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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歷年浮游動物監測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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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歷年浮游動物監測結果比較(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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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歷年浮游動物監測結果比較(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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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  歷年蜻蜓類監測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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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  歷年蜻蜓類監測結果比較(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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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  歷年蜻蜓類監測結果比較(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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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8 湖山水庫桶頭攔河堰魚道效益評估監測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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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本年度湖山水庫魚道監測捕獲之魚類及蝦類之數量 

\ 魚道上方 欄河堰魚道 魚道下方 固床工上方 固床工魚道 固床工下方 總數 
中名\月份 6 12 6 12 6 12 6 12 6 12 6 12 6 12 

鯰 0 0   1 0 0 1   2 0 3 1 
花鰻鱺  1    0  0    0  1 
鯽  0    2  0    0  2 

臺灣白甲魚 0 2   8 2 2 1   1 5 11 10 
高身白甲魚*  7    12  0    6  25 
臺灣石𩼧 11 32   7 15 17 10   12 28 47 85 

臺灣鬚鱲 21 43  5 9 24 4 36   21 68 55 176 

高身小鰾鮈 7 9 6  0 13 7 7   6 14 26 43 

粗首馬口鱲 19 3 15  11 5 25 2   16 6 86 16 

何氏棘魞 23 43  1 22 26 9 6  2 13 31 67 109 
短臀瘋鱨  1    0      1  2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7  4  0      0  11 
臺灣間爬岩鰍  11  5  2      0  18 
明潭吻鰕虎 16 10  1 9 6  9   22 18 47 44 

線鳢     1        1  
粗糙沼蝦 32 37 5   46 7 35   8 41 72 162 
大和沼蝦 10 4    0  0     12 4 
物種小計 8 14 3 6 10 11 7 9  1 9 10 11 16 
數量小計 139 210 26 19 90 153 21 107  2 101 218 421 709 

註： 

1.魚類名錄及生息狀態參考自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類資料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電氣捕魚法經換算後為 100 平方公尺之數量 

3.數量小計 1：除固床工魚道及魚道外，其於樣點均以 5 個蝦籠捕獲之 3 次總數量及電魚法(100m)1 次之捕獲數之總和 

4.數量小計 2：固床工魚道以電魚法之捕獲最大值表示；魚道以兩個單向籠捕獲之數量及電魚法(100m)捕獲數之總和 

5.臺灣馬口魚修訂為臺灣鬚鱲(2012 年 4 月 10 日修訂)；高身鐮柄魚修訂為高身小鰾鮈(2012 年 4 月 10 日修訂)；粗首鱲修訂為粗首馬口鱲(2012 年 3 月 29 日修訂) 

6. III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7. *何氏棘魞雖為臺灣特有種，但是清水溪中屬於人為移入的外來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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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各測點及不同年份湖山水庫魚道監測捕獲之魚類及蝦類之數量(隻/次) 

 魚道上方 欄河堰魚道 魚道下方 固床工上方 固床工魚道 固床工下方 總數 

中名 106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110 106 107 108 109 110 

臺灣白甲魚  0.3  1.3 0  1.3       0.7 5    1.0 1.5     0     3  1.6  3.0 10.5 

高身白甲魚*    3.7 3.5         2.7 6     0    0.3 0    4.3 3    11.0 12.5 

臺灣石𩼧 36.0 8.3 7.5 3.0 21.5 2.0 1.0 1.0 1.0  49.5 5.3 3.0 3.3 11 19.7 14.5 3.0 9.3 13.5 5.7 0.8 1.5 0.3 0 62.3 7.5 9.0 6.3 20 175.2 37.4 25.0 23.2 66 

臺灣鬚鱲 45.7 4.5  9.0 32 4.0  1.5  2.5 9.0 4.0  1.0 16.5 34.0 23.5 3.0 19.7 20 0.7    0 24.0 0.8  21.3 44.5 117.4 32.8 4.5 51.0 115.5 

高身小鰾鮈 28.0 1.5 5.5 2.3 8     3 23.5 5.5  4.3 6.5 38.3 2.0 4.5 3.7 7 1.0  3.0  0 20.7 3.8 5.5 6.0 10 111.5 12.8 18.5 16.3 34.5 

粗首馬口鱲 8.7 5.5 13.0 2.0 11   0.5  7.5 24.0 2.8 2.5 2.3 8  1.0 9.0 2.7 13.5 13.7    0 30.7 9.3 8.0 7.7 11 77.1 18.6 33.0 14.7 51 

何氏棘魞 14.3 8.3 1.0  33  1.8  2.7 0.5 9.5 1.5 6.0 8.7 24  1.5 6.5 3.0 7.5 2.0  3.5  1 169.7 23.0 10.0 9.0 22 195.5 36.1 27.0 23.4 88 

鯽               1     0     0     0     1 

短臀擬鱨 5.7 2.5 5.5 1.3 0.5    0.3  0.5 0.5 0.5  0 1.0   0.7 0     0 9.7 1.3 0.5 0.3 0.5 16.9 4.3 6.5 2.6 1 

纓口臺鰍       0.3                0.3    1.7     1.7 0.6    

蟾鬍鯰*                              0.7     0.7  

線鱧*               0.5    0.3 0     0     0    0.3 0.5 

埔里中華爬岩鰍 III 4.3 0.5 3.5 2.0 3.5 2.0 2.0 3.0 8 2 0.5 0.8  0.7 0   1.0  0  0.8 0.5  0 14.3 0.3 4.0 0.3 0 21.2 4.4 12 11.0 5.5 

臺灣間爬岩鰍 17.7 8.0 11.0 4.3 5.5  11.0 10.0 5.3 2.5 1.5 3.8 1.0 0.7 1   2.5 1.0 0  1.3   0 8.3 2.8 6.0 0.7 0 27.5 26.9 30.5 12.0 9 

明潭吻鰕虎 9.0 13.8 31.0 27.0 13  0.3   0.5 5.5 13.3 28.0 14.7 7.5 2.3 0.3 12.5 23.0 4.5 0.3  3.5  0 34.3 11.8 16.5 30.7 20 51.4 39.5 91.5 93.4 45.5 

鯰               0.5     0.5     0     1     2 

花鰻鱺     0.5          0     0     0     0     0.5 

粗糙沼蝦 5.3 28.5 25.5 33.3 34.5   2.5 5.0 2.5 10.5 36.5 29.5 51.3 23 32.3 58.8 12.5 21.0 21 4.0  2.0  0 11.3 36.8 17.0 31.7 24.5 63.4 160.6 89.0 142.3 117 

大和沼蝦 19.3 0.8   7  0.5    28.5 1.8  2.0 0 11.3   2.3 0     0 2.7  2.0 2.0 0 61.8 3.1 2.0 6.3 8 

日本沼蝦         1.0      13  0.8   9     1    0.7 11  0.8  1.7 17 

物種小計 11 12 9 12 14 3 8 6 7 8 11 11 7 12 121.5 12 8 9 12 64 7 4 6 2 1 12 10 10 14 159.5 12 13 12 16 565 

數量小計(隻/次) 194.0 82.5 103.5 89.2 174.5 8.0 18.2 18.5 23.3 22.5 162.5 75.8 70.5 92.4 5 138.9 102.4 54.5 87.7 1.5 27.4 3.2 14.0 0.6 0 389.7 97.4 78.5 121.7 3 920.5 379.5 339.5 414.9 10.5 

註： 

1.魚類名錄及生息狀態參考自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類資料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電氣捕魚法經換算後為 100 平方公尺之數量  

3.數量小計 1：除固床工魚道及攔河堰魚道外，其於測點均以 5 個蝦籠捕獲之 3 次總數量及電魚法(100m)1 次之捕獲數之總和 

4.數量小計 2：固床工魚道及攔河堰魚道以電魚法之捕獲最大值表示 

5.臺灣馬口魚修訂為臺灣鬚鱲(2012 年 4 月 10 日修訂)；高身鐮柄魚修訂為高身小鰾鮈(2012 年 4 月 10 日修訂)；粗首鱲修訂為粗首馬口鱲(2012 年 3 月 29 日修訂) 

6. III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7. *何氏棘魞雖為臺灣特有種，但是清水溪中屬於人為移入的外來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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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9 歷次魚道上方、魚道下方、固床工上方及固床工下方各次監測游泳性魚類與底棲性魚類比例及魚類數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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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0 歷次魚道各測點之物種組成相似度變化(106 年 6 月及 107 年 5 月為豪雨後監測；109 年 5 月為橋墩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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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八色鳥 

本計畫八色鳥 (Pitta nympha)監測除了水庫計畫區域 7 條測線 38 個監測

樣點外，為瞭解八色鳥於水庫施工及試營運階段之影響，另增加湖本村 (湖

本對照區 )1 條測線與引水工程區各 10 個監測樣點作為監測結果之比對，監

測位置如圖 1.4-8 所示。此外，因應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五次環境影響差異

分析報告之審查結論：八色鳥監測應於每年第 2 季 (4~6 月 )進行每月三次監

測，故自 102 年起即配合審查決議辦理。原則上於每月上旬、中旬及下旬

各進行 1 次監測，遇大雨或無法監測則順延，並視狀況加派人力，監測時

段約為每日早上日出後三小時，將以每月三重複的最大值呈現。本年度八

色鳥監測結果共記錄有 11 隻次 (如表 2.6-1 所示 )， 4 月於水庫集水區發現 3

隻次，引水工程區發現 1 隻次，湖本對照區發現 1 隻次；5 月份於水庫集水

區發現 3 隻次，湖本對照區發現 2 隻次；6 月份於水庫集水區發現 1 隻次，

詳如表 2.6-1 所示。  

表 2.6-1 本年度八色鳥監測統計結果 

單位：隻次 

測線 

月份 

水庫集水區 

引水工程區 
最大值

小計 

湖本對照區 

B R Q G M N P H 

4

月 

上旬         

4 

 

中旬     
1-

M3 
   1-H5 

下旬 
1-B

5 
  

1-

G6 

 
  1-引 10  

5

月 

上旬    
 1-

M4 
   

3 

1-H5 

中旬    
 

     

下旬 
1-B

6 
  

1-

G6 
    1-H4 

6

月 

上旬       
1-P

2 
 

1 

 

中旬          

下旬    
 

     

合計數量 
11 隻次(水庫集水區 7 隻次，引水工程區 1 隻次，

湖本對照區 3 隻次) 
8 3 

註：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包含 M 及 N 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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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第 2 季監測結果 (如表 2.6.2 及圖 2.6-1 所示 )，湖山水庫區的八色

鳥於 92 年施工前為 43 隻次；94 年僅記錄 15 隻次；95 年~97 年施工期間數

量則變化不大，數量介於 21~27 隻次；自 98 年之後，數量則有降低趨勢，

數量僅介於 1~7 隻次，於 107 年度的八色鳥數量增加為 14 隻次， 108~110

年度數量介於 8~10 隻次。湖本對照區八色鳥歷年監測結果，92 年施工前為

21 隻次，到 93 年開始施工後，除了 95 年之外，其餘年度數量大幅減少至

10 隻次以內，與湖山水庫區數量變化相似， 109 年度無記錄。引水工程區

自 101 年開始監測，但數量一直維持在 0~2 隻次之間，直至 107 年度數量

上升至 5 隻次，於 108 年度又下降至 2 隻次，於 109 年度又上升至 4 隻次。

綜合來看，湖山水庫相關工程區域及鄰近區域的八色鳥數量本來約在 60~64

隻次之間，自 94 年開始減少，隨後維持在 33~40 隻次之間，而 98 年又再

度銳減，數量變為 3~10 隻次，於 107 年度的八色鳥數量增加為 21 隻次，

但 108~110 年度下降至 12~14 隻次。  

110 年度調查結果與過往相較 (99 年後 )，各測線數量大致相當。本年度

水庫集水區之 B、R、M、N 測線並無紀錄；引水工程區於 101 年開始監測

後，數量零星記錄，除 107 年度數量較多；而湖本地區則於近年有逐漸下

降趨勢。各測線及測點較值得注意的是 G、P 測線，其中 G 測線雖近年因

引水道工程及保修道路的施工頻度較高，但數量均高；而 P 測線八色鳥數

量今年雖然只有一隻，但往年有上升趨勢，後續將再持續注意。  

表 2.6-2  歷年湖山水庫八色鳥曾記錄位置及數量 

年份 B R Q G M N P 小計 引水工程區 湖本區 備註 

92 年 43 43  21 無詳細資料

可分區 93 年 54 54  6 

94 年 15 15  4 

95 年 21 21  19 

96 年 25 25  10 

97 年 27 27  6 

98 年 4 4  4 

99 年 2    2   4  6  

100 年 2 2   1   5  2  

101 年     1   1 2  引水工程區

開始調查 

102 年 1 1 1  1   4 1 3 
開始每月三

次監測 

103 年   1 3    4 1 2  

104 年 1 1   2   4 2 2  

105 年    3 1   4 1 1  

106 年   1 4 1  1 7  1  

107 年 1   8  3 2 14 5 2  

108 年    4 1 1 2 8 2 2  

109 年   1 4   5 10 4 0  

110 年 2   2 2  1 7 1 3  

    註：1.八色鳥為每年的 2 季進行監測，99 年以前無詳細資料無法細分區。 

2.自 101 年起開始進行引水工程區的八色鳥監測。 

3.102 年起因應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五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之審查結論，進行每年第 2 季(4~6 月)進行每月三次監測。 

4.以上資料為累計曾出沒過的數量及地點，故與歷年結果(最大值)略有差異。 

根據中水局委託特生中心 (2018)執行之 107 年台灣八色鳥族群研究監

測顯示，湖山水庫區自 93 年開始有減少趨勢，甚至 97 年之後數量銳減至

只有 0~10 隻次。湖本對照區的數量雖在 95 年達到歷年最多 (21 隻次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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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之後數量介於 0~5 隻次之間。另外特生中心比對湖山水庫正射化影

像，發現 97 年開始裸露地比例大幅增加，至 102 年裸露比例已達 44.51%，

且湖山水庫自 105 年開始蓄水後， 107 年水庫內八色鳥數量雖有增加 (增加

至 21 隻次 )，但依據特生中心 (2018)所提出的統計分析結果，庫區族群趨勢

無明顯增加。此外，105 開始蓄水後，斗六丘陵八色鳥族群數量監測即面臨

部分監測測點無法抵達或進行的難題。因此棲地劇烈變動及減少乃湖山水

庫區八色鳥數量減少的主因之ㄧ。然而八色鳥數量銳減情況不只發生於斗

六丘陵地區，台灣地區全部的八色鳥族群自 90 年開始即以每年 3.6%的幅度

減少。若將台灣分為北部、中部、西南部與東部四區，北部 (每年以 10.4%

的幅度減少 )與中部 (每年以 2.3%的幅度減少 )的八色鳥族群顯著減少，這數

值又相對高於湖山水庫施工期間 (97-105 年 )水庫內外八色鳥族群遞減速

率。顯示除了湖山水庫的興建與非研究區域內因素對區域內八色鳥族群數

量有重大影響力外，斗六丘陵區域內尚有其他因素在影響八色鳥族群數

量，推測可能因素 :  

一、研究區內每年持續在不同位置進行野溪整治，例如：107 年度龍過脈步道恰於八色

鳥繁殖季時進行步道修復與野溪整治。 

二、八色鳥主要繁殖天敵–臺灣獼猴，在林內、斗六的族群密度甚高，使本區成為猴害

相對明顯區域 

三、因水庫興建產生的分布轉移，亦可能是增加湖山水庫周遭八色鳥族群壓力的因子。

另外台灣各區八色鳥數量的差異，也可能源自原有度冬地或中繼點的棲地有所變

動，使得族群數量減少。 

影響八色鳥數量因素複雜，例如來臺數量即受影響 (如過境中繼點或度

冬棲地劣化 )、當地氣候變化、棲地鄰近工程作業等。依歷年第 2 季八色鳥

數量變化圖顯示，特生中心調查的成果，與中水局監測結果有同樣趨勢 (湖

山水庫區略增、湖本對照區維持甚少 )，經監測人員於湖本對照區發現有農

民因正值桂竹筍採收期而施放鞭炮驅趕猴群，可能另外造成八色鳥甚少之

原因。未來將持續觀測其變化情形。  

在湖山水庫及鄰近區域之八色鳥保育對策方面，參考中興大學 95 年「湖

山水庫及鄰近地區八色鳥棲地調查與保育對策研究」發現，八色鳥棲地因

土地利用類型之改變 (如墾植檳榔、果園等 )，其棲地實際上已被壓縮至沿水

系之邊緣地帶。近年已有研究針對八色鳥及其棲地環境進行調查與棲地復

育，其中於湖山水庫及其鄰近棲地環境部分，參考特有生物中心 98 年湖山

水庫及鄰近地區棲地復育及改善方法試驗研究、 98 年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年度工作報告、特有生物中心 102 年斗六丘陵 (包含湖山水庫 )八色鳥

族群數量調查等相關研究成果，彙整相關具體保護措施將於第三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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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因應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五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之審查結論，自 102 年第 2 季起八色鳥每次監測均進行三重

複次數努力量。 

2.湖山水庫區八色鳥數量之範疇僅為水庫區，非包含引水道工程區，以利與湖本對照區進行比較。 

圖 2.6-1 歷年第 2 季八色鳥數量變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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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陸域動物 

2.7.1 水庫集水區 

目前水庫集水區多數測點擾動已明顯減少，水庫集水區於試營運期間

水庫內蓄水，以致道路無法通行，部分測線及測點無法抵達，爰於 105 年

第 3 季起變更監測測線。  

原本計畫區內共劃設 A~G 等 7 條監測測線，每條測線依其距離與可及

性，另分別劃設 2~11 個測點。自 97 年度起因湖南壩及湖山壩陸續施工，

原 A、E 全線以及 F、G 測線之部份測點已遷移至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以

及中坑溪上游，並分別增設 M、N、O 等測線。由於施工陸續展開，部份測

線已遭工程干擾而無法繼續，本監測計畫參考過往監測測線及現場情況，

監測測線為 B、C、D、G、M、N、O 等 7 條測線，共 38 個監測測點。  

自 105 年 7 月起，因水庫內局部蓄水，測點無法抵達，須變換測點位

置，因此在維持努力量相同、不變更測線及測點數量的前提下，儘量選擇

環境相似，或是可較完整、通盤監測水庫集水區周邊之測點進行變更，其

中，B 測線及 G 測線部分測點挪移，C、D、O 測線則變更位置，並改名為

R、Q、P 測線，測線數量及測點均與過往相同，仍為 7 條測線，共 38 個監

測測點，變更前後位置及其說明詳圖 2.7-13 及表 2.7-1。  

本計畫陸域動物監測項目包括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及蝴蝶

類，監測頻率為每季 1 次。配合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四次環境影響差異分

析報告之變更，自 101 年第 2 季起各項動物監測努力量則依據 100 年 7 月

最新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每次監測均進行三重複次數努力量，

各項動物監測則以每三日為一次的重複量，共進行三次重複，以三次重複

的各物種之最大值呈現。鳥類為每日出後三小時及每次重複量的第 1 日晚

上則進行夜間監測，地棲性哺乳類於第 1 天佈籠，之後每日早上巡視鼠籠，

蝙蝠類則於夜間監測，兩棲類及爬蟲類為每日早上及每次重複量的第 1 日

夜間進行監測，其中夜間監測由於本計畫監測點位較多，考量範圍及時間

因素，故以兩組監測人員分別進行監測，蝴蝶類則於早上進行。本年度陸

域動物保育類分布圖見圖 2.7-1~2.7-2；而各物種歷次監測結果比較如附錄

四及內文圖 2.7-3～圖 2.7-12 所示，相關監測結果比對分析說明如下：  

一、本年度監測成果  

(一 )種屬組成及數量  

本年度鳥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16 目 42 科 72 種 7,407 隻次，鳥

類組成以陸生性鳥種為主。由於監測範圍內包括山澗、溪流等棲地

環境，因此亦可發現部分水鳥物種，如翠鳥 (Alcedo atthis)、白鶺

鴒 (Motacilla alba ) 、 灰 鶺 鴒 (M. cinerea) 、 藍 磯 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 、 花 嘴 鴨 (Anas zonorhyncha ) 、 鸕 鶿 (Phalacrocorax 

carbo) 、 紅 冠 水 雞 (Gallinula chloropus) 、 小 環 頸 鴴 (Charadrius 

dubius)、小白鷺 (Egrettagarzetta )、中白鷺 (Ard. intermedia)及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等。依據台灣野鳥圖鑑 (王嘉雄等， 1991)、

台灣鳥類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10)、台灣鳥類名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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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20)，所記錄到的鳥種除了朱

鸝 (Oriolus traillii )、藍腹鷴 (Lophura swinhoii )為不普遍種，鵲鴝

(Copsyshus saularis )(引進種 )、白腰鵲鴝 (C. malabaricus )(引進種 )

為局部普遍種外，其餘鳥種均為臺灣西部低海拔山區普遍常見物

種。  

本年度哺乳類監測結果共記錄到 7 目 12 科 28 種 1,523 隻次，

其中，尖鼠科、鼠科均為現場捕捉紀錄；蝙蝠科為利用蝙蝠偵測器

辨識而得；臺灣 獼 猴 (Macaca cyclopis )及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大赤鼯鼠 (Petaurista philippensis )為目擊

紀錄；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臺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 為 挖 掘 痕 跡 紀 錄 ； 山 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臺灣野豬 (Sus scrofa taivanus )為足跡及鳴叫紀錄；臺灣

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為排遺紀錄；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 )為目擊。依據 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 (邵廣昭

等， 2008)、台灣的蝙蝠 (林良恭， 2004)、台灣哺乳動物 (祁偉廉，

2008)，記錄到的物種中，除了食蟹獴、臺灣野豬及長尾鼠耳蝠

(Myotis frater )、大赤鼯鼠為不普遍種，絨山蝠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為罕見種外，其餘皆為臺灣西部低海拔山區普遍常見物

種。  

本年度兩棲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5 科 17 種 3,206 隻次，主要出

現於基地內溪流與次生林底層。依據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第二

版 )(呂光洋等， 2002)、賞蛙圖鑑 -台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 (第二版 )(

楊懿如， 2002)，除了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為局部

普遍種，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為引進種外，其餘所

記錄到的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常見物種。  

本年度爬蟲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7 科 15 種 415 隻次，多出現於

次生林、林緣及草生灌叢等環境。依據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第

二 版 )( 呂 光 洋 等 ， 2002) ， 除 了 古 氏 草 蜥 (Takydromus kuehnei 

kuehnei)、蓬萊草蜥 (T. stejnegeri )、臺灣草蜥 (T. formosanus )、印度

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及長尾真稜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

為 局 部 普 遍 種 ， 斯 文 豪 氏 游 蛇 (Rhabdophis swinhonis )、 食 蛇 龜

(Cuora f lavomarginata )為不普遍物種外，其餘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平

地至低海拔山區環境常見物種。  

本年度蝴蝶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5 科 15 亞科 85 種 2,440 隻次，

多出現於次生林、林緣及草生灌叢等環境。依據台灣蝶圖鑑第一、

二、三卷 (徐堉峰， 2000、 2002、 2006)、台灣蝶類生態大圖鑑 (濱

野榮次， 1987)，監測到所有的蝶類除了蚜灰蝶 (Taraka hamada 

thalaba)為不普遍種外，其餘皆為臺灣西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環境

常見物種。  

(二 )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本 年 度 監 測 共 記 錄 到 26 種 臺 灣 特 有 種 ( 臺 灣 竹 雞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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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 partridge )、臺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台灣紫

嘯鶇 (Myophonus insularis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大彎嘴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 、 小 彎 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 繡 眼 畫 眉 (Alcippe  morrisonia) 、 五 色 鳥 (Psilopogon 

nuchalis)、藍腹鷴、長趾鼠耳蝠 (My. secundus)、臺灣獼猴、台灣

小蹄鼻蝠 (Rhinolophus monoceros )、黃頸蝠 (Arielulus torquatus )、

長趾鼠耳蝠 (Myotis secundus )、台灣管鼻蝠 (Murina puta)、大蹄鼻

蝠 (Rhinolophus formosae)、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史丹吉氏

小雨蛙 (Micryletta steinegeri )、梭德氏赤蛙 (Rana sauteri )、面天樹

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 、褐

樹蛙 (Buergeria  robusta)、蓬萊草蜥、臺灣草蜥、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寶島波眼蝶 (Ypthima formosana )及台灣斑眼

蝶 (Penthema formosanum))，以及 31 種臺灣特有亞種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hoya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領角鴞 (Otus lett ia)、黃嘴角鴞 (O.  spilocephalus)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紅嘴黑

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白環

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頭烏線 (Schoeniparus brunneus )、山

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粉紅鸚嘴 (Sinosuthora webbiana )、斑

紋鷦鶯、褐頭鷦鶯 (P.  inornata)、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朱

鸝 、 小 卷 尾 (Dicrurus  aeneus) 、 大 卷 尾 (D.  macrocercus) 、 樹 鵲

(Dendrocit ta  formosae)、台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台灣葉鼻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 、 堀 川 氏 棕 蝠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臺灣野兔、赤腹松鼠、白面鼯鼠 (Petaurista alborufus )、

大赤鼯鼠、臺灣刺鼠 (Niviventer coxingi )、臺灣野豬、山羌、食蟹

獴 )。  

(三 )保育類物種 (如圖 2.7-1 所示 ) 

本年度監測共記錄 1 種瀕臨絕種保育類 (食蛇龜 )、 9 種珍貴稀

有保育類 (鳳頭蒼鷹、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大冠鷲、藍腹鷴、

領角鴞、黃嘴角鴞、褐鷹鴞、八色鳥、朱鸝 )，以及 3 種其他應予

保育類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食蟹獴及台灣山鷓鴣 )。  

(四 )優勢種群  

本年度各樣線陸域動物棲地類型及優勢種群監測結果說明如

下：  

1. B 樣線  

棲地以幽情谷前段為起點，至右側次生林坡地，全段以次

生林棲地為主。繡眼畫眉為本年度 B 測線的優勢鳥類族群，佔

B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8%；山家蝠為 B 測線的優勢哺乳類族群，

佔 B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17.2%；優勢兩棲類族群為面天樹蛙，

佔 B 測 線 監 測 總 隻 次 的 58.2% ； 優 勢 爬 蟲 類 為 印 度 蜓 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佔 B 樣線監測總隻次的 34%；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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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則為白粉蝶 (Pieris rapae)，佔 B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8.2%。  

2. R 樣線  

棲地以茶園為主，本區域鮮少人為擾動，且茶園外圍仍屬

次生林。小雨燕為本年度 R 測線的優勢鳥類族群，佔 R 測線監

測總隻次的 11.8%；山家蝠為 R 測線的優勢哺乳類族群，佔 R

測 線 監 測 總 隻 次 的 24.4% ； 兩 棲 類 則 以 小 雨 蛙 (Microhyla 

fissipes )為優勢種，佔 R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62.3%；優勢爬蟲類

族群為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佔 R 測線監測總隻次

的 38.9%；優勢種蝴蝶為藍灰蝶 (Zizeeria maha )，佔 R 測線監測

總隻次的 20.2%。  

3. Q 樣線  

Q 測線棲地位處壩體周邊的樹林及草生灌叢邊緣。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為本年度 Q 測線的優勢鳥類族群，佔 Q 測線

監測總隻次的 15.6%；哺乳類的優勢種為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數量佔 Q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31%；優勢兩棲類族群

為小雨蛙，佔 Q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43.5%；優勢爬蟲類族群為

疣尾蝎虎，佔 Q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46.7%；優勢種蝴蝶為藍灰

蝶，數量佔 Q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9.7%。  

4. G 樣線  

棲地主要以次生林為主。赤腰燕為本年度 G 測線的優勢鳥

類族群，佔 G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9.3%；哺乳類的優勢種為台灣

葉鼻蝠，數量佔 G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55.2%；優勢兩棲類族群

為小雨蛙，佔 G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50.9%；優勢爬蟲類族群為

斯文豪氏攀蜥，佔 G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50.2%；優勢種蝴蝶為

藍灰蝶，數量佔 G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10.4%。  

5. M 樣線  

此測線位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內，主要棲地以次生林

為主。繡眼畫眉為本年度 M 測線的優勢鳥類族群，佔 M 測線監

測總隻次的 8.7%；臺灣獼猴為哺乳類的優勢種，數量佔 M 測線

監測總隻次的 43.8%；優勢兩棲類族群為小雨蛙，佔 M 測線監

測總隻次的 45.9%；優勢爬蟲類族群為斯文豪氏攀蜥，佔 M 測

線監測總隻次的 29.2%；優勢種蝴蝶則為藍灰蝶，佔 M 測線監

測總隻次的 14%。  

6. N 樣線  

此測線亦包含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棲地以次生林地、

竹林與草生地為主。白頭翁為本年度 N 測線的優勢鳥類族群，

佔 N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13.9%；臺灣獼猴為哺乳類的優勢種，

數量佔 N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29.1%；優勢兩棲類族群為小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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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N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55.3%；優勢爬蟲類族群為斯文豪氏攀

蜥，佔 N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22.6%；優勢種蝴蝶則為白粉蝶及

黃蝶 (Eurema hecabe )，各佔 N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7%。  

7. P 樣線  

P 測線棲地主要以次生林為主。綠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

為本年度 P 測線的優勢鳥類族群，佔 P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10.8%；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為哺乳類的優勢

種，數量佔 P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27.1%；優勢兩棲類族群為小

雨蛙，佔 P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29.4%；疣尾蝎虎為爬蟲類的優

勢種，佔 P 樣線監測總隻次的 31.1；優勢種蝴蝶為藍灰蝶，佔

P 測線監測總隻次的 10.7%。  

整體而言，鳥類以白頭翁較為優勢；哺乳動物習性較為隱

密，除少數物種外並不易於現場目擊觀察，以觀察、捕捉之結

果看來，本區域優勢的翼手目為東亞家蝠；樹棲性哺乳類優勢

種為臺灣獼猴；地棲性哺乳類優勢種為臭鼩及臺灣鼴鼠；兩棲

類以小雨蛙為優勢物種；蝎虎為爬蟲類中較為優勢的物種；本

區域優勢種蝴蝶則為藍灰蝶。   

(五 )鳥類之遷徙屬性  

本年度監測所記錄之 77 種鳥類中，其中包含夏候鳥 5 種 (家燕

(Hirundo rustica)、八色鳥、北方中杜鵑 (Cuculus optatus )、黃頭鷺

(Bubulcus ibis)、小白鷺 )、冬候鳥 9 種 (灰鶺鴒、紅尾伯勞、野鴝

(Calliope calliope )、藍磯鶇、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鸕

鶿、小環頸鴴、大白鷺、中白鷺 )，以及籠中逸鳥 5 種 (鵲鴝、白腰

鵲鴝、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家八哥 (Acr. tris t is)、野

鴿 (Columba livia ))。由監測紀錄可得知，監測範圍內之鳥類主要是

由留鳥族群所組成。  

(六 )多樣性與均勻度估算  

本年度各季之鳥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3.26~3.61，數值偏高，

顯示鳥種多樣性尚屬豐富。均勻度指數 E 介於 0.42~0.87，數值屬

偏高，顯示此地鳥類在不同物種間個體數分配尚均勻。  

本年度各季之哺乳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65~2.57，數值屬中

等，顯示本區哺乳類多樣性尚可。均勻度指數 E 介於 0.35~0.45，

數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數分配尚稱均勻。  

本年度各季之兩棲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58~2.53，數值中

等 ，顯 示 本 區兩 棲 類 多樣 性 尚 可。 各 測 線均 勻 度 指 數 E 介於

0.2~0.49，數値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數分配尚稱均勻。  

本年度各季之爬蟲類歧異度指數介於 1.94~2.48，數值屬中

等，顯示本區爬蟲類多樣性尚可。各測線均勻度指數為 0.3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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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値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數分配均勻。  

本年度各季之蝴蝶類歧異度指數介於 3.45~3.68，數值屬偏

高，顯示本區蝴蝶類多樣性豐富。各測線均勻度指數為 0.53~0.82，

數値偏高，顯示在不同物種間個體數分配均勻。  

二、歷年監測結果  

(一 )鳥類  

水庫集水區歷年鳥類監測結果，大部分鳥類均以春夏為繁殖生

長季節，秋冬季則為冬候鳥造訪期間，因此種類上較春夏來得豐

富；而 4 月、9 月則為過境鳥暫時停留臺灣之時期，則有可能記錄

部分稀有鳥種。  

水庫集水區歷年鳥類監測結果，於施工期間 99 年度種數及數

量持續升上，至 103 年後趨於平緩穩定，其中以 108 年度鳥類年平

均數量達最高。本年度監測結果鳥類年平均數量為歷年波動範圍

內，應與水庫集水區近幾年擾動減少，環境較穩定，較適宜鳥類活

動有關。  

本年度以白頭翁為主要優勢物種。過往保育類物種記錄 22

種，包括遊隼、黑翅鳶、魚鷹、朱鸝、藍腹鷴、東方蜂鷹、大冠鷲、

赤腹鷹 (Acc.soloensis)、鳳頭蒼鷹、松雀鷹 (Acc.virgatus)、灰面鵟

鷹 (Butastur indicus )、林鵰 (Ictinaetus malayensis )、褐鷹鴞 (Ninox 

japonica) 、 領 角 鴞 、 黃 嘴 角 鴞 、 八 色 鳥 、 臺 灣 藍 鵲 (Urocissa 

caerulea)、鉛 色水 鶇 (Rhyacornis fuliginosus )、白 尾鴝 (Myiomela 

leucura)、臺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及紅尾伯勞。本年度監測到 11 種保育類鳥類 (鳳頭蒼

鷹、黑翅鳶、大冠鷲、藍腹鷴、領角鴞、黃嘴角鴞、褐鷹鴞、八色

鳥、朱鸝、紅尾伯勞及台灣山鷓鴣 )。  

過去環評監測範圍為湖山水庫計畫區、湖南水庫計畫區與桶頭

攔河堰等 3 處，監測時間為 82 年 7 月至 84 年 1 月，期間每個計畫

區各執行 6 季監測，結果共記錄 58 種鳥類。截至目前監測結果，

將歷季各階段與環評期間進行比對，所監測之種數起伏變化多受自

然因素 (如季節及氣溫變動 )及施工期間之人為 (如工程施作造成棲

地減少、行車頻繁及噪音 )影響。  

施工期間除了 102 年第 4 季受到 8 月 27~29 日的康芮颱風及 9

月 19~22 日的天兔颱風影響，以致數量大幅減少外，近幾年種數及

數量均較 102 年度前增加。整體而言，自 99 年起種數及數量有增

加趨勢，常可發現優勢鳥群覓食及活動情形，推測除受大環境氣候

變化影響外，亦可能因植被變化影響，鳥類遷移至水庫集水區周圍

(測點附近 )林相較好之棲地環境。另外，水庫集水區近幾年擾動減

少，環境較穩定，較適宜鳥類活動，亦可能促使鳥類種數及數量增

加潛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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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哺乳類  

水庫集水區歷年哺乳類種類及數量主要受季節影響，大部分哺

乳類於春夏季為繁殖生長季節，所記錄物種較多，秋冬季氣溫較低

則轉為蟄伏甚至冬眠，所記錄物種較少。  

水庫集水區歷年哺乳類監測結果，由於 100 年度採用蝙蝠偵測

器 (Anabat SD1 系統 )，可監測到較多翼手目動物，致使種數及數量

明顯較 99 年度前增加，其中以本年度 (110 年 )哺乳類年平均數量最

高。本年度監測結果哺乳類年平均數量為歷年最高，近年種數及年

平均數量波動變化平穩，應與環境穩定有關。  

依據施工前 (92 年第 2 季 )及停工期間 (93 年第 2 季至 95 年第 1

季 )監測結果，優勢種以東亞家蝠、臺灣彌猴為主；施工期間 (95

年第 2 季開始 )優勢種則多以臺灣獼猴、赤腹松鼠為主，小型囓齒

目物種記錄情形較過去減少，以臺灣獼猴、東亞家蝠、臭鼩為主要

優勢物種。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過去保育類物

種僅記錄食蟹獴 1 種。本年度監測結果亦雷同。  

與環評期間比對水庫集水區環評期間各季記錄種數介於 8 種

~9 種之間；施工前及停工期間種數介於 8 種~13 種之間；施工期

間介於 2 種 ~16 種之間；施工兼營運期間則介於 11~16 種。由結果

得知， 96 年第 3 季前種數較環評期間多， 96 年 6 月大壩工程開工

後，水庫集水區哺乳類種數大幅減少，最低甚至只有 2 種。主要因

翼手目、小型囓齒目、食蟲目物種數量減少，如東亞家蝠、摺翅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 、 小 黃 腹 鼠 (Rattus losea) 、 溝 鼠 (R. 

norvegicus )、臭鼩等。部分物種於 97 年~98 年可能受工程干擾，

造成族群數量有減少或往外遷移；相較於 97 年 ~98 年監測結果，

99 年哺乳類種數略微增加，但數量仍較少，主要因受工程行為而

有所影響。自 100 年開始哺乳類種數及數量則有增加趨勢，主要係

因於 100 年度採用最新蝙蝠偵測器 (Anabat SD1 系統 )，故可偵測到

較多蝙蝠種類及數量。  

整體而言，哺乳類種數及數量有逐漸增加趨勢，尤以蝙蝠類數

量增加較為明顯，然而近年來種數及數量變化則趨近平緩，可能與

水庫集水區近幾年擾動減少，環境較穩定，較適宜哺乳類活動有關。 

(三 )兩棲類  

水庫集水區歷年兩棲類除少數種類如盤古蟾蜍、莫氏樹蛙、梭

德氏赤蛙等會利用冬季進行繁殖之外，大部分兩棲類均以春夏季為

繁殖生長季節；兩棲類為外溫動物，受外界溫度影響甚鉅，秋冬季

氣溫較低，活動也會減少。  

水庫集水區歷年兩棲類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兩棲類年平均數

量最高，主要是 100 年第 4 季監測期間恰逢梭德氏赤蛙大量發生聚

集繁殖，故記錄數量大幅增加。自 107 年度起種數變化趨於平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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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監測結果兩棲類種數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數量為歷年最高

係因監測到小雨蛙大發生。  

歷年優勢種仍有部分差異，主要記錄較多之物種包括盤古蟾

蜍、小雨蛙、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澤蛙、梭德氏赤

蛙、日本樹蛙與面天樹蛙等。96 年第 3 季後就沒有保育類的紀錄，

主要因 98 年 3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年度以小雨蛙為主要優勢物

種。本區目前所記錄之保育蛙類皆從名錄中除名，修正為一般物

種。本年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過去環評監測範圍為湖山水庫計畫區、湖南水庫計畫區與桶頭

攔河堰等 3 處，監測時間為 82 年 7 月至 84 年 1 月，共記錄 9 種兩

棲類。監測時程自 92 年開始，共累計記錄 20 種兩棲類，佔臺灣蛙

類的三分之二。  

整體而言，100 年第 4 季監測期間恰逢梭德氏赤蛙大量發生聚

集繁殖，致使 100 年兩棲類數量大幅增加外，100 年後種數與數量

逐漸穩定，波動變化較少。營運期間 (105~110 年度 )種數及數量皆

於歷年範圍內。本年度亦監測到小雨蛙大發生，致監測數量較往年

高。  

(四 )爬蟲類  

大部分爬蟲類均以春夏季為繁殖生長季節；另爬蟲類為外溫動

物，受外界溫度影響甚鉅，秋冬季氣溫較低，活動力較為減少。  

水庫集水區歷年爬蟲類監測結果，以 103 年度爬蟲類年平均數

量最高。於施工期間 100 年度種數及數量持續升上，至 104 年後趨

於平緩穩定。本年度監測結果爬蟲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皆介於歷年

波動範圍內。  

歷年監測主要優勢種多為印度蜓蜥、蝎虎類、斯文豪氏攀蜥。

以蝎虎為主要優勢物種。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

過去保育類物種記錄 5 種，包括 1 種瀕臨絕種保育類 (食蛇龜 )以及

4 種 其 他 應 予 保 育 類 ( 梭 德 氏 草 蜥 (T. sauteri) 、 環 紋 赤 蛇

(Hemibugnarus macclellandi ) 、 斯 文 豪 氏 游 蛇 、 錦 蛇 (Elaphe 

taeniura))。本年度監測到 1 種瀕臨絕種保育類爬蟲類 (食蛇龜 )。  

過去環評監測範圍為湖山水庫計畫區、湖南水庫計畫區與桶頭

攔河堰等 3 處，監測時間為 82 年 7 月至 84 年 1 月，共記錄 6 種爬

蟲類。 97 年~98 年種類及數量略微降低，除主要受氣候影響 (如颱

風 )外，部分測點因工程進行而往高處遷移，導致較常出沒活動於

河床溪谷的物種觀察記錄數量減少。自 100 年開始，種數略微增

加，隨後保持平穩。數量上則是自 103 年明顯增加，尤其以蝎虎類

變化較多，可能是源於施工後人為擾動環境面積加大，使得適應人

為環境的蝎虎開始進駐。  

整體而言，爬蟲類種數及數量於 103 年度增加較為明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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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以後，種數及數量變化逐漸下降，近年來則趨近平緩，應與

環境穩定有關。  

(五 )蝴蝶類  

蝴蝶類以春夏季為活動高峰，物種、分布及數量均受食草及蜜

源影響，秋冬季則因氣溫低、食物及蜜源減少，蝴蝶種類及活動力

均低，但白粉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及黃蝶 (Eurema hecabe )等

少數種類，因耐低溫且十字花科的作物 (高麗菜、蘿蔔、小白菜等 )

多，仍常可見其活動。  

水庫集水區歷年蝴蝶類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蝴蝶類年平均數

量最高，且於施工期間 103 年度數量降至最低，104 年後年平均數

量變化平緩，應與 102、 103 年部分測線施工， 107 年 Q 測線綠美

化工程，造成部分植被遭剷除、揚塵，讓蝴蝶類食物來源減少。本

年度監測結果蝴蝶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皆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  

歷年主要優勢種多為白粉蝶、緣點白粉蝶 (Pi. canidia )、藍灰

蝶、黃蝶、遷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本年度以藍灰蝶為主要優

勢物種。歷季保育類物種僅記錄 1 種，為曙鳳蝶 (Atrophaneura 

horishana)。本年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蝴蝶類種數尚屬穩定，數量自 102 年開始有逐漸減

少的趨勢， 104 年數量雖有略有回升，但仍然偏低，可能與 103、

104 年部份測線 (如 G3~G6)開始施工，造成植被遭剷除、揚塵，讓

蝴蝶類食物來源減少。 105 年至 109 年蝴蝶類數量回升速度緩慢，

可能與 107 年於 Q 測線有綠美化工程，G 測線有河川防淤工程，

109 年初 N 測線仍有第二原水管工程，機具進出庫區且因揚塵影

響，造成蝴蝶類監測數量無法穩定回升。  

2.7.2 引水工程區 

因應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三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之變更，故自 100

年第 2 季起新增引水工程沿線之生態環境監測計畫，陸域生態監測範圍為

引水工程基地及其周圍外推 500 公尺，以及引水隧道上方兩側 200 公尺範

圍內，共計 10 個測點。本計畫陸域動物監測項目包括哺乳類、兩棲類、爬

蟲類、鳥類及蝴蝶類，監測頻率為每季 1 次。配合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四

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之變更，自 101 年第 2 季起各項動物監測努力量

則依據 100 年 7 月最新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每次監測均進行三

重複次數努力量，各項動物監測則以每三日為一次的重複量，共進行三次

重複，以三次重複的各物種之最大值呈現。鳥類為每日出後三小時及每次

重複量的第 1 日晚上則進行夜間監測，地棲性哺乳類於第 1 天佈籠，之後

每日早上巡視鼠籠，蝙蝠類則於夜間監測，兩棲類及爬蟲類為每日早上及

每次重複量的第 1 日夜間進行監測，其中夜間監測由於本計畫監測點位較

多，考量範圍及時間因素，故以兩組監測人員分別進行監測，蝴蝶類則於

早上進行。監測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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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監測成果  

(一 )種屬組成及數量  

本年度鳥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13 目 32 科 56 種 2,722 隻次，以

陸生性鳥種為主。由於監測範圍內包括山澗、溪流等水域環境，因

此亦可發現水鳥，如翠鳥、白鶺鴒、灰鶺鴒、小環頸鴴、小白鷺、

中白鷺及夜鷺等 7 種。依據台灣野鳥圖鑑 (王嘉雄等，1991)、台灣

鳥類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10)、台灣鳥類名錄 (中華民

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20)，除了朱鸝、藍腹鷴為不普遍

物種，白腰鵲鴝 (引進種 )為局部普遍種外，其餘鳥種均為臺灣西部

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普遍常見物種。  

本年度哺乳類監測結果共記錄到 6 目 10 科 17 種 370 隻次。依

據 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 (邵廣昭等， 2008)、台灣的蝙

蝠 (林良恭， 2004)、台灣哺乳動物 (祁偉廉， 2008)，所記錄的物種

中，尖鼠科及鼠科皆為實際捕獲紀錄；蝙蝠科均為超音波偵測紀

錄；臺灣獼猴、赤腹松鼠為目擊紀錄；臺灣鼴鼠為洞穴痕跡紀錄；

臺灣野兔及鼬獾排遺紀錄；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為目擊

紀錄。除了白鼻心為不普遍種，均為臺灣西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普

遍常見物種。  

本年度兩棲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6 科 13 種 558 隻次，主要出現

於溪流環境。依據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第二版 )(呂光洋等，

2002)、賞蛙圖鑑 -台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 (第二版 )(楊懿如，2002)，

除黑蒙西氏小雨蛙為局部普遍種外，其餘所記錄到的物種皆為臺灣

西部常見物種。  

本年度爬蟲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6 科 11 種 211 隻次，多出現於

次生林、林緣及草生灌叢等環境。依據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第

二版 )(呂光洋等， 2002)，除了古氏草蜥、臺灣草蜥及印度蜓蜥為

局部普遍種外，其餘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環境常見

物種。  

本年度蝴蝶類監測結果共記錄 5 科 12 亞科 64 種 1,049 隻次，

多出現於次生林、林緣、草生灌叢與溪流等環境。依據台灣蝶圖鑑

第一、二、三卷 (徐堉峰， 2000、2002、 2006)、台灣蝶類生態大圖

鑑 (濱野榮次，1987)，所記錄的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環境常見物種。  

(二 )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本年度監測共記錄臺灣特有種 18 種 (臺灣竹雞、五色鳥、繡眼

畫眉、大彎嘴、小彎嘴、臺灣獼猴、台灣小蹄鼻蝠、黃頸蝠、山家

蝠、長趾鼠耳蝠、盤古蟾蜍、梭德氏赤蛙、褐樹蛙、面天樹蛙、莫

氏樹蛙、斯文豪氏攀蜥、蓬萊草蜥、寶島波眼蝶 )，以及 27 種臺灣

特有亞種  (大冠鷲、鳳頭蒼鷹、棕三趾鶉、金背鳩、黃嘴角鴞、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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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鴞、南亞夜鷹、小雨燕、紅嘴黑鵯、白頭翁、白環鸚嘴鵯、白尾

鴝、頭烏線、山紅頭、褐頭鷦鶯、黑枕藍鶲、朱鸝、大卷尾、小卷

尾、樹鵲、臺灣鼴鼠、堀川氏棕蝠、赤腹松鼠、大赤鼯鼠、臺灣野

兔、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白鼻心 )。  

(三 )保育類物種 (如圖 2.7-2 所示 ) 

本年度監測共記錄 5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 (大冠鷲、鳳頭蒼鷹、

黃嘴角鴞、領角鴞、朱鸝 )，以及 2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 (紅尾伯勞、

白尾鴝 )。  

(四 )優勢種群  

本年度鳥類監測以白頭翁為優勢鳥種；哺乳類因行蹤隱蔽而不

易觀察，若以觀察與捕捉紀錄來看，蝙蝠類以山家蝠最為優勢，樹

棲性哺乳類以臺灣獼猴較為優勢，地棲性哺乳類則以小黃腹鼠較為

優勢；小雨蛙為較優勢的兩棲類；爬蟲類以疣尾蝎虎為優勢物種；

藍灰蝶為蝴蝶類中數量較為優勢的物種。  

(五 )鳥類之遷徙屬性  

本年度監測所記錄的 68 種鳥類中，其中包含 3 種夏候鳥 (家

燕、北方中杜鵑、小白鷺 )、3 種冬候鳥 (紅尾伯勞、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以及 4 種籠中逸

鳥 (白尾八哥、家八哥、白腰鵲鴝、野鴿 )。由監測紀錄可得知，本

區監測範圍內之鳥類主要是以留鳥族群所組成。  

(六 )多樣性與均勻度估算  

本年度各季鳥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3.07~3.56，數值偏高，顯

示鳥種多樣性相當豐富。均勻度指數 E 介於 0.48~0.89，數值屬偏

高，顯示此地鳥類在不同物種間個體數分配均勻。  

本年度各季哺乳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24~2.37，數值中等，

顯示哺乳類多樣性中等。均勻度指數 E 介於 0.31~0.80，數値中間

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數分配均勻。  

本年度各季兩棲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91~2.10，數值屬中

等，顯示本區兩棲類多樣性中等，物種多樣性尚屬豐富。均勻度指

數 E 介於 0.37~0.83，數値屬中間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

數分配均勻。  

本年度各季爬蟲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54~1.96，數值中等偏

低 ， 顯 示 本 區 爬 蟲 類 多 樣 性 不 甚 豐 富 。 均 勻 度 指 數 E 介 於

0.40~0.83，數値中間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數分配均勻。 

本年度各季蝴蝶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3.02~3.45 數值偏高，顯

示 本區 蝴 蝶 類多 樣 性 偏高 ， 種 數量 豐 富 。均 勻 度 指 數 E 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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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0.87，數値偏高，顯示在有限的種數中個體數分配均勻。  

二、歷年監測結果  

(一 )鳥類  

大部分鳥類均以春夏為繁殖生長季節，秋冬季則為冬候鳥造訪

期間，因此種類上較春夏來得豐富；而 4 月、9 月則為過境鳥暫時

停留臺灣之時期，則有可能記錄部分稀有鳥種。本區域自完工後，

已無工程進行，且多數測點車輛無法抵達，因此其物種波動多屬自

然因素。  

引水工程區歷年鳥類監測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年平均數量最

高。於試營運期間 105 年度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相較於施工期間

102~104 年度增加，近年來鳥類種數數量維持穩定，年平均數量略

有波動，但大致較施工後期增加。本年度監測結果鳥類種數及年平

均數量均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  

歷年優勢種以白頭翁、繡眼畫眉、麻雀與小雨燕為主。本年度

以白頭翁為主要優勢物種。歷年保育類物種共記錄到 18 種，包括

鳳頭蒼鷹、松雀鷹、大冠鷲、林鵰、燕鴴、臺灣山鷓鴣、藍腹鷴、

領 角 鴞 、 黃 嘴 角 鴞 、 八 色 鳥 、 紅 尾 伯 勞 、 臺 灣 畫 眉 (Garrulax 

taewanus)、白尾鴝、鉛色水鶇、灰面鵟鷹、朱鸝、東方蜂鷹及臺

灣藍鵲。本年度監測到保育類物種為大冠鷲、鳳頭蒼鷹、朱鸝、黃

嘴角鴞、領角鴞、紅尾伯勞、白尾鴝。  

整體而言，鳥類種數及數量維持穩定趨勢，應與環境較穩定，

較適宜鳥類活動有關。  

(二 )哺乳類  

引水工程區歷年哺乳類種類及數量主要受季節影響，大部分哺

乳類於春夏季為繁殖生長季節，所記錄物種較多，秋冬季氣溫較低

則轉為蟄伏甚至冬眠，所記錄物種較少。  

引水工程區歷年哺乳類監測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年平均數量

最高。於試營運期間 105 年度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相較於施工期間

104 年度增加，近年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趨於平穩。本年度哺乳類

種數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年平均數量略高於逆年波動。  

歷年優勢種多以翼手目動物為主，如摺翅蝠、東亞家蝠、長趾

鼠耳蝠等。本年度以臺灣獼猴、東亞家蝠及臭鼩為主要優勢物種。

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過去保育類物種共僅錄到

1 種，為食蟹獴，屬於次生林及溪流環境不普遍哺乳類。本年度無

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哺乳類種數自 101 年起有略微減少的趨勢，主要是

地棲性物種如鼠科、蝙蝠科等記錄頻率漸少，推測是過往隨引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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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區工程的影響，使得動物遷移至其他干擾較輕的地區。另外，引

水工程區測點 1、2 於 107 年第 1、2 季監測時有記錄明顯的人為整

地；107 年第 3、4 季及 108 年第 1、2 季則因河床不穩，常有土石

滑動及滑落跡象，環境未穩定且裸露，造成哺乳類動物稍遠離，致

使種數及數量有略微減少。本年度雖無明顯土石滑落跡象，由於番

婆夾坑溪為乾溝環境特性故長期有局部山坳裸露現象，且其河床兩

側的山壁落差高，造成哺乳類動物稍遠離，後續將持續監測種類及

數量變化。後續將持續監測。  

(三 )兩棲類  

兩棲類除少數種類如盤古蟾蜍、莫氏樹蛙、梭德氏赤蛙等會利

用冬季進行繁殖之外，大部分兩棲類均以春夏季為繁殖生長季節；

兩棲類為外溫動物，受外界溫度影響甚鉅，秋冬季氣溫較低，活動

也會減少。  

引水工程區歷年兩棲類監測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年平均數量

最高。近年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趨於平穩，年平均數量仍不及施工

初期 100 年度的二分之一。本年度兩棲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介於歷

年波動範圍內。  

歷年優勢種以澤蛙為主，本年度以日本樹蛙及澤蛙為主要優勢

物種。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過去保育類物種無

紀錄。本年度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引水工程區種數及數量大致維持平穩。其中，數量

自 101 年第 1 季開始減少趨勢，另外幽情谷於 103 年第 1 季開始剷

除植被，溪澗因工程便道而受移動、污染，以致許多兩棲類棲地受

干擾所致。另外，兩棲類數量仍無法回升，推測仍可能係因 107

年第 1 季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1、2 有明顯的人為整地，107 年第 3、

4 季及 108 年第 1、2 季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1、2 有明顯的明顯土石

滑落跡象，目前環境尚屬穩定，本區域測點多屬水量不穩區域，尤

其番婆夾坑溪除豐水期有少量水流外，其餘季次多為乾涸，因土石

不穩常有波動造成兩棲類較不適應，應與環境擾動後，適宜的棲地

仍少有關。  

(四 )爬蟲類  

大部分爬蟲類均以春夏季為繁殖生長季節；另爬蟲類為外溫動

物，受外界溫度影響甚鉅，秋冬季氣溫較低，活動力較為減少。  

引水工程區歷年爬蟲類監測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年平均數量

最高。種數及年平均數量逐年降低，至 104 年種數及數量均趨於平

穩。本年度爬蟲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  

歷年優勢種以疣尾蝎虎為主，本年度亦以疣尾蝎虎為主要優勢

物種。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過去保育類物種僅

記錄 1 種，係為錦蛇。本年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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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引水工程區種數有減少趨勢，可能與先期施工及施

工面積增大有關。因 107 年第 1、2 季監測時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1、

2 有記錄明顯的人為整地，又於 107 年第 3、 4 季及 108 年第 1、 2

季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1、 2 有明顯的明顯土石滑落跡象，另外於測

點 3 土石不穩常有波動造成爬蟲類較不適應，推估應與環境擾動

後，造成適宜的棲地減少有關。然而目前工程雖已完工，但種數及

數量未完全回復，目前大致呈現穩定的季節性波動；數量則隨季節

有所波動，通常春夏季較多。  

(五 )蝴蝶類  

蝴蝶類以春夏季為活動高峰，物種、分布及數量均受食草及蜜

源影響，秋冬季則因氣溫低、食物及蜜源減少，蝴蝶種類及活動力

均低，但白粉蝶及黃蝶等少數種類，因耐低溫且十字花科的作物 (

高麗菜、蘿蔔、小白菜等 )多，仍常可見其活動。  

引水工程區歷年蝴蝶類監測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年平均數量

最高。自 101 年起，年平均數量逐年降低，至 104 年年平均數量均

趨於平穩，種數則變化較不明顯。本年度蝴蝶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

均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  

歷年優勢種以白粉蝶、緣點白粉蝶、遷粉蝶、豆環蛺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及藍灰蝶為主。本年度以藍灰蝶為主要優勢物種。

本年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蝴蝶類種數尚屬穩定，惟數量略為下降，推測可能

與引水工程區工程範圍較大有關，由於裸地比例大，使得蝴蝶類的

蜜源及食草來源減少，即使工程雖於 105 年底完工，但受環境變化

影響，數量仍不及施工前監測之數量。此外， 107 年第 1、 2 季監

測時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1、2 的人為整地，又於 107 年第 3、4 季及

108 年第 1 季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1、2 有明顯的明顯土石滑落跡象，

目前環境尚屬穩定，但植物生長尚未恢復，植物覆蓋面積仍低。另

外，於引水工程區測點 3 則因土石較不穩常有變動，河床上植物生

長情形較為不良且種類少，多數蝴蝶於兩側樹林活動，測點範圍則

以飛行經過為主，整體數量尚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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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3  水庫集水區歷年哺乳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7-4  水庫集水區歷年兩棲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7-5  水庫集水區歷年爬蟲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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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6  水庫集水區歷年鳥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7-7  水庫集水區歷年蝴蝶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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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8  引水工程區歷年哺乳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7-9  引水工程區歷年兩棲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7-10  引水工程區歷年爬蟲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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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1  引水工程區歷年鳥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7-12  引水工程區歷年蝴蝶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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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3  湖山水庫水位升高後陸域動物及植物測點變更(105 年 7 月) 

 
原陸域動物樣線 

 
調整後陸域動物樣線 B、C、D、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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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3 湖山水庫水位升高後陸域動物及植物測點變更(105 年 7 月)(續) 

 

 
原陸域植物測點 

 
調整後陸域植物測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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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4 湖山水庫陸域植物測點變更(108 年 4 月) 

 
原陸域植物測點 

 
調整後陸域植物測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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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湖山水庫水位升高後陸域生態測點變更(105 年 7 月) 

 

 

測線/測

點 

蓄水後影響 建議 變更後續影響的課題 

B 

B1、B2 將因蓄水

淹沒，其他測點

仍可抵達，但路

程需增加約 40分

鐘 

將 B1、B2 往

B8 方向延伸 

B1、B2 目前位於幽情谷入口

處，環境屬凹谷，樹 

林較少，變更後將以樹林為

主，且後續比對將略有差異(

灌叢生物減少，樹林物種略

增) 

C 

仍可監測但可能

淹沒，路程需增

加約 40 分鐘 

改設置為庫區

東北邊的 R 測

線 

棲地環境類似 

D 

全部淹沒，無法

監測 

改設置於大壩

沿線至觀景台

周邊上 Q 測線 

設於大壩上，因一側為水域

一側為草地，可觀看鳥類變

化，其他生物亦可觀察，但

可能數量較少。 

G 

G3、G4、G6 可

能受蓄水淹沒 

將 G3、G4、

G6 往庫區遷

建道路挪動 

G3、G4 因過往擾動，閒置後

周邊環境以草生灌叢為主，

如挪動後環境及物種將有局

部變更，且後續比對將略有

差異(灌叢生物減少，耐擾動

物種或水鳥增加) 

O 

全部淹沒，無法

監測 

改設於 G9 周

邊農用道路的

P 測線 

1.O 測線現況為溪谷環境，周

邊以草生灌叢為主 

2.改設於 G9 周邊的農用道

路，環境較不受干擾，但環

境差異較大，以樹林為主 

M 不受影響 ─ ─ 

N 不受影響 ─ ─ 

植物測

點 

測點 3 將被淹沒 改設於 G9 周

邊的農用道路

周邊 

距離不遠，物種及數量略有

差異，但差異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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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陸域植物 

2.8.1 水庫集水區 

本計畫區植被大致為次生林、竹林或果園，目前多處經人為開發，屬

人為擾動較頻繁區域，易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度均偏低，無法顯

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相。為瞭解監測範圍內植群之可能變化與當地稀有

鳥種八色鳥之棲地，測點之選擇以人為擾動較少自然度較高區域為主。由

於施工陸續展開，99 年第 1 季監測期間發現，原本測點 2、測點 5 及測點 9

已遭工程干擾而無法繼續監測， 103 年第 1 季監測發現測點 1、 10、 11 及

12 因大壩工程已進入施工末期，為確保水庫未來蓄水後之水質，位於淹沒

區範圍內之地表須進行必要之地表清除，因此無法繼續監測，故本計畫延

續先前植物測點 3、 4、 6、 7 及 8，共 5 個測點進行監測。 105 年第 4 季將

測點植物測點 4、6 及 7 劃入自然生態保留與復育區討論，故本計畫延續先

前植物測點 3 及 8，共 2 個測點進行監測。另外，測點 8 於 108 第 1 季監測

期間，測點因周邊私人農場整地，造成測點植被破壞，因此於 108 年第 2

季更換監測位置。監測結果如以下說明。  

一、植被概況  

本區域大致以次生林、廢棄果園、檳榔園、竹林及草生地等為主，

目前庫區範圍內因已進入試營運期，水庫已開始蓄水，而各植被環境

現況說明如下：  

(一 )次生林  

此類植被為本區域自然度最高環境，主要分布於坡地人為擾動

較少區域，林內少有大徑木，多為中小徑木，經長期自然演替已有

大量物種進駐，如咬人狗 (Dendrocnide meyeniana )、澀葉榕 (Ficus 

irisana)、大冇榕 (Ficus septica )、豬母乳 (Ficus fistulosa)、九節木

(Psychotria rubra )、鵝掌柴 (Schefflera octophylla )、山香圓 (Turpinia 

formosana)及火筒樹 (Leea guineensis )等，與低海拔之榕楠原始林相

似，其物種以桑科榕屬為主，如未受人為擾動將可演替為榕楠林。

施工前因人為干擾較少，林分結構較完整，施工期間因整地和蓄水

準備移除部分次生林，未受影響的次生林演替狀況良好，進入試營

運期後水庫開始蓄水，因此植被面積減少，目前水庫試營運對於周

邊植被類型的影響，尚無明顯變化。  

(二 )廢棄果園  

此類植被在監測範圍內佔有相當大面積，主要以果樹－龍眼樹

(Dimocarpus longan)為主，因長期未整理而有大量物種進駐，而進

駐物種與次生林相似，如咬人狗、澀葉榕、大冇榕、豬母乳、九節

木、鵝掌柴及山香圓，其下層植被目前仍以陽性物種為主，如馬纓

丹 (Lantana camara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銳葉牽牛 (Ipomoea indica )及小桑樹 (Morus 

austral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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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竹林  

多 以 小 區 塊 鑲 嵌 於 各 林 區 內 ， 物 種 以 麻 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為主，竹林下物種較少且多生長不良，以陽性物種或灌

木為主。  

(四 )草生地  

多位於擾動頻繁區域，如開發擾動較少之間隙或新崩塌地，其

物種以禾本科及陽性先驅物種為主，並有少量灌木鑲嵌其中。  

(五 )裸地  

由於本區域內曾有大面積開發，但隨工程的進展及閒置，目前

裸地多由草生灌叢取代，因此裸地面積逐漸縮小。  

(六 )水庫水域  

目前水庫已進入試營運階段，水庫已開始蓄水且水位幾乎達滿

水位狀態，周邊仍有大面積草生灌叢生長。  

二、植物物種組成  

(一 )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共發現植物 119 科 365 屬 485 種。依植物型態區分，包

括 98 種喬木， 72 種灌木， 70 種藤本， 245 種草本，以草本植物為

主 (50.5%)；依植物屬性區分，包括 33 種特有種 (包含 8 種特有變種

和 1 種特有品型 )、 346 種原生種， 77 種歸化種， 30 種栽培種，以

原生物種最多 (71.3%)。  

水庫集水區工程已完成，除水庫集水區的水位變化，其餘區域

因無明顯擾動，大致屬季節性波動，對分布較廣之物種則影響較

小，但仍須加以關注稀有植物的生長是否受影響。整體而言，本年

度物種數變化不大，且主要以陽性物種為優勢，各物種演替及增

長，物種數漸回復穩定。  

(二 )歷年監測成果  

歷年陸域植物監測結果，大部分之植物以春夏季為生長繁衍季

節，且與雨量等氣候因子較為相關。一般而言，春、夏季或多雨季

節，大部分植物處於生長、開花的物候階段，因此所發現之植物種

類將較為豐富；秋、冬季等乾燥季節，部分草本植物則處乾枯時期，

所記錄之植物種類將較少。比較 93 至 110 年歷年監測資料，陸域

植物的科數介於 93~118 科之間，以 100 年度最高；種數介於 327~514

種之間，以 102 年度最高。  

由歷年監測結果可知，其種數為當年度累加資料，僅記錄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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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或現有物種，較無法觀測出季節變化所造成之影響；歷年所增加

之物種多為原生種並有部分的歸化種及栽培種，因此推測可能是由

原有之種子庫萌發，或由鄰近區域因人為或其他自然因素所帶入，

另外，部分物種為季節性物種或休眠性物種，僅於固定季節始可發

現。歷年監測結果，植物形態以草本植物為主，其次為喬木，灌木

及藤本種數較少；植物屬性主要多為原生物種，其次則為歸化種及

栽培種。  

三、臺灣特有種  

(一 )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監測共記錄 33 種特有種 (其中包含 8 種特有變種和 1 種

特 有 品 型 ) ， 分 別 為 樟 葉 槭 (Acer albopurpurascens )、 青 楓 (Acer 

serrulatum) 、 布 朗 藤 (Heterostemma browni ) 、 瓜 葉 馬 兜 鈴

(Aristolochia cucurbitifolia )、岩生秋海棠 (Begonia ravenii )、黃肉樹

(Litsea hypophaea)、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疏花魚藤 (Derris 

laxif lora) 、 山 芙 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 、 土 防 己 (Cyclea 

gracillima) 、 桶 鉤 藤 (Rhamnus formosana) 、 薄 葉 玉 心 花 (Tarenna 

gracilipes )、臺灣 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山香圓、烏皮九芎

(Styrax formosana)、 石 朴 (Celtis formosana)、 圓 果 冷 水 麻 (Pilea 

rotundinucula ) 、 翼 莖 粉 藤 (Cissus pteroclada) 、 三 葉 崖 爬 藤

(Tetrastigma formosanum )、臺灣青芋 (Colocasia formosana )、臺灣

油點草 (Tricyrtis formosana )、桂竹 (Phyllostachys makinoi)、臺灣矢

竹 (Pseudosasa usawai )及三奈 (Zingiber kawagoii )； 8 種特有變種，

分別為田代氏澤蘭 (Eupatorium clematideum var.  clematideum)、三

斗石櫟 (Lithocarpus hancei  var. ternaticupula )、大葉楠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 圓 葉 布 勒 德 藤 (Bredia hirsuta  var.  

rotundifolia ) 、 玉 山 紫 金 牛 (Ardisia cornudentata  subsp. 

morrisonensis  var.  morrisonensis ) 、 臺 灣 何 首 烏 (Polygonum 

multif lorum  var. hypoleucum)、山油點草 (Tricyrtis  formosana  var.  

stolonifera )、臺灣芭蕉 (Musa basjoo  var.  formosana )； 1 種特有品

型，為山枇杷 (Eriobotrya deflexa  forma deflexa)。  

(二 )歷年監測成果 (如圖 2.8-1) 

自 93 至 110 年歷年度監測結果，臺灣特有種 (包含特有變種和

特有品型 )的種數介於 21~33 種之間，以 100 年和 101 年最高。  

四、稀特有植物  

稀特有植物中記錄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公告環評

等級為 3 之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圓葉布勒德藤 1 種，圓葉布勒德藤主

要零星分布於幽情谷一帶，因前期的施工階段水庫挖掘工程造成族群

減少，於現階段進入試營運期後擾動減少，爰監測留存族群數量維持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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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測點監測分析  

水庫集水區原有 5 處測點 (測點 3、 4、 6、 7 及 8)，其中 3 處測點 (

測點 4、6 及 7)位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內，因報告內文另將自然生

態保留及復育區以獨立章節方式呈現，因此，測點 4、測點 6 及測點 7

將改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一節中說明，本節僅說明測點 3 及測點 8。 

(一 )組成分析  

1.測點 3 

本測點原位於南勢坑溪支流崙尾坑溪，海拔高度約 196 公

尺，因試營運期後水庫開始蓄水造成道路無法通行，於 105 年

第 3 季更換監測位置。新測點位於舊測點東南側約 400 公尺處，

植被類型均屬人為擾動後自然演替而成，但由於本區域人為擾

動較少，因此物種及植株數量均多。整體而言，植被上層以龍

眼 樹 最 為 優 勢 ， 其 他 尚 有 三 斗 石 櫟 、 大 香 葉 樹 (Lindera 

megaphylla)、白匏子 (Mallotus paniculatus)和石苓舅 (Glycosmis  

citri folia )等，徑級多為中徑木；下層植被由於林下較潮濕，因

此有明顯優勢物種，地被層物種依覆蓋度由高至低排列分別為

冷 清 草 (Elatostema lineolatum var.  majus) 、 山 棕 (Arenga 

engleri) 、 細 葉 複 葉 耳 蕨 (Archniodes aristata ) 、 拎 樹 藤

(Epipremnum pinnatum )、龍船花 (Clerodendrum kaempferi )和柚葉

藤藤 (Pothos chinensis)等物種，其餘物種覆蓋度均未達 5%。110

年各季物種組成及覆蓋度均無太大變化，僅略有季節性消長。  

2.測點 8 

本測點原位於基地外邊緣且鄰近道路，海拔高度約 130 公

尺，本區屬廢棄果園。然而，於 108 第 1 季監測期間，測點受

私人農場整地影響，造成測點植被破壞，因此於 108 年第 2 季

更換監測位置。新測點位於原測點東北側，通往自然生態保留

及復育區路上，緊鄰北勢坑溪，仍屬於基地外邊緣。新設置測

點的人為干擾較原測點小，因此以演替初期物種為主，地被物

種數也較原測點多，測點內上層植被以白匏子最為優勢，其次

為香楠及菲律賓榕 (Ficus ampelas)；下層植被以以香楠為主要優

勢 種 ， 其 餘 尚 有 芒 萁 (Dicranopteris linearis) 、 粗 毛 鱗 蓋 蕨

(Microlepia strigosa)、海金沙、玉山紫金牛等植物，其餘物種覆

蓋度均未達 5%，測點內優勢物種多為演替初期和低海拔次生林

常見物種，顯示測點演替時序不長，但由於人為干擾較小，因

此測點內物種多樣性較高，本年度因無明顯擾動，樣區以季節

性波動為主。  

(二 )均勻度分析  

1.木本歧異度  

各測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77～ 1.81，最優勢度指數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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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5.12～ 5.24，均勻度指數 (ES)介於 0.81～ 0.87；大致而言，

物種越豐富或越少單一優勢種情況發生，則其均勻度越高，測

點 3 和 8 均勻度屬良好級別，反之則單ㄧ優勢種越是明顯。測

點內因人為干擾較少，測點內物種組成與株數與上年度無太大

變化，因此歧異度及均勻度並無太大差異。  

2.草本歧異度  

各測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2.85～ 2.89，最優勢度指數 (N2)

介於 12.69～ 12.8，均勻度指數 (ES)介於 0.69～ 0.73；本年度測

點 3 和 8 物種數皆相當豐富，但均有少量優勢物種，其中測點 8

較不明顯，因此測點 3 均勻度為中等級別，測點 8 為均等級別。

一般而言，草本植物之均勻度較木本植物低，主要原因是林下

環境受樹冠遮蔽影響，物種大多為耐蔭物種，而樹冠孔隙下方

則會出現少量陽性物種，故物種組成較不平均。由於測點 3 於

105 年第 2 季受水庫集水區開始試營運期間蓄水影響無法監

測；測點 8 於 108 年第 2 季受鄰近私人農場破壞無法監測，皆

曾經另設置新測點進行監測，造成資料有不連續性情形，目前

測點大致屬穩定。  

(三 )歷年監測成果  

監測測點之植物除 99 年第 1 季於測點 2 及測點 9 及 101 年第

3 季於水庫集水區測點 5 已遭階段性工程施作而無法監測。101 年

第 4 季引水工程區測點 1、 2 因風災導致部分測點受損。 102 年第

3 季於水庫集水區測點 11 發現約半數測點遭崩塌土石覆蓋，後於

102 年第 4 季監測於水庫集水區測點 11 發現仍有部份遭受崩塌土

石覆蓋，但該情形為天然擾動且不影響後續監測，故持續進行監

測， 103 年第 1 季水庫集水區 1、 10、 11 及 12 因大壩工程已進入

施工末期，為確保水庫未來蓄水後之水質無虞，位於淹沒區範圍

內之地表須進行必要之地表清除，以避免影響監測工作。因測點

4、 6 和 7 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範圍，故 105 年第 4 季起將

其移至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討論。本計畫延續先前植物測點 3

及 8，共 2 個測點進行監測，該 2 個測點本年度植被變化不大，唯

測點 8 因接近道路與農地，易受到農業活動影響，上層喬木曾於

104 年第 2 季受到人為干擾，造成林下光度增強，許多草本植物因

而快速生長茂盛，106 年第 1 季為種植綠美化植栽導致地被清除，

108 年第 1 季因鄰近農場整地導致損毀，於 108 年第 2 季更換監測

位置造成資料有不連續性；測點 3 於 105 年第 2 季受水庫集水區

開始試營運期間蓄水影響無法監測，因而另設置新測點造成資料

有不連續性。110 年並無明顯施工，環境大致呈現穩定，主要為季

節性波動。  

2.8.2 引水工程區 

因應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第三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之變更，故自 100

年第 2 季起新增引水工程區沿線之生態環境監測計畫，陸域生態監測範圍

為引水工程基地及其周圍外推 500 公尺，以及引水隧道上方兩側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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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本計畫區植被大致為次生林、竹林、果園、草生灌叢、農耕地、

河川、裸地及人工建物等，目前多處經人為開發，屬人為擾動較頻繁區域，

易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度均偏低，無法顯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

相。為瞭解監測範圍內植群之可能變化，測點之選擇以人為擾動較少自然

度較高區域為主，共 4 個測點進行監測，監測結果如以下說明。  

一、植被概況  

本區域大致以次生林、廢棄果園、檳榔園、竹林及草生地等為主，

目前基地範圍內均已完工，而各植被環境現況說明如下：  

(一 )次生林  

此類型植被為本區自然度最高的植被類型，目前植被大致呈現

演替初期至中期階段，部份區域則因地形陡峭不易抵達，且擾動少

而有較好之林相。經監測發現，本區次生林先前曾有居民種植及採

收竹子，故林內有大量竹叢鑲嵌其中或成片生長，但部分演替較好

的區域，林相已漸回復至低海拔榕楠林之結構。目前林中之自然演

替仍不斷進行，林相結構尚稱良好，且天然下種更新亦佳，上層木

本 物 種 主 要 以 土 肉 桂 (Cinnamomum osmophloeum) 、 臺 灣 雅 楠

(Phoebe formosana)、澀葉榕、大冇榕、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

大 葉 楠 及 山 香 圓 等 物 種 組 成 ， 下 層 地 被 植 物 則 有 小 花 蔓 澤 蘭

(Mikania micrantha ) 、 毛 蓮 菜 (Elephantopus mollis ) 、 青 苧 麻

(Boehmeria nivea  var. tenacissima ) 、 臺 灣 澤 蘭 (Eupatorium 

cannabinum  subsp. asiaticum) 、 大 冇 榕 、 穿 鞘 花 (Amischotolype 

hispida)、斜方複葉耳蕨 (Arachniodes rhomboides  var. rhomboides )、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冷清草、克氏鱗蓋蕨 (Microlepia krameri )

及觀音座蓮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等物種，依其演替狀況略有差

異，如未受人為擾動將可演替為榕楠林。  

(二 )竹林  

包含天然分布之竹林與人為栽植的物種。大致以桂竹、麻竹及

綠竹 (Bambusa oldhamii )為主，其中以桂竹分布最廣，全區均有分

布，除成片生長，亦可發現成叢的竹林散在次生林中。因竹林有排

他作用，其他物種較難於空隙中生長，僅偶可見大頭艾納香 (Blumea 

riparia  var. megacephala )、倒地蜈蚣 (Torenia concolor )、生根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等草本夾雜其間；人為栽植之竹林皆位於

平地或低海拔區域，主要為綠竹及桂竹，其用途為食用或工藝用，

人為除草及維護動作頻繁，地被植物相亦較單純。  

(三 )果園  

零星分布於各區，種植物種包含檳榔 (Areca catechu )、香蕉

(Musa sapientum)、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柚 (Citrus grandis)等

果樹。底層人為除草頻繁，其下物種及族群量深受人為活動影響，

僅 見 大 花 咸 豐 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菁 芳 草 (Dry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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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dra)、昭和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克非亞草 (Cuphea 

cartagenesis)等先驅草本分布其間。  

(四 )草生灌叢  

主要分布於河床地或溪流沿岸區域及山坡崩塌地上，由自然力

或人為干擾所造成，生長之植被以五節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

白 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 象 草 (Pennisetum 

purpureum)、棕葉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等禾本科植物或大花咸

豐草、山葛 (Pueraria montana )、火炭母草 (Polygonum chinense )及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等陽性草本，並隨演替時程，

陸 續 有 喬 木 小 苗 進 駐 如 血 桐 (Macaranga tanarius ) 、 構 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及山黃麻等苗木。  

(五 )農耕地  

零星分布於各區，面積並不大，以種植茶 (Camellia  sinensis )、

稻 (Oryza sativa)及蔬菜等作物為主，由於人為擾動頻繁，僅餘田埂

有大花咸豐草、菁芳草、昭和草、紫花藿香薊及克非亞草等先驅草

本分布其間。  

(六 )河川  

主要為清水溪及其支流，經監測範圍的東南側區域。河床屬於

天然沖刷而成，水流通過處無植被分布，僅於部分沙洲及河岸兩側

有少量濱水植物，可見者有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subsp. 

ramosissimum ) 、 蘆 竹 (Arundo donax) 、 甜 根 子 草 (Saccharum 

spontaneum)、鴨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等，生長位置受溪水沖蝕影響，不定時會變化。  

(七 )裸地  

區域中以礫石環境組成，以山谷崩塌地為主，其表面幾乎無植

物生長，僅少量陽性草本植物散生其中。  

(八 )人工建物  

包含了房舍、道路、空地及停車場等，是自然度最低之區域。

本區表面幾乎無植物生長，僅少量先驅性草本植物散生其中，所見

皆為人為栽植的行道樹或園藝物種，常見者為馬拉巴栗 (Pachira 

macrocarpa )、金露花 (Duranta repens)、大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絲瓜 (Luffa cylindrica)等。  

二、植物物種組成  

(一 )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共發現植物 109 科 338 屬 459 種，依植物型態區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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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97 種喬木， 69 種灌木， 63 種藤木， 230 種草本，以草本植物

為主 (50.1%)；依植物屬性區分，共包括 32 種特有種 (包含 8 種特有

變種和 1 種特有品型 )、328 種原生種，67 種歸化種，32 種栽培種，

以原生物種最多 (71.4%)，另外，在稀特有植物方面記錄環保署「植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公告環評等級為三之圓葉布勒德藤 1 種。 

(二 )歷年監測成果 (如圖 2.8-2) 

自 100 至 110 年歷年監測結果，陸域植物的科數介於 100~108

之間，以 106 年和 107 年最高；種數介於 388~464 之間，以 108 年

最高。歷年監測結果，植物形態以草本植物為主，其次為喬木，灌

木及藤本較少；植物屬性主要多為原生物種，其次則為歸化種及栽

培種。因山谷崩塌造成裸地的變化以及人為農業活動，造成鄰近物

種進駐，大致而言，物種數變化不大，目前物種仍緩慢增加中，待

環境穩定後，物種數應可逐漸穩定。  

三、臺灣特有種  

(一 )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共記錄 34 種特有種 (其中包含 8 種特有變種和 1 種特有

品型 )，分別為長葉鳳尾蕨、樟葉槭、青楓、岩生秋海棠、土肉桂、

黃肉樹、香楠、疏花魚藤、山芙蓉、土防己、桶鉤藤、菱葉濱榕 (Ficus 

tannoensis )、薄葉玉心花、臺灣欒樹、小花鼠刺 (Itea parviflora )、

山香圓、烏皮九芎、石朴、圓果冷水麻、翼莖粉藤、三葉崖爬藤、

臺灣青芋、桂竹、臺灣矢竹及三奈； 8 種特有變種，分別為田代氏

澤蘭、大葉楠、圓葉布勒德藤、玉山紫金牛、臺灣何首烏、細葉麥

門冬 (Liriope minor  var. angustissima)、山油點草、臺灣芭蕉； 1 種

特有品型，為山枇杷。  

(二 )歷年監測成果  

自 100 至 110 年歷年度監測結果，臺灣特有種的種數介於 23~34

種之間，以 109 年最高，主要為 109 年第 2 季有發現菱葉濱榕，使

臺灣特有種增加 1 種。  

四、稀特有植物  

稀特有植物中記錄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公告環評

等級為 3 之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圓葉布勒德藤 1 種，圓葉布勒德藤主

要記錄於引水工程區隧道上方稜線區域，以及河床開挖工程區之邊坡

草叢中。  

五、植物測點監測分析  

(一 )組成分析  

1.測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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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測點原為環差監測中之測點 3，位於引水工程區上方旱溪

東側坡地上，海拔高度約 381 公尺，坡度約有 45 度，曾經因為

坍塌造成裸露地，但已生長大量植被，故恢復情形良好， 106

年第 3 季約有 20%面積受土石沖刷造成裸露，可見裸露地區逐

漸恢復植被，但地表土壤仍顯鬆動。因當地樹冠仍茂密加上落

葉與卵石組成之基質較不穩定且乾燥，覆蓋度並不高。測點木

本 植 物 依 重 要 值 百 分 比 由 高 至 低 排 列 分 別 為 長 梗 紫 麻

(Oreocnide pedunculata )、大香葉樹、臺灣雅楠、鵝掌柴、咬人

狗、大冇榕、石朴和澀葉榕，林下依覆蓋度由高至低排列分別

為 粗 毛 鱗 蓋 蕨 、 臺 灣 蘆 竹 (Arundo formosana) 、 大 線 蕨

(Colysis pothifolia)、柚葉藤和瓜馥木 (Fissistigma  oldhamii)

等，其餘物種覆蓋度皆未達 5%。  

2.測點 2 

本測點原為環差監測中之測點 2，位於引水工程區上方旱溪

西側坡地上，目前木本植物依百分比重要值由高至低排列分別

為大冇榕、豬母乳、海州常山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土

肉桂、大香葉樹、刺楤 (Aralia decaisneana)、鵝掌柴和羅氏鹽膚

木 (Rhus javanica  var. roxburghiana ) ， 地 被 植 物 以 香 澤 蘭

(Chromolaena odorata ) 、密花苧麻 (Boehmeria densiflora)、

海州常山、大花咸豐草、青苧麻、龍船花和臺灣蘆竹等覆蓋

度較高，其餘物種均未達 5%，先前崩塌處已不明顯且有植被覆

蓋，本年度氣溫偏高及降雨量集中，但大多數植物生長尚屬良

好，優勢種組成變化不大，將持續監測觀察其更新情形。  

3.測點 3 

本測點原為環差監測中之測點 4，位於引水工程區上方旱溪

卵石流西側坡地，測點 2 之南側，測點位於溪床上，常受到不

定期的洪泛影響，而監測時發現測點內僅以羅氏鹽膚木、密花

苧麻和血桐等小喬木至灌木為主，林冠呈現不連續狀態，地被

植被因無喬木阻擋陽光而有較高覆蓋度，多以五節芒為主，其

次依序為香澤蘭和密花苧麻等，其餘物種覆蓋度均未達 5%。

本年度測點內各物種生長良好，僅有季節更替使物種組成和覆

蓋略為變化，由於本測點優勢種多為耐乾旱物種，本年度並無

明顯變化。  

4.測點 4 

本測點原為環差監測中之測點 5，位於清水溪支流上游，為

最東側的測點，海拔高度約 266 公尺，測點位於檳榔園周圍，

為檳榔園間殘留並作為界線的次生林。由於 104 年第 4 季監測

發現測點檳榔園遭到大幅度人為干擾，周圍除檳榔、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等經濟樹種以外之樹木皆遭伐除，測點內除

檳榔外僅存一株小菲律賓榕未被伐除，地被植物基本上並非清

除對象，但仍因為伐木過程受到大幅破壞，並有施灑除草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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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部分種類消失，地表覆滿樹木斷枝殘葉，影響地被生長。

該測點曾於 109 年第 2 季受鄰近農耕整地影響，地表植物遭大

幅度移除，物種覆蓋度明顯下降，爰擇選新的替代測點 (詳圖

2.8-3)，並於 109 年第 3 季辦理新測點之監測。本年度新測點監

測結果，上木層植物依百分比重要值由高至低排列分別為豬母

乳、咬人狗、菲律賓榕，地被植物則以冷清草、觀音座蓮、風

藤 (Piper  kadsura)、穿鞘花、圓果冷水麻、柚葉藤、姑婆芋等覆

蓋度較高，其餘物種均未達 5%，由於本樣區位處凹地，環境較

潮濕，物種以耐潮濕性物種為主，大致為穩定生長。  

(二 )均勻度分析  

1.木本歧異度  

各測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0.85～ 2.08，最優勢度指數 (N2)

介於 2.11～ 7.14，均勻度指數 (ES)介於 0.64～ 0.87；測點 1 因 106

年第 3 季曾崩塌導致植相些許改變，本年度逐漸恢復，但優勢

種組成與崩塌前略有差異；而測點 2 位於易崩塌之地形，本年

度監測植物生長良好，自然演替持續進行中；測點 3 木本植物

與高大草本植物競爭，導致生長較緩慢；測點 4 曾於 105 年第 4

季因農業活動造成植相改變，109 年第 2 季因農民影響損毀，本

年度除測點 4 為新設樣區，其餘測點皆屬自然變化。物種自然

競爭當中雖有少數較優勢物種，但各物種間相對優勢度並無太

大差距，測點 1 的均勻度屬於均等，其餘各測點的均勻度均屬

於良好狀態。  

2.草本歧異度  

各測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2.01～ 3.19，最優勢度指數 (N2)

介於 3.48～ 18.02，均勻度指數 (ES)介於 0.39～ 0.81；各測點物種

介於 22~37 種，物種尚稱豐富，本區各測點受干擾較頻繁，因此

均勻度偏低，因干擾類型不同導致測點物種組成有所差異。測點

1、 2 曾受崩塌影響導致覆蓋度降低，本年度測點 2 漸有回復跡

象，優勢物種組成已逐漸穩定，僅零星物種增減，但測點 1 於

106 年第 3 季有自然崩塌現象，導致演替遲遲受阻，本年度覆蓋

度逐漸恢復；測點 4 則屬新設樣區，與過往測點 4 均屬曾受擾動

環境，因環境較潮濕，優勢物種多屬耐陰性物種。本年度物種數

量仍然偏多，由於競爭作用持續進行，各測點均有不等程度的優

勢物種，覆蓋度變化較大，各測點屬於中等至良好狀態。  

(三 )歷年監測成果  

引水道區植被物種主要受自然演替 (如季節變化、颱風或豪大

雨沖蝕 )有變動情形，而測點的變動主要多受氣候、雨量等環境因

子影響，屬於季節變化的自然現象，僅測 4 受農業活動干擾，重新

設置測點，本年度監測各測點尚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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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3 湖山水庫-引水工程區區陸域植物測點變更(1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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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 

2.9.1 陸域動物 

本年度陸域生態各物種名錄詳見附錄，而各物種歷次監測結果比較如

圖 2.9-1～圖 2.9-5 所示，本年度相關監測結果比對分析說明如下：  

一、鳥類   

(一 )種屬組成  

1.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鳥類 14 目 37 科 68

種 2,693 隻次。除了翠鳥、白鶺鴒、灰鶺鴒、紅冠水雞、小環頸

鴴、小白鷺及中白鷺外，其餘鳥種均屬陸鳥。除了朱鸝為較不

普遍物種，鵲鴝 (引進種 )、白腰鵲鴝 (引進種 )為局部普遍種外，

其餘鳥種均為臺灣西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普遍常見物種。  

2.歷年監測成果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鳥類監測結果，以 105 年度年平

均數量最高。於施工後期 103 年度鳥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明顯

增加，106~108 年種數及數量趨於平穩，均較施工期間 102 年前

高。 109 年度鳥類年平均數量略減，推測應與 N 測線第二原水

管工程施作，且 N 測線沿線多處有進行施工，可能因擾動較頻

繁，局部區域植被縮減，造成部分鳥類稍遠離有關。本年度監

測種類及數量皆高於去年 (109 年 )，可能為恢復跡象。  

歷年優勢物種多為白頭翁、繡眼畫眉，本年度優勢種以白頭

翁為主。歷季保育類物種共記錄 12 種，包括東方蜂鷹、大冠鷲、

藍腹鷴、赤腹鷹、松雀鷹、鳳頭蒼鷹、領角鴞、黃嘴角鴞、八

色鳥、白尾鴝、朱鸝及紅尾伯勞。本年度監測保育類物種為鳳

頭蒼鷹、黑翅鳶、大冠鷲、藍腹鷴朱鸝、領角鴞、黃嘴角鴞、

紅尾伯勞。  

整體而言，鳥類種數有緩慢增加之趨勢；數量自 100 年開始

增加， 102 年期間受到 102 年 8 月 27~29 日的康芮颱風及 9 月

19~22 日的天兔颱風來襲，以及 104 年第 3 季能受到 104 年 8

月 6~9 的蘇德勒颱風及 104 年 8 月 20~23 的天鵝颱風影響，使

得食物來源無法馬上回復，造成鳥類族群往其他地區遊蕩遷

移，故數量相對較少，其餘季次大致保持平穩，並以留鳥居多。

而本年度年平均數量略減，推測應與 N 測線第二原水管工程施

作，且 N 測線沿線多處有進行施工，可能因擾動較頻繁，局部

區域植被縮減，造成部分鳥類稍遠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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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化性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 8 種臺灣特有種 (

臺灣竹雞、臺灣山鷓鴣、藍腹鷴、五色鳥、台灣紫嘯鶇、繡眼畫眉、

大彎嘴、小彎嘴、)，以及 19 種臺灣特有亞種 (鳳頭蒼鷹、大冠鷲、

棕三趾鶉、領角鴞、黃嘴角鴞、南亞夜鷹、小雨燕、紅嘴黑鵯、白

頭翁、白環鸚嘴鵯、頭烏線、山紅頭、粉紅鸚嘴、褐頭鷦鶯、黑枕

藍鶲、朱鸝、小卷尾、大卷尾、樹鵲 )。  

(三 )保育等級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 7 種珍貴稀有保

育類 (鳳頭蒼鷹、黑翅鳶、大冠鷲、藍腹鷴、領角鴞、黃嘴角鴞、

朱鸝 )，以及 1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 (紅尾伯勞 )。  

(四 )遷移習性  

本年度監測所記錄的 58 種鳥類中，其中包含 5 種冬候鳥 (灰鶺

鴒、紅尾伯勞、極北柳鶯、小環頸鴴、中白鷺 )、 1 種夏候鳥 (小白

鷺 )，以及 5 種外來種 (鵲鴝、白腰鵲鴝、白尾八哥、家八哥、野鴿

)。由監測紀錄可得知，本區監測範圍內之鳥類主要是以留鳥族群

所組成。  

(五 )優勢種群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記錄物種中，以白頭翁較

為優勢。  

二、哺乳類   

(一 )種屬組成  

1.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哺乳類 8 目 11 科 20

種 389 隻次。所記錄之物種除了食蟹獴、臺灣野豬、長尾鼠耳

蝠較不普遍，絨山蝠為罕見種外，其餘為臺灣西部平地至山區

常見普遍物種。  

2.歷年監測成果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哺乳類監測結果，以 107 年度年

平均數量最高。於施工後期 103 年度哺乳類年平均數量明顯增

加，近年來種數及年平均數量趨於平穩，較施工期間 102 年前

高。本年度哺乳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高於歷年波動範圍，係

因於台灣獼猴有較多的目擊次數，並且透過較新的儀器紀錄到

相較往年更多蝙蝠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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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優勢物種多以臺灣獼猴、東亞家蝠為主，本年度以東亞

家蝠、臺灣獼猴、臭鼩及臺灣鼴鼠為主要優勢物種。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過去保育類物種共記錄 1 種，

為食蟹獴。本年度監測到 1 種食蟹獴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哺乳類種數及數量於 100 年起開始有逐年增加趨

勢，主要係因本團隊於 100 年度採用最新蝙蝠偵測器 (Anabat 

SD1 系統 )，故可偵測到較多蝙蝠種類及數量。近年來種數及年

平均數量穩定，應與環境穩定，人為干擾較少有關。  

(二 )特化性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記錄 5 種臺灣特有種 (臺灣獼

猴、臺灣小蹄鼻蝠、山家蝠、長趾鼠耳蝠、臺灣管鼻蝠 )及 6 種臺

灣特有亞種 (臺灣鼴鼠、堀川氏棕蝠、臺灣野兔、赤腹松鼠、大赤

鼯鼠、臺灣刺鼠、臺灣野豬、山羌、食蟹獴 )。  

(三 )保育等級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記錄到 1 種其他應予保

育類 (食蟹獴 )。  

(四 )優勢種群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的哺乳類中，樹棲性動物

以臺灣獼猴較為優勢；地棲性哺乳類以臭鼩及臺灣鼴鼠較為優勢；

蝙蝠類則東亞家蝠較為優勢。  

三、兩棲類   

(一 )種屬組成  

1.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兩棲類 5 科 15 種

1474 隻次。除了黑蒙西氏小雨蛙、史丹吉氏小雨蛙為局部分布

種，其餘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常見物種。  

2.歷次監測成果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兩棲類監測結果，以 103 年度數

年平均數量最高。於施工後期 104 年度兩棲類種數及年平均數

量趨於平穩。本年度兩棲類種數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年平均

數量高於歷年紀錄，係因於小雨蛙大發生，有較高的監測隻數。 

歷年優勢種仍有部分差異，主要記錄較多之物種包括黑眶蟾

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小雨蛙、拉都希氏赤蛙、周氏

樹蛙 (Buergeria choui)等，本年度以小雨蛙為主要優勢物種。另

外，保育類自 97 年第 3 季後就無記錄，主要因 98 年 3 月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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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名錄變更，本區目前所記錄之保育蛙類皆從名錄中除名，修

正為一般物種。本年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歷年種數自 99 年起有逐漸增加趨勢。近年來兩

棲類的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穩定。  

(二 )特化性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記錄 6 種臺灣特有種 (盤

古蟾蜍、史丹及式小雨蛙、梭德氏赤蛙、褐樹蛙、面天樹蛙、莫氏

樹蛙 )。  

(三 )保育等級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未記錄到保育類兩棲類。  

(四 )優勢種群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記錄物種中，兩棲類以周

氏樹蛙及小雨蛙較為優勢。  

四、爬蟲類   

(一 )種屬組成  

1.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爬蟲類 8 科 17 種

202 隻次。除了古氏草蜥、蓬萊草蜥、臺灣草蜥及印度蜓蜥為局

部普遍種外，其餘皆為臺灣西部平地至山地普遍常見物種。  

2.歷次監測成果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爬蟲類監測結果，以 103 年度年

平均數量最高。於施工後期 104 年度爬蟲類數量趨於平穩，種

數有略增趨勢。本年度爬蟲類種數略高於歷年紀錄，年平均數

量均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  

歷年優勢種多為壁虎科、斯文豪氏攀蜥、印度蜓蜥，本年度

優勢物種為蝎虎。另因 108 年 1 月保育類名錄變更，本計畫過

去保育類物種共記錄 2 種，包括梭德氏草蜥及食蛇龜。本年度

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爬蟲類種數於 105 年度起有增加趨勢，年平均數

量自 99 年起逐漸增加，為 103 年數量達最高，近年來種數有略

為增加趨勢，而年平均數量則有略減情形，但種數及年平均數

量仍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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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化性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 3 種臺灣特有種 (

蓬萊草蜥、臺灣草蜥、斯文豪氏攀蜥 )。  

(三 )保育等級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未記錄到保育類爬蟲類。  

(四 )優勢種群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所記錄爬蟲類，以蝎虎較

為優勢。  

五、蝴蝶類   

(一 )種屬組成  

1.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蝴蝶類 5 科 13 亞科

68 種 967 隻次，所記錄之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2.歷次監測成果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蝴蝶類監測結果，以 100 年度年

平均數量最高，於後逐年下降。種數於 106 年度達最高。109 年

度蝴蝶類種數與年平均數量均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數量為歷

年最低，應與本年度 N 測線有第二原水管工程，機具頻繁進出

庫區且因揚塵影響，造成蝴蝶類監測數量無法穩定回升。本年

度 (110 年 )蝴蝶類種數與年平均數量均介於歷年變化範圍內。  

歷年主要優勢種多為白粉蝶、緣點白粉蝶、藍灰蝶、黃蝶、

遷粉蝶，本年度以藍灰蝶為主要優勢物種。歷年保育類物種僅

記錄 1 種，為曙鳳蝶。本年度無監測到保育類物種。  

整體而言，蝴蝶類種數於 105 年度起有增加趨勢，惟年平均

數量自 102 年起逐漸減少，109 年數量達最低。近年來種數變化

較為穩定，年平均數量逐年略減，應與本年度 N 測線有第二原

水管工程，機具頻繁進出庫區且因揚塵影響，造成蝴蝶類監測

數量無法穩定回升。  

(二 )特化性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共記錄 2 種臺灣特有種 (

寶島波眼蝶及臺灣斑眼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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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育等級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四 )優勢種群  

本年度監測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之優勢種蝴蝶，以藍灰蝶

較為優勢。  

2.9.2 陸域植物 

本區植被大致為次生林、竹林、果園及咖啡園，目前部份區域經人為

開發，人為擾動較頻繁，因此局部地區自然度偏低，植群結構較不穩定。

各物種名錄詳見附錄，監測結果如以下說明。  

一、植物物種組成  

(一 )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監測共發現植物 104 科 319 屬 408 種，依植物型態區

分，共包括 93 種喬木， 56 種灌木， 60 種藤本， 199 種草本，以草

本植物為主 (48.8%)；依植物屬性區分，共包括 27 種特有種 (包含 7

種特有變種和 1 種特有品型 )、 289 種原生種， 63 種歸化種， 29 種

栽培種，以原生物種最多 (70.8%)；植物歸隸屬性統計詳與植物名

錄則詳見附錄。  

(二 )歷年監測成果  

歷年監測未單獨統計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植物種數，僅於

102 年第 1 季後開始針對性統計，自 102 至 110 年歷年監測結果，

陸域植物的科數介於 97~105 之間，以 108 年最高；種數介於 382~415

之間，以 109 年度最高。歷年監測結果，植物形態以草本植物為主，

其次為喬木，灌木及藤本較少；植物屬性主要多為原生物種，其次

則為歸化種及栽培種。由於 105 年開始進入試營運期，人為擾動大

幅減少，物種科數與種數皆逐漸上升。  

二、臺灣特有種  

(一 )本年監測成果  

本年度監測共記錄 29 種特有種 (其中包含 7 種特有變種和 1 種

特有品型 )，分別為樟葉槭、青楓、臺灣羅漢果 (Siraitia taiwaniana )、

黃肉樹、香楠、疏花魚藤、山芙蓉、土防己、薄葉玉心花、臺灣欒

樹、小花鼠刺、三葉崖爬藤、山香圓、烏皮九芎、石朴、圓果冷水

麻、翼莖粉藤、臺灣油點草、桂竹、臺灣矢竹及三奈； 7 種特有變

種，分別為大葉楠、圓葉布勒德藤、玉山紫金牛、臺灣何首烏、細

葉麥門冬、山油點草、臺灣芭蕉； 1 種特有品型，為山枇杷。  

 



 

 

2-185 

(二 )歷年監測成果  

自 102 至 109 年歷年度監測結果，臺灣特有種的種數介於 22-29

之間，以 107 年最高， 103 年以來增加了臺灣矢竹； 104 年以來增

加 了 臺 灣 萍 蓬 草 、 薄 葉 玉 心 花 和 亨 利 氏 蒟 蒻 (Amorphophallus 

henryi)；106 年以來減少亨利氏蒟蒻，增加烏皮九芎和細葉麥門冬；

自 107 年第 2 季起減少臺灣萍蓬草，因水池長期處於乾枯狀態，故

植株生長不良，同年增加臺灣羅漢果和玉山紫金牛。  

三、稀特有植物  

稀特有植物中記錄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公告環評

等級為 1 之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臺灣羅漢果及等級為 3 之臺灣地區稀

特有植物圓葉布勒德藤，主要分布於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的聯外道

路邊。  

四、植物測點監測分析  

(一 )組成分析  

1.測點 4 

本測點為原測點 4 於 105 年第 2 季受步道興建與地下水觀測

井施工破壞後所選定的新測點，同樣位於開發基地北側之自然

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海拔高度約 250 公尺，屬次生林地；上層

植 被 以 豬 母 乳 及 大 冇 榕 為 主 ， 其 餘 尚 有 菲 律 賓 榕 、 水 冬 瓜

(Saurauia tristyla  var. oldhamii)及龍眼樹，但數量較少；下層植

被以觀音座蓮和山棕為主，其次為柚葉藤、姑婆芋等，其餘物

種覆蓋度皆未達 5%。 107 年第 2 季因鄰近道路進行疏通作業，

干擾測點邊緣植株生長，本年度恢復狀況良好，測點中心的植

株雖無明顯變化，但仍需注意邊際效應造成的影響。  

2.測點 6 

本測點為原測點 6 於 106 年第 1 季受步道施工破壞後所選定

的新測點，同樣位於湖山主壩北側，海拔高度約 208 公尺，本

區域屬廢棄果園，因此可於區內發現大量果樹，然而，久未整

理 致 使 部 分 木 本 植 物 進 駐 ， 如 龍 眼 樹 、 山 柚 (Champereia 

manillana) 、 大 香 葉 樹 和 朴 樹 (Celtis sinensis) 和 樹 杞 (Ardisia 

sieboldii)等，但以過去留存的果樹－龍眼樹優勢度最高，具較

大胸徑，其餘均為中小徑木，其中以山柚數量較多；下層植被

以大線蕨最優勢，其次依序為龍眼樹、柚葉藤、九節木、山棕

為主，其餘物種皆零星生長於測點中，且覆蓋度均未達 5%。本

年度大多數植物生長良好，優勢種組成變化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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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測點 7 

本測點位於湖山主壩北側，海拔高度約 236 公尺，本區位於

竹林周圍，故林下竹葉落葉層較厚，林內多屬小徑木，其中以

香楠最為優勢，其次為九節木及鵝掌柴，其餘尚有龍眼樹、黃

肉樹、臺灣雅楠、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和山刈葉 (Melicope 

semecarpifolia)等，但株數不多；下層植被以柚葉藤為優勢，其

餘尚有九節木、龍眼樹等，其餘物種覆蓋度皆未達 5%。測點外

緣步道綠美化工程已完成，因此人為干擾減少。本年度降雨量

減少，植物生長稍差，但整體無明顯變化。  

(二 )均勻度分析  

1.木本歧異度  

各測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1.21～ 1.77，最優勢度指數 (N2)

介於 3.35～ 5.86，均勻度指數 (ES)介於 0.73～ 0.79；大致而言，

物種越豐富或越少單一優勢種情況發生，則其均勻度越高，各

測點均勻度皆屬良好的情況，反之單ㄧ優勢種越是明顯；整體

而言，測點 4 曾受人為干擾，導致上木層株數略微減少，雖然

對優勢種組成並無明顯影響；而測點 7 過往曾受綠美化工程影

響造成部分植被遭移除，因此樣區內透光度增加，陽性物種有

漸增趨勢，本年度因工程已完成，測點較無明顯變化。  

2.草本歧異度  

各測點歧異度指數 (H')介於 2.29～ 2.55，最優勢度指數 (N2)

介於 6.51～ 8.41，均勻度指數 (ES)介於 0.82～ 0.86；各測點物種

數介於 23～ 24 種，尚稱豐富，本年度各測點均勻度皆屬均等級

別。整體而言，草本植物之均勻度均較木本植物低，造成此情

況之主因為林下受樹冠遮蔽影響，林下物種集中於耐蔭物種，

故出現組成較不平均的情況。原測點 4 於 105 年第 2 季受步道

興建與地下水觀測井施工破壞影響，原測點 6 於 106 年第 1 季

受綠美化工程破壞，因測點替換，造成資料有較大差異。測點 7

雖曾受綠美化工程干擾造成物種組成變化，目前地被恢復狀態

良好；測點 4 於 107 年第 2 季受道路疏通工程影響，邊緣部分

喬木和地被遭清除，本年度恢復狀況良好，各測點狀況將持續

密切關注。  

(三 )歷年監測成果 (如圖 2.9-6)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測點於 105 年第 4 季開始將原先屬於水

庫集水區之測點 4、 6 和 7 劃入本節討論。由於本區域大型工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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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惟受前期第二原水管工程施作影響，可見植群開始進行自然

演替序列，現場仍可見小面積裸地，有利於陽性物種進駐，導致整

區物種數增加。 109 年度所進行的第二原水管工程範圍靠近圓葉布

勒德藤原生育地，施工初期造成族群略減，但第 4 季監測時仍觀察

到開花物候，推測短時間內對族群影響不大，此外，必須注意圓葉

布勒德藤生長山壁的地質結構，避免山壁再受侵蝕崩塌導致族群縮

小， 109 年第 4 季監測山壁下方已有新設的水泥排水道，目前尚未

發現有變化，後續將再持續觀察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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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哺乳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9-2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兩棲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9-3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爬蟲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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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4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鳥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析圖 

 

圖 2.9-5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蝴蝶類監測種數及數量比較分分析圖



 

 

2-190 

9
2

9
4

9
6

9
8

1
0

0

1
0

2

1
0

4

1
0

6

施
工

後
期

試
營

運
期

種 數
科

數
最
大

值

科
數
最
小

值

3
6

0

3
7

0

3
8

0

3
9

0

4
0

0

4
1

0

4
2

0

施
工
後
期

試
營
運
期

種 數
種

數
最
大

值

種
數
最
小

值

05

1
0

1
5

2
0

2
5

3
0

施
工

後
期

試
營

運
期

種 數
特

有
種

最
大

值

特
有

數
最

小
值

012345

施
工

後
期

試
營

運
期

種 數
稀

有
種

最
大

值

稀
有

數
最

小
值

  

圖
2

.9
-6

 
歷

期
自

然
生

態
保

留
及

復
育
區
植

物
監
測
結
果
比
較
分
析
圖

 

 



 

 

 

 

 

 

 

 

 

 

第三章  檢討與建議 



 

 3-1 

第三章 檢討與建議 

3.1 監測結果檢討 

3.1.1 空氣品質 

歷年空品數據如圖 2.1-3~圖 2.1-17，依歷年趨勢圖可觀察出，本計畫之

空氣品質監測結果於施工前 (92 年 4 月 ~95 年第 1 季 )、施工期間 (95 年第 2

季~105 年第 1 季 )及試營運期間 (105 年第 2 季~110 年第 4 季 )皆差異不大。  

歷年監測數據除 PM2 .5、PM1 0 及 O3 因背景環境影響而曾略微超標，其

餘測值較無特殊異常狀況發生，均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PM2 .5 之監測係從

102 年第 4 季起配合環評承諾開始執行，至本年度止共計執行 33 季次，過

往曾於 104 年第 4 季時記錄到高值發生 (梅林國小測點， 82μg/m3)，分析該

高值發生原因，主要係因該次監測執行時適逢冷氣團夾帶大量污染物南下

影響，致使當日之測值有明顯偏高狀況發生。  

另就 PM2 .5 及 PM1 0 本年度監測結果與空氣品質標準進行比對，目前監

測成果偶有超標狀況發生，比對鄰近環保署斗六及竹山空品點之測值亦有

相同之趨勢，查詢環保署之空氣品質指標，均顯示臺灣西半部之指標污染

物均為細懸浮微粒，此測項偶有超標係受環境背景影響；而 O3 係屬二次污

染物，其濃度較易於日照強、擴散條件差之環境明顯升高，且就本計畫區

之開發特性而言亦較不易產生臭氧污染 (包含其前趨物質 )，此測項偶有超標

係受環境背景影響 (如表 3.1-1)。  

表 3.1-1  110 年度湖山測點超標測值與鄰近 EPA 測值 

測點 測項 日期 本計畫測值 鄰近 EPA 測值 法規值 

檨仔坑 
回春寺 

PM2.5 24 小時值(μg/m3) 
2/5 

52 60 (斗六) 60 (竹山) PM2.5： 
35μg/m3 
O3： 
60 ppb 

O3 8 小時值(ppb) 75 83 (斗六) 80 (竹山) 

PM2.5 24 小時值(μg/m3) 
3/12 

44 46 (斗六) 45 (竹山) 

O3 8 小時值(ppb) 
64 68 (斗六) 70 (竹山) 

10/10 63 81 (斗六) 84 (竹山) 
O3： 
60 ppb 

北勢坑
溪民宅 

PM2.5 24 小時值(μg/m3) 
2/6 48 67 (斗六) 45 (竹山) PM2.5： 

35μg/m3 
O3： 
60 ppb 

3/11 
55 79 (斗六) 61 (竹山) 

O3 8 小時值(ppb) 
72 74 (斗六) 73 (竹山) 

10/10 65 81 (斗六) 84 (竹山) 
O3： 
60 ppb 

湖管   
中心 

PM2.5 24 小時值(μg/m3) 
1/16 

50 52 (斗六) 52 (竹山) PM2.5： 
35μg/m3 
O3： 
60 ppb 

O3 8 小時值(ppb) 80 86 (斗六) 86 (竹山) 

PM2.5 24 小時值(μg/m3) 
2/27 36 36 (斗六) 35 (竹山) 
3/13 39 40 (斗六) 39 (竹山) 

O3 8 小時值(ppb) 
4/24 63 69 (斗六) 64 (竹山) 

O3： 
60 ppb 

6/12 62 63 (斗六) 56 (竹山) 

10/9 72 79 (斗六) 80 (竹山) 

玉當山 O3 8 小時值(ppb) 
4/26 63 68 (斗六) 56 (竹山) O3： 

60 ppb 10/9 79 79 (斗六) 80 (竹山) 
引水隧
道出口    

(庫區端) 
PM2.5 24 小時值(μg/m3) 2/26 47 47 (斗六) 46 (竹山) 

PM2.5： 
35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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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噪音振動 

歷年噪音於棋山國小、桶頭國小、梅林國小及瑞竹國小偶有超標狀況，

經比對監測逐時數據、現場監測紀錄表及確認品保品管後得知各測點於日

間時段易因民眾及學生活動、人員交談、修剪樹木及草皮機具聲而導致噪

音偶有超標狀況；而晚間及夜間時段之測值偏高係受自然背景音源所影

響。此外，歷年噪音於玉當山、引水隧道入口及引水隧道出口處亦有超標

狀況，由過往之現場紀錄表及錄音檔，測值偏高係受僧侶誦經聲、蟲鳥鳴

及引水作業之水流聲影響，使測值超過音量標準。  

歷年測點之日間及夜間 Lv 1 0 振動位準，均符合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規

則之參考基準，亦低於人體感受閾值 55 dB，無特殊異常。  

3.1.3 營建噪音振動 

歷次營建噪音振動之監測結果有部分均能音量超出噪音管制標準，惟

均屬偶發事件，後續經追蹤改善後，已均可符合相關標準規範，另自 104

年大壩工程完工後，已較少超標情形，各測點之營建噪音僅於 108 年 8 月

22 日測值超出噪音管制標準，惟屬偶發事件，後續經追蹤改善後，均可符

合相關標準規範，其餘測點均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3.1.4 水質水量 

本年度河川水質於梅林溪及清水溪流域皆有部分測點懸浮固體及總磷

測項超標，然超標測值多介於歷次測值區間，與歷年相較本次監測成果無

明顯異常。  

歷次數據顯示，本計畫懸浮固體於降雨後常有異常偏高之情形發生 (如

圖 3.1-1)，由不定期踏勘與空拍結果可知，測點上游存有一崩塌面 (位於乾

坑溪上，如圖 3.1-2 所示 )，明顯可看到大面積之裸露面，因此當有降雨情

形發生，將易受雨水沖刷滑落而使水質懸浮固體濃度偏高；針對總磷測值

常有不符合乙類水體水質標準之情形，分析主要污染來源係為鄰近農田使

用之肥料，且降雨後易受雨水沖刷導致磷分溶入水體而被測得。本計畫部

份水質測點位於清水溪上游河段，根據 106 年現勘空拍結果   (如圖 3.1-3)

可發現，其上游污染源主要可分為點源 (聚落生活污水 )及非點源 (農業行為

如果園及茶園 )，其中非點源部分，因農業行為多會使用農藥殺蟲劑或使用

肥料等，其成份多含有機磷及磷酸鹽等，且分析歷年總磷監測結果 (如圖

3.1-4 所示 )，歷年高值多發生於降雨過後、梅雨及豐水期間，雨水沖刷使的

非點源污染進入清水溪，導致總磷測值易有超標情形發生。  

另外針對庫區溶氧變動趨勢，本水庫自 105 年第 2 季進入試營運期後

即開始進行蓄水作業，由於蓄水前庫區底部存有許多草生植物，水淹之後

造成許多植物體死亡且同時進行耗氧分解，因此降低水體底層之溶氧，而

後不斷由清水溪上游引水及取水工取水，庫區內水流流動，因此使庫區水

質溶氧恢復正常狀況。從 108 年第 2 季至今，水庫蓄水且較長時間呈現滿

水位狀態，使水庫水質逐漸穩定，卡爾森指數 (CTSI)亦多屬於普養狀態，後

續將持續監測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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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本計畫河川水質之懸浮固體歷年成果圖 

 

 

圖 3.1-2 本計畫水質測點上游空拍探勘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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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本計畫水質測點上游土地利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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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本計畫河川水質之總磷歷年成果圖 

3.1.5 水質輻射 

為配合監測供水水庫是否受到輻射污染，自 110 年第 2 季開始新增湖

山水庫之入水口與取水口水質輻射檢驗。本年度在入水口及取水口分別監

測水質中 α 射線、β 射線、γ 射線 (包含銫 -134、銫 -137、碘 -131)，均低於飲

用水輻射標準及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食物及飲水管制之行動基準。  

3.1.6 底泥品質 

為配合監測水庫底泥品質情況，於 110 年第 4 季開始新增湖山水庫之

底泥品質檢驗。後續為每 5 年檢驗 1 次。監測內容為於引水口、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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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山底泥 (北、南岸處 )採集底泥檢測重金屬、有機化合物、農藥、其他有機

化合物，監測結果均符合底泥品質指標項目限值。  

3.1.7 交通量 

針對本年度於雲 214 鄉道 (雲 55 鄉道交會口至玉當山段 )進行車流量及

行車速率之路段監測；及於台 3 省道與雲 67-1 路口進行路口延滯及車輛類

型之路口監測，比對歷年交通服務水準與湖山工程之工進狀況如下：  

一、  雲 214 鄉道 (雲 55 鄉道交會口至玉當山段 )：為當地社區之主要幹

道，大壩工程對其交通量之影響，由歷年監測成果顯示自 99 年

起有波動較大之狀況，分析可能原因包含：施工狀況調整 (如大

壩工程之土方由區內平衡改為價購 1,152,500 方內運 )、材料運輸

道路開通及當地民眾用路習慣改變，均可能造成交通流量轉移之

情形，惟近年試營運之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均已趨於穩定，且從 108

年第 3 季開始，服務水準均維持在 A~B 級之間。  

二、  台 3 省道與雲 67-1 路口：自施工期間中的 99 年第 2 季開始監測，

施工期間道路服務水準多為 B~C 級，主要為材料運輸道路交通影

響。但自 105 年第 2 季進入試營運且道路開放後，道路服務水準

均屬 A~B 級。  

3.1.8 水域生物 

一、河川區  

(ㄧ )魚類  

1.清水溪三處測點，本年度氣候及棲地環境穩定，未有梅雨或颱風

帶來大水，故三處測點的種數與數量都在歷年的變化範圍內且

屬於相對豐富的年次，各季次間的變化也與歷年相同。桶頭橋

測點本年度因上游提供微棲地的石灘泥沙覆蓋的情形較為趨

緩，在有許多微棲地的情形下，以往鮮少出現的爬鰍科的臺灣

間爬岩鰍與埔里中華爬岩鰍之數量有明顯增加的情形。  

2.梅南橋測點本年度監測結果種數與數量皆呈現偏低的情況，主因

在於年初久旱未雨，河床呈現乾涸，因此無監測到物種，下半

年亦因為溪水流量偏低，監測到的物種及數量較低。本測點仍

是外來種 (線鱧、巴西珠母麗魚、尼羅口孵非鯽、吉利慈鯛、蟾

鬍鯰 )數量較多的測點。 108 年第 4 季發現大量疑似人為放生的

蟾鬍鯰，本年度雖大多數季次仍有監測到該魚種，所幸數量已

較去年度減少。  

3.雷公坑溪上游測點本年度因棲地環境穩定，故種數皆維持穩定，

數量則是歷年最多的年次。雷公坑溪下游測點，亦因為年初久

旱未雨，溪水流量偏低或是河床乾涸，監測數量與種數因此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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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生昆蟲  

1.清水溪三處測點中，桶頭吊橋測點與桶頭橋下游測點本年度因棲

地環境穩定，無太大的擾動，故水生昆蟲的科數與數量與歷年

相比都呈顯穩定且豐富的狀態。桶頭橋測點 109 年度因測點範

圍內上游有石灘地提供微大量棲地，故科數與種數皆為歷年最

多的年次，惟後續仍需持續監測泥沙覆蓋棲地的情形，是否影

響水生昆蟲的科數與數量。  

2.梅南橋測點本年度水生昆蟲的科數與數量為歷年偏低的季次，肇

因於上半年未降雨，未有監測到物種所致。本測點棲地環境自

107 年第 3 季起由受到梅南橋固床工的影響，棲地型態被梅南橋

固床工分為上游由流動水域轉為靜止水域，水質呈混濁狀態，

故原本偏好流動水域的物種明顯減少 (如紋石蛾科、扁蜉科等 )，

轉變為偏好在靜止水域的物種為主 (如搖蚊科、小划蝽科等 )。下

游維持則流動水域，水生昆蟲則仍以偏好流動水域的物種為主 (

如四節蜉科、扁蜉科、春蜓科、紋石蛾科等 )。  

3.雷公坑溪兩處測點，雷公坑溪上游測點本年度的棲地環境皆呈現

穩定的狀態。雷公坑溪下游測點本年度河道情況類似梅南溪測

點的狀況，溪水水流量少或呈現河床乾涸，因此調查數量與種

數相對往年偏低。  

(三 )蝦蟹螺貝類  

1.清水溪三處測點本年度因為棲地穩定，故種數與數量皆維持穩定

在歷年相比內，數量依相較去年為多。此處三測點年間變化波

動較大，是否為受到人為影響而減少，或是自然的變化將持續

監測。  

2.梅林溪梅南橋測點因棲地型態轉變，生長大量濱溪植物可以提供

微棲地，故歷年蝦蟹螺貝類種數與數量皆維持穩定且豐富。本

年度因降雨較少，河床水流少或乾涸，因此種類與數皆低，此

處物種與數量之變化，未來須持續觀察。  

3.雷公坑溪兩處測點中，上游測點因棲地環境穩定，故本年度種數

與數皆維持穩定；下游測點因上半年久旱未雨，河床溪水流量

小或是乾涸，因此調查數量較往年為低。  

(四 )浮游植物  

1.清水溪三處測點種數都在 104 年以後較為增加，數量則較為減

少，但是仍屬穩定。本年度的種數與數量都維持在歷年的變化

範圍內，但是桶頭橋測點與桶頭，橋下游測點的數量相對較為

偏少。本年度三處測點幾乎無優勢種，但是其中仍有不少的低

耐污染物種，顯示水質為輕度至中度污染水質。   

2.梅南橋種數同樣在 104 年以後較為增加，數量則較為減少。本年

度的種數與數量都在歷年的變化範圍內。歷次監測優勢種的差

異較大，但是大致以中耐污物種的菱形藻及低耐污染物種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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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藻與舟形藻為主，顯示此測點為輕度至中度污染水質。  

3.雷公坑溪兩處測點種數都在 104 年以後明顯增加，雷公坑溪兩處

測點棲地呈現穩定的狀態，故本年度的種數與數量呈現穩定的

狀態。兩處測點歷次監測優勢種皆為低耐污染物種 (星空藻與二

角盤星藻 )與中耐污物種的菱形藻，顯示此兩處測點為介於輕度

至中度污染水質。  

(五 )附著性藻類  

1.清水溪三處測點種數在 104 年以後較為增加，103 年以前種數較

為偏少。本年度因為無梅雨與颱風帶來的大水沖刷底質，故三

處測點種數及數量與歷年相比皆呈現穩定的狀態。本年度優勢

種與歷年常見中低耐污物種的橋彎藻、針杆藻、菱形藻異不大，

顯示三處測點皆為輕度至中度污染水質，但第四季水質介於中

度污染至嚴重汙染之間，水質有轉差的跡象，此現象須持續關

注。  

2.梅南橋測點的種數在 104 年以後較為增加，105 年第 2 季水庫進

入試營運後，在流量穩定的狀態下，種數也較 103 年以前豐富。

本年度的種數與數量較歷年變化微低，主因為上半年降雨量

少，河床呈現溪水量少或是乾涸的情況。優勢種 (針杆藻、菱形

藻 )，與歷年常見的物種略有差異，但是仍以中耐污物種與低耐

污物種為主，顯此測點為輕度至中度污染水質。  

3.雷公坑溪兩處測點種數自 104 年後有較過去增加的現象，數量則

維持穩定。本年度兩處測點的種數與數量皆維持穩定，但因為

年初降雨量少，物種與數量較往年為低。優勢種與歷年常見物

種差異不大，顯示兩處測點為輕度至中度污染水質，大多處於

輕度污染水質的狀態。  

本年度清水溪、梅林溪與雷公坑溪的藻屬指數 (GI)與附著藻

類腐水度指數 (SI)大致處於輕度至嚴重的狀態，以中度污染狀態

為主，與歷年監測結果差異不大。  

(六 )浮游動物  

1.清水溪三處測點屬於流水域型態，在非雨季水流速較緩時較易監

測到浮游動物，但是歷年浮游動物監測結果浮游動物大多呈現

稀少的狀態。本年度清水溪三處測點種數與數量則較往年為高。 

2.梅林溪梅南橋測點於雨季與非雨季的水流量變動較大，故浮游動

物的種數與數量變化較大，但相較於其他測點 (清水溪、雷公坑

溪 )仍屬於較為豐富測點。歷年監測到的浮游動物較清水溪與雷

公坑溪豐富，本年度監測結果種數及數量與歷年監測相比大致

維持穩定。  

3.歷年雷公坑溪兩處測點因水流速稍快，故浮游動物的種數與數量

多呈現稀少狀態，僅少部分季次監測結果較多，無法看出明顯

的變化趨勢。另雷公坑溪下游測點非雨季常有乾涸的情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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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監測到浮游動物。本年度雷公坑溪兩處測點的浮游動物種

數與數量都相較往年為高，可能是因為本年度降雨較少，溪水

較為平緩所致。  

(七 )蜻蜓類  

1.清水溪三處測點中，桶頭吊橋測點本年度種數維持穩定，數量則

是歷年監測次多的年次。桶頭橋測點與桶頭橋下游測點的種數

與數量則是呈現穩定的狀態，兩側點的數量均較往年為高。  

2.梅林溪梅南橋測點由流動水域轉變為靜止水域且生長大量濱溪

植物的環境，因此提供蜻蛉目偏好的棲息與繁殖的環境。本年

度監測到的種數維持穩定。  

3.雷公坑溪兩處測點中，雷公坑溪上游測點的種數維持穩定，數量

則是歷年次多的年次。雷公坑溪下游測點則是數量亦為次多的

年次，惟本年度未在監測到保育類的無霸勾蜓。  

二、水庫區  

(ㄧ )魚類  

1.本年度水庫區內的兩處測點，本年度種數與數量皆維持穩定，有

監測到臺灣特有種，但整體而言仍以外來種的比例占數量的大

多數，且外來種數量在最近 2 年 (108 年與 109 年 )比例有大幅增

加的現象，其中又以尼羅口孵非鯽增加最多。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監測的種數與數量皆維持穩定。另

因本年度第 3~4 季呈現滿水位的緣故，多數外來種順著高水位

進入到本測點並成為優勢種，且監測數量佔很高的比例。此現

象也與 109 年第 3~4 季呈現滿水位情形相同。  

(二 )水生昆蟲  

1.本年度庫區內的兩處測點，本年度水生昆蟲的科數與數量大致維

持穩定。由於該兩處測點分別為大型石塊堆砌與水泥建構物，

相對較不易被水生昆蟲利用，故科數與數量相對並不豐富。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監測到的科數與歷年相比雖維持

穩定，但是數量則為則歷年最少的年次。由於本年度第 3~4 季

棲地型態由流動水域轉變為靜止水域，群聚組成發生改變，由

第 1~2 季以流動水域物種為主轉變為靜止水域物種。  

(三 )蝦蟹螺貝類  

1.水庫區內兩處測點，本年度的種數及數量與歷年監測結果相比皆

維持穩定的狀態，108 年度大量出現的假鋸齒米蝦，本年度數量

則較為減少。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的種數及數量與歷年監測結果相

比皆維持穩定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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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浮游植物  

1.本年度庫區內兩處測點浮游植物的種數與數量大致維持穩定，但

是仍監測到常見於優養化水體的顫藻或微囊藻，應多加留意水

質的變化情形。藻類優養指數 (ATSI)本年度介於「中養」至「優

養」狀態，但在第 4 季接近滿水位時，兩處測點優養化的情形

皆呈現「優養」的狀態，優氧情形相對轉差。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第 3~4 季因棲地形態由流動水域

轉為靜止水域，使得浮游植物易於留存在本測點，故種數與數

量維持穩定。  

(五 )附著性藻類  

1.本年度水庫區內兩處測點的種數與數量皆維持穩定的狀態。藻屬

指數 (GI)與附著藻類腐水度指數 (SI)大致處於輕度至嚴重的狀

態，本年度監測結果與歷年相近。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種數及數量與歷年結果相比皆維

持穩定的狀態。藻屬指數 (GI)與附著藻類腐水度指數 (SI)以輕度

至中度污染狀態為主，監測結果與歷年相近。  

(六 )浮游動物  

1.本年度水庫區內兩處測點的浮游動物種與數量大致維持穩定。而

湖南 (第一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的數量各年度間有較大的差異，湖

山 (第二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的數量則相對穩定，各年度差異較

小。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與 108 年同樣在第 3~4 季由原本的

流動水域轉變為靜止水域，浮游動物可大量留存於本測點，故

種與數量皆維持穩定。  

(七 )蜻蜓類  

1.水庫區內兩處測點因為缺少適合蜻蛉目棲息的棲地環境，種數與

數量皆較為偏少。本年度水庫區兩處測點之種數數量雖維持在

歷年變化之內，但仍偏少。  

2.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本年度種數及數量與歷年監測相比則是

維持穩定。  

三、魚道效益評估監測  

本年度魚道監測重點整理， (1)本年度監測桶頭攔河堰魚道中數量

有增加趨勢，其中監測到種類以粗首馬口鱲為最多，其次為高身小鰾

鮈，此外臺灣鬚鱲、何氏棘魞、埔里中華爬岩鰍、臺灣間爬岩鰍、明

潭吻鰕虎及粗糙沼蝦亦為發現的物種；固床工魚道監測中則捕獲何氏

棘魞。 (2)固床工魚道周圍進行大規模的橋墩維修工程於 108 年 9 月已

全部完工，固床工上方及固床工下方 2 處測點的物種數也有漸漸回升

的狀況，工程是否造成後續族群變動仍為後續應持續觀察的重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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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游性的大和沼蝦過去兩年 (108 年及 109 年 )數量有減少的狀況，為後

續需要追蹤的一項重點。 (4)除何氏棘魞及蟾鬍鯰， 109 年度監測首次

捕獲新的外來種線鱧及高身白甲魚，本年度亦有監測記錄，其族群變

動及影響應持續追蹤及觀察。  

3.1.9 陸域動物 

一、鳥類  

(一 )水庫集水區於施工初期因環境變化較大，物種及年平均數量明顯較

少，隨工程影響範圍固定，年平均數量逐漸回升，並於 105 年度因多

數工程已結束，其年平均數量為歷年最高，種數於 108 年度為最高，

大體上鳥類變化隨季節及施工影響狀況而波動。過往保育類物種記錄

22 種，包括遊隼、黑翅鳶、魚鷹、朱鸝、藍腹鷴、東方蜂鷹、大冠鷲、

赤腹鷹、鳳頭蒼鷹、松雀鷹、灰面鵟鷹、林鵰、褐鷹鴞、領角鴞、黃

嘴角鴞、八色鳥、臺灣藍鵲、鉛色水鶇、白尾鴝、臺灣山鷓鴣、燕鴴

及紅尾伯勞。另 109 年度首次於水庫集水區發現「紫綬帶」，為本計

畫新分布記錄種鳥類。大致而言，多數保育物種仍可發現。整體而言，

鳥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有逐漸增加趨勢，可能與水庫集水區近幾年擾

動減少，環境趨於穩定，較適宜鳥類活動有關。  

(二 )引水工程區於施工期間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有下降趨勢，但隨施工完

成及進入試營運階段，環境逐漸穩定，年平均數量有緩慢增加回復趨

勢，本年度監測結果鳥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均介於歷年波動範圍內，

應與環境較穩定，較適宜鳥類活動有關。整體而言屬穩定。  

(三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受前期第二原水管工程施作影響 (現已於 109 年

10 月 9 日完工 )，主要位於測點 N6 旁， 109 年度年平均數量略減，可

能因擾動較頻繁，局部區域植被縮減，造成部分鳥類稍遠離有關，且

從過往年平均數據顯示，鳥類數量主要隨季節變化及工程進度波動。

本年度 (110 年 )調查鳥類物種數與數量皆較 109 年有所回升。  

二、哺乳類  

(一 )水庫集水區施工期間物種及年平均數量的波動大致隨工程進展變化，

但自 100 年度起使用蝙蝠偵測器，監測種類及年平均數量明顯增加。

另外，過往於幽情谷可發現臺灣野豬、食蟹獴等中小哺乳動物活動的

活動足跡，但隨著湖山水庫辦理試營運及蓄水期間，本監測計畫業於

105 年度起變更監測路線，後續的中小型哺乳動物發現的痕跡將可能

減少，如過往於幽情谷 (過往為 D 測線 )可發現食蟹獴及臺灣野豬的活

動痕跡，於變更後發現的機率可能下降。本年度哺乳類種數在歷年波

動範圍內，而年平均數量則是歷年最高的年度。進入試營運期間後，

庫區內道路維護及綠美化施工工程擾動已減少，建議可於水庫周邊多

種植原生植物，以增加生物棲地及食物來源。  

(二 )引水工程區哺乳動物雖曾經隨工程變化波動，但完工後種類及數量尚

稱穩定。而於清水溪一側，因番婆夾坑溪環境特性造成局部山坳裸

露，其河床兩側的山壁落差高，且因土石不穩，常有滑動，可能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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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長及生物通行。目前現地已多處進行補植復舊，並增加生物活

動通道，環境應可逐漸改善，後續應持續監測。  

(三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季數量雖有波動，但其種數大致穩定，數量

則為最多的年度。  

三、兩棲類  

(一 )水庫集水區施工期間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的波動大致隨工程進展變化，

歷年波動大致屬穩定，無明顯差異。 100 年第 4 季洽逢梭德氏赤蛙大

量發生聚集繁殖，造成數量暴增。本年度 (110 年 )第 2 季亦記錄到小雨

蛙大繁殖，監測數量明顯上升。本區蓄水後，梭德氏赤蛙棲息的溪流

環境將減少或往上游移動，其數量或活動空間將可能變動，故應注意

溪流上游的保護，以維持其棲息空間。  

(二 )引水工程區歷 年優勢種優勢物種 大致相當，種數及 年平均數量除

101~104 年因施工逐漸下降外，其餘無太大波動。本區域測點多屬水

量不穩區域，尤其番婆夾坑溪除豐水期有少量水流外，其餘季次多為

乾涸，且土石不穩常有波動。本年度兩棲類種數及數量為歷年範圍內。 

(三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年數量雖有波動，但其種數及種類大致穩

定，顯示保留該區域對於當地之生態保護具有明顯正面之成果，將再

持續進行監測。本年度 (110 年 )第 2 季紀錄到小雨蛙大繁殖，數量較往

年有明顯的上升。  

四、爬蟲類  

(一 )水庫集水區物種及年平均數量的波動大致隨工程進展變化，歷次波動

大致屬穩定，無明顯差異，主要為季節性變化。大致而言，除試營運

及蓄水處較不適宜爬蟲類活動，其餘區域有較多植被可供爬蟲類棲

息。目前擾動已減少，本年度爬蟲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為歷年範圍內。 

(二 )引水工程區於施工期間種數及數量均有下降趨勢，目前工程已於 105

年底完工，雖已有進行綠化工作且已有植物自然進駐，但因時間尚

短，目前種數及數量大致隨季節性波動，但年平均數量仍較施工初期

少，與監測測點土石經常崩落有關。本年度爬蟲類種數歷年範圍內，

數量略低於歷年變化範圍。  

(三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歷季數量雖有波動，但其種數及種類大致穩

定。本年度爬蟲類種數及數量為歷季範圍內。  

五、蝴蝶類  

(一 )水庫集水區監測結果，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僅有小幅度波動且以季節性

變化為主。整體而言，蝴蝶類種數尚屬穩定，年平均數量自 102 年開

始有逐漸減少的趨勢，而 104 年數量雖有回升，但仍然偏低，可能與

103 年部份測線 (如 G3~G6)開始施工，造成植被遭剷除、揚塵，讓蝴

蝶類食物來源減少。 106 年起種數恢復情況良好，年平均數量雖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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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回升，但仍不及 101 年之前之數量。進入試營運期間後，擾動已減

少。本年度蝴蝶類種數及年平均數量為歷年範圍內。  

(二 )引水工程區種數及年平均數量僅有小幅度波動且以季節性變化為主。

整體而言，蝴蝶類種數尚屬穩定，而年平均數量逐漸下降，推測可能

因監測時於 107 年第 1、 2 季引水工程區測點 1、 2 有記錄明顯的人為

整地，107 年第 3、4 季及 108 年第 1 季則有明顯土石滑落跡象，而引

水工程區測點 3 則因土石較不穩常有變動，河床上植物生長不良，多

數蝴蝶為飛行經過。  

(三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受前期第二原水管工程施作影響 (現已於 109 年

10 月 9 日完工 )，主要位於測點 N6 旁， 109 年度年平均數量略減，可

能因前期擾動較頻繁，局部區域植被遭剷除、揚塵，讓蝴蝶類食物來

源減少。本年度 (110 年 )物種與數量皆較 109 年有所回升。  

3.1.10 陸域植物 

(一 ) 水庫集水區 105 年度進入試營運階段後開始蓄水，可活動區域受限，

因此周邊植被已無明顯變化，物種數及植物生長狀況多呈現季節性的

變化，除水庫集水區 108 年第 1 季測點 8 曾受人為整地影響，導致測

點內植被遭破壞，無法繼續執行監測，爰 108 年第 2 季於自然生態保

留與復育區聯外道路旁選定合適替代測點，重新設置測點 8 並進行後

續監測，本年度監測並無異常。  

(二 )引水工程區植被物種主要受自然演替 (如季節變化、颱風 )有變動情

形，而樣區的變動主要多受氣候、雨量等環境因子影響，除此之外並

無異常現象。引水工程區測點 1 在 106 年第 3 季因豪大雨造成土石沖

蝕現象，部分植被破碎化，產生明顯的裸露地， 107 年第 1 季監測時

發現裸露地區有大量的小花蔓澤蘭覆蓋，但本年度監測並無大量覆蓋

的現象；測點 4 曾受到農業干擾所破壞， 109 第 2 季經通報中水局，

業於 109 年 6 月 19 日偕同中水局及生態總顧問鉅樺工程顧問公司辦

理現勘選擇鄰近合適的替代樣區後，於 109 第 3 季已設立新樣區 4 持

續辦理監測。  

(三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內之圓葉布勒德藤族群生長位置距離第二原水

管工程甚近， 109 年度監測山壁下方有土石沖蝕情形，除第一季監測

時發現族群有些微影響外，其餘各季生長狀況良好，於第 4 季出現開

花物候。為了解該區圓葉布勒德藤生長情形，進一步釐清是否受第二

水管工程影響，經中水局、鉅樺、第二原水管工程單位及本計畫、民

享公司，於 108 年 5 月 3 日現場勘查，可知圓葉布勒德藤所處之山壁

接近地面處有崩落情形，據了解該地區地質較為脆弱且長年潮濕，故

易有產生崩落情形，應減少施工造成影響以避免圓葉布勒德藤族群破

壞。 109 年第 4 季監測山壁下方已完成新設的水泥排水道，第二原水

管工程已完工，將持續觀察其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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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八色鳥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於 93 年至 107 調查結

果，整體而言，八色鳥數量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另依據本計畫之 92 年至 107

年湖山水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檢討分析報告，可知湖山水庫及其周邊之

八色鳥數量，其變化趨勢前述特生中心歷年趨勢相似。於 92 年施工前期，

八色鳥總數量達到最高，爾後 95 年水庫開始施工後，八色鳥總數量逐年降

低，至 98 年以後至 109 年間，八色鳥總數量僅介於 2~21 隻次 (107 年監測

數量達 21 隻次 )。彙整相關具體保護措施如下：  

一、棲地營造及復育  

透過替代棲地改善措施，選擇適合八色鳥棲息地點 (如湖本村鄰近

棲地環境 )，同時進行微棲地改善及水庫棲地復育營造，例如分析研究

地區植物群落現況及推估其演替模式、比較不同廢棄年份麻竹林自然

更新狀況，瞭解自然演替過程中多樣性變化、主動移除麻竹林及補植

原生樹種，以促進演替更新、以及建立指標系統作為監測與瞭解成效

等工作內容。同時透過棲地補償機制，尋找符合森林動態及經濟成本

之森林復育策略，以提供未來森林生態系統復育規劃之參考，減少水

庫工程對生態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二、持續相關調查研究  

由於全台八色鳥族群依地區而有不同程度的減少趨勢，根據特生

中心 (2014)所做的台灣八色鳥族群研究結論，庫區非淹沒區經復育之森

林環境可提供部分八色鳥棲息。建議應持續觀察現有庫區範圍內八色

鳥之習性與其生活的棲地概況，以此為參照，於可提供棲息之森林環

境進行微棲地改善，以增加八色鳥繁殖與復育成功之機會。  

三、保育宣導與巡邏保護  

透過相關生態保育宣導活動 (如辦理教師研習營、工程人員教育訓

練、互動式教材開發等 )，增加國人與自然環境互動機會，宣導生態保

育之重要性。此外，透過巡邏保護作業，以勸導非法捕獵行為，並設

置告示牌嚴禁盜獵盜採行為，保護八色鳥棲息環境不被破壞。  

 
圖 3.1-5 本計畫歷年湖山水庫八色鳥數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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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CTSI 及 ATSI 差異分析 

本計畫透過計算「卡爾森指數 (CTSI)｣及「藻類優養指數 (ATSI)」

評估湖山水庫之水質優養程度。  

一、CTSI 

CTSI 係以水中的透明度 (SD)、葉綠素 a(Chl-a)及總磷 (TP)等三項水

質參數之濃度值進行計算，再以其計算所得之指標值，判定水庫水質

之優養程度。本項目自 107 年第 2 季起增作，有關本年度湖山壩址 CTSI

指標值介於 38.3~47.37，湖南壩址 CTSI 指標值介於 37.62~43.75。整體

水庫優養化程度介於貧養~普養狀態，且兩處測點皆於 109 年第 2 季有

略為優養。  

另查詢「環保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資料，湖山水庫 110

年度卡爾森指數介於 40.26~48.91，水庫優養化程度處於普養狀態，而

109 年 8 月監測時卡爾森指數為 51，呈現輕微優養，與本計畫監測結

果相差不大，後續將會持續觀察，測值如有持續偏高將會立即通報管

理單位，以利相關因應措施執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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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60

湖山水庫歷年CTSI值

優養

普養

貧養

 
圖 3.1-6 湖山水庫庫區歷次 CTSI 變化 

二、ATSI 

ATSI 係利用水庫出現藻種，依貧養 (oligo)、普養 (meso)和優養 (eu)

指標，以各級指標種出現的頻度計算藻類優養指數。本年度湖南 (第一 )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介於 0.18~0.38，水質處於優養的狀態，湖山 (第二 )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介於 0~0.03，水質處於優養的狀態。引水隧道出口

附近測點介於 0~0.37，水質處於優養的狀態。本年度監測結果顯示，

庫區內三個測點全年度皆為優氧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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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107 第 2 季因  未採集到貧養及中養之指標藻種，故 ATSI 計算結果為 0。  

註 :2 .107 第 1 季及第 3 季因 ATSI 計算式分母為 0 為無意義，故標示為空心點。  

圖 3.1-7 湖山水庫庫區歷次 ATSI 變化 

三、CTSI 及 ATSI 差異分析說明  

兩者指標主要差異 (1)CTSI 係透過物化參數計算結果，反映水庫

當下水質優養狀況，無法說明水體長期優養情形 (2)ATSI 使用參數為

生物性參數 (藻類 )，較能代表水體長期優養情形 (3)兩者指標進行採樣

位置不同，故不同採樣地理位置，其水體狀況可能不同，呈現出來結

果具潛在差異情形。  

此外，CTSI 使用參數為透明度、葉綠素 a 及總磷，當次採樣易因

季節變化及濁度影響，計算出來的結果有明顯差異。然而， ATSI 因使

用藻類作為計算參數，則可以彌補 CTSI 受季節及濁度影響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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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近四年棲地環境改變之綜整說明 

因工程施作緣故改變棲地環境原有樣貌，爰彙整 106~109 年因工

程導致棲地環境改變，如表 3.1-2。  

表 3.1-2  近期因工程導致棲地環境改變之綜整說明 

項目 工程名稱 工程起訖時間 環境變化 生態影響 

一、水域生態 

1 梅林溪梅南橋上

游堤段環境改善

工程 (權責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

第五河川局) 

106/10~107/4 棲地環境由原本的

流動型水域轉變為

靜止型水域，且有三

道橫斷河道且無魚

道設施之固床工。 

由於梅南橋固床工缺乏

魚道設計，產生縱向之阻

隔，棲地環境由原本的流

動型水域轉變為靜止型

水域，溪流型的魚類種數

與數量也較為減少 

2 107 南投縣竹山

鎮縣道 149 線桶

頭橋整建維護工

程(權責單位：南

投縣政府) 

108/01~108/7 受工程影響，棲地明

顯 受 到 整 平 與 挖

掘，河道限縮後，使

得棲地由原先深潭

類型轉變為深流類

型。 

工程初期確實因工程影

響導致魚類種數與數量

減少，但受工程結束且雨

季大水沖刷的影響，棲地

已逐漸回復原狀且魚類

種數與數量亦有逐漸恢

復穩定的現象。 

3 木瓜潭基腳保護

工程 (權責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 

108/05~108/05 棲地在不同區域有

整平、挖深與堆置等

情形，導致棲地環境

明顯改變。 

工程期間因整平、挖深與

堆置的影響，棲地產生大

幅度的變動，部分河段水

流速加快或減緩，部分原

為河道處則受到土石堆

置掩埋，導致魚類種數與

數量有減少的情形。工程

結束且受到雨季大水沖

刷後，目前棲地已逐漸穩

定，魚類種數與數量亦有

逐漸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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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近期因工程導致棲地環境改變之綜整說明(續) 

項目 工程名稱 工程起訖時間 環境變化 生態影響 

二、陸域生態 

4 第二原水管工程 107.09~109.10 第二原水管工程範

圍主要位於動物測

線 N 附近，約影響 3

個測點，沿線植被近

乎移除，以測點 N6

為例，其整地範圍約

100m80m，並造成

取水口上方山壁有

小面積崩落。 

109 年 11 月 30 日已

完工，後續將持續監

測陸域生態恢復之

情形。 

施工範圍內裸地增加，原

生長於山壁的圓葉布勒

德藤和岩生秋海棠族群

尚屬穩定情形，但於第 4

季時可能因季節因素，數

量略有減少，但生長於高

處的則無明顯差異。且因

地面裸露或工程擾動增

加，造成多數生物活動較

遠離此處。 



 

 3-18 

3.2 監測結果異常現象因應對策 

一、本年度異常環境監測結果與因應對策 (參見表 3.2-1) 

表 3.2-1  110 年度監測之異常狀況及處理情形 

 

異常狀況 原因分析與因應對策或後續追蹤 

一、空氣品質 

‧本年度監測時，部分測點之臭

氧 8 小時值及 PM2.5 有超出

空氣品質標準之狀況。 

‧臭氧超標原因主要係受環境背景因素影響，且本計畫之施工特性
亦不易造成此項污染，與本計畫較無太大關聯，故無因應對策。 

‧另在 PM2.5 部分，相較於鄰近之環保署測值，亦均有相同偏高狀
況，兩者差異不大，推斷大環境的影響為超標主要原因。 

二、噪音振動 

‧本年度監測成果顯示，於噪音
方面，於玉當山、旗山國小、
梅林國小及引水隧道出口，
曾有噪音測值超過環境音量
標準。 

‧國小測點之日間主要音源為各校園內活動作息、蟲鳴聲、修剪樹
木及草機具聲；玉當山測點主要受僧侶誦經聲及蟲鳥鳴影響測
值；引水隧道出口音源多為水流聲及蟲鳴聲等所致，後續持續
追蹤監測。 

三、河川水質水量 

‧本年度河川水質於梅林溪及
清水溪流域皆有部分測點
懸浮固體及總磷測項超
標，然超標測值多介於歷次
測值區間，且與歷年相較本
次監測成果無明顯異常。 

‧懸浮固體測值不論施工前後均常有不符合乙類水體水質標準之
情形，於清水溪流域主要受採樣前之降雨情形，且由於清水溪
流域地質脆弱，導致受雨水沖刷易使水體懸浮固體測值升高，
另外桶頭橋上游河道旁有河道治理工程，受工程擾動其下游測
點懸浮固體亦有偏高情事發生。而梅林溪流域測值超標亦於採
樣前幾日有降雨紀錄，受雨水沖刷擾動懸浮固體測值升高；  

‧總磷測值部分，由歷次監測結果顯示，懸浮固體偏高常伴隨總磷
濃度升高，本年度亦有相同情形，分析應為鄰近農田使用之肥
料，且降雨後受雨水沖刷淋溶導致磷份溶入水體而被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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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議 

一、水域生物  

(一 )  梅南橋測點自五河局河道景觀工程完工後，107 年第 3 季起已恢復

為有水狀態，由開闊流動型水域轉變為靜水域棲地型態。然而，

設置三道梅南橋固床工，經由 107 年第 3 季至 110 年第 4 季監測

結果可知，該測點在非雨季期間水源會被攔阻在最上游的固床

工，導致下游出現斷流的情形。觀察相關鄰近溪流皆為如此狀況。

為台灣西部典型荒溪狀態。  

(二 )  持續監測非雨季時期是否有出現斷流現象，造成水生生物種數與

數量及群聚組成的改變。本季在桶頭吊橋測點監測到臺灣特有種

的高身白甲魚，但是該魚種於清水溪流域屬外來種，目前雖未對

清水溪的水域生態造成影響，但是該魚種與清水溪流域原有的臺

灣白甲魚的棲位有高度重疊的情形。本計畫目前作法係將監測過

程中捕獲的高身白甲魚不釋回清水溪流域，提供供給動物救傷單

位作為餌料利用。  

(三 )  因應歷季水庫區內有大量外來種魚類 (線鱧與尼羅口孵非鯽 )，建議

如下 :  

1.109 年度水庫區兩處測點外來種魚類 (線鱧與尼羅口孵非鯽 )所佔

的比例仍偏高，湖南 (第一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外來種比例高達

100%，湖山 (第二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達 95%，引水隧道出口附

近測點達 98.5%。本年度 (110 年 ) 湖南 (第一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

外來種比例為 72%，湖山 (第二 )取出水工附近測點為 88%，引水

隧道出口附近測點為 25%，除引水隧道出口外，庫區內外來種

的數量與比例仍高，建議可逐步辦理外來種移除作業。  

2.持續監測外來種數量變化外，移除方法可利用魚群活躍期間的擬

餌、籠具及延繩釣之移除方式進行移除線鱧及尼羅口孵非鯽。

相關具體作法如下 : 

 (1)個體數抑制  

A. 一般漁法：定置網用於沿岸附近誘導目標魚種進入網內來

進行捕獲；手拋網及刺網都具有網目選擇性，可選擇不同

網目捕捉不同體型之目標魚種。手拋網之機動性較高，於

大部分地方均可以操作，但對於水草茂盛及障礙物多之水

域較難施行，且此方法較具技巧性，需熟稔技術俾提高漁

獲效率；刺網為帶狀之漁具，利用阻斷魚群游動路徑來進

行捕捉，但使用時須事先申請許可。  

B. 誘餌漁法：該法亦稱為路亞釣法，以模擬魚類、蝦及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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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物，引誘魚類攻擊魚餌的釣法。該方法機動性高，可

在發現魚蹤後再加以引誘，並可根據目標魚種及大小的不

同更換不同的誘餌以降低誤捕的機率。尼羅口孵非季則以

長沉籠的效果較佳。  

C. 延繩釣法：該法主要用於海洋漁業，但是加以改良後則可

用於湖泊水庫。使用方式亦是在主繩上綁上若干數量的副

繩，每一條副繩則綁有一只魚鉤，每一個魚鉤皆有魚餌，

應放置於水深較淺的岸邊水域誘捕掠食性魚類。  

D. 電魚法：針對魚群的行為以電流擊昏的方式直接捕捉，可

利用魚類習性加以捕捉大量的數量。鱧科魚類於繁殖後常

會有護幼之行為。如線鱧會先配對，於淺水區域有障礙物

的環境繁殖，仔稚魚出生後會以魚球方式進行活動，親代

則會於魚球下方護幼。顧可以利用此時加以移除親於及鰭

仔稚魚。曾文水庫每年公所都會聘請民間的單位定時定期

移除魚虎，就是透過此習性直接捕捉魚虎，以達到控制降

低魚虎鰭仔稚魚數量。為最有效的針對性捕捉方式之一。

但是此方法有一定的風險性，需專業操作以確保作業人員

安全及維護水體其他種類魚類的安全。  

(2)時機及頻率  

A. 根據本團隊於民間魚場執行移除業務經驗，應於每年水庫

水域雨期蓄水時，水量改變時誘發魚類本能群聚繁殖的狀

況，以及繁殖周期的魚群仔稚魚群聚的現象加以捕捉。線

鱧的繁殖期主要出現在夏季 4~9 月，可於該期間以網具捕

撈幼體與成魚 (梁與謝， 2012)。水庫水體上升對於水庫內

魚類的繁殖行為是相當重要的指標訊息。水體開始上升，

水體環境的改變會引發魚類的本能行為，開始尋找適當棲

為環境進行繁殖行為，同時食性於不同時段會發生改變。

如線鱧因溫度上升，捕食行為開始變得明顯，施以路亞釣

法對於線鱧的誘捕具有一定程度的效果。此外， 4 月至 9

月為繁殖季，魚類幼體會有聚集在一起的現象，建議監測

人員若發現聚集在一起的幼體，可選用網具方式進行捕

撈。吳郭魚可於水溫 20 度以上開始繁殖，25-32 度為最適

宜水溫，亦屬於暖水域的魚類，在水溫較高時活動力較

佳，而覓食行為也較明顯，因此於 4~9 月時可以定期捕捉

線鱧及尼羅口孵非鯽。  

B. 依據目前監測資料來看，外來種種類不多，但數量已經逐

漸增加，且湖山水庫水域面廣大且深，建議可嘗試前述方

式辦理，考量人力與時間，移除頻率約兩個月進行一次，

每次移除作業密集以前述方法操作 3-5 天捕抓線鱧，並加

以記錄評估移除成效。雖無法完全移除線鱧，但至少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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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數量，往後則可再視外來種數量調整移除時間與頻率。 

C. 目前水庫區的監測資料僅有沿岸三處，因此建議仍應先持

續監測外來種的族群數量，並增加監測測點，以了解外來

種於何時與何處測點較多，以便未來進行移除作業時，能

結合相關資料以達到抑制或移除的目標。  

(3)來源釐清  

有關水庫區外來種調查紀錄，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位

於南勢坑溪，陳榮宗於 96 年至 97 年在南勢坑溪的調查無發

現外來種，而集水區其他溪流 (崙尾坑溪與土地公坑溪 )亦無

外來種的調查紀錄。本計畫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自 105 年

起開始進行監測， 105~108 年間有監測到外來種，且數量有

逐年增加情形。  

由於陳榮宗選用的測點位置位於本計畫引水隧道出口附

近測點下游約 600 公尺處，且兩處測點之間尚有落差超過 2

公尺以上的壩體阻隔，於地理時空差異明顯不同。再者，

98~104 年期間無其他相關調查資料，難以藉由陳榮宗的調查

結果釐清外來種的來源。  

目前判斷其較可能的來源有 1.在 97 年至 105 年的期間有

人為野放； 2.透過集水區周圍其他溪流進入，但是因為數量

相對稀少，故未被調查到； 3.原已存在於梅林溪流域，但是

在大壩建立後被圍困在庫區內並繁殖的族群。建議應持續監

測外來種與原生種的數量變化，若捕獲外來種則直接移除。  

3.建議中水局可研議以專案計畫方式來進行外來種魚類之移除。  

二、陸域動物  

(一 )  水庫集水區因 107 年第 4 季於 Q 測線有綠美化及防淤工程，目前

雖已完工，但蝴蝶數量仍尚未恢復，本季監測期間仍無發現大量

可供蝴蝶攝食的蜜源植物，故生態保育措施建議如下：  

1. 多 種 植 蝴 蝶 喜 好 的 蜜 源 植 物 及 食 草 植 物 如 鵝 掌 柴 (Schefflera 

octophylla)、大頭艾納香 (Blumea riparia )、臺灣澤蘭 (Eupatorium 

cannabinum)、 鼠 麴 草 (Gnaphalium luteoalbum )、 金 銀 花 (Lonicera 

japonica)、黃荊 (Vitex negundo)、冇骨消 (Sambucus chinensis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火筒樹 (Leea guineensis )、煉莢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山葛 (Pueraria montana)、山芙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

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野牡丹 (Melastoma septemnervium )、構

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山素英 (Jasminum nervosum)、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 、 火 炭 母 草 (Polygonum chinense ) 、 串 鼻 龍

(Clematis grata)、虎婆刺 (Rubus croceacanthus )、臺灣懸鉤子 (Rubus 

formosensis) 、 水 金 京 (Wendlandia formosana) 、 月 橘 (Mur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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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culata)、賊仔樹 (Tetradium glabrifolium )、食茱萸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 、 大 葉 溲 疏 (Deutzia pulchra ) 、 小 花 鼠 刺 (Itea 

parviflora) 、 倒 地 蜈 蚣 (Torenia concolor ) 、 山 煙 草 (Solanum 

erianthum) 、 山 香 圓 (Turpinia formosana) 、 大 頭 茶 (Gordonia 

axillaris) 、 杜 虹 花 (Callicarpa formosana ) 、 大 青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 、 龍 船 花 (Clerodendrum kaempferi ) 、 海 州 常 山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 、 虎 葛 (Cayratia japonica ) 、 石 苓 舅

(Glycosmis citrifolia ) 、 三 腳 鱉 (Melicope pteleifolia ) 、 飛 龍 掌 血

(Toddalia asiatica )、雙面刺 (Zanthoxylum nitidum )、山豬肉 (Meliosma 

rhoifolia)、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石朴 (Celtis formosana )、

青 苧 麻 (Boehmeria nivea) 、 水 麻 (Debregeasia orientalis ) 、 冷 清 草

(Elatostema lineolatum)、糯米團 (Gonostegia hirta )、水雞油 (Pouzolzia 

elegans)、 馬 兜 鈴 科 植 物 、 棕 葉 狗 尾 草 (Setaria palmifolia)和 月 桃

(Alpinia zerumbet )等，以利蝶類利用。  

2. 建議網室培育蝴蝶幼蟲食草、蜜源植物，相關物種名單如下：  

(1) 樟 科 ( 樟 樹 (Cinnamomum camphora) 、 土 肉 桂 (Cinnamomum 

osmophloeum ) 、 山 胡 椒 (Litsea cubeba ) 、 黃 肉 樹 (Litsea 

hypophaea) 、 大 葉 楠 (Machilus japonica ) 、 紅 楠 (Machilus  

thunbergii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  

(2) 芸香科 (石苓舅、三腳鱉、烏柑仔 (Severinia buxifolia )、賊仔樹、

飛龍掌血、食茱萸、雙面刺 )  

(3) 豆 科 ( 菊 花 木 (Bauhinia championii ) 、 黃 野 百 合 (Crotalaria 

pallida)、波葉山螞蝗 (Desmodium sequax)、毛胡枝子 (Desmodium 

sequax) 、 臺 灣 魚 藤 (Millettia pachycarpa ) 、 老 荊 藤 (Millettia 

reticulata)、 頷垂 豆 (Pithecellobium lucidum )、水 黃 皮 (Millettia 

pinnata)、決明 (Senna tora)、毛苦參 (Sophora tomentosa)、曲毛豇

豆 (Vigna reflexopilosa ))  

(4) 桑科 (天仙果 (Ficus formosana)、澀葉榕 (Ficus irisana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白肉榕 (Ficus virgata ))  

(5) 大戟科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野桐 (Mallotus japonicus )、白

匏子 (Mallotus paniculatus )、刺杜密 (Bridelia balansae )、裏白饅

頭 果 (Glochidion acuminatum ) 、 菲 律 賓 饅 頭 果 (Glochidion 

philippicum) 、 細 葉 饅 頭 果 (Glochidion rubrum) 、 錫 蘭 饅 頭 果

(Glochidion zeylanicum ))  

(6) 禾 本 科 ( 臺 灣 蘆 竹 (Arundo formosana ) 、 白 茅 (Imperata 

cylindrica ) 、 五 節 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 、 舖 地 黍 (Panicum 

repens)、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棕葉狗尾草 )  

(7) 馬 兜 鈴 科 ( 台 灣 馬 兜 鈴 (Aristolochia shimadae) 、 港 口 馬 兜 鈴

(Aristolochia zollingeriana ))  

3. 有關水庫集水區綠美化植物及增加蝴蝶蜜源植物，建議除灑播

原生植物萃籽外，另增加扦插植物如：茄苳、構樹等，可以加

速其開花、結果，提供生態保育功能。  

4. 建議可於枯水期或長期未降雨時可藉由人工灑水方式，維持道

路周邊或植栽區的植物生長。  

三、陸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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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關補植環評等級 1 之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臺灣萍蓬草」後

續追蹤，109 年第 3 季至本季監測期間因溫室修建整理，暫時移

至小水盆，目前臺灣萍蓬草已移至網室生態池，待濕地水源穩

定將移植至濕地。  

(二 )  小花蔓澤蘭生長特性及改善建議，說明如下：  

1. 小花蔓澤蘭屬陽性物種且拓殖力強，喜好於陽光充足的區域，

各文獻均指出小花蔓澤蘭並無法完全移除，僅能長期抑制，

降低拓植力。  

2. 本案過往施工的引水道工程周邊及水庫集水區周邊開闊處，因

棲地已多處呈現開闊，易造成小花蔓澤蘭大量繁殖，且於春

夏季氣溫高且降雨量豐富的季節，常為其快速增生的時機，

建 議 可 參 考 林 務 局 自 然 保 育 網 小 花 蔓 澤 蘭 摺 頁 資 料

(https://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0398)，於其開花結果前

進行人工移除。  

3. 每年 8 月及 10 月各進行 1 次拔蔓，並以刈草或切蔓為輔，地

表蔓藤儘量拔除，並清離林地或集中加以覆蓋、遮蔭以防再

次萌蘗。拔蔓時宜連根拔起，儘量將蔓藤清除乾淨，若只是

將藤蔓拉斷散落現場，以小花蔓澤蘭旺盛的繁殖能力很可能

重新生根，難以發揮防治成效。  

4. 依據現場監測及小花蔓澤蘭習性，歷季監測小花蔓澤蘭分佈區

域多位處林緣，且有短草叢區域 (約 1 公尺左右 )，此環境可提

供小花蔓澤蘭攀爬環境、日照充足 (芒草區因生長較高，小花

蔓澤蘭生長初期並不佔優勢 )，且人為擾動相對較少，其他區

域雖亦有分佈，但較少大面積生長；因此，本案小花蔓澤蘭

生長較旺盛的區域，大致位於引水工程區的番婆夾坑溪、水

庫集水區的維修道路旁 (樹林旁 )等區域，另外，小花蔓澤蘭種

子多，常以土壤種子庫方式存在，如以人力清除後，需持續

關注，以免因裸露，種子快速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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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歷年小花蔓澤蘭覆蓋度變化圖 

(三 )  美洲含羞草生長特性及改善建議，說明如下：  

1. 美洲含羞草屬陽性物種且拓殖力強，喜好於陽光充足的區域，

因具有匍匐及攀附的特性，且全株具有細倒刺，因此於開闊

處常大面積生長，且會造成生物活動範圍的影響。  

2. 因其生長喜好開闊且陽光充足區，建議減少大面積裸地的出

現，如有發現大面積的生長，可規劃移除作業，並持續進行

監測即可。  

3.  一般針對美洲含羞草可以藥劑或機械方式進行清除，但由於發

現位置多為開闊區域，且鄰近水庫集水區，建議以機械方式

進行清除，可於每年 7、8 月美洲含羞草開花或結果前，以人

力或機械方式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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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環境監測大事紀 

為供長期分析或檢討之參考，茲將本計畫目前既有執行之監測項

目及測點之環境監測有關大事紀表如下表所示。  

表 3.4-1  環境監測有關之大事紀表  

項目 重大變化事件 發生重大變化之季別 

空氣

品質 

1. PM2.5、O3：超標情況經比對鄰近環保署測站，

皆有相同情況，主要受擴散不良或境外污染環

境背景影響，於低風速、台灣西半部位屬於背

風面時，測值易超標或偏高，於高風速時，比

對環保署背景測站無高值，並參考環保署空品

概況說明有境外污染源移入之情況；其中 O3

屬於二次污染物，主要由光化反應後產生，於

事件日經檢視全台灣環保署測站測值分布狀

況，發現於凌晨仍有高值，其可佐證受境外污

染移入影響顯著。 

2. PM10：主要測點週圍因風大而有揚塵影響測

值，皆屬偶發性事件，另檢視高值當下工區無

施工行為。 

針對施工及試營運期間超標季別說明： 

1. PM2.5：本測項係自 102 年第 4 季起開始

執行監測，過往曾於 102 年第 4 季、103

年第 1、2 季、104 年 1、2、4 季、105

年 1、2、4 季、106 年第 1 季、107 年

第 1、2 季、108 年第 1 季、109 年第 1

季、110 年第 1 季有日均值超標情形。 

2. PM10：過往僅於 95 年第 1 季之梅林國小、

104 年第 2 季之隧道入口處、103 年第 1

季之幽情谷測站有超標紀錄。 

3. O3：本測項過往曾於 101 年 2~4 季、

102~104 年的各季、105 年第 2、4 季、

106 年第 1、2 季、107 年第 2~4 季、108

年各季、109 年第 4 季、110 年第 1~2、

4 季均有超標情形。 

綜合上述超標紀錄，本計畫區之 PM2.5及 O3

測項超標屬長期常態發生之異常，主要係環

境背景影響所致。 

噪音

振動 

1. 玉當山日間時段有超出環境音量標準，根據錄

音檔其主要音源為機具聲、人員交談聲、聚落

生活噪音及蟲鳴聲。 

2. 引水隧道出口(庫區端)超標主要受環境背景噪

音除蟲鳴鳥叫聲外，亦受流水聲之影響。 

3. 梅林國小日間時段常有超出環境音量標準，根

據錄音檔其主要噪音源來自學校人員交談聲

及蟲鳴聲。 

針對施工期間及試營運期間超標季別說明： 

於 92 年第 1 季、93 年 2~4 季、94 年各季、

95 年第 1 季、96~98 年各季、103 年第 2 季、

104 年各季、105 年 1~3 季、106~110 年各季

皆有超過標準之情況，主要音源多為環境背

景音，僅零星 1、2 次為施工機具影響而超

標(玉當山測點)。 

水質

水量 

1. 河川水質之懸浮固體及溶氧量：本計畫之河川

水質常有懸浮固體超標情形，彙整歷次監測

數據前 5%的超標紀錄均發生於強降雨 (尤

其是每年 4~10 月之梅雨、夏季豪大雨或颱風

等) 後，且本計畫區上游之草嶺地區自 921

地震後，即產生多處崩坍面，經雨水、河水

沖刷後，極易使水中懸浮固體濃度偏高及溶

氧量偏低。 

2. 河川水質之總磷：本計畫之河川水質亦常有總

磷超標情形，彙整歷次監測數據前 5%的超標

紀錄亦多與懸浮固體相似，主要發生於強降

雨 (尤其是每年 4~10 月之梅雨、夏季豪大雨

或颱風等) 後，雨水沖刷上游集水區域內各

處點源(聚落生活污水)及非點源(果園及茶園

等農業行為使用含有機磷、磷酸鹽之農藥殺

蟲劑或肥料)之污染，導致磷份隨著逕流進入

1. 北勢坑溪：95 年 6 月、97 年 6 月、99 年

10 月、101 年 4 月、108 年 8 月、109 年

7 月及 110 年 3、6、7、9 月； 

土地公坑溪：100 年 4、5 月及 110 年 5

月； 

南勢坑溪引水出口上游：97 年 6 月、101

年 4 月及 110 年 6、8、9 月； 

南勢坑溪引水出口下游：105 年 4、6 月、

107 年 9 月及 110 年 5、6 月； 

梅林溪壩下游：96 年 6 月、97 年 6 月 100

年 8 月、101 年 4 月、104 年 9 月及 110

年 5、6 月； 

桶頭吊橋：95 年 4 月、98 年 8 月、109

年 5 月及 110 年 5、6、8、10 月； 

全仔社橋：107 年 4、6 月及 110 年 5 月； 

社興橋：105 年 9 月及 110 年 5、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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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大變化事件 發生重大變化之季別 

河川而超標。 

3. 工地水質：工地污水放流口(洗車台出流水)僅

懸浮固體偶有超標情形，彙整歷次監測數據

前5%的超標紀錄主要發生於105年之前，109

年僅發生 1 次，且經處理後之工地放流水主

要作為工區內循環使用，無對外排放，故不

影響下游水體水質。 

鹿窟 3 號橋：105 年 9 月及 110 年 5、8

月。 

2. 北勢坑溪：97 年 6 月、99 年 5 月、102

年 7 月、106 年 9 月及 110 年 6 月、9 月； 

土地公坑溪：101 年 4 月、104 年 8 月及

105 年 1、3、4 月； 

南勢坑溪引水出口上游：105 年 4 月及

108 年 6 月； 

南勢坑溪引水出口下游：105 年 4、6 月

及 110 年 6 月； 

梅林溪壩下游：104 年 9月及 110 年 6 月； 

桶頭吊橋：104 年 2 月、109 年 5 月及 110

年 6 月； 

全仔社橋：106 年 7 月、107 年 4、6、8

月及 110 年 5 月； 

社興橋：105 年 9 月、107 年 6 月及 110

年 5 月； 

鹿窟 3 號橋：105 年 9 月、106 年 6 月、

107 年 6 月及 110 年 5 月。 

3. 101 年 5 月、104 年 5 月、105 年 1、9 月

及 109 年 1 月 

交通

量 

本報告定義交通服務水準落在 E~F 級為重大變化

事件，由過往監測成果顯示，99 年第 2 季晨昏峰

時段車流量較大，造成路口延滯時間增加而有服

務水準降級的狀況發生，惟應為背景環境狀況，

非本計畫施工或運輸行為所致。 

99 年第 2 季 

水域

生物 

1. 梅南橋測點於 107 年第 1~2 季受到五河局「河

道景觀工程」施作影響，呈現乾涸狀態，除了

蜻蜓類外，其餘魚類及水生生物皆無發現。另，

梅南橋測點自 107 年第 3 季迄今呈現全年有水

流的狀態，各個物種雖漸成豐富且數量多情

形，惟受梅南橋固床工影響，魚類及水生昆蟲

群聚組成與過往監測記錄出現差異性。 

2. 桶頭橋測點曾因南投縣政府「107 南投縣竹山鎮

縣道 149 線桶頭橋整建維護工程」的影響，故

棲地環境有明顯改變，魚類的種數與數量有些

微減少的現象。 

3. 桶頭橋下游測點曾受到四河局辦理「木瓜潭基

腳保護工程」的影響(挖掘、整平、堆置等)，導

致棲地出現明顯的變動，魚類數量明顯減少。 

4. 梅南橋測點曾於 108 年第 4 季時監測到大量魚

類外來種蟾鬍鯰，致使整體魚類數量大幅增加。 

5. 引水隧道出口附近測點在 108年與 109年第 3~4

季因滿水位緣故，外來種魚類順著升高的水位

越過攔砂壩進入到本測點，數量明顯增加，優

勢種由臺灣特有種轉變為外來種魚類(尼羅口孵

非鯽)。 

6. 桶頭吊橋測點曾於 108年第 4 季及 109年第 3~4

季監測到「高身白甲魚」且其於全年多可發現

1. 107 年第 1~2 季；107 年第 3 季迄今 

2. 108 年第 1~3 季 

3. 108 年第 2 季 

4. 108 年第 4 季 

5. 108 年及 109 年 3~4 季 

6. 108 年第 4 季~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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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大變化事件 發生重大變化之季別 

「何氏棘魞」，前述魚種係為本土性魚類外來

種，係本計畫持續觀察外來種入侵清水溪流域

之關鍵魚種之一。 

陸域

動物 

1. 八色鳥自 93 年第 2 季起，全區數量有逐年減少

趨勢，推估原因除受全球大環境影響外，另外

水庫區自 93 年起至 105 年第 1 季期間辦理各項

工程施作，人為干擾及棲地變化亦為當地八色

鳥數量減少的潛在原因之一。 

2. 100 年度起因採用最新蝙蝠偵測器，可偵測到較

多蝙蝠種類及數量，致使水庫集水區可監測到

的哺乳類數量大幅增加，其後監測數趨為穩定。 

3. 水庫集水區於 100 年第 4 季監測期間恰逢梭德

氏赤蛙大量聚集繁殖，故可記錄大量的兩棲類

數量，致使該季兩棲類數量大幅增加。 

4. 水庫集水區蝴蝶種類穩定，而數量可能因棲地

環境改變(溪流峽谷轉變為水庫)後略有減少，但

目前數量已屬穩定。 

5. 引水工程區 107~108 年監測期間，曾紀錄鄰近

之私人土地有明顯的人為整地行為，且因偶有

土石滑動及滑落跡象，致使哺乳類、兩棲類及

爬蟲類數量略有減少，但目前數量尚屬穩定。 

1. 93 年第 2 季~迄今 

2. 100 年第 3 季~迄今 

3. 100 年第 4 季 

4. 102 年第 4 季~迄今 

5. 107 年第 1 季~108 年第 4 季 

陸域

植物 

1. 測點減點：99 年第 1 季監測期間，原測點 2、

測點 5 及測點 9 因遭工程干擾而無法繼續監

測；103 年第 1 季原測點 1、10、11 及 12 因大

壩工程辦理淹沒區範圍內之地表清除作業，因

此無法繼續監測，故本計畫目前僅針對植物測

點 3、4、6、7 及 8，共 5 個測點進行監測。 

2. 測點移位：105 年 7 月因水庫內局部蓄水，水庫

水位升高後陸域生態測點無法抵達，故變換測

點位置。 

3. 測點劃分：105 年第 4 季植物測點 4、6 及 7 劃

入自然生態保留與復育區，另水庫集水區延續

先前植物測點 3 及 8 測點進行監測。 

4. 測點移位：水庫集水區 108 年第 1 季測點 8 曾

受私人農場整地影響，測點內植被遭破壞，以

致無法監測，故於 108 年第 2 季於自然生態保

留與復育區聯外道路旁選定合適替代測點，重

新設置測點 8 並進行後續監測，目前監測結果

無異常。 

5. 異常事件：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內之圓葉布

勒德藤族群生長位置距離第二原水管工程甚

近，曾於 108 年第 2 季受該工程影響導致族群

略有限縮情形，然自 108 年第 3 季後族群生長

尚屬穩定且良好。 

6. 測點移位：測點 4 曾受到農業干擾所破壞，109

第 2季經通報中水局，業於 109年 6 月 19日偕

同中水局及生態總顧問鉅樺工程顧問公司辦理

現勘選擇鄰近合適的替代樣區後，於 109 第 3

季已設立新樣區 4 持續辦理監測。 

1. 99 年第 1 季及 103 年第 1 季 

2. 105 年第 3 季 

3. 105 年第 4 季 

4. 108 年第 1 季 

5. 108 年第 2 季 

6. 109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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