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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氣候變遷挑戰，為兼顧防洪、水資源及水環境等需求，經濟部為落實「前

瞻基礎建設」，研擬「水環境建設」計畫，以「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

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其中「水與安全」願景為「與水共生、共存、共榮」以

系統性治理方式，加速提升都會區及人口聚集地區之縣市管河川及排水防洪能

力，目標為防洪治水，新北市研擬本計畫，透過跨局處協調整合，更能有效率的

整合資源擴大成效。其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針對都會區淹水

之相關區域進行地區性整體改善，選定人口密集區辦理河川、排水、海堤、雨水

下水道、農田排水、養殖排水、坡地水土資源保育以及其它相關排水路改善之綜

合治理改善工作，以發揮水利防洪治理工程之效益。近年來生態保育觀念抬頭，

對於環境的保育和永續需求日益殷切，為減輕工程對與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秉

持生態保育、公民參與、資訊公開之原則，是以擬定本計畫進行新北市政府轄區

內相關水利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實施，除讓水利工程治理可考量生態環境之基

本需求，同時建立不同類型及規模之工程期所需進行之生態檢核之準則，以期防

洪安全及生態保育並重。 

本計畫執行範圍包含「淡水區埤島里公司田溪淡金公路至埤島橋護岸改善

工程」、「淡水區興仁溪淡金公路下游至出河口段護岸興建工程及淡水區興仁溪

支流三塊厝橋上、下游護岸改善工程」、「大窠坑溪新五路橋下游段瓶頸及護岸

改善應急工程」、「水仙溪橋(第二下罟橋)段河道瓶頸改善工程」、「淡水區民

生里樹梅坑 19號旁排水改善工程」、「東門溪河道拓寬排水改善工程及鳳鳴滯

洪池工程」、「五重溪支流永豐圳排水改善工程」、「雙溪河龍門橋至龍門吊橋

護岸延長工程」、「金山區清水溪護岸整建工程」及「三芝區後厝溪護岸改善工

程」，其十項工程目前辦理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生態檢核，並蒐集工程範圍內

既有生態資料、協助辦理工程生態檢核工作、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廣教育訓練、

研提檢討及建議措施及成果報告編撰與印製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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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目的 

1.1 計畫緣起 

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

願景為「與水共生、共存、共榮」，其中「水與安全」，目標為防洪治水，其中

「水與安全」，目標為防洪治水，「水與環境」目標為營造「魅力水岸」，為積

極推動治水、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

境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境。因此，

新北市藉本計畫，透過跨局處協調整合，更能有效率的整合資源擴大成效。其中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針對都會區淹水之相關區域進行地區性

整體改善，選定人口密集區辦理河川、排水、海堤、雨水下水道、農田排水、養

殖排水、坡地水土資源保育以及其它相關排水路改善之綜合治理改善工作，以發

揮水利防洪治理工程之效益。 

惟工程執行中仍可能造成自然生態影響，為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是以

擬以本計畫進行轄內相關水利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實施，除讓水利工程治理可

考量生態環境之基本需求，同時建立不同類型及規模之工程期所需進行之生態

檢核之準則，以期防洪安全及生態保育並重。 

 

1.2 計畫目的 

針對新北市核定之相關區域進行地區性整體改善，選定人口密集區辦理河

川、排水、海堤、雨水下水道、農田排水、養殖排水、坡地水土資源保育以及其

它相關排水路改善之綜合治理改善工作，以發揮水利防洪治理工程之效益。近年

來生態保育觀念抬頭，對環境保護需求增加，需加強生態檢核之落實，使施工階

段所造成之生態衝擊能予以減輕之並及時回饋工程各階段評估程序，使工程與

生態之間能同時整合，增加人類社會與其自然環境兩者利益的永續。 

透過生態調查、評估分析，分別在工程週期的工程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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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各做一階段，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來呈現生態工程之

亮點，並依不同生態議題辦理不同之檢核作業。 

 

1.3 計畫範圍 

針對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預定提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之治理或應急工程，預定提報工程案件一覽表及工程區位圖，詳如表 1-1及圖

1-1～圖 1-12所示。 

 

表 1-1 新北市 108年預定提報治理工程一覽表 

區域 預定提報工程 

淡水區 淡水區埤島里公司田溪淡金公路至埤島橋護岸改善工程 

淡水區 
淡水區興仁溪淡金公路下游至出河口段護岸興建工程及淡水

區興仁溪支流三塊厝橋上、下游護岸改善工程 

淡水區 淡水區民生里樹梅坑 19號旁排水改善工程 

五股區 大窠坑溪新五路橋下游段瓶頸及護岸改善應急工程 

八里區 水仙溪橋(第二下罟橋)段河道瓶頸改善工程 

鶯歌區 東門溪河道拓寬排水改善工程及鳳鳴滯洪池工程 

新店區 五重溪支流永豐圳排水改善工程 

貢寮區 雙溪河龍門橋至龍門吊橋護岸延長工程 

金山區 金山區清水溪護岸整建工程 

三芝區 三芝區後厝溪護岸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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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淡水區埤島里公司田溪淡金公路至埤島橋護岸改善工程範圍位置圖 

 

 
圖 1-2 淡水區興仁溪淡金公路下游至出河口段護岸興建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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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淡水區興仁溪支流三塊厝橋上、下游護岸改善工程範圍位置圖 

 

 
圖 1-4 淡水區民生里樹梅坑 19號旁排水改善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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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大窠坑溪新五路橋下游段瓶頸及護岸改善應急工程位置圖 

 

 
圖 1-6 水仙溪橋(第二下罟橋)段河道瓶頸改善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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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東門溪河道拓寬排水改善工程位置圖 

 

 
圖 1-8 鳳鳴滯洪池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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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五重溪支流永豐圳排水改善工程位置圖 

 

 
圖 1-10 雙溪河龍門橋至龍門吊橋護岸延長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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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金山區清水溪護岸整建工程位置圖 

 

 
圖 1-12 三芝區後厝溪護岸改善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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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項目 

本計畫工作內容項目包含如下： 

 生態檢核 

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中之河川、區域排水防洪綜合

治理工程於工程計畫提報、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至少需包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衝擊評估、保育措施及效益評核等。 

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規劃設計、施工管理及維護管理等階段。各工程主辦機

關得依辦理工程之生命週期特性，配合工程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當修正執行階

段劃分。各階段工作目標如下： 

(一) 規劃設計階段工程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包含： 

1. 現場勘查蒐集工區生態課題，視工程特性及需求，辦理工程範圍及週邊

環境棲地評估工作。 

2. 蒐集集水區生態及環境有關資料，針對工程開挖影響範圍標示生態保全

對象，產出生態關注區位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 

3. 針對個案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提供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等生態保

育對策，提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4. 協助設計公司辦理設計說明會。 

5. 撰寫本階段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或海岸)。 

(二) 施工階段工程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包含： 

1. 蒐集前期保育策略，配合現場勘查，擬訂監造/施工單位可行之生態保育

措施。 

2. 監測保育措施執行情形及棲地環境變化，視工程特性及需求，於施工前、

中、後辦理河川棲地評估等工作。 

3. 工區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理。 

4. 協助辦理施工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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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6. 撰寫本階段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或海岸)。 

(三) 維護管理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業，擬定工程完工後與維管階段之定期監

測生態品質及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策略相關建議並撰寫本階段水利工程

生態檢核自評表。 

(四) 各階段共同的檢核作業，填寫個案工程之生態檢核表，作為資訊公開之內

容，提供生態相關資訊，並提供工程相關之生態議題專業諮詢。 

(五)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依照「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生態檢核成果報告章節範例編撰。 

(六) 其他：可參照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並經洽機關認可同意後執行。 

 其他有關本案相關業務彙辦工作 

(一) 協助辦理工作說明會落實民眾參與機制。 

(二) 隨時配合甲方為辦理本計畫進行所需之必要協助(含填報個補助計畫所需

之相關資料)，並配合本府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所涉相關生態或環境保護事項所需之必要協助，另生態檢核計畫各項工

作期限，由甲方通知期限內完成交辦事項。 

(三) 針對「新北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案」未完成之各生態檢核階段持續辦理相

關生態檢核作業。 

(四) 視實際工作需要，不定期召開特定主題之討論或工作會議。 

(五) 期中及期末審查：乙方應於機關要求期限內提出期中及期末報告書並出

席審查會議。 

(六) 繳交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成果報告章節範例如下： 

1. 前言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2.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等。 

3.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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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

域做說明。 

4.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工程完工後，於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並

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5.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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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背景資料蒐集 

2.1 地理位置與區域概況 

本計畫區域位於臺灣北端，東北與基隆區為鄰，東南接宜蘭縣，西南鄰桃園

縣，中間環繞臺北市，也是全國第一大縣市，總人口接近 390 萬；轄區內有板

橋、中和、永和等 29個行政區，如圖 2-1所示。 

至 104 年底都市計畫區中，都市發展地區土地面積(包括住宅區、商業區、

工業區、行政區、文教區、公共設施用地、特定專用區等)佔計畫總面積之 19.42

％，非都市發展地區(包括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等)，佔計畫總面積

之 80.58％。非都市土地面積方面，使用分區占地最多為山坡地保育，佔非都市

土地總面積 61.99%，其次為森林區佔 21.01%，及國家公園區，佔 7.50%，最少

為工業區佔 0.20%，其次為鄉村區，佔 0.34%。就各類使用地編定情形，農牧用

地佔非都市土地總面積的 33.74%，其次是林業用地，佔 31.69%。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 

圖 2-1 新北市行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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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文概況與歷史災害 

 水文概況 

新北市全市氣侯為亞熱帶氣侯，1月平均溫度為攝氏 12.4度，7月平均溫度

為 33.6 度。市境內地勢雄偉，高山峻嶺，除蘭陽溪支流流經本縣東南外，其餘

均屬淡水河流域，支流有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北勢溪、南勢溪、塭子溪、

三峽溪、大漢溪等支流，錯綜交織，構成頗為優美怡人宜於居住之地理環境。 

計畫區域內之中央管河川分別為淡水河流域及磺溪流域，其流域長度分別

為 158.7公里、13.75公里、流域面積為 2726平方公里、50.8平方公里。位處新

北市範圍共涵蓋中央管河川 2條、中央管區排 4條及市管河川 19條、市管區排

71條。 

 重大歷史災害 

本市轄區遼闊，都市地區建築物及公共建設鱗次櫛比，地形則依山傍海，災

害型態多元，包括颱風、地震、水災、土石流等，近年來造成新北市及基隆地區

較嚴重淹水包括：104年 9月 27日杜鵑颱風、104年 8月 6日蘇迪勒颱風及 104

年 6月 14日豪雨，本計畫亦蒐集 101年 6月 10日豪雨事件及 103年 9月 21日

鳳凰颱風、103 年 6 月 23 日豪雨及 103 年 6 月 30 日豪雨事件等資料，統計自

84 年起發生之重大災害如表 2-1 所示，且依據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提供 87 年 10

月 24 日芭比絲颱風、89 年 11 月 1 日象神颱風及 90 年 9 月 17 日納莉颱風等淹

水區域範圍圖資，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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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北市歷年重大水災一覽表 

災害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災情程度 

賀伯颱風水災 85.08.01 板橋 淹水高 5公尺 

瑞伯颱風水災 87.10.15 汐止 淹水高 6公尺 

芭比絲颱風水災 87.10.25 汐止 淹水高 4公尺 

象神颱風水災 89.10.31 汐止 淹水高 7公尺 

納莉颱風水災 90.09.15 汐止瑞芳雙溪等 24人死亡，5人失蹤，80人受傷 

艾利颱風 93.8.23 三重新莊 
2人死亡，2人受傷三重市(捷運局施

工不慎)、新莊淹水 180 ha、18000戶 

911 水災暨海馬颱風 93.9.11 新莊汐止 
2人死亡，2人受傷新莊市、汐止淹

水約 400公頃、約 7740 戶 

納坦颱風 93.10.25 雙溪貢寮瑞芳汐止 
3人死亡，1人受傷，淹水 2200ha、

5860戶 

0515 豪雨災害 94.05.15 新莊三重 
新莊(淹水約 4000戶)、三重(道路積

水) 

辛樂克颱風 97.09.12 全市 7人受傷 

薔蜜颱風 97.09.27 全市 16人受傷 

莫拉克颱風 98.08.08 全市 12人受傷 

凡納比颱風 99.09.17 全市 29人輕傷 

梅姬颱風 99.10.21 全市 1人輕傷 

0611 豪雨災害 101.06.11 全市 1人死亡，6人受傷 

蘇拉颱風 101.07.30 全市 2人死亡，10人受傷 

蘇力颱風 102.07.11 全市 1人死亡，38人受傷 

麥德姆颱風 103.07.21 全市 4人受傷 

昌鴻颱風 104.07.19 全市 2人受傷 

蘇迪勒颱風 104.08.06 全市 3人死亡，4人失蹤，52人受傷 

天鵝颱風 104.08.22 全市 無人受傷 

杜鵑颱風 104.09.07 全市 無人受傷 

尼伯特颱風 105.07.06 全市 無人受傷 

0602 豪雨災害 106.06.02 全市 2名死亡、1名失蹤及 1名輕傷 

尼莎颱風 106.07.28 全市 2名輕傷及 1名重傷 

1011 豪雨災害 106.10.11 汐止 邊坡崩塌影響民宅 

資料來源：全球災害事件簿、新北市消防局網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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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圖 2-2 新北市歷史颱風淹水事件圖 

 

 淹水潛勢 

水患問題為新北市長期面臨的課題，尤以遭遇颱風侵襲過境，因暴雨集中時

洪水量大增，加上區域排水不良等因素，易使本市板橋、三重、新莊、中和、汐

止、瑞芳等部分地區面臨淹水災害，如 85 年賀伯颱風水淹板橋地區，87 年瑞

伯、芭比絲颱風及 89年象神颱風水淹汐止地區最為嚴重。依不同降雨條件設定

規模，包含「一日暴雨 350毫米」、「一日暴雨 500毫米」、「一日暴雨 650毫

米」，顯示新北市在不同降雨條件下淹水之情況，如圖 2-3~圖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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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圖 2-3 新北市一日暴雨 350毫米淹水潛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圖 2-4 新北市一日暴雨 500毫米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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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圖 2-5 新北市一日暴雨 600毫米淹水潛勢圖 

 

2.3 生態系統與物種 

針對新北市區域內的陸域動物、陸域植物與水域生態，羅列相關背景資料與

生態課題，除可以協助工程單位在生態檢核現場勘查時確認特殊棲地或關注物

種並擬定適合之保育措施之外，亦可在未來工程治理保育對策上提供有用資訊。 

 水、陸域動物 

本計畫依據 104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辦理「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

查(1/3)」資料，彙整新北市區域內淡水河水系水、陸域分布物種如后： 

(一) 分布物種 

針對淡水河河系調查樣站進行陸域生物調查結果如所示，綜合淡水河水

系各樣站三次陸域動物調查結果，鳥類共記錄 34科 76種、哺乳類 3科 5種、

爬蟲類 8科 12種、兩棲類 5科 8種、昆蟲類 7科 28種，均無保育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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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分布物種一覽表 

動物分類 說明 

哺乳類 2目 3科 5種 40隻次。其中，赤腹松鼠為臺灣特有亞種。 

鳥類 

11目 34 科 76種 5,909隻次。鳥類遷徙性方面，具留鳥屬性的有 47 種，

具冬候鳥屬性的有 34 種，具夏候鳥屬性的有 6 種，具過境鳥屬性的有

20種，因為許多種鳥類同時具有多樣遷徙屬性，例如夜鷺同時具有留鳥、

冬候鳥及過境鳥屬性，因此各種遷徙屬性的鳥種數相加的和會超過總鳥

種數。 

爬蟲類 

2目 8科 12種 116隻次。其中，蓬萊草蜥為臺灣特有種、中國石龍子臺

灣亞種為臺灣特有亞種，記錄到的保育類物種包括：眼鏡蛇、雨傘節，

兩者均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其餘爬蟲類均為臺灣常見物種，未

記錄到外來物種。 

兩棲類 
1 目 5 科 8 種 288 隻次。其中，盤古蟾蜍為臺灣特有種、斑腿樹蛙為外

來種。 

昆蟲類 
1 目 7 科 28 種 704 隻次。其中，黃斑弄蝶、波灰蝶、小紫斑蝶、黃蛺

蝶、密紋波眼蝶為台灣特有亞種。 

魚類 
7 目 20 科 29 種。無記錄到任何台灣特有物種與保育物類，外來物種則

記錄蟾鬍鯰、尼羅口孵非鯽、豹紋翼甲鯰等 3種。 

蝦蟹類 1目 3科 7種。 

螺貝類 10目 13 科 19種。 

資料來源：淡水河水系河川情勢調查(1/3)，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計畫彙整。 

 

 陸域植物 

淡水河系幅員廣袤，依據 104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辦理「淡水河水

系河川情勢調查(1/3)」調查結果共有 480種植物，分屬於 110科。其中臺灣特有

種有八芝蘭竹、水柳、山芙蓉、烏來柯、臺灣山香圓等，共 18種。今外來種之

咸豐草、翼莖闊苞菊、田青、南美豬屎豆、象草等，有對原生環境產生嚴重干擾

之現象；而非淡水河流域內之外來種：相思樹，幾乎佔滿了河岸兩側的山坡，使

得原生植被景觀幾乎蕩然無存。 

水筆仔是淡水河主流下游段的優勢植被；漸往上游多以蘆葦或鹹草為主，形

成之草澤溼地。迄上溯至各支流非感潮河段，河床內之植被則以水柳、五節芒、

濱芒與象草為主要組成。 

特有種植物共紀錄 2 種，分別為石斑木及台灣欒樹，於全台低海拔區域均

有分布，稀有物種僅有水筆仔一種，其稀有等級依臺灣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評定

為接近威脅(NT,Near Threa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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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工作內容構想 

3.1 成立工作團隊 

本工作團隊除計畫主持人外，初步邀集各類組領域(如生態、水利及土木等)

專家/學者成立本案「生態檢核工作團隊」。本計畫由逢甲大學擔任計畫團隊總

召集，邀請國內多位專業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生態檢核團隊，工作團隊組織架構

(如圖所示)，包含本校水利發展中心副主任許裕雄博士(計畫主持人)、本校水利

發展中心鄭詠升博士(共同主持人)及本校水利發展中心楊文凱博士(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群。同時邀請本校水利發展中心主任許盈松教授(水利)、清華大學生

命科學系曾晴賢教授(水域生態)、社團法人臺灣自然研究學會鄭清海常務監事

(水域蟹類)、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施上粟副教授(水文生態)、第十河川局

前局長陳順天水利技師(河川工程)擔任計畫顧問。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張集豪

博士(植群分析)、中州科技大學景觀系林忠義講師(植群分析)以及弘益生態公司

暨東海大學景觀系兼任講師賴慶昌總經理(陸域生態)擔任協力人員。團隊協力廠

商弘益生態有限公司，協助本計畫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等，尚水科技有限公司協

助相關資料蒐集、活動辦理。 

本計畫工作團隊將依新北市政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及「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計畫時程，包含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維護等不同階段

之生態檢核，提供生態調查資料蒐集、棲地環境評估、生態評析、生態保育措施

研擬、協助審查工作或決策建議，並協助市府辦理相關說明會，以及水利工程生

態檢核成果及宣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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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團隊組織架構 

 

3.2 生態檢核 

本計畫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4月25日工程技字第10600124400

號函函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及「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行作業注意事

項」，前者於民國 108年 5月 10日更名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並

參考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研擬適合本計畫

各階段之生態檢核流程。 

因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各階段檢核項目有

些微差異，故研擬適合本計畫各階段之生態檢核流程與自評表如圖 3-2與表 3-1

所示。各階段除生態檢核自評表填寫外，並需針對評估地點之環境條件(河川、

區域排水或海岸)，利用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進行評分(如表 3-2所示)，

以瞭解各階段之棲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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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核定、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等階段。各工程主辦機

關得依辦理工程之生命週期特性，配合工程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當修正執行階

段劃分。各階段工作目標如下： 

 協助核定階段工程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含(a)現場勘查並配合集水區生態及

環境有關資料，蒐集預定工區可能之生態議題，(b)依據工程目的及預定方

案評析生態影響，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原則供工程主辦單位核定計畫之參考，

(c)協助辦理核定現勘。 

 協助規劃設計階段工程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含(a)現場勘查蒐集工區生態課

題，視工程特性及需求，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工作，(b)蒐集工

區生態及環境有關資料，針對工程開挖影響範圍標示生態保全對象，產出

生態關注區位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c)針對個案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

提供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主辦機關研擬衝擊最

小化方案，(d)協助辦理設計說明會。 

 協助施工階段工程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含(a)蒐集前期保育策略，配合現場

勘查，協助監造/施工單位擬訂可行之生態保育措施，(b)協助監測保育措施

執行情形及棲地環境變化，視工程特性及需求，於施工前、中、後辦理水

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等工作，(c)協助工區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理，(d)

協助辦理施工說明會。 

 各階段共同的檢核作業，協助填寫個案工程之生態檢核表，據以作為資訊

公開之內容，提供生態相關資訊、民眾參與邀請名單，並提供工程相關之

生態議題專業諮詢；另遇跨年度工程須配合本局辦理生態檢核銜接作業及

前一年度已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請納入工作項目依生態檢核程序繼續辦

理。 

 廠商辦理已核定工程案件之生態檢核時，應將水質相關監測、檢測資料納

為檢核考量，如相關引用之數據不足以滿足生態檢核應備事項時，應依據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相關水質監測規定辦理監測或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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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參考水庫集水區治理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內容整合保育治理與

生態檢核各階段重點工作項目之參考作業流程，如圖 3-2所示。 

 

 
資料來源：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作業計畫 

圖 3-2 保育治理與生態檢核項目整合之參考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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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水系名稱  填表人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紀錄日

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

段 

□計畫提報階

段 

□調查設計階

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

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____市(縣)______區(鄉、鎮、市)______里(村)        ；      TWD97座

標  X：                  Y：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

目 

評估

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

與 

生態

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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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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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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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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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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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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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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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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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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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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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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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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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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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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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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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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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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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

料 

紀錄日期         /        / 填表人  

水系名稱  行政區            縣市       鄉鎮區 

工程名稱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

（TW97）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

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行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的

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

緩流、□其他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

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

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狀態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狀態(沿著水流方向

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狀態：6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狀態：3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

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

伏流)：0分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

中下游的通行無阻 

水的

特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異常?   (異常

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異味、□優養情形

(水表有浮藻類)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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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皆無異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異常，河道流速緩慢且

坡降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異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異常，

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分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狀況可否讓一般水

域生物生存 

水陸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

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

於 25%： 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

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

於 75%： 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分  

□增加低水流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

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狀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路的水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

水與植物的範圍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兩側是由什麼結

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生態意義：檢視水路內及水路邊界的人

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水陸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

直水流方向)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狀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

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

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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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

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行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

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

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

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

比例 

□面積比例小於 25%： 10分 

□面積比例介於 25%~50%： 6分 

□面積比例介於 50%~75%： 3分 

□面積比例大於 75%： 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

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

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

面積比例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

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

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

特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

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

類、□兩棲類、□爬蟲類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

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

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

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

0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

分數再+3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

統狀況 

生態

特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行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

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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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_____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總分 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總分 20 分) 

總和=         

(總分 80分) 

註：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行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

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2.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

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採行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

施僅為原則性策略。3.執行步驟：(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4.外來種參考『台灣

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

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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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態檢核教育訓練講習 

教育訓練擬以生態調查與生態檢核為主題，未來將視主辦機關意見進行調

整修正，初步構想如下： 

 緣起 

為使計畫相關專業人員深入瞭解與熟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生態檢核相關

課題，故此辦理教育訓練。本教育訓練規劃課程包含生態調查、生態檢核及相關

工程案例分析，將以方法論配合實作案例進行相關課程介紹，以提升同仁相關專

業知識與技能。 

 辦理地點：新北市政府。 

 教育訓練時間：確切辦理時間依府方意見辦理。 

 授課對象：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同仁及相關局處承辦人員。 

 預計人數：30人。 

 教育訓練推廣課程大綱 

(一) 生態調查 

河川環境情勢調查的主要調查項目分為水域生態調查、陸域動物調查、陸

域植物調查與水質調查等四部分，主要透過專業生態人員於現地調查進行資

料蒐集，而生態檢核中的主要調查項目分為水域生態調查、陸域動植物調查與

周遭棲地環境等三部分，主要透過文獻回顧及現場勘查的方式進行蒐集資料。

因此，主要針對兩者於水域生態及陸域生態在資料蒐集方法的差異進行介紹，

課程內容包含： 

1. 水域調查 

2. 陸域調查 

(二) 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機制融合生態保育、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將環境友善與生態工

程概念導入工程之生命週期。而快速棲地評估方法可在短時間內協助使用者

篩選出重要環境控制變因，以掌握生態保育議題及核心問題，並進一步研擬策



3-13 

略及執行方案，且可協助瞭解棲地環境生態在水利工程施工前中後之變化。課

程內容包含： 

1. 生態檢核方法介紹 

2. 生態檢核操作範例 

3. 相關工程案例分析 

 課程表 

初步規劃之教育訓練課程如表 3-3所示，後續擬定依府方意見進行調整。 

 

表 3-3 教育訓練課程表(暫定)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4:00~14:10 【簽到及分發資料】 

14:10~15:00 
【課程一】 

生態調查 

1. 水域調查 

2. 陸域調查 
楊文凱博士 

15:00~15:50 
【課程二】 

生態檢核 

1. 生態檢核方法介紹 

2. 生態檢核操作範例 

3. 相關工程案例分析 

鄭詠升博士 

15:50~16:10 【經驗交流與分享】 

 

3.4 協助辦理工作說明會 

近年隨環境及生態保護意識受到重視及民間對水利防洪治理工程與生態環

境關聯之關注日增，工程規劃執行中牽涉之環境衝擊與潛在生態等議題已成為

現今水利治理工程面臨之重要課題。 

為檢視縣市管河川與區域排水治理工程於規劃、設計、施工、完工及維護等

階段，審視工程執行中是否造成自然生態影響，為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故

將以本計畫進行轄內相關水利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實施，讓相關工程可考量生

態環境之基本需求，同時建立不同工程階段所需進行之生態檢核準則，另於計畫

執行期間針對各項生態關注相關議題進行評估，並提出相關處理及改善作為，以

期達到工程與環境(生態)友善共存之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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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根據現地生態調查與生態檢核結果，研擬完整之生態檢核方法與

歷程，並協助規劃設計廠商辦理相關工程說明會(如圖 3-3所示)，以瞭解生態檢

核機制，並邀請在地居民及關注新北市環境議題的 NGO團體前來給予寶貴的意

見，彙整近年關注新北市水環境與前瞻計畫之 NGO團體，如表 3-4所示。 

目前預定辦理各工區現勘說明會，針對本次派工的 10件工程，邀請關注在

地環境議題之民間團體及區域內村里長，說明各項工程預定治理計畫內容及相

關環境議題，蒐集意見並納入工程考量，預計於 10月底完成 10案現勘說明會。 

 

表 3-4 關注新北市環境議題之 NGO團體一覽表 

名稱 議題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關注臺灣河川環境議題、公共議題監督 

綠色公民行動聯盟 台灣能源轉型、反核運動、污染監督 

新店溪流域守護聯盟 關注河川公共議題、定期聚會討論、河川巡守 

淡水愛鄉協會 熱愛鄉土之在地人士關注在地環境議題 

臺灣護樹團體聯盟 
推動環保意識，認識樹木生態，愛護大自然環境,推動

立法院通過護樹法案 

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野生物之保育、研究與推廣、天然景觀與棲地的維護、

環境污染防治的研究、自然生態的保育宣導 

綠色陣線協會 
關心山坡地，監督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他關注之環境

議題包括蘇花高興建問題、海洋議題 

六三社區法展協會 

聯繫鄉親村民感情、建立鄰里情誼及促進身心健康，

展現鄉村成長活動力、推動正當休閒活動，推動老人

福利、弱勢幼兒的照顧、凝聚社區居民共識，發展在

地特色，利用在地的資源 

中幅社區發展協會 

尖鹿社區發展協會 

竹圍社區發展協會 

埤島社區發展協會 

 

http://klriver.ng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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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協助辦理工作說明會示意圖 

 

 
圖 3-4 辦理現勘說明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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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本次派工預計於繳交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成果報告章節範例如下： 

 前言(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等)。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生態調查成果、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育

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

說明)。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工程完工後，於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並評

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結論與建議。 

 

3.6 回饋加值工作 

 生態調查 

本計畫透過相關文獻蒐集各治理工程之生態調查資料與現地勘查進行生態

檢核，若遭遇生態調查、成效監測調查資料不足等情況則增補生態與水質調查，

調查項目分為水域生物、陸域植物及陸域動物。水域生物包含魚類、底棲生物(蝦

蟹類、螺貝類)、水生昆蟲、水生植物之種類並配合水質調查；陸域植物建立植

物名錄外，會進行樹木胸圍、樹冠長邊直徑及定坐標等作業；陸域動物包含鳥類、

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昆蟲類(鱗翅目)。 

生態調查項目針對陸域維管束植物、陸域動物(鳥類、哺乳類、兩生類、爬

蟲類、蝶類)進行調查。陸域生態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及其周圍約 200 公尺之鄰近

區。 

各類動物學名及特有屬性依據 TaiBNET台灣物種名錄資料庫，惟鳥類之名

稱則參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所公告最新版之鳥類名錄。保育等級依據農委會最

新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資訊(108年 1月 9日公告)。 

(一)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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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種組成 

於調查範圍內沿可行走路徑進行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包含原生、特

有、歸化及栽培之種類。植物名稱及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 2nd」

(Huang et al., 1997-2003)、「TAIBIF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野生植物資料庫」為主。 

2. 稀特有種類 

依據植物調查結果，並參照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與「201

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所附之台灣地區植物稀特有植物名錄，確定

稀特有種之狀況及歸納稀有等級，並進一步調查族群大小、分布狀況、生存

壓力及復育可行性。 

3. 大樹調查 

本計畫針對計畫區及周圍 100 公尺內樹徑 80 公分以上，速生型雜木

以外的樹木進行量測，調查期間若發現大樹，則以 GPS 定位並拍照及量測

樹徑。 

(二) 陸域動物 

1. 鳥類 

鳥類以樣線調查法為主，沿現有道路路徑，以 1.5 公里/小時的步行速

度前進，以 Minox 10 × 42 雙筒望遠鏡進行調查，調查估計範圍於小型鳥

類約為半徑 50公尺之區域，大型鳥類約為半徑 100公尺之區域，記錄沿途

所目擊或聽見的鳥類及數量，如有發現保育類或特殊稀有種鳥類，以手持 G

PS 進行定位。調查時段白天為日出後及日落前 4 小時內完成為原則，夜間

時段則以入夜後開始，調查時間為 3個小時。鑑定主要依據蕭木吉(民國 10

3年)所著「台灣野鳥手繪圖鑑」。 

2. 哺乳類 

哺乳類主要以樣線調查法、捕捉器捕捉法、超音波偵測儀調查、訪問調

查為主。樣線調查是配合鳥類調查路線與時段，以 1.5 公里/小時的步行速

度，記錄目擊的哺乳動物，同時記錄道路路死之動物殘骸，以及活動跡相(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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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食痕、排遺、窩穴等)，輔助判斷物種出現的依據，夜間以探照燈搜尋

夜行性動物。捕捉器捕捉法於計畫區及鄰近地區各布放數個台製松鼠籠，陷

阱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作為誘餌，每個捕鼠器間隔 5-10 公尺，於下午 6 點

前布設完畢，隔日清晨 7點檢查籠中捕獲物，布放時調查人員戴手套，以免

留下氣味。超音波偵測儀調查針對蝙蝠類，黃昏時目視蝙蝠活動狀況，以超

音波偵測儀記錄蝙蝠叫聲，將資料以 Batsound Pro 軟體進行音頻分析，比

對鑑定種類。訪問調查以大型且辨識度較高的物種為主，訪談計畫區及鄰近

區居民，配合圖片說明，記錄最近半年內曾出現的物種。鑑定主要依據祁(1

998)所著之「台灣哺乳動物」。 

3. 兩生類 

兩生類調查主要以樣線調查法、繁殖地調查法、聽音調查法為主。樣線

調查法配合鳥類調查路線，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樣線左右各 2.5公尺寬之範

圍，在調查範圍內以逢機漫步的方式，記錄沿途目擊的兩生類物種，調查時

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等二時段進行，白天為 08:00之後，夜間則為太陽下山

後 1 小時開始調查。繁殖地調查法於蛙類可能聚集繁殖的水漥、水溝等處

停留記錄。聽音調查法配合鳥類夜間調查時段進行，以蛙類的鳴叫聲音記錄

種類。鑑定主要依據呂光洋等(民國 89年)所著之「台灣兩棲爬行動物圖鑑」。 

4.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為綜合樣線調查和逢機調查二種調查方式，配合鳥類調查

路線，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樣線左右各 2.5公尺寬之範圍，利用目視法，記

錄步行沿途所發現之物種。由於不同種類有其特定的活動時間，為避免遺漏

所有可能物種，調查時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等二時段進行，白天為 08:00之

後，夜間則為太陽下山後 1 小時開始調查。日間調查時在全區尋找個體及

活動痕跡(蛇蛻及路死個體)，同時徒手隨機翻找環境中可能提供躲藏隱蔽之

掩蓋場所(石塊、倒木、石縫)。夜間則以手持電筒照射之方式進行調查。鑑

定主要依據向(民國 90年)與呂等(民國 89年)所著之相關兩生爬蟲類書籍。 

5. 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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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類調查主要以樣線調查法、定點觀察法為主，調查時間為上午 10時

~下午 4時之間。樣線調查配合鳥類調查路線及時間，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

穿越線左右各 2.5公尺寬、上方 5公尺高、目視前方 5公尺長的範圍內，緩

步前進並記錄沿途所有的蝴蝶的種類及數量，飛行快速或不能目視鑑定之

相似種，以捕蟲網捕捉鑑定，鑑定後原地釋放。沿途於蜜源植物或路邊潮濕、

滲水處等蝴蝶聚集處，以定點觀察法輔助記錄。鑑定主要依據徐堉峰(民國

102年)所著之「台灣蝴蝶圖鑑」。 

6. 動物分析與統計方法 

歧異度指數如式(3-1)： 

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i

S

i

i PP ln
1




  (3-1) 

其中 Pi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高，表示

物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三) 潮間帶 

分別於三個樣點的海(水)域調查區域內之潮間帶，逢機選定三個地點。每

個地點之間至少距離 50公尺以上。每個地點以尼龍捲尺設置一條平行於海岸

線的 50 公尺長穿越線並以動態錄影(Olympus TG Tracker)以及靜態攝影

(Olympus TG 5)紀錄穿越線兩側個兩公尺內所發現的生物(大型藻類和無脊椎

動物)種類與個體數量。 

(四) 亞潮帶 

1. 浮游生物 Plankton 

於每個樣區中逢機選取 10個採樣點，每個樣點採集 5公升表層水立刻

以 0.33 毫米網目的篩網進行過濾，集中，然後以過濾過的海水洗滌瓶將收

集到的浮游生物沖洗樣本瓶中，加入 5%中性福馬林固定。帶回實驗室中將

福馬林固定後的樣本移至培養皿中，放置於解剖顯微鏡下鑑定種類與數量

(植浮：cells・1L-1 ; 動浮：individuals・1L-1) 。物種鑑定參考 Smi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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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1996)浮游生物分類手冊。將所採集到的浮游動物分成橈角類(Cop

epoda)，毛顎類(Chaetognatha)，樽海鞘類(Thaliacea)，尾海鞘類(Appendicul

aria)，水母類(Medusa)，蝦幼生(Shrimp larva)，蟹幼生(Crab larva)，腹足類

(Gastropoda)，翼足類(Pteropoda)，多毛類(Polychaeta)，仔稚魚(Fish larva)，

魚卵(Fish eggs)。 

2. 底棲生物 

於每個樣區中逢機選取 3個採樣點，每個採樣點之間至少距離 50公尺

以上。每個樣點以水肺潛水的方式並用尼龍捲尺設置一條平行於海岸線的 5

0 公尺長穿越線並以動態錄影(Olympus TG Tracker)以及靜態攝影(Olympu

s TG 5)紀錄穿越線兩側各兩公尺水層內所發現的魚類(individuals・m3)，大

型藻類與無脊椎動物之種類與個體數量(individuals・m2)。 

3. 統計分析方法 

為瞭解每一個樣點潮間帶生物，亞潮帶浮游生物，底棲生物及魚類的物

種數量與豐富度(Abundance; individuals per unit area/volume)，利用生態群

聚資料分析軟體 PRIMER ver. 7(PRIMER-E Ltd., Auckland, New Zealand)

來計算每個採樣點生物群聚之生物多樣性指數：包含物種種類數(S; no. of 

species)，生物個體數(N; no. of individuals)，豐度(d; richness)以及 Shanno

n-Weaver 生物多樣性指數(H’)。 

為瞭解每一個採樣點以及不同樣區之間的物種組成與豐富度之間的相

似度，利用 Bray-Curtis 相似度分析來計算不同採樣結果的相似度並以分枝

圖(dendrogram)來顯示所有採樣結果的綜合相似度。除此以外，亦利用非介

量多元尺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es)來處理所得

到每個採樣點結果之物種 x 豐富度資料矩陣(species vs. abundance data m

atrices)的差異，並以二維圖顯示差異的顯著性(stress)。 

 水質調查 

水質調查係參照「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水規所，民國 104年」辦理，檢

測項目包含有溫度、溶氧量(DO)、導電度(E-C)、pH值、濁度、生化需氧量(B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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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固體(SS)、氨氮(NH3-N)，詳細之調查方法如后。 

(一) 水質分析項目與方法 

本計畫水質分析項目依據水體水質分類標準之評判項目進行水質分析工

作，其水質分析及保存乃依據「環境檢測方法彙編」公告之標準分析方法執行

檢測，現場直接測定項目有酸鹼值(pH)及溶氧(DO)，送回檢測分析，項目有生

化需氧量(BOD)、導電度(E-C)、懸浮固體物(SS)、濁度。各項水質分析及保存

方法，依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水質檢測方法規定辦理)，詳細數值標準如表

3-5所示。 

本次計畫區域內水質檢測項目包含有 pH值、水溫、溶氧與溶氧飽和度、

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與濁度，說明如后。 

 

表 3-5 台灣河川水質汙染指標一覽表 

污染等級/項目 A(未稍受污染) B(輕度污染) C(中度污染) D(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以上 4.6~6.5 2.0~4.5 2.0以下 

生化需氧量(BOD) mg/l 3.0以下 3.0~4.9 5.0~15 15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以下 20~49 50~100 100以上 

氨氮(NH3-N) mg/l 0.5以下 0.5~0.99 1.0~3.0 3.0以上 

 

1. 水溫（℃） 

水溫的變化主要受季節循環所影響，因日照之影響，使水體表層水溫高

於底層。水溫與水體之密度、黏滯度、蒸氣壓力、液體表面張力、固體或氣

體之活動速度有關。 

2. pH值 

水中酸度之大小，由溶液中所含氫離子濃度來決定，氫離子濃度越高，

酸性越強，通常用氫離子濃度指數（簡稱 pH 值）來表示。純水為中性，p

H值為 7.0，pH值越小代表酸性越強，pH值越大則表示鹼性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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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水生生物對水環境中的 pH值相當敏感，影響水中 pH值的原

因包括了空氣污染所形成的酸雨、或事業放流水、污水的排放，因此酸鹼值

的檢測亦成為水質判定的重要指標之一。 

3. 溶氧（mg/L） 

水中溶氧可能來自大氣溶解、自然或人為曝氣，以及水生植物的光合作

用等，當水質受到有機物質污染時，由於水中微生物在分解有機物過程中會

消耗水中的溶氧，造成水中溶氧降低甚至缺氧，因此溶氧量為判斷水質污染

的重要測項。 

4. 氨氮 

含氮有機物主要來自動物排泄物及動植物屍體之分解，分解時先形成

胺基酸，再依氨氮、亞硝酸鹽氮及硝酸鹽氮程序而漸次穩定。因此當水體中

存在氨氮可表示該水體受污染時間較短。 

5. 生化需氧量（mg/L） 

生化需氧量（BOD）為水中有機性污染狀況的量化指標，此法以好氧性

細菌氧化分解水中有機物所消耗的氧量來表示水中的有機物量。 

6. 懸浮固體（mg/L）與濁度（NTU） 

現行公告僅對陸域之河川、湖泊設定標準，一般水體中之懸浮固體含量

在 40 mg/L內，對生態環境較佳；而懸浮固體含量在 100 mg/L內，生物尚

能容忍；當高達 400 mg/L以上，則對生態有不利之影響。在特定條件下，

比較水樣和標準參考懸浮液對特定光源散射光的強度，以測定水樣的濁度，

散射光強度愈大者，其濁度愈大。濁度單位（Nephelometric turbidity unit），

簡稱 NTU。 

(二) 臺灣河川污染指數 

目前國內常用評估河川的方法為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及河川汙染指數

(RPI)。RPI 指數係以水中溶氧量(DO)、生化需氧量(BOD5)、懸浮固體(SS)、

與氨氮(NH3-N)等四項水質參數之濃度值，來計算所得之指數積分值，並判定

河川水質污染程度，如表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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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RPI河川汙染指數表 

項目 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DO≧6.5 6.5＞DO≧4.6 4.5≧DO≧2.0 DO＜2.0 

生化需氧量
(BOD5) 

BOD5≦3.0 3.0＜BOD5≦4.9 5.0≦BOD5≦15.0 BOD5＞15.0 

懸浮固體(SS) SS≦20.0 20.0＜SS≦49.9 50.0≦SS≦100 SS＞100 

氨氮(NH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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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輿情掌握 

本計畫以專業輿情大數據分析工具蒐集通報並進行科學化分析及趨勢研

判，掌握電視新聞報導、政論節目、社群網站及民眾關心之議題及看法，蒐集主

流民意(意見領袖及環保團體訴求)，進行分析、趨勢研判及初步回應並建立生態

輿情蒐集機制，即時將掌握之重大輿情及蒐集之主流民意等資訊，以利後續生態

評析。 

藉由相關網路爬文技術、雲端資料庫、語意分析、專家 Domain及網路大數

據建構觀測平台(如圖 3-5所示)，建立關鍵資料庫做為輿情分析之判讀因子：建

立 AI大數據資料庫：分析遍及全台各大新聞網站、FB及 Youtube等社群網站、

批踢踢等討論區、部落格等。掌握社群活躍度及意見領袖網追蹤，內容可包含：

關鍵詞文字雲分析及輿情出處來源、作者及新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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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輿情觀測平台示意圖 

 

表 3-7 新北市相關議題 

水系/區排 平台 議題概要 

淡水河 聯合新聞 

107年 8月。生態浩劫！淡水河魚群暴斃 「看不到河了」。

連日氣溫飆揚，包括淡水河忠孝碼頭等出現十餘萬尾烏仔魚

暴斃，初步研判疑因低氣壓加上高溫導致河水溶氧量不足，

造成魚群暴斃。 

淡水河 環境資訊中心 105年 5月。守護淡水河 20年 荒野啟動鳥調、疏伐紅樹林。 

淡水河 ETtoday新聞雲  

103年 7月。新北河川整治見成效。淡水河生態漸復獲評 6都

特優。在市府團隊長年努力整治下，淡水河現在水質變乾淨，

也帶動巨幅的生態效益，淡水河的魚類已經從 75 年間的 56

種，增加到目前 117 種，其中包括屬於乾淨水質的指標魚種

和尚魚也出現在河中，和尚魚的出現代表淡水河整治逐漸成

功。 

重河溪 中時電子報 

106年 3月。重視溪流生態保育！金山重和溪實施封溪護漁。

上游段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中下游段無遭受污染，屬生態

良好的河段，專家學者實地現勘後也認為此溪流水質良好、

原生魚種豐富、魚種年齡層平均，因此決議實施封溪護漁，

成立護漁巡守隊，以保育河川溪流生態及推動永續發展為目

標。 

金山區 熱訊新聞網 

106 年 5 月。金山重和溪封溪護漁今組成巡守隊。新北市金

山區重和溪已由新北市政府公告列為封溪護漁溪流，封溪段

為上游自陽明山國家公園標戒點至下游匯入磺溪交集處，共

1100公尺長。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7%A1%E6%B0%B4%E6%B2%B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2%BC%E9%A0%AD
https://www.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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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預期進度與成果 

4.1 預期進度 

本計畫於提案階段預定進度甘梯圖如圖 4-1所示，說明如下： 

工作項目 
年份 108年 

月份 6 7 8 9 10 11 

一、生態檢核作業 

1 
生態保育議題(棲地生態環境、生物多樣

性) 

      

         

2 
資料蒐集(土地使用管理、環境生態資

訊) 

      

         

3 現場勘查(現勘調查、棲地影像紀錄) 
      

         

4 保育措施(保育對策) 
      

         

二、第 1次工作執行計畫書 
        

        

三、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書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註：  表示預定進度，  表示實際進度；依新北市政府通知日為主。 

圖 4-1 本計畫 108年預定進度甘梯圖 

 

 契約簽訂後，依主辦機關通知 10 日曆天內提送派工執行計畫書至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核定。 

 完成「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書」：於 108 年 9 月 27 日前提送成果報告，送

交機關審查核定。 

 其餘應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

善計畫各項工作期限，由新北市政府通知期限內完成交辦事項。 

 其他有關本案相關業務彙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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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預期成果 

 完成生態調查、生態檢核等作業 

 完成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要項如下： 

(一) 資料蒐集(環境生態資訊)。 

(二) 現場勘查(現場勘查、問題探討)。 

(三) 保育措施(保育對象)。 

(四) 生態專業諮詢(專業諮詢、民間團體訪談)。 

(五) 生態保育議題(棲地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 

(六) 生態調查(棲地調查、棲地影像紀錄)。 

(七) 生態評析(工程棲地生態影響、人文社會預測分析)。 

(八) 民眾參與(參與對象、參與項目、意見處理)。 

(九) 效益評核(環境效益分析、成效綜合檢討)。 

(十) 資訊公開(主動公開、被動公開)。 

 協助新北市政府推動辦理資訊公開。 

 舉辦教育訓練 

 協助辦理工作說明會 

(一) 執行機關辦理工作說明會或公聽會時，應事先通知在地區公所及里長辦

公室，請里長辦公室確實代為轉知民眾，並請里長辦公室配合將開會訊息

公布於教會、廟宇等宗教信仰場所周知。 

(二) 活動結束後依新北市政府指示，提交相關資料予機關。 

 完成繳交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成果報告章節範例如下： 

(一) 前言(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二) 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成果等)。 

(三)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善措施或生態保

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容可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

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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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監測及效益評估(工程完工後，於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並

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五)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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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團隊組織與人力配置 

5.1 工作團隊 

本團隊依據工作項目之需求、目標及特性，進行本計畫整體工作細部架構研

擬，如圖 5-1所示。以下分別就各研究流程，分別討論工作內容與相關性。 

 

 
圖 5-1 工作架構流程圖 

 

本工作團隊除計畫主持人外，初步邀集各類組領域(如生態、水利及土木等)

專家/學者成立本案「生態檢核工作團隊」。本計畫由逢甲大學擔任計畫團隊總

召集，邀請國內多位專業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生態檢核團隊，工作團隊組織架構

(如圖 5-2 所示)，包含本校水利發展中心副主任許裕雄博士(計畫主持人)、本校

水利發展中心鄭詠升博士(共同主持人)及本校水利發展中心楊文凱博士(協同主

持人)擔任主持人群。同時邀請本校水利發展中心主任許盈松教授(水利)、清華大

學生命科學系曾晴賢教授(水域生態)、社團法人臺灣自然研究學會鄭清海常務監

事(水域蟹類)、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施上粟副教授(水文生態)、第十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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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前局長陳順天水利技師(河川工程)擔任計畫顧問。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張集

豪博士(植群分析)、中州科技大學景觀系林忠義講師(植群分析)以及弘益生態公

司暨東海大學景觀系兼任講師賴慶昌總經理(陸域生態)擔任協力人員。團隊協力

廠商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協助本計畫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等，尚水科技

有限公司協助相關資料蒐集、活動辦理。本計畫工作團隊將依新北市政府「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及「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計畫時程，包含規

劃設計、施工、管理維護等不同階段之生態檢核，提供生態調查資料蒐集、棲地

環境評估、生態評析、生態保育措施研擬、協助審查工作或決策建議，並協助市

府辦理相關說明會，以及水利工程生態檢核成果及宣導說明。 

依新北市政府在推動執行前瞻基礎建設中涉及水與安全之重要公共建設的

計畫時程，包含計畫提報、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維護等不同階段之生態檢核，

提供生態調查、棲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

方案、細部生態調查評析、生態保育措施及可行方案研提、協助設計審查工作或

決策建議，並協助市政府辦理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作業以及辦理相關說明會。 

 

 
圖 5-2 人力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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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力配置 

本團隊將工作分為「生態資料蒐集」、「工程生態檢核」以及「生態宣導民

眾參與」等三個工作群組，以確實執行本計畫各階段工作內容。為使計畫順利進

行並確保執行過程中之水準與品質，本研究團隊以逢甲大學為平台，結合資深專

業菁英前輩，成立專案計畫負責推動各項專業工作領域。 

對於本計畫之執行，本團隊具有充分之信心與準備。依本團隊之工作組織與

各項工作內容，遴選各項專長人員參與本團隊並且本團隊主持人、主要工作人員

及顧問團隊均具備生態相關執行經驗，而主要參與人員職務分工如表 5-1所示，

人力組織架構配置及團隊人員背景資料，如圖 5-3所示。 

 

 
圖 5-3 團隊組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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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主要參與人員職務分工表 

編

號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地點 

1 博士/計畫主持人 許裕雄 計畫整合/全區 

2 博士/共同主持人 鄭詠升 計畫督導與整合/全區 

3 博士/協同主持人 楊文凱 計畫督導與整合/全區 

4 教授/諮詢顧問 許盈松 計畫督導與諮詢 

5 教授/諮詢顧問 曾晴賢 計畫督導與諮詢 

6 常務監事/諮詢顧問 鄭清海 計畫督導與諮詢 

7 講師/協力人員 張集豪 計畫督導與諮詢 

8 講師/協力人員 林忠義 計畫督導與諮詢 

9 助理教授/協力人員 張文三 計畫督導與諮詢 

10 副教授/諮詢顧問 施上粟 計畫督導與諮詢 

11 水利技師/諮詢顧問 陳順天 計畫督導與諮詢 

12 總經理/協力人員 張集益 計畫執行及整合、生態資料收集/全區 

13 經理/協力人員 江東權 計畫執行及整合、生態資料收集/全區 

14 研究助理 謝長宏 計畫執行及整合、生態資料收集/全區 

15 研究助理 張芷菱 生態資料收集、活動支援/全區 

16 研究助理 周德瑋 生態資料收集、活動支援/全區 

17 研究助理 陳珮蓉 會議企劃/全區 

18 協力廠商 民翔生態有限公司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全區 

19 協力廠商 尚水科技有限公司 相關資料蒐集、其他相關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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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作項目預算 

本計畫依據新北市政府「新北水河計字第 1081628013號」函之第一次派工

預算書，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工作項目預算如表 6-1所示。 

表 6-1 工作項目經費預算表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細部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複價

(元) 

人事費 

(元) 

雜項 

(元) 

2.1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作

業 

現場勘查蒐集工

區生態課題，是工

程特性及需求，辦

理工程範圍及週

邊環境棲地評估

工作 

案 26,687 8 213,496 

計畫主持人：

$30,000 

(3人月) 

協同主持人：

$24,000 

(3人月) 

專任人員：

$107,574 

(3人月) 

事務費、計

畫 工 作 委

外費用、管

理費、營業

稅 ， 計

550,082。 

蒐集集水區生態

及環境有關資料，

針對工程開挖影

響範圍標示生態

保全對象，產出生

態關注區位圖，供

工程設計參考應

用 

案 26,687 8 213,496 

針對個案工程可

能之生態影響，提

供迴避、縮小、減

輕、補償等生態保

育對策，提合宜之

工程配置方案 

案 26,687 8 213,496 

協助設計公司辦

理設計說明會 
案 4,448 8 35,584 

撰寫水利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表急

水利工程快速棲

地生態評估表(河

川、區域排水或海

岸) 

案 4,448 8 35,584 

合計：$71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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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執行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及處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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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新北市生態檢核工作案」 

執行計畫書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一、 開會時間：108年 10月 0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 開會地點：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29樓局會議室 

三、 主持人：楊副局長宗珉 記錄：謝蕙霙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與回覆說明：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張委員國強 

1. 報告書內的作業流程，過於精簡，建議

回歸至本署水庫集水區之流程，區分各

個分段並擬以落實。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修改作業流程，並以

水利署水庫集水區流程辦理。 

2. 在第一階段，計畫核定之現勘部分，應

加入民眾參與部分，尤其是 NGO 之參

與，可減少事後的紛爭或偏見形成。 

感謝委員意見，預計將於 10月份辦理提案階

段現勘說明會，並邀請在地居民里長及關注

團體參與。 

3. 報告書內之採樣頻率與水質調查的部

分，應該再詳細說明以利驗收。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加值項目之水質調查，

主要紀錄水溫、溶氧、導電度、pH 值、濁度、

BOD、SS、氨氮、總磷，並計算 RPI及WQI5，

於規劃設計前進行一次調查作為未來保育對

策研擬之基礎。 

4. 工程施工前也應組織含生態人員之跨領

域團隊，並辦理現勘，已確定施工位置

上有無潛在的生態議題。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於施工前與主辦單位

確定工程點位，並辦理現勘及生態調查，確

定有無潛在生態議題。 

5. 有關資訊公開的部分，建議生態檢核表

定案後即予以公開以提高透明度。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依主辦單位意見辦理

資訊公開。 

6. 在提案核定部分，亦要考量零方案之處

理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未來施作工程提出建議

方向，若無變更涉及至預定工程範圍，後續

規劃設計階段評估不同方案。 

7. 有關工作人員內，是否考慮增加在地的

環團代表，以利溝通。 

感謝委員意見，於生態檢核各階段將辦理說

明會及資訊公開，邀請在地 NGO 及在地里

長、居民參與，並廣納意見。 

8. 生態檢核表內容除了勾選以外，建議將

工程範圍內生態環境實際狀況詳述於表

中。 

感謝委員意見，生態檢核表各階段內容將詳

述生態實際狀況及環境於報告中呈現。 

李委員顯掌 

1. 依照「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

定，計畫核定階段亦須辦理民眾參與及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辦理現勘說明會邀

請民眾參與，未來也將辦理資訊公開，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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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資訊公開，計畫書 P.3-4圖 3-2作業流程

請修正。 

圖 3-2 於報告書中修正。 

2. 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是落實生態檢核之

重要手段，尤其是在計畫核定及規劃設

計階段更是關鍵，建議能確實辦理，如

建立統一友善資訊公開平台，邀請關心

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勘等。 

感謝委員意見，預計將於 10月份辦理提案階

段現勘說明會，並邀請在地居民里長及關注

團體參與。 

3. 請補充說明教育訓練課程預計辦理場次

及訓練人數。 

感謝委員意見，預計辦理教育訓練詳細資訊

詳見修正稿第 3.3章節。 

4. 目前提出之執行計畫書，多為通案概念

性介紹生態檢核機制，針對本案須辦理

生態檢核之工程，應先掌握各工程計畫

之現況及預定進度後，配合工程計畫全

生命週期執行期程，提出具體後續須辦

理之工作內容、期程規劃及預期成果。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於成果報告書中詳述各

階段須辦理工作項目及工作內容，也於執行

報告書修正稿中增加工程計畫全生命週期執

行期程，並提出具體後續須辦理之工作內容、

期程規劃及預期成果。 

5. 目前已進入 10月，本案期程安排預定進

度為 6~9 月，是否有誤，應依實際工作

時程安排，請再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屬開口契約，各階段工

作項目依主辦單位發文派工時程為主。 

6. 除透過水質監測掌握水質狀況外，建議

針對水質異常狀況建立處理機制及提出

改善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除了辦理水質調查外，

於生態檢核各階段皆會辦理現地勘查，若有

發現水質異常狀況，會針對異常狀況釐清原

因、提出解決對策，並進行複查，直至異常

狀況排除使得結束查核。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黃委員于玻 

1. 針對規劃設計階段工程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團隊打算如何協助執行？預定執行

之方式與工作皆無呈現於派工執行計畫

書中。如會議議程所說明，本案契約書

第 7 條第 3 款規定，執行計畫書內容包

含項目原則如：計畫位置及既有資料蒐

集、工作內容與執行方案、預計執行時

間等。上述規範需呈現之項目，本次計

畫書都沒有呈現，煩請團隊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第 1 次派工執行計畫書簡單

說明本計畫執行方向，詳細工作項目及工作

內容於成果報告書中呈現。 

2. 針對團隊提供之回饋加值工作生態調查

部分，提及倘若治理工程之生態調查等

資料不足，團隊則會增補生態或水質調

查。本案之 8 件治理工程，是否有需增

添生態或水質調查之案件，請團隊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本案 8 件工程皆已辦理

生態調查及水質調查，於成果報告中呈現。 

3. 生態檢核主要目的是降低工程影響，惟

增加生態或水質調查後所取得之資料，

團隊要如何即時回饋於工程？影響減輕

對策如何檢視成效？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生態調查及水質調查結

果，研擬適合當地環境之生態保育措施，並

於規劃設計階段前告知承包廠商監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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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4. 各工程的民眾參與，參與的民眾或民間

團體若有提出意見，如何得知處理結

果？應提供相關紀錄及回覆意見表單，

並主動公開且告知提出意見之團體。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依主辦機關意見辦理

資訊公開，並將民眾、民間團體意見及處理

情形公開。 

5. 新北市關注的民間團體多，目前名單恐

無法知會所有團體或個人，建議機關在

相關平台公開相關工程資訊，尤其是民

眾參與的會議時間(應於辦理前7日公開

訊息)、會議紀錄及相關辦理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規畫將資訊公開至中央

寄存所，或公開於市府網站上。 

6. 關於「雙溪河龍門橋至龍門吊橋護岸延

長工程」 

a. 附近沙灘有零星基隆蠅子草，也是

台灣東北角海濱植物重要棲地，是

否已蒐集相關背景資料、納入生態

課題與工程方案評析？ 

b. 因為鄰近田寮洋（主要水鳥棲地、國

土生態綠網計畫之關注重點區域），

建議釐清說明可能涉及之生態議

題。 

c. 這邊是重要的獨木舟活動區、釣客

活動區，護岸興建的景觀與資源利

用衝擊可能為潛在議題，執行團隊

是否有因應的處理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以下說明： 

a. 本團隊預計執行生態調查，若有相關資

料將納入生態課題與工程方案。 

b. 本案工程內容主要是雙溪河左岸護岸延

長工程，田寮洋溼地位於右岸且距離 1

公里，目前判斷無影響田寮洋水鳥棲地。 

c. 目前本案為提案階段，尚未進入施工階

段，無資源利用衝擊可能性 

第十河川局 

1. 成果報告格式請確實依水利署格式填

寫。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2. 後續「縣市管…計畫」治理及應急工程

核定工程持續辦理生態檢核。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3. P.2-3建議更新至 108 年，以符合現況。 感謝委員意見，已更新於修正稿中。 

4. 資訊公開建議有專區，展露於市府首頁。  

5. 市府應急工程中金山清水溪內容調整為

護岸重建，因可能後續有分洪等，造成

護岸形式改變較大，請市府再評估做生

態檢核。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依主辦科室第 2 次派工

辦理。 

河川工程科 

1. 本科提報金山清水溪及三芝後厝溪應急

工程已於十河局初審會議原則同意辦

理，建請本階段即納入 2 案辦理生態檢

核。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依主辦科室第 2 次派工

辦理。 

2. 報告書表 3、4之 NGO 圖體建議納入水

患治理監督聯盟，崇光社大等，相關名

單可請水環境顧問團(台大)提供。 

感謝委員意見，已納入考量。 

3. 各案檢核範圍如何判定，例如向上游至 感謝委員意見，檢核範圍主要以計畫區內及



附件 1-5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下游幾公尺。 周圍 20公尺範圍內做檢核及各項調查。 

河川計畫科 

1. P.1-3頁圖 1-1圖不完整，請再確認派工

範圍。 

感謝委員意見，已與主辦科室確定實際工程

範圍，並更新圖 1-1於修正稿中。 

2. 把圖 1-2 淡金公路下游及三厝塊橋部分

及圖 1-6 部分將滯洪池及排水排善工程

分別列內容，因提報時是個別一案。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於修正稿中。 

3. P3-3資訊公開部分會在列第二次派工，

請修正 P3-4流程圖。 

感謝委員意見，以修正於修正稿中。 

4. P3-23與新北市相關議題部分，主要列出

與本次派工相關範圍即可。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於修正稿中。 

會議結論： 

1. 計畫工作項目部分內容須加緊腳步進行，並於會勘時納入 NGO、民眾意見。 

2. 本案需其他協助部分，例如現勘請各科室配合。 

3.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的內容，請河計科協調是否能放入新北市政府首頁上。 

4. 請逢甲大學針對會議中委員、十河局及局內相關意見，做執行計畫書的修正後，再請

河計科依行政程序簽核定。 

5. 若仍有需本局協助事項，例如溝通協調，請逢甲大學主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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