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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秉持生態保育、公民

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並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理念，維護生態多樣

性資源與環境友善品質，將利用生態檢核表紀錄工程與環境資訊，使生

態衝擊與減輕策略可即時回饋工程各階段評估程序，成為工程與生態溝

通之平台。藉由生態檢核機制推動及適度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

使工程與生態得以取得標準化與制度化之平衡基礎，並能實際貫徹於工

程生命週期，讓治理目標與生態保護達成「永續發展」的長遠目標。 

本計畫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 110 年 10 月 6 日修正之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分為 5 個階段辦理，包含工程計畫核定、

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及維護管理等，針對本計畫工程現階段進行生態

檢核，由生態專業人員執行各項程序與生態分析評估，查核生態保育措

施落實情況，並於生態檢核程序中納入公開資訊及民眾參與，作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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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公民參與精神。 

一、生態檢核流程及說明 

生態檢核作業主要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並落

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理念，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環境友善品質。首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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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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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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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鄰近生態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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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應參考公共

工程委員會所公告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如圖 1 所示)。 

綜上，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將生態保育概念融入工程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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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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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並於工程施工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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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檢核作業應透過生態環境調查及資料蒐集，結合治理工程計

畫研擬該工程計畫之生態保育措施，並應考量個案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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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治理工程生態

保育對策及檢核原則如圖 2 所示，四項保育策略說明如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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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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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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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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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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圖 1 河川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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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彙整) 

圖 2 治理工程生態保育對策及檢核原則 

二、生態友善分級制度 

參考《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將工程所在之區位及

生態環境採分級方式辦理生態友善機制，以強化對治理工程的生態友

善相關工作整合，並促進工程辦理效率。依治理工程所在地之生態敏感

性，於後續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區分為第 1 類、第 2 類二

種層級施行生態友善機制；若屬於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非位於

第 1 類治理區之災後原地復建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則屬第 3 類生態

友善機制，施工期間免於執行生態友善機制，詳細說明如后。 

(一)第 1 級生態友善機制 

非緊急搶修工程且符合下列條件者應執行第 1 級生態友善機

制： 

1. 位於重要生態敏感區：包括法定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家

公園、國家自然公園)、一級海岸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重

要野鳥棲地(IBA)、國家重要濕地等。 

2. 預定治理區為良好自然棲地 

下列條件符合 1 項以上者，應執行第 1 類生態友善機制： 

(1) 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 

現場勘查

民眾參與

在地人文

資訊公開

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衝擊減輕策略

治理工程

生
態
檢
核

工程主辦單位辦理 生態專業人員參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擬定

1. 迴避：迴避生態敏感區及重要棲地

2. 縮小：縮小必要施作硬體設施其量體之規模與尺寸

3. 減輕：減輕工程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傷害

4. 補償：補償工程施作對棲地造成之重要損失

◼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然保留區

◼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護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

◼ 森林法：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 濕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

法定自然保護區

◼ 農委會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 文資法規定及學界認定之特稀有植物

◼ 當地臺灣特有物種、局部分布物種及指標
物種

◼ 依據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保護之老樹

◼ 與當地居民生活、信仰相關而需保護之民
俗動植物

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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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常流水之自然溪段，棲地條件適宜水域生物生存(治理溪

段或上下游魚蝦蟹類豐富，或溪流棲地符合底質以塊石、

礫石為主，瀨潭棲地交錯出現，兩岸濱溪植被帶完整等條

件)。 

(3) 為未設置工程之上游溪段的首件治理工程，亦即預定治理

溪段及其上游無既有工程。 

(4) 工程影響範圍≧70%的區域組成為原生植被(含自然草地

與灌叢/芒草地、自然林地、近自然森林等，原生種覆蓋度

≧70%)。 

3. 民眾、學術研究單位、生態保育團體關注：由蒐集歷史文獻、

套疊淺山保育圖資、民眾參與等方式確認為公民、學術研究

單位或生態保育團體關注之區域。 

4. 工程主辦機關評估特別需要者。 

(二)第 2 級生態友善機制 

非緊急搶修工程，不具第 1 級條件之工程，得執行第 2 類生態

友善機制，第 2 類生態友善機制較為精簡表單內容。 

(三)第 3 級生態友善機制 

歸屬第 3 類生態友善機制之工程，係指災後緊急處理、搶修、

搶險、非位於第 1 類治理區之災後原地復建，以及維護管理相關工

程。 

三、生態檢核作業 

為順利推動生態檢核計畫，本團隊針對第二河川局(後簡稱二河局)

轄區進行資料蒐集，搜尋及參考線上生態資料庫(如表 1)及相關生態文

獻，並依行政院農委會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分級(第一級(I)為瀕臨絕種

野生動物，第二等(II)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第三級(III)為其他應予保育

野生動物)，建立二河局轄區生態情報地圖-保育物種分布如圖 3 所示。

並依據全台法定自然保護區及關注物種分布圖資(如表 2)，套繪法定自

然保護區圖資，二河局轄區內共計 31 個生態敏感區，其詳細分布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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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稱、數量如圖 4 及表 2 所示。檢視二河局轄區內生態環境敏感區

眾多，且有一級保育類動物如石虎、飯島氏銀鮈等重要棲地分布，應於

相關生態保育措施擬定時納入參考。 

表 1 本團隊查詢之線上生態資料庫 

單位機關 資料庫名稱 

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 
(1)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2) 紅皮書名錄、(3) 生

物多樣性圖資專區、(4) 台灣野生植物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5) 台灣魚類資料庫、(6) 臺灣物種名錄、(7)臺灣貝

類資料庫、(8) TaiBIF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林務局 (9) 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林務局&中央研究院 (10) 臺灣生命大百科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11) 臺灣鳥類名錄 

美國加州科學院國家地理學會 (12) iNaturalist 生物資料庫網站 

經濟部水利署 (13) 水利署河川環境資訊平台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14) 線上網站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5) 臺灣大型甲殼類資料庫 

國立臺灣大學 (16) 臺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17) 水土保持工程生態檢核資訊專區 

(本團隊彙整) 

表 2 全台法定自然保護區及關注物種分布圖資 

項目 細項 來源單位 

動、植物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區、臺灣現

生天然植群圖、保安林 
行政院農委會 

重要野鳥棲地 國土測繪中心 

陸上昆蟲類調查資料、植物調查資料、魚類調查資

料、鳥類調查資料、爬蟲類調查資料、哺乳類調查

資料、兩棲類調查資料、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 

保育動、植物 保育類動物分布圖、珍貴稀有植物分布圖 林務局 

特有動、植物 
特有植物分布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特有生物分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沿海保護區 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森林遊樂區、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委會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水源特定區圖 經濟部水利署 

國土綠網關注區 林務局 

特定動物棲地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海洋保育署 

石虎重要棲地、石虎潛在棲地 林務局 

飯島氏銀鮈棲地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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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繪製) 

圖 3 二河局轄區生態情報地圖-保育類物種分布 

 
(本團隊繪製) 

圖 4 二河局轄區生態情報地圖-生態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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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二河局轄區生態敏感區 

 

(本團隊彙整) 

四、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RHEEP）係以簡單操作快速完成為原則，

針對人、水、土、林、動幾個方面的各個因數，進行評估河川棲地生態

系統狀況(如圖 5 所示)。實務操作運用上，主要反映出調查當時河川棲

地生態系統狀況，並可藉由對比河川水利工程中工程不同生命週期（計

畫核定、規劃設計、工程施工、維護管理等）中的評估結果，藉以判斷

整體河川棲地生態系統可能遭受的影響及其恢復情形。 

全台 二河局轄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38 2
客雅溪口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野生動物保護區 20 2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中華白海豚保護區

重要野鳥棲地 54 4

新竹市濱海地區重要野鳥棲地、苗栗後龍湖河濱自然公園重要野鳥

棲地、桃園大坪頂與許厝港重要野鳥棲地、雪霸國家公園重要野鳥

棲地

國家重要濕地 93 10

新豐濕地(國家級)、竹北蓮花寺濕地(地方級)、香山濕地(國家

級)、頭前溪生態公園(地方級)、竹南人工濕地(地方級)、西湖濕

地(國家級)、大湳湖濕地(地方級)、許厝港溼地(國家級)、桃園埤

圳濕地(國家級)、向天湖濕地(地方級)

國家公園 9 1 雪霸國家公園

國家自然公園 1 0

沿海保護區 21 1 淡水沿海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6 0

森林遊樂區 18 1 觀霧森林遊樂區

自然保留區 22 0

國家風景區 13 2 觀音山風景區、獅頭山國家風景區

重要水庫 22 0

石虎重要棲地 1 1 石虎重要棲地

石虎潛在棲地 1 1 石虎潛在棲地

飯島氏銀鮈棲地 1 1 飯島氏銀鮈棲地

國土生態綠網

關注區域
44 5 西北二、西北三、西北四、西北六、西一

合計 364 31

生態敏感區
數量

區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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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RHEEP 因數關聯概念圖 

本團隊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範，調查方法依經濟

部水利署「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執行，並採用「水利工程快速棲地

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進行調查紀錄及環境評估。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法分為三大類別：水的特性、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及生態特

性，共十項評估因子-水域型態多樣性、水域廊道連續性、水質、河岸

穩定度、水陸域過渡帶、溪濱護坡植被、溪濱廊道連續性、底質多樣性、

水生動物豐多度、水域生產者)(表 4)各評估因子依狀況由好到差皆有清

楚量化評分依據，調查者依據棲地現況自主評分，十項評估因子分數總

和則視為該段河段棲地生態系統的整體狀況評估分數，其滿分為 100

分。河段的整體評估總分也即反應其河川棲地生態狀況，依照分數高

低，分別代表棲地生態狀況良好；大致維持自然狀態；抑或遭受嚴重干

擾，而無法發揮正常棲地生態功能，詳細分類詳參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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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 

類別 評估因子 生態意義 

水的特性 

水域型態多樣性 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水域廊道連續性 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質 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河岸穩定度 河岸穩定度及受到沖刷干擾程度 

水陸域過渡帶

及底質特性 

水陸域過渡帶 
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

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溪濱護坡植被 河岸及溪濱臨岸區域植物覆蓋率與受人為影響 

溪濱廊道連續性 
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

行無阻 

底質多樣性 
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

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生態特性 

水生動物豐多度 

(原生 or 外來) 
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水域生產者 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等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表 5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之相對應棲地品質分類說明表 

總分 棲地品質 說明 

80-100 優 
河川棲地生態維持自然狀態，其環境架構及生態功能

皆保持完整。 

55-79 良 
河川棲地生態大致維持自然狀態，其環境架構及生態

功能僅有些許破壞。 

26-54 普通 
有部分遭受干擾，但河川棲地生態仍可維持基本架構

及功能。 

0-25 差 
河川棲地生態受到嚴重干擾或少部分架構功能，無法

維持基本架構功能。 

 

本案執行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維管階段生態檢核作

業，自評總表如表 6，完整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如附錄一、水利工

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如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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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

(一)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程期程 
民國 109 年 8 月 20 日至 110

年 8 月 30 日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施工單位 泰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造橋鄉  

TWD97 座標 X：237385  Y：
2726746 

工程預算  

(千元) 
28700 

工程區位 □一般區  ■環境敏感區  □水資源保護區  □災害潛勢區  □其他         

工程目的 

因為河道偏移，考量重現期之流量，工程為將河道拓寬、防洪牆、利用鼎塊

保護護岸基礎及利用興建箱型石籠護岸，以降低岸邊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危

害之風險。 

工程類型 □堤防工程 ■護岸工程 □護坡工程 □環境營造工程 □其他    

工程概要 
工區一：石籠護岸約 185 公尺、河道拓寬工程、防洪牆、護岸基礎利用鼎塊保

護。 

工區二：左岸施設 2 排 5 噸鼎塊，敲除廢棄橋墩。 

預期效益 

(保全對象) 

■民眾（■居民 □遊客 □其他：   ） 

■產業（■農業 □觀光遊憩 □工業 □畜牧業 □其他：   ） 

■設施（■道路 □房舍 ■工廠 □橋梁 □其他：   ） 

■水利設施（□水庫 □攔河堰 ■護岸 □堤防 □其他：   ） 

■生態系（■森林 □草地 ■溪濱/河岸 ■溪流/河川 □河口 □濕地  

          □海岸(含潮間帶) □海洋 □其他：   ） 

■關注或指標物種：石虎(I)、日本鰻鱺(極危 CR) 

□其他：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施
工
階
段
(C)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
團隊? 

■是 □否 
C-01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中生態監
測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C-02 

生態保育品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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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 

管理措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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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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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2.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C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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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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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計劃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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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7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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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01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1.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CN-02 

五、 
棲地評估 

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 

1.是否執行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是 □否 

 

生態團隊：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填寫人員：闕帝旺、賀菡芝、陳映雯(110/8/30)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M)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
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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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1 

二、 

資訊公開 
民眾參與及
資訊公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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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02 

三、 
棲地評估 

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 

1.是否執行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是 □否 
 

生態團隊：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填寫人員：闕帝旺、賀菡芝、陳映雯(110/9/30)、蕭

維廷(111/11/29) 

備註： 

生態團隊填寫。 

五、生態團隊學歷及專長 

本團隊來自臺灣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海洋大學、淡江

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包含森林、植物、動物、園藝、景觀、環境系統、

PDF專用帳號
矩形

PDF專用帳號
矩形

PDF專用帳號
矩形

PDF專用帳號
矩形

PDF專用帳號
矩形

PDF專用帳號
矩形

PDF專用帳號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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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各領域組成，本團隊成員具備熟稔生態檢核、農業工程、林業經

營等面向之豐富實績與人才，相關團隊名單如圖 6 所示。 

 

圖 6 生態團隊學經歷及專長分工圖 

  

         

   
國 臺灣 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國 臺灣 學農 工程學系  
國 臺灣 學園    學系  

 資 工程、   體 學、 
關生態學、 文學、  保 工
程

   國 臺灣   學森林 自然資 學系  森林  、 區 查與規 

   國 臺灣 學植物  與 生物學系  植物  、 生物

   國      學野生動物保育     
生態學、動物  學、野生動物
 查

   國 臺灣 學        查、  設 

   國    學生  學     
動植物分類學、 域生態學、 
 學、保育生態學、動物  學、
動物生 學

      學設 學 環境規    
 類 查、統 分 、    
  

   國 臺灣   學  工程學系    工程、 文學、生態工程

   國    學生  學     
植物生 、分 生物  、農 
    、生產  

      學  工程與資 保育學系  
  保 工程、地 資訊系統、
 地 文學、工程生態

   國 臺灣 學生態學與 化生物學     
野 動植物 查、  生態、動
植物  關 、    種  

PDF專用帳號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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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基本資料蒐集 

本工作項目為蒐集過去相關調查研究及其他研究單位相關觀測成果，

彙整鄰近流域之河川治理、環境營造、生態棲地、親水景觀、當地人文

背景及民眾期望等背景資料與分布特性，並檢視工區內法定自然保護區

及關注物種分布區域，將蒐集之生物資料與環境進行關聯，建立關注環

境課題，以作為研擬潛在生態課題探討、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

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以下茲就目前已蒐集本工程區域之相關基本資

料，說明如后。 

一、工程概述 

工程計畫範圍位處苗栗縣頭份市及造橋鄉交界南港溪高速公路橋

上游處，主要聯外道路為台 13 線，可接苗 5-2、苗 10，南港溪(又名造

橋溪)發源於八卦力山系北端獅潭鄉百壽村標高 762 公尺之神桌山西南

坡，向北流至三灣鄉大河底，轉向西南流至三灣鄉大河、南坪角、造橋

鄉中間、大坪沿造橋頭份鄉鎮界至南港，穿越鐵路山線南港橋，於公館

工業區匯入中港溪本流。本支流匯集苗栗縣西北隅，中港溪主流以南丘

陵地區之逕流成溪，是供應三灣、造橋、頭份三鄉沿流區農田聚落用水

之重要溪流。 

第二河川局辦理「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位於苗栗

縣頭份市及造橋鄉交界南港溪處，由於該處河段歷年遭受颱洪影響，致

使河岸長期有沖刷情形，且通洪斷面不足曾造成淹水災情，為確保臨河

岸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故需進行護岸拓寬改善。 

二、工程範圍及內容 

本項工程分為 2 個工區，分別為(1)石籠護岸及河道擴寬工程，(2)

左岸改善工程，工程項目內容如表 7。各工區範圍如圖 7，現況情形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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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工區工程項目及內容 

工區 工程項目 

工區一 

石籠護岸及河道拓寬工程 

1.石籠護岸約 185 公尺 

2.河道拓寬工程 

3.防洪牆 

4.護岸基礎利用鼎塊保護 

工區二 

左岸改善工程 

1.施設 2 排 5 噸鼎塊 

2.敲除廢棄橋墩 

 

 

圖 7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各工區位置圖 

  

工

程

範
圍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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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a)前期與本期工程護岸交界處(109/6/16) 
(b)前期護岸現況 

(109/6/16) 

施工中 

  

(c)箱籠護岸施作中 

(110/6/1) 

(d)工區護岸施作中 

(110/6/21) 

完工 

  

(e)箱籠護岸完工 

(110/9/30) 

(f)箱籠護岸末端緩坡 

(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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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一年 

  
(g)左岸覆土區 (h)工區河道景觀 

圖 8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施工過程照片 

三、自然環境與生態 

(一)一般氣象 

本流域位於北迴歸線以北，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鄰近最近

之中央氣象局氣象測站為計頭份氣象站；依據頭份氣象站歷年統平

均資料，詳表 8，全年平均溫度為 23.1℃，全年平均高低溫差約 17

℃；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1,572.8mm，大部份集中於 5~10 月，降雨

日數約佔全年 48.7%；年平均相對溼度為 74.3%。 

表 8 頭份(C0E730)氣象站氣候資料統計表 

項目 

月份 

降雨量 

(mm) 

降雨日數 

(天) 

氣溫 

(℃) 

最高氣溫 

(℃) 

最低氣溫 

(℃) 

相對溼度 

(%) 

1 月 79.9 7.8 15.8 25.6 7.2 76.1 

2 月 85.2 10.1 16.0 28.0 8.9 79.8 

3 月 138.0 11.5 18.1 29.7 10.0 77.0 

4 月 140.0 12.5 22.2 33.0 13.5 75.9 

5 月 230.9 11.9 25.8 34.9 17.3 75.8 

6 月 260.1 11.1 28.4 35.6 22.3 73.8 

7 月 129.7 7.7 29.7 36.6 18.6 69.9 

8 月 224.9 10.4 29.2 36.7 23.9 73.3 

9 月 122.2 6.8 27.9 35.8 21.5 72.1 

10 月 30.6 3.8 24.9 33.4 17.7 70.2 

11 月 72.9 5.8 21.7 31.0 13.6 74.6 

12 月 58.4 6.8 17.4 27.5 9.1 73.2 

合計/平均 1572.8 106.3 23.1 32.3 15.3 74.3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s://www.cwb.gov.tw/V8/C/ 

統計年限：2008~2019 

https://www.cwb.gov.tw/V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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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文概況 

計畫洪峰流量，中港溪保護標準採 10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

量，支流南庄溪保護標準採 5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各主要河

段洪峰流量詳如表 9 所示。 

表 9 中港溪各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控制點 
集水面積 A 

(平方公里) 

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2 年 5 年 10 年 20 年 50 年 100 年 

主流 

河口 445.58 1,740 2,580 3,190 3,810 4,680 5,380 

南港溪匯流前 327.80 1,280 1,920 2,380 2,840 3,510 4,480 

土牛溪匯流前 310.64 1,220 1,820 2,260 2,700 3,340 3,840 

支流 

峨眉溪匯流前 169.70 830 1,240 1,510 1,790 2,140 2,420 

東河溪與南庄

溪匯流口 
132.27 611 1,006 1,282 1,550 1,898 2,159 

南港溪與中港

溪匯流口 
69.50 280 430 540 650 810 900 

峨眉溪與中港

溪匯流口 
116.60 470 720 900 1,100 1,430 1,680 

資料來源：民國 104 年，經濟部水利署，中港溪水系主流(含南庄溪)治理計畫 

(三)地理環境 

1.地形 

中港溪流域之地形，大致可分為山谷地、丘陵地及平原，山

谷地位於大南埔、銅鑼圈及峨眉之東南方；丘陵地則位於大南埔、

銅鑼圈及峨眉之西北方中港溪之兩岸。 

中港溪主要支流包括上游之大南河、大東河、中游之峨眉溪

與下游之南港溪。流域集水區之地形單元，包含有新竹沖積平原、

竹南沖積平原、竹東丘陵、竹南丘陵及加裡山山脈。軟橋至下股

連線的東南側屬加裡山山脈一部分，流域東南緣以樂山山脈與頭

前溪流域為界，海拔最高 2,618 公尺，山地地勢由東南往西北漸

降。客雅溪溪口一帶沖積扇屬於新竹沖積平原的一部分，中港溪

溪口一帶沖積扇則屬於竹南沖積平原；中港溪主流北側丘陵地區

屬竹東丘陵，南側丘陵地區則屬竹南丘陵。地形圖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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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苗栗縣頭份市、造橋鄉地形圖 

2.地質 

中港溪地質主要為中新世至現代沉積岩。較老之地層由軟質

至硬質砂岩與頁岩所組成而構成東緣高地(500~1,500 公尺)，即大

約自獅頭山以北至分水嶺。自獅頭山經三灣往西至河口附近之地

質，是由上新世卓蘭層、錦水頁岩等所組成，此種地質大致為固

結度較低之岩石。沿中港溪及南港溪兩岸丘陵地帶分佈更新世之

階地堆積層，而現代沖積層則分佈於沖積平原及海岸砂丘地。 

其流域之地質構造在大埔水庫東南方有著名之竹東斷層，而

自獅頭山以上有一系列之縱向逆斷層，將東面高山麓地帶與西面

之低山麓地帶自然分開，並存在東北往西南之背斜與向斜軸。產

區內土壤分佈情形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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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苗栗縣頭份市、造橋鄉土壤分佈圖 

(四)棲地環境概述 

本工程於南港溪右岸進行約 185 公尺石籠護岸及河道拓寬施作。

其中，新建石籠護岸工程末端為保護水管線路覆土，故形成緩土坡，

此區有利石虎、山羌、食蟹獴等其他野生動物通行，後續建議應持續

維持緩土坡區域棲地完整度，避免人為擾動。另，完工後因自然營力

使河道底質與流況逐漸恢復穩定，但河道拓寬施作可能導致河道喪

失原有生態功能，如深潭、岸邊緩流等棲地因水位改變造成水域生物

多樣性急遽下降，故本案進行水域生物調查作業，並以紅外線自動相

機持續監測工區周邊覆土灘地，是否有野生動物通行或利用，以檢視

完工後其水、陸域棲地復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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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維管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內容 

一、生態資料蒐集 

(一)生態情報地圖繪製 

透過資料收集檢視中港溪流域內法定自然保護區、關注物種分

布區域與所蒐集之生物資料與環境進行關聯，以作為研擬潛在生態

課題探討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如圖 11、表 10 所

示。 

初步檢視第二河川局轄區水系生態環境敏感區有參山國家風景

區、保安林、重要野鳥棲地及香山國家濕地等法定自然保護區，以及

保育類動植、物類等關注物種分布，應於相關生態保育措施擬定時納

入參考。經圖 11 套疊成果顯示，本工程河道左岸位於石虎重要棲地

內，施工過程應注意石虎棲地維護。 

表 10 全台法定自然保護區及關注物種分布圖資 

項目 細項 來源單位 

動、植物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區、臺灣現生

天然植群圖、保安林 
行政院農委會 

重要野鳥棲地 國土測繪中心 

陸上昆蟲類調查資料、植物調查資料、魚類調查資

料、鳥類調查資料、爬蟲類調查資料、哺乳類調查資

料、兩棲類調查資料、蝦蟹貝類調查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 

保育動、植物 保育類動物分布圖、珍貴稀有植物分布圖 林務局 

特有動、植物 

特有植物分布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特有生物分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沿海保護區 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森林遊樂區、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委會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水源特定區圖 經濟部水利署 



 

22 

 

圖 11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位置與生態保護區分布圖 

(二)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因二河局轄區內保育類物種眾多，且近年生態保育觀念興起，為

避免核定規劃、階段、設計等階段報告繳交時間之時間差，漏失最新

之關注物種或生態調查案件成果資訊，本團隊於本階段依據最新生

態資料庫、相關文獻及生態會議平台取得之調查資料，協助重新盤點

生態情報，並檢核設計階段之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關注區域圖依據林務局 108 年 5 月修正之《國有林治理工

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敏感區劃設標準，以顏色區分水域/陸域及敏

感度分級，其判別標準與設計原則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生態關注區域圖顏色敏感度判別標準與設計原則 

等級 

顏色 

(陸域/水

域) 

判斷標準 地景生態類型 

高度敏

感 
紅/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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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自然森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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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度敏

感 
黃/淺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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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

自然森林、先驅林、裸露礫石河

床、草生地等，可逐漸演替成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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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顏色 

(陸域/水

域) 

判斷標準 地景生態類型 

佳的環境 

低度敏

感 
綠/- 人為干擾程度大的環境 大面積竹林、農墾地 

人為干

擾區域 
灰/淺灰 已受人為變更的地區 

如房屋、道路、已有壩體的河段、

護岸等人為設施。 

資料來源：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 

 

圖 12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關注區域圖 

二、維管階段生態調查及評析工作 

依據本計畫規劃調查工作，其調查至少完成一年度完整 2 次調查

報告(至少含生物名錄、圖片、現場環境描述)，本工區全區幾乎涵蓋於

石虎重要棲地內，加上河道已進行大面積擾動，故本案監測對象主要以

石虎與其他中小型哺乳動物，以及水域動物(包括魚類、蝦蟹螺貝類及

水生昆蟲)為主，其他周邊生物資源如鳥類、兩棲爬蟲類、昆蟲類，以及

維管束植物則為次要調查對象，以了解工區棲地現況，並確保棲地調查

之完整度。 

在調查頻度上已盡量避免以相鄰月份當作兩季的資料，水域生物調

查應避免於降雨洪流後實施，陸域生物調查應避免於降雨時或氣候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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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實施。監測內容及項目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實施，

其中包含監測物種類別、時間、頻度等，監測內容詳見表 12。一般生態

現地調查由各類群專家進行穿越線相關調查，植物、動物、昆蟲則至少

一名專責調查人員，並由另一名專責攝影與記錄，現場進行各物種標示

紀錄調查範疇如下。 

表 12 生態監測內容彙整表 

監測對象 監測方法 監測頻度 

主 要 監

測對象 

哺乳類(石虎) 相機陷阱調查法 
連續資料蒐集

至計畫結束 

魚類 

水下攝影調查法、陷阱捕捉法、

網捕法 

豐枯水期各進

行 1 次監測，

共 2 次。 

蝦蟹螺貝類、水棲昆

蟲 

水生昆蟲(蜻蛉類、螢

科) 

次 要 監

測對象 

鳥類 
相機陷阱調查法、目視遇測法、

鳴叫計數法 

兩棲與爬蟲類 
沿線調查法、鳴叫計數法、網捕

法、陷阱捕捉法 

陸域昆蟲類 沿線調查法、網捕法 

維管束植物 沿線調查法 

1.陸域動物 

(1) 哺乳類 

主要以石虎與其他中小型哺乳動物為調查對象，

選擇工區受人為干擾低、自然度較高之密林帶，以紅

外線自動照相機佈設於工區範圍內之稜線、鞍部、緩

坡、獸徑交會處等野生動物可能活動之區域，於調查

樣點設置 2 至 3 台相機，以盡可能地拍攝到目標物種。

自動相機主要架設於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度，並設定

以瞬時記錄方式，意即當目標物出現於有效拍照範圍

內，即觸發相機攝錄。自動相機將進行長時間資料蒐

集，並定期約每 1.5 月至樣點回收記憶卡及電池更換，

並視情況整理周圍拍攝環境。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架設

情形及位置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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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測位置 

(2) 鳥類 

鳥類調查以目視遇測法為主，利用 8-10 倍的雙筒

望遠鏡觀察沿路鳥類，調查方式採用穿越線法加圓圈

法，於兩條計畫樣線各 200 公尺內所目擊或聽到的鳥

˙音及種類。一年 2 次之監測頻率，將盡量選擇於多

數鳥類繁殖季(3-8 月)及渡冬期間(11 月-翌年 2 月)進

行調查，調查時間分別會於日出後 3 小時、日落前 3

小時以及入夜後 3 小時進行，以兩人為一組進行沿線

調查。為避免個體重複計數，在計算上須注意鳥類的

活動位置及飛行方向，此外為了避免天候不佳影響觀

測與鳥類活動，應盡量選擇能見度較佳、較晴朗之天

氣進行觀測。 

(3) 兩棲類 

兩棲類通常於雨天出現活動較頻繁，因此除非是

惡劣天氣，否則兩棲類監測皆照常進行。監測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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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視預測法為主，除目視個體外，樣線內路殺個體亦

納入紀錄。此外，將針對較有可能出現兩棲類之微棲

地進行定點調查，並輔以徒手或棍棒攪動。鳴叫計數

法常被用來作為蛙類監測的方法，尤其以繁殖期之雄

蛙鳴叫聲更為顯著，本團隊生態人員於沿線夜間調查

中，若聽聞蛙鳴亦將其記錄。若種類無法辨識則視情

況許可得進行捕捉，鑑定種類後立即釋放。 

另，考量有些蛙類習性較隱蔽，以及各種蛙類繁

殖時間仍有差異。故除進行成蛙調查，亦將以幼體取

樣法（Sampling of larvae）進行蝌蚪調查。選擇岸邊緩

流、積水處、人造蓄水桶等蛙類偏好繁殖之靜水域記

屬蝌蚪族群密度及數量，並盡可能地辨認蝌蚪種類。 

(4) 爬蟲類 

爬蟲類於日間主要調查蜥蜴類和龜鱉類動物；夜

間則針對守宮科及蛇類進行調查。調查方式同樣以目

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survey）沿線進行，並輔以

徒手或棍棒攪動。主要以沿線之樹林底層、草叢、水

田、埤塘、溝渠、溪澗和溪流等微棲地環境進行定點

調查。若種類無法辨識則視情況許可得進行捕捉，鑑

定種類後立即釋放。 

(5) 昆蟲類 

主要以蝶類及蜻蛉類為調查對象。利用捕蟲網採

鳥類穿越線捕捉調查，並配合圖鑑進行鑑定，調查時

間同鳥類調查方式，主要以目視遇測法及 8-10 倍雙筒

望遠鏡進行觀察，於樣線兩側延伸範圍 5 公尺內出現

之種類及數量，蝶類調查通常會選擇積水與蜜源植物

豐富等蝶類較易聚集的微棲地進行定點調查；蜻蛉類

調查則大多會選擇埤塘、草澤、溪流河溝渠等等蜻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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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較易聚集的微棲地進行定點調查。若種類無法辨識

則視情況許可以昆蟲網進行捕捉，鑑定種類後立即釋

放。 

2.水域動物 

(1) 魚類 

魚類採集方式主要以網捕法及陷阱調查為主，其

中網捕法是以網具捕捉水中生物，不僅限於魚類，亦

可捕獲蝦蟹螺貝及陸域昆蟲類。水生物種主要以手拋

網及手抄網為主。手拋網乃是一種以繩索牽引，底部

有鉛錘以增加沉力，在水邊將網袋拋出，以期獲取較

大規模之水中生物。此方法實施技巧性較高，須經由

練習後才能有效執行，並受到水域環境影響大，較適

合於緩流區域進行。調查避免使用大型網目之網具，

以避免發生魚類採集受傷或死亡情形。故手投網尺寸

及網目宜選擇 12 尺 3 分網，並於每個調查點下 2 至 3

網。而手抄網則是以一長桿延伸，通常是以圓形鐵圈

加上網袋，以手持長桿的方式，進行網捕，除了直接

網捕水中魚類外，也能沿著水濱植群進行擾動後網捕

螺貝類。手抄網操作方式容易，但直接網捕魚類的機

率較低，且限於靠近岸邊之區域進行。陸域昆蟲係以

捕蟲網捕捉在陸地上飛行或爬行的昆蟲，捕蟲網多數

由網柄、網框和網袋等三部份組成，網柄多由木頭以

及絲條製成。 

誘捕法是以塑膠、竹木材或網具製成採集器具，

內置誘餌，引誘水中生物進入，藉由網具設計使其進

入後，無法逃脫之採集方法。常見使用籠具包含蝦籠

及沉水式小魚籠，放置誘餌在內層後，以繩子牽引放

置於水中，通常需要放置一段時間再進行取樣，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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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急水區及靜水區皆能使用。本計畫將於每一次調

查，針對魚類使用一組陷阱調查，為避免陷阱內之生

物遭其他生物取食，籠具於每日回收查看，捕獲之動

物經鑑定後將會原地釋放。 

(2) 蝦蟹螺貝類及水生昆蟲 

蝦蟹螺貝類以網捕法進行捕捉調查，並使用一組

陷阱調查，分別放置 5 具蝦籠，並以手抄網輔助採集

完善物種名錄，捕獲之動物經鑑定後將會原地釋放。 

水生昆蟲主要以蜻蛉類幼蟲為調查對象，以網捕

法進行捕捉調查，蜻蛉類幼蟲大多偏好攀附於水流速

較大之石壁，使用蘇柏式網為主，手抄網為輔進行定

量採集，捕獲之動物經鑑定後將會原地釋放。 

3.植物類 

植物調查項目包含植物種類、稀特有種、植被類型及分布等。

以穿越線調查為主，記錄樣線周圍 100 公尺範圍內進行全區之植

種調查，植種鑑定方式依據收集調查區域近年來之相關文獻如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與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再配合現場採集工作，進行全區之植種調查，包含原生、歸化及

栽植之種類。調查時沿可行之路線進行採集及記錄工作，並參照

圖鑑及標本館資料，逐一鑑定核對，以確定種類無誤。確定稀、

特有種之狀況及歸納稀有等級，並進一步調查族群大小、分布狀

況、生存壓力及復育可行性。 

三、生態保育對策擬定 

團隊依據環境敏感區套疊、現勘或物種補充調查之成果，進行生態

評析考量，依據定案之生態保育措施，針對工程範圍內涉及保育類生物、

敏感程度較高棲地環境、濱溪帶或人工復舊單元等提出監測項目，以作

為工程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監測作業之依據，內容包含：(1)確認生態保

育措施落實情形。(2)抽查生態友善措施執行情況。(3)工區生態環境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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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狀況處理。(4)評估是否需要物種補充調查。(5)監測保育措施執行成

效等。本工程於施工、維護管理階段辦理情形詳圖 14 所示。 

  

(a)生態檢核及現地環境-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施工前) 

  
(b)生態檢核及現地環境-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施工中) 

  
(c)生態檢核及現地環境-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完工後) 

  
(d)生態檢核及現地環境-竣工 1 年(111.09/29) 

圖 14 生態專業人員生態檢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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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維管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情形 

一、維管階段物種生態監測結果 

(一)水陸域植物 

1. 植物種類及統計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調查範圍共紀錄雙子葉植

物 13 科 27 種、單子葉植物 3 科 9 種，總共 16 科 36 種；其中喬

木類植物共有 9 種(佔 25.00%)、灌木類植物共有 5 種(13.89%)、

草本植物共有 18 種(佔 50.00%)、藤本類植物共有 4 種(11.11%)

在屬性方面，原生種共有 20 種(佔 55.56%)、外來種共有 11 種(佔

30.56%)、入侵種共有 5 種(佔 13.89%)。植物名錄見附錄三，植

物歸隸特性統計詳見表 13，調查照片如圖 15。 

  
臭獨行菜 小飛蓬 

  
青苧麻 蓖麻種子 

  
  臭獨行菜 大黍 

圖 15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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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特性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百分比 

類 別 
科數 13 3 16 - 

種數 27 9 36 - 

生長習性 

喬木 9 0 9 25.00% 

灌木 5 0 5 13.89% 

草本 9 9 18 50.00% 

藤本 4 0 4 11.11% 

屬 性 

原生 15 5 20 55.56% 

特有 0 0 0 0.00% 

外來 8 3 11 30.56% 

栽培 0 0 0 0.00% 

入侵 4 1 5 13.89% 

(二).陸域動物 

本計畫陸域調查共記錄鳥類 8 目 16 科 22 種，昆蟲類 2 目 6 科

13 種，兩棲爬蟲類 2 目 4 科 4 種。調查結果說明如后。 

1.鳥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鳥類 8 目 16 科 22 種 143 隻次(表

14、圖 16)，其中特有(亞)種包括樹鵲、南亞夜鶯、紅嘴黑鵯等 8

種，已及包括一種入侵種白尾八哥。鳥類歧異度指數為 1.07，優

勢度指數為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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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鳥類名錄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

種 

保育

等級 

111 年 

11月 

雀形目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simplex  
   23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特有(亞) 種   3 

雀形目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特有(亞)種   4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namiyei  
   15 

雀形目 鴉科 喜鵲  Pica serica    4 

雀形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特有(亞) 種   7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特有(亞) 種   12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入侵種   8 

雀形目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特有(亞) 種   3 

雀形目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7 

雀形目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18 

雞形目 雉科 臺灣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特有(亞) 種   2 

雁形目 鴨科 花嘴鴨 Anas zonorhyncha    16 

佛法僧

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1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特有(亞)種   2 

夜鷹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特有(亞)種   1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3 

鵜形目 鷺科 中白鷺 Ardea intermedia    1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3 

鵜形目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3 

鵜形目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4 

鴴形目 鷸鴴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2 

8 目 16 科 22 種 

特有(亞)種 8

種，入侵種

1 種 

 142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2.70 

Simpson 優勢度指數(λ)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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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II」屬於珍貴稀有之二級保育類動物。 

  

大卷尾 樹鵲 

  
紅嘴黑鵯 白頭翁 

  
褐頭鷦鶯 五色鳥 

圖 16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調查鳥類照片(111/09/29) 

2.兩棲爬蟲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兩棲爬蟲類 4 科 4 種 12 隻次(表

15、圖 17)，分別為屬特有種的黑眶蟾蜍、周氏樹蛙、斯文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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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蜥，以及澤蛙等共 4 種。物種歧異度指數為 0.99，優勢度指數

為 0.34。 

表 15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 兩棲爬蟲類名錄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入侵種 

保育等

級 

111 年 

11月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特有(亞)

種 
 2 

無尾目 叉蛇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3 

無尾目 樹蛙科 周氏樹蛙 Buergeria choui 
特有(亞)

種 
 6 

有鱗目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Gunther 
特有(亞)

種 
 1 

2 目 4科 4種 3 種 0 種 12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99 

Simpson 優勢度指數(λ) 0.34 

 

  
黑眶蟾蜍 周氏樹蛙 

圖 17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調查兩棲爬蟲類照片

(111/09/29) 

3.昆蟲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昆蟲類 2 目 6 科 13 種 49 隻次(表

16、圖 18)，其中主要以蝶類紀錄較多，達 11 種；蜻蛉類則記有

侏儒蜻蜓與薄翅蜻蜓 2 種。優勢歧異度指數為 2.42，優勢度指數

為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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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昆蟲類名錄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入侵種 

保育等

級 

111 年 

11月 

鱗翅目 灰蝶科 藍灰蝶 Zizeeria maha subsp. maha     6 

鱗翅目 灰蝶科 豆波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3 

鱗翅目 粉蝶科 台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11 

鱗翅目 蛺蝶科 黃鈎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4 

鱗翅目 蛺蝶科 波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1 

鱗翅目 蛺蝶科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subsp. hobsoni      1 

鱗翅目 粉蝶科 遷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pomona     3 

鱗翅目 鳳蝶科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subsp. protenor     1 

鱗翅目 鳳蝶科 大白紋鳳蝶 Papilio nephelus     3 

鱗翅目 鳳蝶科 翠鳳蝶 Papilio bianor     1 

鱗翅目 弄蝶科 禾弄蝶 Borbo cinnara     1 

蜻蛉目 蜻蜓科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9 

蜻蛉目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5 

2 目 6 科 13 種  0 種 49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2.42 

Simpson 優勢度指數(λ) 0.17 

 

  

薄翅蜻蜓 圓翅紫斑蝶 

圖 18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調查昆蟲類照片(111/09/29) 

(三)水域生物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魚類 5 科 11 種，蝦蟹類

2 科 2 種，以及螺貝類 4 目 4 科 4 種。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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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魚類 

本次生態調查魚類共記錄 3 科 9 種 105 隻次(表 17、圖 19)，

其中發現包括特有(亞)種如明潭吻蝦虎、短吻小鰾鮈、石賓及台

灣石鮒共 4 種，亦有許多入侵種尼羅口孵非鯽、平頜鱲、何氏棘

魞等 3 種魚群。魚類歧異度指數為 1.88，優勢度指數為 0.19。 

表 17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工程魚類名錄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入侵種 

保育

等級 

111 年 

11月 

鱸形目 麗魚科 尼羅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 入侵種   21 

鱸形目 湯鯉科 大口湯鯉 Kuhlia rupestris    1 

鱸形目 鰕虎科 正叉舌鰕虎 Glossogobius giuris    1 

鱸形目 鰕虎科 明潭吻蝦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特有(亞)種   1 

鯉形目 鯉科 台灣石鮒 Paracheilognathus himategus 特有(亞)種   19 

鯉形目 鯉科 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特有(亞)種   6 

鯉形目 鯉科 平頜鱲 Zacco platypus  入侵種   19 

鯉形目 鯉科 何氏棘魞 Spinibarbus hollandi  入侵種   2 

鯉形目 鯉科 短吻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特有(亞)種 
近危

(NT) 
9 

鯉形目 鯉科 唇䱻 Hemibarbus labeo    2 

鯔形目 鯔科  鯔(烏魚) Mugil cephalus    2 

3 目 5科 11 種 
入侵種 3種 

特有(亞)種 4種 
1 種 83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1.88 

Simpson 優勢度指數(λ) 0.19 

 

  

鯔(烏魚) 何氏棘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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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叉舌鰕虎 台灣石鮒 

圖 19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調查魚類照片(111/09/29) 

2.蝦蟹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蝦蟹類 2 科 2 種 5 隻次(表 18、圖

20)，分別為台灣沼蝦及日本絨螯蟹 2 種。歧異度指數為 0.50，優

勢度指數為 0.68。 

表 18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蝦蟹類名錄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入侵種 

保育

等級 

111 年 

11月 

十足目 長臂蝦科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4 

十足目  弓蟹科 日本絨螯蟹 Eriocheir japonica      1 

1 目 2科 2種 0 種 0 種 5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50 

Simpson 優勢度指數(λ) 0.68 

 

  
台灣沼蝦 日本絨螯蟹 

圖 20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調查蝦蟹類照片(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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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螺貝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螺貝類 2 科 2 種 5 隻次(表 18、圖

20)，分別為石田螺、臺灣蜆、河蚌，以及入侵種福壽螺。歧異度

指數為 0.73，優勢度指數為 0.64。 

表 19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螺貝類名錄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

侵種 

保育

等級 

111 年 

11月 

主扭舌目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quadrata     1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入侵種   1 

簾蛤目  花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formosa     15 

蚌目 蚌科 河蚌 Unionidae     2 

4目 4科 4種 入侵種 1 種 0 種 19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73 

Simpson 優勢度指數(λ) 0.64 

 

  
石田螺 臺灣蜆 

圖 21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生態調查螺貝類照片

(111/09/29) 

(四)生態議題評析及保育對策 

本案於 111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2 日執行生態監測。本工區水

流流速慢，水質稍微混濁，有輕度優養化情形，水色偏土黃綠色，稍

有異味但不重，覆土區及石籠上方已有植被生長，覆土區多為象草、

大花咸豐草及蒺藜，石籠上方則有小花蔓澤蘭、銀合歡及野牽牛等，

陸域植被覆蓋率約 70%，但多數外來種植物，另，部分陸域疑似被民

眾佔用種植香蕉樹。物種方面，初步整理調查結果如下：鳥類包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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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棲地依賴度較高之翠鳥及小雨燕等共 22 種 142 隻次；台灣石鮒及

正叉舌蝦虎等 11 種魚類共 83 隻次；粗糙沼蝦及日本絨螯蟹共 2 種

蝦蟹類共 5 隻次；薄翅蜻蜓、圓翅紫斑蝶等昆蟲 13 種 49 隻次；澤

蛙、黑眶蟾蜍等兩棲類 4 種 12 隻次。 

本工區覆土為砂質土，孔隙大結構鬆散，若經歷幾次大水過後可

能有被淘刷之風險，建議持續進行監測並追蹤，另建議設立告示牌禁

止民眾進入堤前。水域棲地部分，本河段水域流速慢，且組成單調(多

為深槽及深潭)，導致生物多樣性不高，且含氧量低(蝦蟹類調查數量

偏少之主因之一)，後續若有相關計畫或類似工區環境，建議應再營

造淺瀨、湍瀨、岸邊緩流等流況，以支持水域生物全生命週期棲地。

此外，本工區左岸為石虎重要棲地，採納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陳美汀理

事長之意見，於工程末端保持土坡，維持生物橫向通道，本次監測中

並未發現陸域野生動物足跡及排遺等，建議後續應持續監測。 

二、棲地環境品質評估 

本案工程已於工程核定階段、施工階段及維護管理階段(竣工 30

日)，皆進行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量化記錄工區棲地環境特性，快

速棲地評估表分數詳表 20 所示。本工程完工後於 110 年 9 月 30 日

及 111 年 9 月 21 日執行維護管理階段調查，棲地評估分數分別為 45

分及 47 分。工區左岸覆土裸露地及箱籠護岸基腳處雖有植被生長，

但多仍以外來種為主，且座岸灘地有民眾占用種植香蕉處之情形。到

浮萍大量生長情形已改善，水域生物有部分魚類為外來種，灘地有明

顯水禽蹤跡，且本段因河道拓寬，水質較為透明清澈，故整體分數皆

有上升。另，本團隊於 111 年 8 月 17 日進行維管階段空拍調查作業，

詳如圖 3 所示。本工區因左岸灘地植被尚未復原，且有遭民眾占用之

情形，河道流況差，缺乏多樣化之水域型態。建議持續評估完工後棲

地變化，並視需要提供工區棲地復育相關生態保護措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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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各階段快速棲地評估表分數 

執行階段 檢核日期 綜合評分 棲地品質結果 

核定階段 108/11/13 41 普通 

規劃及設計 109/6/16 56 良 

施工中 110/6/1 29 普通 

施工中 110/6/21 32 普通 

施工中 110/8/4 41 普通 

維護管理階段 
110/9/30 45 普通 

111/9/29 47 普通 

 

 
(A) 施工中空拍影像(109/12/10) 

 
(B) 竣工後一年空拍影像(111/10/14) 

圖 22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施工中及施工後空拍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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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保育對策擬定 

依上述監測結果擬定本案維管階段保育對策，經生態檢核作業

成果顯示，本案維管階段有 2 項生態議題，包括(1)箱籠工程末端因

覆土保護關係，有形成緩土坡並已有植被生長，遭民眾占用種植香蕉

樹，導致自然度較低，建議應進行勸說輔導逐步移除灘地作物，以維

護安全並維持自然原貌。(2)營造河道多樣化水域型態(如營造跌水形

成瀨區、岸邊緩流等)，以提高水域生態多樣性。詳細生態議題及生

態保育對策措施如表 21。 

表 21 生態議題及生態保育對策措施 

階
段 

項
次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1 生物橫向移動 

覆土灘地提供野生動物

良好廊道，但因遭民眾占

用種植香蕉樹，導致植被

不易自然復原。 

「減輕」：建議應進行勸

說輔導逐步移除灘地作

物，以維護安全並維持自

然原貌。 

2 水域型態單一 

竣工後浮萍大量生長情

況有改善，但因工區河斷

流速低且河床型態單一

化，以致外來物種比例較

高。 

「補償」：建議營造河道

多樣化水域型態(如營造

跌水形成瀨區、案鱉緩流

等)，以提高水域生態多

樣性。 

 

四、資訊公開 

本工程核定、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已於水利署生態檢

核專屬網頁進行資訊公開，網站節錄畫面詳圖 16 所示。本報告待核

定後，維管階段(竣工一年)生態檢核報告亦將放置水利署生態檢核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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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pp.wra.gov.tw/News_Content.aspx?n=26591&s=85068 

圖 23 資訊公開-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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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次「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之維管 1 年生態檢核工

作，由多位不同領域含生態、水土保持、水利工程等專家共組工作團隊

執行。本工程完工後浮萍大量生長情況雖有改善，但因工區河段流速低

且河床型態單一化，以致外來物種比例較高。左岸覆土灘地提供野生動

物良好廊道，但因遭民眾占用種植香蕉樹，導致灘地植被不易復原。建

議應河道增加水、瀨區等多種水域型態，並提高周圍灘地植被覆蓋度，

以利棲地恢復。 

二、建議 

目前工程以降低南港溪之災害為主並結合環境改善，部分工程之

施工將影響到環境生態，因此建議施工後著重於棲地復育及監測之工

作，以利生態永續發展。 

1. 「補償」：建議應進行勸說輔導逐步移除灘地作物，以維護安全並維

持自然原貌。 

2. 「補償」：建議營造河道多樣化水域型態(如營造跌水形成瀨區、岸

邊緩流等)，以提高水域生態多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