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紀錄 

一、活動名稱：「109年第五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

務案」民眾參與活動 

二、活動時間：110年11月9日(星期二)下午13時30分 

三、活動地點：石牛溪善功、東明、新光北銘堤段防災減災工程(完

工)、石牛溪關注物種(諸羅樹蛙)棲地與石牛溪周邊

流域環境 

四、主持人：何昊哲助理教授                     紀錄：王羽萱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六、出席人員意見： 

(1) 前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林連山局長 

1. 凹岸沖刷能力較強導致此凹岸有些混凝土變形，若此凹岸

不來加強的話，幾場大雨後會容易有破口造成影響，要請五

河局關心一下。 

2. 可於結論裡建議在維護管理階段要如何去落實，在原來的

規劃設計、施工跟維護管理之間，現在生態變化的情況如何

以及族群數量的變化情形如何。 

3. 現場種植的新植栽沒有把下面固土的地方移除，至少種植

時底下包覆之網袋要割開，不然根系會被束縛住長勢會被

限制。 

(2) 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汪靜明理事長 



1. 10/6工程會的注意事項裡面有特別加強兩個地方，第一個

是施工前的生態保育措施監測，第二個是維護管理的生態

監測。所以在結案的時候，後續可提建議。 

2. 按照工程會維護管理階段生態監測計畫可納入編列預算，

用來做施工前後之生態調查費用。 

(3) 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湯曉虞副理事長 

1. 雖然此案完工了，但是生態檢核要看工程做完後半年、一年

之棲地有無恢復，需結案後再有一段時間來驗證整個工程

過程中做的生態檢核成效如何。 

(4)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林淑英總召集人 

1. 理論上來講完工後之維護管理階段應持續追蹤工程地生態

情況，可因現在有合約時效問題，所以生態檢核團隊一定要

針對工程地未來之生態做好具體建議及如何因應，需要讓

五河局知道。 

2. 工程地周遭自行生長出來的植物請勿拔除，如現場看到的

牛筋草與野莧。 

3. 在施工期間，應於大樹上掛牌子並註明清楚「要保留」，以

提醒施工單位勿砍伐需保留之樹木。 

(5) 荒野保護協會賴榮孝榮譽理事長 

1. 灑草籽可以加速草地長得比較快與茂密，但不需因要撒草

籽而把現已自行生長出來的植物除掉，兩者並不衝突。 

2. 比如說工程地步道旁的野莧長勢太好影響到行人是維護管

理階段要處理的，但不要清除整顆植物。 



(6) 荒野保護協會雲林分會古國順會長 

1. 現場種植的新植栽沒有把下面固土的地方移除，導致種植

的新植長勢不好，至少種植時底下包覆的網袋要割開。 



七、當日活動行程： 

(1) 石牛溪善功、東明、新光北銘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石牛溪

周邊區域(含未施工與施工中工程)生態檢核作業說明 

由計畫主持人何昊哲助理教授針對工程區生態檢核作業執

行內容進行說明，並與第五河川局與地方團體進行生態環

境議題探討與意見交流。 

 
與會成員合影 

  
生態檢核作業說明 生態檢核作業說明 



  
議題探討與意見交流 議題探討與意見交流 

 

 



「 109年第五河）Il局轄區生慮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JJU務
案」－民眾參與活動出席人員簽到表

開會時間：110年11月09日（星期二）下午1 時30分
活動地點：雲林縣斗南鎮

（石牛溪善功、束明、新光北銘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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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 

一、活動名稱：「110年北港溪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開

口合約)」民眾參與活動 

二、活動時間：110年11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三、活動地點：石牛溪上斗南善功東明堤段改善工程(未開工)、石

牛溪關注物種(諸羅樹蛙)棲地與石牛溪周邊流域環

境 

四、主持人：何昊哲助理教授、江銘祥副理         紀錄：王羽萱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六、出席人員意見： 

(1) 林連山委員 

1. 設計單位設計時是否有考慮到6~10月為諸羅樹蛙繁殖期，

這段時間要盡量避免施工，而施工單位要如何去配合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生態保育措施要落實到設計單位，設計單

位要再落實到施工單位。 

2. 施工便道的動線如會影響到諸羅樹蛙或生態的話，在設計

的預算書內要納入設計，並於相關規範裡說明如何處理，如

此廠商就需要按照規範內的路線及規劃的施工方法處理。 

3. 有些施工廠商尚未有生態概念，不知道諸羅樹蛙的重要性，

建議五河局要讓工程相關人員都具有生態之概念。 

(2) 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汪靜明理事長 



1. 應了解工程的保全對象與生態的保全對象並說明工程目標，

且工程設計配置圖與工程設計剖面圖應與生態保育措施做

疊圖搭配。 

2. 應於堤防設計時進行歷史洪峰流量調查，並於圖面標註歷

史洪峰線讓大家知道因曾經洪峰量達到多少，所以需要如

此的堤防設計。 

3. 建議設計單位採用時間與空間，按照月份預估植生覆蓋狀

態(搭配鳥類與其他動物)，並配合季節做成願景圖面。 

4. 植生需諮詢在地人並種植有雲林特色之樹木。 

5. 建議做有無生態檢核之對比分析，並說明有生態檢核之後

做了哪些改變與調整。 

6. 建議應加開一次會議，說明設計單位根據生態檢核團隊的

生態保育措施，實際設計狀況如何。 

7. 整個施工內容之施工動線應特別註明，包含機具與施工便

道之動線與路線。 

(3) 台灣生態檢核環境教育協會湯曉虞副理事長 

1. 關注物種應考量生物多樣性而非單一指標性生物，且應說

明工程地生態廊道之規劃，包含生態廊道數量、位置與目的。 

2. 生態廊道之施作要確定對生物有幫助，規劃時要確定是什

麼動物會通過該生態廊道、如何通過。 

(4)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林淑英總召集人 

1. 從規劃確定要保留大樹時，應於大樹上掛牌子並註明「要保

留」以提醒施工單位勿砍伐需保留之樹木。 



2. 未來植栽規劃建議考慮鄉土物種。 

(5) 荒野保護協會賴榮孝榮譽理事長 

1. 施作堤防的目的是為保護百姓，為必要進行之工程，但希望

工程能為生態保留空間以減少對生態之衝擊。 

2. 樹木應盡量保留，且生態廊道應配合動物使動物可真正使

用以減少路殺。 

3. 堤防兩岸皆應種植樹木，待樹木長大後會形成生態廊道提

供諸羅樹蛙移動通過。 

(6) 荒野保護協會雲林分會古國順會長 

1. 植被使用什麼樣的工法設計單位應明確說明，並建議設計

單位思考哪些草皮可適應雲林的天氣。 

2. 希望堤防能提供在地居民休閒散步之空間，且因堤防將近2

公里，是否有辦法可讓堤防兩岸的社區產生串連。 

3. 施工前應拉起警戒線警保護不在施工範圍內之竹林與大樹，

使施工單位不要因施工方便而直接穿越造成竹林樹木與諸

羅樹蛙棲地之破壞。 

(7) 雲林縣斗南鎮公所東仁里辦公處凃維志里長 

1. 希望堤防邊種植的樹木根部不要影響與破壞路面。 

  



七、當日活動行程： 

(1) 石牛溪上斗南善功東明堤段改善工程生態檢核作業說明 

由共同主持人江銘祥副理針對工程區生態檢核作業執行內

容進行說明，並與第五河川局與地方團體進行生態環境議

題探討與意見交流。 

 
與會成員合影 

  
生態檢核作業說明 生態檢核作業說明 



  
議題探討與意見交流 議題探討與意見交流 

 

  



(2) 斗南鎮石牛溪關注物種(諸羅樹蛙)棲地參訪 

由荒野保護協會雲林分會古國順會長帶領第五河川局、地

方團體與臺灣大學生態團隊人員前往斗南鎮石牛溪附近了

解諸羅樹蛙棲地與周邊環境的關係。 

  

介紹諸羅樹蛙棲地狀況 介紹諸羅樹蛙棲地狀況 

  

介紹諸羅樹蛙棲地狀況 諸羅樹蛙棲地 



  

介紹諸羅樹蛙棲地狀況 介紹諸羅樹蛙棲地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