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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9年3月5日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設計單位：華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團隊：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王豫煌博士



2

計畫緣起壹

肆

2

生態保育對策規劃

設計規劃內容參

貳 環境現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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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年4月25日頒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108年5月10日修訂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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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標(第貳章)說明強調降低生態環境衝擊

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時兼顧生態保育
，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止環境資源失衡發
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境，以落實國土保育
及永續家園的理念

 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第參章)提及加強生態檢核

隨著民眾環境生態意識抬頭，不只重視既存的生態環境，也要
求各機關在辦理防災、減災之工程時，能加強考量工程設施對
於環境友善度

 主要工作項目(第肆之二節)要求治理工程落實生態檢核機制

本計畫各機關在規劃辦理治理工程時，應加強工程設施對於環
境生態友善度之考量與設計，並於推動治理工程時落實生態檢
核機制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建設

水與安全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壹、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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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位於苗栗縣後龍鎮，辦理原因為此河段既有石籠護岸已年久失修
，颱風期間淹沒農田及民宅，影響民眾生命安全，擬興建混凝土砌石護
岸，預計長度40及76公尺，預估改善淹水面積1.74公頃。

壹、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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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109年1月16日航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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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現況說明

分類 種類數目 物種

植物 27科63種

左岸堤內農田間以水田常見田埂草本植物為主，岸頂有白千層與
相思樹。
堤外因底質組成偏向泥沙，有較大範圍的土沙淤積灘地，濱溪植
被以李氏禾、木虱草、水苦賈、細葉水丁香等喜好潮溼環境的物
種為主，靠近護岸基腳則有蓖麻、白背芒、象草、大花咸豐草、
野莧菜、刺莧等物種出現，高灘地草生地物種組成仍以外來物種
為大宗。水體內記錄大苦草與馬藻兩種沉水植物。
於石籠護岸上攀附山葛，以及槭葉牽牛、小花蔓澤蘭等外來種。
右岸堤頂生長有刺竹、山黃麻、野桐、構樹等淺山次生林常見樹
種，離護岸更遠的堤外亦為農田地景。

鳥類 7科9種 翠鳥、小白鷺、斑文鳥、灰頭鷦鶯、褐頭鷦鶯、紅嘴黑鵯、白頭
翁、樹鵲、麻雀。

水域
生物 3科7種

有鯽、鯉、䱗、台灣鬚鱲，另有外來種雜交吳郭魚、吉利非鯽、
線鱧。另記錄到常見蜻蛉目物種脛蹼琵蟌、善變蜻蜓、雙白蜻蜓
等。

關注
物種 - 石虎(關鍵棲地)

勘查時間：108年7月11日、10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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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現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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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現況說明

 本工程預定區域位於苗栗淺山地區，且周圍有較大規模的次生林與農田
，推測有野生動物會利用溪流周遭環境。

 依據林務局「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2016)計畫繪製圖層，預定工區
全數位於石虎重要棲地範圍內

 選擇於工區範圍內右岸堤外，竹林、次生林、農田混雜地景內，架設1
台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工區周邊的野生動物物種，並探討可能出現在
工區周邊的野生動物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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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現況說明

0 70m3517.5
底圖來源：本計畫航拍 (109.1.16)。

圖例

生態高度敏感區

生態中度敏感區

混擬土砌石護岸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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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現況說明

0 70m3517.5

圖例

生態高度敏感區

生態中度敏感區

混擬土砌石護岸施作

底圖來源：本計畫航拍 (1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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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漿砌石護岸(左岸)標準斷面圖

參、設計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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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檢修梯設計標準圖

參、設計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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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對策 討論方案
避免因施工因素擾動右岸茂盛之林帶與刺竹叢。

右岸不擾動，施工不超越渠道中線左岸堤岸施工不可超越渠道中線，保留渠底右岸植生與灘
地棲地，加速左岸渠底植生於施工後回復速度。

以既有石籠護岸修護為主，減少額外之混凝土工程。 與各單位討論護岸形式，如地方同意將以石籠為工程方案
設置沉砂設施，降低下游濁度影響。 設置沉砂設施

動物坡道
如為石籠，不設置動物坡道；如為混凝土護岸，併同防汛檢修梯設
置，於內側設置30公分寬度，表面打毛處理之坡道，共設置1處

生態議題及保全對象 保育策略 生態友善措施
右岸濱溪林帶保留 迴避 避免因施工因素擾動右岸茂盛之林帶與刺竹叢。

右岸渠底棲地保留 迴避
左岸堤岸施工不可超越渠道中線，保留渠底右岸植生
與灘地棲地，加速左岸渠底植生於施工後回復速度。

既有石籠護岸修護 減輕 以既有石籠護岸修護為主，減少額外之混凝土工程。
河床生物棲息環境 減輕 河床不封底，呈現原砂石底質環境。
施工水質管理 減輕 設置沉砂設施，降低下游濁度影響。
植栽補植 補償 補植堤後喬木植栽。

後龍鎮南勢坑排水(河心累距2K+270~2K+320)左岸護岸新建應急工程

後龍鎮龍坑支線及南勢坑排水匯流口(河心累距2K+180~2K+265)左岸護岸新建應急工程

生態議題及保全對象 保育策略 生態友善措施
右岸濱溪林帶保留 迴避 避免因施工因素擾動右岸茂盛之林帶與刺竹叢。
河床生物棲息環境 減輕 河床不封底，呈現原砂石底質環境。
植栽補植 補償 補植堤後喬木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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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態保育對策規劃

 中央研究院開放資料平台
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miaoli_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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