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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一一章章、、工工程程概概述述  

一、 工程緣由 

本工程位於花蓮縣富里鄉東富公路台 23 線鱉溪右岸處（樁號 0+000～

0+300），因河水沖刷造成右岸既有戧台破損，影響擋土設施安全；經報奉核

辦理本工程。 

二、 工程名稱：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三、 工程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四、 設計單位及設計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林副工程司政瑜 

五、 監造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工務課， 

主辦工程司：林政瑜  

協辦人員： 林靖、王梵篙、劉郁芬 

承包商及專任工程人員：順風營造有限公司:曾順德 

                  專任工程人員：范皓翔 

                  工地負責人：張增海 

                  品管人員：湯湘緹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楊玉雯 

六、 工程地點：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七、 開工日期：民國 109 年 2 月 10 日 

八、 工程期限：應於 150 日曆天內竣工(預定完工日期：109 年 07 月 08 日) 

九、 工程範圍： 

1. 既有基礎保護工(拋填塊石)樁號 0+000~0+300。 

2. 石樑固床工 5 座。 

3. 基礎裸露處塊石拋填。 

4. 邊坡整修。 

5. 施工中生態檢核。 

十、 契約金額：5,870,000 元整 

十一、 品質管制作業費：158,360 元 

十二、 職業安全衛生費：555,9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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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工程施工位置及運輸路線圖 

 
圖 1-1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施工位置圖 

 
圖 1-2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塊石運輸路線圖(大龍橋至鱉溪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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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塊石運輸路線圖(石牌防汛至鱉溪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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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二二章章、、生生態態檢檢核核辦辦理理工工作作  

一、 生態檢核辦理精神及目的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17 年 4 月 25 日工程技字第 10600124400 號函，

公共計畫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

項。 

生態檢核機制目的在於減輕治理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以維護生物

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境品質，並於制度中納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令整體環

境管理與保護更趨完善。其核心概念是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工程規

劃的整體考量內，因應工程辦理階段之不同特性而各有其生態檢核目標。 

工程辦理流程含括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 4 個階段，依

工程主辦單位工程辦理流程，將生態檢核工作納入工程期程中，由生態專業人

員執行各項程序與生態分析評估，並查核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情況。 

工程主辦單位須注意之事項與重點工作，包括邀請專家、當地居民、NGO

及生態團隊進行現場勘查，辦理說明會。發生環境異常狀況時通知生態團隊協

助，與生態團隊討論，確認各工程階段的生態保育措施。 

在生態檢核工作中，生態專業人員協助工程範圍進行生態與環境資料蒐

集、棲地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以及就生態環境衝擊減輕面向提供專業意

見；工程主辦單位則應辦理現場勘查及民眾參與，填寫生態檢核表並主動公開

資訊。 

最後工程主辦單位透過與生態專業人員及民眾等多方討論，擬定工程生態

保育對策，於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查核，並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

整之生態檢核過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2-2 

 

二、 生態檢核作業辦理階段說明 

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理等四階段，

各主辦機關得依辦理之工程生命週期特性，配合工程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

當修正執行階段劃分，如圖 2-1、圖 2-2。 

 
圖 2-1 各工程階段生態檢核之目標與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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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保育治理工程與生態檢核項目整合之參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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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畫總表 

本案承接規劃設計階段研擬之生態保育措施辦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相關作

業，其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相關作業總表整理如下表 2-1。 

表 2-1 生態檢核工作執行狀況總表 

項次 工作名稱 工作內容 

1 撰寫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畫 
提送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畫。 

提送執行成果。 

2 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活動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3 辦理現場勘查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4 
保育措施勘查與自主檢查表填

寫，和異常狀況因應 

施工中每月 1 次。 

完工後勘查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5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析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 1 次。 

完工後 1 次。 

提送成果。 

6 魚類移置作業 

施工前教育訓練。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視情況執行。 

提送執行成果。 

7 水質濁度自主監測與分析 

施工前教育訓練。 

每週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8 水質調查與分析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 1 次。 

施工後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9 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 1 次。 

施工後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10 魚類調查與分析 

施工前 1 次。 

施工中 1 次。 

施工後 1 次。 

提送執行成果。 

11 資料彙整發布 
提送宣導影片。 

提送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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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三三章章、、生生態態專專業業人人員員、、團團隊隊組組成成及及學學經經歷歷  

本案生態檢核團隊由關注並深耕花蓮在地環境議題超過十年之洄瀾風生態

有限公司擔任主負責。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長期承接花蓮縣境內在地生態調

查、環境課程執行及社區部落陪伴工作，不僅具備深厚之計畫執行經驗，亦與

在地公部門、地方組織、學術單位及 NGO 等單位長期互動並累積相關人脈資源，

另外近年中央政府機關落實推動生態檢核工作後，亦積極參與並協助執行相關

作業。 

由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執行長吳昌鴻擔任計畫督導，生態研究部門經理魏

嘉儀擔任計畫主負責人，負責計畫執行窗口及各工作小組任務協調，並協請鱉

溪在地文史工作者後山采風工作室負責人張振岳擔任計畫協同。本案計畫人員

分為 2 個工作小組：生態檢核操作組及生態資源調查組，組員就其專業範圍及

本案所需共同參與相關工作，並與在地文史工作者（後山采風工作室）、豐南村

辦公室、豐南社區發展協會、吉拉米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鱉溪護溪隊合作建

立通報及隨時啟動系統機制。 

詳細之配置與分工如圖 3-1、表 3-1 所示。 

 

圖 3-1 本案生態檢核團隊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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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案計畫人力與任務分配表 

類別 姓名 
最高學歷科

系 
擬任工作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計畫督導 吳昌鴻 
國立花蓮師
院社會科教
育學系 學士 

計畫品質監督 

現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執行長 

專長：跨部門協調、計畫品
質控管 

計畫協同 張振岳 
在地生態、文史專家協力、在

地平台協調調度 

現職：後山采風工作室負責
人 

專長：魚類資源調查、森林
資源調查、解說教育、口述
訪談 

計畫負責人 魏嘉儀 

台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學

士 

計畫執行及掌
控 

現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研究部門經理 

專長：森林資源調查、環境
教育課程方案規劃、志工培
力、棲地營造 

生態檢核操
作  

張簡新卉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
系學士 

生態檢核執行
紀錄、單位協
調、環境監測成

果統整 

現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研究部門專案執行 

專長：培力課程辦理、社區
陪伴 

黃議新 

國立台南大
學 生態暨環
境資源學系 

碩士 

生態檢核執行
紀錄、單位協
調、環境監測成

果統整 

現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研究部門專案執行 

專長：兩爬類調查、解說教
育、GIS製繪圖 

生物資源調
查 

吳政澔 
文化大學 
觀光學系學

士 

魚蝦蟹類、昆蟲
調查 

現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研究部門專案執行 

專長：魚蝦蟹類、昆蟲調查、
棲地營造、社區陪伴 

吳軒光 

國立宜蘭大
學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 

碩士 

水生植物調
查、森林生態 

現職：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研究部門專案執行 

專長：水生植物調查、濕地
營造、解說教育 

在地協力平
台 

1. 豐南村辦公室：陳正雄村長、陳金福頭目 

2.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王俊傑(卡住)理事長、王晉英理事 

3. 吉拉米代部落文化產業協會：騰莫言•基鬧總幹事、宋雅各 

4. 鱉溪護溪隊：豐南、永豐、富里三村聯合地方組織 



 

4-1 

 

  第第四四章章、、生生態態保保全全對對象象  

一、 生態資料盤點與確認 

彙整過去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

局、在地文史工作者（後山采風工作室）及在地鱉溪護溪隊執行之生物

調查資料，本案施工範圍有下列生物之棲息紀錄： 

類群 物種 

魚類 

*臺灣石𩼧、高身白甲魚、*臺灣白甲魚、*粗首鱲、鯽、*

雜交種吳郭魚、*明潭吻鰕虎、寬頰禿頭鯊、*線鱧、何氏

棘鲃、花鰻鱺。 

蝦蟹螺貝類 
粗糙沼蝦、拉氏明溪蟹、石田螺、瘤蜷、錐蜷、*福壽螺、

臺灣椎實螺、臺灣蜆。 

水生昆蟲 

指石蛾、紋石蛾、小划蝽、大水黽、黃石蛉、四節蜉蝣、

扁蜉蝣、姬蜉蝣、短腹幽蟌、鉤尾春蜓、細蟌、蜻蜓、姬

牙蟲、扁泥蟲、新石蠅、大蚊、蚋、搖蚊、網蚊。 

兩棲爬行類 

澤蛙、拉都希氏赤蛙、日本樹蛙、黑眶蟾蜍、盤古蟾蜍、

斯文豪氏攀蜥、青蛇、赤尾青竹絲、南蛇、鉛山壁虎、中

華鱉。 

小型哺乳類動物 麝鼩。 

鳥類 
黃鶺鴒、黃尾鴝、翠鳥、斑文鳥、烏頭翁、小白鷺、紅冠

水雞。 

植物 
血桐、構樹、甜根子草、白背芒、象草、蓖麻、美洲含羞

草、青箱、山棕、月桃、通草、幹花榕、開卡蘆、黃麻。 

*外來種、西部外來種 

本案設定以「高身白甲魚」及「中華鱉」為指標物種。其中高身白

甲魚在 2017 年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中列為國家接近受脅(NNT)物

種，於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紅皮書中列為瀕危(EN)物種；中華鱉則

於 IUCN 中列為易危(VU)物種。 

近年由台灣西半部入侵的原生種魚類如：台灣石𩼧、粗首鱲、明潭

吻鰕虎、台灣石鲋等，近年來因人為的野放而成為優勢物種，造成原有

的生物如鱉、菊池氏細鯽、日本禿頭鯊數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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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保全對象與措施 

1. 濱溪關鍵喬木保全 

(1)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範圍中可能受到工程直接擾動的喬木植

栽，以耐陰性、在地原生、在地代表性高、胸高直徑(DBH)超過

10 公分者為主，原地進行全株保留。 

(2) 保護及保全方法：施工前由生態檢核團隊、在地協力平台成員進

行現場細部勘查，確定保留對象後，在不影響樹木自然生長之情

況下，以紅色尼龍繩進行圈繞標示並使用白色標示牌編號掛置

（如表 4-1），同時紀錄編號、樹種、GPS 座標點位，並盡量拍

攝該保全樹木之全株照片建檔留存，同時併入環境維護計畫書提

送。後續每月以盡量相同之角度進行拍照紀錄，彙整入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

錄照片及說明，提送監造單位。如在施工過程中有誤傷或被移除

之情事，納入環境異常狀況依個案情況處理。 

(3) 標定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109 年 3 月 4 日 

(4) 執行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張簡新卉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黃議新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吉拉米代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講師 宋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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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全對象位置標定： 

 
圖 4-1 保全喬木位置標定 

 
圖 4-2 保全喬木位置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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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全對象清單及現況照： 

表 4-1 保全樹木清單及現況照 

編
號 

樹
種 

照片 
編
號 

樹
種 

照片 
編
號 

樹
種 

照片 

1 
芒
果 

 

2 
椰

子 

 

3 
椰

子 

 

4 
水
柳 

 

5 
椰

子 

 

6 
水

柳 

 

7 
水
柳 

 

8 
水

柳 

 

9 
雀

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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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迴避並保全鱉棲地 

(1)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鱉棲地之主要環境為溪流中泥底、水流較

緩、沿岸具泥土緩坡且有一定植被（灌木、草本）覆蓋之住。盤

點施工範圍中可能為鱉棲息環境之範圍並現場標定，棲地環境原

貌進行保留，工程機具之通行、材料堆置等需迴避。 

(2) 保護及保全方法：施工前由生態檢核團隊、在地協力平台成員進

行現場細部勘查，確定保留位置後，以紅色尼龍繩輔助竹竿進行

圈繞標示，並使用白色標示牌簡易說明掛置，同時紀錄 GPS 座

標點位，並盡量拍攝該保全範圍全角度照片建檔留存，同時併入

環境維護計畫書提送。後續每月以盡量相同之角度進行拍照紀

錄，彙整入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提送監造單位。如在施工過

程中有棲地環境被破壞之情事，納入環境異常狀況依個案情況處

理。 

(3) 標定日期：於 109 年 2 月 21 日完成勘查，於 109 年 3 月 4 日完

成範圍標定。 

(4) 執行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張簡新卉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黃議新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吉拉米代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講師 宋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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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全對象位置標定： 

 
圖 4-3 鱉棲地位置標定 

 
圖 4-4 鱉棲地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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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區範圍天然塊石保留 

(1)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破除或移走溪床大石可能導致溪床結構不

穩、加劇掏蝕；缺乏大石也不利於維持水域棲地在結構、水型上

的多樣性。盤點施工範圍中石塊，原地進行保留。 

(2) 保護及保全方法：施工前由生態檢核團隊、在地協力平台成員進

行現場細部勘查，直徑三公尺以上石塊直接進行原地保留不另行

標記，直徑三公尺以下需保留石塊以紅色尼龍繩輔助竹竿進行圈

繞標示，並使用白色標示牌簡易說明掛置，同時紀錄 GPS 座標

點位，並盡量拍攝該保全範圍全角度照片建檔留存，同時併入環

境維護計畫書提送。後續每月以盡量相同之角度進行拍照紀錄，

彙整入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階段生態

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提送監造單位。如在施工過程中

有石塊破壞等之情事，納入環境異常狀況依個案情況處理。 

(3) 標定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109 年 3 月 4 日 

(4) 執行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張簡新卉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黃議新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吉拉米代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講師 宋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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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全對象位置標定： 

 
圖 4-5 特殊天然石塊保留位置標定 

  
圖 4-6 溪床大石現況圖 

 

 

 

 

 



 

5-1 

 

  第第五五章章、、外外來來入入侵侵植植物物移移除除  

一、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 

陰香繁殖力強，有危害原生植物生長、使植生單一化、不利於健康的森

林生態系之影響，應予以移除。 

二、 執行方法： 

施工前由生態檢核團隊、在地協力平台成員進行現場細部勘查後，本案

陰香位於私有地上，地主不同意完全移除，後續需取得同意書後依施工

需求進行樹木修剪，避免傷害樹木。樹木修剪守則請參考台灣愛樹保育

協會出版之樹木安全修剪手冊（http://bit.ly/2Tl2YB0）。 

三、 現勘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109 年 2 月 26 日 

四、 執行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計畫督導 吳昌鴻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豐南村村辦公室 村長 陳正雄 

五、 樹木修剪原則（摘錄自樹木安全修剪手冊）： 

1. 傷口越小越好，傷口越小樹皮增長而包覆傷口的時間越短，腐朽細

菌入侵機率也就越低。 

2. 傷口藥平切，平切的傷口面積最小，腐朽細菌入侵機率也就越低。 

3. 大主幹勿修，大主幹修剪易造成腐朽。 

4. 修剪時切勿傷及主幹。 

5. 樹葉不得修掉超過 1/3，若超過將造成樹勢衰弱導致縮根，嚴重者將

導致樹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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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六六章章、、水水質質保保護護  

一、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 

機具過水、挖掘土方、清洗等作業如導致水質混濁，將影響水中生物生

存，應盡量避免此情況發生。 

二、 保護及保全方法： 

◼ 施工前由生態檢核團隊、在地協力平台成員、施工單位進行現場細

部勘查並討論作法。 

◼ 經討論後，本案不做排擋水及沉沙池，施工便道以邊緩慢填入級配

邊排水方式進行（運送至現場使用之級配混泥量越低，越不易造成

水質混濁，本案級配經施工單位確認料源，可確保其低含泥量）。 

◼ 主要施工區域拋填塊石細緻處理，緩慢拋填並避免一次填滿，降低

大量底質被擾動水質混濁狀況產生。 

◼ 混凝土清洗作業則另設洗車台，清洗完畢汙水不可排入河川。 

◼ 後續每週由在地協力平台共同監督，每月將成果彙整入施工階段生

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

及說明，提送監造單位。 

◼ 如在施工過程中有因工程產生水濁之情事，納入環境異常狀況依個

案情況處理。 

三、 現勘日期：109 年 2 月 26 日 

四、 現勘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計畫督導 吳昌鴻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張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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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七七章章、、水水質質監監測測  

一、 水質濁度自主監測與分析 

1. 工作說明：施工起始後，於開工前、中、後，針對工區外上游、工

區範圍、工區段下游進行透視度監測。 

2. 教育訓練暨實地操作：109 年 3 月 4 日（三） 

3. 執行時間：施工期間 

4. 執行頻度：每週一次 

5. 教育訓練講師及後續執行人員： 

講師：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吳政澔 

成員：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成員：吉拉米代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講師 宋雅各 

6. 執行範圍： 

 
圖 7-1 水質濁度監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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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用方法：環境保護署「水之透視度檢測方法－透視度計法」(NIEA 

W221.50A)。以下為透視度計使用方法概述： 

 
圖 7-2 透視度計構造說明 

8. 監測通報：監測結果若透視度低於 15 公分應予警戒，若透視度低於

5 公分應即時通報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主辦機關，啟動相對應的控制

措施。透視度檢測人員將安排由異常狀況通報應變小組成員擔任以

利隨時啟動通報機制，同時與生態檢核團隊共同紀錄歷次自主監測

之影像及因應措施過程。 

水之透視度檢測方法－透視度計法 

1. 原理 

未經任何處理之水樣搖勻後倒滿透視度計中，一邊從上面觀察，一邊從底部放水，直至透

視度計底部標誌板的十字能明顯地看出雙線時，讀出透視度計上之數字，稱為透視度。 

2. 適用範圍 

本方法適用於測量廢污水之透視度，偵測範圍為 0～30cm。 

3. 干擾 

(1) 水樣低於環境溫度時，透視度外壁產生之霧層會造成偏差。 

(2) 光源之強度、顏色均會影響測定值，故以白天（光）為宜，但避免日光直射。 

4. 設備 

(1) 透視度計：偵測範圍 0～30cm，構造如圖 7-2 所示，0～15cm 間每一刻度為 2mm，15～

30cm 間每一刻度為 5mm。 

(2) 輔助光源：可調亮度之白色光源。 

(3) 照度計。 

5. 步驟 

(1) 透視度計使用前，先以照度計測試外界光源之強度，其照度以 1000～2000Lux（燭光／M2）

為宜，如照度不足時，使用輔助光源調整至適當之照度。 

(2) 水樣充分振盪混合後，注滿透視度計，從上端觀察底部之雙線十字標誌，同時打開下方出

之鐵夾（活栓），使水樣順暢流出，直到能清楚辨別標誌板上之十字為雙線為止，立即關閉

鐵夾（活栓），讀出水面之刻度。 

(3) 重複步驟（2）5 次，求水面刻度之平均值，以公分表示之，即為透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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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質調查與分析 

1. 工作說明：施工起始後，於開工前、後，針對工區外上游、工區範

圍、工區段下游進行水質監測。 

2. 採樣日期：如遇天候狀況變化將視情況延期數天。 

施工前：109 年 3 月 4 日 

施工中：109 年 5 月 20 日（暫定） 

施工後：109 年 7 月 13 日（暫定） 

3. 檢驗廠商： 

日揚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環保署核定水質檢驗合格廠商，許可證號：『環署環檢字第 152

號』） 

4. 執行頻度：每次調查包含工區範圍上游、範圍內、範圍下游共 3 點、

施工前中後各 1 次，共 3 次。 

5. 檢測項目：生化需氧量(BOD)、化學需氧量(COD)、懸浮固體物(SS)、

氨氮(NH4+)、總有機磷、除草劑、大腸桿菌(Ecoli)、總磷(TP)、pH、

溶氧(DO)、濁度(NTU)、導電、水溫。 

6. 執行範圍： 

 
圖 7-3 水質調查樣點 

 



 

8-1 

 

  第第八八章章、、魚魚類類生生態態、、水水域域棲棲地地、、河河溪溪底底質質監監測測  

一、 魚類保護 

1.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在過去調查資料中顯示，本案工程範圍之深潭

為多數魚類之重要棲息環境，需維持該類型棲地環境之存在。 

2. 保護及保全方法：施工前由生態檢核團隊、在地協力平台成員、施

工單位進行現場細部勘查討論，擬定細緻施工操作方式如下： 

◼ 施工前結合在地協力平台成員、鱉溪護溪隊成員，協力進行

魚類移置。（本項細部操作請見 6-11 節魚類移置） 

◼ 施工過程拋填塊石細緻處理，緩慢拋填避免一次填滿，並同

時分批緩慢填入級配，減少石頭間縫隙，避免魚類被困於石

塊間隙或人為造成之封閉淺灘情況。 

◼ 施工過水路面與施工便道期間預計為期兩週，團隊將派員至

現場，針對施工期間躲藏於塊石間之保全對象魚類進行魚類

移置。 

◼ 施工期間由在地協力平台進行監督，並及時提供諮詢協助。 

◼ 後續每週由在地協力平台共同監督，每月將成果彙整入施工

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

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提送監造單位。如在施工過程中有魚

類死亡等情事，納入環境異常狀況依個案情況處理。 

3. 現勘日期：109 年 2 月 26 日 

4. 現勘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計畫督導 吳昌鴻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張增海 

5. 保全對象位置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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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主河道範圍深潭區標定 

  
圖 8-2 潭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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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魚類移置 

1. 工作說明：施工前初步將施工範圍之魚類往上下游進行移置，施工

中如因工程造成封閉淺灘等狀況，亦啟動本作業進行移置。 

2. 執行時間：109 年 3 月 4 日（魚類移置教育訓練）、施工期間 

3. 執行人員： 

講師：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吳政澔 

講師：後山采風工作室 張振岳老師 

成員：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成員：吉拉米代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講師 宋雅各 

成員：鱉溪護溪隊成員 

4. 執行範圍： 

 
圖 8-3 魚類移置操作範圍與移置地點 

5. 移置方法： 

(1) 捕捉：此為最重要之環節，起網過程需盡量輕柔細緻操作，以魚

體最低損傷之方式進行解網，不可強力硬扯或魚地面拖行。如魚

體有損傷，以稀釋後之優碘塗抹後再行野放。 

採集方法 說明 

拋網法 

拋網法為在湖沼或溪流岸邊的採捕方式，以徒手投擲手投網入
水中採集，以獲得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及甲殼類樣本。選用 3

分細目八卦網，網直徑 15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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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方法 說明 

陷阱法 

使用蝦籠作為放置型的陷阱，放入蝦籠中進行誘捕之餌料為秋
刀魚，吸引中小型魚類與甲殼類進入籠具中。點位選擇以潭
區、急流、緩流為目標，每次投放一夜，並於蝦籠外側標明調
查單位、調查日期、調查用途提醒說明，並於調查蝦籠期間與
部落聯絡人說明事由與時間。 

手抄網法 

以手柄 120 至 130 公分長，網平面口徑 30 及 45 公分寬梯形手
抄網兩組，依據地形與現地環境調整使用。在淺水域或河床上
則得直接翻動石頭，採集石頭縫間及淺水域的蝦蟹類。 

(2) 紀錄：紀錄被移置之魚類種類、隻數與被移置地點。整個移置過

程中以影像進行紀錄。 

(3) 暫置：理想方式以養殖箱或水桶輔以打氣機進行暫置，如事發突

然無法即刻取得打氣設備，可盡量降低盛裝魚體之容器水面高度

（約略高於魚背即可），不留過多水體於容器內，以確保有足夠

溶氧表面積供給呼吸，後續應盡快野放或加入打氣設備。 

(4) 移置地點：高身白甲魚移置施工範圍上由深潭野放，其餘東部原

生魚種移置池豐大橋下游深潭野放。如圖 8-3。 

(5) 野放：將盛裝魚體之容器完全浸入水中後，打開容器蓋子，使魚

類自行游出，不可使用傾倒、赤手抓扔等方法。如魚體離開河川

於容器中暫置時間超過一夜，則野放時須將容器先行泡入河川中

一段時間，待容器內外溫度約莫相等後，打開蓋子使其自行游出

野放。 

(6) 外來種移除：如移置魚類過程中捕捉到外來種，將直接進行移除

不再放回河川當中。此處外來種指 1.西部外來種（非屬東部原生

種類，早年藉由人為自西部入侵東部水域者），如臺灣白甲魚、

臺灣石𩼧、粗首鱲、明潭吻鰕虎、臺灣鬚鱲、中華花鰍等。 2.

外來種（由國外引入，非屬臺灣本島原生種類，早年逸散至野外

者），如吳郭魚、雜交種吳郭魚、線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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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魚類調查與分析 

1. 工作說明：施工干擾水質、水域棲地品質，有可能改變溪流魚類組

成。針對施工範圍上中下游，在施工前中後各進行 1 次魚類調查，

總計進行 3 次，並於調查完畢後隨成果報告書提送分析。 

2. 調查日期：如遇天候狀況變化將視情況延期數天。 

施工前：109 年 3 月 4 日 

施工中：109 年 5 月 20 日（暫定） 

施工後：109 年 7 月 13 日（暫定） 

3. 調查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吳政澔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物調查組 吳軒光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王俊傑 

吉拉米代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講師  宋雅各 

4. 調查地點：設置三處樣區如圖 8-4 所示。 

(1) 工區外上游：以工程起點為界，向上游延伸 100 公尺範圍（包含

兩支固床工）。本範圍棲地類型以具備湍流之深潭為主。 

(2) 工區範圍：以河道轉彎處為起點，向上游延伸 100 公尺範圍。本

範圍棲地類型以淺瀨為主。 

(3) 工區外下游：以池豐大橋為界，向上由延伸 100 公尺範圍。本範

圍棲地類型以緩流近靜水之長潭為主。 

 
圖 8-4 魚類調查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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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方法：調查以陷阱法、拋網法、手抄網法、浮潛法為主，紀錄

採集生物種類、隻次及點位，採集與記錄過程將以確保生物安全存

活為主。所有採集生物現場辨識並拍照紀錄後放回，如遇難以辨識

之成體魚類將拍攝特徵照片後續以照片辨識鑑定之；如遇難以辨識

之魚苗或生物幼體，將考量飼養成功率後帶回飼養至可供辨識大小

後帶回原處放回。辨識工作將參考臺灣各種圖鑑與檢索書籍進行生

物鑑定，至少辨識至「科（Family）」的層級。各採集方法如下表說

明。 

表 8-1 水域生態調查採集方法說明 

採集方法 說明 

拋網法 
拋網法為在湖沼或溪流岸邊的採捕方式，以徒手投擲手投網入
水中採集，以獲得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及甲殼類樣本。選用 3
分細目八卦網，網直徑 15 尺。 

陷阱法 

使用蝦籠作為放置型的陷阱，放入蝦籠中進行誘捕之餌料為秋
刀魚，吸引中小型魚類與甲殼類進入籠具中。點位選擇以潭
區、急流、緩流為目標，每個調查點位內選擇 3 組蝦籠分別放
置以上三區域，並投放一夜，並於蝦籠外側標明調查單位、調
查日期、調查用途提醒說明，並於調查蝦籠期間與部落聯絡人
說明事由與時間。 

目標對象：長臂蝦科、匙指蝦科、河川中下游段鰕虎科魚類等
中小魚蝦蟹類個體或鰻魚等中大型魚類幼體。 

手抄網法 
以手柄 120 至 130公分長，網平面口徑 30 及 45 公分寬梯形手
抄網兩組，依據地形與現地環境調整使用。在淺水域或河床上
則得直接翻動石頭，採集石頭縫間及淺水域的蝦蟹類。 

浮潛法 

使用輕便之浮潛裝備，僅需面鏡、呼吸管、蛙鞋、防寒衣，適
用於溪流中、上游之魚類相及其相對數量之基礎調查，尤其是
瀨區及清澈、較淺的潭區棲地進行。深度超過 3m 以上的潭區
不適用。 

6. 分析方法：根據施工前調查成果，選擇本區之「指標性水域生物」1

種，以其隻次、點位紀錄進行分析，並輔以魚類種類組成比例，對

照施工前中後環境棲地是否有劇烈變化足以大幅影響該地水域原生

物種之固有棲息環境，指標性水域生物挑選時具備以下特徵： 

(1) 以在地原生物種為主。 

(2) 具有足夠的敏感性來指示環境變化，並具有環境變遷的預警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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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較廣的地理分布範圍。當環境改變時，此類生物的分布範圍

也會改變，而容易被偵測出來。 

(4) 較容易收集資料及量度者。 

(5) 能夠用來反應只是因人類干擾而產生的變化。 

四、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析 

1. 工作說明：針對施工範圍全區，在施工前中後各進行 1 次生態棲地

環境評估，總計進行 3 次，並於調查完畢後隨成果報告書提送分析。 

2. 評估日期：如遇天候狀況變化將視情況延期數天。 

施工前：109 年 3 月 4 日 

施工中：109 年 5 月 20 日（暫定） 

施工後：109 年 7 月 13 日（暫定） 

3. 評估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張簡新卉 

4. 評估地點：施工範圍全區。 

5. 評估方法：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

之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辦理，如表表 8-2。 

表 8-2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分數) 

1. 溪床自然基質

多樣性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超過 70%，以大漂石、小漂

石、圓石、卵石為主。 
- 

2. 河床底質包埋

度 

礫石、卵石等河床底質被泥沙包埋之程度低於

25%。 
- 

3. 流速水深組合 
水流狀態包括為淺瀨、深潭、岸邊緩流 3 種流速

/水深組合。 
- 

4. 湍瀨出現頻率 
湍瀨間距離除以河寬小於 7，並有粒徑 3 公尺以

上的大石。 
- 

5. 河道水流狀態 連續淺流，溪床裸露比例介於 20~80%之間。 - 

6. 堤岸的植生保

護 

左岸包括河畔榕楠林與耐旱植物優勢的廢耕

田；右岸全段有 6~8 公尺高的混凝土護岸，長期

受人為擾動，以草地與灌叢為主。 

- 



 

8-8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分數) 

7. 河岸植生帶寬

度 

左岸植生帶寬度介於 12~18 公尺間，廢耕田區域

持續受人為擾動；右岸植生帶寬度不足 6 公尺，

人為擾動程度高。 

- 

8. 溪床寬度變化 

工程雖不致干擾岸上的植被，仍會清除行水區內

植生，因此估算溪床因施工拓寬之比例，應在

1.0~1.2 之間。 

- 

9. 縱向連結性 

預定治理溪段內最高之落差在 0+000 處，落差約

為 250 公分。評估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13 日，河

道中央水深約有 30~50 公分。 

- 

10. 橫向連結性 

左岸濱溪帶全段皆有自然植生，坡度<40 度且最

大落差<5 公分的區域有超過 20%；右岸全段為垂

直的混凝土護岸，即使是高度最低的戧台其落差

也超過 30 公分。 

- 

6. 分析方法：根據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各項評估因子進行

前中後對照，說明固有環境棲地是否發生劇烈變化，環境如發生劇

烈變化亦將影響生物組成，本項目亦與魚類調查成果相互參照。 

五、 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1. 工作說明：施工起始後，於開工前、中、後，針對工區外上游、工

區範圍、工區段下游進行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2. 採樣日期：如遇天候狀況變化將視情況延期數天。 

施工前：109 年 3 月 4 日 

施工中：109 年 5 月 20 日（暫定） 

施工後：109 年 7 月 13 日（暫定） 

3. 執行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張簡新卉 

4. 執行頻度：每次調查包含工區範圍上游、範圍內、範圍下游共 3 點、

施工前中後各 1 次，共 3 次。 

5. 執行原則：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7 年「河床質調查

作業參考手冊(草案) 」，根據該手冊指導溪床底質調查。 



 

8-9 

 

河床底質是指沈積於河道上的顆粒性材料，包含泥(silt)、砂(sand)、

礫石(gravel)、卵石(cobble)、巨礫(boulder)等，不包含懸浮載(suspended 

load)。本計畫為瞭解河床質粒徑分佈在橫向上的變化趨勢，在灘地

上選定一條橫斷面，沿此橫斷面線上佈設多組調查，視為橫斷面調

查。 

該手冊建議小型河川可以網格法進行調查，網格法採樣為河床底質

表面採樣方法之一，調查之原則在於利用採樣繩的輔助，採樣繩上

固定距離有記號標示，在採樣地點處依固定方式拉設採樣繩，採拾

採樣繩記號正下方之礫石並加以量測粒徑，樣品至少應採集 100 顆

以上後進行粒徑分析。 

網格法採樣可於淺水區域進行。工區外上游、工區範圍、工區外下

游共設置 3 處作為底質紀錄區，依各區變異程度取 1-2 組斷面，每

一組斷面需包含上中下相距 5m 的 3 條橫斷線，斷線測量 1m 間距的

底質粒徑組成比例，輔以底床水下影像呈現。粒徑組成比例註明為

目視獨佔覆蓋的溪寬比例，細粒徑如「<目視粒徑的泥」、「<1cm 的

砂」混合覆蓋在大粒徑上難以獨立估計者，另註記於「最小粒徑」

一欄。 

6. 執行方法：參考該手冊，採用網格法採樣實際作業程序如下 

(1) 設備：採樣繩、捲尺、工作手套、採樣記錄表、筆、相機、GPS。 

(2) 人員：2 人一組。 

(3) 依據現地勘查結果，統計各縱向河段內適合進行河床質採樣的灘

地位置，選定採樣位置，進行放樣，以插旗竿方式標示採樣範圍。 

(4) 每一組斷面需包含上中下相距 5m 的 3 條橫斷線，斷線測量 1m

間距的底質粒徑組成比例。同一顆粒不重複採樣為原則，於採樣

繩上依據採樣間距做記號標示，使用剛性較佳材質之採樣繩，降

低伸縮性而避免操縱上的誤差。 

(5) 於灘地時，在採樣位置上開始拉設採樣繩，採樣樣繩之放置方向

以平行河流流向為準，並固定由左岸往右岸方向施作，固定之採

樣順序降低施做過程產生之誤差，測線之分佈依據現地可施做區

域進行調整，以組成矩形或方形區域為佳。 

(6) 放置好採樣繩後即開始由上游方向往下游方向撿拾採樣繩標記

正下方之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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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拾取之樣品以粒徑分級並紀錄各取樣繩標記下樣品之粒徑大

小，當標記下之樣品粒徑尺寸小於 8 毫米時則不取樣，並在紀錄

表上將該位置之樣品以「╳」紀錄之，同一測線樣品採樣完成後

平移測線至下一個測線位置，繼續採樣直至收集數量超過 100

個後，該測線即為最後一條測線。 

(8) 粒徑組成比例註明為目視獨佔覆蓋的溪寬比例，細粒徑如「<目

視粒徑的泥」、「<1cm 的砂」混合覆蓋在大粒徑上難以獨立估計

者，另註記於「最小粒徑」一欄。 

(9) 當施做完該組網格法後，於該網格法範圍中間處進行 GPS 定

位，並拍攝該網格法施作範圍內之照片，輔以底床水下影像呈現。 

7. 分析方法：採網格分析法，將紀錄之數據帶回室內進行分析並繪製

粒徑分布曲線圖即可完成試驗工程施作前後溪床底質變化分析。 

8. 執行範圍： 

 
圖 8-5 溪床底質調查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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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九九章章、、異異常常狀狀況況處處理理  

本次工程範圍位於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經本生態檢核團隊與在地溝通討

論後，邀集豐南社區較為關心此工程之成員共同成立異常狀況通報應變小組，

若於施工期間遭遇異常環境狀況時，小組成員將盡快通報工地負責人並將異常

狀況拍照記錄，並由工地負責人盡快通報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與生

態檢核團隊前往異常狀況發生現場，進行勘查並相關議題討論，共同討論因應

對策。除通報功能外，應變小組成員同時也肩負優先協助異常狀況排除之功能，

如魚類緊急移置、第一時間與施工廠商及其負責人協調暫時停工等事宜。本小

組組成成員名單如表 9-1，應對流程如圖 9-1，紀錄表單如表 11-3，附表 C-05。

由於施工期間異常環境狀況發生之頻度與時間點較難預料，為使應變小組成員

能熟悉通報流程，於第一時間完整反映現場狀況，團隊將製作通報流程圖、聯

絡人電話、回報管道等資訊製成 A4 橫式圖卡，張貼於工地以及鄰近工地之部落

聚會所、社區雜貨店等各一。 

表 9-1 異常狀況在地協力小組名單 

編號 姓名 身分 分工 

1 陳金福 吉拉米代頭目 民眾回報窗口、事件回報、人力調度 

2 王晉英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 
民眾回報窗口、事件回報、人力調度 

3 潘進銘 豐南社區居民 即時人力支援 

4 張金雄 豐南社區居民 即時人力支援 

5 劉天霖 豐南社區居民 即時人力支援 

6 王俊傑 吉拉米代部落族人 定期巡視 

7 宋雅各 吉拉米代部落族人 定期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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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異常狀況因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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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章章、、施施工工擾擾動動範範圍圍標標註註  

一、 辦理現場勘查 

1. 辦理日期：109 年 2 月 26 日、109 年 3 月 4 日 

2. 辦理地點：本案施工範圍現地 

3. 參與人員：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計畫督導 吳昌鴻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計畫負責 魏嘉儀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黃議新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組 張簡新卉 

後山采風工作室 負責人 張振岳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 張增海 

4. 勘查事項說明：由生態檢核團隊會同施工廠商，共同討論確認水質

保護施作細項、確認生態保全對象位置（如大石、重要地景、原生

樹種、中華鱉常出沒範圍等），說明工程期間之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

影響注意事項，確保廠商施作時能夠充分瞭解與執行各項生態保育

措施。 

5. 紀錄：如表 11-3，附表 C-03。 

二、 本案施工及擾動範圍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施作將從當地既有之道路開設施工

便道，經池豐大橋上游左岸高灘地（當地稱 Timolan）下切溪床後沿右岸

戧台移動。施作範圍包含主河道段拋填塊石、石樑固床工及 Timolan 邊坡

修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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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本案施工及擾動範圍 

 

圖 10-2 工程施工位置及運輸路線圖（順風營造有限公司製圖） 



 

10-3 

 

 

圖 10-3 施工範圍內主河道現況圖 

 
圖 10-4 施工範圍內高灘地 Timolan 現況圖 

（紅色區域為施作範圍；黃色區域為便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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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一一章章、、施施工工期期間間相相關關表表單單填填寫寫  

工程施作期間，由生態檢核團隊將填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表 

11-1）、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表 11-2）、施工階段生態保育

措施執行紀錄（表 11-2）及其他表單（表 11-3），並附上照片及說明，彙整後

於每月 5 日前提交。 

表 11-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 ______ 市 ( 縣 )______ 區 ( 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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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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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

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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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 業 參

與 

生態背景人

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

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 集

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

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

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

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

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 態 保

育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

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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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

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 眾 參

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

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 訊 公

開 

計畫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 業 參

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 本 資

料 蒐 集

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

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對策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

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 眾 參

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

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 訊 公

開 

規劃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一、 

專 業 參

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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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設 計 成

果 

生態保育措

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

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 訊 公

開 

設計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

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

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 業 參

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 態 保

育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

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

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

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

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

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

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 眾 參

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

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 訊 公

開 

施工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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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 態 效

益 

生態效益評

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

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

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 訊 公

開 

監測、評估

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

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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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共 11 張）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1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畫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濱溪植被帶保全。保全對象共 9 棵，

包含芒果、椰子、水柳、雀榕，現地

以紅色繩子圈繞標示。 

    (請附照片) 

2 
因施工需要進行之植物修剪，需以樹

木安全修剪手冊為原則進行。 
    (請附照片) 

3 
迴避並保全鱉棲地，現場以紅色繩子

圈繞標示。 
    (請附照片) 

4 

施工單位、生態檢核團隊及監造單位

共同討論排擋水、沉砂池施設形式及

點位，並畫入設計圖中按圖施作，於

施工中加強查核水體狀況。 

    (請附照片) 

5 

施工時應注意魚類趨避空間(深潭)維

持，盡可能小幅度改變現有地貌；緩

慢細緻操作拋填塊石及填入級配。施

工期間由在地社區部落協助監督及諮

詢。 

    (請附照片) 

6 

工區範圍天然塊石保留，直徑超過 3

公尺以上原地保留不另標記，直徑 3

公尺以下以紅繩圈繞標示。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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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2 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施工前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人員

包含施工單位（含工地主任、卡車司

機、怪手司機等）、監造單位。 

    (請附照片) 

2 視情況辦理室外現勘。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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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3 辦理現場勘查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生態檢核團隊進行現場勘查，擬定本

案生態保育、友善措施。 
    (請附照片) 

2 
施工前和施工單位、監造單位、在地

協力平台共同辦理現場勘查。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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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4 自主檢查表填寫、異常狀況因應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每月填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提

送主辦單位。（每月 20 日前提送） 
    (請附照片) 

2 

每月填寫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

自主檢查表提送主辦單位。（每月 20

日前提送） 

    (請附照片) 

3 

異常狀況因應，並填寫異常狀況處理

表單提送主辦單位。（每月 20 日前提

送）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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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5 辦理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析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辦理施工前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

析。 
    (請附照片) 

2 
辦理施工中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

析。 
    (請附照片) 

3 
辦理施工後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

析。 
    (請附照片) 

4 提送分析報告。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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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6 魚類移置作業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針對本項目成立在地協力平台。     (請附照片) 

2 施工前辦理魚類移置作業教育訓練。     (請附照片) 

3 施工前首次辦理魚類移置作業。     (請附照片) 

4 施工中視情況隨時啟動移置作業。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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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7 水質濁度自主監測與分析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每週施工前、中、後，於工區上游、

工區內、工區下游進行水質濁度監測。 
    (請附照片) 

2 

監測結果若透視度低於 15公分應予警

戒，若透視度低於 5 公分應即時通報

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主辦機關 

    (請附照片) 

3 提送分析報告。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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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8 水質調查與分析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施工前，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水質採樣並送檢。 
    (請附照片) 

2 
施工中，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中進行水質採樣並送檢。 
    (請附照片) 

3 
施工後，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水質採樣並送檢。 
    (請附照片) 

4 提送分析報告。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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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9 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施工前，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請附照片) 

2 
施工中，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請附照片) 

3 
施工後，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請附照片) 

4 提送分析報告。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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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10 魚類調查與分析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施工前，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魚類調查。 
    (請附照片) 

2 
施工中，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魚類調查。 
    (請附照片) 

3 
施工後，於工區上游、工區內、工區

下游進行魚類調查。 
    (請附照片) 

4 提送分析報告。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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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 11 資料彙整發布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非執行 

期間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但 
不足 

未執 
行 

1 宣導影片製作。     (請附照片) 

2 彙整所有項目，提送成果報告。     (請附照片)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異常狀況請通報  

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團隊)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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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照片及說明 

項目  

拍攝日期與說明  

照片  

附註： 

1. 請依各項生態保育/友善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段照片，照片須完整呈

現執行範圍及內容，盡可能由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攝。 

2. 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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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其他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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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二二章章、、其其他他工工作作項項目目  

一、 出席相關會議 

由主辦單位、施工單位辦理之民眾參與相關會議，並分別以表單進

行紀錄，表單如表 11-3，附表 C-02。 

二、 製作宣導影片 

彙整生態檢核執行成果為成果報告，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送。 

三、 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生態檢核團隊規劃於施工前在第九河川局辦理一場環境保護教育訓

練，由本生態檢核團隊人員擔任講師，針對本次工程施工人員宣導本工

程之生態保育措施。課程內容包括生態保全對象辨識、本案環境保護及

生態保育措施說明、環境異常狀況通報流程及管道、相關表單填寫及查

驗說明等，並輔以現地照片、影片投影。本次課程為室內課，室外勘查

將於施工中視執行情形決定是否針對特別項目加強召開。 

1. 活動目的與內容：本次教育訓練辦理目的在於使施工人員-順風營造

有限公司同仁能夠理解生態檢核辦理的目的及其必要性；由生態檢

核團隊成員擔任講師，說明生態保全對象辨識、本案環境保護及生

態保育措施、環境異常狀況通報流程及管道、相關表單填寫及查驗

說明等。 

2.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3. 執行單位：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4. 活動地點：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4F 第一會議室 

5. 活動時間：109 年 3 月 9 日（一）10:00～12:00 

6. 注意事項：活動提供午餐、茶水，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 

7. 課程講師：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吳昌鴻執行長（生態檢核經歷 3 年）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魏嘉儀經理（生態檢核經歷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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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程表： 

時間 課程類型 課程安排 

09:45-10:00 報到 第九河川局 4 樓第一會議室簽到 

10:00-10:10 開場 長官致詞、教育訓練流程說明、講師介紹 

10:10-10:30 課程（一） 
⚫ 生態檢核理念說明-為什麼要做生態檢核？ 

⚫ 主管機關/施工廠商/生態檢核三方合作模式 

10:30-11:40 課程（二） 

⚫ 豐南堤段重點自然環境說明－含關鍵之植

物相、鳥類、水域生物棲地 

⚫ 生態保育措施宣導-施作時應注意事項、環

境異常狀況、相關通報流程 

⚫ 自主檢查表填寫教學示範 

11:40-12:00 交流 課程回饋、討論與分享 

12:00 課程結束 

9. 講師介紹 

 

吳昌鴻/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執行長 

專長暨研究領域/ 

生態檢核、自然資源管理、環境教育 

參與之生態檢核專案/ 

✓ 107-109年度花蓮林區管理處轄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檢

核及追蹤調查委託專業服務-審查委員 

✓ 107年九河局生態檢核教育訓練講師12月10-11日 

✓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工作107年

前瞻水環境諮詢專家 

✓ 木瓜溪華隆護岸暨初英一號堤段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

工作坊委託計畫 

✓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工作(第二

期)_前瞻水環境生態檢核諮詢 

✓ 壽豐溪西林護岸防災減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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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儀/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生態研究部門經理 

專長暨研究領域/  

森林資源調查、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規劃、培力、棲地營造 

參與之生態檢核專案/ 

✓ 木瓜溪華隆護岸暨初英一號堤段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

工作坊委託計畫 

✓ 樂樂溪客城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 花蓮溪壽豐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4期) 

✓ 壽豐溪西林護岸防災減災工程 

✓ 壽豐溪豐田2號堤防防災減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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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三三章章、、工工作作進進度度表表  

一、 生態檢核團隊工作進度說明 

與施工、監造單位之預定施工進度進行對照，並擬定生態檢核團隊工作項目執行進度表如下。後續執行將相互參照，

搭配施工進度調整執行進度。 

生態檢核工作項目 
109 年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預定開工/預定完工 2/10                                                            7/8  

撰寫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
畫 

執行                  
 

   

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活
動 

    執行                 
 

   

辦理現場勘查     執行                     

保育措施勘查與自主檢查
表填寫和異常狀況因應 

      
填表 

提送 
   

填表 

提送 
   

填表 

提送 
   

填表 

提送 
   

 
 彙整 彙整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與分析     執行          執行        執行 分析 分析 分析 

魚類移置作業     
訓練 

執行 
視情況隨時啟動 

 
分析 分析 分析 

水質濁度自主監測與分析     
訓練 

執行 
每週執行一次 

 
分析 分析 分析 

水質調查與分析     執行          執行        
執行 

分析 分析 分析 

溪床底質紀錄與分析     執行          執行        
執行 

分析 分析 分析 

魚類調查與分析     執行          執行        
執行 

分析 分析 分析 

資料彙整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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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工預定進度網狀圖（順風營造有限公司製圖） 

日期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1 3 5 7 8

75

5

15 20 90 20 5

0 0 0 0 0

55

1

130

1

 

150

0

廠商： 工務所主任： 課長： 副局長：

5月 6月 7月

109/4/1 109/6/14

石樑固床工施作

63 8577 79

2月 3月 4月

109/4/1 109/6/19

109/7/3

43 45 6149

開工日期

109/02/10

預定完工

日期

109/07/08

邊坡修整及植栽

109/7/3

109/7/4 109/7/8

工地整理申報竣

工

109/7/4 109/7/8

#######

8.32%

60.32%

9.80%

26.31%

8.54%

16.51%

1.30%

1.30%

6.67%

108/7/8

基礎裸露處塊石

拋填

#######

108/7/4

108/7/9

7.97%

13.22%

39.53%

12.47%

52.01%

13.39%

73.71%

12.52%

86.23%

6.99%

93.22%

6.78%

100.00%

#######

實際進

度

109/2/10

遲滯

時間

最晚

完成

時間

預定進

度

#######

1.假設工程  2.告示牌  3.
施工測量放樣  4.保險

109/2/10 #######

實際進度累計

塊石篩選及運送

#######

     (三) 7.2施工預定進度桿狀圖(圖7-1)

51 65 67 69 71

月 

說   明
日曆天

47 890 3723 25 35 41

期

限

最早

完成

時間

27 299 311 3 5 7

秀姑巒溪冷水堤段防災減災工程-預定網狀圖

年 108年

預定進度本期

網狀圖

33

最早

開始

時間

最晚

開始

時間

預定進度累計

任務名稱

15 1055317 19 55 57 59 9111 13 3921 73 75 81 83 87 113 115 11795 97 99 101 10393 119107 109 111 143121 123 125 127 129 131

####### 109/7/8

108/7/5

#######

#######

施工便道擋排水

及破損戧台打除

109/3/15

#######

109/3/16

既有基礎保護工

(鋪排塊石及拋填

塊石)
####### 109/6/13

145 147

109/6/14

133 135 137 139 141 149 150

109/6/13

109/7/8

雜項工程及職安

環保、生態檢核

####### 109/3/15

1 2

11

16

5

3

4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