108年8月28號協調工地人員使用磨砂機

切除至與坡道表面齊平，並請工地人員協助處理工區塑膠垃圾，回覆

紀錄附於附錄七。 

109年3月23日於2K+380處進行護岸工程時使用抽水馬達將左側

水流抽至右側排出，由於濁度高又未設置沉砂池，使下游濁度明顯提

升，如圖3.2.4-4所示。當日與監造廠商討論，廠商表示，因需要施作

左側開挖工程，但地下水位較高需要一直抽水至右側排出，又該渠段

的便道腹地不足，故僅能於緊鄰護岸側稍作沉澱後排出，因該工項施

作時間不長，濁度提升僅是暫時性。生態檢核團隊對於此項異常狀況

提出建議，於未來後續工程進行前，需詳細規劃抽水後沉砂池位置、

抽水設備動線或是預留腹地沉砂使用，並編列相關經費與標示預劃措

施於施工設計圖上。預先計畫以避免排放高濁度的水流影響下游。 

 

  

圖 3.2.4-4 四德九鄰橋下游處異常狀況現勘記錄 

同年6月24日於3K+180丁台橋下游處，未做好排檔水措施，機具

直接入水攪動渠底，如圖3.2.4-5。依自主檢查項目第五條，施工過程

中，有渠底浚深開挖的部分，必須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避免施

工過程影響水質。此處下游因護岸施作完成除了無法下至渠道測量外，

亦非水質監測樣點，但攪動水體及底質對下游勢必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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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5 丁台橋下游處異常狀況現勘紀錄 

3.2.5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為了復育溪流生態，讓民眾與生物能有更健全的水域生態環境，

並避免工程施工後對現地原生魚類造成負面影響，原預計於霧峰區車

籠埤排水1K+700~5K+300治理工程之工程項目內實施原生魚類移置

釋放作業。然魚類移置工作項目，因開工時間早於本計畫執行啟動時

間，經主辦單位確認改由營造廠商委託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學系張筱筠老師執行，並已由108年1月執行至109年2月。但因施工期

程延長與變更設計之故，施工廠商無經費預算可編列109年2月後的魚

類調查工作，故後續由生態團隊委託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

系張筱筠老師辦理。109年2月之前中魚類調查資料，亦已由營造廠商

提供給本計畫整理評析。 

圈養池營造、每月魚類移置、關注物種圈養狀況、調查執行狀況

與調查結果，生態檢核團隊均有掌握並與張教授緊密聯繫討論，若有

發現異常狀況也會配合通報機制協請廠商調整施工措施。執行狀況請

詳每月自主檢查表，附件已上傳至中央資料寄存所進行資料公開。 

魚類調查/移置工作採主動(電魚)及被動漁法(放置蝦籠)、垂釣及

觀察水面浮屍等方式收集資料與分析。實務上，工作團隊將車籠埤全

段分為A樣區(1K+668-3K+700)和B樣區(3K+700-5K+300)，調查工作

照片如圖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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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1 魚類調查工作紀錄 

整理108年1月至目前109年10月期間，包含營造廠商與本計畫所

執行之魚類調查，所累積之魚類物種調查數量統整結果如下表3.2.1-1，

資料共計錄9科19種魚類，包含8種台灣特有種，其中包含第一級瀕臨

絕種保育類巴氏銀鮈 (Squalidus banarescui) 亦為國內紅皮書瀕危物

種，及第三級其他應保育之野生動物台灣䱀 (Liobagrus formosanus)。

魚類名錄與3.2.2節之生物監測物種名錄一併收錄於附錄三，並將此記

錄以Darwin Core格式發布上傳。 

 

表 3.2.5-1 車籠埤魚類調查資料(108.01-109.10)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和 

巴氏銀鮈*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2 

台灣䱀*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台灣石𩼧 0 8 0 0 0 0 3 0 0 1 0 0 12 

平頜鱲 0 0 0 0 0 0 0 5 2 2 1 0 10 

何氏棘魞 0 0 4 0 0 0 0 0 0 2 0 0 6 

尼羅口孵非鯽# 50 245 109 111 51 17 36 72 149 159 33 113 1045 

明潭吻蝦虎 0 53 6 4 5 3 13 3 3 12 0 11 113 

珍珠石斑 0 1 0 0 0 56 0 1 0 0 0 0 58 

紅鰭鮊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泰國鱧# 0 0 1 0 0 0 0 3 0 0 0 0 4 

馬口魚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2 

粗首馬口鱲 0 65 22 28 5 0 5 33 18 13 2 1 192 

豹紋翼甲鯰# 0 99 34 32 8 6 5 7 2 3 0 3 199 

短吻紅斑吻鰕虎 0 47 0 0 0 0 0 0 0 8 0 1 56 

黃鱔 0 4 1 0 0 0 0 0 0 0 0 0 5 

塘虱鯰 0 14 0 2 1 18 2 1 0 0 0 1 39 

鯉魚# 1 25 2 4 1 0 6 8 9 6 0 7 69 

鯽魚# 0 22 36 6 22 12 6 7 0 8 0 26 145 

鰻魚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5 

鱸鰻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總和 51 585 217 187 93 120 76 140 183 214 37 163 2066 

*於中文名後標示＊代表保育類、#代表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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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尼羅口孵非鯽(吳郭魚，Oreochromis niloticus)佔總數量一

半為最多，豹紋翼甲鯰(琵琶鼠，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次之，上述

兩者皆被IUCN列為外來入侵種(invasive alien specise)，對於環境忍受

度高、適應力良好，競爭資源及掠食其他物種仔魚亦會造成原生魚類

的生存壓力。 

108年3月及6月分別紀錄兩筆巴氏銀鮈的垂釣採集紀錄，現兩隻

個體均飼養於亞洲大學張筱筠老師之實驗室內。16 巴氏銀鮈亦為國內

紅皮書之極危物種(CR)，目前已知紀錄僅分布於臺中烏溪流域的中下

游緩流區、渠道或水塘中，喜好棲息於水生植物群聚的水體，屬於下

層底棲魚類。車籠埤屬烏溪流域，又因此區較欠缺調查記錄，故不排

除有巴氏銀鮈族群存在的可能。108年3月垂釣巴氏銀鮈之記錄，調查

前並無大雨，卻於車籠埤排水中紀錄，推測其族群或許棲息於某處農

田水道中。108年6月所採集的臺灣鮰，因個體健康狀況良好，已於近

完工的傍晚原放回車籠埤排水。 

3.2.6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執行方法： 

每月於工區範圍內五個樣點定點監測，以手持式水質儀(YSI pro 

1030、Horiba U-50)檢測電導度、pH值、鹽度；濁度計(2020 We)測量

水質濁度；流速以流速計(JDC Flow watch)量測。水質樣點位置如圖

3.2.6-1所示，工作執行照片如圖3.2.6-2。 

 

 
16 主管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於本工程開始施工前，已於 108 年 2 月 19 日中市農林字第

1080005518 號函內，核定工程範圍內的巴氏銀鮈的調查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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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1 霧峰車籠埤水質樣點位置 

 

  

圖 3.2.6-2 水質監測工作紀錄 

(2) 執行成果： 

本派工案自108年4月實施計畫起至109年6月，於施工期間每月監

測一次，每處樣點各累計15次水質監測記錄。結果如表3.2.6-1及圖

3.2.6-3。 

樣點之監測數據，若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之標準，其pH值正常標準值應介於6-9之間，108年12月紀錄pH值為

9.18已超出標準，推測為因渠道正進行混凝土灌漿工程所致。鹽度及

比導電度整體數據皆符合標準，亦無較明顯的差異出現；流速可能受

因施工造成的地貌改變，如設置施工便道使斷面縮減，農田排水流入，

大雨過後等因素影響而略有差異，由數據觀之，車籠埤排水流速的變

化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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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1 霧峰車籠埤排水水質監測結果 

監測類別 時間 樣點 1 樣點 2 樣點 3 樣點 4 樣點 5 

pH 值 

108 年 4 月 7.37 7.21 7.17 7.8 7.97 

108 年 5 月 7.35 7.3 7.2 7.31 7.81 

108 年 6 月 7.52 7.43 7.21 7.16 7.65 

108 年 7 月 7.23 7.27 7.12 7.57 8.34 

108 年 8 月 7.27 7.22 7.12 7.07 7.7 

108 年 9 月 7.33 7.29 7.25 7.32 8.63 

108 年 10 月 7.47 7.48 7.49 7.57 7.73 

108 年 11 月 7.65 7.73 7.62 7.5 7.18 

108 年 12 月 7.27 7.8 7.08 7.77 9.18 

109 年 1 月 7.24 7.04 8.37 8.6 8.65 

109 年 2 月 7.26 6.75 7.47 8.68 8.56 

109 年 3 月 7.38 6.6 7.41 8.61 8.69 

109 年 4 月 6.8 6.37 7.11 7.52 7.61 

109 年 5 月 6.88 6.95 7.3 7.71 7.8 

109 年 6 月 7.02 6.82 6.97 7.54 7.86 

鹽度(ppt) 

108 年 4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5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6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7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8 月 0.2 0.2 0.2 0.1 0.1 

108 年 9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10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11 月 0.2 0.2 0.2 0.2 0.2 

108 年 12 月 0.3 0.3 0.3 0.3 0.2 

109 年 1 月 0.1 0.2 0.2 0.2 0.2 

109 年 2 月 0.2 0.2 0.2 0.2 0.1 

109 年 3 月 0.2 0.2 0.2 0.2 0.2 

109 年 4 月 0.2 0.2 0.2 0.2 0.2 

109 年 5 月 0.2 0.2 0.2 0.2 0.2 

109 年 6 月 0.2 0.2 0.2 0.2 0.2 

導電度

(uS/cm) 

108 年 4 月 457 444 426 431 490 

108 年 5 月 513 460 423 353 188 

108 年 6 月 434 409 454 497 513 

108 年 7 月 405 367 360 417 389 

108 年 8 月 363 366 326 301 267 

108 年 9 月 370 340 332 351 342 

108 年 10 月 434 388 368 348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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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366 337 344 375 424 

108 年 12 月 535 550 526 613 613 

109 年 1 月 440 472 335 325 325 

109 年 2 月 475 483 369 160 370 

109 年 3 月 481 482 404 388 400 

109 年 4 月 417 456 358 345 350 

109 年 5 月 401 392 371 360 363 

109 年 6 月 385 378 334 322 312 

濁度(NTU) 

108 年 4 月 24.67 59.69 49.77 42.93 51.03 

108 年 5 月 122 74.02 85.1 821 3193 

108 年 6 月 840 697 663 670 741 

108 年 7 月 53.08 41.42 38.39 40.52 39.64 

108 年 8 月 74.37 86.24 114 143 88.29 

108 年 9 月 11.82 5.85 7.96 86.72 79.41 

108 年 10 月 54.1 8.82 10.24 15.15 12.23 

108 年 11 月 10.31 11.7 12.96 12.31 13.44 

108 年 12 月 12.7 91.4 14.1 6.57 130 

109 年 1 月 11.3 20 68.4 7.49 8.43 

109 年 2 月 51.5 9.21 12.11 11.9 13.94 

109 年 3 月 1609 1.1 17.3 14.9 7.12 

109 年 4 月 17.8 0.78 9.95 8.57 4.32 

109 年 5 月 12.14 11.32 14.5 12.97 10.02 

109 年 6 月 7.84 8.37 7.15 9.9 5.88 

平均流速

(m/s) 

108 年 4 月 0.1 0.2 0.2 0.3 0.2 

108 年 5 月 0.1 0.2 0.2 0.2 0.2 

108 年 6 月 0.2 0.3 0.1 0.1 0.1 

108 年 7 月 0.2 0.2 0.2 0.1 0.6 

108 年 8 月 0.1 0.2 0.1 0.1 0.1 

108 年 9 月 0.1 0.1 0.1 0.1 0.5 

108 年 10 月 0.1 0.2 0.2 0.2 0.3 

108 年 11 月 0.2 0.2 0.2 0.4 0.3 

108 年 12 月 0.3 0.2 0.1 0.1 0.1 

109 年 1 月 0.3 0.2 0.2 0.3 0.3 

109 年 2 月 0.1 0.1 0.2 0.1 0.3 

109 年 3 月 0.2 0.1 0.3 0.2 0.2 

109 年 4 月 0.1 0.1 0.1 0.2 0.1 

109 年 5 月 0.1 0.2 0.3 0.2 0.2 

109 年 6 月 0.4 0.1 0.1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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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3 水質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濁度(單位Nephelometric Turbidity Unit, NTU)的來源包含黏粒、粉

粒、細微有機物、浮游生物等。108年5、6月因大雨致使所有樣點的濁

度皆高於600 ntu，甚至於樣點5飆升至接近3200 ntu；108年9月樣點4

及5因排檔水措施不足(圖3.2.3-4)，故濁度升高；108年12月樣點5因進

行固床工混凝土灌漿工程擾動較多，除濁度增加之外，由於混凝土淋

洗液pH值較高，pH值也一併增加，水質監測記錄照片請見圖3.2.6-2下

排圖片。109年3月樣點1濁度遽升，因施工廠商未作好半半施工排檔

水措施，機具進入渠底直接攪動水體，使下游濁度升高，已提請施工

廠商回復異常狀況表，請見本報告書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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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度升高 (樣點四) 排擋水措施不足(樣點五) 

圖 3.2.6-4 水質濁度升高現勘紀錄(1080920) 

3.3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0K+000~0K+741.4治理工程 

本工程位於臺中市豐原區北坑溪，為旱溪最上游支流之一，是許

多市民來三崁頂登山步道健行的必經路線。107年臺中市生態檢核計

畫規劃設計原則包括：治理工程應採取自然化設計、拆除或減少溪流

中既有水泥鋪面、降低固床工高低落差、局部拆除部分既有固床工、

保護現有的自然底質溪段、應使治理工程區域內能改善為自然觀察、

環境教育優良場域等核心項目。17 因此會同相關人員商確三個主要關

注區域、擬定多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關注區域圖、並提出14項自主

檢查項目。 

本計畫核定後依前期計畫所擬定之14項工程自主檢查項目做為

施工階段勘查重點，執行施工階段每月一次之生態監測及監督察核保

育措施執行情形、每季一次航拍製圖。於108年10月竣工後，執行完

工後每季一次之生態監測與生態友善措施效益評估和完工後航拍。其

他非預期之工程狀況則可以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通報。 

其相關資訊整理如下表3.3-1。工作項目執行時間如下表3.3-2。 

 

 

 

 
17 社團法人臺灣石虎保育協會，2018。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成果

報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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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資料 

項目 內容 

計畫內工程階段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監造單位 家鼎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欣群營造有限公司 

開工日期 107 年 12 月 24 日 

原訂完工日期 108 年 5 月 22 日 

復工日期 108 年 9 月 9 日 

實際完工日期 108 年 10 月 8 日 

生態檢核公開資

料集網址 

2019 臺中市豐原區北坑溪治理工程生

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

wrs-tc-003 

 

施工階段工程自

主檢查項目 

1. 選擇在乾季枯水期開始施工。施工前必須由溪流魚類生

態專業(或生態檢核)隊協助捕捉 0K－0K+440 之間的原

生種魚類，並移置慈濟橋下游環境合適的溪段中釋放

(外來魚種需移除)，機具才能進入溪床開始施工作業。 

2. 完整保護上游 0K+500－0K+630 自然溪段，不得擾動、

開挖，並嚴禁工程廢土、混凝土、廢水進入該溪段及其

上游。 

3. 保存 0K+500 以上的濱溪與左岸坡地自然植被，以及

0K+145－0K+200 右岸林地、0K+275 右岸的大樟樹。 

施工道路及機具不得破壞這些區域的樹木；若有需要修

整處理，必須先暫停施工，並立即通知工程主辦單位及

生態檢核、監造團隊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方法。 

4. 打除 0K+004.1~0K+079.3 河床兩側既有混凝土鋪面，

將原有河道改善為河道兩側 60 公分處設置基礎保護，

中央河道拋石以局部恢復溪床自然底質與滲透功能。 

5. 打除 0K+245.3~0K+354.1 既有河道混凝土鋪面，將原有

河道改善為河道兩側 60 公分處設置基礎保護，中央河

道拋石以局部恢復溪床自然底質與滲透功能。 

6. 降低 0K+079.3~0K+099.3 新設(#2)階梯式固床工高差，

每階階梯式固床工中間設計凹槽，並於凹槽內拋石塊，

營造潭區環境，以利水生動物棲息躲藏及上溯洄游。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3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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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降低 0K+138.4~0K+144.4 新設(#3)階梯式固床工高差，

每階階梯式固床工中間設計凹槽，並於凹槽內拋石塊，

營造潭區環境，以利水生動物棲息躲藏及上溯洄游。 

8. 降低 0K+158.6~0K+161.9 新設(#4)階梯式固床工高差，

每階階梯式固床工中間設計凹槽，並於凹槽內拋石塊，

營造潭區環境，以利水生動物棲息躲藏及上溯洄游。 

9. 降低 0K+175.7~0K+195.7 新設(#5)階梯式固床工高差，

每階階梯式固床工中間設計凹槽，並於凹槽內拋石塊，

營造潭區環境，以利水生動物棲息躲藏及上溯洄游。 

10. 降低 0K+404 新設(#6)階梯式固床工高差，每階階梯式

固床工中間設計凹槽，並於凹槽內拋石塊，營造潭區環

境，以利水生動物棲息躲藏及上溯洄游。 

11. 0K+640~ 0K+741.4 步道混凝土鋪面於每 1 平方公尺增

設 3”PVC 管，內鋪碎石增加透水性。 

12. 0K+706.2~ 0K+741.4 護岸藤蔓攀爬植栽須採用原生物

種；建議可選用的種類有風藤、山素英、薜荔、冰粉連、

血藤、猿尾藤、酸藤、細梗絡石、瓜馥木、玉葉金花等。 

13. 施工過程中，開挖溪床必須設置排檔水及沉沙池設施，

避免施工過程影響水質。 

14.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程廢棄物集

中處理帶離現場，避免誤食或遭受傷害。 

完工階段 

監測要項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及工區周邊大樹保全存活情況。 

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 

3. 異常情況 

 

表 3.3-2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治理生態檢核工作記錄 

108 年度 

施工

階段 

4 月 

 4/4 第一次航拍(施工階段) 

 4/9 生態監測 

 4/19 提交兩點異常狀況予以工程承辦轉達及督導 

5 月  5/28 生態監測、督察異常狀況改善情形 

停工 

6 月 

 6/6 第二次航拍(施工階段) 

 6/10 工程調整相關討論會議 

 6/20 生態監測 

7 月  7/9 生態監測 

8 月 -- 

9 月  9/9 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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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階段 

 9/24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情形 

10 月 

 10/3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情形 

 10/8 完工 

 10/17 生態監測及第三次航拍(完工) 

維管

階段 

11 月 -- 

12 月  12/23 生態監測 

109 年度 

維管

階段 

3 月  3/31 生態監測 

6 月  6/16 生態監測 

9 月  9/3 生態監測 

3.3.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執行方法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每月一次，以步行方式沿工程範圍記錄鳥類、

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每次勘查時間約為2小時，記錄之影像資訊均

附有地理座標(geo-tagged)資訊為佐證。施工和完工階段之生物監測，

依照DarwinCore規範紀錄每次勘查之物種與數量，並發布於中研院資

料寄存所之資料集18，協助局內進行生態檢核資料公開。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於計畫期間內於108年4月9日、5月28日、6月20日、7月9

日、9月24日、10月3日執行6次每月施工階段生態監測紀錄，因108年

7、8月份本工程停工，至108年9月9日才復工，因此於108年8月暫停執

行施工中生態監測。完工後於108年12月23日和109年3月31日、6月16

日、9月3日執行每季一次、共計4次的完工後生態監測。本節內容記錄

工區範圍沿線執行生態監測現勘之物種狀況，本計畫期間共紀錄32科

52種動物物種，共計144筆觀測記錄。動植物名錄與物種出現紀錄如

附錄四，照片節錄如圖3.3.1-1。 

豐原北坑溪位於旱溪上游水域，部分溪段仍維持相對自然之底質，

水域內主要魚類族群紀錄為臺灣鬚鱲(Candidia barbata)、臺灣石𩼧(目

視估算個體數量大於50)等出現於高溶氧、清澈流域的初級淡水魚；明

 
18 2019 台中市豐原區北坑溪治理工程生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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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吻鰕虎(Rhinogobius candidianus)也於較上游處被記錄。此外，也記

錄 到 粗 糙 沼 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 拉 氏 清 溪 蟹

(Candidiopotamon rathbunae)等溪流類型之蝦蟹類，於109年9月3日現

勘時在下游固床工拋石間記錄拉氏清溪蟹，顯示移除混凝土河床舖面、

增加孔隙確實能提供更大面積的生物活動空間。 

在鳥類、蜻蜓、昆蟲類群方面，因為渠道左側連接大面積綠林帶，

右側較為開闊，渠道同時介於不同環境類型的交界處，整體環境遮蔽

度高、氣溫陰涼且有陽光，因此可經常見到蝶類，如穿梭在樹林間的

琉璃紋鳳蝶(Papilio paris nakaharai)、聚集於石頭上吸水的雅波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推測環境中除蜜源植物豐富外，亦有食

草植株；溪流常見的蜻蛉目物種如樂仙蜻蜓、善變蜻蜓、短腹幽蟌等

皆穩定發現，台灣特有種白痣珈蟌(Matrona cyanoptera)也於108年10

月17日紀錄，共計4科10種。 

  
白痣珈蟌 石𩼧及馬口魚 

  

拉氏清溪蟹 翠鳥 

圖 3.3.1-1 豐原北坑溪現勘紀錄之生物節錄 

3.3.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1) 執行方法： 

於施工期間每三個月、完工後兩個月內各需執行一次無人載具航

拍製圖，以追蹤、比對施工中、後期工程範圍內環境變化。運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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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射影像得以提供追蹤和比對工程範圍內大尺度的環境變化，並公

開發布於OAM開放平台供操作檢視，其下載連結、Google Earth圖磚、

3D點雲及材質網模型，亦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之「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內本工程資料集。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於108年4月9日與108年6月6日，分別進行兩次施工中之航

拍記錄，同年10月完工後，於108年10月17日進行一次完工後航拍，共

計三次，正射影像如圖3.3.2-1，關注區域圖為取用107年生態檢核報告

資料所繪製。 

由正射影像顯示本工區所處位置接近豐原、新社山區因此物種多

樣性較高，且有相對自然度高的溪段，可以提供工區生態自然恢復更

快速的基礎條件。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工程避開0K+500－0K+630自然

溪段，不得擾動開挖，完整保護上游水陸域的連結性，而周邊大面積

綠帶亦為石虎重要棲地的邊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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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1 豐原旱溪北坑上游治理工程航拍

108.04.09 (施工中) 

108.06.06 (施工中) 

108.10.17 (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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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 執行方法： 

本工程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

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與

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保育措施的

施工異常通報，將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措施。 

(2) 執行成果： 

本案已回收施工廠商所填報之1月至5月和9月份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表，因本工程於108年6月開始停工，直到108年9月9日才復工，故未

施工期間則不填寫自主檢查表。檢閱自主檢查表與現勘施工過程並無

重大缺失，生態友善設計均按圖施作完成。所有自主檢查表均彙整並

上傳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108年4月9日現勘時，詢問監造廠商關於溪流生物移置的實施狀

況。施工廠商於108年1月於施工前(本計畫尚未開始)，使用一般手撈

網具，將施工渠段內魚類，移置到慈濟橋下游未進行工程治理的範圍

內。相關照片請見圖3.3.3-1。自主檢查項目第一條之成效因為本派工

案進場時間緣故，未能記錄。 

  

圖 3.3.3-1 施工廠商執行魚類移置照片和記錄 

其他自主檢查項目如保護自然溪段、左岸坡地、右岸林地及樟樹

皆未發生異常；打除0K+004.1~0K+079.3、0K+245.3~0K+354.1兩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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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混凝土鋪面，兩側新設砌石基礎保護護岸，中央拋石以局部恢復溪

床自然底質與滲透功能。如圖3.3.3-2所示，記錄日期為108年10月17日，

完工後十天內所記錄之工程影像。 

  

保護上游 0K+500－0K+630 自然溪段不得擾動。 

  

保護 0K+145－0K+200 右岸林地 保護 0K+275 右岸的大樟樹 

  

固床工中央設計凹槽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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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004.1~0K+079.3 拋石段 0K+245.3~0K+354.1 拋石段 

圖 3.3.3-2 自主檢查項目查核狀況 

3.3.4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 

本工程於施工階段共提送三次異常狀況記錄，分別為(1) 108年4

月9日現勘時紀錄0K+654處土石堆置於溪溝中和0K+079處需加長排

檔水設施；(2) 108年5月拋石段因大雨淘刷流失並討論處理措施；(3) 

108年10月17日記錄0K+144-145處右側河岸塊石被水泥覆蓋和

0K+195處固床工上緣沙包堆置。相關表單提送及廠商回覆附於附錄

八。 

(1)  108年4月9日紀錄0K+654處和0K+079處執行不足改善項 

0K+654附近區段修整右岸擋土牆將土石堆置於溪溝中，雨水

沖刷將惡化水質，影響下游自然溪段生物棲息與生存，應立即清

理堆置的土石；0K+079處排檔水設施需加長，目前出水位置與怪

手一樣，機具在運作時，影響溪水濁度，應加強設施管線，使出水

口往更下游處延伸，讓濁水於此區段內沉澱土沙再往下游排放。

上述兩項現勘記錄影像如圖3.3.4-1。於109年4月19日將意見提交

給工程承辦協助轉達與督導，108年5月28日再次現勘時，相關情

形已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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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654 附近區段將土石堆置於溪溝中 

  
出口與怪手位置一致(紅圈)，排檔水設施應再往下游加長，降低濁度影響。 

圖 3.3.4-1 豐原北坑溪上游執行不足改善項-1080409 

(2) 108年5月0K+245.3~0K+354.1處拋石段因大雨淘刷流失 

本工程0K+245.3~0K+354.1處的拋石段因108年5月份遇大雨，部

分拋石被溪流淘刷流失(圖3.3.4-2)。基於工程安全等考量，由主辦單

位召開工程調整相關討論會 (108年 6月 12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46256號函)，團隊工作人員於108年6月10日參與討論，會議內容

摘要兩點：一、0K+245及~0K+265兩處固床工補回中央斷面，以便攔

截上游塊石，但高度低於或齊平新的基腳，形成低水流路的複式斷面，

並與下游溪床線落差50公分以內；二、維持不封底，並之後仍將拋石

以便驗收。 

工作團隊於108年10月17日現勘時，廠商已依照設計於河道中央

補回拋石，然0K+354.1處橋下固床工下緣，約有1.5m左右拋石被水泥

固定，如圖3.3.4-3(左)，與會議結論維持不封底與自主保育措施不符。

經詢問是因該處固床工基礎已有嚴重裸露，恐造成固床工及其周邊構

造物結構安全損壞之疑慮，故大塊石回填後再以混凝土固定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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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工階段持續監測其維持狀況，拋石仍維持竣工後的狀態，且

已有植被開始生長，但基腳上的鑲嵌塊石因大雨沖刷等因素脫落(圖

3.3.4-3右)，形成內有積水的水窪，生長青苔，可能會造成蚊蟲(如小黑

蚊)孳生的疑慮。 

 

     
108.04.09 

(停工前) 

108.05.28 

(大雨後) 

108.10.17 

(竣工後) 

109.06.16 

(完工監測) 

109.09.03 

(完工監測) 

圖 3.3.4-2 拋石段監測情況紀錄 

 

  

0K+354.1 處拋石被水泥固定 鑲嵌塊石脫落形成的水窪 

圖 3.3.4-3 拋石段現勘記錄影像 

 

(3) 108年10月記錄0K+144-145處和0K+195處執行不足改善項 

108年10月現勘時發現0K+144-145間，右岸林地邊緣河岸堆置的

石塊，被水泥覆蓋加固，覆蓋此區的意義不明，且水泥填補的孔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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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損可供半水棲昆蟲、兩棲爬蟲類等生物利用的空間。另於0K+195處

固床工上緣發現沙包堆置，因無工程用途，為避免在明年雨季被沖走，

已請施工廠商移除。如圖3.3.4-4。 

 

  

0K+144 處右岸水泥覆蓋石塊 0K+195 處固床工上緣沙包堆置 

圖 3.3.4-4 豐原北坑旱溪上游執行不足改善項-1081017 

3.4 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理工程 

位於臺中市龍井區的山腳排水工程，107年委辦的前期生態檢核

工作雖未擬定自主檢查項目，仍提供兩點建議：(1)依據關注類群增設

動物坡道；(2)以半水棲蛇類為完工追蹤之目標物種。 

本派工案開始執行後，取得之工程設計圖並未包括動物坡道之設

置，且從108年4月9日已進行施工期間航拍監測圖(圖3.4.2-1)見其排水

溪段前後皆無任何坡道。於本派工案工作計畫書內，建議後續可針對

山腳排水各期工程進行整體的棲地連結規劃，與工程主辦、設計單位

共同研擬可行之辦法，並營造對兩棲類生物更友善之設施。除盤點破

碎棲地進行可行之連結外，也建議全面進行藍、綠帶接合評估。相關

措施可參考本計畫第二次派工案期初報告內容。19 

本計畫於工程開始施工前，與監造單位討論，針對工區生態環境

和施工期間可考量的生態議題，協助擬定施工期間自主檢查項目，並

依據其項目執行每月一次之生態監測和監督察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92019 臺中市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5。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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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9月7日竣工後，進入工程維護管理階段，並執行完工後追蹤，

包含每季一次之生態監測與生態友善措施效益評估。工程相關資訊整

理如表3.4-1。工作項目辦理時程如表3.4-2。 

 

表 3.4-1 龍井區山腳排水治理工程資料 

項目 內容 

計畫內工程階段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監造單位 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磊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第一階段：108 年 2 月 27 日~109 年 8 月 17 日 

第二階段：鐵路橋完工後 120 日(鐵路橋預計 110 年 5 月開

始進行，直至 111 年 2 月完工) (4K+300~4K+330)。 

生態檢核公開資

料集網址 

2019臺中市龍井區山腳排水治理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

wrs-tc-004 

 

工程目的 

山腳排水治理工程0K+000~4K+715，斷面型式採30公尺明

渠型式加上兩岸各5公尺以箱涵方式構築，因本工程山腳排

水鐵路橋段(4K+225~4K+330)須配合鐵路橋改善工程施工。

然前期山腳排水治理工程中之上、下游渠段皆已整治完成，

僅餘本工程範圍尚未施作，本工程完成後，可有效解決臺中

市沙鹿區之整體排水問題。 

前期生態檢核相

關建議 

1. 若想讓其內的生態更豐富，首要解決是動物如何抵達

排水內覓食、繁殖等，要先確立要保全的對象，再評

估相關的工程設計，例如：兩邊垂直壁是否可以增加

斜板，提供動物進出。 

2. 山腳大排內有調查到花浪蛇，推測應該也有草花蛇，

這些半水棲蛇類主食魚、蛙，生態指標意義強。本工

區未來可針對這些半水棲蛇類進行監測即可，比較有

意義。 

本計畫協助擬定

之自主檢查表項

目 

1. 工區周邊大樹保全，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必要的樹

木移除，施工便道等工程行為盡可能迴避既有樹木。 

2. 施工過程中，開挖溪床必須設置排檔水及沉砂池設

施，避免施工過程影響水質。 

3.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當廚餘或工程廢棄物

集中處理帶離現場，避免誤食或遭受傷害。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4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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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階段 

監測要項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及工區周邊大樹保全存活情

況。 

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 

3. 異常情況。 

 

表 3.4-2 龍井區山腳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工作記錄 

108 年度 

停工 

2 月  2/27 開工即報請停工 

4 月 
 協助前期擬訂自主檢查項目 

 4/9 第一次航拍(1/3)、生態監測 

5 月 --(因工程停工暫緩生態檢核作業) 

6 月 --(因工程停工暫緩生態檢核作業) 

施工

階段 

7 月 
 7/4 復工 

 7/8 生態監測 

8 月  8/23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9 月  9/23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10 月  10/16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停工 11 月 

 11/2-21 停工 

 11/21 復工 

 11/21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施工

階段 
12 月  12/23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航拍 

109 年度 

施工

階段 

1 月  1/20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2 月  2/26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3 月  3/20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航拍 

4 月 
 4/09 與鐵路局人員施工便道設置會勘 

 4/23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5 月  5/30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6 月  6/16 生態監測、督察保育措施執行 

停工

階段 

7 月  7/4 停工 

8 月  8/17 復工即申報竣工 

完工

階段 
9 月  9/7 完工後生態監測、完工後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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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執行方法： 

生態團隊以施工階段每月一次、維管階段每季監測一次之頻率，

於工程範圍內以步行方式沿線記錄鳥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每次

監測時間約為2小時。記錄之影像資訊均附有地理座標(geo-tagged)資

訊為佐證。除置重點於上述物種外，也整理植物、其他各種生物類群

於照片中的出現記錄，依循DarwinCore規範彙整，並發布於中研院資

料寄存所之資料集。 

(2) 執行成果： 

生態團隊於施工階段108年4月9日、7月8日、8月23日、9月23日、

10月16日、11月21日、12月23日及109年1月20日、2月26日、3月20日、

4月23日、5月30日、6月16日執行12次每月生態監測及督導保育措施，

期間若工程預定停工超過一個月則暫停作業。109年8月申報竣工後，

於9月7日執行每季一次完工階段生態監測，計畫期間內共執行13次，

如表3.4-2條列。 

現勘時觀察到山腳排水鐵道橋西側的渠道內流量都不大，且有大

批布袋蓮及垃圾夾雜堆積於水流區域內。現勘所記錄之鳥類、蜻蛉目

物種，多為農村、區域排水常見之低海拔廣布物種，如鷺鷥科、紅冠

水雞、青紋細蟌、杜松蜻蜓等。共紀錄26科37種動物物種，共計110筆

觀測記錄38種，動植物名錄與物種出現紀錄如附錄五，照片節錄如圖

3.4.1-1。 

108年9月，生態檢核團隊於鐵路橋以東渠段內，約山腳排水

4K+330左右位置(本工區邊緣)記錄到屬於第三級保育類的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證明前期生態檢核對於本治理工程周邊仍有

半水棲蛇類的推測。但也顯示，本工程未來將山腳排水最後一段有常

態濱溪植被的渠段完全水泥化以後，這些半水棲蛇類將失去渠道內最

後的可利用棲地。 

109年4月23日進行現勘時紀錄兩隻紅冠水雞(Gallinula chloropus)

親鳥帶著三隻幼鳥，出現於工區範圍外下游大片布袋蓮上；109年9月

7日於相同區域記錄紅冠水雞築巢，巢內共有三顆蛋。顯示此地的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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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植物對於生物繁殖具有其重要性，而水生植物的嫩芽、種子、躲

避於植物中的昆蟲、兩棲類幼蟲等則提供鳥類等野生動物食物來源，

是其覓食活動的棲息地。108年12月至109年5月於工區上下游有小環

頸鴴(Charadrius dubius)及磯鷸(Actitis hypoleucos)紀錄，皆為冬候鳥或

是少部分留鳥，並未在此紀錄繁殖行為。 

龍井山腳排水的工區下游枯枝上、龍泉橋上游及工區範圍內皆有

斑龜(Mauremys sinensis)的現勘紀錄。109年9月7日於工區上游深水區

域內記錄單日現勘最大數量11隻，分布於小範圍植物叢或底質凸起處。

另外也觀察到鳥類，如洋燕、翠鳥會飛入箱涵之中，但是否利用箱涵

做為通道或棲所則需進行額外調查方可確認。 

  
斑龜 小環頸鴴 

  
紅冠水雞育雛 磯鷸 

  
草花蛇 翠鳥 

圖 3.4.1-1 生態監測照片節錄 

3.4.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1) 執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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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派工案內於施工期間每三個月、完工後各需執行一次無人載具

航拍製圖，以追蹤、比對施工前、中、後期工程範圍內環境變化，並

針對環境變遷進行討論分析，提供後續影響評估及建議。算所得之正

射影像公開發布於OAM開放平台供操作檢視，其下載連結、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及材質網模型，亦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之

「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內本工程資料集。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已於108年4月9日、108年9月29日、108年12月23日、109

年3月20日、109年9月7日分別進行施工前、中、後的航拍影像記錄，

演算出之正射影像如圖4.4.2-1。 

由圖中可見施工前渠道內皆為植被覆蓋，上游仍為水深、渠道較

寬的區段，於鐵路橋下驟然縮減，直至工區內寬度再漸漸打開。108年

4月航拍紀錄下游可能被布袋蓮所覆蓋。108年12月於非汛期期間，水

量較少且工區外下游裸露灘地面積大，同時間紀錄小環頸鴴和磯鷸等

水鳥利用此種環境。施工進行後，渠道中植被被剷除，鐵路橋下的草

叢成為工區內僅有濱溪密草的區域。比較108年4月與9月工區北側，

開設施工便道處原有一排大樹，但因該處位於工程必須施作的範圍，

開工後即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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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1 龍井山腳排水航拍記錄施工中環境變化 

3.4.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 執行方法： 

本計畫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

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與

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保育措施的

施工異常通報，將會勘討論妥善處置措施。 

(2) 執行成果： 

本工程計畫開始時處於停工，於108年7月4日復工，故回收自108

年7月份起至109年8月施工廠商所填報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檢閱

自主檢查表與現勘施工過程，並未發現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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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4月9日現勘時，廠房旁構樹(圖3.4.3-1左上紅框內)原應依自

主檢查表第一項：工區周邊大樹保全，避免不當修剪側枝及非必要的

樹木移除，施工便道等工程行為盡可能迴避既有樹木，被納入自主檢

查表的保全對象，但因施工在即，未能完整跟廠商討論確定，後續又

發現該處位於施工便道預定位置，故無法達成友善措施。由圖3.4.3-1

左下圖中可見現勘當日已進行樹木移除作業。 

 

  

108.04.09 航拍 108.09.29 航拍 

  

108.04.09 樹木移除進行中 108.07.08 樹木已被移除 

(箭頭為原位置) 

圖 3.4.3-1 樹木移除現勘及航拍紀錄 

其他較輕微之缺失如工地周邊渠道內及工地周邊塑膠垃圾稍多

(圖3.4.3-2)，108年8月23日回報工地主任並與監工單位溝通後，目前

已於109年5月16日現勘時發現工地橋上周邊皆設立多個警告標語，提

醒民眾禁止傾倒垃圾，如圖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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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2 現勘工區周邊塑膠垃圾稍多-108.08.23 

 

  

圖 3.4.3-3 禁止傾倒垃圾警告標語-10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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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 

本章節主要敘述維護管理階段內定期監測之生態品質，並評估生態友

善措施或保育對策效益，如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保育措施或友善設計

效益評估、紀錄維管階段中損及生態效益之異常狀況。 

4.1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0K+080~1K+737治理工程 

大里區中興排水於108年4月30日完工，維管階段監測要項如下列

四點：(1) 檢視工區周邊保全大樹存活情況及生態友善保育措施評估；

(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維管階段與施工階段生物監測紀錄併敘

於3.1.1節)；(3) 動物坡道利用情形；(4) 異常情況。 

4.1.1 保全大樹現狀與說明 

107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所繪製之關注區域圖，以紅線標示

保全大樹位置，計畫期間共完成6次維管階段生態監測，除了於施工

中已協調移除的對象外 (3.1.3節)，保全大樹均存活。(圖4.1.1-1) 

 

圖 4.1.1-1 確認保全大樹位置與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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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大樹為都市生物提供近水域的棲息空間與食物來源，延伸至

渠道、道路上空的大樹林蔭則能降低水體及路面溫度，降低城市熱島

效應。 

4.1.2 動物坡道現狀說明及利用情形 

(1) 現狀說明 

本工程共設置兩處動物坡道，均位於中興排水段右岸，一處

坡腳直接沒入水面(坡道1)，有利於落入水中之生物使用；另一處

坡腳旁則連接護岸基腳(坡道2)。兩坡道之現況照片請見圖4.1.2-1。

位於中投公路東側的動物坡道2，坡底位於基腳上，而基腳斜面為

40度，與渠道水體間有高差，水域內爬行動物如龜鱉類推測勉強

可利用基腳臨水斜面上攀，但若是較小型、幼年的生物，則無法上

至基腳利用此坡道。動物坡道1直接入水為相對友善的設計。 

 

  

動物坡道 1-1081120 動物坡道 2-1081120 

  

動物坡道 1-1090221 動物坡道 2-1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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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坡道 1-1090529 動物坡道 2-1090529 

  

動物坡道 1-1090820 動物坡道 2-1090820 

(120.66747, 24.502398) (120.67152, 24.08847) 

圖 4.1.2-1 動物坡道現勘紀錄 

於維管階段進行6次維管階段現勘，皆確認動物坡道本身並無

異常狀況發生。其他狀況於109年2月21日現勘時紀錄臺中市水利

局水利養護工程科的「烏日區中興排水護岸復健工程」正進行鋼

軌樁打設工程，工程設計可能影響動物坡道的生態效益，以異常

狀況記錄於4.1.3節。 

依據期中報告審査委員給予之意見，表面粗糙化的水泥結構

體，於汛期可能成為水流衝擊的結構弱點，於109年汛期(5月至11

月)間監測，並未記錄上述情形。成果報告審查委員則提出應針對

動物坡道面向上游的水流衝擊側持續進行監測。 

(2) 利用情形 

本工程共設置兩處動物坡道(圖4.1.2-1)，為於維護管理階段評

估生態友善措施之效益，故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與地主經

協調後，於108年5月28日至108年8月23日間，於動物坡道1旁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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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設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用以監測動物利用坡道的情形(相機

位置如圖4.1.2-3)。由於動物坡道2的護岸堤後為私有地，地主不願

意讓工作人員放置相機，僅能於現場勘查時紀錄是否剛好有動物

利用。然於本案執行期間各次現勘中，均沒有觀察到動物利用動

物坡道2之情況。 

於動物坡道1放置之相機代號為「大里機1」，自108年5月28日

開始記錄，108年8月23日回收。放置點位(WGS84: 24.093184, 

120.661565)與工作照片如圖4.1.2-2，有效總工作時數為2,081.37小

時，鑑定各拍攝片段內出現物種後，計算各物種於是次調查中的

OI值(Occurrence Index, OI)，如表4.1.2-1，此數值可代表物種的相

對豐度。20 

 

表 4.1.2-1 大里機 1 拍攝物種資料與 OI 值 

有效工時 2,081.37 

有效影像數量 204 

哺乳類種數 1 

鼠 0.96  
鳥類種數 8  

白尾八哥 0.96 
家八哥 0.48  
白頭翁 1.92  
洋燕 13.45  
珠頸班鳩 4.32 

麻雀 17.78 

褐頭鷦鶯 0.96 

翠鳥 0.48 

其他  

貓 2.40  
車輛機具 32.19 
人  22.10  

因本工程所在位置，係大里區相對都市化的農地、工廠區域，

相機拍攝內容多為都市地區常見之鳥類(麻雀、洋燕、椋鳥科、珠

頸斑鳩等)、鼠、貓等物種。另外，本相機架設於地主栽培之果樹

上，拍攝範圍能包含中興段排水左岸(相機架設位置對岸)的水防道

 
20 OI=(某物種在該樣區的有效影像總數量/該樣區的相機總工作時數)×1000 小時 



1-77 

 

路，因此有相當大比例的內容為進行果樹修剪的地主、路人和車

輛等人為干擾影像紀錄。此外，於現勘中曾見洋燕利用自動相機

點位附近橋樑下空間築巢，因此洋燕飛行於排水溝上方的影像亦

佔本次自動相機有效影像中較大比例(如圖4.1.2-2右下)。翠鳥之紀

錄僅為一次，於108年5月28日17時該翠鳥直接停棲於動物坡道頂

端(圖4.1.2-2左上)，推測本渠段因少有足夠接近水面之喬木枝條、

落腳點供翠鳥利用，故出現的頻度並不高。探究動物坡道1之設置，

雖有記錄一次鼠類由坡道往護岸方向跑動(圖4.1.4-2右上)，但無法

確定該鼠類的完整移動軌跡，未能證明小型哺乳動物可利用此坡

道，僅能推測坡道可提供部分動物類群來往渠底與渠岸之功能。 

 

  

108.5.28 翠鳥停棲於堤防頂端 108.08.10 鼠利用動物坡道 

  

108.6.20 白頭翁於堤防頂端進食 108.6.20 洋燕飛行 

圖 4.1.2-2 坡道一自動相機影像節錄 

另外，需注意兩處動物坡道的頂端，距離右岸地面尚有約60

公分之垂直落差(圖4.1.2-3黃色箭頭)，若動物由渠底上攀，可能面

臨無法抵達右岸地表的窘境；於右岸地表活動的小型動物，也難

以得知護岸頂端有動物坡道可利用，類似之坡道設計，將來尚有

改進調整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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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一空拍圖，紅圈為相機點位 自動相機架設位置與拍攝方向 

圖 4.1.2-3 大里中興排水動物坡道與相機設置說明 

(3) 綜合說明與建議 

動物坡道設立主要依據目標野生動物的生命周期需使用的環

境、生態習性、及能力設置可以使用之坡道。因此考量目標物種的

坡道斜度、坡面材質、誘導或阻斷方式往往是動物能否成功利用

的重要因素。21 根據廖靜蕙(2012)訪問特有生物研究中心所撰寫

的報導內建議，烏龜使用之坡面斜度應在40度以下22；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針對食蛇龜所做的研究(2005)顯示，背甲越長，個體重

量越重，能攀爬的坡度越低。當坡度大於40度，多數個體缺乏食物

誘因下會失去爬坡的意願，故建議坡度低於40度以利於動物利用，

緩坡寬度則以30-40公分為原則。23 另外，蛙類根據其攀附能力等

因素建議在45度以下24，坡面寬道也應在40公分以上。 

然而本區域人為擾動較多，除其區位鄰近污染程度較高的工

業地景外，頻繁的人、車活動，也可能讓此區域少有中型或中小型

野生動物活動。另外，根據林文隆等人在1994到2004年間，於離中

興段排水不遠的霧峰四德圳調查結果，在2000年四德圳水泥化之

前，有多筆中華鱉(Pelodiscus sinensis)，斑龜(Ocadia sinensis)的出

現記錄。在四德圳水泥化後，僅於2002年再次記錄到一次中華鱉

 
21 鄭偉群、林雅玲、劉威廷、蘇維翎、黃于坡，2018，野生動物受困人工結構物初探，自然保

育季刊：102 期。 
22 廖靜蕙，2012，台灣河岸陡坡處處 原生龜多摔傷致死，環境資訊中心。 
23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2005。工程設施對生態影響之調查研究及資料建立(第 1 年

/全程 4 年)。 
24 侯文祥、張源修，2005，季節變化對台灣七種蛙類利用水岸邊坡之活動力影響研究，農業工

程學報第 51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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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斑龜則不再有記錄。25 中興段排水於本渠段之護岸、渠

底均為RC結構，前期計畫資料中亦沒有發現龜鱉類出現。針對目

前的中興段排水環境，較難期待有龜鱉類會利用此坡道進行橫向

移動。 

綜合來說，以自動相機監測本工程動物坡道的結果，與周邊

地區水圳水泥化的文獻結果相呼應，顯示於這類水泥化已久的渠

道內，兩棲爬蟲類較不會棲息利用。大里中興排水於中投快速道

路東側的渠道內，右岸農業排水匯入(1K+620)淤積處有早苗蓼高

草叢，推測可以提供一些兩棲爬蟲動物棲地；再則探究大里中興

兩處動物坡道的坡面及入水情(圖4.1.2-1)，坡道1於另岸工程基腳

施作後，坡面仍然與水相接。坡道2則連接基腳頂部，與水流垂直

之基腳斜面為40度，係爬蟲類可使用之極限角度。後續工程建議

降低護岸頂端與鄰陸側的垂直高差，利於渠中水生爬蟲生物的橫

向移動。 

4.1.3 異常情形紀錄 

109年2月21日於中興大里排水現勘時，紀錄臺中市水利局水利養

護工程科的「烏日區中興排水護岸復健工程」正進行鋼軌樁打設工程，

(圖4.1.3-1)，渠道內的施工便道也已經開設好，整體施工範圍與本工

程部分重疊，經現場詢問承辦人員於動物坡道1周邊工程施作項目為

整段護岸下方皆設計基腳補強，故與承辦人員與設計廠商討論，並要

求基腳退離坡底2公尺(圖4.1.2-1動物坡道1)，保持坡面入水狀態，以

維護動物通道的效益。 

此復健工程不僅與本案大里區中興排水工程範圍重疊，且本計畫

仍進行維護管理階段生物監測中，其護岸基腳施作將影響本計畫依生

態友善措施設置的動物坡道。前期計畫內同樣記錄於中興排水工程第

1次施工期間生態檢核現勘時，發現0K+350－1K+340區段正在進行水

利局其他科發包的護欄工程。未來進行工程派發時應注意計畫範圍是

否重複，避免後續工程影響生態友善措施效益。 

 
25 林文隆、蔡顯修、吳雪如。2007。水圳水泥化對其間生物數量變動之影響。中華水土保持學

報 38(1):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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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 水養科護岸復建工程施工情形 

4.2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1K+700~5K+300治理工程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於109年8月4日完工，維管階段監測要項如下

列四點：(1) 檢視工區周邊保全大樹存活情況及生態友善保育措施評

估；(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維管階段生物監測紀錄併於3.2.1節)；

(3) 動物坡道利用情形；(4) 異常情況。 

4.2.1 生物監測資料討論及發布 

水域魚類部分的生態監測，以魚類調查的結果及現勘紀錄觀察，

尤以尼羅口孵非鯽的外來種優勢魚種比例佔了所有魚類的50%以上。

外來種於新環境建立新族群，勢必與當地原生物種競爭資源，甚至掠

食原生魚類，對原生物種的生存無疑是一大衝擊。 

  

工程牌 工程宣導單 

  

現勘施工情形紀錄 左岸護岸灌漿完成，拆除模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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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銀鮈(Squalidus banarescui)為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亦為

國內紅皮書瀕危物種，其族群分布狹隘，目前已知僅分布在烏溪中下

游、支流或水塘中，研究及報導皆指出曾於烏溪橋附近水塘內發現少

量族群26 27，也有史尼氏小䰾(Puntius snyderi)等其他原生淡水魚類，

然而因鄰近的高速公路工程施工，將水塘的水引流作為工程使用，直

接影響棲地環境。而後泰國鱧及雜交吳郭魚等外來魚種進駐，亦壓迫

到原生魚類的生存環境。 

臺灣䱀(Liobagrus formosanus)為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之台灣特有

種，亦為國內紅皮書瀕危物種(EN)。28 主要分布在中部河川中上游水

流大、高溶氧的清澈流域，但因棲地受工程破壞，目前為採集個體數

量稀少的淡水魚種。29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於完工後已達治理計畫建議之防洪標準，因此

未來應減少此處的工程擾動，水圳內的植生清理也應採用擾動最小的

人工方式，優先回復自然棲地多樣性。未來於烏溪相關流域的工程施

作前，都應針對原生魚類進行調查評估，工程維管階段也應持續進行

監測。而如何進行減少外來魚種、建立原生魚類適合棲息的環境，提

供食物來源及繁殖棲所，皆為未來烏溪水系區域排水維護原生魚種生

態環境可進行的方向與目標。 

4.2.2 保全大樹現狀及說明 

於自主檢查表中無發現重大缺失，但依自主檢查措施第二項，工

區及施工便道周圍若既有樹木位於護岸施作位置，應優先考慮修改護

岸設計以繞過該樹木，避免不必要的樹木移除。3K+500處動物坡道旁

兩棵喬木位在護岸加高施作預定位置上，經評估後雖未砍除，但樹幹

被水泥護岸包覆，如圖4.2.2-1。 

於109年9月9日會同主辦機關、監造與施工廠商共同協調改善方

 
26 行政院農委會。2008。中部地區珍稀魚種之分布現況及族群之調查-飯島氏銀鮈、陳氏鰍鮀及

台灣鮰。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1。台灣地區淡水域湖泊、野塘及溪流魚類資源現況調查及保

育研究規劃。 
28 楊正雄、曾晴賢、曾子榮、廖德裕、林瑞興。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9 環境資訊中心。2017。【台灣紅皮書】僅存於台中烏溪 受河川工程與入侵種夾擊的巴氏銀

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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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較下游的楓香已用厚紙板包裹樹幹外圍避免與護岸直接接觸，

護岸內填充保麗龍保持彈性，故暫不需更動；較上游之玉蘭樹幹及混

凝土之間並未以介質隔開，直接將樹嵌入護岸中，亦未預留生長空間，

將不利於樹木的生長，討論結果將先打除包覆的兩側水泥，以三層板

固定於護岸兩側限定範圍，再以發泡劑填充。上述改善方式依109年9

月14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90085284號函會議紀錄辦理。若未來於工程

中亦有遇到類似情形，建議可於樹幹外層以軟管包覆至出水高，避免

大水來時自上方的孔隙灌入，並於樹幹與軟管中央填充軟性材質，提

供彈性但密閉的空間給予大樹生長，如圖4.2.2-3所示。 

另外，於車籠埤排水紀錄之其他狀況，如四德九鄰橋下游護岸建

議施作重力閥、違章工廠未依規定停業等紀錄需注意或改善事項，亦

於大樹現勘同日知會主辦機關，資料彙整如附錄十。 

 

  

保全大樹：玉蘭花(左)、楓香(右) 109.09.09 討論玉蘭花包覆改善方案 

  

109.10.28 玉蘭花包覆改善完成情形 

圖 4.2.2-1 3K+500 處動物坡道旁兩棵保全大樹及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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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2 樹木改善會勘紀錄 

 
 

以楓香為例之理想方案 橫向剖面示意圖 

圖 4.2.2-3 混凝土包裹大樹之理想施作方案 

4.2.3 動物坡道現狀說明及利用情形 

(1) 現狀說明 

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總長4.6K，共設置10個動物坡道，皆符合自

主檢查表第二項「坡度不得超過30度，寬度不小於40公分動物通道表

面應粗糙化處理，增加表面粗糙度」之規範。位置及現勘紀錄如圖

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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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K+880 動物坡道-109.09.01 

 

(2) 2K+100 動物坡道-109.09.02 

 

(3) 2K+480 動物坡道-109.10.28 

 

(4) 2K+684 動物坡道-109.10.28 

 

(5) 3K+040 動物坡道-109.10.28 

 

(6) 3K+483 動物坡道-1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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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K+912.06 動物坡道-109.07.28 

 

(8) 4K+040 動物坡道：因其位置在國

道三號與 74 快速道路高架中央草

地，無法到達。 

 

 

(9) 4K+457.41 動物坡道-109.05.21 

 

(10) 4K+840 動物坡道-109.04.23 

圖 4.2.3-1 動物坡道位置及現況 

動物坡道設置應考量生物的行為、能力及路線連結是否暢通，坡

道入水處前方應保留空間以方便使用，如動物坡道1、2、3、5、10的

坡面直接入水，水域與坡面之間路線暢通；當動物坡道設置於護岸基

腳上時，則應考量基腳入水的角度，如動物坡道7下方基腳以40度入

水，為爬行動物可使用之極限坡度；動物坡道6旁有一條引水道，兩側

皆為垂直面，因此渠道中的生物可能難以雙重跨越，坡道使用效益不

彰。此外，護岸臨陸面常有大於50公分的落差，沿著坡道上至堤頂的

生物也難以下至路面。 

(2) 利用情形 

為了解動物坡道的利用情形，挑選較易到達且周邊有喬木可架設

紅外線自動相機的位置進行監測。本工程架設代號為「車籠埤機1」的

相機於工區一板橋附近銀合歡上 (WGS84: 24.093184, 120.661565)，

監測圖4.2.3-1中動物坡道7的利用情形。於109年6月11日開始架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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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並在109年8月20日回收，有效總工作時數為1,920.22小時，據裴家

騏(2006)指出大部分物種在800個工作小時內都會被記錄，因此需至少

收集1000個工作小時的資料。30 

因周邊環境限制架設的角度，此相機記錄範圍為動物坡道頂及護

岸堤頂，前方橫跨一座無名橋，為住家，常有車輛出入，左側為交流

道，因此受人為干擾嚴重，有相當大比例的影像內容為車輛經過、行

人及釣客活動。放置點位與工作照片如圖4.2.3-2。 

  

圖 4.2.3-2 自動相機監測位置及周邊環境 

計畫人員鑑定各拍攝片段內出現物種後，計算各物種於調查中的

OI值(Occurrence Index, 出現頻率指數)如表4.1.2-1，此數值可呈現區

域內物種的相對豐度，拍攝之物種影像如圖4.2.3-3。所拍攝之生物會

一併彙整進物種名錄並上傳至中央資料寄存所進行資料公開。 

影像結果中除了貓和汽機車外，所紀錄之物種多以都市常見鳥類

為主，其中尤以珠頸斑鳩(12.50)最高，其次為八哥(7.29)、白尾八哥

(6.77)、白頭翁(5.73)、夜鷺(3.65)、紅鳩(2.08)，黃頭鷺、翠鳥、磯鷸、

小白鷺、OI值為1.56。因八哥類群(八哥、家八哥、白尾八哥)計算OI值

時是以群體作為計算單位而非個體，故實際被自動相機拍攝的個體數

量更多。於相機架設期間紀錄白尾八哥、八哥、紅鳩沿坡面向下走，

但因拍攝角度的關係無法確認是否抵達坡面底部，僅記錄兩名釣客完

整利用動物坡道。 

八哥為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物種，因為與其他外來種八哥利用

環境相同，可能有生態棲位被取代的現象，而車籠埤排水所記錄的八

 
30 裴家騏，2006，自動照相機在動物監測上之應用與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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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其相對豐度較白尾八哥和家八哥高，表示此區仍有穩定族群活動。

另外，於堤頂上紀錄南蛇(Ptyas mucosus)活動、翠鳥吞食魚類、八哥

叼銜昆蟲，顯示此區域食物源充足可提供生物生存利用。此外，幾乎

每晚固定記錄貓於堤頂上活動，可辨識至少四隻個體，其中包含兩隻

幼貓，建議鄰近住家避免將食物廚餘置於室外、避免提供貓可獲得的

食物來源，造成其他原生物種額外的生存壓力。 

 

 

圖 4.2.3-3 自動相機拍攝之物種記錄 

 

表 4.2.3-1 車籠埤機 1 拍攝物種資料與 OI 值 

 OI 值  OI 值 

鳥類種類數：11 爬蟲類：2 

珠頸斑鳩 11.98 南蛇 0.52 

八哥* 7.29 其他 

白尾八哥 6.77 汽機車 152.07 

白頭翁 5.73 貓 23.43 

夜鷺 3.65 人 7.81 

紅鳩 2.08  

 翠鳥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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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鷸 1.56  

※有效影片數：87 

※含”其他”有效影片數：439 

※星號(*)表示該種為保育類 

小白鷺 1.56 

黃頭鷺 1.56 

家八哥 1.04 

4.3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0K+000~0K+741.4治理工程 

豐原區旱溪北坑上游排水治理工程於108年10月8日完工，維管階

段監測要項如下列兩點：(1) 檢視工區周邊保全大樹存活情況及生態

友善保育措施評估；(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維管階段生物監測

紀錄併於3.3.1節)。(3) 異常狀況。 

4.3.1 生物監測資料討論及發布 

本治理工程確實迴避生態敏感程度較高的區域，對於整體環境影

響較低，生態恢復尚良好。於完工後執行生態監測時常見到護岸邊排

出疑似家庭廢水之濁白色水流，直接進入渠道與上游水流匯合，如下

圖4.3.1-1。此區域地理位置貼近山區，整體環境良好，且溪流上游可

見許多馬口魚及石𩼧，然越下游因水質漸趨複雜，水體優養化等原因

魚類數量漸少。若要維護水域生物的棲地，改善廢水排放為必要條件，

應於後續計畫解決周邊廢水排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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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 廢水排放情形紀錄 

此外，於河道內記錄貓取水及屍體(圖4.3.1-2)，上游左側雖連接

大面積綠林，然而與水域間亦有高度落差，若動物不慎掉落渠中，工

程區域內並無設計動物坡道可供使用返回樹林，又北坑溪為公告之封

溪護魚段(府授農海行字第10600257197號)，故動物坡道應設計於左側，

避免與右側路面銜接防止人為使用，亦能降低生物路殺死亡的機率。 

 

圖 4.3.1-2 貓於北坑溪河道取水和死亡個體 

4.3.2 保全大樹及林地現狀說明 

107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繪製之關注區域圖，以紅線標示須

完整保護之濱溪植被、自然溪段、保全樟樹位置。於計畫期間共完成

10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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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維管階段生態監測，所標示之保全對象皆無異狀(圖4.3.2-1)。 

 

圖 4.3.2-1 保全對象位置及現狀 

4.3.3 友善措施效益評估 

豐原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目標為採取自然化設計、拆除或減少

溪流中既有水泥鋪面、降低固床工高低落差、局部拆除部分既有固床

工、保護現有的自然底質溪段，應使治理工程區域內能改善為自然觀

察、環境教育優良場域等核心項目。 

工程生態友善措施為保留底質並提供多孔隙空間，設計共拆除兩

段河道的水泥鋪面，改於兩側新設混凝土砌塊石，中央河道以拋石覆

蓋；新設六道階梯式固床工，中央凹槽處填拋卵塊石。完工後一年內

陸續記錄生態回復情形，如0K+004.1-0K+079.3拋石段的岸邊緩流處

和固床工下方淺潭區已有台灣鬚鱲聚集；0K+245.3-0K+354.1處的拋

石段記錄鰕虎活動(圖4.3.3-1)；拉氏清溪蟹則在0K+138.4~0K+144.4較

下游處的固床工凹槽塊石間出現(圖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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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245.3-0K+354.1 拋石段 0K+079.3 階梯式固床工#2 

圖 4.3.3-1 豐原北坑溪友善措施生態回復情形 

4.4 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理工程 

龍井區山腳排水工程於109年8月17日完工，監測要項如下列四點：

(1) 檢視工區周邊保全大樹存活情況及生態友善保育措施評估；(2) 

工區周邊生物出現紀錄。(維管階段生物監測紀錄併於3.4.1節)；(3) 異

常狀況。 

4.4.1 生物監測資料討論及發布 

依據現勘之生物監測紀錄，於108年9月紀錄草花蛇出現。草花蛇

極少離開水邊，平時主要棲息在農田、沼澤或溼地，主要以昆蟲、兩

棲類、魚類或小型哺乳類為食，小型生物可利用的濱岸草叢環境，是

提供蛇類生存的重要的因素。 

龍井山腳排水工程範圍內，原本渠道內植被遍布(圖3.4.2-1)，然

因工程因素只留下鐵路橋下方些許的草叢帶，待鐵路橋位移施工完成

後，將會將剩餘的草叢一併清除，屆時草花蛇、花浪蛇等需要茂盛岸

濱密草的半水棲蛇類將會失去工區內僅存的棲所。同時又因上游水體

較深且汙濁，偶爾可以從排水中見到生物的屍體，如清除灘地等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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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陸龜較無法使用也無繁殖環境，水鳥可利用的棲地也會消失。 

龍井山腳排水左右兩側施作箱涵，垂直光滑的護岸上並無任何的

逃生階梯或動物通道，若有生物意外掉進渠裡，難以自己或借助他人

力量逃脫。於現勘時紀錄的生物屍體以鳥類幼體為主。 

4.4.2 異常狀況處理建議 

依自主檢查表第二項：施工過程中，開挖溪床必須設置排檔水及

沉沙池設施，避免施工過程影響水質。109年4月10日因施工區域上游，

台鐵預計施作鐵路位移工程會同台鐵工程施工廠商、設計廠商、山腳

排水監造廠商及工地負責人、禾唐監造與臺中市水利局等辦理會勘。

工程內容為施做橋墩兩支，4月底完工。後續工程將於110年5月進行，

此期程直至111年2月結束。 

主要討論施工便道路線及預計使用範圍，台鐵工程預計施工區域

為鐵路下游8公尺範圍內，並與山腳排水施工廠商達成協議，將延續

目前施工便道路線，於途中藍色區域內以H型鋼板搭建便橋，下方預

留空間讓水路順暢流動。山腳排水監造廠商提出「放置橋墩將會降低

通洪斷面」的疑慮，台鐵設計廠商則表示「橋墩打樁工程施作後續並

不會影響通洪斷面，亦不影響水流」。 

新設工程之橋墩將於紅色虛線範圍內施作，擋土牆預計拆除，並

將土方堆置後方。因此位於鐵路下方及其下游左右岸之樹叢將會予以

剷除，鐵路上游水域及植被在11月汛期前則暫時不擾動。另，目前土

方堆置於A處，而施工後將會拆除擋土牆並將土方堆置於B處，如圖

4.4.2-1。本計畫評估相關施工不影響工程之生態友善建議內容。 

 

圖 4.4.2-1 龍井山腳鐵路橋打樁工程會勘紀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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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5.1 各治理工程生態檢核階段性結論 

本計畫四件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工程之生態檢核作業執行狀況

彙整如下，並將賡續執行工作計畫書核定之各項派工案件。 

(1)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共完成1次施工中生態監測與保育措施監督

查核、以及6次完工後生態監測追蹤。執行2次航拍並產出正射影

像、架設自動相機記錄近2000有效小時記錄動物利用狀況，並協

助處理移除構樹之保育措施異常狀況。現階段結果顯示，規劃設

計階段擬定之保全對象(渠道周邊大樹)未因工程而產生後續異常

狀況，然其他於本區域排水進行之護岸復建工程與本計畫範圍重

疊，亦因其工程施作項目影響本案動物坡道效益，未來應以協調

治理作為優先，最大化生態友善措施效益。整體而言，大里中興

排水未來應優先解決排水內的污染來源，並調整清淤頻度保留沉

水植物及植被，加強恢復棲地多樣性與排水的自淨能力。 

(2)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共完成16次施工中生態監測、15次保育措

施監督查核、11次每月水質監測，以及1次完工後生態監測追蹤。

執行5次航拍並產出正射影像、架設自動相機達1900有效工作小

時記錄動物坡道利用狀況，另外辦理三場樹木移植改善現勘，並

討論確認混凝土包覆大樹枝改善方案。108年9月、109年3月及6

月現勘時記錄因廠商渠底施工防護措施不足使下游渠段濁度上

升，多數異常狀況皆因自主檢查表第五項執行不足所致。半半施

工及設置排檔水措施應確實要求，亦應於設計時先行考量沉砂池

設置位置、排水動線及腹地大小等因素，並劃入設計圖中執行施

作。 

(3) 魚類移置調查自109月3月起由施工廠商轉為生態檢核團隊委託

亞洲大學張筱筠老師辦理。於調查期間捕獲保育類巴氏銀鮈及臺

灣䱀，目前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於完工後已達安全防洪標準，因此

未來應減少此處的工程擾動，水圳內的植生清理也應採用擾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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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方式，優先回復自然棲地多樣性。 

(3)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工程」共執行6次施工中生態監測與查核保

育措施執行狀況，以及4次維管階段生態監測。執行3次航拍並產

出正射影像，另外提出兩點異常狀況並督導廠商改善。生態檢核

工作團隊於108年6月份參與會議討論並建議因拋石淘刷流失之

渠底改善辦法。據生物出現記錄結果顯示豐原北坑溪的生態友善

設計提升棲地的多樣性，拓展生物可利用的範圍，目前較需改善

現地廢水排放的問題。 

(4) 「龍井區山腳排水工程」由本計畫開始時協助擬定自主檢查表項

目。計畫期間共執行12次施工中生態監測與查核保育措施執行狀

況，以及1次維管階段監測。進行5次航拍作業並產出正射影像。

於生態監測執行時記錄草花蛇、斑龜等半水棲爬蟲生物，以及鳥

類育雛情形，確認使用濱溪、灘地植被的目標物種，顯示其重要

性。109年4月參與鐵路局與施工監造單位之會勘，討論施工便道

開設及工程時程，對於施工工區內環境維護狀況，與工地主任及

監工單位溝通並協調改善。另外，龍井山腳排水與南勢坑溪同為

「山腳大排水系」河段，南勢坑溪經107年水環境改善計畫，將早

期三面皆為水泥鋪面的形式打除，欲恢復原本自然棲地面貌，因

此需加強上下游河段水域間的連結性，使水域生物可在各區域間

活動。 

(5) 河川生態系服務有支持、供給、文化及調節四項，目前治理工程

在調節層面(防災層面)以外，也透過生態檢核作為提昇河川生態

功能的友善程度。未來可對於考慮支持、文化、供給層面有更多

強化作為，並於未來工程進一步修補劣化的生態棲地，將可提升

市民生活品質與城市水文化的內涵，建構更多元、健康的生態系

統，期待臺中市的溪流能兼顧生態、生活，成為市民的幸福河川。 

5.2 建議事項 

(1) 生態檢核的資料公開精進辦法 

建議主辦單位於短期內，以此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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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進行資訊公開，並將平台內資料集連結，置於市政府各工程

的資訊公開頁面。理由有二。其一，「資料寄存所」網頁功能相對

完整，如提供資料預覽器等方便使用者瀏覽的功能，是較佳的資

料彙整平台。其次，資料公開需考慮使用者需求，目前「資料寄存

所」資料集內資訊整理較完整，但未針對大眾傳播優化，一般閱聽

人於閱覽或取用上，恐不易快速掌握所需資訊。相對來說，市府以

大眾傳播為主的網頁架構，可以快速讓一般大眾掌握工程辦理重

點，更是針對一般民眾設計的重要政令宣導平台。其中，若有閱聽

人或關注治理工程的單位需要查詢進階資訊，則可由市府網頁中

的連結前往「資料寄存所」的資料集存取相關調查資料。 

(2) 辦理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之期程建議 

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視工程預定範圍大小、預定位置環

境現況、周邊生態議題強度、關注團體與居民對於工程的關注強

度不同，辦理不同的生態檢核工作項目(包括調查生物類群、現勘

頻度、調查人力與時間長度、生態關注區域圖的尺度、建立與關注

團體的溝通等，均受工程本身的屬性影響)。依據工作項目的差異，

所需辦理期程也有所不同。 

建議可參考本計畫第二至第四次派工案辦理之工作項目，於

開口合約內加入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的工作項目，但也需留意

前述工程性質差異問題，保留工項調整之彈性。建議於正式提報

三個月前預知生態檢核團隊，以保留時間強化民眾參與與對關注

團體溝通。此外，盡可能完整提供欲提報案件的背景資料，如治理

計畫、規劃報告(及協助進行規劃的單位或廠商名稱)、或災害調查

資料等文件，以利生態檢核團隊針對治理工程完整提供生態資訊

與評估。此外，工作項目或契約中，應包括生態檢核計畫工作會議

與工程廠商生態檢核機制輔導等內容。 

(3) 施工前教育訓練辦理建議 

本計畫於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施工期間，進行每月監

督查核及生態監測，多次紀錄施工廠商半半施工、排檔水措施設

置不足等情況，機具直接入水攪動渠底，將會造成水質及生物棲

所環境不良。建議未來工程進入施工階段前皆應辦理施工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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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告知並要求施工廠商設置友善措施、確認保全對象位置、了

解自主檢查表之項目。 

(4) 區域排水渠道內清淤視需求調整頻度及範圍 

區域排水每年為預防洪水，於汛期前會定期清淤、清除渠道

中植物。然而順流生長的沉水性植物非但不會阻塞水流，還能保

護渠底及護岸基礎免於淘刷、提供水質淨化及水域生物活動環境

等多樣性功能，如大里中興排水的龍鬚草、車籠埤排水的馬來眼

子菜；另外挺水植物下隱密的離水區域亦能提供半水棲爬蟲動物

棲息的空間，如龍井山腳排水工區上游記錄的斑龜。建議未來清

淤可視物種和環境需求調整範圍或頻度，適度保留植生面積。 

(5) 持續關注案例與設施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的動物坡道面水沖刷側，水流過大是否可

能造成坡道沖刷脫落；車籠埤大樹之保護方式，於一級警戒水位

時可關注監測排洪時間的滲水性。上述兩項為期末審查委員建議

應保持長期觀察之案例，提供主辦單位於後續規劃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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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 108.06.04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2. 108.11.25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3. 109.08.24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4. 109.11.30成果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 108.06.04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

設」之水與安全是否有規範章節

和相關的報告格式要遵守? 

遵照辦理。後續將依規範的生態檢核

成果報告章節範例撰寫。 

2 霧峰車籠埤的巴氏銀鮈問題，目

前是如何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目前霧峰區車籠埤排

水工程已確實執行魚類移置作業，撈

捕到的魚類暫置於亞洲大學圈養池

內，本計畫也會視其工程需要配合辦

理。 

3 預計工作頻度是否足夠滿足需求?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目前的工作頻

度依招標文件規定，並與承辦商量確

認，目前所規劃的工作頻度是可以滿

足需求的。 

4 資料公開目前是存放在資料寄存

所，同仁是否都知道如何取得? 

謝謝委員意見，資料寄存所目前是公

開的平台，可以直接搜索到，如工程

治理相關人員有需要這方面的協助，

我們再配合辦理。 

5 當生態議題引起衝突時，計畫將

會如何進行協助? 

謝謝委員意見，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應

確實執行的生態資料蒐集和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方能有效的降低衝突的

發生，並預先規劃合適的風險回應。

當衝突發生時，可已有初步的回應對

策和相關的資料作為參考。如有未知

的風險發生，本計畫團隊已籌組優質

的專業團隊，是可有效協助衝突的處

理，並協助 貴局進行相對應之措施。 

二、游委員景雲 

1 報告書中的工作規劃是否符合契

約要求? 

謝謝委員意見，報告書中的工作規劃

皆有依契約要求。目前僅針對已派工

的四件工程，因四件工程在施工階

段，所以規劃符合契約中施工、完工

階段的項目。等後續有新派工之工程

也會再另外評估工作規劃。 

2 目前四件工程是否有進行生態調

查?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依契約有執行

生態監測之工項，並依規定之方式執

行，詳細方法見 2.3 節。 

3 四件工程所執行的友善措施是開

工前就約定好的管制事項嗎?施工

有明確執行該列項嗎? 

謝謝委員意見，目前四件工程所執行

的友善措施皆是前期計畫所擬定的

(除山腳排水工程)。本計畫進場時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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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已開工，會確認是否有依其規定項目

執行，協助查核工程單位的自主檢

表。停工中的山腳排水工程後續配合

工程需要，也會協助執行。 

4 關於大里中興工程排水的保全對

象，開會後決議將大樹移除，如

果有NGO團體仍強烈反對，計畫

將如何協助? 

謝謝委員意見，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應

確實執行的生態資料蒐集和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方能有效的降低衝突的

發生。本計畫已籌組優質的專業團

隊，是可有效協助衝突的處理，並協

助 貴局進行相對應之措施。理性的

與 NGO 團體溝通，透過協商技巧，達

成協議。 

5 其它縣市政府的單位在資料公開

是如何執行的?有沒有可能將相關

的資料建議也可以公開於水環境

的網站，可能是在網站上另開一

頁面的方式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目前依契約規

定存放在資料寄存所。後續台中市政

府水利局若有其他存放需求，可配合

辦理。 

6 報告書中的水質量測數值建議可

搭配圖表呈現。 

謝謝委員意見，將於期中報告中修

正。 

三、梁委員宇升 

1 在契約方面如果有爭議，請先與

主辦單位討論。 

遵照辦理。 

2 本計畫的工程皆屬前瞻計畫水安

全項目，考量安全的前提下進行

生態考量。本計畫與前期計畫執

行完畢是有空窗期的，是否可以

協助蒐空窗期間的資料，並協助

檢視和公開?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會依委員意

見，請工程相關廠商提供，協助蒐集

與公開。 

3 今年5月20日的大雨考驗，四件工

程中，豐原北坑因大雨造成部分

拋石流失及固床工損壞，修復報

告討論訂於6/10(周一)下午2點於

科內討論，請協助派員與會討論 

遵照辦理。本計畫已於 108 年 6 月 10

日至科內討論，摘要如下： 

一、0K+245 及~0K+265 兩處固床工補

回中央斷面，以便攔截上游塊石，但

高度低於或齊平新的基腳，形成低水

流路的複式斷面，並與下游溪床線落

差 50 公分以內。 

二、維持不封底，並之後仍將拋石以

便驗收。 

4 是否可以提供局內相關的教育訓

練，提升同仁在業務執行的幫

助，強化生態觀念，避免踩到紅

線和相關基本注意事項。 

謝謝委員意見，我們會主動告知相關

開放的教育訓練訊息，提供局內同仁

參考。並配合 貴局需要，協助乙場教

育訓練活動。 

5 計畫在面臨突發性的風險，有預 謝謝委員意見，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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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計如何處理回應嗎? 確實執行的生態資料蒐集和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方能有效的降低衝突的

發生。對於可能發生的風險，預先規

劃合適的風險回應，當衝突發生時，

可已有初步的回應對策和相關的資

料作為參考。然而未知的風險發生

時，本計畫團隊已籌組優質的專業團

隊，是可有效協助衝突的處理，並協

助 貴局進行相對應之措施。 

四、許委員盈松 

1 報告書頁碼3中提到施工階段應協

助查核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及施工前環境保護

教育訓練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

導，但於2.3節至第三章皆未說明

此兩項工作項目如何執行?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進場時工程皆

已開工，因此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

練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導僅能視

個案需求協助補充，目前沒有工程提

出此需求。後續新派工之工程會注意

落實該工項。於本計畫開始時，每月

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保育措

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

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

程主辦單位。 

2 目前計畫規定四處工程皆進入施

工階段，是否已辦理施工說明

會，若沒有辦理施工說明會，請

問於該階段該如何去協助台中市

政府落實民眾參與?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進場時工程皆

已開工，施工說明會應於施工前辦

理，如後續有發現工程尚未辦理，則

會建議盡快落實辦理。本計畫可在目

前派工核定的工項外，協助提供辦理

的意見。 

另也說明，大里中興排水施工前現勘

及說明會已於 2018 年 7 月 17、27 日

辦理；霧峰車籠埤排水施工前現勘及

說明會已於 2018 年 12 月 24、28 日

辦理；豐原北坑溪施工前現勘及說明

會已於 2018 年 12 月 14、27 日辦理。

相關記錄請參考 107年度台中市生態

檢核工作計畫成果報告(https://data.

depositar.io/zh_TW/dataset/fde73/res
ource/84436f52-1e25-43a4-a644-b046
6a3b139d)。 

3 報告書頁碼21中表3.1-1提到霧峰

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開工日期

為108年1月11日，但於本次報告

書中並未記錄相關的自主檢查作

業。請說明為何?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 108 年 4 月

17 日開工，與前期計畫有銜接上的空

窗期，後續也會依梁委員宇升意見，

協助工程完整的記錄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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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4 報告書頁碼25中提到原生魚類移

植釋放，請問主要針對的原生魚

類為何?另實際預計於何時開始進

行移置?詳細選定5處適合水域是

否已有規劃?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 108 年 4 月

30 日，與霧峰車籠埤工程案相關人員

進行討論，因該工程已包含魚類移置

並已執行，因此本計畫無需再辦理此

項作業。 

5 報告書頁碼36頁，前期生態檢核

相關建議提到山腳大排有調查花

浪蛇，推測應該也有草花蛇，未

來建議針對半水棲蛇類進行監

測。但是在施工階段的生態監測

中，卻是針對鳥類、蝶類、蜻蜓

類此三類物種進行監測?請說明為

何是針對此三類物種進行監測，

而不是針對半水棲蛇類。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目前監測項目

依招標文件所規定執行，施工期間對

水域干擾也會較大，完工後會可能協

助半水棲蛇類監測。 

6 報告書頁碼38頁提到新增工程規

畫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是指未

來水利局新增之工程於本案僅執

行規畫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為開口契約，

依據中市水利局派工之工程，會先進

行工項的選擇評估，再與各承辦協調

確認，提交審查，批准後執行。因此

可能會有新增之工程，會交由本計畫

協助執行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作業。 

五、許正工程司銘元 

1 檢視目前施工工程中有納入生態

檢核機制項目，如霧峰區車籠埤

排水即有納入，其中已包含魚類

移置並已執行，本計畫是否需再

辦理此項作業，請再評估(P17)。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 108 年 4 月

30 日，與霧峰區車籠埤工程相關人員

進行討論，因該工程已包含魚類移置

並已執行，因此本計畫無需再辦理此

項作業，也未報准此工項。 

2 目前四件工程皆屬施工階段，能

否協助檢視設計圖說就生態角度

提出相關建議供爾後設計參考。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蒐集施工期

間相關資料後，就生態角度提出不佳

的設計，和可能之改善原則 

六、張工程員瑞明 

1 本案施工完工階段工作項目中之

四項工程，去年度之規畫設計階

段乃由不同承攬廠商執行，是否

會有銜接問題？若出現與先前不

同或衝突之調查結果時如何處

理？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開工後已透過

計畫承辦取得各案工程之窗口，目前

在執行上沒有溝通的問題。如後續有

與先前不同或衝突之調查，也會詢問

前期之狀況與考量，作為判斷參考的

意見。此外本計畫有邀請前期計畫執

行者王豫煌博士作為計畫顧問，協助

我們減少計畫銜接的問題。 

2 工作計畫書中之工程航拍圖，如

第24頁圖3.1.1-2及第27頁圖3.2.2-

1，請於圖中標示清楚工程起終點

遵照辦理，將於期中報告中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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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及範圍。 

3 第25頁3.1.4原生魚類移置釋放所

選定之5處適合水域請附圖並標示

清楚位置。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 108 年 4 月

30 日，與霧峰區車籠埤工程相關人員

進行討論，不進行魚類移置之工項。 

4 第28頁中提到中興段排水工程之

工區周邊大樹保全項目執行成效

不足，請補充說明該如何改善以

免再次發生不完善之情形。 

謝謝委員意見，執行不足是只無法照

原定之計畫進行，生態的議題有些是

要挖開或是實際執行行才能更加清

楚，後續如有相關之狀況，會建議一

樣辦理說明會，進行工項變更或是說

明無法達成之原因，與相關人員進行

協調，並記錄達成之協議作為依據。 

5 第39頁-4.2預定工作進度中，處於

施工完工階段工作項目中之四項

工程應不必再提送期初報告，請

修正期程。 

遵照辦理，將依委員意見修正。 

6 依據本案契約，根據不同施工階

段，需提送期初、期中、期末、

成果報告，此四種報告中各應包

含何章節？各應有何不同之成

效？請補述於工作計畫書中。 

遵照辦理，將依委員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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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11.25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當遇到設計需要變更及討論時，因

為領域間的溝通協調問題無法變更

設計，尊重工程師固然很好，但也

應堅持友善措施或提供合理的論述

以供理解。 

謝謝委員建議，若有此類狀況，團隊

當盡力發揮生態學與工程的跨領域

專長，提供專業意見。 

2 本局各工程團隊皆有相當實力，財

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可

更積極提出相關要求，強化各工程

的生態友善措施，達到工程與生態

雙贏的局面。 

謝謝委員建議，會加強與工程主辦人

員與工程廠商的對話與生態友善建

議。 

二、曾委員晴賢 

1 本次期中報告內容有過多屬於服務

建議書和工作執行計畫書的內容，

如附錄二、第三章部分流程圖，似

無必要。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非必要說明已移

除，並調整章節編寫架構。然附錄二

為生態檢核工作執行成員背景說明，

為理解團隊是否適任執行生態檢核

工作的重要資訊，就此而言，仍有保

留之必要。 

2 蒐集基本資料仍不足。缺參考文

獻，對工程內容和區域範圍了解不

足，因此仍未對生態關注區域做說

明及繪製。建議補充例如四個工區

的前期背景、生態調查、工程內

容、保育類物種移置、工項中與這

次計畫相關的資料。 

謝謝委員建議。四個工區內，霧峰、

豐原、大里治理工程，已於前期計畫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中，辦理生態調

查、建議工程友善措施、繪製生態關

注區域圖等工作項目。龍井治理工程

是今年度才納入計畫檢核，此前僅辦

理生態調查、提出初步的友善建議，

並未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各工程前

期規劃中曾執行之項目，已於本報告

2.3 節內以表格彙整呈現。其他相關

基本資料或文獻會再加強蒐集並彙

整於報告內。 

3 生態調查方法和結果不理想。除缺

少背景資料收集之外，本案所執行

的水質、生態調查方法並不理想，

如p.33 所述之漂白水氣味和死蟑螂

等問題卻無法在水質檢測中反應出

來。 

謝謝委員建議。生態監測方法已補述

於文內，相關方法均依據計畫要求訂

定，配合施工現況與前期計畫對治理

工程所盤點出的生態課題，並與外部

團隊有適當分工。本案內霧峰車籠埤

的魚類調查資料，即由施工單位委託

其他團隊辦理，相關細節請見期中報

告修訂本第三、四章霧峰案內容。 

另外，108 年 7 月現勘中於車籠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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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2.8K 處觀察到漂白水氣味及蟑螂屍

體，並沒有反應於位於下游 1.98K 處

水質監測樣點 1 的數據中。主要原因

可能為漂白水排放源離渠道較遠，對

於水質測值之影響有限。且查現勘記

錄，車籠埤 2.8K 為一排水溝匯入車

籠埤渠道之處，推測蟑螂屍體及漂白

水氣味是由此排水溝流入。後續可再

對排水上游進行瞭解。 

4 北坑治理工程之相關建議應有工程

技術依據，如拋石被溪水沖走後應

反應給設計單位檢討掃流力跟拋石

粒徑，否則再做拋石也無濟於事。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於 108年 6月，

有參與大雨後對於豐原北坑溪拋石

渠段的討論。於會議中，已建議廠商

檢討拋石策略，如採敲除的大粒徑水

泥塊作為避免淘刷的材料，也建議可

取消拋石。但廠商堅持需拋石以符合

設計圖與驗收要求，因此會議決議維

持拋石設計。 

5 相關河溪工程之生態檢核宜在規劃

之前配合啟動，工程已施工後再做

本項工作，所能達到的效果實在有

限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四件工程中的

三件，設計規劃階段生態檢核已於前

期 107 年計畫中辦理。另一件山腳排

水治理工程，由其他團隊於 107 年度

辦理生態調查，於 108 年度才納入本

計畫內執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本次

派工案內的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主要

目的為依據施工狀況與生態監測資

料，動態調整生態友善措施，並回饋

給主辦單位於完工後訂定維護管理

策略。前期 107 年成果報告已彙整併

入本次期中計畫修訂本第二章中。 

6 生態調查結果應有物種名錄、數量

和棲息條件資料。生態檢核目標即

為期望完工工程可以友善環境，但

如常見的河床整平、水泥封底、固

床工等橫向構造物水平且間隔短，

無益於營造生物棲息的環境，因此

需對工程有生態期望、多提供良性

建議，希望在後續工作中可以多考

量。 

謝謝委員建議。生態監測過程中，均

有記錄物種名、數量與分布點位等資

料，均有記錄，會於完工前發佈於資

料公開平台，並整理入 IPT 或 TaiBIF

等資料庫。生態檢核於不同工程階

段，各有關注焦點。本派工案內四治

理工程，除山腳排水以外，於前期生

態檢核計畫中均有建議生態友善措

施，但相關意見是否被採納，必須納

入工程現地狀況、水患狀況、規劃依

據的水理計算等因素，共同評估並決

策。於 108 年度計畫開始時，皆以位

於施工階段，其關注焦點為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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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是否貫徹前階段所討論擬定的自主

檢查項目與環境友善措施。 

7 相關工作對工程無任何建議。期望

可對工程有一些生態期望或建設性

的看法，提供給委託及施工單位協

調，作為後續工程調整的建議。 

謝謝委員意見。工程生態友善建議已

於 107 年前期成果報告書(霧峰、豐

原、大里等三案)、以及其他團隊辦理

的生態調查(龍井案)中提出，並研擬

保育對策。本期計畫施工階段也針對

異常狀況提出對策及建議，其記錄已

於第四章中呈現。其後工作團隊也將

持續追蹤改善情形，並提出建議回饋

治理單位。 

三、游委員景雲 

1 本工作基本上相當完整，各種工作

均超出規範要求，能作為相關工作

參考。另外建議工項或履約範圍等

等再稍微詳述較好。 

謝謝委員建議。詳細工項及執行時程

已以表格補敘於第四章各工程內容

中。 

2 本項工作已接近施工及維管階段，

能大幅更動之空間不大，因此建議

較屬管理上之部分，符合生態檢核

之原則與要求。 

謝謝委員意見。107 年前期計畫於規

劃設計階段，與廠商就設計進行溝通

莫約半年。本期計畫依據前期討論之

結果督導廠商執行相關友善措施，另

於施工及維管階段針對工程生態議

題協助廠商進行異常狀況處理，做更

細緻的討論溝通。 

3 異常狀況描述建議增加發現、發布

時間。 

謝謝委員建議。異常狀況發現時間描

述於第四章各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成

果－「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狀

況」，另外也補敘於第四章各工程之

工作記錄表格內容中。 

4 車籠埤案相對於其他個案較為完

整，其他工程缺少了水質相關資

料。是否可以稍做說明或以資料呈

現？ 

謝謝委員建議。第一次派工核定工作

項目中需進行水質監測僅車籠埤一

案，另外三案工程經評估後認為較無

必要。如大里中興排水為中高汙染水

體，另外，工程已接近完工，無法進

行施工及完工之數據比對，因此進行

水質監測效益不大，故無此工項。 

5 動物通道部分建議可更具體，設計

規範可以提供給施工單位作為。 

謝謝委員建議，將遵照辦理，並探討

已完工動物坡道是否仍有調整空間。 

6 自主檢查表現場檢視的表單建議補

齊，都應該要建檔，附在附錄中。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表單俱持續整理

中，將於工程完工時發佈並彙整於期

末報告中。 

7 參考文獻建議可以列為網址內就不

用浪費紙張。 

謝謝委員建議。將會根據期末報告篇

幅、附錄與報告內文之連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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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置於附錄中的參考文獻。內文相關文

獻仍然會條列於報告中以供翻閱參

考。 

8 通道加糙部分應會更容易損壞，建

議加強維管。 

感謝委員提醒，混凝土表面加糙有利

於野生動物利用，然可能形成水流衝

擊時的結構弱點。考慮目前的動物坡

道工程(鋼筋外露等狀況)，對結構體

之耐久性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未來會

加強與工程單位溝通，討論出兼顧生

態與工程安全的方案。現階段處理建

議為：(1)建議工程方對鋼筋裸露處進

行表面處理，避免持續鏽蝕；(2)本案

執行期間持續把生態友善措施相關

結構物列入檢查作業，發現問題時將

會主動通報市府。 

四、許委員盈松 

1 期初審查回覆中梁科長提及之契約

爭議，請主辦跟委託團隊確認釐清

履約的工項、期程，並建議團隊以

具體說明取代遵照辦理。 

謝謝委員建議，期初審查中提及的契

約爭議在於每次核派執行次數擬定，

因個案工程情況不同會有調整的彈

性，整體原則共識為配合工程期程執

行，如工程停工，生態檢核監測作業

也將暫停。且在本計畫與前期計畫是

否可以協助蒐空窗期間的資料蒐集，

執行單位與主班機關已達成共識，已

由本年度執行單位協助蒐集並協助

資訊公開。 

2 目錄第i頁中，漏掉摘要之目錄，請

補充。 

謝謝委員提醒。已補上摘要目錄。 

3 因本次報告為期中報告內容，且有

明確要執行的工程及階段，建議第

三章生態檢核工作架構與方法可以

針對目前執行四個工程進行撰寫，

而非原則性之通論。 

謝謝委員建議，已依建議修正第三章

架構與撰寫內容。 

4 本生態檢核工作與成果對前瞻計畫

之推動至關重要，亦是NGO、民眾

參與之重要參考依據，相關計畫報

告成果亦必須公布在相關公開平台

上，故提醒報告內容除重要檢核成

果外，對於執行過程、生態調查成

果、與友善措施有關之工法的評估

與討論、民眾參與過程，亦就第16

頁之第(6)項工項「辦理說明會」，請

謝謝委員建議。本派工案內四件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之執行過程，已補

述於本報告第四章內。另，四件工程

規劃設計階段之民眾溝通、生態調

查、友善措施評估等工作，均已在前

期(107 年)計畫內執行完成，並於前

期計畫成果報告內詳述記錄與其成

效(相關工作結果摘錄於本報告第二

章內)。爰此，本派工案的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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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果報告中補充詳列在本計畫中

所執行的說明會有哪些？並標明辦

理情形與溝通成效為何？ 

內，以資訊公開(於中研院資料寄存

所內完整呈現生態檢核辦理資料)作

為主要強化民眾參與的作業方法，未

納入說明會辦理工作項目。然於本計

畫第二、第三次派工案內(均為核定

階段之工程生態檢核)，均擇適當形

式辦理民眾參與，包括邀請關注團體

現勘(第三次派工)、辦理地方說明會

(第二次派工)等。相關成效於各派工

案報告內均有說明。 

5 簡報過程中應先列「期中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之報告，請下次簡報時

務必先做前一次審查意見之回覆情

形。 

謝謝委員提醒，已於第二、第三次派

工審査簡報中納入，後續亦遵照辦

理。 

6 由本案承包廠商之工作人力組成，

包含結合重要NGO，如石虎協會王

豫煌博士、長期關注河川的林笈克

先生與觀察家生態公司等組成，陣

容很強大，相信受託工作應有期

待。唯在「生態檢核操作評估」

中，除了對「生態」課題外，執行

團隊亦應該具備「工程」課題之經

驗，方能夠站在「生態友善」與

「工程或工法可行性」的立場，請

補充說明執行團隊的工程背景成

員。若無，建議基金會可以找一位

工程經驗專家諮詢或參與討論。 

謝謝委員建議。團隊組成名單與背景

簡歷，於附錄二內可尋。團隊組成已

有水土保持、環境工程背景之成員，

如計畫協同主持人蘇維翎具有環境

工程碩士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

資格；計畫內生態檢核操作評估組員

羅子翔畢業於水土保持相關科系，並

有工程顧問公司的工作經驗，皆能妥

善指導、評估生態友善措施的工程可

行性。此外，後續亦會強化與工程相

關背景的顧問諮詢與討論。 

7 P14、P18，生態調查及監測方法應

描述得更清楚，例如步行速度、穿

越線法或定點法、調查範圍大小

等。另外，應在報告內文中補充紅

外線自動相機設置坐標(如大里機

1)，大致研判架設區域。 

謝謝委員建議。自動相機「大里機 1」

座標位置與調查、監測方法均已補述

於本報告書修訂版第三章內。 

8 生態檢核之相關規定，請更新至今

年的「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 

謝謝委員提醒，已更新與法規或規範

相關的報告內容。 

9 P18，生態監測對象為鳥類、蝶類、

蜻蜓(成蟲？)皆為陸域活動之生物，

生態努力量披露不夠，調查對象請

清楚說明。並且無針對較易於受工

程影響的水生生物及研判方式？雖

然監測結果中，也會有魚類或蝦蟹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案內工程雖以

水利工程治理為主，然工作團隊針對

治理前生物多樣性狀態、周邊環境、

渠道設計等因素進行探討，評估於本

派工案內四件工程執行水域生物監

測的重要性較低，後續可再視狀況增

1-107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類等發現，但相對於陸域生物，其

著重程度仍顯不足。建議應增加水

生生物的監測項目(施工與維管階段

皆然)。 

加調查項目。相關說明已補充於本報

告書第三章內。 

1
0 

P19，原本霧峰跟豐原兩工區有規劃

魚類移置作業，但因工程單位已先

完成執行移置作業而作罷。請問工

程單位在進行移置作業的前中後，

是否有跟生態檢核團隊聯繫或討

論？生態檢核團隊是否有追蹤這些

被移置的魚類目前的狀況如何(如亞

大圈養池)？施工後是否還要再移回

原處釋放？魚類移置是工項之一

(P13)，生態檢核團隊雖未參與到移

置作業，但仍應關注這些被移置生

物的狀況，並適當地呈現於報告之

中。如果之後還需要再釋放回原

地，也應提出相關的移置方法、友

善對策與監測方式。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與亞洲大學張

筱筠老師團隊就移置與調查結果有

緊密討論，並將資訊回報本計畫主辦

人員知悉。相關資料於彙整妥當後，

將一併於期末報告討論。但是否回

放，仍須視車籠埤完工後維管階段的

棲地回復狀況進行評估。若評估有回

放可能，將協助探討相關方案。另豐

原北坑溪治理工程，於本年度計畫核

定前，已確認由廠商自主辦理魚類捕

撈，並以工程手段將魚類引導到慈濟

橋以下大面積未受工程擾動的流域。

廠商提供記錄請見第 4.3 節。至於成

效，因本計畫案簽約啟動晚於廠商執

行移置的時間，故無法確知移置成

效。將強化維管階段的生態監測，以

探討工程對於水域棲地的影響。 

1
1 

P25，表3.2.2-1，7月第5樣點的pH值

偏高之因？異常值建議說明於報告

中。 

謝謝委員意見。車籠埤 7 月第五樣點

pH 測值為 8.36。本測值雖較於其他

測值為高，但因測量項目不含括重金

屬等亦影響酸鹼度之項目，故無法確

知原因。加之 7 月時於樣點上游的施

工作為較少，屬因施工作為導致 pH

值異常的可能性低。另查此測值落於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灌溉用水

標準(pH 值 6.0-9.0 間)內，未呈明顯

異常。後續若有其他明顯異常狀況，

將再提出。 

1
2 

關於動物通道對於哺乳類或爬蟲類

生物之使用頻率是否有相關監測？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內兩工程有設置

動物坡道，大里區中興排水監測已設

置自動相機監測利用狀況，霧峰區車

籠埤排水將於竣工後擇點放置自動

相機監測。 

1
3 

P39，猿尾藤雖為台灣原生種，但因

其繁殖力很強，對外國而言，是名

列世界百大外來之入侵種，選用時

應特別留意以避免影響當地原本生

態系統。植栽選擇時，建議除了台

謝謝委員建議，猿尾藤於台灣確為原

生物種，若妥善管理，是可用的景觀

植物。雖未在工區鄰近範圍發現，但

在中部地區淺山、郊山均可發現。另

外，前期計畫建議植物，原是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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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原生種外，應考量以當地既有物

種為優先選項。 

工程於東端既設 H 鋼上吊掛花盆綠

化之用，但後期並未實際施作。 

1
4 

附錄九的自主檢查表，其檢查項目

內容與施工單位填寫的不一致，請

問其友善措施之建議與現況是否有

落差？ 友善措施研擬時應與設計/

施工單位確實討論其可行性，以免

產生雙方的認知差異。另，每一個

工項的重要簽名表都要放進來，以

便查核是誰執行。 

謝謝委員意見。將會加強訂定自主檢

查項目的共識與可操作性。樹木部

分，於施工初期即因該區域施作箱涵

而移除，故於本工程內已無相關保全

樹木對象。其後會加強與廠商輔導溝

通，並於工作團隊填寫之施工階段檢

核表內如實呈現。另排擋水設施部

分，是以維持渠道內基流量之目的進

行建議。然本案於施工後期，因核定

施作渠底結構與倒虹吸工，需截斷渠

道水流操作。亦將產生較大擾動。將

持續追蹤並記錄棲地變遷狀況，以利

整理後續維管建議給主辦單位。此

外，本自主檢核表由監工人員與監造

廠商共同確認各自主檢查項目，並於

表末簽名以示責任歸屬。 

1
5 

車籠埤排水1K+700~3K+700及

3K+700~5K+300 自主檢查表網址錯

誤無法查看該工程之自主檢查，務

必再確認。另建議自主檢查表除廠

商填寫回傳之外，生態團隊亦建議

填寫額外一份自主檢查表，使自主

檢查更有參考價值。 

謝謝委員意見。連結均已檢查完成。

自主檢查表內容為生態團隊擬定之

生態建議，目的是提供施工廠商確認

執行相關友善措施的依據。生態團隊

以填寫現場勘查紀錄為主，若有其他

狀況則啟動異常狀況通報流程，並協

助廠商進行處理。 

1
6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記

錄到臺灣石𩼧及粗糙沼蝦等生物，

亦代表該區段良好水質，其中粗糙

沼蝦對污染敏感，都市污水或農藥

使用都會減少其生存機會，未來建

議生態團隊嚴格把關，以避免施工

期間破壞環境。 

謝謝委員建議。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治理工程已經於 108 年 10 月竣工，

會持續進行生態監測，若有異常狀況

將會通報相關權責單位。 

1
7 

報告書中除了說明會，缺少與相關

學者及在地NGO等討論，建議可以

列出執行歷程及說明會，如豐原區

旱溪上游北坑治理工程生態豐富，

故建議增加民眾參與。 

謝謝委員意見。說明會與民眾參與工

作於規劃設計階段辦理(如細部設計

說明會、施工前說明會、會同相關單

位進行會勘等)，可有最大的工程溝

通與生態保育效益。本計畫的第一次

派工案(即本案)內治理工程均已於

107 年底至 108 年初進入施工階段，

於工作計畫書內民眾參與工作於前

期計畫內，執行歷程已彙整納入期中

修訂本 2.3 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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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本次報告缺乏參考文獻，雖然有些

以註腳呈現但仍不完整，參考文獻

對應工作執行的歷程與依據，建議

要加以補充來源及參考文獻，並以

慣用的參考文獻格式排列。 

謝謝委員意見，為保持行文流暢，於

期中報告修訂本內，會先保留以註腳

整理參考文獻，並仔細檢查文獻文整

性。於期末報告內，將把參考文獻列

表附於附件內供參。 

五、張幫工程司瑞明 

1 資訊公開架設平台，但民眾不知道

在哪裡看。所以是不是要連結放在

市政府？或是有更好的建議。 

謝謝委員意見。目前本計畫內生態檢

核資料均分階段彙整於中央研究院

「資料寄存所」平台。建議短期內以

此平台為主進行資訊公開，並將平台

內資料集連結置於市政府各工程的

資訊公開頁面。理由有二。其一，「資

料寄存所」網頁功能相對完整，如提

供資料預覽器等方便使用者瀏覽的

功能，是較佳的資料彙整平台。其次，

資料公開需考慮使用者需求，目前

「資料寄存所」資料集內資訊整理較

完整，但未針對大眾傳播優化，一般

閱聽人於閱覽或取用上，恐不易快速

掌握所需資訊。相對來說，市府以大

眾傳播為主的網頁架構，可以快速讓

一般大眾掌握工程辦理重點。若有閱

聽人需要進階資訊，則可由市府網頁

中的連結前往「資料寄存所」的資料

集存取相關調查資料。 

2 提報階段就要做生態檢核效益會是

最大，但時間卻很少。因此在提報

階段契約上有沒有可以改進或完善

的地方？需要多長的時間或做哪些

項目？ 

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重點在於

先行掌握預提報的區位的生態資訊，

設定生態保育上要達到的目標，事先

引導工程設計迴避敏感區位，同時也

能降低工程跟生態雙方在後續協調

上的困難。若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

檢核團隊與後續設計規劃的無法連

續，須注意資訊交接的完整性。對於

契約的建議，因回覆篇幅較多，請見

本期中報告修訂本第 5.2 節內容。 

3 希望將實際成果展現加入報告章節

中，呈現加入生態檢核的成效及差

別？例如設計圖更改、施工中的移

樹會勘，如何保留又顧及民眾安

全、辦了多少說明會或解決了民眾

什麼問題？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成效，已補述於

第四章各工程生態檢核辦理記錄內。 

4 有關南勢溪、南勢坑溪工程完工後 謝謝委員意見。團隊現正規劃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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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態檢核項目，請財團法人臺灣

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先行提送估價

單予本局，本局將視後續裁示續

辦。 

目與估價單中，與本期中報告修訂本

併送主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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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08.24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請注意加強摘要內容、報告書編寫格式

及其他相關問題。 

謝謝主席意見。報告書格式和內

容已參考委員意見及契約規範進

行修正。 

2 相關工程安排，如龍井山腳排水範圍內

的台鐵工程會與水利管理科申請破堤，

請承辦科室留意。 

謝謝主席提點，因本派工案內四

件工程皆已完工，後續新派工案

若遇到相關案例將會提醒承辦科

室注意。 

3 計畫內工程之生態改善建議及棲地回

復建議彙整回饋予主辦科室。 

謝謝主席意見。生態改善及棲地

回復建議待本派工案內四件工程

之維管階段作業完成後，將會完

整彙整於成果報告書中。 

4 請參考各委員對於車籠埤老樹保護的

工法評估建議。 

謝謝主席裁示，已現勘時將各委

員意見提出討論。 

二、曾委員晴賢 

1 報告的編寫是否應依據水利局的要求，

包括報告封面建議要列出主持人與研

究員，另參考文獻資料除註腳外，應該

統一列於後頁。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報告內容

格式皆依據契約內規範編製。另

參考文獻已統一附於第六章參考

文獻以便檢視查閱。 

2 摘要應以計畫成果陳述為主，針對各工

程生態檢核內容，指出階段性結論中的

優缺處。 

謝謝委員建議。摘要內敘述各工

程執行內容概要並給予需改善或

精進之方向與建議。 

3 生態檢核執行之生態調查內容是否能

被工程單位轉化使用？或是執行生態

檢核的單位可協助本項工作？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生態調查之

結果將會由生態專業人員轉化填

寫於檢核表，擬定友善措施及對

策，讓工程背景人員也能理解，另

外，生態檢核團隊也可以給予協

助。 

4 斑龜學名統一及報告內錯別字修正，如

車籠埤、淘刷、優養化、石𩼧…。 

謝謝委員指正，已於報告內文中

檢查物種學名正確性，並修正錯

別字。 

5 林務局在2018、2019年均有針對巴氏

銀鮈的調查研究可參考。 

謝謝委員提點，已將林務局 108

年委託陳義雄辦理之瀕危淡水魚

種的繁養殖保種規劃與族群生態

調查研究加入參考文獻中 

6 車籠埤排水的魚類調查和移置的情形

為何？ 

謝謝委員意見，詳細內容於期末

報告修訂本第 3.2.5 節霧峰區車

籠埤排水協助原生魚類捕捉和移

置作業記錄，委託亞洲大學張筱

筠老師執行調查，累積調查時間

1-112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為 108年 1月至 109年 6月共 18

個月，記錄魚類以外來種為優勢，

另也捕獲巴氏銀鮈及台灣䱀兩種

保育類魚種，前者因環境並非其

適宜棲地，故目前暫置於亞大實

驗室中，後者則擇日於完工後傍

晚原放回車龍埤排水中。 

7 廖靜蕙(2012)參考文獻為何? 謝謝委員意見。廖靜蕙 2012 年於

環境資訊中心撰寫之報導係根據

訪談特有生物研究中心動物組助

理研究員林德恩研究室成果所撰

寫。 

8 樹木位於護岸施作位置並需要以混凝

土包覆時，建議樹木與結構之間以不透

水的軟包覆相隔避免直接接觸。 

謝謝委員建議。於 109 年 9 月 9

日與水利局、監造及營造廠商一

同前往現勘，現場討論決議處理

方式。 

三、許委員盈松 

1 UAV空拍的尺度應更大，建議依據敏感

物種所需的活動棲地範圍或依據物種

特色納入調整劃設。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計畫內工程

皆位於市區，較不具敏感物種議

題，若未來新派工程遇高敏感程

度物種，將視其活動範圍及行為

特性評估劃定空拍區域。 

2 結論與建議中提到辦理施工前教育訓

練，建議110年本案工作項目可以增列

「辦理生態檢核教育訓練」，協助規設

廠商或工程營造廠商熟悉生態檢核的

操作方法，並盤點曾參與教育訓練的各

公司名稱，另亦可表列參與對象，例如

關心該工程的居民、NGO、專家等，以

利台中市水安全計畫推動 

謝謝委員建議。110年計畫內將可

建議台中市水利局增列「辦理生

態檢核教育訓練」，針對營造及監

造廠商辦理施工前教育訓練，減

少施工中異常情形記錄，並協助

熟悉生態檢核並盤點參與教育訓

練的廠商公司。 

3 生態檢核及資訊公開的作業都有豐碩

成果，但沒有呈現民眾參與的成果。各

工程階段都應該要有民眾參與的過程，

如果已有辦理或有在地居民訪談，建請

陳列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第一次派

工內四件工程進場前皆已開工，

除龍井山腳排水案外，規劃設計

階段生態檢核內民眾參與部分，

如施工前說明會皆已於前期 107

年度台中生態檢核計畫內辦理完

成，並於前期計畫成果報告內詳

述記錄與其成效(相關工作結果

摘錄於本報告第二章內)。本派工

案內多依據個案情況辦理現勘，

相關敘述將會依委員建議增補於

第 3 章各工程內容中，並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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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內完

整呈現生態檢核辦理資料)作為

主要強化民眾參與的作業方法。 

4 許多河堤構造物容易阻斷生物廊道連

通，故生態廊道之實用性，應考慮當地

物種施設，例如：大里區中興排水治理

工程增設動物坡道，應針對是否具功能

進行評估。 

謝謝委員意見，常見的水利工程

構造物如護岸或固床工容易造成

橫向及縱向連結性阻斷，動物坡

道設置為補償措施提供部分動物

類群來往渠底與渠岸。工程設置

之動物坡道皆依據基本資料蒐集

評估可能會利用之物種設計。 

5 針對完工之工程，除透過中研院資訊公

開平台或放置台中市府官網進行資訊

公開外，是否挑選一兩件落實生態檢核

之工程，辦理完工後生態檢核說明會或

以新聞稿方式進行成果資訊公開，以彰

顯台中市政府與水利局落實生態檢核

之努力，及配合未來宣傳使用。 

謝謝委員建議，此意見提供給水

利局參考，未來可評估執行，生態

檢核團隊可配合提供意見及相關

資料之協助。 

6 生態檢核工作中對於工程區域內的生

態資料掌握程度非常重要，於本計畫報

告中有關生態資料整理佐證與呈現，多

於「生態監測與資料發布」章節中呈現。

為使工區的生態現況呈現更為完整，建

議避免僅以生態資料已上傳網頁或只

有前期河川情勢資料、前期規劃等資

料，揭露資訊過少，無法判斷資訊是否

足夠。另本案中自行執行的生態調查亦

請補充調查區域、內容、頻度。 

謝謝委員建議。生態檢核工作中

生態資料的掌握是對於工區周邊

環境的基礎認知。報告中會將前

期規劃以確切名稱取代，盡量避

免出現不明確詞彙，補足應揭露

之相關資訊，使工區的生態現況

呈現更為完整。 

另本案中之生態勘查、現場勘查

將會補上調查區域及工作方法。 

7 建議從各工程的生態檢核資料中盤點

出關注物種或指標性物種，如巴氏銀

鮈，提供後續維管階段進行生態監測，

以利評估保育措施落實之效益，提供台

中市府及相關工程單位後續計畫執行

之參考。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之霧峰區

車籠埤排水所調查到的巴氏銀鮈

推測並非棲息於此，主要族群位

置仍位於烏溪流域兩側濱溪植被

茂密的緩流處，且依據其棲地敘

述，排水內並非適宜棲地。建議維

管階段以恢復排水內棲地多樣

性，減少人為外力擾動為目標。另

外，若有相關工程位於烏溪或大

里溪，則建議將巴氏銀鮈列為關

注物種，維護或營造其生存棲地。 

8 本計畫中各工程完工後之效益評估，多

屬於定性之描述，是否能以量化的方式

來提供未來相關單位參考。另也缺乏施

工前中後之差異比較分析，沒有統計試

謝謝委員意見。生態檢核維護管

理階段目標為維護原設計功能，

檢視生態回復情形，故針對大里

區中興排水及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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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非科學調查評析方式。未經統計分

析或顯著性試驗無法說明是否有差異，

建議補充說明。 

的保育措施以OI值評估量化動物

坡道效益。前者詳述於本期末報

告修訂本中 3.1.3 節，後者尚在架

設中，評析結果將呈現於成果報

告。 

9 相關照片建議應提供拍攝日期紀錄、地

點、角度、水流方向等，以利後續接手

的專業人員或工程人員可持續監測。 

謝謝委員建議，報告中照片會補

充拍攝日期、地點、水流方向等相

關資訊提供後續人員更好的理

解。 

10 建議補充每月自主檢查人員及生態調

查人員之學經歷，以避免各工程資訊公

開後遭質疑有專業程度不符之慮 

謝謝委員建議及顧慮。每月自主

檢查表下方皆有填寫人員簽章；

生態勘查則由生態團隊辦理，人

員資格皆符合規範，並於每次現

場勘查填寫現場勘查紀錄表。 

11 建議補充說明本計畫團隊中各要角人

員的實際參與程度，例如主持人，以避

免淪為掛名性質。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團隊中各

人員皆依專業能力執行計畫各部

分內容。而原計畫主持人則因私

人因素離開團隊，故根據中市水

保工字第 1090008949 號函申請

變更主持人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

會顧問林笈克先生。 

12 P.6 表列各工項執行數量眾多，但報告

中無呈現詳細資料，無法檢視。建議將

歷次監測、勘查情形補充於附件並彙整

相關資訊，如生態監測之間的差異性為

何？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工作項目執

行之記錄表單，如現場勘查、生態

檢核表等將會彙整並分析其差

異，而大量表單在考量環保因素

下將以 QRcord 的方式補充附於

報告中。 

13 2.3節，補充前期計畫工程內容，如施工

範圍、敏感區域圖等，以利閱讀。 

謝謝委員建議，將會於 2.3 節補

上前期計畫中相關的執行內容，

以利後續人員閱讀及理解。 

14 彙整各案例次現勘與說明會之意見與

參採情形，如無參採則補充說明原因。 

謝謝委員意見。本派工案內四件

工程除龍井山腳排水案外，施工

前說明會皆已於前期 107 年度台

中生態檢核計畫內辦理完成。檢

視前期計畫並將其彙整簡述說明

會過程及參採結論。 

15 各案之歷次自主檢查表有無落實，難以

檢視。 

謝謝委員意見，歷次自主檢查表

執行成果皆附於該檢查表中，後

續將彙整並以 QRcord 形式附於

報告書中。另外生態團隊每月現

場勘查皆依友善措施查核，若未

落實將會提出異常狀況表單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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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改善並回覆。 

16 UAV拍攝之影像可針對工區放大或以

較大圖紙呈現；附錄內容模糊、文字太

小難以閱讀亦建議進行調整。 

謝謝委員建議。航拍影像部分會

將工區放或重點變遷的部分放

大；附錄內容則會調整版面以方

便閱讀及理解。另外，本派工案皆

有進行資料公開，完整清晰的航

拍影像可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

所查看。 

17 附錄中大里中興排水的生態資料，建議

各工程的生態資料呈現方式應一致。 

謝謝委員建議，將會於附錄中補

上中興大里的生態資料，以完整

資料。 

18 建議報告修正應補充上述資料後再審

查。 

謝謝委員建議。 

19 本報告中缺乏重要資訊，可以理解為了

環保，故部分資料上傳至線上資料庫，

但部分資料僅在說明在”期中報告”

或”成果報告”中呈現，如此將致讀者

因缺乏部分資訊而無法理解前後關聯

或不明所以。建議這些資訊應該還是要

做簡易說明或圖表呈現，以利閱讀。 

謝謝委員建議，為避免缺乏部分

資訊而無法理解，本期末報告修

訂本已補上期中報告部分內容，

另外成果報告因期程未至故尚未

繳交。 

20 第四章內容大多為補充第三章，並有部

分內容應屬第五章，請調整章節內容以

符合章節標題。 

謝謝委員建議，第四章為各工程

之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監測與效

益評估，將會調整部分內容以符

合章節標題與契約規範。 

21 於第四章內各工程皆有生態監測、航拍

等工作項目，但於第四節中卻有不同方

面的成果描述，似乎與工項不符，建議

按工項類別進行各工程成果說明，並與

第三章有所區別。 

謝謝委員建議，本期末報告未納

入將會依照各工程之工作項目編

寫工作成果。 

22 P.21動物坡道利用情形、異常情況紀錄

自第五章的結論顯示應有卻未於報告

中呈現。同頁表格內七月不執行生態監

測、自動相機僅裝設四個月就於八月拆

除的原因為何？ 

謝謝委員指教，大里中興排水之

動物坡道利用情形及異常情況紀

錄內容為期中報告之成果，目前

已增補於期末報告修訂本中。 

大里中興排水治理工程於 4 月底

完工，完工階段(維護管理階段)之

生態監測為每季一次，故 5-7 月

僅需執行一次監測。 

依據裴家騏(2006)自動照相機在

動物監測上之應用與成效分析顯

示，大部分物種在 800 個工作小

1-116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時內都會被記錄，因此需至少收

集 1000 個工作小時的資料，自動

相機裝設四個月已可獲得足夠的

資訊。 

23 P.23 保全對象移除之因有哪些？為何

不採移植方式？另保全對象的紀錄(影

像、點位、監測成果等)應陳列以資參

考。 

謝謝委員建議，保全對象移除如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5K+160 處的

山黃麻，因根部為白蟻蛀蝕，經過

108年 11月 5日辦理現勘協調後

決議移除。另外，保全大樹之相關

影像、位置及監測資料列表附於

報告中。 

24 其他細節如內容缺失、文獻標示、引用

格式、學名、斜體、日期標示、缺漏字、

編排錯誤等建議仔細修訂。 

謝謝委員指教，已根據委員之細

節書面意見詳細修訂錯別字及闕

漏。 

25 樹木位於護岸施作位置並需要以混凝

土包覆時，以南部工程為例，建議兩側

留空間並以發泡劑打滿，養護科可每年

檢查維護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此意見於 108

年 9月 9日辦理現勘時納入討論，

並評估討論改善方案。 

四、游委員景雲 

1 本計畫執行良好，執行單位積極主

動，予以肯定。 

謝謝委員肯定。 

2 各案部分議題建議加以關注： 

(i) 旱溪上游北坑工程沖刷情勢應持

續監測。 

(ii) 大樹保留部分是否會造成防洪缺

口，建議適當評估。 

(iii) 動物坡道效益建議持續關注。 

謝謝委員建議。 

(i)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工程

之監測前將會以每季一次

的頻率持續至年底計畫結

束。 

(ii) 位於護岸旁之保全大樹將

於 108 年 9 月 9 日辦理現

勘評估討論。 

(iii) 動物坡道除了於維護管理

階段每季監測外，亦於各

工程選定一處動物坡道架

設自動相機監測其被利用

情形。 

3 目前施工階段及維管階段建議似乎過

於單一，未來針對工程是否有更具體

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本派工案內

四件工程皆於設計規劃結束後才

開始施行生態檢核作業，較難以

針對細部設計給予具體建議，僅

能以大原則措施維持施工期間的

環境友善。後續將會給予可改進

之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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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執行生態檢核之效益是否可能更

加予以評估。 

謝謝委員意見，各工程之生態檢

核效益評估詳細敘述於本期末報

告第四章內。 

5 施工廠商若有水泥隨意棄置事宜，可

以安全衛生罰款予以要求。 

謝謝委員指點，目前四件工程皆

已完工，後續若於施工階段再遇

到相同情形將會以此條款要求。 

6 報告內容相對簡報不完整，請加強補

充整理。 

謝謝委員建議，本期末報告修訂

本已補充完整內容並加強敘述以

利理解工程執行脈絡。 

7 樹木位於護岸施作位置並需要以混凝

土包覆時，若以軟介面填滿混凝土與

樹木之間，憂慮不同介質界面造成弱

面，形成破口快速滲水。 

謝謝委員建議。此意見於 108 年

9 月 9 日辦理現勘時提出，並評

估討論改善方案。 

 

  

1-118



4. 109.11.30 成果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水利局各單位在溝通協調方面有落

差，橫向聯繫得自我要求，但不需列

入成果報告內容。 

遵照辦理，已移除此段落。 

2 動物坡道的面水沖刷側，若是水流

過大是否可能造成沖刷脫落後需要

觀察注意。 

謝謝委員建議，將後續建議提請給

主辦機關作為未來工程維管階段的

建議監測項目。 

3 成果報告應修改以水利局為第一人

稱，以水利局立場來撰寫。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內文中進行修

正。 

二、梁科長宇升 

1 關於巴氏銀鮈，於車籠埤維管階段

是否需要再注意?是否有其他個體還

在排水中?希望提供後續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推測巴氏銀鮈

主要族群位於烏溪支流及相關農田

水圳中，偶爾會藉由大雨進入相連

的排水中。未來於烏溪水系進行相

關排水工程時，應針對原生魚類進

行調查並持續監測。 

車籠埤排水目前已達安全防洪標

準，因此未來應減少工程擾動，以回

復自然棲地多樣性為優先，提供進

入排水的巴氏銀鮈或原生魚類個體

適宜的棲地，包含讓植生自然恢復、

清淤整理皆應以小規模、低頻度的

方式辦理。 

另外，調查中記錄渠道魚類以外來

種為優勢，造成原生魚類生存壓力，

因此建立原生魚類適合棲息的環

境，以漸次減低外來物種數量，為未

來烏溪水系工程維護原生魚種生態

環境可進行的方向與目標。 

2 土木與施工人員的教育訓練應注意

事項？後續應如何交接給其他科

室？希望可以提供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生態檢核內的施工

人員教育訓練目前主要以演講形式

進行，內容以原則性及一般性的生

態友善措施給予建議，亦可增加針

對個案工程或關注議題為主題的教

育訓練內容。其他辦理形式，可配合

運用個別輔導、工作坊、實地勘查等

方式，或將設計人員一同納入教育

訓練的範疇。 

另外，生態檢核相關資料不僅進行

資料公開，發布在中研院資料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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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也會以光碟形式提供給主辦

機關。 

三、曾委員晴賢 

1 報告格式請遵照委辦單位的要求，

基本上目錄頁不再將目錄編目，參

考文獻不列章節，參考文獻彙整尚

需力求完整，如p16水規所(2011)之

報告缺漏，編排應採筆畫順序為宜。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2 P111本人審查意見5的回覆並未落

實，陳義雄教授被誤植為林義雄；審

查意見6的相關參考文獻也未彙整，

請再修正和補充。 

謝謝委員提醒，審查意見 5 之林務

局 108 年委託陳義雄辦理之瀕危淡

水魚種的繁養殖保種規劃與族群生

態調查研究已列入參考文獻中。 

委員提及審查意見 6 應為第 7 項，

環境資訊中心報導及特生中心研究

(2005)文獻皆已列入參考文獻中。 

3 如有生態調查的工作，應該清楚標

示調查方法、單位努力量、監測地點

座標和量化成果，光是動植物名錄

的定性紀錄在未來的參考比較上價

值較低。 

謝謝委員意見。本派工案之生態檢

核作業主要以生態勘查為主，勘查

時間約兩小時左右，沿工區步行進

行拍攝或目視觀察，生物所紀錄之

量化資料以Darwin Core出現物種紀

錄呈現；植物部分因計畫無量化要

求，以名錄呈現為主。 

4 建議事項應以具體可行的項目為

宜，原則性的概念（如p94頁(6)）可

能並無法讓委託單位知道要怎樣落

實。 

謝謝委員意見，建議事項僅保留具

體可行的項目。 

5 台灣鮰在台灣魚類資料庫的中文名

是用「台灣䱀」。 

謝謝委員意見，以於內文更改為臺

灣䱀。 

四、許委員盈松 

1 1.3節與1.5節敘述之工作階段不同，

應列出各案期程與本計畫辦理之期

程對照，以利檢視。 

謝謝委員意見。1.3 節為邀標書內表

列本計畫各階段之所有可執行工作

項目；1.5節為本派工案實際核定之

工作階段及項目。各案之階段及時

程於圖 1.4-1表示。 

2 計「劃」應修正為計「畫」。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內文修改完成。 

3 2.1節，本次派工案應分屬「水與環

境」及「水與安全」，建議說明各案

件屬性。 

謝謝委員意見。本(第一次)次派工案

內的四件工程皆屬於前瞻計畫下的

「水與安全」子項目。 

4 報告中之圖示，如為引用資料，應註

明資料來源。 

遵照辦理。 

5 生態關注區域圖，建議參考林務局

報告繪製方式。 

謝謝委員建議。本派工案內均為施

工、維管階段檢核，並無繪製生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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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區域圖之工項。內文之生態關注

區域圖，皆引用自 107 年臺中市生

態檢核計畫之資料再製以方便檢

視。 

6 報告排版請再檢視，如表標題位置、

標點符號以及排列對齊等，部分仍

需調整。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內文修改完成。 

7 本計畫監測項目與次數眾多，但報

告難以檢視歷次階段性成果，建議

各案分別以時間序列表說明，以利

檢視。 

謝謝委員建議，本派工案內各次階

段性監測成果以現場勘查檢核表列

入後頁附錄以供檢視。 

8 照片建議標示水流方向。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內文修改完成。 

9 發布於網路之相關成果，建議仍呈

現於報告，如監測結果、生態檢核表

等，以利閱讀與報告之完整。 

謝謝委員建議，本派工案內生態檢

核相關檢核表(除霧峰車籠埤排水廠

商填寫自主檢查表超過 1000頁，不

納入紙本)、動植物名錄、出現紀錄

等皆列入後頁附錄以供檢視。 

10 附錄缺少大里中興排水的植物名

錄；附錄七標題誤植為附件，請修

正。 

謝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11 各名錄僅列出監測期間之所有物

種，無法檢視物種出現之月份與分

布位置。 

謝謝委員意見。本派工案之生態勘

查所記錄之物種，以 Darwin Core出

現物種紀錄呈現，提供檢視物種出

現之月份與分布點位。 

12 參考文獻數目與報告中註腳標示不

符，應重新檢視，並參考專業期刊之

參考文獻格式整理。 

謝謝委員意見。註腳內容為提供註

解、資料連結、參考資料以供讀者快

速瞭解細節訊息，不同段落註解引

用之文獻亦有重複。註腳內參考資

料均已納入參考文獻，並依一般論

文撰寫形式編排整理。 

13 P.138、P.140，各工程均以安全性為

首要考量，如河道轉彎段以水泥加

固，此應為規劃設計即討論之內容。

執行團隊應更了解規劃設計內容與

加強水利專業知識，並非將其列為

執行不足而需改善之處。 

謝謝委員意見。0K+144-145 間工程

設計圖內並無標示以水泥加固邊坡

石塊，現勘時工作人員據此提出此

一造成棲地損失之異常狀況，並請

施工廠商進行說明。0K+354.1 橋下

固床工，大雨掏刷造成拋石流失，實

際施作成果與工作會議結論、規劃

設計階段確定之自主保育措施皆不

符，工程設計圖亦無標示，故提出建

請廠商恢復或說明。 

14 施工現場常浮現規劃設計階段無法

檢視之現象，故施工階段之保育措

謝謝委員意見。生態檢核機制內，自

主檢查表項目應於設計規劃階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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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自主檢查應以滾動式檢討方

式，而非以”不符保育措施之角

度”論述。 

生態檢核團隊與設計廠商討論訂

定，於施工前再與生態檢核團隊、施

工廠商、監造廠商三方一同確認自

主檢查表項目。因此若因實際需求

導致施作內容與自主檢查項目不

符，應由施工廠商主動提出，並與監

造、主辦機關、生態團隊一同討論修

正自主檢查項目。然本派工案內異

常狀況，皆為生態團隊於現勘時發

現不符保育措施後提出。 

15 摘要建議以系統性整理方便快速了

解計畫成果，內文應本局或本計畫

以水利局為第一人稱角度撰寫。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摘要補充計畫

成果數量。 

五、游委員景雲 

1 本工作目前已相當完整，報告部分

依相關規定適當修正。 

謝謝委員肯定，報告已參照委員建

議與規定修正。 

2 部分案例有長期觀察之必要性，應

建議主辦單位持續追蹤。如車籠埤

大樹之保護方式，建議於一級警戒

水位時可注意一下排洪時間的滲水

性；動物坡道的面水沖刷側，也建議

持續關注。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將會提供建議

給主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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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里區中興段排水-動植物名錄 

1. 動物名錄 

2. 植物名錄 

3. 物種出現紀錄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工程—動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08 

❖ 本名錄中共有動物 18科、28種，特有性欄位中”E”代表特有種、"A"代表外

來種。依 2019年頒佈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定義 I、II、III級保

育類物種。 

❖ 依照「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

「2017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

或「2017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中對瀕危物種所評估之威脅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不足、LC: 安全。若未

註記者代表無評估資料。 

❖ 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合望遠

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

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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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中興排水工程—植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08 

❖ 本名錄中共有 22科、32種。「source」欄位註明該物種為”原生種”、”歸化種”、”栽

培種”，若為”臺灣特有種”則加註於後。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合望遠鏡

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以下物種

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1. Amaranthaceae 莧科 (1) 

1.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 

2.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1) 

2.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 

3.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1) 

3.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 

4. Asteraceae 菊科 (4) 

4. Bidens alba var. radiata (Sch. Bip.) R.E. Ballard ex Melchert 大花咸豐草 * 

5.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 王爺葵 * 

6.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 

7.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斑鳩菊 † 

5.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1) 

8.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 

6.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2) 

9.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 

10.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血桐 

7. Lauraceae 樟科 (1) 

11.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樹 

8. Malvaceae 錦葵科 (1) 

12. Sida acuta Burm. f. 細葉金午時花 

9. Meliaceae 楝科 (1) 

13. Toona sinensis (A. Juss.) M. Roem. 香椿 † 

10. Moraceae 桑科 (4) 

14.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15.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樹 

16.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17.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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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yrtaceae 桃金孃科 (1) 

18.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 

12.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1) 

19.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13. Phyllanthaceae 葉下珠科 (1) 

20. Flueggea suffruticosa (Pall.) Baill. 白飯樹 * 

14. Rubiaceae 茜草科 (1) 

21.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15. Salicaceae 楊柳科 (1) 

22. Salix warburgii Seemen 水柳 # 

16.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2) 

23.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 

24. Litchi chinensis Sonn. 荔枝 † 

17. Solanaceae 茄科 (2) 

25. Physalis angulata L. 燈籠草 * 

26.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山煙草 *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18. Cyperaceae 莎草科 (2) 

27.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 

28.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19. Musaceae 芭蕉科 (1) 

29.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20. Poaceae 禾本科 (1) 

30.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 

21.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1) 

31.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 f.) C. Presl ex Kunth 鴨舌草  (LC) 

22. Potamogetonaceae 眼子菜科 (2) 

32. Potamogeton crispus L. 馬藻 

33. Potamogeton malaianus Miq. 匙葉眼子菜 

34. Potamogeton pectinatus* L. 龍鬚草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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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Organisation*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Update Frequency* Irregular

Type* Occurrence

Subtype Observation

Meta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BY) 4.0

Description*

本案由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計畫期間2019/4/17-2020/12/31。

記錄大里區中興段排水0K+080~1K+737治理工程"生態檢核相內的生物出現記錄，本資料庫持續更

新中。

Resource Contacts* First Name 郁屏

Last Name* 陳

Position* 計畫主持人

Organisation*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Address 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50號9樓之3

City 台北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100

Phone (02)2789-9545#200

Email yuping.chen@eef.org.tw

Home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eef.org.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esource Creators* First Name 傳鎧

Last Name* 謝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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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 Providers* First Name 傳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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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ob.ckhsieh@gmail.com

Home Pag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60115gongsiwangzhanbeifen/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Geographic Coverage Set global coverage* W 120.65357/ E 121.66758/ S 24.09067 / N 24.09330 (decimal degrees)

Description*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排水0K+080~1K+737區間

Taxonomic Coverage Description 所有觀察記錄均記錄至物種層級，包含鳥類、昆蟲、魚類、維管束植物等四個類群

Scientific Name* Aves, Actinopterygii, Insecta, Tracheophy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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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Personnel Personnel Firs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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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Methods Study Extent

於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排水工程範圍沿線在工程範圍沿線記錄鳥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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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機文字
大里區中興排水工程—物種出現紀錄 (DarwinCore-Occu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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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霧峰區車籠埤排水-動植物名錄 

1. 動物名錄 

2. 植物名錄 

3. 物種出現紀錄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工程—動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09 

❖ 本名錄中共有動物 42科、77種，特有性欄位中”E”代表特有種、"A"代表外

來種。依 2019年頒佈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定義 I、II、III級保

育類物種。 

❖ 依照「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

「2017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

或「2017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中對瀕危物種所評估之威脅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不足。若未註記者代表

安全(Least concern)或無評估資料。 

❖ 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合望遠

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

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1-132



 

1-133



 

1-134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工程—植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09 

❖ 本名錄中共有 30科、82種。「source」欄位註明該物種為”原生種”、”歸

化種”、”栽培種”，若為”臺灣特有種”則加註於後。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

預定地內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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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動植物名錄 

1. 動物名錄 

2. 植物名錄 

3. 物種出現紀錄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動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09 

❖ 本名錄中共有動物 31科、53種，特有性欄位中”E”代表特有種、"A"代表外

來種。依 2019年頒佈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定義 I、II、III級保

育類物種。 

❖ 依照「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

「2017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陸域哺乳類紅皮書名錄」、

或「2017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中對瀕危物種所評估之威脅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不足。若未註記者代表

安全(Least concern)或無評估資料。 

❖ 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合望遠

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

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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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植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09 

❖ 本名錄中共有 30科、82種。「source」欄位註明該物種為”原生種”、”歸

化種”、”栽培種”，若為”臺灣特有種”則加註於後。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

預定地內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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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yp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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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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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0K+000~0K+741.4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內的生物出現記錄，本資料庫持續

更新中。

Resource Contacts* First Name 笈克

Last Name* 林

Position* 計畫主持人兼基金會顧問

Organisation*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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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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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esource Creators* First Name 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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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Methods Study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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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機文字
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工程—物種出現紀錄 (DarwinCore-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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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龍井區山腳排水-動植物名錄 

1. 動物名錄 

2. 植物名錄 

3. 物種出現紀錄 

 



 



龍井區山腳排水—動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10 

❖ 本名錄中共有 27科、38種，特有性欄位中”E”代表特有種、"A"代表外來

種。依 2019年頒佈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定義 I、II、III 級保育

類物種。國內紅皮書依照「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

鳥類紅皮書名錄」、「2017 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2017臺灣陸域哺

乳類紅皮書名錄」、或「2017 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中對瀕危物種

所評估之威脅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

不足。若未註記者代表安全(Least concern)或無評估資料。 

❖ 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合望遠

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

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1-169



 

1-170



龍井區山腳排水—植物物種名錄 

❖ 彙整記錄時間：2019.04-2020.10 

❖ 本名錄中共有 22科、43種。「source」欄位註明該物種為”原生種”、”歸

化種”、”栽培種”，若為”臺灣特有種”則加註於後。 

❖ 本清單僅為有限的勘查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合望遠

鏡及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

僅有以下物種出現，亦無法準確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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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L sections EML elements Content

Basic Metadata Title*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龍井區山腳排水生態檢核

Publishing Organisation*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Update Frequency* Irregular

Type* Occurrence

Subtype Observation

Meta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BY) 4.0

Description*

本案由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計畫期間2019/4/17-2020/12/31。

記錄"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內的生物出現記錄，本資料庫持續更新

中。

Resource Contacts* First Name 笈克

Last Name* 林

Position* 計畫主持人兼基金會顧問

Organisation*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Address 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50號9樓之3

City 台北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100

Phone (02)2789-9545#200

Email

Home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eef.org.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esource Creators* First Name 家琪

Last Name* 戴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City 臺中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40245

Phone (04)2265-3756

Email obchiachi@gmail.com

Home Page http://www.observer.com.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Metadata Providers* First Name 家琪

Last Name* 戴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City 臺中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40245

Phone (04)2265-3756

Email obchiachi@gmail.com

Home Page http://www.observer.com.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Geographic Coverage Set global coverage* W 120.65357/ E 121.66758/ S 24.09067 / N 24.09330 (decimal degrees)

Description*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理工程

Taxonomic Coverage Description 所有觀察記錄均記錄至物種層級，包含鳥類、昆蟲、魚類、維管束植物、哺乳類等五個類群

Scientific Name* Aves, Actinopterygii, Insecta, Tracheophyta, Mammalia

Common Name 鳥綱、條鰭魚綱、昆蟲綱、維管束植物門、哺乳綱

Rank class, phylum

Temporal Coverage Date Range 2019-04-10~2020-09-07

Keywords Thesaurus/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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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List*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勘查資料、魚類－條鰭魚綱、昆蟲綱、鳥綱、哺乳綱、

維管束植物門

Associated Parties First Name 傳鎧

Last Name* 謝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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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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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l Code 4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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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Pag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60115gongsiwangzhanbeifen/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ole 協力團隊、現場執行人員

Project Data Title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理工程

Identifier

Funding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Study Area Description 臺中市龍井區，渠道周邊為農田地景

Design Description

本段區域的治理工程已經於2020年8月17日結束，其後監測，是為了瞭解治理工程對於排水與周邊

環境之長期影響。

Project Personnel Personnel First Name

Personnel Last Name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ole

Sampling Methods Study Extent

於臺中市龍井區山腳排水工程範圍沿線記錄鳥類、蜻蜓種類等生物物種及施工現況，記錄之影像

資訊均附有地理座標(geo-tagged)資訊為佐證。相關材料為記錄並追蹤該區段治理工程對於生態環

境之影響。

Sampling Description 沿工區範圍步行勘查、定點自動相機記錄

Quality Control

Step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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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s Resource Citation* 2019。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委託專業服務。

Resource Citation Identifier

Bibliographic CitationsBibliographic Citation

Bibliographic Citation Identifier

Collection Data Collections 照片影影像記錄

Specimen preservation methods

Curatorial Units

External links Resource Homepage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2

Other Data Formats Name*

Character Set*

Download URL*

Data Format*

Data Format Version

Additional Metadata Date Created 2019.07.21

Date Last Published 2020.12.08

Resource logo URL

Purpose

Maintenance Descrip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lternative Identif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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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區山腳排水工程－出現物種紀錄 (DarwinCore-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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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大里區中興排水工程檢核表單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2. 生態監測紀錄表(C-04) 

3.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C-05) 

4. 工程生態評析(M-01) 

5. 自主檢查表(108.04 ~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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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霧峰區車籠埤排水工程檢核表單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2. 現場勘查紀錄表(C-03) 

3. 異常狀況－生態友善措施不足改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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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豐原區旱溪北坑上游排水工程檢核表單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2. 現場勘查紀錄表(C-03) 

3. 異常狀況－生態友善措施不足改善項 

4. 工程生態評析(M-01) 

5. 自主檢查表(107.12 ~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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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車籠埤排水其他建議改善事項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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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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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

段(南1K+809-南4K+700)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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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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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派工案內執行臺中市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

（南1K+809-南4K+700」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案內共

執行生態文獻蒐集與分析、現場生態勘查、航拍製圖乙次、生態議題

評析與生態關注區域圖彙整、辦理地方說明會乙次、以及擬定生態保

育原則等工作項目。 

上述工作項目，已於108年7月至8月間辦理完成，並且提交生態

檢核表，彙整工作成果予主辦單位進行案件提報工作。現場生態勘查、

航拍製圖等辦理成果，已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內，

「108-109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所開設的專案內，以利保存

與公開。 

生態檢核工作成果發現，本案的重要生態議題可歸納為竹林北溪

的自然底質、北勢溪周邊水田與綠帶的動物棲地、以及臺灣大道以西、

山坡上面積較大的次生林可作為稀有植物與保育類動物的潛在棲地

等三點。依據這些盤點的生態議題，擬定四項生態保育原則，包括：

一、減輕工程明渠渠段切割動物橫向移動之效應；二、減輕與補償工

程對水域底質多樣性的負面影響；三、迴避淺山坡地等生態高度敏感

區域；四、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工區內生物棲地的擾動。除此以外，

本案以及周邊區域排水系統，若可妥善規劃動物友善設施，當可期待

水利設施治理，於較長的時間尺度中發揮連結大肚臺地南北綠帶動物

族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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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目標 

近年來隨著民眾生態意識抬頭，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4月

25日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為「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相關規範隨附於本報告書附錄二。「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工程

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中，在水與

發展、水與安全、水與環境等計畫已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作，

並強化各機關落實。因此在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的同

時，必須納入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專業

整合與多元意見參與，強化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爰此，生態檢核作

為主辦工程單位可操作之手段，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

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育治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的影

響。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於各公共治理

工程內，本計畫以108-109年度為辦理期間，辦理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

派各派工項目之生態檢核作業。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於：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評析與協助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考量迴避、縮

小、減輕與補償的策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建

立民眾協商溝通機制。 

本計畫截至108年10月止，共計有三次核定之派工案。1 本次執行

之第二次派工案，其辦理依據，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8年7月23日中

市水保工字第1080057272函。案內核定進行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

 
1 計畫內第一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年 5月 10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號

函辦理，執行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豐原區旱

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00等四件治理工程的施工中、維

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即為本案。第三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年 5月

10日中市水雨字第 1080069873號函辦理，執行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 10-2滯洪池工程乙件治理工程的核定階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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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治理工程(南1K+809-南4K+700，又稱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乙件

工程計畫，於工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之生態監測、航拍製圖、地方說

明會辦理與資料彙整發佈等作業。 

1.2 計畫範圍 

本計畫以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為工作範圍，依機關指定工程進

行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案內核定「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

工程(南1K+809-南4K+700)」乙件工程，工程座標（TWD97）為205544、

2680774，工程位置分布地圖詳見下圖1（底圖係利用國立中央大學發

佈之SPOT衛星影像WMS服務）。若有其他計畫工程需執行生態檢核，

將以另案派工方式執行。 

 

圖 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案工作計畫工程位置分布圖 

1.3 工作項目及內容 

(1) 各工區工程核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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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確

認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步

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附錄三），應參採「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機制」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等規範，並配合機關實際需

求執行生態檢核工作項目，生態專業人員資格及其應辦事項如下： 

(a) 生態專業人員應具備下列條件 

(i)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水土保持、生命科學、

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科技、生物科學、生物資源、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生態、生態暨演化生物、生態與

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管理、自然

資源應用、昆蟲、動物、野生動物保育、森林、森林暨

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

環境科學、環境資源、環境資源管理、環境管理各系、

組、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ii) 若未符合前項，需修習生態學、保育生物學、生態工程

或環境科學等相關課程20個學分以上並具生態相關工

作經驗2年以上。 

(b)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應辦理事項:進行現場勘查、資料蒐集、生

態棲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

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法

及保育對策。統整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調查資料、生態議題、

衝擊評估、保育對策。 

(3) 若有延聘專家參與審查廠商提送之所有草圖、圖說、報告、建議

及其它事項，其所需一切費用(出席費、審查費、差旅費、會場費



  2-4 

用等)由廠商負擔。 

(4) 辦理說明會各場次需提供當日餐點。 

(5)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內容 

(i)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ii)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

之成果等)。 

(iii)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

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

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iv)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v) 結論與建議 

(b) 編制：報告書10份(彩色印刷)，應含相關歷程紀錄、照片等

相關資料電子檔轉錄光碟，逕粘附於報告書內。 

 

1.4 計畫辦理期程 

本派工案各工作項目，業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於108年7月23日中

市水保工字第1080057272函核定，並優先依據主辦單位提報水與安全

案件期程辦理相關作業。因目前尚未有適用區域排水之生態檢核表單，

故依據108年8月22日經水河字第10853211520號函規定，採公共工程

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水區保

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等較佳表單填寫，並於108年8月底完成提送

主辦單位。此外，業於108年8月1日，以台生字第108080102號函送本

案工作執行計畫書至主辦單位。案內各工作項目，已於108年7、8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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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賡續完成。2 主辦單位於108年9月30日辦理工作執行計畫書審

査後，於108年10月3日中市水工字第1080081154號函書面通知原則通

過，並於108年10月21日送繳工作執行計畫書修訂本至主辦單位。本

案工作期程甘特圖請見圖2。 

 

圖 2 工作期程甘特圖 

然而，本派工案內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工程，由第三河川局於108

年9月12日實施勘評審查時，建議主辦單位應先進行山腳排水治理計

畫變更後，再提報本治理工程至中央核定。因此，本工程案於計畫期

限（108-109年度）內，應無法進入工程之細部規劃設計、施工等階段。

爰此，工作團隊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先於108年度內，完成提

報階段工作與期初報告審查，後依實作工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然

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成果與勘查記錄資料，均會透過中央研究院的資訊

公開平台發佈留存，並彙整於期初報告書內，完整轉移給主辦單位妥

善利用與管理，裨益後續規劃工作。 

  

 
2 因南山截水溝三期計畫的工區範圍較大，加以天氣影響小型 UAV航拍甚鉅，臺灣大道北端的

航拍影像係於 108年 10月 16日拍攝並完成正射影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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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收集 

2.1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

之基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

濟轉型、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

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

納入生態檢核。其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

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

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

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育

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等作業。 

(b) 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核

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獻

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

生態環境。 

(b) 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與、

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程

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動辦理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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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並採

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時

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止

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境，

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之

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程

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程

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2.2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推廣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

態團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

態專業人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

以及生態敏感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

保全對象保護目的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

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

害。發展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

方法3，然而工程單位常為無法評估或理解生態基礎所苦，或因未廣納

民眾的意見而遭抗議，為避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著重

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3)，在既有工程程序上

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概念，讓

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面臨的生態議題與民眾看法，

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達到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生態工程應用在道路工程之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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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求。 

 

 

圖 3 生態檢核概念圖 

 

圖 4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4，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

第三條條例：「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

生態保育專家之協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

發展出生態檢核表，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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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查評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

檢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

行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

環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本計畫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均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

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以及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會修訂之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辦理。在生態調查評估之

技術操作與執行面，於指定工程案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包含：

聯繫設計與施工單位建立跨團隊溝通與協調機制，在規劃、設計階段

將執行現場勘查、資訊蒐集、生態衝擊評估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指認工程範圍內生態議題，提出可操作之衝擊減輕與生態保育對策，

並協助施工與維管階段之對策落實、環境監測與成效評估，以期落實

工程各階段生態保育工作之目標。 

2.3 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內容與生態檢核辦理狀況 

山腳排水（含南山截水溝）位於臺中市沙鹿區與龍井區，其規劃

及治理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1年核定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以及

臺中市政府104年核定之「臺中市管區域排水山腳排水治理計畫」兩

份報告。山腳排水治理計畫之核心原則，可分為三點：(1)新建南山截

水溝流截流大肚山與平原交接帶洪水、(2)既有通洪能力不足之排水路

整治、與(3)山腳排水系統範圍內通水斷面不足之防潮閘門改善。本生

態檢核派工案涵蓋之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 (南

1K+809-南4K+700)」，即南山截水溝的第三期工程。同為山腳排水系

統的其他二期工程，包括第一期由山腳排水起點起至鷺山橋的拓寬工

程、第二期由鷺山橋起至北勢溪的新建渠道工程，均已開始發包興建，

預估將於108年底開始陸續完工（參考圖5區域排水與溪流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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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山腳排水周邊區域排水與溪流位置圖 

 

本案檢核之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全段均為新建渠道工程，目

標為截流大肚山台地逕流後分洪，解決陡緩坡交接地帶水路銜接不良

問題。預定工區始自沙鹿區竹林北溪支線匯入處，南下向西通過臺灣

大道，於沙鹿區光華－中山路交會處附近轉南，並沿沙田路東側平地

與丘陵交接處南下，最後於北勢溪－沙田路交會處附近匯入山腳排水。

工區用地都市計畫變更（103年）、用地範圍線圖（104年）均已公告

完成。細部工程規劃則由臺中市政府108年「108年度臺中市治理工程

工作計畫書－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南1K+809-南4K+700）」

檢討原治理計畫（104年）於大肚山坡地設置明渠之工程設計。考慮到

工區經過大肚臺地西緣，坡度較大，考慮渠底高程、土地利用區分與

開挖所需成本，更改原始全數以明渠進行之工程規劃，擬於開挖深度

較大的南1K+910-南2K+570、南2K+950-南3K-870渠段間採TBM潛盾

工法施工；通過臺灣大道段（南4K+170-南4K+310間）擬採4孔箱涵方

式穿越。其餘工段採明渠開挖，以直立式RC護岸或格框＋混排塊石護

岸，另於南4K+310-南4K+700坡度較陡渠段加設跌水工與連續固床工。

竹林南溪與竹林北溪分流工則採孔口分流工設計。此外尚有新建橋樑

工程共6座。 



  2-11 

本治理工程之規劃進度等相關資訊整理如下表1。惟目前本案工

程、用地徵收經費、細節工程規劃等均尚未核定。依據公共工程委員

會106年4月25日工程技字10600124400號函與108年5月10日工程技字

1080200380號函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相關規定，辦理工程核定階段之

生態檢核作業，檢核內容將於本期初報告3.2至3.4節呈現。 

另外，山腳排水系統的其他工程，包括第一期由山腳排水起點起

至鷺山橋、第二期由鷺山橋起至北勢溪，均已開始發包興建。因山腳

排水之前期工程計畫，其核定、規劃與發包，均已於106年公共工程委

員會函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前完成。因此，僅龍井區山腳排

水（第一期工程部分）於4K+225-4K+300間渠段，因較晚進行工程發包，

因此於本派工案開始前，由廠商另覓專業生態工作團隊，協助執行規

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業務，並提出相關生態保育原則建議。本計畫

亦於第一次派工案內，納入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00的施工中

生態檢核工作，相關執行進度，請見第一次派工案的期中報告內容。 

 

表 1 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資料 

項目 內容 

工程進度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預定辦理土地

徵收時間 

108 年 10 月-109 年 12 月 

預定辦理規劃

設計時間 

109 年 3 月-109 年 12 月 

預定開工時間 110 年 1 月 

預定完工時間 111 年 12 月 

2.4 工區範圍與周邊地域生態文獻回顧 

本案工區位於大肚臺地西側邊緣，全區位於臺中市沙鹿區範圍內，

本區近底表地質以堆積層為主，以礫石、洪積母質紅壤為主，崩落、

侵蝕作用頻繁，可見許多礫石裸露於地表。4 氣候特徵是全年月均溫

 
4 謝兆申、王明果。1990。臺灣地區主要土類圖輯。臺中市：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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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攝氏14度以上，最暖月均溫約於攝氏27.3-29.2度，最冷月均溫約於

攝氏12.9-13.8度間；全年降雨約1,300公釐，且集中於5-9月間，佔年降

雨量的75-77%。5  

進行現勘以前，生態專業人員透過公部門資料庫，如農委會特有

生物保育硏究中心建置之「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與農委

會林務局建置之「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進行生物調查記錄搜尋，

相關檢索成果如表2所示。 

表 2 生態與土地利用資料庫檢索成果 

資料庫 檢索內容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 本工區範圍部分位於山坡地。 

臺中市都市計畫圖 

本工區範圍已全數變更為都市計畫區之河道用地，

工區周邊有都市計畫區之住宅區、保留區與公園綠

地用地。 

參考資料庫搜尋結果，於本工區範圍內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調查

或採集記錄。6 但需注意，上述資料庫所蒐集之資料有其侷限，也牽

涉到不同區域於過去被投注的調查努力量差異。有些區域（如本案基

地）過往的調查記錄較少，因此於資料庫內的紀錄較少。這並不代表

本工區預定地點不存在關注物種，尚需經由生態檢核團隊現勘與分析，

以充分盤點現地的生態議題。 

此外，套疊土地分區圖層，工區部分位於山坡地，然全工區土地

之都市計畫分類均已變更完成。 

準此，生態檢核團隊回顧本案周邊地域的生態文獻或影像記錄，

置重點於周邊曾執行過生態、人文調查的區域進行回顧，包括大肚山

的普遍植被狀況、南勢溪與山腳排水系統、南勢坑文化遺址、重要動

植物（如石虎）分布情形等，分敘如下。 

 
心。頁 26, 105-107。 
5 陳美鈴。地理篇。收錄於王仲孚總編纂。1994。沙鹿鎮志。台中縣：台中縣沙鹿鎮公所。頁

43-116。 
6 特有生物保育硏究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存取日期：

2019.07.20。農委會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https://ecollect.forest.gov.tw/。存

取日期：2019.07.20。 

https://www.tbn.org.tw/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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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位於大肚山西側，此地的植被分布狀況，參考楊國禎與林笈

克的描述，是為大肚臺地西坡面，以相思樹為主的喬木，以及以大黍、

白茅、茅草等地被植物為主的草原分布。7 影響大肚臺地植被物種組

成的主要營力為季節性的火燒、較少的降水8 、以及大量外來物種的

引進等9 ，塑造當前大肚臺地的植被面貌。然而，大肚臺地仍有許多

稀有植物物種，如天料木(Homalium cochinchinensis)、臺灣野茉莉

(Styrax mastumuraei)、狗花椒(Zanthoxylum avicennae)等臺灣維管束植

物紅皮書評定之易危(Vulerable, VU)或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

等植物分布。另外，文獻與採集記錄亦指出大肚山周邊地區，為許多

稀有且族群狀態未明的莎草科植物棲地。10  

工區周邊的區域排水系統，可參考圖5。其中較為自然、或較具

生態議題者，是南勢溪與南方的南勢坑溪，兩者均為臺中市政府過去

執行前瞻計畫水環境改善計畫的治理工程。參考「沙鹿區南勢溪環境

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2018) 調查結果11，重要關注物種

包含3種珍貴稀有保育類大冠鷲、彩鷸、台灣畫眉；3種其他應予保育

類紅尾伯勞、中國眼鏡蛇、雨傘節 ;另外，臺灣南海溪蟹

(Nanhaipotamon formosanum)為國際紅皮書(IUCN)屬易危等級(VU)之

台灣特有種淡水蟹，於南勢溪私有農地內確實有調查記錄。南勢溪並

非在國家保育棲地內，但因南勢溪為台灣少見之湧泉溪，為水生植被

生的良好環境，並於部分區域形成濕地，重點維護棲地環境為周邊高

草灌叢、樹林地及濱溪植被，臺灣窗螢於南勢坑溪區域內亦有族群分

布，顯示棲地品質良好。然而南勢溪河道周邊原有長枝竹區域及河道

內水生植物皆被剷除，雖於施工後已完成營造各類植栽作業，但該報

告仍建議後續應進行兩岸植栽、水生植物的管理維護，並持續勘查與

監測以追蹤水域生態環境的恢復狀況。至於南勢坑溪，目前尚未有生

態檢核或調查資料可供參考。 

 
7 楊國禎、林笈克。2001。大肚山植被的變遷(1904 迄今)(摘要)。中部地區自然與人文互動系列

議題研討會論文集。台中縣：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頁 109。 
8 蔡智豪。2004。台中大肚山竹坑北坑樣帶四年內植群分布與環境因子相關性硏究。靜宜大學

生態學系碩士論文。 
9 李冠賦、王偉、曾喜育、曾勝華、郭礎嘉、林嘉言。2018。從大肚臺地竹坑北坑的土壤種子

庫組成特性探 討其對森林復育影響。農業工程學報 64(2): 30-48。 
10 林家榮。2013。臺中大肚山地區之稀有植物資源。自然保育季刊第 82 期。頁 53-61。 
11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8。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既生態檢核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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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排水第一期、第二期工程連接連接南勢坑溪、南勢坑溪等區

域排水系統，與周邊其他排水系統共同形成台中海線地區的逕流分灘

與防洪體系（參考圖5）。然此前規劃治理工程時，尚未由公共工程委

員會要求辦理生態檢核工作，查其「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與「山

腳排水治理計畫」內，均未見規劃範圍內的生態調查資料。12 準此，

本次生態檢核參考2018年度辦理「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治

理工程」的生態檢核資料，描述山腳排水第一期工程的生態議題。由

林文隆撰寫的此份生態檢核報告13，說明該區域因過去數十年來變動

較小，均為水稻田、聚落地景，不具生態調查重要性，因此沒有相關

調查資料。此外，該次調查共紀錄魚類4科4種，且均為耐汙性強之外

來種；水生昆蟲3科；鳥類10科11種；爬蟲類6科6種；兩棲類4科5種。 

該評估報告亦說明，山腳排水4K+225-330間工區上、下游端的護

岸、渠底已經水泥化，為嚴重干擾的環境，棲地環境不佳，且生物多

樣性較低。爰此，該報告指出生物保全議題於此工程內較不重要。僅

在兩爬調查中，於期到調查到可能具有指標意義的花浪蛇（Amphiesma 

stolatum）。該報告指出，既然調查到花浪蛇，顯示於周邊環境裡，可

能也有草花蛇（Xenochrophis piscator，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分布。但受制於渠道設計與周邊棲地狀況，若欲增加治理工程內的生

態豐富度，於現在垂直且水泥化的渠道設計中幾不可能達成。因此，

該評估報告指出，需於未來調查中，加強探討保全生物對象（如前述

半水生蛇類），並依據相關保全對象，加強棲地的橫向連結性，提供

生物跨越護岸的通道。 

工區南邊的山腳排水第二期工程工區周圍，有史前遺址分布。於

此遺址大致坐落於由沙田路、鎮南路、北勢溪與南勢溪框範出的臺地

範圍內，相關挖掘工作，已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2017年執行之「臺

中市南勢坑II遺址考古試掘計畫」，以及同樣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於2017-2018年間執行的兩次搶救發掘完成。遺址內發現陶片以牛罵

頭文化（距今4500至3500年）與營埔文化（距今3500至1500年）為主，

 
12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2。「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

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臺中市：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臺中市政府。

2015。臺中市管區域排水山腳排水治理計畫。臺中市：臺中市政府。 
13 林文隆。2017。山腳大排 4K+225~4K+330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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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發現了多樣的石器種類。14 考慮到現有發掘遺址離工渠非常接

近，未來渠道開挖時應注意相關文化資產資源，並與關注此地文化資

產的專家學者保持緊密聯繫。若有發掘考古遺址，應循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58條與相關法令，通報主管機關進行搶救挖掘，並評估工程迴避

或遺址保存計畫。 

石虎為當今生態學界與輿論皆積極投入關注之物種，其主要活動

範圍為低海拔緩丘陵地。棲地偏好首為天然林，其次為非天然林及草

生地與農墾地等，此類能提供石虎多樣化與豐富獵物的環境。因石虎

與人類活動區域有部分重疊，因此有文獻描述其族群面臨之人為及非

人為威脅，並提出相關的保育措施建議。15 近年調查，包括裴家騏等

(2017)在臺中地區於2016-2017年，以及陳美汀等（2019）於2019年一

到十月間16，於台中市範圍內所執行的石虎調查工作，並沒有在沙鹿

區範圍內記錄到石虎出現。 

姜博仁等(2015)與林良恭等(2016)所發展的「石虎重要棲地評析

與廊道分析」圖層17，是目前較系統性探討石虎的棲地利用與分布範

圍預測的硏究。該硏究首先利用確知有石虎出現的地理位置，取出該

位置的環境特徵後，於全台灣尺度預測出「石虎適合棲地」。接著，

該「石虎適合棲地」再與前述過去調查層到石虎的每一個點位位置，

往外擴張1.75公里後的「石虎已知分布區域」交集後的地理範圍，即

為該硏究內所定義之「石虎重要/關鍵棲地」。此外，緊鄰石虎重要/關

鍵棲地且尚未發現石虎、但可能還有石虎分布、或石虎有潛力利用的

空間，被定義為「石虎潛在棲地」。石虎潛在棲地可作為未來復育或

野放石虎的棲地，具有保育策略上的重要性。 

套疊該圖層，可發現台中市內的石虎重要棲地，多位於淺山或大

的河流系統周邊。離工區較遠之大肚臺地南端、烏溪與大肚臺地相鄰

處、以及大甲溪與大肚臺地相鄰處，曾有石虎目擊記錄，且棲地條件

 
14 劉克竑。2018。南勢坑 II 遺址搶救發掘成果。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訊第 380 期。頁 5。 
15 劉建男、林育秀。2017。野生保育專輯：石虎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台灣林業 106年四月

號。 
16 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2019。107 年度 台中地區石虎族群調查及石虎重要棲地與廊

道改善評估。臺中市：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委辦計畫 

17 農委會林務局。「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析 20180125圖檔（公開版）」。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917。存取日期：2019.08.31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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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由該硏究預測為石虎的重要棲地。大肚臺地東、西麓則零散分

布硏究預測的石虎潛在棲地。本案工區亦有明、暗渠段（春和巷到鎮

南路間）、以及位於工區外側的北勢溪右岸，經該硏究預測為石虎潛

在棲地區域（參考圖6，紅色區域為石虎重要棲地，紫色區域為石虎潛

在棲地）。意味著前述區域內，雖當前尚未調查到石虎，但有適合石

虎利用的棲地空間，如大範圍農地、次生林、溪流等地景的交接帶。 

另外大肚山於大肚區及南屯區鄰接地區，曾拍攝過第二級珍貴稀

有保育類穿山甲(台灣生態學會2018年自動相機記錄，未發表資料)。

此外，陳美汀等（2019）於調查石虎時，也曾在國道三號於沙鹿區的

路段東側，記錄到鼬獾、白鼻心這兩種野生動物。 

 

   

圖 6. 本案工程與石虎潛在棲地分布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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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本計畫參採「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及「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

業機制」等規範，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態檢核工作項目，先就各

工程階段執行方法進行說明，再敘述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本次派工之一

件工程計畫核定階段工程，提供工項內容與實際狀況之說明。 

3.1 生態檢核工作架構與方法 

3.1.1 執行流程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

設計、施工、維護管理等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

重於工程與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要透過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

溝通協商二項主軸。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

蒐集、調查與評估，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

提供工程專業人員納入設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

協商的過程，亦積極落實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

標與內容，獲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

也有助於釐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

少後續爭議發生。 

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通常由工程主辦單位委託專業團隊擔任生

態顧問，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護之目標。

本團隊將依據各工程之環境特性與需求，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棲

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據以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

輕對策建議；工程主辦單位作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

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現場勘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

方案之有效落實，工程主辦單位應要求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

查核，並委託生態專業團隊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

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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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資訊將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8，於第一次派

工案工作執行計劃書通過後，已於前述平台建立「108-109年度臺中市

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19，以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CC BY 4.0授

權條款釋出。各派工工程（不分派工案次），各別在此專案下建立不

同資料集，作為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就全生命週期之生態檢核

而言，其工作之完成流程如圖7。以下簡述生態檢核的重點執行工作。 

(1) 核定階段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標

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步

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規劃設計階段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

查、基本資料收集、航拍製圖等工作，評估潛在生態課題、

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b) 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配合回饋工程規劃單位提出合宜之

工程配置方案。 

(c)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d)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生

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作。 

(3)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8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 
19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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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4) 維護管理階段 

(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圖 7 本計畫完整流程圖 

 

本次派工案之核定工作內容，為沙鹿區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於

工程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依據主辦單位需求、計畫合約內

容、以及現地狀況安排所執行工項，如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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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第二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流程圖 

 

3.1.2 核定階段工作項目 

(1)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配合新派工程蒐集相關生態調查文獻與資料，分析生態系特

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 

(2) 生態調查、棲地環境評估 

生態專業人員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

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 GPS)觀察、紀錄沿線附近

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以及鄰近的棲地環

境狀態，後續回饋至保育對策及工程方案進行修正。 

(3)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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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係以圖面指認工區周邊生態議題之位置、範圍，

以及空間關係，其繪製流程與範例如圖9、圖10所示。生態專業人

員應套疊工程設計圖，考量法定保護留區、學術文獻與地方生態

文史，並依據現地調查結果，繪製呈現出工程影響範圍內應受關

注之重要生態區位，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作為工程

規劃設計之參考。 

圖 9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圖 10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範例 

(4)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係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在治理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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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階段，若能有效落實，則可大幅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理單

位間的信任關係，避免事後的爭議衝突，為目前公共事務決策程

序趨勢。本治理工程受水利署要求，建議於核定階段辦理地方說

明會以強化公民與治理單位、工程規劃單位、生態檢核單位等工

程專業者間的資訊溝通。此外，生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

應即時公開相關資訊，廣邀居民代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

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團體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公開

說明治理目標、構想、必要性及施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

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擬考量重點。 

 

3.1.3 規劃設計階段工作項目 

(1) 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生態保育對策應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針對

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配合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提出

可保全重要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保育對策應以有效

降低干擾且避免負面生態影響為原則，依序檢視迴避、縮小、減

輕與補償之可行對策。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規劃應優先考量是

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

應謹慎縮小工程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到工程

干擾而有減損之餘的環境，則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

往生態功能零損失的目標邁進。 

(2) 辦理工程設計說明會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係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在治理計畫的

規劃執行過程，若能有效落實，則可大幅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

理單位間的信任關係，避免事後的爭議衝突，為目前公共事務決

策程序趨勢。生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應即時公開相關資

訊，在工程的設計階段辦理現勘、在施工前辦理說明會，廣邀居

民代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

團體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公開說明治理目標、構想、必要性

及施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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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考量重點。 

(3) 細部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工作於細部設計後，進行包含細部生態調查評析、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

作，係針對工程確定影響之範圍進行生態調查，評估各工項造成

之棲地破壞、縱橫向通透性消失等負面影響，並提出具體之生態

保育措施方案，與設計單位往復交流討論，協助設計審查工作，

達到生態保育措施可行性之確認，如圖11所示。 

 

圖 11 生態保育對策擬定與細部設計流程 

(4) 辦理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作業 

透過工程主辦單位、生態專業人員及民眾等多方討論，擬訂

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由生態專業人員拍攝現場生態保全對象、施

工範圍限制等照片，在施工說明會前產出自主檢查表，並透過施

工說明會現場確認討論自主檢查表各項項目之可行性，若有修改

需填寫意見紀錄表。待施工說明會確認後，交由施工廠商定期拍

照同角度之照片，供生態專業人員定期查核，持續追蹤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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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紀錄於生態檢核表中，以確實達到生態

檢核執行之要點準則。監造、施工廠商填寫之自主檢查表，也應

併入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內容，供關心之民眾與團體查詢。 

 

3.1.4 施工完工階段工作項目 

生態檢核機制將與工程施工期間配合，當工程進入施工階段，生

態團隊會協助監造和施工單位依照擬定之保育對策執行保育措施，並

監測棲地環境變化，於工程期間進行棲地評估與監測之工作。若有生

態異常狀況發生，及時協助工程區域生態異常處理，釐清異常狀況原

因與歸屬責任，並提出改善建議，追蹤生態回復狀況。 

當本計劃內有派工項目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工程個案需求，

進行下列工作項目。 

(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a) 生態監測 

於施工期間，依招標文件規定期程，在工程範圍沿線記

錄鳥類、蝶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採步行並使用望遠鏡

和相機(具備GPS)輔助觀察，提供含有地理座標(geo-tagged)

資訊的影像資料為佐證。 

(b) 資料彙整與發佈 

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委託單位(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

性資訊機構的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20，並將調查紀錄表以

DarwinCore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

(occurrence)或取樣調查(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

名與俗名的使用則參照台灣物種名錄。21 

 

 
20 IPT http://ipt.taibif.tw/  
21 台灣物種名錄 http:///taicol.tw  

http://ipt.taibif.tw/
http://ipt.taibif.tw/
http://taico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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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團隊預計使用無人載具，進行航拍製圖；派工工程將於施

工期間每三個月及完工後各進行一次拍攝，以追蹤、比對施工前、

中、後期工程範圍的環境變化。航拍製圖的正射影像將發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解析需小

於6公分；正射影像下載連結、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及材質

網模型等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08-109年度台中

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檢核資料集。22 本案航拍影

響產製相關資料，均以WGS84球面麥卡托投影座標（EPSG: 3857）

呈現。完整調查結果、航拍專案(原始影像及計算成果)及其它調

查資料(包含生物名錄、分布、照片、影片)，則以硬碟或隨身碟

複製備份交給委託單位。 

(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若本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據本案工作計畫中，規劃設

計階段擬定的自主檢查表進行，本團隊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

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 

(4)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與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

保育措施的施工異常通報，則盡速辦理現地勘查，討論妥善處置

措施。 

 

3.1.5 各工區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工程生態檢核之目的在於減輕工程對自然環境生態的影響，進而

維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與生態系功能，惟生態保育之效益不必然

都在工程竣工驗收時呈現，而在台灣對於各式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長

期成果與適用性亦缺乏相關研究，更突顯透過維護管理階段，針對工

 
22 2019 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

wrs-t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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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環境生態回復狀況與保育措施效益的重要性。 

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除了延續工程生態保育過程之環

境與工程棲地變化監測，以掌握保育措施的效益與適用性，同樣重要

的成果也包括了確認完工後現地是否仍有生態課題，以評估生態環境

改善或復原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提供工程主辦單位改善既有工程以及

回饋未來工程規劃參考。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利用工程施工前、施工中的棲地評估資

料，與維護管理階段之棲地評估結果進行比較，更能確認工程的

影響是否屬於短期擾動，如生態環境恢復情況不佳，則需進一步

擬定相關生態保育對策改善工程之影響。 

(2)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常見完工後棲地品質降低

情形如下： 

(a) 水域棲地多樣性降低 

河道封底與橫向構造物均影響溪流自然形塑棲地的能

力，造成伏流、無深槽與三面光等情形，減少水域棲地多樣

性，並造成自然溪流的生態資源難以回復。 

(b) 植被復原緩慢 

植被復原速度緩慢的常見原因包括重型機具碾壓、土石

堆置、施工便道未復原與缺乏土壤種籽庫…等，崩塌地工程

則因掛網植生網目過小或使用強勢草種…等，導致植生演替

受阻，多停留於短草地階段。 

(c) 濱溪帶利用形式改變 

工程的回填區經整地後，濱溪帶的利用形式可能改變，

除影響濱溪植被復育外，也增加溪流與水質劣化的風險。 

(d) 外來種入侵 

外來種易隨著治理工程所使用的植生草籽或自然落種

的方式，於地表裸露處入侵並進而擴散至周邊區域。 

(3)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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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區所確認之生態保全對象，如本案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

延伸段治理工程範圍內為大肚臺地廣泛分布的草生地與次生林

區，為許多特殊稀有植物與野生動物的潛在棲息環境。施工應積

極保全工區範圍內植被狀態、盡量減少擾動、且積極復育經施工

擾動之區塊。 

另外，本案也建議於工區北端竹林北溪河段進行底質多樣化

營造、與保留明、暗渠段內動物遷徙利用的坡道設施，其生態成

效仰賴長期執行評估，確認是否有動物利用之情形，並持續檢討

改善，其它常見保全對象如巨石、深潭則受河川動力學影響，如

施工不移動巨石，但改變相關水流條件，以較長的時間軸而言，

仍可能造成其喪失其生態系功能。前述情形於完工時較難以發覺，

仰賴維護管理階段確認。 

3.1.6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依工作內容要求，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如下： 

(1) 前言：包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2) 基本資料蒐集：依各工程隸屬水系河川情勢調查、過往計畫之報

告內容，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政府研究資訊系統、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地理資訊圖資與網路資訊，說明過去

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 

(3)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依個案工程說明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

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並以生態檢核表

表單方式呈現公開。 

(4)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施行之定期生態品質監測，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較長期效益，如有生態議題則提供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改善。 

(5) 結論與建議：依計畫執行情形，分別就各工程提出後續之管理工

作建議，並挑選具有後續效益評估潛力之生態保育措施，提供後

期相關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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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南1K+809~4K+700)生態

檢核成果 

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之生態檢核工作，於108年7月25日、108

年7月30日兩天，由工作團隊的謝傳鎧計畫專員、鄭暐硏究員、王豫煌

專案顧問等三人次，進行現地勘查作業。108年7月25日所執行勘查，

係由溪溝、道路橫向切過工區，並以相機、望遠鏡協助記錄沿路可見

之動植物資源。每條橫切路徑約執行30分鐘調查。另也沿工區臨沙田

路、光華路側人行道，記錄工區周邊動植物資源。7/30執行勘查項目，

則以竹林北溪與沙鹿區公所周邊綠地定點為主，以相機、望遠鏡協助

記錄徒步路線中可見之動植物資源。計1.5小時。 

現勘狀況如圖12與圖13之照片所示，生態勘查成果於3.2.1節說明，

航拍製圖成果於3.2.2節說明。本工程工區始自沙鹿區竹林北溪支線匯

入處，南下向西通過臺灣大道，於沙鹿區光華－中山路交會處附近轉

南，並沿沙田路東側平地與丘陵交接處南下，最後於北勢溪－沙田路

交會處附近匯入山腳排水。為求簡潔，現勘時依據將工區以臺灣大道

切分，區分為臺灣大道以西大肚臺地西側山坡（圖12）、臺灣大道以

東的竹林北溪（圖13）等二分區。 

臺灣大道西側工區預定地以淺山坡地為主。渠道預定經過大肚山

的西緣，以潛盾與明渠開挖方式進行。雖然工區預定地位於山坡地，

但依然有住宅、廟宇、工廠等建築物位於渠道治理線內。此外，因工

區緊鄰沙田路，與周邊聚落、市區也非常靠近。此地周邊的植被狀況，

係以相思樹、苦楝為主之次生林，與大黍、孟仁草、紅毛草等物種為

主的開闊草原（圖12-D、E、G、H）。另外，預定工區內有許多大肚

山山麓的典型小溪溝（圖12-F），為強降雨時逕流經中的路線，平時

是乾涸且礫石外露的環境。這些溪溝兩側若有喬木分布，遮蔭的林下

會有較喜好潮溼與能適應低光度的適生植物物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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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案現勘照片-臺灣大道以西淺山坡地 

 

另外，臺灣大道以西的工區預定地，尚包括部分北勢溪區域排水，

以及工區邊緣與北勢溪交接處附近之茭白筍田區（圖12-A）。北勢溪

於此處的護岸與渠底均已水泥化（圖12-B），且流水甚淺。由與沙田

路交接點上溯北勢溪，僅在第一隻固床工上游處，渠底雖也水泥化，

但水泥斑駁且有大小礫石堆積。然翻開礫石觀察其下的水棲生物，以

四節浮游科與蛭類等環節動物為主，顯示該渠段水質污染程度可能也

在中度以上。此外，北勢溪也少濱溪植被可供生物躲藏，此地所觀察

到的魚類僅吳郭魚一種，也觀察到夜鷺、白鶺鴒活動。另位於沙鹿區

公所與台灣大道間的竹林南溪，現勘為RC化的區域排水，然遠離工區

的下游渠段仍有自然底質（圖12-J）。竹林南溪周邊有零星開闊地，

上有草生植被與農作（圖12-I）。 

A, B 

D
 

C 
F 

H 

E 

I J 

G 

J 

I 



  2-31 

  

  

  

 

圖 13 本案現勘照片-臺灣大道以東竹林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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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臺灣大道東側的工區，除了都市、道路區域、少量農地（圖

13-K）外，渠道與竹林北溪預定接續。竹林北溪本身為臺中市管另一

區域排水，鄰近三民路渠段部份渠底未水泥化，且有少數濱溪高草叢

植被與比較豐富的底質（以礫石為主）與流速組合（圖13-L）。23 往

上游前進，渠道與三民路平行的區域段，則可以看到以礫石為主的渠

底，部分渠段水深較深，且渠底兩側鄰近護岸基腳的草叢健全（圖13-

M），提供魚類、水生生物較佳的躲藏環境。雖有部分渠段斷流（圖

13-N），但整體來說，竹林北溪在預定工區內的渠段，還有較多樣的

棲地類型，如小樹林、水域、高草叢等，提供多樣生態系服務（圖13-

O、P）。現勘中也記錄到麻雀、家燕、夜鷺、白鶺鴒、幾種蜻蛉目等

生物活動。然此處渠段緊鄰住家，其生活或其他廢水流入，可能導致

水質狀況不佳，此處魚類也僅觀察到雜交吳郭魚。 

整理現勘的環境描述，本工程預定地位於都市邊緣、且有高強度

人類活動的區域。但因為位於大肚山邊緣區域，仍可能有部分關注物

種利用，並有潛力提供關注物種所需要的棲地環境。相關勘查與建議，

分述於以下各節。 

 

3.2.1 生態勘查與資料彙整發布 

本團隊於108年7月25日、108年7月30日的工區現勘中，共記錄得

植物計50科101種。因植物物種數較多，名錄列於附件六。綜觀本案現

勘中所調查之植物物種，可發現以外來物種佔多(53種)；以大黍、孟

仁草、紅毛草等物種而言，更是工區周邊地景組成之重要部分。本次

調查中所記錄之植物物種（照片參見圖14），均沒有受文資法等法規

所保育的物種，於2017年出版之〈維管束植物紅皮書〉也均未編列保

育等級。24 此外，也沒有在兩次現勘中發現2.4節中所述需關注植物物

種。 

 

 
23 然工作團隊於 108.10.16 再次前往竹林北溪執行航拍時，發現靠近三民路的竹林北溪渠底濱

溪草叢，均已被清除，排水的礫石數量也降低。 
24 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南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灣植物分類學會。187 頁。 



  2-33 

表 3 現勘動物名錄 

動物

類群 

學名 俗名 備註 

昆蟲 Diplacodes trivialis (Rambur, 1842) 侏儒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subsp. neglectum (Rambur, 1842)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Orthetrum glaucum (Brauer, 1865) 金黃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Drury, 1770) 杜松蜻蜓  

Baetidae spp. 四節蜉蝣科 稚蟲 

Chrysocoris stollii (Wolff, 1801) 琉璃星盾椿象  

鳥類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Stejneger, 

1885) 

麻雀  

Prinia inornata (Swinhoe, 1863) 褐頭鷦鶯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Hartert, 

1910) 

白頭翁  

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 (Scopoli, 1786) 家燕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Gould, 1838) 白鶺鴒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Linnaeus, 1758) 

夜鷺  

魚類 Oreochromis niloticus (Linnaeus, 1758) 吳郭魚 

(尼羅口孵非鯽) 

 

Cyprinus carpio carpio (Linnaeus, 1758) 鯉(錦鯉)  

軟體

動物 

Achatina fulica (Bowdich, 1822) 非洲大蝸牛  

Pomacea canaliculata (Larmarck, 1819) 福壽螺  

 

現勘中記錄之動物名錄於表3所示，共有13科16種，陸域所見動

物類群，無論昆蟲、鳥類均無記錄到保育類動物，或特別需要關注之

物種。然工區範圍周邊之竹林北溪、北勢溪與小規模之排水溝渠，記

錄到侏儒蜻蜓、杜松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金黃蜻蜓等蜻蛉目物

種，以及白鶺鴒與夜鷺等水域周邊常見鳥類活動。水域棲地內，目視

可見之魚類、軟體動物均以外來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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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密樹 烏桕 

  
大黍 相思樹 

  
朴樹 榔榆 

  

楝 小花蔓澤蘭 

圖 14 本案植物記錄照片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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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金黃蜻蜓 

  

杜松蜻蜓 吳郭魚（尼羅口孵非鯽） 

  
白鶺鴒 褐頭鷦鶯 

  
白頭翁 夜鷺 

圖 15 本案動物記錄照片節錄 



  2-36 

整體而言，本工區周邊棲地顯見經常性擾動，如除草、整理林木

等活動。現階段勘查均未觀察到珍貴稀有動植物物種，此外，外來物

種佔所見植物社會、水域棲地物種組成的大半部分。但需留意，文獻

指出大肚山周邊有非常多的稀有植物物種分布，特別是小型莎草科植

物。25 但詳細的植物調查記錄闕如，此外，本派工案內在時間與經費

較侷限的情況下，難以正確鑑定並通盤調查這些物種分布的點位。 

工區周邊的棲地保持狀況－特別是臺灣大道西側淺山坡地－尚

稱良好，有機會提供適存的動植物利用。如前述的稀有植物，與環頸

雉、石虎、日夜行性猛禽等未於本次勘查中記錄到的野生動物等。均

可能利用這些淺山坡地上的植被環境棲息生存，或作為動物移動、覓

食的場域。此外，在鄰近北勢溪的水田區域，雖未調查到需關注的生

物，但仍為蜻蛉目的重要棲息環境，也可能有陸蟹、兩棲爬蟲動物利

用，如龜鱉類、半水棲蛇類等。相關生物調查，應於規劃設計階段的

生態檢核中執行，以確認工程中應迴避或進行補償之標的。 

此外，也應針對本工程內影響範圍最大的淺山坡地植被（特別是

光華路、春和巷交叉口，即WGS84座標24.22994，120.56198以南到南

端點的渠段工區範圍內，參考圖17）與竹林北溪、北勢溪等水陸域交

接帶等環境，進行更細緻的棲地分析，進而擬定詳細的生態保育措施。 

3.2.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圖 16 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正射影像 

 
25 林家榮。2013。臺中大肚山地區之稀有植物資源。自然保育季刊第 82期。頁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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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108年7月25日、108年10月16日進行兩次航拍記錄，分

別完成臺灣大道西、東側的航拍作業，作為工區於開始動工前的影像

記錄。兩日的航拍記錄均已完成正射影像演算，並套疊成果如圖16，

圖內黃色多邊形為工區範圍。 

因正射影像圖檔較大，於紙本的期初報告書內先以壓縮畫質方式

處理。正射影像業已發布於WebODM開放平台，並可由平台上直接下

載。以WGS84座標匯出之正射影像連結、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

及材質網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也已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

存所中，本計畫建立之生態檢核專案。26 完整調查及航拍專案(原始

影像及計算成果)及其它調查資料(包含生物名錄、分布、照片、影片)，

將另以硬碟或隨身碟複製備份後，交付委託單位。 

 

3.2.3 生態關注區域圖 

現勘後，本案遵照3.1.2.節說明之評估流程，製作生態關注區域圖

如圖17、圖18，並納入南勢溪流域呈現周邊生態議題如圖19。 

本案工區所處位置接近沙鹿區公所等區域行政中心，並鄰近臺灣

大道沿線等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區域。故於衛星影像與現地勘查中，均

可見工區周圍以都市聚落為主。緊鄰工區，則有較大範圍之植被如次

生林、大黍為主的草生地等。套疊關注野生動物之分布圖層，發現可

以發現工區周遭可能有關注的野生動物活動，包括石虎（第一級保育

類）、環頸雉（第二級保育類）等。工區範圍內南2K+570-南2LK+950

區段內，為姜博仁等（2015）以MAXENT模式預測石虎（第一級保育

類）可能利用之潛在棲地（參考圖6）。27 此外，工區範圍外之大肚

山東南側山麓（台中市大肚區之綠地範圍），曾有穿山甲（第二級保

育類）之拍攝記錄。28  

 
26 2019 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

wrs-tc-005 
27 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計畫期末報告。104-林發-07.1-保-30。 
28 資料來源為臺灣生態學會於 2018年架設之自動相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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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生態關注區域圖-臺灣大道以西（鎮南路以南） 

另外，文獻回顧亦顯示，工區周邊草生地、次生林地可能有多種

具滅絕威脅之植物如狗花椒（Zanthoxylum avicennae，2017臺灣維管

束植物紅皮書「易危」級）、臺灣野茉莉（Styrax matsumuraei Perkins，

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評定「易危」級）、天料木（Homalium 

cochinchinensis (Lour.) Druce，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評定「接近

受脅」級）等植物分布。29  

綜合考量以上關注動植物利用工區與周邊環境之可能性，本團隊

將鄰近工區，因地形或私有地圍牆限制造成較少人為擾動的大面積次

生林、草生地等棲地類型，指認為本案內高度敏感之棲地範圍（圖17、

圖18）。這些區域除可能有上述關注物種分布以外，也可提供多樣生

態系服務，如鞏固山坡地、減緩地表逕流沖刷等。相關建議為，於陸

域高度敏感區域需避開工程量體施作（若有TBM渠段經過，則應避開

高度敏感區設置潛盾工作井）、並保存既有植被狀況。 

 
29 林家榮。2013。臺中大肚山地區之稀有植物資源。自然保育季刊 82: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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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生態關注區域圖-臺灣大道以西（鎮南路以北）、臺灣大道以東 

此外，工區範圍內與周邊地區的農地、或是小規模綠地，則依據

可能擾動程度的高低區分為中度、低度敏感區（圖17、圖18）。中、

低度敏感區需注意工程規劃量體宜減低；若需利用工區範圍外的中低

度敏感區域作為工務所或工地範圍，則需降低擾動面積、減輕施工干

擾，並維持工區環境整潔。 

至於工區鄰近的水域環境，僅竹林南溪、竹林北溪、北勢溪等區

域排水系統。雖然本次現勘中，這些區域均無記錄到需關注的物種，

但基於竹林北溪提供較多樣的底質環境、北勢溪周邊有水、旱田等多

樣棲地空間，可提供野生動物移動、利用或棲息。故本團隊亦將北勢

溪水域與周邊較大規模之農地、草生地、次生林等指認為高度敏感之

棲地範圍（圖17）；竹林北溪與周邊農業地景指認為中度敏感棲地範

圍（圖18）。竹林北溪與北勢溪雖因為氣候與大肚臺地周邊都市開發，

導致渠道內不一定有常流水（圖13-J）。即便有常流水，也多為周邊

都市開發區的生活廢水，於先天條件上不利於水生生物多樣性豐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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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積極維持渠段內的渠底自然度，以不封底、維持既有底質並供植

物生長的方式規劃工程，讓渠底可補注地下水，並提供野生動物可利

用移動的空間等生態系服務。 

 

圖 19 周邊區域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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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雖離工區較遠，在工區南邊的南山節水溝第二期工區西側，

以及向上路北側，有大範圍的水陸域交接帶，包括南勢溪沿線與其周

邊的農耕、草生地（圖19）。除工作團隊於108年8月23日在南勢溪區

域，記錄到臺灣石賓與臺灣鬚鱲外，關注本區域生態環境的團體亦於

周邊地區發現南海溪蟹棲息。30 離工區較遠的國道三號沙鹿交流道

以西，也有大規模的農地、草生地、公墓等區域，可提供野生動物良

好棲息環境。 

準此，於本案工區南端，鄰近北勢溪有茭白筍與水稻田區（圖17），

除因為水田棲地提供水生昆蟲、鳥類棲地外，經文獻回顧與實際調查，

於南勢溪流域有南海溪蟹分布、於山腳排水第一期流域有草花蛇、花

浪蛇、斑龜等利用水域的爬蟲類分布，故納入本案生態高敏感區域，

應針對上述物種類群進行調查，並避免擾動。 

本案若進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可以以上生態關注區域圖為基礎，

協助規劃單位評估工程作為，以避免棲地破碎化、並積極創造工程可

提供的動物友善廊道等正面效益。 

 

3.2.4 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本派工案其中一項核定之工作項目，為辦理工程核定階段之地方

說明會，並於說明會中向地方居民說明本工程核定階段之工程規劃、

生態檢核成果，彙整相關意見。地方說明會於108年8月2日，在沙鹿區

公所五樓大禮堂舉行（如圖20）。說明會議程由臺中市水利局馬副局

長名謙主持，並由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說明現階段預計提案之工程

規劃，再由本工作團隊說明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辦理成果。本團隊簡報

內容，除說明生態檢核之文獻回顧、勘查成果外（相關內容請參考本

報告3.2.1與3.2.2節），也說明本案若妥善規劃，可能對臺中市南、北

大肚山區域之野生動物族群交流有所助益（相關內容請參考本報告第

四章）。 

於舉辦說明會前，工作團隊也提供主辦單位臺中地區關注生態與

 
30 郭志榮、張光宗、陳忠峰、陳慶鍾。2019。【我們的島】河川原來的樣子 發現南海溪蟹最北

棲地。https://e-info.org.tw/node/211981。查詢日期：2019.08.01 

https://e-info.org.tw/node/2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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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水利治理等議題的團體名單，以利主辦單位發文邀請相關團體

參與說明會並提供意見。建議關注團體名單的擬定方向，以臺中地區

關心海線環境與發展議題的NGO團體、在地組織與社區發展協會、以

及考古、生態環境、水資源等領域的學者為主。關注團體名單已於舉

行說明會前，以表單形式提供給主辦單位，並發文邀請重要的關注團

體出席。詳細名單隨附於本報告附錄七，建議主辦單位可於後續規劃

設計階段初期，積極與關注團體溝通相關規劃細節，貫徹民眾參與目

標。 

 

  

圖 20 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地方說明會照片 

於說明會當日，現場參與者，除主辦機關、規劃廠商與本生態檢

核團隊外，可概略區分為沙鹿區公所職員、臺中市海線地區地方民意

代表、沙鹿區各里長、以及鄰近工區各里里民為主。關注本案的公民

團體，僅臺中市惠來遺址保護協會出席，並於會中提供對於治理工程

的意見。也需要注意，本次說明會的關注團體參與程度較低，尚有強

化與相關團體溝通並盤點關注議題的努力空間。 

會議中提出的問題與建議，分列如表4，會議記錄公文與參與者

名單，請見本報告附錄八。由會議中的發言記錄，可以看出居民與相

關利益團體關注的議題，除明確表達對於沙鹿地區淹水的憂慮外，還

有施工與後續維護管理的問題。相關提問，現場由主辦單位進行初步

回應，並由主席裁示妥善處理相關建議，並指示將相關意見納入後續

評估檢討。主辦單位現場回應意見，條列如表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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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方說明會提問與建議整理 

發言者 意見內容 

台中市議會

陳廷秀議員 

我們沙鹿地區位於風頭水尾的所在，極端氣候下容易淹水。適

才與顧問公司初步瞭解，鄉親關心的公共球場與公園，預計用

潛盾方式處理，不會影響到地上活動。雖然相關工程會影響鄉

親交通權益，但需要瞭解本案可解決長年的淹水問題，希望大

家一起來支持。 

沙鹿區廖財

崇區長 

多年前，南山截水溝與周邊排水的原初規劃，是為了保護台中

港區以及減輕大肚山泥沙淤積在台中港內的問題。近年來，在

極端與市區排水日益困難的狀況下，南山截水溝的規劃，也可

以讓沙鹿、龍井地區達到排水順暢的目的。 

台中市議會

尤碧鈴議員 

民國 101 年風災帶來的淹水，讓沙鹿幾乎整個癱瘓。感謝水利

局與各級長官、民意代表們共同全力推動南山截水溝的工程。 

沙鹿里黃湘

賀里長 

1. 希望這條排水溝要做好，支持此案通過，在極端氣候與極

端降雨下。若有 60mm 的時雨量，沙鹿就有淹水的風險問題需

要解決。 

2. 很多年輕朋友會在籃球場運動，剛才看到工程圖，籃球場

那邊似乎還是要用明渠施工？希望工程設計可以盡量保存、避

開居民的運動休閒空間。 

居仁里黃月

兒里長 

1. 截水溝就是為了因應極端氣候的降雨與排水問題，相關淹

水的問題，希望中央積極重視。 

2. 請問主辦單位，改為潛盾工法施工，是否會讓排水量減

少？ 

洛泉里居民

劉宗松先生 

1. 依據規劃單位報告，本案工程配置，潛盾工程預計設置 3

管直徑 6 米之暗渠，但大雨時是否有辦法因應垃圾堵塞的問

題？ 

2. 依據過去於自來水公司的經驗，以及洛泉里去年的淹水狀

況來看，或可考量加大各管直徑、減少管數因應垃圾問題。 

竹林里里長

陳吉成先生 

1. 依據規劃單位報告，截水溝將以箱涵方式通過臺灣大道下

方，另外中山路這帶也是交通繁忙區域。工程開挖影響交通與

居民權益甚巨，是否可能用潛盾方式施工？ 

顏莉敏副議

長服務處林

文珍秘書 

1. 本工程最重要的是處理北勢溪以北的淹水問題，最好不要

分成兩期，因為是人口密集區域需要儘快處理，工程時間拉

長，對民眾都不好。 

2. 因為使用潛盾，原本沿線需拆除的工廠，是否可以評估不

要拆除，讓他們繼續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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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惠來

遺址保護協

會陳家彥理

事長 

1. 請主辦單位說明為何不維持過去規劃使用明溝開挖，怎麼

會突然變更為潛盾工法？ 

2. 沙鹿地區遇到強降雨，可能會有紅土砂石堆積在管線內，

請主辦單位說明本案是否有編列後續維管經費。 

 

表 5 主辦單位於說明會現場意見回覆 

意見概要 主辦單位現場回覆內容 

關於治理工

程辦理時間

點提問 

1. 這次說明會是提案的必要程序，預計於 108/8/15 之前提報

第三河川局審查、現勘，並請中央核准。 

渠道地下化

之水理與清

淤問題 

1. 使用潛盾是希望避免相關土方挖掘問題，而建物的處理方

法，日後會再跟各位鄉親說明。 

2. 依據計算結果，潛盾工法施工規劃不會有排水量減少的問

題，與明渠的排水量是一樣的 

3. 潛盾基本上與雨水下水道相似，需要清理，但本案沒有污

水處理，也沒有大量用電的問題。南山截水溝的洩水坡度

較陡，因此淤積問題較輕。此外，也會進行定期檢查，各

條明渠暗渠也都會定時清瘀，一定會編列經費維護管理。 

4. （原訂）明渠（改為暗渠）的問題，主要是難以應對大肚

山腳地區的開挖深度與坡度，並可能影響北邊工區的大樓

地基。但暗渠的維管處理確實有其難處，將會賡續檢討規

劃 

關於臺灣大

道下方工程

之辦理問題 

1. 臺灣大道下方為本案最困難工段，因地下管線複雜且車流

大。此外，台灣大道在本段工程中也是地勢最低的地方，

但其下水道不能比後段更低。雖預計以四孔箱涵施作，但

也將賡續評估施工方法。 

2. （臺灣大道下方工程）是否使用潛盾工法，還需考慮地勢

起伏與截水溝整體高程規劃。潛盾工法的深度較深，是否

適合臺灣大道下工段仍須評估。也有可能會用半半施工或

以改道的方式處理，盡力維持臺灣大道暢通 

 

 

3.2.5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綜合以上各節之文獻回顧、現勘記錄與說明會辦理成果，擬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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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保育原則如下： 

 (1) 減輕工程明渠渠段切割動物橫向移動之效應 

查現南山截水溝第三期治理工程規劃，除TBM潛盾工法以外，

尚有2K+570-2K+950、以及3K+870以後以明渠施工的渠段。這些

渠段需妥善規劃橫向的連結能力，並依據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檢

核成果確認保全對象，於防汛檢修通道中併入動物坡道規劃，避

免動物受困渠底。 

(2) 減輕與補償工程對水域底質多樣性的負面影響 

依據生態關注區域圖，既有的水域環境與周邊環境在規劃設

計階段，需進行野生動物調查，以確認保全對象、妥善規劃細部

工程設計，並規劃施工階段的生態保育措施。原則如下：既有無

封底渠段應維持不封底狀態，既有三面光的渠道結構可考慮於不

減損結構強度下做適度開放，進而營造多樣底質的水域環境。 

以簡報p.27為例，圖4.已經沒有水了，水生生物無法存活，請

依據現地狀況，以及工程可及的方式提出建議，解釋如何營造水

生生物適生的環境 

(3) 迴避淺山坡地等生態高度敏感區域 

依據生態關注區域圖，臺灣大道以西工區淺山坡地上（尤其

是光華路、春和巷交叉口，即WGS84座標24.22994，120.56198以

南到南端點的渠段工區範圍內，約1K+809-3K+300之間）的次生

林與大黍草原為關注的稀有動植物潛在棲地，若周遭都市環境改

善，可能連結破碎的棲地，提供動植物播遷擴散的機會。除此以

外，這些區域也提供多樣生態系服務，如鞏固山坡地、減緩地表

逕流沖刷等。據此，規劃設計階段應保留既有的次生林與大面積

草生地植被。此外，此區域需進行動植物調查計畫，探討區域內

受脅植物物種、以及日夜行性猛禽、石虎與環頸雉等野生動物之

利用狀況，並據以規劃細部設計與施工階段的生態保育對策。 

(4)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工區內生物棲地的擾動 

在施工時，工程施作需減輕對現地次生林、大黍草原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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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水域環境等高、中度敏感區域之施工干擾。相關措施包括開挖

土方棄置需妥善規劃處理，不可隨意棄置於工區內；工程廢棄物

與施工中產生的一般性垃圾需集中放置清運；於水域、山坡地施

作時，施工便道不得破壞周邊植被等。相關措施，需預先於細部

規劃設計圖內繪出，並經主辦單位核定。 

另外，初窺已知工程規劃，可得知本工程擬於開挖深度較大

的南1K+910-南2K+570、南2K+950-南3K-870渠段使用TBM潛盾

工法，係有效迴避地表擾動之工程設計。但需注意潛盾機之出發、

到達工作井點位需慎選，且應迴避被標註於高度敏感區域的棲地

環境。此外，雖潛盾工程對地表植被與地形地貌擾動較輕，仍須

充分檢視當地地質條件、施工造成的震動與噪音、施工便道（含

潛盾機出發、到達工作井）設置、土方堆置地點、土方搬運造成

的噪音、廢氣、交通不便等生態或社會議題進行妥善規劃。這些

議題，需以資料公開，公民參與等工作方法，在本案正式進入細

部規劃設計階段後，納入更多關注團體於本治理工程之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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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 

本工程位於台中市沙鹿區，工程相關資訊如表3.2-1。由於本工程

尚位於核定階段，故細部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等均尚未完成，亦不

可能執行後續生態監測工作。爰此，本章依據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執

行成果（3.2節），於4.1節內說明本生態檢核工作項目所產生的效益，

並於4.2節中，說明擬定3.2.5節內生態保育原則之效益，並提出於工程

規劃階段應注意之事項。 

4.1 生態檢核工作效益分析 

本工程位於台中市沙鹿區，工程相關資訊如表3.2-1。由於本工程

尚位於核定階段，故細部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等均尚未完成。核定

階段的生態檢核工項詳見3.2節內容所述。執行本案生態檢核，除符合

公共工程委員會規範以外，也達成了下列的效益： 

(1) 協助主辦單位理解工區與周邊環境之生態議題 

本案透過文獻回顧、資料庫搜尋、現地勘查、航拍製圖等工

作方法，產出相關生態保育原則、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等資料，彙

整於「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表」與本報告內。進而可提供主辦單位，

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區域與周邊，重要生態議題之盤點結果、

工程可達致之生態效益，與可運用於規劃設計中的生態保育原則。 

本案若進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協助規劃單位評估避免棲

地破碎化、與工程可提供的動物友善廊道等正面效益（參考4.2節

內容）。 

(2)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和資料公開等工作項目 

本案內核定，並協助主辦單位辦理一場次之核定階段地方說

明會（已於108年8月2日辦理完畢），此外，亦整理、提供主辦單

位，關注本治理工程區域環境之團隊聯繫方法與名冊，作為後續

辦理民眾參與和現場勘查等工作項目的關注團隊、專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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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於生態檢核之資訊公開原則，工作團隊已依據3.2.2

節的工作方法，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網站上建立本派工案內工程

生態檢核的資料集，資料集連結的QR Code如圖21所示。工作檢

核之工作成果，將於期初報告結束前上傳存放。該資料均可由主

辦單位與關心治理工程個案的民眾、專家利用，也不會因為人員

職務調整、單位硬體損壞問題而丟失。同時，本團隊亦於108年9

月24日，協助主辦單位辦理1場次生態檢核與資料公開業務的內

部人員教育訓練，向主辦單位同仁解說如何運用此平台儲存、分

析此平台內公開的生態檢核資料。 

 

圖 21 本工程生態檢核資料集連結 

4.2 核定階段擬定之生態保育原則效益評估 

本次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內，共彙整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共四

點生態保育原則，包括：一、減輕工程明渠渠段切割動物橫向移動之

效應；二、減輕與補償工程對水域底質多樣性的負面影響；三、迴避

淺山坡地等生態高度敏感區域；四、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工區內生物

棲地的擾動（細節請參考3.2.5節內容）。本節內，將性質較接近的第

一、二、三點合併討，並與第四點分別討論其效益與監測方式如下。 

(1) 妥善規劃工程，連結並優化生物棲地 

南山排水溝第三期工程位於臺中市沙鹿區，大肚山西側的山

坡地。因大肚山位於臺中市區西緣，面臨很強的都市開發壓力，

也因此，大量的都市與工業區開發，導致不透水面積大量增加，

並使地表逕流增加造成淹水問題。這些開發區與大量延伸的道路

（特別是臺灣大道、向上路等東西向穿越大肚山且非高架的路段）

建設，切割了大肚山原有的農地、次生林、草原等綠帶，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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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布的野生動物族群無法交流遷徙（圖22）。 

 

圖 22 治理工程周邊大尺度環境連結盤點 

 

近年內，除了石虎等物種因路死事件而受到大量關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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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法訂定為第二級保育類的穿山甲，也面臨相當大的

棲地破壞與破碎化威脅。值得關注的是，在工區範圍外之大肚山

東南側山麓（圖22，南大肚臺地綠帶範圍內），曾有穿山甲（第

二級保育類）之拍攝記錄。31 

據此，生態檢核團隊認為，考量大尺度生態廊道效益，工程

若妥善依本檢核第一、二、三點生態保育原則規劃細部設計，除

了保全大面積次生林、開闊大黍草地、水域環境等，環頸雉、石

虎、與多種具滅絕威脅植物的潛在利用空間外，亦可能有創造野

生動物播遷廊道的積極效益（圖22黃色箭頭處為連結關鍵）。 

若要達到上述的野生動物廊道效益，本工程需妥善設計動物

友善設施，於明、暗渠底、渠側均配置野生動物可行走攀附之空

間。此外，山腳排水前期工程（第二期）內容也可細部調整，使

渠道內同樣設有野生動物可行走攀附之空間，並優化底質多樣性。

如此，整體規劃的區域排水系統，可作為野生動物友善的藍帶廊

道，帶來連結受向上路、臺灣大道等道路切割的大肚山南、北麓

綠帶，強化野生動物遷徙利用之效益（圖22，黃色雙向箭頭）。 

綜合以上分析，相關監測計畫，應以針對日夜行性猛禽、關

注野生動物（如保育類動物、陸蟹、龜鱉類、半水棲蛇類等），

於後續各工程階段中，持續監測並回饋給工程主辦單位。調查頻

度與方法，可參考〈水土保持手冊－工程方法篇〉或〈動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以每季執行一次調查為基礎，並視現地環境狀

況調整。 

(2) 妥善規劃施工計畫，減輕對現地環境擾動 

查本生態檢核擬定之第四點生態保育原則，在施工時，工程

施作需減輕對現地次生林、大黍草原以及相關水域環境等高、中

度敏感區域之施工干擾。相關措施包括開挖土方棄置需妥善規劃

處理，不可隨意棄置於工區內；工程廢棄物與施工中產生的一般

性垃圾需集中放置清運；於水域、山坡地施作時，施工便道不得

破壞周邊植被等。相關措施，需預先於細部規劃設計圖內繪出，

 
31 資料來源為臺灣生態學會於 2018年架設之自動相機記錄，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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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主辦單位核定。此外，也應於開工前針對承包廠商，至少辦

理1場次的施工前生態檢核教育訓練，明確溝通生態友善措施，

並確保施工廠商落實相關建議。 

本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團隊，需依據規劃設計階段

的檢核成果，擬定工程自主檢查項目與異常狀況通報機制。於施

工完工階段中，除於開工前需協助施工廠商瞭解生態保育策略與

標的外，也需視工程期程，定期安排足夠努力量的現地勘查，以

掌握工程對環境的擾動狀況，並與有異常狀態發生時，即時協助

廠商與主辦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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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派工案執行成果概述 

於108年度內，本計劃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本案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本案專業顧

問，提供野生動物、動物友善工程規劃、航拍製圖等工作項目之

協力。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

境工程等專業人員組成，符合1.3節內所述之生態專業背景。人員

名單如附錄三所示。 

相關工區基本資料收集部分，工作團隊透過臺灣生物多樣性

網絡（TBN）、「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等資料庫，搜

尋生物調查記錄，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調查或採集記錄。然蒐集

相關文獻，仍可得知工區與周邊環境，仍為狗花椒、石虎、環頸

雉等關注動、植物種之潛在棲地。此外，現地勘查結果，記錄有

高等維管束植物50科101種、動物13科16種，並盤點工區範圍內

與周邊的生態敏感議題，研判以大黍、相思樹等物種為主的大肚

山麓植被，可提供野生動物與部分稀有植物物種棲息。此外，也

研判北勢溪周邊水田可能有關注陸蟹、水棲昆蟲、鳥類、兩棲爬

蟲類等物種利用。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

查、生態保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

考應用，並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本案的現地現勘已於108年7月25日、108年7月30日進行，工

作人員執行生態勘查、並於勘查時進行無人載具航拍製圖，提供

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評估、比較棲地變遷的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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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後，以航拍製圖結果、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

物、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

保育原則，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計參考。以上工作產出，均以公

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水利署「水

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核定階段附表P-01」等文件格式呈現，並

已於108年9月前，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 

本次生態檢核執行後，主要的生態友善建議為：(1)減輕工程

明渠渠段切割動物橫向移動之效應；(2)減輕與補償工程對水域底

質多樣性的負面影響；(3)迴避淺山坡地等生態高度敏感區域；(4)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工區內生物棲地的擾動。 

(3)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計一場次。 

為執行工程資訊公開，並納入民眾參與環節，本計劃已於108

年8月2日協助主辦單位，於臺中市沙鹿區公所，辦理「南山截水

溝第三期工程地方說明會」。 

5.2 建議事項 

(1) 當本工程進入後續階段時，應依循本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所擬定之

生態保育原則，辦理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

作業，並隨更新的調查結果，滾動修正對於治理工程生態影響的

評估與建議。 

(2) 本文2.4節與3.2.3節所提之關注生物調查，應於規劃設計階段的生

態檢核中執行，以明確確認工程中應迴避或進行補償之標的。此

外，也應針對本工程內影響範圍最大的淺山坡地植被（特別是圖

17內陸域高度生態敏感區內）與竹林北溪、北勢溪等水陸域交接

帶等環境，進行更細緻的棲地分析，進而擬定詳細的生態保育措

施。 

(3) 後續工程階段的生態檢核，應強化民眾參與的工作內容，特別是

與關注團體間就水患治理方法、生態資源盤點等議題上，應確保

充足的意見交流空間，以發揮治理工程的最大經濟、社會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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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4) 南山截水溝將連結周邊區域排水系統，發揮分攤逕流的功能。這

一項基礎建設的硬體網絡既已成形，更應透過妥善規劃與強化生

態友善設計，橋接工程與生態專業，達成串連大肚山周邊藍綠帶

的長程目標。 

(5) 本案工作內容雖未及於與關注NGO訪談或溝通，但生態檢核的執

行結果文件檔案，俱已透過中研院平台進行資料公開，可提供關

注團體取用。且因本案正辦理治理計畫變更，此時納入關注團體

溝通的民眾參與項目，會是最佳的時間點。建議可透過說明會與

現勘等方式，提供本生態檢核成果作為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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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第二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本次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略嫌不足，應

補充論述加強說明。 

遵照辦理。 

2 工作執行計畫書名稱，應敘明執行生態

檢核之標的名稱。 

遵照辦理。 

3 簡報第 21 頁描述竹林北溪環境現況。

然大肚山多卵礫石層，蓄水不易，溪溝

內常流水較少。上游遊園路兩側沒有水

源、地下水位又高，較難營造如現勘時

的竹林北溪水域環境。有可能是竹林北

溪區排匯集家戶廢水，才有常流水出

現。如何依據現地環境狀況，連結本治

理工程內各項工程內容與設計，進而論

述本工程內潛盾工法渠段對地表與生

態的擾動較小，並與關注團體進行溝

通？ 

謝謝委員意見。因第二次派工案

內生態檢核尚屬提報階段，相關

測設、細部設計均未完成，因此僅

能就當前掌握資料進行論述。依

據沙鹿地區的氣候型態，可以推

估於乾季時，未來本工程內無論

是明暗渠段，均不易有常流水。至

於竹林北溪等區域排水，雖匯集

家戶廢水後才有常流水，或可考

慮由物理性淨化處理等方法進行

水質改善，進而強化縱、橫向動物

廊道的成效。 

至於潛盾工法與關注團體溝通的

問題，主辦單位確有因地形與高

程等實務考量，規劃以潛盾工法

施工之依據。潛盾工程因較少擾

動地表植被與地形地貌，對於工

區環境影響較小，也有機會提供

大肚山南北麓動物遷徙之途徑。

但仍須充分檢視當地地質條件、

施工造成的震動與噪音、施工便

道（含潛盾機出發、到達工作井）

設置、土方堆置地點、土方搬運造

成的噪音、廢氣、交通不便等生態

或社會議題進行妥善規劃。盡可

能透過資料公開，公民參與等工

作方法，在本案正式進入細部規

劃設計以前，納入更多關注團體

於本治理工程之討論中。 

二、周委員志興 

1 本計畫包含臺中市轄區 108-109 年度

生態檢核，惟其第 1.1 節（頁 1）計畫

謝謝委員意見，會納入其他派工

案內容與目標之簡述，並修正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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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目標相關說明似誤導僅以沙鹿區山腳

排水為主，建議應調修相關內容說明。 

述方式。另也向委員報告，因本計

畫屬開口勞務契約，合約第五條

與第七條要求每次新派工案，需

提出工作執行計畫書，並由主辦

單位辦理審查。第一次派工之工

作執行計畫書審查，已奉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 108 年 6 月 10 日奉中

市水保工字第 1080045060 號函

核定通過。本第二次工程案，因屬

新派工工程，且案內僅有「沙鹿區

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 1K+809-

4K+900 治理工程」一項核定階段

工程，故於提交計畫書中依此闡

釋工作目標與作業範疇。 

2 建議各派工案工作執行計畫書封面標

題，加註案內工程案名稱。 

遵照辦理。 

3 本案為山腳排水的第三期工程提報階

段，山腳排水的一、二期工程已經動工，

有沒有進行生態檢核？若沒有，公共工

程委員會是否會要求補充生態檢核資

料？ 

謝謝委員意見。山腳排水第一、二

期的改善與新建工程，因相關核

定、規劃設計階段早於公共工程

委員會 106 年頒訂「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機制」（108 年修訂為「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因

此並沒有執行生態檢核。另因生

態檢核工作具時效性，相關資料

不需補充檢附。 

4 若本計畫經費許可，是否能用開口合約

處理山腳排水上下游整體水系的生態

檢核？ 

謝謝委員意見。本（臺中市生態檢

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專業

委託服務）計畫內，現有派工項目

均依核定內容執行。若本計劃執

行期程內，主辦單位有其他治理

工程需執行生態檢核，會依據環

境與工程性質，配合研擬工作項

目，送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生態

檢核。 

5 未來本計畫是否能夠納入山腳排水第

一期、第二期的生態檢核工作，或處理

生態環境的串連議題？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目前派工

項目均依核定內容執行。若本計

劃執行期程內，主辦單位有其他

治理工程需執行生態檢核，會依

據環境與工程性質，配合研擬工

作項目，送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

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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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錄二建議補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訂定之各工程階段「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供委員參考。 

遵照辦理。 

7 第一章「計畫目標」一節，建議以整個

開口合約之目標為主，做出一個架構

後，陸續補充資料就會是一份完整的報

告。 

遵照辦理。 

8 圖 3.1.1-1（頁 11）為較屬工程生命週

期之制式生態檢核流程圖，建議應依本

計畫目標、所列工作項目等內容，將各

工作項目、報告審查會、地方說明會等，

就之間的關聯性繪製流程圖 

遵照辦理。 

9 圖 3.1.2-2（頁 13）生態關注區域圖非

本計畫成果，建議應與前述（頁 12）內

容（圖層套疊、工程設計圖、保護區、

地方生態文史資料）相呼應，並具體繪

製相關圖示。 

謝謝委員意見。圖 3.1.2-2 之生態

關注區域圖為本團隊繪製生態關

注區域圖之範例。本案內工區套

疊其他圖層、工程設計草案等圖

資結果、以及生態關注區域圖，已

於提報核定的生態檢核文件中檢

附主辦機關。後將於期初報告詳

細中呈現。 

10 圖 3.2-1（頁 20）山腳排水區域圖應放

大比例並標示各工期位置。 

遵照辦理。 

11 本工程除部分渠段採潛盾工法較能迴

避地表擾動外，仍有明渠開挖情形，建

議應考量設置動植物等生態縱橫向生

態廊道（頁 23）。 

謝謝委員意見。於明、暗渠設置縱

橫向生態廊道之建議，已於本案

提報作業之生態檢核表中提出。

相關內容，將於期初報告中彙整

生態保育原則之章節內詳述。 

12 第四章針對本計畫生態效益如何評估，

應能提出初步構想及方法。 

遵照辦理。 

13 第 5.2 節（頁 28）預定工作進度過於簡

略，尚缺 109 年內容，另請配合第 1-3

節所列工作項目（含審查、說明會等），

詳細說明各項工作執行方式及期程。 

謝謝委員意見，將詳細描述工作

項目與進程。然本案內山腳排水

上游延伸段工程，由第三河川局

於 108 年 9 月 12 日實施勘評審查

時，建議主辦單位應先進行治理

計畫變更，再提報中央核定。因

此，本案於計畫期限（108-109 年

度）內，應無法進入工程之細部規

劃設計、施工等階段。爰此，工作

團隊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

定先於 108 年度內，完成提報階

段工作與期初報告審查，後依實

作工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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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錄一本團隊工作人員學經歷較偏重

於環境、生態方面專業，未來如何與本

計劃相關水利工程間搭配？ 

謝謝委員意見。本團隊工作人員

均有豐富環境工程溝通、規劃顧

問、辦理生態檢核與施工前教育

訓練等實務經驗。另於本案執行

過程中，與主辦機關、施工、監造

廠商與現場工程人員溝通，均能

有效傳遞生態友善措施之旨意與

關注目標，有效橋接生態保育與

水利工程專業者間的對話與知識

交流。 

三、陳委員淵河 

1 請確認第二次派工案內治理工程名稱，

應加註於封面標題中。 

遵照辦理。 

2 本案呈報中央後的核定進程為何？會

進入下一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嗎？若否，

報告書內要明確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第二次派工案

為配合主辦單位提報中央之時程

規劃，核定之計畫項目，均已於

108 年 9 月份前執行完成，並依

訂定期限繳交工作計畫書予主辦

單位審查。相關工作項目之執行

內容與結果，將於本案期初報告

中完整呈現。 

另外，本案內山腳排水上游延伸

段工程，由第三河川局於 108 年

9 月 12 日實施勘評審查時，建議

主辦單位應先進行治理計畫變

更，再提報中央核定。因此，本案

於計畫期限（108-109 年度）內，

應無法進入工程之細部規劃設

計、施工等階段。爰此，工作團隊

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先

於 108 年度內，完成提報階段工

作與期初報告審查，後依實作工

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 

3 報告書內各章節撰寫方式應訂定清楚，

以免爭議。 

謝謝委員意見。報告書各章節之

內容與規範，已於本計劃第一次

派工案工作執行計畫書修訂本中

明訂。亦可參見本工作執行計畫

書（第二次派工案）第 1.4 節第五

項內容。 

4 河川上下游整體的生態資料，應帶入生

態檢核的資料呈現。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為新建渠道

工程，將截流大肚山西側地表逕

流後，分攤、轉移至台中海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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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排水系統中。爰此，本案在

執行生態檢核資料收集與勘查的

過程中，亦盤點於本工程上游之

竹林北溪、下游之北勢溪、山腳排

水系統前期工程等區域排水系統

中，有需關注的生態議題。相關資

訊將補敘於本派工案期初報告

內，並將於本計畫成果報告內加

強論述。 

5 計畫執行進度是否符合計畫書內容？

請依實際執行狀況調整。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劃目前執行

進度均符合主辦單位提報前瞻計

畫期程。截至 108 年 9 月為止，

案內核定工項均已執行完畢，並

依核定時限繳交相關報告、檢核

表等文件。然因審查期程安排等

因素，工作計畫審查較晚完成。將

依據工作計畫審查結論與期初報

告繳交時間，調整計畫執行進度

之圖表呈現。 

6 TBM 對地表有擾動，請協助說明對生

態的衝擊為何？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說明將於期

初報告書內詳述。 

7 工程區域範圍須考量生態工法的部分，

請於報告書內容敘明。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建議將補敘

於期初報告書內。然本案目前為

提報核定階段，相關工程測設、細

部設計方案均未出爐，因此僅能

就現有工程規劃草案、說明會辦

理意見、相關文獻會顧、與現地勘

查結果提供建議。工程設計的生

態友善設施規劃，較宜於規劃設

計階段生態檢核中討論並明訂。 

8 本案若採 TBM 施工，是否需環評，請

協助釐清。 

謝謝委員意見。依據環境影響評

估法與「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

稱「認定標準」）第十四條第三款，

本案截水溝長度、所在地區，似未

滿足該條文內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標準。然潛盾工法之施設，係

屬於地下化工程方案，又因預定

工區多位於山坡地，可能涉及「認

定標準」之其他條文內容。本案若

確定採 TBM 施工，將需由環境影

響評估主管機關，針對本案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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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方案，就是否有其他環

境影響（如地質條件、土方砂石移

除量與堆置場所、以及其他環境、

社會議題）做是否需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之最終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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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南山截水溝第二期，是三河局辦理的工

程，相關的生態文獻資料，建議可以加

入報告內以強化論述。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前期計畫南

山截水溝第二期並未執行生態檢

核，亦無直接生態調查資料，僅能

就周邊區域如南勢溪、南勢坑溪、

大肚山等鄰近區域補充文獻資

料，並補敘於 2.4 節中。 

2 簡報內有提到石虎的棲地，請在期初報

告內再加強說明，並加入流域內其他地

區的關注物種分布。 

謝謝委員建議。石虎資料已補充

於 2.4 節內。另流域內其他地區關

注物種分布補充於 2.4、3.2.3 節

中。 

3 以簡報 p.27 為例，圖 4.已經沒有水了，

水生生物無法存活，請依據現地狀況，

以及工程可及的方式提出建議，解釋如

何營造水生生物適生的環境。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建議補增於

第 3.2.3、3.2.5 節內。 

 

4 簡報 p.31 與 p.36，請主辦人員與廠商

確認網址連結是否能運作。 

謝謝委員指教。已確認網址均有

效運作，連結至中研院中央寄存

所「2019 臺中市沙鹿區山腳排水

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核定階段生

態檢核」資料集。 

二、周委員志興 

1 本案內生態調查資料，是否符合公共工

程委員會自評表的內容？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內辦理生態

勘查項目與內容，均依據公共工

程委員會自評表辦理。 

2 報告書中內容資訊較分散，請提供一張

尺寸較大的圖，彙整各種生態議題、調

查點位、工程細節資訊。 

謝謝委員意見，已據此調整生態

關注區域圖。 

3 上次審査對於生態關注區域圖的意見，

因本派工案將於期初結案，回應方式需

再調整。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之生態關注

區域圖已於期初報告 3.2.3 節呈

現。因前次對工作計畫審査會議

的意見回應，已載於工作執行計

畫書修訂本呈水利局核備，不宜

更改。因此將保留前次工作計畫

書審查會議之回應。 

4 報告內容書寫語氣宜做調整，舉例來

說，本案已不是在標案階段，計畫團隊

的背景說明不需強調要有生態背景。應

採執行計畫團隊的立場來貫串整份報

告。 

謝謝委員建議，已依據建議調整

報告內容。 

5 關於第 5 頁甘特圖，建議以整體期程表

列，不要只有 108 年的生態調查內容，

謝謝委員意見，已補上 109 年辦

理事項。本工程後續推動，需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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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增列 109 年的辦理事項，如：成果

展現及當工程實際實施前後的民眾說

明會…等。 

辦單位完成治理計畫變更，故難

以於本生態檢核計畫執行期程內

完成。故此派工案內，僅辦理核定

階段工作事項。 

6 3D 點雲的座標系統應一併呈現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於 3.2.2

節。 

7 第 40 頁的圖 16 是呈現結果的重要圖

片，有點太簡單，建議加大尺寸，把重

要道路、排水路等圖資都加入。另外，

本圖內大肚臺地的範圍、聚落切割綠帶

的狀況也是重點，建議一併呈現於圖資

內，以利說明。另請確認該圖的編號是

否正確。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於 4.2 節。 

8 4.2 節部分核定階段的生態保育效益評

估，未提供量化原則的項目，請補充說

明，如：調查努力量的數據…等。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項目已補充

於 4.2 節內。 

9 生態調查通常是點位資料，團隊也有搜

尋現有生態資料庫等。惟簡報內部分圖

資、生態調查照片，並未放入期初報告

內，請補正。另請彙整山腳排水第一、

二期的生態文獻資料，並於報告書內呈

現。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於 2.4、

3.2.1 節。 

10 第五章第一節，應呈現計畫執行的具體

成果，其論述方法應調整。 

謝謝委員建議，已依建議調整。 

11 地方說明會的參與者意見，市府有回覆

嗎？若有，建議在報告書內補充敘明。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市府於說

明會現場回應之內容於第 3.2.4

節內。 

12 附錄五的生態檢核表「水庫集水區」似

不必要，建議調整。 

謝謝委員建議，已依建議調整。 

三、陳委員淵河 

1 請確認本案是否在期初結案？若是，請

整合山腳排水第一、二期可掌握之資

料，將本派工的期初報告，改為成果報

告的形式呈現。 

謝謝委員指教，目前和本案承辦

已確認本案於期初結案，相關內

容均已整理於本報告書內。 

2 報告摘要僅敘述原因與成果，相關檢核

成果與建議均未見，請補強。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相關內容

於摘要內。 

3 第 2 頁的文字有誤，請確認。 謝謝委員意見，已確認更正第 2

頁文字。 

4 圖 5 建議應調整，山腳排水的不同期工

程，應區分顏色標示，並加上圖例與分

界點。圖內文字不應遮蓋圖例。 

謝謝委員建議。山腳排水的不同

期工程已以不同顏色區分，也可

明顯辨別分界點，並加上圖例及

方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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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11 頁，請補充山腳排水第一二期工

程，能掌握的現有生態檢核成果敘述，

方便掌握排水系統整體情況。 

謝謝委員建議。鄰近區域與工程

相關生態文獻資料，已補敘於 2.4

節中。 

6 第 12 頁，引述資料庫搜尋結果「未在

工區內發現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但

在文後有提到，在南勢溪是確定有南海

溪蟹的，請補充說明不同期工程工區之

間的生態關聯性，並討論南海溪蟹是否

也可能在工區內出現。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內容補充於

第 2.4 節、第 3.2.3 節內。 

7 關於生態關注區域圖，其顏色跟圖例要

清楚一點，避免底圖顏色影響判讀。應

加上生態調查所得的關注點位資料，也

可考慮採多張圖以清楚呈現。 

謝謝委員指教，已補充於 3.2.3

節。 

8 生態關注區域圖跟未來工程設計間的

關係要再強化，應加上文字說明，於圖

面上呈現該如何於敏感區強化生態工

法的效益，讓未來工程設計可以優先考

慮到相關問題，如水域環境等。 

謝謝委員指教，已補充於 3.2.3

節。 

9 座談會參與者大部分是地方居民，其關

注點多為水安全，本案是否有跟關注

NGO 另外進行訪談或溝通？若有，請

補充相關內容。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工作內容並

未及於與關注 NGO 訪談或溝通，

但生態檢核的文件檔案，俱已透

過中研院平台進行資料公開，可

提供關注團體取用。且因本案刻

正辦理治理計畫變更，此時納入

關注團體溝通的民眾參與項目，

會是最佳的時間點。以上建議已

納入第 5.2 節中。 

四、江委員基閔 

1. 請再詳細說明生態關注區域圖的配色

與相關文字內容，且標示之圖例應於圖

內容相符。 

謝謝委員指教，已補充於 3.2.3

節。 

2. 本案工區內是否有石虎出現記錄？請

協助確認。 

謝謝委員建議。本工區目前尚無

石虎出現記錄，但部分工區為石

虎潛在棲地。套疊石虎棲地及出

現位置之圖資補充於 2.4 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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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工作人員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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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陳郁屏 12年 

英 國 Exeter

大學保育與

生物多樣性

碩士 

計畫主持與

工作督導 

現任：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經歷：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 助理研究員 

中華民國生態關懷者協會 執行秘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生態影響評估、演化行為學、溪流生態學與地景
分析 

協同 

主持人 
蘇維翎 15年 

國立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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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 

主持人 
林笈克 23年 

東海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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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生態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台灣生態研究中心暨
靜宜大學人文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東海大學生物
系 兼任助教、台灣生態學會 研究員 

專長：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專家 

顧問 
王豫煌 15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博

士 

工程評析與

計畫諮詢 

現任：台灣生態學會、石虎保育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節點經理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特聘研究員 
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
後研究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生物多樣性/生態資訊學、生態感測網、地景遺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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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專案經理 

林業試驗所-保護組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環境友善生態評估、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

放資料、植物生態學、環境教育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

長 
鄭偉群 11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及彙

整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專案經理 
經歷：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動物行為學、分子生態學、兩棲爬行動物學 

組

員 
羅子翔 4年 

國立中興大

學水土保持

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計畫專員 
經歷：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專長：水文水理分析、資料庫建置 

組

員 
陳易昇 2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研究所碩

士 

提供民眾參

與諮詢溝通

協助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科技部計畫 專任助

理 
專長：野外調查、基本植物辨認 

生
態
監
測
調
查
彙
整
組 

組

長 
劉威廷 22年 

東海大學環

境科學研究

所碩士 

彙整生態資

料與結果分

析評估、陸域

生態調查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動物部經理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蝙蝠學會 常務理事 
惜根台灣協會 理事 

經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生態實驗室專任助理、2001-
2005年亞太地區遷徙性水鳥保育策略國際工作會議、
台中公明社區、楊厝社區、新庄社區、苗栗鯉魚社區
社區林業講師、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水鳥遷徙繫放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道路生態學 

組

員 
王勇為 11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植物生態調

查、保育生態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植物部研究員 
經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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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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碩士 課題分析 專長：陸域植物調查、植群演替分析、環境影響評估 

組

員 
鄭志晧 4年 

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科學

系(海洋生物

組)碩士 

水域動物生

態文獻的蒐

集及生態資

料彙整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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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導

與

民

眾

參

與 

組 

組

長 
謝傳鎧 4年 

國立臺灣大

學生態學與

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碩士 

彙整民眾參

與業務之推

動情形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硏究助理、國立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硏究助理、狸和禾小榖倉工作室計
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調查、質性硏究方法 

組

員 
徐菀佐 13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分析民眾參

與及宣導相

關事項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中心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兩棲爬蟲研究室研究助理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森林動態樣區調查、兩棲爬蟲 

組

員 
鄒明軒 5年 

國立清華大

學電機工程

學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外展專員 
經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環境組專員 
專長：審議民主、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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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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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附表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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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預定工區現勘維管束植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07.25、2019.07.30。 

❖ 本名錄中共有 50科、101 種。「備註」欄位區分為原生種、栽培種、歸化

種。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配

合望遠鏡、照相機記錄之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以下

植物出現，亦無法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蕨類植物  

科名   學名 俗名 備註 

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w. 芒萁 原生 

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原生 

Schizaeaceae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原生 

     

裸子植物  

科名   學名 俗名 備註 

Araucariaceae 南洋杉科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 小葉南洋杉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科名   學名 俗名 備註 

Amaranthaceae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 歸化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歸化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栽培 

Apiace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歸化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 Lem. 絡石 原生 

Araliaceae 五加科 Schefflera odorata (Blanco) Merr. & Rolfe 鵝掌藤 原生 

Asclepiadaceae 蘿藦科 Gymnema sylvestre (Retz.) R. Br. ex Schult. 武靴藤 原生 

  
Marsdenia tinctoria R. Br. 絨毛芙蓉蘭 原生 

Asteraceae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霍香薊 歸化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歸化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f.) Mattf. 紫背草 原生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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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 王爺葵 歸化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歸化 

Basellaceae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 Steenis 洋落葵 歸化 

Bombacaceae 木棉科 Chorisia speciosa A. St.-Hil. 美人樹 栽培 

Boraginaceae 紫草科 Ehretia dicksonii Hance 破布烏 原生 

Capparidaceae 山柑科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歸化 

Caricaceae 番木瓜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栽培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uscuta campestris Yunck. 平原菟絲子 歸化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葉牽牛 歸化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歸化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原生 

  
Breynia officinalis Hemsl. 紅仔珠 原生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原生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歸化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L.) Millsp. 假紫斑大戟 歸化 

  
Macaranga tanarius (L.) M 血桐 原生 

  
Mallotus repandus (Rottler) M 扛香藤 原生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歸化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歸化 

  
Sapium sebiferum (L.) Dum. Cours. 烏桕 歸化 

Fabaceae 豆科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原生 

  
Albizia lebbeck (L.) Benth. 大葉合歡 歸化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原生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歸化 

  
Indigofera spicata Forssk. 穗花木藍 原生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原生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歸化 

  
Neonotonia wightii (Graham ex Wight & Arn.)J.A.Lackey 爪哇大豆 歸化 

  
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度田菁 歸化 

Hamamelidaceae 金縷梅科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原生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burmannii (Nees & T. Nees) Blume 陰香 歸化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 原生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原生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原生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歸化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原生 

Meliaceae 楝科 Aglaia odorata Lour. 樹蘭 栽培 

  
Melia azedarach L. 楝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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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Miers 千金藤 原生 

Molluginaceae 粟米草科 Mollugo stricta L. 粟米草 原生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 構樹 原生 

  Ficus elastica Roxb. ex Hornem. 印度橡膠樹 栽培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原生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原生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原生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Myrtaceae 桃金孃科 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 檸檬桉 栽培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栽培 

Nyctaginaceae 紫茉莉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栽培 

Nymphaeaceae 睡蓮科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 睡蓮 栽培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原生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歸化 

Phytolaccaceae 商陸科 Rivina humilis L. 數珠珊瑚 歸化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L. 扛板歸 原生 

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原生 

  
Portulaca pilosa L. 毛馬齒莧 歸化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歸化 

Rosaceae 薔薇科 Rubus parvifolius L. 紅梅消 原生 

Rubiaceae 茜草科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原生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Rutaceae 芸香科 Melicope pteleifolia (Champ. ex Benth.) T.G. Hartley 三腳鱉 原生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原生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歸化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栽培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歸化 

Sterculiaceae 梧桐科 Sterculia nobilis Sm. 蘋婆 栽培 

Thymelaeaceae 瑞香科 Wikstroemia indica (L.) C.A. Mey. 南嶺蕘花 原生 

Ulmaceae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原生 

  
Ulmus parvifolia Jacq. 榔榆 原生 

Urticaceae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歸化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原生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歸化 

  
Vitex negundo L. 黃荊 原生 

     

單子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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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俗名 備註 

Agavaceae 龍舌蘭科 Cordyline terminalis (L.) Kunth 朱蕉 栽培 

Amaryllidaceae 石蒜科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蘭 原生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歸化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歸化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歸化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Willd. 龍爪茅 原生 

  
Oryza sativa L. 稻 栽培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E. Hubb. 紅毛草 歸化 

  
Zizania latifolia (Griseb.) Turcz. ex Stapf 茭白筍 栽培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月桃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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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本工程潛在關注團體一覽表 

流水號 性質 單位名稱 關注議題 

1 NGO 大肚山學社 生態、發展、人文歷

史、水環境 

2 NGO 台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生態、發展、人文歷

史、教育 

3 NGO 台中市自然關懷協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4 NGO 台灣生態學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

史、水環境 

5 NGO 台灣護樹團體聯盟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6 NGO 社團法人台中市鄉土文化

學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7 NGO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

題、水環境、野生動物 

8 NGO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

題、環境教育 

9 NGO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

護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生態、發展、環境議

題、環境教育 

10 NGO 惠來遺址保護協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11 NGO 台灣愛樹保育協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12 NGO 新文化協會/沙鹿文化協會 發展、人文歷史 

13 NGO 台中市沙鹿區公明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14 NGO 台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15 NGO 臺中市沙鹿區西勢寮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發展 

16 NGO 臺中市豐像文化協會 發展、人文歷史 

17 NGO 臺中市沙鹿區洛泉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18 NGO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19 NGO 臺中市沙轆社文化促進會 發展、人文歷史 

20 NGO 臺中市沙鹿區清泉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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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GO 臺中市沙鹿區埔子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2 NGO 臺中市沙鹿區斗抵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3 NGO 臺中市沙鹿區美仁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4 NGO 台中市沙鹿區福興社區 社區發展 

25 NGO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6 NGO 臺中市沙鹿區居仁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7 NGO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8 NGO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29 NGO 臺中市沙鹿區興仁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發展 

30 NGO 台中市海線社區大學 生態、發展、人文歷

史、教育 

31 NGO 台灣自然研究學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

題、水環境、野生動物 

32 NGO 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

題、野生動物 

33 NGO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 

生態、發展、環境議

題、水環境 

34 學術單位 

（公部門）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生態 

35 學術單位 

（公部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人文歷史（考古） 

36 未立案工作室 梧棲風 發展、青年、人文歷史 

37 未立案工作室 海口腔 發展、青年、人文歷史 

 

  

https://www.facebook.com/wuchihome/
https://www.facebook.com/%E6%B5%B7%E5%8F%A3%E8%85%94-Hi-Culture-497580153943477/


  2-96 

附錄八、地方說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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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派工案－旱溝排水水環境

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

區綠10-2滯洪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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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派工案內執行臺中市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

案內共執行生態文獻蒐集與分析、現場生態勘查、生態議題評析與生態關

注區域圖彙整、辦理關注團體現勘乙次、以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等工作項

目。 

上述工作項目，於108年8月至9月間辦理完成，並且提交生態檢核表，

彙整工作成果予主辦單位進行案件提報工作。現場生態勘查等辦理成果，

已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中「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

109年度）專業委託服務」所開設的專案內，以利保存與公開。此外，亦擬

定六項生態保育原則，包括：一、迴避於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至鐵路橋間

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二、縮小滯洪池工程範圍，維持旱溝排水濱溪植被

帶的完整性，且不減損預計滯洪能力；三、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綠10-2內

次生林與濱溪竹叢的擾動；四、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野生動物族群的

干擾；五、補償綠10-2滯洪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以及六、補償工

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並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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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目標 

近年來隨著民眾生態意識抬頭，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4月25日

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在案，並於108年5月10日修訂為「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相關規範隨附於本計畫書附錄二。「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工程計畫中必須執

行生態檢核。此外，亦要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在水與發展、

水與安全、水與環境等計畫方面，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作，並強化

各機關落實。因此在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的同時，必須納

入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

參與，強化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爰此，生態檢核作為主辦工程單位可操

作之手段，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育

治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於各公共治理工程

內，本計畫以108-109年度為辦理期間，辦理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派各派工

項目之生態檢核作業。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於：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

析與協助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考量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的

策略原則擬定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建立民眾協商溝通機

制。 

本計畫截至108年10月止，共核定三次派工案。1 本次提交之第三次派

工案工作執行計畫書，其辦理依據，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8年8月27日中

市水雨字第1080069873函。案內核定執行「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

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乙件治理工程，於工程核定階

 
1 計畫內第一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年 5月 10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號

函辦理，執行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5K+300、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豐原區旱

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00等四件治理工程的施工中、維

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年 7月 23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57272號函辦理，執行沙鹿區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乙件治理工程的核定階段生態

檢核。第三次派工即為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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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態檢核之生態監測、地方說明會（民眾參與）工作辦理與資料彙整發

佈等作業。後續若有新規劃之工程，將以其他派工案方式，確實依據工程

生命階段與現地狀況擬定工作項目，並奉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生態檢核。 

1.2 計畫範圍與派工案工程點位 

本計畫於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內，就各派工案核定工程辦理生態檢

核。第三次派工案內「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滯洪池治理工程」，工程座標（TWD97）為222845.17、2689906.86。

工程位置分布地圖詳見圖1。圖1之底圖，係採用國立中央大學SPOT衛星影

像WMS服務。 

 

圖 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三次派工案工作計畫工程位置分布圖 

1.3 工作項目及內容 

(1) 各工區工程核定階段 



  3-3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確

認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步

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附錄三），應參採「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機制」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等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

態檢核工作項目，生態專業人員資格及其應辦事項如下： 

(a) 生態專業人員應具備下列條件 

(i)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水土保持、生命科學、

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科技、生物科學、生物資源、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生態、生態暨演化生物、生態與

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管理、自然

資源應用、昆蟲、動物、野生動物保育、森林、森林暨

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

環境科學、環境資源、環境資源管理、環境管理各系、

組、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ii) 若未符合前項，需修習生態學、保育生物學、生態工程

或環境科學等相關課程20個學分以上並具生態相關工

作經驗2年以上。 

(b)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應辦理事項：進行現場勘查、資料蒐集、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

生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

法及保育對策。統整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調查資料、生態議

題、衝擊評估、保育對策。 

(c) 工作團隊分工 

(i) 基本資料蒐集：全工作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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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現地勘查（包括：生態勘查、生態棲地環境評估、生態

保全對象與議題盤點）：鄭暐（計畫經理）、謝傳鎧（生

態宣導與民眾參與組長）、王豫煌（專業顧問）。 

(iii) 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謝傳鎧。 

(iv) 辦理核定核定階段關注團體現勘：林笈克（計畫協同主

持人）、謝傳鎧。 

(v)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全工作團隊成員。 

(vi) 資料彙整與報告撰寫：鄭暐、謝傳鎧。 

(3) 若有延聘專家參與審查廠商提送之所有草圖、圖說、報告、建議

及其它事項，其所需一切費用(出席費、審查費、差旅費、會場費

用等)由廠商負擔。 

(4) 辦理說明會各場次需提供當日餐點。 

(5)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內容 

(i)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ii)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

之成果等)。 

(iii)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

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

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iv)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v) 結論與建議 

(b) 編制：報告書10份(彩色印刷)，應含相關歷程紀錄、照片等

相關資料電子檔轉錄光碟，逕粘附於報告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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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應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要求，相關資訊俱已彙整於「臺中市生

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工作內，於中央研

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開設的專案內。2 

 

  

 
2 專案資料集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6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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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收集 

2.1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之基

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濟轉型、

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月30日立法院

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納入生態檢核。其

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三大建

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

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

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

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育

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等作業。 

(b) 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核

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獻

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

生態環境。 

(b) 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與、

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程

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動辦理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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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並採

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時

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止

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境，

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之

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程

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程

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2.2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推廣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態團

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態專業人

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以及生態敏感

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保全對象保護目的

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實生

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害。發展

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方法3，然而工

程單位常為無法評估或理解生態基礎所苦，或因未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

議，為避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

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2)，在既有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

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

工程所面臨的生態議題與民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生態工程應用在道路工程之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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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達到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

求。 

 

圖 2 生態檢核概念圖 

 

 

圖 3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3，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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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生態保育專家之協

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發展出生態檢核表，

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

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查評

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檢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

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

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

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本計畫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將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以及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會修訂之「水利工程

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辦理。在生態調查評估之技術操作與執行

面，於指定工程案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包含：聯繫設計與施工單位

建立跨團隊溝通與協調機制，在規劃、設計階段將執行現場勘查、資訊蒐

集、生態衝擊評估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指認工程範圍內生態議題，提

出可操作之衝擊減輕與生態保育對策，並協助施工與維管階段之對策落實、

環境監測與成效評估，以期落實工程各階段生態保育工作之目標。 

2.3 派工案內治理工程規劃與環境影響評估執行狀況說明 

本計畫第三次派工案案內，進行「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下稱綠10-2滯洪池工程）乙件工程

的生態檢核工作，工程資訊整理於表1。此案為新建工程，為旱溝排水系統

整體環境改善計畫的一部分。旱溝排水系統位於台中市后里區，是后里地

區主要的排水系統（相對位置參考圖4）。因下后里（即后里市區地帶），

受旱溝排水通洪斷面不足，且周邊房舍建築緊鄰排水溝，於8K+200-8K+700

渠段間容易淹水。然上述地區，亦因房舍緊鄰排水溝，不易拓寬渠道或進

行截彎取直工作。 

旱溝排水系統的改善規劃，即為了處理上述的下后里地區淹水問題，

而主要的淹水區域如三豐路186巷地區，即為本案（后里綠10-2滯洪池治理

工程）處理之首要對象。相關區域排水整治規劃、工程規劃文件甚眾，計

有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縣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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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民國99年）、以及臺中市水利局「中科

后里園區滯洪池分析評估報告 」（民國102年）、「后里區三豐路186巷因

旱溝排水急彎造成內水不易排出改善規劃」（民國103年）、「三豐路186

巷淹水點分析評估」（民國107年）等。然相關報告也明確說明，本案僅為

旱溝排水治理整體改善規劃的一環，因易淹水的區域並非位於本區，僅為

階段性舒緩旱溝排水洪峰之作為。 

 

表 1 后里區中科后里園區綠 10-2 滯洪池治理工程資料 

項目 內容 

工程進度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設計單位 尚未發包 

預定辦理規劃

設計時間 

108 年 10 月-109 年 5 月 

預定開工時間 109 年 5 月 

預定完工時間 110 年 10 月 

 

 

圖 4 旱溝排水與周邊區域排水、溪流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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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本案用地位於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

內，土地利用型態與民國95年核定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有別，需進行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此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已於108年3月28日奉行政

院環境保護屬核定通過。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亦已承諾將綠10-2土地提供

予臺中市政府開發滯洪池。除此之外，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亦

載，本筆土地利用於滯洪池開發，需要滿足保留基地內綠地覆蓋率超過80% 

之承諾，應於不影響滯洪池功能前提下，於池畔增加喬木共135株，於用地

範圍內非滯洪池施作地區增加喬木共116株，總計251株（說明書p.4-6）。 

 

 

圖 5 第二次環差報告評估的滯洪池淹水範圍 

 

然需注意，雖上述規劃報告繁多，並已於106、107年辦理現地勘查，

相關報告內對於現地環境與植生狀況的描述，均與現狀有極大差異。於第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p4.4-6，以及委員意見回覆內容中，提及基地範

圍內現況為「草皮、竹林及部分行道樹」（說明書p.4-5）與「沿旱溝東側

則有樟木15株及黃花風鈴木20株，其餘均為草地，至於沿旱溝西側約4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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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則為叢生之竹林與雜草…」（說明書內載「第350會議意見暨意見答覆對

照表」）等描述，並不符合本次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團隊勘查、以及關注團

地現勘所見的狀況。本報告的3.2節內容，將詳細描述環境現況，並評估第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所載承諾事項與生態檢核、關注團體意見是否

有所衝突。 

依據臺中市政府〈三豐路186巷淹水分析評估〉（107年）內文所述，

因三豐路淹水地區之房舍緊鄰旱溝排水渠段，進行排水路拓寬、改道等改

善工程之難度較高。因此，規劃以新建緩坡乾式滯洪池（佔地1.18公頃，滯

洪量14,600立方公尺），暫時蓄積旱溝內洪水。此外，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

評估說明書內載有滯洪池作用時的淹水範圍示意圖（說明書p.4-10），生態

檢核團隊套疊該圖於基地正射影像上，如圖5所示。屆時淹水範圍，將覆蓋

大部分於本次生態檢核勘查的陸域植被與部分濱溪植被。然因本案提報水

與環境補助的構想示意圖，與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所載差異極

大，故本圖僅供參考。實際淹水頻度、範圍，目前尚未有詳細水理分析或

規劃可參考，尚需由後續生態檢核團隊與規劃設計廠商討論並納入評析。 

 

 

 

圖 6 滯洪池規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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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滯洪池規劃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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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經查最新工區規劃示意圖（圖6）4，本案工程範圍位於旱溝排水右

岸，規劃於旱溝排水10K+203處設置側入流工，於洪水發生時分洪旱溝水

量，再透過出流工控水閘門於雨後或滯洪池滿時排回旱溝9K+950處。配合

后里地區之其他排水整治規劃，預計減少旱溝排水之洪峰約10.7cms，並提

升旱溝排水於下后里市區的防洪能力至5-25年間。5 此外，查規劃剖面圖

（圖7）內，雖未明確標示，但顯示旱溝於本次治理工程基地渠段間（即

9K+950-10K+203間），似將規劃有新設的護岸與渠底治理。6 

另查本治理工程108年10月「整體工作計畫書」。「八、預期成果及效

益」第3點敘明，「園區藉由種植不同季節的開花植物，增加地方環境的色

彩度，另選取適合位置設置休憩平台或活動空間，打造一條能夠讓市民、

社區親近的水藍水綠交織之生態廊道。」據此可以瞭解本案所設置的目的，

除符合防洪規劃外，也有強化人與環境互動與親水等目的，唯相關手段、

以及進行規劃的植栽，尚需依據現地環境狀況調整，這部分將在第3.2.4節

內討論。 

因本工程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提報為前瞻性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

下的水與環境項目，於規定，需於提報核定階段即納入生態檢核工作。本

工作計畫書所涵蓋之工作內容項目，即為工程計畫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項

目。考量現勘結果，並參考文獻資料收集狀況，工作團隊除採用公共工程

委員會頒訂的「生態檢核自評表」主表外，也利用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

水區工程生態檢核核定階段附表」，本案雖不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然

工區並非典型都市區域排水之RC結構，並包括大量陸域棲地。上述表單可

兼容非都市區域排水，並包含水域生態議題盤點的選項，此外，更可依據

現地環境充分擴充內容，故擇定上述表單呈現檢核結果。 

 

 
4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溪畔

景觀池工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8。三豐路 186 巷淹水分析評估。；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201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定稿本）。 
6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溪畔

景觀池工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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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區範圍與周邊地域生態文獻回顧 

2.4.1 以衛星影像判讀工區範圍內地景變遷 

於現勘前，工作團隊利用Google Earth蒐集之歷史衛星影像，探討民國

100年至108年間，綠10-2滯洪池工程預定基地內與周邊環境的變遷（影像

彙整於圖8）。因部分年間的衛星影像品質不佳，僅於本節內呈現民國100、

102、104、106、108等五個年份之影像。 

就工程預定地周邊此一尺度的地景變遷來看，除本案內綠10-2土地、

以及緊鄰工區東側的小範圍綠地之外，工區工區南邊、旱溝排水右岸的乙

種工業用地自民國102年後，土地開發進展快速。值得注意的變遷事件有二。

其一是在民國100到102年間，旱溝排水9K+950下游的左岸植被因土地開發

而消失。其二是在民國106年到108年間，旱溝排水9K+900-950間，左岸乙

種工業用地開始開發，至本派工案進行現勘當下（108年8月），仍在施工

中。整體來說，由衛星影像觀之，工區周邊地景，由次生林、農田等綠地，

逐漸轉變為工廠與都市聚落等景觀。提供野生動物棲息與其他生態系服務

的綠地破碎化狀況顯著。 

至於工區範圍因受中科后里園區內土地利用編定為綠地用地，衛星影

像顯示本區域於民國100年後即無大規模擾動，樹木持續生長並已逐步演

替為相對豐富之植被現況。旱溝9K+900到10K+200間的左岸，由衛星影像

觀之，目前也維持著較佳的次生林與高草地的狀態。據此，工作團隊認為

本案生態議題，需特別關注目前中科后里園區周邊的綠地不連續問題。 

 

  

100.04.20 10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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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10 106.06.06 

 

說明： 

1. 紅色多邊形為本案內綠 10-2 土

地使用範圍。 

2. 底圖為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 

 

108.04.20  

圖 8 民國 100-108 年衛星影像摘錄 

2.4.2 資料庫搜尋結果與生態文獻回顧 

(1) 資料庫與土地利用圖資搜尋結果彙整 

進行現勘以前，生態專業人員透過公部門資料庫，如農委會

特有生物保育硏究中心建置之「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

與農委會林務局建置之「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進行生物調查

記錄搜尋，相關檢索成果如表2所示。 

 

表 2 生態與土地利用資料庫檢索成果 

資料庫 檢索內容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 工區範圍內無特別土地利用限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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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圖 

本工區範圍全數位於臺中科學園區「園區專用區」

內，土地編號為綠 10-2 用地。工區周邊有都市計畫

區之農業區、乙種工業區。 

 

參考資料庫搜尋結果，於本工區範圍內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

調查或採集記錄。7 但需注意，上述資料庫所蒐集之資料有其侷

限，也牽涉到不同區域於過去被投注的調查努力量差異。有些區

域，例如本案綠10-2滯洪池預定地，其過往的調查記錄較少，因

此於資料庫內的紀錄闕如。這並不代表本工區預定地點不存在關

注物種，而尚需經由生態檢核團隊現勘與分析，以充分盤點現地

的生態議題。 

此外，套疊土地分區圖層，工區並非位於山坡地或其他具法

規限制之用地範圍內。 

 (2) 石虎於工區周邊之文獻記錄 

雖然於資料庫檢索中，未發現關注物種的調查記錄。然后里

南北各有大甲溪與大安溪河道，東側則與苗栗、台中山線的淺山

地區相鄰，此區域皆為石虎活動、利用的棲地。套疊姜博仁等

(2015)與林良恭等(2016)所發展的「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

析」圖層8，可發現於上述區域內，包括本次檢核的綠10-2全部工

區範圍，皆由該硏究指出為石虎的重要/關鍵棲地（圖9，紅色範

圍內）。硏究團隊首先由確知有石虎出現的地理位置，取出該位

置的環境特徵後，於全台灣尺度預測出「石虎適合棲地」。接著，

該「石虎適合棲地」再與前述過去調查層到石虎的點位位置，往

外擴張3.5公里後的「石虎已知分布區域」交集後的地理範圍，即

為該硏究內所定義之「石虎重要/關鍵棲地」。9 

 
7 特有生物保育硏究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存取日期：

2019.08.21。農委會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https://ecollect.forest.gov.tw/。存

取日期：2019.08.21。 
8 農委會林務局。「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析 20180125圖檔（公開版）」。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917。存取日期：2019.08.31 
9 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計

畫期末報告。104-林發-07.1-保-30。林良恭、姜博仁、王豫煌。2016。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

(2/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計畫期末報告。105-林發-07.1-保-30 

https://www.tbn.org.tw/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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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工區範圍套疊石虎重要棲地圖層結果 

 

套疊結果顯示於距離工區3.5公里範圍以內，於1990年代晚期

至今，曾有石虎的確切調查（影像或目擊）、救傷或路死記錄。

此外，工區內與周邊環境，也是本硏究分析過往石虎分布點位後，

預測出的石虎適合分布區域。硏究內所指出石虎具有較高出現機

率的環境特徵，如連綿低海拔丘陵地、同時具有較大森林面積與

多種植被類型（次生林、農地、竹林）、森林邊際帶較長、道路

密度低等，與目前工區周邊環境狀況多少相符。10 然因點位模糊

化的關係，由該硏究報告中並無法判斷距離工區最近的石虎調查

記錄，是發生於什麼時間。 

此外，裴家騏等(2017)在臺中地區於2016-2017年進行的自動

相機調查，也在大甲溪河床、后里區東側近丘陵淺山區域、北側

近大安溪區域附近拍攝到石虎的影像紀錄。11 裴家騏等(2017)以

上述調查紀錄進行kriging迴歸，也預測石虎在后里的分佈，應以

 
10 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計

畫期末報告。104-林發-07.1-保-30。頁 40-41。 
11 裴家騏、陳美汀。2017。105年度臺中地區石虎族群調查及保育計畫期末及成果報告書。臺

中市：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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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南岸、鄰近東勢區的東側山區較多。由本報告研判，因工

區緊鄰后里東側淺山區域，石虎出現於工區範圍內或周邊之可能

性高。 

根據以上文獻，本團隊認為石虎確為本次工程內需考量的議

題，但同時需注意因開發基地緊鄰后科南路與旱溝排水對岸乙種

工業用地，人類活動與對環境的干擾較強。現地是否有石虎或其

他保育類野生動物活動利用，仍須進一步監測尚可得知。 

 (3) 其他生態環境議題 

后里區位於臺中市的北端，南北以大安溪、大甲溪為界，分

別相鄰苗栗縣與臺中市的豐原區。西邊為臺中市外埔區，往東則

通往臺中市東勢區的丘陵地帶。接近地表處，多為現代沖積層與

紅土臺地堆積層，以粘土、粉砂、砂與卵礫石組成。12 在氣候方

面，后里區的氣候與臺灣中、西部地區相當近似，降雨集中在四

到八月間，主要以颱風和對流雨為主。13 

雖依據既有的生態調查資料庫，並未顯示本基地區域周邊有

需關注的水域物種分布。然參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

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14，可得知旱溝排水內

尚記錄有臺灣石𩼧、馬口魚、鯽、平頜鱲、吻鰕虎、台灣蜆等物

種。雖然還需進一步調查旱溝排水周邊，以確定近年棲地變遷（包

括周邊土地開發、廢水排放狀況、工程狀況等）對於物種組成狀

態的影響。但由這些記錄得物種可知，旱溝排水全域的底質與水

深組合狀態並不單一，可提供各種物種適存的棲地。這部份的記

錄，與本次提案作業中，生態檢核團隊所勘查的現地資料符合，

且至少確認台灣石𩼧、臺灣鬚鱲兩物種存在。 

進一步參考臺灣碩博士論文網、華藝資料庫等系統，俱未尋

得原生植被相、野生動物、地景生態學硏究等主題之文獻。值得

注意的是，后里地區因臺中科學園區第三期后里、七星農場等園

 
12 徐啟浩。2009。后里地區卵礫石層中開放式潛盾施工之探討。朝陽科技大學碩士論文。頁

22-23。 
13 陳炎正。1989。后里鄉志－上。臺中縣：后里鄉公所。156頁。 
14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0，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

水系統規劃報告。台中市：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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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於民國93年核定開發後，居民與環境團體對於灌溉用水調度、

空氣污染與健康風險等議題與開發單位有歧見，繼而開啟一系列

環境抗爭事件。相關抗爭事件至民國99年，以最高行政法院撤銷

臺中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結論作為中繼點，直到

民國107年才於環評大會中通過第二階段環評。15 於相關硏究中

亦可得知，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案，於當地居民環境意識之

形成上，有重大的影響。16 

 

2.4.3 本案提案程序內委員意見探討 

本工程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提報為前瞻性基礎建設－水環

境建設下的水與環境項目，並標註提案屬性為「水環境大賞加碼

類」。參考本案「整體工作計畫書」所載，於108年9月份辦理的

相關審査、勘評記錄，本報告彙整計畫書內委員相關意見與建議

如下表3。17 

 

表 3 本治理工程提報「整體工作計畫書」內審査委員意見整理 

意見/建議分類 意見內容彙整 

治理工程必要性 

1. 關於水患災難頻率與治理方法的疑問。 

2. 集水區內相關排水引流設施已屬完善，建議本治理

工程採用現地保留方式處理。 

3. 若以此基地作為大雨時之滲透與滯留空間，應減少

旱溝渠道區域水泥工法，以維持現有水綠帶紋理。 

加強對於環境現況

的掌握 

1. 大樹點位應確實標記，並將正射影像套疊設計圖，

以評估後續就地保留與移植的實際操作。 

2. 位於石虎之潛在棲地範圍內，於生態保育對策上應

有詳盡的因應，且後續工程施作需減量處理。 

 
15 楊綿傑。2018。解決 12年來搶水爭議 中科三期七星園區環評通過。自由時報報導。存取日

期：2019.09.04。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57245。 
16 湯智凱。2011。「后里鄉農業與環境保護協會」會員環境意識轉變之硏究。臺中：靜宜大學

碩士論文。 
17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201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溪畔

景觀池工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5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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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進行前應進行生態調查，確認石虎是否利用，

並提供其他棲地營造的規劃基礎（如）植栽選擇、

保留植被點位建議等。 

旱溝排水與滯洪池

規劃、整治建議 

1. 因現地次生林狀況尚佳，大樹盡最大可能保留，維

持自然環境。移植於滯洪池週遭者，因規劃進行綠

(美)化區域，並以聚植方式營造複層林。 

2. 現況環境、生態狀況、水質俱佳，且親水潛力高，

未來適合做為生態觀察與教育場域。應取消球場規

劃、縮小入口廣場面積。 

3. 旱溝溪床生物豐富，應避免開挖及擾動旱溝既有自

然棲地環境。目前的竹林邊岸可多數保留或採生態

土堤方式規劃，僅變動上游與下游之局部區域，作

為洪泛期間分流滯洪功能使用。 

4. 基地不位於城市核心區，建議保留現有植物，其他

設施，以配合保留現地植被的方式設置。 

環境教育與民眾利

用規劃方向 

1. 建議加強與旱溝的連結，如步道調整動線、水邊設

置座椅等休憩觀賞設施。另外部分區段可向內陸挖

凹，形成親水以及水生態觀察區域。 

2. 既然未來有維護保養經費，應更進一步尋求在地環

教團體認養營運。 

3. 考量此區周邊人文環境使用量不高，應不須太多人

工設施物，亦可減少日後維護成本。 

4. 本計劃周邊大部分為公司(非住宅)，民眾使用及維護

管理工作，應妥善考量。 

* 本表整理自〈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附錄五、六、七內容 

 

綜合考量委員所提建議，可分類為：(1)治理工程必要性、(2)

環境現況掌握、(3)旱溝排水與滯洪池整體規劃建議、以及(4)環境

教育與民眾利用的規劃方向，等四個要項。相關建議多指出，基

地內的環境狀況佳，不僅植被尚屬健全，且溪流現況良好。應盡

量減低工程量體，並以環境教育/生態觀察場域為目標進行妥善

規劃，以充分利用此處的生態資源。此外，本基地位置周邊是石

虎喜愛利用的空間 

但委員也明確提出，本案基地位置與周邊社區、學區間的關

係較不緊密，民眾使用量不高。將來規劃現地設施時，民眾使用



  3-22 

的器材、或提供民眾使用的硬體等物件，應可盡量減少，並需妥

善考量其維護管理工作。 

以上建議，與生態檢核團隊於核定階段提交的生態檢核表、

以及本報告的立場原則上一致。本報告第3.2.4節內也納入詳加論

述，並提供規劃單位具體執行措施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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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本計畫參採「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及「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機

制」等規範，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態檢核工作項目，並擇定適用之工

程生態檢核表單呈現檢核資料。18 本章第一部分，先就治理工程於各階段

的生態檢核執行方法進行說明，第二部分再敘述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本次派

工案內核定階段工程，提供生態檢核工項內容與實際狀況之說明。 

3.1 生態檢核工作架構與方法 

3.1.1 執行流程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維護管理等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重於工程與

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要透過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二項主

軸。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蒐集、調查與評估，

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提供工程專業人員納入設

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協商的過程，亦積極落實資訊

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標與內容，獲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

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也有助於釐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

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發生。 

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通常由工程主辦單位委託專業團隊擔任生態顧

問，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護之目標。本團隊

將依據各工程之環境特性與需求，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棲地環境評估、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據以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輕對策建議；工程

主辦單位作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

現場勘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方案之有效落實，工程主辦

 
18 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8 月 22 日經水河字第 10853211520 號函內，『「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生態檢核作業缺失情形與具體改善建議』附件，第一項敘明：「目前尚無最佳生態檢

核表單，建議開放生態專業依水體特性、工程類型及所在區位，彈性選用主表單。…可增加附

件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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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應要求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查核，並委託生態專業團隊持續

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本計畫資訊將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9，於第一次派工案

工作執行計劃書通過後，已於前述平台建立「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

工作計畫」專案20，以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CC BY 4.0授權條款釋出。

各派工工程（不分派工案次），各別在此專案下建立不同資料集，作為生

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就全生命週期之生態檢核而言，其工作之完整流

程如圖10。以下簡述生態檢核各階段的重點執行工作。 

(1) 核定階段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 

(b)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標

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步

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規劃設計階段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

查、基本資料收集、航拍製圖等工作，評估潛在生態課題、

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b) 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配合回饋工程規劃單位提出合宜之

工程配置方案。 

(c)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d)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生

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作。 

 
19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 
20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3-25 

(3)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b)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4) 維護管理階段 

(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圖 10 本計畫完整流程圖 

 

本次派工案之核定工作內容，為后里區綠10-2滯洪池治理工程於工程

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依據主辦單位需求、計畫合約內容、以及

現地狀況安排所執行工項，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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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第三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流程圖 

 

3.1.2 核定階段工作項目 

(1)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配合新派工程蒐集相關生態調查文獻與資料，分析生態系特

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 

(2) 生態調查、棲地環境評估 

生態專業人員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

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 GPS)觀察、紀錄沿線附近

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以及鄰近的棲地環

境狀態，後續回饋至保育對策及工程方案進行修正。 

(3)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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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係以圖面指認工區周邊生態議題之位置、範圍，

以及空間關係，其繪製流程與範例如圖12、圖13所示。生態專業

人員應套疊工程設計圖，考量法定保護留區、學術文獻與地方生

態文史，並依據現地調查結果，繪製呈現出工程影響範圍內應受

關注之重要生態區位，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作為工

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圖 1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圖 13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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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係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在治理計畫的

初始階段，若能有效落實，則可大幅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理單

位間的信任關係，避免事後的爭議衝突，為目前公共事務決策程

序趨勢。本治理工程受水利署要求，建議於核定階段辦理地方說

明會或工程現場勘查，以強化公民、關注團體與治理單位、工程

規劃單位、生態檢核單位等工程專業者間的資訊溝通。此外，生

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應即時公開相關資訊，廣邀居民代

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團體

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公開說明治理目標、構想、必要性及施

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擬考

量重點。 

 

3.1.3 規劃設計階段工作項目 

(1) 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生態保育對策應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針對

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配合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提出

可保全重要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保育對策應以有效

降低干擾且避免負面生態影響為原則，依序檢視迴避、縮小、減

輕與補償之可行對策。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規劃應優先考量是

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

應謹慎縮小工程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到工程

干擾而有減損之餘的環境，則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

往生態功能零損失的目標邁進。 

(2) 辦理工程設計說明會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係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在治理計畫的

規劃執行過程，若能有效落實，則可大幅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

理單位間的信任關係，避免事後的爭議衝突，為目前公共事務決

策程序趨勢。生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單位應即時公開相關資

訊，在工程的設計階段辦理現勘、在施工前辦理說明會，廣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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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

團體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人，公開說明治理目標、構想、必要性

及施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

擬考量重點。 

(3) 細部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工作於細部設計後，進行包含細部生態調查評析、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

作，係針對工程確定影響之範圍進行生態調查，評估各工項造成

之棲地破壞、縱橫向通透性消失等負面影響，並提出具體之生態

保育措施方案，與設計單位往復交流討論，協助設計審查工作，

達到生態保育措施可行性之確認，如圖14所示。 

 

圖 14 生態保育對策擬定與細部設計流程 

 

(4) 辦理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作業 

透過工程主辦單位、生態專業人員及民眾等多方討論，擬訂

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由生態專業人員拍攝現場生態保全對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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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範圍限制等照片，在施工說明會前產出自主檢查表，並透過施

工說明會現場確認討論自主檢查表各項項目之可行性，若有修改

需填寫意見紀錄表。待施工說明會確認後，交由施工廠商定期拍

照同角度之照片，供生態專業人員定期查核，持續追蹤環境變化，

並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紀錄於生態檢核表中，以確實達到生態

檢核執行之要點準則。監造、施工廠商填寫之自主檢查表，也應

併入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內容，供關心之民眾與團體查詢。 

 

3.1.4 施工完工階段工作項目 

生態檢核機制將與工程施工期間配合，當工程進入施工階段，生態團

隊會協助監造和施工單位依照擬定之保育對策執行保育措施，並監測棲地

環境變化，於工程期間進行棲地評估與監測之工作。若有生態異常狀況發

生，及時協助工程區域生態異常處理，釐清異常狀況原因與歸屬責任，並

提出改善建議，追蹤生態回復狀況。 

當本計劃內有派工項目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工程個案需求，進行

下列工作項目。 

(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a) 生態監測 

於施工期間，依招標文件規定期程，在工程範圍沿線記

錄鳥類、蝶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採步行並使用望遠鏡

和相機(具備GPS)輔助觀察，提供含有地理座標(geo-tagged)

資訊的影像資料為佐證。 

(b) 資料彙整與發佈 

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委託單位(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

性資訊機構的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21，並將調查紀錄表以

DarwinCore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

 
21 IPT http://ipt.taibif.tw/  

http://ipt.taibif.tw/
http://ipt.taibif.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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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或取樣調查(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

名與俗名的使用則參照台灣物種名錄。22 

(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團隊預計使用無人載具，進行航拍製圖；派工工程將於施

工期間每三個月及完工後各進行一次拍攝，以追蹤、比對施工前、

中、後期工程範圍的環境變化。航拍製圖的正射影像將發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解析小於

6公分；正射影像下載連結、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及材質網

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108-109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檢核資

料集。完整調查結果、航拍專案(原始影像及計算成果)及其它調

查資料(包含生物名錄、分布、照片、影片)則以硬碟或隨身碟複

製備份交給委託單位。 

(3)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若本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據本案工作計畫中，規劃設

計階段擬定的自主檢查表進行，本團隊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

項生態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 

(4)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與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

保育措施的施工異常通報，則盡速辦理現地勘查，討論妥善處置

措施。 

 

3.1.5 各工區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工程生態檢核之目的在於減輕工程對自然環境生態的影響，進而維護

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與生態系功能，惟生態保育之效益不必然都在工程

竣工驗收時呈現，而在台灣對於各式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長期成果與適用

 
22 台灣物種名錄 http:///taicol.tw  

http://taico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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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缺乏相關研究，更突顯透過維護管理階段，針對工程環境生態回復狀

況與保育措施效益的重要性。 

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除了延續工程生態保育過程之環境與

工程棲地變化監測，以掌握保育措施的效益與適用性，同樣重要的成果也

包括了確認完工後現地是否仍有生態課題，以評估生態環境改善或復原的

必要性及可行性，提供工程主辦單位改善既有工程以及回饋未來工程規劃

參考。 

(1)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利用工程施工前、施工中的棲地評估資

料，與維護管理階段之棲地評估結果進行比較，更能確認工程的

影響是否屬於短期擾動，如生態環境恢復情況不佳，則需進一步

擬定相關生態保育對策改善工程之影響。 

(2)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常見完工後棲地品質降低

情形如下： 

(a) 水域棲地多樣性降低 

河道封底與橫向構造物均影響溪流自然形塑棲地的能

力，造成伏流、無深槽與三面光等情形，減少水域棲地多樣

性，並造成自然溪流的生態資源難以回復。 

(b) 植被復原緩慢 

植被復原速度緩慢的常見原因包括重型機具碾壓、土石

堆置、施工便道未復原與缺乏土壤種籽庫等，崩塌地工程則

因掛網植生網目過小或使用強勢草種等，導致植生演替受阻，

多停留於短草地階段。 

(c) 濱溪帶利用形式改變 

工程的回填區經整地後，濱溪帶的利用形式可能改變，

除影響濱溪植被復育外，也增加溪流與水質劣化的風險。 

(d) 外來種入侵 

外來種易隨著治理工程所使用的植生草籽或自然落種

的方式，於地表裸露處入侵並進而擴散至周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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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各工區所確認之生態保全對象，如本案后里區綠10-2滯洪池

治理工程範圍內外，因較少人為擾動、且喬木多樣性較高，有機

會成為區域植被之種源庫。施工應積極保全工區範圍內植被狀態、

盡量減少擾動、且妥善規劃工區栽植多樣化原生植物進行施工後

復育。 

另外，本案也建議保留工區南端旱溝9K+950-10K+203河段，

維持該河段基質、流速水深組合多樣性，並盡量減少施工對於河

床、水質之擾動。未來工程也應注意，避免改變本河段水流條件，

已避免喪失其生態系功能。 

前述各種情形於完工時較難以發覺，仰賴維護管理階段確認。

工程所執行之生態保育對策成效仰賴長期執行評估，確認是否與

保育目標相符，並持續檢討改善。 

 

3.1.6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依工作內容要求，成果報告（期初報告）內容及編製如下： 

(1) 前言：包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2) 基本資料蒐集：依各工程隸屬水系河川情勢調查、過往計畫之報

告內容，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政府研究資訊系統、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地理資訊圖資與網路資訊，說明過去

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 

(3)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依個案工程說明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

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並以生態檢核表

表單方式呈現公開。 

(4)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施行之定期生態品質監測，

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較長期效益，如有生態議題則提供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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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依計畫執行情形，分別就各工程提出後續之管理工

作建議，並挑選具有後續效益評估潛力之生態保育措施，提供後

期相關計畫參考。 

3.2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滯洪池

工程 

本案現勘於108年8月22日辦理，現場勘查記錄，如圖15與圖16所示，

並由工作團隊使用環景相機，將環境全景記錄發佈。23 當地生態環境的文

字記錄敘述如下。 

工區位置緊鄰旱溝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圖15-1、4、5、6），已

記錄到香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楝、樟樹、小梗木薑子、朴樹等喬木物

種，且旱溝右岸臨溪側旺盛生長刺竹。觀察2011年至今之衛星影像（參見

2.4.1節內容），可知本案所在區域內，除綠10-2工區、及鄰近之綠地外，

綠地面積因開發行為而減少。綠10-2工區則因較少人為擾動，其上樹木生

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替為相對豐富之低海拔次生林相。本案內滯洪

池開挖、設置，將影響綠10-2工區之次生林、以及具有固岸功能之濱溪刺

竹叢。另外，工區鄰后科南路側，植有黃金風鈴木與白雞油行道樹（圖15-

2）。以上環境敘述，與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內所述當地植

被狀況不相符，該報告中亦未提及現地已逐步穩定之次生林環境。24 

另外，緊鄰工區之旱溝排水的9K+900-10K+203區段內，濱溪植被完整

（圖16-1、2），且溪流底質多樣，包括粗細礫石、泥沙等，提供溪流生物

多樣的棲息環境（圖16-3、4、5）。現勘中亦觀察到多種水棲昆蟲物種（圖

16-6），說明本工區旁旱溝區段能作為部分水生昆蟲類群之棲地。若後續

工程規劃包含旱溝本區段之溪流環境，應妥善維持區段內底質多樣性，並

減輕工程規劃、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23 全景照片連結：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N75NXyr-dlJBkWntuRkxCglrSJ99WeDq

JSFGneOxqLrtnJsHJVvIo3tVYhb60trA?key=dFdkQ3AwNmJVV3hKdENRSU1JSEtDSjh1V2Jtckh3 
24 201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定

稿本)，頁 4-4 到 4-6 。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N75NXyr-dlJBkWntuRkxCglrSJ99WeDqJSFGneOxqLrtnJsHJVvIo3tVYhb60trA?key=dFdkQ3AwNmJVV3hKdENRSU1JSEtDSjh1V2Jtckh3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N75NXyr-dlJBkWntuRkxCglrSJ99WeDqJSFGneOxqLrtnJsHJVvIo3tVYhb60trA?key=dFdkQ3AwNmJVV3hKdENRSU1JSEtDSjh1V2Jtck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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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預定位置西端鄰路側往東拍

攝，注意照片右側鄰旱溝之植被已形

成相對完整的竹闊葉混合林狀況。 

2. 工程預定位置西端往西拍攝。箭頭

方向為水流方向，圖中旱溝左岸為乙

種工業區，左右岸護岸均已水泥化。 

  

3. 工程預定地后科南路側行道樹以黃

金風鈴木、光臘樹為主。 

4. 工區預定地現狀，樟樹等物種均成

長良好，構成多樣的樹林垂直結構。 

  

5. 工程預定位置樹林內地被層以白背

芒、大黍等為主。 

6. 工程預定位置內有柵欄區隔旱溝排

水與綠 10-2 用地。 

圖 15 工區陸域範圍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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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向

為水流方向。有大量刺竹叢生長於自

然堤防上。 

2.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向

為水流方向。右岸自然堤防與左岸緩

坡人工堤防有機會提供中、小型哺乳

類動物移動利用。 

  

3.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向

為水流方向。右岸濱溪高草地可提供

動物利用躲藏。河道左岸沖刷較強，

形成緩流與小型深潭。 

4. 於工區旁旱溝排水內記錄到臺灣石

𩼧。 

  

5. 於工區旁旱溝排水內記錄到臺灣鬚

鱲。 

6. 於工區內濱溪林下草生地記錄到脛

蹼琵蟌。 

圖 16 工區水域範圍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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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案工區內的生態環境堪稱優良，是都市邊緣存在的少數

綠地與水陸域交接帶，並可往東連結后里淺山地區，提供野生動物利用廊

道。就棲地狀況而言，會是區域內保存旱溝排水水域生物、以及提供野生

動物利用的潛在點位。 

 

3.2.1 生態勘查與資料彙整發布 

於工程核定階段，生態專業人員將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

程預定範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功能)觀察、紀錄沿線附

近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以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

態。工區現勘已於108年8月22日13:51-15:02間進行，由工作團隊謝傳鎧計

畫專員、鄭暐研究員、以及王豫煌專案顧問執行現場勘查與記錄，後續由

團隊成員協助部分物種的辨識與資料彙整。生態勘查的結果，記錄到動物

10科13種，以及維管束植物28科50種，名錄彙整於附件七、八內。 

現場記錄到的蜻蜓物種有弓背細蟌、短腹幽蟌、紫紅蜻蜓、脛蹼琵蟌

等四種，均為一般都市近郊、山區溪流常見的物種。鳥類物種記錄有小白

鷺、夜鷺、白頭翁等，也是都市常見的鳥類物種。值得注意的是，旱溝排

水9k+950-10K+203渠段間，於現勘時記錄到臺灣石𩼧與臺灣鬚鱲（參考圖

15-4、5），俱為水質較佳且具有一定程度水深才會出現的物種。 

現地植被狀況，是以相思樹、苦楝、土密樹、樟樹為主的次生林，其

中間歇生長小梗木薑子、香楠、朴樹等樹種，多為原生樹種。地被層以大

黍為主，也記錄到大量小花蔓澤蘭，整體而言以外來種佔優。 

整體來說，本工程預定地內，單就現勘勘查所記錄之動植物名錄觀之，

水域部分已有記錄到兩種需要較佳棲地條件的初級淡水魚，應可預期有其

他適存於同樣環境的物種分布。雖記錄得蜻蛉目物種均為常見物種，但仍

顯示此地為偏向林下溪澗的環境，與一般區域排水的蜻蛉目物種分布略有

不同。現勘記錄所得的動植物名錄，已發佈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

本計劃所開設的專案資料集內。25 

 

 
25 專案資料集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6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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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航拍攝影與生態關注區域圖製圖 

航拍攝影於108年8月22日與生態勘查同步進行，完成正射影像計算後，

圖資已發佈於WebODM，並將連結發佈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專案內。航照

縮圖請見圖17，因完整航照檔案較大，於紙本期初報告書內僅呈現壓縮畫

質後的影像，完整圖檔與衍生運算檔案，俱可於前述專案內下載運用。 

 

 

圖 17 綠 10-2 滯洪池正射影像圖 

 

現勘後，本案以3.1.2.節說明之評估流程，依據本案蒐集文獻與現勘記

錄，並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WMS服務正射影像圖、本案航拍影像等底圖，

製作生態關注區域圖供治理機關與規劃設計單位參考。初版生態關注區域

圖已隨附於生態檢核表中，並於108年9月9日送交主辦單位。因應委員建議

與後續的滯洪池規劃調整，增補修訂新版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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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綠 10-2 滯洪池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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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範圍周邊，生態關注區域圖的繪製分區如下說明： 

(1) 陸域環境 

陸域環境範圍內，需要關注的範圍為綠10-2用地近全區（參

考圖18所繪工區範圍），均為中度敏感區域。緊鄰綠10-2東側的

旱溝排水左、右岸綠地。這些區域的次生林、高草地均穩定發展

中，喬木多為原生樹種，且有垂直層次分化的植被樣貌，能提供

不同類群的野生動物棲息利用，也是關注物種如石虎等動物之潛

在棲地。 

此外，綠10-2用地瀕旱溝區域，有多叢刺竹生長於自然堤岸

上（圖16-1），且水陸域間沒有構造物或過大落差造成各種體型

野生動物的橫向阻隔。本處濱溪植被是旱溝排水少數仍維持有較

高自然度的堤岸，除刺竹本身即有固岸功能外，更推測可供野生

動物橫向利用水陸域環境的廊道地區。據此，生態檢核團隊將此

認定為生態高度敏感區域。除必要的出、入流工外，應迴避於本

區規劃工程，機具亦不得於施工中毀損指定之刺竹叢。 

在工區範圍周邊，尚有破碎的農地、綠地（草生荒地）等，

有農業利用價值或可提供野生動物移動廊道的土地。該區域的人

類干擾較強，綠地不連續，野生動物利用的機會較低，因此劃入

生態中度敏感區域內。於旱溝左岸約10K+090以上的綠地，現狀

為範圍較大的刺生林與草地，又經本次生態檢核套疊石虎棲地圖

層檢查確認為石虎重要棲地（參考圖9），故劃入生態高度敏感區

域內。工程規劃與施工計畫，應不得擾動高度敏感區域，並減輕

於中度敏感區域內的擾動。若需擺放施工土方、廢棄物等，除需

經過生態檢核團隊確認外，也需要與周邊居民妥善溝通。 

最後，后科南路以北的科學園區廠房、旱溝排水已水泥化的

渠段兩側、以及周邊已都市化之區域，因生態議題不顯著，故排

除於生態敏感區域外。 

(2) 水域環境 

水域環境內，依據3.2節所述水環境狀況與生態勘查成果，將

旱溝排水於東側與鐵路橋交接點往西到9K+950間，底質、流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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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組合較豐富，且周邊為綠地的渠段被指認為高度敏感區域。此

區域內的工程擾動，會高度影響該區域的水棲生物，如臺灣石𩼧

等初級淡水魚類。就兩岸的環境狀況觀之，此處護岸未完全水泥

化，濱溪帶有刺竹提供固岸功能。另外護岸與渠底落差較小、坡

度較緩，推測應有野生動物利用覓食、移動的功能。因此，本渠

段指認為高度生態敏感區域，本治理工程除必要的出、入流工外，

應迴避於本區規劃工程，施工機具亦不得進入渠底。 

另外，旱溝排水於上述渠段以外，因渠側均為都市聚落，或

渠道與渠底已水泥化，無論底質、流速水深組合與水陸交接帶的

狀況，均難以讓上述關注生物類群利用。因此將該渠段劃入生態

低度敏感區域內。但渠道上下游的施工擾動，如攪動水體造成濁

度升高、或影響旱溝排水的粒徑分布，將對高度敏感渠段造成短、

長期影響。因此，未來於旱溝的其他工程規劃，應要考慮到

9K+950-10K+203渠段內，有生態高度敏感區域議題存在，盡量降

低於10K以上渠道內施工所造成的工程干擾。 

 

3.2.3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民眾參與說明會或現勘作業 

考量本治理工程於辦理生態檢核前，已舉行多次對地方民眾之說明會。

且過往說明會、現勘紀錄意見與溝通目標，均以旱溝排水周邊地區水患的

災害、以及旱溝排水整體治理議題為主，有必要與關注本區生態與環境議

題的團隊交流。經生態檢核團隊與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於108年9月5日下

午2時至3時之間，邀請關注地區生態議題之環境團體、專業人員等，於工

程預定地進行現場勘查。工作團隊依據工程將面對的生態議題，建議以野

生動物保育、臺中地區河流與水利整治議題、以及環境教育等專長領域，

邀請之關注團體成員至現場勘查（關注團體名單如表4），蒐集專業意見並

共同研討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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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議邀請關注團體名單 

姓名 代表團體 關注目標 

鄭清海 

常務監事 
臺灣自然研究學會 野生動物保育、水域棲地保育 

李璟泓 臺灣野鳥協會 
野生動物保育 

（回覆於現勘當日不克出席） 

張豐年 

醫師 
臺灣生態學會 

臺灣河溪網中部地區關注團體

成員、環境保育、水資源治理 

游永滄 

分會長 
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臺灣河溪網中部地區關注團體

成員、環境保育、環境教育 楊政穎 

小組長 

 

  

1. 生態檢核團隊說明環境狀況 2. 生態檢核團隊說明環境狀況 

  

3.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4.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圖 19 關注團體現勘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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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辦單位邀請，建議名單內四位委員出席現地勘查。另，工作團隊

也經私人通訊確認李璟泓先生不克出席。日後若工程進入規劃設計階段，

建議主辦單位與生態檢核團隊以現有委員為基礎，聯繫討論生態保育措施

應如何規劃。108年9月5日現勘，除委員以外，生態檢核團隊由本計畫林笈

克協同主持人、謝傳鎧計畫專員、以及原田洸實習生等三人出席，主辦單

位則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雨水下水道工程科，承辦本工程的鄧麗珠出席。

相關照片記錄請見圖19。 

關注團體現勘的意見記錄與結論整理如表5。基於現地狀況，委員皆認

為，本案應妥善考量旱溝排水整治的整體效益，避免將來整治未能到位處

理后里地區淹水問題；於現地生態部分，應妥善移植既有樟科喬木，並保

存濱溪植被、溪流維持不封底等。參酌委員意見，整理勘查結論如下： 

 

1. 建議本案盡量降低水泥構造量體，保留現地景觀與植被狀況，以利

植生復育、地下水補充、以及地景自然性。 

2. 建議本案內滯洪池邊坡綠化原則：(1)移植現地樟科（樟樹、香楠等）

樹種，並維持現地種源，使林地自然回復；(2)補植原生適地適種物

種，以增加地區植物社會多樣性；(3)增加綠帶之植物垂直多樣性，

建立多樣微型動物棲地。 

3. 建議緊鄰本案之旱溝排水自然邊坡、刺竹叢、以及較自然之河段基

質，於本案或未來開發中，盡可能保留，維持自然之溪流環境。 

4. 建議本案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然性。

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

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表 5 關注團體現勘意見與結論彙整 

發言者 意見內容 

鄭清海 

 

（台灣自然

硏究學會常

務監事） 

1. 綠 10-2 內相思樹若位於開挖或工程施作區，不一定需保

留，也可考慮以現地種源繁殖。雜木林成形後，可成為很

多物種之微形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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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滯洪池不封底。在旱溝排水鄰綠 10-2 區段，已記錄到

台灣鬚鱲、臺灣石𩼧。維持自然性的滯洪池與溪流，未來

可妥善規劃成為親水環境教育場域，提昇公眾環境意識。 

3. 建議進行區域範圍內之簡易物種調查，以了解目前生態狀

況，作為工程規劃時降低生物擾動之參考，更有助於工程

施作後生態之恢復。 

4. 建議工程規劃時以滯洪池生態公園為基礎，營造可提供科

學園區員工休閒運動環境學習之環境教育場域，以免日後

成為另一髒亂點。 

張豐年 

 

（台灣生態

學會） 

1. 現地樟科物種請進行移植。也增加樹種多樣性，包括桑科

榕屬物種，使濱溪可形成楠、榕樹林帶。 

2. 建議滯洪池不封底，並讓植被帶沿著池邊生長，形成環形

綠帶。 

3. 建議本滯洪池規劃，應考量與中科后里園區既有滯洪池之

連結性，以達流域內排水、滯洪系統之最大效益。 

4. 若有設置滯洪池之必要，應最大化滯洪能力，妥善考量深

度、旱溝排水溢流設計，以發揮滯洪功能。 

5. 建議滯洪池設計規劃以現況綠地形式為主，節省施作成

本，並保留滯洪池作為綠地之用途。 

6. 滯洪池之土方開挖應審慎處理。 

游永滄 

 

（荒野保護

協會臺中分

會分會長） 

1. 建議池內盡量減少水泥結構、維持既有土壤與基質結構，

使地下水可下滲補充。 

2. 建議在邊坡進行樹木補植與移植，提供多種生物的棲地、

或擴散為周邊土地植物種源，同時也能鞏固斜坡。邊坡與

植底若能是草生地或樹林，大水來時亦有池內緩流的功

能。 

3. 濱溪竹林作為鷺鷥科棲地很重要，建議進行保留。 

4. 旱溝排水本區段內有常流水，冬天不會全乾，又有多樣流

速水深組合，是溪流魚類良好棲地，施工時應盡量避免影

響旱溝排水棲地環境。 

楊政穎 

 

（荒野保護

協會臺中分

會鄉土關懷

小組長） 

1. 建議盡量保留旱溝於綠 10-2 周邊的溪段，以及濱溪刺竹

林。 

2. 旱溝排水緊鄰綠 10-2 的基質、邊坡較自然區段，應與滯洪

池工程切割，以陸域工區的施作營造為主，維持旱溝排水

此區段之自然性與動植物多樣性。 

3. 建議盡量減少本案內水泥的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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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委員意見與現勘結論，聚焦於現地植被的最大化保留、自然渠段

不應規劃工程、以及針對未來滯洪池可服務的環境教育功能上。查目前工

程規劃示意圖，與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書內承諾之綠化比例而言，

多數關注團體意見與主辦單位現規劃狀況一致。然就旱溝排水渠道兩側之

規劃上，目前因護岸設計、出入流工、以及池底開挖範圍均不明確，需等

待更細部的設計出爐方可確認。舉例而言，基地挖深若不在其上增加硬鋪

面、或栽植外來物種，而是讓草地與現地植被自然演替，與關注團體於本

階段生態檢核內提供之意見並不衝突。另外，出入流工雖與濱溪植被/竹叢

位置衝突，然為滯洪池建造的必要設施，因此應於設計時盡量在不減損其

水文功能的範圍內，減少水泥用量。以上內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前期盡

早協調設計廠商與生態檢核團隊進行討論，並納入核定階段徵詢的關注團

體，以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民眾參與工作的要求。 

另外，針對環境教育規劃的想法，除可繼續與本次關注團體夥伴合作

外，主辦單位也應徵詢具環境教育經驗或專業的團隊意見，並尋求與更多

關注團體對話交流。一方面推動環境教育的場域或教案規劃，二方面可建

立本滯洪池未來可運用於維護管理的人力與關注團體平台。具體來說，於

規劃設計階段，環境教育規劃工作建議辦理：(1)溪流、石虎、野生動物、

里山、友善農業等領域的環境教育案例收集、(2)區域權益關係人盤點（如

周邊社區發展協會、關注台中市範圍環境教育與親子學習的團隊、鄰近學

校等）、以及(3)評估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關注焦點，並納入民眾參與機制

於維管計畫中。 

 

3.2.4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依據第2.3節內引述治理、工程規劃報告內工程設計，第2.4節所收集文

獻資料，以及第3.2節內生態檢核工作成果，整理本工程關注生態議題如下： 

(1) 陸域環境 

(a) 工程規劃清除現有植被，除降低植被覆蓋，也將阻礙綠10-2

綠地現有次生林與濱溪植被演替； 

(b) 工程若規劃不透水面，將阻礙地下水補注； 



  3-46 

(c) 現地為石虎潛在利用的環境，工程規劃或施工過程的人為擾

動，可能影響石虎於后里地區的活動狀況。 

 (2) 水域環境 

(a) 旱溝排水9K+950到10K+203間渠段自然度高，施工將改變溪

流底質與流速水深型態； 

(b) 旱溝排水9K+950到10K+203間有刺竹等天然護岸，工程規劃

有護岸，恐將改變既有野生動物可利用的水陸域交接帶型態； 

(c) 施工過程可能導致土砂下移，使旱溝排水濁度升高； 

(d) 施工過程若影響水域環境，可能因土方挖填導致水生棲地被

破壞。 

依據以上關注生態議題，以及第3.2.3節內關注團體現勘結論，工作團

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如下。 

(1) 迴避於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至鐵路橋間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 

參考前節內所記錄之環境現況，水域環境內旱溝排水

10K+203-9K+950間（即本案工區旁河段，圖15所示的水域高度生

態敏感區），仍保有潭與湍瀨等多樣自然的溪流環境，也有原生

淡水魚類棲息。工程規劃需迴避此自然渠段，亦不得於施工時擾

動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然查現有規劃中的較硬性護岸設置（參考圖6、圖7），與108

年9月水環境工作坊內委員（見本報告2.4.3節內整理本案提案程

序委員意見表）、以及本生態檢核所辦理之關注NGO意見，均不

相符。眾委員與關注團隊所提出之迴避或避免均質斷面設計等原

則，與本生態檢核對現況之分析相符，據此，應避免於渠道內與

渠道兩側進行工程規劃，以保護此渠段內優質水域棲地環境。 

(2) 縮小滯洪池工程範圍與水泥構造量體，維持工區現地植被（包括

濱溪刺竹叢）的完整性，且不減損預計滯洪能力 

本派工案於綠10-2進行兩次現勘時，均觀察到該地的蚊蟲

（小黑蚊、白線斑蚊等）甚多。若如前期規劃，建造水泥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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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坡道等露天不透水面，積水後生長藻類，可能作為小黑蚊

大量孳生之條件，更可能由滯洪池蔓延到園區內形成衛生風險。

滯洪池內需保留草坡、透水面，降低相關蚊蟲危害的風險，亦契

合關注NGO現勘中委員建議之環境教育場域規劃願景。 

因此，前期規劃草案內的硬鋪面與不透水結構，經工作團隊

與主辦單位溝通後，在108年10月3日之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査中，

主席已表示原則上朝向水泥量體、不透水鋪面範圍縮小的方向改

善。於108年12月17日的期初報告審査內，也已確認本案會盡可

能縮小硬鋪面的範圍到護岸、出入流工與入口廣場等（參考圖6、

圖7）。但進入細部設計時，仍需與設計廠商溝通，將水泥結構縮

限於入流、出流等流水沖刷較強的位置。如確有於池內阻擋土砂、

垃圾等物堵塞、損害出流工的需求，需優先考慮不增設水泥結構

物如梳子壩之方式進行。比如以跌水與沈澱池對洪水消能後，保

留現地植被作為減低垃圾、礫石等物進入雨水下水道機率之障礙。

其餘坡面、池頂等部分，均需保留為草生土坡，以利地下水補充

與保留現地植被。保留現地植被的另一積極意義，是可利用規劃

整理過後的良好植被相，作為補充區域（周邊綠地）植物物種多

樣性的種源庫。 

此外，旱溝排水9K+950-10K+203渠段兩側的生態高度敏感

區內，除護岸已有刺竹等植被保護外，也是綠10-2滯洪池預定地

與周邊綠地最可能有野生動物棲息利用的區塊。維持濱溪植被不

擾動，也不增設剛性的護岸，可有效維持旱溝排水於9K+950-

10K+203渠段內的橫向連結性，降低野生動物移動利用之阻礙。

然需注意，本案滯洪池有一側臨路，未來本工程規劃時，也需要

評估野生動物是否可能被誤導到馬路上，進而發生路死事件的風

險。 

(4)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環境（次生林、野生動物）的干擾 

工程過程中，需減少對於現生次生林與野生動物的擾動。在

次生林植被的部份，除施工便道需避免切割次生林相與挖除濱溪

刺竹叢之外，也需注意土方不得任意堆置於工區影響地被層植物，

並造成影響水質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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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動物的部份，需在工程規劃設計與施工階段，實施野

生動物、溪流魚類等關注物種的調查與監測計畫。需就野生動物

（特別是石虎）可利用的區域如濱溪帶，設置紅外線自動相機以

確認當地的野生動物利用狀況，並規劃定期生態勘查監測施工作

為對於各類野生動物之影響。工區應避免夜間與日出前施工，以

避免影響包括石虎在內的保育內野生動物。此外，因流浪貓狗有

攻擊野生動物的可能性，需要求施工廠商於工區內將垃圾集中處

理，以避免誘集流浪貓狗。至於水域部分，則應調查初級淡水魚、

水生無脊椎生物（以節肢動物，特別是水生昆蟲為主），以監督

工程對現地的影響狀況。 

(5) 補償綠10-2滯洪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 

工程規劃需避免人工景觀植栽的設計，盡可能採取近自然演

替的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補植適合當地環境

的原生樹種如不僅能維繫當前棲地景觀，更可能成為區域植物種

源庫，積極強化周邊植被多樣性。 

查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中載，將於滯洪池環

池步道與后科南路側，補植原生植物。本生態檢核工作團隊認為，

補植原生植物的樹木來源，需以現地樹木移植為最優先。此外，

亦應於辦理細部設計案中，就滯洪池結構與水文參數，進行模擬

並評估出滯洪的範圍、頻度與滯洪時間。工區內的喬木物種，如

於綠10-2綠地內有記錄到的樟科（樟樹、香楠、小梗木薑子等）、

桑科榕屬、月橘等樹種，需標定點位，並劃定移植計畫到滯洪範

圍外，避免滯洪池湛水影響此類樹種存活率。此外，移植樹木前，

應先聯繫專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注意事項、

季節等資訊。此外，應預留充分時間予樹籍調查、標記、斷根等

移植地點整理等準備工作，避免施工發包期程壓縮移植時間。 

若有補植其他樹木的需求，當以補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優先。

包括：石朴（ Celtis fomosana Hayata ）、土密樹（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 Zucc.）、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水柳（Salix warburgii Seemen）、山芙蓉（Hibi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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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nsis S.Y. Hu）等。此外，補植樹木時建議營造具有垂直結

構分化的林相，以利各種生物利用棲息，最大化綠化工作的生態

效益。 

(6) 補償工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

用的空間 

考慮到水環境建設，有強化民眾親近自然環境之意義。建議

綠10-2滯洪池之規劃，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

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

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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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 

由於本工程尚位於核定階段，故細部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等均尚未

完成，亦不可能執行後續生態監測工作。爰此，本章依據核定階段的生態

檢核執行成果（3.2節），於4.1節內說明本生態檢核工作項目所產生的效益，

並於4.2節中，說明3.2.4節內擬定生態保育原則之效益，並提出於工程規劃

階段應注意之事項。 

4.1 生態檢核工作效益分析 

由於本工程尚位於核定階段，故細部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圖等均尚未

完成。工作團隊以既有的規劃報告、工程略圖、文獻與資料庫蒐尋結果等

資料，劃定本次生態檢核的工作範圍。雖本工區內未有相關關注物種的調

查記錄，但依據生態檢核所蒐集的資料，可合理推論既有的棲地，如次生

林、水陸域交接帶、多樣底質與流速水深組合的溪流環境等，可提供野生

動物與水棲生物可利用的棲地。相關生態檢核成果已於3.2節詳述。執行本

案生態檢核，除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規範以外，可達成下列效益： 

(1) 協助主辦單位理解工區與周邊環境之生態議題 

本案透過文獻回顧、資料庫搜尋、現地勘查等工作方法，產

出相關生態保育原則、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等資料，彙整於「核定

階段生態檢核表」內。進而可提供主辦單位關於工程區域與周邊，

重要生態議題之盤點結果、工程可達致之生態效益，與可運用於

規劃設計中的生態保育原則。 

本案若進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團隊需協助規劃單

位評估避免棲地破碎化與工程可提供的動物友善廊道等正面效

益，進一步可以各種質化、量化方法，評估棲地可能變遷狀況並

提供改善建議。 

(2)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和資料公開等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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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內核定，並協助主辦單位辦理一場次之關注團體現地勘

查（已於108年9月5日辦理完畢），相關關注本治理工程區域環境

之團隊聯繫方法與名冊，均已提供主辦單位知悉，作為後續辦理

民眾參與和現場勘查等工作項目的關注團隊、專家名單。 

此外，基於生態檢核之資訊公開原則，工作團隊已於中研院

資料寄存所網站上建立本派工案內工程生態檢核的資料集。工作

檢核之工作成果，將於期初報告結束前上傳存放。該資料均可由

主辦單位與關心治理工程個案的民眾、專家利用，也不易因為人

員職務調整、單位硬體損壞問題而丟失。同時，本團隊亦於108年

9月24日，協助主辦單位辦理生態檢核與資料公開業務的內部人

員教育訓練，向主辦單位同仁解說如何運用此平台管理和開放生

態檢核資料。 

 

4.2 核定階段擬定之生態保育原則效益評估 

本節依據3.2.4節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原則，分別以施工前與施工過程中

兩個階段，分述所擬保育原則的效益評估。 

於施工前需納入規劃設計的原則有二： 

(1) 迴避於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至鐵路橋間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 

(2) 縮小滯洪池工程範圍，維持旱溝排水濱溪植被帶的完整性，且不

減損預計滯洪能力 

上述兩項保育原則，應於細部規劃設計圖核定前，由生態檢核單位與

工程主辦單位協同設計廠商共同討論定案。相關工作程序可參考本報告書

3.1.3節。於此工程內，迴避與縮小原則，能積極保存工區與周邊自然度、

維繫關注物種的棲地、強化地下水補注等生態系服務、以及提昇區域植物

多樣性。未來也可配合周邊園區與各級學校的需求，提供環境教育活動的

水域、陸域自然觀察點位。 

需於施工中需納入施工計畫，並以自主檢查表、定期監測等方法追蹤

其成效的，有以下四點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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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綠10-2內次生林與濱溪刺竹的擾動 

(4)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野生動物族群的干擾 

(5) 補償綠10-2滯洪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 

(6) 補償工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

用的空間 

上述四項生態保育原則，除需要在規劃設計階段中與規劃廠商協調發

展出具體方法、納入設計圖面以外，更需於施工前開始，配合與施工廠商

在開工前的教育訓練，並持續由生態檢核團隊執行相關關注標的之監測。

執行上述四項生態保育原則，可於施工期間，確保相關物種棲地與植被不

被擾動，並即時與主辦、監造與施工單位聯繫，以確保核心的關注對象與

保育原則（指第一、二項）可被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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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派工案執行成果概述 

為配合主辦單位提報中央之時程規劃，本生態檢核工作的執行計畫書

已於108年9月5日函送主辦單位。執行計劃書內之計畫項目，均已於108年

9月9日前執行完成，並於108年10月3日經審核定。期初報告草審査本，已

於108年10月31日函送主辦單位，並於108年12月17日辦理審査會議原則性

通過。26 

本派工案內綠10-2滯洪池工程，直至本工作執行計畫書修訂本付梓為

止，尚未得知中央是否核定其計畫經費。因此，本工程案於計畫期限（108-

109年度）內，可能無法進入工程之細部規劃設計、施工等階段。爰此，工

作團隊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先於108年度內，完成提報階段工作與

期初報告審查，依實作工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 

於108年度內，本計劃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本案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本案專業顧

問，提供野生動物、動物友善工程規劃等工作項目之協力。其他

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境工程等專

業人員組成，符合1.3節內所述之生態專業背景。全計畫執行人員

名單如附錄三所示，本第三次派工案內工作團隊與業務職掌，如

1.3節內所呈現。 

相關工區基本資料收集部分，工作團隊透過臺灣生物多樣性

網絡（TBN）、「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等資料庫進行

生物調查記錄搜尋，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調查或採集記錄。然蒐

 
26 本期初報告修訂本於 108年 12月 31日送交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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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相關文獻，仍可得知工區與周邊環境，仍為石虎重要棲地，且

有關注水域物種出現。相關內容均於2.4節內呈現。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

查、生態保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

考應用，並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本案於108年8月22日由工作人員執行現地生態勘查，並以

UAV記錄現地狀況、產生正射影像。於108年9月5日邀請關注團

體成員現勘提供專業意見。相關資料除彙整生態保育原則外，亦

進行資料公開，發佈為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評估、比較棲

地變遷的原始資料。 

勘查後，以當地衛星影像（包括可取得的歷史衛星影像紀錄）、

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物、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

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

計參考。以上工作產出，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自評表」（附錄四）、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

檢核核定階段附表P-01」（附錄五）、「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

核規劃階段附表D-04」（附錄六）等文件格式呈現，並已於108年

9月9日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但請注意因審査委員建議、示

意圖變更等因素，本報告書修訂本正文與附錄載檢核表有些許差

異，本案後續規劃設計工作之參照、以及其他階段的生態檢核工

作之引用，應以報告書正文為準。 

(3)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或現勘作業，計一場次。 

為執行工程資訊公開，並納入民眾參與環節，本計劃已於108

年9月5日協助主辦單位，於工程預定地辦理關注團體現地勘查，

邀請名單與辦理狀況如3.2.3節所述。 

(4) 協助主辦單位進行資料發佈。 

本案內重要資料發佈網址，均透過Google相簿或中央研究院

資料寄存所等方式公開。連結於文內可尋，並產生二維條碼如下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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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

工作計畫專案 

旱溝排水綠10-2滯洪池資料

集 

現勘全景照片連結 

圖 20 本案資料公開二維條碼 

 

5.2 建議事項 

(1) 若本工程進入規劃設計階段，在民眾參與工作部分，應納入更多

權益關係人，包括規劃廠商、施工廠商、甚至是地方或中央的民

意代表等。除詳細說明此地的水患治理規劃、水文水理狀況、關

注的生態議題之外，也應就生態保育原則的推行，積極爭取多元

權益關係人共同追求生態保全與工程目標共存的目標。 

(2) 本工程雖僅設置一個範圍較小的滯洪池，但需將此工程置於整體

旱溝整治的框架下考量。前項應納入更多民眾參與的建議，一方

面可就最大化防洪治理效益的觀點，與居民溝通旱溝排水通洪瓶

頸段整治的重要性。二方面可透過此個案，與各個關注團體發展

夥伴關係，進而於工程的各個階段妥善掌握並處理關注的社會、

生態議題。 

(3) 野生動物（特別是石虎）於工區周邊的活動狀況，需要謹慎處理。

應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更細緻的棲地調查與圖資套疊作業，架設

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野生動物利用工區與周邊棲地的狀況。在施

工時，除降低施工對於棲地的干擾之外，也需確保工程可以與野

生動物共存，長期來看，可避免對石虎等野生動物的族群造成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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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此外，因開發基地緊鄰道路，若真的記錄到石虎出沒，也需

採取行動防範路殺事件發生。 

(4) 於108課綱實施後，各級學校推動素養教育、環境教育的需求更為

增加，妥善規劃本案，將有機會配合這些尋找環境教育與自然觀

察地點的需求。另外，針對環境教育規劃的想法，除可繼續與本

次關注團體夥伴合作外，主辦單位也應徵詢具環境教育經驗或專

業的團隊意見，並尋求與更多關注團體對話交流。一方面推動環

境教育的場域或教案規劃，二方面可建立本滯洪池未來可運用於

維護管理的人力與關注團體平台。 

(5) 除本次現勘所見之臺灣石𩼧、台灣鬚鱲以外，尚於文獻中得知有

臺灣蜆、鰕虎科物種等水域生物，利用旱溝排水9K+950以上自然

渠段的多樣棲地。旱溝排水目前僅存少數渠段能支持此類關注物

種存活。本治理工程應盡最大可能迴避此渠段，並降低滯洪池工

程施作對於渠內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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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第三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陳科長世玉 

1 本案合約規範於每次派工時，需審查工

作執行計畫書，但各提報工程派工的作

業時間較緊迫，合約所訂審查步驟與期

程可能過於密集。以致各報告提交時間

點上，報告內的工作進度與相關內容呈

現看起來較為薄弱，後續可再檢視合約

對審查期程與內容的相關規範。 

謝謝委員意見，將於工作執行計

畫書修訂本內，強化內容與論述。 

 

關於計畫審查步驟一節。因「臺中

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屬開口合約，

故於每次新派工時，皆需於派工

核定之 15 日內，繳交工作執行計

畫書。然執行第二、第三次派工案

件時，工程主辦單位有提報時間

壓力，工作團隊優先配合主辦單

位執行工作現場工作，與「生態檢

核表」及相關附件的產出，於工作

計畫書之內容呈現上較為不足。

未來工作執行計畫書之內容，將

以搜集預定工區之生態資料、工

程規劃之相關文件、以及工作方

法期程的擬定為主。後續將與主

辦單位共同研議合約內容，規劃

更妥當的審查期程與報告內容格

式。 

2 本案為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執行之資料

與意見，後續如何回饋於執行面進行友

善措施規劃？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已利用

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主管機關頒訂

的生態檢核表，彙整生態檢核結

果、民眾參與意見與生態保育原

則等建議事項。勘查資料，如現勘

影像、動植物勘查名錄等，皆會在

期初報告內完整呈現。當本案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後，主辦單位當

可使用核定階段搜集之意見、以

及對後續工程執行的建議，作為

與民眾、設計廠商溝通的重要資

訊。若有相關需求，本工作團隊也

樂意協助後續的溝通對話，以利

落實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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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3 本案滯洪池，未來也會連接雨水下水

道，分流滯洪池內洪水，該如何保護雨

水下水道，是否也請工作團隊提供意

見？ 

謝謝委員意見。查現有（108 年 9

月 5 日）工程圖，目前滯洪池的

規劃設計，係滯留洪水再放流至

旱溝排水內的規劃設計。於旱溝

排水入流的溢流堰後，已規劃有

小型跌水落差與沈澱池，再讓洪

水進入滯洪池內。更早的工程簡

圖（摘錄自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

環差分析說明說），於池內規劃有

梳子壩攔阻粒徑較大的砂石與垃

圾。 

 

以生態檢核團隊的立場，希望能

盡量減輕水泥量體。可考慮採新

工程圖之設計，以跌水與沈澱池

對洪水消能後，保留現地植被作

為減低垃圾、礫石等物進入雨水

下水道機率之障礙。然更細部的

規劃設計，還需考量滯洪池細部

設計後，依據水理計算結果、規劃

設計現勘狀況，與設計廠商進行

討論。 

二、游委員景雲 

1 本案工作執行的現有成果，包括權益關

係人的指認、地方說明會或現勘工作、

相關棲地特性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

等，應於計畫書內多加論述。 

遵照辦理，權益關係人指認、民眾

參與辦理情形等相關進度概述，

已補敘於工作執行計畫書第三章

內。其他詳細內容，特別是民眾參

與結果、生態關注區域圖等需依

據現勘結果彙整、分析的項目，可

能較屬期初報告內容，將於期初

報告書內呈現。 

2 計畫內提到工區周邊 3.5 公里範圍內，

有石虎出現記錄。比對姜博仁(2015)的

文獻，后里鎮周邊均為石虎重要棲地，

那后里區域所有工程，都需要關注石虎

嗎？能否試著論述這個部分。 

謝謝委員意見。后里南北各有大

甲溪與大安溪河道，東側則與苗

栗、台中山線的淺山地區相鄰。以

姜博仁等(2015)所繪製的圖層觀

之，確實於上述區域內，皆由

MaxEnt 模型指出為石虎的重要

棲息空間。此外，裴家騏等(2017)

以 2016-2017 年進行的自動相機

調查，也在這些區域內有拍攝到

石虎的影像紀錄。裴家騏等(2017)

以上述調查紀錄進行 kriging 迴



  3-59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歸，也預測石虎在后里的分佈，應

以大安溪南岸、鄰近東勢區的東

側山區較多。因此，在此區域內若

有工程的規劃，特別是區域排水、

野溪、相關水域環境的治理工程，

應盡可能迴避石虎喜好利用的淺

山植被、農田、水域等地景交錯的

環境。若確有進行治理工程的必

要，需考慮其他減輕、補償手段，

以降低治理工程對於石虎棲地的

衝擊。相關建議，皆有在生態檢核

表中彙整，回饋給後續工程階段。 

3 工作項目內提到，本工程階段會成立團

隊執行生態檢核，雖然附錄有執行人員

名單，但還是要敘明團隊成員與相關工

作項目等議題。 

遵照辦理，補敘於工作執行計畫

書的 1.3 節內。 

4 需釐清工程各施工階段生態檢核的目

標與相應工作項目。核定階段的生態檢

核，需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應如何修改

提報內容，提供相關調整意見。對於工

程設計時提出生態檢核具體建議，並於

後續規劃設計階段中應於評估及提出。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於工程

提報進程內，已彙整本案環境特

性、地理區域、現勘紀錄、民眾參

與意見等項目，並產出核定階段

之生態保育原則，供主辦單位參

考。相關內容將於期初報告內完

整呈現。若本案於計畫期間內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將依據核定階

段擬定的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工

程細部設計圖提出相關建議。 

三、顧委員玉蓉 

1 水利署水利規劃研究所於 108 年 8 月

執行全國各縣市政府生態檢核工作的

缺失情況與改善建議，請參考臺中市部

分的建議，改進相關內容。 

遵照辦理，工作團隊已查閱經濟

部水利署 108 年 8 月 22 日經水河

字第 10853211520 號函所列之生

態檢核改善建議，並補敘擬定工

作計畫之原則與立論過程於工作

計畫書修訂本第四章內。 

2 生態檢核工作重點為提出具體可執行

的生態及友善措施，提供未來工程落

實。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於工程

提報進程內，已彙整本案環境特

性、地理區域、現勘紀錄、民眾參

與意見等項目，並產出核定階段

之生態保育原則，供主辦單位參

考。相關內容將於期初報告內完

整呈現。若本案於計畫期間內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將依據核定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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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擬定的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工

程細部設計圖提出相關建議。 

3 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應收集基本資料

並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並提供這些資訊

對工程是否有衝擊的評估。 

謝謝委員意見。工作團隊於提報

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除彙整本

案工區周邊生態學、水文文獻外，

也利用 TBN、林務局生態調查資

料庫等資料庫搜尋現地的生態議

題，並實際現勘驗證。相關資料產

出，已透過生態檢核表供主辦單

位參考。綜合相關資訊，本治理工

程較大的生態議題，應為濱水環

境、石虎重要棲地的擾動。相關資

訊俱已呈現於生態檢核表中，並

與主辦單位溝通工程的改善建

議。 

4 本案水域部分是否有要一併於工程中

處理？若是，這個案子就必須包括水、

陸域與水陸域交接帶等棲地類型，並依

工程屬性的界定，考量生態檢核的工作

範圍與提供建議的範疇。 

謝謝委員意見。查既有工程草圖，

本案確有溢流堰、出流工、護岸等

工程，會影響到水域環境與水陸

域的交接帶。工作團隊已於生態

檢核表內指出相關棲地應被關

注，也已初步盤點水域棲地的生

態議題。相關議題均會於期初報

告內彙整說明。然因本案尚未進

入規劃設計階段，須待細部設計

圖開始規劃後，方能進行更細緻

的工程影響評估與範圍界定。 

5 依據簡報中的現地照片，本案工區確實

是石虎潛在的活動區域。若知道石虎有

可能出現，也有明確建設滯洪池的需

求，應依此設計具體的友善措施。 

謝謝委員意見。因本案尚未進入

規劃設計階段，待有細部設計圖

後，當可進一步提供友善措施的

建議。在核定階段內，依據既有工

程草圖，可推測緩坡滯洪池的池

壁坡度，應不致影響石虎移動。除

此之外，工作團隊已提供，應盡量

減低水泥量體、盡可能維持當地

植生樣貌、迴避瀕溪植被帶、執行

當地野生動物活動監測等，可於

設計、施工階段執行的建議。然需

注意，本案滯洪池有一側臨路，也

要評估石虎是否可能被誤導到馬

路上，進而發生路死事件的風險。 

6 工作計畫書雖僅提供執行方法說明，但

以工程核定階段需要的資料來說，本計

謝謝委員意見。因本案提報期程

較緊迫，工作團隊已將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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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內容可能不夠，或無法幫助機關釐

清生態議題。此外當開始規劃時，如果

工程內容不符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的建

議，於規劃設計階段該如何處理？ 

表繳交給主辦單位，並直接與主

辦單位溝通規劃設計之注意事

項。另外，規劃設計階段內，工作

團隊也會依據生態關注區域圖與

盤點之生態議題，積極參與工程

細設的討論與溝通。 

7 本案若有水域部分的整治工程，需要考

量水域廊道的問題，應針對水域物種多

做著墨，也可能需要重新考量本案生態

檢核的範圍與具體目標。 

謝謝委員意見。查既有工程草圖，

本案確有溢流堰、出流工、護岸等

工程，會影響到水域環境與水陸

域的交接帶。工作團隊已於生態

檢核表內指出相關棲地應被關

注，也已初步盤點水、陸域棲地的

生態議題與主辦單位溝通。相關

議題均會於期初報告內彙整說

明。然因本案尚未進入規劃設計

階段，須待細部設計圖開始規劃

後，方能進行更細緻的工程影響

評估與範圍界定。 

 

  



  3-62 

2.第三次派工案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連總工程司昭榮 

1 會議簡報結論與建議 34 頁所書派工案

名稱有誤，請改正。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訂誤植工程

名稱處。 

2 調查範圍內可能有石虎活動，建議將

簡報內的石虎敏感區域圖資放入報告

書修訂本中，並說明圖資來源及如何

得出模擬結果。 

謝謝委員建議，石虎相關圖資與

說明已補強於報告修訂本第 2.4.2

節中。 

3 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尺度要放大，加

註旱溝渠道樁號、出、入流工等不可避

免工程的位置，並標註建議的生態友

善措施。 

謝謝委員建議，工程生態關注區

域圖已修訂。 

二、顧委員玉蓉 

1 本案已蒐集 TBN 等資料庫之既有生態

資料做為生態檢核之基礎資料，惟這

些資料多以保育為目的，著重於非都

會區之生物資料建置，故本案所能取

得之生物資料較少。近年來，區排治理

的規劃報告幾乎都涵蓋其生態資料，

能否持續蒐集過去旱溝及周邊水系、

排水系統相關報告？如水規所 99 年旱

溝排水系統規劃中既有臺灣石𩼧、馬

口魚、鯽、平頜鱲、吻鰕虎、台灣蜆等

記錄可供參酌。除本案勘查物種外，部

分物種相對數量少、但仍為潛在關注

物種，未來可以持續觀察並考量工程

對這些物種的衝擊。 

謝謝委員指教，並提供規劃報告

參考，相關物種資訊已納入期初

報告修訂本內，並列入潛在的關

注物種。工作團隊與機關承辦人

員已盡可能蒐集完備相關基礎資

料，也建議於規劃設計階段生態

檢核工作中，於水域部分應針對

初級淡水魚、底棲無脊椎動物、水

生昆蟲、以及利用水域作為覓食

或廊道場域之野生動物進行調

查。 

2. 本案資料來源及存放網址等於文敘中

標註清晰，值得肯定。但未來是否可轉

換成 QR code 之形式一併提拱，以利

資訊公開（如 p.18, p.28, p.32）。 

謝謝委員肯定，修訂本內已彙整

轉換中研院資料寄存所開設專案

網址為二維條碼，供承辦人員後

續利用，請見第 5.2 節內容。 

3. 本案建議仍是以防減災工程為主體的

生態友善措施程序，雖於附錄四簡要

說明，但圖說不清不利判讀，能否提供

更清楚圖說？ 

謝謝委員建議，詳細圖說補充於

本報告修訂本第 2.3 節內。 

4. 本案於 108 年通過第二次環差分析報

告書，該報告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與

現有規劃方案、NGO 意見是否有衝突，

請協助解釋。 

謝謝委員建議，第二次環差書內

載承諾，與生態環境較相關者僅

有「補植喬木使滯洪池於綠地功

能相符」一項，與治理工程規劃方

案、NGO 意見並不衝突。相關內

容詳見本報告修訂本第 2.3 節與

3.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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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案建議有移植、補植喬木等生態友

善措施的建議，但仍須綜合考量移植

補前置準備（如標定移植樹木、適合移

植季節、斷根所需時間、移植地點、是

否需要進行假植等）需要時間，並留意

治理發包設計與建造時間點。 

謝謝委員建議，核定階段生態檢

核僅指出部分樹種應移植，但需

經樹籍調查，並配合工程細部設

計圖以決定哪些樹木需要移植。

此外，樹木移植為另一專業領域，

需請後續辦理規劃設計之廠商諮

詢專業團隊。簡要補充相關移植

說明或參考資料於本報告修訂本

3.2.4節內，供承辦人員後續運用。 

6. 呈第 5 點，本案移植樹木的樹種與位

置，與滯洪池淹水範圍、頻率、深度等

皆有關連。生態檢核的生態友善建議，

應先討論前置作業的準備事項，並提

供上述評估方案的具體內容，讓工程

人員所做的每一個步驟皆有資料輔

助。 

謝謝委員建議。因本案尚未核定，

目前對於滯洪池水理特性與滯洪

頻度的資料還不精準，僅就現掌

握之資料補敘於本報告修訂本第

2.3 節中，並將後續生態檢核應操

作事項的具體建議納入 3.2.4 節

中。 

7. 報告書第 37 及 38 頁中 NGO 提供了許

多意見，如維持既有土壤基質結構，但

當滯洪池深度不夠時則必須開挖，此

意見該如何處理？又如保留濱溪竹

林，但本滯洪池入流口位置與部分竹

林衝突，又該段為水泥用量最大之工

程，該如何保留或協調？ 

謝謝委員指教。核定階段生態檢

核蒐集之意見，是基於現地生態

狀況的初步想法。尚需於規劃設

計階段進一步推動工程與關注團

體間的溝通，並由生態檢核團隊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相關溝通，以

確定後續工程設計辦理的依據。

此外，針對本次現勘中 NGO 意見

的討論，增補於 3.2.3 節中。 

8. 報告內已有工區周邊環境的生態關注

區域圖，但工區內的關注區域，對於工

程單位更為重要卻未呈現。工區中生

態保全對象跟位置，需要再與設計圖

說詳細比對及檢討。 

謝謝委員建議，工程生態關注區

域圖已依據建議，修訂於期初報

告修訂本中。 

9. 本案範圍均位於研究指出的石虎重要

棲地，如何回應本治理工程為何不直

接迴避這類棲地？建議由本治理工程

的必要性做論述。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範圍確實位

於石虎重要棲地的邊緣位置。但

主管機關亦評定確有旱溝整體治

理需求，故劃定本滯洪池計畫。本

團隊也依據現地資訊，就最小化

工程對於水、陸域棲地的可能性

提供建議。 

10. 水環境核定提案方式分為四大類（重

大政策推動、生態環境友善、水環境大

賞、其他），本案是否有設定類別？建

議依照不同類別，團隊可協助補充提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所提報的案

件屬性為「水環境大賞加碼類」，

亦為新提報案件。查水環境審査

委員所提意見，與本案內工作團

隊、關注團體之意見相當類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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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訊、回饋工程設計內容給主辦單

位。 

僅就期初報告內建議強度不足或

不夠具體部分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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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 年 5 月 10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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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工作人員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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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陳郁屏 12年 

英 國 Exeter

大學保育與

生物多樣性

碩士 

計畫主持與

工作督導 

現任：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經歷：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 助理研究員 

中華民國生態關懷者協會 執行秘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生態影響評估、演化行為學、溪流生態學與地景
分析 

協同 

主持人 
蘇維翎 15年 

國立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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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 

主持人 
林笈克 23年 

東海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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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生態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台灣生態研究中心暨
靜宜大學人文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東海大學生物
系 兼任助教、台灣生態學會 研究員 

專長：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專家 

顧問 
王豫煌 15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博

士 

工程評析與

計畫諮詢 

現任：台灣生態學會、石虎保育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節點經理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特聘研究員 
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
後研究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生物多樣性/生態資訊學、生態感測網、地景遺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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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專案經理 

林業試驗所-保護組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環境友善生態評估、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

放資料、植物生態學、環境教育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

長 
鄭偉群 11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及彙

整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專案經理 
經歷：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動物行為學、分子生態學、兩棲爬行動物學 

組

員 
羅子翔 4年 

國立中興大

學水土保持

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計畫專員 
經歷：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專長：水文水理分析、資料庫建置 

組

員 
陳易昇 2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研究所碩

士 

提供民眾參

與諮詢溝通

協助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科技部計畫 專任助

理 
專長：野外調查、基本植物辨認 

生
態
監
測
調
查
彙
整
組 

組

長 
劉威廷 22年 

東海大學環

境科學研究

所碩士 

彙整生態資

料與結果分

析評估、陸域

生態調查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動物部經理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蝙蝠學會 常務理事 
惜根台灣協會 理事 

經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生態實驗室專任助理、2001-
2005年亞太地區遷徙性水鳥保育策略國際工作會議、
台中公明社區、楊厝社區、新庄社區、苗栗鯉魚社區
社區林業講師、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水鳥遷徙繫放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道路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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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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員 
王勇為 11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所碩士 

植物生態調

查、保育生態

課題分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植物部研究員 
經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組研究助理 
專長：陸域植物調查、植群演替分析、環境影響評估 

組

員 
鄭志晧 4年 

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科學

系(海洋生物

組)碩士 

水域動物生

態文獻的蒐

集及生態資

料彙整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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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導

與

民

眾

參

與 

組 

組

長 
謝傳鎧 4年 

國立臺灣大

學生態學與

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碩士 

彙整民眾參

與業務之推

動情形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硏究助理、國立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硏究助理、狸和禾小榖倉工作室計
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調查、質性硏究方法 

組

員 
徐菀佐 13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分析民眾參

與及宣導相

關事項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中心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兩棲爬蟲研究室研究助理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森林動態樣區調查、兩棲爬蟲 

組

員 
鄒明軒 5年 

國立清華大

學電機工程

學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外展專員 
經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環境組專員 
專長：審議民主、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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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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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生態檢核表－附表P01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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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生態檢核表－附表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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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預定工區現勘動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08.22，13:51-15:02 

❖ 本名錄中共有 10 科、 13 種，綱或科名後括弧內為該類群之物種總數。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

定地內僅有以下動物出現，亦無法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條鰭魚綱 Actinopterygii (2) 

1. 鯉科 Cyprinidae (2) 

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Günther, 1868) 臺灣石 

2. Candidia barbata (Regan, 1908) 臺灣鬚鱲  

 

鳥綱 Aves (3) 

2. 鷺科 Ardeidae (2) 

3.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Linnaeus, 1766) 小白鷺 

4.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Linnaeus, 1758) 夜鷺 

3. 鵯科 Pycnonotidae (1) 

5.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Hartert, 1910 白頭翁(台灣亞種)  

 

倍足綱 Diplopoda (1) 

4. 厚亞馬陸科 Trigoniulidae (1) 

6. Trigoniulus corallinus (Gervais, 1842) 磚紅厚甲馬陸 

 

腹足綱 Gastropoda (1) 

5. 非洲大蝸牛科 Achatinidae (1) 

7. Achatina fulica (Bowdich, 1822) 非洲大蝸牛 

 

昆蟲綱 Insectopoda (6) 

6. 細蟌科 Coenagrionidae (1) 

8.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Brauer, 1868) 弓背細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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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幽蟌科 Euphaeidae (1) 

9. Euphaea formosa (Hagen, 1869) 短腹幽蟌 

8. 蜻蜓科 Libellulidae (1) 

10. Trithemis aurora (Burmeister, 1839) 紫紅蜻蜓 

9. 蛺蝶科 Platycnemididae (2) 

11.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Fruhstorfer, 1908) 森林暮眼蝶 

12. Neptis nata lutatia (Fruhstorfer, 1913) 細帶環蛺蝶 

10. 琵蟌科 Platycnemididae (1) 

13. Copera marginipes (Rambur, 1842) 脛蹼琵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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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預定工區現勘維管束植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08.22，13:51-15:02 

❖ 本名錄中共有 28 科、50 種。「屬性」欄位區分為特有種、歸化種、栽培

種。「紅皮書等級」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評估之面臨威脅等

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NA or - : 資料不足或無評估

資料、LC: 安全。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記錄之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

以下植物出現，亦無法完整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科名 
 

學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Acanthaceae 爵床科 1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原生 LC 

Amaranthaceae 莧科 2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歸化 NA 

Apiaceae 繖形科 3 Centella asiatica (L.) Urb. 雷公根 原生 LC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4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 

Lem. 絡石 原生 LC 

Asteraceae 菊科 5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霍香薊 歸化 NA 

  
6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歸化 NA 

  
7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E. Walker 野茼蒿 歸化 NA 

  
8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 

  
9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 王爺葵 歸化 NA 

Bignoniaceae 紫葳科 10 Tabebuia chrysantha (Jacq.) G. Nicholson 黃金風鈴木 栽培 －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11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葉牽牛 歸化 NA 

  
12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歸化 LC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13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原生 LC 

  
14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歸化 NA 

  
15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ex 

Blume) Rchb. f. & Zoll. 蟲屎 原生 LC 

Fabaceae 豆科 16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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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esmodium heterophyllum (Willd.) DC. 變葉山螞蝗 原生 LC 

  
18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歸化 NA 

  
19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原生 LC 

Lauraceae 樟科 20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 原生 LC 

  
21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小梗木薑子 特有 LC 

  
22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特有 LC 

Meliaceae 楝科 23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大葉桃花心木 栽培 － 

Moraceae 桑科 24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 構樹 原生 LC 

  
25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LC 

Oleaceae 木犀科 26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白雞油 原生 LC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27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LC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28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原生 LC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29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歸化 NA 

Rubiaceae 茜草科 30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原生 LC 

  
31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LC 

  
32 Spermacoce latifolia Aubl. 闊葉鴨舌癀舅 歸化 NA 

Rutaceae 芸香科 33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原生 LC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34 Koelreuteria henryi D 臺灣欒樹 特有 LC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35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藍豬耳 原生 LC 

  
36 Mazus fauriei Bonati 佛氏通泉草 特有 LC 

Solanaceae 茄科 37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歸化 NA 

Ulmaceae 榆科 38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原生 LC 

Urticaceae 蕁麻科 39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科名 
 

種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40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歸化 NA 

Araceae 天南星科 41 Alocasia odora (Roxb.) K. Koch 姑婆芋 原生 LC 

  
42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合果芋 栽培 － 

Cyperaceae 莎草科 43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44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 刺竹 原生 NA 

  
45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E.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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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on fo. glaber 

Nakai 白背芒 原生 － 

  
47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原生 LC 

  
48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NA 

  
49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歸化 NA 

Zingiberaceae 薑科 50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月桃 原生 LC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108-109 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 

期初報告書 

(修訂本) 

 

第四次派工案－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

整治計畫(0K+866~4K+452) 

 

 

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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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派工案內執行臺中市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

(0K+866~4K+452)」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案內共執行生態

基本文獻資料收集、現場生態勘查、航拍製圖、生態議題評析與生態關注

區域圖彙整以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等工作項目。 

上述工作項目，於108年12月至隔年2月間辦理完成，並且提交生態檢

核表，彙整工作成果予主辦單位進行案件提報工作。現場生態勘查、航拍

製圖等辦理成果，已上傳至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網站內，「臺

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專業委託服務」所開設的專案內，

以利保存與公開。此外，針對安良港排水工程施作範圍，盤點重要生態議

題，並提供包含迴避、縮小、減輕、補償共13項生態保育原則，詳細說明

於本報告書3.5節。 

(1)防潮閘門上下游之泥灘地為安良港排水全渠段有蟹類活動之環境。

故於施工階段應避開蟹類繁殖期，適度迴避、保留灘地，並縮小施工

範圍。 

(2) 工程規劃預計施作之護岸形式皆高於40公分，且坡度陡峭，將不

利於半水棲爬蟲動物使用水域上之陸域環境。應於局部渠段護岸設計

緩坡或設置動物坡道，增加水面上生物可利用空間。 

(3) 工程規劃若清除堤上之茂盛植被，將減少鳥類棲息環境及適宜覓

食場所。故可設計複式護岸，增加多孔隙以利植生附著，補植適地的

原生植物並避免外來種。 

(4) 施工期間機具進入渠道，將擾動或清除現有渠道中淤積灘地及其

上所覆蓋之植生，減少半水棲爬蟲動物的主要活動範圍。完工後應保

留渠道中突起塊石，並於基腳上堆放預鑄塊以利灘地回復，另於後續

維管階段調整清淤頻度。 

本案依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920205350號函核定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核定之範圍為安良港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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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866-1K+547。後續其他工程需於提報前進行提報階段工程說明會，納

入生態關注團體之建議，並以本報告內所提供之生態建議與里民進行討論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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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緣由 

近年來隨著民眾生態意識抬頭，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4月

25日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為「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內容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

工程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中，在

水與發展、水與安全、水與環境等計畫已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

作，並強化各機關落實。因此在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

的同時，必須納入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

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參與，強化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爰此，生態檢

核作為主辦工程單位可操作之手段，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

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育治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

的影響。「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隨附於本計畫書附錄二。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於各公共治理

工程內，於108-109年度期間辦理「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下稱本計畫），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派各

工程案之生態檢核作業。包括本件派工案，截至109年3月止，已核定

四次派工案。1 本計畫操作之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於：生態資料蒐集；

調查、評析與協助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考量迴避、縮小、

減輕與補償的策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建立民

眾協商溝通機制。 

 
1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內，第一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 號函辦理，執行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

5K+300、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龍井區

山腳排水 4K+225-4K+300 等四件治理工程的施工中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依據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7 月 23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57272 函辦理，執行沙鹿區山腳排水

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南 1K+809-南 4K+700，又稱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

生態檢核。第三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雨字第 1080069873 號函

辦理，執行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滯洪池工程乙件治

理工程的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即為本派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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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派工案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9年2月19日中市水保工

字第1090011363函辦理，派工案內核定進行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

治計畫(0K+866~4K+649)乙件工程計畫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於工程

核定階段執行生態監測、航拍製圖、生態保育措施擬定與資料彙整發

佈等作業。本次提交期初報告則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17日

中市水工字第1090021273號辦理。後續若有新規劃之工程，將以其他

派工案方式，確實依據工程生命階段與現地狀況擬定工作項目，並奉

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生態檢核。 

1.2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

之基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

濟轉型、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

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

納入生態檢核。其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

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

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

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

育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

查、生態檢核等作業。 

(b)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

核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

獻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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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

續生態環境。 

(b)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

與、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

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動辦理生態檢

核，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

並採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

時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

止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

境，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

之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

程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

程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1.3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推廣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

態團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

態專業人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

以及生態敏感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

保全對象保護目的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

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

害。發展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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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然而工程單位常為無法評估、難以理解生態議題所苦，或因未

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議。為避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

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1.3-1），在既有

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

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面臨的生態議題與

民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達到減輕工程

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求。 

 

 

圖 1.3-1 生態檢核概念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1.3-2，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第三條條例：「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

生態保育專家之協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

發展出生態檢核表，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

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查評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檢

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生態工程應用在道路工程之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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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

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機制」，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參考附錄

二）。 

 

 

圖 1.3-2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本計畫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將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

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以及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委員

會修訂之「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在生態調查評

估之技術操作與執行面，將延續「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案之成果，針對指定工程案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

工作，包含：聯繫設計與施工單位建立跨團隊溝通與協調機制，在規

劃、設計階段將執行現場勘查、資訊蒐集、生態衝擊評估與生態關注

區域圖繪製，指認工程範圍內生態議題，提出可操作之衝擊減輕與生

態保育對策，並協助施工與維管階段之對策落實、環境監測與成效評

估，以期落實工程各階段生態保育工作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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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態檢核基本架構與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

設計、施工管理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重於透過

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二項主軸，將工程與生態之專業意

見整合。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蒐集、調查

與評估，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提供工程專

業人員納入設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協商的過程，

亦積極落實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標與內容，獲

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也有助於釐

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

發生。 

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通常由工程主辦單位委託專業團隊擔任生

態顧問，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護之目標。

本團隊將依據各工程之環境特性與需求，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棲

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據以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

輕對策建議。工程主辦單位作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

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現場勘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

方案之有效落實，工程主辦單位應要求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

查核，並委託生態專業團隊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

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依據服務建議書內容，本計畫下各派工案所執行之生態檢核成果

資訊，將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3，在此平台建立「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4，以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

CC BY 4.0授權條款釋出，各工程在此專案下分別建立資料集，作為

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 

本派工案目前為核定階段，實際工作項目以109年2月19日中市水

保工字第1090011363函核定內容為準，並於2.2節說明工作內容及流

程。下列分別簡述辦理全生命週期之生態檢核下，生態團隊於各工程

 
3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 
4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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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生態檢核應辦理之重點執行工作，完整流程如圖1.4-1所示。 

(1) 核定階段 

(a)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b)藉由現勘、基本資料蒐集、航拍製圖等工作，評估潛在生

態議題、確認工區周邊環境及保全對象後，進行生態關注區

域圖繪製與說明，產出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工程設計參考應

用。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規劃設計階段 

(a) 針對個案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提供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監造/施工單位擬訂可行之生態

保育/友善措施。 

(b)協助辦理設計說明會。 

(c)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

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

作。 

(d)產出自主檢查表提供施工說明會時討論確定。 

(3)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b)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4) 維護管理階段 

(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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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圖 1.4-1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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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及執行方法 

2.1 工作目標及範圍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位於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內，各派工案位置

依機關指定為主。前三次派工案核定之工程位於霧峰區、大里區、豐

原區、龍井區、沙鹿區、后里區。本派工案內辦理安良港排水生態檢

核之工程預定範圍位於臺中市梧棲區及龍井區交界，係一東西向之區

域排水路線。預定工區範圍總長約3.5公里，以臺61線為界，西側為工

業區，東側多為農田與住宅區鑲嵌之地景。工程位置座標及地圖詳見

下表2.1-1、圖2.1-1。 

 

表 2.1-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工程 TWD97 座標 

工程名稱 X 座標 Y 座標 

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

(0K+866~4K+452) 
201796 2680055 

起點 (經緯度：120.514329, 24.229576) 200674 2680534 

終點 (經緯度：120.547776, 24.216303) 204066 267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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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案工程位置圖 

2.2 工作內容及流程 

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生態檢核為臺中市生態檢核計

畫中之第四次派工案，目前為工程核定階段，工作流程如圖2.2-1所示。

工作內容以實際核定之項目為主，詳細內容於下列分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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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第四次派工案工作流程圖 

 

(1)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相關資料包含生態調查文獻、區域內已知重要關

注物種、區域環境特性等，作為後續分析生態環境特性、保育類

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之基礎。 

(2) 生態勘查、棲地環境評估調查 

生態專業人員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

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觀察並紀錄沿線附

近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動植物，同時詳細勘查記

錄生態保全對象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態，以瞭解工區周邊生態課

題，資料將回饋於修正保育對策及調整工程方案。 

(3)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生態關注區域係以圖面指認工區周邊生態議題之位置、範圍，

以及空間關係，其繪製流程與範例如圖2.2-1、圖2.2-2所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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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應套疊工程設計圖，考量法定保護區、學術文獻與地方

生態文史，並依據現地調查結果，繪製呈現出工程影響範圍內應

受關注之重要生態區位，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作為

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圖 2.2-1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圖 2.2-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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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生態保育對策應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依據

生態系特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針對工程可能造

成之生態環境衝擊，配合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提出可保全重要

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 

保育對策應以有效降低干擾且避免負面生態影響為原則，依

序檢視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可行對策。因此，工程配置及

施工規劃應優先考量是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

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謹慎縮小工程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

面效應，針對受到工程干擾而有減損之餘的環境，則應積極研究

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往生態功能零損失的目標邁進。 

若進入施工完工階段，以前階段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為原則，

擬定自主檢查表，並對施工廠商於進行督導，確認迴避保全對象

及落實保育對策提出之建議。 

(5)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團隊預計使用無人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進行航拍製圖；於工程核定階段一次、施工期間每三個月一次、

及完工後兩個月內進行一次拍攝，以追蹤、比對施工前、中、後

期工程範圍的環境變化。航拍製圖的正射影像將發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解析需小

於6公分；航拍製圖產生之正射影像、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

材質網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

所「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檢核資

料集。5 完整調查結果、航拍專案（原始影像及計算成果）及其

它調查資料（包含現勘物種名錄、棲地分布、照片、影片）則以

硬碟或隨身碟複製備份交給委託單位。 

(6)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若本派工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於施工期間，依招標文件規

 
5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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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程，在工程範圍沿線記錄鳥類、蝶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

採步行並使用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輔助觀察，提供含有地理

座標(geo-tagged)資訊的影像資料為佐證。 

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

構的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並將調查紀錄表以DarwinCore的欄

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occurrence)或取樣調查

(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名與俗名的使用則參照台灣

物種名錄。 

(7)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若本派工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據本派工案工作計畫中

擬定的自主檢查表進行，本團隊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

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

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 

(8)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若本派工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與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

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保育措施的施工異常通報，則

盡速辦理現地勘查，討論妥善處置措施。 

(9)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b)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

成果等）。 

(c)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

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容可

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d)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並

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e)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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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人力配置 

本派工案之人力配置如下圖2.3-1，由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

基金會、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兩方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基金會顧

問林笈克為計畫主持人，負責計畫主持及工作監督；觀察家協理蘇維

翎為計畫協同主持人，協助掌握計畫及進度；謝傳鎧擔任計畫經理，

任務協調及計畫執行；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專業顧問，協助工程評析、

航拍製圖等項目。本派工案將生態檢核執行基本工作項目概分為生態

監測調查彙整、生態檢核操作評估及生態宣導與民眾參與三大項，各

項由組長分配任務並掌握進度執行。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

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境工程等專業人員組成，符合合約內所述之

生態專業背景。 

 

 

圖 2.3-1 本派工案生態檢核工作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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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作辦理期程記錄 

 

圖 2.3-1 工作期程甘特圖 

 

為配合主辦單位提報中央之時程規劃，本派工案內工作項目均已

於109年2月份前執行完成，並依據契約期限提交工作計畫書及期初報

告予主辦單位。相關工作項目之執行狀況與期程敘述於本節。 

於109年度內，本計劃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本派工案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

態顧問有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專業顧

問，提供野生動物、動物友善工程規劃、航拍製圖等工作項目之

協力。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

境工程等專業人員組成，符合合約內所述之專業背景資格。人員

名單與簡歷如附錄三所示。相關工區基本資料收集說明於本報告

書第3.1節詳細呈現。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查、生態保

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

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4-17 

 

本派工案已於108年12月20日及109年1月10日進行現地生態勘查，

同時於109年1月10日執行乙次無人載具航拍製圖，所得之高解析正射

影像將提供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評估、比較棲地變遷的原始參

考資料。 

勘查後，以航拍製圖結果、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物與

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保育原則，

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計參考。以上工作產出，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

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

檢核核定階段附表P-01」等文件格式呈現。因應本工程的提報期程，

相關表單已於109年2月前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相關評析細節與

文獻資料，將於本報告書第三、四章內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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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態檢核與資料彙整 

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之治理及規劃，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於101年

核定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

治及環境營造規劃」，以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8年核定之「臺中市安良港

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兩份報告。 

安良港排水為前瞻水環境計畫下水與安全之工程，輔根據前期規劃報

告顯示主要治理核心原則可歸為以下幾點：(1) 於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

工程施作期間兼顧生態保育，減少對環境衝擊；(2) 滿足10年重現期距之

通洪能力，25年重現期距不溢堤；(3) 建議於安良港排水全段以護岸進行

改善，達到防淹減災以保障周圍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 

3.1 基本資料收集 

 

圖 3.1-1 安良港排水與周邊區域排水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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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概述 

安良港排水位於臺中市梧棲區，為臺中市管轄之區域排水。

集水區面積約23.75平方公里，上游由北勢溪及南勢溪匯入，範圍

內多平地及丘陵，周邊以工業區及住宅區鑲嵌農地為主。集水區

內，以沙田路為界，東為大肚山台地及山麓地區，最高處地面標

高約300公尺，地勢由東向西陡降至沙田路後，以西為平原地形，

集水區內平均坡度為1/19。由於平原地勢低，遇大潮時常有海水

頂托現象，故於台17線東側設置防潮閘門避免海水倒灌。 

工區範圍內，臺61線（西部濱海快速道路）以西為乙種工業

區、臺中港關連工業區。為快速盤點全區段既有的生態資源及相

關圖層資訊，套疊法令公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學術研究或民

間關注區等圖資（表4.2-1），結果顯示均未與森林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文化資產保護法等法規劃設之保護區重疊。 

 

表 3.1-1 本計畫套疊之生態保護區域 

項

次 
圖層名稱 

中央 

主管機關 
主要法規依據 

1 自然保護區 農委會 森林法 

2 自然保留區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3 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育法 

4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育法 

5 國家(自然)公園 內政部 國家公園法 

6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 濕地保育法 

7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內政部 自來水法 

8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環保署 飲用水管理條例 

9 特定水土保持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0 水庫集水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1 森林遊樂區 農委會 森林法 

12 林班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3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發展觀光條例 

14 地質地景點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15 保安林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6 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 環境影響評估法 

17 臺灣蛙類重要棲地 農委會 - 

18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農委會 漁業法 

 

(2) 物種資料庫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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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6、「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

庫系統」7、iNaturalist 與 eBirds等資料庫進行生物記錄搜尋8 9，

發現重要關注植物為水社柳 (Salix kusanoi (Hayata) C.K.Schneid.) 

1種。水社柳亦為2017年維管束植物紅皮書目錄評估為國家瀕危

(NEN)級維管束植物，但因該筆記錄年代較遠（1999），加上座

標精度不足，無法確定分布點位是否於工區內，也可能為人工栽

種。其他應保育之野生動物1種為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珍

貴稀有保育類之野生動物1種為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安良港排水由南勢溪及北勢溪共同匯流而成，依據「沙鹿區

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2018）報告所載

10，於107年9月及11月在南勢溪調查，記錄IUCN紅皮書易危物種

(VU) 臺灣南海溪蟹 (Nanhaipotamon formosanum)，並於周邊私

人農地中發現蟹類挖掘洞穴，該報告又載當地居民口頭描述棲息

其中的蟹類具有臺灣南海溪蟹特徵。安良港排水近南北勢溪匯流

口周邊有大範圍水稻田，不排除臺灣南海溪蟹亦有在此分布的可

能性。目前臺灣南海溪蟹為臺灣特有之大型淡水蟹，以南勢溪為

其分布最北界之紀錄。 

「台中市生態檢核(108-109)專業委託服務」第一次派工案內

的龍井山腳排水治理工程，位於山腳大排上游處，此區曾紀錄花

浪蛇，並於108年9月現勘時記錄草花蛇（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之

野生動物），山腳大排與安良港排水之間有水圳相互串聯，故不

排除於安良港的適宜棲地也有半水棲蛇類存在之可能。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2012）中於安良港排水設置四個測

站11，分別為安良港上游壩水橋、中央路交會處、下游閘門及信

 
6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 

7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

entation.aspx 

8 iNaturalist：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 

9 eBird Taiwan：https://ebird.org/taiwan/hotspots 

10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報告書，

2018。 

11 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2012。 

https://www.tbn.org.tw/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entation.aspx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entation.aspx
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
https://ebird.org/taiwan/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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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民權排水匯入處。水質狀況愈往下游河口汙染愈嚴重，水域生

態調查結果記錄上游段皆為高耐汙物種，又以雜交吳郭魚及福壽

螺（Pomacea canaliculata）為優勢種。下游為河口常見魚種，如

斑海鯰（Arius maculatus）、白鮻（Chelon subviridis）、黃鰭鯛

（Acanthopagrus latus）、黑鯛（Acanthopagrus schlegeli），也記

錄弧邊管招潮蟹（Tubuca arcuata）一種蟹類。 

(3) 前期資料與相關計畫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2012）評估縮小前期擬定的南山截

水溝規模，計畫以南山排水溝截流並分流排入平原地區各大排，

此舉使安良港排水大部分渠段可滿足保護標準，僅局部需要護岸

改善。 

該報告劃設之護岸高程，以滿足1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0.5

公尺出水高、及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高度不溢堤為原則。因下游

地區坡度平緩，泥沙容易堆積，台61至台17線之間、下游段信義

民權排水及忠和中排水等地區易淹水，該報告建議以排水路拓寬

方式以發揮渠道之排水功能。參考報告書內乙案方式，以截流分

洪方式使安良港排水量負荷減小，預計以拓寬排水路及分洪方式

改善渠段排水不良，減少堤岸加高。 

「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2019）

成果報告書則表示截流後下游排水通路大多可符合區域排水保

護標準，僅局部需護岸整治，另有兩座跨渠構造物須配合改建，

分別為安南橋(1K+547)及安良橋(4K+021)，防潮閘門也以保留並

加強維護為原則不進行改建。近年辦理安良港相關治理工程共1

件改善工程、7件災害搶修工程及2座跨渠構造物。因此除了

0K+866~0K+989渠段須拓寬外，其餘渠段維持既有渠寬。12 新建

護岸型式則以「半重力式護岸+基樁」及「直立式護岸＋基樁」兩

種作為考量。 

安良港排水計畫範圍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均為「臺中農田

 
1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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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會」所有。參考衛星影像與都市計畫分區圖層，安良港排水

經過農田景觀休憩區及工業景觀綠化區，在符合排水防洪的需求

下，若能運用不同護岸類型，可增加親水之動線，避免擾動破壞

原有生態系，並適度導入動植物復育。13 

(4)意見彙整與評估 

南山截水溝截流排水後，安良港排水護岸皆達保護標準，僅

局部需進行整治，故護岸型式為討論重點之一。 

108年6月27日辦理現場訪談及地方說明會，歸納議員及民眾

的意見，雖然對於護岸型式看法不同，但皆將「防洪」列為優先

解決之課題。排水路護岸需因應周邊環境而設置不同工法，故安

良港排水下游位於關連工業區內之渠段多為直立式混凝土護岸，

自然景觀度較低；而中、上游渠段，則以混凝土低水護岸及土堤

之複合式護岸為主，自然景觀度較高。 

基於前瞻基礎建設下水安全計畫之評核原則，在改善水患、

保障居民安全無虞之情況下，亦須考量復育生態棲地環境，以保

留最大生態效益為目標。故本團隊初步建議新建護岸以混凝土低

水護岸修補中上游破損之渠段，另於堤頂土坡規劃植栽，避免土

堤上土砂下移，同時藉由工程施作期間移除渠道內可能影響通洪

斷面之繁殖快速外來種（如布袋蓮），並定時於渠道清淤。若進

入後續階段應儘速辦理說明會，與主辦機關、生態團隊、設計監

造單位及民眾充分溝通討論。 

3.2 航拍製圖與影像分析 

於本派工案辦理期間，核定一次無人載具(UAV)航拍製圖作業，

以記錄施工前工區周邊環境狀況，提供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評估、分

析環境與棲地狀態變化，後續可回饋未來工程設計調整。已於109年1

月10日進行乙次航拍。橘色多邊形為本派工案工區域計範圍，航拍長

度約為三公里，航拍原始影像以Pix4Dmapper軟體計算處理，結果如

 
13 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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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所示，其正射影像原始檔案已上傳至OpenAerialMap開放平台。

14 

安良港排水重點關注區域多為低水護岸、蛇籠或土堤上植被、渠

道中淤積之泥灘地及大面積灘地上的濱溪高草莖植被。圖中空白區域

的渠道堤岸上多被民眾開墾為果園及菜園，經現勘評估為生態敏感程

度較低之區域，故不拍攝此區。 

由航拍正射影像可見安良港排水前段（臺61線西側）位於臺中港

關連工業區，渠道兩側主要為垂直護岸及混凝土低水護岸，渠道中臨

水側有幾處裸露泥灘地及大面積植生覆蓋之灘地。臺61線以東之堤岸

或土坡上植被、渠道中淤積之泥灘地及大面積灘地上的濱溪高草莖植

被，初判為生態敏感程度較高區域，可提供喜愛泥灘地與高草叢之生

物活動、棲息環境。渠道兩側原生或人為種植之果樹、喬木初步皆列

為生態保全對象。詳細區域環境說明請見3.3節。 

 

 

圖 3.2-1 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工程區域航拍 

 
14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2019 台中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

(提報階段)：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7 

工程範圍起點 0K+866 

工程範圍終點 4K+452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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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態勘查資料 

本團隊彙整前期報告之生態資料，並納入本派工案中現勘辦理結

果，整理本工程之生態情報如下述。 

資料照片顯示渠道兩旁護岸堤頂為草灌叢生長茂盛之土堤，應有

常於高草莖植被中活動的小型鳥類，並有多棵果樹及喬木。目前護岸

型式除防潮閘門上下游為垂直護岸外，其他多為重力式擋土牆，然而

臨水面護岸坡度過陡，也沒有動物坡道設置紀錄，不利於水域爬行動

物（如淡水龜）上岸活動或是使用邊坡繁殖。渠道內少有突起大石供

龜類棲息，因此更顯保留可利用之邊坡區域的重要性。前期報告建議

之護岸型式（重力式、直立式護岸）亦會縮減生物可活動範圍。 

另外前期資料顯示紀錄河口潮間帶常見之弧邊管招潮蟹(Tubuca 

arcuata)，該物種會於濕潤的軟泥質灘地上挖掘洞穴，並於海水漲潮時

躲藏於洞穴中。因此於安良港排水近河口處，若有灘地淤積則亦有高

機率發現常見潮間帶螃蟹物種。 

工區現勘於108年12月20日上午9時至12時間以及109年1月10日

上午9時至11時間進行，由工作團隊謝傳鎧研究員、徐菀佐研究員、戴

家琪計畫專員以及王豫煌專案顧問執行現場勘查，記錄現場目視所得

之動植物名錄，並評估重要棲地範圍，後續由團隊成員協助部分物種

的辨識與資料彙整。生態勘查之結果，記錄動物21科30種，以及維管

束植物34科65種，名錄彙整於附件六、七內。 

工區現勘範圍以臺61線為界，西側位於臺中港關連工業區內，如

圖3.3-1所示，周邊工廠林立，防潮閘門上下游為直立式護岸與前期資

料相符，護岸下方臨水側有大面積裸露泥灘地（圖3.3-1A），可能為

河口蟹類的棲地。由於安良港排水下游河口位於感潮帶，受潮汐迴水

影響，河床為較細之泥、砂質。經現勘觀察此區域至少棲息四種潮間

帶螃蟹，皆為高潮線上或下常見之河口蟹類，以防潮閘門為界，下游

為弧邊招潮蟹(Tubuca arcuata)、雙齒近相手蟹(Perisesarma bidens)；

上游為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蟹類詳細照片附於後頁附錄四中。防潮閘門至安南橋間中

上游護岸形式以混凝土低水護岸為主，渠道內則有大面積植被覆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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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植生豐富且具有層次，目視可見布袋蓮(Pontederia crassipes)、

倒地鈴(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蘆葦(Phragmites communis)、印

度田菁(Sesbania sesban)、水丁香(Ludwigia octovalvis)等高低莖植物

（圖3.3-1B、C），成群斑文鳥(Lonchura punctulata)及褐頭鷦鶯(Prinia 

inornata)常利用此區域。 

圖3.3-1D至圖3.3-2E間護岸多為混凝土低水護岸、土堤及小段破

損石籠，堤上植生覆蓋相對少而使土壤裸露。現勘期間於橋下右岸訪

談一位釣客，據其表示此處為適合垂釣的最上游端，當天所得之漁獲

有雜交吳郭魚(Oreochromis sp.)及鯉魚(Cyprinus carpio carpio)，除此

之外由數棵灌木和喬木、菜園及人為搭建之休憩平台亦可見居民活動

痕跡。 

臺61線東側地景則以農田景觀鑲嵌小型聚落為主，如圖3.3-2所示。

臺61線橋下兩側為土堤護岸，生長大量高草莖植被（圖3.3-2F），同

樣為適宜小型鳥類活動的棲地類型，現勘當日紀錄蒼鷺(Ardea cinerea)

在此區域捕食，推測原因為兩岸豐富植生遮蔽部分渠道水面，使魚類

於陰涼處休息，使此處成為大型水鳥的良好漁場，F圖中可見一座於

108年新建之通學便橋，北側則為一民間宗教寺廟－永元宮。往上游

處護岸形式轉變為混凝土低水護岸，堤上之區域為民眾開闢成菜園利

用（圖3.3-2G）。 

圖3.3-2H至K的渠道兩側，主要為混凝土低水護岸，周邊堤上植

有喬木及大灌木種類如榕 (Ficus microcarpa)、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小葉桑(Morus australis)等，或是為民眾開闢成菜園利用。

此段渠道中重要物種為突起石塊上之斑龜(Mauremys sinensis)及紅耳

泥龜(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以及渠道中水淺處紀錄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活動，且常躲藏於濱溪植被茂盛的隱密處。整體

而言渠道內水流平緩，少潭瀨，僅有幾顆大塊石頭或是人工打除留下

之混凝土塊，龜鱉類可使用的空間相對稀少。計畫終點位於圖3.3-2K

處上游，且由北勢溪及南勢溪共同匯流進入安良港排水。 

藉由現地勘查並輔以比對文獻資料，可瞭解工區周邊實際環境情

況、預期可能出現的物種及確認其活動的棲地範圍。基本上現地環境

情況勘查結果與前期資料所描述的生態議題相符，生態團隊將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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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節進一步呈現生態關注區域圖及保全對象位置，並於第3.5節探討

相關生態議題及生態友善保育措施之擬定。 

 

圖 3.3-1 安良港排水以臺 61 線為界之西側 

 

 

圖 3.3-2 安良港排水以臺 61 線為界之東側 



4-27 

 

3.4 生態關注區域圖 

依據圖2.2-1之流程所示，經由基本資料收集、航拍影像處理、合

併生態勘查調查記錄之重要棲地及保全對象，並套疊相關資料圖層於

生態關注區域圖中，以呈現敏感棲地範圍及重要保全對象位置，並以

此關注區域圖為基礎，於第3.5節探討相關生態議題及生態友善保育

措施之擬定。 

本案以文獻資料整合初步現勘紀錄，並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WMS服務正射影像圖為底圖所繪製之初版關注區域圖，已隨附於生

態檢核表中，於109年2月送交主辦單位。因應後續航拍與影像分析結

果，套疊本案航拍之正射化影像並微調棲地範圍及保全對象位置，增

補修訂新版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3.4-1及圖3.4-2。 

本工程範圍周邊，生態關注區域圖的繪製分區如下說明： 

(1) 陸域環境 

陸域環境範圍內，需要關注的區域為工區周邊所有農田、工

業綠地及目前護岸上或渠道內植生覆蓋部分，均為中度敏感區域，

於關注區域圖中標示為黃色區塊。 

由於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工程主要工程為護岸施作，將受擾

動之陸域環境為目前護岸兩側濱溪植被及渠道內淤積灘地上植

生豐富之區域，這些植物種類涵蓋高中低莖之草本植物及大型灌

木、果樹或喬本植物，能提供給鳥類活動、棲息及覓食的環境，

尤其為關連工業區帶來盎然生機，故將植被生長茂盛且確實有動

物利用之區域劃入高度敏感區域。 

此外由於安良港排水位於感潮帶，因此防潮閘門上下游處的

裸露泥灘地上成為河口蟹類的棲息環境，經現勘觀察至少四種蟹

類，全渠段僅於此區段紀錄，故亦劃入高度敏感區域，於關注區

域圖中標示為紅色區塊。 

最後，於排水兩側之陸域環境中各個園區廠房、已都市化之

住家及遠離工區範圍之區域，由其關連工業區周邊環境，因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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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不顯著，故排除於生態敏感區域外。 

(2) 水域環境 

水域環境中，依據第3.3節的生態勘查結果，安良港排水全渠

段無封底，目視觀察渠道底質應為細沙及泥質，整體而言水流平

緩、少有潭瀨。於永安橋至永天橋間(2K+575-3K+020)、臺一線至

計劃終點間(4K+021-4K+649) 渠段紀錄斑龜（EN，國家紅皮書瀕

危物種）及紅耳泥龜15，棲息於突起石塊或混凝土結構物碎片上，

故將此水域環境指認為高度敏感區域，於關注區域圖中標示為藍

色區塊。其他渠段雖未被列為敏感區域，然而渠道中水域相互連

通，因此若機具需進入渠道，工區上下游勢必皆會受到擾動影響，

須注意工程施作對於水域爬行動物之影響。 

由於目前護岸基腳之立面近垂直且多超過40公分，龜類等水

域爬行動物無法爬上混凝土低水護岸及直立式護岸使用堤頂空

間，僅能利用突出水體之塊石作為活動空間，或以周邊淤積所形

成之灘地做為躲藏及繁殖的棲地。再者，於現勘中亦發現渠道內

少有突出於水面之塊石或構造物，因此渠道中有植被生長的灘地

對於擴大龜類的活動範圍顯得相對重要。本案若進入設計規劃階

段應審慎考量渠底擾動及移除灘地、塊石等作為對野生動物所造

成的影響。若進入施工階段，則於工程期間應保留渠道中部分灘

地，以供生物活動使用，並盡量避開其繁殖期。若於繁殖期施工

則不宜擾動保留的灘地區域。完工後於渠道內留下較大粒徑之塊

石或拆除舊護岸剩餘之混凝土塊，增加龜類活動範圍。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7 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

https://www.tesri.gov.tw/Uploads/userfile/A6_2/2019-02-25_1325552972.pdf 

https://www.tesri.gov.tw/Uploads/userfile/A6_2/2019-02-25_13255529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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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臺 61 線西側之生態關注區域圖 

 

 

圖 3.4-2 臺 61 線東側之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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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依據第3.1節內彙整前期規劃報告內預計治理工程、收集文獻資

料，以及第3.4節內整合生態勘查、航拍影像分析後繪製生態關注區域

圖，歸納生態檢核工作成果後，整理本案關注生態議題如下： 

(1) 防潮閘門上下游之泥灘地為安良港排水全渠段有蟹類活動之環境。 

(2) 工程規劃預計施作之護岸形式皆高於40公分，且坡度陡峭，將不

利於半水棲爬蟲動物使用水域上之陸域環境。 

(3) 工程規劃若清除堤上之茂盛植被，將減少鳥類棲息環境及適宜覓

食場所。 

(4) 施工期間機具進入渠道，將擾動或清除現有渠道中淤積灘地及其

上所覆蓋之植生，減少半水棲爬蟲動物的主要活動範圍。 

盤點此地關注生態議題是為針對這些議題提出改善及建議措施，

為原有工程影響的物種保留適宜活動及生存之空間環境，回復過往生

態效益。 

3.5.1 整體性之保育原則 

本案安良港排水治理工程之生態檢核努力的方向為保全濱溪植

被、維持半水棲爬蟲類及蟹類生存環境，安良港排水全區或局部應保

留這些適宜棲地。以整體規劃而言可考慮設計多樣化護岸型式，且目

前安良港排水中未有人工構造物阻擋生物的水域縱向連結，可保持水

域之間連結暢通。合併第3.1節內前期報告之建議及補充建議，工作團

隊依據目前排水周邊環境的現況擬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整體

性生態保育原則如下，並針對原則進行詳盡說明： 

(1) 迴避（或保留）渠道中突起塊石或水泥碎塊以供淡水烏龜使用，

並保持全段溪床不封底。 

(2) 迴避防潮閘門上下游灘地，保留河口蟹類之棲地。 

施工期間應盡可能避開蟹類繁殖期或著床期，另外也應避免

留下油汙或垃圾影響環境。當工程不可避免影響其棲地，應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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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程度採取下列保育策略，並依調查結果盡力恢復原先生態。 

若機具需進入渠底則應縮小或限制機具活動範圍、左右側護

岸分開施工，將機具可能輾壓灘地的範圍降至最低，或錯開施工

時間，保留局部灘地，皆為可行的做法。 

(3) 迴避（或適度保留）具有植生之高灘地，提供半水棲爬蟲類之棲

地。 

目前主要可提供作為斑龜及蛇類棲地之環境為具有植生的

淤積灘地，機具進入渠底施工時應縮小或限制機具活動範圍、左

右側護岸分開施工。施工完成後可於基腳上放置塊石或預鑄塊提

供灘地回復效率，並配合調整清淤頻度，適度保留灘地。 

(4) 縮小水泥量體，維持工區護岸堤頂植被面積最大化，且不減損防

洪效果。 

本團隊認為應更改或改善護岸型式，如渠道中混凝土低水護

岸或土堤（蛇籠損壞渠段除外），若無明確毀損狀況與保全物件，

可採取臨路側加高堤頂方式完成防洪治理需求，保全既有堤頂高

草叢及喬木等保全對象，以提供工區範疇內的棲地多樣性。 

若必須設計混凝土護岸基礎時，基礎上部或護岸可採用有助

植物生長之多孔隙或高通透性工法取代混凝土，以保留透水性與

植物拓殖空間，例如砌石或其他多孔隙材質、打樁編柵、堆疊式

箱籠、蜂巢圍束網格堆疊式護岸、活樁插枝、複合式預鑄塊護岸

等。並配合清淤及疏濬頻度，給予水中爬行動物離水的活動空間。

必要時可縮減人行道及圖中植栽綠帶寬度。建議參考護岸形式詳

述於後頁3.5節中。 

(5) 減輕：設計複式斷面護岸、在非攻擊面段設計局部緩坡(1：1.2或

更緩)或設置動物坡道。 

安良港位於流水流速較為和緩的下游，若使用複合式預鑄護

岸，預鑄塊之間預留孔隙填塞客土，可提供植物生長空間，並將

降低坡度至40度（或更緩），協助爬行動物上至護岸的斜坡空間。

或設置與水流平行且坡度緩於40度之動物坡道，為避免爬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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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車道使路殺風險增加，坡道避免直通到人行道上，或於植栽

綠帶及人行道間設置阻隔措施。 

(6) 減輕：進入渠底施作應採半半施工並保持常流水。 

(7) 減輕：降低既有低水護岸或擋土牆與渠底間的落差。 

安南橋至臺61線以及有斑龜出現的渠段（永安橋至永天橋、

安良橋到計畫終點間），既有低水護岸/擋土牆與其渠底間，應考

慮由治理工程營造減低渠底到堤頂植被間落差，如設置動物坡道，

或以大小粒徑塊石舖設斜坡，讓渠內爬蟲類動物可上岸利用土堤

頂之草叢棲地，以增加棲地橫向連結性。 

(8) 減輕：保全對象之大型喬木需評估移置他處，並於施工設計圖中

標明位置。 

(9) 補償護岸施作工程減少之植被面積，並避免人工景觀植栽設計。 

目前為民眾所開闢為菜園之區域，建議配合區公所進行取締，

並盡可能採取自然演替之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

補植適地適種之原生樹、草種，使土砂不下移並復育植生。 

於直立式及半重力式護岸設計中，景觀植栽之選用可將施作

護岸時需移除之喬灌木，如榕樹、水柳、樟樹、厚葉石斑木等移

植至規劃中的綠帶植栽區，另外也應參考林務局提供之「臺灣原

生植物於園藝、景觀應用樹種名錄」，選擇適地之原生植物。 

(10) 補償：調查半水棲爬蟲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由於現勘記錄原生物種斑龜，於渠道中突起塊石或水泥碎塊

上休息，周邊灘地上植被亦為龜類及蛇類活動棲地。推測安良港

大排中應有族群存在，多樣性底質和濱溪植被為主要利用範圍。 

建議可針對半水棲龜鱉類族群進行調查，並進一步盤點可供

繁殖的地點及活動通道，同時評估工程對水域爬行動物棲地縱橫

向連結性的影響。若工程施作時影響斑龜棲息，或於工程中捕捉

到班龜個體，可先將斑龜移置工程預定終點之上游段「南勢溪水

環境營造」區段，並根據調查結果建立生態回復監測標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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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可維持斑龜族群之活動環境及範圍。 

(11) 補償：調查蟹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生態補充調查為瞭解現地物種豐富度並建立監測標準，評估

工程施作時可能對其造成的影響，若不可避免的影響其棲地，可

根據調查結果保留可維持族群之環境及範圍，並規劃策略恢復生

態效益。目前安良港排水上游為紅皮書易危物種(VU)臺灣南海溪

蟹(Nanhaipotamon formosanum)之潛在棲地，下游近出海口則為

多種河口蟹類分布環境，依文獻資料及生態勘查結果預計調查之

範圍分述如下。 

據「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

（2018）報告所載，於107年9月及11月在南勢溪調查，記錄IUCN

紅皮書易危物種(VU)臺灣南海溪蟹(Nanhaipotamon formosanum)，

並於周邊私人農地中發現蟹類挖掘洞穴，當地居民口頭描述棲息

其中的蟹類具有臺灣南海溪蟹特徵。由於安良港排水近南北勢溪

匯流口周邊有大範圍水稻田，不排除臺灣南海溪蟹亦有在此分布

的可能性。 

防潮閘門上下游段之泥灘地至少有四種蟹類棲息，包含閘門

下游的河口蟹如弧邊管招潮蟹、雙齒近相手蟹；防潮閘門上游有

植生覆蓋之泥灘地則紀錄隆背張口蟹及臺灣厚蟹，為高潮線上之

物種。 

(12) 補償：清除渠道內之浮水性外來種植物 

移除如布袋蓮、粉綠虎尾藻等水生外來種植物。外來種不僅

造成原生動植物生存壓力，繁殖力強且快速，於安良港排水中更

可能於防洪排水時造成阻塞、減少通洪斷面，建議於施工期間加

以清除，避免大水來時排水不順造成患災。 

(13) 補償：辦理民眾參與說明會並納入生態人員意見。 

前期報告所述於108年6月27日辦理現場訪談及地方說明會，

與會人員包含主辦機關、議員及當地民眾，相關生態人員及關注

團體討論及建議尚顯不足。若後續欲提報安良港排水其他渠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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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應於提報階段內工程提報前儘速於邀請關注團隊參與討論，

並將生態內容及建議納入提報計畫中考量。潛在關注團體名單於

附錄八所示。 

3.5.2 本次提報工程之保育原則 

本次提報工程依據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920205350號函，核定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台中

市安良港排水核定之範圍為0K+866-1K+547，為防潮閘門上游護岸拓

寬及改建工程，因通洪斷面及防洪整治之必要性，故針對規劃報告之

「直立式護岸＋基樁」及「半重力式護岸＋基樁」兩種護岸型式給予

建議。所擬定之保育原則以整體性保育原則為範本，細部則根據此次

提報工程進行微調。 

 

表 3.5-1 生態保育措施細部內容調整 

 項次 生態保育原則 補充內容 

迴

避 

1 

迴避（或保留）渠道中突起塊

石或水泥碎塊以供龜類使用，

並保持全段溪床不封底。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2 

迴避防潮閘門上下游灘地，保

留河口蟹類之棲地。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3 

迴避（或適度保留）具有植生

之高灘地，提供半水棲爬蟲類

之棲地。 

配合每年清淤頻率，或施工完成後

於基腳上堆置預鑄塊，加快灘地恢

復速度。 

縮

小 

4 

縮小水泥量體，維持工區護岸

堤頂植被面積最大化，且不減

損防洪效果。 

因本次提報工程防洪整治之考量，

故以增設動物坡道或緩坡進行設

計。 

減

輕 

5 

設計複式斷面護岸、在非攻擊

面段設計局部緩坡(1:1.2 更緩)

或設置動物坡道。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6 

進入渠底施作應採半半施工並

保持常流水。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7 

降低既有低水護岸或擋土牆與

渠底間的落差。 

因本次提報工程擬定之護岸形式無

堤頂土坡，因此無須降低落差之必

要。以設置緩坡或動物坡道作為代

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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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全對象之大型喬木需評估移

置他處，並於施工設計圖中標

明位置。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補

償 

9 

補償護岸施作工程減少之植被

面積，並避免人工景觀植栽設

計。 

景觀植栽設計可參考林務局提供的

「臺灣原生植物於園藝、景觀應用

樹種名錄」。 

10 

調查半水棲爬蟲類之生態調

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11 

調查蟹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

工程影響。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12 

清除渠道內之浮水性外來種植

物。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13 

辦理各工程階段說明會並納入

生態人員意見。 

本次提報工程若進入規劃階段得先

舉辦說明會，將生態關注團體意見

納入討論。 

3.6 護岸工法及案例參考 

本案所規劃之護岸形式為直立式及半重力式護岸，如圖3.6-1所示

16，然現況低水護岸堤頂的土坡具有良好生態效益，且因渠段中有半

水棲爬蟲動物，故應於護岸臨水側創造其可利用之環境，並避免生物

上至路面車道增加路殺風險（圖3.6-2）。坡面應粗糙化或附有植生以

增加抓地力，緩坡坡度應為1:1.2或更緩係因龜鱉類等爬行動物可爬上

之最大坡度不宜超過40度，才能符合不同性別及成幼烏龜的需求。（廖

靜蕙，2012）17 

 
16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2019。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03 水土保持設施常見生物通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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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半重力式護岸+基樁」（上圖）及「直立式護岸+基樁」（下
圖）標準圖 

 

 

圖 3.6-2 生態友善護岸形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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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隱藏式護岸 

位於臺中市東勢區的四角林野溪整治工程，左右岸兩側及整渠段

局部皆施作不對稱的護岸工法，護岸使用包含蜂巢格網、木格框、預

鑄槽框、砌石、半重力護岸等形式，上方覆土鋪石或舖稻草蓆後增加

孔隙，最外側自然堆積土石形成緩坡，整體植生復育快速，將護岸隱

藏在植生下掩蓋工程量體，形成與施工前環境相似的自然外觀，且緩

坡不阻隔動物橫向通行。運用此創新工法的四角林工程同時兼顧工程

的安全目的以及生態環境的維護，因此獲得108年度公共工程金質獎

優等。 

此隱藏式護岸參考德國及日本護岸生態工法18，將護岸設置於河

岸後方，外部覆土形成自然坡面，盡可能留下最大面積的濱溪植被帶，

如圖3.6-4所示。考量安良港排水周邊環境，可於較寬的渠道局部設置

緩坡，並此形式為範本，外層舖上較淺薄的覆土，增加植生覆蓋及生

物可利用空間。 

 

 

圖 3.6-3 四角林野溪治理工程 

 

 
18 国土交通省，河岸は河川景観や生物の生息場所 移動経路としての役割を担っています，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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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 維持河岸環境機能的護岸形式 

3.6.2 蓆式預鑄護岸19 20 

多屬緩坡式護岸，其坡度多小於1:1.5，由預鑄混凝土塊沿著岸坡

舖排而成。塊體間具有一定孔隙可供植物生長，不僅可以改善景觀，

提供河道遮蔭及調節水溫，同時植生根系亦有防沖固坡之功能。於近

溪床處或水面下舖排具有中空凹槽之塊體，回填卵塊石，藉以滋生附

著苔藻，則能提供魚、蝦、蟹等食物來源，並提供其棲息及避難空間。

若採用複合式預鑄塊護岸設計，可於預鑄塊凹槽間回填土壤、塊石、

客土袋或其他材料。 

參考水土保持單元之野溪預鑄護岸中可使用之型式如護岸植生

塊、預鑄格框護岸、環境MD等。實際案例如桃園縣龍潭南坑野溪及

台南市南化區源之旅公園。 

 

 

圖 3.6-5 預鑄格框護岸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04 野溪預鑄護岸，2020。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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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 混凝土型格框填石植生護岸斷面圖21 

 

3.6.3 混凝土蓆墊砌石護岸22 

適用坡度不大於45度，且可在臨水區域增設PVC管作為魚穴，提

供其棲息及避難空間。案例位置如台中縣太平市頭汴坑溪。 

      

圖 3.6-7 護岸魚穴設置圖參考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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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堆疊式/展開式蜂巢圍束網格護岸23 

可適用於各種流速及沖蝕情形之溪流緩坡河岸，常水位以上可填

充表土或以草皮覆蓋、舖置適生適地之草種覆土。為確保網格穩定，

應於適當距離設置格框牆。如桃園縣龍潭鄉南坑野溪、台南縣南化鄉

源之旅公園。 

 

圖 3.6-8 展開式蜂巢圍束網格護岸斷面圖 

3.7 資料彙整與發佈 

本案進行生態檢核所得之成果將上傳至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

存所「108-109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內24，「2019台中

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提報階段)」

之資料夾。25 成果將包含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範圍、檢核表、生

態關注區域圖、航拍正射影像及動植物名錄等相關生態檢核成果資料。 

  

 
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24 108-109 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25 2019 台中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提報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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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 

根據基本資料、生態勘查結果、生態保全對象確認以及產出生態關注

區域圖，即可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以維持

原有之生態效益。 

因本派工案辦理之生態檢核工作，屬於核定階段，此時之生態檢核工

作重點，除了初步盤點相關生態議題以外，也應置重點於回饋生態保育原

則到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作業。若本治理工程進入規劃設計以後之階

段，將依據工程細部設計規劃圖，協同規劃單位進行現勘，並遵照2.2節所

述流程（參考圖2.2-1），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相關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後，將協助規劃單位擬定工程配置方案，

妥善處理工程之生態關注議題。 

4.1 生態檢核工作效益分析 

(1) 協助主辦單位掌握工區周邊生態議題 

本派工案透過文獻回顧、資料庫搜尋、現地勘查、航拍製圖

等工作方法，產出相關生態保育原則、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等資料，

將彙整於「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表」內。進而可提供主辦單位安良

港排水周邊重要生態議題之盤點結果、工程可達致之生態效益，

與可運用於規劃設計中的生態保育原則。 

若進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協助規劃單位評估區域排水橫

向連結性、工程可提供的動物友善廊道等正面效益。 

(2)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生態檢核和資料公開等工作項目 

本團隊會提供關注本治理工程區域環境之團隊聯繫方法與

名冊予主辦單位，作為後續辦理民眾參與和現場勘查等工作項目

的關注團隊、專家名單。 

此外，基於生態檢核之資訊公開原則，工作團隊已依據2.2節

的工作方法，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網站上建立本派工案內工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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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檢核的資料集。26 工作檢核之工作成果，將於期初報告結束前

上傳該資料集存放。生態檢核產出資料均可由主辦單位與關心治

理工程個案的民眾、專家利用，也不會因為人員職務調整、單位

硬體損壞問題而丟失。 

4.2 保育策略擬定方案及效益評估 

藉由勘查紀錄、航拍製圖、訪談釣客等方式，而後繪製生態關注

區域圖，以了解生態保全對象及分析生態效益良好之區域，並進行生

態保育對策擬定及建議，提供給後續階段參考。若本案進入施工完工

階段，可掌握保存良好生態效益之原則，並依據方案及欲保全之對象

調整工程，期望讓工程對環境之影響降至最低。 

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目前預計工程為護岸拓寬及改善，整體

可朝分段設計多樣化護岸型式方向進行規劃。依據對生態影響之多寡

以整體性及針對此次提報工程提出建議，分為迴避、縮小、減輕、補

償四大概念擬定保育策略原則，原則以施工前與施工中分為兩個階段

概述，分述所擬保育原則的效益評估，詳盡分析及具體執行方式於本

報告3.5節之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施工前之規劃設計階段應納入並標示於設計圖上之原則或辦理

事項： 

(1) 補償：調查半水棲爬蟲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2) 補償：調查蟹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3) 補償：辦理規劃設計階段說明會並納入更多關注團體之意見。 

(4) 補償：護岸施作工程減少之植被面積，並避免人工景觀植栽設計。 

(5) 縮小：縮小水泥量體，維持工區護岸堤頂植被面積最大化，且不

減損防洪效果。 

(6) 減輕：設計複式斷面護岸、在非攻擊面段局部緩坡(1：1或更緩)或

 
26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2019 臺中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

(提報階段)：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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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動物坡道。 

(7) 減輕：既有低水護岸或擋土牆與渠底間的落差。 

(8) 減輕：保全對象之大型喬木需評估移置他處，並於施工設計圖中

標明位置。 

上述八項保育原則，應於細部規劃設計圖核定前，由生態檢核單

位與工程主辦單位協同設計廠商共同討論定案，詳細保育原則及建議

請參本報告3.5節。相關工作程序可參考本報告書1.4節。於本案中，縮

小及補償原則，能積極保存工區與周邊自然度、維繫關注物種的棲地

等生態系服務，以及提昇區域物種多樣性。 

於施工中需納入施工計劃書，並以自主檢查表、定期監測等方式

追蹤生態回復之成效，故列出以下幾點保育策略原則： 

(1) 迴避：渠道中突起塊石或水泥碎塊以供淡水龜鱉類使用，並保持

全段溪床不封底。 

(2) 迴避：防潮閘門上下游灘地，保留河口蟹類之棲地。 

(3) 迴避：迴避（或適度保留）具有植生之高灘地，提供半水棲爬蟲類

之棲地。 

(4) 減輕：進入渠底施作應採半半施工並保持常流水。 

(5) 補償：清除渠道內之浮水性外來種植物 

上述五項生態保育原則，除需要在規劃設計階段中與規劃廠商協

調發展出具體方法、納入設計圖面以外，更需於施工前開始，配合與

施工廠商在開工前的教育訓練，並由生態檢核團隊執行相關關注標的

之監測。執行上述五項生態保育原則，可於施工期間，確保相關物種

棲地與植被不被擾動，並即時與主辦、監造與施工單位聯繫，以確保

核心的關注對象與上述保育原則可被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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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派工案執行成果概述 

本派工案內工作項目均已於109年2月份前執行完成，並於同年3

月31日提交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報告審査本於109年4月8日函送主

辦單位，於同年4月21日辦理期初報告審查，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中

市水工字地1090036706號函原則同意通過。本派工案結案前將航拍製

圖、檢核表等生態檢核相關資料上傳至中央研究院寄存所之資料集內。

27 

本派工案內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

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直至本工作執行計畫書修訂本付梓為止，

僅核定部分之其計畫經費。因此，本工程案於計畫期限（108-109年度）

內，可能無法進入工程之完整細部規劃設計、施工等階段。爰此，工

作團隊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先於109年度內，完成提報階段

工作與期初報告審查，依實作工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 

於109年度內，本案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本案專業顧問。

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境工程

等專業人員組成。工作團隊透過線上資料庫、相關文獻及前期報

告蒐集重要物種調查記錄，關注物種如台灣南海溪蟹、草花蛇及

高多樣性的河口蟹類。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

查、生態保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

考應用，並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27 108-109 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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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12月20日及109年1月10日由工作人員執行現地生態

勘查，共紀錄動物21科30種、植物34科65種，並採用無人載具

(UAV)航拍產製正射影像以記錄現地狀況。相關資料除彙整生態

保育原則外，亦進行資料公開，提供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

評估、比較棲地變遷的原始參考資料。 

勘查後，以當地衛星影像（包括可取得的歷史衛星影像紀錄）、

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物、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

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

計參考。以上工作成果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表」、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核定階段

附表P-01」、「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規劃階段附表D-04」等

文件格式呈現，並已於109年2月份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 

(3) 協助主辦單位進行資料發佈 

本案內重要資料均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建立專案資料

集予以保存和公開，相關內容及連結於第3.7節所述。 

5.2 生態友善建議事項 

(1) 本團隊彙整前期規劃資料及相關文獻，結合現勘及影像分析進行

綜合評估，盤點安良港排水存在蟹類、鳥類及龜鱉類棲地，推論可能

受工程影響之潛在重要生物包含台灣原生斑龜、第三級應予保育之野

生動物草花蛇、IUCN紅皮書易危物種台灣南海溪蟹及防潮閘門上下

游之河口蟹類，並針對可能受工程影響之棲地及生物提出包含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共13項生態友善措施，詳細敘述於3.5節。 

(2)根據上述生態議題，本案工程依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920205350號

函核定通過後，應盡速辦理設計階段說明會並納入關注團體意見，以

回饋至工程設計考量。而後依循本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所擬定之生態保

育原則，辦理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以自

主檢查表、定期監測等方式追蹤生態回復之成效，隨著調查結果更新，

滾動修正對於治理工程生態影響的評估與建議，達到積極保存工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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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自然度、維繫關注物種的棲地等生態系服務之目的。 

(3) 後續欲於安良港排水進行其他工程，皆需在工程提報前辦理提報

階段地方說明會，加強民眾及關注團體的參與程度。說明會之記錄應

附於工程提報計畫內，並納入生態檢核之成果考量。以此確保充足的

意見交流空間，以發揮治理工程的最大經濟、社會與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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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第四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水利局水利工程科 

1 計畫中提到本派工案之工

作項目已執行，應於計畫書

中多加論述 (Ex：相關棲地

特性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

等)。 

謝謝意見與建議。將會增補相關資料與論述

於工作計畫書修訂本第四節中。現階段計畫

書主要針對辦理之工作項目說明進度規劃

及初步結果，後續經分析之執行資料內容將

於期初報告中完整呈現。 

2 本案為工程核定階段，上述

執行之初步成果後續如何

回饋於工程設計參考應用。 

謝謝意見。生態檢核所產出之生態保育措施

將可提供予設計、監造單位參考，如針對保

全對象擬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對策

調整，或於民眾參與作為討論依據進行充分

溝通，歸納各方意見後回饋至工程設計。 

3 承上，本局提供之規劃報告

之護岸型式與初步成果有

衝突時如何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依據生態檢之願景，欲建立

結合工程設計、生態專業評估、民眾溝通及

資訊公開之溝通平台，建議主辦單位可於設

計規劃階段辦理會議，與主辦單位、監造、

設計單位、生態團隊或專家學者共同進行討

論，以保障安全、不犯洪為原則，保留最大

生態效益之棲地環境。 

就前期報告所示，經南山截水溝截流後多數

護岸皆能通過於十年期距，因此安全上並無

疑慮不須加高護岸，僅部分區段需進行修

補。其他的如土砂下移影響通洪斷面之考

量，就初步現勘觀察部分護岸破損需修補以

防止堤頂土坡下移，除此之外渠道內土砂為

自然淤積，因此於汛期前清淤即可。 

另將會於期初報告中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

配置方案，以供主辦單位參考。 

4 計畫書 P.15 圖 2.3-1 中臺中

市政府請修正為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 

遵照辦理。已於修訂本中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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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次派工案期初報告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秘志鴻 

1 1. 生態檢核重點係評估

生態是否受工程影響。然無

論以何種工法施作，安全皆

為最優先考量。在此前提

下，本案生態檢核成果應如

何回饋至目前安良港排水

之規劃？請依據各工程階

段給予具體的建議，並針對

可能產生的議題給予對應

的方案。 

謝謝委員指教。於 3.5 節內盤點安良港排水

之生態議題，主要為保全濱溪植被、保全蟹

類及半水棲爬蟲類之灘地環境，生態保育原

則皆以生態議題做為方案擬定之準則。 

考量本次提報渠段防洪整治之必要性，故針

對目前安良港排水之護岸形式規劃於設計、

施工階段擬定保育原則及建議，於本報告書

3.5.1 節詳述。 

後續於安良港排水其他渠段之工程請務必

納入生態檢核建議後再行提報，相關建議及

保育原則詳述於本報告書 3.5.1 節。 

2 四角林為流速快、易受沖刷

的上游野溪，安良港為流速

緩慢、易受漲退潮影響的下

游排水，兩者河性不同，也

反映於設計考量上。雖部分

工法可以相通適用，但居民

態度可能扮演決策走向的

關鍵角色，故在溝通上需要

生態團隊協助。 

謝謝委員意見與指教。生態檢核主要為指出

關注區域及重要生態議題，並給與相關建

議，然應地適宜之工程設計得需仰賴工程專

業人員，後續工程週期中之生態檢核團隊將

可協助進行溝通。 

3 本派工案內僅辦理提報階

段，若於期初報告完結，沒

有成果報告來收斂成果，請

說明如何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本派工案為「台中市生態檢

核委託專業服務」其中案，雖本案於期初報

告完結，但仍會與其他三案共同彙整於整體

計畫的成果報告中。 

4 報告書內容請補上摘要及

附錄目錄。 

謝謝委員指教，已遵照辦理。 

二、柯科長玉川 

1 於安良港上游南勢溪周邊

農田曾紀錄臺灣南海溪蟹，

請確認本派工案後續進場

施作是否對南海溪蟹造成

影響。 

謝謝委員指教。目前臺灣南海溪蟹實際記錄

於南勢溪，且主要棲息於農田田埂，而安良

港排水周邊現況多為低水護岸，土堤及渠道

內水流早已被護岸切割，故目前需要注意的

渠段為土堤與水流有直接接觸的渠段，如安

南橋至台 61 線的石籠護岸段。 

2 安良港排水之工程施作可 謝謝委員指教。針對本次提報之建議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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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能影響斑龜棲地，除四角林

案例外，是否有更具體的工

法或建議可供參考？ 

於本報告書 3.5 節。目前主要可提供作為斑

龜棲地之環境為具有植生的淤積灘地，可於

基腳上放置塊石或預鑄塊提供灘地回復效

率，並配合清淤頻度，適度保留灘地。於護

岸上設計 40 度以下之緩坡，配合複合式預

鑄塊以提供植生生長空間，或設置動物坡

道。四角林案例及其他建議工法歸納於報告

書 3.6 節中。 

三、廖專委健堯 

1 本案期初報告與契約規定

工作項目是否吻合及落實，

請業務單位及工作團隊再

次確認。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期初報告與契約規定之

工作項目皆符合。 

2 本案為工程計畫核定階段，

本階段目標為評估計畫可

行性、需求性及對生態環境

衝擊程度。參考本局 108 年

9 月「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

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案」成果報告書之護岸斷面

型式與本案保育策略擬定

有所不同。準此，應如何運

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方案，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

案及生態保育原則，並提供

後續工程階段可執行之工

項及方向？ 

謝謝委員意見。於 3.5 節針對規劃護岸形式

提出生態保育原則，並列出重要生態議題。

各生態保育措施皆以恢復生物可活動棲地

為主要建議，如施工完成後可堆置預鑄塊加

速棲地恢復、設置動物坡道等，於經費可運

用之範圍內納入可進行之生態保育原則建

議。 

3 承上，請工作團隊提供至少

2 種方案供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參考，俾利評估是否超出

原先規劃及補助之經費。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 3.5 節中列出重要生態

議題，各生態保育措施皆以恢復生物可活動

棲地為目標，故於可運用之經費額度下，將

生態保育原則納入評估及規劃中。 

四、許正工程司銘元 

1 報告書 P6：補充核定內容派

工明細。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核定內容已描述於 2.2

節工作內容及流程。 

2 報告書P23：最後一段圖 4.1-

1 所示，應該改為圖 3.1-1，

謝謝委員指教，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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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相關內容應一併修正。 

3 報告書 P24：倒數第 2 行，

圖中 J 處是否誤植？ 

謝謝委員指教，已遵照辦理。 

4 報告書 P35：少了縮小保育

策略內容。 

謝謝委員指教。4.2 節將生態保育策略以工

程週期分類，縮小策略於設計規劃階段應考

量之項目。 

五、蔡幫工程司明邑 

1 本案估價單規劃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有保育對策及配

置方案，請再加強說明相關

內容。 

謝謝委員指教，依據關注區域圖制定生態保

育對策，並針對目前規劃形式以提出建議於

本報告書 3.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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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 年 5 月 10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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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工作人員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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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林笈克 23年 

東海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

碩士 

計畫主持與

工作督導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技術經理 
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顧問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兼任講師 

經歷：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台灣生態研究中心暨
靜宜大學人文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東海大學生物
系 兼任助教、台灣生態學會 研究員 

專長：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協同 

主持人 
蘇維翎 15年 

國立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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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 

顧問 
王豫煌 15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博

士 

工程評析與

計畫諮詢 

現任：台灣生態學會、石虎保育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節點經理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特聘研究員 
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
後研究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生物多樣性/生態資訊學、生態感測網、地景遺傳學 

計畫 

經理 
謝傳鎧 4年 

國立臺灣大

學生態學與

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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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專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硏究助理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硏究助理 
狸和禾小榖倉工作室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調查、質性硏究方法 

生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長 鄭  暐 6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碩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及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專案經理 

林業試驗所-保護組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環境友善生態評估、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

放資料、植物生態學、環境教育 

組員 陳易昇 2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研究所碩

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科技部計畫 專任助

理 
專長：野外調查、基本植物辨認 

組員 丁方元 1年 

國立成功大

學生命科學

學士 

提供民眾參

與諮詢溝通

協助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專員 
專長：鳥類辨識、生態學、地理資訊系統 

生
態
監
測
調
查
彙
整
組 

組長 劉威廷 22年 

東海大學環

境科學研究

所碩士 

彙整生態資

料與結果分

析評估、陸域

生態調查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動物部經理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蝙蝠學會 常務理事 
惜根台灣協會 理事 

經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生態實驗室專任助理、2001-
2005年亞太地區遷徙性水鳥保育策略國際工作會議、
臺中公明社區、楊厝社區、新庄社區、苗栗鯉魚社區
社區林業講師、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水鳥遷徙繫放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道路生態學 

組員 王勇為 11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所碩士 

植物生態調

查、保育生態

課題分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植物部研究員 
經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組研究助理 
專長：陸域植物調查、植群演替分析、環境影響評估 

組員 鄭志晧 4年 
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科學

水域動物生

態文獻的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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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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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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海洋生物

組)碩士 

集及生態資

料彙整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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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態

宣

導

與

民

眾

參

與

組 

組長 戴家琪 1年 

國立臺灣大

學昆蟲學研

究所碩士 

彙整民眾參

與業務之推

動情形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旭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助理研究員 
專長：基本昆蟲辨識、分子生物技術 

組員 徐菀佐 13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分析民眾參

與及宣導相

關事項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中心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兩棲爬蟲研究室研究助理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森林動態樣區調查、兩棲爬蟲 

組員 鄒明軒 5年 

國立清華大

學電機工程

學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外展專員 
經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環境組專員 
專長：審議民主、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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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檢核自評表—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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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附表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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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預定工區現勘維管束植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12.20、2020.01.10 

❖ 本名錄中共有 34 科、65 種。「屬性」欄位區分為特有種、歸化種、栽培

種。「紅皮書等級」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評估之面臨威脅等

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NA: 資料不足或無評估資

料、LC: 安全。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記錄之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

以下植物出現，亦無法完整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科名 學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Acanthaceae 爵床科 Asystasia gangetica (L.) T. Anderson 赤道櫻草 栽培 NA 

Amaranthaceae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歸化 NA 

Annonaceae 番荔枝科 Annona squamosa L. 番荔枝 栽培 NA 

Apiace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歸化 NA 

Apiaceae 繖形科 Daucus carota L. var. sativa DC. 胡蘿蔔 栽培 NA 

Asteraceae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斑鳩菊 歸化 NA 

Bombacaceae 木棉科 Bombax malabarica DC. 木棉 栽培 NA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Brassica chinensis L. 小白菜 栽培 NA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Brassica juncea (L.) Czern. 芥菜 栽培 NA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Gawl. 珊瑚樹 原生 LC 

Caricaceae 番木瓜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栽培 NA 

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栽培 NA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 H. Perrier 小葉欖仁 栽培 NA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uscuta campestris Yunck. 平原菟絲子 歸化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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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歸化 LC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歸化 NA 

Cucurbitaceae 瓜科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栽培 NA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原生 LC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歸化 NA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樹薯 栽培 NA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歸化 NA 

Fabaceae 豆科 Erythrina variegata L. 刺桐 原生 LC 

Fabaceae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歸化 NA 

Fabaceae 豆科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原生 LC 

Fabaceae 豆科 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度田菁 歸化 NA 

Haloragaceae 小二仙草科 Myriophyllum aquaticum (Vell.) Verdc. 水聚藻 原生 NA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 原生 LC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栽培 NA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sabdariffa L. 洛神葵 栽培 NA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 構樹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LC 

Myrtaceae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栽培 NA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Ludwigia aiwanensis Peng 臺灣水龍 特有 NA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LC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歸化 NA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紅辣蓼 原生 LC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orientale L. 紅蓼 原生 LC 

Polygonaceae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歸化 LC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Ranunculus cantoniensis DC. 禺毛茛 原生 LC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LC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歸化 NA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栽培 NA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lycopersicum L. 番茄 栽培 NA 

Urticaceae 蕁麻科 Pouzolzia elegans Wedd. 水雞油 原生 LC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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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科名 學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Cannaceae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L. 美人蕉 歸化 NA 

Commelinaceae 鴨趾草科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竹仔菜 原生 LC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ukenthal 

風車草 歸化 NA 

Musaceae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栽培 NA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特有 LC 

Poaceae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歸化 NA 

Poaceae 禾本科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on fo. glaber 

Nakai 

白背芒 原生 NA 

Poaceae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NA 

Poaceae 禾本科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桂竹 特有 LC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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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預定工區現勘動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12.20、2020.01.10 

❖ 本名錄中共有 21 科、30 種，綱或科名後括弧內為該類群之物種總數。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物物種，同時記錄釣客漁獲。並

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以下動物出現，亦無法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

物種族群狀況。 

 

條鰭魚綱 Actinopterygii (2) 

1. 鯉科 Cyprinidae (1) 

1.  Cyprinus carpio carpio (Linnaeus, 1758) 鯉 (釣客漁獲紀錄) 

2. 麗魚科 Cichlidae (1) 

2.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Linnaeus, 1758) 尼羅口孵非鯽  

鳥綱 Aves (19) 

3. 鷺科 Ardeidae (5) 

3.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Linnaeus, 1766) 小白鷺 

4. Mesophoyx intermedia intermedia (Wagler, 1829) 中白鷺 

5. Ardea alba modesta (J. E. Gray, 1831) 大白鷺 

6. Ardea cinerea jouyi (Clark, 1907) 蒼鷺 

7.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Linnaeus, 1758) 夜鷺 

4. 鵯科 Pycnonotidae (1) 

8.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Hartert, 1910) 白頭翁(台灣亞種)  

5. 卷尾科 Dicruridae (1) 

9.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Baker, ECS, 1918) 大卷尾(台灣亞種) 

6. 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1) 

10.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Swinhoe, 1863) 斑文鳥 

7. 麻雀科 Passeridae (1) 

11. Passer montanus saturates (Stejneger, 1885) 麻雀 

8. 翠鳥科 Alcedinidae (1) 

12.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Gmelin, JF, 1788 ) 翠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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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扇尾鶯科 Cisticolidae (1) 

13.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Swinhoe, 1863) 褐頭鷦鶯(台灣亞種) 

10. 鳩鴿科 Columbidae (2) 

14.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Scopoli, 1786) 珠頸斑鳩 

15. Columba livia (Gmelin, 1789) 野鴿 

11. 椋鳥科 Sturnidae (2) 

16.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Linnaeus, 1766) 家八哥 (外來入侵種) 

17. Acridotheres javanicus (Cabanis, 1851) 白尾八哥 (外來入侵種) 

12. 秧雞科 Rallidae (1) 

18.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Linnaeus, 1758) 紅冠水雞 

13. 鶺鴒科 Motacillidae (2) 

19.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Gould, 1838) 白鶺鴒(白面黑背亞種) 

20.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黃鶺鴒 

14. 䴉科 Threskiornithidae (1) 

21.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aethiopicus (Latham, 1790) 埃及聖䴉 (外來入

侵種) 

腹足綱 Gastropoda (1) 

15. 蘋果螺科 Ampullariidae (1) 

22. Pomacea canaliculate (Lamarck, 1819) 福壽螺 (外來入侵種) 

 

昆蟲綱 Insectopoda (2) 

16. 蛺蝶科 Platycnemididae (2) 

23.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Fruhstorfer, 1899) 樺蛺蝶 

24. Hypolimnas misippus (Linnaeus, 1764) 雌擬幻蛺蝶(雄) 

 

爬蟲綱 Reptilia(2) 

17. 地龜科 Geoemydidae (1) 

25. Mauremys sinensis (Gray, 1834) 斑龜 (國內紅皮書瀕危 EN) 

18. 澤龜科 Emydidae (1) 

26.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WIED, 1838) 紅耳泥龜 (外來入侵種) 

 

軟甲綱 Malacostraca (4) 

19. 方蟹科 Grapsida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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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erisesarma bidens (De Haan, 1885) 雙齒近相手蟹 

28. Chasmagnathus convexus (De Haan, 1885) 隆背張口蟹 

20. 弓蟹科 Varunidae (1) 

29. Helice formosensis (Rathbun, 1931) 台灣厚蟹 

21. 沙蟹科 Ocypodidae (1) 

30. Tubuca arcuate (De Haan, 1885) 弧邊管招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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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本工程潛在關注團體一覽表 

編號 性質 單位名稱 關注議題 

1 NGO 大肚山學社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水環境 

2 NGO 台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教育 

3 NGO 台中市自然關懷協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4 NGO 台灣生態學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水環境 

5 NGO 台灣護樹團體聯盟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6 NGO 社團法人台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7 NGO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水環境、野生動物 

8 NGO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環境教育 

9 NGO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

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環境教育 

10 NGO 台灣愛樹保育協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11 公家單位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屈麗慧) 人文、史地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108-109 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 

 

第五次派工案－ 

南勢溪及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 

 

期末報告書 

(修訂本) 

 

 

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

基金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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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派工案為「臺中市生態檢核(108-109年度)專業委託服務計畫」內第

五次派工案，依據109年8月28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90081043號函核定辦理

107年水環境改善工程南勢溪及南勢坑溪之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工作。

案內工作項目包含生態基本文獻資料蒐集、現場生態勘查、航拍製圖、棲

地及生態友善措施效益評估、盤點生態課題等均辦理完成。 

南勢溪維管階段共執行4次生態監測(包含陸域生物及植物調查)、2次

航拍製圖、1次原生魚類移置、1次水質監測。整體環境恢復良好、水域棲

地具多樣性，然因施工時移除兩側長枝竹區域，陽光直接照射溪底，使河

道植被生長旺盛，局部水流往左岸淘刷步道區礫石，導致踏石下陷遭水流

淹沒。因此於109年8月8日進行補植長枝竹植栽作業，藉以於未來提高環境

鬱閉程度以恢復過往景觀。另外，建議未來施作管狀魚道和辦理手作棲地

活動，增加水域連結和生物棲息環境。 

南勢坑溪維管階段共執行3次生態監測(包含陸域生物及植物調查)、1

次航拍製圖、1次原生魚類移置1。自107年水環境改善工程打除河床部分混

凝土結構、恢復卵礫石之底質後，於本案調查記錄到原生物種臺灣蜆，顯

示具有恢復河川生命力的潛力。本案工程建置之自然公園，原規劃為森林

漫步區，目前樹木稀疏，無呈現森林之景觀，建議後續加強樹木補植，並

優化維護管理作業，改善目前樹木稀疏、草生植物蔓生的景觀環境。 

本期末報告彙整生態檢核執行成果上述內容提出棲地環境評估、現地

生態課題、評估工程生態友善措施之成效，亦提供相關生態檢核表單，作

為局內擬定未來工程生態友善措施的參考依據。 

本派工案執行所產出之成果皆上傳至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網站內，「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專業委託服務」所開設

的專案內，以利資料保存與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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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緣由 

近年來隨著民眾生態意識抬頭，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4月

25日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109年11月2日修正「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工程技字第1090201171號函)。內

容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工程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以及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中，在水與發展、水與安全、水與環境

等計畫已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作，並強化各機關落實。因此在

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的同時，必須納入生態保育、民

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參與，強化

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爰此，生態檢核作為主辦工程單位可操作之手

段，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育治

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的影響。「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隨附於本計畫書附錄二。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於各公共治理

工程內，於108-109年度期間辦理「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下稱本計畫)，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派各工

程案之生態檢核作業。包括本件派工案，截至109年8月止，已核定五

次派工案。1 本計畫操作之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於：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調查與評析；協助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考量迴避、縮

小、減輕與補償的策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建

 
1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內，第一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 號函辦理，執行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

5K+300、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龍井區

山腳排水 4K+225-4K+300 等四件治理工程的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依據臺

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7 月 23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57272 函辦理，執行沙鹿區山腳排水上

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南 1K+809-南 4K+700，又稱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生

態檢核。第三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雨字第 1080069873 號函辦

理，執行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滯洪池工程乙件治理

工程的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9 年 2 月 19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90011363 函辦理，執行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 )乙件工程計畫之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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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眾協商溝通機制。 

本派工案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9年8月28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90081043號函核定辦理。派工案內核定沙鹿區南勢溪與龍井區南勢

坑溪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案內工作項目包含執行生態監測、航

拍製圖、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佈等作業。 

1.2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

之基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

濟轉型、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

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

納入生態檢核。其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

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

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

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育

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蒐集、評比、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等作業。 

(b) 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核

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獻

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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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與、

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程

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動辦理生態檢核，

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並採

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時

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止

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境，

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之

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程

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程

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1.3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推廣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

態團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

態專業人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

以及生態敏感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

保全對象保護目的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

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

害。發展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

方法2，然而工程單位常為無法評估、難以理解生態基礎所苦，或因未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生態工程應用在道路工程之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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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議。為避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

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1.3-1)，在既有工

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面臨的生態議題與民

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達到減輕工程對

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求。 

 

 

圖 1.3-1 生態檢核概念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1.3-2，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第三條條例：「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

生態保育專家之協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

發展出生態檢核表，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

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查評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檢

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

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

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機制」，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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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參考附錄

二)。 

 

 

圖 1.3-2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本計畫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以及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委員會

修訂之「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在生態調查評估

之技術操作與執行面，延續「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度)」委

託專業服務案之成果，針對指定工程案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包

含：聯繫設計與施工單位建立跨團隊溝通與協調機制，在規劃、設計

階段執行現場勘查、資訊蒐集、生態衝擊評估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指認工程範圍內生態議題，提出可操作之衝擊減輕與生態保育對策，

並協助施工與維管階段之對策落實、環境監測與成效評估，以期落實

工程各階段生態保育工作之目標。 

1.4 生態檢核機制概述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

設計、施工管理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重於工程

與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要透過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

二項主軸。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蒐集、調

查與評估，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提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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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納入設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協商的過

程，亦積極落實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標與內容，

獲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也有助於

釐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

議發生。 

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通常由工程主辦單位委託專業團隊擔任生

態顧問，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護之目標。

生態檢核依據各工程之環境特性與需求，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棲

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據以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

輕對策建議；工程主辦單位作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

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現場勘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

方案之有效落實，工程主辦單位應要求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

查核，並委託生態專業團隊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

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依據服務建議書內容，本計畫下各派工案所執行之生態檢核成果

資訊，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3，在此平台建立「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4，以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

CC BY 4.0授權條款釋出，各工程在此專案下分別建立資料集，作為

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 

1.4.1 生態檢核架構及流程 

全生命週期之生態檢核完整流程圖如圖1.4.1-1。本派工案實際工

作項目以109年8月28日中市水保工字第1090081043號函核定內容為

準。下列分別簡述生態團隊於各工程階段生態檢核應辦理之重點執行

工作。 

(1) 核定階段 

(a)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b) 藉由現勘、基本資料蒐集、航拍製圖等工作，評估潛在生態

 
3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 

4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

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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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確認工區周邊環境及保全對象後，進行生態關注區域

圖繪製與說明，產出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規劃設計階段 

(a) 針對個案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提供迴避、縮小、減輕、補

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監造/施工單位擬訂可行之生態保

育/友善措施。 

(b) 協助辦理設計說明會。 

(c)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生

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作 

(d) 產出自主檢查表提供施工說明會時討論確定。 

(3)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b)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4) 維護管理階段 

(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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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1 計畫流程圖 

1.4.2 臺中市生態檢核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內各工作項目內

容於下列詳細分敘。各派工案之工作項目依核定為主，第五次派工案

實際工作項目及內容於1.5.2節敘述。 

(1) 規劃設計階段工作項目 

(a)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

工區基本生態資料。相關資料包含生態調查文獻、區域內已

知重要關注物種、區域環境特性等，作為後續分析生態環境

特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之基礎。 

(b) 生態勘查、棲地環境評估調查 

生態專業人員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

定範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觀察並紀錄

沿線附近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動植物，同時詳

細勘查記錄生態保全對象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態，以瞭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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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周邊生態課題，並將資料回饋於修正保育對策及調整未來

工程方案參考使用。 

(c)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生態關注區域係以圖面指認工區周邊生態議題之位置、

範圍，以及空間關係，其繪製流程與範例如圖1.4.2-1、圖1.4.2-

2所示。生態專業人員應套疊工程設計圖，考量法定保護區、

學術文獻與地方生態文史，並依據現地調查結果，繪製呈現

出工程影響範圍內應受關注之重要生態區位，明確呈現應關

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作為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圖 1.4.2-1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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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範例 

(d) 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生態保育對策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依

據生態系特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針對工程

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配合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提出

可保全重要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 

保育對策以有效降低干擾且避免負面生態影響為原則，

依序檢視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可行對策。因此，工程

配置及施工規劃應優先考量是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

重要棲地，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謹慎縮小工程影響範

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到工程干擾而有減損之餘

的環境，則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往生態功能

零損失的目標邁進。 

(e) 辦理說明會 

民眾參與(或公民參與)可增加民間團體與政府管理單位

之信任關係，有效形成共識、解決問題，避免非理性抗爭，

為目前公共事務決策程序趨勢。生態檢核制度明定工程主辦

單位應公開相關資訊，並規劃在工程的設計階段現勘、以及

施工前辦理說明會，廣邀居民代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

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團體參與等多元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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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開說明治理構想、必要性及施作方式，聽取民眾建議

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擬考量重點。 

(f) 細部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工作於細部設計後，進行包含細部生態調查評

析、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

等相關工作，係針對工程確定影響之範圍進行生態調查，評

估各工項造成之棲地破壞、縱橫向通透性消失等負面影響，

並提出具體之生態保育措施方案，與設計單位往復交流討論，

協助設計審查工作，達到生態保育措施可行性之確認。 

 

 

圖 1.4.2-3 生態保育對策擬定與細部設計流程 

(g) 辦理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作業 

若進入施工完工階段，根據蒐集文獻及生態勘查所得之

基本資料，初步瞭解現地關注物種種類，以航拍所得之正射影

像繪製關注區域圖，並判定水、陸域敏感區域，配合前階段擬

定之生態保育對策為原則，擬定自主檢查表，並對施工廠商於

進行督導，確認迴避保全對象及落實保育對策提出之建議。 

(2) 施工及完工階段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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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機制與工程施工期間配合，當工程進入施工階

段，生態團隊協助監造和施工單位依照擬定之保育對策執行

保育措施，並監測棲地環境變化，於工程期間進行棲地評估與

監測之工作。若有生態異常狀況發生，及時協助工程區域生態

異常處理，釐清異常狀況原因與歸屬責任，並提出改善建議，

追蹤生態回覆狀況。 

(a)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派工案使用無人載具(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進行航拍製圖，以追蹤比對施工前、中、後期工程範圍周邊

的環境變化。航拍製圖的正射影像發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解析需小於6公分；

航拍製圖產生之正射影像、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材

質網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

存所「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

檢核資料集。5 完整調查結果、航拍專案(原始影像及計算成

果)及其它調查資料(包含現勘物種名錄、棲地分布、照片、

影片)則以硬碟或隨身碟複製備份存於局內。 

(b)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在工程範圍沿線記錄鳥類、蝶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

採步行並使用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輔助觀察，提供含有

地理座標(geo-tagged)資訊的影像資料為佐證。 

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

構的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並將調查紀錄表以DarwinCore

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occurrence)或取

樣調查(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名與俗名的使用

則參照台灣物種名錄。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5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

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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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監督查核內容係依據規劃設計階段擬定之自主檢

查表辦理。本派工案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保育措

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表。 

(d)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施工期間與監造及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保

育措施相關的施工異常通報，則盡速辦理現地勘查，討論妥

善處置措施。 

(e)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為復育溪流生態讓民眾與生物能有更健全的水域生態

環境，避免工程施工後對現地原生魚類造成負面影響並了解

現存水域環境內物種，針對核定工程範圍內進行魚類調查6，

若有需要移置之情形則依生物特性選定適合且不受擾動的

水域環境進行移置。 

(f)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1K+700~5K+300治理工程，在未浚深

渠底區段範圍，使用流速計量測水流流速，用多參數水質分

析儀(Horiba U-50)，每月定點監測水質濁度、導電率和pH值。

量測數值以DarwinCore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取樣調查

(sampling event)紀錄表。 

(3) 維護管理階段工作項目 

工程生態檢核之目的在於減輕工程對自然環境生態的影

響，進而維護生物多樣性、自然資源與生態系功能。惟生態保

育之效益不必然都在工程竣工驗收時呈現，且台灣對於各式

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長期成果與適用性亦缺乏相關研究，更

突顯透過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作業，針對工程環境生態回

復狀況評估保育措施效益之重要性。 

 
6 參考本計畫第一次派工案經費修正內容，於維管階段每季一次進行原生魚類調查及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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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工作除了進行環境與工區棲地變

化監測，以掌握保育措施的效益之外；亦包含確認完工後該地

區是否仍有生態課題，以評估生態環境改善或復原的必要性

及可行性，提供局內改善既有工程以及回饋未來工程規劃參

考。 

(a)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利用工程施工前、施工中的棲地評

估資料，與維護管理階段之棲地評估結果進行比較，更能確

認工程的影響是否屬於短期擾動，如生態環境恢復情況不佳，

則需進一步擬定相關生態保育對策改善工程之影響。 

(b) 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常見完工後棲地品質

降低情形如下： 

(i) 水域棲地多樣性降低 

河道封底與橫向構造物均影響溪流自然形塑棲地

的能力，造成伏流、無深槽與三面光等情形，減少水域

棲地多樣性，並造成自然溪流的生態資源難以回復。 

(ii) 植被復原緩慢 

植被復原速度緩慢的常見原因包括重型機具碾壓、

土石堆置、施工便道未復原與缺乏土壤種籽庫…等，崩

塌地工程則因掛網植生網目過小或使用強勢草種…等，

導致植生演替受阻，多停留於短草地階段。 

(iii) 濱溪帶利用形式改變 

工程的回填區經整地後，濱溪帶的利用形式可能改

變，除影響濱溪植被復育外，也增加溪流與水質劣化的

風險。 

(iv) 外來種入侵 

外來種易隨著治理工程所使用的植生草籽或自然

落種的方式，於地表裸露處入侵並進而擴散至周邊區域。 

(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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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確認生態保全對象，如豐原北坑溪工程的大樟樹是

否完整保留，使之持續發揮其生態系功能。大樹的保留受到

許多因子影響，比如保有樹穴確認根系狀況良好，樹幹完整

無水泥覆蓋，樹冠健康無局部枯枝落葉情況等等。其他常見

保全對象如巨石、深潭則受河川動力學影響，如施工不移動

巨石，但改變相關水流條件，以較長的時間軸而言，仍可能

造成其喪失其生態系功能。前述情形於完工時較難以發覺，

仰賴維護管理階段確認。 

(4)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依工作內容要求，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如下： 

(a) 前言：包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b) 基本資料蒐集：依各工程隸屬水系河川情勢調查、過往計畫

之報告內容，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政府研究資訊

系統、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地理資訊圖資與網路資

訊，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 

(c)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依個案工程說明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

果、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並以生

態檢核表表單方式呈現公開。 

(d)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施行之定期生態品質監

測，並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較長期效益，如有生態議

題則提供生態保育對策建議改善。 

(e) 結論與建議：依計畫執行情形，分別就各工程提出後續之管

理工作建議，並挑選具有後續效益評估潛力之生態保育措施，

提供後期相關計畫參考。 

各派工案之完整報告書 (彩色印刷)，應含相關歷程紀錄、

照片等相關資料電子檔轉錄光碟，逕粘附於報告書內，提交10

份與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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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五次派工案—南勢溪及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 

1.5.1 工作範圍及目標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位於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內，各派工案位置

依機關指定為主。前四次派工案核定之工程位於霧峰區、大里區、豐

原區、龍井區、沙鹿區、后里區、梧棲區。本次派工案內核定辦理沙

鹿區南勢溪及龍井區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兩件計

畫溪流皆位於大肚山與沙田路之間，為山區丘陵地與平原工業區間的

農田及住宅鑲嵌地景。工程座標及區域相對位置圖詳見下表1.5.1-1、

圖1.5.1-1。 

 

表 1.5.1-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五次派工工程 TWD97 座標 

工程名稱 X 座標 Y 座標 

沙鹿區南勢溪維護管理階段 205125 2678785 

龍井區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 204524.561 2677832.994 

 

 

圖 1.5.1-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五次派工案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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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度內，本派工案維護管理階段執行之工作目標如下： 

(1) 檢視生態回復情況 

以航拍所得之正射化影像比對施工前和施工中Google 

Earth影像為基礎，並根據基本資料蒐集(包含關注物種資訊、

相關文獻、歷次調查資料等)、生態勘查及生態監測的資料，

比對施工前、中、後的環境變化，評估生態回復情況 

(2) 分析生態課題。 

綜合工作項目之成果資訊，分析並留意後續可能發生之

生態課題。 

(3)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效益 

確認工程之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並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應對可能發生之生態課題擬定未來可行之生態

保育措施方案。 

1.5.2 工作內容及進度甘特圖 

沙鹿區南勢溪及龍井區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為臺中市生態檢

核計畫中之第五次派工案，生態檢核工作流程如圖1.5.2-1所示，派工

案內實際核定之工作項目如表1.5.2-1。 

 

表 1.5.2-1 第五次派工案核定工作項目 

 沙鹿區南勢溪 

維護管理階段 

龍井區南勢坑溪 

維護管理階段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陸域生物調查一次 

2. 植物調查一次 

3. 兩次維管階段監測 

1. 陸域生物調查一次 

2. 植物調查一次 

3. 一次維管階段監測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環境改善前後各一次 維管階段一次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維管階段選定至少 2 處

原生魚類調查。 

維管階段選定至少 2 處

原生魚類調查。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維管階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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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1 第五次派工案工作流程圖 

 

本派工案內各工作項目方法內容於下列詳細分敘： 

(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南勢溪與南勢坑溪核定於維護管理階段期間各執行一次

植物調查與陸域生物勘查，包含鳥類、蝶類、蜻蜓；南勢溪於

植栽改善前後各執行一次、南勢坑溪執行一次生態監測。 

生態專業人員在工程範圍沿線採步行方式，進行約兩個

小時，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

鏡和相機(具備GPS)觀察並紀錄沿線附近及溪流(或渠道)中出

現的水、陸域動植物，以提供含有地理座標(geo-tagged)資訊的

影像資料為佐證。同時詳細勘查記錄工程生態保全對象及鄰

近的棲地恢復環境狀態，以瞭解周邊現地的潛在生態課題，結

合生態調查文獻，作為評估分析生態保育對策及提供未來工

程方案建議的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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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的

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並將調查紀錄表以DarwinCore的欄

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occurrence)或取樣調查

(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名與俗名的使用則參照台

灣物種名錄。 

(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派工案內執行南勢溪及南勢坑溪107年水環境工程之

維護管理階段，南勢溪於環境改善前後各執行一次航拍，予以

紀錄植栽種植前後的位置及變化；南勢坑溪則執行一次航拍。 

本派工案使用DJI Marvic 2之無人載具(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進行航拍，以專業軟體運算圖資的正射影像發

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

解析需小於6公分。正射影像、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材

質網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

存所「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

檢核資料集。7  

(3)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為復育溪流生態讓民眾與生物能有更健全的水域生態環

境，瞭解工程施工後對現地原生魚類的影響與恢復情形，核定

於兩條溪流內選定至少兩處樣點，於維管階段各執行一次魚

類調查8，方法包含但不限於以蝦籠放置陷阱，樣點位置涵蓋

設於溪流上中下游，以得到較完整之調查資料。若有需要移置

之情形則依生物特性選定適合且不受擾動的水域環境進行移

置，調查樣點如圖3.1-1、圖3.2.3-1。 

目前維管階段期間並無擾動水域環境的工程施作，南勢

溪工區範圍內由洗衣區下游至向上路間的環境經過時間恢復

呈現自然多樣的水域棲地，而南勢坑溪則有多處斷流、伏流、

 
7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https://data.depositar.io/orga

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8 參考本計畫第一次派工案經費修正內容，於維管階段每季一次進行原生魚類調查及移置。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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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處潭區及淺流。若有捕捉、調查到原生魚類，則視情況及生

物特性移置至南勢溪釋放。 

(4)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使用流速計量測水流流速，用多參數水質分析儀(Horiba 

U-50)，每月定點監測水質濁度、導電率和pH值。量測數值以

DarwinCore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取樣調查(sampling event)紀

錄表。 

(5)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b)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成

果等)。 

(c)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善措

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容可分別

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d)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並評

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e)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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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2 工作預定進度甘特圖 

本派工案內工作項目均集中於109年8月至10月份執行，並皆辦理

完成，如表1.5.2-2。 

 

表 1.5.2-2 第五次派工案工作項目辦理情形 

 沙鹿區南勢溪 

維護管理階段 

龍井區南勢坑溪 

維護管理階段 

生態監測與 

資料彙整發布 

陸域生物調

查 

一次，於 109.09.30 完成。 一次， 

於 109.08.20、109.09.30 完成 

植物調查 一次，於 109.08.20 完成。 一次，於 109.08.20 完成 

維管階段監

測 

兩次， 

於 109.08.07、109.08.13 完

成 

一次，於 109.08.20 完成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環境改善前後各一次，於

109.08.07、109.09.07 完成。 

維管階段一次， 

於 109.09.07 完成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一次，於 109.08.07 完成。 一次，於 109.09.11 完成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一次，於 109.09.30 完成。  

以上工作產出，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自評表」、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維護管理階段附表M-

01」等文件格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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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蒐集 

2.1 區域性資料蒐集 

2.1.1 區域概述 

台中市沙鹿區南勢溪和龍井區南勢坑溪皆發源於大肚山台地西

側，位於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內，為東西向的天然湧泉溪流。 

南勢溪、南勢坑溪之工程範圍下游皆與南山截水溝計畫銜接(圖

2.1.1-1)。如第一階段工程範圍由龍井山腳排水起點至南勢坑溪鷺山橋；

第二階段工程由鷺山橋向北延伸，穿過南勢溪至北勢溪，起點用地範

圍線與107年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範圍銜接(圖2.3.1-1)；第三期

工程範圍預計由北勢溪至竹林北溪匯流口。 

 

圖 2.1.1-1 南勢溪和南勢坑溪與周邊區域排水相對位置 

2.1.2 生態保護區域圖資套疊 

工程範圍內為快速盤點全區段既有的生態資源及相關圖層資訊，

套疊法令公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學術研究或民間關注區等圖資(表

2.1.2-1)，結果顯示均未與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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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規劃設之保護區重疊。 

 

表 2.1.2-1 本計畫套疊之生態保護區域 

項

次 
圖層名稱 

中央 

主管機關 
主要法規依據 

1 自然保護區 農委會 森林法 

2 自然保留區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3 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育法 

4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育法 

5 國家(自然)公園 內政部 國家公園法 

6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 濕地保育法 

7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內政部 自來水法 

8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環保署 飲用水管理條例 

9 特定水土保持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0 水庫集水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1 森林遊樂區 農委會 森林法 

12 林班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3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發展觀光條例 

14 地質地景點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15 保安林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6 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 環境影響評估法 

17 臺灣蛙類重要棲地 農委會 - 

18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農委會 漁業法 

 

根據姜博仁等執行之「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計畫9，利用

石虎在1990年代至2015年間的自動相機調查記錄、救傷、路死與目擊

紀錄等地理資訊，以MAXENT分析得到「石虎重要棲地」的分布區域，

包含關鍵棲地(已知石虎分布區)與潛在區域(與關鍵棲地相鄰但因調

查量低，尚未有石虎發現記錄，但石虎仍可能利用或擴散之地理空間)。

套疊上述之石虎棲地分布圖層，如圖2.1.2-1，發現南勢溪及南勢坑溪

工程範圍半徑三公里內，可觸及石虎之關鍵棲地與潛在區域，尤以南

勢坑溪與關鍵棲地最近距離僅三百公尺。 

石虎作為關注物種，其主要活動範圍為低海拔緩丘陵地，偏好天

然林，其次為非天然林及草生地與農墾地，並能提供石虎多樣化與豐

富獵物的環境。分析石虎排遺得知其主食以鼠科為主的哺乳動物，鳥

類次之，與人類活動區域有部分重疊，因此文獻描述其族群面臨之人

為及非人為威脅，就工程維護管理的角度而言，應盡量避免和降低對

 
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姜博仁、林良恭、袁守立。2015。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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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地、竹林的干擾。 

另外大肚山於大肚區及南屯區鄰接地區，曾拍攝過第二級珍貴稀

有保育類穿山甲(台灣生態學會2018年自動相機記錄，未發表資料)。 

 

圖 2.1.2-1 南勢溪及南勢坑溪以半徑三公里與生態區域圖資套疊 

2.1.3 沙鹿及龍井文化遺址 

根據中央研究院的臺灣考古遺址地理資訊系統，工程位置周邊有

多個遺址分布。位於龍井區南勢坑溪南側的龍泉里、西北側的山腳里

發現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牛罵頭文化和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番仔園

類型(早期)的古物；東側的埔子里亦有三塊厝子遺址分布。10 相對位

置如圖2.1.3-1所示。  

 

圖 2.1.3-1 南勢坑溪周邊文化遺址分布 

 
10 台灣考台灣遺址地理資訊系統：https://archaeogis.ihp.sinica.edu.tw/map/#/gis 

https://archaeogis.ihp.sinica.edu.tw/map/#/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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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區南勢溪北側，也就是向上路七段與沙田路六段交叉口的東

北側臺地上，大肚臺地西側坡腳的「南勢坑II遺址」，位置就座落在

山腳大排第二期工程(圖2.1.3-2紅色範圍)與南勢溪之間，環境主要為

農地及旱田，因第二期工程範圍部分與遺址重疊且工程施作在即，故

由國立自然科學科學博物館執行「台中市南勢坑II遺址考古試掘工程」，

於106年7月至107年6月間進行三次發掘。獲得的石器共有130件，大

部分是在台地頂端搶救發掘，類型、材料種類多樣且器形變化複雜。

由出土陶片的特徵，可辨認出牛罵頭文化(距今4500-3500年)、營埔文

化(距今3500-1500年)及番仔園晚期文化(鹿寮類型) (距今800-400年)。

部分陶器器型特殊，如空心鼎足；也有些陶器罕見於臺灣西海岸，如

大型橫把等。11 12  

 
*底圖來源：劉克竑。沙鹿南勢坑 II 遺址試掘。科博館訊 360 

圖 2.1.3-2 南勢溪周邊文化遺址分布 

 

 
11 劉克竑。南勢坑 II 遺址搶救發掘成果。館訊第 380 期。 
12 劉克竑。沙鹿南勢坑 II 遺址試掘。科博館訊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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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出土的遺物可以辦別史前文化類型，瞭解當時居住在中部地

區的人民利用何種資源、過去的環境變遷及聚落分布的空間變化。目

前107年南勢溪及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工程進入維護管理階段，除了

目標恢復河川生命力外，亦可結合周邊文史資源與生態環境作為環境

教育素材及場域。 

2.2 南勢溪 

2.2.1 工程概述及相關計畫文獻回顧 

107年度執行之南勢溪水環境改善工程範圍東自沙鹿區第十一公

墓東南側箱涵段終點，西至向上路七段中興橋。後來確認執行生態友

善措施：迴避洗衣區上游、縮減施工範圍為350公尺，因此實際工程範

圍僅限於洗衣區下游150公尺至向上路七段之間，以紫色多邊形所示

(圖2.2.1-1)。工程相關資訊及生態友善措施整理如表2.2.1-1所示。 

 

 

圖 2.2.1-1 南勢溪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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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 南勢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資訊 

依據「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區

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所述，施工前南勢溪湧泉

區下游河段邊坡尚未被人工水泥化，仍以石頭堆疊而成的堤岸，岸上

可看見長枝竹、黃槿生長，為本湧泉區難得較原始自然的溪流風貌。

如圖2.2.1-2。13 

南勢溪施工後完成兩側砌石護岸、透水性石籠、柳枝工法及河床

人行水泥踏石(圖2.2.1-3)，周邊區域亦完成各類植物栽種，並設有每

日定時灑水與維護作業。 

 
13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區湧泉

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工程名稱 南勢溪水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時間 107.01.30-107.11.30 

設計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施工廠商 銘佑營造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廠商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資料公開位置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544/Nodelist 

民眾參與 107.4.27 辦理南勢溪環境營造工作坊 

工程施作範圍 

南勢溪工區範圍東自沙鹿區第十一公墓東南側箱涵段終點為

起點，往西至向上路七段中興橋間之明渠段，鄰近沙鹿區鎮

南路、沙田路及向上路等主要道路。 

工程施作項目 

整地與導排水施工、砌石及石籠工程、柳枝工法工程、舖面

改善工程、景觀木作及鋼結構工程、水域及地面植栽工程及

照明設備工程。 

保全對象 長枝竹區域、防風樹木及大樹 

生態友善措施 

1. 迴避：洗衣區上游 

2. 縮小：縮減施工範圍為 350 公尺 (由洗衣區下游約 150 公

尺處至向上路之河段。) 

3. 減輕：河床兩側採用南勢溪現有的卵礫石加以柳枝工法防

護岸、乾砌塊石護岸、防砂壩採用透水式石籠以營造出多

孔隙環境，河川底質亦保持既有河底的卵石及土壤，提供

魚類、蝦蟹螺貝類等水生生物及兩棲類之躲藏利用的棲地

環境。 

4. 補償：整地完成之區域上開始進行植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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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路橋下環境 ▲南勢溪河道 

圖片來源：民享生態有限公司，南勢溪生態檢核報告書 

圖 2.2.1-2 南勢溪施工前環境影像 

 

 
▲向上路橋下環境 

  

▲透水性石籠 ▲柳枝工法 
圖片來源：民享生態有限公司，南勢溪生態檢核報告書 

圖 2.2.1-3 南勢溪施工後環境影像 

  

 107.01.12   107.01.12  

 107.11.27   107.11.27  

 107.11.27   1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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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態資料庫搜尋及文獻回顧 

(1) 物種資料庫及相關生態資料 

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14、「林務局生態調查

資料庫系統」15、iNaturalist 與 eBirds等資料庫進行生物記錄

搜尋周邊環境16 17，重要關注物種為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的

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和黑翅鳶(Elanus caeruleus vociferus)

及其他應予保育的第三級保育類之紅尾伯勞(Lanius cristatus)。 

「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

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的生態調查紀錄亦有紀錄3

種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分別為大冠鷲、彩鷸(Rostratula 

benghalensis)及臺灣畫眉(Garrulax taewanus)，臺灣畫眉同時

亦為國內紅皮書易危物種。18 另外，由周邊居民訪談得知南

勢溪曾有翠鳥(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台灣窗螢(Pyrocoelia 

analis)等生物之紀錄。 

(2) 其他環境議題 

「山腳大排(南勢坑溪及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

畫工作書」指出工程施作前下游河段邊坡為卵礫石堆疊之堤

岸，岸上植被為長枝竹、黃槿，為湧泉區段尚未人工化、較原

始自然的溪流景象，故將此區劃為保全區域。然而南勢溪兩岸

因原先土石駁坎出現淘刷現象，因此以砌石取代；長枝竹保全

區域也因其根淺容易倒伏，故新植蓬萊竹取代。19 

施工期間居民對於將兩岸長枝竹被工程砍除持有反對意

見，加上關注團體於附近私人農地發現有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紅皮書易危物種(VU, Vulnerable)，亦為臺灣特有種的

 
14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 
15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entation.aspx 
16 iNaturalist：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 
17 eBird Taiwan：https://ebird.org/taiwan/hotspots 
18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7。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

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9 環團抗議台中南勢溪工程危害溪蟹棲地。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91486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9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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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臺灣南海溪蟹(Nanhaipotamon formosanum)出沒，此為台灣

彰化以北的第一筆珍貴紀錄，故關注團體要求市府停工，恢復

原狀。為因應此議題，107年4月27日水利局於沙鹿區南勢里慶

安宮舉辦「南勢溪環境營造工作坊」，廣邀各關注單位、民眾

參與，亦請鄭清海老師與曾晴賢教授出席。鄭清海老師勘查過

南勢溪旁的南海溪蟹棲地後，表示其數量規模極具保育價值，

且據水利局調查南海溪蟹棲地位於距護岸施工最近點為145

公尺的農地，完工後該農地並未受到影響，仍保持原狀。20 

依據「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

核」報告指出21，施工前的2016年12月及2017年2月兩季生態

調查及2018年1月的現勘皆未發現台灣南海溪蟹個體22，可能

因調查季節並非其繁殖季(4~7月)，或是分布密度較低，導致

調查期間並未發現活動個體，僅於河道兩側發現同屬澤蟹科

的黃綠澤蟹棲息分布，另外，下游至向上路前河段植物覆蓋度

高，河岸尚未水泥化，為長枝竹並排砌鵝卵石的護岸或天然土

坡，此段調查僅紀錄黃綠澤蟹。臺灣南海溪蟹紀錄則由口訪民

眾得知棲息於本案工程範圍外的私有農地裡。施工階段2018

年9月和完工後11月的調查分別有4隻和2隻的個體紀錄，但因

報告內並未標示出紀錄點位，因此無法評估與工區的距離。 

2.2.3 以衛星影像判讀工區範圍內地景變化 

107年南勢溪環境改善工程期間為107年1月至107年11月，使用

Google Earth蒐集106年12月20日(施工前)、107年12月24日(甫完工)、

108年5月30日(完工後半年)之歷史正射影像，以比對施工前後的環境

變化。由圖2.2.3-1可以觀察完工後到上游100公尺部分，工程將河道截

彎取直；工區兩側三至五公尺間植被皆因工程刈除，包含下游左岸近

向上路七段保全的長枝竹區域；河道中兩側縱向及中央橫向增加踏石

步道以供民眾親水的路線。完工後約半年，柳枝工法施作區域生長良

 
20 臺中市水利局。2018。府舉辦南勢溪環境營造工作坊 尋求各方合作共同保育南海溪蟹。 
21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8。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施工

階段)。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2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7。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

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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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遮蔽原先裸露區域；完工後約1.5年，因蓬萊竹生長高度較低，

周邊竹林未如施工前遮住河道上方的景象，使河道內的右側草生植被

因獲得充足日光而生長旺盛，右側泥沙淤積影響水流向左側掏刷步道

區下方塊石，步道下沉，水流也因此淹沒踏石步道。 

 

 

106.12.20 (施工前)：河道上方為竹林所遮蔽。 

 

107.12.24 (完工後)：河道截彎取直，兩側為砌石護岸，右側堤岸以柳枝工法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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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0 (完工後約半年)：右側柳枝工法之柳樹生長良好已覆蓋地表。 

 

109.08.07 (完工後 1.5 年)：兩岸堤上植被覆蓋面積逐漸增加、恢復。 

圖 2.2.3-1 衛星影像判讀南勢溪地景變化 

2.3 南勢坑溪 

2.3.1 工程概述及相關計畫文獻回顧 

龍井區南勢坑溪發源於大肚山台地西側，因曾有大量白鷺鷥棲息，

故舊名為「鷺山坑溪」。107年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工程之範圍東自南

勢坑溪上游無名橋，西與南山截水溝第二期用地範圍線銜接23，如圖

2.3.1-1。工程相關資訊及生態友善措施整理如表2.3.1-1所示。 

 
23 山腳大排水系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說明會簡報資料公開網址：https://formosarace.blogspot.c

om/2018/01/15_23.html。查詢日期：2020.08.02。 

https://formosarace.blogspot.com/2018/01/15_23.html
https://formosarace.blogspot.com/2018/01/15_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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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1 南勢坑溪工區範圍 

 

表 2.3.1-1 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資訊 

工程名稱 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時間 106.10-107.11 

設計廠商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磊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廠商 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資料公開位置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544/Nodelist 

工程施作範圍 南勢坑溪工區範圍自山腳排水鷺山橋至南勢坑溪上游無名

橋，考量南勢坑溪 0K+000~0K+145 渠段屬南山截水溝治理

計畫及用地範線範圍，故規劃設計以水道 0K+145~0K+719

渠段及周邊公有土地為主。 

生態保育措施 1. 斷面採用複式斷面設計，敲除河道部分 RC 河床 

2. 深槽護岸以塊石設計營造多孔隙之水域空間 

3. 河道縱坡採用緩坡式固床工(表面砌塊石)設計 

後續建議 視環境恢復情況增加深潭等棲地類型；無名橋上游壩體建

議改善 

南勢坑溪於工程施作前為三面水泥的排水渠道，環境敘述如無名

橋上游有一深潭，周邊生長大量水生植物；中游護岸為水泥及砌石邊

坡，鷺山橋上游護岸為水泥邊坡，兩者以淺流與緩流為主，行水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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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水生植物，底床則為水泥；鷺山橋下游護岸為自然邊坡，底床則為

卵、礫石，以淺流與淺瀨為主，岸邊大量生長灌叢植物。(圖2.3.1-2) 

 

▲無名橋下方 

 

▲左側河道濱溪植被延伸與樹林連結 

  

  

▲植物僅能生長於水泥河道上淤積的淺薄土壤及護岸上 

(圖片來源：南勢坑溪-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調查設計階段) 

圖 2.3.1-2 南勢坑溪施工前環境影像 

「山腳大排(南勢坑溪及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指出設計以少

量人工化及硬體工程數量，採用低干擾環境及低維護管理為原則，為

恢復河川生命力及改善景觀，計畫採用複式斷面設計，敲除河道部分

RC河床，讓湧泉能自然湧出，深槽護岸以塊石設計，營造多孔隙之水

域空間；河道縱坡則採用緩坡式固床工(表面砌塊石)設計，兼顧縱向

環境廊道；中上游兩側河道縮減並新增人行步道，0K+350~0K+716 左

岸腹地則以少量人工化設施佈設自然公園，以融入當地地景。然而工

程完工後仍有多處水流不連續或伏流，因此建議改善無名橋上游壩體，

其他則視環境恢復情況增加深潭等多樣性棲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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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自然公園近步道側 

右上：自然公園入口處空拍圖 

中間、左下：剛完工河道影像 

 
*圖片來源：生態檢核報告、水利大臺中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waterresourcetaichu

ng/posts/1954396454596550/)。查詢日期：

2020.11.26。 

圖 2.3.1-3 南勢坑溪完工後影像 

2.3.2 生態資料庫搜尋及文獻回顧 

(1) 物種資料庫及相關生態資料 

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林務局生態調查資

料庫系統」、iNaturalist 與 eBirds等資料庫進行生物記錄搜尋

周邊環境，重要關注物種為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的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及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之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臺中市南勢坑溪水域環境營造計畫」於工

區範圍自下游鷺山橋至上游無名橋間，於上、中、下游各取一

個樣點。水域生態調查結果上游以孔雀魚、大肚魚及吳郭魚等

https://www.facebook.com/waterresourcetaichung/posts/1954396454596550/
https://www.facebook.com/waterresourcetaichung/posts/195439645459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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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為主；中下游則有紀錄明潭吻蝦虎及日本絨螯蟹24 25，

兩者皆為需要洄游的物種。鳥類則記錄第二級珍貴稀有之保

育類黑翅鳶(Elanus caeruleus vociferus)。26 因為水體變化時有

潭區時有流水，周邊植被茂密，故常見的蜻蜓種類較多。河道

主要汙染源為一般家庭或農業之灌溉與排放溝渠，排放清潔

劑、農用廢水與人畜排泄物，成份以氨氮或磷為主。 

(2) 綜合評估與意見彙整 

潭區之間水域不連貫(低縱向連結)、河道伏流情況將不利

於洄游性魚類棲息，雖未調查到保育類物種，但仍需注意河道

內常態性無水可能影響台灣特有種明潭吻蝦虎、河海洄游性

生物如日本絨螯蟹的上溯。 

2.3.3 以衛星影像判讀工區範圍內地景變化 

南勢坑溪施工期間為106年10月至107年11月。以Google Earth蒐

集106年12月20日(施工前)、107年12月24日(完工後)、108年5月30日

(完工後約半年)之歷史正射影像，以比對施工前後的環境變化。由圖

2.3.3-1顯示工程將原為封底的河道底部水泥打除，而原先可以遮住河

道上方的植株部分被刈除；上游左側自然公園範圍內喬木林立且環境

自然，工程施作後建置了入口處及遊園道路，留下十株左右的大樹。

工程完工時可見南山截水溝第二期工程正施作中。完工後約1.5年，南

勢坑溪河道中央皆為草本植物所覆蓋，甚至漫出河道佔據上游右側人

行道；自然公園內規畫森林漫步區，現況樹木較為稀疏；南山截水溝

第二期業完成，與南勢坑溪連接處似有斷流的情形。 

 
24 現應為合浦絨螯蟹。 
25 張瑞宗。2008。日本絨螯蟹(Eriocheirjaponica)遺傳多樣性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 
26 臺中市南勢坑溪水域環境營造計畫。2018。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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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0 (施工前)：為三面水泥的排水渠道；自然公園預定地植被為草生地及大樹。 

 

107.12.24 (完工後)：新設自然公園步道；下游南山截水溝第二期工程施作中。 

 

108.05.30 (完工後約半年)：渠道內植被逐漸覆蓋河床裸露處；下游南山截水溝第二期工

程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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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0 (完工後 1.5 年)：河道植被生長旺盛，自然公園內樹木較為稀疏。 

圖 2.3.3-1 衛星影像判讀南勢坑溪地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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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生態檢核計畫 

3.1 南勢溪 

本派工案內南勢溪核定之工作項目以及實際執行日期列於下表

3.1-1，原生魚類移置釋放內魚類調查及水質監測樣站點位和位置標示

整理於表3.1-2和圖3.1-1呈現。 

 

表 3.1-1 南勢溪工作項目列表 

工作項目 數量及內容 執行日期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陸域生物調查一次 

2. 植物調查一次 

3. 兩次維管階段監測 

109.09.30 

109.08.20 

109.08.07、109.08.13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環境改善前後各一次 109.08.07、109.09.07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維管階段選定至少 2 處

原生魚類調查。 
109.08.07 

水質監測與資料發布彙整 維管階段一次 109.09.30 

 

表 3.1-2 南勢溪調查及監測樣站座標(WGS84) 

樣點 魚類調查 水質測量 

1 24.2146, 120.55378 24.21465, 120.55388 

2 24.21483, 120.55468 24.21471, 120.55416 

3 24.21492, 120.5558 24.21481, 120.55453 

4 24.21491, 120.556 24.21491, 120.556 

5 24.21483, 120.5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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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南勢溪調查及監測樣站位置 

3.1.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生態監測 

生態監測作業由生態專業人員沿著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圍的兩

側以均速步行方式進行，時間約兩小時左右，並使用相機(具備GPS功

能)輔以望遠鏡觀察、紀錄沿線附近及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

以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態。 

南勢溪於本派工案執行期間分別於109年8月7日、8月13、8月20

日、9月30日進行4次生態監測勘查，以目視觀察、配合相機拍攝影像

並彙集調查所得之動植物出現紀錄，後續由團隊成員協助物種的辨識

與資料彙整。生態勘查之結果，共記錄動物34科53種，以及維管束植

物18科35種，名錄彙整於附件四、五。 

蜻蛉目為例，本次紀錄5科16種，因勘查範圍及時間受限，以物

種喜好環境、普遍程度、是否出現共棲物種評估，維管與施工階段紀

錄種類大致相同，未記錄物種如黃紉蜻蜓、短腹幽蟌等需要林蔭遮蔽

的物種，另外增加了瘦面細蟌和白粉細蟌較偏好緩流區域、活動量較

小的豆娘種類。 

維管階段勘查紀錄鄰近農田有多處蟹類洞穴，以勘查地點處(圖

3.1.1-1紅色箭頭)無遮蔭的環境及過往紀錄推測，極有可能為臺灣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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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蟹所有，且數量不少，應為其主要棲地。而施工前於下游至向上路

段的天然土坡範圍內進行調查，雖僅記錄黃綠澤蟹，但由施工前影像 

(圖2.2.1-2)判斷該處應為臺灣南海溪蟹與黃綠澤蟹的主要利用棲地交

會帶，不排除其利用的可能。然而維管階段勘查此區段時，並未紀錄

黃綠澤蟹，亦無觀察到蟹類洞穴，推測可能與兩側護岸興建、緩土坡

面積減少相關。 

 

  

圖 3.1.1-1 勘查鄰近農地之蟹類洞穴  

 

  

粗鉤春蜓 小白鷺 

 109.08.07    109.08.13   

 109.10.26    10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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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 南勢溪生態監測部分物種影像 

(2) 環境概況 

南勢溪兩側堤岸植被生長較為緩慢、整體呈現開闊環境，使河道

內和濱溪植被生長旺盛，同時泥沙也容易淤積於中央及右側，右側河

道底部高程因此提高，水流傾往左岸淘刷步道區下方塊石，導致踏石

下陷遭水流淹沒。故水利局邀集專家學者、生態專業人員研議後決議

於兩側砌石護岸上方部分區域補植130株長枝竹叢，加速河道上方環

境遮蔭的恢復速度。 

由於109年8月7日現勘當天近長枝竹補植改善日期，因此河道中

植被已被整理過，以利於補植作業進行。自向上路往南勢溪上游觀察

可見整體環境開闊，河道上方並無大樹遮蔭，且左岸踏石旁植被茂盛

(圖3.1.1-3A)；自向上路橋起向上游延伸的踏石段，中間有段約50公尺

長的距離被水流淹沒(圖3.1.1-3B)，雖然穿上雨鞋後仍可行走，但路線

亦被植被覆蓋，而過多的植被和淤泥也會影響水流暢通(圖3.1.1-3C)，

造成局部優養化的情形，河道中央底質以卵礫石為主，流速組合可見

淺瀨、淺流分佈，但無連續湍賴，河道中無巨石，並有大面積的卵礫

石堆疊區域。(圖3.1.1-3D)；南勢溪左右兩側皆為砌石護岸，上游則為

透水石籠，圖3.1.1-3E右岸上方為施作柳枝工法的區域，柳樹目前生長

狀況良好，無天然複層林，植生帶的寬度小於六公尺且緊鄰農田；圖

3.1.1-3F為南勢溪施工範圍上游處，由航拍可見河道中有兩段橫向踏

石且護岸的林蔭延伸至河道上方；工程範圍上游處為一潭區(圖3.1.1-

3G)，目視可見非常多螺貝類散佈於溪中，底質為泥質與大型卵石(圖

3.1.1-3H)。 

  

花鳳蝶 臺灣大蝗 

 109.08.20    10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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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環境較為開闊，眾多挺水植物與砌石護岸邊潮濕的植被提供

多樣化的棲地類型，尤其以蜻蛉目種類為多。目前已於109年8月8日

以對環境擾動程度最小的人工方式補植完成，期望得以恢復過往南勢

溪較為鬱閉的河道景觀。 

 

  

A.向上路橋下環境 B.水流淹沒左側踏石 

  

C.阻礙水流 D.河床底質為卵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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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右側堤岸的柳枝工法 F.南勢溪工區範圍上游處 

  

G.工區外上游潭區 H.螺貝類散佈 

圖 3.1.1-3 南勢溪航拍及現勘影像紀錄環境 

3.1.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109年8月7日和109年9月7日分別於南勢溪長枝竹補植前後各進

行乙次航拍，以WebODM進行快速正射化之航拍影像記錄環境變化，

為往後監測提供基礎影像。為避免影響環境影像比較，故移去工區範

圍線，航拍影像如圖3.1.2-1、圖3.1.2-2所示。 

由航拍影像可見南勢溪左岸踏石步道沒入水流中，濱溪植被豐富、

河道上方較少大樹遮蔭，整體環境開闊，周邊環境多為農田景觀。從

航拍影像可以看到經補植後僅一個月，兩岸裸露或植被較稀疏處已有

改善，尤其以右岸柳枝工法下游處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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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 南勢溪維護管理階段範圍航拍影像-10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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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 南勢溪維護管理階段範圍航拍影像-10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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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為復育溪流生態讓民眾與生物能有更健全的水域生態環境，瞭解

工程施工後對現地原生魚類的影響與恢復情形，核定於南勢溪選定至

少兩處樣點，於維管階段各執行一次魚類調查，方法包含但不限於以

蝦籠陷阱以及手拋網進行捕捉。維管階段期間雖無擾動水域環境的工

程施作，然若有需要移置之情形，則依生物特性選定南勢溪上游適合

且不受擾動的水域環境進行移置。 

南勢溪之魚類調查於109年8月7日至8日執行，於洗衣區下游150

公尺處至向上路七段，經工程擾動之範圍內共設置五處樣點，以蝦籠、

魚籠誘捕採集，並於潭區進行拋網。樣點設置位置如圖3.1.1-1所示。

調查作業的工作執行情形如下圖3.1.3-1。 

 

圖 3.1.3-1 水域調查執行情形 

維管階段調查結果共紀錄5目7科12種魚類，其中包含4種台灣特

有種，分別為台灣石𩼧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粗首馬口鱲 (溪

哥 ，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 明 潭 吻 鰕 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短吻紅斑吻鰕虎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3種國

內紅皮書評定受脅 (NT)物種，臺灣白甲魚  (苦花，Onychostoma 

barbatulum)、高體鰟鮍(牛屎鯽，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鯰魚

(Silurus asotus)和3種外來魚種，食蚊魚(Gambusia affinis)、線鱧(泰國

鱧，Channa striata)、尼羅口孵非鯽(吳郭魚，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其他水域生物紀錄2目4科4種。調查之物種名錄整理於附錄

  

放置蝦籠。 於橋下潭區使用手拋網。 



5-48 

 

四。 

依據「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施工

階段報告紀錄4目5科10種，南勢溪所紀錄之魚類均屬分布於台灣西部

河川中、上游之普遍常見物種。27 顯示南勢溪的水域環境恢復良好，

可提供多樣性的棲地以及充足的食物來源給予不同需求的生物。 

 

  

高體鰟鮍(上)、台灣石鮒(下) 粗首馬口鱲 

  

明潭吻蝦虎 粗糙沼蝦 

圖 3.1.3-2 南勢溪水域調查部分物種影像 

3.1.4 水質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南勢溪之水質監測於109年9月30日執行，使用流速計量測水流流

速；用多參數水質分析儀(Horiba U-50)，定點監測水質溶氧量、導電

率和pH值。量測數值以DarwinCore的欄位格式整理上傳取樣調查

(sampling event)紀錄表。 

於洗衣區下游150公尺處至向上路七段，經工程擾動之範圍內選

 
27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8，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施工

階段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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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水深30公分以上、水位可淹過水質儀器之位置進行測量，分布於上、

中、下游共四處。依據《灌溉用水水質標準》，pH值、電導度(EC)、

溶氧量(DO)皆在標準內；下游因泥沙淤積較多，容易受到攪動，因此

濁度較上游高，但四個樣點水質皆清澈且能清楚看見溪底，結果顯示

南勢溪水質呈現良好的狀態；流速則代表河道內至少擁有淺流、淺瀨

等流速組合，棲地環境具多樣性。水質測量結果如表3.1.4-1所示，工

作情形如圖3.1.4-1。 

表 3.1.4-1 南勢溪水質測量結果 

 溫度(℃) pH 
EC 

(mS/cm) 

DO 

(mg/L) 

濁度

(NTU) 流速(m/s) 

1 26.87 6.62 0.246 7.06 4.49 0.3 

2 26.78 6.72 0.248 7.34 2.37 0.2 

3 26.72 6.94 0.249 7.96 1.31 0.1 

4 26.61 6.99 0.251 7.25 1.58 0.1 

  

圖 3.1.4-1 水質測量工作情形 

3.2 南勢坑溪 

本派工案內南勢坑溪核定之工作項目以及實際執行日期列於下

表3.2-1以便核對。 

表 3.2-1 南勢坑溪工作項目列表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陸域生物調查一次 

2. 植物調查一次 

3. 一次維管階段監測 

109.08.20、109.09.30 

109.08.20 

109.08.20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維管階段一次 109.09.07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維管階段選定至少 2 處

原生魚類調查。 
10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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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1) 生態監測 

生態監測作業由生態專業人員沿著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圍的兩

側以均速步行方式進行，時間約兩小時左右，並使用相機(具備GPS功

能)輔以望遠鏡觀察、紀錄沿線附近及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之動植物，

以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態。再據前期報告結果，本案經現勘初步比對

工區內現況，並評估工區內生態議題。 

生態團隊於109年8月20日、9月11日沿河道以步行方式進行生物

監測，目視觀察、配合相機記錄並彙集調查資料，共紀錄動物13科22

種，以蜻蛉目2科8種為種類最多的類群，推測與環境開闊、濱溪植被

茂密的水域類型相關；鳥類紀錄5科5種皆為都市常見種類，以會利用

高草叢和常出沒於水域的物種為主要記錄對象；水域生物包含螺貝類

共紀錄4科4種，多以外來種為主；河道內多為泥質散布卵礫石的淺流

型態。維管束植物共15科36種。物種名錄列於附錄六、附錄七中，物

種出現紀錄則以DarwinCore形式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中進

行資訊公開。 

  
貓 呂宋蜻蜓 

  
粗腰蜻蜓 褐頭鷦鶯 

圖 3.2.1-1 南勢坑溪生態監測部分物種影像 

 108.11.21   109.08.20  

 109.08.20   1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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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概況 

生態團隊於109年8月20日進行南勢坑溪現地勘查，整體而言全區

段幾乎為植被所覆蓋，目視難以看見流動的水道(圖3.2.1-2A)，河道兩

側為不滿漿砌石護岸，僅幾處可以看見卵石堆中的小潭區(圖3.2.1-2C)；

河道中一處沙包堆疊處或許視作為固床工使用，雖然可以聽見水聲，

卻不見水流(圖3.2.1-2D)；越往上游，接近工區西側無名橋處，可見右

岸步道已被植物所覆蓋，難以行走(圖3.2.1-2B)；無名橋下完全不見水

流的痕跡(圖3.2.1-2E)。伏流及斷流的情形相較於施工完可能嚴重許多。 

另外工程所施作之自然公園設計，依據鷺山坑自然公園前導覽圖

及山腳大排水系水環境改善計畫簡報內之整體工程平面配置圖進行

比對，可以發現入口廣場處綠帶樹林面積減少(圖2.3.3-1)。109年9月

30日現勘時則紀錄除草維護作業後，灌木上方枝條皆被平整砍除，僅

留下枝幹部分，且草地呈現乾枯的情形(圖3.2.1-2F、G)，建議管理作

業應改善齊頭式的修剪方式，並保留植被覆蓋面積；生態渠道源頭有

湧泉流出(圖3.2.1-2H)，但僅起始處水流較多，目視可見魚類常浮於水

面呼吸，後段延伸至生態池之渠道內同樣陸化嚴重(圖3.2.1-2I)，生態

池中亦無水流(圖3.2.1-2J)。南勢坑溪工程範圍下游緊接南山截水溝第

二期工程起點，為東西向南山截水溝第一期(山腳大排)的向北延伸段

(圖3.2.1-2L)，與南勢坑溪之間以連續跌水固床工相連(圖3.2.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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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整體河道皆為植被覆蓋 

  

B.植被生長旺盛延伸到人行步道上 

  

C.河道中偶爾能看見未被覆蓋的小範圍淺流區 

  

D.沙包堆疊處 E.無名橋下為水泥鋪面且無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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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自然公園廣場入口處 109.09.30 G.草地乾枯 109.09.30 

  

H.生態渠道起始處之湧泉 109.09.30 I.生態渠道陸化嚴重 109.09.30 

  

J.生態池現況 109.09.30 K.河道內為卵礫石、泥沙底質 

  

L.南山截水溝第二期範圍起點 M.南山截水溝與南勢坑溪連接處 

圖 3.2.1-2 南勢坑溪現勘環境紀錄 

山腳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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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於本派工案辦理期間，核定進行南勢坑溪無人載具航拍製圖作業

乙次，包含以商用軟體進行進階正射影像化與相關發佈作業，以記錄

完工後工區周邊大尺度環境狀況，提供未來持續的工程完工監測、分

析環境與棲地狀態變化，評估其生態課題、環境恢復效益並給予生態

保育措施建議。目前南勢坑溪已於109年9月7日進行乙次航拍，以

WebODM進行快速正射化之航拍影像記錄環境變化，為往後監測提供

基礎影像。航拍影像如圖3.2.2-1所示。 

由航拍影像可見南勢坑溪下游與南山截水溝第二期計畫銜接處，

目前已設置十支固床工，且固床工上方靜水池皆呈現不同優養化程度

的綠色水質。自然公園原規劃包含森林漫步區及生態池，區域內草生

地及林木與施工前相比較為裸露，河道及生態池溝渠則因陽光直射，

草本植物生長旺盛，上游右側紅磚道亦為植被佔據無法行走，建議後

續可於自然公園內補植喬木，改善目前水域環境中草本植物蔓生的情

況，亦可與南側樹林連結，增大連續性綠帶面積。 

山腳排水為南山截水溝第一期工程範圍，與第二期工程在此連接。

參考本計畫第一次派工案內位於南山截水溝第一期計畫的龍井山腳

治理工程，於生態檢核期間紀錄到草花蛇、花浪蛇、斑龜等半水棲爬

蟲類，此類半水棲爬蟲類為水域生態良好的指標，應提供維護具有草

生植被的棲地，然而整段區域排水受制於渠道設計與周邊棲地環境的

情況，於山腳大排內幾乎垂直的情形難以達成生物棲地豐富化。故更

應加強周邊水域環境的連結性，暢通南勢坑溪與南山截水溝的水域連

結性，提供水生生物跨越護岸或固床工的通道，將會增加其棲息活動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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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南勢坑溪維護管理階段範圍航拍影像-10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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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原生魚類移置釋放 

為復育溪流生態讓民眾與生物能有更健全的水域生態環境，瞭解

工程施工後對現地原生魚類的影響與恢復情形，核定於南勢坑溪選定

至少兩處樣點，於維管階段各執行一次魚類調查，方法包含但不限於

以蝦籠放置陷阱。維管階段期間雖無擾動水域環境的工程施作，然若

有需要移置之情形則依生物特性移置至南勢溪上游適合且不受擾動

的水域環境。南勢坑溪魚類調查於109年9月11日執行，樣點設置座標

及位置如表3.2.3-1、圖3.2.3-1所示。 

 

表 3.2.3-1 南勢坑溪調查及監測樣站座標(WGS84) 

樣點 魚類調查 

1 24.20519, 120.55234 

2 24.20521, 120.5527 

3 24.20523, 120.5531 

4 24.20566, 120.55481 

5 24.20565, 120.55489 

 

 

圖 3.2.3-1 南勢坑溪調查及監測樣站位置 

 

水域調查結果僅有4科4種。由於南勢坑溪工程將原本河道RC底

部打除，目前目視水流量小、流速緩，故魚類記錄以外來種的線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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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a striata)及孔雀魚(Poecilia reticulata)為主。其他兩種為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與台灣蜆(Corbicula fluminea)。與施工前的物種

相比較幾無差異，南勢坑溪內的水生生物皆以外來種為主，僅鰕虎於

完工後無紀錄，可能因為下游施作南山截水溝第二期工程的緣故。 

南勢坑溪為湧泉溪流，根據施工階段於107年8月6-7日水質採樣

結果顯示其水質良好，且記錄臺灣蜆表示此處仍為其適合的生存環境，

然可能因外來種競爭壓力族群無法成長，故建議後續應加強外來種移

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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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勘查與效益評估 

根據基本資料、生態勘查結果、生態保全對象確認及友善措施效益評

估，初步釐清生態課題，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建議，供局內參考以維護原

有設計之生態效益。因本派工案辦理之生態檢核工作，屬於維護階段，此

時之生態檢核工作重點，除了初步盤點相關生態議題以外，也置重點於施

工階段施行之生態保育原則效益評估的生態檢核作業。 

生態檢核工作項目與產出資料已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之

專案資料庫，以達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之資料公開要求。 

(1) 掌握工區周邊生態議題 

本派工案透過文獻回顧、資料庫搜尋、現地勘查、航拍製圖等工

作方法，評估工程生態友善措施之效益，並探討後續可能的生態議題，

相關成果彙整於「維管階段生態檢核表」內。提供局內於南勢溪及南

勢坑溪周邊重要生態議題之盤點結果、工程可達致之生態效益，與可

運用於未來工程設計的生態保育措施。 

(2) 執行生態檢核和資料公開等工作項目 

本派工案盤點關注本治理工程區域環境之團隊聯繫方法與名冊，

作為後續辦理民眾參與和現場勘查給予建議等工作項目的關注團隊、

專家名單。此外，基於生態檢核之資訊公開原則，將生態檢核之工作

方法、工作成果，上傳並存放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網站中，本派工案

內工程生態檢核資料集。生態檢核產出資料均可供局內與關心治理工

程個案的民眾、專家利用，也不會因為人員職務調整、單位硬體損壞

問題而丟失。 

4.1 棲地環境與生態友善措施效益評估 

4.1.1 南勢溪 

洗衣區上游以上河段因採取迴避的生態友善措施，將原定1.4公

里的施工長度縮減為350公尺，洗衣區上游未進行工程施作，降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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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的影響，目前仍維持原貌。下游則採取施作卵礫石加以柳枝

工法之防護岸、砌塊石護岸、透水式石籠之防砂壩，營造出保持卵石

及土壤的溪床底質環境。 

  

▲柳枝工法 

  

▲砌塊石護岸 

  

▲左右岸之透水式石籠防砂壩 ▲河底為卵礫石底質 

圖 4.1.1-1 南勢溪維管階段生態友善措施影像 

施工階段以「棲地河溪棲地評估指標」、「區域排水生態速簡評

估檢核表」評估棲地品質，但因所執行生態檢核的團隊及工程範圍不

同，認定之標準難以統一，故將現地環境以敘述配合圖片呈現於3.1.1

節。將現地狀況(3.1.1節)與施工前後環境(2.2.1節)比較，工程後兩側砌

石護岸增加橫向阻隔範圍；相較於剛完工，維管階段所紀錄的河道沉

 109.08.20   109.08.07  

 109.08.07   109.08.07  

 1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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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物增多、兩側植被面積增加。施工期間剷除兩岸堤頂植被，包含生

長長枝竹之區域，由航拍影像(3.1.2節)記錄109年8月7日兩側植被恢復

情形。施作柳枝工法護岸上的柳樹已能遮住部分地表，堤上其他區域

的蓬萊竹與長枝竹因以扦插方式種植，需要較長的恢復期，因此補植

長枝竹叢以加速堤岸上竹叢遮陰溪流的原有景觀恢復。 

生態勘查紀錄之物種與施工期間生態調查相似，惟需要樹林遮蔭、

環境較為鬱閉的物種則未記錄，如黃紉蜻蜓、短腹幽蟌。另外，棲住

於溪流或山溝泥質環境的蟹類，如施工前有紀錄的黃綠澤蟹，亦無紀

錄。南勢溪下游與北勢溪一同匯入安良港排水，安良港大排因應防洪

需要目前計畫整治為兩面垂直的水泥護岸，相較於上游南勢溪為較差

的棲地環境。為提供生物連接延伸至南勢溪，建議於安良港排水至向

上路間局部蜿蜒處營造適宜半水棲生物棲居的環境，並注意南山截水

溝興建後的水域環境連結性。 

整體而言南勢溪河道內仍然保有天然的卵礫石及泥沙，且擁有自

然的湧泉水源。不僅為水生生物、植被良好的生長介質條件，也是動

物冬天取水的重要環境。加上鄰近文化遺址和位處向上路旁交通便利

的位址，南勢溪為一條深富環境教育價值的溪流場所。 

4.1.2 南勢坑溪 

南勢坑溪採取的生態友善措施主要將兩側護岸採用複式斷面設

計，敲除河道部分RC河床改成卵礫石、泥砂底質，深槽護岸以塊石設

計營造多孔隙之水域空間、河道縱坡採用緩坡式固床工(表面砌塊石)

設計。 

南勢坑溪周邊水域近幾年皆有高度的人為干擾，上游則有高落差

壩體影響水流及生物活動，因此水域生物種類與施工前並無太大的差

異，皆以外來種為主。但就調查記錄臺灣蜆、台灣水龍、甜根子草等

原生生物的結果顯示打除混凝土底部，恢復多孔隙底質增加了生物回

復的可能性；河道內幾處固床工目前仍以沙包堆置，弧形固床工下游

處形成小潭區，為目前水體較多且未被植生覆蓋的區域。南勢坑溪自

然公園南側緊鄰大面積綠帶，具有較佳的環境地理條件，就現地情形

而言較需改善樹木稀疏問題，擴大南側綠帶面積和步道加強遮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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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河道及公園內草生植物因日光長時間直射，生長旺盛的情況。補

植樹木增加遮陰，亦能增進居民於此活動的意願。 

另外，南勢坑溪工區外的南山截水溝第一、二期工程造成的水域

阻隔增加亦需要納入考量。南勢坑溪的湧泉流水在冬天能作為提供大

肚山上動物的取水水源，相較於下游的山腳大排或南山截水溝的護岸

斷面形式以及現況，南勢坑溪具有相對較好的棲地環境，因此需要留

意與下游之間得水域流路，讓下游生物有機會通行至上游棲地。 

4.2 現地生態課題 

4.2.1 南勢溪 

(1) 關注物種－臺灣南海溪蟹的棲地問題 

南勢溪107年水環境改善工程期間，於鄰近農田和溪岸附

近發現臺灣南海溪蟹，作為台灣最大型且數量稀少的特有種

淡水陸蟹，因極具生態意義而引發爭議。28 109年10月26日現

勘時，於南勢溪右岸農田裡紀錄多個蟹類洞穴(圖3.1.1-1)，而

水圳裡亦有臺灣蜆、石田螺等原生物種，為增加水域生物可利

用之棲地範圍，因此建議改善南勢溪主河道與左右岸農田水

路之間的連結性，並配合辦理手作棲地活動，於砌石護岸孔隙

間填縫，藉此讓周邊農田生物進入南勢溪時可以營造更多元、

具教育意義的棲地環境。 

  

 
28 郭志榮、張光宗、陳忠峰、陳慶鍾，2018，【我們的島】河川原來的樣子 發現南海溪蟹最北

棲地。https://e-info.org.tw/node/211981。查詢日期：2020.10.01。 

 109.10.26    109.10.26   

https://e-info.org.tw/node/2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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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南勢溪右岸農田水溝旁蟹類洞穴 

(2) 水域生物縱橫向通道阻隔改善 

固床工或防砂壩等人工構造物是造成溪流水域縱向阻隔

的常見原因，尤其在乾季時常發生因河川流量少、水位低而無

法溢流的情形，此時生物只能被侷限於有水的範圍內無法上

溯，如南勢溪上游固床工(圖4.2.1-2)。建議可設置管狀魚道改

善生物水域棲地連結的情況。 

兩側興建護岸多會造成水陸域間的橫向阻隔，現地勘查

於左側砌石護岸間紀錄三處排水管，為周邊農田水路進入南

勢溪的管道。然而小口徑的水管截面加上開口與水面的高落

差，難以讓主河道與農田水路兩側雙向互通。建議將排水管加

長入水，管徑內進行設計提供水域生物，如蝦蟹類的雙向通道。 

  

 

 

左上、右上：工區上游人工構造物。 

左下：農圳排水高落差。 

圖4.2.1-2 南勢溪人工構造物造成水域間阻隔 

 

(3) 河道內植生密生，導致水流掏蝕，步道下沉 

南勢溪目前因環境開闊，河道內草本植物有充足日照致

使生長旺盛，而影響水體流動，泥沙容易淤積於河道中央及右

 109.08.20   

 109.08.20    109.08.20   



5-63 

 

側，致使水流往左側掏蝕步道下方塊石(3.1.1節)。因此主管機

關於109年8月進行長枝竹叢補植 (圖4.2.1-3)，待植株抽高後

可以提供河道遮蔭，營造鬱閉陰涼的林蔭廊道環境，後續再配

合河道環境整理，採用較柔性之手段逐漸調整棲地狀況，以回

復過往景觀。 

  

圖 4.2.1-3 長枝竹補植作業情形 

(4) 與下游排水系統生物棲地連通改善 

下游的安良港大排因應防洪需要，目前計畫治理為兩側

垂直的水泥護岸。為提供生物連接延伸至南勢溪，建議於安良

港排水至向上路間蜿蜒處局部營造適宜半水棲生物棲居的環

境，並注意南山截水溝興建後的水域連結性，提供生物可以往

上游移動的機會。 

 

圖 4.2.1-4 南勢溪周邊水系相對位置 

 109.08.08    10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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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南勢坑溪 

(1) 自然公園之樹林漫步區改善 

南勢坑溪左岸的自然公園原規劃為森林漫步區，讓市民

在都市也能享有森林氛圍。但由航拍(3.2.2節)及現勘影像(圖

3.2.1-2)可見目前多為草地植生，工程所栽種之樹木仍需要更

多時間恢復，因此建議於公園內加植2米以上原生且適生之樹

種；另外，於109年9月30日紀錄除草維護作業，將公園入口處

的灌木齊頭式修剪，僅留下枝條，因此建議除了加強樹木種植

外，也應注意維護作業的程序品質。 

(2) 與下游排水系統生物棲地連通改善 

目前南勢坑溪河道內因打除原本溪床水泥封底，以卵礫

石呈現自然溪床環境，加上有少量自然湧水，生物棲地條件佳。

下游的山腳大排水為因應防洪需要，目前皆整治為兩面垂直

的水泥護岸，而又於山腳大排紀錄草花蛇(第一次派工案內容)，

為提供生物連接延伸至南勢坑溪，建議於上下游間局部蜿蜒

處營造適宜半水棲生物棲居的環境，並注意水域連結性，提供

居住在下游劣化棲地的生物得以透過水路往上游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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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派工案彙整107年南勢溪與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文獻

及前期規劃資料，藉由航拍比對環境變化，搭配現地勘查的影像紀錄，

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並針對維管階段的現地生態議題提出相

關建議供局內參考。案內工作項目於109年10月全數執行完成。 

南勢溪執行陸域生物、植物和魚類調查各一次、兩次維管階段監

測、環境改善前後各進行一次航拍、水質監測一次；南勢坑溪執行陸

域生物、植物和魚類調查各一次、一次維管階段監測、航拍製圖一次。 

本派工案內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工作成果如下列所敘：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及過往工程施作方式等資料，可了解該區基本背景

資訊，作為後續評估及建議之基礎。 

(2) 現勘以評估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與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提供未來工程設計時生態保育措施

之應用參考。 

(3) 南勢溪內存在四點生態及環境課題：(a) 關注物種-臺灣南海

溪蟹的棲地問題；(b) 水域縱向及橫向阻隔改善；(c) 河道內

植生密生，局部水流掏蝕左岸，導致部分踏石步道下沉；(d) 

與下游排水系統生物棲地連通改善。 

(4) 南勢坑溪內統整兩點生態課題：(a) 自然公園之森林漫步區樹

木稀疏課題；(b) 與下游排水系統生物棲地連通改善。 

根據上述生態環境議題，南勢溪已進行長枝竹叢補植，後續欲配

合環境整理，採用較柔性之手段期望逐漸回復過往竹林遮陰之溪流景

觀。設置管狀魚道或針對排水管進行設計，以連結兩側及上下游的水

路，可連接周邊農田水圳與南勢溪之通道。配合辦理手作棲地活動，

將砌石護岸的孔隙間以混雜小石塊的泥土填滿，提供蟹類棲居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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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更多元的棲地環境；南勢坑溪則建議加強自然公園內樹木種植，

未來也應改善無名橋上游壩體的高落差。 

另外配合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目標，將航拍製圖、檢核表等生態

檢核相關資料上傳至中央研究院寄存所之資料集內。 

5.2 建議 

5.2.1 辦理手作棲地活動 

針對南勢溪存在臺灣南海溪蟹的棲地問題，以及恢復施工期間紀

錄的黃綠澤蟹等蟹類棲地，建議可聯合社區民眾或環境團體辦理手作

棲地活動。於目前兩側砌石護岸的孔隙間、踏步石塊至護岸間以含小

石塊之泥土填縫，不僅能增加蟹類棲居的環境，也能透過實際行動提

供居民更了解南勢溪的機會，喚起台中市民對於溪流環境的感情。 

  

圖 5.2.1-1 南勢溪砌石護岸 

5.2.2 補植樹木 

南勢坑溪南側公園樹木稀疏，沒有能提供遮蔭的大樹，與形成森

林的景觀，強烈的陽光間接影響市民使用的意願，也導致草本植物蔓

生的情況。因此建議於南勢坑溪左側自然公園增加種植2米以上原生

且適生之樹木29，建構森林環境，減少草本植物蔓生的情況。 

5.2.3 棲地營造 

由於南勢溪及南勢坑溪與下游的南山截水溝、安良港大排和山腳

 
2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106 種臺灣原生植物於園藝、景觀應用樹種名錄(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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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水相比為較良好的棲地，且於安良港排水及山腳排水的調查中皆

有紀錄半水棲爬行動物(本計畫第一次和第四次派工)，因此未來建議

應於此區段較蜿蜒處營造適宜的棲地環境，並注意水域之間的連結，

讓原居於下游棲地劣化環境的生物得以透過水路到達上游南勢溪或

南勢坑溪。 

5.2.4 虹吸式管狀魚道 (Siphon System Pipe-type Fishway) 

南勢溪上游固床工於乾季或低水位時，水體無法溢流至固床工下

游，阻礙上下游水域連結，因此建議於設置虹吸式管狀魚道，以減輕

固床工對於水域縱向連結阻隔的問題。此魚道利用虹吸式原理，讓水

管中充滿溪水，因此不需要溪水溢流即可使用，並於主水管內加裝(多

個)減速器(reducer)(圖5.2.4-1)，製造魚類適合的流速變化區間或設置

休息區，避免魚類在上溯時耗盡體力而失敗。30優點包含不需要水體

溢流、材料成本低、容易搬運及設置，不僅在日本31和印尼皆有實際

使用的案例(圖5.2.4-2)，食水嵙溪整治工程亦設置管狀魚道，作為復

育臺灣白魚重要的一環。 

 
 

圖 5.2.4-1 管狀魚道減速系統 

 

 
30 Kiyoshi Wada, Yukio Ota. 2015. Development Of The Siphon System Pipe-type Fishway And 

Monitoring Of Fish Migration. The Third Joint Seminar of Japan and Indonesia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3rd ESDP-2015). 
31 Pipe-type Fishway at Yasutake Weir in the Kii River, Fukuoka Pref., Japan, サイフォン式パイプ

魚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CGkM1E-hI&ab_channel=OTAYuk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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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日本 

圖 5.2.4-2 印尼和日本的虹吸式魚道案例 

「台中市水利局食水嵙溪番社嶺橋上游護岸整治工程」於完工後

架設虹吸式管狀魚道 (圖5.2.3-3)，提供第二級保育類臺灣白魚

(Pararasbora moltrechtiI)洄游至上游的生物廊道，配合棲地回復，多處

水草密集的環境能提供其充足的食物，因此族群穩定成長。32 

   
▲虹吸式管狀魚道 ▲食水嵙溪環境 

(圖片來源：中時新聞網) 

圖 5.2.4-3 食水嵙溪虹吸式管狀魚道設置 

 

 
32 王文吉，2020，食水嵙溪管虹吸式管狀魚道 提供保育類台灣白魚洄游，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528003915-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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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 109.9.14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水土保持工程科 

1 P.4，本案核定內容執行項目，除生

態監測、航拍製圖、水質監測與資

料彙整發布外，上包括原生魚類移

置釋放，請補充修正。 

遵照辦理。核定執行原生魚類移置釋

放之工作辦法已補敘於 2.2節。 

2 P.16，本契約案僅係財團法人台灣

生態工法基金會承攬，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 

3 P.17(圖3.1-1)，工作畫書中之工程

航拍位置圖，請於圖中標示清楚工

程起終點及範圍。 

遵照辦理，已於本工作計畫修訂本中

圖 3.1-1及圖 3.4-1內標示工程範圍與

起終點。 

4 本次派工原魚類移置釋放所選定

南勢溪1處及南勢坑溪2處，依適合

水域請補附圖並標示清楚位置。 

謝謝委員意見，樣點、可能移置區域

相關點位附圖，已補充於本工作計畫

書修訂本第 2.2節。 

本派工案內核定之魚類移置釋放，為

依循本計畫第一次派工案經費修正

之內容，以進行原生魚類調查工作、

進而評估水域環境現況為主，故擇定

之點位為調查樣點。若發現有環境污

染或棲地威脅等迫切需求時，才會評

估將原生魚類移置至南勢溪與向上

路交會處以上游之適當水域。 

5 依據本契約，根據不同施工階段，

需提送期初、期中、期末、成果報

告，此四種報告中各應包含何章

節?各應有何不同成效?請補敘於

工作計畫書中，並修正圖 2.4-

1(P.15)及第五章內容。 

謝謝委員意見。於報告內基本包含前

言、基本資料蒐集、工程計畫生態檢

核、效益評估、結論與建議。章節主

要參考契約內規定成果報告之編排

方式，如本計畫修訂本第 2.2節所示。 

目前規劃期初報告應含基本資料及

航拍成果；期中報告將呈現各工作執

行之資料結果；期末報告則將上述資

訊彙整，並進行環境分析、評估生態

課題，提供生態保育措施建議。 

6 請調查本工程是否對南海溪蟹造

成影響。 

謝謝委員意見。南勢坑溪工程原為三

面光的渠底水泥打除、護岸以不滿漿

砌石營造多孔隙空間，且於文獻和調

查中並未發現臺灣南海溪蟹，故南勢

坑溪 107年度水環境工程與臺灣南海

溪蟹以目前評估而言較無關聯。 

107 年度南勢溪水環境工程於工程期

間並未調查到臺灣南海溪蟹(可能因

為調查季節的關係)，資料庫也尚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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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紀錄，但關注團體和居民確實有在

周邊農地溝渠內紀錄到臺灣南海溪

蟹，河道範圍內亦為其潛在棲地。 

過往工程開挖可能對臺灣南海溪蟹

的族群造成擾動，然因當時的資料不

足無法評估擾動程度。本派工案將在

後續工作內評估，是否可以透過其他

手段恢復或補償臺灣南海溪蟹的棲

地，將於後續報告中提出建議及改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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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11.30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任秘書志鴻 

1 臺灣南海溪蟹位置是否

在河道或是農田裡，報

告書中也應清楚釐清工

程是否真的對南海溪蟹

有影響，請論述的更完

整。 

謝謝委員意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調查顯示臺灣

南海溪蟹族群的主要棲地位於農田內。下游至向

上路前河段於施工前為水泥化的天然土坡護岸，

雖施工前僅調查到黃綠澤蟹，但由於與農田相

鄰，且就過去環境影像判斷，該處應為臺灣南海

溪蟹與黃綠澤蟹棲地的交會帶，因此推測應有個

體存在。維管階段於鄰近農田紀錄多處蟹類洞

穴，依環境推測應為臺灣南海溪蟹所有，工程對

於主要農田族群的影響較小，然而將較自然臨水

土坡改成乾砌石護岸後，對於黃綠澤蟹的棲地影

響較大，調查亦無紀錄黃綠澤蟹。 

相關內容已補充於 2.2.2節與 3.1.1節。 

2 隱藏式護岸請釐清是否

適合，也不應於護岸上

種植喬木，根系會破壞

護岸，報告書的論述請

改以水利局立場。 

謝謝委員意見，提及隱藏式護岸是強調人工護岸

上若進行小量體的薄層介質覆蓋，如預鑄工法使

用客土袋或護岸上鋪覆稻草蓆，可加速植被的自

然演替，作為未來相似治理案件補償或減輕等生

態友善措施之參考。 

因此建議於南勢溪既有乾砌石護岸以現地土石

填縫，目的為減輕人工結構物對於生態的影響、

提供河道兩側環境連結與增加棲地恢復速度。另

外，不適宜之圖片案例已進行修正，並以水利局

角度進行撰寫。 

二、梁科長宇升 

1 建議提供歷年環境恢復

的資料方便對照。 

謝謝委員建議。以 Google Earth歷史影像做為資

料來源，已提供於 2.2.3、2.3.3節。 

2 建議確認臺灣南海溪蟹

是否存在。 

謝謝委員意見。臺灣南海溪蟹經調查確認確實存

在於周邊農田。 

三、曾委員晴賢 

1 報告格式請遵照委辦單

位的要求，基本上目錄

頁不再將目錄編目，參

考文獻不列章節，參考

文獻彙整尚需力求完

整，如相關工程規劃設

計之報告缺漏，編排應

採筆畫順序為宜，格式

宜統一（著作人、年度、

篇名、出版單位…。 

謝謝委員建議，已遵照意見進行修正。 

2 如有生態調查的工作，

應該清楚標示調查方

法、單位努力量、監測地

點座標和量化成果，動

植物名錄的定性紀錄在

未來的參考比較上價值

謝謝委員建議。本派工案之生態檢核作業核定內

容以生態勘查為主，勘查時間約兩小時左右，沿

工區步行進行拍攝或目視觀察，生物所紀錄之量

化資料以 Darwin Core出現物種紀錄呈現。植物

部分因計畫無量化調查要求，以名錄呈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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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 

3 報告內文在P31所敘述

的方式（因調查季節並

非南海溪蟹的繁殖季）

而未能發現台灣南海溪

蟹，恐讓人有所誤解。 

過往水利局曾經委託專

家協助調查，認為臺灣

南海溪蟹主要棲息環境

是溪流旁的農地，而非

溪流內的環境，分布範

圍與工程範圍間有距

離。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說明於 2.2.2 節與 3.1.1

節。 

過往水利局曾經委託專家協助調查亦認為臺灣

南海溪蟹主要棲息環境為溪流旁的農地，且距離

工區最近點為 145公尺。根據施工中生態檢核報

告所示，施工前未記錄到臺灣南海溪蟹的可能原

因有三點： 

(1) 因其主要棲息環境位於溪流旁的農田； 

(2) 工區內的個體分布密度較少，主要仍黃綠澤

蟹為主，因此並未調查到； 

(3) 可能因施工前的調查季節皆非臺灣南海溪蟹

的繁殖季。 

然依據施工中與施工後的生態檢核報告，臺灣南

海溪蟹的記錄並未標註調查點位，因此難以確認

與工區的距離。 

4 建議增加特別地點的生

態演替之比較，可讓民

眾更了解工程前後的成

就或是變動。 

謝謝委員意見，以 Google Earth歷史影像做為資

料來源，已增加南勢溪與南勢坑溪過往正射影像

補充於 2.2.3、2.3.3節。 

5 日本絨螯蟹應是合浦絨

螯蟹的同種異名。 

謝謝委員建議。依據張瑞宗(2008)，應為合浦絨

螯蟹無誤。然日本絨螯蟹之物種敘述為施工階段

生態檢核之調查資料，本計畫內引用則如實呈

現，故不於內文更動物種名稱，以註解方式處理。 

6 計畫工作人力配置（圖

1.5.3-1）和附錄三都應該

是服務建議書或工作執

行計畫書階段的內容，

不宜出現在期末報告

內。 

謝謝委員建議，已參照意見辦理修正。 

7 野溪的橫向構造物（如

固床工）儘量改設成具

有挑流功能的類似丁壩

工為宜。 

謝謝委員意見，關於未來人工橫向構造物之工程

設計建議，將會提供給主辦機關參考。 

8 柳枝工的維管技術應該

再檢討，而維持成灌木

的狀況對護岸的保護會

比較好。 

謝謝委員意見。柳枝工法於維管階段保持灌木狀

況之建議，將會提供給主辦機關參考。 

9 護岸栽植蓬萊竹會比栽

植長枝竹更理想。 

謝謝委員意見，如同委員所建議，目前近河道側

的邊際種植比較低矮的蓬萊竹，外側才種植長枝

竹。 

10 攔砂壩應更改為防砂

壩。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內文進行更改。 

11 隱藏式護岸需要考量當

地大水時的流速，如果

掃流力過大，則應避免

施設外部覆土的工法。 

謝謝委員意見。已將覆土之建議改為填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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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議河川橫向構造物盡

量不要太多附加工程，

固床工施作複式斷面，

不建議做附屬工程，如

魚道若入口堵塞則失去

效用，應考慮後續維管

需求。 

謝謝委員意見，未來若需要施作附屬工程設計，

將一併考慮後續維管需求。 

四、許委員盈松 

1 本計畫南勢溪周圍為臺

灣南海溪蟹棲息地，然

報告中敘述甚少，而

2.1.2節僅提及石虎，而

無南海溪蟹之相關內

容，建議列入當時邀請

蟹類專家參與協助之內

容。 

2.1 節為套疊圖資的區域性概述，關於南勢溪的

臺灣南海溪蟹議題，已補充於 2.2.2節。 

前期水環境工程期間辦理南勢溪環境營造工作

坊，邀請專家學者參與之內容亦補充於 2.2.2節。 

2 本案南勢坑溪有無考量

歷年河道沖淤情形？雖

敲除河道RC、砌石護岸

等工法，可營造多孔隙

之空間，但是否有安全

疑慮？建請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南勢坑溪於過去水環境治理生態

檢核報告中僅記錄於溪床上有淺薄土層，並未見

對沖淤狀況之描述。又文內引用之敲除河道 RC、

複式斷面與砌石護岸等保育措施，為 107年度進

行水環境改善計畫時既有納入規劃之事項，非本

計畫之建議。本計畫僅綜合文獻、過去地景狀況

與當前勘查資料，提出未來精進生態環境改善的

建議。 

3 南勢溪在106、107年水

環境計畫的地方說明會

中，水利局已將初步在

該區域鄰近農田調查到

的南海溪蟹與工程因應

說明與出席民眾溝通，

清楚釐清並確認該案工

程並無影響南海溪蟹棲

地之情況。請再補充蒐

集相關文獻。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說明於 2.2.2 節與 3.1.1

節。 

4 隱藏式護岸水線以上才

會進行覆土，敘述需要

再精確，避免未來被引

用時造成誤解。 

謝謝委員意見。已將覆土建議改為填縫。 

五、游委員景雲 

1 本案基本資料蒐集完

整，生態議題也已界定，

符合計畫目標，可作為

決策參考。 

謝謝委員肯定。 

2 本案受NGO關注，建議在

合約範圍內考慮協助市

府改善公眾溝通事宜。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將於今年度結案可能暫無

機會協助。但將建議提供給主辦機關，作為其他

執行團隊之參考。 

3 目前各項建議措施是否 謝謝委員提醒，本派工案兩項工程皆為水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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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計畫規劃目標相互

衝突，建議再檢視。 

之計畫，各項建議皆在安全防洪的前提下，以恢

復河川生命力為目標。 

4 相關建議應考量可行

性，於工程敘述方面覆

土與填縫為不同的方

式。 

謝謝委員意見。已將覆土改為填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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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南勢溪動物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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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南勢溪植物物種名錄 

⚫ 本名錄中共 18科、35種，科名後括弧內為該科之物種總數。"#" 代表特有

種，"*" 代表歸化種，"†" 代表栽培種。中名後面括號內的縮寫代表依照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中依照 IUCN 瀕危物種所評估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不足。若未註記者代表

安全(Least concern)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1. Amaranthaceae 莧科 (1) 

1.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 

2. Araliaceae 五加科 (1) 

2.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 

3. Asteraceae 菊科 (3) 

3. Bidens alba var. radiata (Sch. Bip.) R.E. Ballard ex Melchert 大花咸豐草 * 

4.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5.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 

4. Cannabaceae 大麻科 (1) 

6.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5. Cleomaceae 醉蝶花科 (1) 

7.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 

6.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2) 

8. Ipomoea aquatica Forssk. 甕菜 * 

9.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 

7.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2) 

10.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L.) Millsp. 假紫斑大戟 * 

11.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 

8. Moraceae 桑科 (1) 

12.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9.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2) 

13.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14. Ludwigia ×  taiwanensis C.I. Peng 臺灣水龍 

10. Polygonaceae 蓼科 (2) 

15.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早苗蓼 

16. Rumex crispus L. 皺葉酸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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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alicaceae 楊柳科 (1) 

17. Salix warburgii Seemen 水柳 # 

12.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1) 

18. Lantana camara L. 馬櫻丹 *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13.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2) 

19.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竹仔菜 

20.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14. Cyperaceae 莎草科 (1) 

21.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 

15. Hydrocharitaceae 水鱉科 (1) 

22.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 

16. Poaceae 禾本科 (11) 

23.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 

24. Bambusa multiplex (Lour.) Raeusch. ex Schult. & Schult. f. 蓬萊竹 † 

25.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 

26.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27.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28.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29.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30.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 

31. Paspalum conjugatum P.J. Bergius 兩耳草 * 

32. Paspalum distichum L. 雙穗雀稗 

33.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 

17.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1) 

34.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 f.) C. Presl ex Kunth 鴨舌草 * 

18. Zingiberaceae 薑科 (1) 

35. Hedychium coronarium J. Koenig 野薑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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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Metadata Title*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沙鹿區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維護

管理階段

Publishing Organisation*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Update Frequency* Irregular

Type* Occurrence

Subtype Observation

Meta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BY) 4.0

Description*

本案由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計畫期間2019/4/17-2020/12/31。

記錄沙鹿區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期間的生物出現記錄，本資料庫

持續更新中。

Resource Contacts* First Name 笈克

Last Name* 林

Position* 計畫主持人兼基金會顧問

Organisation*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Address 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華山文創園區西7-4館）

City 台北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10058

Phone (02)2322-2193

Email

Home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eef.org.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esource Creators* First Name 家琪

Last Name* 戴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City 臺中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40245

Phone (04)2265-3756

Email obchiachi@gmail.com

Home Page http://www.observer.com.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Metadata Providers* First Name 家琪

Last Name* 戴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City 臺中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40245

Phone (04)2265-3756

Email obchiachi@gmail.com

Home Page http://www.observer.com.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Geographic Coverage Set global coverage* 120.558201, 24.213916 (WGS84)

Description*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維護管理階段

Taxonomic Coverage Description 所有觀察記錄均記錄至物種層級，包含鳥類、昆蟲、魚類、維管束植物、哺乳類等五個類群

Scientific Name* Aves, Actinopterygii, Insecta, Tracheophyta, Mammalia

Common Name 鳥綱、條鰭魚綱、昆蟲綱、維管束植物門、哺乳綱

Rank class, phylum

Temporal Coverage Date Range 2020.08.07-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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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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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南勢溪物種出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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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Thesaurus/Vocabulary*

Keyword List*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勘查資料、魚類－條鰭魚綱、昆蟲綱、鳥綱、哺乳綱、

維管束植物門

Associated Parties First Name 傳鎧

Last Name* 謝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City 臺中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40245

Phone (04)2265-3756

Email ob.ckhsieh@gmail.com

Home Pag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60115gongsiwangzhanbeifen/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ole 協力人員、現場執行人員

Project Data Title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維護管理階段

Identifier

Funding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Study Area Description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溪沿線周邊為農耕地及聚落住家鑲嵌地景

Design Description

本段區域的治理工程已經於2019年11月結束。維護管理階段之監測，是為瞭解治理工程執行的友

善生態保育措施對於排水與周邊環境之影響。

Project Personnel Personnel First Name

Personnel Last Name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ole

Sampling Methods Study Extent

於臺中市沙鹿區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沿線記錄鳥類、蜻蜓種類等生物物種，記錄之影像資

訊均附有地理座標(geo-tagged)資訊為佐證。相關材料為記錄並追蹤該區段治理工程對於生態環境

之影響。

Sampling Description 沿工區範圍步行勘查、相機拍攝記錄、魚蝦籠誘捕

Quality Control

Step Description  現勘記錄日期：2020.08.07、2020.08.13、2020.08.20、2020.09.30

Citations Resource Citation* 2019。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委託專業服務。

Resource Citation Identifier

Bibliographic CitationsBibliographic Citation

Bibliographic Citation Identifier

Collection Data Collections 照片影像記錄

Specimen preservation methods

Curatorial Units

External links Resource Homepage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2

Other Data Formats Name*

Character Set*

Download URL*

Data Format*

Data Format Version

Additional Metadata Date Created 2020-10-12

Date Last Published 2020-11-9

Resource logo URL

Purpose

Maintenance Descrip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lternative Identifiers

5-86



ev
en

tI
D

ev
en

tD
at

e
ev

en
tT

im
e

sa
m

pl
in

gP
ro

to
co

l
lo

ca
ti
on

ID
ge

od
et

ic
D

at
um

ha
bi

ta
t

hi
gh

er
G

eo
gr

ap
hy

IDh
ig

he
rG

eo
gr

ap
hy

co
un

tr
y

co
un

tr
yC

od
e

co
un

ty
lo

ca
li
ty

fi
el

dN
um

be
rf

ie
ld

N
ot

es

20
00

N
S
1

20
20
上

半
年

紀
錄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此
筆

紀
錄

為
20

20
上

半
年

之
紀

錄
，

無
明

確
日

期

20
04

N
S
1

20
20

-0
4-

23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6

N
S
1

20
20

-0
6-

04
1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6

N
S
2

20
20

-0
6-

14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8

N
S
1

20
20

-0
8-

07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8

N
S
2

20
20

-0
8-

07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水
域
調
查
魚
蝦
籠
捕
獲
紀
錄

N
S
2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8

N
S
3

20
20

-0
8-

13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3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8

N
S
4

20
20

-0
8-

20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4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9

N
S
1

20
20

-0
9-

30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09

N
S
2

20
20

-0
9-

30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鳥
類
調
查
記
錄

N
S
2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臺
中
市

南
勢
溪
區
域
排
水

20
10

N
S
1

20
20

-1
0-

26
2h

r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南
勢
溪
沿
線
生
態
勘
查

N
S
1

W
G

S
84

周
邊
地
景
主
要
為
小
範
圍
林
地
和
農
耕
地

亞
洲

|台
灣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台
灣

T
W

5-87

User
打字機文字
(DarwinCore--Event)



ev
en

tI
D

ty
pe

ba
si

sO
fR

ec
or

d
sc

ie
nt

if
ic

N
am

e
ki

ng
do

m
ph

yl
um

cl
as

s
or

de
r

fa
m

il
y

ge
nu

s
ta

xo
nR

an
kve
rn

ac
ul

ar
N

am
ei

nd
iv

id
ua

lC
ou

nt
se

x
li
fe

S
ta

ge

20
00

N
S

1
T

ra
pO

bs
er

va
ti
on

M
on

op
te

ru
s 

al
bu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S

yn
br

an
ch

if
or

m
es

S
yn

br
an

ch
id

ae
M

on
op

te
ru

s
sp

ec
ie

s
鱔
魚

1

20
00

N
S

1
T

ra
pO

bs
er

va
ti
on

O
ny

ch
os

to
m

a 
ba

rb
at

ul
um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i

fo
rm

es
C

yp
ri

ni
da

e
O

ny
ch

os
to

m
a

sp
ec

ie
s
台
灣
白
甲
魚

1

20
0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E
ri

oc
he

ir
 j
ap

on
ic

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M
al

ac
os

tr
ac

a
D

ec
ap

od
a

G
ra

ps
id

ae
E

ri
oc

he
ir

sp
ec

ie
s
日
本
絨
螯
蟹

1
D

ea
th

20
0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el

od
is

cu
s 

si
ne

ns
i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R
ep

ti
li
a

T
es

tu
di

ne
s

T
ri

on
yc

hi
da

e
P

el
od

is
cu

s
sp

ec
ie

s
中
華
鱉

2
D

ea
th

20
0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S
il
ur

us
 a

so
tu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S

il
ur

if
or

m
es

S
il
ur

id
ae

S
il
ur

us
sp

ec
ie

s
鯰
魚

1

20
0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A
cr

os
so

ch
ei

lu
s 

pa
ra

do
xu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i
fo

rm
es

C
yp

ri
ni

da
e

A
cr

os
so

ch
ei

lu
s

sp
ec

ie
s
台
灣
石
賓

3

20
00

N
S

1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ha

nn
a 

st
ri

at
a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P
er

ci
fo

rm
es

C
ha

nn
id

ae
C

ha
nn

a
sp

ec
ie

s
泰
國
鱧

1

20
04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Is
ch

nu
ra

 s
en

eg
al

en
si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Is
ch

nu
ra

sp
ec

ie
s
青
紋
細
蟌

1
F

em
al

e

20
06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P
el

od
is

cu
s 

si
ne

ns
i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R
ep

ti
li
a

T
es

tu
di

ne
s

T
ri

on
yc

hi
da

e
P

el
od

is
cu

s
sp

ec
ie

s
中
華
鱉

1
D

ea
th

20
06

N
S

2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cr

id
ot

he
re

s 
ja

va
ni

cu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S
tu

rn
id

ae
A

cr
id

ot
he

re
s

sp
ec

ie
s
白
尾
八
哥

1

20
06

N
S

2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O
rt

he
tr

um
 s

ab
in

a 
sa

bi
n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O

rt
he

tr
um

sp
ec

ie
s
杜
松
蜻
蜓

1
M

al
e

20
06

N
S

2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gr

io
cn

em
is

 f
em

in
a 

or
yz

ae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A
gr

io
cn

em
is

sp
ec

ie
s
白
粉
細
蟌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gr

io
cn

em
is

 f
em

in
a 

or
yz

ae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A
gr

io
cn

em
is

sp
ec

ie
s
白
粉
細
蟌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O
rt

he
tr

um
 g

la
uc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O

rt
he

tr
um

sp
ec

ie
s
金
黃
蜻
蜓

1
F

e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Ic
ti
no

go
m

ph
us

 r
ap

ax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G
om

ph
id

ae
Ic

ti
no

go
m

ph
us

sp
ec

ie
s
粗
鉤
春
蜓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op

er
a 

m
ar

gi
ni

pe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P

la
ty

cn
em

id
id

ae
C

op
er

a
sp

ec
ie

s
脛
蹼
琵
蟌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P
se

ud
ag

ri
on

 p
il
id

or
su

m
 p

il
id

or
su

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P
se

ud
ag

ri
on

sp
ec

ie
s
弓
背
細
蟌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er

ia
gr

io
n 

au
ra

nt
ic

um
 r

yu
ky

ua
nu

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C
er

ia
gr

io
n

sp
ec

ie
s
紅
腹
細
蟌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O
rt

he
tr

um
 g

la
uc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O

rt
he

tr
um

sp
ec

ie
s
金
黃
蜻
蜓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T
ri

th
em

is
 a

ur
or

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T

ri
th

em
is

 
sp

ec
ie

s
紫
紅
蜻
蜓

1
M

al
e

20
08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ro

co
th

em
is

 s
er

vi
li
a 

se
rv

il
i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C

ro
co

th
em

is
sp

ec
ie

s
猩
紅
蜻
蜓

2
M

al
e

20
08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E
gr

et
ta

 g
ar

ze
tt
a 

ga
rz

et
ta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el
ec

an
if

or
m

es
A

rd
ei

da
e

E
gr

et
ta

sp
ec

ie
s
小
白
鷺

2

20
08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N
yc

ti
co

ra
x 

ny
ct

ic
or

ax
 n

yc
ti
co

ra
x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el
ec

an
if

or
m

es
A

rd
ei

da
e

N
yc

ti
co

ra
x

sp
ec

ie
s
夜
鷺

1

20
08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A
rd

eo
la

 b
ac

ch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el
ec

an
if

or
m

es
A

rd
ei

da
e

A
rd

eo
la

sp
ec

ie
s
池
鷺

1

20
08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G
al

li
nu

la
 c

hl
or

op
us

 c
hl

or
op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G
ru

if
or

m
es

R
al

li
da

e
G

al
li
nu

la
sp

ec
ie

s
紅
冠
水
雞

1

20
08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yc

no
no

tu
s 

si
ne

ns
is

 f
or

m
os

ae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P

yc
no

no
ti
da

e
P

yc
no

no
tu

s
sp

ec
ie

s
白
頭
翁

2

20
08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G
am

bu
si

a 
af

fi
ni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o
do

nt
if

or
m

es
P

oe
ci

li
id

ae
G

am
bu

si
a

sp
ec

ie
s
大
肚
魚

20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R
hi

no
go

bi
us

 c
an

di
di

an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P
er

ci
fo

rm
es

G
ob

ii
da

e
R

hi
no

go
bi

us
sp

ec
ie

s
明
潭
吻
鰕
虎

2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R
hi

no
go

bi
us

 r
ub

ro
m

ac
ul

at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P
er

ci
fo

rm
es

G
ob

ii
da

e
R

hi
no

go
bi

us
sp

ec
ie

s
短
吻
紅
斑
鰕

4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O
ps

ar
ii
ch

th
ys

 p
ac

hy
ce

ph
al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i
fo

rm
es

C
yp

ri
ni

da
e

O
ps

ar
ii
ch

th
ys

sp
ec

ie
s
粗
首
馬
口
鱲

1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T
an

ak
ia

 h
im

an
te

gu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i

fo
rm

es
C

yp
ri

ni
da

e
T

an
ak

ia
sp

ec
ie

s
台
灣
石
鮒

2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R
ho

de
us

 o
ce

ll
at

us
 o

ce
ll
at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i
fo

rm
es

C
yp

ri
ni

da
e

R
ho

de
us

sp
ec

ie
s
高
體
鰟
鮍

8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O
re

oc
hr

om
is

 n
il
ot

ic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P
er

ci
fo

rm
es

 
C

ic
hl

id
ae

O
re

oc
hr

om
is

sp
ec

ie
s
尼
羅
口
孵
非

11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M
ac

ro
br

ac
hi

um
 a

sp
er

ul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M

al
ac

os
tr

ac
a

D
ec

ap
od

a
P

al
ae

m
on

id
ae

M
ac

ro
br

ac
hi

um
sp

ec
ie

s
粗
糙
沼
蝦

3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P
om

ac
ea

 c
an

al
ic

ul
at

a
A

ni
m

al
ia

M
ol

lu
sc

a
G

as
tr

op
od

a
M

es
og

as
tr

op
od

a
A

m
pu

ll
ar

ii
da

e
P

om
ac

ea
sp

ec
ie

s
福
壽
螺

4

20
08

N
S

2
T

ra
pO

bs
er

va
ti
on

S
in

ot
ai

a 
qu

ad
ra

ta
A

ni
m

al
ia

M
ol

lu
sc

a
G

as
tr

op
od

a
M

es
og

as
tr

op
od

a
V

iv
ip

ar
id

ae
S

in
ot

ai
a

sp
ec

ie
s
石
田
螺

22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O
rt

he
tr

um
 s

ab
in

a 
sa

bi
n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O

rt
he

tr
um

sp
ec

ie
s
杜
松
蜻
蜓

8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O
rt

he
tr

um
 p

ru
in

os
um

 n
eg

le
ct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O

rt
he

tr
um

sp
ec

ie
s
霜
白
蜻
蜓

4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A
gr

io
cn

em
is

 f
em

in
a 

or
yz

ae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A
gr

io
cn

em
is

sp
ec

ie
s
白
粉
細
蟌

5

5-88

User
打字機文字
(DarwinCore--Occurrence)



ev
en

tI
D

ty
pe

ba
si

sO
fR

ec
or

d
sc

ie
nt

if
ic

N
am

e
ki

ng
do

m
ph

yl
um

cl
as

s
or

de
r

fa
m

il
y

ge
nu

s
ta

xo
nR

an
kve
rn

ac
ul

ar
N

am
ei

nd
iv

id
ua

lC
ou

nt
se

x
li
fe

S
ta

ge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C
er

ia
gr

io
n 

au
ra

nt
ic

um
 r

yu
ky

ua
nu

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C
er

ia
gr

io
n

sp
ec

ie
s
紅
腹
細
蟌

7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T
ri

th
em

is
 a

ur
or

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T

ri
th

em
is

 
sp

ec
ie

s
紫
紅
蜻
蜓

1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O
rt

he
tr

um
 l
uz

on
ic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O

rt
he

tr
um

sp
ec

ie
s
呂
宋
蜻
蜓

2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C
ro

co
th

em
is

 s
er

vi
li
a 

se
rv

il
i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C

ro
co

th
em

is
sp

ec
ie

s
猩
紅
蜻
蜓

1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Ic
ti
no

go
m

ph
us

 r
ap

ax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G
om

ph
id

ae
Ic

ti
no

go
m

ph
us

sp
ec

ie
s
粗
鉤
春
蜓

3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Is
ch

nu
ra

 s
en

eg
al

en
si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Is
ch

nu
ra

sp
ec

ie
s
青
紋
細
蟌

5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se

ud
ag

ri
on

 p
il
id

or
su

m
 p

il
id

or
su

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P
se

ud
ag

ri
on

sp
ec

ie
s
弓
背
細
蟌

2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C
op

er
a 

m
ar

gi
ni

pe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P

la
ty

cn
em

id
id

ae
C

op
er

a
sp

ec
ie

s
脛
蹼
琵
蟌

2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ap

il
io

 d
em

ol
eu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L
ep

id
op

te
ra

P
ap

il
io

ni
da

e
P

ap
il
io

sp
ec

ie
s
花
鳳
蝶

2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A
m

pi
tt
ia

 v
ir

ga
ta

 m
ya

ke
i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L

ep
id

op
te

ra
H

es
pe

ri
id

ae
A

m
pi

tt
ia

sp
ec

ie
s
黃
星
弄
蝶

1

20
08

N
S

3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H
yp

ol
im

na
s 

bo
li
n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L

ep
id

op
te

ra
N

ym
ph

al
id

ae
H

yp
ol

im
na

s
sp

ec
ie

s
雌
擬
幻
蛺
蝶

1

20
08

N
S

3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T
hy

re
us

 d
ec

or
u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H

ym
en

op
te

ra
A

pi
da

e
T

hy
re

us
sp

ec
ie

s
波
琉
璃
紋
花

1

20
08

N
S

3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cr

id
ot

he
re

s 
ja

va
ni

cu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S
tu

rn
id

ae
A

cr
id

ot
he

re
s

sp
ec

ie
s
白
尾
八
哥

1

20
08

N
S

3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m

pi
tt
ia

 v
ir

ga
ta

 m
ya

ke
i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L

ep
id

op
te

ra
H

es
pe

ri
id

ae
A

m
pi

tt
ia

sp
ec

ie
s
黃
星
弄
蝶

1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E
gr

et
ta

 g
ar

ze
tt
a 

ga
rz

et
ta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el
ec

an
if

or
m

es
A

rd
ei

da
e

E
gr

et
ta

sp
ec

ie
s
小
白
鷺

1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D
ip

la
co

de
s 

tr
iv

ia
li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D

ip
la

co
de

s
sp

ec
ie

s
侏
儒
蜻
蜓

1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ho

nd
ra

cr
is

 r
os

e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rt

ho
pt

er
a

A
cr

id
id

ae
C

ho
nd

ra
cr

is
sp

ec
ie

s
台
灣
大
蝗

1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gr

io
cn

em
is

 f
em

in
a 

or
yz

ae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A
gr

io
cn

em
is

sp
ec

ie
s
白
粉
細
蟌

2
M

al
e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gr

io
cn

em
is

 f
em

in
a 

or
yz

ae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A
gr

io
cn

em
is

sp
ec

ie
s
白
粉
細
蟌

2
F

em
al

e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sp

id
om

or
ph

a 
fu

rc
at

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C
ol

eo
pt

er
a

C
hr

ys
om

el
id

ae
A

sp
id

om
or

ph
a

sp
ec

ie
s
金
盾
龜
金
花

1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A
ci

so
m

a 
pa

no
rp

oi
de

s 
pa

no
rp

oi
de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L
ib

el
lu

li
da

e
A

ci
so

m
a

sp
ec

ie
s
粗
腰
蜻
蜓

2

20
08

N
S

4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op

er
a 

m
ar

gi
ni

pe
s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P

la
ty

cn
em

id
id

ae
C

op
er

a
sp

ec
ie

s
脛
蹼
琵
蟌

1

20
09

N
S

1
st

il
lI

m
ag

e
C

am
er

aO
bs

er
va

ti
on

C
ho

nd
ra

cr
is

 r
os

ea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rt

ho
pt

er
a

A
cr

id
id

ae
C

ho
nd

ra
cr

is
sp

ec
ie

s
台
灣
大
蝗

1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S
in

os
ut

ho
ra

 w
eb

bi
an

a 
bu

lo
m

ac
ha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P
ar

ad
ox

or
ni

th
id

ae
S

in
os

ut
ho

ra
sp

ec
ie

s
粉
紅
鸚
嘴

3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H
ir

un
do

 t
ah

it
ic

a 
na

m
iy

ei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H

ir
un

di
ni

da
e

H
ir

un
do

sp
ec

ie
s
洋
燕

1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L
on

ch
ur

a 
pu

nc
tu

la
ta

 t
op

el
a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E
st

ri
ld

id
ae

 L
on

ch
ur

a
sp

ec
ie

s
斑
文
鳥

19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M
ot

ac
il
la

 t
sc

hu
ts

ch
en

si
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M
ot

ac
il
li
da

e
M

ot
ac

il
la

sp
ec

ie
s
黃
鶺
鴒

1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S
tr

ep
to

pe
li
a 

ch
in

en
si

s c
hi

ne
ns

i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C
ol

um
bi

fo
rm

es
C

ol
um

bi
da

e
S

tr
ep

to
pe

li
a

sp
ec

ie
s
珠
頸
斑
鳩

1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ri

ni
a 

in
or

na
ta
 fl

av
ir

os
tr

i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as
se

ri
fo

rm
es

C
is

ti
co

li
da

e
P

ri
ni

a
sp

ec
ie

s
褐
頭
鷦
鶯

2

20
09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A
lc

ed
o 

at
th

is
 b

en
ga

le
ns

i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C
or

ac
ii
fo

rm
es

A
lc

ed
in

id
ae

A
lc

ed
o

sp
ec

ie
s
翠
鳥

1

20
1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E
gr

et
ta

 g
ar

ze
tt
a 

ga
rz

et
ta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ve

s
P

el
ec

an
if

or
m

es
A

rd
ei

da
e

E
gr

et
ta

sp
ec

ie
s
小
白
鷺

1

20
1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S
in

ot
ai

a 
qu

ad
ra

ta
A

ni
m

al
ia

M
ol

lu
sc

a
G

as
tr

op
od

a
M

es
og

as
tr

op
od

a
V

iv
ip

ar
id

ae
S

in
ot

ai
a

sp
ec

ie
s
石
田
螺

1

20
1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O
re

oc
hr

om
is

 n
il
ot

ic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P
er

ci
fo

rm
es

 
C

ic
hl

id
ae

O
re

oc
hr

om
is

sp
ec

ie
s
尼
羅
口
孵
非

>
10

20
10

N
S

1
T

ra
pO

bs
er

va
ti
on

O
ps

ar
ii
ch

th
ys

 p
ac

hy
ce

ph
al

us
A

ni
m

al
ia

C
ho

rd
at

a
A

ct
in

op
te

ry
gi

i
C

yp
ri

ni
fo

rm
es

C
yp

ri
ni

da
e

O
ps

ar
ii
ch

th
ys

sp
ec

ie
s
粗
首
馬
口
鱲

2

20
10

N
S

1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se

ud
ag

ri
on

 m
ic

ro
ce

ph
al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C
oe

na
gr

io
ni

da
e

P
se

ud
ag

ri
on

sp
ec

ie
s
瘦
面
細
蟌

>
20

20
10

N
S

2
H

um
an

O
bs

er
va

ti
on

P
se

ud
ag

ri
on

 m
ic

ro
ce

ph
al

um
A

ni
m

al
ia

A
rt

hr
op

od
a

In
se

ct
a

O
do

na
ta

A
es

hn
id

ae
A

na
x 

sp
ec

ie
s
綠
胸
晏
蜓

1

5-89



附錄六、南勢坑溪動物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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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南勢坑溪植物物種名錄 

⚫ 本名錄中共有 13 科、26 種，科名後括弧內為該科之物種總數。"#" 代表

特有種，"*" 代表歸化種，"†" 代表栽培種。中名後面括號內的縮寫代表

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中依照 IUCN 瀕危物種所評估等

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不足。若未註記

者代表安全(Least concern)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1. Amaranthaceae 莧科 (3) 

1. Amaranthus dubius Mart. ex Thell. 假刺莧 * 

2. Amaranthus patulus Bertol. 青莧 * 

3.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 

2. Araliaceae 五加科 (1) 

4.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 

3. Asteraceae 菊科 (3) 

5.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 

6.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 

7.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 

4. Basellaceae 落葵科 (1) 

8. Anredera cordifolia (Ten.) Steenis 洋落葵 * 

5. Cleomaceae 醉蝶花科 (1) 

9.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 

6.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4) 

10. Ipomoea aquatica Forssk. 甕菜 * 

11.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 

12. Ipomoea indica (Burm.) Merr. 銳葉牽牛 * 

13.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 

7. Cucurbitaceae 瓜科 (1) 

14. Momordica charantia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 

8.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3) 

15.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 

16.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 

17. Sapium sebiferum (L.) Dum. Cours. 烏桕 * 

9. Fabaceae 豆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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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rachis duranensis Krapov. & W.C. Greg. 蔓花生 * 

19.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 

20. Sesbania cannabina (Retz.) Poir. 田菁 * 

10. Moraceae 桑科 (2) 

21.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22.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11.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2) 

23.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24. Ludwigia ×  taiwanensis C.I. Peng 臺灣水龍 

12.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1) 

25.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 

13.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1) 

26.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14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1) 

27.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竹仔菜 

15. Poaceae 禾本科 (9) 

28.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 

29.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 

30. Cynodon nlemfuensis Vanderyst 長穎星草 * 

31.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32. Leersia hexandra Sw. 李氏禾 * 

33.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 

34.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 

35.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E. Hubb. 紅毛草 * 

36.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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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Metadata Title*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龍井區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維

護管理階段

Publishing Organisation*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Update Frequency* Irregular

Type* Occurrence

Subtype Observation

Meta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anguage* Chinese

Data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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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執行，計畫期間2019/4/17-2020/12/31。

記錄龍井區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期間的生物出現記錄，本資料

庫持續更新中。

Resource Contacts* First Name 笈克

Last Name* 林

Position* 計畫主持人兼基金會顧問

Organisation*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Address 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華山文創園區西7-4館）

City 台北市

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10058

Phone (02)2322-2193

Email

Home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eef.org.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Resource Creators* First Name 家琪

Last Name* 戴

Position* 計畫專員

Organisation*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Address 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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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Province

Country Chinese Taipei

Postal Code 40245

Phone (04)2265-3756

Email obchiachi@gmail.com

Home Page http://www.observer.com.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Metadata Providers* First Name 家琪

Last Name* 戴

Position* 計畫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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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obchiachi@gmail.com

Home Page http://www.observer.com.tw/

Personnel Directory

Personnel Identifier

Geographic Coverage Set global coverage*  120.552320, 24.205303 (WGS84)

Description* 臺中市龍井區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維護管理階段

Taxonomic Coverage Description 所有觀察記錄均記錄至物種層級，包含鳥類、昆蟲、魚類、維管束植物、哺乳類等五個類群

Scientific Name* Aves, Actinopterygii, Insecta, Tracheophyta, Mammalia

Common Name 鳥綱、條鰭魚綱、昆蟲綱、維管束植物門、哺乳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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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Data Collections 照片影像記錄

Specimen preserv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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