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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經濟部水利署-「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核定本)」(109.05)  

(2)經濟部水利署-「嘉義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核定本)」(109.05)，本計畫套繪 

圖 2.25 雲林(左)及嘉義(右)海岸保護區分佈圖 

 

 底棲生態調查 2.12

彙整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外傘頂洲人工保護礁(含滯沙措施)侵蝕防

治規畫設計期中報告書(110.11)」底棲生物調查結果，透過底棲生物調查了解外

傘頂洲周圍生物組成特色及分布情況。外傘頂洲東側潮間帶物種組成以紋藤壺

數量最多，雙扇股窗蟹次之，分別佔總調查數量約 40%及 30%，生物多樣性指

數較低，調查物種皆為一般常見物種，未發現特有種或保育類動物。沙洲西側

潮間帶同樣以紋藤壺數量最多，雙扇股窗蟹次之，分別佔總調查數量約 40%及

30%，整體而言，外傘頂洲西側調查生物物種及數量，均與東側相似，皆為一

般常見物種。外傘頂洲生物調查位置示意圖如圖 2.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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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彙整外傘頂洲底棲生物調查資料外，亦蒐集外傘頂洲出現特殊物

種等相關案例進行了解，根據民國 106 年 5 月 17 日新聞報告，有遊客搭乘觀

光船隻前往外傘頂洲遊玩時，發現有活化石之稱的「鱟」，如圖 2.27 所示。據

了解過去曾在嘉義東石沿海有漁民捕撈到鱟，但仍屬少見。本計畫主要透過清

疏作業，以補充外傘頂洲沙源，外傘頂洲屬於本計畫工區範圍，除藉由相關汙

染防制措施減輕對周遭生態影響外，如發現「鱟」等相關物種，雖然鱟目前我

國列入「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討論階段，由於數量稀少，建議發現時通知專業

復育機構交由相關單位保育。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外傘頂洲人工保護礁(含滯沙措施)侵蝕防治規畫設計 

期中報告書(110.11)」 

圖 2.26 外傘頂洲底棲生物調查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外傘頂洲人工保護礁(含滯沙措施)侵蝕防治規畫設計 

期中報告書(110.11)」及網路資料 

圖 2.27 外傘頂洲生物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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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保育 2.13

2.13.1野生動物保育法 

依據行政院弄業委員會民國 102 年 01 月 23 日公告「野生動物保育法」之

內容： 

一、第 1 條：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二、第 8 條： 

（一）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其影響野

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必

要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農、林、漁、牧之開發利用、探採礦、

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修建鐵路、公路或其他道路、開發

建築、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用地或森林遊樂區、處理

廢棄物或其他開發利用等行為，應先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經層報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為之。 

（三）既有之建設、土地利用或開發行為，如對野生動物構成重大影響，

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當事人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提出改善辦

法。 

（四）第一項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變更時，亦同。 

2.13.2中華白海豚保育區 

中華白海豚為沿岸性的小型鯨豚，生活在水

深小於 20 公尺的台灣西部沿海淺水域，棲息環

境屬複合型生態系，包含海洋與河口生態系。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於 109 年 9 月 1 日

公告「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

及範圍」，如圖 2.28 所示。北起苗栗縣龍鳳港，

南至嘉義縣外傘頂洲燈塔，西邊界線依中華白海

豚之活動範圍分 4 區，分別訂為距海岸線 1 至 3

浬線；東邊界線為依海岸線外推 50 公尺，並包

括主要河口，範圍含括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

雲林縣，總面積 76,300 公頃。且禁止網漁船距岸 3 浬內作業、禁止 50 噸以上

拖網漁船於距岸 12 浬內作業。 

中華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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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內政部-防止外傘頂洲沙灘流失整體防護計畫(110.04)」內容，依據

海洋委員會民國 110 年 03 月 23 日「外傘頂洲設置人工保護礁及疏濬土方措施

是否免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提出申請」研商會議結論及民國 110 年 05 月 10 日

海科字第 1100005326 號函辦理： 

一、海洋委員會 110 年 03 月 23 日研商會議結論，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之公告範圍，距外傘頂洲西側海岸線（低潮線）50 公尺內非屬中華

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水利署所提出養灘位置若屬此範圍內，爰可排

除野保法第 8 條第 2 項之適用。 

本案為防止外傘頂洲流失影響雲嘉海岸既有生態與漁業環境，而進行外海

抽砂拋放相關作業，除依「海岸管理法」生態保育以不涉及、不影響其範圍為

原則，並參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公告之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之範圍，

套繪本計畫施作位置，避開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施工過程則可透過目視探查

中華白海豚蹤跡、現場噪音監控、船速及航道管制等措施，減輕近海作業對生

態保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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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圖 2.28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