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7-11



A01-7-12



A01-7-13



A01-7-14



A01-7-15



A01-7-16



A01-7-17



A01-7-18



A01-7-19



A01-7-20



A01-7-21



A01-7-22



A01-7-23



A01-7-24



A01-7-25



A01-7-26



A01-7-27



A01-7-28



A01-7-29



A01-7-30



A01-7-31



A01-7-32



A01-7-33



A01-7-34



A01-7-35



A01-7-36



A01-7-37



A01-7-38



A01-7-39



A01-7-40



A01-7-41



A01-7-42



A01-7-43



A01-7-44



A01-7-45



A01-7-46



A01-7-47



A01-7-48



A01-7-49



A01-7-50



A01-7-51



A01-7-52



A01-7-53



A01-7-54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 

 



 

 

/
 

(Q
ua

li
ty

 A
ss

ur
an

ce
, 

Q
A

)
(Q

ua
li

ty
 C

on
tr

ol
, Q

C
)

 

 

 

(
)

 

A
01

-7
-1

 

1.
 

2.
 

3.
(

)
 

4.
 

 

5.
 

 

 

 

(
)

 

 

 

1.
 

(1
)

 

(2
)

 
 

 
 ↓

 
 

 ↓
 

 
 ↓

 
 

 ↓
 

 
 ↓

 
 

A01-8-1



 

 

A
01

-7
-1

  
 

(3
)

 

(4
)

 

(5
)

(
)

 

2.
 

 

(1
)

(I
D

L
)

ID
L

 

(2
)

(M
D

L
)

99
%

1
5

3
 

3.
 

0.
99

5

(
3

M
D

L
)

 

4.
 

(
10

)
10

 

 

 

 

5.
 

(
10

)
10

 

6.
 

(
10

)
10

 

7.
 

(
)

 

(
)

 

/

 

1.
3

5

 

2.
/

1
(

70
90

%
)

/
 

(
)

 10
1

2
10

0
7

A01-8-2



 

 

 

 

1.
 

(1
)

 (
10

×1
0

)
(

)
(

)
(D

B
H

)
1

 

(2
)

 

Fl
or

a 
of

 T
ai

w
an

(H
ua

ng
 e

t 
al

., 
19

93
-2

00
3)

(
19

87
19

80
19

71
19

75
19

60
19

93
)

 

2.
 

(1
)

 

A
.

10
10

×2
5

 

 

4
6

5

(
10

)
10

2
2

2
(4

~6
)

1

10
10

25

10
1

2
10

0
7

 

B
.

A
. 

20
19

 
(2

01
9)

B
.

20
17

(2
01

7)
C

.
10

8
1

9
10

71
70

22
43

A

 

(2
)

 

A
.

(T
ra

pp
in

g)
10

A01-8-3



 

 

(S
he

rm
an

’s
 tr

ap
)

To
m

ah
aw

k
G

PS

10
1

2
10

0
7

 

B
. 

A
.

ht
tp

:/
/t

ai
bi

f.
tw

/ 
(2

01
9)

B
.

(2
01

7)
C

.
(2

00
8)

D
. 

10
8

1
9

10
71

70
22

43
A

 

(3
)

 

A
.

1.
5

10

8~
10

7~
9

(
)

 

 

(
)

10
1

2
10

0
7

 

B
. 

A
.

ht
tp

:/
/t

ai
bi

f.
tw

/ (
20

19
)

B
.

(
)

(2
00

2)
C

.
-

(
) 

(2
00

2)
D

.
(2

00
9)

E
. 

10
8

1
9

10
71

70
22

43
A

 

(4
)

 

A
.

(
38

10
)

10
9~

11
10

×2
5

10
1

2
10

0
7

 

B
.

A
. 

ht
tp

:/
/t

ai
bi

f.
tw

/ (
20

19
)

B
.

(2
00

0,
 2

00
2,

 2
00

6)
C

.

A01-8-4



 

 

(1
98

7)
D

.
10

0
10

0 (2
00

7)
E

.
(

)
(

)
(

)
(2

01
3)

F.
10

8
1

9
10

71
70

22
43

A

 

3.
 

(1
)

 

10
1

2
10

0
7

 

A
.

3m
2.

5c
m

2~
4m

3~
4m

0.
5~

1m

 

B
.

(
)

5
3

12
32

20
37

4
1

7
 

C
.

10
0

 

 

 

D
.

20
08

.
(2

00
8)

(T
ai

B
N

E
T

)

(h
tt

p:
//

fi
sh

db
.s

in
ic

a.
ed

u.
tw

/)
(

19
93

)
(

)
(

)
—

(
20

09
a

20
09

b) (
20

10
)

-
(

20
05

)
10

8
1

9
(

10
71

70
22

43
A

)
 

(2
)

 

A
.

 

20
11

(1
00

)
10

00
10

98
74

N
IE

A
 E

80
1.

31
C

50
4

50
24

(m
es

h
9

0.
59

5m
m

)

50

A01-8-5



 

 

 (
 1

00
 c

m
)

(
×

×
45

×2
5×

25
 c

m
 

0.
90

m
m

)
 

10
1

2
10

0
7

 

B
.

70
%

10
 

C
.

(1
96

2)
(1

98
5)

(1
97

8)
(1

99
3)

(1
99

6)
(1

99
7)

 

(3
)

 

10
1

2
10

0
7

 

A
.

1
 

 

 

B
.

5
3

 

C
.

5-
10

%
 

D
. (h

tt
p:

//
sh

el
l.

si
ni

ca
.e

du
.t

w
/)

(
)

(
19

96
19

98
)

(
20

11
)

(T
ai

B
N

E
T

)
20

08
.

(2
00

8)
 

(4
)

 

A
.

-
(N

IE
A

 E
50

5.
50

C
) 1L 1

(
10

 m
L

)
3-

5
4

 
 

B
.

10
0

(
0.

45
μm

2m
m

)

2
(

)
3

5
1

 

C
.

20
08

.
(2

00
8)

(T
ai

B
N

E
T

)
(1

99
8)

(1
98

0)
(2

00
6)

A01-8-6



 

 

 

(5
)

 

A
.

2
10

cm
×1

0c
m

20
0 

cm
2

3
L

ug
ol

's
 S

ol
ut

io
n 

(S
ou

rn
ia

, 
19

78
)

(2
00

)

 

B
.

1
(

0.
45

μm
2m

m
)

2
(

)
5~

10
10

0 3 5
10

0
 

C
.

20
08

.
(2

00
8)

(T
ai

B
N

E
T

)
(1

99
8)

(1
98

0)
(2

00
6)

 

(6
)

 

A
.

50
30

0

(1
90

)
10

 

 

10
1

2
10

0
7

 

B
. 1

1

10
 

C
.

20
08

.
(2

00
8)

(1
99

8)
(1

98
0)

 

(7
)

 

A
.

 

B
.

8~
10

 

C
.

1-
2

G
PS

2
/

 

D
.

10
×2

5

(
)

 

E
.

20
08

.
(

20
08

)
(

20
00

)
12

0
(

, 2
00

5)
10

8
1

9
(

10
71

70
22

43
A

)

A01-8-7



 

 

(T
ai

B
N

E
T

)
 

(8
) 

 

A
.

7
(

)
 

B
.

1
(3

)
1

(3
)

2
(6

)
2.

5-
15

 

C
.

6

5
(

)

1

(
20

06
20

08
)

 

D
.

(

)

 

E
.

 

(
)

 

1.
 

 

 

(S
ta

nd
ar

d 
O

pe
ra

ti
on

 
Pr

oc
ed

ur
e,

 S
O

P)
 

(1
)

 

(2
)

Q
C

 

(3
)

 

2.
 

 

(1
)

(P
re

ci
si

on
)

 

(2
)

(A
cc

ur
ac

y)

 

(3
)

(C
om

pl
et

en
es

s)

 

(4
)

(C
om

pa
ra

bi
li

ty
)

 

(5
)

(R
ep

re
se

nt
at

iv
en

es
s)

 

 

A01-8-8



 

 

(
)

 

1.
 

(
A

01
-7

-2
A

01
-7

-3
)

 

(1
)

 

 

(2
)

 

A
01

-7
-1

A
01

-7
-2

 

 
 

 

 

  

 

                    

A
01

-7
-2

  
 

 

               

  

  
 

   
    

 
        

A01-8-9



 

 

 

 
 

A
01

-7
-3

  
 

 

 

 

A01-8-10



 

 

A
01

-7
-1

 
 

 
  

 
 

 

 
-

 
 

 
30

 

 
50

0m
l 

 

24 0.
45

 μ
m

4
 

 

pH
 

30
0 

m
l 

 
 

 
 

1,
00

0 
m

l 
 

 
 

 
50

0 
m

l 
 

4
 

7
 

 
50

0 
m

l 
 

pH
 <

2
4

 
7

 

 
30

0 
m

l 
BO

D
 

0.
7 m

L
1 

m
L

10
 ~

 2
0

 
8

 

 
1,

00
0 

m
l 

 
4

 
48

 

 
10

0 
m

l 
 

pH
 <

 2
4

 
7

 

 
1,

00
0 

m
l 

(

) 

2
1

1
1

1
pH

 <
 2

4
 

28
 

 
10

0 
m

l 
1+

1  
pH

 <
 2

4
 

7
 

 
10

0 
m

l 
1+

1  

pH
 <

 2
4

 
7

 

 
50

 m
l 

 

 
28

 
 

 
10

0 
m

l 

 

4
 

48
 

 
(P

es
tic

id
es

) 
1,

00
0 

m
l 

 

 

72
 

 

 

 

A
01

-7
-2

 
 

 
 

 

1.
 

2.
 

3.
 

4.
 

 

1.
 

2.
 

3.
 

4.
0.

6
 

 

1.
1.

2
1.

5
 

2.
 

(1
)

1~
2

 
(2

)
1

1
 

 

 
(1

)
 

(2
)

 
(3

)
 

 
1.

1.
2

1.
5

 
2.

15
 

(3
)

 

T
SP

(
25

cm
)

 

A
01

-7
-3

 

 

A01-8-11



 

 

 

2.
 

 

3.
 

 

 
 

 

 

A
01

-7
-3

 
 

A
.

 

 
 

 

 
 

 

 
 

 

 

( )
 

 

 
 

pH
 

  
 

 

B
.

-T
SP

PM
10

PM
2.

5 

 
 

 

 
 

 

/
 

 
 

 
 

24
 

 
 

 

/
 

 
 

 
 

 

A01-8-12



 

 

A
01

-7
-3

 
(

) 

C
.

 

 
 

 

 
 

 

  
 

 

 
 

1.
 

2.
1.

2 
M

 
~ 

1.
5 

M
 

 
 

N
L-

18
N

L-
31

N
L-

32
N

A
-2

8

 

 
 

A
Fa

st
1

 
 4.

 

(1
)

A
01

-7
-4

 

(2
)

A
01

-7
-5

 

(3
)

A
01

-7
-6

 

A
01

-7
-4

 
 

  
 

 
 

 
 

 

    

(T
SP

) 
N

IE
A

 A
10

2.
13

A
 

 
 

PM
10

 
N

IE
A

 A
20

6.
11

C 
 

 
N

IE
A

 A
20

8.
13

C 
 

N
IE

A
 A

41
6.

13
C 

 
0.

4 
pp

b 
 

N
IE

A
 A

41
7.

12
C 

 
0.

5 
pp

b 

 
N

IE
A

 A
42

0.
12

C 
 

 
 

 

 

A
01

-7
-5

 
 

  
 

 
 

 
 

 
 

 
L e

q
L m

ax
 

L
L

L
L x

 
N

IE
A

 
P2

01
.9

6C
 

±0
.7

 d
B 

±1
.0

 d
B 

75
 %

 
30

 d
B 

(A
) 

 
Lv

eq
Lv

m
ax

 
Lv

Lv
Lv

x 
N

IE
A

 
P2

04
.9

0C
 

±0
.7

 d
B 

±1
.0

 d
B 

75
 %

 
30

 d
B 

 
(

)
 

1.
 

 

2.
 

 

3.
 

(1
)

G
PS

G
PS

 

(2
)

 

(3
)

 

4.
 

A01-8-13



 

 

 

A
01

-7
-6

 
 

 
 

 
(N

IE
A

) 
 

 
 

(
) 

(%
) 

 
(

) 
(%

) 

 
  

(
) 

(%
) 

 
(

%
) 

1 
 

W
21

7.
51

A
 

 
 

 
 

 
95

 
2 

pH
 

W
42

4.
53

A
 

 
 

±0
.2

 
 

 
95

 
3 

 
W

20
3.

51
B 

μm
ho

/c
m

 
 

 
 

 
 

4 
 

W
21

0.
58

A
 

m
g/

L 
<1

.0
* 

10
 

25
m

g/
L 

 
 

95
 

5 
 

W
45

5.
52

C 
m

g/
L 

<1
.0

* 
20

 
 

 
95

 
6 

 
W

51
0.

55
B 

m
g/

L 
<1

.0
* 

15
 

80
-1

20
 

 
95

 
7 

 
W

51
7.

53
B 

m
g/

L 
3.

1 
20

 
85

-1
15

 
75

-1
25

 
95

 
8 

 
E2

02
.5

5B
 C

FU
/1

00
m

L 
<1

0 
 

 
 

95
 

9 
 

W
50

6.
23

B 
m

g/
L 

<1
.0

 
 

 
 

95
 

10
 

 
W

42
7.

53
B 

m
g/

L 
0.

01
2 

15
 

80
-1

20
 

80
-1

20
 

95
 

11
 

 
W

43
7.

52
C 

m
g/

L 
0.

1 
15

 
80

-1
20

 
80

-1
20

 
95

 
12

 
a 

E5
08

.0
0B

 
g/

L 
0.

1 
 

 
 

13
 

 

W
60

5.
54

B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14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15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16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17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18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19

 
 

m
g/

L 
0.

00
00

3 
20

80
-1

20
 

70
-1

30
 

95
 

20
 

(
)

 
W

64
5.

51
A

/
W

64
2.

51
A

 

m
g/

L 
0.

00
02

7 
20

 
80

-1
20

 
70

-1
30

 
95

 
21

 
2,

4-
D

 
m

g/
L 

0.
00

02
3 

20
 

75
-1

25
 

75
-1

25
 

95
 

22
 

 
m

g/
L 

0.
00

10
 

15
 

85
-1

15
 

80
-1

20
 

95
 

23
 

 
W

80
1.

54
B 

m
g/

L 
0.

00
10

 
15

85
-1

15
 

80
-1

20
 

95
 

24
 

 
W

65
3.

51
A

 
m

g/
L 

0.
00

10
 

15
85

-1
15

 
80

-1
20

 
95

 
25

 
 

W
63

5.
53

B 

m
g/

L 
0.

00
31

0 
20

 
80

-1
20

 
70

-1
30

 
95

 
26

 
 

m
g/

L 
0.

00
34

6 
20

 
80

-1
20

 
70

-1
30

 
95

 
27

 
 

m
g/

L 
0.

00
34

6 
20

80
-1

20
 

70
-1

30
 

95
 

28
 

(
)

 
m

g/
L 

0.
00

26
4 

20
 

80
-1

20
 

70
-1

30
 

95
 

29
 

 

W
61

0.
52

B 

m
g/

L 
0.

00
22

 
20

 
80

-1
20

 
70

-1
30

 
95

 
30

 
 

m
g/

L 
0.

00
10

 
20

 
80

-1
20

 
70

-1
30

 
95

 
31

 
 

m
g/

L 
0.

00
13

 
20

 
80

-1
20

 
70

-1
30

 
95

 
32

 
 

m
g/

L 
0.

00
10

 
20

80
-1

20
 

70
-1

30
 

95
 

33
 

 
m

g/
L 

0.
00

10
 

20
 

80
-1

20
 

70
-1

30
 

95
 

 

 
 

  
 

A01-8-14



 

 

5.
 

(1
)

 

 

A
.

 

E
xc

el
IV  

(A
)

(I
V

) 
IV

=(
+

)×
10

0/
2 =(

/
) 

=(
/

) 
(B

)
 

=(
/

)×
10

0 

B
.

 

S
Si

m
ps

on
Sh

an
no

n
N

1
N

2
E

5

 

(A
) 

S
 

(B
) 

λ
Si

m
ps

on
 2

i Nn

 
ni

 
N

 

ni
/N 1

λ

 

 

 

(C
) 

H
’

Sh
an

no
n

 

Nn
ln

Nn
-

H
'

i
i

 

 

(D
) 

H
'

1
e

N
 

H
’

Sh
an

no
n

 

(E
) 

1
2

N
  

  

λ
Si

m
ps

on
 

(F
) 

1-
N

1-
N

E5
12

 

0
 

(2
)

 

Sh
an

no
n-

W
ie

ne
r’

s 
di

ve
rs

it
y 

in
de

x 
(H

’)
Sh

an
no

n-
W

ie
ne

r’
s 

ev
en

ne
ss

 i
nd

ex
 (

E
)

 

A
. S

ha
nn

on
-W

ie
ne

r’
s 

di
ve

rs
it

y 
in

de
x 

(H
’)

 

i
i

ln
P

P
-

H
'

 

A01-8-15



 

 

NN
P

i
i

 
N

i
i

 
N

 

H
’

1.
5~

3.
5

H
’

0

 

B
. S

ha
nn

on
’s

 e
ve

nn
es

s 
in

de
x 

(E
) 

ln
SH
'

E
 

S
 

E
0~

1

1

 

(3
)

(
) 

(
)

 

 

 

(
)

(
)

In
de

x 
of

 B
io

ti
c 

In
te

gr
it

y,
 I

B
I

(F
am

il
y-

L
ev

el
 B

io
ti

c 
In

de
x,

 F
B

I)
(S

ap
ro

bi
ty

 I
nd

ex
, 

SI
)

(G
en

er
ic

 
In

de
x,

G
I)

 

In
de

x 
of

 B
io

ti
c 

In
te

gr
it

y,
 IB

I
12

(K
ar

r,
 1

98
1;

 T
ee

ls
, 

20
02

)

12
A

01
-7

-7
12

A
01

-7
-8

IB
I

A
01

-7
-9

 

20
05

-
 

 

A01-8-16



 

  
 

 

 

A
01

-7
-7

 

 
 

 
 

 
 A

ng
ui

lli
da

e 
 

 
 

 

 A
ng

ui
lla

 m
ar

m
or

at
a 

 
M

 
B 

 

 B
ag

rid
ae

 
 

 
 

 

 P
se

ud
ob

ag
ru

s a
di

po
sa

lis
 

 
I 

B 
 

 B
al

ito
rid

ae
 

 
 

 
 

 F
or

m
os

an
ia

 la
cu

str
e 

 
I 

B 
 

 H
em

im
yz

on
 fo

rm
os

an
us

 
 

I 
B 

 

 C
ha

nn
id

ae
 

 
 

 
 

 C
ha

nn
a 

m
ac

ul
at

a 
 

H
 

B 
 

 C
ic

hl
id

ae
 

 
 

 
 

 G
eo

ph
ag

us
 b

ra
sil

ie
ns

is
 

 
 

W
 

In
tro

du
ce

d 
 O

re
oc

hr
om

is
 m

os
sa

m
bi

cu
s 

 
H

 
W

 
In

tro
du

ce
d 

 T
ila

pi
a 

zil
lii

 
 

H
 

W
 

In
tro

du
ce

d 
 C

la
rii

da
e 

 
 

 
 

 C
la

ria
s f

us
cu

s 
 

H
 

B 
 

 C
ob

iti
di

da
e 

 
 

 
 

 C
ob

iti
s s

in
en

sis
 

 
M

 
B 

 

 M
isg

ur
nu

s a
ng

ui
lli

ca
ud

at
us

 
 

H
 

B 
 

(T
ro

ph
ic

 fu
nc

tio
n)

I
In

to
le

ra
nt

 sp
ec

ie
s (

)
M

M
od

er
at

e 
to

le
ra

nt
 sp

ec
ie

s (
)

H
H

ig
h 

to
le

ra
nt

 sp
ec

ie
s 

(
)

W
B

: B
ar

bo
ur

 et
 al

(1
99

9)
(2

00
6)

(2
00

8)
(2

00
9a

)
(2

01
2)

 

A01-8-17



 

 

A
01

-7
-7

(
) 

 
 

 
 

 
 C

yp
rin

id
ae

 
 

 
 

 

 A
cr

os
so

ch
el

iu
s p

ar
ad

ox
us

  
 

M
 

W
 

 

 C
an

di
di

a 
ba

rb
at

a 
 

I 
W

 
 

 C
ar

as
siu

s a
ur

at
us

 a
ur

at
us

 
 

H
 

W
 

 

Ca
ra

ss
iu

s c
uv

ie
ri

 
 

H
 

W
 

In
tro

du
ce

d 
 C

ha
no

di
ch

th
ys

 e
ry

th
ro

pt
er

us
 

 
M

 
W

 
 

 C
yp

rin
us

 c
ar

pi
o 

ca
rp

io
 

 
H

 
W

 
In

tro
du

ce
d 

 D
ist

oe
ch

od
on

 tu
m

iro
str

is
 

 
M

 
W

 
 

 H
em

ib
ar

bu
s l

ab
eo

 
 

M
 

W
 

 

 H
em

ic
ul

te
r l

eu
ci

sc
ul

us
 

 
H

 
W

 
 

 M
ic

ro
ph

ys
og

ob
io

 b
re

vi
ro

str
is

 
 

M
 

B 
 

 O
ny

ch
os

to
m

a 
ba

rb
at

ul
um

 
 

I 
W

 
 

 O
ps

ar
iic

ht
hy

s p
ac

hy
ce

ph
al

us
 

 
M

 
W

 
 

 P
se

ud
or

as
bo

ra
 p

ar
va

 
 

M
 

W
 

 

 R
ho

de
us

 o
ce

lla
tu

s o
ce

lla
tu

s 
 

M
 

W
 

 

 T
an

ak
ia

 h
im

an
te

gu
s 

 
M

 
W

 
 

 Z
ac

co
 p

la
ty

pu
s 

 
M

 
W

 
In

tro
du

ce
d 

 G
ob

iid
ae

 
 

 
 

 

 R
hi

no
go

bi
us

 c
an

di
da

nu
s 

 
 

M
 

B 
 

 R
hi

no
go

bi
us

 g
ig

as
 

 
M

 
B 

 

 R
hi

no
go

bi
us

 g
iu

rin
us

  
 

M
 

B 
 

 R
hi

no
go

bi
us

 ru
br

om
ac

ul
at

us
 

 
I 

B 
 

 S
ic

yo
pt

er
us

 ja
po

ni
cu

s 
 

 
I 

B 
 

 L
or

ic
ar

iid
ae

 
 

 
 

 

 P
te

ry
go

pl
ic

ht
hy

s m
ul

tir
ad

ia
tu

s 
 

H
 

B 
In

tro
du

ce
d 

 O
sm

er
id

ae
 

 
 

 
 

 P
le

co
gl

os
su

s a
lti

ve
lis

 a
lti

ve
lis

 
 

I 
W

 
In

tro
du

ce
d 

 P
oe

ci
lii

da
e 

 
 

 
 

 G
am

bu
sia

 a
ffi

ni
s 

 
H

 
W

 
In

tro
du

ce
d 

 S
ilu

rid
ae

 
 

 
 

 

 S
ilu

ru
s a

so
tu

s 
 

M
 

B 
 

(T
ro

ph
ic

 fu
nc

tio
n)

I
In

to
le

ra
nt

 sp
ec

ie
s (

)
M

M
od

er
at

e 
to

le
ra

nt
 sp

ec
ie

s (
)

H
H

ig
h 

to
le

ra
nt

 sp
ec

ie
s 

(
)

W
B

: B
ar

bo
ur

 et
 al

(1
99

9)
(2

00
6)

 

 

(2
00

8)
(2

00
9a

)
(2

01
2)

 
 

A
01

-7
-8

 IB
I

 

(M
et

ric
) 

(S
co

rin
g 

cr
ite

ria
) 

1 
3 

5 
(1

) 
%

 
33

%
 

33
-6

6%
 

66
%

 
(2

) 
%

 
33

%
 

33
-6

6%
 

66
%

 
(3

) 
%

 
33

%
 

33
-6

6%
 

66
%

 
(4

) 
%

 
5%

 
5-

15
%

 
15

%
 

(5
) 

%
 

15
%

 
5-

15
%

 
5%

 
(6

) 
%

 
40

%
 

20
-4

0%
 

20
%

 
(7

) 
%

 
5%

 
5-

20
%

 
20

%
 

(8
) 

%
 

3%
 

3-
10

%
 

10
%

 
(9

) 
 

10
0 

10
0-

25
0 

25
0 

(1
0)

 
%

 
3%

 
1-

3%
 

1%
 

(1
1)

 
%

 
10

%
 

1-
10

%
 

1%
 

(1
2)

 
(k

g/
hr

) 
2 

2-
10

 
10

 
(2

01
3)

  

A
01

-7
-9

 IB
I

 

Bi
ol

og
ic

al
 c

on
di

tio
n 

Ca
te

go
ry

 
 

Sc
or

e 
Ra

ng
e 

 (
Ex

ce
lle

nt
) 

55
-6

0 
 (

G
oo

d)
 

47
-5

4 
 (

Fa
ir)

 
38

-4
6 

 (
Po

or
) 

26
-3

7 
 (

V
er

y 
Po

or
) 

<2
6 

 (
N

o 
Fi

sh
) 

* 

: 
K

ar
r,

 1
98

1 
 

(4
)

(
) 

H
il

se
nh

of
f

(F
am

il
y-

le
ve

l 
bi

ot
ic

 i
nd

ex
FB

I)
(H

il
se

nh
of

f,
 1

98
8)

 

N
n

TV
FB

I
i

i

 
T

V
i

 

A01-8-18



 

 

n i
 

N
 

 

 

A
01

-7
-1

0
 

FB
I 

 
 

0.
00

-3
.5

 
Ex

ce
lle

nt
 

no
 a

pp
ar

en
t o

rg
an

ic
 p

ol
lu

tio
n 

3.
51

-4
.5

 
ve

ry
 g

oo
d 

po
ss

ib
le

 sl
ig

ht
 o

rg
an

ic
 p

ol
lu

tio
n 

4.
51

-5
.5

0 
go

od
 

so
m

e 
or

ga
ni

c 
po

llu
tio

n 

5.
51

-6
.5

0 
fa

ir 
fa

irl
y 

sig
ni

fic
an

t o
rg

an
ic

 p
ol

lu
tio

n 

6.
51

-7
.5

0 
fa

irl
y 

po
or

 
sig

ni
fic

an
t o

rg
an

ic
 p

ol
lu

tio
n 

7.
51

-8
.5

0 
po

or
 

ve
ry

 si
gn

ifi
ca

nt
 o

rg
an

ic
 p

ol
lu

tio
n 

8.
51

-
10

.0
0 

ve
ry

 p
oo

r 
se

ve
re

 o
rg

an
ic

 p
ol

lu
tio

n 

1~
10

 

(5
)

 

A
. 

(G
en

er
ic

 I
nd

ex
,G

I)
 (G

en
er

ic
 I

nd
ex

,G
I)

(A
ch

na
nt

he
s)

(C
oc

co
ne

is
)

(C
ym

be
ll

a)
(C

yc
lo

te
ll

a)
(M

el
os

ir
a)

(N
it

zs
ch

ia
)

 

)
(

)
(

)
(

)
(

)
(

)
(

)
(

Ni
tz

sc
hi

a
Cy

cl
ot

el
la

M
el

os
ir

a
Cy

m
be

lla
Co

cc
on

ei
s

Ac
hn

an
th

es
G

I
 

G
I>

30
11

<G
I<

30
1.

5<
G

I<
11

0.
5<

G
I<

1.
5

G
I<

0.
5

 

B
. 

(S
ap

ro
bi

ty
 I

nd
ex

, S
I)

 

(S
ap

ro
bi

ty
 In

de
x,

 S
I)

(s
i)

(h
i)

(w
i)

A01-8-19



 

 

(Z
el

in
ka

 a
nd

 M
ar

va
n,

 1
96

1)
Sl

ád
ec

ek
(1

97
3)

SI
<0

.5
 

(
(

)
)

0.
5<

SI
<1

.5
 

(
(

)
)

1.
5<

SI
<2

.5
 

β-
(

)
2.

5<
SI

<3
.5

 
 

α-
(

)
SI

>3
.5

(
)

A
01

-7
-1

1
 

 

 

 
 s

i
 

hi
 

w
i

 
 

A
01

-7
-1

1 
 

 
 

 
 

 
 

An
ki

str
od

es
m

us
  

 
2 

Na
vi

cu
la

 
 

3 
Ch

la
m

yd
om

on
as

 
 

4 
Ni

tzs
ch

ia
  

 
3 

Ch
lo

re
lla

 
 

3 
O

ci
lla

to
ria

 
 

5 
Cl

os
te

riu
m

 
 

1 
Pa

nd
or

in
a 

 
 

1 
Co

m
ph

on
em

a 
 

1 
Ph

or
m

id
iu

m
  

 
1 

Cy
cl

ot
el

la
 

 
1 

Ph
ac

us
  

 
2 

Eu
gl

en
a 

 
5 

Sc
en

ed
es

m
us

 
 

4 
Le

po
ci

nc
tis

 
 

1 
St

ig
ea

lo
ni

um
 

 
2 

M
el

os
ira

 
 

1 
Sy

ne
dr

a 
 

2 
M

ic
ro

tin
iu

m
 

 
1 

Sy
ne

th
oc

ys
tis

 
 

1 
Ze

lin
ka

 a
nd

 M
ar

va
n,

 1
96

1 
 

C
. 

(A
lg

al
 t

ro
ph

ic
 s

ta
te

 i
nd

ex
, A

T
SI

) 

(o
li

go
)

(m
es

o)
(e

u)
(

F o
li

go
F m

es
o

F e
u

A
01

-7
-1

2)

 

 

(A
T

SI
)(

19
98

)
 

(A
T

SI
)=

(F
ol

ig
o+

 F
m

es
o)

/(
F e

u+
F m

es
o)

F o
li

go

F m
es

o

F e
u

A
T

SI
>1

.5
1.

5~
0.

5
0.

5
 

A
01

-7
-1

2
 

(o
lig

o)
 

(m
es

o)
 

(e
u)

 
Au

la
co

se
ir

a 
di

st
an

s 
An

ab
ae

na
 d

iv
.sp

. 
C

ar
te

ri
a 

di
v.

sp
. 

Ba
tr

ac
ho

sp
er

m
um

 d
iv

.sp
. 

An
ki

st
ro

de
sm

us
 d

iv
. s

p.
 

C
hl

am
yd

om
on

as
 d

iv
.sp

. 
C

al
ot

hr
ix

 d
iv

.sp
. 

Ap
ha

ni
zo

m
en

on
 fl

os
-a

qu
ae

 
C

hr
oo

m
on

as
 d

iv
.sp

. 
C

hr
om

ul
in

a 
di

v.
sp

. 
Ap

ha
no

ca
ps

a 
de

lic
at

is
si

m
a 

 
C

oe
la

st
ru

m
 d

iv
.sp

. 
D

in
ob

ry
on

 d
iv

er
ge

ns
 

Au
la

co
se

ir
a 

gr
an

ul
at

e 
C

ry
pt

om
on

as
 d

iv
.sp

. 
El

ak
at

ot
hr

ix
 g

el
at

io
sa

 
C

er
at

iu
m

 fu
rc

oi
de

s 
 

C
yc

lo
te

lla
 m

en
eg

hi
ni

an
a 

Eu
as

tr
um

 d
iv

. s
p.

 
C

er
at

iu
m

 h
ir

un
di

ne
lla

 
Eu

do
ri

na
 e

le
ga

ns
  

Fr
ag

ila
ri

a 
ca

pu
ci

na
 

C
oe

la
st

ru
m

 d
iv

.sp
. 

Eu
gl

en
a 

di
v.

sp
. 

 
Fr

ag
ila

ri
a 

di
v.

 sp
. 

C
oe

lo
sp

ha
er

iu
m

 sp
. 

G
on

iu
m

 d
iv

.sp
. 

G
lo

eo
ca

ps
a 

di
v.

sp
. 

C
oe

no
cy

st
is

 d
iv

.sp
. 

Le
po

ci
nc

lis
 d

iv
.sp

. 
G

om
ph

on
em

a 
di

v.
 sp

. 
C

yc
lo

te
lla

 st
el

lig
er

a 
 

M
al

lo
m

on
as

 d
iv

.sp
. 

H
ild

eb
ra

nd
ia

 ri
vu

la
re

 
Eu

te
tr

am
or

us
 d

iv
.sp

. 
M

er
is

m
op

ed
ia

 te
nu

iss
im

a 
 

M
ou

ge
ot

ia
 d

iv
.sp

. 
Fr

ag
ila

ri
a 

cr
ot

on
en

sis
 

M
ic

ra
ct

in
iu

m
 p

us
ill

um
 

Pl
eu

ro
ta

en
iu

m
 d

iv
.sp

. 
K

ir
ch

ne
ri

el
la

 ss
p.

 
M

ic
ro

cy
st

is
 fl

os
aq

ua
e 

Ri
vu

la
ri

a 
di

v.
sp

. 
M

ic
ro

ca
ps

a 
de

lic
at

iss
im

a 
M

ic
ro

cy
st

is
 sp

p.
 

Sp
ha

er
oz

os
m

a 
gr

an
ul

at
a 

 
M

on
or

ap
hi

di
um

 ss
p.

 
N

itz
sc

hi
a 

pa
le

a 
St

au
ra

st
ru

m
 d

iv
.sp

. 
O

oc
ys

tis
 d

iv
.sp

. 
Pe

ri
di

ni
um

 b
ip

es
  

Ta
be

lla
ri

a 
fe

ne
st

ra
ta

 
Pe

di
as

tr
um

 d
iv

.sp
. 

Ph
ac

us
 d

iv
.sp

. 
Ta

be
lla

ri
a 

flo
cc

ul
os

a 
Rh

iz
os

ol
en

ia
 lo

ng
is

et
a 

 
Sc

en
ed

es
m

us
 d

iv
.sp

. 
Th

or
ea

 d
iv

.sp
. 

St
ep

ha
no

di
sc

us
 a

st
ra

ea
  

Sp
ir

ul
in

a 
di

v.
sp

. 
Zy

go
ne

m
a 

di
v.

sp
. 

Sy
nu

ra
 d

iv
.sp

. 
Tr

ac
he

lo
m

on
as

 d
iv

.sp
. 

 
Te

tr
ae

dr
on

 d
iv

 sp
. 

Tr
ac

he
lo

m
on

as
 d

iv
.sp

. 
:

 
(2

00
5)

W
hi

tm
or

e 
(1

98
9)

 
 

D
. 

(C
ar

ls
on

 t
ro

ph
ic

 s
ta

te
 i

nd
ex

, C
T

SI
) 

 
C

ar
ls

on
 tr

op
hi

c 
st

at
e 

in
de

x
C

T
SI

C
T

SI
SD

a
C

hl
-a

T
P

A01-8-20



 

 

 

 

TS
I (

SD
) =

 6
0 

- 1
4.

41
 

 l
n 

SD
 

TS
I (

Ch
l-a

) =
 9

.8
1 

 l
n 

Ch
l-a

 +
 3

0.
6 

TS
I (

TP
) =

 1
4.

42
 

 l
n 

TP
 +

 4
.1

5 

CT
SI

<4
0

40
CT

SI
50

CT
SI

>5
0

 
 

A01-8-21



 
 

 

 

 

 

 

 

附 錄 二  

(歷次審查意見及回復) 

 



審查意見回覆表-1 

 

「110 年度湖山水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檢討分析」委託服務 
環境監測季報告(110 年 1 月至 110 年 3 月)(初稿) 

 
各單位審查意見回覆表 

110.5.18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石管中心 

1 

摘要、前言、各章節及參考文獻為

報告主體，無須放插頁。另請將湖

山水庫工程計畫施工階段環境監

測內容辦理情形說明、環境監測當

日施工情形放置附錄。 

感謝指教，已將摘要、前言、各章節及

參考文獻之摺頁刪除，另將湖山水庫工

程計畫施工階段環境監測內容辦理情

形說明、環境監測當日施工情形分別調

整放置至附錄三及附錄四。 

2 
第摘-1頁，請補本計畫工作目的及

工作內容然後再分項說明成果。 

感謝指教，已於 P.摘-1~P.摘-5補充本計

畫工作目的及工作內容。 

3 

第摘-1頁，空氣品質指出均符合空

氣品質標準、噪音振動均符合營建

噪音標準，補上標準值之數值。 

感謝指教，已於 P.摘-5~P.摘-6補充空氣

品質標準及營建噪音標準等數值。 

4 

第摘-2頁，工地水質水量指出所監

測項目皆低於放流水標準，建議修

正為符合放流水標準。 

感謝指教，已將 P.摘-6相關內容修正為

「符合放流水標準」。 

5 

第摘-2頁水庫水質，指出水庫水質

本季屬普氧狀態，請補歷年同一時

期卡爾森指數，以了解優氧程度變

化。 

感謝指教，已於 P.摘-7(三)相關內容補

充近 2 年(108~109 年)同期卡爾森指數

以作比較。 

6 
第摘-2頁交通量，道路服務水準皆

為 E級，請補 E級的定義。 

感謝指教，已於 P.摘-7相關內容補充道

路服務水準 A~F 級的定義。 

7 

第摘-2頁至摘-5頁有關水域生物、

陸域動物、陸域植物，僅說明第 1

季的調查成果，請補上歷年同期的

調查資料並進行比較，以了解生物

的消長與族群變化情形。請將第三

章內容納入摘要中。 

感謝指教，已將水域生物、陸域動物、

陸域植物補充 109 年同期調查資料及

比較如 P.摘-7~P.摘-10；另將第三章建

議內容納入 P.摘-12~P.摘-13(成果檢討

摘要內容已列於 P.摘-5~P.摘-10之「參、

本季監測結果摘要說明」內容)。 

8 
報告中如第 1-55 頁、第 1-56 頁之

公式，非標準格式編排，請修正。 

感謝指教，已將 P.1-55及 P.1-56相關公

式調整以標準格式編排。 

9 

圖、表有些編排採直立式，不易閱

讀，如第 2-7 頁、2-56~86 頁、第 2-

90 頁、第 2-223~2-240 頁等，請調

整。 

感謝指教，由於 P.2-7、P.2-56~P.2-86、

P.2-90、P.2-223~2-240相關圖表資料量

較多，需以橫幅版面放置才可呈現完整

內容。 



審查意見回覆表-2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0 

第三章為檢討與建議，比較分析環

境監測的成果，多為條列式陳述，

但看不到主要成果與主要建議內

容。 

感謝指教，有關主要成果已於 P.摘-5~P.

摘-10「本季監測結果摘要說明」內容提

出，而主要建議內容已於 P.3-19~P.3-25

「因應對策與建議」內容提出。 

二、鉅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摘-2，北勢坑溪上游為採樣時發現

附近有「非屬湖山水庫相關之施

工」行為， 造成水質略有混濁，此

部分是屬於私人工程或機關辦理

之工程，是否能稍微了解此工程內

容。 

感謝指教，由於當時進行北勢坑溪上游

水質採樣作業時，僅發現採樣點附近有

鏟土機正在運作，造成採樣水質外觀混

濁，而現場未見施工告示牌，因此無法

瞭解係屬私人工程或機關辦理之工程，

而再進行收樣作業時已無鏟土機運作

或其他人員活動，研判應屬臨時性施工

行為，但經調閱湖管中心相關施工日

誌，可確定「非屬湖山水庫相關之施

工」。 

2 

摘-3，雷公坑溪部份：「收」到旱季

影響，水域面積縮減、水流向減少，

誤植請修正。 

感謝指教，已將 P.摘-7相關內容修正為

「受」到旱季影響，…。 

3 

摘-3，敘述水庫區本季監測期間水

位大幅下降 (204.91 公尺下降至

194.81)，後續水域監測部分多次提

及庫區達滿水位，請查明水位變

化，確認敘述上是否有所衝突。 

感謝指教，P.2-49係指「於 108年 4月

梅雨季來臨後開始大量從桶頭端引水，

後續水庫一度達滿水位且自然溢流狀

態，…」，係屬 108 年 4 月梅雨季來臨

之後續情況，非指本季(110 年第 1 季)

情況。 

4 

摘-5，「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目前

第二原水管工程仍在進行，因工程

所需造成工區的植被破壞及擾動

較大，裸地明顯增加」，第二原水管

工程已完工，並於 1 月 19 竣工，

週邊工程僅剩水溝施作、AC 鋪設、

混凝土澆置等，應屬週邊養護及拆

除工程，宜補充說明，避免誤導二

原管工程仍對本季物種監測造成

較大之影響。 

感謝指教，已將 P.摘-9相關內容修正為

「過去第二原水管工程仍在進行，工區

周邊植被因階段性施工受影響，除施工

初期整地造成裸地面積擴大，本季監測

時第二原水管工程已完工，而植被亦則

無明顯變動」。 

5 

前-3，本期湖山水庫工程計畫之環

境監測自「109 年 1月展開，預計

至 109年 12 月止」，日期誤植請修

正。 

感謝指教，已將 P.前-3相關內容修正為

「自 110年 1月展開，預計至 110年 12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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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2-4，每日在工區下風不定時選擇

3 處進行監測，當測值超出警戒範

圍時，則立即採行「空氣污染防制

措施」，以減輕相關影響。此空氣污

染防制措施如何操作，或係根據何

項法規依據。 

感謝指教，一般會判斷是否屬於背景濃

度影響，若否且屬於湖山水庫相關施工

影響造成測值超出警戒範圍時，則進行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包括灑水及暫

停施工作業，待測值低於警戒範圍時再

恢復施工作業。 

7 

P2-94，歷次監測結果檢討，第一段

提及每年在第 1季時因屬非雨季，

第二段提及本季監測時「已進入雨

季」，受到降雨的影響桶頭吊橋測

站…，判斷憑據為何?桶頭端降雨

量跟歷年同季相比是否有明顯變

化? 

感謝指教，第二段提及本季監測時「為

非雨季」，與第一段相關文字內容相符；

而桶頭端降雨量無歷年至目前之降雨

量資料可供查詢，另查詢 106年~110年

第 1季(1月~3月)雲林地區平均降雨量

如下表： 

時間 
平均降雨量

(mm) 

106年第 1季 15.2 

107年第 1季 55.2 

108年第 1季 50.0 

109年第 1季 29.5 

110 年第 1季 14.8 

由上表顯示，近 5年僅 107 年及 108年

之第 1季雨量較多，而 106 年、109年

及今年(110 年)雲林地區氣候較為乾

旱，雨量偏少。 

8 

P3-22，「外來種部份建議中水局可

研議以專案計畫方式，另案委託相

關專業團隊進行較高頻度之移

除」。因本監測計畫工程陸續完工，

目前監測重點已逐漸由空污、水質

等項目轉移至生態調查監測，特別

是水庫集水區內之生態變化，請持

續觀察本年度外來種數量是否有

持續增加之趨勢，若數量持續增加

至影響水域生態，則應建議中水局

開始進行相關規劃。 

感謝指教，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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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管中心 

1 

P.1-18圖 1.4-5，有關「原水產生點」

及「工地污水放流口」位置，請依

實際規劃採樣位置修正。 

感謝指教，已將 P.1-18圖 1.4-5 修正

「原水產生點」及「工地污水放流口」

位置。 

2 

P.2-22 及 P.2-23 圖 2.1-3~2.1-4，查

TSP 已無「空氣品質標準」規定限

值，請修正。 

感謝指教，P.2-22 及 P.2-23 圖 2.1-

3~2.1-4有關 TSP 法規標準刪除。 

3 

P.2-50「2.3.2 工地水質水量」章節

內容提到：「110年 1月起已無工區

原水及放流水產生，因此監測當日

無法採樣」，請檢附採樣當時現場

照片佐證。 

感謝指教，已於「附錄二 監測作業

情形相片記錄」P.A02-1 檢附「工地

水質水量」測站無水可採照片。 

4 

P.2-54表 2.3-1，有關「南勢坑溪上

游(引水隧道出口上游)」於 3/11及

3/19 因無水可採而無監測數據，請

檢附採樣當時現場照片佐證。 

感謝指教，已於「附錄二 監測作業

情形相片記錄」P.A02-2 檢附 3/11及

3/19「南勢坑溪上游(引水隧道出口

上游)」無水可採照片。 

5 

P.2-89 表 2.4-1，參考交通流量(V)/

設計流量(C)之比值，0.00~0.15 為

A級，請修正。 

感謝指教，已將 P.2-89 表 2.4-1有關

服務水準欄位修正為 A 級。 

6 

P2-64 缺少 110 年 1 月河川水質資

料，請詳述原因。 

感謝指教，由於委託下包台灣檢驗公

司 110 年 1 月河川水質檢測誤執行

為水庫水質檢測，因此缺乏 110年 1

月河川水質資料，已於 110 年 3 月

19 日多補作 1 次河川水質檢測，以

使 110 年第 1 季河川水質檢測次數

達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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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管中心 

1 

摘要陳述內容建議精簡，應重點陳

述截至第 2季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

檢討分析之成果。 

感謝指教，因監測資料內容繁多，已

儘可能於摘要內容重點精要說明截

至第 2 季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檢討

分析之成果。 

2 

第摘-12頁，指出黃大駿等人在 106 

年至 109 年的外來種魚類移除計

畫資料，但在參考文獻中無民國

108 年度及 109 年度之資料。 

感謝指教，第摘-12 頁「十、建議事

項」之「(二)水域生物」第 4 項相關

內容修正為「黃大駿等，106年至 107

年」，並於「參考文獻」第參-6 頁第

121~122項補充相關文獻出處。 

3 

摘要中「貳、工作內容」一節，出

現的監測及分析項目，引述於表 1-

2-1、表 1-3-1 及第二章等內容，然

而許多符號代表意義在第 1次出現

時必須解釋。譬如第摘-1頁的 PM1 

0、PM2 .5、TSP，為懸浮微粒 PM1 0、

細懸浮微粒 PM2 .5 及總懸浮微粒

TSP；第摘-12 頁，LID，為低衝擊

開發，請補應為全名。 

感謝指教，已將摘要中「貳、工作內

容」一節，有關簡稱名詞於第 1次出

現時於後方括號補充全名，譬如第摘

-1 頁顯示 PM1 0(粒徑小於等於十

微 米 ( μ m) 之 懸 浮 微 粒 ) 、

PM2 .5(粒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

(μm)之細懸浮微粒 )、TSP(懸浮

微粒)；第摘-2 顯示 BOD5(生化需氧

量)、COD(化學需氧量)、SS(懸浮固

體 )、DO(溶氧 )；第摘 -12 頁顯示

LID(低衝擊開發)。 

4 

第摘-1 頁，「移動測站：工地周圍

上、下風共 3 站…」、「即時監測：

工區下風 3 站…」，請修正為「…

下風處共 3 站…」。第 2-4 頁第一

段第 7行「工區下風不定時…」，請

修正為「工區下風處不定時…」。 

感謝指教，已將第摘-1 頁，「移動測

站：工地周圍上、下風共 3 站…」、

「即時監測：工區下風 3 站…」，修

正為「…下風處共 3 站…」；及第 2-

4 頁第一段第 7 行「工區下風不定

時…」，修正為「工區下風處不定

時…」。 

5 

第一章第 1-5節品保/品管作業措施

概要，建議移置參考文獻後當附

錄。 

感謝指教，已將第 1-5節品保/品管作

業措施概要，調整至附錄一第 A01-7-

1~A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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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章檢討與建議，監測結果建議

能與歷年同期的比較，如本報告為

第 2季監測成果，應有歷年第 2季

的監測數據的分析與比較。 

感謝指教，針對第三章檢討與建議，

相關監測結果已補充至少與 109年第

2 季比較說明，有關歷年第 2 季監測

數據請見第 2章趨勢圖內容。 

7 

生態監測之成果建議能建立此區

域(湖山水庫工程計畫施工範圍及

其週邊地區)生物名錄，以利比較物

種變化及環境影響之程度。 

感謝指教，有關生物名錄請見附錄一

第 A01-5-2~A01-5-69 之相關調查名

錄。 

8 

附錄報告，缺附錄一之插頁。另頁

碼呈現有 A01、A02以及附錄三之

英文及中文兩種，請統一。 

感謝指教，已補充附錄一之插頁，另

將附錄三頁碼由「附錄三-1~附錄三-

3」修改為「A03-1~A03-3」以求格式

統一。 

9 

參考文獻共計 137篇，有許多列出

的文獻不在文章中且誤植錯誤，請

全面檢視修正，舉幾個錯誤之處

如：(1)第 122 項在文章中何處？(2)

第 2-91 頁表下的資料來源：「台灣

地區公路容量手冊」，2001 年，但

參考文獻年代為 1991。(3)第 1-31

頁，D.向高世等所著「台灣兩棲爬

行類 圖鑑」 (2009)，但參考文獻只

有呂光洋、杜銘章、向高世。2002。

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 

感謝指教，已將參考文獻檢視修正，

修改處舉例如下： 

(1) 已刪除第 122項英文文獻。 

(2) 已修正第 20項「台灣地區公路容

量手冊技術報告」年份為 2001。 

(3) 已補充向高世等所著「台灣兩棲

爬行類圖鑑 」(2009)於參考文獻

第 123項。 

二、鉅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摘要應為本季工作內容結果重點

呈現，工作內容項目、地點、頻度

改善方案及件、協辦行政事務不適

宜於此陳述，且於後續內容中已有

諸多描述，於表 1.2.1 又有其相關

敘述，內容過於重複，建議精簡內

容，調整文字或版面配置。 

感謝指教，因監測資料內容繁多，已

儘可能於摘要內容重點精要說明工

作內容結果重點，而所呈現之工作內

容項目、地點、頻度改善方案及件、

協辦行政事務，及表 1.2.1 所呈現表

格化相關重複內容，為歷次審查意見

要求而補充，以提高可閱讀性。 

2 

摘-10，異常狀況，河川水質及環境

噪音內容與參-本季監測結果摘要

說明部分內容基本重複或已有敘

述，建議調整相關敘述，以精簡重

複內容。 

感謝指教，已將 P.摘-6「二、噪音振

動」及 P.摘-6~P.摘-7「(一)河川水質」

等項目內容予以精簡，不與參-本季監

測結果摘要說明部分內容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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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1-8、P2-218，二原管工程已施作完

成，請修正其描述，並重新確認其

影響物種數量減少之原因。 

感謝指教，已修正 P.1-8 及 P.2-221有

關二原管工程完工敘述及影響物種

數量原因說明。 

 

4 

P2-203，內容將棕扇尾鶯及小白鷺

劃分為冬候鳥，請提出參考文獻或

依據。 

感謝指教，已將 P.2-206 有關棕扇尾

鶯及小白鷺劃分為冬候鳥之內容刪

除。 

5 

P2-213，本季雖有乾旱但大多高溫

炎熱，內容提及兩棲類可能受低溫

影響，請確認說明是否有誤。 

感謝指教，已將 P.2-216 相關內容修

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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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報告中僅敘述八色鳥調查數量，並

無歷季或歷年等相關統計圖表比

較，且無其餘相關現況敘述，請補

充。 

感謝指教，已於 P.2-275 圖 2.8-4補充

八色鳥調查相關現況敘述及歷年等

相關統計圖表比較。 

7 
附錄資料缺少陸域動物部分。 感謝指教，已於附錄一 P.A01-5-

32~P.A01-5-71補充陸域動物內容。 

三、湖管中心 

1 

本年度自第 2 季開始新增「底泥品

質」與「水質輻射」檢測項目，請

於 P.摘-1「貳、工作內容」補充「底

泥品質」與「水質輻射」內容。 

感謝指教，已於 P.摘-4「貳、工作內容」

補充「七、水質輻射」與「八、底泥品

質」內容。 

2 

承上，請於 P.摘-5「十二、成果報

告」補充「底泥品質」與「水質輻

射」第 2季成果摘要內容。 

感謝指教，已於 P.摘-7「十二、成果

報告」補充「四、水質輻射」第 2季

成果摘要內容，而「底泥品質」因第

2 季尚無採樣檢測故無成果摘要內

容。 

3 

P.摘-11「2.環境噪音」項目文字中，

4 月玉當山日間時段及夜間時段有

超標狀況，請於文字內容中補充檢

測數據及法規限值依據以利比對。 

感謝指教，已於 P.摘-11「2.環境噪音」

項目文字中補充 4月玉當山日間時段

及夜間時段均能音量監測數據及法

規限值依據。 

4 

P.2-3，「(六)臭氧 O3」項目文字中，

第四行說明「4 月玉當山及 4 與 6

月湖管中心之 O3 8 小時平均值有

高於空氣品質標準 (0.06 ppm)」，

請於文字內容中補充檢測數據以

利比對。 

感謝指教，已於 P.2-3「(六)臭氧 O3」

項目文字中補充「4 月玉當山及 4 與

6月湖管中心之 O3 8小時平均值」之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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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5 

P.2-50，「十三、流量」項目文字中，

因第一段第三行「無法量測界定於

<0.1 m3/min」，應屬流量最小顯示

數值，而第二段第三行顯示

「<0.01~1376 m3/min」，請將「<0.01 

m3/min」統一修正為「<0.1 m3/min」。 

感謝指教，已將 P.2-50「十三、流量」

項目文字中有關流量最小顯示數值

修正為「<0.1 m3/min」。 

6 

P.2-50~2-51「2.3.2 工地水質水量」

章節內容提到：「110 年 1 月起已

無工區原水及放流水產生，因此監

測當日無法採樣」，請檢附第 2季

採樣當時現場照片佐證。 

感謝指教，已於「附錄二 監測作業情

形相片記錄」P.A02-2檢附「工地水質

水量」測站無水可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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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湖山水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檢討分析」委託服務 
環境監測季報告(110 年 7 月至 110 年 9 月)(初稿) 

 
各單位審查意見回復表 

110.10.29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復意見 

一、何委員東輯 

1 
部份表 1.2-1、2-200 頁刺鼠為台灣

特有種動物請修正。 

謝謝指正，相關內容已配合修正如修訂稿 P1-

25~26 及 P2-190。 

2 

本季報告圖 1.4-10、1.4-11……等測站

位置標示不清楚，建議修改 

標示方式。 

謝謝指教，有關測站位置圖標示已重新修正，

詳見修訂稿 1.2 節。 

3 

梅林國小之夜間音量不合符合標

準，建議請確認夜間昆蟲、蛙或鳥鳴

聲。 

謝謝指教，經確認監測紀錄，夜間監測到音源

主要為鳥鳴聲。 

4 

2-93 頁動物學在第 1 次出現加學

名，後續如再重複出現，請簡略不在

加學名，例如台灣鬚鱲、明潭吻鰕

虎……等。 

謝謝指教，已依委員意見修正表示方式，相關

修正內容詳見修訂稿 2.5~2.7 節。 

5 
2-198 頁環頸雉本季是否有監測記

錄?請確認修正。 

謝謝指正，經確認本季鳥類未監測到環頸雉，

已修正描述詳如修正稿 P2-189。 

6 

2-204 頁次本季監測鳥類隻次為

108 年最多 2251 隻次，前列本區數

量介於 390-2843 隻次，請修正。 

謝謝指正，鳥類數量描述不合理處，已修正，

詳見修訂稿 P2-194。 

7 
2-210 頁白尾鴝、紅尾伯勞為冬候

鳥，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紅尾伯勞為冬候鳥，詳見修

訂稿 P2-199。另依 2020 台灣鳥類名錄，中華

民國野鳥協會已修正白尾鴝為留鳥。 

8 
2-217 頁黃頭鷺為夏候鳥，紅尾伯

勞為冬候鳥，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P2-204。 

9 

2-198 頁水庫集水區本季哺乳類優

勢種請補充說明台灣兩棲爬行動物

圖鑑(第二版)。 

謝謝指教，已補充說明如修訂稿 P2-189 兩棲類

中。 

10 
參考文獻請增列 2021 年台灣鳥類

紀錄委員會報告。 

謝謝指教，參考文獻已補列 2021 年台灣鳥類

紀錄委員會報告，詳修訂稿參考文獻 P 參-2。 

11 

集水區建議專案規劃蝴蝶蜜源植物

區，配合環境教育教學地點，請提供

適宜地點，以後規劃辦理。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將配合提供適宜地點供中

水局進行相關環境教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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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二、李委員訓煌： 

1 

摘要部分 

(1) 生物監測結果除「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

區」爬蟲類種數為歷年同季最高，引水

工程區哺乳類數量最高，本季為最多

外，其他無論種類及數量均在歷季波動

範圍內，建議加以敘出。 

(2) 於 P 摘-8 最後一段第 1 行敘以：水位

大幅上升 (189.11 公尺下降至 211.23 

公尺)，允宜修正之。 

(3) 仍有使用「調查」之處，如 P.摘 8、P.摘

9、P2-196 等，請補正。 

(4) 報告內敘及「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

類」及「其他應予之第三類保育類」，均

請加以修正。 

(5) 白尾鴝及紅尾伯勞為其他應予保育野

生動物，敘為「珍貴稀有之保育類」之

處，均請修正之。 

 

(1) 謝謝指教，已依建議補充敘述，詳

見修訂稿摘要 P 摘-10~11。 

 

 

 

(2)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如修訂稿 P 摘

-9。 

(3) 謝謝指正，已重新檢視並修正用詞，

詳如修訂稿生態監測相關內容。 

(4) 謝謝指正，已重新檢視並修正保育

等級劃分描述，詳見修訂稿生態監

測相關內容。 

(5) 謝謝指正，白尾鴝及紅尾伯勞之保

育等級劃分描述已修正，詳如修訂

稿生態監測相關內容。 

2 

水域生物部分  

(1) 報告內敘為上一季 (110 年第 3 

季)(見 P.2-92)，上一季(109 年第 4

季 )(見 P.2-100)上一季 (108 年第 4 

季)(見 P.2-103)、上一季(109 年第 4

季)(見 P.2-130)與上一季(108 年第 4 

季)(見 P.2-136)等處，均請修正之。 

(2) 物種之學名僅於第一次出現時予以

加註即可，於 P.2-133 所敘薄翅蜻蜓

之學名有兩者，請查明修正。 

(3) 未鑑定至種名，以 sp.或 spp.處理者，

無需斜體。 

(4) 多處敘為 1 月多樣性指數，1 月或 2 

月種數者，請查明並為必要之處理。 

(5) P.2-102 與 P.2-103 間相關描述顯有

不一致之處，請查明並為必要之處

理。 

(6) 銀高體䰾為外來種，於 P.2-94 所敘有

誤，請修正之。 

 

(1) 謝謝指正，有關初稿報告上一季

時間錯置問題，已重新檢視並修

正，詳見修訂稿 2.5 節水域生物。 

(2) 謝謝指正，有關學名之使用已依

委員意見修正描述方式，詳見修

訂稿生物監測 2.5~2.7 節次，另

薄翅蜻蜓之學名為 Pantala 

flavescens，修正如修訂稿 P2-

127。 

(3) 謝謝指正，修訂稿內已配合修

正。 

(4) 謝謝指正，有關月分誤植處，已

於修訂稿修正。 

(5) 謝謝指正，有關水庫區魚類本季

監測到的優勢種為外來種，初稿

誤植的部分已於修訂稿修正，詳

見 P2-101 及 P2-102。 

(6) 謝謝指正，誤植處已修正，詳見

修訂稿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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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審查意見 回復意見 

二、李員訓煌： 

3. 

陸域動物部分  

(1) 於 P.2-196 所敘監測時間與表 2.6-1、表 2.6-

2 不一致，亦未見「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

區」之監測時間一覽表，請查明處理。 

(2) 局報普遍種與局部分布種之用法，建議使

其一致(見 P.2-199、P.2-209 及 P.2-216)。 

(3) 於.2-205 有關哺乳類監測結果之比較中所

敘不一致，第二段敘述數量以今年第 2 季

最多，但第四段則敘為數量以本季(110 年)

最多，請修正)。 

(1) 謝謝指正，有關水庫集水區、引水

道區、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陸域

動物本季監測時間描述及彙整表

修正如修訂稿 P2-188 及 P2-

208~210。 

(2) 謝謝指教，已依建議統一以局部普

遍種表示，相關修正詳見修訂稿

P2-189~190、P2-198 及 P2-203 等

頁次。 

(3) 謝謝指正，描述不一致處已修正，

詳見修訂稿 P2-194。 

4 

陸域植物部分  

(1) 於 P.2-250 所敘之植物學名，均請改以斜體

處理。 

(2) 引水工程區之特有種植物種類於 P.2-257，

亦分別敘為 27 種及 28 種。 

(3) 表 2.7-1 陸域植物之監測時間，允宜在補敘

於報告本文中。 

(1) 謝謝指正，學名描述已改為斜體，

詳見修訂稿 2.5~2.7 節生物監測。 

(2) 謝謝指正，初稿 P2-257 為自然生

態保留及復育區，特有種類應為

28 種，已修正詳如修訂稿 P2-243。 

(3) 謝謝指教，已依委員意見於本文補

充陸域植物之監測時間，詳見修訂

稿 P2-235、P2-239 及 P2-243。 

5. 
第三章「檢討與建議」方面，建議將因應對策

移至 3.2 中，則 3.3 部分是列為所有建議事項。 

謝謝指教，已依委員建議修正第三章

節次編撰方式，詳見修訂稿第三章。 

四、林委員伯雄 

1 

110 年度湖山水庫環境監測及檢討分析 (110 

年 7 月至 9 月)之計畫執行進度及報告撰寫內

容格式大致皆符合合約之要求。 

知悉。 

2 

有關第二章 2.3 水質水量之分析結果，總磷、

氨氮、葉綠素 a 於水庫水質之檢測結果皆屬正

常範圍，但 CTSI 優養化指標則為 146(湖山測

站)及 136(桶頭測站)，建議與水量之變化進行

分析此一背離現象之成因，因108 年度CTSI 為

51~50，是否有其它可能干擾此一指大幅上昇，

是否為透明度下降有關，請於報告中加以分析，

河川水質濁度、流量與此一趨勢之相關性。 

謝謝指正，原報告第二章 2.3 節湖山

測站及桶頭測站CTSI優養化指標係誤

植，正確應為 42.15 及 42.19，已重新

計算並修正分析內容，詳見修訂稿摘

-8 水庫水質、第 2.3 節 P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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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復意見 

四、林委員伯雄 

3 

水庫區之藻類優養化指標(ATSI)(第 2-122 

頁次)亦呈現優養化之趨勢，與歷年之指標

差異亦應於報告中呈現，並與 CTSI 之結

果比較於第三章(3.3)中呈現(3-21 頁次)。 

謝謝指正，水庫區之藻類優養化指標

(ATSI)歷年差異已補充於修訂稿 P2-

118~119，與 CTSI 之結果比較詳如摘-

10，原報告 CTSI 因誤植造成偏差過大，

重新計算後與歷年相差不大，並無異常。 

4 

參考文獻(參-6~參-7)請更新，國際期刊

128、130、135、136、140，因年代久遠，

建議予以更新年代較新知文獻，公元 2000 

年前文獻予以更新。 

謝謝指正，已更新參考文獻詳如修訂稿。 

五、鉅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P1-8 頁：監測項目之物種名單，建議表格

再拉長，讓文字平均分布，增加適讀性。 

謝謝指教，已配合修正，詳見修訂稿。 

2. 

P1-8 頁：監測項目之監測結果摘要，引水

工程區及自然生態及保留復育區之文字

格線，建議依照區域分隔，並參考空一行，

以利適讀。 

謝謝指教，已配合修正，詳見修訂稿。 

3. 

P1-24 頁：湖山水庫陸域植物-庫區端地

圖，測站 8 標示位置錯誤。 

謝謝指教，經查標示位置為 108 年變更

後的位置並無錯誤，變更前後對照請參

見修訂稿 P2-248~249。 

4. 

P2-93、2-94、2-95 頁：多樣性指數、均勻

度、IBI 指數，有些測站是 1 月、2 月，

並無 4 月、5 月之數據，建議每一季均列

出該指數，或一致性的月份比較值。 

謝謝指正，有關月分係誤植，已於修訂

稿修正。 

 

5. 

P2-207 頁：依照臺灣物種名錄（TaiCoL）、

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TaiBIF）均顯示，

梭德氏草蜥學名為 Takydromus sauteri，而

錦蛇(Elaphe taeniura)也應稱為臺灣黑眉

錦蛇學名為 Orthriophis taeniurusfriesi 。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P2-196。 

 

6. 

P2-152、2-170、2-176 頁：梅林溪-梅南橋

之圖說文字，建議表格再拉長，讓文字平

均分布，增加適讀性。 

謝謝指教，由於資料項多量大，在版面

格式限制下已盡可能清晰呈現，表格不

宜再拉長。 

7. 

P2-181、2-2-183、2-185、2-187、2-189、

2-182、2-194 頁：符號標誌說明並無 X 及

*的符號說明，建議加上該說明。 

謝謝指正，已補充說明詳見修訂稿 P2-

17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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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鉅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8. 

P2-211 及 2-213 頁：提及哺乳類族群有恢

復跡象，但觀察不易，建議可加設紅外線

攝影機紀錄，以利後續監測、觀察。 

感謝建議，未來會納入考量。 

9. 

9. P2-217 頁：提及 N 樣線有野狗群聚，

以致鳥類數量減少，可在檢討與建議章節

中，提出相關建議改善措施。 

感謝建議，野狗群聚造成影響僅為推測，

且群聚的原因、分布的情形及實際影響

的程度都尚須調查、確認，暫不宜提出

改善建議，後續將持續觀察。 

10. 

因監測物種數量及種類繁多、建議可參考

P2-54、2-55 頁，列出該季監測到的動、植

物名錄表，以利快速查閱 

感謝建議，本季監測到之相關物種名錄

請參見附錄一。 

11. 
建議動植物監測每一季末時，提出下一季

監測預排表，以利抽查。 

配合辦理。 

六、石管中心 

1. 
第 1-1 頁進度圖，版面超出文字頁面，請

調整。 

謝謝指正，已調整修正如修訂稿 P1-2。 

2. 

第 1-2 頁至 1-25 頁，版面採橫式方式建

議採直式呈現。 

謝謝指教，由於表格內文資料多，考量

判讀便利及美觀性，沿用以往報告採橫

式編排。 

3. 
水域生物及陸域動植物，建議提供生物名

錄，以了解物種變化。 

謝謝指教，生物名錄詳見附錄一。 

4. 

第三章請補充有哪些生態與環境之變化

是受營運之衝擊。 

謝謝指教，本計畫為環境監測計畫，依

計畫屬性及權責僅有能力提供監測前後

的差異比較，及監測當時的環境背景，

至於造成環境差異變化的原因需整合計

畫區內相關自然、人文、活動..等資料方

能評判，應有相關的整合性計畫可提供。 

七、湖管中心 

1. 
P2-4 移動測站分即時監測及每月監測，監

測結果請分別分析討論。 

謝謝指正，已配合修正，詳見修訂稿 P2-

3~4。 

2. 

P2-24 圖 2.1-5PM10 歷次監測成果圖，108 

年第 4 季重複製圖，P2-26 圖 2.1-8PM2.5 

歷次監測成果圖測項名稱錯誤，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P2-24 及

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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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湖管中心 

3. 

P2-48 總磷項次，梅林溪系測站超標測站

及超標原因與表 2.3-1 不同，請確認並修

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P2-

48~49。 

4. 
歷次審查意見放入報告書中之附件，以供

委員參閱。 

謝謝指教，歷次審查意見及回復已補充

詳附錄四。 

八、李主工俊霖 

1. 

陸域動物相關內容表示，本季 8 月前降雨

日數少，整體環境較為乾涸…云云，惟查

氣象局網站雲林氣象站資料，110 年 6~8 

月之大於 10mm 之降雨日數分別有 12、

7 及 8 天，月雨量分為 618、396 及

487mm，何來前述環境乾涸說法？上開情

形似在描述 109 年之情景，如此錯誤，實

屬不該。若前面關於環境等基本條件都論

述錯誤，後面對監測結果之分析，毫無說

服力。 

謝謝指正，有關原報告降雨的描述為舊

資料，已重新檢視並依實際的狀況修正，

詳如修訂稿，後續將持續加強報告品質

提升。 

2. 

摘-9 列出 8 種保育類鳥類，惟文內卻說

是 9 種。另紅尾伯勞保育等級前後不一

致！ 

謝謝指正，保育類鳥類經確認後修正為

7 類，另紅尾伯勞之保育等級劃分描述

亦已修正，詳如修訂稿摘-10 及生態監測

相關內容。 

3. 

水質建議事項第 2 點有關 LID 部分，建議

強化倡導集水區民眾選擇具有環保標章

的無磷清潔劑等措施，係指水庫本身集水

區或桶頭堰上游集水區？如為前者，其集

水區租約業已全數收回，並無辦理對象。 

謝謝指正，有關此建議係沿用去年計畫

成果報告所提，或有不當。為此，本計畫

已依計畫的屬性、權責及委員的建議，

回歸監測結果掌握的數據判讀，及與監

測當時環境背景的關聯分析結果及可能

影響，刪除本項建議並重新提出結論與

建議如修訂稿第三章。 

4. 

水質建議事項第 4 點有關水庫放養魚類

部分，建議召開學者專家會議，惟成員應

邀請具該領域之學者專家，不建議逕邀生

態執委會委員。 

謝謝指正，同意見回復 3，已刪除本項欠

妥適或尚待確認的建議內容，未來若確

認應召開專家會議時，將依建議方向協

助辦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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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李主工俊霖 

5. 

水域生物建議事項第 1 點建議

請五河局設立流通設施，惟未建

議位置。第 2 點監測捕獲之高身

白甲魚不釋回清水溪，惟未建議

釋回地點。 

謝謝指正，同意見回復 3，刪除請五河局設立流通

設施此非中水局及本計畫權責範圍建議，並修正

尚待觀察確認數量影響的高身白甲魚外來種，改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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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陸域動物建議事項前 4 點建議

均與多種植蜜源植物有關，是否

會造成其他後遺症？第 5 點規

劃設置生態池或水盆，目前似均

持續辦理，且湖山水庫蓄水後本

身成為一個大湖泊，真有持續辦

理本項之需要？第 8 點建議於

番婆夾坑下游規劃截水池，若非

本局用地，如何辦理？第 9 點因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過往大

量人車進出，為防外來物種進駐

及擴散，建議加強控管，如何加

強控管？如設置圍籬控管，是否

對自然生物進出造成反效果？

現今仍有大量人車進出嗎？ 

謝謝指正，同意見回復 3 刪除或調整欠妥適、尚

待確認或非屬本計畫專業權責的建議，重新提出

結論與建議如修訂稿第三章。修正說明如下: 

(1) 種植蜜源植物部分，主要基於監測結果蝴蝶量

少，直接透過增加蜜源植物可吸引其到來，本

計畫提供可作為蜜源的植物種類參考，尚無專

業判定大量種植是否會造成後遺症，為避免疑

慮，調整減少種植建議數，修正如 P3-22~23，

未來會朝建議蝴蝶蜜源植物區規劃，使兼具環

境教育功能。 

(2) 生態池部分主要係依循生態保育措施計畫結

果而提出，後續該計畫執行規劃若有變動，將

配合調整建議，修正內容如 P3-23。 

(3) 番婆夾坑下游規劃截水池-涉地權非中水局及

本計畫權責，刪除。 

(4) 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人車進出控管涉及層

面多，非本計畫專業權責，也無法確認人車進

出情形及影響，刪除。 

7. 

陸域植物建議事項第 2 點，建議

應於美洲含羞草開花或結果前

以人力或機械方式伐除，應直接

寫明於每年幾月前。 

感謝建議，已補充說明可於每年 7、8 月美洲含羞

草開花或結果前，以人力或機械方式伐除，詳見修

訂稿 P3-24。 

8. 

前言所列之歷次環評書件，尚缺

下列 2 件：(1)93 年施工導水路

變更內容對照表 (2)103 年管理

中心變更內容對照表。 

謝謝指正，已補充詳如修訂稿 P 前-1~3，其中 93

年核備之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施工導水路工程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內容主要是

提高上游檔水壩高度，增加壓力水頭，提高流速增

加排洪能力。因環評書件系統未提供核准日期及文

號，無法完整呈現，改調整內文敘述為「有關歷次

環評變更主要內容及監測計畫彙整摘錄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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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李主工俊霖 

9. 

報告內甚多時間描述與說明之文字錯亂，

令人眼花瞭亂，尤其是生態與上一季或歷

年同季比較之內容，例舉如下： 

謝謝指正，有關原報告”上一季”時間錯

置及相關敘述錯漏等問題，已重新檢視

並修正，詳如修訂稿，後續將持續加強

報告品質提升。修訂稿修正頁次對照如

下: 

(1) P2-93 

(2) P2-98~99 

(3) P2-100 

(4) P2-102~103 

(5) P2-109 

(6) P2-124 

(7) P2-130 

(1) P2-92 倒數第二段：本季（介於

189.12~211.23 公尺之間）監測時水位

明顯較上一季（ 110 年 3 季介於

189.12~196.61 公尺之間）上升許多。 

(2) P2-98 第一段最後：本年度又因為旱

季…。最後一段：本季雷公坑溪上游測

站棲地…且因非雨季的緣故…。P2-99 

第三段，亦同。 

(3) P2-100 第一段：本年度乾旱少雨缺水

影響…。第三段今年雖少雨缺水嚴

重…較上一季（109 年第 4 季）略

增…。 

(4) P2-103 最後一段：…與上一季（108 

年第 4 季）相比…。 

(5) P2-111 第一段：也由前兩季（108 年

第 3！4 季）…。 

(6) P2-130 第二段：較上一季（109 年第

4 季）略微減少…。 

(7) P2-136 最後一段：…與上一季（108 

年第 4 季）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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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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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委員東輯 

1 

摘-12 頁引水工程區部分保育類野生動物請統一說

明：例如大冠鷲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白尾鴝為其

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如修訂稿摘

-11。 

2 

摘-15 頁，目前湖山水庫地區如有大面積裸露地，

亟須補植植物或處理地區，請補充說明，提供受理

單位 

及時處理因應。 

謝謝指教，未來如於監測時發現

大面積裸露地，會記錄位置、面

積與現場狀況，提供湖管中心處

理因應。 

3 1-7頁八色鳥監測頻率部分文字缺漏，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如修訂稿 1-

7頁。 

4 

報告內首次出現物種名稱請統一補學名，避免相同

中文名稱之不同物種誤用，另(一)章季監測成果之

臺灣白甲魚(Acrossochoilus paradoxus)之學名為臺

灣石𩼧，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物種學名詳見

修訂稿第 2章各節；另修正臺灣

白甲魚以學名表示，詳如修訂稿

1-21及 1-24頁。 

5 
物種學名只第 1次出現引用，後續再出現則不必再

引用學名，並以斜體字呈現。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已依委員

意見於修定稿中進行修正。 

6 
2-203頁本季監測中白鷺為夏稀/冬普鳥類，本季為

冬季建議改列為冬候鳥。 

謝謝指教，已依委員建議將中白

鷺改為冬候鳥，詳見修訂稿 2-

203頁。 

7 
3-20 頁一，(一)建議移至 3.1.8 近期棲地環境改變

之說明段落。 

謝謝指教，已依委員建議修正，

詳見修訂稿 P3-16頁 3.1.8 節。 

8 
3-16 頁引水工程於 110 年監測裸露地現況請補充

說明，並提供是否專案委託清除外來種植物。 

謝謝指教，引水隧道處於第四季

監測時，過往發現之大面積裸露

地與外來種植物拓殖的狀況皆

有改善，未來監測期間如有變

化，將通報湖管中心，商討因應

對策。 

二、李委員訓煌： 

1 

如下之處，請再查明釐清確認： 

(1) 於 P.摘-12 敘及哺乳類在三個採樣區均有歷年

同季最高的數量，惟於 P.2-217 又敘以歷年同季監

測結果以 101 年最多(13種)，數量以今年(110)最多

(93隻次)，本季種數及數量為歷年最高。 

(2) 於 P.摘-12 敘及「自然生態保留及復育區」爬

蟲類監測結果種數及數量皆為歷季波動範圍內，而

謝謝指正，說明如下: 

(1)P2-217 為誤植，已於修正稿

同頁次修正。 

(2)爬蟲類監測結果種數為歷次

最高，摘要誤植，已於修正稿

P 摘-12修正。 

(3) 引 水 工 程 區 監 測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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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P.2-217 則敘為本季出現之種數為歷年新高(13

種)。 

(3) 於 P.2-249 第一段敘及引水工程區之植物監測

時間為 9月 2日及 9月 4日，與 P.2-256 表 2.7-1所

敘並不一致。 

10/16~10/18，已修正於修正

稿 P2-249。 

2 

如下所敘之處，請再加斟酌修正： 

(1) 尚有使用調查(見 P.摘-6、P.3-5、P.3-6及 P.3-12

等處)，以及樣區者(如 P.2-97)，請再逐一查核。 

(2) 報告內所敘生物學名甚多未以斜體處理，以及

未確定種 sp.或 ssp.，僅以 sp 或 spp 表示者，植物

之變種 var.以斜體處理者。 

(3) 植物監測部分： 

(a)按 Flora of Taiwan，瓜葉馬兜鈴為台灣特有種。 

(b)小葉桑宜修正為：小桑樹。 

(c)按 Flora of Taiwan，李氏禾為外來種。 

(d)於 P.2-209 所敘中華鳥會之台灣鳥類名錄，請修

正為 2020版。 

謝謝指正，說明如下: 

(1)已重新進行檢視，並將用詞

統一修正為「監測」、「測點」

等名稱。 

(2)已重新審視本文，並依委員

意見於修訂稿中修正，詳見

修訂稿各節。 

(3)物種名、特有地位及參考文

獻等處，已依委員意見於修

訂稿中修正。 

三、林委員伯雄 

1 110年度計畫執行進度大致皆符合合約要求。 知悉。 

2 

部分之監測項目年度之均值與歷年數據並無異常，

包括空氣品質監測項目 PM10、O3、SO2、NO2大致

皆符合預期，噪音及振動數據亦符合法規標準，或

受環境背景音源影響，未來之營運階段可以檢討上

述之監測頻率、點位之必要性，但以符合環評之承

諾為原則。 

遵照辦理。 

3 

河川水質監測結果與歷年趨勢比較，以 S.S.、總磷

之超標頻率較高，皆於第 2、3 季較為明顯，建議

應建立上游產業及社區之基本資訊，將農業種植面

積、未納入下水道接管人口數之資料，可能貢獻之

非點源地表逕流來源予以建檔，做為未來之判定污

染成因分析之依據。 

謝謝指教，未來將請中水局協助

取得前述相關資料，並就取得之

資料進行建檔，做為未來判定污

染成因分析之依據。 

四、鉅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季報及年報告中所紀錄之物種學名，請於報告中首

次出現時予以加注，重複者請刪除，報告中動植物

學名請以斜體標示。 

謝謝指教，已修正詳如修訂稿中

各節。 

2 
季報告圖目錄中部份頁碼、PM10、PM2.5、LV10、O3

及 pH格式有誤，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圖

目錄。 

3 植物測站 8位置標示錯誤，請依實際植物樣區監測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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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重新標示。 

4 

年報告第一章監測內容中有說明本年度生態監測

方法，季報告中卻將生態監測方法等相關內容移置

於附錄中，請說明。 

謝謝指教，年報為呈現全年的執

行成果故於本文第一章放置監

測執行方法，方便閱讀、掌握，

而季報為採同樣監測方法之每

季成果報告，本季已為第四季故

未特別針對監測方法說明。 

5 

季報及年報告內甚多監測成果比較圖以黑白印刷，

少數以彩色印刷，為利於閱讀方便，建議改以彩色

印刷。 

謝謝指教，知悉。 

6 

季報 P2-103，清水溪三處測站的種數與數量皆與上

一季(110 年第 2 季)，維持類似的情況。請確認文

字是否誤植。 

謝謝指教，已將誤植季別修正為

110 年第 3 季，詳見修訂稿 P2-

103。 

7 
季報 P2-181 圖 2.5-16 魚道監測工作照片請加註日

期。 

謝謝指正，已依意見加註魚道監

測工作照片日期，詳見修訂稿

P2-181。 

8 

季報 P2-248~ P2-255，陸域植物各測站大多有提及

本季屬夏季尾聲、本季已近夏末、氣溫已過高峰，

降水量因豪雨與颱風而升高、降水量因豪雨與颱風

挾帶之豐沛水氣…….等，明顯與本季氣候不符之

敘述，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有關氣候之敘

述，詳見修訂稿 P2-248~255。 

9 

P2-248 引水工程區……共 4 個測站進行監測，本

季於「9月 2 及 9月 4日」進行監測，請修正監測

日期。 

謝謝指正，引水工程區監測時間

10/16~10/18，已修正於修正稿

P2-249。 

10 

季報 P2-246~P2-255與 109年第 4季報告內文數據

相同，與本年度各季原始監測資料計算結果明顯不

符，請修正文中統計分析數值。 

謝謝指正，已重新核對資料，並

修正相關統計分析數值，詳見修

訂稿 P2-246~P2-255。 

11 

季報第三章檢討與建議，P3-16內文敘及「目前第

二原水管工程仍持續進行中，施工位置與圓葉布勒

德藤相距 10 公尺以上，應無立即危害且無明顯揚

塵問題」。第二原水管工程已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

完工並於 110 年 1 月 19 竣工，請修正相關敘述，

避免誤導二原管工程仍對物種監測造成影響。 

謝謝指正，已修正相關敘述，詳

見修訂稿 P3-16。 

12 

季報第三章檢討與建議，P3-15說明 108 年第 1 季

小花蔓澤蘭覆蓋面積較過往有略降趨勢，推估應是

管理中心定期清除或 109 年上半年度(第 1~2 季)

降雨量較穩定，土石沖刷不明顯，因此裸地面積縮

小，而其他物種的競爭力相對較強，以致小花蔓澤

謝謝指正，已修正敘述，詳見修

訂稿 P3-15。 



審查意見回覆表-20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蘭難以取得優勢。請確認敘述上是否有所衝突。 

五、石管中心 

1 
兩本報告之摘要請再精簡，如工作內容、監測結果

等內容，請重點陳述。 
謝謝指教，遵照辦理。 

3 

報告中附上眾多圖與表，但文中對於圖表的意義敘

述不多，如季報告的第 2章。建議重點呈現，其他

放入附錄中。 

謝謝指教，遵照辦理。 

六、湖管中心 

1 

季報-2.6 節陸域動物之鳥類歷次監測結果 P2-204

提到已 108 年第 2 季出現的種數最多(67 種)，P2-

205 提到同季相比以 110年最多，請確認 

謝謝指正，P2-204為鳥類歷次監

測結果，P2-205 則為歷年同季

(第四季)之結果，兩者不同。 

2 

季報 P2-205 哺乳類中，水庫集水區歷季監測結果

以今年(110)第 3 季數量最多(673 隻次)，應為第 4

季，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誤植之季別，

詳如修訂稿 P2-205。 

七、劉簡任工程司鑫煌 

1 
小花蔓澤蘭蔓延計畫建議開花前伐除，平時應有委

託定期伐除業務，請承辦單位確認並應執行 
知悉。 

2 
颱風過後常有樹枝等會落於庫區，若遇颱風應請留

意是否會造成庫區水質優養化。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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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湖山水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檢討分析」年度成果報告 

各單位審查意見回覆表 
111.2.16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何委員東輯 

1 
2-143 頁斑腿樹蛙為需移除之外來種蛙

類請補充說明是否需立即清除? 

謝謝指教，班腿樹蛙與台灣多種原生蛙類

使用相近的棲地資源，易與台灣原生物種

發生競爭與排擠之情況。且已廣泛的拓殖

於整個台灣低海拔區域，有移除之必要

性。若我們於調查進行時發現有斑腿樹蛙

之蹤跡(成蛙、蝌蚪、卵泡)，會進行紀錄後

移除，並通報管理中心。 

2 
2-146 頁中白鷺於季報列為夏候鳥，年

報列為冬候鳥，請統一列為冬候鳥。 

謝謝指正，已依委員意見將中白鷺統一列

為冬候鳥，祥見修訂稿 P2-146、P2-180。 

3 
外來種植物小花蔓澤蘭，美洲含羞草請

補充說明後續應注意裸露地位置? 

謝謝指教，庫區內之裸露地多為道路邊

界、建築體周圍與森林與水庫之交界，此

類區域陽光通常能直接照射，較少受濃密

的樹冠所覆蓋，適宜兩種外來植物生長。

需要多加留意的區域。 

二、李委員訓煌 

1 

如下之處，請再查明釐清確認： 

(1) 於 P.2-91敘及本計畫在梅林溪魚類

監測累計有 14 種，其中包括高體高鬚

魚，並無 P.2-88及 P.2-90所敘之銀高體

䰾(部分之處錯敘為銀高體鮁)。 

(2) 於 P.2-144 敘及水庫集水區之陸域

動物監測共紀錄保育類 15 種(漏敘食蛇

龜)，與圖 2.7-1 所示(見 P.2-156)之 16

種(漏列食蛇龜及台灣山鷓鴣，增列了斯

文豪氏游蛇)，且於 P.2-147所敘本年度

所監測保育類亦漏敘台灣山鷓鴣，其種

數應修正為 11種。 

(3) 於 P.2-152及 P.2-153所敘引水工程

區所監測之保育類物種及保育類鳥

種，亦漏敘林鵰與藍腹鷴，經查於

P.2-157之圖 2.7-2即可見一斑(共列有 9

種保育類)。 

謝謝指正，說明如下: 

(1)正確名稱為銀高體鲃，已修正相關誤植

之敘述，詳見修訂稿 P2-88~90。 

(2)圖 2.7-1 漏列食蛇龜，P2-147 漏敘保育

類的山鷓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同頁次。 

(3)保育鳥類共監測到 7 種，圖 2.7-2 為誤

植，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P2-157。 

2 
P.2-147 至 P.2-155 所敘之生物學名未以

斜體處理，請補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同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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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審查意見回覆表(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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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二、李委員訓煌 

3 
於 P.2-142 圖 2.6-1 中湖本對照區應註明隻

次，湖山水庫部分則無，建議補註。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將依委員意見

於修定稿中進行修正。 

4 
前述季報之建議修正意見，併請一併列入參

處。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將依委員意見

於修定稿中進行修正。 

三、林委員伯雄 

1 110年度計畫執行進度大致皆符合合約要求。 知悉。 

2 

部分之監測項目年度之均值與歷年數據並無

異常，包括空氣品質監測項目 PM10、O3、

SO2、NO2大致皆符合預期，噪音及振動數據

亦符合法規標準，或受環境背景音源影響，

未來之營運階段可以檢討上述之監測頻率、

點位之必要性，但以符合環評之承諾為原則。 

遵照辦理。 

3 

河川水質監測結果與歷年趨勢比較，以 S.S.、

總磷之超標頻率較高，皆於第 2、3季較為明

顯，建議應建立上游產業及社區之基本資

訊，將農業種植面積、未納入下水道接管人

口數之資料，可能貢獻之非點源地表逕流來

源予以建檔，做為未來之判定污染成因分析

之依據。 

謝謝指教，未來將請中水局協助取得

前述相關資料，並就取得之資料進行

建檔，做為未來判定污染成因分析之

依據。 

四、鉅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年報告中所紀錄之物種學名，請於報告中首

次出現時予以加注，重複者請刪除，報告中

動植物學名請以斜體標示。 

謝謝指教，遵照辦理。 

2 
植物測站 8 位置標示錯誤，請依實際植物樣

區監測位置重新標示。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 

3 

年報告第一章監測內容中有說明本年度生態

監測方法，季報告中卻將生態監測方法等相

關內容移置於附錄中，請說明。 

謝謝指教，年報為呈現全年的執行成

果故於本文第一章放置監測執行方

法，方便閱讀、掌握，而季報為採同

樣監測方法之每季成果報告，本季已

為第四季故未特別針對監測方法說

明。 

4 

季報及年報告內甚多監測成果比較圖以黑白

印刷，少數以彩色印刷，為利於閱讀方便，

建議改以彩色印刷。 

謝謝指教，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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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四、鉅樺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5 

P 摘-13、P1-25、P2-167~P2-175、P-184~P2-186

水庫集水區、引水工程區、自然保留及復育

區植物監測數值統計結果、P2-181 兩棲類年

度監測成果等與 109 年報告內文數據相同，

與本年度各季原始監測資料計算結果明顯不

符，請修正文中統計分析數值。 

謝謝指正，已重新核對資料，並修正

錯置之相關統計分析數值，詳見修訂

稿同頁次。 

6 

年報圖表目錄中出現 109 年度與內文圖表說

明不同、圖目錄頁碼與實際頁碼不符，請修

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誤植之目錄及頁

碼，詳見修訂稿圖表目錄。 

7 

年報告 P3-12，引水工程區….測站 4 曾受農

業干擾所破壞的林分，於本年度監測有逐漸

恢復的情形……109 年第 2季植物測站 4，因

鄰近農民整地造成樣區大面積損毀…..109 年

第 3 季設立新樣區 4 持續辦理監測。請確認

敘述上是否有所衝突。 

謝謝指正，已確認並修正敘述詳見修

訂稿 P3-12。 

8 
年報告 P3-13 歷年湖山水庫八色鳥數量變化

趨勢圖，監測數據請更新至本年第 2季。 

謝謝指正，已依意見更新八色鳥變化

趨勢圖至 110 年第 2 季，詳見修訂稿

P3-13。 

9 

引水工程區植物測站 4 移位亦屬陸域植物重

大變化事件，建議納入年報告 P3-26 表 3.4-1

環境監測有關之大事紀表中。 

謝謝指教，已依建議將引水工程區植

物測站 4移位納入環境監測有關之大

事紀表中，詳見修訂稿 P3-26。 

五、石管中心 

1 
兩本報告之摘要請再精簡，如工作內容、監

測結果等內容，請重點陳述。 
遵照辦理。 

2 
年度報告的附錄，建議以光碟呈現附於報告

中。 
遵照辦理。 

六、湖管中心 

1 

年報-P2-148 哺乳類水庫集水區歷年監測結

果中，以本年度(109)平均數量最高，請修正

為 110年。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同頁

次。 

2 

年報-P2-173台灣特有種歷年監測成果中，自

100 至 109 年歷年監測結果，請修正為 100

至 110年。 

謝謝指正，已修正詳見修訂稿同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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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七、劉簡任工程司鑫煌 

1 

小花蔓澤蘭蔓延計畫建議開花前伐除，平時

應有委託定期伐除業務，請承辦單位確認並

應執行 

知悉。 

2 
颱風過後常有樹枝等會落於庫區，若遇颱風

應請留意是否會造成庫區水質優養化。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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