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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本計畫為沿大溪左岸闢建水防道路，路線北起西盛環保公園附近鐵

路橋，與「重新堤外便道延伸及自行車道闢建工程近期工程」銜接，南

至樹林市柑園橋、三佳 4 號道路路口，串聯柑園堤外便道(館前路)，全

長約 7.3 公里，工程位置圖詳圖 1-1。 

 

圖 1-1 工程計畫位置圖 

一、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目前針對蒐集工區周邊 1~2 公里範圍內過去生態物種調查文獻及相關

補充調查成果，可知本計畫區的水陸域物種詳表 1-1所示。可知本計畫區域

於工區外推 50m範圍內共計發現植物 57科 171 種，包含 11種原生種，15

種歸化種等。陸域生態資源以鳥類及兩棲類較豐富，調查記錄顯示本區域鳥

類相主要由陸生性鳥類所組成，水鳥則有小白鷺；兩棲類所記錄到的物種有

小雨蛙。水域生態資源因受人類行為擾動嚴重，資源類型並不豐富，並無發

現魚類。 

  



表 1-1 本計畫鄰近範圍生態物種資源表 

類別 統計 物種重要說明 保育等級 

哺乳類 - 無 無 

鳥類 20科 38種 

翠鳥、小白鷺、黑冠麻鷺、灰頭鷦鶯、

珠頸斑鳩、大卷尾、白鶺鴒、紅冠水雞、

斯氏繡眼等 

無 

兩棲類 1科 1種 小雨蛙 無 

爬蟲類 - 無 無 

魚類 - 無 無 

植物 13科 24種 
蔊菜、扁蜘蛛蘭、孟仁草、蛇莓、光果

龍葵、相思樹等 

無 

資料來源: 1.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2.生物調查資料庫系統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  

3.e-Bird https://ebird.org/taiwan/home。 

二、環境情報圖資 

為快速瞭解全區段與周邊環境與重要敏感區域，初步套疊本計畫預定施

工範圍及法定自然保護區與重要棲地等圖層，以釐清具代表性物種或關注物

種類群，可知本計畫工程範圍涉及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浮洲人工濕地、打鳥

埤人工濕地、鹿角溪人工溼地、城林人工溼地)。 

三、現地勘查及議題蒐整 

本計畫已組成跨領域之專業團隊，辦理工程點位環境現地勘查工作，並

與生態專業人員共同討論後，推測本工程計畫可能主要生態議題，並說明如

下。 

(一) 本工程計畫施工範圍涉及人工溼地，勢必影響濕地生物生態，應盡

量減少影響範圍，減輕工程的影響。 

(二) 本案施工時，應迴避主要關注物種(鳥類及兩生類)主要繁殖期(5到 9

月)。 

(三)  因施工範圍涉及移除溪濱植披帶，後續應採補植在地原生植栽。 

四、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依據本計畫工程計畫內容、生態資料蒐集與現場調查成果，初步依

據生態關注區域繪製原則，針對本計畫河段進行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詳圖 1-2。本工程計畫調查範圍生態敏感區分為高度敏感區、中度敏感

區、低度敏感區、人為干擾區，其中人為干擾區民房及道路組成，低度

https://www.tbn.org.tw/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
https://ebird.org/taiwan/home


敏感區及中度敏感區由公園綠地及所組成；高度敏感區主要由人工濕地

組成，呈塊狀分布。 

 

圖 1-2 本計畫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五、生態保育措施 

綜上生態調查資料及現地勘查結果，針對本計畫擬定之生態保育措施說

明如下 

(一)迴避：建議施工便道明確標示勿進入高度生態敏感區域，例如：鹿角 

溪濕地。 

(二)迴避：建議避免干擾工程範圍外濱溪植被帶、樹木與樹島。 



(三)縮小：建議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或治理需求的植生區域。 

(四)縮小：建議施工階段不另開便道。 

(五)減輕：建議限制開挖範圍並明顯標示，減少整地開挖與清坡面積。 

(六)補償：建議增加植被，栽種當地既有喬木與草。 

六、公共工程自評表填列 

施工過程中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年 11月 2日「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填列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相關附表，詳附

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相關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