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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範圍 

計畫工區位處雲林縣口湖鄉，主要位於椬梧滯洪池北二池預定範圍內，與北池相隔鄉

道 147，聯外交通包含雲 147、雲 143 及省道台 61、台 17 等道路，相關位置如圖一及圖二

所示。 

 
圖 一、本計畫地點位置圖(經建版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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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本計畫地點位置圖(航照圖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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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蒐集 

2.1 生態資料回顧 

 

回顧雲林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雲林縣政府，

2020 年 5 月)，擷取其中生態相關背景資料及生態保育對策如下。 

 

一、陸域動物類生態背景 
依據 104-105 年度雲林縣椬梧濕地環境調查監測及保育利用策略研擬計畫調查結果顯

示，族群數量最多的依序為鸕鷀、鳳頭潛鴨、小白鷺、黃頭鷺和紅鳩等，而從南北池來看，

南池的鳥類棲息數量約為北滯洪池的 21%。 
 

二、陸域植物類生態背景 
基地位處濱海環境，強風、高鹽、保水性差。能適應這種乾生環境大多是宿根性、蔓

狀葡匐的植物。現況植栽多為黃槿、無葉檉柳、木麻黃、小葉南洋杉、馬鞍藤、孟仁草以

及銀合歡等。 
 

三、水域生物類生態背景 

(一)魚類 
水中魚類有吳郭魚及金黃叉舌鰕虎。濕季調查椬梧滯洪池總共採集尼口孵非鯽、錢魚、

大鱗龜鮻鮻、虱目魚、黃錫鯛、環球海鰶、斑海鯰、布魯雙邊魚、食蚊魚、帆鰭花鱂等十

種魚。乾季時有尼口孵非鯽魚、金錢魚、大鱗龜鮻鮻、虱目魚等四種。南池鄰近尖山大排

和蔦松大排且距出海口較近，一些海水性魚藉由漲潮進入南滯池，因此在濕季時可以看到

河口魚出現，如斑海鯰、環球海鰶、布魯雙邊魚和錢魚等，以及棲息於海水域的蝦蛄，北

滯洪池則尚未發現。 
其他在潮間帶和河口域出現的物種如彈塗魚、頭紋細棘鰕虎、眼斑阿胡鰕虎等亦在此

分布，種類分佈以南池較多。 
  

(二)底棲動物 
貝類中數量最多的有塔蜷、似殼菜蛤、似雲雀殼菜蛤、鴨嘴蛤和波浪蛤等。甲殼類的

長額米蝦、日本沼蝦、長額米蝦波浪等。 
季節性變動大。主要乾季(1 月)有大量的長額米蝦、端足和似殼菜蛤等。濕季(7

月)主要有長臂蝦、中國急游水虱和河殼菜蛤等；其中端足類和米蝦屬只在乾季出現，

中國急游水虱、塔蜷和瘤蜷只在濕季出現。濕季時，北滯洪池三個樣區的種明顯高

於南滯洪池，但個體上差異則不明顯。 
其他在潮間帶和河口域出現的物種如雙扇股窗蟹和沙蠶等亦在此分布，種類分佈以南

池較多。 
 
 

(三)浮游植物 
椬梧南北滯洪池的浮游性藻主要分布均屬於矽藻門的種類，而浮游藻類的分布

比明顯的有乾、濕季的變化，尤其在濕季時南滯洪池(Chaetoceros spp. 佔 58.36%)、
北滯洪池(Cyclotella spp. 佔 62.92%)均有單一屬別的矽藻分布佔約 60%。各樣區乾季

時的種豐指數、均勻指與歧異皆高於濕季，顯示濕季時的優勢物種比皆高於乾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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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乾季物種量分布較濕季時平均。 
 

四、生態保育對策 
本工區與椬梧滯洪池北池相隔鄉道雲 147，位於北二池預定地內，工程主要為既有停

車空間鋪面及環境改善，未直接影響滯洪池南、北池現有水域及陸域環境，工區三邊圍繞

之白千層樹林及植被將予以不干擾保留為原則，並依工程周邊環境特性合理規劃工區範圍

及施工動線，不擾動周邊區域，以保全生物生存環境與空間；同時將針對原生種進行保育

及復育作為補償措施。 
初步評估本案工程對周邊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有限，惟施工階段往往因為未做好相關

環境保護措施，如施工動線、噪音振動、空氣品質、植被移植及工程廢汙水、廢棄物汙染

等，造成對周遭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將上述原則納入發包文件。 
因此依據上述原則，生態保育措施將依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等四項生態保育策略

之優先順序研擬施態保育措施工作項目，各項目詳細說明於後續章節。 
(一)「迴避」：避開對生態環境影響點 

1.避開候鳥高峰期。 
2.施工動線。 
 

(二)「縮小」：縮小工程規模 
1.保留現地植生。 
 

(三)「減輕」：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干擾 
1.噪音振動。 
2.空氣品質。 
3.空間區隔。 
4.保土、透水材質選用。 
 

(四)「補償」：營造工區植生多樣性 
1.種植原生誘蝶誘鳥植栽。 
 

五、生態保育措施 

(一)各期工程處理方式 
第一期工程「椬梧滯洪池環境改善工程(一期)」已於調查階段辦理生態檢核。

綜合地方民眾及敏感區域圖訊息，各階段審查委員不吝惜提供合適本地的相關工程

意見，避開生態較豐富地區，工區內避免施作大量的硬體設施；舖排塊石以穩固西

南側邊坡，避免完全橫向跨斷面的結構物，另外亦加強種植原生海岸植栽，改善單

一木麻黃與黃槿林相，朝海岸林環境邁進。施工及維護管理階段持續委請逢甲大學 
水利發展中心輔導，並於施工前與承商召開地方施工說明會協調各方意見。 

第二期工程「椬梧滯洪池環境改善工程(二期)」包含北池尚未完成改善區及南

池。在規劃階段已經完成生態調查，於施工前調查階段完成生態檢核，在不影響滯

洪功能前提之下，依照生態調查成果，以修築土堤、多孔隙生態工法護坡、加強原

生海岸植栽綠化、點狀低度設施(如賞鳥牆)等，降低對環境之干擾，並積極創造多

樣的棲地。 
 

(二)生態保育對策之執行方式與調整 
計畫工區為近年填土墊高區域，現況為一空曠裸露地，並作為停車場使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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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態環境已被人為干擾而達到低敏感的平衡狀態，生態敏感區如圖三所示，本計

畫工區屬低密度敏感區，已避開北池與南池水面及水中島生態較豐富區域，並將設

置多孔隙透水保土設施，種植原生海岸植栽如苦楝、黃槿、台灣海桐、大葉山欖等

樹種；南側白千層樹林屬中度敏感區(成林區)，現有植栽予以保留。 
本工程方案依循「迴避」、「減輕」、「縮小」、「補償」之生態保育對策及

匯集專家學者、地方意見，進行工程之生態保育措施及方案研擬，相關措施說明如

後。 
1.「迴避」 
(1)施工期間避開候鳥高峰期，侯鳥來臨季節(約 10 月~2 月)，儘量避免高噪音

機具進場施作，以免影響棲息於工區周遭之水鳥及其棲地。 
(2)施工動線儘量避開生態敏感度較高區域，盡量減少擾動周遭鳥類及魚類等動

物活動棲息。 
2.「縮小」 
工程方案依循生態保育對策，縮小原規劃停車場開發面積，保留工區圍繞之白

千層樹林及植被，並保留工區東側之木麻黃，除儘量保留野生水鳥棲地外，亦提供

水鳥棲地與人類環境之緩衝區。 
3.「減輕」 
(1)施工期間各種施工機具、車輛進出及整地、開挖等施工作業，將產生不同程

度之噪音與振動，為降低施工階段之噪音及振動影響，將盡量避免夜間施工，同時

妥善研擬規劃施工流程，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作業，以減低對周邊環境之影響。 
(2)施工期間降低工區及其周遭塵土飛揚造成空氣污染，將儘量縮短開挖工作期

程，避免在強風時作業，挖填後之表面，立即植生或覆蓋防塵網，同時工區適時灑

水，定期清掃工區及圍籬附近塵土，減少粒狀物污染。 
(3)為減少中工期間對周遭環境之擾動，施工範圍將設置圍籬，做一空間上之區

隔。 
(4)既有停車空間選用鋪面材質以透水、保土、低維護性及耐久性為主要考量，

鋪面質感與色澤應融入環境中。 
4.「補償」 
計畫工區新設鋪面多採透水鋪面，未擾動現有白千層樹林及植被，同時保留工

區東側既有木麻黃，工區增植適合濱海地區環境之原生樹種，如黃槿、大葉山欖及

台灣海桐等，除可作為停車空間遮陰使用外，亦可作為樹棲型水鳥棲息生態補償保

育策略。 
 

依據上述生態保育對策，避開東側木麻黃及其餘三邊白千層樹林，以現有停車場環

境改善為主，並串聯工區北側公廁及椬梧滯洪池北池西側浮動碼頭等遊客服務設施，

並考量東北季風及太陽運行路線於適當位置補植誘蝶誘鳥喬木及灌木，平面配置圖四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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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敏感區分析圖 

資料來源：雲林縣椬梧滯洪池環境改善計畫(二期)-基本設計報告書(雲林縣政府，2020 年 2 月) 
 

 

圖 四、計畫工程平面配置圖 
資料來源：雲林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雲林縣政府，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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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3.1 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一、概況描述 

計畫工區位處雲林縣口湖鄉，主要位於椬梧滯洪池北二池預定範圍內，與北池相隔

鄉道 147，聯外交通包含雲 147、雲 143 及省道台 61、台 17 等道路，相關位置如圖一及圖

二所示。 

本計畫區主要位於椬梧滯洪池北二池預定範圍內，與北池僅相隔雲 147 鄉道，北池

現有多處小島植生茂盛，吸引了鳥類棲息，孕育豐富生態，周圍環湖步道及觀景台，提供

民眾散步、觀湖及賞鳥等休閒活動使用，大面積水域端午節時，亦為舉辦龍舟比賽之地點。 

計畫工區現況為一大面積空曠土地，為 107 年填土墊高，主要作為端午節節慶活動

停車空間使用，工區西南及西北側地勢較為低漥，現已形成二處天然濕地，北側濕地緊鄰

椬梧滯洪池北池取水路，且為北二池預定施設地點，另經現地調查及地形測量成果，工區

地表逕流現況主要依地勢往西北向流入北側濕地，因濕地周遭環境植被茂密，可作為天然

凈化水質功能。 

工區東側緊鄰鄉道雲 147，並以木麻黃作一區隔，其餘三邊圍繞白千層樹林，北側

並設有一處公廁，東北側口湖鄉公所目前正進行北池環境營造工程。工區內停車空間除殘

障車位及進出車道鋪設瀝青混凝土外，停車格均鋪設清碎石，並以纜繩畫設停車格。 

計畫工區聯絡道路主要為鄉道雲 147 及雲 143，銜接椬梧、湖口及水井等周邊聚落，

道路兩旁多為農田及魚塭。基地東北方有台 61 及台 17 穿越，利於沿海地區的串聯，向北

通往四湖鄉，往南連結東石鄉，為主要的聯外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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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調查 

本計畫施工區均依照設計圖，集中於施工計畫範圍，並未影響周邊區域。因此以下生態

檢核主要針對陸域植被覆蓋及植物如受關注之大樹或稀有植物進行。 

(一) 生態關注區域 

生態專業人員於 2020 年 9 月 22~23 日進行施工前現勘，於 2020 年 11 月 11~12 日、2021

年 3 月 5~6 日進行施工中第 1 次及第 2 次現勘，並於 2021 年 5 月 13~16 日進行施工後現勘。

描述現場環境概況，指認生態關注區位。並以無人機攝製高解析正射影像地圖做為底圖，如

圖五-1~圖五-4。並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提供工程主辦單位參考，如圖六。 

生態關注區域圖可協助確認工程區域的潛在影響範圍以及應特別關注的生態保全對象，

以利工程單位掌握工區附近生態特性，在工程初期(規劃設計階段)即套繪棲地評估成果，提

出各階段具體的保育對策與相關建議，針對保全對象調整施作範圍與工法，降低工程對環境

的影響。 

比對不同時期的正射地圖影像，工程僅針對基地範圍內既有整地範圍執行，並移除少量

草生灌叢植被，均屬中低敏感區範圍，並未影響到高度敏感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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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2020/9/22施工前攝製正射地圖 

 



16  

 

圖五-2、2020/11/11施工中第 1次調查攝製正射地圖 



17  

 

圖五-3、2021/3/5施工中第 2次調查攝製正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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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4、2021/5/12施工後調查攝製正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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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2020/9/22施工前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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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稀特有植物 

2020 年 9 月 22 日、11 月 11 日、2021 年 3 月 5 日及 2021 年 5 月 13~16 日進行現勘，

並未發現特有種。依據「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

會，2017)，於基地及周邊共發現較受關注的瀕臨絕滅(EN)有 1 種(銀葉樹)，發現於基

地外綠地；易受害(VU)有 2 種(象牙柿、鵝鑾鼻蔓榕)，均於基地內公廁旁發現，屬人為

種植作為園藝景觀用之物種；接近威脅(NT)有 1 種(欖李)，為紅樹林樹種，分布在基地

內西北側濕地內和基地外西南側道路兩側與海茄苳混生，西北側則有大面積栽植。上述

稀有植物位置如圖七、圖八、圖九及圖十所示，施工並未影響到上述稀有植物的狀況。 

 

三、植被類型及自然度分布 

經由現場勘查後，本區植被大致可分為人工林、濕地、草生灌叢、綠地、裸地、溝

渠、滯洪池及人工建物等類型，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如圖五，各類植被概況及主要組

成分述如下： 

(一)人工林(自然度 3) 

分布於基地內及基地外北側調查範圍內，以木麻黃及白千層為主。基地內西南側以

白千層及木麻黃為主要木本植物；藤本植物以三角葉西番蓮為主；底層大花咸豐草、

含羞草、紫花藿香薊、昭和草、孟仁草、紅毛草、大畦畔飄拂草、海雀稗、蘆葦、

巴拉草等草本分布其間。基地外北側大面積栽植白千層，地被則有大花咸豐草、紫

花藿香薊、大黍、昭和草、孟仁草、紅毛草等先趨草本植物。 

 

(二)濕地(自然度 2) 

零星分布於基地內西北側，基地外西側道兩旁及西北側農耕地則有大面積分布。以

紅樹林欖李為主，海茄冬則零星分布道路兩側與欖李混生，地被層偶見大花咸豐草、

紅毛草、孟仁草及蘆葦等草本植物。 

 

(三)草生灌叢(自然度 2) 

分布於基地內及基地外調查範圍，分布於廢耕地及滯洪池岸邊，由自然力或人為干

擾所造成。基地內廢耕地以零星之木本植物白千層及木麻黃等為主，地被以海雀稗

及蘆葦為主。基地外鄰近溝渠旁及滯洪池岸邊，則以蘆葦覆蓋為主，其餘則有海雀

稗、白茅、孟仁草、象草、紅毛草等，上層零星分布木麻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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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綠地(自然度 2) 

小面積分布於基地內外。木本植物栽植有瓊崖海棠、銀葉樹、黃連木、小葉欖仁、

黃槿、白千層、大葉山欖、水黃皮及苦楝等綠化植物，其間則有番仔藤、海金沙、

雞屎藤等藤本植物攀爬，地被則有假儉草、大花咸豐草、大黍、孟仁草及紅毛草等

草本植物。 

 

(五)裸地(自然度 1) 

分布於基地內入口。部分區域已進行整地，偶見以大花咸豐草、海馬齒、假海馬齒、

印度田菁、牛筋草、裸花鹼蓬、紅毛草等先趨草本植物。 

 

(六)溝渠(自然度 1) 

分布於基地內外南側。排水溝兩側以人工植栽之大葉山欖為主，地被植物以大花咸

豐草、紅毛草、孟仁草、長柄菊、木麻黃苗木等為主。 

 

(七)滯洪池(自然度 0) 

分布於基地外東側之調查範圍內，其上並無植物生長。 

 

(八)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了房舍、道路、空地及停車場等，是自然度最低之區域。本區幾無植物覆蓋，

所見皆為人為栽植的行道樹或園藝物種，常見者為小葉欖仁、白千層及大葉山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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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2020年 9月施工前稀有植物位置、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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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2020年 11月施工中第 1次調查稀有植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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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2021年 3月施工中第 2次調查稀有植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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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2021年 5月施工後調查稀有植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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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階段植被類型及自然度分布變化 

分析施工前(2020/9)、施工中兩次勘查(2020/11、2021/3)及施工後(2021/5)期間，基地及周邊

範圍之植被及自然度面積變化，參考圖十一-1~圖十一-4。可發現施工前至施工中第 1 次期間，

人工建物(自然度 0)增加，裸地(自然度 1)及草生灌叢(自然度 2)是減少的，如表一所示。 

施工中第 1 次至施工中第 2 次期間，人工建物(自然度 0)增加，裸地(自然度 1)是減少的，

如表二所示。 

施工中第 2 次至施工後期間，人工建物(自然度 0)增加，裸地(自然度 1)是減少的，如表三

所示。 
 

表 一、基地及周邊範圍之植被及自然度面積變化(施工前至施工中第 1 次) 

自然度類型 

施工前(2020/9) 施工中第 1 次(2020/11) 
面積變化

(ha) 
面積占比

變化 面積(ha) 占比(%) 面積(ha) 占比(%) 
人工林(自然度 3) 7.23  10.77  7.23  10.77  0.00  0.00  
濕地(自然度 2) 30.62  45.59  30.62  45.59  0.00  0.00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11.66  17.36  11.54  17.18  -0.12  -0.18  
綠地(自然度 2) 2.53  3.77  2.53  3.77  0.00  0.00  
裸地(自然度 1) 2.00  2.98  1.54  2.29  -0.46  -0.69  
溝渠(自然度 0) 1.30  1.94  1.30  1.94  0.00  0.00  
滯洪池(自然度 0) 7.35  10.95  7.35  10.95  0.00  0.00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4.46  6.64  5.04  7.51  0.58  0.87  

總面積 67.15  100.00  67.15  100.00  - - 
 
表 二、基地及周邊範圍之植被及自然度面積變化(施工中第 1 次至施工中第 2 次) 

自然度類型 

施工中第 1 次(2020/11) 施工中第 2 次(2021/3) 
面積變化

(ha) 
面積占比

變化 面積(ha) 占比(%) 面積(ha) 占比(%) 
人工林(自然度 3) 7.23  10.77  7.23  10.77  0.00  0.00  
濕地(自然度 2) 30.62  45.59  30.62  45.59  0.00  0.00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11.54  17.18  11.54  17.18  0.00  0.00  
綠地(自然度 2) 2.53  3.77  2.53  3.77  0.00  0.00  
裸地(自然度 1) 1.54  2.29  1.13  1.68  -0.41  -0.61  
溝渠(自然度 0) 1.30  1.94  1.30  1.94  0.00  0.00  
滯洪池(自然度 0) 7.35  10.95  7.35  10.95  0.00  0.00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5.04  7.51  5.45  8.12  0.41  0.61  

總面積 67.15  100.00  67.15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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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基地及周邊範圍之植被及自然度面積變化(施工中第 2 次至施工後) 

自然度類型 

施工中第 2 次(2021/3) 施工後(2021/5) 
面積變化

(ha) 
面積占比

變化 面積(ha) 占比(%) 面積(ha) 占比(%) 
人工林(自然度 3) 7.23  10.77  7.23  10.77  0.00  0.00  
濕地(自然度 2) 30.62  45.59  30.62  45.59  0.00  0.00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11.54  17.18  11.52  17.16  -0.02  -0.02  
綠地(自然度 2) 2.53  3.77  2.94  4.38  0.42  0.62  
裸地(自然度 1) 1.13  1.68  0.58  0.86  -0.55  -0.82  
溝渠(自然度 0) 1.30  1.94  1.30  1.94  0.00  0.00  
滯洪池(自然度 0) 7.35  10.95  7.35  10.95  0.00  0.00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5.45  8.12  5.60  8.34  0.15  0.22  

總面積 67.15  100.00  67.15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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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一-1、基地及周邊範圍施工前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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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2、基地及周邊範圍施工中第 1 次踏勘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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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3、基地及周邊範圍施工中第 2 次踏勘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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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4、基地及周邊範圍施工後踏勘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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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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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靜水域棲地評分表 

一、施工前(108 年 10 月) 
測站編號 測站編號/名稱 日期（年/月/日） 

      108/10/03 
計畫名稱：雲林縣椬梧滯洪池北二池水岸空間

改善工程 
執行單位：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生態區類型 
埤塘 

行政區域 
雲林縣口湖鄉 

評估點描述 水體面積（公頃） 
2.0 公頃 

參數 

水文 

無表水流出或流入，主

體置換時間非常長，主

要由地下水滲流 
 

□ 

有表水流入  ，但量不

多。相較而言，水體置

換時間很長 
 

■ 

有表水流入與流出（或

只有表水流出），有時

水流動明顯可見，水體

置換時間短 
□ 

靜止水體，由人為控制

水文系統 
 
 
□ 

水色 

水體非常清澈，水色透

明 
 

■ 

水色略暗 
 
□ 

水色深暗 
 

□ 

水色度高，水體能見度

不佳 
□ 

評分參數 最佳 次佳 稍差 不良 
沙棋盤深度 
     13     ＞3m 沙棋盤深度

（m） 3 2.6 2.2 1.8 1.4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植被品質 
 
 
 
    16     

多樣、理想的原生植被

（挺水性或沉水性），不

到 5%屬危害性物種 

大多是預期之原生植

物，但有中度的危害性

水生植物生長（水域面

積 6%-20% ）， 或 ＞

50%水域面積被植物覆

蓋 

大量危害性水生植物

（ 水 域 面 積 21%-
40%） 

水域由危害性水生植物

或藻叢堵塞，或只剩少

數植物生長（水域面積

＞40%）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暴雨流入情形 
 
 
    12     

暴雨藉由坡面漫流經過

非耕種地或自然植生地

進入水域 

＜10%暴雨直接經由溝

渠進入水域，但皆屬管

理狀態良好之渠道 

11%-50%暴雨直接經由

溝渠進入水域，但只有

少數為管理狀態良好之

渠道 

＞51%暴雨直接經由溝

渠進入水域，且皆為管

理不佳之渠道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沿岸因人為活

動的改變程度 
 
    17     

鮮 少 的 人 工 設 施 、 道

路、或是其他與水畔相

鄰的干擾物（＜10%） 

視線所及的水畔有中量

的人工設施、道路、或

其他的干擾物（10%-
49%） 

視線所及的水畔有多量

的人工設施、道路、或

其他的干擾物（50%-
70%） 

水畔高度開發或受到干

擾（＞70%）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高地緩衝區 
 
 
    12     

在高地與沿岸區間有當

地的原生植被（90%的岸

邊有＞18m的緩衝區） 

89%-51% 的沿岸有＞

18m 的緩衝區，或＞

75%的沿岸有 10m-18m
緩衝區 

50%-30% 的沿岸有＞

18m 的緩衝區，或是

50%-74% 的 沿 岸 有

10m-18m緩衝區 

＜29%的沿岸有＞18m
的緩衝區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集水區土地的

過度利用 
    16     

依據集水區土地的利用狀況，從輕微到過度利用狀況依序評分，包括： 
自然植被，造林場、果園、低密度住宅區、農作區、商業區、高密度住宅區、都市、工業區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總

分 86/120 備註：參考「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林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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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內水泥裸地現況 
 (2019 年 10月 1 日拍攝) 

基

地內草生地現況 
 (2019 年 10月 1 日拍攝) 

滯

洪池水質及植生現況 
 (2019 年 10月 1 日拍攝) 

滯

洪池周圍植生現況 
 (2019 年 10月 1 日拍攝) 

滯

洪池人工林生長現況 
 (2019 年 10月 1 日拍攝) 

滯

洪池周圍人工建物及植栽情形 
 (2019 年 10月 1 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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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後(110 年 5 月) 
測站編號 測站編號/名稱 日期（年/月/日） 

      110/5/16 
計畫名稱：雲林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

畫 
執行單位：陞多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生態區類型 
埤塘 

行政區域 
雲林縣口湖鄉 

評估點描述 水體面積（公頃） 
2.0 公頃 

參數 

水文 

無表水流出或流入，主

體置換時間非常長，主

要由地下水滲流 
 

□ 

有表水流入  ，但量不

多。相較而言，水體置

換時間很長 
 

■ 

有表水流入與流出（或

只有表水流出），有時

水流動明顯可見，水體

置換時間短 
□ 

靜止水體，由人為控制

水文系統 
 
 
□ 

水色 

水體非常清澈，水色透

明 
 

■ 

水色略暗 
 
□ 

水色深暗 
 

□ 

水色度高，水體能見度

不佳 
□ 

評分參數 最佳 次佳 稍差 不良 
沙棋盤深度 
     13     ＞3m 沙棋盤深度

（m） 3 2.6 2.2 1.8 1.4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植被品質 
 
 
 
    16     

多樣、理想的原生植被

（挺水性或沉水性），

不到 5%屬危害性物種 

大多是預期之原生植

物，但有中度的危害性

水生植物生長（水域面

積 6%-20% ），或＞

50%水域面積被植物覆

蓋 

大量危害性水生植物

（ 水 域 面 積 21%-
40%） 

水域由危害性水生植物

或藻叢堵塞，或只剩少

數植物生長（水域面積

＞40%）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暴雨流入情形 
 
 
    12     

暴雨藉由坡面漫流經過

非耕種地或自然植生地

進入水域 

＜10%暴雨直接經由溝

渠進入水域，但皆屬管

理狀態良好之渠道 

11%-50%暴雨直接經由

溝渠進入水域，但只有

少數為管理狀態良好之

渠道 

＞51%暴雨直接經由溝

渠進入水域，且皆為管

理不佳之渠道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沿岸因人為活

動的改變程度 
 
    17     

鮮 少 的 人 工 設 施 、 道

路、或是其他與水畔相

鄰的干擾物（＜10%） 

視線所及的水畔有中量

的人工設施、道路、或

其他的干擾物（10%-
49%） 

視線所及的水畔有多量

的人工設施、道路、或

其他的干擾物（50%-
70%） 

水畔高度開發或受到干

擾（＞70%）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高地緩衝區 
 
 
    12     

在高地與沿岸區間有當

地的原生植被（90%的岸

邊有＞18m的緩衝區） 

89%-51% 的沿岸有＞

18m 的緩衝區，或＞

75%的沿岸有 10m-18m
緩衝區 

50%-30% 的沿岸有＞

18m 的緩衝區，或是

50%-74% 的 沿 岸 有

10m-18m緩衝區 

＜29%的沿岸有＞18m
的緩衝區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集水區土地的

過度利用 
    16     

依據集水區土地的利用狀況，從輕微到過度利用狀況依序評分，包括： 
自然植被，造林場、果園、低密度住宅區、農作區、商業區、高密度住宅區、都市、工業區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總

分 86/120 備註：參考「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林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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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內施工完成現況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攝) 

基

地內施工完成現況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攝) 

 
滯洪池水質及植生現況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攝) 

 
滯洪池水質及植生現況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攝) 

 
椬梧濕地現況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攝) 

 
椬梧濕地現況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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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後現地低空航照正射圖(陞多公司拍攝，拍攝日期：202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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