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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生態環境」逐漸受到民眾的重視，但因全球氣候變異造成極端降雨

頻傳，常遇雨成災，故需以工程手段來治理，以確保民眾的生命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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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公開等原則，研提生態保育對策，以積極創造優質的生態環境。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6 年 4 月 25 日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機制」，於 108 年 5 月 10 日修正名稱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與

修正要點。經滾動檢討實務運作情形，於 109 年 11 月 2 日進行第二次修

正與 110 年 10 月 6 日進行第三次修正。 

而經濟部水利署於 106 年 6 月 23 日公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行

作業注意事項修正規定」，並於 107 年 5 月 31 日、108 年 6 月 14 日、108 

年 12 月 3 日、110 年 8 月 31 日進行條文修訂。另於 109 年 4 月擬定「水

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行參考手冊」，於 110 年 6 月 16 日修正「經濟部

水利署辦理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

計畫執行作業注意事項」，於 110 年 7 月 16 日發布「經濟部水利署辦理中

央管流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執行作業要點」。 

本計畫將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與經濟部水利署規定之規定辦理，

於工程生命週期，即計畫提報、規劃設計、工程施工，以及維護管理等四

個階段，辦理生態調查、生態檢核及民眾參與等工作，透過訪談當地民眾

及非政府組織(NGO)等單位蒐集建言及溝通討論，再藉由生態調查及生態檢

核成果，提出相關檢核評估方案，以作為後續工程施工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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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範圍與工程概要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為第八河川局轄管內之卑南溪瑞源堤防，「卑南溪瑞

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範圍如圖1-1，本工程概要如表1-1。 

本案位於臺東縣鹿野鄉，其涉及之溪流為卑南溪。工程主要目的為加

強既有堤岸抗災防洪之功能，增加周圍民眾居住安全性，並提升民眾之生

活品質，故本工程計劃針對卑南溪瑞源堤防丁壩工及護坦進行維修，同時

進行該河段之河道整理，並以河道整理取得之土方用於右岸瑞源堤防與左

岸寶華堤防之前坡覆土，以期達到減低颱洪致災風險之效益。 

 

 

 
圖 1-1  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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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概要 

工程名稱 111 年度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概要 

1. 瑞源堤防護坦與丁壩工 6座 

2. 河道整理 760 公尺 

3. 寶華堤防前坡填土 

工程經費 20000 仟元 

開工日期 111 年 07 月 07 日 

預定完工 111 年 12 月 03 日 

承攬廠商 安樺營造有限公司 

執行機關 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工程地點 臺東縣鹿野鄉 

工程圖說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1-4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1-5 

 

 

1.3  工作方法 

一、組成跨領域工作團隊 

本計畫由黃俊凱水利技師擔任計畫主持人，負責整體計畫工作架構擬

定、執行進度掌握、統籌各項工作項目，以及計畫成果品質控管等。另外，

邀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段文宏助理教授及熊良心有限公司林耿弘理事長

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規劃生態調查、生態評析、生態保育對策研擬，以

及教育訓練與民眾參與等相關工作。並分由「生態調查與生態檢核組」與

「活動與行政組」等 2 組人員執行本計畫各項工作。相關工作組織架構與

人力配置如圖1-2與表1-2所示。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1-6 

組員：陳幸毅
盧杰志
林昭元
陳俊翰
陳光洲
鄭純宇

組員：黃姿雅
曾禹彤

 

圖 1-2  工作組織架構圖 

 

 

表 1-2  專業團隊人力配置表 

任務分組 姓名 學歷 證照 專長 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

人 
黃俊凱 

逢甲大學水利工程

研究所 
水利技師 
水利碩士 

環境工程/水
資源/水利工

程/水理分析

/工程監造 

計畫工作架構擬

定、執行進度掌

握、統籌各項工作

項目 

協同主持

人 

段文宏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

生物研究所 
博士 

生態調查/環
境調查/環境

教育 

生態調查、生態評

析、生態保育對策

研擬 

林耿弘 

國立台東大學生命

科學系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

藝術系 

碩 士 ( 進
修中) 
 
學士 

生態調查/環
境生態新聞

撰寫/環境教

育、生態創

生 

規劃民眾參與、教

育訓練活動，以及

協助生態調查、生

態評析、生態保育

對策研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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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分組 姓名 學歷 證照 專長 工作項目 

生態調查

與生態檢

核組 

 

陳幸毅 
朝揚科技大學建築

系 

學士/品
管人員 
無障礙設

備勘驗人

員 

建築設計/土
木設計 

執行各階段生態檢

核之現地勘查、資

料蒐集、繪製生態

關注圖、棲地品質

評估、保育措施執

行情形確認勘查、

成果報告編撰等工

作。 

盧杰志 
逢甲大學水利工程

研究所 
水利碩士 

水利工程/水
理分析/工程

調查/野溪調

查 

陳俊翰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 
台東大學文化資源

與休閒產業學系 

學士 
碩士 
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 

植物分類/生
態攝影/生態

調查/昆蟲分

類 

林昭元 

臺灣師範大學-環
境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 
臺灣大學-森林環

境暨資源學系 

碩士 
學士 
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 

環境教育方

案規劃與執

行/科學教育

活動設計與

帶領 

陳光洲 
大漢技術學院土木

工程與環境資源管

理系 
環管學士 

水質調查/環
境調查/現地

調查 

鄭純宇 
南台科技大學化工

系 
化工學士 環工/化工 

活動與行

政組 

黃姿雅 康寧護專 學士 
文書行政/帳
務處理/工程

報表 
文書行政、帳務處

理、協助民眾參與

活動等 
曾禹彤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學士 

文書編輯/帳
務管理 

 

二、工作項目與內容 

本計畫針對「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執行工程施工階

段之生態檢核作業，相關辦理事項如下： 

(一) 現地勘查：本計畫將針對工程範圍進行現地踏勘，以掌握施工廠商有

無破壞環境或未遵守施工規定之情形，當發現異常則會立即通報相關單

位。 

(二) 生態保育策施：本計畫將蒐集前期保育對策，配合工程期程進行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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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並協助監造單位與施工單位擬定可行之生態保育措施，以及施工

期間生態狀況的處理策略。 

(三) 水域生態監測調查：參考「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之生物調查方法，

進行施工階段的水域生態監測調查。 

(四) 環境棲地品質評估：於施工期間執行棲地評估指標評估，填具水利工

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評估施工前與施工中的環境棲地差異。 

(五) 查核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填寫：不定期檢查施工廠商填寫之自主檢查

表，並依據書面資料評估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保育措施執行狀況，提供

相關建議。 

(六) 保育措施執行情形確認勘查：不定期至現地確認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

保育措施執行狀況，並提供相關改善建議。 

(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具工程施工階段「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

評表」。 

(八) 生態環境異常狀況處理：施工期間若發生環境異常狀況時，將立即進

行相關應急處理，並通知相關單位。發生異常狀況時協助監造單位與施

工廠商進行議題判斷，並提供異常狀況的因應對策，以降低對生態環境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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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料蒐集 

 

2.1  地理位置 

卑南溪流域位於臺灣東南部，臺東縣境內，東界海岸山脈分水嶺，西

倚中央山脈與高屏溪流域分踞東西，南接太平溪流域與利嘉溪，北臨秀姑

巒溪流域。卑南溪屬中央管河川，主流(大崙溪)發源於中央山脈卑南主峰東

側(高程為 3,295 m)，依循山谷向東流，於海端鄉新武村與源於關山主峰之

霧鹿溪匯流後，合稱新武呂溪，蜿蜒於中央山脈間，東流於初來附近出谷，

至池上鄉受海岸山脈阻擋，折向沿花東縱谷南行，於瑞源、鹿野東南郊分

別收納鹿寮溪及鹿野溪兩大支流後，經山里、利吉河谷、卑南及岩灣，最

後於臺東市北郊注入太平洋，全長約 84.35 km，河道平均坡度約 1/141，各

支流之坡降均甚陡峭，特別是鹿寮溪坡度達 1/59。 

卑南溪流域為臺東縣境內的主要河流，亦是灌溉臺東平原的主要河

川。卑南溪流域面積約 1,603.21 km2，全區位於臺東縣境內，行政區域涵蓋

海端鄉、池上鄉、關山鎮、鹿野鄉、延平鄉、卑南鄉與臺東市等七個鄉鎮，

地理位置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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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圖 2-1  卑南溪之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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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形與地勢 

本流域匯集中央山脈東側、海岸山脈西側之水由北向南流，於臺東市

注入太平洋。整體地形西以中央山脈為界，東以海岸山脈為界，分別由東

西兩側向中央降低，山高谷深，河川向下侵蝕，形成縱谷地形，為卑南溪

河床高差大、坡降陡及河床寬之成因。 

 

2.3  地質 

卑南溪流域為花東縱谷之一部份，屬大斷層谷，亦為中央山脈與海岸

山脈之分界，地層呈南北走向；依據中央地調所地質調查，流域上游部分

主為石英岩、板岩、千枚岩、礫岩、薄層結晶石英岩及安山岩、質凝灰岩

所構成之西村層、新高層及大南澳片岩，下游初鹿附近則有卑南山礫岩與

利吉層，主由膠結不良之礫岩組成，自池上至臺東，河谷兩岸平原為更新

世之階地堆積層所分佈，構成台地，為良好之墾植地，砂粘土、礫石等沖

積物，則分布於河床，構成本流域地質的分佈概況；此外，區內有海岸山

脈斷層南段(池上斷層、利吉斷層)與鹿野斷層等活動斷層通過，其中海岸山

脈斷層南段(池上斷層、利吉斷層)沿卑南溪主流穿越流域範圍，如圖2-2所

示。 

本流域內土壤之生成，受母質及地形的影響較大，因此土壤之分布亦與地

質及地形之分布有關，其中地形較安全之地，多生成紅壤、黃壤及黑壤，

緩坡次安定之地多分布崩積土，而山勢陡峻之地形，則多為森林土、灰化

土與石質土，如圖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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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99 年度卑南溪航測數值影像製作」資料庫，2011。) 

圖 2-2  卑南溪之地質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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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99 年度卑南溪航測數值影像製作」資料庫，2011。) 

圖 2-3  卑南溪之土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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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氣象 

依據鄰近之中央氣象局臺東觀測站 1911 至 2020 年氣象統計資料(表2-1)

顯示，平均溫度為 24.7℃，其中 7 月份平均溫度最高，為 29.1℃，1 月份平

均溫度最低，為 19.7℃。本地區屬於亞熱帶氣候區，春、夏之交受太平洋

氣流徘徊影響，常造成陰雨連綿之梅雨期，夏季則受海洋氣流籠罩，形成

溼熱氣候，地面蒸發量大，對流旺盛午後常有雷雨發生，以及颱風侵襲影

響，降雨量高。平均年降雨量總計為 1737.6 毫米，雨量尚稱充沛，但時空

上分配極不均勻，降雨集中於 6~10 月，12 至翌年 1~4 月則雨量較低，平均

降雨天數為 125.1 日。 

 

表 2-1  臺東觀測站歷年氣象資料統計表(1991-2020 年月平均資料) 

月份 平均風速
(m/s) 

平均溫度 
(℃) 

日照數(hr) 降雨量
(mm) 

降雨天數
(天) 

平均相對濕
度(%) 

1 1.8 19.7 93.7 33.1 8.4 71.5 

2 1.8 20.2 85.1 40.7 9.1 72.9 

3 1.8 21.8 102.1 36.5 9.3 73.3 

4 1.7 24.1 116.8 64.8 10.9 75.2 

5 1.6 26.4 148.0 138.3 14.4 77.3 

6 1.6 28.3 210.2 201.9 11.5 77.3 

7 1.6 29.1 253.2 250.2 10.1 76.0 

8 1.6 28.8 223.5 316.4 11.7 76.6 

9 1.7 27.7 173.1 295.6 12.8 76.3 

10 2.0 25.8 157.3 215.0 9.9 72.6 

11 1.9 23.6 122.2 99.3 8.6 72.1 

12 1.9 20.8 98.6 45.8 8.4 70.7 

年計 - - 1783.8 1737.6 125.1 - 

平均 1.8 24.7 - - - 74.3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觀測資料，https://www.cwb.gov.tw/V8/C/C/Statistics/monthlymean.html ) 

 

歷年颱風侵襲臺灣時，本計畫區經常首當其衝，因無地形阻擋致使颱

風災害相當猛烈。依中央氣象局颱風統計資料 1911~2020 年間所發生之颱

風記錄，歷年侵臺颱風路徑分類統計，如表2-2與圖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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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颱風侵襲臺灣各月次數統計表(統計自 1911 年至 2020 年) 

月份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年 

次數 1 9 26 97 108 87 30 11 1 - 

平均 0.01 0.08 0.24 0.88 0.98 0.79 0.27 0.1 0.01 3.36 

百分率(%) 0.30 2.38 7.14 26.19 29.17 23.51 8.04 2.98 0.30 100 

(資料來源：颱風百問，中央氣象局，2021) 

 

 
       (資料來源：颱風百問，中央氣象局，2021) 
圖 2-4  侵臺颱風路徑分類統計圖(統計自 1911 年至 202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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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文與社會環境 

一、行政區域 

卑南溪流域於地理上屬臺灣東南部，依本省行政區分隸屬臺東

縣，流域包括有臺東市、卑南鄉、延平鄉、鹿野鄉、關山鎮、海端鄉、

池上鄉等七市鄉鎮，集水面積 1,603.21 平方公里，約佔全縣總面積 3,515

平方公里內的 45.6%。 

二、人口 

本流域內人口分佈極不平均，山區人口遠較平原地區稀少，依民

國 111 年 08 月臺東縣政府主計處之人口統計資料，如表2-3所示。本流

域內各市鄉鎮人口總數為 151,509 人，其中分佈以臺東市最多，達

103,259 人，卑南鄉約 16,855 人，關山鎮、鹿野鄉、池上鄉，約 7,300~8,200

間，延平鄉、海端鄉人口皆低於 4,200 人。 

本流域內居住族群十分多元化，居住人口中除閩南人、客家人與

隨國民政府遷台而來的外省人之外，還有原住民，包含阿美、排灣、

布農、卑南、魯凱，以及雅美等六大族群。根據民國 111 年 8 月臺東

縣政府主計處之人口統計資料，如表2-3所示，本流域內各市鄉鎮原住

民人口總數為 42,880，佔人口總數之 28.3%。 

就人口密度來看，以臺東市人口密度最高(940.69 人/km2)，其次依

序為關山鎮(139.76 人/km2)、池上鄉(96.91 人/km2)、鹿野鄉(81.81 人

/km2)、卑南鄉(40.84 人/km2)、延平鄉(8.00 人/km2)，人口密度最低者為

海端鄉最低(4.76 人/km2)。人口分佈因地形、交通及產業條件而疏密不

一，流域內地瘠人稀，物產不豐。近年來政府積極開發東部之城鄉發

展，且適逢週休二日制度之實施，已激起流域內農工商業及觀光事業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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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卑南溪流域內各鄉鎮人口分佈表 

區域別 
面積 

(平方公里) 
總人口數 

(人) 
原住民人口數 

(人) 
人口密度 

(每平方公里人數) 

臺東市 109.77 103,259 22,257 940.69 

卑南鄉 412.69 16,855 6,591 40.84 

延平鄉 455.88 3,647 3,370 8.00 

鹿野鄉 89.70 7,338 2,241 81.81 

關山鎮 58.74 8,209 2,275 139.76 

海端鄉 880.04 4,188 3,949 4.76 

池上鄉 82.69 8,013 2,197 96.91 

合計 2089.51 151,509 42,880 72.51 
(資料來源：彙整自臺東縣政統計網站 http://www.taitung.gov.tw/statistics/，統計至：民國 111 年 08 月。) 

 

三、工商業 

流域內工業以輕工業為主，多屬農產品加工類，集中於臺東平原

地區，早期有台糖公司所屬之池上糖廠、臺東糖廠，民間製造紅糖則

有利吉糖廠，惟至民國 85 年止，上述糖廠已全數停工關廠，再加上早

期關山鎮台鳳工廠亦停工關廠甚久，因此本縣之大型製造工業僅剩臺

東市郊永豐餘造紙廠一家。臺東市區內雖有面積為 18 公頃之豐樂工業

區一處，然該區內全為汽車修護廠或小型農業機械維修業，亦並無大

型製造生產業，故流域內幾無工業可言，其原因可歸納為人力缺乏，

原料生產腹地狹小，大宗貨物運輸交通不利、運能有限等。 

商業則分別集中於池上、關山、鹿野、臺東等地，而以臺東市為

商業中心，近年來由於週休二日的實施，帶動休閒旅遊的風潮，加速

東臺灣的開發，觀光事業快速成長，已間接帶動工商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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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交通 

目前對外交通以東部鐵路幹線經花蓮至宜蘭、台北，及南迴鐵路通往

屏東、高雄；公路部份省道台 9 往北經花蓮、宜蘭可至新店，往南經大武、

楓港可達屏東、高雄，台 20 可由初來、池上至台南，另外省道台 11 沿東

海岸可至花蓮，陸上交通大致順暢，另卑南溪左岸有縣道 197 線連接，為

主要左岸聯絡道路。相關交通路線如圖2-5所示。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99 年度卑南溪航測數值影像製作」資料庫，2011。) 

圖 2-5  卑南溪流域交通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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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歷年規劃及整治計畫 

卑南溪流域主、支流歷年來曾陸續辦理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鹿

鳴溪等野溪集水區環境調查及細部規劃等多件規劃案件，本計畫蒐集近期

流域範圍相關規劃及治理計畫成果，整理如下表2-4所示。 

 
表 2-4  卑南溪流域歷年規劃及整治計畫 

單位 計畫名稱 時間 

經濟部水利署 
第八河川局 

卑南溪航測數值地形及影像圖資整合製作 民國 90 年 

中央管河川河川區域勘測水文分析報告-卑南溪支流：萬安溪、

泥水溪、崁頂溪、加鹿溪、加典溪 
民國 91 年 

中央管河川河川區域勘測水文分析報告-卑南溪支流：嘉武溪、

濁水溪、鹿鳴溪、鹿野溪上游 
民國 92 年 

卑南溪河系基本資料庫建置 民國 93 年 

卑南溪砂石公告可採區規劃工作 民國 93 年 

卑南溪水系治理規劃檢討 民國 94 年 

卑南溪水系河道大斷面測量計畫 民國 95 年 

98~103 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民國 95 年 

卑南溪河川防護工法安全性檢討評估及改善對策研擬計畫 民國 96 年 

卑南溪河口段風砂問題改善對策初步探討 民國 97 年 

卑南溪三維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民國 97 年 

卑南溪大斷面測量 民國 98 年 

卑南溪水系支流鹿野溪莫拉克颱風災後檢討報告 民國 98 年 

卑南溪水系鹿野溪支流嘉豐溪及和平溪治理規劃報告 民國 98 年 

卑南溪(河口段)河川環境營造細部規劃 民國 99 年 

99 年度卑南溪航測數值影像製作 民國 100 年 

莫拉克災後卑南溪堤防損害及改善方案研擬 民國 100 年 

卑南溪水系治理規劃檢討(含治理基本計畫修正)(1/3) 民國 100 年 

卑南溪支流萬安溪、嘉武溪、濁水溪、中野溪治理規劃報告 民國 101 年 

卑南溪水系支流萬安溪及濁水溪河川區域檢討變更說明書 民國 102 年 

卑南溪水系支流富源溪及山里溪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更勘測

報告 
民國 102 年 

卑南溪水系支流富源溪及山里溪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更說明

書 
民國 102 年 

卑南溪水系主流卑南溪及支流鹿野溪與鹿寮溪河川區域檢討變

更水文分析報告 
民國 1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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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時間 

卑南溪水系卑南溪、鹿野溪及鹿寮溪整體疏濬策略評估計畫 民國 106 年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卑南溪口至利嘉溪口海岸段環境營造規劃設

計 
民國 106 年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卑南溪口至利嘉溪口海岸段環境營造規劃

設計 
民國 106 年 

經濟部水利署 

第八河

川局 

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1/2) 民國 106 年 

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2/2) 民國 107 年 

卑南溪主流及支流共 14 處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更水理演算報

告 
民國 107 年 

卑南溪水系卑南溪、鹿野溪及鹿寮溪水利建造物安全檢測計畫 民國 107 年 

卑南溪池上、新興堤段及紅石溪堤防整體環境改善設計 民國 107 年 

卑南溪水系河川環境管理規劃(卑南溪支流) 民國 108 年 

卑南溪智慧河川建置先期規劃 民國 108 年 

108 年度卑南溪水系大斷面測量計畫 民國 108 年 

水土保持局 
臺東地區(卑南溪等)上游集水區整體調查規劃 民國 96 年 

鹿鳴溪等野溪集水區環境調查及細部規劃 民國 98 年 

農田水利會 卑南上圳水資源多目標利用計畫 民國 100 年 

水利規劃試驗

所 

卑南溪河口海岸地形變遷趨勢評估基本資料補充調查 民國 107 年 

臺東卑南溪下游攔河堰規劃方案檢討 民國 99 年 

卑南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1/2) 民國 92 年 

卑南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2/2) 民國 93 年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水土保持局、農田水利會、水利規劃試驗所) 

 

2.8  本工程河段生態調查資料蒐集 

    本計畫彙整經濟部水利規劃試驗所於 2017~2018 年「卑南溪水系

河川情勢調查(1/2)」與「卑南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2/2)」之生態調查成果，

並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平台所收錄彙整之「經濟部水利署河川情勢調查資料集」(Investigation 

Current Status of River in Taiwan between 2002 to 2020)，本工程周邊生態調

查資料空間分布如圖2-6，生物名錄彙整如表2-5，其中關注物種彙整如下： 

一、 鳥類：屬二級保育類之日本松雀鷹、大冠鷲、小燕鷗、魚鷹、環頸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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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頭翁、彩鷸、黃嘴角鴞；屬三級保育類之臺灣藍鵲、黑頭文鳥、燕

鴴、紅尾伯勞、冠羽畫眉；以及其他列於臺灣鳥類紅皮書名錄之物種，

包含小水鴨、灰喉山椒、棕背伯勞等。 

二、 昆蟲類：三級保育類黃裳鳳蝶。 

三、 魚蝦蟹類：列於臺灣淡水魚類紅皮書名錄物種，包含高身白甲魚、鯰

等；以及重要洄游性物種，包含大吻鰕虎、日本瓢鰭鰕虎(日本禿頭

鯊)、臺灣扁絨螯蟹等。 

 

 
註：紫色方框為生態資料之觀測紀錄範圍 
(資料來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dlpage/6f8ad39be12f640fe166286e98191a07 ) 

圖 2-6  生態資料分布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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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群

 
科

 
科

中
文

名
 
分

類
群
學
名

 
分
類
群
俗
名

 
特
有
性

 
原

生
性

 保
育

類
等
級

 
國

內
紅

皮
書

評
估

類
別

 

兩
棲

類
 

D
ic

ro
gl

os
si

da
e 

叉
舌

蛙
科

 
Fe

je
rv

ar
ya

 li
m

no
ch

ar
is

 
澤
蛙

 
 

原
生

 
 

 

兩
棲

類
 

Ra
ni

da
e 

赤
蛙

科
 

H
yl

ar
an

a 
la

to
uc

hi
i 

拉
都
希
氏
赤
蛙

 
 

原
生

 
 

 

兩
棲

類
 

Ra
ni

da
e 

赤
蛙

科
 

O
do

rr
an

a 
sw

in
ho

an
a 

斯
文
豪
氏
赤
蛙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兩
棲

類
 

Rh
ac

op
ho

ri
da

e 
樹

蛙
科

 
Bu

er
ge

ri
a 

ch
ou

i 
周
氏
樹
蛙

 
 

原
生

 
 

 

兩
棲

類
 

Rh
ac

op
ho

ri
da

e 
樹

蛙
科

 
Bu

er
ge

ri
a 

ot
ai

 
太
田
樹
蛙

 
 

原
生

 
 

 

兩
棲

類
 

Rh
ac

op
ho

ri
da

e 
樹

蛙
科

 
Bu

er
ge

ri
a 

ro
bu

st
a 

褐
樹
蛙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兩
棲

類
 

Rh
ac

op
ho

ri
da

e 
樹

蛙
科

 
K

ur
ix

al
us

 e
iff

in
ge

ri
 

艾
氏
樹
蛙

 
 

原
生

 
 

 

兩
棲

類
 

Rh
ac

op
ho

ri
da

e 
樹

蛙
科

 
Zh

an
gi

xa
lu

s m
ol

tr
ec

ht
i 

莫
氏
樹
蛙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蝶
類

 
H

es
pe

ri
id

ae
 

弄
蝶

科
 

Po
ta

nt
hu

s c
on

fu
ci

us
 

黃
斑
弄
蝶

 
 

原
生

 
 

 

蝶
類

 
Ly

ca
en

id
ae

 
灰

蝶
科

 
Zi

ze
er

ia
 m

ah
a 

藍
灰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Ar
ia

dn
e 

ar
ia

dn
e 

波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At
hy

m
a 

pe
ri

us
 

玄
珠
帶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D
an

au
s g

en
ut

ia
 

虎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El
ym

ni
as

 h
yp

er
m

ne
st

ra
 

藍
紋
鋸
眼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Eu
pl

oe
a 

eu
ni

ce
 

圓
翅
紫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Eu
pl

oe
a 

sy
lv

es
te

r 
雙
標
紫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Eu
pl

oe
a 

tu
lli

ol
us

 
小
紫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H
yp

ol
im

na
s b

ol
in

a 
幻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Id
ea

 le
uc

on
oe

 
大
白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Id
eo

ps
is

 si
m

ili
s 

旖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Ju
no

ni
a 

al
m

an
a 

眼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K
an

is
ka

 c
an

ac
e 

琉
璃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N
ep

tis
 h

yl
as

 
豆
環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N
ep

tis
 n

at
a 

細
帶
環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Pa
nt

op
or

ia
 h

or
do

ni
a 

金
環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Pa
ra

nt
ic

a 
si

ta
 

大
絹
斑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Po
ly

go
ni

a 
c-

au
re

um
 

黃
鉤
蛺
蝶

 
 

原
生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Ti
m

el
ae

a 
al

be
sc

en
s 

白
裳
貓
蛺
蝶

 
 

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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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群

 
科

 
科

中
文

名
 
分

類
群
學
名

 
分
類
群
俗
名

 
特
有
性

 
原

生
性

 保
育

類
等
級

 
國

內
紅

皮
書

評
估

類
別

 

蝶
類

 
N

ym
ph

al
id

ae
 

蛺
蝶

科
 

Yp
th

im
a 

m
ul

tis
tr

ia
ta

 
密
紋
波
眼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By

as
a 

po
ly

eu
ct

es
 

多
姿
麝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G

ra
ph

iu
m

 d
os

on
 

木
蘭
青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G

ra
ph

iu
m

 sa
rp

ed
on

 
青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Pa

pi
lio

 b
ia

no
r 

翠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Pa

pi
lio

 n
ep

he
lu

s 
大
白
紋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Pa

pi
lio

 p
ol

yt
es

 
縞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Pa

pi
lio

 p
ro

te
no

r 
黑
鳳
蝶

 
 

原
生

 
 

 

蝶
類

 
Pa

pi
lio

ni
da

e 
鳳

蝶
科

 
Tr

oi
de

s a
ea

cu
s 

黃
裳
鳳
蝶

 
 

原
生

 
II

I 
 

蝶
類

 
Pi

er
id

ae
 

粉
蝶

科
 

Eu
re

m
a 

bl
an

da
 

亮
色
黃
蝶

 
 

原
生

 
 

 

蝶
類

 
Pi

er
id

ae
 

粉
蝶

科
 

Eu
re

m
a 

he
ca

be
 

黃
蝶

 
 

原
生

 
 

 

蝶
類

 
Pi

er
id

ae
 

粉
蝶

科
 

Pi
er

is
 c

an
id

ia
 

緣
點
白
粉
蝶

 
 

原
生

 
 

 

蝶
類

 
Pi

er
id

ae
 

粉
蝶

科
 

Pi
er

is
 ra

pa
e 

白
粉
蝶

 
 

原
生

 
 

 

甲
蟲

類
 

D
yt

is
ci

da
e 

龍
蝨

科
 

Er
et

es
 st

ic
tic

us
 

灰
色
龍
蝨

 
 

原
生

 
 

 

蜻
蛉

類
 

Ae
sh

ni
da

e 
晏

蜓
科

 
An

ax
 p

ar
th

en
op

e 
綠
胸
晏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Ae
sh

ni
da

e 
晏

蜓
科

 
Po

ly
ca

nt
ha

gy
na

 e
ry

th
ro

m
el

as
 

朱
黛
晏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C
oe

na
gr

io
ni

da
e 

細
蟌

科
 

Is
ch

nu
ra

 se
ne

ga
le

ns
is

 
青
紋
細
蟌

 
 

原
生

 
 

 

蜻
蛉

類
 

C
oe

na
gr

io
ni

da
e 

細
蟌

科
 

Ps
eu

da
gr

io
n 

pi
lid

or
su

m
 

弓
背
細
蟌

 
 

原
生

 
 

 

蜻
蛉

類
 

C
or

du
le

ga
st

ri
da

e 
勾

蜓
科

 
C

hl
or

og
om

ph
us

 ri
si

 
褐
翼
勾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Eu
ph

ae
id

ae
 

幽
蟌

科
 

Ba
ya

de
ra

 b
re

vi
ca

ud
a 

短
尾
幽
蟌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蜻
蛉

類
 

Eu
ph

ae
id

ae
 

幽
蟌

科
 

Eu
ph

ae
a 

fo
rm

os
a 

短
腹
幽
蟌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蜻
蛉

類
 

G
om

ph
id

ae
 

春
蜓

科
 

La
m

el
lig

om
ph

us
 fo

rm
os

an
us

 
鈎
尾
春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D
ip

la
co

de
s t

ri
vi

al
is

 
侏
儒
蜻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N
eu

ro
th

em
is

 ta
iw

an
en

si
s 

善
變
蜻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O
rt

he
tr

um
 p

ru
in

os
um

 
霜
白
蜻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O
rt

he
tr

um
 sa

bi
na

 
杜
松
蜻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Pa
nt

al
a 

fla
ve

sc
en

s 
薄
翅
蜻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Tr
ith

em
is

 a
ur

or
a 

紫
紅
蜻
蜓

 
 

原
生

 
 

 



卑
南

溪
瑞
源

堤
防

構
造

物
維

修
改

善
工

程
  

  
  

  
  

  
  

  
  

  
  

  
  

  
  

  
  

  
  

  
  

  
  

  
  

  
  

  
  

  
  

  
  

  
  

  
  

  
  

  
  

  
  

  
工

程
施

工
階

段
生

態
檢

核
 

2-
19

 

類
群

 
科

 
科

中
文

名
 
分

類
群
學
名

 
分
類
群
俗
名

 
特
有
性

 
原

生
性

 保
育

類
等
級

 
國

內
紅

皮
書

評
估

類
別

 

蜻
蛉

類
 

Li
be

llu
lid

ae
 

蜻
蜓

科
 

Tr
ith

em
is

 fe
st

iv
a 

樂
仙
蜻
蜓

 
 

原
生

 
 

 

蜻
蛉

類
 

Pl
at

yc
ne

m
id

id
ae

 
琵

蟌
科

 
C

oe
lic

ci
a 

cy
an

om
el

as
 

青
黑
琵
蟌

 
 

原
生

 
 

 

蜻
蛉

類
 

Pl
at

yc
ne

m
id

id
ae

 
琵

蟌
科

 
C

oe
lic

ci
a 

fla
vi

ca
ud

a 
黃
尾
琵
蟌

 
 

原
生

 
 

 

蜻
蛉

類
 

Pl
at

yc
ne

m
id

id
ae

 
琵

蟌
科

 
C

op
er

a 
m

ar
gi

ni
pe

s 
脛
蹼
琵
蟌

 
 

原
生

 
 

 

其
他

昆
蟲

 C
or

yd
al

id
ae

 
魚

蛉
科

 
Pr

ot
oh

er
m

es
 g

ra
nd

is
 

大
星
齒
蛉

 
 

原
生

 
 

 

其
他

昆
蟲

 E
ph

em
er

el
lid

ae
 

小
蜉

科
 

To
rl

ey
a 

lu
to

sa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其
他

昆
蟲

 H
ep

ta
ge

ni
id

ae
 

扁
蜉

科
 

Ep
eo

ru
s e

rr
at

us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其
他

昆
蟲

 L
ep

to
ph

le
bi

id
ae

 
褐

蜉
科

 
C

ho
ro

te
rp

es
 tr

ifu
rc

at
us

 
 

 
原

生
 

 
 

其
他

昆
蟲

 S
te

no
ps

yc
hi

da
e 

角
石

蛾
科

 
St

en
op

sy
ch

e 
m

ar
m

or
at

a 
斑
紋
角
石
蛾

 
 

原
生

 
 

 

魚
類

 
C

ar
an

gi
da

e 
鰺

科
 

C
ar

an
x 

se
xf

as
ci

at
us

 
六
帶
鰺

 
 

原
生

 
 

 

魚
類

 
C

ic
hl

id
ae

 
麗

魚
科

 
O

re
oc

hr
om

is
 m

os
sa

m
bi

cu
s 

莫
三
比
克
口
孵
非
鯽

  
外

來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Ac
ro

ss
oc

he
ilu

s p
ar

ad
ox

us
 

臺
灣
石

𩼧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C
an

di
di

a 
ba

rb
at

a 
臺
灣
鬚
鱲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C
yp

ri
nu

s c
ar

pi
o 

鯉
 

 
原

生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O
ny

ch
os

to
m

a 
al

tic
or

pu
s 

高
身
白
甲
魚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接

近
受

脅
（

N
T

, N
ea

r 
T

hr
ea

te
ne

d）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O
ps

ar
iic

ht
hy

s p
ac

hy
ce

ph
al

us
 

粗
首
馬
口
鱲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Rh
od

eu
s o

ce
lla

tu
s 

高
體
鰟
鮍

 
 

原
生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Sp
in

ib
ar

bu
s h

ol
la

nd
i 

何
氏
棘

䰾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魚
類

 
C

yp
ri

ni
da

e 
鯉

科
 

Ta
na

ki
a 

hi
m

an
te

gu
s 

台
灣
石
鮒

 
 

原
生

 
 

 

魚
類

 
G

ob
iid

ae
 

鰕
虎

科
 

Aw
ao

us
 m

el
an

oc
ep

ha
lu

s 
黑
頭
阿
胡
鰕
虎

 
 

原
生

 
 

 

魚
類

 
G

ob
iid

ae
 

鰕
虎

科
 

Rh
in

og
ob

iu
s c

an
di

di
an

us
 

明
潭
吻
鰕
虎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魚
類

 
G

ob
iid

ae
 

鰕
虎

科
 

Rh
in

og
ob

iu
s g

ig
as

 
大
吻
鰕
虎

 
台
灣
特

有
 
原

生
 

 
 

魚
類

 
G

ob
iid

ae
 

鰕
虎

科
 

Si
cy

op
te

ru
s j

ap
on

ic
us

 
日
本
瓢
鰭
鰕
虎

 
 

原
生

 
 

 

魚
類

 
K

uh
lii

da
e 

湯
鯉

科
 

K
uh

lia
 m

ar
gi

na
ta

 
黑
邊
湯
鯉

 
 

原
生

 
 

 

魚
類

 
M

ug
ili

da
e 

鯔
科

 
M

ug
il 

ce
ph

al
us

 
鯔

 
 

原
生

 
 

 

魚
類

 
Rh

ya
ci

ch
th

yi
da

e 
溪

鱧
科

 
Rh

ya
ci

ch
th

ys
 a

sp
ro

 
溪
鱧

 
 

原
生

 
 

 

魚
類

 
Si

lu
ri

da
e 

鯰
科

 
Si

lu
ru

s a
so

tu
s 

鯰
 

 
原

生
 

 
接

近
受

脅
（

N
T

, N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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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地勘查與生態監測調查 

 

3.1  現地勘查與環境棲地品質評估 

一、施工前環境概述 

本計畫於本案規劃設計階段期間，於 111 年 5 月 4 日進行現場勘

查，確認各工區周圍棲地類型及重要保全對象。 

陸域棲地部分，工區周圍天然植被均屬先驅物種，主要生長於堤

頂道路旁，種類以草本植物為主，以象草、大花咸豐草為優勢，以及

木本植物主要為銀合歡、羅氏鹽膚木、苦楝等，林份狀況良好，提供

鳥類良好棲息環境，於堤頂範圍紀錄有鳥類包含褐頭鷦鶯、灰頭鷦鶯、

棕背伯勞(國內紅皮書易危等級)、烏頭翁(二級保育類)等於樹冠停棲，

並有記錄到烏頭翁利用銀合歡樹冠築巢育雛之行為；堤後為道路與農

田環境，紀錄有白腹秧雞、紅冠水雞活動。 

水域棲地部分，本工區主要水域棲地位於卑南溪範圍內，其水流

型態為常流水，而其水色偏黃色，底質類型可見有圓石、卵石、礫石

及泥沙等，另有過去工程布置之丁壩混凝土塊坐落，但未有橫向結構

物阻擋縱向連結性，水流暢通；另觀察其水流類型，現地記錄有淺流、

深流、淺瀨、岸邊緩流，並有沉積大量砂土形成灘地，於灘地上已有

草本植物生長，灘地上紀錄有白鶺鴒、藍磯鶇等鳥類活動，顯見該區

為鳥類活動覓食處，另於河道處聽見燕鴴(三級保育類)之叫聲。勘查當

日因上游降雨，水流較為混濁，初步目視並無發現水域生物。 

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提出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針

對水域棲地執行施工前河川棲地評估指標評估，以利評估施工前與施

工中之棲地環境差異，本工區施工前評估分數為 50 分，水利工程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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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生態評估表如表3-1，相關影像紀錄如表3-3。 

  

表 3-1  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施工前) 

 
基本 
資料 

紀錄日期 2022/5/4 填表人 林昭元/駿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水系名稱 卑南溪水系 行政區 台東縣鹿野鄉瑞源村 

工程名稱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

改善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理階段 

調查樣區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

改善工程 河段 
位置座標

（TWD97） 
起點：266907.973，2541092.307 
終點：266969.117，2540520.918 

工程概述 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 

 
現況圖 

□定點連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

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索引圖   □其他  

  
說明：河道具有淺流、淺瀨、岸邊緩流等多元水流型態(2022/5/4) 

 

 
說明：河岸與堤頂植被狀況，以大花咸豐草、銀合歡、象草等為優勢植物(2022/5/4)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3-3 

類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

分 

 
未來可採行的生態友善策

略或措施 

水的

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流、■淺瀨、■深流、□深潭、■岸邊緩流、□其

他 

10 

□增加水流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量硬體設施 

□增加水流自然擺盪之機

會 

□縮小工程量體或規模 

□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流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維持多樣之水域

型態 

評分標準：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流無自然擺盪之

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B) 
水

域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廊道狀態(沿著水流方向的水流連續性)為
何?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明

顯呈穩定狀態：6 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未

達穩定狀態：3 分 

□廊道受工程影響連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

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量減少(如伏流)：0 分 

6 

□降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

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量體

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行無

阻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異常?(異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

複選) 

□濁度太高、□味道有異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類) 

6 

■維持水量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

水是否符合放流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流曝

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易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皆無異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異常，河道流速緩慢且坡降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異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且表面有浮油及

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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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陸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D) 
水

陸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陸域接界處的裸露面積佔總面積的比率有

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小於 25%：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介於 25%-75%：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大於 75%：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裸露，沒有水流：0 分 

6 

□增加低水流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

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減少外來種植物數量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

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流量洪枯狀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

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裸露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兩側是由什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

成?  

水路右側為混凝土堤防，堤頂以大花咸豐草、銀合歡、

象草等為優勢植物；左側則為自然河岸，主要為項草、

大花咸豐草、銀合歡等植物。(3 分) 

生態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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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溪

濱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廊道自然程度?  (垂直水流方向)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廊道連

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廊道連

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連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滑：0 分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

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

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

造 

■降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

(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類、兩棲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與

陸域間通行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卵石、■礫石等 □其他         

6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

動，以維持底質適度變動

與更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不當土

砂來源(如，工程施作或開

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

砂材料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

比率 

□減少高濁度水流流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例 

□面積比例小於 25%：10 分 

■面積比例介於 25%~50%：6 分 

□面積比例介於 50%~75%：3 分 

□面積比例大於 75%：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不透水面積，面積

>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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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底質分布與水利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

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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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特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度 
(原
生

or
外

來)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類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螺貝類、■蝦蟹類、■魚類、■兩棲類、

□爬蟲類 

4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

物種)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易自主生態調查

監測 

■其他：維護既有水域棲

地環境，避免過度干擾 

評分標準：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但少部分為外來種：4 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二至三類，部分為外來種：1 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一類或都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數再+3 分 

註：本階段以「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蒐集本工程範圍

之生態資料(詳如本報告書 P.2-39)做為評估依據，未進

行水域生態補充調查，故本項評分僅供考。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狀況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什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藍色且透明度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綠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度低：0 分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

成濁度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

水是否符合放流水標準 

□增加水流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易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類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量

及種類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22  (總分 30 分) 
水陸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8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0  (總分 20 分) 

總和=  50   
(總分 80 分) 

註： 
1. 本表以簡易、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行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量生態

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利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 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利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

採行的工程種類、量體、尺寸、位置皆有關聯，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略。 
3. 執行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 外來種參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見種如：福壽螺、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

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龜、泰國鱧 

 

二、施工中環境概述 

    本計畫於 111 年 9 月 2 日、10 月 10 日進行施工中生態檢核作業，

進行現地勘查，環境狀況說明如後。 

陸域棲地部分，生長於堤頂之草本植被並未遭移除，相較於施工

前之狀態並無太大差異，主要仍為象草、大花咸豐草與甜根子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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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檢視堤頂次生林狀況，既有喬、灌木生長狀態良好，仍以銀合歡最

為優勢，其中亦紀錄有臺灣火刺木(台灣特有、國內紅皮書易危等級)

結實之現象，未有因工程損傷之情況。整體陸域棲地狀況維持良好，

未因工程施作而影響陸域棲地原有狀態。 

水域棲地部分，部分堤防基腳處之灘地因設置施工便道，有小面

積草本植被遭剷除之情形；另因原水路緊鄰堤防，為工程施作需要，

施工單位已將原水路向河道中央方向導流，水流仍維持暢通未有阻斷

之情形發生，但因也因此造成水域環境擾動，工區下游部分河段有溪

水混濁的現象；上游河段溪水則維持清澈，其水流型態亦可見有淺流、

淺瀨、深流及岸邊緩流等，除了水路改變之外，相較於施工前狀態並

未有太大差異；檢視底質狀態，既有底質維持狀況良好，仍有圓石、

卵石、礫石及泥沙等，未被移除；觀察水域可發現成群不知名魚苗活

動，以及紀錄有明潭吻鰕虎、吳郭魚、斑龜活動，灘地上之草生地則

紀錄有白鶺鴒停棲，另於水域發現已有浮萍、粉綠狐尾藻、布袋蓮等

外來種入侵。整體水域棲地受工程輕微擾動，並未對水域環境造成無

法恢復之影響。 

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提出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針

對水域棲地執行施工前河川棲地評估指標評估，以利評估施工前與施

工中之棲地環境差異，本工區施工中評估分數為 37 分，因受工程擾動，

棲地評估分數較施工前低，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如表3-2，相

關影像紀錄如表3-3。 

 

表 3-2  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施工中) 

 
基本 
資料 

紀錄日期 2022/9/2 填表人 林昭元/駿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水系名稱 卑南溪水系 行政區 台東縣鹿野鄉瑞源村 

工程名稱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

改善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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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樣區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

改善工程 河段 
位置座標

（TWD97） 
起點：266907.973，2541092.307 
終點：266969.117，2540520.918 

工程概述 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 

 
現況圖 

□定點連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

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索引圖   □其他  

  
說明：部分灘地因設置施工便道，有小面積草本植被遭剷除之情形；堤頂之草本植被並未

遭移除，相較於施工前之狀態並無太大差異，主要仍為象草、大花咸豐草與甜根子草等；

另檢視堤頂次生林狀況，既有喬、灌木生長狀態良好(拍照日期 2022/9/2)。 

 

  
說明：為工程施作需要，施工單位已將原水路向河道中央方向導流，水流仍維持暢通未有

阻斷之情形發生，水域發現明潭吻鰕虎活動(拍照日期 2022/9/2)。 

類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

分 

 
未來可採行的生態友善策

略或措施 

水的

特性 

(A) 
水

域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流、■淺瀨、■深流、□深潭、■岸邊緩流、□其

他 
10 

□增加水流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量硬體設施 

□增加水流自然擺盪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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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態

多

樣

性 

評分標準：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流無自然擺盪之

機會：0 分 

會 

□縮小工程量體或規模 

□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流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維持多樣之水域

型態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B) 
水

域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廊道狀態(沿著水流方向的水流連續性)為
何?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明

顯呈穩定狀態：6 分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未

達穩定狀態：3 分 

□廊道受工程影響連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

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量減少(如伏流)：0 分 

6 

□降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

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量體

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行無

阻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異常?(異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

複選) 

■濁度太高、□味道有異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類) 

3 

■維持水量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

水是否符合放流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流曝

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易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施工過程應妥善

堆置土石，避免滑落水地

造成溪水濁度提高 

評分標準：                                       

□皆無異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異常，河道流速緩慢且坡降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異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且表面有浮油及

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陸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D) 
水

陸

域

過

渡

Q：您看到的水陸域接界處的裸露面積佔總面積的比率有

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小於 25%：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介於 25%-75%：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率大於 75%：1 分 

4 

□增加低水流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

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減少外來種植物數量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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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裸露，沒有水流：0 分 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流量洪枯狀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

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裸露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兩側是由什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

成?  

水路右側為新設之施工便道，有零星甜根子草等草本植

物；左側則為自然河岸，主要為裸露之河灘地，有甜根

子草、象草、銀合歡等植物分布。(1 分) 

生態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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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溪

濱

廊

道 
連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廊道自然程度?  (垂直水流方向)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廊道連

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廊道連

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連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滑：0 分 
1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

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

粗糙度 

□增加植生種類與密度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

造 

■降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

(緩坡化) 

■其他：完工後應於丁壩

工覆土區種植原生植物，

回復生物棲地與濱溪廊道

連續性 

生態意義：檢視蟹類、兩棲類、爬蟲類等可否在水域與

陸域間通行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卵石、■礫石等 □其他         

6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

動，以維持底質適度變動

與更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不當土

砂來源(如，工程施作或開

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

砂材料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

比率 

□減少高濁度水流流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例 

□面積比例小於 25%：10 分 

■面積比例介於 25%~50%：6 分 

□面積比例介於 50%~75%：3 分 

□面積比例大於 75%：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不透水面積，面積

>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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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底質分布與水利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

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

估 

 

生態

特性 
(G) 
水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類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螺貝類、□蝦蟹類、■魚類、□兩棲類、
1 

■縮減工程量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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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動

物

豐

多

度 
(原
生

or
外

來) 

■爬蟲類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

物種)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易自主生態調查

監測 

■其他：維護既有水域棲

地環境，避免過度干擾 

評分標準：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類出現三類以上，但少部分為外來種：4 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二至三類，部分為外來種：1 分 

□生物種類僅出現一類或都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數再+3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狀況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什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藍色且透明度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綠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度低：0 分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

成濁度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流量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流

水是否符合放流水標準 

□增加水流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易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類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量

及種類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9  (總分 30 分) 
水陸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1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37   
(總分 80 分) 

註： 
1. 本表以簡易、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行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量生態

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利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 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利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

採行的工程種類、量體、尺寸、位置皆有關聯，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略。 
3. 執行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 外來種參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見種如：福壽螺、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

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龜、泰國鱧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3-11 

表 3-3  環境概況影像記錄 
環境概況影像記錄 

紀

錄

項

目 

施工前(2022/5/4) 施工中(2022/9/2、10/10) 

提

前

狀

況 

 
2022/5/4 

 
2022/9/2 

說明：原前坡部分範圍之植被，因設置施工便道已剷除。 

堤

頂

狀

況 

 
2022/5/4 

 
2022/10/10 

說明：堤頂之植被與喬木維持良好，未受工程影響，相較於施工前並無差異。 

水

流

狀

態 
 

2022/5/4 
 

2022/9/2 
說明：施工期間為避免阻斷水流，已將原水流向河道中央導流，水域廊道未中斷。

其水流型態亦可見有淺流、淺瀨、深流及岸邊緩流等，除了水路改變之外，相較於

施工前狀態並未有太大差異，位下游地區因擾動有混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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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灘

地

底

質 
 

2022/5/4 
 

2022/9/2 
說明：檢視底質狀態，既有底質維持狀況良好，仍有圓石、卵石、礫石及泥沙等，

未因工程被移除。 

生

物

影

像

紀

錄 

施工前(2022/5/4) 施工中(2022/9/2、10/10) 

 
烏頭翁  

明潭吻鰕虎(2022/9/2) 

 
棕背伯勞  

白鶺鴒(2022/9/2) 

 
夜鷺 

 
台灣火刺木(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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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秧雞 

 
斑龜(2022/10/10) 

 
弓背細蟌 

 
吳郭魚(2022/10/10) 

 
苦楝 

 

 

 

3.2  生態監測調查 

本計畫於 111 年 5 月 4 日針對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範

圍進行施工前(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並於工程開工後之 9 月 2 日與 10

月 10 日進行施工中生態調查，藉此瞭解施工前後之生態差異，相關成果說

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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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工前調查(111 年 5 月 4 日) 

    本區域堤頂與堤防前坡草本植物以象草、大花咸豐草為優勢，木

本植物主要為銀合歡、羅氏鹽膚木、苦楝等，河灘地主要為象草、甜

根子草分布，並有零星銀合歡生長，施工範圍內並無須關注之植物物

種。植被狀況如圖3-1、圖3-2。 

本區域調查發現動物主要以鳥類為主。於堤頂範圍紀錄有鳥類包

含褐頭鷦鶯、灰頭鷦鶯、紅冠水雞、白腹秧雞、白鶺鴒、藍磯鶇、棕

背伯勞(國內紅皮書易危等級)、烏頭翁(二級保育類)等；另有夜鷺、黃

頭鷺、花嘴鴨等飛越，以及於河床處聽見燕鴴(三級保育類)叫聲；昆蟲

則記錄有弓背細蟌等。 

期間觀察到烏頭翁於堤頂上有育雛之行為(圖3-3)，以及燕鴴於河

床棲息，4~8 月為上述鳥類之繁殖季，建議將上述保育類鳥類列為保全

對象，工程施作儘量避開此期間，避免影響鳥類之繁殖。 

    調查期間因水流流速較快，且溪水較為混濁，初步觀察水域，尚

未發現水域生物。 

 

 
圖 3-1  瑞源堤防河岸植被狀況(施工前 2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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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瑞源堤防堤頂植被狀況(施工前 2022/5/4) 

 

 
圖 3-3  堤頂樹叢中烏頭翁鳥巢(施工前 2022/5/4) 

 

二、 施工中調查(111 年 9 月 2 日與 10 月 10 日) 

    本案於施工階段進行調查，堤頂部分植被未受工程影響(圖3-4)，

仍以以象草、大花咸豐草為優勢，木本植物主要為銀合歡、羅氏鹽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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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等，另本次調查發現工區入口處有台灣火刺木分布；堤防前坡之灘

地因開闢施工便道，部分植被已被剷除(圖3-5)；靠近河道中央之河灘

與施工前狀況差異不大，主要為象草、甜根子草、水丁香等，並有零

星銀合歡生長。 

    另本次調查發現，工區水域正有浮萍、布袋蓮、粉綠狐尾藻等外

來種植物入侵。 

    施工期間因工程機具的擾動，原棲息於堤頂樹冠之鳥類大多被驅

離，僅於河灘地發現白鶺鴒停棲；由於工程進行導水流作業，溪水已

不如施工前湍急，於岸邊緩流或石塊之間發現魚苗棲息，以及明潭吻

鰕虎、吳郭魚、斑龜等水域生物活動；另透過工區現場釣客訪談，本

區域常釣得之魚種包含吳郭魚、何氏棘魞(更仔)、臺灣石𩼧、粗首馬

口鱲(紅貓)、鯽魚等。 

 

 
圖 3-4  堤頂植被狀況良好未受影響(施工中 2022/9/2) 

 

堤頂植被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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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堤防前坡之灘地因開闢施工便道部分植被已被剷除(施工中

2022/10/10) 
 

表 3-4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植物調查名錄 

編號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物種屬性 

調查紀錄 
規劃設

計階段 
施工階

段 

1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er & E.H.Wils. 

羅氏鹽膚木 原生 
V V 

2 Asteraceae 菊科 Bidens pilosa L. 大葉咸豐草 外來 V V 

3 Asteraceae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原生 V V 

4 Asteraceae 菊科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艾納香 原生 V V 

5 Araceae 天南星科 
Lemna perpusilla 
Torr. 浮萍 原生  V 

6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
L.) Müll.Arg. 

血桐 原生 V  

7 Fabaceae 豆科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葛藤 外來 V  

8 Fabaceae 豆科 Bauhinia variegata L. 羊蹄甲 外來 V  

9 Fabaceae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外來 
V V 

10 Haloragaceae 小二仙科 
Myriophyllum 
aquaticum (Vell.) 
Verdc. 

粉綠狐尾藻 外來 
 V 

11 Meliaceae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 苦楝 原生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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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usaceae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外來 V  

13 Onagraceae 柳葉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Raven 水丁香 原生  V 

14 Poaceae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原生 V V 

15 Poaceae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E.Hubb. 

紅毛草 外來 V  

16 Poaceae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
m Schumach. 

象草 外來 V V 

17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蓮 外來  V 

18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V  

19 Rosaceae 薔薇科 Pyracantha koidzumii 
(Hayata) Rehder 臺灣火刺木 

原生、台灣

特有、紅皮

書易危等

級 

 V 

20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鈴 外來 V  

21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纓丹 外來 V  

22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山葡萄 原生 
V  

23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Burtt & 
R.M.Sm. 

月桃 原生 
V  

 
表 3-5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植物調查照片 

  
羅氏鹽膚木(2022/5/4) 大葉咸豐草(2022/5/4) 

  

茵陳蒿(2022/5/4) 
艾耐香 

(資料來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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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桐(2022/5/4) 葛藤(2022/5/4) 

  
羊蹄甲(2022/5/4) 銀合歡葛藤(2022/5/4) 

  
苦楝(2022/5/4) 香蕉(2022/5/4) 

 
 

甜根子草(2022/9/2) 
紅毛草 

(資料來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3-20 

  
象草 (2022/5/4) 雞屎藤 (2022/5/4) 

  
倒地鈴(2022/5/4) 馬纓丹 (2022/5/4) 

  
山葡萄 

(資料來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月桃(2022/5/4) 

  
台灣火刺木(2022/10/10) 浮萍(2022/10/10)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3-21 

 

 

布袋蓮(2022/10/10)  

 
表 3-6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動物調查名錄 

編

號 
科名 學名 中文名 

物種屬

性 保育狀態 

調查紀錄 
規劃

設計

階段 

施工

階段 

1 Anatidae 雁鴨科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原生  V  

2 Ardeidae 鷺科 Bubulcus ibis 黃頭鷺 原生  V  

3 Ardeidae 鷺科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鷺 原生  V  

4 Cisticolidae 扇尾鶯科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原生  V  

5 Cisticolidae 扇尾鶯科 Phasianus 
colchicus 

灰頭鷦鶯 原生  V  

6 Glareolidae 燕鴴科 Glareola 
maldivarum 燕鴴 原生 

第三級保育

類 
V  

7 Laniidae 伯勞科 Lanius schach 棕背伯勞 原生 
國 內 紅 皮

書：易危等

級（VU） 

V  

8 Motacillidae 鶺鴒科 Motacilla alba 白鶺鴒 原生  V V 

9 Muscicapidae 鶲科 Monticola 
solitarius 藍磯鶇 原生  V  

10 Pycnonotidae 鵯科 Pycnonotus 
taivanus 

烏頭翁 
原生 

特有種 

第二級保育

類； 

國 內 紅 皮

書：易危等

級（VU） 

V V 

11 Rallidae 秧雞科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白腹秧雞 原生 

 V  

12 Rallidae 秧雞科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原生 

 V  

13 
Coenagrionida
e 細蟌科 Pseudagrion 

pilidorsum 弓背細蟌 原生  V  

14 Cichlidae 麗魚科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莫 三 比 克

口孵非鯽  
外來 

  V 

15 Gobiidae 鰕虎科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 潭 吻 鰕

虎  
原生 

  V 

16 Geoemydidae 地龜科 Mauremys 
sinensis 斑龜 原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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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動物調查照片 

  
花嘴鴨(資料來源：ebird.org) 黃頭鷺(2022/5/4) 

  
夜鷺(2022/5/4) 褐頭鷦鶯(資料來源：ebird.org) 

  
灰頭鷦鶯(資料來源：ebird.org) 燕鴴(資料照片) 

  
棕背伯勞(2022/5/4) 白鶺鴒(20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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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磯鶇(資料來源：ebird.org) 烏頭翁(2022/5/4) 

 
 

白腹秧雞(資料照片) 紅冠水雞(資料照片) 

  
弓背細蟌(2022/5/4) 明潭吻鰕虎(2022/9/2) 

 
 

莫三比克口孵非鯽(2022/10/10) 斑龜(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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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4.1  生態保育措施與施工注意事項 

本計畫依據本案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調查與棲地環境評估之成果，配

合重要生態對象與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並就工程型式及施工過程可能

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順序研擬生態保育

對策及注意事項，相關原則如下： 

一、保留自然棲地。 

二、維持溪流生態連續性。 

三、維持水域棲地品質與多樣性。 

四、採用原生種進行植生補償。 

本計畫針對現地調查成果提出幾點生態保育對策，詳細說明如下： 

一、迴避 

瑞源堤防堤頂植被生長良好，其中亦有人工栽植之台灣火刺木分

布，堤頂植被喬灌木可提供鳥類與昆蟲棲息，其中包含烏頭翁(二級保

育類)、棕背伯勞(國內紅皮書易危等級)等，工程必須迴避堤頂之植被，

避免影響棲地環境。此外，觀察到烏頭翁之育雛行為，亦於現場勘查

期間紀錄有燕鴴之啼聲(三級保育類)(詳見圖4-1生態關注區域圖)，4~8

月期間為烏頭翁、燕鴴等鳥類之繁殖季節，建議施工時間應迴避此季

節，或以分段施工方式，降低對鳥類繁殖行為之影響。 

另建議於設計圖說中標示施工開挖範圍與施工動線，並以旗幟或

警戒線做標識，除施工範圍以外既有河道範圍嚴禁施工機具進入，避

免破壞既有植被與水域環境。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4-2 

二、縮小 

由於此河段堤防堤頂植被茂密，為昆蟲及鳥類之棲息地，因此建

議此段河堤能適當限縮量體或臨時設施物，以避免施工影響堤頂植

被，使原有植被無法恢復，導致此處昆蟲及鳥類消失。 

(一)縮小開挖量體：為避免因施工影響到河川生物，特別是烏頭翁、燕

鴴等保育類之鳥類，以及洄游性水域生物，或敏感之龜鱉類，因

此建議設計時應標示開挖範圍，避免因大面積開挖影響河川生態。 

(二)縮小對水域生態的影響：依據「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平台所收錄

彙整之「經濟部水利署河川情勢調查資料集」，本河段為淡水魚

類紅皮書名錄物種高身白甲魚、鯰等，以及重要洄游性物種，包

含大吻鰕虎、日本瓢鰭鰕虎(日本禿頭鯊)、臺灣扁絨螯蟹等之棲

地，而河道整理區與瑞源堤防丁壩工區施工過程可能影響原水

路，應禁止阻斷水流，若影響河道應做導水路，確保河川縱向的

連續性，縮小對水域生物洄游與遷徙路徑之影響。 

(三)縮小二次災害與水質汙染：工區開挖後須選擇一適當地點堆置土

石，做妥善的保護(如覆蓋或灑水)，風大時可減少揚塵發生，並避

免土石滑落河道造成水質汙染。 

三、減輕 

(一)工地廢水處理：應設置洗車設備，避免汙泥影響工區外之環境，並

設置沉沙池，洗車之廢水應經沉沙後再行排放。 

(二)施工機具集中管理：建議施工機具能集中於一區域管理，盡量避免

於未施工時影響河道兩岸生態環境。 

四、補償 

應於護坦丁壩與填土區頂面，種植原生種樹木與禾本科植物，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4-3 

恢復生態棲地及定砂功能；並配合淨零碳排政策，促進工程之碳中

和。植栽建議以台東原生之濱溪植物為主，例如台灣火刺木、椬梧、

蘭嶼羅漢松等，以及甜根子草。 

 

 
圖 4-1  生態關注區域與生態保育措施示意圖 

 

 

4.2  生態保育措施落實情形確認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 2022 年 9 月 2 日與 10 月 10 日共進行 2 次生態保育

措施自主檢查，藉此確保施工單位確實依據相關設計圖說施作及是否符合

規劃設計階段所提出之生態保育對策與措施，檢查情形說明如下。 

一、 迴避 

    本工程堤段之堤頂次生林，已形成良好之棲地環境，供鳥類、昆

蟲棲息利用，林中亦有珍貴樹種臺灣火刺木分布，另濱溪帶之植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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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陸域動物繁殖、覓食、休息、避難、遷移等之重要環境，故施工過

程應予以迴避上述範圍，保留既有重要棲地。 

    經現場勘查紀錄，施工過程僅於堤前進行，未影響堤頂與堤後環

境，堤頂次生林生長情形良好；濱溪帶植被部分範圍則因工程需求須

開設施工便道而被剷除，後續本堤段丁壩工與護坦完工覆土後，將於

覆土區種植原生濱溪植物，例如台灣火刺木、椬梧、蘭嶼羅漢松，以

及甜根子草等，後續維護管理階段宜持續監測濱溪帶恢復之情形。相

關檢查情形影像紀錄如表4-1。 

    另外，原於規劃設計階段期間調查(2022 年 5 月 4 日)，發現烏頭

翁於堤頂樹冠育雛之行為，本次施工期間勘查已未發現鳥類於此處繁

殖，鳥類繁殖季節應已結束，故工程應未影響本區域鳥類之繁殖。 

 

表 4-1  迴避措施落實情形影像紀錄 
項目 影像紀錄 

施工前 施工中 

堤頂

次生

林 

 
拍攝日期：2022/5/4(施工前) 
說明：堤頂次生林為動物重要棲地 

 
拍攝日期：2022/10/10(施工中) 
說明：堤頂次生林未受工程影響狀態良好 

濱溪

帶植

被 

  
拍攝日期：2022/9/2(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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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日期：2022/5/4(施工前) 
說明：施工前濱溪帶植被生長情形 

說明：濱溪帶植被因開設施工便道，部分範圍

被剷除 
 

二、 縮小 

    本工程河道整理區與瑞源堤防丁壩工區域施工過程可能影響原水

路，應禁止阻斷水流，若影響河道應做導水路，確保河川縱向的連續

性，維持水域生物遷徙之廊道；另應避免大面積開挖，並妥善堆置開

挖之土石，減輕影響。 

    由於瑞源堤防之護坦與丁壩緊鄰河道，為進行構造物維修，施工

單位已先行將原水路進行導流，使水路遠離堤防，以利工程進行，並

維持溪流廊道之暢通，以及保留現地之卵石、塊石等，供水域生動物

躲藏，期間觀察到不知名魚苗、明潭吻鰕虎、班龜等動物於導流後之

溪流內活動。另為避免開挖之土石影響水質，已將土石妥善堆置並與

河道保持距離，避免土石滑落河道。相關落實情形如表4-2。 

 

 
表 4-2  縮小措施落實情形影像紀錄 

項目 影像紀錄 
施工前 施工中 

水路

導流 

 
拍攝日期：2022/5/4(施工前) 
說明：原水路緊鄰丁壩工之異形塊範圍，影響構

造物維修工程。 

 
拍攝日期：2022/9/2(施工中) 
說明：將水路導流遠離施工區域，維持溪流廊

道流續性，並保留現地卵石、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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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影像紀錄 
施工前 施工中 

 
拍攝日期：2022/9/2(施工中) 
說明：於導流後之水域觀察到明潭吻鰕虎活

動。 
 

 
拍攝日期：2022/10/10(施工中) 
說明：於導流後之水域觀察到斑龜於塊石縫隙

躲藏。 

妥善

堆置

土石 
- 

 
拍攝日期：2022/9/2(施工中) 
說明：土石堆置範圍與河道保持距離，避免土

石滑落河道影響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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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減輕 

本工程確實於工區出路口設置洗車設備，避免汙泥影響工區外之

環境，並妥善集中管理施工機具與材料，減輕影響河道兩岸生態環境。

相關落實情形如表4-3。 

 

表 4-3  減輕措施落實情形影像紀錄 
項目 影像紀錄 

施工前 施工中 

設置

洗車

設備 
- 

 
拍攝日期：2022/10/10(施工中) 
說明：出入口洗車設備。 

工程

機具

與材

料妥

善管

理 

- 

 
拍攝日期：2022/9/2(施工中) 
說明：工程機具妥善集中放置，減輕對環境影響。 

 

四、 補償 

    本工程尚在進行中，因此尚未進行植栽種植之補償措施。本工程

設計圖說已納入植栽施工項目，預計於瑞源堤防丁壩工頂面與寶華堤

防覆土區種植臺灣火刺木、蘭嶼羅漢松等原生樹木，以及禾本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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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根子草，工程圖說如圖4-2，後續完工後宜持續檢核植栽種植之情形，

並進行撫育措施，以利植栽生長。 

 

 
圖 4-2  本工程設計圖說-植栽工程示意圖 

 

4.3  查核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填寫 

本計畫不定期檢查施工廠商填寫之自主檢查表，並依據書面資料評估

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保育措施執行狀況，提供相關建議。 

本計畫期間查核自主檢查表，各項措施皆檢查合格，並無異常狀況發

生，檢查表填寫情形如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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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紀錄 
111 年 7 月 29 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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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9 月 2 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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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10 月 10 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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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本計畫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年 10 月 6 日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最新修正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針對卑

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詳如

表所示表4-5。 

表 4-5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料 

計畫及 
工程名稱 

111年度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

程 
設計單位 

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工程期程 111年07月07日~ 111年12月03日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營造廠商 安樺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台東縣鹿野鄉 
TWD97座標 
X：266907.973 Y：_2541092.307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0000 

工程目的 
為加強既有堤岸抗災防洪之功能，增加周圍民眾居住安全性，並提升民眾之生活品質，故本

工程計劃針對卑南溪瑞源堤防丁壩工及護坦進行維修，同時進行該河段之河道整理，並以河

道整理取得之土方用於右岸瑞源堤防與左岸寶華堤防之前坡覆土。 

工程類型 □交通、□港灣、■水利、□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 

工程概要 
1. 瑞源堤防護坦與丁壩工 6 座 

2. 河道整理 760 公尺 

3. 寶華堤防前坡填土 

預期效益 期達到減低颱洪致災風險之效益。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提報核定期間：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參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料、評估生態衝擊、擬定

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料蒐

集調查 

地理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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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物種、重

要棲地及高生 
態價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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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類：烏頭翁、棕背伯勞、燕鴴； 
魚蝦類：包含高身白甲魚、鯰等；以及重要洄游性物種，包含大吻鰕

虎、日本瓢鰭鰕虎(日本禿頭鯊)、臺灣扁絨螯蟹(文獻資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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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卑南溪水系      
□否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卑南溪瑞源堤防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4-13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採用策略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略，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迴避] 堤頂次生林、濱溪帶已形成良好之棲地環境，為水陸域動物繁殖、

覓食、避難、遷移等之重要環境，故應予以迴避保留既有重要棲地。  
[縮小] 避免因大面積開挖影響河川生態。 
[縮小] 河道整理區與瑞源堤防丁壩工區施工過程可能影響原水路，應禁

止阻斷水流，若影響河道應做導水路，確保河川縱向的連續性。 
[減輕] 工地廢水處理：應設置洗車設備，避免汙泥影響工區外之環境，

並設置沉沙池，洗車之廢水應經沉沙後再行排放。 
[減輕] 施工機具集中管理：建議施工機具能集中於一區域管理，盡量避

免於未施工時影響河道兩岸生態環境。 
[補償] 丁壩工覆土後栽植台東原生之濱溪植物，例如台灣火刺木、椬梧、

蘭嶼羅漢松、甜根子草等。恢復生態棲地功能，並促進工程之碳中和。 
□否 

經費編列 是否有編列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111年第八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參與委託服務案 相關經費  
□否 

四、 
民眾參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理現場勘查，說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

應相關意見？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規劃期間： 111年 4月 至 5月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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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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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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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略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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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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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後續由第八河川局公開於水利署水利工程透明網。 

設

計

階

段 

設計期間：111年 4月 至 5月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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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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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的意見往復確認可行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民眾參與 

設計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理設計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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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四、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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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由第八河川局公開於水利署水利工程透明網。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111年07月07日~ 111年12月03日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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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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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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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育品質

管理措施 
1.履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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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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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施工生態保育執行狀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參與 

施工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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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後續由第八河川局公開於水利署水利工程透明網。 

維

護

管

理

階

段 

一、 
生態效益 

生態效益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理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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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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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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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生態檢核成果審查會議意見與處理情形 

會議時間：111 年 11 月 3 日(星期四) 10 時 30 分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對應頁碼 

委員：劉委員昌文 

(1) 第二章目錄缺土壤（參圖 2-3）、地文、

水文等節。 
目錄已修正。  

(2) P1-1，最後行次，應是工程施工階段，不

是維護與管理，清查明修正。 
誤植文字已修正。 P1-1 

(3) P1-8，工作項目與內容，（八）生態環境

異常狀況處理，但最後均未提到異常該如

何善了。 

感謝委員建議，因本案工程

期間未發生生態環境異常狀況，故

無生態異常之紀錄。 
- 

(4) P2-40～46，周邊生態調查資料，可能納

入全台東縣資料，P2-38 只提到一些關注

動物類物種，區內植物類呢？請調整。 

感謝委員建議，P2-40～46
為透過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

料庫之資料蒐集彙整工區周邊

之生態資料，並未發現珍稀物種

植物，故無需關注之植物物種。 

- 

(5) P3-2～10，做了施工前、中不同階段的生

態評估表對照，施工前評分 50/80，施工

中 37/80，是什麼原因？宜詳細分析差異

狀況。 

施工中棲地品質評估分數降

低，應為施工期間造成部分植被遭

剷除，使棲地品質降低，後續規劃

透過原生植物之補植促進棲地恢

復。 

- 

(6) P3-17，改善工程中植物調查表（3-4）顯

示空格，表示物種突然不見了，建議提出

理由說明。 

表 3-4、3-6 施工中未勾選之

物種，表示於施工中未有觀察紀

錄，可能原因為丁壩施作之需要，

部分草本植被已被剷除，後續將透

過完工後補植之方式，加速植被恢

復，部分動物(鳥類或昆蟲)可能因

施工期間之人為干擾，被驅離至工

區外，故未有觀察記錄。 

- 

(7) P3-21，改善工程中動物調查表（3-6）顯

示空格，表示物種突然不見了，建議提出

原因說明。 

表 3-4、3-6 施工中未勾選之

物種，表示於施工中未有觀察紀

錄，可能原因為丁壩施作之需要，

部分草本植被已被剷除，後續將透

過完工後補植之方式，加速植被恢

復，部分動物(鳥類或昆蟲)可能因

施工期間之人為干擾，被驅離至工

區外，故未有觀察記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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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對應頁碼 

(8) P4-8，表 4-4 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工地

負責人未簽名，是何原因？ 
已補充工地負責人簽名 P4-8 

(9) P4-11，表 4-5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表，未見檢核評估日期，檢核情況很好，

未來要留那些事項給八局做後續維護管

理的追總考核？請納入最後的結論與建

議說明。 

感謝委員建議，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表之功能為自評生

態檢核作業辦理之情形，作為勾

稽之用，經此表勾稽確認，本工

程生態檢核作業事項皆已完

成。有關後續建議，建議後續完

工後宜持續檢核植栽種植之情

形，並進行撫育措施，以利植栽

生長。 

- 

委員：翁委員義聰 

(1) P.3-16, L1：另本次調查發現工區入口處

有台灣火刺木分布；堤防前坡之灘地因開

闢施工便道，部分植被已被剷除(圖

3-5)請問是否包括台灣火刺木？ 

臺灣火刺木位於堤頂，未受

工程影響，施工便道影響範圍堤前

之高灘地。 
- 

(2) P.3-23：除增加台灣火刺木與斑龜於圖

4-1 及 P.4-11 之外，亦請針對台灣火刺

木與斑龜給一些保育建議。 

台灣火刺木位於堤頂，已建議工程

必須迴避堤頂之植被；對於龜鱉類

與其他水域動物，已建議於河道整

理區與瑞源堤防丁壩工區施工過

程可能影響原水路，應禁止阻斷水

流，若影響河道應做導水路，確保

河川縱向的連續性，縮小對水域生

物洄游與遷徙路徑之影響。 

P4-1 
P4-2 

(3) P.4-1：每年 4~8 月期間為烏頭翁、燕鴴

等鳥類之繁殖季節，建議施工時間應迴避

此季節，或以分段施工方式，降低對鳥類

繁殖行為之影響。是否增加繁殖巢點位

及周遭的迴避。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工程期間已非

烏頭翁之繁殖季，已未發現鳥巢。 
- 

(4) 接下來每年12月-隔年1月是棕沙燕繁殖

季解，請給一些保育建議。 

未來進行災修工程，建議可

在棕沙燕繁殖期前可進行坡面覆

蓋避免棕沙燕進行繁殖利用，或於

棕沙燕繁殖期結束之後再進行施

工。 

- 

(5) P4-1：鳥類敏感點位，不適合用旗幟標示

建議用固定不會飄的板子(若有對人的

警戒色，對鳥還好)。 

感謝委員建議，以旗幟或警戒線做

標識，主要為提醒施工人員避免進

入施工區域外，影響工區外生態環

境，非用來標示鳥類敏感點位。有

關委員之建議將納入後續工程考

量。 

- 

委員：張委員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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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對應頁碼 

(1) 2.8 節卑南溪河川生態調查資料，有名樣

站的資料應註明那些佔與本計畫較有關

係。 

感謝委員建議，為避免生態

資料失焦，已著修生態資料盤點之

敘述 
，僅保留工區周邊寶華大橋

樣站之資料。 

P2-12 

(2) 施工中有水域生物資料，但施工前沒有，

十分可惜不能前後比較，建議以後應有魚

類，底棲無脊椎動物及水生植物資料。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序

作業考量。 
- 

(3) 生態保育措施對策在迴避部分建議施工

避開鳥頭翁、燕鴴繁殖季節，此為不錯的

建議是否有落實執行？及施工期間為

何？ 

感謝委員建議，本工程於 7
月 7 日開工，實際進入工程高峰期

已非鳥類之繁殖季節，施工期間檢

查已無鳥類利用工區環境進行繁

殖。 

- 

(4) 補償對策植栽預計種植原生植物，建議以

當地的原生種。 

本工程完工後將於丁壩頂面

覆土並種植臺灣火刺木、宜梧、甜

根子草等當地原生植物。 
- 

委員：蔡委員西銘  

(1) P2-8 人口數統計資料與表 2-3 截止日期

請一致，其總人口數亦請修正。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 P2-8 

(2) P2-11 表 2-4 卑南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

(1/2)(2/2)八河局及水規所執行時間有

誤(顛倒)請修正。 
已依委員意見修正。 P2-11 

(3) P4-8 經 2 次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確認

有落實規劃設計階段所提出之生態保育

對策與措施，並有填寫自主檢查紀錄，惟

補償部分，於完工後應持續檢核植栽種植

情形及其撫育措施。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將持續辦

理維護管理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評

估執行情形與成效。 
- 

(1) 誤植處 

1. P1-8 倒數第 2行以降低「最」生態環境？ 

2. p3-2 表 3-1 位置座標「TWD97」？ 

3. p3-7 表 3-2 位置座標「TWD97」？ 

4. P3-16 第 5 行工區水域「正」有浮萍 

5. P4-5 第 6 行為進行「構」造物維修 

1. 修正為「對」 

2. 原為「TW97」，修正「TWD97」 

3. 原為「TW97」，修正「TWD97」 

4. 「以」有浮萍，修正「正」 

5. 原為進行造物維修，以修正為

「構」造物維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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