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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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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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項 來源單位 

飯島氏銀鮈棲地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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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執行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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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程期程 110/4/29-1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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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元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苗栗縣大湖鄉  

TWD97 座標 X： 238327  Y：
2704442 

工程預算 

(千元) 
2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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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範汶水溪流心偏移直沖堤防及沖刷兩岸堤防基礎，造成破堤之危險，故本次辦

理汶水溪河道整理，預計開挖主深槽為控制流心，並加強下游堤防薄弱面，增加三

座丁壩，以策堤防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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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興護岸 15T 混凝土鼎塊丁壩工三座、河道整理長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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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島氏銀鮈(I) 

□其他：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核
定
階
段
(A) 

一、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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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虎(I)、飯島氏銀鮈(I)    

□否 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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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與依賴之生態系? 
■是                 
□否 

地理位置 

1.區位：□法定保護區 ■公告保護區 □一般區 
(法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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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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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二、 

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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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會，蒐集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AN-01 

三、 

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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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02 

四、 

初步研擬

保育措施 

生態專業討論 
1.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相關意見討論紀錄? 

■是 □否 
A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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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填寫人員：闕帝旺(109/6/20)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規
劃
階
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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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領域工作
團隊? 

■是 □否 

D-02  
D-03 
D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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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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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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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說明會，
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DN-01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

公開  

1.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DN-02 

設
計
階
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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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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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1  
D-04  
D-05  

PDF專用帳號
矩形



 

13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

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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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02  

生態團隊：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填寫人員：闕帝旺(10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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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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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填寫人員：賀菡芝、記祥鈺、闕帝旺(1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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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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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填寫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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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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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專用帳號
矩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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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施工範圍位處苗栗縣大湖鄉，大湖鄉位於苗栗縣南方，交通

型態較為依賴陸路運輸，鄉內經過的主要道路為台三線貫穿南北，聯接

獅潭鄉及卓蘭鎮、豐原，並由苗栗 61、62 號道聯結泰安鄉及苗 130 號

道聯結三義鄉往海線各鄉鎮。工區位於汶水溪，接近汶水溪與後龍溪匯

流口處，汶水溪是中央管河川後龍溪主流上游，發源泰安鄉的鹿場西南

山谷，先向西南西流，匯集支流東洗水溪後轉向西，於八卦口地區轉向

西南，以開口朝北的半圓弧形流經清安、砲石，於汶水與來自南方的大

湖溪匯合後，改稱後龍溪。 

汶水溪流域經由各單位歷年治理情形下，針對河川水道暢通洪流、

水道沖淤變化、泥砂處理、市鎮聚落及生態等議題治理，成效良好且具

有豐富生態環境，惟防範汶水溪中心主流線偏移，對堤防基腳造成直接

衝擊及沖刷兩岸堤防基礎，恐有破堤之危險，故辦理本次汶水溪河道整

理，預計開挖主深槽控制中心主流線，並加強下游堤防薄弱面，且隨著

大眾對於河川水域環境品質要求日愈提升，因此在兼顧堤防安全、穩定

同時，加入考量固有生態及河川多元性之水域，以達到豐富河川生態及

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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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範圍及內容 

本項計畫工程項目為富興護岸 15T 混凝土鼎塊丁壩工三座，河

道整理約長 1,500m、平均寬度約 200m，工程項目內容如表 7，工區

範圍如圖 7，現況情形圖 8。 

表 7 工區工程項目及內容 

工區 工程項目 

河道整理 

1.富興護岸 15T 混凝土鼎塊丁壩工三座 

2.河道整理長 1,500m（平均寬度約 200m） 

 

 

圖 7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工區位置圖 

  

汶水溪象鼻嘴堤
防防災減災工程

工

程

範

圍

汶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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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a) 堤防及溪濱植被帶(109/06/17) (b) 汶水溪河川棲地(109/06/17) 

施工中 

  
(c) 保持水道暢通(110/10/12) (d) 保留部分綠帶(110/10/12) 

竣工後 

  
(e)河道自然度提升(111.07.06) (f)右岸苗木生長情形佳(111.07.06) 

圖 8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施工前、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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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都安(C0E610)氣象站；依據馬都安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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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歷年統計平均資料，詳表 8，全年平均溫度為 19℃，全年平均高

低溫差約 16.3℃；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2,136.9mm，大部份集中於

5~10 月，降雨日數約佔全年 36.9%；年平均相對溼度為 84.2%。 
 

表 8 馬都安(C0E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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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 8.3 12.7 22.6 2.2 83.3 

2 月 83.5 9.2 13.7 24.8 4.6 84.4 

3 月 160.3 12.5 15.8 26.9 6.1 84.3 

4 月 182.0 13.4 18.9 29.8 10.6 85.3 

5 月 265.5 15.0 21.4 30.3 15.2 82.0 

6 月 314.9 14.7 23.1 30.7 18.5 76.5 

7 月 225.0 13.4 23.6 31.6 19.2 88.9 

8 月 423.8 18.1 23.4 31.6 19.1 89.1 

9 月 233.8 10.2 22.8 30.4 17.9 85.4 

10 月 36.3 4.8 20.3 29.6 14.0 84.8 

11 月 68.3 7.1 18.0 26.2 9.6 83.4 

12 月 67.6 8.2 13.8 22.9 4.6 82.7 

合計/平均 2136.9 134.8 19.0 28.1 11.8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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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年限：2008~2019 

 

(二) 水文概況 

計畫洪峰流量，汶水溪保護標準採 25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

設計，各主要河段洪峰流量詳如表 9 所示。 

表 9 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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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年 50 年 100 年 

汶

水

溪

流

域 

汶水溪與後

龍溪匯流口 
105.5 570 1,030 1,330 1,610 1,690 1,960 2,220 

洗水坑溪匯

流前 
85.9 490 880 1,140 1,380 1,460 1,690 1,920 

八卦力溪匯

流前 
68.2 400 730 940 1,140 1,200 1,400 1,580 

打比厝溪匯

流前 
45.2 290 510 660 800 840 980 1,110 

https://www.cwb.gov.tw/V8/C/


 

19 

資料來源：民國 106 年，經濟部水利署，後龍溪水系支流汶水溪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 

 

(三)地理環境 

1.地形 

大湖鄉境內大部分地區與獅潭鄉南三村，屬於四面環山盆

地，稱為「大湖盆地」。而八卦力山脈、馬拉邦山脈和八角棟

山脈、關刀山山脈，構成「大湖盆地」四周盆舷，主要河川包

含汶水溪及大湖溪。 

汶水溪為後龍溪流域最大支流，發源於鹿場大山，流域面

積約 110.8 平方公里，主流全長約 24.2 公里，河道平均波降約

為 1/23，屬於山地形之急流河川。 

大湖溪流域屬於河階台地，其丘陵區域廣闊，並以大湖為

中心，低岡綿延，夾在關刀山脈和馬那邦山之間；東有南湖溪

與食水溪上源溪谷，西緣為新開斷層。 

 

圖 9 苗栗縣大湖鄉地形圖 

大湖鄉

新竹市

苗栗縣

新竹縣

桃園市

0-50

51-500

501-1,000

1,001-1,500

1,501-2,000

2,001-3,000

>3,000

高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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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 

苗栗縣大湖鄉因多為丘陵陡坡地或高山陡坡地之下的坡

地，附近土壤主要以崩積土為主，適於茶園、果樹之栽種，其

次為黃壤，特色為常出現於地形較安定之地區為主，可為林業、

果樹及旱作使用，並有石質土零散分布，因土質較為貧瘠，則

大部份已為雜林，和林班地所佈。苗栗縣大湖鄉區內土壤分佈

情形如圖 10 所示。 

 

圖 10 苗栗縣大湖鄉土壤分佈圖 

(四)生態資料 

透過資料收集檢視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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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積 

淡色沖積 

紅壤

混合沖積 

暗色崩積 行政邊界

土壤質地
石質 

幼 壤

大湖鄉

新竹市

苗栗縣

新竹縣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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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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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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位置與生態保護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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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棲地環境概述 

本工區位於汶水溪與後龍溪匯流口處，並沿汶水溪上由至清安

道路橋。工區左岸為混凝土護岸，右岸則由大型塊石所排列之護岸，

兩岸皆屬礫石坡灘地。汶水溪因豐水期流量大、水量多，因而營造水

域內不同流況，提供水生及周遭陸域動植物較優良之棲息環境，河川

底質以卵石及大型塊石為主，水域有急流、深潭、淺瀨等多種形態，

多可見蜻蛉類、蝶類、沼蝦及眾多魚群棲息；而兩岸濱攜帶部分，右

岸主要以禾本科及低矮灌木為主，原裸露灘地區域已進行育苗綠化，

左岸植被較茂密，除五節芒、甜根子草等草本植被外，亦有大型喬木

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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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維管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內容 

一、生態關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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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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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二、 維管階段物種生態監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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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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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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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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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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區全區皆涵蓋

於石虎重要棲地內，下游與後龍溪主流交會處為飯島氏銀鮈棲地，故

本案監測對象主要以石虎與其他中小型哺乳動物，以及飯島氏銀鮈

與其他水域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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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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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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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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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島氏銀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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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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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電池，

並視情況整理周圍拍攝環境。本工區紅外線自動照相

機架設情形及位置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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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位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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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兩棲類

兩棲類通常於雨天出現活動較頻繁，因此除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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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否則兩棲類監測皆照常進行。監測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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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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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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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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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則大多會選擇埤塘、草澤、溪流河溝渠等等蜻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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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類監測主要會於水質較清晰或天氣條件佳情

況下，使用水下攝影機進行魚群種類辨識、數量估算

等記錄，並並輔以網捕法及陷阱法進行補充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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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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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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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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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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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調查範圍共紀錄雙子葉植物 21

科 36 種、單子葉植物 1 科 7 種，總共 22 科 43 種；其中喬木類

植物共有 7 種(佔 13.21%)、灌木類植物共有 4 種(7.55%)、草本植

物共有 24 種(佔 45.28%)、藤本類植物共有 8 種(15.09%)在屬性

方面，原生種共有 28 種(佔 52.83%)、外來種共有 5 種(佔 9.43%)、

入侵種共有 7 種(佔 13.21%)。植物名錄見附錄三，植物歸隸特性

統計詳見表 14，調查照片如圖 14。 

蓖麻 青葙 

相思樹 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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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野百合 台灣欒樹 

圖 14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植物調查照片(111/07/06、111/10/26)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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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 22 - 

種數 36 7 43 - 

生長習性 

喬木 7 0 7 13.21% 

灌木 4 0 4 7.55% 

草本 17 7 24 45.28% 

藤本 8 0 8 15.09% 

屬 性 

原生 23 5 28 52.83% 

特有 3 0 3 5.66% 

外來 4 1 5 9.43% 

栽培 0 0 0 0.00% 

入侵 6 1 7 13.21% 

(二).陸域動物 

本計畫陸域調查共記錄鳥類 23 科 30 種，昆蟲類 7 科 32 種，兩

棲爬蟲類 4 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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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科 30 種 302 隻次(表 15、

圖 15)。其中亦包括臺灣畫眉、大冠鷲及鉛色水鶇 3 種保育類，

以及小雨燕、山紅頭、台灣竹雞等 1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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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

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王鶲

科 

黑枕

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 2 

雨燕

科 

小雨

燕 
Apus nipalensis kuntzi 特有(亞)種 50 60 

扇尾

鶯科 

灰頭

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sonitans 
3 1 

扇尾

鶯科 

褐頭

鷦鶯 
Prinia inornata - 3 

梅花

雀科 

斑文

鳥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 8 

畫眉

科 

山紅

頭 

Cyanoderma ruficeps 

praecognitum 
特有(亞)種 - 2 

噪眉

科 

臺灣

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特有(亞)種 II - 1 

鳩鴿

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 2 

鳩鴿

科 

金背

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特有(亞)種 6 1 

鳩鴿

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入侵種 2 -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2 15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 7 

繡眼

科 

斯氏

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simplex 
- 43 

鵯科 
白頭

翁 
Pycnonotus sinensis 6 22 

鵯科 
紅嘴

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特有(亞)種 4 8 

鶲科 
白腰

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 - 2 

鶺鴒

科 

白鶺

鴒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 2 

鬚鴷

科 

五色

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特有(亞)種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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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

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 2 

鷹科 
大冠

鷲 
Spilornis cheela hoya 特有(亞)種 II - 2 

鷺科 
小白

鷺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5 2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jouyi - 2 

鷺科 
黑冠

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 3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3 - 

雁鴨

科 

花嘴

鴨 
Anas zonorhyncha 2 - 

雉科 
台灣

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特有(亞)種 2 - 

鶇科 
鉛色

水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affinis  
特有(亞)種 III 1 - 

夜鷹

科 

南亞

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特有(亞)種 4 - 

椋鳥

科 

白尾

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入侵種 8 -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12 - 

23 科 30 種 
特有(亞)種 11

種，入侵種 2 種 
3 種 

110 192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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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紅嘴黑鵯 白鶺鴒 

台灣竹雞 白腰鵲鴝 

白頭翁 褐頭鷦鶯 

圖 15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調查鳥類照片(111/07/06、

111/10/26) 

2.兩棲爬蟲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兩棲爬蟲類 4 科 6 種 199 隻次(表

16、圖 16)，分別為屬特有種的周氏樹蛙及蓬萊草蜥等 2 種，其

他記有澤蛙、拉都希氏赤蛙、褐樹蛙及屬入侵種的斑腿樹蛙等 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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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兩棲爬蟲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叉舌蛙

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6 26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

蛙 
Hylarana latouchii 4 2 

樹蛙科 周氏樹蛙 Buergeria choui 特有(亞)種 52 46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入侵種 5 4 

樹蛙科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38 7 

正蜥科 台灣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特有(亞)種 9 - 

4 科 6 種 

特有(亞)種 2

種，入侵種 1

種 

- 

114 85 

199 

褐樹蛙 周氏樹蛙 

台灣草蜥 澤蛙 

圖 16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調查兩棲爬蟲類照片(111/07/06、

1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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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昆蟲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昆蟲類 7 科 32 種 199 隻次(表 17、

圖 17)，其中主要以蝶類紀錄較多，達 25 種；蜻蛉類則記有侏儒

蜻蜓、薄翅蜻蜓、短腹幽蟌等 7 種。 

表 17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昆蟲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灰蝶科 豆波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6 10 

灰蝶科 
淡青雅波灰

蝶 
Jamides alecto 3 5 

灰蝶科 雅波灰蝶 Jamides bochus 4 1 

灰蝶科 黑星灰蝶 Megisba malaya 4 3 

灰蝶科 藍灰蝶 Zizeeria maha - 2 

弄蝶科 禾弄蝶 Borbo cinnara - 1 

弄蝶科 袖弄蝶 
Notocrypta 

curvifascia 
3 2 

粉蝶科 亮色黃蝶 Eurema blanda 7 5 

粉蝶科 緣點白粉蝶 Pieris canidia 入侵種 4 3 

粉蝶科 遷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pomona 
1 - 

粉蝶科 橙端粉蝶 
Hebomoia 

glaucippe 
- 1 

蛺蝶科 大紅蛺蝶 Vanessa indica - 1 

蛺蝶科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3 4 

蛺蝶科 切翅眉眼蝶 
Mycalesis 

mucianus zonatus 
1 - 

蛺蝶科 幻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 2 

蛺蝶科 白裳貓蛺蝶 
Timelaea 

albescens 
1 - 

蛺蝶科 波蛺蝶 Ariadne ariadne - 3 

蛺蝶科 密紋波眼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 1 

蛺蝶科 異紋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 2 

蛺蝶科 細帶環蛺蝶 Neptis nata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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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蛺蝶科 黃鉤蛺蝶 
Polygonia c-

aureum 
- 4 

蛺蝶科 黃襟蛺蝶 Cupha erymanthis 2 - 

蛺蝶科 旖斑蝶 Ideopsis similis - 2 

蛺蝶科 藍紋鋸眼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2 1 

鳳蝶科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 1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2 1 

蜻蜓科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7 2 

蜻蜓科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taiwanensis 
特有(亞)種 - 1 

蜻蜓科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triangulare 

- 2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35 5 

蜻蜓科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 2 

幽蟌科 短腹幽蟌 Euphaea formosa 特有(亞)種 26 33 

7 科 32 種 

特有(亞)種 1

種，入侵種 2

種 

- 

114 85 

199 

侏儒蜻蜓 霜白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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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腹幽蟌 白裳貓蛺蝶 

圖 17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調查昆蟲類照片(111/07/06、

111/10/26) 

4.哺乳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共記錄哺乳類 4 科 4 種 465 隻次(表 17、

圖 17)，4 種皆屬於特有亞種，其中包括三級保育類食蟹獴，臺灣

山羌記錄達 215 隻次，為主要之優勢物種。 

表 18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哺乳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鹿科 臺灣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特有(亞)種 10 215 

獴科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 
特有(亞)種 III - 166 

貂科 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特有(亞)種 - 73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特有(亞)種 - 1 

4 科 4 種 特有(亞)種 4 種 1 種 
10 455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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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蟹獴 白鼻心 

臺灣山羌 鼬獾 

圖 18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調查哺乳類照片

(111/07/06、111/10/26) 

(三)水域生物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魚類 3 科 8 種，蝦蟹類 1

科 1 種。說明如后。 

1.魚類 

本次生態調查魚類共記錄 3 科 8 種 76 隻次(表 19、圖 19)，

其中發現包括屬紅皮書近危(NT)物種台灣白甲魚，以及特有(亞)

種如明潭吻蝦虎、台灣鬚鱲、石賓等 4 種，亦記有入侵種尼羅口

孵非鯽、何氏棘魞等 2 種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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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工程魚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入侵種 
保育

狀態 

調查隻次 

111/07/06-

7/07 

111/10/31-

11/01 

鯉科 平頜鱲 Zacco platypus 入侵種 4 6 

鯉科 何氏棘魞 
Spinibarbus 

hollandi 
島內入侵 2 6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1 21 

鯉科 臺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近危

(NT) 
- 2 

鯉科 臺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特有(亞)種 1 2 

鯉科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特有(亞)種 13 - 

鰕虎科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特有(亞)種 2 2 

麗魚科 
尼羅口孵非

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 
入侵種 4 - 

3 科 8 種 
特有(亞)種 3 種，

入侵種 3 種 
1 種 

37 39 

76 

粗首馬口鱲 何氏棘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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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賓 臺灣白甲魚 

圖 19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調查魚類照片 

(111/07/06、111/10/26) 

2.蝦蟹類 

本次工區生態調查記錄蝦蟹類皆為粗糙沼蝦，共計 76 隻次。 

表 20 南港溪南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一)蝦蟹類名錄 

粗糙沼蝦 

圖 20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生態調查蝦蟹類照片(111/07/06、

111/10/26) 

(四)生態議題評析及保育對策

本案分別於 111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7 日、111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7 日共進行 2 次維管生態監測。監測區水流流速正常，水質清

澈見底無異味，水域型態多樣，濱溪帶植被多為大花咸豐草、甜根子

草及青葙等，塊石護岸南北側陸域則有臺灣欒樹、構樹、銀合歡及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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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而在工區右岸高灘地則採取人工棲地復原，主要栽植台灣欒樹、

榆樹、相思樹等樹苗，估算樹苗存活率約為 90%，生長情況良好。整

體陸域植被覆蓋率約 60%，但多數仍為外來種植物。在水域生物調查

部分，本工區因河川底質自然度高，污染度較低，故可發現多種原生

魚類，如屬紅皮書近危(NT)的台灣白甲魚、特有種的粗手馬口鱲、台

灣石賓等。而工程因保留許多大型塊石，吸引褐樹蛙、周氏樹蛙等特

有種蛙類棲息。本工區自 111 年 8 月 24 日起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發

現，目前雖並未記錄到石虎，但工區陸域野生動物仍屬豐富，如發現

屬三級保育類的食蟹獴、二級保育類的台灣畫眉、山羌、白鼻心等野

生動物。 

依據監測調查結果，本工區河道多為自然狀態，且水域型態具多

樣性，建議維持現狀即可，但須持續監測河道變化。植被部分，工區

左岸多為外來或入侵種，惟因目前生態仍在恢復期，不建議進行人為

補植原生種，若未來外來種或入侵種氾濫，再進行人為疏伐及撫育原

生種。工區為石虎重要棲地，本案監測以紅外線照相機定點錄攝 2 個

月(111 年 8 月至 10 月)目前並未發現石虎蹤跡及排遺等，但樣區仍

發現多種珍稀野生動物，建議後續應持續監測，以利了解石虎出沒情

形與棲地復原狀況。 

二、棲地環境品質評估 

本案於 110 年 11 月 3 日維管階段棲地評估為 60 分，隔年於 111

年 7 月 6 日評估為 70 分，於 111 年 10 月 26 日評估則上升至 72 分。

根據其結果顯示，工區棲地恢復情形良好，該河段經自然營力下，形

成多種水域型態，且水質清晰，水域生物豐富度高。而水陸域過度帶

及溪濱護坡植被於施工擾動區域已見有植披生長，其中右岸種植榆

樹、台灣欒樹等喬木進行棲地復原，苗木生長情況良好，估算整體存

活率達 90%以上。左岸則由五節芒、構樹等所組成之天然濱溪帶，植

被覆蓋度高，且經裝設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發現，工區周邊亦有保育

類食蟹獴、山羌、鼬獾等野生動物活動，顯示本工區具有較佳之棲地

品質。棲地評估結果詳表 21 所示。施工前後空拍比較結果如圖 2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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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21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分數變

化 

執行階段 檢核日期 綜合評分 棲地品質結果 

規劃及設計 110/06/17 63 良 

施工中 

110/07/14 60 良 

110/08/16 52 普通 

110/09/09 44 普通 

110/10/06 53 普通 

維護管理階段 

110/11/23 60 良 

111/07/06 70 良 

111/10/26 72 良 

(A)施工前空拍影像(109/07/03)

(B)竣工後一年空拍影像(111/09/06)

圖 21 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施工前後之空拍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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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策擬定 

本團隊經評估後提出 2 項生態議題及對應生態保育對策。其中，

因本工區具有較高自然度，應持續維持自然演替，避免再受其他工程

所擾動。在右岸灘地所新栽植苗木目前生長情況良好，苗木生長緩慢，

故建議應持續定時進行育苗工作以提高存活率。維管階段生態保育

對策措施詳如表 22。 

表 22 生態議題及生態保育對策措施(維管階段) 

項
次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 

1 
工區濱溪帶及

水域生態豐富 

兩岸灘地為保育類食蟹獴、白

鼻心、山羌等野生動物所會利

用之棲地，水域環境可見如台

灣白甲魚、粗手鱲、石賓等魚

類。河道整理改變河床底質，

使魚群恢復不易。 

「迴避」：工區應持續維持

自然演替，避免再受其他

工程所擾動。 

2 
裸露灘地植生

不易復原。 

右岸灘地苗木生長緩慢，若未

確實執行維護管理，會增加苗

木死亡風險。 

「補償」：右岸苗木應持續

定時進行育苗工作以提高

生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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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59 

圖 22 資訊公開-汶水溪象鼻嘴堤防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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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工區具有較高之生物多項性善，兩岸灘地可見保育類食蟹獴、白

鼻心、山羌等野生動物出沒，水域環境亦可見如台灣白甲魚、粗手鱲、

石賓等魚類。河床受河道整理擾動範圍較大，以致水域棲地恢復不易。

此外，河道右岸灘地人工植生苗木生長情形良好，建議應持續進行養

護，並定期移除其他外來植栽，以降低苗木死亡率。 

二、建議 

目前工程以降低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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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應持續維持自然演替，避免再受其他工程所擾動。

2. 「補償」：右岸苗木應持續定時進行育苗工作以提高生長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