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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依據 

  國立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依「106-107年度高雄市政

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案」服務契約之規範內容（第二條第三項第

4款協助高雄市政府推動辦理生態調查、生態檢核等作業）辦理。 

二、辦理目的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秉持生態保育、公

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的環境，參考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機制，將生態保育理念融入計畫規劃、設計、核定、施工與維

護管理等作業階段，以利前瞻基礎建設之推動，並可兼顧工程品質與

生態永續。 

為了事前預防及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於執行

生態環境影響評估時，工程計畫之規劃設計及核定階段的生態檢核作

業，可於環評過程中一併辦理。經通過環評審查後，於施工與維護管

理階段，配合環評時的環境保護建議對策，開始執行各作業階段之生

態檢核工作項目。 

生態檢核之目的應將生態考量事項融入現有施工工程中，以強化

生態保育措施之落實。其主要功能也在提醒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

瞭解及重視施工過程，應納入生態檢核考量之事項內容，以減輕公共

工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創造優質之環境。 

三、目標及作業原則 

（一）計畫目標：落實規劃設計及核定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

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之完好與生

態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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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標：配合工程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當修正執行階

段劃分，各階段工作目標如下: 

1、工程核定階段：在計畫確立前將生態影響、生態成本與效

益納入考量，並研擬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方案及保育對

策原則。 

2、規劃設計階段：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

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

工法修正。 

3、施工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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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評估治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

生態課題與研擬改善之生態保育措施。 

（三）作業原則：為掌握施工過程中環境變動對生態環境影響，

於施工過程中評估生態保育措施之執行是否允當，以適時

調整保育生態措施，因此施工執行狀況均納入生態環境檢

核評估要項內。 

四、辦理情況 

於 107 年 2 月 27 日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召開生態檢核檢討會議

中決議，優先針對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高雄市第一批次施工工程進行

生態檢核。107年 8月 9日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召開後續辦理契約等

相關事項會議中決議，續執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高雄市第二批次之

施工前進行生態檢核。 

高雄市民生大排明渠段位於民生路，橫跨市中心，東起自立二路，

西至河東路，總長大約 1公里，總集水面積約 180公頃，串連中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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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國賓飯店、愛河等多處知名景點。民生大排是高雄市區重要的排

水渠道，其水域包括新興區與前金區，因位於市中心地區，流經住宅

區、商業區、餐飲業蓬勃發展且居住人口密集高，集水區域內六合夜

市、洗車業、多數攤商、市場及未完成用戶接管的民宅，部分污水經

由側溝流入民生大排，造成水體混濁、水質不佳、水體流速緩慢污染

嚴重，只要天氣一熱水質就轉惡臭，逸散氣味為附近民眾所詬病，為

了解決污水流入造成的環境問題，高雄市政府自 100年起啟動整治工

作，故積極推動民生大排之污水截流工程，以有效改善民生大排水質。

第一階段民生大排改善工程（河東路至成功一路）已於 106年完成，

成功打造出花團錦簇及水清魚現的親水環境。 

本案屬第 2 階段「民生大排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工程自成

功一路至自立二路，為持續改善沿線上游的水岸環境，本案於上游護

岸整建工程時，一併辦理水體交換及景觀改善工程，在提昇既有防洪

需求之前提下，讓水質再提升，增加親水空間，打造民生綠色廊道，

將愛河與市中心串連起來。由於河道寬度有限，施作懸吊式步道，在

不影響通洪面積情況下，將原本生硬之直立式護岸重新修築，左岸採

用 1:2.2植生緩坡護岸並提供雨水入滲土壤，減少逕流量，右岸設計

2.5米懸臂觀景步道，配合節點設計，提供民眾漫步水廊場域，體驗

鬧區別緻的慢活步調，並營造自然生物棲地，為鳥類、蝴蝶等動物提

供食物及棲息地，兼具美化河川之效果。 

本團隊於 107 年 3月 20 日、5月 9 日、5 月 30 日、6 月 28 日、

7 月 23 日、10 月 19 日、11 月 22、108 年 2 月 19 日及 3 月 18 日前

往民生大排現場勘查，執行完工後生態檢核之環境勘查及生態衝擊評

估。針對本案工程內容，執行水利工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等作業流

程，透過生態環境勘評方式，邀請生態專家指導，落實生態檢核機制，

加強棲地生態環境保育工作，使得生態調查成果回饋至本案，以利完

工後對工程及環境具有綠美化、防災、水質改善及維護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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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測的效益在於提供水體品質相關資訊，以瞭解水體環境現

況，喚起社會大眾關心水環境保育的意識，進而達到保障民眾親水、

用水安全之目的。目前行政院環保署用於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

為河川污染程度指標（River Pollution Index）簡稱 RPI，係以水

中溶氧量（DO）、生化需氧量（BOD5）、懸浮固體（SS）與氨氮（NH3-N）

等 4項水質參數之濃度值，來計算所得點數加總後帄均，所得污染指

標積分值範圍，即可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可分為 4類：未受污染

或稍受污染、輕度污染、中度污染及嚴重污染），RPI 之計算及比對

基準如下表 1所示： 

表 1 河川污染程度指標基準表 

水質/項目 
未(稍)受

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量

(DO)mg/L 
DO≧6.5 

6.5＞

DO≧4.6 

4.5≧DO≧

2.0 
DO＜2.0 

生化需氧量

(BOD5)mg/L 
BOD5≦3.0 

3.0＜

BOD5≦4.9 

5.0≦BOD5

≦15.0 
BOD5＞15.0 

懸浮固體

(SS) mg/L 
SS≦20.0 

20.0＜

SS≦49.9 

50.0≦SS

≦100 
SS＞100 

氨氮 

(NH3-N)mg/L 

NH3-N 

≦0.50 

0.50＜

NH3-N≦0.99 

1.00≦NH3

-N≦3.00 
NH3-N＞3.00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數 

積分值（S） 
S≦2.0 

2.0＜S≦

3.0 

3.1≦S≦

6.0 
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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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水質檢測項目數據代表意涵說明如下表 2所示： 

表 2 其他水質檢測項目數據代表意涵說明表 

檢測項目 檢測數據意義說明 

氫離子濃度 

指數（pH） 
一般生物適合於 6~8中性水質 

水溫 

水溫的變化以受氣候影響為主，廢污水排放也

會對水溫造成影響，水溫過高或過低的水排入

水中會造成污染，影響水中生物生長 

導電度 通常導電度愈高，表示水中電解質含量較多 

溶氧量 

所有生物都需依靠氧來維持代謝程序，並產生

能量來生長及繁殖。水中溶氧量是指溶解於水

中氧的含量，通常溶氧量越少的水體，水生生

物的種類將日益減少，水中溶氧量至少頇高達 

5.0mg/L以上 

生化需氧量 微生物分解有機物過程中，消耗水中溶氧的量 

懸浮固體 

懸浮固體會阻礙光在水中的穿透，其對水中生

物影響與濁度相類似；懸浮固體若沈積於河

床，則會阻礙水流 

氨氮 

氨氮是含氮有機物（如死亡的動、植物及動物

糞便中的蛋白質）經微生物分解所產生的化合

物，當水體中存在氨氮表示該水體受污染時間

較短 

化學需氧量 用於表示水中可被化學氧化之有機物含量 

濁度(NTU) 
濁度高影響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影響魚類的

生長與繁殖，亦會干擾淨水處理時的消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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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質受天候及氣象的影響較大，一般以生化需氧量（BOD）、

溶氧（DO）、酸鹼值（pH）、氨氮、濁度及比導電度等項水質指標代表

各類用水的品質。107 年 7 月 23 日 11 時 27 分，本團隊至民生大排

現場採樣（如下圖 1）檢驗分析後，民生大排施工階段水質檢測項目

結果如下表 3所示： 

 

 

 

 

 

 

 

 

 

 

 

 

 

 

 

圖 1 107年 7月 23日民生大排現場採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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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民生大排施工階段水質檢測項目表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所得點數 

1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7.57 

一般生物適合於

6~8中性水質 

2 水溫 30.4℃ - 

3 導電度 2150 - 

4 溶氧量 7.45 1 

5 生化需氧量 12.90 6 

6 懸浮固體 72 6 

7 氨氮 3.00 6 

8 化學需氧量 17.24 - 

9 濁度(NTU) 4.17 - 

總點數 19 

RPI 4.75 

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 中度污染 

將上表中之項次 4、5、6及 7的水中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

固體、與氨氮等 4項水質檢驗所得點數加總/水質項目數=污染指數積

分值= 19/4 =4.75，對照河川污染程度指標積分值表，污染指數積分

值 4.75介於污染指數積分值 3.1至 6.0之間。因此，經採樣後分析，

目前民生大排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在施工階段執行水質檢測結果

為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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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3 月 18 日 10 時 25 分，本團隊至民生大排現場採樣（如

下圖 2）檢驗分析後，民生大排水質完工階段檢測項目結果如下表 4

所示： 

 

 

 

 

 

 

 

 

 

 

 

 

 

 

 

圖 2 108年 3月 18日民生大排現場採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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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民生大排完工階段水質檢測項目表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所得點數 

1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7.67 

一般生物適合於

6~8中性水質 

2 水溫 26.6℃ - 

3 導電度 2514 - 

4 溶氧量 7.65 1 

5 生化需氧量 6.40 6 

6 懸浮固體 20 1 

7 氨氮 1.75 6 

8 化學需氧量 17.09 - 

9 濁度(NTU) 4.85 - 

總點數 14 

RPI 3.5 

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 中度污染 

將上表中之項次 4、5、6及 7的水中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

固體、與氨氮等 4項水質檢驗所得點數加總/水質項目數=污染指數積

分值= 14/4=3.5，對照河川污染程度指標積分值表，污染指數積分值

3.5介於污染指數積分值 3.1至 6.0之間。因此，經採樣後分析，目

前民生大排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在完工階段執行水質檢測結果為

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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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施工階段及完工階段水質檢測數值可發現，在生化需氧量、

懸浮固體及氨氮數值均有下降趨勢，代表本案工程執行完後，確實改

善民生大排水質再提升，營造出民生大排渠道優質休憩空間，也提升

周邊民眾生活品質，打造出民生綠色廊道，增加附近民眾親水空間，

並串聯起中央公園至愛河等觀光景點。 

另依 106年 9月 13日環署水字第 1060071140號令修正之「地面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規定，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有關重金屬

基準值如下表 5所示： 

表 5 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重金屬基準值表 

項次 重金屬檢測項目 基準值 

1 銅 0.03 mg/L 

2 鋅 0.5 mg/L 

3 鉻 0.05 mg/L 

4 鎳 0.1 mg/L 

5 鉛 0.1 mg/L 

6 鎘 0.005 mg/L 

7 錳 0.05 mg/L 

8 銀 0.0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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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 23 日 11 時 27 分，本團隊至民生大排現場採樣水質

檢驗分析後，重金屬施工階段檢測項目資料結果如下表 6所示： 

表 6 重金屬施工階段檢測項目資料結果表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比對結果 

1 銅 N/d 低於基準值內 

2 鋅 0.370 mg/L 低於基準值內 

3 鉻 N/d 低於基準值內 

4 鎳 N/d 低於基準值內 

5 鉛 N/d 低於基準值內 

6 鎘 0.005 mg/L 符合基準值 

7 錳 0.006 mg/L 低於基準值內 

8 銀 0.132 mg/L 高出基準值 

民生大排水域施工階段之重金屬檢測項目結果，經與頒布保護人

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值比對後，除重金屬銀檢測數值高出基準值外，

其他重金屬項目顯示均低於法令規定之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

值之內。銀具有累積性毒，會導致銀質沈著症，使皮膚與眼睛產生永

久性藍灰色病變，亦對水中生物有殺滅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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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3 月 18 日 10 時 25 分，本團隊至民生大排現場採樣水質

檢驗分析後，重金屬完工階段檢測項目資料結果如下表 7所示： 

表 7 重金屬完工階段檢測項目資料結果表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比對結果 

1 銅 0.010 低於基準值內 

2 鋅 0.321mg/L 低於基準值內 

3 鉻 N/d 低於基準值內 

4 鎳 N/d 低於基準值內 

5 鉛 N/d 低於基準值內 

6 鎘 0.005 mg/L 符合基準值 

7 錳 0.016 mg/L 低於基準值內 

8 銀 0.017 mg/L 低於基準值內 

民生大排水域完工階段之重金屬檢測項目結果，經與頒布保護人

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值比對後，重金屬項目檢測結果顯示均符合法令

規定之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值之內。 

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僅就

現有民生大排水體交換及兩岸景觀營造工程施作，無對原有自然生態

或水域辦理開發工程，且工程設計及施作過程均以對生態環境衝擊較

小之的方式執行，故本案工程完工後，對於民生大排生態環境有更佳

效益也提升水質改善。 

乾淨宜人的水體環境，是市民共同企盼的，需仰賴中央及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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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全體民眾共同參與，共同塑造兼顧生態、生命及生活的親水空間，

以營造良好市容，展現河川的新風貌，打造民生綠色廊道親水空間，

吸引遊客駐足。 

五、執行成效 

本團隊執行本案生態檢核工作（工程生態檢核表如附表 1），於

施工階段及完工階段進行水質取樣檢驗，針對本案生態檢核執行水質

檢驗成效如下： 

（一）本案於施工階段及完工階段納入生態環境勘評，根據現場

勘查情形及水質檢測結果，可評估工程施工對生態環境無

造成直接影響。 

（二）除增加生態檢核執行成效外，也可利用生態環境勘評降低

生態環境負荷，融合周邊自然景觀，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維

護生態環境為最終理念。 

（三）以專業角度進行生態保育之職責，在工程與環境改善之間，

尋求合適的帄衡點，也為生態保護善盡一份心力。 

（四）依照經濟部水利署頒布一套客觀之成效評估架構（水利工

程生態檢核自評表），用以評估各階段方案之執行成效，

將其相關評估成果，提供作為未來政策推動之參考。 

（五）生態檢核評估成果，可增加民眾與政府間之信任關係，以

避免民眾非理性陳情及抗爭，有效杜絕發生溝通不良問題

之根源。 

（六）藉由民眾與政府間相互溝通交流，有效推行計畫之執行，

並達成生態保育目標。 

在各階段將生態檢核納入考量，期間鼓勵民眾參與及蒐集回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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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於施工及完工階段驗收生態檢核注意項目，除此之外，持續注

重生態環保議題，降低危害生態衝擊，維護生態帄衡及環境品質以求

世代永續利用，減少爭議事項，協調至雙贏結果，也能對生態保護盡

一己之責，這都是生態檢核過程之重要執行成效。 

六、執行面臨問題 

本團隊執行本案生態檢核工作時，在整個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

問題，茲整理如下： 

（一）為能確實掌握施工過程中環境變動及評估生態評核成果，

應於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均頇執行各階段生態檢

核，惟因本案簽約時程無法涵蓋施工前執行，導致第一批

次核定案無法進行前、中、後生態檢核結果之比對。 

（二）一般來說，於施工階段重視落實原先規劃設計內容之監控，

對施工中生態保護或施工減輕工法，可能會疏於注重，甚

至流於形式，故在施工過程中生態檢核及保育成效，較易

受到輕忽。 

（三）因近年來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影響，影響部分陸域或水域

生態改變棲地習慣或棲息時間，所以現場勘查及生態環境

評核分析，也會造成不客觀情形發生。 

（四）因水體特性、氣候條件及區域環境等因素，都可能產生取

樣分析數據之變異，不同的採樣時間、採樣地點、採樣環

境、分析方法、數據品保流程、運算方式及順序、分析人

員專業程度等等，均有可能產生不同之判讀或分析結果。 

七、對策與建議 

（一）建議於工程施工前、中、後各階段時程，均頇配合生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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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之執行，可納入工程案契約之工作項目，使其執行制度

化。 

（二）於工程招標文件內，要求具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工作團隊，

並研擬各階段審查及驗收原則，使生態檢核項目併入工程

計畫工作項目內。 

（三）建議由同一組生態背景人員參與檢核，並進行施工前、中、

後生態檢核結果比對。 

（四）若未能由同一組生態背景人員進行檢核作業，則建議建立

統一之檢核項目清單或表格，以利後續進行施工前、中、

後之比對評核結果。 

（五）針對工程生態檢核成效評估，應於施工前、中、後持續評

估與監測，才能將生態檢核成效，確實回饋於生態環境保

育及生態完整性的維護原則。 

（六）任何對環境改變之施工工程，或多或少會對整個生態環境

造成些許改變，因此工程地點之選擇及施工前的環評程序，

更應該善盡維護環境保護之責任，並且詳加審視及評析，

以減少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七）部分民眾未參與公開辦理的施工說明會，在不清楚施工內

容及用意下，容易造成對地方政府之負面印象，例如：亂

挖地、亂花錢、浪費公帑等。所以在施工工地外面圍牆（籬），

建議可以掛上未來規劃願景示意圖布或圖板呈現成果，以

減少民眾對工程施工之誤解。 

（八）因水體特性、氣候條件及區域環境等因素，所產生之數據

變異、判讀或分析結果，若對資料內容如有任何問題，應

逕與資料提供機關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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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工程生態檢核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民生大排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01.17 - 108.03.15 
施工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水利局 

基地位置 

地 點 ： 高雄 市 ( 縣 ) 前金及新興區

( 鄉 、 鎮 、市)   里(村)

 鄰 

TWD97 座標 X：177892 Y：2502761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70,000 

工程目的 

考量民生大排護岸老舊且水體交換率較差，導致水質狀況不穩定，為改善當地居

民生活環境，計畫推動水體交換工程及景觀改善工程，讓水質再提升，增加親水

空間同時也兼顧防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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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大排水體交換工程、民生大排水岸景觀營造工程 

預期效益 
1.營造民生大排河岸休憩空間，兼顧防洪需求，水質再提升，改善整體水環境 

2.營造親水空間長度約1,000公尺，提供優質休憩環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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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背景人員：詹明勇副教授(義守大學/審查委員) 

生態資料：參考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高雄都會區生物多樣性調

查計畫報告；另外本府提報過程，承辦相關人員均至現地訪查當地

居民及詢問是否有特殊物種。 

生態衝擊：初步評估尚不至於對當地生態造成衝擊。 

生態保育原則：初步評估，本工程辦理後對當地生態環境具有補償

及互益作用。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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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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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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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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愛河 (附近屬已開發商業及住宅用地，生態已受既有公共

設施部分干擾，且無關注物種之棲地分布與生態系統)。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工區位址位於愛河水域，附近屬於已開發商業及住宅

用地範圍，其生態已受到既有公共設施部分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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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工區周邊環境無特殊生態議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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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該區域部分受到既有公共設施干擾之棲地環

境進行改善，對整體生態環境並無造成衝擊。 

   □否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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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區範圍無特殊生態物種棲息，但仍以不擾動

附近生物棲息地為其施工原則。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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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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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6年 8月 21日召開，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程計

畫採正 7面支持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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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工程計畫相關資料存放在當地區公所，供民眾參閱。 

   □否 

調

查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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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葉琮裕教授（生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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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階

段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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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過程根據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做細部設計修正及

往復確認，確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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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設計完成後至地方進行說明會，獲得當地民眾普

遍支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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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學葉琮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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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承辦人員開工前有充分告知施工廠商，工區範圍

雖無特殊生態物種棲息，但仍以不擾動附近生物棲息

地為其施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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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書有擬定施工環境保護(例如：揚

塵、水質及噪音控制等)，並依據設計圖說確實做好生

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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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書已納入設計圖面，並做好相關

揚塵、水質和噪音等控制，以避免對工區範圍既有之

生態棲地做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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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契約書涉及法律權責問題，頇具有明確規範始能執

行，故生態保育措施另於廠商施工計畫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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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有依據設計圖說及施工計畫書進行生態環境(如：

揚塵、水質及噪音控制等)自主檢查，如遇有異常情形

該廠商頇立即處理，惟廠商疏於將該項工作進行完整

記錄，本府未來辦理相關水環境改善施工計畫將對廠

商嚴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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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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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確實依相關設計圖說有關生態保育措施進行

執行，完工後經確認對當地生態保育無造成不良之影

響。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本府歷次工程督導均有口頭責請廠商做好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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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既有公務行政流程有關施工過程可能遭遇相關問

題，頇於設計階段說明會先期解決並依據民眾建議意

見，執行細部設計修正，以避免於施工階段發生問題

導致頇辦理變更設計修正。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資料

覆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

工前後差異性。 

   ■是：施工後工區範圍之生態棲地變好，避免港區遊憩水質

受到家庭雜排水污染。   

   □否：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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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公開說明會及建置在 https://khnuk.weebly.com/）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建

檔 

生態檢核資料建

檔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

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