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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資 

料 

勘查工址 

名稱 
345kV核一~汐止一進一出松湖線#29A連接站及銜接洞道土木統包工程 

規劃部門 

(課) 

北區施工處負責辦理工程選址、

路徑規劃之變電設計課、線路機

電設計課及土木設計課 
規劃期間 112年 8 月 25 日 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類型 □非土建類 □變電所、■地下電纜輸電線路、■架空輸電線路、■其它 電纜洞

道明挖及鑽掘段、索道架設、通風機房礦挖段、#29A連接站及直井

、水保設施工程及相關機電工程等。 
■土建類 

地點  臺北 市(縣)內湖 區(鄉、鎮、市)西安里(村)環山路

與金面山之間區域 

 

TWD
97 
座標 

X：307512 

地號 碧湖 段 四小段 985-1、1028-5 等11筆地號、 

西湖 段 一小段 66-4、66-9 地號 

 

 

Y：2775904 

 

 
工程概要 

為降低該設施對周邊居民之影響，擬將既設#32連接站之345kV及161kV電纜線路

經由山岳隧道工法電纜洞道引接至新設之#29A連接站。 

因施工地點位於金面山山麓，不易施作施工便道，施工材料、機具及開挖土方之

運輸，將規劃兩段索道分別銜接環山路二段至#32連接站平台(長約250m)及#29A

連接站平台(長約200m)，電纜洞道將採山岳隧道工法施作，以機械式開挖減少造

音及震動等影響。 

 

 

生態保育相 

關事項內容 

1.□無 2. ■基本設計報告 3.□環評、環差、環現差階段(勾選 2 或 3，請填下列內

容) 1.計畫/報告書名稱：核一~汐止一進一出松湖 345kV 線#32 連接站鐵塔移位規劃

設計技術服務工作基本設計報告 

2.承諾保育事項： 

 

本階段完成 

之工作 

■生態情報蒐集釐清 □生態調查 ■生態影響預測 

■現勘及影像紀錄 ■棲地評估 ■生態保育措施建議 

□生態關注區域圖 ■民眾參與紀錄 ■生態保護對象紀錄 

□其它 

 
 
 
 
 

 

1. 生態專業 

團隊成員 

職稱 姓名 專業資歷 專長 參與勘查事項 

景丰公司專案經

理 

郭晉峰 

 

8年以上 環境科學、生態檢

核、環境工程、環境

影響評估 

現勘、生態影響評

估、背景資料蒐集 

景丰公司環境工

程師 

黃毓仁 

 

2年以上 生態調查、生物統

計、海洋生物學、浮

游動物 

現勘、生態影響評

估、背景資料蒐集 

景丰公司環境工

程師 

岳庭安 1年以上 生態調查及監測、地

理資訊系統應用 

現勘、背景資料蒐

集 

逐跡公司經理 黃鈞漢 11年以上 生態檢核、水域生態

調查、河川生物指標 

生態調查、棲地評

估、指認保全對象 

逐跡公司研究員 林偉正 5年以上 生態檢核、溪流調

查、潮間帶調查、潛

現勘、棲地評估、

指認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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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查 

逐跡公司研究員 高家敏 3年以上 生態檢核、生物資訊

分析 

現勘、生態調查 

逐跡公司計畫專
員 

范姜士豪 3年以上 陸域生態調查、海鳥

調查、生態攝影 

現勘、生態調查、

棲地評估、指認保

全對象 

逐跡公司計畫專
員 

鄭新儒 2年以上 生態檢核作業執行、

地理圖資分析評估 

現勘、生態調查、

棲地評估 
 
 
 
 

2. 生態情報 

蒐集釐清 

關注議題或保護對象 

(如棲地、保護區、關注區及文物等) 
資料來源(可複選) 

陸域生態資訊： 

1. 臺北市動保處「110年度台北生物多樣性指標調

查計畫成果報告」文獻指出，鳥類周圍有大冠鷲

、鳳頭蒼鷹、松雀鷹、東方蜂鷹等保育類，多為

台灣西部低海拔常見物種；工區及周圍食草及蜜

源植物多，蝴蝶種類及數量相對豐富，特有(亞)

種多，有調查到局限分布於內湖山區的銀紋尾蜆

蝶；兩棲類則有保育類台北樹蛙。優勢種多為台

灣西部低海拔常見之普遍種。 

2. 「農村水保署-集水區生態情報查詢成果表」紀

錄，工區周圍有魚鷹、黑鳶、長腳赤蛙、大絹斑

蝶、流星蛺蝶的紀錄。工址西側約200m有內湖清

代採石場，為早期民間建材來源，目前已停止開

採，屬台北市定古蹟。 

3. 羽林生態王力平老師訪談調查；金瑞治水園區與

金面山系相連，物種組成相似，近年來固定有林

鵰之目擊紀錄，也曾觀察到柴棺龜。此外須留意

區域之猛禽棲地或巢位。此外銀紋尾蜆蝶(台灣

小灰蛺蝶)局限分布於內湖山區及陽明山東南側

，屬於單食性蝶種，幼蟲食草為大明橘，內湖山

區一帶山腰&稜線附近多有穩定族群。 

4. 依「 345kV 線#32 連接站鐵塔移位規劃設計技術

服務工作基本設計報告」生態資料；陸域植物以

形態區分，包括 66 種喬木、36 種灌木、34 種藤

木及 83 種草本，草本植物佔多數(37.9%)；依屬

性區分，則包含 2 種特有種、162 種非特有原生

種、20 種歸化種及 35 種栽培種，以非特有原生

物種最多(74.0%)。計畫範圍外推 50 公尺內，無

發現須特別關注或保留的植物個體。特有種植物

共發現 2 種，為小花鼠刺、香楠。陸域動物：鳥

類發現東方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 松雀鷹及

台灣藍鵲為保育類，大部分為台灣西部平原至低

海拔丘陵普遍常見物種。兩棲類有臺北樹蛙紀錄

，但本區域環境欠缺水域棲地。 

5.  

應包含陸域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關之生態

訊息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生態情報查詢成果、媒體報導

、民眾反映或觀察紀錄、生態調查、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

■機關 

■其他生態背景人員 

□媒體 

□民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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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棲地環境 

生態評估 

本計畫工區位於金面山南側山麓登山步道旁，為台北市現行公告山坡地範圍內

。依據農村水保署-集水區生態情報查詢成果表，本計畫未涉及高度生態敏感

區域，屬於二級生態檢核。工區及周邊環境包含次生林、灌叢、竹林、農耕地

、人造建物，植被屬低海拔闊葉林，以干擾後自然演替之次生林為主，因環境

乾燥多為陽性木本及耐蔭草本，整體歧異度良好，自然度高，易吸引高適應力

或偏好次生林之動物前來利用，整體動植物生態資源豐富，為荒野保護協會定

點觀察點。施工時應避免大面積砍伐大型喬木及蜜源植物，導致棲地品質下

降。考量物種豐富度，本計畫預計於113年春季進行陸域生態調查，後續應於

正式施工前與各施工廠商確認關鍵棲地及指認保全對象(稀有植物或保育類物

種棲地)，並與各單位(施工主辦、施工廠商、生態團隊及NGO等)具體協商及

確認各項生態友善措施內容，於細部設計階段成果達成共識決議。 

 

生態關注區域圖 

 
 
 
 
 
 
 

 
4. 生態影響 
預測與生 
態環境友 
善措施建 
議 

項目 生態議題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環境友善措施建議 

台北樹蛙潛在

棲息地 

人為開墾導致

棲地型態改變 

台北樹蛙棲息地破碎化

或消失 

【迴避】避免新闢便道，增加環

境破壞程度；防止施工泥水外洩

流入附近溪流，汙染水質。 

臨時設施(卸

貨區、圍籬、

步道)暫置區 

增加非必要砍

伐面積 

可供鳥類停棲或築巢之

大型喬木、蝶類利用之

蜜源植物消失 

【縮小】優先利用已干擾環境(草

生地或裸露地)，限制在最小範圍

為原則，避免大面積移除既有木

本植物，影響可供動物利用之棲

地。 
索道上下端進

行小範圍整地

做水保工程 

施工時所產生

的噪音及振動 

干擾野生動物

活動範圍 

動物被動遷離原始棲息

地，需另尋他處 

【減輕】適時調整施工期間&頻

率，非工程必要應避開動物覓食

及活動高峰期(晨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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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員頻繁

進出工區 

民間廢棄物遺

留山上 

食物氣味導致野生動物

誤食、吸引流浪貓狗等

非原生地動物前來 

【減輕】將廢棄物及人為垃圾集

中處理帶離工區，不可掩埋或焚

燒。 

新設置連接站

平台工程 

整地工程掘除

植物 

原有喬木、灌木或稀有

草本植物消失，減損計

畫範圍內自然棲地資源 

【迴避】標註特定喬木或稀有植

物位置，施工期間不造成影響。 

【減輕】考量是否可進行移植。 

 

5. 保育策略 

成效評估 

於施工期間將棲地破壞及人為擾動降至最低，適度迴避或避免大範圍掘除山坡

地植物環境；須注意是否有保育類物種利用本計畫範圍棲地。鳳頭蒼鷹、大冠

鷲、松雀鷹領域性強，一區域的容量小，長期監測下固定觀察到的數量即可代

表整個大區域；東方蜂鷹則會有遷移個體。台灣留鳥猛禽重複利用同一巢位的

機率高，且對巢位高度有基本要求，鳳頭、大冠、松雀有可能於工區築巢，夠

大夠密就有機會，林鵰則較偏好於更深山築巢。周遭環境好，棲地可取代性

高，若進入施工期間並不會有立即的衝擊。 

臺北市山區近年無大規模砍伐，林相保留較完整，工區及附近植被皆為低海拔

常見物種(竹柏北台灣多人為栽種、香楠&小花鼠刺次生林常見且數量多)。建議

方式：關注物種DBH>30，其他原生種DBH>50單獨標示出來。考量此地區之植

物評估為次生林之環境，且棲地之特殊性不高，於其他環境仍有廣泛分布，若

能減少受影響之樹木，便可維持提供原本該地區常見陸域動物利用。另施工期

間落實減輕措施對於運用環境之生態資源及居民均有正面效益。 

 

民 

眾 

參 

與 

 

 

■ 有，意見及處理情形詳民眾參與紀錄表 

□無 

 

 
 

參與單位 

1.羽林生態王力平(112/12/05) 

 
 

 
備 

註 

一、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至少 1 式 2 份)：由規劃部門(課)與生態專業人員分別留存。 

二、 本階段執行成果應影送設計部門(課)1 份，續辦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 

三、 生態專業團隊由規劃部門(課)、生態專業人員組成，規劃部門(課)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 

人員參加。 

四、 生態情報圖、重要棲地與關注物種照片隨本表一併檢附。 

五、 如有現勘紀錄表、民眾參與紀錄表、照片保存表，應隨本表一併檢附。 

六、本表欄位如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由生態專業人員填表：郭晉峰(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填表日期：112/12/22 



生態情報圖及重要棲地與關注物種照片表 1 

 

 

生態情報圖 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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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情報圖說明及繪製： 
 

 

※ 重要棲地與關注物種照片：(以特寫與全景照紀錄，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附頁）： 
 

  
位置及說明：#29A連接站預定位置(忘年亭) 位置及說明：工地周邊環境(次生林) 

  
位置及說明：銀紋尾蜆蝶 位置及說明：台北樹蛙 

沈錦豐 攝 吳士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