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1/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編號）

109 年度曾文水庫湖域保護帶治理工

程第一期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曾管中心

工程期程 109 年 5 月 3 日至 109 年 9 月 29 日 監造廠商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曾管中心

治理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營造廠商 佶原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嘉義縣大埔鄉______村______鄰
集水區：_______ 水系：______ 段:______
TWD97 座標 X：   207634  Y：_2577503 

工程預算/
經費

預算：NT$ 27,200,000    
決標：NT$ 23,280,000    

工程緣由目的
為避免曾文水庫滿水位時淹覆預定地步道及遊憩設施，該區要填高，並重做

步道

工程類型 □自然復育、□坡地整治、□溪流整治、□清淤疏通、□結構物改善、▓其他

工程內容 B 區外緣鋪設石籠、填高、重做步道，石籠內圈一條花草綠帶，其他為草坪

預期效益
□保全對象(複選): □民眾(□社區□學校□部落□___） □產業(□農作物□果園□____ ) 

                 □交通(□橋梁□道路□____)  □工程設施（□水庫□攔砂壩□固床設施□護岸）

▓其他:使湖濱公園不被淹沒，民眾與社區居民可利用遊憩設施

核

定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P-01生態評估

進行之項目:□現況概述、□生態影響、□保育對策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執行生態檢核時已進入設計階段

設

計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8 年　12 月　26 日至民國　109 年　4 月　13 日 附表
D-01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生態評析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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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D-02
D-03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環保團體 □熟悉之當地民眾 

□其他＿＿ 附表

D-04
□否，說明:

保育對策

進行之項目: ▓由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確認方案、▓列入施工計畫書

附表

D-05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保育對策摘要:
[迴避] 取土迴避山麻雀覓食棲地

[補償] 山麻雀巢位補償

[減輕] 存活喬木保留

[縮小] 填土界線外的樹林保護

[補償] 噴植原生種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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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2/2)

施

工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9 年 4 月 13 日 至 民國 109 年 09 月 29 日 附表
C-01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生態監測及狀況處理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熟悉之當地民眾□利害關係人

□其他＿＿ 附表
C-02▓否，說明:已於施工階段建立民眾參與機制，對於本工程保育措施已

有充分的討論，且持續與濕盟與嘉大研究團隊有所聯繫。

生態監測及狀

況處理

進行之項目: ▓現場勘查、▓生態措施監測(生態調查)、▓環境異常處

理

附表

C-03
C-04
C-05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保育措施執行

情況

▓是□否執行設計階段之保育對策

附表
C-06

□否，說明:
保育措施執行摘要（含施工階段保育措施調整）:

生態保育措施摘要 執行狀況

1. [迴避] 取土迴避

山麻雀覓食棲地

確實執行，六角亭外側湖域草生地完整不受工

程干擾。

2. [補償]立電信杆
補償山麻雀巢位

（＋增加綠籬＋增

掛高位巢箱）

每 5 公尺矗立電信杆，結構依照山麻雀需求調

整。並於內圍增加綠籬七里香及春不老。並於

林緣增掛巢箱 10 座，懸掛位置及巢箱形式由

嘉義大學指導。

3. [減輕] 存活喬木
保留

施工期間廠商有將存活樹木範圍進行標示。A
區部分存活光蠟樹確實保留。

4. [補償] 噴植原生

種植物（＋補植喬

木＋播灑食源植

物）

現場已完成團粒噴植，採用原生種草籽，如假

儉草。並於適當位置補植光蠟樹，約 30-40株，

並鋪設澆灌系統。追蹤自主檢查表，有撥灑小

米提供山麻雀食源。

5. [縮小] 填土界線
外樹林保護

填土界線外側樹林保持完整，未受工程影響。

維

護

管

理

起訖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M-01

基本資料
維護管理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預計評估時間: 預計於完工後 3 年進行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課題分析、

□生態保育措施成效評估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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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建議:

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及保育措施

等）、生態檢核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 
https://www.wrasb.gov.tw/opennews/
□被動公開：提供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實施要點申請之相關環境生態資

訊，說明: ＿＿＿＿＿＿＿＿＿＿＿＿＿＿＿＿

主辦機關(核定)：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設計)：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曾管中心   承辦人：   黃■■             日期：         

主辦機關(施工)：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曾管中心   承辦人：  李■■              日期：         

主辦機關(維管)：                            承辦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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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李■■（漢林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調查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5 月 26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曾管中心

設計單位

/廠商

黃■■ 曾管中心/工
程員

土木及水利工

程相關

設計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108.12.26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10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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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12  月  26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紀錄人員 李■■ 勘查地點 大埔湖濱公園六角亭北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 曾管中心/工程員 說明工程內容

宋■■ 漢林生態顧問公司/計畫經理 提供生態友善建議

李■■ 漢林生態顧問公司/調查專員 協助記錄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宋■■

漢林生態顧問公司/計畫經理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黃■■ 曾管中心/工程員

 預定地位於湖濱公園六角亭北側，該區

域為山麻雀繁殖熱區，研究單位設置巢箱

現存 20個以上，且據了解 2015 及 2016 年

調查中，本區巢箱使用率極高。另外，取

土區域鄰近山麻雀主要覓食地，可能減損

山麻雀的食物來源。山麻雀巢位高度從 1.2
公尺到 15 公尺都有記錄，但共同點是面對

主要覓食區以及開闊的巢前空間，較少見

到在密林中。繁殖期從 4 月中到 5 月中是

第一波繁殖高峰，第二波大約是 5 月底開

始到 6 月中，第三波到 7 月。

1. 施工期間無法迴避山麻雀繁殖期，已諮

詢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邱滿星老師、嘉

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蔡若詩老師意見。

討論後決定，於工程進行前卸除預定

地中山麻雀舊巢箱，避免影響繁殖行

為。並於 B 區外圍每 5 公尺矗立舊電

信桿為巢位補償。

2. 遵照辦理，迴避六角亭湖域旁的草生

地，使用上游疏浚土方回填。

3. 遵照辦理，盡量保留存活喬木，以及

使用原生種植物噴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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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環境現況，步道西側 B 區主要為枯死

的光蠟樹群，有少部分存活樹木；步道東

側為 A 區，北側為存活的光蠟樹群，南側

有部分枯死；步道兩側種植阿勃勒。

 生態保育措施建議：

（一）施工規劃

1. 施工期間規劃在 3-6 月，與山麻雀繁殖高

峰期重疊。因為本區為山麻雀台灣難得的

繁殖集中熱點之一，建議改為汛期後 8 月

以後施工。

2. 如無法迴避繁殖期間，建議可提早先與

相關研究團隊取得保育措施共識，以免後

續爭議。建議名單：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邱

滿星老師、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蔡若詩

老師、台灣猛禽研究會王李廉先生。

3. 回填區土方預計從湖域中心取得，因為

是山麻雀主要覓食區，希望可以先與研究

團隊確認敏感位置，盡量迴避；或是使用

上游疏浚土方回填。

（二）B 區外圈

1. 山麻雀偏好使用面對覓食區的開闊空間，

湖域第一排的樹木或枯木為其最偏好的位

置，如果移除樹木會減少山麻雀可利用的

位置，因此建議石籠由陡峭處內縮約 4 公

尺，保留最外圍的樹木（水黃皮、竹林、

龍眼）及有掛巢箱的光蠟樹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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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對山麻雀巢位進行補償，例如用塑

鋼材料立樁，高度約 2 公尺以上，上掛巢

箱，提供山麻雀利用。

（三）B 區中心及 A 區南側

1. B 區中心光蠟樹枯木群有傾倒疑慮，因山

麻雀巢位偏好外緣，因此 B 區中心的枯木

可移除，但建議保留掛有巢箱的枯立木，

以及尚存活的大樹，如美人樹、樟樹、火

焰木。保留的枯木，因怕上端枝條掉落，

可進行部分修整。

2.步道兩邊阿勃勒及 B 區中心存活的樹木，

以保留為原則。但如填土 50 公分以上，根

系會無法呼吸，最終慢性死亡。建議如填

土 50 公分以上的存活樹木，可砍除，堆置

周邊供動物利用。

3. 石籠內圍植生，預計種植低矮的多年生

綠美化植物，建議以原生種類為主，如臺

灣澤蘭、穗花木藍、忍冬、薜荔。特別推

薦台灣澤蘭，為原生種且有誘蝶功能。

4. 建議初期整地時進行表土保存（包括枯

木落葉等物質），土方回填時混入，增加

有機質有利後續植栽種植或自然演替。

5.如 B 區規劃草坪也希望是原生種草籽，五

節芒、狗牙根(百幕達草、鐵線草)、假儉草，

或讓原生的草生種子庫自然生長演替。

6.步道使用透水素材。

（四）A 區北側

1. 存活的光蠟樹群，有動物利用，建議保

留，並且以小型機具進入填土，避免大型

機具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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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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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109 年度曾文水庫湖域保

護帶治理工程第一期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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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單位/職稱 學歷/專業資歷 專長/負責工作

林■■ 漢林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總經理
台灣大學動物學

研究所碩士 /17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評估、工

程生態評析

宋■■ 漢林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經

理

中山大學生物科

學所碩士/13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評估、生

態環境記錄 

李■■ 漢林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調查專

員

東海大學生命科

學系碩士/2 年

生態環境記錄、資料收集彙

整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工程位於大埔湖濱公園六角亭北側，施工區域分為 A 區與 B 區，B 區為較開闊環

境，因滿水位時水會淹覆至 B 區，因此有數棵枯木，A 區則為情況良好之森林。依

據「曾文水庫水域及周邊環境生態資源調查」報告書（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

局，2013），湖濱公園樣點紀錄到哺乳類 21種，有鼬獾、白鼻心、麝香貓等哺乳

動物，鳥類 77種，兩棲類 15種，爬蟲類 13種；本區依存於森林生態系之生物種

類豐富。

本工程施作 B 區環境為面向水域之開闊森林環境，為山麻雀喜好之環境，且為山

麻雀繁殖熱區，研究單位於 103 年起陸續試作適合山麻雀繁殖之人工巢箱，且據

了解 104 及 105 年調查中，本區巢箱使用率極高，迄今仍有部分完整之巢箱有山麻

雀使用。本工程生態議題主要為減少對山麻雀繁殖之影響，以及喬木保留與避免

影響施工界線外之森林。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工程施作 B 區，為山麻雀繁殖熱區，本工程生態議題主要為減少對山麻雀繁殖

之影響。工程施作內容包含取土填高，如取土範圍鄰近山麻雀繁殖地，可能減損

山麻雀的食物來源。建議取用曾文溪上游疏浚土方回填，避免影響湖域旁的草生

地區域，迴避山麻雀主要覓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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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規劃在 3-6 月，與山麻雀繁殖高峰期重疊，但由於工區於汛期時會被淹沒，

因此只能在 6 月前施工，無法迴避。在工程 B 區有部分完整之巢箱仍有山麻雀使

用，如山麻雀於施工時進駐，繁殖時可能會受干擾，反而成為生態陷阱。因此與

嘉義大學山麻雀研究單位共同會勘與討論後，雙方皆認同盡早移除巢箱可避免機

具干擾山麻雀繁殖。另外，於移除巢箱後，會於 B 區外圍施作 50支電信桿供山麻
雀繁殖使用，以作為巢位補償。

B 區中心光蠟樹枯木群有傾倒疑慮，工程填土前會移除枯木，建議保留該區尚存活

之大樹，如美人樹、樟樹、火焰木。A 區填土區，在不影響工程進行的情況下，也

避免移除存活樹木，維持其生態功能。另外，A 區施工範圍旁之淺山森林，植生狀

況良好，且位於湖域周邊的森林為淺山動物偏好利用之區域。建議在施工期間以

警示帶或立牌標示填土界線，避免機具破壞森林。

B 區外緣鋪設石籠，並於石籠內緣種植低矮的多年生綠美化植物，建議種植原生種

植物為主，如臺灣澤蘭、穗花木藍、忍冬、薜荔。特別推薦台灣澤蘭，為原生種

且有誘蝶功能。B 區規劃種植之草坪建議以五節芒、狗牙根(百幕達草、鐵線草)、
假儉草等原生種草籽為主，或讓原生的草生種子庫自然生長演替。

 

評估指標 說明 評分

物種豐富度 木本植物覆蓋度約 15-55% 次理想(3分)

物種豐多度 植生種數（15-20種/100平

方公尺）

尚可(2分)

原生種族群量 樣區原生種覆蓋度（10-

30%）

尚可(2分)

植物層次 植物社會層次（具兩層結

構）

尚可(2分)

演替序列 演替階段初期草本植物優勢 尚可(2分)

總分:20 得分:11  植生狀況:次理想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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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環境為開闊林地

A 區為森林環境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迴避] 取土迴避山麻雀覓食棲地：取用曾文溪上游疏浚土方回填，避免影響湖域中

心的草生地區域。

[補償] 山麻雀巢位補償：於舊巢箱妥善卸除後進場施工，並於 B 區外圍每 5 公尺矗

立舊電信桿為巢位補償。

[減輕] 存活喬木保留：保留 B 區的存活樹木。A 區填土在不影響工程進行的狀況下，

也盡量避免移除存活樹木，以維持其生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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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 填土界線外的樹林保護：湖域周邊的森林為淺山動物偏好利用之區域，在施

工期間以警示帶或立牌標示，避免機具破壞。

[補償] 噴植原生種植物：於回填區噴植，有利植被回復，並以原生種為主要組成。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取土時迴避六角亭湖域旁的草生地為山麻雀主要覓食區

盡量保留工區存活的喬木

避免機具破壞 A 區填土界線外的樹林

附-12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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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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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漢林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經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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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月 2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邱■■ 台灣濕地保育聯盟/理監

事

提供措施

建議

長期執行山麻雀相關計畫及研

究

黃■■ 曾管中心/工程員 設計單位

生態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台灣濕地保育聯盟 理事 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曾管中心 工程員 黃■■

1. 建議設置電信桿作為巢位補償，電信

桿巢口高度 1.2 公尺以上即可

2. 綠美化植栽區建議種植青葙，青葙為

原生種，花形優美、栽植容易、高度

可配合整體景觀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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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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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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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漢林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調查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5 月 26 日

解決對策項目
避免影響山麻雀棲地以

及保留樹林
實施位置

工區以及六角亭湖域旁的

草生地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 取用曾文溪上游疏浚土方回填，避免影響湖域中心的草生地區域，為山麻雀覓

食棲地

2. 於舊巢箱妥善卸除後進場施工，並於 B 區外圍每 5 公尺矗立舊電信桿為巢位補

償。

3. 保留 B 區的存活樹木。A 區填土在不影響工程進行的狀況下，也盡量避免移除

存活樹木，以維持其生態功能。

4. 湖域周邊的森林為淺山動物偏好利用之區域，在施工期間以警示帶或立牌標示，

避免機具破壞。

5. 於回填區噴植原生種植物，有利植被回復。

圖說：

預定地中有許多山麻雀舊巢箱，將於工程進行前卸除，避免影響繁殖行為。完工

後於 B 區外圍每 5 公尺矗立舊電信桿為巢位補償。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營造廠商定期回傳自主檢查表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08.12.26 設計階段現勘 生態人員確定現場環境，與工程主辦人確定保

育措施

109.01.02 諮詢環保團體建

議與現勘

諮詢台灣濕地保育聯盟邱滿星理事建議

109.04.01 與研究團隊現勘 與嘉義大學團隊現勘並評估是否拆除舊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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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影響繁殖行為

109.04.29 開工說明會 生態團隊與廠商說明生態保育措施項目及自主檢

查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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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日期：        109.5.26          

2020.04.29 湖域一期開工說明會照片

2020.04.29 湖域一期開工說明會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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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9 湖域一期開工說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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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1 施工團隊與環境保護計畫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李■■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

施工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曾管中心

監造單位

/廠商

李■■ 曾管中心/
正工程司

土木及水利工程

相關

監造

施工廠商

佶原營造

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計畫

類型 摘要 資料來源

相關環境

監測計畫

1. 每個月由施工廠商實施自主檢查

2. 於完工後由生態團隊評估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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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1/1)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1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

紀錄人員 宋■■ 勘查地點

「109 年度曾文水庫湖域保護

帶治理工程第一期」工程範

圍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詳如後方簽

到表

曾管中心 提供工程資訊

嘉義大學 提供山麻雀生態資訊

漢林生態 提供生態保育策略建議

現勘意見

漢林生態 計畫經理 宋■■

處理情形回覆

曾管中心 工程員 莊■■

現地狀況 

1. 本 工 程 係因 曾 文 水 庫 水 位 蓄升 至

EL.230m， 將淹沒大埔湖濱公園，為還地

於民爰辦理本工 程。工程 B 區(靠近水庫

區)因位於水庫蓄升淹 沒帶，原有光臘樹已

枯死，影響遊憩安全，本 工程將會將枯枝

移除。 2.大埔湖濱公園於 103 年起陸續試

作適合山麻 雀繁殖之人工巢箱，迄今部分

人工巢箱因過於 破舊無法供山麻雀使用，

另一部分較完整之巢 箱，需先拆除避免山

麻雀進駐而受工程干擾。 

3.工程 B 區外圍枯木上有許多既有巢箱，

也記 錄到許多山麻雀個體活動。 4.本工程

將淹沒帶回填後，於 B 區外圍(臨湖面) 將

施作 50 支電信桿供山麻雀繁殖使用。 

會勘意見： 

1.本工程範圍確實有山麻雀活動，應盡早移

1.B 區巢箱，請嘉義大學團隊預先檢視及

謹慎拆除，避免影響山麻雀族群。 

2.監造單位會於施工前說明會向得標廠商

說明情況，尤其現場留有的 3 座巢箱，後

續 亦請與嘉義大學團隊保持聯繫，並配合

協助 拆除巢箱事宜，避免山麻雀受工程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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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巢箱可避免機具干擾山麻雀繁殖。

2.嘉義大學團隊查詢歷年紀錄，A 區的巢箱

幾乎沒有使用。所以 A 區的巢箱不除，以

B 區為 主。 

3.嘉義大學團隊建議以嚴謹的拆除流程進行，

 預先以內視鏡檢視再行移除。 

4.嘉義大學團隊以內視鏡檢視 B 區十多座

既有 巢箱現況。判斷過於破舊且山麻雀不

會利用的 巢箱留置原地，結構完好的巢箱，

確認沒有山 麻雀繁殖跡象後，即以人工拆

卸摘除，最後共 拆除了 6 座巢箱。 現場

還留有 3 座巢箱，因一些狀況無法立即移

除： 

(1) 1 處有幼鳥 1 隻，以體型研判 4 月初會

離巢。 

(2)另 1 處有 4 顆鳥蛋，如孵化順利，預計

會在 4 月底離巢。 

(3)另有 1 個塑膠巢箱，因為是釘在樹幹上，

嘉 大團隊的工具不夠拆卸，後續要請施工

廠商協 助以機具砍除，但要先確定沒有幼

鳥或蛋在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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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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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會勘討論 109.04.01既有巢箱照片

109.04.01 拆除巢箱 109.04.01拆除之巢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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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2/2)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

民國 109 年 7 月 31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8 月 3 日

紀錄人員 宋■■、林■■ 勘查地點
109 年度曾文水庫湖域保護帶

治理工程第一期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宋■■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經理 山麻雀巢箱補償之電信杆設置狀況

陳■■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
經理 

棲地現況記錄及意見彙整

李■■ 曾管中心/正工程司 說明工程進度及現場工程項目

林■■ 佶原營造/現場營造商 說明工程執行狀況、工作協調

陳■■ 佶原營造/工地主任 說明工程執行狀況

林■■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

理

山麻雀棲地補償規劃及巢位改善建議、方案

協調

張■■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調查員 山麻雀棲地補償及巢位改善資料蒐集彙整

現勘意見

宋■■/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經理

林■■/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處理情形回覆

李■■/曾管中心/正工程司

一、生態保育措施調整建議緣由：

1. 109 年 5 月 21 日廠商整地引發異常狀

況，5 月 27 日依照程序啟動異常狀況

處理現勘，現場決議廠商需提出以樹

木補植為主的補償規劃。

2. 109 年 7 月 17 日水利署進行訪查，林

笈克委員提出生態團隊應給予補償措

施之具體建議，以兼具山麻雀的林緣

活動空間及食源需求。委員細部建議

生態保育措施調整如圖，並會督促廠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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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誤砍區不再種植苗木，以維持林

緣狀態及增設巢箱為主要補償方

式，亦可進一步撒播山麻雀食源

植物營造覓食棲地。

(2) 電信杆巢位設置後，未來可能受

人為干擾及周邊草地維護管理問

題，需增加維管辦法。

3. 生態檢核團隊 109 年 7 月 17 日發現目

前電信杆結構尚未設置設計圖中的橫

桿，孔洞大小與前期山麻雀巢位補償

研究建議不符，經與嘉義大學研究人

員諮詢後，提出電信桿巢位改善建議。

4. 生態檢核團隊 109 年 7 月 31 日於工程

督導後與監造人員、施工廠商討論各

項補償工作可行性後綜整棲地補償及

改善建議。

二、工區山麻雀棲地需求分區界定：

1. 繁殖棲地(巢位)：

(1) 工區所在的大埔湖濱公園光臘樹

林為山麻雀繁殖熱區，除天然樹

洞外，南水局 103 年起委託台灣

濕地保護聯盟設置人工巢位，因

此維持相當穩定的數量。曾文水

庫 107 年調高壩心增加蓄水量，

蓄水範圍擴大後光臘樹林邊緣樹

木泡水死亡，枯立木倒伏可能威

脅遊客安全，山麻雀巢位也會消

失，本件工程因安全及遊憩需求

進行整理，同時重新配置山麻雀

的棲地需求。

(2) 而原有林緣位置由 B 區移至 A 區

(圖 1)，山麻雀巢位需求配置建議

A 區維持原有的巢箱形式掛置於

樹上，B 區則配合人工設施以電

線杆營造巢位。

2. 覓食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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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維持涼亭區的草地覓食區取消

取土，地基改填大埔壩疏濬土方。

(2) 工程剛完工時，部分回填區撒播

小米、高粱等植物，增加短期的

食源植物。

三、生態保育措施調整說明：

(各項措施位置如圖 2) 
1. A區誤砍樹木區域補植喬木，A 區西

南側臨近坑溝處未來有無障礙步道規

劃建議維持草生地，而施工便道與殘

存樹島間(圖 2 綠色區域)，則補植光臘

樹及樟樹等喬木，40株樹高 150 公分

以上之植株，植株間距 5-6 公尺，需養

護 1 年確保存活。

2. A區誤砍剩存樹林區域撒播食源植物

補植喬木，位置為吊橋至殘存樹島間

(圖 2黃色區域)，團粒噴植後撒播禾本

科植物如小米或高梁 (8g/m2)，供山麻

雀覓食利用，食源植物的植株較高同

時可減少遊客進到樹林的機會。

3. B區電信桿巢位前補植綠籬植物，工

程督導委員認為木本噴植區的植種無

法完全阻隔遊客，建議增加綠籬。生

態檢核團隊針對此意見建議如下：

(1) 綠籬設置於電信桿巢位旁，沿圍

籬邊界種植寬 30-50 公分的灌木叢。

(2) 植種建議採用七里香、春不老、

野牡丹等，植株高至少 30 公分，

間距 20 公分，兩排採對角三角形

交錯方式種植。

4. A區喬木增掛巢箱，建議於現存林緣

(圖 2紅色虛線區)的樹上增設巢箱 10

座，數量以原有區域的巢箱數所估算，

配合電信杆低巢位設置以確保山麻雀

持續利用。施工前拆除的 6個舊巢箱

暫時由嘉義大學蔡若詩老師研究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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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可聯繫取回重新掛上，或研商協

助掛設。

5. B區電信桿巢位改善： 

(1) 電信杆結構，建議加工調整、以

符合山麻雀巢位利用需求，相關

說明與需求可參考圖 2、圖 3：

(2) 出入洞口以最上方的陶瓷孔進行

加工，位置於頂端往下約 9 公分

處，移除陶瓷結構，加工鑽孔打

穿至電信桿內部空心處，洞口口

徑維持 4.5-5 公分，洞口面向湖域

外側。

(3) 螺絲橫桿支撐巢材，下方側孔，

加鉚釘螺栓貫穿鎖緊。為山麻雀

內部巢位基礎。

四、維護管理建議：請維護管理單位針對

土石龍外圍植被定期除草維護，維持景觀

與確保巢位不被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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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工區山麻雀棲地演變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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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生態保育措施調整項目位置圖

圖 3. 電信杆加工說明。（參考資料: 邱滿星，2017。山麻雀瀕危的可能限制

因子-巢位與育雛食源。飛羽世界 3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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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宋■■/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計畫經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李■■/曾管中心/工程員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109  年 5  月  21 日

異常狀況說明

在不影響工程的前提下，保護

工地內的存活樹木，為本案生

態保育措施之一。109 年 5 月

21 日曾管中心人員勘查施工

現場時發現，廠商整地時，植

被剷除範圍超過預期（圖 1、
圖 2），以 A 區的光蠟樹林為

主要受影響的範圍，（圖

3），B 區在施工前尚存活的

樹木也被剷除（圖 4）。

109 年 5 月 25 日南水局接獲遊

客吳先生投書民眾信箱，質疑

樹木砍除的必要性（圖 5）。

解決對策

1. 曾管中心發現異常狀況後，

立即要求廠商停止施做。施工

廠商於當週撤除原工地主任職

務。

2. 109 年 5 月 27 日由主辦單位、

施工廠商及生態人員共同會勘

確認影響範圍。廠商同意種植

苗木做為補償。當日由曾管中

心及廠商共同計算、測量受影

響的存活樹木數量，做為補償

數量依據（圖 6）。

3.生態團隊建議補植種類以光

蠟樹為主，或可穿插其他原生

種樹木，以補償原有生態資源

損失。

4. 生態團隊建議施工廠商可與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作業課

聯繫，洽詢相關苗木資源及技

術協助。

複查者 宋■■ 複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意見彙整如如附表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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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者 林■■ 複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31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意見彙整如如附表 C-03。

複查者 宋■■ 複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主辦單位調整生態保育措施，廠商於現地確實執行。詳如附表 C-06。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圖 1. 受影響範圍示意圖，底圖為施工前空拍（拍攝日期 109.04.29）

圖 2 A區施工前環境 圖 3 A區整地後（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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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整地後工區全景（拍攝日期 109.05.27）

圖 5. 民眾投書南水局信箱質疑工程剷除大樹

的必要性（拍攝日期 109.05.27）
圖 6. 主辦單位與廠商清點 A 區折損的林木數

量（拍攝日期 10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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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

員

宋■■/漢林生態

顧問有限公司/計
畫經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

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

圍與生

態關注

區域套

疊圖 

生態保育措施

（施工階段調

整後）

範圍限

制

現地照

片

A 區存活樹木

及填土界線外

的樹林

(108.12.1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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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

全對象

1. [迴避] 取土迴避

山麻雀覓食棲地

確實執行，六

角亭外側湖域

草生地完整不

受工程干擾。

(109.10.22)

2. [補償]立電信杆
補償山麻雀巢位

（＋增加綠籬＋增

掛高位巢箱）

每 5 公尺矗立

電信杆，結構

依照山麻雀需

求調整。並於

內圍增加綠籬

七里香及春不

老。並於林緣

增掛巢箱 10 座，

懸掛位置及巢

箱形式由嘉義

大學指導。

(109.10.22 生態人員現勘)

(109.10.22 生態人員現勘)

(109.10.22 生態人員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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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友善

措施

3. [減輕] 存活喬木
保留

施工期間廠商

有將存活樹木

範圍進行標示。

A 區部分存活

光蠟樹確實保

留。

(109.07.17 生態人員現勘)

(109.10.22 生態人員現勘)

4. [補償] 噴植原生

種植物（＋補植喬

木＋播灑食源植

物）

現場已完成團

粒噴植，採用

原生種草籽，

如假儉草。並

於適當位置補

植光蠟樹，約

40株，並鋪設

澆灌系統。追

蹤自主檢查表，

有撥灑小米提

供山麻雀食源。

(109.10.22 生態人員現勘)

(109.09.26 自主檢查表照片)

5. [縮小] 填土界線
外樹林保護

填土界線外側

樹林保持完整。

未受工程影響。

(109.06 自主檢查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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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2完工後空拍)

說明：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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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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