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紀錄表(施工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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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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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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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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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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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現勘順帶記錄到11科13種43隻次的鳥類，記錄的物種都是案場所在之淺山環境常見的物

種，其中記錄到臺灣竹雞、五色鳥及小彎嘴等3種特有種，黑枕藍鶲、褐頭鷦鶯、白頭翁、紅嘴黑

鵯等4種特有亞種，無保育類物種記錄。另有黃蝶、白粉蝶、紫斑蝶類等蝴蝶類活動，亦可見不少

薄翅蜻蜓，但生物相相對單純，推測主要原因是現勘時間為上午10點初，環境溫度偏高炎熱，生物

活動趨緩或躲在陰影處，較不易記錄。 

 

參考文獻： 

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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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範圍內有黃嘴角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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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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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棲地影像紀錄(拍攝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包括災害照

片、棲地環境影像。 

   
a. 側溝完成區段草生植被茂盛。 b. 水電相關管線工程自東往西，

由側溝完工區段先進行。 

c. 部分彈庫外空地仍有做為料

區、暫置區使用。 



 

   
d. 塊石暫置、分類區。 e. 側溝完成路段，台電已部分完

成電桿埋設。 

f. 大致完工路段的物料暫置區域

已清整、復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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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0山黃麻無受侵擾 b. 1K+100~1K+140無受侵擾 c. 彈庫腹地有作為料區、土方暫

置區，但彈庫主體未受侵擾。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