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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澄清湖周邊環境整建工程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簡報人：劉建榮副主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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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3

生態盤點
工程位置：22.658548, 120.351196
彙整資料來源：
1. 林務局網站：1000M半徑
2.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1000M半徑
3. eBird：1000M半徑
4. 「110 年度澄清湖周邊環境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類群 物種

鳥類

九官鳥、八哥(保育類II)、叉尾雨燕、大白鷺、大卷尾、大冠鷲(保育類II)、大陸畫眉、大彎嘴(特有種)、小
水鴨、小白鷺、小卷尾、小雨燕、小啄木、小環頸鴴、小彎嘴(特有種)、小鸊鷉、山紅頭、中白鷺、中杜鵑、
五色鳥(特有種)、太平洋金斑鴴、戈芬氏鳳頭鸚鵡、日本樹鶯、日菲繡眼、水雉(保育類II)、北方中杜鵑、
巨嘴鴉、白氏地鶇、白耳畫眉、白尾八哥、白冠雞、白眉燕鷗、白眉鴨、白眉鶇、白眉鶲、白喉文鳥、白
斑軍艦鳥、白腰文鳥、白腰草鷸、白腰鵲鴝、白腹秧雞、白腹鶇、白頭翁、白環鸚嘴鵯、白鶺鴒、尖尾鴨、
池鷺、灰山椒鳥、灰面鵟鷹(保育類II)、灰胸竹雞、灰斑鶲、灰椋鳥、灰腳秧雞、灰樹鵲、灰頭鶇、灰頭鷦
鶯、灰鶺鴒、西方黃鶺鴒、赤腰燕、赤腹鶇、赤腹鷹(保育類II)、赤膀鴨、赤頸鴨、亞洲輝椋鳥、夜鷺、東
方大葦鶯、東方蜂鷹(保育類II)、松雀鷹(保育類II)、花嘴鴨、虎斑地鶇、金背鳩、青足鷸、冠鸊鷉、臺灣
夜鷹、洋燕、疣鼻棲鴨、紅尾伯勞(保育類III)、紅尾鶇、紅尾鶲、紅冠水雞、紅胸鶲、紅隼(保育類II)、紅
鳩、紅領綠鸚鵡、紅嘴黑鵯、紅頭伯勞、唐白鷺(保育類II)、家八哥、家燕、家鵝、栗小鷺、栗尾椋鳥、烏
灰鶇、烏鶲、珠頸斑鳩、粉紅鸚嘴、高蹺鴴、野鴝、野鴿、野鵐、魚鷹(保育類II)、麻雀、喜馬拉雅中杜鵑、
喜鵲、斑文鳥、斑背潛鴨、斑馬鳩、斯氏繡眼、棕三趾鶉、棕沙燕、棕背伯勞、棕扇尾鶯、棕噪眉、琵嘴
鴨、番鵑、短尾鶯、黃小鷺、黃尾鴝、黃眉柳鶯、黃頭扇尾鶯、黃頭鷺、黃鸝(保育類I)、黑枕藍鶲、黑冠
麻鷺、黑腹濱鷸、黑領椋鳥、黑鳶(保育類II)、黑頭文鳥、黑臉鵐、極北柳鶯、葵花鳳頭鸚鵡、遊隼(保育
類II)、鉛色水鶇(保育類III)、綠畫眉、綠鳩、綠簑鷺、綠頭鴨、緋秧雞、翠鳥、翠翼鳩、臺灣竹雞、臺灣
畫眉、臺灣藍鵲(特有種)、蒼鷺、遠東樹鶯、領角鴞(保育類II)、鳳頭蒼鷹(保育類II)、鳳頭潛鴨、寬嘴鶲、
褐色柳鶯、褐頭鷦鶯、樹鵲、樹鷚、磯鷸、繡眼畫眉、藍磯鶇、羅文鴨、鵲鴝、鷹斑鷸、鸕鷀、黃頸黑鷺

哺乳類 臭鼩、白鼻心

爬蟲類
斯文豪氏攀蜥(特有種)、南蛇、雨傘節、眼鏡蛇、斑龜、綠鬣蜥、長尾真稜蜥、多線真稜蜥、麗紋石龍子、
中華鱉、赤背松柏根

兩棲類 貢德氏赤蛙、澤蛙、虎皮蛙、拉都希氏赤蛙、小雨蛙、黑眶蟾蜍
魚類 無紀錄
蝶類 黃裳鳳蝶(保育類III)

底棲生物(

蝦蟹貝類)
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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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盤點

資料來源：「 年度澄清湖周邊環境整建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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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盤點
名稱 保育類/特有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黃鸝 一級保育類
水雉 二級保育類

紅尾伯勞 三級保育類
紅冠水雞 重要指標物種
鳳頭蒼鷹 二級保育類
五色鳥 特有種
翠鳥
樹鵲
小白鷺
中白鷺
大白鷺
家燕
赤腰燕
洋燕

黑枕藍鶲
栗小鷺
黃小鷺
珠頸斑鳩
黑冠麻鷺
夜鷺

極北柳鶯
小彎嘴
灰頭鷦鶯
褐頭鷦鶯
棕沙燕
赤腹鶇
白頭翁
綠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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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 A段棧道設計已有考量橫向生態廊道連續性，但不銹鋼管樑與地面

距離僅5cm，做為部分動物通行空間可能不夠，建議間隔一定距離
向下挖深一壕溝作為生態通道，使設計理念能更加符合生態需求。

2. 既有基礎若為連續性有阻隔情況，應局部拆除確實達到橫向生態廊
道暢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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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 外圍棧道改善部分已有與鳥會溝通討論，初步評估對既有鳥類影

響不大，初步建議避開鳥類繁殖月份（4～8月）與候鳥出沒的高
峰月份（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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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 還地於自然部分，建議可多採喬木、灌木與草本混合複層設計，建

築物表面也建議可以爬藤類植物綠化，皆可增加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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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資料來源：綠化、基地保水、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解說，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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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 微滯洪綠地與微滯洪的雨水花園部分，建議考量未來底部若被細顆

粒泥砂淤塞後，無法透過抽排水系統排水之水體部分，可能無法入
滲變成死水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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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第5點「增加開花型喬木並整理現有植栽 : 檸檬桉、風鈴木」，增加
開花型喬木部分建議盡量採在地原生種。

2.整理既有植栽部分，風鈴木為外來種，若有病蟲害需移除，建議不
再以風鈴木補植。

3.但若有在地需求，可評估部分比例種植非強勢入侵種 (馴化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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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上述第1點「植栽疏植及修剪」部分，需先掌握擬移除或疏植的喬木，
再提出是否可進行移除或疏植。

2.修剪應遵守「高雄市特定紀念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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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部分灌木移除改補植草，建議補回灌木，可增加減碳量。
2.中間分隔欄杆是否可能改以植栽綠籬型式，減少欄杆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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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回填區域皆採用工程廢棄物回填，應審慎評估採用之工程廢棄物是
否會造成二次污染。

2.於回填區域地表，建議補植植栽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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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燈具設置部分，若因環境營造需使用無法避免，建議盡量避免採用
光源為高色溫、光色偏藍的白光照明，降低對生態影響，因為會影
響昆蟲或其他濱溪帶生物（鳥類、蝙蝠）的生活。

2.建議採用低矮的燈具，不用高燈具。
3.如無安全與管理的考量，建議設計為無人為活動期間（夜間11點過
後）關閉照明，減少對生態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