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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 

(一) 工程介紹 

本工程位於彰化縣大城鄉，工程內容為外五間寮排水-增設 1.5cms 閘泵*2

部、抽水站操作機房*1 處、護岸改善長 20 公尺，越堤箱涵長 11.5 公尺 

過湖排水-增設 1.5cms 閘泵*2 部、4W2.5mX2.5m 防潮閘門、抽水站操作機

房*1 處、護岸改善，長 20 公尺、清汙井*1 處，此工程為彰化縣水安全計畫第

六批核定工程，於 110-111 年度預計辦理提報至規劃設計階段、施工及維護管

理階段檢核作業，本計畫現階段已完成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預定工程

範如細部設計平面圖所示圖 3-32、圖 3-33。 

  

圖 3-31 過湖排水預計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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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外五間寮排水工程細部設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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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過湖排水工程細部設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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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資料盤點 

本工程範圍前期生態調查資料，彙整自「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

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

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

系統」及「eBird」等周邊資料、「108-109 年的彰化生態檢核」(2020)條列

如下： 

 表 3-36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鳥類)  
物種 特有

性 
保育
類 

調查 文獻 資料
庫 

物種 特
有
性 

保
育
類 

調查 文獻 資料
庫 

牛背鷺     v 金腰燕     v 

小白鷺   v v v 棕背伯勞     v 

夜鷺 Es  v  v 灰樹鵲     v 

珠頸斑鳩   v  v 草鴞  I   v 

紅鳩   v v v 小燕鷗  II   v 

紅冠水雞   v  v 琵嘴鴨     v 

褐頭鷦鶯   v v v 白冠雞   v  v 

大卷尾 Es    v 大白鷺   v v v 

家燕 Es  v  v 蒼鷺   v  v 

洋燕 Es   v v 小鸊鷉   v  v 

白頭翁   v  v 反嘴鴴   v  v 

灰頭鷦鶯   v  v 赤頸鴨   v  v 

銀鷗     v 小青足鷸   v  v 

白尾八哥
(外) 

    v 
尖尾鴨   

v 
 

v 

青足鷸   v  v 黃頭鷺   v  v 

紅尾伯勞  III   v 埃及聖䴉     v 

磯鷸     v 池鷺     v 

鷹斑鷸   v  v 尖尾濱鷸   v  v 

高蹺鴴   v v v 彩鷸  II v  v 

大濱鷸  III   v 彎嘴濱鷸   v  v 

紅尾鶇     v 黑嘴鷗  II v  v 

鷗嘴燕鷗     v 長趾濱鷸   v  v 

家八哥(外)   v  v 東方大葦
鶯 

  
v 

 
v 

麻雀   v v v 南亞夜鷹   v  v 

紅隼  II   v 小水鴨   v   

闊嘴鷸     v 野鴿(外)   v   

棕沙燕     v 紅胸濱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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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三趾鶉     v 半蹼鷸   v   

斑文鳥    v v 小辮鴴   v   

藍磯鶇     v 白琵鷺   v   

黃尾鴝     v 埃及聖䴉
(外) 

  
v 

  

棕扇尾鶯     v 中白鷺   v  v 

東方黃鶺鴒   v  v       

總計 41 種 9 種 66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

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 e-bird、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E」表特有種；「Es」表特有亞種；「外」表外來種；「V」表調查記錄。 

註 3：(Ⅱ) 珍貴稀有保育類；(Ⅲ) 其他應予保育類 

表 3-37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哺乳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瓶鼻海豚     v 

小抹香鯨     v 

臭鼩   v   

鬼鼠   v   

總計 2 種 0 種 2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

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表 3-38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爬蟲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眼鏡蛇 

 

II 

  

v 

疣尾蝎虎 
  v   

總計 1 種 0 種 1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

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外) 表外來引進種 

表 3-39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兩棲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澤蛙     V 

黑眶蟾蜍     V 

虎皮蛙     V 

盤古蟾蜍     V 

斑腿樹蛙     V 

總計  0 種 5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

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表 3-40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魚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口孵非鯽 
  

v 
  

琵琶鼠   v   

彈塗魚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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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 種 1 種 0 種 

註 1：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外) 表外來引進種 

 

表 3-41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蝦蟹螺貝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臺灣厚蟹     v 

台灣招潮蟹   v v  

窄招潮蟹   v v  

弧邊招潮蟹   v V  

字紋弓蟹   v V  

紅螯螳臂蟹   v v  

總計 5 種 5 種 1 種 

註 1：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外) 表外來引進種 

 

(三) 環境現況評估 

檢核團隊於民國 110 年 8 月 26 日由調查人員進行現場勘查。預定工區

周圍農田、魚塭、草生荒地、窪地等，規劃設計階段環境如圖 3-34、圖 3-35

所示。計畫區計畫區域周遭近海且有許多疑似廢棄農田或魚塭之積水窪

地，故有許多鳥類於此區休憩覓食，堤外亦可見彈塗魚及招潮蟹遍佈沙灘

上，當日紀錄物種以大白鷺、紅鳩數量最多，其他還有褐頭鷦鶯、斑文鳥、

麻雀、白尾八哥、洋燕等常見物種。環境現況照片，如圖 3-36 所示。 



3-64 

 

 
圖 3-34 外五間寮排水工程環境現況圖 

 
圖 3-35 過湖排水工程環境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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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過湖排水改善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 

基

本

資

料 

紀錄日期 110.8.26 填表人 陳宣安 

水系名稱 過湖排水 行政區 彰化縣大城鄉 

工程名稱 過湖排水改善工程 工程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位置座標 N: 2643247.7520 E: 178382.2246 

工程概述 減少周遭農地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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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評分 

水域棲地因子 

水域型態多樣性：出海口位於感潮帶 

23 

水域廊道連續性：受水閘門阻斷上下游流動。 

水質：濁度高 

水體顏色：深綠色 

底質多樣性：砂土不封底 

環境動物豐多度：底棲生物居多 

陸域棲地因子 

護岸型式：為兩側混凝土護岸 

18 

環境動物豐多度：鳥類豐富，有水鳥及一般鄉村常見鳥類。 

溪濱廊道連續性：混凝土為主，有部分濱溪草生地。 

植群分布：有喬木，整體疏散 

陸域棲地多樣性：農耕地、草生地、窪地。 

合計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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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26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上游) 

110/08/26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中游) 

110/08/26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下游) 

   
110/08/26 過湖排水照片 

(上游) 

110/08/26 過湖排水照片(中

游) 

110/08/26 過湖排水照片(下

游) 

圖 3-36 環境現況照片(上:外五間寮排水；下:過湖排水) (規劃設計階段) 

(四) 生態評析 

預定工區具有多種類型的棲地，包含了周邊農耕地、窪地、草生荒地、

渠道內泥灘地等，提供生物棲息與覓食的場所，提供麻雀、紅鳩、臭鼩等

農田常見物種覓食與活動，渠道內草生灘地退潮時會出現，有部分從堤外

進入的螃蟹如弧邊招潮蟹、窄管招潮蟹等活動其中，另外可見泥灘地上有

水鳥行走的腳印。 

此外，周圍除了水泥化的人工結構物外(海堤、路面及高架橋)，周遭的

草生地及窪地，為水鳥提供食物來源以及可躲藏的區域，例如：小白鷺、

夜鷺、大白鷺、高蹺鴴等鳥類。該區域濱海，可能會有過境候鳥選擇窪地

及草生荒地做為休憩的中途站，故本計畫將其定義為中度敏感區。生態評

析彙整表，如表 3-43 所示；環境敏感圖，則如圖 3-37 與圖 3-38。蟹類易路

殺區區域彙整，將作為施工階段工區限速與施工須注意之保育路段，如圖

3-39。 

C B 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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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過湖與外五間寮排水工程生態評析彙整表 

棲地類型 物種利用說明 

草生荒地 
以大花咸豐草、白花牽牛、槭葉牽牛、長柄菊、銀膠菊等植物為主，提供

鳥類、哺乳類、爬蟲類棲息使用或躲藏，例如臭鼩、疣尾蝎虎等。 

草生灘地、窪地 水鳥類與蟹類弧邊招潮蟹、窄管招潮蟹等棲息、躲藏覓食使用。 

農耕地 
隨著農耕地的耕作與休耕，提供鳥類(含保育類)、哺乳類、爬蟲類棲息使用

或躲藏，包含鷺科鳥類、高蹺鴴、臭鼩、疣尾蝎虎等。 

水域環境 
受水閘門阻斷上下游流動、濁度高，多為靜止不流動，底質混凝土封底不

透水。物種為底棲生物居多。 

 

 
圖 3-37 生態敏感圖(外五間寮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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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生態敏感圖(過湖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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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處:108-109 前期計畫與路殺網彙整 

圖 3-39 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蟹類路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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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處:TBN 資料庫、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本計畫彙整 

圖 3-40 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銀合歡移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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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 

本計畫依據前期生態資料、環境現況評估結果，研擬生態保育對策原

則如下： 

1. 護岸設計建議採用多孔隙緩坡護岸，若因防洪需求無法進行緩坡化設

計，則建議部分治理區段坡面上覆土且噴植草種，供周圍鳥類或兩棲

爬蟲動物棲息逃生使用。 

2. 如需施作渠道內工程，建議保留排水渠道內之草生泥灘地，或保持渠

道不封底，待日後自然回復，保留底棲生物的活動區域，因施工擾動

而移動的底棲生物也會慢慢回到渠道內。 

3. 工程周圍之廢棄魚塭或草生荒地為水鳥重要棲息地，且彰化沿海地區

為彰化鳥會關注區域，故建議未來有相關工程施作前務必與當地

NGO 與居民充分溝通，避免後續無謂爭議與負面報導。 

4. 在施工中所產生之廢棄物及廢水、油汙皆須妥善處理，避免汙染環

境。 

5. 有多次台灣厚蟹路殺紀錄，因此建議夜間不施工，避免造成輾壓致死

與干擾繁殖。 

6. 建議施工時移除外來種銀合歡，如圖 3-40。 

7. 建議可使用爬藤類植物如馬鞍藤(原生適生植物)、白花牽牛(原生適生

植物)、爬森藤、槭葉牽牛、三星果藤等進行綠美化，預算需編列後

續年度的維管費用，避免維護不良造成髒亂或植物枯死。 

(六) 研提檢討及建議措施 

本計畫透過與設計單位討論並配合現地情況，研擬各項工程的友善碩

施，逐一分析檢討各項研提措施的可行性。本案研提檢討措施對照表

如表 3-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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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友善措施回應表 

 

生態議題

及 

保全對象 

工程影響分析 生態友善措施 
確認生態

友善措施 

備註 

 

維護既有

底棲生物 

清淤同時避免有底棲生

物無法逃脫、遷移 

〔補償〕出口處局部清淤建議，

採間格距離分段翻鬆淤沙，在移

至乾燥土地，待靜置兩日後再妥

適移置土方堆置區(詳見下圖生

態敏感圖)，以利動物遷移，下

雨時覆蓋避免土石崩坍影響水

域環境 

□納入 

□無法納

入 

 

水域廊道

連續性的

維持 

下游出海口防潮閘門緊

閉，使水體無法與外水交

換 

〔減輕〕下游出海口防潮閘門緊

閉，使水體無法與外水交換，建

議配合潮汐適時在非滿潮時開

啟，讓內外水可以流動，或輪流

開啟內外防潮閘門，以利水體交

換及洄游性生物移動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既有

植生 

土方或機具堆置與施工

期間使用影響既有植被

生長。 

〔減輕〕避免干擾周遭窪地，挖

土機及車輛機具利用既有便道

進出，以避免擾動該處生態棲息 

□納入 

□無法納

入 

 

工區周圍

活動之野

生動物 

施工導致工區車輛出入

頻繁，造成底棲動物被路

殺 

〔迴避〕工區車輛於工區周圍速
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降低底
棲動物遭路殺的可能性(附圖)

盡量迴避路殺點 

□納入 

□無法納

入 

 

河床植被

多樣性 

透水性鋪面並覆土，加速

濱溪植被生長，避免 

[補償]渠底設置透水性鋪面並
覆土，加速濱溪植被生長。 

□納入 

□無法納

入 

 

周圍既有

棲地特性

及多樣性 

周圍多為農耕地，提供生

物不同的環境使用，工程

施作時，包含震動、噪

音、粉塵等皆可能會影響

其覓食與繁殖。 

〔迴避〕避免晨昏施作，上午 8

點前下午 5 點後避免施工，避免

造成台灣厚蟹輾壓致死與干擾

繁殖，與不擾動周遭鳥類、生物

棲息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

棲地 

過湖排水既設橋梁面

板、橋墩打除 
〔減輕〕避免施工廢棄物落入渠

道。 

□納入 

□無法納

入 

 

綠化工區 
建議可使用爬藤類植物

如馬鞍藤(原生適生植
〔補償〕護岸綠美化 

□納入 

□無法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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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白花牽牛(原生適生

植物)、爬森藤、槭葉牽

牛、三星果藤等進行護岸

綠美化 

入 

維護自然

棲地 

水道中區隔工程施作區

域 
〔減輕〕避免施工行為造成下游

水質濁度大幅增加。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

棲地 

未經管理的廢棄物堆置

危害自然棲地 
〔減輕〕廢棄物集中管理，避免

動物誤食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

棲地 

避免大量揚塵造成生態

環境及附近農田之汙染 

〔減輕〕施工期間定時灑水降低

揚塵，民生及施工廢棄物集中處

理，臨時堆置土方以防塵網覆蓋 

□納入 

□無法納

入 

 

施工時需

移除外來

種 

河道兩側有外來種銀合

歡生長，於施工時移除。

除此之外的植被盡量保

留，標示施工範圍外之植

被不擾動 

清除現場雜木及外來種(例:銀

合歡) 

□納入 

□無法納

入 

 

施工管理 

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有

機會牽涉到新的生態課

題。 

〔其他〕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

更，應於變更前通知生態團隊，

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與

評估。 

□納入 

□無法納

入 

 

 

(七) 專家諮詢及 NGO 訪談 

本計畫已透過信件、電訪或訪談方式，請益生態專家及彰化地區關心

環境之 NGO 團體，如張集豪老師、鄭清海老師、彰化鳥會及彰化環境聯盟

施月英老師，並與其討論未來該工程進入規劃設計階段需注意之生態相關

議題，以免誤觸生態地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