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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結論與建議
棲地生態關注圖
與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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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品管組織

生態檢核團隊

鴻霖明大地生態公司
生態檢核現勘調查

台灣生態檢核環教協會
協力督導教育訓練

台北市野鳥學會
關注物種鳥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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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生態監測記錄
1. 定期辦理現地勘查，檢視生態環

境狀況及棲地品質評估
2. 施工廠商每月辦理生態保育措施

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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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生態關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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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台北鳥會提供照片入口堰黑面琵鷺



棲地生態關注圖與生態保育措施-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迴避

1. 工程施工排程盡量避開生物利用時間如小水鴨(9月至隔年3、4月)；鷺

科(3至9月)，視需求劃設緩衝帶或隔離帶減輕衝擊。

2. 建議在工區範圍邊緣設置看板，提醒進入工區工作人員注意關注物種、

生態保全對象。

3. 避免夜間施工干擾生物作息。

4. 避免進入工區旁的濕地區域。

5. 依照生態關注圖高、中、低敏感區，注意生態保全對象是否出現或受到

影響，有發現紀錄應依照生態保育措施所訂之原則進行，以減少對環境

、生態保全對象之影響。

6. 目前並未有四斑細蟌發現紀錄，若本工程有發現紀錄，應立即圈選棲地

範圍並採設緩衝帶或隔離帶措施，人類活動對棲地的污染及破壞，降低

對四斑細蟌之影響。

7. 施作應該明確規範作業區域，避免工人、機具於敏感區濕地上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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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生態關注圖與生態保育措施-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減輕
1. 本計畫區域關注物種為小水鴨、鷺科等鳥類，經評估工程影響生態

環境程度，本計畫應儘量加快施工進程，減輕對環境造成影響之時

間，使棲地能較快恢復成鳥類會回來棲息之穩定狀態。

2. 需注意開挖過程可能增加水域中之懸浮固體濃度，且對底質環境及

底棲生態有所擾動。

3. 如施工過程於施工範圍內遇到小水鴨等關注物種，建議施工機具動

作放慢，以笛聲或人為方式驅趕後再繼續進行工程，避免造成生物

死亡。

4. 施工範圍旁即有濕地棲地，此棲地適合鳥類棲息，此濕地區域也有

發現小水鴨、鷺科等鳥類棲息紀錄，第㇐期工程避免於施工時直接

觸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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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工作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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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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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異常狀況發生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完成消失
並恢復工程施工

施工廠商
環境生態異常處理表



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現勘調查紀錄 (111年7月15日、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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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現勘調查紀錄 (11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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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抽查



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現勘調查紀錄 (11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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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抽查



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中教育訓練紀錄 (111年7月25日、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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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施工階段鳥類發現紀錄

資料來源：台北市野鳥學會調查提供

地點 日期 鳥種 數量  地點 日期 鳥種 數量 

入口堰 3月 22日 

蒼鷺 16  

出口堰 3月 31日 

蒼鷺 4 
大白鷺 2  大白鷺 5 
小白鷺 3  小白鷺 2 
夜鷺 2  夜鷺 2 
白琵鷺 4  埃及聖鹮 3 
黑面琵鷺 1  小水鴨 65 
埃及聖鹮 7  東方環頸鴴 5 
紅冠水雞   鐵嘴鴴 3 
喜鵲 4  灰斑鴴 2 
八哥 2  磯鷸 5 
家八哥 6  青足鷸 2 
黑領椋鳥 4  反嘴鴴 2 

     珠頸斑鳩 2 

     金背鳩 4 

     家燕 8 

     樹鵲 2 

     喜鵲 50 

     白頭翁 4 

     褐頭鷦鶯 2 

     東方黃鶺鴒 3 

     家八哥 4 

     黑領椋鳥 4 

     白尾八哥 3 

     麻雀 30 

地點 日期 鳥種 數量  地點 日期 鳥種 

入口堰 

2022/5/30 

蒼鷺 1  

出口堰 

2022/5/7 

太平洋金班鴴 

黃頭鷺 153  小環頸鴴 

小白鷺 21  小白鷺 

中白鷺 1  黃頭鷺 

夜鷺 2  夜鷺 

黑面琵鷺 1  埃及聖䴉 

珠頸斑鳩 2  黑翅鳶 

家燕 2  大卷尾 

喜鵲 4  樹雀 

白頭翁 4  灰頭鷦鶯 

八哥 2  褐頭鷦鶯 

家八哥 6  家燕 

黑領椋鳥 4  白頭翁 

2022/6/25 

蒼鷺 2  紅嘴黑鵯 

黃頭鷺 4  家八哥 

大白鷺 1  白尾八哥 

小白鷺 5  麻雀 

夜鷺 1  東方黃鶺鴒 

白腹秧雞 1  

2022/6/3 

野鴿 

紅冠水雞 1  金背鳩 

珠頸斑鳩 2  珠頸斑鳩 

家燕 5  蒼鷺 

喜鵲 4  大白鷺 

白頭翁 3  小白鷺 

家八哥 4  黃頭鷺 

黑領椋鳥 2  夜鷺 

白尾八哥 2  埃及聖 
     大卷尾 
     樹鵲 
     喜鵲 
     灰頭鷦鶯 
     褐頭鷦鶯 
     白頭翁 
     紅嘴黑鵯 
     黑領椋鳥 
     家八哥 
     白尾八哥 
     八哥 
     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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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施工階段黑面琵鷺發現紀錄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111年7月26日



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 結論

1. 本計畫截至111年7月底，已執行16次的生態檢核，分別為110年

11月至12月、111年1月至7月，每個月的第二週及第四週。

2. RHEEP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施工前分數皆為48分；施工中則介於45-

48分，停止開挖後，分數為48分，施工中之分數變化主因應是開挖

前清除地表植物，致使裸露灘地面積增大，但仍沒有明顯異常之變

化，可見本河道整理工程之施作， 並未對該地區生物棲地環境產生

重大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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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結論

4. 整體而言，本計畫執行期間，施工並未有嚴重環境異常之影響，

此情況歸功本計畫結合十河局監造確實，以及施工廠商與生態團

隊的相互良好配合。

5. 在施工前共同確實了解施工範圍內是否有影響施工、造成生態環

境影響之因素，並通過會議討論、邀請專家委員提供建議，共同

討論適合本計畫施工方式。

6. 施工期間則是經常性的進行現場確認施工與生態環境之影響，使

得本來較為易直接對生態環境造成明顯影響的河道清淤工程，在

本計畫執行下能夠順利之推動，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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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入口段河道整理工程 (施工階段)建議

1. 第㇐期工程至111年7月已停止出土並進行整地工作，後續本案收

尾工作、維管階段及相關工程及進行也應以這本次工程方式進行

生態檢核工作，來避免與減輕生態敏感區域的干擾濕地，以維護

淡水河之整體的生態環境與生物之影響。

2. 另本工程生態檢核以鳥類作為主要關注物種之㇐，經由各種鳥類

棲息狀況觀察，可以了解水域深淺的變化、河道淤積的狀況。爰

建議未來相關的計畫，宜重視鳥類棲息地生態變化的調查，並用

以做為推測河川淤積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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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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