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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見紀錄表 

工程名稱 雲林縣三條崙海堤環境改善工程(三期)及臺南市雙春海岸養灘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填表人員 曾暐倫 參與日期 2021/6/17 

參與項目 
■現地勘查□訪談 
□座談會□說明會 
□工作坊■其他 生態勘查  

地點 
雲林縣四湖鄉三條崙海堤 

臺南市北門區雙春海岸 

參與人員 單位/職稱 參與角色 

曾暐倫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生態團隊 

陳佳郁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生態團隊 

楊菘羽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生態團隊 

勘查摘要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團隊於2021/6/3上午，針對本案進行初次現勘，並於2021/6/17針對陸域動物及工程可能觸

及之水域區域進行生態勘查。案場北端位於雲林縣四湖鄉三條崙社區之西南方，北端以北已有

2019年所建之350公尺三條崙海堤，案場預定銜接既有海堤並沿保安林緣，往南銜接既有海堤。

案場沿線保安林相相對完整，既有橫向通道多為魚塭工作通道及聯外道路，部分保安林有下陷

積水情形，而案場南端則有較大的水域環境(1號風機周圍)，屬於常年有水但旱季會略為退縮

的水域。案場西側魚塭之西側有一舊有堤防，其堤外有水泥覆蓋，但現多受海砂覆蓋，內側所

見為土堤形式。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團隊於2021/6/17上午至該案現場進行初次現勘並針對陸域動物及濱海灘地進行生態勘

查。案場位於臺南市北門區雙春地區海岸，北端緊臨八掌溪出海口、南接雙春濱海遊憩區。主

要工程為海岸輸沙養灘，以解決海岸侵蝕問題。案場環境主要以沙灘為主，勘查期間屬低潮期

間，明顯可見高潮線以東(內)，沙灘高程漸高，越往海岸防風林越高，形成沙丘狀。沙灘內側

為防風林。自北端沿海灘往南走約500公尺後，明顯可見高潮線以下區域明顯漸縮，海岸侵蝕

情形頗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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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影像紀錄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a.堤後既有道路兩側保安林，林況相對良好，左為內
陸側，右為魚塭側。 b.預定工區堤前現況 

  
c.預定工區南端現況，堤前仍為魚塭。 d.預定工區南端現況，堤後現為水域環境，靠堤側旱

季水域面積會縮減，有乾涸可能。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39 
 

  
e.工區北端潮間灘地相當廣，漂流木堆積處大致為
高潮線。潮間帶布滿雙扇股窗蟹濾食形成的擬糞。 

f.潮間帶有相當龐大的蟹類活動痕跡。圖為雙扇股
窗蟹濾食形成的擬糞，如圖中顆粒狀。 

  
g.北端往南約500公尺後，明顯可見潮間帶內縮。高
潮線與防風林前沙丘距離越來越近。 

h.防風林前有沙丘，防風林林相大致良好，靠海側有
較多枯木，林緣沙丘有較大面積的馬鞍藤覆蓋。 

 

意見摘要 
提出人員：生態團隊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回覆 
(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職稱) 

1. 三條崙預定工區旁的保安林林相良好，應盡量縮
減其影響範圍，可考量移植影響範圍內，條件良
好的植株，作為後續補植的植株。 

1.  

2. 堤防設計應盡量減少或縮短垂直斷面的比例，如
道路邊緣、路緣石設置等。減少生物橫向溝通的
阻礙。 

2.  

3. 三條崙堤防堤後坡面，樹穴以外減少硬質材料覆
蓋，保安林可做為自然種原，藉由生物、風力等
自然因素拓展至堤後坡。 

3.  

4. 雙春海岸工程應密切海漂垃圾問題，避免將海漂
垃圾現地掩埋。 

4.  

5. 兩地保安林、防風林都相對完整，故相關便道、
料區等設置，應避免於林間開闢，優先採用既有
或區外空地。 

5.  

6. 雙春地區便道設置，建議於高潮線以東(乾沙灘
地區域)，採鋪設鐵板方式設置，勿以瀝青、級配
等細碎硬質材料鋪設，避免改變沙灘環境。 

6.  

7. 由於雙春海灘蟹類數量多，建議輸沙時，部分區
段可以先挖開0.3-1公尺深後暫置，輸沙後再將原
沙蓋回，讓原沙作為種原，加快蟹類復原的速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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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錄建議包含關注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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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表格欄位不足請自行增加或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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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生態評估分析紀錄表 

工程名稱 雲林縣三條崙海堤環境改善工程(三期)及臺南市雙春海岸養灘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曾暐倫 
填表日期 

2021/6/25 

評析報告是否完成下

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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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勘查事項 

曾暐倫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

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6年 鳥類、兩棲爬蟲類調查 陸域生態評估 

陳佳郁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

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11年 陸域昆蟲調查 生態環境記錄 

楊菘羽 
國立臺南大學流域生態環境保

育研究中心/專案經理 
7年 陸域植物調查 陸域生態評估 

 

2.棲地生態資料蒐集： 

(1) 資料蒐集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參考2018年《雲林離岸風力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之陸域植物與動物生態調查結果

，植物方面兩季調查共記錄64科168屬218種，其中蕨類植物僅1種，裸子植物有4種。其中特有植物

有臺西大戟、臺灣虎尾草、臺灣海棗等3種，稀有植物有銀葉樹、蘭嶼羅漢松、福木、蒲葵、象牙

樹、蘄艾等6種，但均屬人工栽植，非自然生長。保安林地內，木麻黃為主要植種，其餘還有黃槿

、欖李、銀合歡、構樹、瓊崖海棠、欖仁、血桐、山欖、水黃皮、巴西胡椒木等木本植物。草本植

物樣區的優勢草本植物以大花咸豐草、鋪地黍、白茅、蘆葦、雙花蟛蜞菊為前五名，而木本植物樣

區的地被層，則以大黍、槭葉牽牛、馬櫻丹、落葵、銀合歡等為前五名。 

陸域動物方面，哺乳類共記錄到4目5科16種，其中較大型的為白鼻心，係以設置紅外線相機方

式記錄之，其餘為小型哺乳類物種的齧齒類跟蝙蝠類，如赤腹松鼠、臭鼩、小黃腹鼠、田鼷鼠、赤

背條鼠、家鼷鼠、東亞家蝠、高頭蝠、長趾鼠耳蝠等；鳥類方面共記錄36科75種，佔比以小白鷺、

紅鳩、白頭翁及麻雀等4種為前四名，而保育類共記錄到II級的小燕鷗、遊隼、黑翅鳶、紅隼及八

哥等5種，III級保育類則有燕鴴與紅尾伯勞，此外記錄到1種特有種(小彎嘴)及10種特有亞種(灰胸秧

雞、棕三趾鶉、小雨燕、大卷尾、黑枕藍鶲、白頭翁、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粉紅鸚嘴、八哥)

；兩棲類共記錄3科3種，分別為澤蛙、小雨蛙及黑眶蟾蜍等，未有特有種或保育類紀錄；爬蟲類記

錄到7科10種，以疣尾蝎虎最多，蓬萊草蜥次之，而特有種共計斯文豪氏攀蜥與蓬萊草蜥等2種，特

有亞種則有中國石龍子1種。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參考2019年《臺南市雙春侵蝕海岸暨地層下陷區背景環境生物及生態保育行動計畫》，鳥類共

記錄23科63種，隻次數量最多的為麻雀，小燕鷗次之，紅鳩排次第三。保育類則記錄到I級的黑面

琵鷺，II級的魚鷹、黑翅鳶、鳳頭蒼鷹、小燕鷗及鳳頭燕鷗，III及保育類則有大杓鷸及大濱鷸等，

不過對照其樣點區域，上述保育類可能出現在案場環境(防風林)的應屬II級的魚鷹、黑翅鳶、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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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鷹，其餘保育類依其習性，偏好利用案場北邊之八掌溪河口區域。 

本區域其他生物類群資料較為匱乏，透過特有生物有研究保育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料庫

進行查詢，案場區域僅有少數鳥類及植物資料。植物方面根據查詢結果，有馬鞍藤、皺葉酸模、海

馬齒及藍蝶猿尾木。 

 

(2) 調查結果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以區段步行搭配駕車方式由北往南進行勘查。鳥類方面，共記錄到11科14種鳥，其中有1種II

級保育類(小燕鷗)及5種特有亞種(大卷尾、黑枕藍鶲、褐頭鷦鶯、黃頭扇尾鶯、白頭翁)，均屬臺灣

夏季西海岸及周遭內陸等環境常見之鳥類；哺乳類記錄赤腹松鼠於保安林內活動；兩棲類因調查時

間為日間，故無紀錄；爬蟲類記錄到疣尾蝎虎及多線真稜蜥等2種，屬於常見爬蟲類；水域調查方

面，共設置1具3米蜈蚣籠及2具蝦籠，籠具內均放入餌料以提高捕獲率，而籠具均設置4小時後收籠

拍照進行記錄，共記錄到吳郭魚、茉莉花鱂、頭紋細棘鰕虎及東方白蝦等4類水生物種，其中以茉

莉花鱂數量最多，接近500隻，另記錄到中華沙蟹。案場旁的魚塭，主要養殖文蛤，但經訪談塭主

表示，多數伴有其他魚種，如虱目魚、黃鰭鯛、金錢魚(變身苦)、白蝦等。 

案場周遭植被以魚塭東側保安林地為最大且完整之林地，保安林地以外區域主要以草本植物(

馬鞍藤、孟仁草等)、濱海植物(鯽魚膽、林投等)及園藝綠籬植栽為多。保安林喬木以木麻黃為大宗

且樹高最高、占比最大，林下有部分相較低矮的喬木，如榕樹、肯氏南洋杉、瓊崖海棠、欖仁、欖

李、血桐、水黃皮、黃槿、巴西胡椒木、銀合歡等喬木，並與如鯽魚膽、林投這類灌木交雜生長。

草本方面以外來種大黍為優勢，月桃、大花咸豐草、龍葵、孟仁草等草本植物亦常見，另位屬濱海

區域，故屬濱海草本植物的馬氏濱藜、番杏、馬鞍藤等交雜生長於案場周遭環境之地被。目前該保

安林已解編。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以步行方式自北端入口進入後，沿潮間灘地南行約1公里後折返，改沿防風林緣北行至入口處。鳥

類方面，記錄到9科12種鳥類，其中有1種II級保育類之黑翅鳶及2種特有亞種(褐頭鷦鶯、白頭翁)，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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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屬候鳥族群外，其餘鳥種都是臺灣夏季西部海岸及周遭地區常見的鳥種，海灘上則常有東方環頸鴴活

動覓食，但數量不多；案場預定地未有淡水環境，故無兩棲類紀錄；防風林內有聽到疣尾蝎虎鳴叫，但

案場位置未有爬蟲類紀錄。 

海灘上有相當多的蟹洞及蟹類活動痕跡，以雙扇股窗蟹數量為多，同時記錄到角眼沙蟹。自潮間灘

地到防風林內都有蟹洞分布，越往內陸移動，蟹洞洞口相較潮間帶有越大的趨勢。潮間帶亦記錄到文蛤

、環文蛤、不等殼毛蚶、葡萄牙牡蠣、灰白陸寄居蟹等生物殘骸。 

潮間帶無植被紀錄，高潮線以上之乾沙區域開始出現濱刺麥、馬鞍藤等低矮草本、藤本植物，往防

風林移動開始有蘆葦、鯽魚膽、三裂葉蟛蜞菊、苦林盤等較高莖草本、灌木類植物，防風林則有木麻黃

、臭娘子、欖仁、銀合歡、大花咸豐草植物等，其中以木麻黃為大宗。 

(3) 參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http://taibif.tw> 

允能風力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8。雲林離岸風力發電廠興

建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臺北市。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eBird Taiwan。<https://ebird.org/taiwan/home>。 

國立成功大學。2019。臺南市雙春侵蝕海岸暨地層下陷區背景環境生物及生態保育行動計畫。臺

南市政府。臺南。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評估如下(2021/6/21設計階段評估結果)。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分類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各階段評估結果 

設計 施工 維管 

水
的
特
性 

海岸型態多樣性 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1   

海域廊道連續性 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海域通行無阻 10   

水質 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生物生存 10   

水
陸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海岸穩定度(組成多
樣性) 

檢視底質可否提供水生生物利用 3   

海岸底質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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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岸穩定度(沖蝕干
擾程度) 

檢視濱岸受到沖蝕或干擾之程度 5   

海濱廊道連續性 檢視蟹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與陸域間通行無阻 1   

海岸沙灘植被 
瞭解濱岸周遭植生狀況並簡單區分人為干擾
程度 

6   

生
態
特
性 

水生動物豐多度 檢視現況海洋生態系統狀況 10   

人為影響程度 
工程是否納入人為干擾因子且周遭有無潛在
風險 

10   

加總 
(總分100：<29劣、30-59差、60-79良、80-100優) 

59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分類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各階段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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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施工 維管 

水
的
特
性 

海岸型態多樣性 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2   

海域廊道連續性 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海域通行無阻 10   

水質 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生物生存 10   

水
陸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海岸穩定度(組成多
樣性) 

檢視底質可否提供水生生物利用 3   

海岸底質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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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岸穩定度(沖蝕干
擾程度) 

檢視濱岸受到沖蝕或干擾之程度 5   

海濱廊道連續性 檢視蟹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與陸域間通行無阻 9   

海岸沙灘植被 
瞭解濱岸周遭植生狀況並簡單區分人為干擾
程度 

9   

生
態
特
性 

水生動物豐多度 檢視現況海洋生態系統狀況 10   

人為影響程度 
工程是否納入人為干擾因子且周遭有無潛在
風險 

10   

加總 
(總分100：<29劣、30-59差、60-79良、80-100優) 

69   
 

棲地影像紀錄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a.堤後既有道路兩側保安林，林況相對良好，左為內
陸側，右為魚塭側。 b.預定工區堤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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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預定工區南端現況，堤前仍為魚塭。 d.預定工區南端現況，堤後現為水域環境，靠堤側旱
季水域面積會縮減，有乾涸可能。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e. 工區北端潮間灘地相當廣，漂流木堆積處大致為
高潮線。潮間帶布滿雙扇股窗蟹濾食形成的擬糞。 

f. 潮間帶有相當龐大的蟹類活動痕跡。圖為雙扇股
窗蟹濾食形成的擬糞，如圖中顆粒狀。 

  
g. 北端往南約500公尺後，明顯可見潮間帶內縮。高
潮線與防風林前沙丘距離越來越近。 

h. 防風林前有沙丘，防風林林相大致良好，靠海側
有較多枯木，林緣沙丘有較大面積的馬鞍藤覆蓋。 

 

5.生態關注區域說明及繪製： 

(1)大尺度工程生態情報圖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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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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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尺度生態關注區域圖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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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項

次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 

三條崙堤防

垂直斷面可

能阻隔生物

橫向移動 

三條崙保安林下有陸蟹活

動，習性上仍需要降海釋幼，

垂直斷面將大幅增加困難

度，甚至阻斷降海機會。 

迴避：斷面採取粗糙面斜坡設計。 
縮小：減少垂直斷面比例。 
減輕：降低垂直斷面高度。 
補償： 

2 

三條崙魚塭

區，冬季時

可能會有較

大量的候鳥

利用 

魚塭區相對寬廣且食源固

定，可能會吸引水鳥類冬候

鳥利用此區域，甚至長待至

隔年北返時，施工的機具、

噪音可能造成較多的干擾。 

迴避：施工期應儘量避開冬候鳥利用之秋、冬季

(時間迴避)，可考量魚塭側於5-9月施作。 
縮小： 
減輕：魚塭側設立圍籬，明確界立工區，減少機

具與人員作業所產生的干擾。 
補償： 

3 
三條崙海堤

保安林面積

縮減 

保安林面積縮減，可能導致

周遭生物可利用之棲地面積

縮小。 

迴避： 
縮小：工區範圍以最小利用為原則，並於設計圖

明確標示。 
減輕： 
1. 依施工計畫之施工擾動範圍圖面，限縮施工便

道寬度、限制機具車輛迴轉區、土方材料堆置

區，勿過度開挖及擾動施工範圍外的棲地環境。 
2. 考量移植影響範圍內，條件良好的植株，作為

後續補植的植株。 
3. 堤防堤後坡面，樹穴以外減少硬質材料覆蓋，

保安林可做為自然種原，藉由生物、風力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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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素拓展至堤後坡。 
補償： 

4 

三條崙海堤

南端規劃可

能影響現有

水域環境 

工區南端依規劃，部分水域

面積可能會受影響而填平，

進而導致水生物小區域滅絕 

迴避： 
縮小： 
減輕：設立阻水設施，以人工方式將水生物移至

其他水域。 
補償： 

5 
雙春潮間帶

有大量蟹類

活動、利用 

雙春海灘未有既存便道，而

潮間帶明顯可見相當大量的

蟹類與活動痕跡，機具行駛、

人員活動、工程輸沙等因素，

可能會使潮間帶底質變為密

實、工區蟹類暫時性消失等

問題 

迴避： 
縮小： 
減輕： 
1. 雙春地區便道設置，建議於高潮線以東(乾沙

灘地區域)，採鋪設鐵板方式，勿以瀝青、級

配等細碎硬質材料鋪設，避免改變沙灘環境。 
2. 建議輸沙時，部分區段可以先挖開0.3-1公尺深

後暫置，輸沙後再將原沙蓋回，讓原沙作為種

原，加快蟹類復原的速度。 
3. 依施工計畫之施工擾動範圍圖面，限縮施工便

道寬度、限制機具車輛迴轉區、土方材料堆置

區，勿過度開挖及擾動施工範圍外的棲地環境。 
補償： 

6 
雙春海灘海

漂垃圾 

沙灘上有相當多的海漂垃圾

及漂流木，如埋入灘地中，

等同改變灘地底質情況，進

而影響蟹類族群。 

迴避： 
縮小： 
減輕：分類、集中堆置，勿埋入灘地，並請主辦

單事前照會主管機關，協助聯繫清運事宜。 
補償：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雲林四湖 三條崙海堤 

  

a.盡可能減少保安林擾動面積，特別是預定工區

外的保安林地。 
b.靠魚塭側的保安林，部分將被剷除，剷除面積

應以工程最小所需面積為主。 

臺南北門 雙春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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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防風林林相相對完整、穩定，工程相關便道、

料區等，應避免於新闢。同時應明確界立工區範

圍，減少工程對區外的擾動。 

d.迴避工程影響範圍外的潮間灘地 

 

說明：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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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生態保育措施及討論紀錄 

工程名稱 雲林縣三條崙海堤環境改善工程(三期)及臺南市雙春海岸養灘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國立臺南大學 
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曾暐倫 

填表日期 2021/7/6 

解決對策項目 
減輕本項工程對於工程範圍

及周遭環境的影響。 
實施位置 

1. 雲林縣四湖鄉三條崙海堤： 
三條崙漁港以南至南段三條崙海堤(箔
子寮以北)，堤岸全長約1,650公尺。 

2. 臺南市雙春海灘： 
八掌溪口以南至臺南市雙春遊憩區以

北共計1,850公尺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 三條崙案場魚塭區，屬於過境及冬候鳥的潛在高度利用區域：施工期避開冬候鳥利用之秋、

冬季(時間上迴避)，可考量魚塭側於5-9月施作，亦或噪音、震動較大的工項，減少於10月至

隔年4月間進行。施工期間，魚塭側設置圍籬，明確界定工區，減少機具與人員作業產生的干

擾。 

2. 三條崙海堤設計應減少垂直斷面設置的比例：保安林下有蟹類活動、使用，雖屬陸蟹但繁殖

期仍需降海釋幼，垂直斷面將增加降海的困難度，甚至阻斷。 

3. 三條崙海堤保安林面積縮減：保安林林地完整、寬廣，應盡量減少影響面積，保安林縮減可

能導致周遭生物可利用之棲地面積縮小。堤後設計可考量採土坡方式，減少硬質材料覆蓋，

保安林可做為自然種原，藉由生物、風力等自然因素拓展至堤後坡。部分影響區內的植栽，

可考量移植至完工後的堤後土坡。 

4. 雙春海灘潮間帶有大量蟹類活動、利用：現階規劃鋪設便道，建議於高潮線以東(乾沙灘地區

域)，採鋪設鐵板方式設置，勿以瀝青、級配等細碎硬質材料鋪設，避免改變沙灘環境。依施

工計畫之施工擾動範圍圖面，限縮施工便道寬度、限制機具車輛迴轉區、土方材料堆置區，

勿過度開挖及擾動施工範圍外的棲地環境。 

5. 雙春海灘為臺灣西南部少有之天然海灘：現有人工構造物少，建議相關工程規劃、設施，採

用天然材質材料，暫時性設施採可回收再利用材料如鐵板、鋼板樁。 

6. 兩地保安林、防風林都相對完整，故相關便道、料區等設置，應避免於林間開闢，優先採用

既有或區外空地。 
圖說：略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於設計、施工及完工等階段，分別進行1次生態勘查。 

現勘、討論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錄 

日期 事項 摘要 

2021/6/21 

三條崙案場魚塭

區，屬於過境及冬

候鳥的潛在高度利

用區域 

施工期避開10月至隔年4月間候鳥季，考量魚塭側於5-9月施作，

亦或噪音、震動較大的工項，減少於候鳥季施作。施工期間設置

圍籬，明確界定工區，減少機具與人員引起的擾動。 

2021/6/21 
三條崙海堤設計應

減少垂直斷面設置

的比例 

保安林下有蟹類活動、使用，繁殖期需降海釋幼，垂直斷面將增

加降海的困難度，甚至阻斷降海機會。 

2021/6/21 
三條崙海堤保安林

面積縮減 
林地完整、寬廣，縮減將減少生物棲地面積。堤後設計可考量採

土坡方式，減少硬質材料覆蓋，以利保安林自然因素拓展至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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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部分受影響的保安林植栽，可考量移植至完工後的堤後土

坡。 

2021/6/21 
雙春海灘潮間帶有

大量蟹類活動、利

用 

建議便道鋪設於高潮線以東之乾沙地，採鐵板鋪設方式，勿以細

碎硬質材料鋪底填充，避免改變沙灘環境。限縮影響區域，勿過

度開挖及擾動施工範圍外的棲地環境。 

2021/6/21 
雙春海灘為臺灣西

南部少有之天然海

灘 

人工構造物少，相關工程規劃、設施，建議多採用天然材質材料，

暫時性設施採可回收再利用材料如鐵板、鋼板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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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暐倫 日期：202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