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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過港段整體環境改善工程 核定階段附表 P-01(2/2) 
 
附頁 
位置圖：請附五千分之一航照圖或正射影像圖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為底圖，以色筆加註工程位

置，並請繪製工程位置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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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預定位置環境照片： 

 

110/10/18 工程預定地 
 
關注物種與生態保育原則：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eBird、iNaturalist、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集水區友善環境資料庫等相關

網站紀錄到鳥類 91 種，包含二級保育類：鳳頭蒼鷹、松雀鷹、紅隼、黑鳶、東方蜂鷹、領角鴞、魚

鷹、大冠鷲、黑鸛、八哥，三級保育類：紅尾伯勞、鉛色水鶇、臺灣藍鵲；兩棲類紀錄到台灣特有

種褐樹蛙；蝶類 1 種；蛾類 5 種；蜻蛉類 6 種；被子植物 36 種。 
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查中的「水尾灣」樣站接位於工程範圍，紀錄到 23 種魚類，其中包含淡

水魚類紅皮書物種：圓吻鯝(國家易危，NVU)、短吻小鰾鮈(國家接近受脅，NNT)、鯰(國家接近受

脅，NNT)；另外也紀錄到降海洄游水域生物：花鰻鱺與日本絨螯蟹。爬蟲類共紀錄到 4 科 7 種，其

中包含台灣特有種：斯文豪氏攀蜥、臺灣滑蜥；兩棲類紀錄到 6 科 11 種，包含套有種盤古蟾蜍、褐

樹蛙、面天樹蛙；昆蟲類紀錄到 7 科 26 種，皆屬於普遍常見的物種。 
 

參考文獻：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 (https://www.tbn.org.tw/)、eBird 
(https://ebird.org/taiwan/home)、iNaturalist (https://www.inaturalist.org)、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集水區

友善環境資料庫、106 年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查成果總報告。 
 

1.「縮小」本工程主要範圍為堤內已開發場所，縮小工程擾動範圍與工程量體，盡可能保留工程預

定範圍內既有植栽。 
 
關注團體：水患治理監督聯盟、台灣河溪網、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新北市河川生態保育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臺灣環境資訊協會、汐止社區大學、基隆河

流域守護聯盟。 
 
 
民眾參與： 

民眾參與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於江北里活動中心辦理。在地居民認同與

支持改善工程執行，也期盼未來與高管處之步道/自行車道工程能完成銜接，但對於整體工程安全性

及工程設計方案仍有疑慮，請主辦機關於工程進入設計階段時再次召開說明會討論後續細節。 

https://www.tbn.org.tw/
https://ebird.org/taiwan/home
https://www.inatural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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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現況概述欄請就工地附近地形、土地利用、災情及以往處理情形簡單描述。 
3.擬辦工程內容欄未明列之工法，請在其他項內填工法、計價單位、數量等。 
4.相關圖片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加附頁。 

填寫人員： 王玠文/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日期：  11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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