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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工程概述 

本工程主要係針對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進行環境改善，工程範圍

如圖1.1-1所示，包含臺中市南屯區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橋工程施做總長度

計約3,024公尺。工程內容包含既有堤防設施改善、景觀綠化及相關配套設

施。本案生態檢核執行標的涵蓋整體工程範圍，針對工程可能擾動之棲地

環境與關注物種提出生態友善措施，並於施工過程進行生態監測。 

 
圖 1.1-1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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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背景 

本計畫之範圍位在筏子溪下游位置，與多數溪流源頭源自於中央山脈

不同，筏子溪源頭源自於台中市大雅區，沿途流經西屯區、南屯區並於烏

日區匯流進入烏溪，該河川位在大肚山台地與台中盆地交會之平地，主要

功能為提供沿岸農田灌溉與城鄉排水之用，筏子溪設定一百年防洪頻度的

溪流，河幅寬度提供水陸域生態發展空間，沿線擁有豐富的魚類及鳥類資

源，已成為台中市民環境教育、休閒娛樂的重要場域。 

1.2.1 文獻蒐集 

延伸設計階段報告所彙整之筏子溪近年有關生態調查相關文獻包括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河川局

筏子溪生態調查」、「華南路以東銜接特三號道路委託水土保持暨環境影

響評估補充生態調查報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筏子溪生態環

境營造工程委託測設暨監造計畫」、「東勢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發展計畫(1)」等如下表所示，並提供本工程計畫階段所調查之生態敏感圖

1.2.1-1，由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之「筏子溪生態環境營造工程

委託測設暨監造計畫生態檢核報告計畫」。本團隊補充蒐集林務局東勢林

管處執行之「東勢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發展計畫(1)」補充調查筏

子溪之石虎資料。 

 
表 1.2.1-1 筏子溪近年生態調查相關文獻彙整 

年度 單位 計畫名稱 調查結果 

92 年 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

基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 

魚類 4 目 5 科 7 種、水生

昆蟲 5 目 8 科 8 種、底棲

生物 5 類 5 種、浮游植物

4 類 24 種、浮游動物 2
類 2 種。 

97 年 第三河川局 筏子溪生態調查 鳥類 25 科 48 種、植物

56 科 132 屬 175 種。 

105 年 台中市政府 

華南路以東銜接特三號

道路委託水土保持暨環

境影響評估補充生態調

查報告 

魚類 5 目 8 科 13 種、蝦

蟹螺貝類 3 目 7 科 9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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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單位 計畫名稱 調查結果 

107 年 經濟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植物 78 科 201 屬 246
種、哺乳類 3 目 4 科 4 
種、鳥類 11 目 28 科 44
種、兩棲類 1 目 3 科 4
種、爬蟲類 1 目 2 科 3
種、蝶類 1 目 3 科 10
種、魚類 3 目 4 科 4 種、

水生昆蟲 4 目 6 科。 

109 年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 
筏子溪生態環境營造工

程委託測設暨監造計畫 

植物 51 科 122 屬 147
種、哺乳類 2 目 2 科 2
種、鳥類 6 目 13 科 25
種、蝶類 3 科 7 種、魚類

3 目 5 科 8 種、水生昆蟲

4 目 3 科 5 種。 

110 年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東

勢林區管理處 

東勢林區管理處生態保

育綠色網絡發展計畫(1) 
筏子溪全段皆為石虎棲

地。 

 

1.2.2 環境敏感區位圖蒐集 

本團隊蒐集設計階段調查結果及所評估之生態敏感區位圖，分別如圖

1.2.2-1與圖1.2.2-2。由前期調查結果得知計畫範圍內有關注物種紅尾伯勞

及八哥。另由生態敏感區位圖得知，自筏子溪與國道1號相交處起，至南邊

溪匯流口止，屬中度敏感區；其餘則為低度敏感區。 

除前期資料外，本團隊補充蒐集林務局東勢林管處執行之「東勢林區

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發展計畫(1)」補充調查筏子溪之石虎結果如圖

1.2.2-3。其中石虎出現頻度為OI值(Occurrence Index)為相對出現頻度，代

表某物種每1000小時所獲得的有效照片數。可知筏子溪全段皆為石虎重要

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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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筏子溪生態環境營造工程委託測設計監造計畫-生態檢核報告書 (民 109，禹安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1.2.2-1 保育類動物座標位置 

 
資料來源：筏子溪生態環境營造工程委託測設計監造計畫-生態檢核報告書 (民 109，禹安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1.2.2-2 生態敏感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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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勢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發展計畫(1) 

圖 1.2.2-3 筏子溪石虎出現頻度 

 

1.2.3 生態關注區域圖補充繪製 

依據所蒐集之生態調查資料、前期生態敏感區位圖，以及工程內容、

施工擾動範圍圖(附錄一)，綜合評估後，補充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

1.2.3-1。 

 
圖 1.2.3-1 生態關注區域圖補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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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項目 

(1) 環境保護，生態檢核 

(a) 環境保護，水域生態調查。 

(b) 環境保護，水域生態調查。 

(c) 環境保護，水質調查。 

(d) 環境保護，水域生態調查。 

(e) 環境保護，生態檢核報告書。 

(2) 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措施 

(a) 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b)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c)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填寫。 

(d) 工區生態保育措施監測，包含陸域與水域生態監測。 

(e) 關注物種保全措施，包含補充繪製生態關注物種平面分

布圖、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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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執行方法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態團

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態專業人

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以及生態敏感

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保全對象保護目的

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鑒於上述目標及各機關工程差異性，公共工程委員會、水利署、水土

保持局、林務局等單位皆依其轄區環境與工程特性，發展相關生態檢核機

制。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因此將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之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一)與水利署之生態檢核機制執行施

工階段生態檢核。其中，水利署生態檢核機制除109年制定之〈水庫集水區

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附錄二)外，另有110年研提之〈水利工程生

態檢核參考手冊(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草案(稿) 〉(附錄三)。考量水

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草案(稿)較適用於本

計畫範圍內的環境，即中央管河川，故本計畫將優先掌握並依據〈水利工

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草案(稿) 〉執行施工階

段生態檢核。 

 
圖 2-1 生態檢核理念示意圖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認知與落實生物

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害。發展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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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工法強調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方法，然而工程單位常

為無法評估或理解生態基礎所苦，或因未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議，為避

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

及整合平台(圖2-1)，在既有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

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

面臨的生態議題與民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

達到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求。 
 

 
圖 2-2 生態檢核內生態與工程協調概念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2-3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三條條

例：「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生態保育專家

之協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發展出生態檢核

表，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

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

查評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檢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

公告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

程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

員會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

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並於民國108年5月10日擴大適用範圍並修訂為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於民國109年11月2日部分修訂。民國109年水利

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因應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之

內容進行部分修訂。民國110年水利署研提「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河
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草案(稿)」適用於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

各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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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維護管理等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重於工程與

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要透過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二項主

軸。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蒐集、調查與評估，

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提供工程專業人員納入設

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協商的過程，亦積極落實資訊

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標與內容，獲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

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也有助於釐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

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發生。以下簡述生態檢核在提

報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四個階段的重點執行工作： 

(1) 提報核定階段 

在計畫確立前評估計畫可行性、需求性及對生態環境衝擊程度，

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之可行工程方案，並

研擬計畫核定後各階段執行生態檢核所需作業項目及費用(如必要

之物種補充調查、棲地評估、棲地調查等)。 

(2) 規劃設計階段 

透過生態資料蒐集、現地勘查等方式，確認工程影響範圍及周

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並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之順序提出具體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工程設計。 

(3) 施工階段 

落實前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工程方案、環境生態異常

狀況處理原則及監測計畫，確保施工時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關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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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完好，並維護環境品質。 

(4) 維護管理階段 

工程完工後，為瞭解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與生態環境回復情

況，評估工程影響範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

對象與生態關注區域狀況，分析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並對復原

不佳者研擬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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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構想與對策 

3.1 環境保護，生態檢核 

為瞭解本計畫於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上下游進行環境營造工程

所產生與左岸陸域棲地環境擾動情形，於施工前、後分別進行水域生態、

陸域生態、水質及流量調查等四項工作項目，並彙整調查結果，撰寫生態

檢核報告書，以記錄工程對於生態環境之影響。 

3.1.1 環境保護，水域生態調查 

本工作項目預計於施工前及完工後各一次，共計2次，調查範疇包含魚

類、蝦蟹類，並蒐集本工區鄰近環境之歷史調查或文獻資料。本工區文獻

資料蒐集，調查範圍施工範圍內及範圍外之上下游，共計三個調查樣站。 

(1) 調查執行方法 

於施工範圍內與施工範圍外上下游選定三個調查樣站，主要

以目視法直接辨認河道中物種，視棲地情形以防水攝影裝備於河

道較多魚類活動處，進行水下影片拍攝以輔助辨識，並記錄魚類

活動情形。若現地水域環境條件許可，則可併同以蝦籠、長城籠

進行捕捉，以利拍照記錄與鑑定。水域生態調查方法預計因應調

查樣站環境情形進行彈性調整。 

蝦籠、長城籠調查法則依據工程河段及水域環境狀況設置數

個，於次日回收，如圖3.1.1-1。籠具可放置於深潭、巨石旁深流

處為主，並視工區河道環境再挑選淺流或淺瀨處。每次調查皆隨

施工進度與狀況調整籠具擺放位置。水域調查所採集之物種將於

獲得物種名錄後原地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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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籠陷阱誘捕 長城籠陷阱誘捕 物種辨識 

圖 3.1.1-1 水域動物調查示意圖 

(2)預期效益 

透過水域生態調查結果，可初步分析工程對現地生態產生之

影響，以動態影像與照片記錄環境變動情形，瞭解現地生態敏感

度因工程所產生的改變，並評估生態友善措施之成效。 

3.1.2 環境保護，陸域生態調查 

本工作項目預計於施工前與完工後各執行一次，共計2次。調查範疇包

含鳥類、爬蟲類、哺乳類，並蒐集本工區鄰近環境之歷史調查或文獻資料。 

(1) 執行方法 

調查範圍為工程施工範圍與鄰近環境，以穿越線調查法(不
含自動相機架設)為主，用步行的方式，沿工區周邊進行調查(如
圖3.1.2-1)，記錄看到以及聽到的動物種類、數量，同時記錄足跡、

糞便、洞穴、掘痕等動物留下的痕跡，並以相機拍攝記錄調查結

果。 

  

圖 3.1.2-1 陸域動物穿越線調查法示意 

(2)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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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陸域生態調查結果，初步分析工程對施工範圍與鄰近棲地

環境產生之影響，並以照片記錄環境變動情形，並評估生態友善措

施之成效。 

3.1.3 環境保護，水質調查 

本計劃水質監測樣站配合水域生物調查於施工範圍內與施工範圍外

上下游選定三個調查樣站。調查方法皆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各項檢測項目、檢測目的及方法詳見表 3.1.3-1 。
並與水域生物調查同步進行，以確實掌握水質與水域生物之間的關聯。 

表 3.1.3-1 水質調查檢測項目、檢測目的及方法 
檢測項目 檢測目的 檢測方法註 
水溫 
(Temp.) 

作為水體的基本物理因子參考。 水溫檢測方法 
(NIEA W217.51A) 

溶氧量 
(DO) 

瞭解溶解於水體中的氧量，若過低(< 2 
mg/L)會造成多數魚類難以生存。 

水中溶氧檢測方法－電極法
(NIEA W445.52C) 

氫離子濃度 
(pH) 

瞭解水體的酸鹼性，過酸性或過鹼性皆會

影響生物生長。 
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測定
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3A) 

導電度 
(EC) 

藉由導電度掌握水中總溶解固體的多寡。

當水體導電度過高，會導致作物枯死影響

耕種。 

水中導電度測定方法－導電度計
法(NIEA W203.41B) 

濁度
(Turbidity) 

表示光入射水體時被散射的程度。濁度高

會影響水體外觀並阻礙光穿透，影響水生

植物的光合作用及魚類呼吸及生長與繁

殖，過高甚至使其因窒息而死亡。 

水中濁度檢測方法－濁度計法 
(NIEA W219.52C) 

註：所有水質檢測方法皆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 

 

3.1.4 環境保護，流量調查 

流量為主要影響水域生物棲地優劣環境因子之一，太低的流量甚至河

川乾涸會嚴重影響所有水域生物之生存。本計劃流量監測樣站配合水域生

物調查於施工範圍內與施工範圍外上下游選定三個調查樣站，並與水域生

物調查同步進行，以確實掌握流量與水域生物之間的關聯。 

調查方法參考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斷面流速法 (NIEA 
W022.51C)：將河川分為數個已知水流斷面區間，測定各區間之流速，進而

計算流量。流速以手持式流速測量儀於可渡河之河川斷面涉水施測，測定

各測點之平均流速；斷面積量測以捲尺、輪尺或鐵桿量測河川斷面河寬及

水深(圖3.1.4-1)。流量之計算請參閱圖3.1.4-1及下列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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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1 河川斷面流量調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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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流量（m3/min） 

     q：區間流量（m3/min） 

     b、b'：測定點間之間隔（m） 
     H：水深（m） 
     V：平均流速（m/min） 

 

3.1.5 環境保護，環境監測，成果報告 

於各項調查完成後，彙整生態調查結果與生態檢核執行成果，提送生

態檢核報告書以呈現本計畫成果。報告書內包含下列內容： 

(1) 環境保護，生態檢核 

施工前與完工後之水域生態調查、陸域生態調查、水質調查、流

量調查結果。 

(2) 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措施 

施工期間教育訓練與會議出席記錄，以及說明施工過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情形，包含於每月進行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作業後填

寫執行情形自主檢查表、工區生態保育措施監測、關注物種保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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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態友善保育措施 

為了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以及生態保全對象的狀態是否健全，

擬定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的監測作業，說明監測之項目、方法以及時

間點，以適時掌握執 行情形並根據需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本項生態保育

措施監測計畫內容，將併入施工補充說明書，納入工程契約發包文件，並

由施工廠商納入施工計畫辦理。 

3.2.1 施工擾動範圍及生態友善措施檢視與調整 

本團隊蒐集並檢視施工擾動範圍如附錄一，得知擾動範圍主要位於既

定種植植栽範圍內(附錄一中橙色框線內)，且不涉及工程平面圖中所示「不

擾動區域」。工程土方及材料堆置區位於工程南端，施工便道則位於兩段

高灘地喬木種植區即工程北端小部分堤前坡。本工程生態保全對象為右岸

河灘地與左岸未預計補植喬木之區域，即工程平面圖中所示之「不擾動區

域」。 

藉施工擾動範圍及所蒐集之生態調查等資料，檢視設計階段所提之生

態友善措施(圖3.2.1-1)，並調整、研擬施工階段之生態友善措施如表3.2-1。
經評估、確認與調整，研擬施工階段需執行之生態友善措施如下： 

(1) 迴避：迴避左岸工程平面圖中所示之「不擾動區域」。 

(2) 迴避：迴避右岸灘地與次生林。 

(3) 減輕：禁止夜間施工。必須於夜間施工之工項則建議設置圍籬(具
遮擋效果之板模亦可)，降低施工動作和光線的刺激。 

(4) 減輕：嚴禁於工地內飼養犬隻，並加強工地衛生管理，廚餘應每

日帶走，避免吸引流浪犬貓與野生動物聚集。 

(5) 減輕：設置甲種、乙種圍籬，或黑色紗網(如防塵網)，減低工程

對周邊環境的干擾。 

(6) 減輕：設於河灘地的施工便道、土方與材料堆置區不得超過施工

擾動範圍圖(附錄一)所示範圍。 

(7) 補償：目前規劃植栽物種有部分非原生之適地適生種，未來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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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維護，且對生態友善有負面影響，因此建議將物種調整為下列

物種，並降低密度(增加間距)。 

(a)地被：假儉草、狗牙根、穗花木藍、地錦、白茅、兔尾草。 

(b)灌木(改為4株/m2)：密花白飯樹(葉子小)、小葉赤楠、忍冬、

野牡丹、山芙蓉、琉球野薔薇、黃荊、白葉釣樟、山黃梔、

灰木、車桑子 

(c)喬木：楝樹、雀榕(河灘地可以，但不建議種在支流的排水

旁)、森氏紅淡比、大頭茶、珊瑚樹、豆梨、黃連木、降真

香、羅氏鹽䚃木、香楠 

 

資料來源：筏子溪生態環境營造工程委託測設計監造計畫-生態檢核報告書 (民 109，禹安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3.2.1-1 設計階段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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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生態友善措施檢視與調整對照表 
 

 
設計階段生態友善措

施 
友善措施確認與調整 施工階段生態友善措施 

迴避 

1.避開自然度較高且

人為擾動較低區域 

評估為右岸灘地與次生

林，並迴避左岸未預計補

植喬木之區域 

迴避左岸工程平面圖中所示之

「不擾動區域」。 

2.保留右岸自然林，無

工程擾動生態。 
確認納入，並評估右岸灘

地與次生林皆可保留 迴避右岸灘地與次生林。 

縮小 

3.保持灘地原狀避免

擾動 
需避免擾動範圍已納入第

1、2 點之範圍 – 

4.禁用殺蟲劑及除草

劑。 
已確認工程無須使用殺蟲

劑及除草劑 – 

減輕 

5.禁用殺蟲劑及除草

劑 已納入第 4 點 – 

6.保留現況良好設施，

減少工程範圍 
現工程範圍皆為待改善區

域 – 

7.不增設燈具減少對

野生動物的干擾 已確認工程無須增設燈具 – 

8.夜間不施工，減少對

環境之干擾。 

經討論確認基本可行，唯

坡面打除工項必須於夜間

施工 

禁止夜間施工。必須於夜間施

工之工項則建議設置圍籬(具
遮擋效果之板模亦可)，降低施

工動作和光線的刺激。 

– 

因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東勢林區管理處生態保

育綠色網絡發展計畫(1)」
於民國 111 年調查發現筏

子溪為石虎重要生態廊

道，故增補本項生態友善

措施。 

嚴禁於工地內飼養犬隻，並加

強工地衛生管理，廚餘應每日

帶走，避免吸引流浪犬貓與野

生動物聚集。 

– 
設置甲種、乙種圍籬，或黑色紗

網(如防塵網)，減低工程對周邊

環境的干擾。 

– 
因工程將有機具進入河灘

地區域，故增補本項生態

友善措施。 

設於河灘地的施工便道、土方

與材料堆置區不得超過施工擾

動範圍圖所示範圍。 

補償 

9.新植原生種喬木及

灌木增加綠帶 確認納入 調整植栽物種為適地適生種。 

10.植栽以複層方式種

植打造水岸綠色廊

道。 

已確認堤後坡有種植複層

植被，河灘地僅補植喬木

但考量河灘地自生植物，

可藉調整維管方式營造複

層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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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以施工人員為主要對象，進行3次生態友善與生態檢核教育訓練，

加強宣導本工程生態友善措施執行方式與情形，並針對關注物種辨

識以照片或圖卡說明，以利施工人員於現地辨明關注物種並能適時

採取相應對策。教育訓練課程目前規劃可分為三個主題，實際內容

依計畫執行過程而變更課程內容規劃如下： 

(1) 東海橋至知高圳段工程生態友善措施說明 

針對本工程生態友善措施進行說明，使工程執行人員對於生態

友善措施的內容與執行方式有清楚認識。預計於112年3月辦理課程。

初步規劃課程共計2小時，內容包含： 

(a)簡介筏子溪河灘地範圍演變、配合照片說明東勢綠網調查

到石虎的情況(0.5小時) 

(b)說明本工程因應前述情況所調整與研擬之生態友善措施，

及執行方式(1小時) 

(c)綜合討論(0.5小時) 

(2) 筏子溪生態環境介紹 

介紹筏子溪的環境演變、棲息於其中的關注物種以及所面臨的

威脅，使工程人員對於工區所在溪流有進一步的認識。預計於112年
8月辦理。初步規劃課程共計2小時，內容包含： 

(a)簡介筏子溪地質與水質情況、河灘地環境近年來的改變

(0.5小時) 

(b)配合照片說明筏子溪關注物種與其面臨的威脅(1小時) 

(c)綜合討論(0.5小時) 

(2)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簡介 

向工程人員說明近期更新之生態檢核機制，使其認識生態檢核

操作注意事項。預計於113年2月辦理。初步規劃課程共計2小時，內

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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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概述生態檢核機制發展歷程、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 
(0.5小時) 

(b)說明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表單填寫與呈現重點、生態環境異

常狀況與危機處理(1小時) 

(c)綜合討論(0.5小時) 

3.2.3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於施工作業期間，提供施工廠商生態專業意見諮詢與生態相關

知識說明，並協助現勘與會議出席。 

3.2.4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填寫 

生態檢核作業於施工階段之執行目的，為落實規劃設計階段所

擬定之生態友善措施，確保施工作業期間生態保護對象與生態關注

區域完好，維護環境品質，並協助處理施工中發生的生態異常狀況。

故本工作項目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

事項〉，以及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河川、區

域排水及海岸工程)草案〉等相關規範，辦理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自主檢查作業，並填寫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水

利署規範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表。 

(1)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訂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凡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

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因此，須填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自評表(表3.2.4-1)之施工階段內容，並輔以水利署水利工程生態檢核

手冊(草案)規定之檢核表單，作為各項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結果之佐證

資料。 

本表3.2.4-1中黑色字內容屬本計畫執行與填寫，灰色字則非由

本計畫填寫，其中核定、規劃與設計階段內容參考設計單位之「筏

子溪生態環境營造工程委託測設暨監造計畫生態檢核」(禹安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2020)報告書內容，擷取其生態團隊填寫之生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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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自評表。 

(a)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寫方法 

依照生態檢核自評表內各欄位內容，填寫本工程於該項目內

之執行情況，並註記該執行內容之佐證資料位置。表格內灰階字

體部分非本計畫執行內容，不須填寫。 

(b)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寫頻率 

生態檢核自評表無固定之填寫頻率，乃依執行內容進行動態

修正。 

 
表 3.2.4-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整體環境營

造工程 設計單位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12.01–113.06 監造廠商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第三河川局 營造廠商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台中市南屯區 
集水區：筏子溪水系 
TWD97 座標 X：211572 Y：2671931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工程目的 
以環境美化、友善空間、民眾休憩及兼顧民眾意向為原則，提升筏子溪藍帶及綠帶的美

感與生命力，並拓展民眾休憩空間。透過本計畫規劃設計，創造及提升筏子溪為兼顧安

全性、多樣性、自然景觀及民眾休憩之河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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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未將周邊都市區與水域生態結合，進行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整體環境營造

工程，施作內容包含堤防景觀綠帶營造及相關配套設施。 

預期效益 保留既有林帶，東海橋銜接至堤頂並設置綠色廊道，增加城市空間橋下休憩空

間鋪面改善，同時建造賞鳥綠廊改善斜坡道並綠化種植喬木，透過綠堤營造。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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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由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執行本計畫生態資料 

調查、檢核及影響評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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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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本計畫區無法定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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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補充說明:經生態調查成果發現本計畫區有保育鳥類及特有亞種蝶

類，並繪製工程生態關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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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本計畫工區鄰近筏子溪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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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本計畫在設計階段將原則為減少新設人工設施，減少工

程範圍，以期不擾動現況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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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補充說明:左岸堤岸改善，右岸維持現況保護生態，高灘地一律避

免新設工程，減少工程影響自然生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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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補充說明:本計畫設計規劃階段已編列生態調查及影響評估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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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本計畫將辦理地方說明會及生態環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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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將辦理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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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本計畫團隊各別有生態、水利、土木、景觀等相關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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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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初步彙整前期相關報告成果及本計畫生態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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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除本計畫進行生態調查，並蒐集前期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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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依據生態調查結果並劃設生態敏感圖，保留右岸及所有高

灘地，保護生態環境不擾動，工程範圍鎖定在堤岸營造及護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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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已辦理在地諮詢會議、施工界面會議及說明會，邀集 

生態人員、相關單位及地方團體討論，並於 108/11 辦理地方 

說明會與在地民眾說明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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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初步以地方說明會方式公開本計畫相關資訊。 

設
計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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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本計畫團隊包括生態、水利、土木、景觀等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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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本計畫以既有設施改善為主避免及減少生態影響，並種

植多樣性植栽，以補償既有生態環境為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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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初步透過地方說明會向民眾說明本計畫資訊。 

施

工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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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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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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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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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本團隊填寫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作為瞭解環境現況

之用，並作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之佐證資料。 

 

 

 

 

 

 

 
表 3.2.4-2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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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記錄日期 112/02/02 填表人 蔡秉芸、邱雅莘 

 水系名稱 筏子溪 行政區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市南屯區 

 工程名稱 
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整體環境

營造工程(左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工區 位置座標（TW97） X：211563.653244 Y：2671844.198171 

 工程概述 
將周邊都市區與水域生態結合，進行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整體環境營造工程，施作內容包含堤防

景觀綠帶營造及相關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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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筏子溪知高橋以北右岸植被與水域棲地                知高橋以北河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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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高灘地補植喬木預定區 

 
筏子溪左岸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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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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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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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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無自然擺盪機會：

0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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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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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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參照表 B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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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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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施作橫向結構物完全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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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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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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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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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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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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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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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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圖 D-1裸露面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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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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詳表 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河堤與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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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參照表 E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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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表 F-

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6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

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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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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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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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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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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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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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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表單 

依據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草
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應落實規畫設計階段所提出之生態保育措施，

紀錄施工中生態檢核執行成果，並可作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內檢核結果之佐證資料。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主要依據設計階段擬定

之生態友善措施，檢核其落實情形，因此本計畫已掌握設計階段所

提生態友善措施。同時考量林務局的東勢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

網絡發展計畫(1)於民國110年在筏子溪調查到多筆石虎紀錄，故本計

畫補充數項生態友善措施如3.2.1節所述，經與施工單位溝通，一併

錄於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內。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中，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表單共

有九張表(C-01至C-09)。其中，C-01施工前置相關作業資料表、C-02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會議紀錄表、C-03施工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由工

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施工廠商負責提供相關資料

或回應說明；C-04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由施工廠商委託之生態

背景人員填寫；C-05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C-06施工階段生態評估

紀錄表、C-07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C-08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

常狀況)事項報告表、C-09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彙整表

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其中部分需有施工廠商

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會同參加與確認簽章。 

因此本團隊於施工期間定期進行現勘，並填寫C-04生態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表3.2.3-3)。依據工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之檢查

項目項次，逐一確認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依據

實際狀況勾選相應之執行成果，並附上可呈現執行成果之照片、說

明或其他資料。以此確保生態保育措施確實執行。 

於工程影響範圍內，若發現生態環境疑義或異常狀況，則啟動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機制，通知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協助處理，並納入C-08表單追蹤辦理。異常狀況類型包含生態保

全對象異常或消失、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民眾提出生態環境

疑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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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3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表單 
C-04 

經濟部水利署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工程名稱：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整體環境營造工程(左岸) 
檢查日期：                         

項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檢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1 迴避左岸未預計補植喬木

之區域。 □ □ □ 

 

2 迴避右岸灘地與次生林。 □ □ □ 

 

3 

禁止夜間施工。必須於夜間

施工之工項則建議設置圍

籬 (具遮擋效果之板模亦

可)，降低施工動作和光線的

刺激。 

□ □ □ 

 

4 

嚴禁於工地內飼養犬隻，並

加強工地衛生管理，廚餘應

每日帶走，避免吸引流浪犬

貓與野生動物聚集。 

□ □ □ 

 

5 
設置甲種、乙種圍籬，或黑

色紗網(如防塵網)，減低工

程對周邊環境的干擾。 
□ □ □ 

 

6 
設於河灘地的施工便道、土

方與材料堆置區不超過施

工擾動範圍圖所示範圍。 
□ □ □ 

 

7 調整植栽物種為適地適生

種。 □ □ □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請通報工

程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備註： 
1.「實際檢查情形」應說明檢查結果。(例如「不合格」，應說明不合格事項。) 
2.須檢附現場照片。3.檢查不合格事項，應納入 C-08 表單追蹤辦理。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簽章+日期)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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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工區生態保育措施監測 

為了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以及生態保全對象的狀態是否健全，

定期追蹤施工中工區生態保育措施，以適時掌握執行情形並根據需求調整

生態保育措施，及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 

(1)  環境保護，陸域生態監測調查 

本調查預計於施工前、中、後各1次，共計3次，針對工區內各工

程生態保育措施，對應陸域生態棲地之現況進行監測。本調查方法

將使用坡地棲地評估指標以量化方式評估工程前後植生現況，並可

使用多次調查之評估結果，瞭解演替趨勢而提出改善建議，以利於

工程點位選定、植生工法選用與評估、植生演替監測等使用。 

陸域生態監測將參考經濟部水利署編撰「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

檢核執行手參考冊」之「坡地棲地評估指標」(陳志豪等，2010)為基

準(如附錄四)，其適用於道路邊坡、河溪兩側等坡地環境，可用以分

析植被演替階段與環境及植物相關因子的關聯性，不同時期的評估

結果可得知植被演替狀態之量化資訊。評估指標包含(a)木本植物覆

蓋度：評估範圍內喬木及灌木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率；(b)植生種

數(種/100平方公尺)：代表植物社會的多樣性；(c)樣區原生種覆蓋度

(%)：樣區內所有原生種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率；(d)植物社會層次：

代表植物社會空間結構的複雜度，層次越多代表其植物社會組成越

複雜，越趨向天然林環境；(e)演替階段：代表植物群聚隨環境及時

間變遷而發生變化的階段。 

   

坡地棲地評估指標 原生種覆蓋面積百分比估算 植生種數調查 
   

圖 3.2.5-1 陸域生態評估方法示意 

(2)  環境保護，水域生態調查 

本調查將進行10次預計每一至兩個月進行一次監測，並針對工

區內各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對應水域生態棲地之現況進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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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態監測將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編撰「國有林治

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內之「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附錄五)，此指標依據臺灣野溪特性，與野溪治理工程容易干擾之生

態功能與面向所設維持河溪環境自然生態，提升治理工程保育品質。

由於此指標是依據臺灣上游高坡度野溪特性評估，故將以實際情形

依照現地情況再做評估方式之調整。指標所列10項評估項目河溪治

理工程中，物理性棲地與其所提供的基礎功能多樣性之評估，同時

也是野溪治理工程中常見之生態課題，具生態概念推廣美意。本指

標藉由目視分級評分，可快速評估工區的生態和棲地品質，呈現治

理前後生態成效與可持續改善之重點，提供生態檢核、生態調查、

治理工程規劃與執行等人員分析生態課題，研擬保育策略，監測工

程干擾與影響，同時可提供棲地保護或完工後恢復成效參考之工具。 

3.2.6 關注物種保全措施 

透過施工前生態調查與文獻蒐集，盤點工程施工範圍與周邊環境之已

知或潛在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

物等)，針對各項關注物種擬定相應之保全措施，減輕施工作業的影響與擾

動。並依現勘結果，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關注物種平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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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預期成果與預定工作進度 

4.1 預期成果 

依照工作項目內容，本計畫預期成果包含： 

(1) 環境保護生態檢核 

(a) 完成施工前、完工後各1次水域生態調查，共計2次。 

(b) 完成施工前、完工後各1次陸域生態調查，共計2次。 

(c) 完成施工前、完工後各1次水質調查，共計2次。 

(d) 完成施工前、完工後各1次流量調查，共計2次。 

(e)  完成1次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2) 生態保育措施 

(a) 生態保育教育訓練：完成3次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b)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協助出席生態相關會議或現勘。 

(c)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填寫：完成填寫公共工程委員會

規定之生態檢核自評表1份、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

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12份。 

(d) 工區生態保育措施監測：監測生態保育措施情形，包含陸

域生態棲地監測3次與水域生態棲地監測10次。 

(e) 關注物種保全措施：完成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關注物種

之平面分布圖、完成指認生態關注物種並提出相應之保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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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預定工作進度 

依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之工作項目，規劃工程執行期間之預定工作

進度(表4.2-1)。於施工前第一次水域生態調查、陸域生態調查、水質調查、

流量調查。施工作業期間，針對施工人員進行生態保育措施教育訓練3次，

施工期間將進行工區的生態保育3次的陸域監測與10次的水域生態監測。

完工後，再次進行水域生態調查、陸域生態調查、水質調查、流量調查，

併同施工前調查資料，彙整完成並交付生態檢核報告書。 

 
表 4.2-1 各工作項目預定執行進度與總進度累計百分比 

 

4.3 工作人力配置 

本團隊由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工程案，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作為協力廠商負責生態檢核作業，並與工程人員保持良好聯繫，以

適時配合工程擬定生態保育措施。生態檢核人力配置如圖4.3-1。工程專業

人員包含主持人(專任工程人員)的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主任技師侯

凱文先生、水利技師簡名正先生、工務協理葉晉廷先生、工地主任李榮恩

先生等人。生態專業人員包含協同主持人的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生態工程

部經理林笈克先生、研究員蔡秉芸小姐、技術經理劉廷彥先生、研究員江

年份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2.環境保護，陸域生態調查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預定進度                               報告提送

113年

    2.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B.環境保護，水域生態監測
    5.關鍵物種保全措施

預定累積進度百分比(%)

    1.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A.環境保護，陸域生態監測

112年
工作項目

一、環境保護生態檢核

二、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措施

    1.環境保護，水域生態調查

    3.環境保護，水質調查

        B.生態保育措施擬定

    4.環境保護，流量調查
    5.環境保護，環境監測，成果報告

    3.工區生態保育措施監測

    2.生態保育措施執行填寫

        A.補充繪製生態關注物種平面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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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君小姐等人。生態檢核基本工作項目分為棲地環境評估及生態檢核操作

兩大項，各項由組長分配任務並掌握進度執行。人員名單及簡歷如表4.3-1
所示，人力配置則如圖4.3-1所示。由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合作，

以專業、認真、效率的團隊組成完成本計畫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 

 

 
圖 4.3-1 生態檢核工作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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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生態檢核工作人員學經歷 
類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 
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主持人/ 
專任工
程人員 
(主任技
師) 

侯凱文 15年
以上 

國立暨南大
學土木工程
系 

綜理本工程
所有業務、 
擔任工程施
工技術指導
及施工安全
之人員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歷：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連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專長：水利、土木工程設計規劃、污水工程設計研究 

生態檢
核協同 
主持人 

林笈克 20年
以上 

東海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
碩士 

計畫主持及
工作督導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經理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兼任講師 

經歷：臺灣生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物系兼任助教 
經濟部水利署北、中、南區水資源局生態檢核作業訪
視委員 

專長：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水利技
師 簡名正 15年

以上 
逢甲大學水
利工程學系 

協助本工程
執行與整合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歷：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工程管理、品質管理、測量 

工務協
理(品管
人員) 

葉晉廷 25年
以上 

高苑科技大
學 
土木工程系 

工程材料及
施工品質缺
失之統計分
析、不合格材
料處理及追
蹤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歷：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登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裕元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工程管理、品質管理 

工地主
任 李榮恩 4年 

以上 

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
設計系 

施工計畫擬
定、統合協力
廠商施工進
度、履約期間
代表本公司
履行工程契
約、計價估驗
及完工結算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歷：屏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工程管理、測量 

職安人
員 許庭瑄 2年 

吳鳳科技大
學 電機工程
系 

規劃、督導各
部門辦理勞
工安全衛生
稽核及管理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歷：蘇杰鳴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松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專長：職安衛管理 

現場工
程師 邱靖榕 2年 

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物料管控與
儲存、現場機
具人員協調、
施工自主檢
查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土木工程 

文書人
員 何阡睿 14年 

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
理細 

負責工程所
有行政業務 

現任：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工程管理、品質管理 

生態檢
核計畫 
經理 

蔡秉芸 4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碩士 

掌握工作進
度、執行及任
務協調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行政院種苗改良繁殖場 研究助理 
專長：植物生理學、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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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 
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生
態
調
查
與
資
料
蒐
集
組 

組
長 劉廷彥 9年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碩士 

水域生態調
查與資料蒐
集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技術經理 
經歷：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教師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專任助教 
專長：水域生態調查、水棲昆蟲生態、鞘翅目昆蟲調查鑑定、

群聚分析 

組
員 鄒宜芳 2年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

士 

水域生態調
查與資料蒐
集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計畫專員  
專長：水域生態野外調查、碳匯 

組
員 

黃于禎
禧 4年 

澳洲昆士蘭大

學保育生物學

碩士 

陸域生態調
查與資料蒐
集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動物部計畫專員 
經歷：東海大學 田野技術課程助教 
專長：田野調查、蛙類辨識 

生
態
檢
核
機
制
操
作
組 

組
長 江品君 7年 

國立臺灣大
學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
碩士 

生態檢核執
行及資料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約僱服務員 
專長：環境教育、基本植物辨識 

組
員 邱雅莘 1年 

國立東華大
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
碩士 

現場勘查、填
寫生態檢核
表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計畫專任助理 
專長：社區保育與協同經營、權益關係人參與 

 



 

 

  

 

 

 

 

 

 

 

附錄一 

施工擾動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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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分區平面圓（三）

單位：m

S:1L1000 

1工區內外來枉舌木盤點調査費用由工區內喬木調查及評估

作業費項下支出。

2. 喬木移除作案依鱸疏伐計畫執fi. 湃地新植喬木待喬木

移餘作業完成後方可執行 ， 實際榎植位置由業主磕輟指定 ．

依實作數量計價 。

塈

昰龘＿
D－
置
國
画
噩
塈
罕
豐I
OI
戸
画
啤

圖咧丨 植栽名稱

棟楫

水黃皮

台灣海桐

瓖竭樹

雀榕

森氏紅淡比

大頭茶

厚皮香

密花白飯樹

小葉赤楠

黃揚

厚葉石斑木

月橘

鵝掌藤

六月雪

漏福木

野牡丹

忍冬

三星果藹

假儉草

狗牙根

穩花木藍

昶頽佤

學名

Melia ozedaroch 

Millettio pinnoto 

Pittosporum pentondrum 

Viburnum odoratissimum 

Fic'-'S wiqhtiana Wallich 

Cleyera japonico var. morii 

Polysporo oxilloris 

T emstroemia c;iymnonthera 

Flueqqeo viroso 

Syzy9ium buxifolium 

Buxus microphyllo subsp.sinica 

Rhophiolepis indico var. umbelloto 

Murroyo poniculoto 

Schefflera odorota 

Serisso serissoides 

Carmona retuso 

Melostomo conoidum 

Lonicera japonica 

Tnstellate,o australasiae 

Eremochloa ophiuroides 

Cvnodan dactylon 

lndiqafera spicato 

Parthenacissus tricuspidata 

規格

240� 楫滾<270cm,90�柑糅<100cm,5司米高直徑<6cm

240� 楫濤<270cm,90�柑嶠<100cm,5�米潟直極<6cm

240� 楫高<270cm,90�楫嶠<100cm.5�米高直禋<6cm

240� 柑高<270cm,90�楫嶇<IOOcm,5�米高直穫<6cm

2心4柑高<270cm,90�6l韞<100cm,5�米高直徑<6cm

2心4榭高<270cm,90�扭嶇<IOOcm,5�米高直徑<6cm

2心4相高<270cm,90�楫蜢<IOOcm,5�米高直徑<6cm

25:ai高度< JOcm,15:io寬度< 20cm.7:ai宮謚直痙< 10cm 

2亞高度< JOcm,15:ii寶度< 20cm,7云宕器直匿< 10cm 

25;;; 高戾< JOcm.15:io寬度< 20cm.7:ii容器直徑< 10cm 

25::. 高度< JOcm,15:io寬度< 20cm.7:io弃器直徑<10叩

2亞高度< Jocm.15:ii頁度< 20cm.7:ii官讎直徑< 10cm 

251:o高度< JOcm,15::ii寬度< 20cm.7::ii容器直徑< 10cm 

251:o高度< JOcm,15::ii霓度< 20cm,7;;; 容器直1i<IOcm 

25:io漏度<JOcm,15:io寬度< 20cm,7:io容器直區< IOcm 

25::ii富度< JOcm,15:io寬度< 20cm.7:ai容器直徑< 10cm 

25:ii濤度< JOcm,15:io寬度< 20cm,7::0客器直徑< lOc:r, 

101:o高度< 20cm,JI度< lOcm,7:ii客器直穫< 10cm 

10;:. 高度<20cm直度< IOcm,7;;; 客齧頁匿<10cm

廎植

頓植

10;:;. 高度<20cm頂度< 10cm, 五容器直1i< 10cm 

10:i高度< 20cmJ! 度< 10cm,7:ii客甾直1i<10cm 

花期

2~4月

4~5,9~11月

5~9月

2~4月

4~6月

5~7月

～－一10~12月

9-株/m2 3~5月

9-採/m2 6~9月

纘/m2 3~8月

洱/m2 4~7月

9株/m2 6~8月

頭m2 3~5,9~11月

9株m2 2~7月

頭/m2 4~9月

9株m2 3~8月

9株/m2 6~8月

道/m2 5~7月

9株/m2 .3~11月

一一一
6~11月

二9株/m2 6~9月

形式 量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株

？
26-

42＿

41一

12＿

享

33＿

685_

401

887

g

西

令

133一

308

206

78

75

2

分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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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株

401株

亭嶧甌
譴輻唧
闔罈面
酆特藩昱

419株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工程名匾 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圳段整體環境營造工程

2318株

177湛

78洱

389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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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

分區七
1工區內外來榎喬木槃點調査賽用由工區內喬木調查及評估

作業費項下支出。

2. 喬木移除作業依鱸疏伐計畫執行 ， 灘地翫植喬木待喬木

移除作業完成後方可執行 ， 實楔種植位置由案主確沼指定 ，

依害作歎量計價 。

塈

皇龘一
口

國
國
匾

雲擘3＿
豊＿
u＿
戶
重
囪

植栽名稱

棟樹

水黃皮

台灣海桐

瑁瑚楫

查
森氏紅淡比

大頭茶

厚皮香

密花白飯楫

小葉赤楠

黃榻

厚葉石斑木

月橘

鷉掌藤

六月雪

涵福木

野牡丹

忍冬

三星采藤

假儉草

狗牙根

穩花木藍

爬編虎

學名

Melia azedorach 

Millettia pinnata 

Pittosporum pentandrum 

Viburnum odorotissimum 

Ficus wiqhtiono Wollich 

Cleyero joponico var. morii 

Polyspora oxillaris 

Ternstroemio�vmnanthero 

Flueqqea viroso 

Syzygium buxifolium 

Buxus microphyllo subsp.sinico 

Rhaphiolepis indico vor. umbellota 

Murroya poniculoto 

Schefflera odorata 

Serisso serissoides 

Carmona retuso 

Melostomo condidum 

Lonicero joponico 

Tristelloteia oustrolosioe 

Eremochloo ophiuroides 

Cynodon doctylon 

lndiqofera spicota 

Porthenocissus tricuspidota 

規格
240,::f目高<270cm,90S:柑幅<100cm,5s:li'c高直徑<6cm

2心4月高<270cm,90S:楫鰮<IOOcm,5�高直埕<6cm

24(),:: 樹高<270cm,90S:樹輻<100om,5迷高直禋<6cm

240,::1月這<270cm,90彧�.,;<100叩.50::米高直禋<6om

2叩4囝高<270cm,90云柑嶧<lOOcm,50::米高直徑<6om

2400::fil高<270cm.叩d!l幡<100cm.5S:米高直禋<6cm

2400:: 攢高<270cm.90:S::樹幡<100cm,5S:米高直禋<6cm

2亞高度<30cm,15:. 寬度<20cm, 石容器直徑<10cm 

25:a高度<30cm,1這頁度<20cm,7::i容器直徑<10cm 

25;:. 高度<:JOcm,15:io: 寞度<20cm,7:io: 客器直徑<10cm 

25;:. 高度<30cm. 15:. 真度<20cm,7:0容器直徑<10cm 

25:. 高度<30cm,J5::ii寬度<20cm. 五容睪直極<10cm 

25:io: 高度<.30面.15:f.: 寞度<20cm,7:io: 容噩直徑<10cm 

25:io: 富度<30cm. 15:io: 寞度<20cm,7:io: 容器直Ii.<10cm 

25:io: 富度<.30cm.15:io: 寬度<20cm,7:fo客器直1i< 10叩

25:0. 富度<.30cm,15:. 頁度<20cm,7::ii容器直1i< 10cm 

25:,. 潟度<.30cm,15:0. 真度<20cm,7:0. 容器直極<10cm 

10:l:o高戾<20cm.Jl度< 10cm,7;l. 容器直徑<10cm 

10;<; 高度< 20cm, 寞度< IOcm,7;:;; 客器直徑< 10面

扆植

噸植

10:a高度<20cm真度<10cm,7:io容器直徑< 10cm 

JQ;i高度<20cm,K度<10cm.7;i容器直Ii.<10cm 

花期

2~4月

4~5,9~11月

5~9月

2~4月

4~6月

5~7月
一一一 10~12月

9株/m2 3~5月

啉/m2 6~9月

9株/m2 3~8月

漳/m2 4~7月

洱/m2 6~8月

函m2 3~5,9~11月

9株 m2 2~7月

藻/m2 4~9月

9株 m2 3~8月

頭m2 6~8月

礄/m2 5~7月

啉/m2 3~11月
一一一 6~11月
--- 3~8月

湛/m2 6~11月

9株/m2 6~9月

形式

言
讚
這＿
龘
三
言
言泗一『

27� 

113啉

268株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工匿名籌 穩子溪烹澁禱至知藁塤段堊111環境營造工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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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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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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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 

(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 

草案(稿)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相關內容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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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本手冊所建立生態檢核機制為減輕工程對於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

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品質，以達成工程預定目的為基礎考量，評估

其可能產生的生態影響，所採用的保育策略(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以不

違反工程目的為原則，惟工程方案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大於綜合效益

時，應考量取消工程或其他非工程手段實施。 

1-1 適用範疇 

本手冊適用於本署及所屬機關辦理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各

項工程，惟災害搶修、搶險工程、既有構造物之原功能維護(且毋須施設

假設性工程如土方、料材暫置區、施工便道等)，以及完成提報核定階段

生態檢核作業後確認不具生態議題之工程，得排除生態檢核作業。經評

估排除生態檢核作業之案件，若涉及工程影響範圍、方案及設計變更等

作業，應重新辦理評估作業。 

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理受本署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

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得參照本手冊規範。 

1-2 執行階段及工作重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其作業

原則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計五個階段，

本手冊因應本署水利工程特性，將規劃，計五個與設計階段合併為規劃

設計階段，故為提報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計四個階段。

各階段工作重點如下： 

1-2-1 提報核定階段 

在計畫確立前評估計畫可行性、需求性及對生態環境衝擊程度，

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之可行工程方案，並

研擬計畫核定後各階段執行生態檢核所需作業項目及費用(如必要之

物種補充調查、棲地評估、棲地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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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規劃設計階段 

透過生態資料蒐集、現地勘查等方式，確認工程影響範圍及周邊

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並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

順序提出具體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工程設計。 

1-2-3 施工階段 

落實前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工程方案、環境生態異常狀

況處理原則及監測計畫，確保施工時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關注區域

完好，並維護環境品質。 

1-2-4 維護管理階段 

工程完工後，為瞭解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與生態環境回復情

況，評估工程影響範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

象與生態關注區域狀況，分析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並對復原不佳

者研擬改善對策。 

1-3 生態背景人員 

工程各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包括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析及協助

將生態保育之概念融入工程方案，提出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等，需有生

態背景人員配合執行。本手冊生態背景人員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

事項」規定，以生態相關科系畢業或有二年以上生態相關實績工作者為

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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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5-1 工作重點及流程 

此階段工作重點為落實規劃設計階段所提出的生態保育措施，確保

施工作業期間生態保全對象和生態關注區域完好，並維護環境品質。 

本階段主要工作包括開工前的施工和監造計畫製作及資料審查，並

由工程主辦機關邀請監造單位、施工廠商、所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及相

關利害關係人，共同辦理開工前現場勘查與民眾參與，說明本案工程關

注區域與議題，並共同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案與查核方式，由施工

廠商依照契約文件內容，將施工補充說明書等相關作業文件納入施工計

畫，並委託其生態背景人員落實施工計畫內容，辦理施工期間自主檢查

等相關作業；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則協助將生態保育措施

抽查表納入監造計畫書，並落實施工期間生態保育措施相關作業監督執

行。作業流程見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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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視需求辦理項目 

圖 5-1 施工階段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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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程人員應辦事項 

本階段所指工程人員包含工程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 

5-2-1 開工前作業準備 

工程主辦機關應於開工前進行資料審查，以確認在開工前監造

及施工廠商已充分瞭解生態保育措施，並且已做好減緩施工衝擊的

準備。依下列原則辦理，並將資料確認成果填寫於施工前置相關作業

資料表(C-01)，各單位辦理重點說明如下： 

1、監造單位 

(1) 「生態保育措施」、「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工地環境生態

異常狀況處理計畫」、「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納入監造計畫

。 

(2) 與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共同確認生態保育措

施抽查頻率及標準。 

2、施工廠商 

(1) 契約施工補充說明書內容納入施工計畫：須包含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資料、生態保育措施、工地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處理計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

。 

(2) 若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有困難，施工廠商應向工程主辦機關反

應，由工程主辦機關邀集施工廠商、監造單位，以及其所委

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共同協商因應方式，生態保育措施、自

主檢查表及抽查表之變更應經工程主辦機關書面同意。 

(3) 提出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辦理方案。 

5-2-2 辦理開工前現場勘查及民眾說明會 

開工前現勘及民眾說明會其目的為與施工廠商、所委託之生態

背景人員，以及與本案工程有關之單位、在地居民與關心議題之民間

團體，說明工程施工程序、生態保育措施內容、執行方法及工地環境

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計畫。因此，由工程主辦單位夥同監造單位及前述

單位，辦理開工前現場勘查與民眾參與。並將蒐整之意見填寫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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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現場勘查/會議紀錄表(C-02)及施工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C-03)，

確保意見能被掌握及回應。 

1、於召開民眾參與會議前 7 日曆天(為原則)，將工程相關資訊、生

態檢核表(P-01~05、D-01~05、C-01)，公開於資訊公開平台，供

與會人員掌握瞭解。 

2、於會議辦理完 14 日曆天內(為原則)，將會議紀錄及回覆意見公

開於資訊公開平台。 

5-2-3 工程案完工確認 

工程主辦機關於工程案完工後，邀請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及所委

託之生態背景人員，於工程現場進行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確認，確認內

容包括生態保全對象、生態保育措施及施工復原情形等，並且提出維

護管理追蹤監測建議，供維護管理階段參照辦理。 

5-3 生態背景人員應辦事項 

本階段所指生態背景人員包含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

及施工廠商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 

5-3-1 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 

1、協助進行開工前資料確認 

協助監造單位確認施工廠商提出的施工計畫，有否納入契約施

工補充說明書(應包含生態背景人員、生態保育措施、生態保育措施

自主檢查表、工地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計畫、生態保育措施平面

圖、視需求所辦理之物種補充調查)，以及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

訓練內容，並將成果填寫於施工前置相關作業資料表(C-01)。 

2、辦理生態保育措施抽查作業 

依據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陪同監造單位於施工期間進行現場

抽查確認，並且書面查核檢視施工廠商提供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表，確保能即時掌握施工作業行為與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進

行抽查作業時須填具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C-05)及施工階段現場勘

查/會議紀錄表(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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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棲地評估(視需求) 

依規劃設計階段所採用的棲地評估方法，於施工前、施工中及

施工後指認現地棲地品質，將成果填寫於施工階段生態評估紀錄表

(C-06)，記錄施工行為與棲地品質變化之關聯性。 

4、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工程影響範圍內若有環境生態疑義或異常狀況，由施工廠商主

動通報工程主辦機關時，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應協助

針對環境生態異常狀況釐清原因、提出解決對策，並據以填寫環境

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C-08)。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須依次填寫，

並列入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報告表(C-09)追蹤辦理，直

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後始可結束查核。 

5、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確認 

於完工後，夥同工程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及所委託

之生態背景人員，進行現場勘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是否落實，依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及抽查表項目逐一確認，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保育措施及施工復原情形等，將成果填寫於施工階段生態評估

紀錄表(C-06)，並提出維護管理追蹤監測建議，供維護管理階段辦

理。 

6、生態檢核表彙整及資訊公開 

協助彙整本階段作業成果，成果應包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表、生態檢核表(C-01~06)，經工程主辦機關確認後，於工程完工時

辦理資訊公開作業。 

5-3-2 施工廠商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 

1、執行施工計畫之生態檢核相關作業內容 

於施工期間進行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填寫及其他監測作

業，確保生態保全對象不受破壞及生態保育措施確實依進度執行，

每次檢查依編號確認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以勾選相

應之執行成果，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之照片、說明或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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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於施工前針對施工人員辦理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提

醒關注物種、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實施方案。 

3、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工程影響範圍內，由施工廠商自行發現或經由民眾提出生態環

境疑義或異常狀況，應啟動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機制，通知工程

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協助處理。異常狀況類型如生態保全

對象異常或消失、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民眾提出生態環境疑

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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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河川、區域排

水及海岸工程)生態檢核表 

階段 
編

號 
名稱 

主辦 設

計 

施

工 生態 

主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   

提報核定

階段 

P-01 提案工程生態背景資料表 ◎   

P-02 提案階段現場勘查紀錄表 ◎   

P-03 提案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   

P-04 生態保育原則確認表 ◎   

P-05 生態檢核作業評估表 ◎   

規劃設計

階段 

D-01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背景資料表 ◎   

D-02 規劃設計階段現場勘查/會議紀錄表 ◎ △  

D-03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評估分析表 ◎   

D-04 規劃設計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 △  

D-05 生態保育措施研擬紀錄表 ◎ △  

施工階段 

C-01 施工前置相關作業資料表 ◎  △ 

C-02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會議紀錄表 ◎  △ 

C-03 施工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  △ 

C-04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 

C-05 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 ◎   

C-06 施工階段生態評估紀錄表 ◎   

C-07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   

C-08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報告表 ◎   

C-09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彙整表 ◎   

維護管理

階段 
M-01 維護管理階段工程生態評析表 ◎   

備註： 

1.”◎”為填寫人員、”△”為回覆人員。  



 

附 1-2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______市(縣)______區(鄉、鎮、

市)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          Y：_________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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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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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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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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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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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P-01 

P-02 



 

附 1-3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提

報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

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

案? 

□是 

□否 

P-04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

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

範圍？ 

□是                                                  

□否 

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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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P-05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

心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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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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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1~05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規劃設計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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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 

□是 

□否：＿＿＿＿＿＿＿＿＿ 

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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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1 

D-02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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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 



 

附 1-4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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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

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D-05 

五、 

民眾參與 

規劃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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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4 

六、 

資訊公開 

規劃設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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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1~05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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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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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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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 



 

附 1-5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施

工

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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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納入其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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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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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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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09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維護管理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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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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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1 

 

  



 

附 1-23 

C-01 

經濟部水利署 

施工前置相關作業資料表 
 

工程主辦

機關 
 提交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工程類型 
□河川、□區域排水、□海堤、

□環境改善、□疏濬、□其他 

縣市/鄉鎮  

工程座標

(TWD97) 
 

類型 摘要 是否檢具 

施工計畫 

【填寫說明】施工廠商應依據契約之施工補充說

明書納入施工計畫，視要求包含生態背景人員、

生態保育措施、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計畫、生

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

(含工程擾動範圍及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符合 

□未符合，原因：(勾

選未符合者，請填

列原因) 

環境保護

及生態保

育教育訓

練計畫 

【填寫說明】施工廠商應於施工前針對施工人員

辦理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提醒關注物

種、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實施方案。 

□符合 

□未符合，原因：(勾

選未符合者，請填

列原因) 

其他   

參與人員 姓名 單位/職稱 負責工作 

工程主辦機關 

（含委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含委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 

   

   

工程主辦機關委託

之生態背景人員 

(單位/姓名) 

 
計畫主持(協同)

主持人 
 

填表說明： 

1.本表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 

2.施工廠商應提供相關資料予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審視確認。 

3.本表送出前須由工程主辦機關依程序簽核。  



 

附 1-24 

C-02 

經濟部水利署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會議紀錄表 
 

工程主辦

機關 
 勘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監造單位  地點 

(TWD97) 
 

施工廠商  

生態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1.意見摘要(提出人員) 1.回覆內容摘要(回覆人員) 

2.意見摘要(提出人員) 2.回覆內容摘要(回覆人員) 

3.意見摘要(提出人員) 3.回覆內容摘要(回覆人員) 

工程主辦機關委

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 

(單位/姓名) 

 
計畫主持(協同)

主持人 
 

施工廠商委託 

之生態背景人員 

(單位/姓名)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現場勘查參與人員： 

1. 姓名、單位/職稱、負責工作 

2. 姓名、單位/職稱、負責工作 

填表說明： 

1.本表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施工廠商負責回應說明，送出前須由工程主

辦機關依程序簽核。 

2.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保育措施、生態保全對象、工程影響範圍等，建議

檢附相關照片說明。 

3.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附 1-25 

C-03 

經濟部水利署 

施工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工程主辦

機關 
 

召開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地點  

會議名稱  
辦理

方式 

□說明會 □訪談 □現勘 

□工作坊 □座談會 □其他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__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__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__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回覆人員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回覆人員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工程主辦機關委

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 

(單位/姓名) 

 
計畫主持(協同)

主持人 
 

填表說明： 

1.本表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由工程主辦機關及施工廠商協助提供回覆意

見內容，送出前須由工程主辦機關依程序簽核。 

2.民眾參與紀錄需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並且逐條回覆說明。 

3.本表原則於會議辦理完成後 14 日內，將會議紀錄及回覆意見提供與會人員。 



 

附 1-26 

C-04 

經濟部水利署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工程名稱： 

檢查日期：                         

項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檢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1 

【舉例】(迴避)工程及相
關機具迴避右岸次流路
(0K+000~0K+100)以保留
匙葉眼子菜棲地。 

□ □ □ 

 

2 

【舉例】(減輕)疏濬深度
不超過既有河床線，主
流路深槽兩岸使用緩坡
形式非矩形溝，增加棲
地類型。 

□ □ □ 

 

3 

【舉例】(減輕) 河道整
理涉及既有常流水處，
以涵管跨越或以土堤避
開水域 

□ □ □ 

 

4 

【舉例】(減輕) 施工便
道、鼎塊堆置等假設工
程固定範圍，並於完工
後復原。 

□ □ □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5 

【舉例】(迴避)保留工程
範圍內 0K+050 右岸砂洲
灘地 1 棵臺灣火刺木 

(289335, 2601667)，確保
施工期間個體存活及不
受損傷。 

□ □ □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備註： 

1.「實際檢查情形」應說明檢查結果。(例如「不合格」，應說明不合格事項。) 

2.須檢附現場照片。3.檢查不合格事項，應納入 C-08 表單追蹤辦理。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簽章+日期)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附 1-27 

C-05 

經濟部水利署 

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 

工程名稱： 

抽查日期：                         

項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抽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抽查情形 合

格 

不 

合格 

生態

保育

措施 

1 

【舉例】(迴避)工程及相關機具
迴 避 右 岸 次 流 路
(0K+000~0K+100)以保留匙葉眼
子菜棲地。 

□ □ □ 

 

2 

【舉例】(減輕)疏濬深度不超過
既有河床線，主流路深槽兩岸
使用緩坡形式非矩形溝，增加
棲地類型。 

□ □ □ 

 

3 

【舉例】(減輕) 河道整理涉及
既有常流水處，以涵管跨越或
以土堤避開水域 

□ □ □ 
 

4 

【舉例】(減輕) 施工便道、鼎塊
堆置等假設工程固定範圍，並
於完工後復原。 

□ □ □ 
 

生態

保全

對象 

5 

【舉例】(迴避)保留工程範圍內
0K+050 右岸砂洲灘地 1 棵臺灣
火刺木 (289335, 2601667)，確保
施工期間個體存活及不受損傷。 

□ □ □  

是否發生環境異

常狀況?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備註： 

1.「實際抽查情形」應說明抽查結果。(例如「不合格」，應說明不合格事項。) 

2.須檢附現場照片。 

監造單位 

(現場監造人員) 
(簽章+日期) 

工程主辦機關委

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 (簽章+日期) 

監造單位 

(監造主任) 
(簽章+日期)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會同參加)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由監造單位及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共同辦理抽查作業，施工廠商委託之生

態背景人員應會同參加。 

2.本表抽查不合格事項，應納入 C-08 表單追蹤辦理。 



 

附 1-28 

C-06 

經濟部水利署 

施工階段生態評估紀錄表 
 

工程主辦機

關 
 提交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工程類型 
□河川、□區域排水、□海堤、□環

境改善、□疏濬、□其他 

縣市/鄉鎮  

工程座標

(TWD97) 
 

1.棲地評估： 

1-1 是否辦理棲地評估作業? (請依據 P-05 判斷是否辦理) 

□是，選用棲地評估方法：依循 D-03 棲地評估所辦理之方法。 

(應包含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 

□否(經評估不須辦) 

 

1-2 棲地評估成果 (應包含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 

【填寫說明】生態背景人員辦理棲地評估作業時，應將棲地評估執行方法及評估地點陳述說

明，予以呈現棲地評估各項指標之依據，作為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棲地品質變化依據。棲

地評估作業應注意前後評估地點之一致性，評估人員應受過相關課程訓練並具實務操作經驗，

以確保評估標準與品質一致。  

2.棲地影像紀錄： 

(必填，應包含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三個階段之影像) 

照片 2-1 

棲地 1【施工前】 

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位置: 地點概述及座標 

照片 2-2 

棲地 1【施工中】 

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位置: 地點概述及座標 

照片 2-3 

棲地 1【完工】 

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位置: 地點概述及座標 

依關注棲地，自行新增欄位 依關注棲地，自行新增欄位 依關注棲地，自行新增欄位 

3.生態保全對象： 

(如有保全對象時填寫，應包含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三個階段之影像) 

照片 3-1 

生態保全對象 1 

【施工前】 

照片 3-2 

生態保全對象 1 

【施工中】 

照片 3-3 

生態保全對象 1 

【完工】 

拍攝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拍攝位置: 地點概述及座標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拍攝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拍攝位置: 地點概述及座標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拍攝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拍攝位置: 地點概述及座標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依生態保全對象，自行新增欄位 
依生態保全對象，自行新增

欄位 

依生態保全對象，自行新增

欄位 

4.完工現況及維護管理追蹤監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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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狀況摘要 
列入追

蹤 
照片(拍攝日期、位置) 

生態保

育措施 

  
□是 

□否 
 

  
□是 

□否 
 

生態保

全對象 

  
□是 

□否 
 

  
□是 

□否 
 

施工復

原情形 

□施工便道與堆

置區環境復原 
 

□是 

□否 
 

□垃圾清除  
□是 

□否 
 

□其他______  
□是 

□否 
 

維護管理建議 

【填寫說明】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應於工程完工後

評估是否有後續課題，並確認是否列入後續追蹤項目，予以擬定

維護管理追蹤監測啟動時間。追蹤監測建議在完工後 3-5 年執行

辦理。 

追蹤監測得參考如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評估、生態保全對象確

認及棲地環境復原狀況等(應有文字描述、照片或監測數據佐證)，

依前述需求據以提出維護管理階段應辦理之工作項目(如生態資

料蒐集、棲地評估、棲地調查、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監

測、物種補充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及後續課題評析)。 

填表人 施工廠商 

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監造單位 
工程主辦機關 

承辦課室 單位主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並且由施工廠商、監造單位及工程主辦機關

確認簽章。 

2.本表所提及之維護管理追蹤監測，應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協助提出維護管理

階段建議辦理之工作項目，並且建議於完工後 3-5 年執行。 

3.本表應於工程完工後繳交，並辦理施工階段資訊公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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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經濟部水利署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狀況提報人 
□自行發現： 

□民眾或關注團體提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主辦 

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工程名稱  
工程座標

(TWD97) 
 

異常狀況 

類型 

□植被剷除、□水域動物暴斃、□施工便道闢設過大、□水質渾濁 

□生態保全對象消失/損傷、□其他：＿＿＿＿  

異常狀況 

說明 
 

解決對策  

填表人 施工廠商 

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監造單位 
工程主辦機關 

承辦課室 單位主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 

2.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須依次填寫，並列入 C-08 表單追蹤辦理。  



 

附 1-31 

C-08 

經濟部水利署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報告表 
編號：     

工程主辦機關  檢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檢查人員  

項目類別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檢查者類

別 

□廠商自主檢查 

□監造單位抽查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事項 

不合格事項                           

(由生態背景人員填寫)              

                  生態背景人員簽名：         

說明 

一、 原因分析 

 

二、 改善措施 

 

三、 處理結果 

 

生態背景人員簽名：           改善完成日期：         

改  善  結  果 

□符合(同意結案)               □需再行改善 

結案日期：   

填表人 施工廠商 

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施工廠商委託之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監造單位 
工程主辦機關 

承辦課室 單位主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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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9 

經濟部水利署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彙整表 

項 

次 

不合格 

事項報告表

編號 

檢查 

日期 
類別 

預定改

善期限 

實際改 

善期限 
結案日期 備註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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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棲地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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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坡地棲地評估指標 

一、目的 

坡面崩塌發生初期常為植生裸露狀態，經長時間自然演替或經保育治

理後，逐漸有不同植物拓殖生長狀態，最後恢復為穩定之極盛相。此演替

過程極為漫長，期間自然崩塌坡面可能再次崩塌，因故常投入適當的人為

保育治理與植生導入作業，並以植生手法加速演替進行，抑制土砂災害發

生。然而不同工程階段植生現況評估標準以往常以專家定性描述方式進行

評估，主觀決定意味濃厚，且無法量化演替趨勢與評估指標。坡地棲地評

估指標以量化方式評估工程前後植生現況，並可使用多次調查之評估結果，

瞭解演替趨勢而提出改善建議，以利於工程點位選定、植生工法選用與評

估、植生演替監測等使用。 

二、適用對象 

坡地棲地評估指標適用於道路邊坡、河溪兩側等坡地環境，如裸露地、

草生荒地、草灌木混生地、噴植草坡、人工林、天然林、竹林等環境。該

指標最常使用之植被類型為崩塌初期之裸露地或草生荒地，一般坡地崩塌

後，原有植被受到土石滑動、水流沖蝕或堆積等干擾而消失，產生植被孔

隙，如未再經干擾，在短時間內，陽性植物如五節芒、臺灣澤蘭、昭和草

等禾本科、菊科植物將快速分布並生長於崩塌地，土壤中種子庫或靠鄰近

區域物種之散播亦有助增加崩塌地的多樣性，其它如動物傳播、鳥類排遺

散播構樹、血桐、大葉楠、牛奶榕或山黃麻等桑科或樟科植物種子，皆可

使坡面植被隨時間變化而改變，不同時期評估結果將可得知植被演替狀態

之量化資訊。 

三、操作方法 

坡地植生評估指標係針對坡地植生復育所研擬之方法，依據崩塌地植

生復育適用評估因子之分析研究(陳等，2010)，分析坡地植被演替階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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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植物相關因子的關聯性，挑選出具代表性的因子，作為坡地植生評

估指標。指標分數越高則植生恢復情形越良好，評估指標包含(a)木本植物

覆蓋度：評估範圍內喬木及灌木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率。一般認為木本

植物生長所需時間較草本長，木本植物生長茂密之地區常被認為處於演替

較後期之階段，植生狀況良好；(b)植生種數(種/100m2)：代表植物社會的

多樣性；(c)樣區原生種覆蓋度(%)：樣區內所有原生種覆蓋樣區面積之百

分比率，原生種覆蓋度低為外來種入侵的象徵；(d)植物社會層次：代表

植物社會空間結構的複雜度，層次越多，代表其植物社會組成越複雜，越

趨向天然林環境；(e)演替階段：代表植物群聚隨環境及時間變遷而發生變

化的階段，即由演替初期至後期之過程。指標的操作流程詳見圖1，首先

於崩塌地、受工程影響的坡面或生態保全植被選取一個10公尺X10公尺的

樣區，針對前述五項因子進行評估分析。每項評估因子滿分為4分，指標

總分20分，評估總分計算以7、10、16.7分為切分點，區分為不理想(≤7分)、

尚可(7<值≤10)、次理想(10<值≤16.7)、最理想(16.7<值)之植物社會，各指

標與相關說明詳見表1。 

 

圖 1 坡地棲地評估操作流程擬定

調查樣區設置

環境資料調查 評估因子調查

取樣原則：取樣位置係工程影響而
植被均質之坡面，如型框、掛網植
生，或重要生態保全植被環境。樣
區數量受植被類型數量所決定。

坡地植生評估表

不理想、尚可 次理想、最理想

正射影像圖

災害原因探討 持續監測

多次調查

復育成效與監測應用

復育對策研擬與執行

評估結果

調查樣區設置

環境資料調查 評估因子調查

取樣原則：取樣位置係工程影響而
植被均質之坡面，如型框、掛網植
生，或重要生態保全植被環境。樣
區數量受植被類型數量所決定。

坡地植生評估表

不理想、尚可 次理想、最理想

正射影像圖

災害原因探討 持續監測

多次調查

復育成效與監測應用

復育對策研擬與執行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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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坡地快速評估 

評估指標 說明 評分 

物

種

豐

富

度 

木本植

物覆蓋

度（%） 

評估範圍內喬木及灌木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率。一般認為木本植物生長所需時間較草本長，木

本植物生長茂密之地區常被認為處於演替較後期之階段，植生狀況良好。 

 

最理想(4 分) 次理想(3 分) 尚可(2 分) 不理想(1 分) 

55<木本覆蓋度 15<木本覆蓋度≤55 0<木本覆蓋度≤15 木本覆蓋度=0 

 

 

 

 

 

   

物

種

豐

多

度 

植生種

數（種

/100m2） 

代表植物社會的多樣性，植生種類越多樣，顯示該區植物的多樣性越高。  

最理想(4 分) 次理想(3 分) 尚可(2 分) 不理想(1 分) 

30<種數 20<種數≤30 15<種數≤20 種數≤15 

    

原

生

種

族

群

量 

樣區原

生種覆

蓋度（%） 

樣區內所有原生種覆蓋樣區面積之百分比率，原生種覆蓋度高，表示該地區原生種生長良好。  

最理想(4 分) 次理想(3 分) 尚可(2 分) 不理想(1 分) 

65<原生種覆蓋度 30<原生種覆蓋度≤65 10<原生種覆蓋度≤30 原生種覆蓋度≤10 

    

植

物

層

次 

植物社

會層次 

代表植物社會空間結構的複雜度，層次越多，代表其植物社會組成越複雜，越趨向天然林環境。  

最理想(4 分) 次理想(3 分) 尚可(2 分) 不理想(1 分) 

具四層以上結構 具三層結構 具二層結構 具一層結構或裸露 

 

 

 

 

 

   

演

替

序

列 

演替 

階段 

代表植物群聚隨環境及時間變遷而發生變化的階段，即由演替初期至後期之過程。 

 

最理想(4 分) 次理想(3 分) 尚可(2 分) 不理想(1 分) 

中後期物種優勢【後期】 先驅樹種優勢【中期】 初期之草本物種優勢【初期】 裸露或外來種優勢【拓殖期】 

    

 

 

 

 

評估指標總分：             植生現況（最理想、次理想、尚可、不理想）： 



 附三-4 

四、應用 

(1) 坡地植被現況的評估 

調查單次之評估結果，可瞭解植被生長現況，並藉由環境因

子與最優勢物種組成分析，預期後續植被生長，並提出工程改善相

對應之建議(表2)。 

 

表 2 坡地植生復育預期評估成果 

案例名稱：匹亞溪主流土石災害復育工程 

TWD67 坐標：282474 2737472 

環境資料 評估因子 

海拔(m)：673 地被裸露(%)：10 木本覆蓋度(%)：25(得分 3) 植物社會層次：1(得分 1) 

樣區坡度(°)：45 年限(年)：3 種數(種/100m2)：13(得分 1) 演替階段：初期(得分 2) 

含石率(%)：50  原生種覆蓋度(%)：80(得分 4)  

最優勢植物： 五節芒(IVI=36)、山芙蓉(IVI=11)、波葉山螞蝗(IVI=11)、水雞油(IVI=10)、相思樹(IVI=9) 

快速評估指標總分：11 植生現況： 次理想 

環境照片  

 

點位及工程處理：防砂壩工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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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推估：本案為多條野溪匯流處，水流量豐沛。然而兩岸坡地被竹林包圍，洪氾期間容易加劇雨水入流量與

流速而造成土石災害，崩塌潛勢高。 

植生復育現況 

1. 溪流兩岸已有多種植物生長，且已有多樣的先驅樹

種自然拓殖，植被演替良好。 

2. 坡地評估總分為 11 分，植生狀況屬於次理想等

級，自然拓殖情形良好，有發育為森林之潛力。 

建議 

1. 竹林地間植耐陰性樹種，增加竹林複雜度。 

2. 減低人為干擾頻度，以自然演替之方式復育植被。 

3. 持續進行監測，以瞭解物種組成與演替方向。 

(2)坡地植被演替狀況分析 

累積多次坡地評估結果，可量化棲地復育之成效(圖2)，若總

分逐漸升高，代表演替朝森林方向進行，若呈現無變化或衰退之現

象，則可能植生被外來草種佔據，或有其他人為或自然之持續干擾，

造成其他物種無法自然拓殖生長，藉此以評估植被演替趨勢。 

 

圖 2 崩塌地植生三季復育預期評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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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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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一、目的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發展之目的，是維持河

溪環境自然生態，提升治理工程保育品質。本指標是依據臺灣上游高坡

度野溪特性，與野溪治理工程容易干擾之生態功能與面向所設計。指標

所列10項評估項目，適用於臺灣河溪治理工程中，物理性棲地與其所提

供的基礎功能多樣性之評估，同時也是野溪治理工程中常見之生態課題，

具生態概念推廣美意。本指標可快速評估工區的生態和棲地品質，呈現

治理前後生態成效與可持續改善之重點，提供生態檢核、生態調查、治

理工程規劃與執行等人員分析生態課題，研擬保育策略，監測工程干擾

與影響，同時可提供棲地保護或完工後恢復成效參考之工具。  

二、適用對象 

指標操作原則、適用環境與施行限制如下： 

(一) 本評估指標適用於坡度千分之 5 以上，可涉水而過之山區野溪，不考慮

河槽寬度、地下水位與伏流。 

(二) 本評估指標優點是在少量測儀器下藉由目視分級評分，評估河溪棲地品

質與生態功能，適用於生態人員臨場快速評估生態狀況，工程人員生態

友善設計參考，與一般民眾學生教育訓練之用。如需更精密或指標範圍

外之量測，應考量採用更先進或其他量測、記錄之方法。 

(三) 評估溪段長度基本上為預定工區擾動範圍，屬於小尺度點狀範圍，一般

依介於 30-100 公尺間，超過 100 公尺，或溪段特性差異明顯時，應分段

評估，或考慮使用其他更大尺度之評估方法。 

(四) 評估溪段位點與範圍確定後，參考各指標定義的範圍或寬度施行評估。

評估過程應先區分程度等級(佳、良好、普通、差)，取中間值後，依現場

細部棲地特性作分數微調。分數微調以評估溪段最重要或最具影響力之

因子為優先，加扣分以不超過 2 分或不越級為原則。加扣分建議以外之

狀況，則由評估人員依溪流生態學原理原則決定分數微調幅度。程度等

級區分與分數微調，均應說明理由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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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評估方法所引用之粒徑與流速水深組合，皆依現行水文學與生態學定

義。 

(六) 實務上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工區棲地品質現狀與工程前後變化量，為使

其具科學上的比較意義，應考量時間上(施工前)或空間上(工區上游或鄰

近特徵相近溪段)之參考點，以了解評估溪段環境自然度與治理前棲地物

理品質，並比較河溪治理工程之生態衝擊與成效。 

(七) 評估指標為評估個案工程棲地環境之時間與空間變化量，不宜用於比較

不同溪段(工區)、溪流、流域或地區間之工區棲地品質。如需比較，則須

確認或假設各工區分布範圍內生態與環境特性為均質。 

(八) 評估分級等級分佳、良好、普通、差，是為協助非生態專業人士與一般

民眾瞭解本指標而給予之文字敘述，不全然代表棲地品質優劣，勿執著

文字表象。需藉由時間或空間尺度上之對比，方能評估工程前、後棲地

物理品質變化量。 

(九)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易受主觀意識影響，建議評估人員

應受過相關課程訓練，並具實務操作經驗，以確保評估標準與品質一致。 

三、10項評估項目之生態意義與評估標準 

(一)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是從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底棲生物的棲

地基質」項目，強化細節定義與說明，略作調整後使其適合作細緻化的

描述與操作。調整重點主要是整合學術上現行河川基質粒徑定義，並就

有機性基質多樣性、巨石大石保留、自然溪床維持或生物利用等臺灣常

見溪流現象，給予生態專業評估人員依現地狀況作評分微調之彈性判斷

空間。 

1、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瞭解溪床上，可供水域生物利用的自然基

質佔溪床之比例。優先考量無機性基質如卵石、礫石、塊石、大石

和巨石等之粒徑多樣性，其次輔以有機性基質如落葉、枝條、樹幹、

倒木等作評估。當溪流中擁有多種且足量的自然基質，且所占面積

比例高，即可為不同的溪流水生生物物種提供多樣性棲位與利用空

間，與生物躲藏、覓食、繁衍後代的環境。若棲地基質的多樣性與

面積縮減，棲地易趨向單一化，溪流緩衝人為與自然擾動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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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水生生物棲息與利用。 

2、河溪治理工程對「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之影響 

(1) 移除與覆蓋溪床底質：施工過程中，常為了取用現地自然資材、

通洪順暢或完工後驗收之美觀等目力，打碎大石、巨石和移除溪

床塊石。 

(2) 整平河道使之渠道化與平淺化。 

(3) 施工過程中土砂進入水體後水體濁度與沉積物堆積增加，自然棲

地基質因沉積物覆蓋而消失。 

(4) 最極端之狀況是溪床渠底混凝土化，即俗稱三面光工法，溪床基

質所提供之棲地與生態功能因此消失。 

3、保護「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保留穩定多樣化的溪床自然基質結構，不移除、整平或以混

凝土封底。 

(2) 保留至少 30%塊石、巨石、倒木於溪床上。 

(3) 強化濁度管理，避免土砂進入水體掩蓋溪床基質。 

(4) 完工後以拋鋪塊石等方式復原或營造，有利基質多樣性恢復。 

4、「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評估方法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1。其評估

自然基質佔評估溪段之「面積百分比」，當理想棲地基質比例高時，

在有地表逕流時具形成較佳水域棲地之潛勢，給予較高分級。在分

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參考以下建議，選

擇最顯著之因子，酌以加分或扣分。 

當溪床有粒徑 3 公尺以上巨石，或以大小漂石、圓石為主；或

生物可棲息空隙多；或多倒木、漂流木、枯枝落葉與有機碎屑；或

完工後重新鋪石、拋石、棲地營造、改善與恢復；或基質上生長矽

藻、苔蘚，或發現好清潔水生昆蟲、蝦蟹魚類等。得酌予加分，加

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床底質主要為細顆粒如礫石、砂土、黏土；或溪床整平、

漿砌、封底；或移除大小漂石與超過三公尺巨石 ；或無生物利用等。

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5、「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評估細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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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基質佔河道的面積大、基質多樣性高、並且已經有生物利用

為佳。 

(2) 基質類型：大漂石 (>51.2cm)、小漂石 (25.7~51.2cm)、圓石

(6.5~25.6cm)、卵石(1.7~6.4cm)、礫石(0.2~1.6cm) 5 種，不包括

粒徑小於 0.2cm 之砂土與黏土，或漂流木或枯枝落葉等。 

(3) 本項不考慮地表逕流有無，僅評估底質組成可成為理想溪床棲地

之潛力。 

表 1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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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床底質包埋度」 

「河床底質包埋度」保留沿用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同名稱項目，本

項目在臺灣溪流環境適用度高，因此不予更動。 

1、「河床底質包埋度」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瞭解溪床中的礫石、卵石與漂石等塊石，

被泥、土或砂覆蓋的程度。當包埋度低，代表溪床塊石間有足夠的

孔隙度，能提供底棲水生生物如藻類、水生昆蟲、鰕虎、爬岩鰍與

蝦蟹等生物棲息利用，當塊石與其間孔隙遭泥砂覆蓋填滿，即無法

提供作為生物躲藏、覓食與繁衍後代的棲地。底質包埋的成因是自

然的大規模的沉積物移動與堆積，或是人為野溪治理工程覆土整平，

與高濁度沉積物掩蓋溪床塊石所致。 

2、河溪治理工程對「河床底質包埋度」之影響 

(1) 施工期間大量土砂覆蓋沉積溪床塊石，降低石縫間孔隙度；應注

意於施工時整理河道或挖填作業造成土方直接掩蓋溪床，或於完

工後回覆環境作業避免整平溪床。 

(2) 開挖土方擾動土砂進入水體，造成流水濁度升高，沉積物堆積溪

床程度增加。 

(3) 最極端之情況是溪床混凝土化，完全包埋底質，造成無生物可利

用的孔隙，亦難以自然恢復。 

3、降低「河床底質包埋度」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從源頭控制土砂來源，降低施工過程中開挖擾動地表之範圍。 

(2) 避免施工期間土砂不當堆置，避免將剩餘土石推入溪床旁或道路

下邊坡溪流等。 

(3) 工程設計時控制水流流速，避免細粒沉積物堆積。 

(4) 利用涵管或便橋等設施，導流溪水遠離施工區，以避免車輛機具

直接碾壓溪床揚起溪床土砂進入水體。 

(5) 利用臨時沉砂設施，或是排擋水設施，移除溪水中部分土砂降低

濁度。 

4、「河床底質包埋度」評估方法 

「河床底質包埋度」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2。其評估溪床

中之塊石、大小漂石等，陷入或嵌入土砂淤泥中之「體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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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包埋度低，表示塊石間可為水生生物利用的孔隙度多，可棲息與

可利用空間增加，評估分級較高。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

現場之觀察與狀況，參考以下建議，選擇最顯著之因子，酌以加分

或扣分。 

當評估溪段溪水充沛，預計可快速帶走因工程臨時沉積的土砂；

或是設置土砂控制設施或措施如沉砂池、施工遠離流水區、土包袋

過濾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水濁度高或深潭易嚴重淤積土砂時，得酌予扣分，扣分以

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表 2 「河床底質包埋度」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河床底質包埋度」評估細節說明 

(1) 塊石粒徑定義：同「溪床自然基質多性」項目。 

(2) 本項不考慮地表逕流有無，僅評估棲底塊石被沉砂淤泥包埋之程

度。 

(3) 評分的結果與調查點位有相當的關係，評分點需儘可能選在溪流

流心處有塊石基質的淺瀨或淺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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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速水深組合」 

「流速水深組合」是從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之同名項目，強化細節

定義與說明，調整後使其適合作細緻化的描述與操作。調整重點主要是

導入學術上現行的流速水深組合(水型)定義，並加入對溪流魚苗、蝌蚪與

水棲昆蟲等小型水生生物存活棲息具重要性「岸邊緩流」。同時整理臺

灣魚種所偏好之流速水深供設計參考，以適用於臺灣溪流。 

1、「流速水深組合」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瞭解溪流中不同流速與水深組合，所代表

的棲地多樣性。流速水深組合之定義如下： 

(1) 淺瀨 (v＞30 cm/sec, d＜30 cm，急流淺水，激起水花) 

(2) 淺流 (v＞30 cm/sec, d＜30 cm，緩流淺水無水花) 

(3) 深流 (v＞30 cm/sec, d＞30 cm，急流深水) 

(4) 深潭 (v＜30 cm/sec, d＞30 cm，緩流深水) 

(5) 岸邊緩流(v＜30 cm/sec, d＜10 cm，靜流淺水) 

溪流擁有以上五種流速水深組合，表示水域棲地環境的多樣性

高，視為最佳之狀況，可提供不同生物利用之生棲環境，例如仔魚

與蝌蚪能利用緩流淺水的水域覓食，並且躲避掠食者；緩流深水與

急流深水則為較大型溪流魚類生存的空間；急流淺水的高含氧量能

夠被部分水生昆蟲利用，亦是底棲魚類如爬岩鰍的棲地。若溪流的

流速水深組合貧乏，表示棲地環境趨向單調化，直接影響可涵養之

生物多樣性。 

2、河溪治理工程對「流速水深組合」之影響 

(1) 治理工程對「流速水深組合」的主要影響是造成溪床環境之平緩

化、單調化與渠道化。 

(2) 在河溪治理工程之設計上，往往以固床工和防砂壩調整溪床坡降，

當坡降變緩，淺瀨與深潭及可能因為土砂淤積而消失。 

(3) 在施工過程中，常為了取用現地自然資材、通洪順暢或完工後驗

收之美觀等，移除可激起水花的溪床塊石，和打碎可以形成深潭

的大石巨石。 

(4) 整平河道使之渠道化，形成淺流或漫流之環境。 

(5) 最極端之狀況是溪床渠底混凝土化，溪流只剩淺流或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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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持「流速水深組合」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保留全段或部分天然溪段，與該溪段較少見的水型。 

(2) 保留溪床 2-3 公尺以上大石或塊石不移除打除。 

(3) 完工後維持河道自然起伏線不整平。 

(4) 以近自然工法設計與營造，參考施工前之流速水深組合模式，利

用塊石拋鋪、砌石、弧形固床工、低落差固床工、多階、深潭等

手段，完工後恢復棲地多樣性。 

4、「流速水深組合」評估方法 

「流速水深組合」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3。以 5 種流速水

深組合(水型)，「定性」評估與描述溪流水域物理棲地之多樣性，當

溪流存在的水深組合(水型)類型增加，代表適合不同種類水生生物棲

息與利用地棲地類型即增加，視為較佳的狀況，給予較高分級。在

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

加扣分。 

當溪床有存在湍瀨或深潭；或是有粒徑 3 公尺以上大石巨石；

瀨潭連續交錯；或是發現好高溶氧水生生物利用；或完工後重新鋪

石、拋石、棲地營造、改善與恢復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

分級上限為原則。 

當溪流缺乏連續湍瀨、深潭或岸邊緩流；或形成漫流。得酌予

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出現乾涸、斷流或伏流現象，無流速水深組合，表

示水域生態系崩潰消失，以 0 分計。 

表 3 「流速水深組合」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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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速水深組合」評估細節說明 

(1) 本項考量「岸邊緩流」項目是因為其為魚苗主要棲息環境。 

(2) 本項所列 5 種流速水深組合(水型)佔評估溪段 10%以上可明顯識

別。 

(3) 整理臺灣常見魚類偏好之流速水深如下 1。 

 

圖 1 臺灣常見魚類偏好流速-水深-棲地環境分析圖 

(四) 「湍瀨出現頻率」 

「湍瀨出現頻率」保留沿用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同名稱項目，其在

臺灣溪流環境適用度高，因此不予更動。 

1、「湍瀨出現頻率」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利用「湍瀨出現頻率」，瞭解評估溪段的瀨潭交換

頻率。自然溪流依其坡度與底質，自然平衡後形成固定瀨潭交換頻

率。當交換頻率改變，顯示水域棲地之溶氧、通透性、異質性與多

樣性改變，影響不同種類水生生物棲息與利用。湍瀨包括自然形成

的淺瀨區與人工構造物所形成之跌水，其往往是溪段中補充溶氧和

生物多樣性較高之處。在高坡降的溪流中，淺瀨湍流是維持水生昆

蟲多樣性重要的棲地類型，此類棲地有大小不一的石塊激出水花曝

氣，溶氧相對較高，是好清潔性或好高溶氧水生生物如長鬚石蠶、

石蠅和石蛉之聚集處；因這一區域流速較高，也是喜好湍流之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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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如爬岩鰍之出沒點。「湍瀨出現頻率」高，反映有較高瀨潭交

換頻率，視為較佳之溪流環境。 

2、河溪治理工程對「湍瀨出現頻率」之影響 

(1) 治理工程對「湍瀨出現頻率」的主要影響是河道平整化導致湍瀨

消失。 

(2) 工程設計改變自然底質與減緩坡度。 

(3) 施工中移除可激起湍瀨水花之塊石，或整平河道渠道化，或或溪

床底部混凝土化等。 

(4) 改變原本自然溪段已平衡瀨潭交錯頻率，嚴重者甚至導致溪床單

調化，水流平淺，瀨潭消失。 

3、維持「湍瀨出現頻率」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工程設計時保留自然溪段與保留溪連續性的湍瀨為優先，以維持

天然河川瀨潭出現的規律。 

(2) 同「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維持溪床塊石

基質對湍瀨維持有正面效益。 

(3) 工程後期的復原或營造，可參考施工前之湍瀨出現頻率。 

4、「湍瀨出現頻率」評估方法 

「湍瀨出現頻率」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4。其評估溪流瀨

潭交換頻率，以湍瀨間的「縱向距離除以河道寬度」所得之比值計

算(河道寬度是以常時狀態(正常水流下)溪流之寬度)。良好棲地在河

道寬度 7 倍距離內，即有一個瀨潭棲地的交換；至少河道寬度 25 倍

距離內需有一個瀨潭的交換，以維持最基本的棲地條件。湍瀨出現

頻率高時環境較佳，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

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評估溪段目視可見連續湍瀨，或有超過 3 公尺巨石、漂石、

礫石或樹幹等天然物激起湍瀨 ，得酌加 1-2 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

上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目視無連續湍瀨，且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於河道中，或溪流渠道化，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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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湍瀨出現頻率」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湍瀨出現頻率」評估細節說明 

(1) 本項湍瀨包括自然形成與因人工構造物所形成之湍瀨，瀨潭交換

頻率高，則評分較高。 

(2) 當評估溪段出現乾涸、斷流或伏流現象，無法評估本項目，表示

水域生態系崩潰消失，以 0 分計。 

(五) 「河道水流狀態」 

「河道水流狀態」是調整自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同名稱項目，將原

指標依溪床裸露面積比例評估溪流基流量的方式，修改成依魚類可利用

的有效水深評估。調整原因有二：1. 與美洲大陸相比，臺灣中上游溪流

橫切面多呈 V 型，在一般非豪大雨狀況下，溪水即使豐沛，水流往往聚

集在深槽區，溪床裸露比例仍高，在分級與評估分數偏低，加上臺灣枯

豐水期明顯，更是放大此一現象，尤其是枯水期，溪床往往裸露無水，

僅有深槽區涓細水流；2. 在野溪經過工程治理後，溪床整平、渠道化甚

至水泥化後，深槽區消失，淺緩溪水均勻漫流在拓寬之溪床中，雖溪床

裸露比例低，原指標評分雖高，然而淺薄水深卻容易因蒸散或入滲而乾

涸斷流，不利水生生物存續與移動。原指標之評估方法，難以反映這種

在臺灣溪流中常見的特殊情況。因此不以水面覆蓋比例評估，改以水深

做為評估溪水流量之依據，並參考臺灣常見魚種所偏好之水深下限，設

計分級與評分量尺。並就生物利用狀況、潭區等避難所、水面覆蓋比例、

漫流或混凝土封底與上游引水設施等臺灣常見溪流現象，依生態評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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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判斷，作評分微調。 

1、「河道水流狀態」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描述溪流基流量與魚類可利用的有效水深。

河道中水位高低的程度，將直接影響水域生態系存續，當水深足夠

時，水生動植物將有足夠生存利用的空間，可降低水生生物的生存

壓力，增加其多樣性。溪流水深應當維持在可維持水生生態系之最

下限，避免伏流斷流等極端狀況發生。當旱季水深不足時，深潭或

水窪可提供水生生物避難所，生態價值相對重要。 

2、河溪治理工程對「河道水流狀態」之影響 

(1) 衝擊流量，造成施工溪段水位降低甚至斷流的可能原因，有河道

整寬、溪床整平，因而導致水流平淺而易入滲與蒸散而乾涸。 

(2) 壩體的上游鬆軟土石堆積後，地表逕流走地面下而伏流。 

(3) 上游有截流、分流及引水等人為取水工程。 

(4) 自然因素如枯水期或乾旱等。 

3、維持「河道水流狀態」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工程設計上優先維持天然深槽區或保留自然溪段。 

(2) 施工時避免河道整平與混凝土封埋，保留溪床自然起伏。 

(3) 設計淺 V 型溪床斷面或低水流路。 

(4) 工程施作時設置臨時深槽導溝集中水流、完工後營造深槽區集中

水流避免漫流溪床等。 

4、「河道水流狀態」評估方法 

「河道水流狀態」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5。其根據「有效

水深」評估可維持水生生物存活之流量。當水深較深時，則有足夠

之水量維持水域生態系和魚類生存，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

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溪流發現有魚蝦蟹類利用；或是有水漥或深潭等避難所；或

是水面覆蓋溪床比例超過 75%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

上限為原則。 

當溪床整平、渠道化或混凝土封底，導致水流淺緩或漫流；或

是上游有固定性引水設施(堰、混凝土設施)；或是與附近自然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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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水量明顯減少等。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逕流水消失造成斷流或伏流水狀況(無水深時)，表示

該處水域生態系崩潰消失，以 0 分計。 

表 5 「河道水流狀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河道水流狀態」細節說明 

(1) 本項目依臺灣常見魚類偏好之流速水深評定可維持水生生物存

活之基礎流量與水位，如臺灣溪流魚類需要 10-30 公分以上之水

深，以臺灣石魚賓為例，30 公分是其偏好水深下限(參閱圖 1)。 

(2) 臺灣溪流陡峭，不利於涵養水量，導致河道水位在雨季與旱季間

的差異極大，因此建議挑選降雨量相似的季節進行評估比較。 

 (六) 「堤岸的植生保護」 

「堤岸的植生保護」是從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中同名稱項目中，強化

細節定義與說明，略作調整後使其適合作細緻化的描述與操作。調整重

點主要是加入植生自然度與層次原則，並就原生多層次植被、人為擾動

或外來種植物拓殖等臺灣常見坡岸植被現象，依生態評估人員之判斷，

作評分微調。 

1. 「堤岸的植生保護」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河岸周遭植生帶狀況，並簡單區分人

為干擾程度。本項目聚焦在堤岸濱溪植物帶棲地與生態功能之保護

與維持，最近研究瞭解濱溪植物帶是溪流及陸域生態系緩衝過度帶，

具高生物多樣性之區域，是翠鳥、兩棲爬蟲、蜻蜓、豆娘、螢火蟲

與小型哺乳類棲地。濱溪植物帶提供多種生態功能，如滯洪蓄洪、

穩定水溫水質、提供生物棲地與縱橫向通道、調節養分循環、穩定

堤岸、減少土壤侵蝕等。然而在治理工程中常被視為無利用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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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荒地與雜木林而移除。 

2. 河溪治理工程對「堤岸的植生保護」之影響 

(1) 治理工程對堤岸濱溪植物帶的主要影響是移除植生，濱溪植物帶

緩衝區域縮減或消失，既有棲地與生態功能衰退，水域與陸域之

連結功能阻斷。 

(2) 治理工程為了建構護岸、設置施工便道與土砂機具堆置場等，而

移除濱溪植物帶，而在完工後裸露面與混凝土量體上植被難以生

長回復。 

(3) 當施工超出預定施工範圍以外，影響工區周邊植生。 

(4) 植被移除後之裸露面，易有強勢外來種植物生長。 

(5) 堤岸植生所形成之綠帶所提供之縱橫向生物廊道阻斷。 

(6) 民眾趁勢進入耕作或作其他利用。 

3、施行「堤岸的植生保護」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工程設計上應優先保留層次完整的良好濱溪帶不干擾施作。 

(2) 施工便道與堆置場所設置優先選擇生態敏感度低之區塊如既有

便道與空地。 

(3) 以管理手段限制護岸與施工便道長度寬度。 

(4) 避免因驗收或長官視察等理由，作過度的坡岸整理。 

(5) 如濱溪帶移除在施工中移除，最後手段採用有效之補償計畫如植

生復育促進其恢復。 

4、「堤岸的植生保護」評估方法 

「堤岸的植生保護」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6。其分別評估

左右兩岸的河岸植生帶，或濱溪植生帶覆蓋堤岸長度之「長度百分

比」，當植被覆蓋比例高、層次完整時，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

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濱溪植被帶具完整的多層次原生植被，包含喬木、灌叢和草

本植被；或是植被呈茂密鬱閉；或植被幾無人為破壞的跡象等；或

是植被帶雖有破壞與擾動，但逐漸生長演替有恢復趨勢。得酌予加

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濱溪植生分層以喬木優於灌叢，草本次之，視覆蓋比率得酌予

加分。在林相上是天然林優於人工林，竹林、果園次之，草生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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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道路建物最差，得視狀況酌予加分。 

當濱溪植被帶是灌叢和草本植被，缺乏喬木；或是明顯受人為

擾動如整地、砍伐、除草等造成植被消失或損傷；或是大樹因治理

工程移除；或是有外來入侵種植物拓殖等。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

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表 6 「堤岸的植生保護」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堤岸的植生保護」細節說明 

(1) 評估範圍為濱水線至堤岸治理邊界，左右岸需分開評分。 

(2) 植生覆蓋長度百分比以樹冠或植株垂直投影於地面之長度估

算。 

(3) 當植被完全被移除，坡岸裸露，或混凝土包覆，或為道路與建物

用途，則為 0 分。 

(七) 「河岸植生帶寬度」 

「河岸植生帶寬度」保留沿用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同名稱項目，其

在臺灣溪流環境適用度高，因此不予更動。 

1、「河岸植生帶寬度」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河岸植生帶寬度，並簡單區分人為干

擾程度。本項目聚焦在堤岸河岸植生帶，或稱濱溪植生帶寬度之維

持，當寬度越大，則其所提供的棲地面積、緩衝功能與綠帶廊道功

能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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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溪治理工程對「河岸植生帶寬度」之影響 

(1) 治理工程中最極端的是直接移除濱溪植物帶與坡岸植被，造成兩

岸十數公尺或數十公尺之裸露面，或混凝土、柏油鋪面，導致動

植物棲息地與個體損失，與棲地與生態功能後續恢復能力降低。 

(2) 護岸與施工便道設置，阻隔水陸域間植物帶棲地與生態功能之連

續性，縮減以溪流為中心之棲地的核心區域，並影響陸生生物利

用溪流之縱橫向廊道。 

3、維持「河岸植生帶寬度」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保留良好濱溪植物帶，或是部分保留不移除，以保留後續恢

復所需之多樣化棲地和植物種源。 

(2) 限縮護岸回填區寬度至 3 公尺以內，控制裸露坡面，以利坡岸植

被恢復。 

(3) 施工便道與堆置場所設置優先選擇生態敏感度低之路線或區

塊。 

(4) 設計多孔隙材質護岸，或在溪床保留灘地或回淤區提供濱溪植被

生長，恢復植生帶寬度。 

4、「河岸植生帶寬度」評估方法 

「河岸植生帶寬度」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7。其分別評估

左右兩岸的河岸植生帶，或濱溪植生帶(涵括高灘地植生)，從濱溪線

起往上坡起算植生帶寬度(公尺)，直至被沿溪縱向治理工程、道路、

人為開發利用與建物設施切斷為止。當植生帶切斷時，植生帶之生

態功能即阻斷不連續。植生帶至少 6 公尺方具最低生態效益，24 公

尺以上為健全的濱溪綠帶，植生帶越寬，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

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減分。 

當濱溪植被帶具完整的多層次原生植被，包含喬木、灌叢和草

本植被；或是植被呈茂密鬱閉；或植被幾無人為破壞的跡象等；或

是濱溪植物帶與兩岸森林完整連接；或是植被帶雖有破壞與擾動，

但逐漸生長演替有恢復趨勢；或是嚴格控制回填區裸露面小於 3 公

尺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濱溪植生分層以喬木優於灌叢，草本次之，視覆蓋比率得酌予

加減分。在林相上是天然林優於人工林，竹林、果園次之，草生地

較差，道路建物與混凝土鋪面最差，得狀況酌予加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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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濱溪植被帶灌叢和草本植被；或是明顯受人為擾動如整地、

砍伐、除草等造成植被消失或損傷；或是大樹因治理工程移除；或

是有外來入侵種植物拓殖等。得酌予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

為原則。 

表 7 「河岸植生帶寬度」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河岸植生帶寬度」細節說明 

(1) 操作上寬度以正攝垂直投影於地面之寬度計算。 

(2) 左右岸需分開評分。 

(3) 當植被完全被移除坡岸裸露，或混凝土包覆，或為道路與建物用

途，則為 0 分。 

(八) 「溪床寬度變化」 

「溪床寬度變化」是參考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評估模式與評分量尺，

所設計之新指標。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河溪治理工程前後，溪床寬度之

變化與恢復。野溪治理往往根據通洪計算結果，拓寬溪床至不會溢淹的

寬度，而大幅改變溪流的棲地與河道樣貌，溪床在完工後往往寬廣裸露，

影響溪流生態存續與恢復甚大。為鼓勵與提醒工程設計人員避免過度設

計，回歸最低限度之溪寬。 

1、「溪床寬度變化」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於評估野溪經過治理後，溪床寬度的改變程

度與溪床開闊程度。溪床寬度改變，除了直接影響溪流河相、水域

棲地多樣性與其生態功能外，同時反映在溪床的兩岸植生罩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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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累積程度上。溪寬較窄，植生罩蓋度佳之溪流，水溫偏低也相

對穩定，降低溪床因曝曬而高溫之機率，有助於良好水域生態維持。

溪寬較窄，植物有機碎屑容易進入溪流食物鏈中。溪床寬度亦反映

了動物從兩岸森林移動往來至流水區之距離，期間距離越小，動物

利用溪流的困難度與風險越低，友善度與可利用性越高。 

2、河溪治理工程對「溪床寬度變化」之影響 

(1) 主要影響是拓寬溪床，治理工程設計時，為取得足夠通洪空間疏

排洪水，往往拓寬河道。溪流上游與支流之坑溝與溪溝(寬約 5-6

公尺)，拓寬幅度越高，往往可達原溪床寬度之 3 倍，在溪幅稍

寬之野溪(寬約8-10公尺以上)，拓寬幅度約原溪床寬度之1.5倍。

如果有滯洪空間等之特殊考量，則拓寬幅度更大。 

(2) 溪床拓寬幅度越大，對於水域棲地環境、濱溪植被、高灘地植被、

溪中小島等之移除面積越大，溪流之生態功能在施工後往往消失

不易恢復。 

3、降低「溪床寬度變化」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從整體流域面向考量災害嚴重程度與野溪治理必要性，避免

工程設置於棲地與生態功能良好之溪段。 

(2) 溪流周邊如為國有地，則考量設置為安全緩衝區，保留大水溢淹

空間，降低治理頻度與強度。 

(3) 精算工程與通洪防災安全需求，降低溪床拓寬幅度。 

4、「溪床寬度變化」評估方法 

「溪床寬度變化」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8。其評估方式是

估算施工前後溪床裸露無植被區域寬度之比例變化，以原溪床寬度

10 公尺為界，就 10 公尺以下溪溝/坑溝，與 10 公尺以上野溪/溪流兩

組分開評估。依「施工後溪床寬度／原溪床寬度」計算比值。施工

前後溪床裸露無植被生長區的寬度越接近 1，即施工後溪寬越接近原

溪寬時，給予較高分級與評分。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

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全段或部分自然溪段或濱溪植被帶被保留，或是野溪經過自

然或人力復育後，坡岸植被與濱溪植被向溪流生長，降低溪床裸露

面寬度，或設置低水流路或深槽區，提供灘地復育濱溪植生空間等，

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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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溪床整平、壓實、混凝土封底、移除坡岸植被時，不利溪流

寬度恢復自然樣貌，得視狀況酌予加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

原則。 

表 8 「溪床寬度變化」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溪床寬度變化」細節說明 

(1) 「原溪床寬度」可從從施工前自然溪寬，或工區上下游參考點溪

寬推估而得。 

(2) 溪床裸露無植被區域從濱溪植物帶邊緣的樹木/植物根部算起，

代表逕流平常沖刷溢淹，植物難以生長之區域。非從植物上部形

成的罩蓋計算。 

(3) 在災害過後，則「原溪床寬度」是評估災害後治理前之溪寬，以

彰顯治理工程修復受損溪床之生態效益。 

(九) 「縱向連結性」 

「縱向連結性」是參考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評估模式與評分量尺，

所設計之新指標。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溪流治理工程中，因橫向構造物

防砂壩與固床工設置，對水生生物，尤其是洄游性魚類，或是陸域動物，

所形成的縱向阻隔程度。臺灣野溪經過連年治理，上下游主支流布滿人

造橫向構造物，切割阻隔水生生物族群與棲地，必須予以正視和納入評

估，因此設計「縱向連結性」新指標，納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

蹤評估指標」中。「縱向連結性」主要考量橫向構造物與溪床間之落差，

並就多孔隙自然材質之使用、橫向構造物坡度、高縱向連結性壩體設計

與伏流斷流等臺灣常見之工程與溪流因子，依生態評估人員之判斷，作

評分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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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縱向連結性」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評估溪段，縱向連結上下游溪流棲地之

通暢程度，稱為「縱向連結性」。自然的溪流落差低，水流型態多

樣，足以提供水生生物為了生存、生育、避難、迴游所需之順暢縱

向移動通道，尤其是臺灣常見的洄游生物如鱸鰻、日本禿頭鯊、湯

鯉、黑鰭枝芽鰕虎、毛蟹與陸蟹等，尤其依賴良好的縱向連結以完

成其生活史。縱向順暢的溪流溪床，也可以提供陸生生物覓食、移

動與逃生之縱向路徑。從更大的環境與生態學尺度來看，在臺灣切

割破碎之環境條件，與極端降雨與颱風洪水的氣候條件下，溪流良

好的縱向連結性，可以維繫上下游生物族群之交流，流域中不同族

群之個體可以交流、擴散、遞補，以分散滅絕風險，在基因層級亦

可避免長期族群隔離所造成之遺傳品質劣化。 

2、河溪治理工程對「縱向連結性」之影響 

(1) 主要影響是阻斷生物縱向游溯路徑。高聳的防砂壩與固床工直接

截斷溪流，限制水陸域動物縱向移動。 

(2) 乾季缺乏雨水補注時，或橫向構造物設置後上游因土砂淤積，溪

水往往伏流入地下，或是溪床乾涸而形成斷流現象，亦形成水生

生物之縱向阻隔。 

(3) 以上縱向阻隔，可能限制水生生物在流域中的分布範圍，壓縮水

生生物可利用的溪段。 

3、維持「縱向連結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從整體流域考量橫向構造物設置必要性，避免設置新壩，進

而拆除或改善既有舊壩落差。 

(2) 其次是精算工程與安全需求，盡可能減少壩體數目與壩體高度。 

(3) 然後使用較友善的防砂壩與固床工設計，如開口或高通透壩體設

計、或連續式低壩取代高壩、降低落差等減輕縱向阻隔之設計，

可提供水生生物游溯與動物縱向通行。 

(4) 最後再考慮斜坡、魚道、疊石等輔助設施。 

4、「縱向連結性」評估方法 

「縱向連結性」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9。其評估量測橫向

構造物最低處與下方水面間落差(公分)，當落差較低於 50 公分時，

水生生物通過機率較高，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



 附二-21 

人員就現場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橫向構造物材質具孔隙度與粗糙度；或是橫向構造物坡度低

於 45 度；或是有改善縱向連結性之設計(如各型魚道)等。視其維持

縱向通透功能，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視當地目標魚種之上溯能力與橫向構造物高度之落差，得酌予

扣分，扣分以不超過分級下限為原則。 

當評估溪段逕流水乾涸無水深時，或斷流與伏流，表示該處縱

向連結完全阻斷，以 0 分計。 

表 9 「縱向連結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5、「縱向連結性」細節說明 

(1) 應整體考量評估溪段，優先評估工區最嚴苛段或瓶頸段如最高壩、

最大落差、或最不自然段。包括與既有工程交接處。 

(2) 依據臺灣常見溪流魚種之一般跳耀能力，極限是 50 公分，高於 1

公尺以上魚類難以通過。 

(3) 溪流有水時量測橫向構造物最低點與下方水面(如潭區水面)溪床

間落差(公分)，如溪流乾涸，則量測橫向構造物最低點與溪床間

之落差，作為評分標準。 

(4) 橫向構造物具高粗糙度、高孔隙度與低坡度有利水生生物通行。 

(5) 自然之障礙如瀑布，不適用本評估指標，視為特例個案討論。 

(6) 有常流水或洄游性生物之溪流應重視此項目。 

(7) 紀錄時需特別註明調查日期、河道水深及枯、豐水期等作為後續

評估參考。 

(10) 「橫向連結性」 

「橫向連結性」是參考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之評估模式與評分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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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計之新指標。本評估指標用於評估溪流治理工程中，因縱向構造物

如護岸建置，與隨之而來的施工便道布設、濱溪植被或溪畔林移除等，

對陸生生物，尤其是依賴水陸域連結之食蟹獴、蛙類與陸蟹等，所形成

的橫向阻隔程度。臺灣野溪經過連年治理，上下游主支流連綿混凝土護

岸，切割阻隔水陸域棲地與通道，必須予以正視和納入評估，因此設計

「橫向連結性」新指標，納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

中。「橫向連結性」主要考量以護岸為主的縱向構造物與溪床間之垂直

落差，並就連結鄰近自然棲地程度、邊坡粗糙度和濱溪植被帶有無等臺

灣常見溪流環境因子，依生態評估人員之判斷，作評分微調。 

1、「橫向連結性」之評估目的與生態意義 

本評估指標目的在瞭解評估溪段，橫向連結溪流水域棲地與兩

岸陸域森林棲地之通暢程度，稱為「橫向連結性」。自然的溪流坡

岸落差低，可供動物通行的緩坡與路徑多，兩岸濱溪植物帶茂密完

整，足以提供動物為了生育、覓食、活動所需之順暢橫向移動通道

與隱蔽環境，尤其是頻繁往來水陸域棲地，須從森林進入溪流覓食

的「橫向連結性」指標生物食蟹獴；或是棲息於溪流，須進入陸域

繁殖的蛙類和龜鱉類；或是棲息於森林底層，以溪流為通道降海繁

殖的陸蟹等。以上舉例物種尤其依賴良好的橫向連結以求生或完成

其生活史。溪流良好的橫向連結性，也可以維繫兩岸動物族群之交

流與擴散。 

2. 河溪治理工程對「橫向連結性」之影響 

(1) 主要影響是阻斷動物橫向通行路徑。高聳的護岸直接截斷水陸域

間自然通道，限制動物橫向移動，形成橫向阻隔，可能限制壓縮

動物可利用的溪段與陸地坡岸 

(2) 可能導致動物受困溪床難以逃脫。 

3、維持「橫向連結性」的對應生態友善措施 

(1) 優先從整體流域考量護岸設置必要性，避免設置新護岸，進而改

善既有舊護岸。 

(2) 其次是精算工程與安全需求，盡可能保留自然坡岸，避免連續性

水泥護岸，減少護岸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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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後考慮使用較友善和多樣化的護岸設計，如砌石等多孔隙工法、

緩坡、低矮化設計、善用支流匯口作為橫向通道等。 

(4) 在護岸材質選擇上，自然邊坡優於乾砌和其他多孔隙設計，其次

是漿砌，混凝土最差。 

(5) 最後手段才是設置動物坡道或是通道等輔助設施。 

4、「橫向連結性」評估方法 

「橫向連結性」之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如表 10 與表 11。考慮坡

度、最大落差(公分)與可通行溪段比例等因子，以海拔800公尺為界，

就低海拔(800 公尺以下)，與中、高海拔(800 公尺以上)分別評估。其

中低海拔(800 公尺以下)部分主要考慮龜鱉類可通行之坡度與最大落

差，中、高海拔(800 公尺以上)非龜鱉類棲地，主要考慮兩棲類與食

蟹獴可利用之坡度與最大落差。 

當坡度越小，最大落差低，可通行溪段比例高，則目標動物通

過機率較高，給予較高分級。在分級確定後，生態評估人員就現場

之觀察與狀況，依以下建議酌以加扣分。 

當護岸每 40 公尺設置動物通道；或是動物通道設置位置連結自

然棲地；或是濱溪植被帶恢復阻隔降低；或是邊坡粗糙度高或自然

坡面等。得酌予加分，加分以不超過分級上限為原則。 

表 10 「橫向連結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低海拔 800 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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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橫向連結性」評估分級與評分量尺 (中、高海拔 800 公尺以上) 

 

5、「橫向連結性」細節說明 

(1) 本項評估分級優先順序為坡度與最大落差，著重在該整治段線狀

的通透度。 

(2) 最大落差：護岸坡面每階的最大垂直高度。 

(3) 動物通道設置處應盡可能接近森林環境，但避免開挖森林，設置

時要求最低限度開挖。 

(4) 動物通道坡度需小於 40度、寬度需大於 40公分，坡面需粗糙化，

垂直落差小於 5 公分。 

(5) 粗糙度：摩擦力高容易讓動物攀爬、移動者佳。 

(6) 數值訂定依據 

A.坡度：底限 40 度(龜鱉，特生數據)；上限 60 度(食蟹獴)，依

野外目擊經驗判斷。 

B.最大落差：以 5cm 為最高標準，20cm 為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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