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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委託計畫之緣由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民

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之環境，行政院工程會前於

106年4月25日函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在案 (108年5月10日工

程會函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水利署亦於106年6月23

日函頒水利工程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為落實執行生態檢核作業及民眾參與機制，本局辦理之各項工程

案件能符合上述工程會及水利署之規定，本局以採開口合約方式，委

請專業團隊辦理。 

1.2 整體工作項目 

1. 工作範圍：本局轄管花蓮溪水系、秀姑巒溪水系、花蓮海岸等區

域。 

2. 本計畫採開口合約辦理，依工程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與成效評估，

作業項目詳工作經費表，並依各工程實際需要擇項辦理。 

3. 108年度期中增辦核定工程及109年度擬辦工程案件資料如下，並

視實需擇項辦理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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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108年期中增辦) 

 

類別 縣市別 鄉鎮別 水系 溪別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護岸

(公尺) 
其他(請說明) 

工程 花蓮縣 壽豐鄉 花蓮溪 花蓮溪 

花蓮溪壽豐堤

段防災減災工

程(第 4 期) 

 

河道整理併辦高灘

營造 1,000m 及護趾

工 12 座 

工程 花蓮縣 壽豐鄉 花蓮溪 壽豐溪 

壽豐溪豐田 2

號堤段防災減

災工程 

 

河道整理併辦高灘

營造 1,000m 及護趾

工 12 座 

工程 花蓮縣 萬榮鄉 花蓮溪 壽豐溪 

壽豐溪西林護

岸防災減災工

程 

 

河道整理 600m 及基

礎加強約 500m 並設

格框丁壩工 6 座 

工程 花蓮縣 玉里鎮 
秀姑巒

溪 
樂樂溪 

樂樂溪客城堤

段防災減災工

程(第 2 期) 

 

河道整理併辦高灘

營造 1,000m 及基礎

加強約 500m 

工程 花蓮縣 富里鄉 
秀姑巒

溪 
鱉溪 

鱉溪豐南堤段

設施維修改善

工程 

500 

基礎加深加固約 200

公尺併設拋石保護

公約 500 公尺 

 

(2)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109年擬辦工程) 

甲、秀姑巒溪古風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乙、馬鞍溪光復二號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丙、豐坪溪大禹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丁、109年度花蓮溪水系各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4. 工程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項目依屬性需求提送執行計畫書，奉核

後執行並據以提送成果報告。 

5. 依規定期限提送各次成果報告(至少3份)，履約期限屆滿結案時應

彙整提出正式報告書及光碟(至少6份)。 

6. 須組織含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執行各階段調

查、檢核、評估等作業。 

7. 執行本案生態檢核工作之生態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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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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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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若未符合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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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以上。 

(3) 具生態相關工作經驗2年以上。 

1.3 核定之工作項目與計畫流程 

本計畫針對108年度期中增辦核定工程及109年度擬辦工程案執

行生態檢核作業，並根據各工程實際辦理生態檢核之需求執行所需之

作業項目(表1.3-1)。根據上述各工程所需執行之作業項目，並配合契

約所規範之計畫期程，擬定本計畫進度甘特圖如圖1.3-1所示。 

 

表 1.3-1 各工程個案之工程階段與生態檢核作業項目 

註："✓"表示本計畫工程案件需執行項目、"-"表示本計畫工程案件不執行的項目。 

 

生態檢核項目 

資

料

收

集 

現

地

勘

查 

生

態

關

注

圖 

棲

地

品

質

評

估 

填

寫

生

態

檢

核

表 

施

工

環

境

注

意

事

項 

108 年 

期中增辦

工程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 ✓ ✓ - - ✓ ✓ 

壽豐溪豐田 2 號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壽豐溪西林護岸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樂樂溪客城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2 期) ✓ ✓ - - ✓ ✓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 ✓ ✓ ✓ ✓ ✓ 

109 年 

擬辦工程 

秀姑巒溪古風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馬鞍溪光復二號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豐坪溪大禹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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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份 

生態檢核作業項目 

108 年 

11 月 12 月 

資料收集   

現地勘查   

補充繪製生態關注圖   

棲地品質評估   

填寫生態檢核表   

施工環境注意事項   

工作報告撰寫與提送   

  提送執行計畫書    提送正式報告書及光碟 

備註：本計畫採開口合約方式辦理，依個案核定執行計畫書另定個案完成期限。 

圖 1.3-1 計畫進度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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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執行方法 

本計畫根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以及水

利署之工程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辦理工程核定及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

核作業，各作業項目執行方法如本章2.2至2.8節介紹。 

2.1 生態檢核簡述 

生態檢核機制之目的在於透過生態專業團隊、民眾參與及資訊公

開等方式，降低治理工程可能對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維護棲地環境、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服務之功能。並以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切入

問題，釐清工程需求及目的，共同商討生態檢核機制方案與落實。 

其核心概念在於確認保護標的安全的情況下，藉由生態專業意見

調整工程方案，以達到對環境最小影響之狀態，主要透過生態專業評

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之兩大主軸(圖2.1-1)，商擬出相關保育對策，

以達到工程生態保育之目標。 

 

 

圖 2.1-1 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為生態檢核之兩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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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考量公共工程應注重生態保育，工程會整合部會執行生態檢核成

果，研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經106年4月11日研商會議討論

達成共識，依公共工程計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執行，要求

各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招標作業時，須將生態檢核內容與因應對策及作

法落實納入相關招標文件內，以落實生態保育之政策；施工階段亦應

將生態檢核納入後查核，以配合辦理施工查核缺失扣點表修正。108

年1月22日發文要求加強管控措施，若未依照該機制辦理生態檢核及

公民參與等程序進行之計畫，應立即停止，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將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

錄一)，納入核定階段可採不開發方案，以及施工階段若遇環境生態異

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保育措施。 

同時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106年3月30日立法院生態檢核協調

會決議，在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例中納入生態檢核，加強水庫

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並要求建立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

廣及保育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同時亦補助地方政府成立水環境改善

輔導顧問團，協助推動辦理民眾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等作業。因此必須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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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五條：「各工程計畫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得訂定符合機關工程特性之生

態檢核機制」；此外，依據經濟部水利署中華民國108年8月22日經水

河字第10853211520號函之「生態檢核缺失情況及對應改善建議表」，

目前尚無最佳生態檢核表單，因此，本計畫參採水利署「水庫集水區

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附錄二)，並依據計畫現況及需求將所

需之工作項目進行調整，以進行各工程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根據參考手冊，生態檢核執行階段依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核定、

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理等四階段；各主辦機關得依辦理之工程生

命週期特性，配合工程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當修正執行階段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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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之工作目標如下： 

(1) 工程核定階段：在計畫確立前將生態影響、生態成本與效益納入

考量，並研擬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方案及保育對策原則。 

(2) 規劃設計階段：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

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工法修正。 

(3) 施工階段：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

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 

(4) 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評估治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生態課

題與研擬改善之生態保育措施。 

本計畫辦理之工程個案分別屬於核定階段及規劃設計階段，依據

本章以下各節之執行方法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以符合各階段之生態檢

核工作目標。 

2.2 盤點工區生態資源、關注環境團體及其議題 

花蓮地區生態資源豐富，加上議題多元與管理單位複雜，需於業

務推動前期即將生態資訊納入考量，及早預警生態議題，並持續於工

程辦理過程中滾動檢討各工程生命週期的生態保育作為，以降低治理

工程對生態的衝擊。 

若需配合工程期程，在有限的時間下蒐集工區生態環境有關資料，

除了廣蒐基礎調查與研究文獻，更應借重現存的諸多環境生態資料庫，

盤點既有的生態資源及相關圖層資訊，同時納入法令公告、重要生態

保護區域、學術研究或民間關注區等圖資(表2.2-1)，將具地理資訊的

資訊整合呈現於圖面，達到快速查詢與掌握地區特性的效果。資料經

彙整後，配合現地勘查評估之生態保全對象，整併記錄於生態檢核表，

彙整融入生態關注區域圖，搭配圖面與文字敘述，完整呈現工區周圍

需注意的生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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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計畫套疊之法令公告及學術或民間關注生態保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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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保護區 內政部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 

7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 濕地保育法 

8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內政部 自來水法 

9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環保署 飲用水管理條例 

10 特定水土保持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1 水庫集水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2 森林遊樂區 農委會 森林法 

13 林班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4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發展觀光條例 

15 地質地景點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16 保安林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7 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 環境影響評估法 

18 臺灣蛙類重要棲地 農委會 - 

19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農委會 漁業法 

 

花蓮在地關注環境之團體如表2.2-2，在其關注議題方面，則需從

議題之來源、成因、影響、訴求、對策等面向，則應以專題角度蒐集

相關背景資料，並根據工程個案面臨之課題提供所需之生態專業領域

的諮詢協助。 

 

表 2.2-2 花蓮在地關注環境團體與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台灣環境保護聯盟花蓮分會 

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 

地球公民基金會花東辦公室 

環頸雉的家永續發展協會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花蓮樸門永續生活協會 

花蓮縣野鳥學會 

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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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為生態檢核執行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工作項目，憑藉現場

觀察棲地環境的品質，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生態調查資料的缺乏，對

於潛在生態課題的判斷、現地需予保全的生態目標，也需要經過現勘

方能提供具體的對策。 

在生態檢核作業中，生態專業人員應透過現勘確認並記錄現場環

境概況，指認應保全之生態標的、關注區域與可能之生態議題，提供

相關生態資訊、參採民眾意見並與工程團隊溝通討論可行之環境衝擊

減輕措施，搭配相關意見回覆說明表單，確認各項生態意見是否執行。 

2.4 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關注區域圖是以圖面呈現工程配置及施作範圍與工區周圍

重要生態資源之空間關係，並將工程與生態團隊討論定案之生態保育

對策及生態保護對象標示於圖上，作為按圖施工及後續保育成效監測

的依據。其繪製流程如圖2.4-1所示，圖面應套疊工程設計，透過現地

調繪或空照圖判斷工程影響範圍內的主要棲地類型，依其生態環境特

性劃分等級，並標註具重要生態價值的保全對象，明確呈現應關注之

生態敏感區域。 

 

  

資料來源：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圖 2.4-1 生態關注區域圖分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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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影響區域內之棲地應依其生態環境特性劃分為高度敏感、中

度敏感、低度敏感及人為干擾等四種等級(表2.4-1)，使工程單位可清

楚判斷需保護的對象，包含： 

(1) 屬高度敏感區的水陸域棲地環境、具有豐富生態資源的棲地、法

定保護區、保育類動物及珍稀植物生育地或為學術單位或民間團

體關心等生態議題。 

(2) 其他具生態價值的標的，如大樹、特殊棲地環境等，應標示為生

態保全對象。 

針對上述二類生態保護標的，工程設計上應儘可能迴避，並納入

個別工程的生態影響分析，擬定保育對策。 

 

表 2.4-1 生態關注區域分級原則及建議事項 

等級 原則 地景生態類型 建議事項 

高度敏感 屬不可取代或

不可回復的資

源，或生態功

能與生物多樣

性高的自然環

境 

如天然林、生態較豐富的

棲地(如濕地)、保育類動

物潛在活動範圍、稀有及

瀕危植物棲地、天然河溪

地形、岩盤等未受人為干

擾或破壞的地區 

在工程選址時必

須避開、工程進

行時也不能擾動

破壞 

中度敏感 過去或目前受

到部分擾動、

但仍具有生態

價值的棲地 

如竹林闊葉混合林或人為

干擾程度相對較少的區

域，可能為部分物種適生

棲地或生物廊道；而次生

林、裸露礫石河床、草生

地等，可逐漸演替成為較

佳的環境 

降低工程的環境

衝擊，採用軟性

工法或使用多孔

隙材質，且須注

意棲地的保護及

復原 

低度敏感 人為干擾程度

大的環境 

如大面積竹林、農墾地。

仍有部份可容忍人為頻繁

干擾的生物在此生存 

需注意施工後的

環境保護，可考

慮進行生態復育 

人為干擾 已受人為變更

的地區 

如房屋、道路、已有壩

體、大範圍護岸等人為設

施的河段 

可設置動物逃生

坡道等生態友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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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棲地品質評估 

為即時呈現棲地現況、達有效回饋保育對策及工程方案之目標，

生態檢核採用棲地品質評估指標，透過標準量化的方式記錄工區環境，

藉由針對具有代表性的物理、生物棲地因子進行工程前、後量化記錄，

追蹤工程整治對環境的變化程度與擾動後回復情況，作為改善建議的

參考依據，協助擬訂有效的工程友善措施建議。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生態檢核缺失情況及對應改善建議表」，目

前尚無一體適用之評估指標，不同水體應建立各自的量化評估方法。

針對工程生態檢核中採用的水域棲地品質評估指標，目前已知有水利

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含河川區域排水、海岸)、河溪棲地評估指

標、快速生物評估準則(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s, 簡稱RBP)以及

林務局頒布的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復追蹤評估指標。本計畫參採林務

局107年11月最新修正之「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野溪治

理工程生態回復追蹤評估指標」(附錄三)，該項指標雖以臺灣中上游

高坡度野溪特性設計，仍有指標適用如：河溪底質、水流多樣性、堤

岸的植生保護與植生帶寬度、縱向連結性與橫向連結性等，本計畫從

中選取合適之指標項目，必要時再增列適用之評估項目，作為工程治

理前後棲地評估之項目，以期達到有效分析河溪的重要生態資源現況，

反饋生態環境需要提升改善之項目。 

2.6 掌握生態議題提出保育對策，擬定施工環境注意事項 

生態檢核藉由整合生態資源蒐集、現場勘查結果及民眾意見，評

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並根據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研議工

程設計與工法選擇，提供保全重要棲地與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

保育對策應優先採用最能降低干擾或避免負面生態影響之方式，亦即

依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優先順序考量與施作(如圖2.6-1)。工程

配置及施工應優先考量工程必要性與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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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評估縮小影響範圍、減

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工程干擾的環境，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

補償等策略，往零損失的目標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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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生態保育原則及策略方向 

 

定稿的工程設計圖說應包含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決議之生態

保全對象與保育對策，在進入施工階段時，透過資料審查與現場勘查，

確保施工廠商已充分了解保育措施，並做好減緩施工衝擊的準備。本

計畫針對規劃設計階段之工程案件，根據資料蒐集與現地勘查之結果

掌握生態課題、提出保育對策，依照保育對策提供施工環境注意事項，

研擬「自主檢查表」予以施工廠商協助填寫及記錄，即時掌握工程現

地狀況及資訊，能有效回饋於生態檢核作業之中。其內容包含工程基

本資料、保育措施及保全對象、檢查標準、緊急回報人員資訊、現場

照片說明，並要求施工單位若有生態異常狀況得立刻啟動異常狀況處

理及回報，以利主辦單位及生態廠商能及時處理。 

2.7 協助填寫生態檢核表 

根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十二條：「工程主辦機關

應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並檢附生態檢核工作所辦理之生態

調查、評析、現場勘查及保育對策研擬等過程及結果之文件紀錄。」

然而依經濟部水利署中華民國108年8月22日經水河字第10853211520

號函之「生態檢核缺失情況及對應改善建議表」，目前尚無最佳生態

檢核表單，生態檢核執行團隊應依水體特性、工程類型及所在區位，

彈性選用主表單。 

本計畫根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以及水利署之工程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採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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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為主表記錄，並參考「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之生態檢核表單，詳加呈現工程背景資料與生態環境資料蒐集、現場

勘查與民眾參與記錄、工程之生態衝擊預測、保育措施研擬與落實狀

況等，依工程辦理期程完成各階段生態檢核表填寫。完成之生態檢核

表格及相關資料可發布至經濟部水利署工程行政透明專區或中央研

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作為資訊公開的內容，供關心之民眾與團體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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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本計畫針對108年度期中增辦核定工程及109年度擬辦工程案件，分別

執行工程生命週期所在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各工程案件執行之作業項目

如表1.3-1。個案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成果於以下各節說明，生態檢核表如附

錄四到附錄十一所收錄。 

3.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3.1.1 工程背景 

工程地點位於花蓮縣富里鄉之鱉溪流域(圖3.1.1-1)，工程治理的

主要改善標的為既有固床工下游處因水流沖刷，造成既有戧台基礎底

部遭掏空，影響戧台之穩定(圖3.1.1-2)。工程設計構想如圖3.1.1-3(108

年11月27日設計階段說明會版本)，施作內容包含既有基礎保護工拋

填塊石、石樑固床工5座和基礎裸露處塊石拋填1處等。 

 

 

圖 3.1.1-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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戧台底部遭溪水掏刷導致傾斜(照片來源：九河局) 

 
戧台側邊混凝土斷裂(照片來源：九河局) 

圖 3.1.1-2 既有工程結構損壞情形 

 

 

圖 3.1.1-3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設計構想(108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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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現地勘查──生態棲地環境與影像紀錄 

工程預定位置為鱉溪中游段，水流右岸為堤防、房舍、農地，左

岸有崩塌地和次生林；溪流中有5種水深流速，淺水緩流、淺水急流、

深水緩流、深水急流與深潭，溪床底質良好，且散布許多3公尺以上大

石，工程段有兩處3公尺以上高壩，有縱向阻隔之影響。 

 

工區上游段-水流左岸之崩塌地與次森林。 

(108.11.13) 

 

工區中游段-河道中有取多 3 公尺以上之大

石，左右岸皆有混凝土護岸。(108.11.13) 

工區下游段-左側具有濱溪植被有喬木生長，

右側以草本為主。(108.11.13) 

水清澈，底質多樣。(108.11.13) 

圖 3.1.2-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棲地環境照片 

 

工程段現勘於108年11月13日記錄到的物種包括鳥類：黃鶺鴒、

黃尾鴝、翠鳥、斑文鳥、烏頭翁、小白鷺、紅冠水雞；植物：血桐、

構樹、甜根子草、白背芒、象草、蓖麻、美洲含羞草、青箱、山棕、

月桃、通草、幹花榕、開卡蘆、黃麻；水域生物：鰕虎科、石𩼧、台

灣馬口魚、短腹幽璁，以及杜松蜻蜓、青紋細聰、善變蜻蜓、白痣珈

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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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資料收集──棲地生態背景資料 

鱉溪位於花蓮縣境內，因昔日溪中隨處可見鱉的蹤跡而得名，發

源於花東海岸山脈，為秀姑巒溪上游長流性支流，主流於富里鄉石平

橋附近匯入秀姑巒溪，是富里鄉流域最長的溪流。鱉溪全長約17公里，

河道蜿蜒曲折，中上游坡度陡峭，週邊林相覆蓋良好，流域土地多屬

於山坡地保留區。 

鱉溪流域終年水量豐沛，流域水質良好，由於鱉溪與秀姑巒溪的

匯流口處水域型態多樣，淺流與深流交會，因而形成豐富的水域生態，

流域中有臺東間爬岩鰍、菊池氏細鯽、大吻鰕虎、日本禿頭鯊等臺灣

東部原生魚種。但近年由台灣西半部入侵的原生種魚類如：台灣石𩼧、

粗首鱲、明潭吻鰕虎、台灣石鲋等，近年來因人為的野放而成為優勢

物種，造成原有的生物如鱉、菊池氏細鯽、日本禿頭鯊數量減少。此

外，水中的節肢動物如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及拉氏清溪蟹等，也常

能在溪中發現(怡興工程，2007)。 

鱉溪與秀姑巒溪匯流口處底質為泥層，河岸雜生有芒草、甜根子

草等高草莖植被，水生植物種類豐富度高。另河岸與河床中高灘地之

林相組成種類，以演替初期之先驅樹種為主，如血桐、構樹、苦楝、

台灣欒樹、羅氏鹽膚木、山黃麻等(中興工程，2006)。由於水草種類

豐富，鳥類資源也十分豐富多樣。除了有二級保育類的烏頭翁，還有

花嘴鴨、綠蓑鷺、夜鷺、紅冠水雞、環頸鴴、磯鷸、翠鳥、藍磯鶫、

白鶺鴒、黃鶺鴒等常在河溪區域出現的物種(中興工程，2005)。台灣

生物多樣性網絡於該區紀錄有鳥類70種、蕨類1種、被子植物5種，包

含法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朱鸝、環頸雉、領角鴞、鳳頭蒼鷹、東

方鵟、大冠鷲；法定其他應與保育之野生動物：臺灣山鷓鴣。 

鱉溪流域河短而陡峭，集流時間短，近年來兩岸又多闢建為水稻

田，往往發生暴雨後河川流量瞬間暴增且雨停後迅速退水的情況，因

此造成河床下刷，加上堤防興建，使鱉產卵的環境減少且不易上岸。

其次，攔河堰的興建阻絕了魚類的繁殖與溯溪的路徑，並造成棲地單

調化，使得洄游性魚類如大吻鰕虎、日本禿頭鯊等無法上溯。此外菊

池氏細鯽也因為西部原生種如台灣石𩼧、粗首鱲等入侵造成的競爭，

數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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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補充繪製生態關注圖 

本工程之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3.1.4-1，主要的生態保全對象/棲地

包括溪床內直徑3公尺以上的大石、下游左岸鱉的棲地、施工便道旁

的雀榕、上游左岸的河畔楠榕林。各保全對象以及友善措施之生態影

響分析與保育對策如下節。 

 

圖 3.1.4-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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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棲地品質評估 

此工程之水域棲地評估指標採用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

標，操作方法與評估標準如附錄三。評估結果如表3.1.5-1，評估日期

為108年11月13日至工程預定治理溪段現場勘查評估。 

 

表 3.1.5-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之水域棲地評估指標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1. 溪床自然基

質多樣性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超過 70%，以大漂石、小漂

石、圓石、卵石為主。 
16 

2.河床底質包

埋度 

礫石、卵石等河床底質被泥沙包埋之程度低於

25%。 
18 

3.流速水深組

合 

水流狀態包括為淺瀨、深潭、岸邊緩流 3 種流速/

水深組合。 
13 

4.湍瀨出現頻

率 

湍瀨間距離除以河寬小於 7，並有粒徑 3 公尺以

上的大石。 
17 

5.河道水流狀

態 
連續淺流，溪床裸露比例介於 20~80%之間。 14 

6.堤岸的植生

保護 

左岸包括河畔榕楠林與耐旱植物優勢的廢耕田；

右岸全段有 6~8 公尺高的混凝土護岸，長期受人

為擾動，以草地與灌叢為主。 

左岸：6 

右岸：3 

7.河岸植生帶

寬度 

左岸植生帶寬度介於 12~18 公尺間，廢耕田區域

持續受人為擾動；右岸植生帶寬度不足 6 公尺，

人為擾動程度高。 

左岸：7 

右岸：1 

8.溪床寬度變

化 

工程雖不致干擾岸上的植被，仍會清除行水區內

植生，因此估算溪床因施工拓寬之比例，應在

1.0~1.2 之間。 

13 

9.縱向連結性 

預定治理溪段內最高之落差在 0+000 處，落差約

為 250 公分。評估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13 日，河

道中央水深約有 30~50 公分。 

0 

10.橫向連結性 

左岸濱溪帶全段皆有自然植生，坡度<40 度且最

大落差<5 公分的區域有超過 20%；右岸全段為垂

直的混凝土護岸，即使是高度最低的戧台其落差

也超過 30 公分。 

左岸：9 

右岸：2 

 

3.1.6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寫 

本工程生態檢核表及相關附件，見本報告書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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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擬定施工環境注意事項──生態影響分析及保育對策 

(1) 保留溪床內直徑3公尺以上的大石，維護水域棲地 

破除或移走溪床大石可能導致溪床結構不穩、加劇掏蝕，也

不利於維持水域棲地在結構、水型上的多樣性。因此建議直徑3

公尺以上的大石應設為保全對象(圖3.1.7-1)，原地保留，不可破

除或打除，施工廠商需於施工前與生態專業人員確認並標示。 

 

 
溪床中有多處超過 3 公尺的大石(108.6.5 九河

局空拍影片截圖) 

 
直徑超過 3 公尺的溪中大石(108.11.13 拍攝) 

圖 3.1.7-1 溪床中直徑超過 3 公尺的大石 

 

(2) 迴避鱉的棲地(位於下游左岸泥灘地)，列為保全對象 

治理範圍內之泥灘地不多，若因施工輾壓、堆置而干擾此處

泥灘地，將不利於此地關注物種--中華鱉在此溪段的棲息。鱉的

棲地(圖3.1.7-2)應列為保全對象畫在工程設計平面圖上，並於施

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範圍，避免機具與人員誤入。 

(3) 保留雀榕大樹，列為保全對象 

移除原生種大樹不利於鄰近區域原生植被的維護與復育，並

將破壞當地動物自然的棲息處、食物來源－－尤其雀榕別名鳥榕，

以提供大量果實吸引鳥類著稱。施工便道右側有1棵雀榕大樹(圖

3.1.4-1、圖3.1.7-3)，應列為保全對象，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

明顯標誌，標定保護範圍。保護範圍內應禁止機具車輛進入、避

免堆置重物(大石、材料機具堆置、廢棄物傾倒等)，不清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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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額外覆土。 

(4) 保留左岸河畔林，列為保全範圍 

左岸沿河分布的河畔林對河川水系具備穩定土壤、營養鹽輸

入與輸出、河畔生物利用、遮蔭等功能；破壞濱溪植將影響其穩

定土壤、營養鹽輸入與輸出、供河畔生物利用、遮蔭等功能。預

定治理溪段左岸的河畔林(圖3.1.4-1、圖3.1.7-3)應列入保全範圍，

限制工程開挖、機具行經可擾動的邊界，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

其他明顯標誌標定，避免機具誤入。 

 

 
鱉的棲地位置(108.6.5 九河局空拍影片截圖) 

 
位於左岸泥灘地的鱉的棲地(108.11.13 拍攝) 

圖 3.1.7-2 左岸泥灘地鱉的棲地應列為保全對象 

 

 
左岸河畔林(108.6.5 拍攝九河局空拍影片截圖) 

 
保全對象雀榕(108.11.13 拍攝) 

圖 3.1.7-3 左岸河畔林與施工便道旁的雀榕應列為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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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除外來入侵種植株 

外來入侵種繁殖力強，有危害原

生植物生長、使植生單一化、不利於

健康的森林生態系之影響。建議將施

工便道沿途的4棵陰香(圖3.1.4-1、圖

3.1.7-4)以及施工範圍中的外來入侵

植物，施工廠商需於施工前與生態專

業人員確認並標示，俾利於施工期間

剷除。 

 

陰香(108.11.13 拍攝) 

圖 3.1.7-4 施工便道旁 

的陰香植株 

(6) 水質維護 

水質混濁將影響水中生物生存。建議之友善措施包括： 

(a)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應使水流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

需過水，應設置涵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b)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辦理濁度自主監測(操作方法可

參考附錄四本工程生態檢核表之附件)。 

(c)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於施工前、施工

中與完工後，建立水質調查記錄，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

評估。 

(7) 縱向通透性 

在0+000處之高壩(圖3.1.7-5)形成縱向通透性的阻隔，使水域

生物難以上溯，阻礙溪流上下游棲地之間的連結，不利於上游溪

段的水域生物相與基因多樣性；然而在全斷面都鋪排塊石，在完

工後恐致此處水流伏流或斷流，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使塊石間隙在

溪流自然營力下填滿砂礫。因此建議0+000處調整為部分斷面鋪

排塊石，使沒有鋪排塊石處維持常流水，鋪排塊石處則能在日後

收到改善縱向阻隔之效。經108年12月4日現地勘查之工程設計方

案，已將工程起點之高壩基礎拋石補強，調整為部分斷面施作，

部分保留原有落差與深潭(圖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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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108.6.5 拍攝九河局空拍影片截圖 

圖 3.1.7-5 工程 0+000 處之高壩形成縱向通透性阻隔 

 

 
資料來源：九河局 

圖 3.1.7-6 工程 0+000 處之高壩基礎拋石補強調整為部分斷面施作 

 

(8) 魚類生態監測與移置 

施工干擾水質、水域棲地品質，有可能改變溪流魚類組成。

本工程預計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

施工前與完工後調查魚類生態，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調查過程或施工期間發現有保育類或關注之魚類，亦將辦理魚類

移置之作業，以補償施工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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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生植物復育 

增加編列採買植物、挖樹穴等相關工作項目與經費，與在地

居民以及有意願合作的民間團體協力，在TIMOLAN區域臨水的

邊坡種植適生的原生植物。 

(10) 其他施工管理 

(a) 不可於溪流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b)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c) 若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通知生態團隊，以提供

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與評估。 

(d) 當生態保護目標異常時，立即通報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處理，

並記錄於自主檢查表。 

3.1.8 其他協助工作 

(1) 協助參與設計階段民眾參與說明會 

此件工程在規劃設計初期即在綠網計畫下的鱉溪大平台會

議、鱉溪走讀活動等場合提及相關規劃，並於108年11月27日於

富里鄉公所辦理設計說明暨民眾參與工作坊會議(圖3.1.8-1)，邀

請地方政府、在地居民與當地關心鱉溪環境與工程建設之民間團

體參與，說明工程設計及生態檢核內容，並收集相關意見，納入

工程設計及施作之參考。 

  

圖 3.1.8-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設計階段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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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參與署長有約鱉溪公私協力成果視察 

經濟部水利署署長賴建信於108年12月4日視察所屬第九河

川局「鱉溪流域管理平台」跨機關及NGO的跨域公私協力工作，

於鱉溪勘查在地經營的Timolan區域復育工作，以及本工程規劃

方案與辦理情形，與後山采風工作室的張振岳老師論及鱉溪流域

復育願景，並再次強調透過民眾參與取得治理方案共識之重要性，

以及開放在地居民參與治理工程手作等河川治理在未來提升民

眾參與的可能方式。 

 

  

圖 3.1.8-2 署長有約視察鱉溪公私協力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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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依照招標文件規定完成本計畫核定之各工程案件應辦理之生態

檢核工作項目(表4.1-1)，並提交成果報告書。 

 

表 4.1-1 工程個案之工程階段與生態檢核作業項目 

註："✓"表示本計畫工程案件需執行項目、"-"表示本計畫工程案件不執行的項目。 

 

4.2 建議 

(1) 生態檢核作業配合工程期程有不同的階段目標，不同工程階段執

行生態檢核作業也應彼此銜接。以本計畫「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

修改善工程」為例，與在地團體和主辦單位共同擬定了許多友善

措施和執行計畫，後續在施工階段是否可以確實執行是需監控的，

或是適時的進行整合變更，後續工作也有賴生態專業人員協助執

行，以防目標和保育措施與預期目標有落差。 

生態檢核項目 

資

料

收

集 

現

地

勘

查 

生

態

關

注

圖 

棲

地

品

質

評

估 

填

寫

生

態

檢

核

表 

施

工

環

境

注

意

事

項 

108 年 

期中增辦

工程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4 期) ✓ ✓ - - ✓ ✓ 

壽豐溪豐田 2 號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壽豐溪西林護岸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樂樂溪客城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2 期) ✓ ✓ - - ✓ ✓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 ✓ ✓ ✓ ✓ ✓ 

109 年 

擬辦工程 

秀姑巒溪古風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馬鞍溪光復二號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豐坪溪大禹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 ✓ - - - 



108 年第九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開口合約) 

48 

(2) 為快速綜合評判棲地現況，生態檢核採用棲地評估指標，透過均

一的標準量化表示棲地品質，即時呈現工程周圍環境之棲地概況，

協助擬訂有效的生態保育措施，嘗試進行調整水利署頒佈的「水

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中的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並搭配林務局頒布的「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野溪

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增加「溪床寬度變化」、「縱向

連結性」、「橫向連結性」等因子評估，依工程實際環境條件，

應地制宜選擇合適的評估項目，進行評估與研討之工作，除可涵

蓋工區施工前中後對比外，期增加回饋至保育對策及工程方案進

行修正。 

(3) 在公民參與方面，建議可編列相關經費，邀請NGO參與相關之審

查會議、說明會與工作坊。也可以辦理年度座談會等方式，將年

度工程內容與在地團體討論，透過與在地團體的討論，能更了解

轄區內的生態與人文資訊，並建立良好的夥伴關係，期未來工程

設計和施作，能考量多元的觀點，並包容多方需求，相互考量作

為業務推動的助力。 

 

  



108 年第九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開口合約) 

49 

第五章 重要參考資料 

1. Barbour, M. T., Gerritsen, J., Snyder, B. D., & Stribling, J. B. (1999). 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s for use in streams and wadeable rivers: periphyton,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and fish (Vol. 339). Washington, DC: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ffice of Water. 

2. iNaturalist 網路資料庫(www.inaturalist.org) 

3. ebird 網路資料庫 (ebird.org) 

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4。環境友善措施標準作業書。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8。民眾參與工作指引。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4。臺灣淺山生態保育策略與架構之可行性評

估。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7。臺灣中西部淺山廊道生態保育策略與架構

的實踐。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8。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 

9.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5。秀姑巒溪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九

河川局。 

10. 吳承翰。2018。臺灣珍稀鯉科魚類-臺灣梅氏鯿自然棲地族群分析及早期發

育之研究。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1. 邵廣昭。2019。臺灣魚類資料庫。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12. 陳義雄、方力行。1999。台灣淡水及河口魚類誌。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

處。 

13. 陳義雄、張詠青。2005。台灣淡水魚類原色圖鑑.壹,鯉形目。水產出版社。 

14. 陳義雄、曾晴賢、邵廣昭。2012。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行政院農委會林務

局。 

15.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4。蘭陽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 

16. 廖本興。2012。台灣野鳥圖鑑水鳥篇。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7.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1。石門水庫上游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效益追蹤

評估。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委託計畫。 

18.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5。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生態檢核效益。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委託計畫。 

19.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5。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

程生態檢核平台建置計畫。經濟部水利署委託計畫。 

20.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6。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

程生態檢核作業計畫。經濟部水利署委託計畫。 

21.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6。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

供水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區塊成果檢討報告書。 



108 年第九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開口合約) 

50 

22.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8。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區塊成果檢討報告

書。經濟部水利署委託計畫。 

23.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9。花蓮生態保育綠色網或發展計畫。行政院

農委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委託計畫。 

24.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07。鱉溪河川生態調查及復育規劃。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5. 戴文堅、謝季吟、劉嘉德和湯清仁，2008。花蓮縣河川生態調查與分析。

2008 年資源與環境學術研討會,花蓮:391-400。 

26.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org.tw)。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5。104 年度工程環境友善措施評估與建

議。 

28.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2019。108 年第一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

與委託服務案(開口合約)。 

2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5。104 年度工程環境友善措施評估與建

議。 



 

附錄一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技字第 1060012440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0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技字第 1080200380 號函修正（原名稱「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一、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

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之環境，爰訂定本

注意事項。 

二、 除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原構造物範圍

內之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

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外，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

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

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三、 生態檢核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

工及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 
四、 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重大工程案件，於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時，工程計畫核定及規劃階段之檢核作業，可於環評過程中一

併辦理，經通過環評審查後，於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

配合環評時之環境保護對策進行各作業階段之檢核。 
五、 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得訂定

符合機關工程特性之生態檢核機制；另經其認定可簡化生態檢

核作業時，得合併辦理不同階段之檢核作業。 
六、 各階段之生態檢核、保育作業，宜由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

理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析及協助將生態保育之概念融入工

程方案並落實等工作。 
七、 生態資料蒐集、調查及評析原則： 

(一)為記錄及分析生態現況，瞭解施工範圍內之陸水域生態及生

態關注區域，作為工程選擇方案及辦理後續生態環境監測之

依據，應就工程地點自然環境及工程特性，採取合適之生態

資料蒐集或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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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及尊重地方知識，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之

知識、文化、人文及土地倫理，除補充鄰近生態資訊，為尊

重當地文化，可將相關物種列為關注物種，或將特殊區域列

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域。 

(三)將生態保育之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評估工程擾動對生態環境

之影響程度，得依工程量體配置方式及影響範圍繪製生態關

注區域圖。 

(四)為掌握施工過程中環境變動及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

果，於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驗收前進行生態調查，以適

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八、 生態保育措施應考量個案特性、用地空間、水理特性、地形地

質條件及安全需求等，因地制宜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

四項生態保育策略之優先順序考量及實施，四項保育策略定義

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度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

畫、選用替代方案等；較小尺度之應用則包含工程量體及臨

時設施物(如施工便道等)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

態敏感性較高之區域；施工過程避開動物大量遷徙或繁殖之

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車道數、減少路寬

等)、施工期間限制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之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度，兼顧工程安全及減

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制宜採取適當之措

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臨時

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畫等，或採對環境生態

傷害較小之工法或材料(如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之建置、資材

自然化、就地取材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之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方式於他處

重建相似或等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

加速植生及自然棲地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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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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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採不開發方案或可行工程計畫

方案。其作業原則如下： 

1.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及議題等資料，並由生態

背景人員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程計畫對生

態環境之影響。 

2.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計畫內容得考量替代方案，並應將不

開發方案納入，評估比較各方案對生態、環境、安全、經

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後，決定採不開發方案或提出對生

態環境衝擊較小之可行工程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

之生態保育原則。 

4.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及生態保育原則，並研擬必要之生

態專案調查項目及費用。 

(二)規劃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生態衝擊之減輕及因應對策之研

擬，決定工程配置方案。其作業原則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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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

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2.辦理生態調查及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三)設計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計中。

其作業原則如下： 

1.根據生態保育對策辦理細部之生態調查及評析工作。 

2.根據生態調查、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

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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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設計。 

3.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

況處理原則，以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四)施工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

策、措施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

好及維護環境品質。其作業原則如下： 

1.開工前準備作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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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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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

境影響注意事項。 

(3)施工計畫書應考量減少環境擾動之工序，並包含生態保

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

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4)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5)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

導。 

(6)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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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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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維護管理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

境恢復情況。其作業原則：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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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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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各階段作業流程如附圖。 

十、 為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工程主辦機關應於計畫核定至工程完工

過程中建立民眾協商溝通機制，說明工程辦理原因、工作項目、

生態保育策略及預期效益，藉由相互溝通交流，有效推行計畫，

達成生態保育目標。 
十一、 工程主辦機關應將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公開方式可包

含刊登於公報、公開發行之出版品、網站，或舉行記者會、說

明會等方式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公共工程之生態檢核

資訊。 
十二、 工程主辦機關應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附表)，並檢

附生態檢核工作所辦理之生態調查、評析、現場勘查及保育對

策研擬等過程及結果之文件紀錄。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參酌工程及生態環境特性訂定相關紀錄格式或作業手

冊，以利執行。 

十三、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時落實生態檢

核： 

(一)加強工程全生命週期審核及管控： 

1.計畫及規劃設計內容之各審查層級機關應確實審查工程主

辦機關生態檢核之自評內容，其中屬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

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第七點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案件者，應依「基本設計審議要項表」項目檢附生態檢核

之審查結果。 

2.施工階段辦理施工查核時，應將生態檢核列為施工查核重

點項目之一。 

3.未依照生態檢核程序進行之計畫或發現影響生態環境引發

爭議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要求工程主辦機關立即

停止，檢討規劃及工程進行，並提出改進作法。 

(二)應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計畫，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

統一友善資訊公開平台，應包含下列內容，並將資訊依工程

作業階段適時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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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業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建立之生

態檢核機制、作業手冊、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2.個案內容及查詢統計： 

(1)個案內容：如各工程計畫內容、規劃設計方案、各階段

生態檢核資訊（含相關附件）、工程預期效益、執行成

效及計畫區域致災紀錄等項目。 

(2)查詢統計：生態檢核執行成效統計分析資料。 

3.資源分享： 

(1)教育訓練課程資訊及教材。 

(2)落實生態檢核機制、公民參與、採用兼顧安全及營造生

態環境工法或作法等之示範案例。 

十四、 地方政府機關辦理生態檢核得參照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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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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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 ______市 (縣 )______區 (鄉、鎮、

市)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 座標 X：          Y：_________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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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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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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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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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總說明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

及資訊公開之原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訂

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經累積經驗後，檢討並修正名稱為「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除無涉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相關工程無須辦理生態檢核外，明確規範

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

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修正規定

第二點) 

二、為減輕對環境生態衝擊之影響，生態保育措施應考量因地制宜。（修

正規定第八點） 

三、為加強源頭管理及早發現並避免造成重大環境問題，於工程計畫核定

階段，將計畫開發之必要性及不開發方案納入考量。於施工過程中，

若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施。（修正規定第

九點） 

四、明確規範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所需檢附之相關附件。（修正規定

第十二點） 

五、新增各工程計畫（含補助地方政府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建

立審核管控機制及統一友善資訊公開平台之相關作法。（修正規定第

十三點） 

六、新增地方政府機關辦理生態檢核得參照本注意事項。（修正規定第十

四點） 

七、附圖、附表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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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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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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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生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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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九河局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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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花蓮縣富里鄉 

TWD97 座標 X:325016.580  Y:2769054.00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6,120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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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1.既有基礎保護工(拋填塊石)施作樁號 0+000-0+300 

2.石梁固床工 5座 

3.基礎裸露處塊石拋填 1處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生態專業人員從 2019.11規劃階段開始參與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工區位於花東縱谷地區國家風景區範圍內。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臺東間爬岩鰍(II 級保育類)、菊池氏細鯽(紅皮書國

家瀕危 NEN、東部特有) ；詳附表 D-03 第 3 項生態棲地環境

評估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為秀姑巒溪上游常流性支流，工區周圍有森林、大

塊石  □否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方案討論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方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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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1.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依循生態檢

核結果評估施工階段相關工作項目與經費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召開地方說明會以及設計說

明暨民眾參與工作坊會議，相關意見詳附表 D-04，會議記錄如

附件三。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於規劃設計階段將生態檢核友善措施建議事

項納入招標文件-施工補充說明書中。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2.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3.    ▓是，生態檢核從規劃設計階段開始參與執行，團隊成員

詳見「附件一 生態檢核團隊組織及人力配置」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2.    ▓是，以文獻蒐集和現場勘查之方法掌握，詳附表 D-03 

3.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以文獻蒐集和現場勘查之方法掌握，詳附表 D-03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6.研

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於 108年 10月 5日召開地方說明會，並於 108年 11

月 27日召開設計說明暨民眾參與工作坊會議。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生態檢核友善措施建議事項納入招標文件-施工補

充說明書中。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檢核從規劃設計階段開始參與執行，團隊成員

詳見「附件一 生態檢核團隊組織及人力配置」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勘查討論紀錄詳見「附表 D-02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

查紀錄表」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將生態檢核友善措施建議事項納入招標文件-施工補

充說明書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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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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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108 年 11 月 19 日生態團隊現場

勘查，並將 108 年 11 月 19 日工

作會議、108 年 11 月 20 日花蓮

綠網小平台會議之相關討論納

入本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 

紀錄人員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勘查地點 鱉溪豐南堤段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蘇維翎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協理

兼生態工程部經理 

11/13 現場勘查：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行檢

核機制 

吳佩真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研究員 

11/13 現場勘查、11/19 工作會議：工程生態

評析、協助執行檢核機制 

鄭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研究員 

11/13 現場勘查：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行檢

核機制、陸域植被生態分析 

吳宓思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研究員 

11/19 工作會議、11/20 小平台會議：工程生

態評析、協助執行檢核機制、鱉溪在地參與

及上位規劃脈絡 

黃于玻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

人/總經理 

11/19 工作會議：計畫團隊負責人 

莊立昕 第九河川局/正工程司 11/19 工作會議：工程主辦機關，確認生態檢

核與工程規劃進度狀況 

黃承焌 第九河川局/工務課課長 11/19 工作會議：工程主辦機關，確認生態檢

核與工程規劃進度狀況 

林政瑜 第九河川局/ 11/19 工作會議：工程主辦機關自辦設計負

責人，協助說明工程內容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第九河川局 

【生態檢核程序提醒】 

1. 施工廠商應辦理的生態檢核工作項目，

應納入工程設計發包圖說內。內容可參考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手冊」第四

章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2. 施工階段需執行之生態保育措施，應納

入工程設計平面圖與相關說明文件。 

3. 設計階段應公開生態檢核資訊，如各工

程計畫內容、規劃設計方案、各階段生態檢

【生態檢核程序提醒】 

1. 同意辦理。 

2. 同意辦理。 

3. 同意辦理。 

4. 同意辦理。 

【保全對象納入設計圖】 

5. 直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應為保全對象，

原則於原地保留，不可破除或打除。建議

於施工前辦理生態檢核時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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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資訊（含相關附件）、工程預期效益、執

行成效及計畫區域致災紀錄等項目。(參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4. 雖然本案已在鱉溪大平台（參與對象為

NGO、東華大學老師）、鱉溪走讀（參與的

人以外地民眾為主）提出相關內容，但考量

參與之成員仍缺乏在地民眾（諸如在地的部

落頭目、村長、里民都沒有參加到以上活

動），因此，設計定稿前應辦理設計說明會，

聯絡豐南村辦公室、豐南村發展協會...等多

元利害關係人，說明規劃設計內容，諸如工

程目的與預期效益、設計方案、生態課題與

對策等。提供本案多元利害關係人名單參

考，如表 1、表 2。 

【保全對象納入設計圖】 

5. 直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應一一標示為

保全對象、畫在工程設計平面圖上；並註明

原地保留，不可破除或打除。 

6. 施工便道旁邊有鱉的棲地（圖 1、圖 2），

應列為保全對象畫在工程設計平面圖上，並

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範

圍，避免機具與人員誤入。 

7. 施工便道右側有 1 棵雀榕大樹（圖 1），

應列為保全對象畫在工程設計平面圖上，並

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保

護範圍。保護範圍內應禁止機具車輛進入、

避免堆置重物(大石、材料機具堆置、廢棄物

傾倒等)，不清除植物，不額外覆土。 

8. 左岸為沿河分布的河畔林，對河川水系

具備穩定土壤、營養鹽輸入與輸出、河畔生

物利用、遮蔭等功能。應列為保全範圍畫在

工程設計平面圖上，限制工程開挖、機具行

經可擾動的邊界，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

他明顯標誌標定，避免機具誤入。 

【設計規劃調整】 

9. 剷除施工便道沿途 4 棵陰香（為外來入

侵種；如圖 1）以及施工範圍中的外來入侵

種植物（如：銀合歡）。 

10. 排擋水之設置應應按圖施作。設置原則

應使水流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需

過水，應設置涵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11. 0+000 處之高壩形成縱向通透性的阻隔，

使水域生物難以上溯，阻礙溪流上下游棲地

之間的連結；然而在全斷面都鋪排塊石，在

6. 同意辦理。 

7. 施工便道右側 1 棵雀榕大樹，應於施工前

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保護範

圍。保護範圍內應禁止機具車輛進入、避

免堆置重物(大石、材料機具堆置、廢棄物

傾倒等)，不清除植物，不額外覆土。 

8. 左岸為沿河分布的河畔林，應列入保全範

圍，限制工程開挖、機具行經可擾動的邊

界，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

標定，避免機具誤入。 

【設計規劃調整】 

9. 建議納入施工生態檢核標示。 

10.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原則應使水流不經過

正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需過水，應設置

涵管等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11. 同意辦理。 

【增加調查與監測計畫】 

12~15 項，編列於施工中生態檢核內辦理。 

【施工管理】 

16~19 項，列入施工中生態檢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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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後恐致此處水流伏流或斷流，需要經過

一段時間使塊石間隙在溪流自然營力下填

滿砂礫。因此建議 0+000 處調整為部分斷面

鋪排塊石，使沒有鋪排塊石處維持常流水，

鋪排塊石處則能在日後收到改善縱向阻隔

之效。 

【增加調查與監測計畫】 

12. 編列工作辦法與經費，於施工期間辦理

濁度的自主監測(方法可參考附件二)。 

13. 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施工前、施工

中與完工後，建立水質調查記錄，以提供工

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14. 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施工前紀錄溪

床底質，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15. 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施工前與完工

後調查水域魚類生態，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

錄與評估。 

【施工管理】 

16. 不可於溪流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17.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

置於工區範圍外。 

18.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通

知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與

評估。 

19. 當生態保護目標異常時，立即通報主辦

機關與監造單位處理，並記錄於自主檢查

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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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表 1 民間單位 

 

單位名稱 窗口 郵遞區號 地址 

後山采風工作室 張振岳 983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村永豐 1 號 

花蓮縣富里鄉吉拉米代部落

文化產業協會 
騰莫言•基鬧 983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9 鄰 32 號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

協會 
  983 花蓮縣富里鄉鄉豐南村 10 鄰 43 號 

豐南村辦公室 陳正雄 983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7 鄰新富 12-3

號 

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 黃斐悅 97053 
花蓮縣花蓮市自由街 150 號 6 樓 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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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家學者名單 

 

 
圖 1 保全對象與陰香的位置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鍾寶珠 97355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南華六街 133 巷

6 號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鍾秀綢 97064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弘道樓

207 室) 

花蓮樸門永續生活協會 廖美菊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張簡新卉 97055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一街 14 號 

姓名 專長 單位 職稱 

楊佳寧 河川復育、河川整體規劃、親水遊憩規

劃設計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

部 

博士 

廖桂賢 韌性城市理論、水患治理、生態/永續城

市、都市水環境規劃設計、綠色基盤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

研究所 

副教授 

陳郁屏 生態工法、跨域專業交流串連與培力、

河溪治理工程、道路生態 

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

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黃于玻 水域生態調查、生態系統評估、生態工

法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 

總經理 

吳昌鴻 資源調查、生態解說、跨域整合、在地

參與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執行長 

林在田 淡水魚蝦蟹類、河川棲地營造 長虹水族館 負責人 

胡通哲 河川復育、魚道、海綿城市與低衝擊開

發 

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

所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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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鱉的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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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

善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 

評析報告是否完

成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

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水域部專員 
楊智超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1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工程部研究員 

吳佩真 工程生態影響分析 碩士 7 年 工程生態影響分析 

鄭暐 生態環境記錄 碩士 6 年 工程生態影響分析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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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鱉溪位於花蓮縣境內，因昔日溪中隨處可見鱉的蹤跡而得名，發源於花東海岸山脈，為秀姑巒

溪上游長流性支流，主流於富里鄉石平橋附近匯入秀姑巒溪，是富里鄉流域最長的溪流。鱉溪全長

約 17 公里，河道蜿蜒曲折，中上游坡度陡峭，週邊林相覆蓋良好，流域土地多屬於山坡地保留區。 

鱉溪流域終年水量豐沛，流域水質良好，由於鱉溪與秀姑巒溪的匯流口處水域型態多樣，淺流

與深流交會，因而形成豐富的水域生態，流域中有臺東間爬岩鰍、菊池氏細鯽、大吻鰕虎、日本禿

頭鯊等臺灣東部原生魚種。但近年由台灣西半部入侵的原生種魚類如：台灣石𩼧、粗首鱲、明潭吻

鰕虎、台灣石鲋等，近年來因人為的野放而成為優勢物種，造成原有的生物如鱉、菊池氏細鯽、日

本禿頭鯊數量減少。此外，水中的節肢動物如粗糙沼蝦、多齒新米蝦及拉氏清溪蟹等，也常能在溪

中發現(怡興工程，2007)。 

鱉溪與秀姑巒溪匯流口處底質為泥層，河岸雜生有芒草、甜根子草等高草莖植被，水生植物種

類豐富度高。另河岸與河床中高灘地之林相組成種類，以演替初期之先驅樹種為主，如血桐、構

樹、苦楝、台灣欒樹、羅氏鹽膚木、山黃麻等(中興工程，2006)。由於水草種類豐富，鳥類資源也十

分豐富多樣。除了有二級保育類的烏頭翁，還有花嘴鴨、綠蓑鷺、夜鷺、紅冠水雞、環頸鴴、磯

鷸、翠鳥、藍磯鶫、白鶺鴒、黃鶺鴒等常在河溪區域出現的物種(中興工程，2005)。台灣生物多樣性

網絡於該區紀錄有鳥類 70 種、蕨類 1 種、被子植物 5 種，包含法定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朱鸝、環

頸雉、領角鴞、鳳頭蒼鷹、東方鵟、大冠鷲；法定其他應與保育之野生動物：臺灣山鷓鴣。 

鱉溪流域河短而陡峭，集流時間短，近年來兩岸又多闢建為水稻田，往往發生暴雨後河川流量

瞬間暴增且雨停後迅速退水的情況，因此造成河床下刷，加上堤防興建，使鱉產卵的環境減少且不

易上岸。其次，攔河堰的興建阻絕了魚類的繁殖與溯溪的路徑，並造成棲地單調化，使得洄游性魚

類如大吻鰕虎、日本禿頭鯊等無法上溯。此外菊池氏細鯽也因為西部原生種如台灣石𩼧、粗首鱲等

入侵造成的競爭，數量下降。 

參考資料： 

1.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07。鱉溪河川生態調查及復育規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6。秀姑巒溪河系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3.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org.tw)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預定位置為鱉溪中游段，水流右岸為堤坊、房舍、農地，左岸有崩塌地和次森林；溪流中有 5

種水深流速，淺水緩流、淺水急流、深水緩流、深水急流與深潭，溪床底質良好，且散布許多 3 公

尺以上大石，工程段有兩處 2.5 m 以上高壩，有縱向阻隔之影響。工程段現勘記錄到的物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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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黃鶺鴒、黃尾鴝、翠鳥、斑文鳥、烏頭翁、小白鷺、紅冠水雞 

植物：血桐、構樹、甜根子草、白背芒、象草、蓖麻、美洲含羞草、青箱、山棕、月桃、通草、

幹花榕、開卡蘆、黃麻 

水域生物：鰕虎科、石𩼧、台灣馬口魚、短腹幽璁 

其他：杜松蜻蜓、青紋細聰、善變蜻蜓、白痣珈璁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1.溪床自然基質多

樣性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超過 70%，以大漂石、小漂石、圓石、卵石

為主。 

16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等河床底質被泥沙包埋之程度低於 25%。 18 

3.流速水深組合 水流狀態包括為淺瀨、深潭、岸邊緩流 3 種流速/水深組合。 13 

4.湍瀨出現頻率 湍瀨間距離除以河寬小於 7，並有粒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 17 

5.河道水流狀態 連續淺流，溪床裸露比例介於 20~80%之間。 14 

6.堤岸的植生保護 
左岸包括河畔榕楠林與耐旱植物優勢的廢耕田；右岸全段有 6~8

公尺高的混凝土護岸，長期受人為擾動，以草地與灌叢為主。 

左岸：6 

右岸：3 

7.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植生帶寬度介於 12~18 公尺間，廢耕田區域持續受人為擾

動；右岸植生帶寬度不足 6 公尺，人為擾動程度高。 

左岸：7 

右岸：1 

8.溪床寬度變化 
工程雖不致干擾岸上的植被，仍會清除行水區內植生，因此估算溪

床因施工拓寬之比例，應在 1.0~1.2 之間。 

13 

9.縱向連結性 
預定治理溪段內最高之落差在 0+000 處，落差約為 250 公分。評

估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13 日，河道中央水深約有 30~50 公分。 

0 

10.橫向連結性 

左岸濱溪帶全段皆有自然植生，坡度<40 度且最大落差<5 公分的

區域有超過 20%；右岸全段為垂直的混凝土護岸，即使是高度最

低的戧台其落差也超過 30 公分。 

左岸：9 

右岸：2 

 

4.棲地影像紀錄： 

工區上游段-水流右岸之崩塌地與次森林。 

(2019.11.13) 

工區中游段-河道中有取多 3 公尺以上之大

石，左右岸皆有混凝土護岸。(2019.11.13) 

工區下游段-左側具有濱溪植被有喬木生長，右

側以草本為主。(2019.11.13) 

水清澈，底質多樣。(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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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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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議題及

保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對策 

保育 

原則 

溪床大石 

破除或移走溪床大石可能導致溪床結

構不穩、加劇掏蝕；缺乏大石也不利

於維持水域棲地在結構、水型上的多

樣性。 

直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應設為保全對象，

原地保留，不可破除或打除，於施工前與

生態專業人員辦理標示。 

減輕 

鱉的棲地(左

岸泥灘地) 

治理範圍內之泥灘地不多，若因施工

輾壓、堆置而干擾此處泥灘地，將不

利於此地關注物種--中華鱉在此溪段

的棲息。 

施工便道旁邊有鱉的棲地，應列為保全對

象畫在工程設計平面圖上，並於施工前以

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範圍，避免機

具與人員誤入。 

迴避 

雀榕大樹 

移除原生種大樹不利於鄰近區域原生

植被的維護與復育，並將破壞當地動

物自然的棲息處、食物來源－－尤其

雀榕別名鳥榕，以提供大量果實吸引

鳥類著稱。 

施工便道右側有 1 棵雀榕大樹，應列為保

全對象，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

誌，標定保護範圍。保護範圍內應禁止機

具車輛進入、避免堆置重物(大石、材料機

具堆置、廢棄物傾倒等)，不清除植物，不

額外覆土。 

迴避 

左岸河畔林 

破壞濱溪植將影響其穩定土壤、營養

鹽輸入與輸出、供河畔生物利用、遮

蔭等功能。 

左岸為沿河分布的河畔林，對河川水系具

備穩定土壤、營養鹽輸入與輸出、河畔生

物利用、遮蔭等功能。應列入保全範圍，

限制工程開挖、機具行經可擾動的邊界，

並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

定，避免機具誤入。 

迴避 

4 棵陰香

（外來入侵

種） 

陰香繁殖力強，有危害原生植物生

長、使植生單一化、不利於健康的森

林生態系之影響。 

施工便道沿途 4 棵陰香（為外來入侵種）

以及施工範圍中的外來入侵植物，於施工

前經生態專業人員標示，並於施工期間剷

除。 

主動

改善 

水質保護 
機具過水將導致水質混濁，影響水中

生物生存。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應使水流不經過正在施

工的區域；如機具需過水，應設置涵管等

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減輕 

縱向通透性 

既有的人工結構物造成高度落差，阻

隔了縱向通透性，水域生物難以上

溯，不利於上游溪段的水域生物相與

基因多樣性。 

0+000 處之高壩形成縱向通透性的阻隔，使

水域生物難以上溯，阻礙溪流上下游棲地

之間的連結；然而在全斷面都鋪排塊石，

在完工後恐致此處水流伏流或斷流，需要

經過一段時間使塊石間隙在溪流自然營力

下填滿砂礫。因此建議 0+000 處調整為部

分斷面鋪排塊石，使沒有鋪排塊石處維持

常流水，鋪排塊石處則能在日後收到改善

縱向阻隔之效。 

主動

改善 

水質維護 水質混濁將影響水中生物生存。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辦法

與經費，辦理濁度的自主監測。 
減輕 

水質維護 水質混濁將影響水中生物生存。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

與經費，於施工前、施工中與完工後，建

立水質調查記錄，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

與評估。 

減輕 

水域棲地品

質監測 

溪床底質的粒徑、包埋度等，如因施

工干擾而改變組成，可能導致水域棲

地品質劣化。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

與經費，於施工前紀錄溪床底質，以提供

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其他 

魚類生態監

測 

施工干擾水質、水域棲地品質，有可

能改變溪流魚類組成。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

與經費，於施工前與完工後調查水域魚類

生態，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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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維護 
混凝土入水將影響水質，不利水中生

物生存。 
不可於溪流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減輕 

自然棲地維

護 

廢棄物堆置將干擾植被生長、影響樹

木根系健康。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置

於工區範圍外。 
減輕 

施工管理 
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有機會牽涉到

新的生態課題。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通知

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與

評估。 

其他 

異常狀況處

理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有可能導致其死

亡。 

當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時，立即通報主辦機

關與監造單位處理，並記錄於自主檢查

表。 

其他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溪床中有多處大石(108/6/5 九河局空拍影片截圖) 

 
直徑超過 3 公尺的溪中大石(108/11/13 拍攝) 

 
鱉的棲地位置(108/6/5 九河局空拍影片截圖)  

位於左岸泥灘地的鱉的棲地(108/11/13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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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河畔林(108/6/5 拍攝九河局空拍影片截圖) 

 
保全對象雀榕(108/11/13 拍攝)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吳佩真、鄭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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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4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鄭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2 月 12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公

聽會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 27 日 

參與人員如附件三會議紀錄簽到表。 

生態意見摘要 

記錄人員(單位/職稱): 鄭暐(觀察家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第九河川局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王晉英】 

1. 本工程範圍內鱉溪左岸邊坡是否保護為

何? 

2. 本工程拋填塊石之大小是否太小? 

3. 本案施工前應與當地居民討論並召開相

關會議。 

4. 建議鱉溪右岸施作親水設施 

5. 未來施工中魚類的保護及躲避空間為

何。 

6. 工程範圍內破損的結構物如何處置? 

1. 左岸邊坡方面查現況在坡趾處已有多處

施作保護工，且左岸現況植坡狀況尚屬

完整，故未列入本案施作保護。 

2. 考量現地既有塊石尺寸平均 0.5~1.5M，

故本案設計之拋填塊石尺寸為 1M以上

佔 70%。 

3. 本次民眾參與工作坊即為設計階段之民

眾參與會議，將參酌相關意見納入日後

工程設計及施作之參考。工程施工前另

將辦理施工前說明會等相關會議，提供

確認工程方案與施工期間相關友善措施

之說明，屆時再請居民踴躍參加。 

4. 本工程將先以恢復河川生命力為主，藉

由還石於河完成第一階段之河川復育。

有關親水設施之建置建議待第一階段有

所成效後再行評估。 

5. 施工期間仍維持常流水，施工便道的鋪

設會暫時更改水路，也會留意改水路後

是否有水生生物受困，安排移置之作

業。 

6. 工程內破損之結構物原則將再利用於拋

填塊石之底部，期穩固上部塊石。 

【豐南村村長 陳正雄】 

1. 因鱉溪水流流速大，本案設置的石塊是

否過小。 

2. 建議考量日後民眾至河岸邊活動的方便

性。 

1. 考量現地既有塊石尺寸平均 0.5~1.5M，

故本案設計之拋填塊石尺寸為 1M以上

佔 70%。 

2. 現階段民眾可藉由 TIMOLAN(池豐橋上游

左岸高灘地)步行至河岸邊活動，本建

議將納入工程內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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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采風工作室 張振岳】 

1. 建議考量鱉溪的親水性。 

2. 未來在鱉溪上吉拉米代跳舞場附近的攔

河堰是否會敲除。 

3. 本工程右岸戧台是否可放置石塊改善。 

4. 施工產生之廢棄物將如何處理? 

5. 建議避免擾動鱉溪內原自然河道。 

6. TIMOLAN附近是否可種植原生種植物? 

7. 建議可將左岸下游(但在 TIMOLAN區域

以上)之大石，移至工程其他位置使

用，使左岸也可自然淤沙。 

1. 本工程將先以恢復河川生命力為主，藉

由還石於河完成第一階段之河川復育。

有關親水設施之建置及攔河堰如何處置

建議待第一階段有所成效後再行評估及

規劃。 

2. 本河段颱風期間河水流速快、流量大，

因考量戧台頂面摩擦力低及塊石之穩固

性，故不建議於頂面設置塊石。 

3. 施工中之廢棄物處理將納入工程契約內

依環境保護計劃書辦理。本案目前亦將

「不可於溪流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

堆置於工區範圍外」納入友善措施，將

於施工期間定期與不定期查核。 

4. 本工程將規定施工便道範圍，將限制廠

商人員、機具之活動區域，以減少破壞

原河道。 

5. 本案目前並未規劃溪岸植生計畫，就現

況而言，既定的工程擾動區域內沒有適

合植生的區域，如要再納入植生所需的

土地與相關經費、工作項目規劃，也需

要時間處理，故建議另案處理鱉溪的植

生復育。 

【本局副局長 李榮富】 

1. 建議本案納入鱉溪流域的整體規劃及願

景構想。 

2. 建議增加遊憩、景觀營造之元素。 

3. 請考量魚類於施工期間之避難處所。 

4. 石樑固床工設計之目的為何? 

5. 請考量本工程起點處之既有固床工縱向

廊道之改善。 

1. 本工程將先以恢復河川生命力為主，藉

由還石於河完成第一階段之河川復育。

有關鱉溪流域的整體規劃及願景構想

(如遊憩、景觀營造、縱向廊道改善等)

將一併列入日後評估考量。 

2. 施工期間仍維持常流水，施工便道的鋪

設會暫時更改水路，也會留意改水路後

是否有水生生物受困，安排移置之作

業。施工前預計進行魚類調查，如有保

育物種也將協助移置。 

3. 本工程之石樑固床工係依據現地巨石之

位置佈設，主要功能為增加潭瀨及水流

變化，提供生物更多棲息處所。 

4. 本案起點處之縱向落差，預定於部分斷

面鋪排大塊石、在完工後藉溪流自然營

力使塊石間隙填滿砂礫而改善。同時，

因為只有部分斷面鋪排塊石，沒有鋪排

塊石處仍能維持常流水，不致斷流。 

【本局局長 謝明昌】 

1. 本工程應以恢復鱉溪原河相為規劃目

的。 

1. 本案目前並未規劃溪岸植生計畫，就現

況而言，既定的工程擾動區域內沒有適

合植生的區域，如要再納入植生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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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施工範圍修正為第一座固床工至池

豐橋，並配合 TIMOLAN做河岸整體規

劃。 

3. 本工程建議移除外來種並配合在地生態

做相關復育工作。 

4. 建議增加施工中生態保育之措施(如魚

類移置、植物移除等)，並考量由在地

居民協力執行之可行性 

土地與相關經費、工作項目規劃，也需

要時間處理。如鱉溪有植生復育的規

劃，建議另案處理。 

2. 本案在必須的施工擾動範圍內，目前規

劃包括有移除 4棵外來入侵樹種、保全

原生大樹、保留大石以維護水域棲地品

質、改善河道縱向落差…等與生態復育

相關之工作。如有進一步的在地生態復

育工作，亦將納入整體工程規劃之綜合

評估。 

3. 關於魚類移置，本案預計於施工前進行

魚類調查，如調查有保育物種將協助移

置。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

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紀錄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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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5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吳佩真(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2 月 3 日 

解決對策項目  實施位置 鱉溪豐南堤段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保全對象納入設計】 

1. 直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設為保全對象，原地保留，不可破除或打除，施工廠商需於

施工前與生態專業人員確認並標示。 

2. 施工便道旁邊鱉的棲地，應列為保全對象畫在工程設計平面圖上，並於施工前以警

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範圍，避免機具與人員誤入。 

3. 應將施工便道右側的 1 棵雀榕大樹列為保全對象，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

標誌，標定保護範圍。保護範圍內應禁止機具車輛進入、避免堆置重物(大石、材

料機具堆置、廢棄物傾倒等)，不清除植物，不額外覆土。 

4. 左岸河畔楠榕林列入保全範圍，限制工程開挖、機具行經可擾動的邊界，並於施工

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避免機具誤入。 

【設計規劃調整】 

5. 施工便道沿途 4 棵陰香(為外來入侵種)以及施工範圍中的外來入侵植物，於施工前

經生態專業人員標示，並於施工期間剷除。 

6. 排擋水工項之設置應使水流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如機具需過水，應設置涵管等

設施，避免機具入水。 

7. 0+000 處高壩基礎拋石補強，調整為部分斷面施作，部分保留原有落差與深潭。 

【增加調查與監測計畫】 

8.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辦法與經費，辦理濁度的自主監測。 

9.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施工前、施工中與完工後，建

立水質調查記錄，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10.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施工前紀錄溪床底質，以提

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11.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於施工前與完工後調查水域魚

類生態，以提供工程影響之記錄與評估。 

12. 於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中編列工作項目與經費，配合水域魚類生態調查，如調

查有保育物種或關注物種將協助移置。 

13. 增加編列採買植物、挖樹穴等相關工作項目與經費，與在地居民以及有意願合作

的民間團體協力，在 TIMOLAN 區域臨水的邊坡種植適生的原生植物。 

【施工管理】 

14. 不可於溪流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15.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16.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通知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

與評估。 

17. 當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時，立即通報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處理，並記錄於自主檢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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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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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1. 根據生態檢核機制執行自主檢查，執行頻度為每個月一次。 

2. 辦理水質濁度自主監測，辦理方法參考附件二，執行頻度為每周一次。 

3. 於施工前、中、後辦理水質調查，檢測包含以下項目：生化需氧量(BOD)、化學需

氧量(COD)、懸浮固體物(SS)、氨氮(NH4+)、總有機磷、除草劑、大腸桿菌(E.coli)、總

磷(TP)、pH、溶氧(DO)、濁度(NTU)、導電、水溫。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08/11/8 工作會議 討論鱉溪工作項目、設計方案。 

108/11/13 現勘 勘查工程預定治理範圍，紀錄現地生態環境與確認生

態課題。 

108/11/19 工作會議 討論鱉溪生態課題與友善措施。 

108/11/27 設計階段民眾參與 辦理設計階段民眾參與，說明工程方案與生態課題、

友善措施，收集民眾意見並參酌納入設計方案。 

108/12/4 署長有約視察 視察鱉溪公私協力與本案規劃。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解決對策係針對衝擊內容所擬定之對策，或為考量生態環境所擬定之增益措施。 

3.工程應包含計畫本身及施工便道等臨時性工程。 

 

填寫人員：  吳佩真        日期：   10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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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 

填表需知 

1. 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應

於設計階段將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表，並由施工廠商於施工期

間定期填寫，以利施工階段徹底執行生態保育措施。 

2. 本表於施工期間由施工廠商每一個月填寫一次，並於填寫完一週

內提送監造單位查驗。請依編號檢查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

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之資料或照片。 

3.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

，可清楚辨認。如發現損傷、斷裂、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第

一時間通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4. 任何時候發現保全目標有損傷、斷裂、搬動、移除、破壞、衰落或

死亡時，須第一時間通報以下單位處理 

(1)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 

(2) 工地負責人 
 

5. 若生態保育對策執行有困難，或工程設計及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

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保育措施，應由施工單位召集監造單

位及生態專業人員協商因應方式，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生

態保育措施及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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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直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 

於施工前與生態專業人員辦理標示，

一一列為檢查項目，原地保留，不可

破除或打除。 

    (請附照片) 

2 

施工便道旁鱉的棲地 

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定

範圍，避免機具與人員誤入。 

    (請附照片) 

3 

施工便道右側 1 棵雀榕大樹 

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

定保護範圍。保護範圍內禁止機具車

輛進入、避免堆置重物(大石、材料機

具堆置、廢棄物傾倒等)，不清除植

物，不額外覆土。 

    (請附照片) 

4 

左岸河畔林 

於施工前以警示帶或其他明顯標誌標

定為保全範圍，避免機具誤入。 

    (請附照片) 

5 

施工便道沿途 4 棵陰香及其他外來入

侵植物 

於施工前經生態專業人員標示，並於

施工期間剷除。 

    (請附照片) 

6 

排擋水工項 

應使水流不經過正在施工的區域；如

機具需過水，應設置涵管等設施，避

免機具入水。 

    (請附照片) 

7 不可於溪流中清洗剩餘的混凝土。 
     

8 
禁止混凝土、廢土、廢棄物、垃圾等

堆置於工區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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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9 

設計/施工方式變更通報 

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應於變更前

通知生態團隊，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

善建議與評估。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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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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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項目 溪床內直徑 3 公尺以上的大石 

拍攝日期與說明 河道中有多處 3 公尺以上之大石 (2019.11.13) 

照片 

 

 

項目 施工便道旁鱉的棲地 

拍攝日期與說明 施工便道旁鱉的棲地 (2019.11.13)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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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施工便道右側 1 棵雀榕大樹 

拍攝日期與說明 保全對象雀榕(108/11/13) 

照片 

 

 

項目 左岸河畔林 

拍攝日期與說明 工區下游段-左側河畔林 (2019.11.13) 

照片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段照片，

照片須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盡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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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態檢核團隊組織及人力配置 

1. 工作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富有生態調查及生態工程經驗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執行，本公司長期與生態學界與保育團體建立良好管道以及合作

關係，並且長期執行生態檢核相關業務及計畫，具有強而有力的學界

背景及扎實的作業執行水準。 

本計畫由協理兼生態工程部經理蘇維翎擔任計畫督導，生態工程

部研究員吳佩真擔任計畫主持人，生態工程部研究員楊子欣擔任協同

主持人，計畫經理由生態工程部研究員鄭暐擔任，負責計畫執行窗口

及各工作小組任務協調。本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具備6年的工程生態檢

核執行經驗，計畫督導與協同主持人皆有15年以上之專業資歷，團隊

成員亦符合生態檢核中生態專業人員資格要求，係以專業、認真、效

率的團隊組成完成本計畫之任務。 

本計畫人員組織架構在計畫經理下分成2個工作分組，即生態資

源盤點分析組、生態檢核操作評估組。本組織同時具有縱向指揮及橫

向協調之功能，各工作分組成員均將就其專業範圍共同參與本計畫之

相關工作，以專案管理的理念來執行本計畫(圖1-1)。 

 

圖 1-1 工作團隊與組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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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配置計畫 

本計畫遴選專業領域之優秀人員，相信必能提供最高品質及最高

效率之服務，有關本計畫之人力安排及工作執掌請詳表2-1。 

(1) 計畫督導：監督本計畫之工作流程，統籌協調各項任務之進行。 

(2) 計畫主持人：統籌本計畫之工作指揮與任務分配，並負責計畫進

度與工作品質之掌握，計畫主持人係代表本計畫對本局負責，並

為本計畫對本局之主要聯絡窗口。 

(3) 協同主持人：協助計畫主持人進行工作指導與任務分配，同時提

供保育治理、生態工程規劃設計有關之技術指導。 

(4) 計畫經理：實際掌控與安排各項工作之規劃、執行與管理，協助

各小組之溝通協調與人力。 

(5) 工作分組：依計畫特性與工作性質分設2個工作分組，各負責其

相關領域之工作執行，以解決技術疑難並確保工作水準，依約完

成各項任務及辦理成果。 

(a) 生態資源盤點分析組：針對本局計畫中治理河段及海岸進行

基礎環境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如：陸域與水域之動、植物

生態調查，蒐集環境基本資料，對溪流沿線進行棲地類型與

健康狀況描繪分析，並依調查結果分析該溪段之生態課題，

包含應保護的棲地類型與重要物種，提供區域內未來工程施

作或設計之參考依據。 

(b) 生態檢核操作評估組：在工程各階段，依不同的生態議題辦

理不同之檢核作業，並進行輔導協助。現地踏勘指定工程，

協助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協助監測保育措施執行情形，提供

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研擬衝擊最

小化方案。針對預定治理或規劃中之保育治理工程，進行生

態資料蒐集、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對生態影響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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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本計畫工作人力與任務分配表 

類

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計

畫

督

導 

蘇維翎 15 年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

究所碩士 

計畫品質監

督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生態工程

部經理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兼任講師 

經歷：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工程

師 

專長：環境工程規劃、生態工程評估、計畫管理 

計

畫

主

持

人 

吳佩真 6 年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生命科學

系生態演化組

碩士 

計畫執行及

掌控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

員 

專長：食物網研究、GIS 資料處理、生態工程評估、

計畫管理 

協

同

主

持

人 

楊子欣 16 年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管理

研究所碩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

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所野生動物研究

室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演化所空間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 

      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副主任工程師 

專長：地理資訊、資料庫規劃、生態保育、生態工

程評估、計畫管理 

計

畫

經

理 

鄭 暐 6 年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

士 

計畫執行及

任務協調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林業試驗所(保護組)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專案經理 

專長：植物生態學、植物分類學、植物形態學、環

境教育、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放資料、工程

環境友善生態評估 

生

態

資

源

盤

點

分

析

組 

組長 陳志豪 10 年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

士 

植物生態資

源的蒐集彙

整及盤點分

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植物部技術經理 

專長：植物生態、植物分類、植群分類與製圖 

組員 吳宓思 5 年 

私立東海大學

建築設計學碩

士 

空間資訊蒐

集與課題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建築設計概念發想與規劃、建築模型、簡報

設計、生態工程評估 

組員 鄭志晧 5 年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海

洋生物組）碩士  

水域生態資

源的蒐集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部研究員 

經歷：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保育志工 

      遠雄海洋公園實習 

      多樂潛水中心潛水長 

專長：魚類分類、水域生態調查、潛水調查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長 林佳宏 12 年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生命科學

系生態演化組

碩士 

生態課題彙

整與生態友

善對策研訂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動物部資深研究員 

經歷：臺灣師範大學通識課程(生態旅遊) 助理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鱗翅目調查與分析、工程生

態評估、計畫管理 

組員 陳嘉聰 2 年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

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生態檢核操

作執行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辨識、水質檢驗與分析、生

態工程評估 

組員 楊智超 2 年 

國立臺灣大學

漁業科學研究

所碩士 

生態檢核操

作評估資料

蒐集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部專員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韓玉山老師實

驗室計畫執行人員 

專長：鰻魚資源量調查與分析、水域生態調查、潛

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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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河溪治理工程水質透視度/濁度檢測方法 

近年協助河溪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與環境友善執行時，發現施工時常造成溪

水混濁，除造成溪流生態負面影響外，亦容易引起民眾與關心之環保團體關

注，因此工程中濁度之控制實刻不容緩。溪水濁度監測可協助施工與監造人員

了解現況，藉以檢討濁度成因來源，並採取後續管理與改善手段。為因應此一

需求，故列出既有之透視度/濁度檢測方法，與發展適用於工地之簡易快速之透

視度量測方法，提供治理工程應用。 

 

方法一 依環境保護署公告檢測方法量測 

一、「水之透視度檢測方法－透視度計法」(NIEA W221.50A) 

二、「水中濁度檢測方法－濁度計法」(NIEA W219.52C) 

 

方法二 簡易透視度量測方法 

一、 在河溪治理工程中，因人員、經費與設備限制，往往難以使用官方公告

之制式方法量測濁度。因此依照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水之透視度檢測方

法－透視度計法」(NIEA W221.50A)量測濁度之原理原則，利用施工現場

隨手可得之材料與資源，自製簡易透視度計，量化溪水濁度至足以判

讀、分析與比較程度，以及時提供工程自主濁度管理參考。 

 

二、 簡易透視度計製作 

1、 材料：雙線十字標誌板、透明礦泉水瓶或寶特瓶、30 cm 量尺 

2、 雙線十字標誌板規格：防水白色塑膠片上，印製直徑 3 cm 圓，圓中

印製黑色雙線十字，線寬 0.5 mm，雙線間距離 1 mm，如圖一所示。 

3、 簡易透視度計製作方式： 

(1)  裁開透明礦泉水瓶或寶特瓶成廣口瓶狀，直立高度盡可能超過 

30cm，如果不足 30 公分，可套黏另一保特瓶增加高度。 

(2)  將雙線十字標誌板貼於底部。 

(3)  於瓶底側面開一約 5mm 水樣流出孔。 

(4)  將 30 cm 量尺貼於瓶側面，0 公分刻度對齊雙線十字標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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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雙線十字標誌板規格 

 

  

圖二 簡易透視度計製作與成品 

 

三、 濁度測量方法 

1、 簡易透視度計應置於水平桌面或地面上，在光線充足下操作。 

2、 堵住水樣流出孔。 

3、 水樣充分振盪混合後，注滿透視度計。 

4、 從上端觀察底部之雙線十字標誌，同時打開下方水樣流出孔，使水樣

順暢流出，直到能清楚辨別標誌板上之十字為雙線為止，立即堵住水

樣流出孔，讀出水面之刻度。 

5、 重複 5 次，求水面刻度之平均值，以公分表示之，即為透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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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堵住水樣流出孔 2、水平放置、光線充足 3、水樣混合注滿透視度計 

   

4、混濁看不清雙十字線 5、從底部放流水樣 6、至清楚辨別雙線為止 

   

7、清潔水樣可辨別雙線 8、水位高度即為測值 9、清洗泥沙避免量測干擾 

 

四、 注意事項 

1、 本方法適用於測量河溪治理工程之透視度，偵測範圍為 0～30cm。因

透視度與濁度呈反比關係，故同時可呈現濁度狀況。 

2、 本方法之核心技術為雙線十字標誌板，其雙線十字線寬與線距務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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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圖一所示規格。 

3、 上述簡易透視度計為最簡單之形式，可於水樣流出口加裝導管與鐵夾

開關，或是以更合適之廣口瓶或量筒取代保特瓶等，增加量測方便

性。 

4、 水樣低於外界環境溫度時，透視度計外壁產生之霧層會造成偏差。 

5、 光源之強度、顏色均會影響測定值，故以白天（光）為宜，但避免日

光直射。 

6、 勿簡化成從上方直接加入水樣時同時觀察雙線十字，以避免水波紋與

氣泡干擾判讀。 

7、 參考放流水標準透視度上限為 15 cm，因此建議以 15 cm 作為警戒標

準，開始檢查造成濁度原因，透視度低於 5 cm 時，則應啟動相對應

控制措施。 

8、 測量後應清除洗淨瓶內沉積土砂，以避免影響下次測值。 

9、 水樣應取自工區下游樣點以如實反應工程影響，樣點位置應固定。如

果工程有競獎需求，建議依溪流與工程特性，於上下游多設置樣點，

或是在沉砂池或其它濁度控制設施上下游處監測，以比較突顯濁度控

制效益。 

10、 本方法所獲得之數據，非依法定標準方法與儀器產生，僅使用於工程

管理之參考，不可作為不同溪流或工程間比較，亦不可作為法律訴訟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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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設計說

明暨民眾參與工作坊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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