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態評估分析紀錄表 

■規劃設計階段□維護管理階段 

工程名稱 104-111年生活圈交通建設計畫(市區道路) 
嘉義縣番路鄉仁義潭特定區聯絡道路(彈藥庫)拓寬改善工程 

填表人員 曾暐倫 填表日期 2021/12/10 
評析報告是否完

成下列工作 
■生態調查(□生態資料蒐集■現場勘查)、■生態影響預測/課題分析、■生態保育

策略研擬 
1.生態團隊組成：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位/職稱、學歷/專業資

歷、專長、參與勘查事項。 
姓名 單位/職稱 專業資歷 專長 參與勘查事項 

陳佳郁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

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11年 陸域昆蟲調查 生態環境記錄 

曾暐倫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

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7年 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蟲類

調查；生態影響評估 
生態議題評析、生態環

境記錄、陸域生態評估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結果：應包含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關之生態訊息

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料、民間觀察紀錄資料等，以

儘量蒐集為原則。維護管理階段則蒐集工程相關生態環境之背景資料、施工階段生態評估歷程，以及完工(竣工)相關資

料，以期掌握工程施作之後的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與實行過程。 
(1)資料蒐集(維護管理階段若無新增內容免填寫) 

參考嘉義縣番路鄉埔尾社區發展協會之社區資源調查成果報告，調查區域以埔尾社區為主。鳥

類記錄到18種，計有環頸雉、領角鴞、鳳頭蒼鷹、大冠鷲等4種II級保育類鳥種，植物則記錄18種，

由於講師為中醫師，其植物調查結果以民俗藥用植物為主。 
透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以工區線型

框列查詢區(如圖1)，查詢結果共計有植物77種、鳥類42種、爬蟲類3種及兩棲類11種，其中鳥類有4
種(鳳頭蒼鷹、林鵰、大冠鷲、朱鸝)II級保育類及1種(紅尾伯勞)III級保育類紀錄。 

 
圖1、TBN搜尋區域 

(2)調查結果 



 
 

 

於2021年11月16日進行現勘及陸域生態勘查。植物方面案場沿線以果園類型的農墾地為主，果

園地被情況不一，部分為溫室部分顯見有例行整理，部分則較為粗放管理，果樹以柿樹、龍眼、檳

榔等為主。案場西半段有些大型喬木，應是早期軍方所栽，樹種主要為檸檬桉、桃花心木等。 
西側端近嘉126鄉道路段有較自然的次生林，其餘路段兩側多為人為墾殖之果園。西側的次生林

受道路壓縮，面積很小，上層喬木如芒果、血桐、蟲屎等，林下優勢種如月桃、山柚子、姑婆芋

等。果園栽植以柿子為大宗，也可見龍眼、荔枝、蘋婆、仙桃、檳榔、香蕉等。道路邊緣可見之行

道樹栽植者如檸檬桉、大葉桃花心木、芒果；自生的樹種如香楠、小梗木薑子、相思樹、血桐、構

樹、山黃麻、白肉榕、無患子等，自生的樹木生長情況良好。開闊環境草本植物以五節芒、象草為

優勢；果園林下草本常見的有大花咸豐草、紫花藿香薊、竹葉草、藤竹草、雀稗尾稃草，其中雀稗

尾稃草於紅皮書(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為近危物種(NT)，過去多發現於台灣東部海岸

及蘭嶼，西部的紀錄十分少見，在本區域果園下生長情況良好。 
動物方面以鳥類紀錄為多，鳥類共記錄24種，均屬常見的鳥種，如西部淺山丘陵常見的珠頸斑

鳩、五色鳥、白環鸚嘴鵯、白頭翁、紅嘴黑鵯、麻雀、白尾八哥、大冠鷲、鳳頭蒼鷹、東方蜂鷹、

山紅頭、黃尾鴝等留、候鳥；哺乳類記錄到臺灣鼴鼠1種；兩棲類記錄到黑眶蟾蜍(以路殺方式記

錄)、莫氏樹蛙及拉都西氏赤蛙等3種；爬蟲類記錄到疣尾蝎虎、印度蜓蜥、斯文豪氏攀蜥及麗紋石

龍子等4種；蝶類記錄到黑星灰蝶、迷你藍灰蝶、柑橘鳳蝶、翠斑青鳳蝶、雌擬幻蛺蝶、鱗紋眼蛺

蝶、豆環蛺蝶、小稻弄蝶等8種；蜻蜓類記錄到侏儒蜻蜓、善變蜻蜓。 
 

參考文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eBird Taiwan <https://ebird.org/taiwan/home>。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 
嘉義縣番路鄉埔尾社區。2016。嘉義縣番路鄉埔尾社區-社區資源調查執行成果報告。嘉縣環境保護局。嘉義縣。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若工程計畫涉及的環境無適合的評估工具，應整合文獻資料及現勘結果，進行現地環境描述

及生態保育議題分析，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維護管理階段現

場勘查應針對以下生態議題進行評估：(1)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2)可能之生態課題，例如：(a)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

分佈、(b)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行為、(c)強勢外來物種入侵、(d)水域廊道阻隔、(e)有無環境劣化現象，其與治理工程施作

之關聯、(f)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 
(1)生態敏感區域套疊及關注區域檢視結果(規劃設計階段填寫) 
重要棲地及生態敏感區 涉及 備註*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然保留區 否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 否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護區 否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否  
森林法：保安林 否  
森林法：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是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水土保持法：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濕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國際級或國家級) 否  
濕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地方級) 否  
海岸管理法：一級海岸防護區 否  
其他生態關注區域 涉及 備註*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否  
IBA重要野鳥棲地 否  
森林遊樂區或國家風景區 否  

已知關注物種 
路殺 是 

3公里緩衝區範圍有黃嘴角鴞、領角鴞、紅尾

伯勞及環紋赤蛇等保育類物種路殺紀錄，其

中以環紋赤蛇紀錄最多。 
特有生物多樣性 否  
國土綠網 否  



 
 

 

生態勘查/調查 是 東方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 
*生態敏感區距基地1～3公里以括號表示，若鄰近(＜1公里)則另註明距離。 

 
4.棲地影像紀錄：包括災害照片、棲地環境影像。 

   
a. 西側入口處。 b. 道路沿線大多為果園。 c. 部分路段路幅較寬。 

   
d. 果樹以外，以草本植物為主。 e. 沿線有相當多果園以砌石堆疊

方式作為界牆。 
f. 中點偏東路段有一大裸露地，

可作為潛在利用空間。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以平面圖示標繪治理範圍及其鄰近地區之生態保全對象及潛在生態課題，可依設計期程分別以基本設計圖與細部設計圖/
維護管理階段竣工圖套疊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以更精確地呈現工程設計與生態關注區域和生態保全對象的位置關係。 
應配合工程設計圖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比例尺以1/1000為原則。繪製範圍除了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程可

能影響到的地方納入考量，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工便道的範圍。若河溪附近有道路通過，亦可視道路為生態關注區域

圖的劃設邊界。應標示包含施工時的臨時性工程預定位置，例如施工便道、堆置區等。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策略/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規劃設計階段填寫) 
需考量公告生態保護區、學術研究動植物棲地地點、民間關切生態地點、天然植被、天然水域環境(人為構造物少)等各

類型生態保全對象，逐一分析工程設計及工區(含施工區域)對生態環境立即性棲地破壞及後續帶來的衍生性影響(如溪水

斷流、植被演替停滯等)進行預測分析。 
應對於各個可能受影響的生態保全對象事先研擬合適之保育對策或措施，工程佈設時應盡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若無法

迴避時，則務求縮小、減輕及補償之策略，同時須評估保育策略的成效。 
項次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策略 

1. 綠地面積縮減 

現場綠地組成以果園及次生林為

主，次生林面積不多，相關空間應

優先避免利用次生林區域並減少擾

動此些區域，以維持野生動物可利

用的棲地空間。 

(迴避)：明確界定工區影響範圍，迴

避非工區範圍。 
(縮小)： 
(減輕)：優先使用沿線既有之裸露地

或彈藥庫旁較大的空間，作為相關

利用空間。 
(補償)：  

2. 
垂直側溝可能成為

陷阱與阻隔 

垂直側溝設計將增加野生動物(尤屬

小型動物)掉落後自行脫困的機會，

亦增加小型動物橫向通行的難度。 

(迴避) 
(縮小)： 
(減輕)： 

1. 側溝改以加蓋方式，減少野生



 
 

 

動物掉落側溝的機會。 
2. 側溝重點位置可於側溝靠綠地

側，增設斜掛式纜繩，增加小

型動物落溝自行脫離的機會。 
(補償)：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應以特寫與全景照方式記錄生態保全對象，提供現地操作人員辨識。 

   
a. 保全工區沿線彈藥庫建築。 b. 保全(1K+100~1K+140)道路北

側的4棵相思樹。 
c. 保全4K+000道路北側的大棵山

黃麻。 

填表說明：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NO. 科名 NO. 中文名 學名 
臺灣地區 
居留狀況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水鳥 
類別 

留候 2021 
11/16 

1 鳩鴿科 1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留 3 
2 雨燕科 2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普 Es   留 23 
3 三趾鶉科 3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留、普 Es   留 2 
4 鷺科 4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留 1 
5 鷹科 5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留、不普/過、普  II  留 1 

 鷹科 6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留、普 Es II  留 1 

 鷹科 7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留、普 Es II  留 1 
6 鬚鴷科 8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留、普 E   留 6 
7 卷尾科 9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Es   留 8 
8 王鶲科 10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留、普 Es   留 4 
9 鴉科 11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普 Es   留 15 

10 燕科 12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留、普    留 23 
11 鵯科 13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留、普 Es   留 14 

 鵯科 14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Es   留 5 

 鵯科 15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Es   留 38 
12 繡眼科 16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普    留 5 
13 畫眉科 17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留、普 Es   留 12 
 畫眉科 18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留、普 E   留 4 

14 八哥科 19 亞洲輝椋鳥 Aplonis panayensis 引進種、普    外 1 

 八哥科 20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外 3 
15 鶲科 21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冬、普    候 4 
16 梅花雀科 22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普    留 5 
 梅花雀科 23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留、普    留 17 

17 鶺鴒科  24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普    候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