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紀錄表(總整) 

□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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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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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 陸域昆蟲、水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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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類、兩棲爬蟲類調查 陸域生態評估 

楊菘羽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8年 濕地生態、陸域植物調查 陸域植物生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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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料蒐集(施工階段若無新增內容免填寫) 

無新增。 
(2)調查結果 

本案工程執行期間共執行1次生態勘查及3次會勘之順帶紀錄，累計記錄到22科32種鳥類，其中

記錄到4種保育類，分別為3種II級保育類(東方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及1種III級保育類(臺灣山

鷓鴣)，32種鳥類中，有5種為特有種(臺灣山鷓鴣、臺灣竹雞、五色鳥、小彎嘴、繡眼畫眉)及12種
特有亞種(小雨燕、棕三趾鶉、大冠鷲、鳳頭蒼鷹、大卷尾、黑枕藍鶲、樹鵲、褐頭鷦鶯、白環鸚

嘴鵯、白頭翁、紅嘴黑鵯、山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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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類記錄到臺灣鼴鼠1種(特有亞種)；兩棲類記錄到黑眶蟾蜍(以路殺方式記錄)、莫氏樹蛙

(特有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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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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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無新增。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