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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標 

近年環境及生態保護意識受到重視，民間對水利防洪治理工程與生態環境

關聯之關注與日俱增，工程規劃執行中牽涉環境衝擊與潛在生態等議題，成為現

今水利治理工程面臨的重要課題。為降低轄內淹水或洪水，並提升轄內區域排水

設施排洪整體穩定性，以發揮水利防洪治理工程之效益。 

因此，為避免工程對當地生態造成影響，在辦理各項治理及應急工程時，執

行各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來保障當地生態。期使防洪安全與生態保育並重。除水利

工程治理應考量生態環境基本需求外，同時建立各工程階段所需辦理之生態檢

核準則，並於計畫執行期間針對各生態關注相關議題進行評估，提出相關處理及

改善方法，以期將對生態造成傷害降低到最小。 

1.2 計畫範圍 

本報告主要針對「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車

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軟埤仔溪排水 0K+000~2K+651治理工

程」三件工程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階段性成果進行說明。三項工程計畫範圍分述

如下。 

一、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位於臺中市霧峰區，六股里和

萬豐里兩里之分界，工程施作項目包含約 100 公尺長左右岸之漿砌卵石護岸整

治改善及橋樑改建 1 座(利農橋)，工程預期效益為改善淹水面積概估：約 3 公

頃、保護人口(對象)：約 1000 人。，工程位置詳參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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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圖 

 

1.3 工作項目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

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軟埤仔溪排水 0K+000~2K+651治理工程」三件工程目前

皆為設計階段，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工作項目包含：「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

製」、「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資訊公開評估」、「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可行方案」，

如表 1-1所示。 

表 1-1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內容對照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1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3-1、3-11 

2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資訊公開評估 3-2、3-12 

3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可行方案 3-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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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蒐集 

2.1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一、 區位介紹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霧峰區(如圖 2-1 所示)，鄰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乾溪、烏溪(與本計畫工區相對位置，如圖 2-2 所示)，海拔高度約 77 公尺。

車籠埤排水屬於烏溪水系，為大里溪南岸之排水溝。跨渠構造物改建一覽表如表

2-1所示。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臺中市霧峰區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1,963.3 毫米，

詳細歷年雨量如表 2-2 所示，該計畫區位置與淹水可能影響範圍如圖 2-3 所示。 

 

表 2-1 車籠埤排水跨渠構造物改建一覽表 

排 水 

名 稱 
橋  名 樁 號 

現 況 計 畫 10 年計 

畫水位 

(公尺) 

改建 

原因 橋長 

(公尺) 

梁底高 

(公尺) 

渠寬 

(公尺) 

堤頂高 

(公尺) 

車 

籠 

埤 

排 

水 

無名橋 0k+000 30.03 34.50 
W4×H5.4×5

孔 
-- 34.75 

新建 
閘門 

新埔仔橋 0k+300 14.04 34.65 21.0 35.25 34.75 
橋長及梁底
高不足 

新福橋 0k+651 15.68 36.55 19.0 37.30 36.80 
橋長及梁底
高不足 

四德九鄰
橋 2k+000 10.14 42.05 15.0 42.81 42.31 

橋長及梁底
高不足 

北阡二橋 3k+718 
14.86 

(斜交橋) 
50.21 11.5 52.11 51.61 梁底高不足 

無名橋 3k+837 12.16 50.88 11.5 52.54 52.04 梁底高不足 

無名橋 6k+986 8.84 71.55 8.0 72.97 72.47 梁底高不足 

利農橋 7k+172 13.85 72.39 13.0 73.79 73.29 梁底高不足 

無名橋 8k+100 4.97 80.17 5.0 80.83 80.33 梁底高不足 

*注：紅框處為本次計畫之改建橋梁。 

 

表 2-2 臺中市霧峰區歷年雨量表(單位：毫米)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 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105 225.0  31.5  211.5  197.0  90.0  433.5  243.5  232.5  209.0  21.0  70.5  13.5  1978.5  

106 5.5  17.0  59.0  141.0  113.0  1189.5  435.5  141.0  78.0  67.0  22.5  16.5  2285.5  

107 119.0  39.5  31.0  36.0  128.0  265.0  416.0  544.5  27.0  10.0  16.5  1.0  1633.5  

108 14.0  10.5  158.5  108.0  534.5  612.0  179.5  722.0  155.0  20.5  0.0  104.0  2618.5  

109 27.0  1.0  44.0  62.0  383.5  171.5  131.0  335.0  109.0  0.5  2.5  33.5  1300.5  

平均 78.1  19.9  100.8  108.8  249.8  534.3  281.1  395.0  115.6  23.8  22.4  33.7  1963.3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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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車籠埤排水計畫範圍圖 

 

 
圖 2-2 車籠埤排水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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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車籠埤排水計畫區淹水可能影響範圍圖 

 

二、 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成果 

本計畫參照「2018台中市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設計階段)」(臺中市水利局，2018)生態調查報告進行文獻盤點，範圍如圖 2-4

所示。資料庫生態資源盤點自「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e-bird」、「生態調

查資料庫系統」、「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河川環境資料庫」盤點

工區周圍半徑 200公尺範圍內水陸域生態資料，與本季次預定治理區含鄰近範

圍陸域動物及水域生態物種說明如表 2-3~表 2-8 所示。 

本計畫於民國 110年 9 月 10 日完成水陸域生態調查，調查結果也彙整於

表 2-3~表 2-8 所示，本次調查鳥類部分於文獻亦有發現(佔 44%)，主要組成以

白頭翁、麻雀、斑文鳥等都市常見鳥類。外來種種類有逐漸上升之傾向，如綠

頭鴨、喜鵲、家八哥及白尾八哥等。哺乳類部分發現臭鼩與荷氏小麝鼩，推測

其於周邊住宅與淺山區活動頻繁。爬蟲類於水域調查到中華鱉，陸域僅發現疣

尾蝎虎。魚類部分則調查到鉤鯰(大鬍子異形)、尼羅口孵非鯽與豹紋翼甲鯰等

外來種，其中鉤鯰(大鬍子異形)為新興外來種，對其習性、覓食、危害程度等

資訊尚未清楚掌握，須加以清除及關注。各物種調查結果如表 2-3~表 2-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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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本工程位處人為活動範圍內，自然度相對低，水質主要受家庭廢水污染日

趨嚴重，再者上述外來種（甲鯰類、雜交口孵魚）生長勢強，將造成計畫河段

水域生物生存壓力與日俱增。 

 

表 2-3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哺乳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東亞家蝠   ✓ 高頭蝠   ✓ 

臭鼩 ✓  ✓ 荷氏小麝鼩 ✓   

總計 2種 無紀錄 3種 

 
表 2-4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爬蟲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中華鱉 ✓ ✓  斑龜  ✓  

斯文豪氏攀蜥  ✓  鉤盲蛇   ✓ 

南蛇   ✓ 疣尾蝎虎 ✓   

總計 2種 3種 2種 

 
表 2-5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蜻蜓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短腹幽蟌 ✓   弓背細蟌 ✓ ✓  

脛蹼琵蟌 ✓ ✓  海神弓蜓 ✓   

青紋細蟌 ✓ ✓  侏儒蜻蜓 ✓   

霜白蜻蜓 ✓ ✓  杜松蜻蜓 ✓   

樂仙蜻蜓 ✓       

總計 9種 4種 無紀錄 

 

表 2-6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魚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巴氏銀鮈(I)(CR)  ✓  粗首馬口鱲 ✓ ✓  

高體鰟鮍(NNT)  ✓  尼羅口孵非鯽(外) ✓ ✓  

鯉 ✓ ✓  蟾鬍鯰  ✓  

革條田中鰟鮍  ✓  豹紋翼甲鯰(外) ✓ ✓  

黃鱔  ✓  臺灣石𩼧 ✓   

唇䱻 ✓   高身小鰾鮈 ✓   

明潭吻鰕虎 ✓   何氏棘䰾 ✓   

鉤鯰（外） ✓   短吻紅斑吻鰕虎 ✓   

總計 11種 9種 無紀錄 

保育類：(I)、(II)、(III)。外來種：(外)。CR、NNT：接近受脅(紅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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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鳥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臺灣八哥(II)   ✓ 南亞夜鷹  ✓ ✓ 

叉尾雨燕   ✓ 洋燕 ✓  ✓ 

大白鷺   ✓ 紅尾伯勞(III)   ✓ 

大卷尾  ✓  ✓ 紅冠水雞  ✓ ✓ 

大冠鷲(II)   ✓ 紅鳩 ✓ ✓ ✓ 

小白鷺 ✓ ✓ ✓ 紅嘴黑鵯 ✓  ✓ 

小雨燕   ✓ 家八哥(外) ✓ ✓ ✓ 

小環頸鴴   ✓ 家燕 ✓ ✓ ✓ 

小彎嘴 ✓  ✓ 珠頸斑鳩 ✓ ✓ ✓ 

山紅頭   ✓ 粉紅鸚嘴   ✓ 

五色鳥 ✓  ✓ 野鴿   ✓ 

北方中杜鵑   ✓ 麻雀 ✓ ✓ ✓ 

台灣竹雞   ✓ 斑文鳥 ✓  ✓ 

白尾八哥(外) ✓ ✓ ✓ 棕沙燕  ✓ ✓ 

白腰文鳥   ✓ 棕扇尾鶯   ✓ 

白腹鶇   ✓ 番鵑   ✓ 

白頭翁 ✓ ✓ ✓ 黃頭鷺 ✓  ✓ 

白鶺鴒 ✓ ✓ ✓ 黑枕藍鶲 ✓  ✓ 

灰面鷲(II)  ✓ ✓ 黑冠麻鷺   ✓ 

灰頭鷦鶯 ✓ ✓ ✓ 綠繡眼  ✓ ✓ 

赤腰燕 ✓  ✓ 翠鳥 ✓  ✓ 

夜鷺  ✓ ✓ ✓ 鳳頭蒼鷹(II)   ✓ 

東方毛腳燕   ✓ 褐頭鷦鶯 ✓ ✓ ✓ 

東方黃鶺鴒   ✓ 樹鵲  ✓  ✓ 

東方鵟(II)   ✓ 橙頰梅花雀(外)   ✓ 

領角鴞(II)  ✓  黃嘴角鴞(II)  ✓  
綠頭鴨(外) ✓   斯氏繡眼 ✓  ✓ 

喜鵲(外) ✓   小啄木 ✓  ✓ 

 總計 27 種 19種 52種 

保育類：(I)、(II)、(III)。外來種：(外)。NNT：接近受脅(紅皮書) 

 

表 2-8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鳥類盤點表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6 36 9 51 

屬數 7 71 34 112 

種數 8 96 40 144 

生長習性 

草本 7 45 36 88 

喬木 0 22 3 25 

灌木 0 11 0 11 

藤本 1 18 1 20 

屬性 

原生(不含特有) 8 40 20 68 

特有 0 2 1 3 

歸化 0 45 15 60 

栽培 0 9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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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車籠埤排水文獻盤點範圍圖 

三、 現地勘查 

現地勘查時間為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預定治理區為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

下游，治理工程為約 100 公尺長左右岸之漿砌卵石護岸整治改善及利農橋改建

工程。計畫區水域型為淺流及岸邊緩流，水色偏黃綠色，底質為泥沙與卵礫石。

周圍陸域棲地類型主要為草生荒地、淺山闊葉林、濱溪帶等。7K+172 處利農橋

處周圍紀錄有大型喬木。另排水緊鄰民宅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整體

而言屬人為擾動頻繁區域，計畫區周邊環境現況如圖 2-5 所示。 

 

 
圖 2-5 車籠埤排水計畫區周邊環境現況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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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工程生態檢核階段性成果 

3.1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一、 生態檢核成果說明 

(一)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1. 資料蒐集 

本計畫盤點工程及周圍半徑 200 公尺範圍內水陸域生態資料，參考自「2018

台中市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設計階段)」(臺中市水利

局，2018)生態調查報告進行文獻盤點，以及「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e-bird」、

「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河川環境資料庫」

等周邊地區之相關生態資料進行生態資料盤點，加以了解土地利用現況以及當

地是否存在保全物種，如保育類、特有種等。再將本季次生態調查成果進行資料

彙整，藉以探討物種與棲地間之連結與重要性，做為生態敏感圖繪製時參考之重

要依據。 

2. 生態評析 

依據生態資料盤點及現場勘查、生態盤點資料結果進行生態評析，周圍雖多

數為住宅區及工廠，人為擾動頻繁，但渠道有豐富濱溪帶，可提供當地鳥類或是

水鳥棲息，有潛在生態價值，此外，兩岸有少數喬木，亦可提供當地鳥類使用棲

息。依據生態資料盤點及現場勘查結果進行生態評析，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生態評析表 
棲地類型 敏感性 物種利用說明 

草生荒地 中度敏感區 計畫區鄰近之草生荒地可提供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躲藏外，亦是斑文

鳥、褐頭鷦鶯、灰頭鷦鶯棲息場所。 

淺山闊葉林 高度敏感區 經林務局提供之圖層，計畫區鄰近之淺山闊葉林區除為石虎潛在棲地，亦

可提供樹棲型鳥類(如：五色鳥、紅嘴黑鵯等)主要棲息場所。 

果園 低度敏感區 果園中栽植之果樹可提供小彎嘴覓食，或樹鵲、黑枕藍鶲棲等鳥類棲息使

用。 

濱溪帶 中度敏感區 計畫區濱溪帶除可提供水中生物躲藏之場域外，亦可提供親水性鳥類如小

白鷺、黃頭鷺覓食或棲息之區域。 

水域環境 中度敏感區 然經生態資料盤點，車籠埤排水曾紀錄有巴氏銀鮈，其喜歡棲息於水質透

明度不高，水生植物群集之緩流區或靜止水域，故經判斷預定治理計畫區

可能為巴氏銀鮈潛在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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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車龍埤排水存在許多台灣特有種如臺灣石𩼧、高身小鰾鮈、粗首馬

口鱲等魚類，提供其良善生存空間。 

 

本計畫訪談針對巴氏銀鮈之課題，訪談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研究組林

文隆組長，以及亞州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張筱筠老師(訪談記錄如附錄

四)。由訪談內容可知，車籠埤排水發現之巴氏銀鮈原應生活在上游農灌區，可

能是因為大雨從灌渠被沖進車籠埤排水，沿排水往下游移動，於適合生存水域環

境停留棲息。下游 1K+700 處發現巴氏銀鮈應為從上游往下游移動的，故針對本

次計畫區域進行生態調查。經本次調查，計畫河段目前無發現巴氏銀鮈，表示可

能目前計畫河段暫無適合巴氏銀鮈生存之棲地，建議後續可透過不封底、局部營

造緩流與水草區，營造適合巴氏銀鮈之棲地。 

3. 敏感圖繪製 

軟埤仔溪排水 0K+000~2K+651 治理工程如圖 3-1 所示，因渠道兩岸有豐富

的次生林、草生地及私人果園(人工林)，故定義為中度敏感區。 

二、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資訊公開 

(一) 對策研擬 

依據生態資料盤點及現場勘查結果進行工程影響預測，針對未來工程施作

時可能引起之生態異常進行說明，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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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車籠埤排水生態敏感圖 

表 3-2 車籠埤排水工程影響預測表 

生態議題 工程影響預測分析 生態保育措施對策原則 

是否阻斷溪流

上下游縱向連

結性 

堤防施工若影響渠

道內流量會間接影

響下游生物棲息

地，根據文獻盤

點，本案工程下游

區域曾有一級保育

類巴氏銀鮈記錄，

須注意施工工法勿

橫斷水流影響下游

生態。 

建議採半半施工，避免直接橫斷水流

影響下游流量，保留縱向廊道連續

性。 

是否阻斷動物

水陸域間橫向

通道 

排水右側緊鄰民

宅，然上游區之草

生荒地，排水左側

之果園等皆可能為

當地兩棲爬蟲類棲

息場域，若工程施

作未考量生物往返

水陸域間的通道，

可能造成野生動物

不小心掉入排水，

導致受困無法逃

生。 

1. 因兩側護岸已有混擬土護岸或漿

砌石護岸，建議評估是否以補強

受損處或加高方式整建，進而達

到計畫區防洪標準。 

2. 若因防洪需求需新設護岸，建議

於上游匯流口處或下游終點處之

左岸設置斜坡式動物通道，以利

當地動物使用，如龜鱉類、爬蟲

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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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 工程影響預測分析 生態保育措施對策原則 

 
是否影響周圍

既有棲地特性

及多樣性 

1. 排水兩側之濱溪

帶可提供水中生

物、爬蟲、親水

性鳥類棲息躲藏

之場所。 

2. 根據文獻盤點，

本案工程下游區

域曾有一級保育

類巴氏銀鮈記

錄。經 110/06/30

勘查，本案工程

多為緩流區域、

砂質地形，可能

為巴氏銀鮈潛在

棲地，未來工程

若有擾動或是河

道整理皆可能對

其造成影響。 

3. 根據本次調查，

於工區內發現鬍

子異形，屬甲鯰

科，因其特殊的

覓食行為，將使

許多原生魚類的

受精卵被攝食

外，另外推測亦

有可能對臺灣原

生淡水魚類在棲

息空間上有所排

擠，然而目前對

於鬍子異形之生

殖期長短、頻

率、孵化率與其

對社會經濟的損

失是否另有其他

嚴重的威脅，尚

未有明確之研

究，因此對本物

種須持續進行監

測與移除工作。 

1. 排水兩側之濱溪帶建議評估保留，

若因河道整治或防洪需求擾動，建

議至少保留計畫工程上游匯流口處

之濱溪帶，以作為未來工程施作

時，動物暫時棲息或利用之場所。 

 
2. 根據生態資料盤點，計畫區排水記

錄有班龜、中華鱉等，建議可部分

拋置局部塊石於河床，增加水域棲

地環境之變化，亦可提供龜鱉停棲

使用。 

 
3. 經訪談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林文

隆組長及亞州大學張筱筠老師，提出

巴氏銀鮈主要應生存於上游埤塘，透

過灌渠進入車籠埤排水往下游移動，

過去曾於本次工區(7K+140~7K+240)

下游(1K+700)處發現巴氏銀鮈。因

此，計畫區域也有可能為巴氏銀鮈棲

地或潛在利用棲地。由本次調查結

果，目前暫無發現巴氏銀鮈，但因計

畫區域有可能為巴氏銀鮈的潛在利用

棲地，建議可納入規劃設計之生態友

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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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 工程影響預測分析 生態保育措施對策原則 

 (1) 建議應於施工前進行在地原生種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等)之人

工移置，並盡可能以避免渠底擾動

之為原則進行規劃設計，迴避擾動

水域現況破壞巴氏銀鮈可能的潛在

利用棲地。 

(2) 於計畫區域左岸農試所之公有地

(如下圖)，挖掘埤塘引入車籠埤排

水的水流，供水域生物棲息或洪水

期間避難利用。巴氏銀鮈所需水深

約 60~80 公分即可，可於挖掘埤

塘放入漂浮性的原生水生植物，提

供其產卵環境。(經 110年 12月 9

日工作會議結論，埤塘施設可能有閘

門管理問題，職閘門啟閉若發生問

題，可能造成淹水問題。評估不進行

施作)。 

  
(3) 建議應朝渠道不封底，局部營造適

合巴氏銀鮈的緩流與水草區之水域

棲地，做為未來巴氏銀鮈從上游往

下游移動時，可停留生存之棲地。 

(4) 渾水應避免直接排入水域，應設置

沉沙池避免造成水質混濁。 

4. 若鬍子異形於台灣大規模爆發，將

嚴重影響既有水域生物之組成，為

防堵其蔓延須根除以防後患，廠商

若因施工需求於施工前斷水，建議

將工區內原生種魚類打撈至合適地

點(建請專家指導)，並趁機清除非

原生種魚類，如鬍子異形、翼甲鯰

雜交魚等，以維護車籠埤水域環境

之生態多樣性，過程須編列經費，

預計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本工項，成

員 5 人，耗時 2天，每人 2000 元 

(視實際情形調整)。 

 

 

(二) 資訊公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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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分別於民國 110 年 8 月 5日與 9月 22日辦理 2 次工作會議；10 月 6

日辦理水利署審查會議，並將生態調查成果資料一併公布於中央寄存所(網址：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84ge4f)。 

三、 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 

(一)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本計畫針對工程進行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其優點為方便快速填寫，缺點為

無法完整記錄生態檢核執行過程，故本團隊為使檢核紀錄資訊更臻完善，參考集

水區治理工程相關檢核表並針對規劃設計階段擬定附表，以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自評表為主表，輔以附表之方式，使公共工程不同生命週期檢核紀錄更加完善如

表 3-3、表 3-4所示。 

(二) 保育措施建議與溝通討論 

針對本計畫工程區域初步提出之生態保育措施及建議方案：兩側護岸建議

評估是否以補強受損處或加高方式整建、若因防洪需求需新設護岸，建議於上游

匯流口處或下游終點處之左岸設置動物逃生通道、排水兩側之濱溪帶建議評估

保留、拋置局部塊石於河床，增加水域棲地環境之變化、於施工前進行人工移置，

並盡可能以避免渠底擾動之為原則進行規劃設計，迴避擾動水域現況破壞巴氏

銀鮈既有棲地、左岸農試所之公有地，挖掘埤塘引入車籠埤排水的水流，並放入

漂浮性的原生水生植物，提供巴氏銀鮈產卵環境。本計畫已將初步建議之友善措

施建議，以有善措施回應表(如表 3-5所示)方式提供予施工廠商。後續將透過與

規劃設計單位多次討論溝通，確認哪些生態保育措施可以納入規劃設計方案，以

及應於施工階段確實注意落實。 

(三) 自主檢查表研擬 

本計畫初步擬定施工階段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以便工程進入施工

階段協助施工廠商快速掌握生態友善重點，並確實於每個月請廠商勾稽、拍照記

錄回傳友善措施落實情形，於工程進度每 20%時至現場稽核。為目前初步研擬

的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後續需根據與規劃設計單位以表 3-6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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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回應表反覆討論後，確認可納入之生態友善措施後，才能進行施工階段生態

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之定稿。 

 
表 3-3 車籠埤排水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

程 
設計單位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 點 ：臺中市霧峰區 

車籠埤排水 7K+140~7K+240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工程目的 
(1) 約 100 公尺長左右岸之漿砌卵石護岸整治改善 

(2) 橋樑改建 1 座(利農橋)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車籠埤排水 7K+140~7K+240 護岸整治及橋梁改建。 

預期效益 
1、改善淹水面積概估：約 3 公頃。 

2、保護人口(對象)：約 1000 人。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

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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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參與人員詳見附表 1 之生態團隊組成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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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銀鮈(I)(CR)、鬍子異形(外)、翼甲鯰雜交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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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乾溪、淺山闊葉林 

□否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

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詳見附表 1 之工程生態評析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

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根據生態資料盤點及棲地評估進行工程與生態之評析，並以迴

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研擬相關生態保育對策，詳見附表 1 之生

態保育對策研擬。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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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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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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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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

項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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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參與人員詳見附表 1 之生態團隊組成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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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生態文獻及資料庫蒐集、本計畫生態調查一季次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附表 1 之棲地環境評估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

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詳見附表 1 之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否 

四、 

民眾參與 

NGO 訪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上傳相關資訊至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f51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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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參與人員詳見附表 1 之生態團隊組成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

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詳見附表 1 之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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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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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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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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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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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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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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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

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

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表 3-4 車籠埤排水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附表 1 

工程名稱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

改善治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9月 1日 

評析報告是 

否完成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位/職

稱、學歷/專業資歷、專長、參與勘查事項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本計劃工作執行項目 

劉建榮 副主任 
逢甲大學土木及水利

工程研究所博士 

水利防災、環境管理

規劃、生態檢核 

計畫督導、 

控管及協調 

楊文凱 助理研究員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博士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 生態調查 

辛為邦 專案經理 
逢甲大學土木及水利

工程研究所碩士 
水文觀測、生態檢核 計畫督導及整合 

蘇  皜 專案經理 
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

系碩士 

生態調查、棲地評估、

生態檢核 
現地調查、基本資料蒐集彙整 

江鴻猷 專案經理 中興大學森林系碩士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 現地調查、基本資料蒐集彙整 

陳凱偉 專案經理 
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

技術學系碩士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 現地調查、基本資料蒐集彙整 

郭仲文 專案經理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

系碩士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 現地調查、基本資料蒐集彙整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 2020年度臺中市治理工程工作計畫書「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 2018台中市霧峰區車籠埤排水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設計階段) 

⚫ 本計畫調查結果 

物種文獻及資料庫盤點： 

A. 鳥類：臺灣八哥(II)、南亞夜鷹、叉尾雨燕、洋燕、大白鷺、紅尾伯勞(III) 、大卷尾、紅冠水

雞、大冠鷲(II)、紅鳩、小白鷺、紅嘴黑鵯、小雨燕、家八哥(外)、小環頸鴴、家燕、小彎嘴、珠

頸斑鳩、山紅頭、粉紅鸚嘴、五色鳥、野鴿、北方中杜鵑、麻雀、台灣竹雞、斑文鳥、白尾八哥

(外)、棕沙燕、白腰文鳥、棕扇尾鶯、白腹鶇、番鵑、白頭翁、黃頭鷺、白鶺鴒、黑枕藍鶲、灰面

鷲(II)、黑冠麻鷺、灰頭鷦鶯、綠繡眼、赤腰燕、翠鳥、夜鷺、鳳頭蒼鷹(II)、東方毛腳燕、褐頭鷦

鶯、東方黃鶺鴒、樹鵲、東方鵟(II)、橙頰梅花雀(外)、領角鴞(II)、黃嘴角鴞(II)。 

B. 哺乳類：東亞家蝠、高頭蝠。 

C. 爬蟲類：中華鱉、斑龜、斯文豪氏攀蜥、鉤盲蛇、南蛇。 

D. 魚類：巴氏銀鮈(I)(CR)、粗首馬口鱲、高體鰟鮍(NNT)、尼羅口孵非鯽(外)、鯉、蟾鬍鯰、革條田

中鰟鮍、豹紋翼甲鯰、黃鱔。 

本計畫生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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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鳥類：綠頭鴨、大卷尾、斑文鳥、麻雀、白尾八哥、家八哥、赤腰燕、洋燕、褐頭鷦鶯、灰頭鷦

鶯、斯氏繡眼、黑枕藍鶲、樹鵲、喜鵲、小彎嘴、紅嘴黑鵯、白頭翁、白鶺鴒、五色鳥、小啄木、

紅鳩、珠頸斑鳩、黃頭鷺、小白鷺、夜鷺、翠鳥。 

B. 哺乳類：臭鼩、荷氏小麝鼩。 

C. 爬蟲類：疣尾蝎虎、中華鱉。 

D. 魚類：臺灣石𩼧、鯽、唇䱻、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何氏棘䰾、翼甲鯰雜交魚(外)、鉤鯰（大

鬍子異形）(外)、雜交口孵非鯽(外)、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虎。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A. 關注物種: 巴氏銀鮈(I)(CR)、鬍子異形(外)、翼甲鯰雜交魚(外) 

B. 現地環境描述： 

現地勘查時間為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預定治理區為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治理工程為約

100 公尺長左右岸之漿砌卵石護岸整治改善及利農橋改建工程。計畫區水域型為淺流及岸邊緩流，

水色偏黃綠色，底質為泥沙與卵礫石。周圍陸域棲地類型主要為草生荒地、淺山闊葉林、濱溪帶

等。7K+172處利農橋處周圍紀錄有大型喬木。另排水緊鄰民宅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整體而言屬人為擾動頻繁區域。 

C. 棲地環境分析： 

棲地類型 敏感性 物種利用說明 

草生荒地 中度敏

感區 

計畫區鄰近之草生荒地可提供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躲藏外，亦是斑文鳥、

褐頭鷦鶯、灰頭鷦鶯棲息場所。 

淺山闊葉

林 

高度敏

感區 

經林務局提供之圖層，計畫區鄰近之淺山闊葉林區除為石虎潛在棲地，亦可

提供樹棲型鳥類(如：五色鳥、紅嘴黑鵯等)主要棲息場所。 

果園 低度敏

感區 

果園中栽植之果樹可提供小彎嘴覓食，或樹鵲、黑枕藍鶲棲等鳥類棲息使

用。 

濱溪帶 中度敏

感區 

計畫區濱溪帶除可提供水中生物躲藏之場域外，亦可提供親水性鳥類如小

白鷺、黃頭鷺覓食或棲息之區域。 

水域環境 中度敏

感區 

然經生態資料盤點，車籠埤排水曾紀錄有巴氏銀鮈，其喜歡棲息於水質透明

度不高，水生植物群集之緩流區或靜止水域，故經判斷預定治理計畫區可能

為巴氏銀鮈潛在棲地。經調查車龍埤排水存在許多台灣特有種如臺灣石𩼧、

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等魚類，提供其良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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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車籠埤排水友善措施回應表（初步建議） 

 

生態議題 工程影響分析 生態友善措施 
確認生態 

友善措施 

備註 

(無法納入之原因說明) 

縱向連 

結性 

堤防施工若影響渠道內流量會間接影響

下游生物棲息地，根據文獻盤點，本案工

程下游區域曾有一級保育類巴氏銀鮈記

錄，須注意施工工法勿橫斷水流影響下

游生態。 

減輕：建議採半半施工，避免直接橫斷水

流影響下游流量，保留縱向廊道連續性。 

■納入 

□無法納入 
 

橫向連 

結性 

排水上游左岸之草生荒地與果園，可能為當

地兩棲爬蟲類棲息場域，若工程施作未考量

生物往返水陸域間的通道，可能造成野生動

物無法順利至水邊喝水，或不小心掉入排水

受困無法逃生之問題。 

減輕：兩側護岸已有混擬土護岸或漿砌石護岸

之部分，且既有基礎強度足夠條件下，建議不

拆除重建，以補強受損處或加高方式整建，以

達到計畫區防洪標準。 

□納入 

■無法納入 

因既有護岸與防洪標準高度

相差甚多，故仍以拆除重建型

式較能符合現況需求。 

補償：若因防洪需求需新設護岸，建議於上游

匯流口處，或下游終點處之左岸(右岸皆為民

宅不適合)，設置緩坡式的動物通道，以利當

地動物至河邊喝水或逃生使用。 

■納入 

□無法納入 
 

植被 

保全 

全河道兩側濱溪帶多以旋花科及禾本科等草

種植物組成，可提供水中生物、爬蟲、親水

性鳥類棲息躲藏場所，若施工擾動，將影響

其棲息或活動空間。 

減輕：至少保留工程上游匯流口處濱溪帶之草

本植披，作為五色鳥、紅冠水雞等濱溪帶動物

之棲息或利用場所。 

■納入 

□無法納入 
 

水域 

環境 

計畫河段有班龜(歷史記錄)與中華鱉(歷史記

錄、本計畫調查)，渠道中的石塊或高於水面

之灘地，為龜鱉類喜歡停棲使用之棲地環境。

施工若有擾動既有河道，可能會對其造成影

響。 

減輕：施工若有擾動既有河道，建議於無影響

防洪的前提下，應於施工後規劃局部拋置塊石

於河床，增加水域棲地環境變化，提供龜鱉停

棲使用。 

■納入 

□無法納入 
 

本案工程下游區域曾有一級保育類巴氏銀鮈

記錄。經現場勘查後，本案工程多為緩流區

域、砂質地形，也有可能為巴氏銀鮈的潛在

棲地，未來工程若有擾動或河道整理皆可能

迴避：既有河道現況水域環境有可能為巴氏銀

鮈的潛在棲地，建議盡可能以避免渠底擾動之

為原則進行規劃設計，迴避擾動水域現況，破

壞巴氏銀鮈可能的潛在利用棲地。 

■納入 

□無法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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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 工程影響分析 生態友善措施 
確認生態 

友善措施 

備註 

(無法納入之原因說明) 

對其造成影響。 補償：工程若有擾動或河道整理，後續規劃建

議渠道不封底，局部營造適合巴氏銀鮈的緩流

與水草區之水域棲地，做為未來巴氏銀鮈從上

游往下游移動時，可停留生存之棲地。 

□納入 

■無法納入 

目前改善區域僅 100公尺，並

未針對渠底營造緩流區，僅針

對護岸進行改善。 

減輕：渾水應避免直接排入水域，應設

置沉沙池避免造成水質混濁。 

■納入 

□無法納入 
 

根據本次調查，於工區內發現鬍子異形，其

特殊覓食行為，將使許多原生魚類的受精卵

被攝食，目前對於鬍子異形之生殖期長短、

頻率、孵化率與其對社會經濟的損失是否另

有其他嚴重的威脅，尚未有明確之研究，因

此對本物種須持續進行監測與移除工作。 

減輕：建議可於施工前斷水期間，以人工方式

進行在地原生種之人工移置，並趁機清除外來

種魚類(如鬍子異形、翼甲鯰雜交魚)，以利後

續車籠埤水域環境生態多樣性的發展。 

■納入 

□無法納入 
 

施工影響 

工區緊鄰民宅，施工中的噪音將影響當地居

民生活。 
減輕：避免產生突發性高分貝聲響。 

■納入 

□無法納入 
 

施工期間人為活動，於生態環境有一定程度

之擾動。 

減輕：建議避免於晨昏時段野生動物活動旺盛

期間施工，應於 8：00至 17：00時段施工為

宜 

■納入 

□無法納入 
 

工程廢棄物有動物誤食、汙染環境等風險，

影響既有野生動物生存環境。 

減輕：施工期間將民生及工程廢棄物集中，並

每日帶離現場，避免吸引流浪犬貓於工區附近

駐留，對在地野生動物造成壓力。 

■納入 

□無法納入 
 

施工車輛進出頻繁，增加野生動物路殺風險。 

減輕：建議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

30公里以下。並於施工計畫書或設計圖說上，

註明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

以下。 

■納入 

□無法納入 
 

施工便道可能破壞既有棲地，對生態環境造

成影響。 

減輕：施工便道建議應優先使用既有道路或裸

露地環境，以干擾最少範圍為原則劃設，避免

工程擾動施工邊界外之區域。 

■納入 

□無法納入 
 

縮小：若需新闢施工便道，建議應盡可能縮小

施工便道寬度，減少對周邊生態環境之影響。 

■納入 

□無法納入 
 

減輕：施做工區(含施工便道)應提前擾動，使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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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 工程影響分析 生態友善措施 
確認生態 

友善措施 

備註 

(無法納入之原因說明) 

動物離開該區域後再進行工程施做(含施工便

道)。 

□無法納入 

減輕：施工區域與周邊自然環境間應設置圍

籬，降低野生動物誤入施工區域之機率。 

■納入 

□無法納入 
 

減輕：施工車輛運行易產生揚塵，建議針對施

工道路進行灑水或其他方式降低揚塵量。 

■納入 

□無法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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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車籠埤排水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初稿) 

工程：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設計/監造單位：睿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生態檢核單位：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是 不足 否 

1 

是否於上游匯流口處，或下游終點

處之左岸(右岸皆為民宅不適合)，設

置緩坡式的動物通道，以利當地動

物至河邊喝水或逃生使用。 

    

2 

是否保留工程上游匯流口處濱溪帶

之草本植披，作為五色鳥、紅冠水

雞等濱溪帶動物之棲息或利用場

所。 

    

3 

是否於施工後規劃局部拋置塊石於

河床，增加水域棲地環境變化，提

供龜鱉停棲使用。 

    

4 

既有河道現況水域環境有可能為巴

氏銀鮈的潛在棲地，是否有以避免

渠底擾動之為原則進行規劃設計，

迴避擾動水域現況，破壞巴氏銀鮈

可能的潛在利用棲地。 

    

5 

是否於施工前斷水期間，以人工方

式進行在地原生種之人工移置，並

趁機清除外來種魚類(如鬍子異形、

翼甲鯰雜交魚)，以利後續車籠埤水

域環境生態多樣性的發展。 

    

6 是否避免產生突發性高分貝聲響。     

7 

是否避免於晨昏時段野生動物活動

旺盛期間施工。(應於 8：00至 17：

00時段施工為宜) 

    

8 

施工期間是否將民生及工程廢棄物

集中，並每日帶離現場，避免吸引

流浪犬貓於工區附近駐留，對在地

野生動物造成壓力。 

    

9 

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是否小於

每小時 30公里。並於施工計畫書或

設計圖說上，註明施工車輛於工區

周圍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 

    

10 

施工便道是否優先使用既有道路或

裸露地環境，以干擾最少範圍為原

則劃設，避免工程擾動施工邊界外

之區域。 

    

11 

若需新闢施工便道，是否盡可能縮

小施工便道寬度，減少對周邊生態

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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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做工區(含施工便道)是否提前擾

動，使動物離開該區域後再進行工

程施做(含施工便道)。 

    

13 

施工區域與周邊自然環境間是否設

置圍籬，降低野生動物誤入施工區

域之機率。 

    

14 
施工道路是否進行灑水或其他方式

降低揚塵量。 

    

備註： 

1.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填表時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區域內生態環境變化 

2.如有生態異常狀況請聯繫主辦機關及生態團隊 

3.自主檢查填寫時間請施工單位每個月定期填寫，本表格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15 

是否將民生及工程廢棄物集中，並

每日帶離現場，避免吸引流浪犬貓

於工區附近駐留，對在地野生動物

造成壓力。 

    

備註： 

1.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填表時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區域內生態環境變化 

2.如有生態異常狀況請聯繫主辦機關及生態團隊 

3.自主檢查填寫時間請施工單位每個月定期填寫，本表格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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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植物名錄 

蕨類植物 

木賊科 Equisetaceae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腎蕨科 Nephrolepidaceae 腎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 C. Presl 

鳳尾蕨科 Pteridaceae 鐵線蕨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var. capillus-veneris L. 

 箭葉鳳尾蕨 Pteris ensiformis Burm. 

 鱗蓋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L.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密毛小毛蕨 Christella parasitica (L.) Lév 

蹄蓋蕨科 Athyriaceae 過溝菜蕨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aceae 毛蓼 Persicaria barbata var. barbata (L.) H.Hara 

 紅辣蓼 Persicaria glabra (Willd.) M. Gómez 

 白苦柱 Polygonum lanatum Roxb. 

馬齒莧科 Portulacaceae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 

 毛馬齒莧 Portulaca pilosa L. pilosa L. 

土人參科 Talinaceae 土人參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落葵科 Basellaceae 洋落葵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莧科 Amaranthaceae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蓮子草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野莧菜 Amaranthus viridis L.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L. 

 假千日紅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仙人掌科 Cactaceae 三角柱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itton & Rose 

樟科 Lauraceae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胡椒科 Piperaceae 草胡椒 Peperomia pellucida (L.) Kunth 

番木瓜科 Caricaceae 番木瓜 Carica papaya L. 

白花菜科 Cleomaceae 平伏莖白花菜 Cleome rutidosperma DC. 

辣木科Moringaceae 辣木 Moringa oleifera Lam. 

桑科 Moraceae 波羅蜜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澀葉榕 Ficus irisana Elmer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菩提樹 Ficus religiosa L. 

 稜果榕 Ficus septica Burm. f. 

 雀榕 Ficus subpisocarpa Gagnep. 

 小桑樹 Morus australis Poir. 

大麻科 Cannabaceae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L.) Bl. 

蕁麻科 Urticaceae 青苧麻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長葉苧麻 Boehmeria wattersii B.L.Shih & Y.P. Yang 

 小葉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霧水葛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豆科 Fabaceae 木豆 Cajanus cajan (L.) Huth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美洲含羞草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山葛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田菁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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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尾草 Uraria crinita (L.) Desv. ex DC. 

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禾葉大戟 Euphorbia graminea Jacq. 

 伏生大戟 Euphorbia prostrata (Ait.) Small 

 匍根大戟 Euphorbia serpens (H. B. & K.) Small 

 千根草 Euphorbia thymifolia (L.) Millsp.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葉下珠科 Phyllanthaceae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白飯樹 Flueggea suffruticosa (Pall.) Baill. 

 小返魂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ach. & Thonn. 

 五蕊油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葉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西番蓮科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 Passiflora edulis Sims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L.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vesicaria L. 

芸香科 Rutaceae 月橘 Murraya exotica L.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檬果 Mangifera indica L.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Lour.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葡萄科 Vitaceae 虎葛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景天科 Crassulaceae 洋吊鐘 Kalanchoe delagoensis Eckl. & Zeyh. 

葫蘆科 Cucurbitaceae 扁蒲 Lagenaria siceraria (Molina) Standl. 

 絲瓜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垂果瓜 Melothria pendula L. 

桃金孃科Myrtaceae 大葉桉 Eucalyptus robusta Sm. 

柳葉菜科 Onagraceae 翼莖水丁香 Ludwigia decurrens Walter 

 美洲水丁香 Ludwigia erecta (L.) Hara 

 細葉水丁香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五加科 Araliaceae 乞食碗 Hydrocotyle nepalensis Hook. 

 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erg 

茜草科 Rubiaceae 繖花龍吐珠 Oldenlandia corymbosa L.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L.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甕菜 Ipomoea aquatica Forssk. 

 甘藷 Ipomoea batatas (L.) Lam. 

 槭葉牽牛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碗仔花 Ipomoea hederacea Jacq.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茄科 Solanaceae 光果龍葵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瑪瑙珠 Solanum diphyllum L. 

 山煙草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L. 

爵床科 Acanthaceae 華九頭獅子草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山欖科 Sapotaceae 蛋黃果 Pouteria campechiana (Kunth) Baehni 

菊科 Asteraceae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大花咸豐草 
Bidens alba (L.) DC. var. radiata (Sch. Bip.) Ballard ex 

T. E. Melchert 

 香澤蘭 Chromolaena odorata (L.) R. M. King & H. Rob. 

 野茼蒿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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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香 Cyanthillium cinereum (L.) H.Rob.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L.) L. 

 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苦苣菜 Sonchus arvensis L.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japonica (L.) DC. 

單子葉植物 

水鱉科 Hydrocharitaceae 水蘊草 Egeria densa Planch. 

 旋葉苦草 Vallisneria spiralis L. 

天南星科 Araceae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臺灣青芋 Colocasia formosana Hayata 

 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土半夏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 

薯蕷科 Dioscoreaceae 家山藥 Dioscorea batatas Decne. 

鴨跖草科 Commelinaceae 竹仔菜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莎草科 Cyperaceae 輪傘莎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flabelliformis (Rottb.) Kük. 

 疏穗莎草 Cyperus distans L. f.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L.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斷節莎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禾本科 Poaceae 綠竹* Bambusa oldhamii Munro 

 巴拉草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檸檬茅 Cymbopogon citratus (DC.) Stapf 

 龍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Munro 

 雙花草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k.) Stapf 

 小馬唐 
Digitaria radicosa (J. Presl) Miq. var. radicosa (J. Presl) 

Miq. 

 芒稷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鯽魚草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李氏禾 Leersia hexandra Sw. 

 紅毛草 Melinis repens (Willd.) C. E. Hubb. 

 竹葉草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大黍 Panicum maximum Jacq.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圓果雀稗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雙穗雀稗 Paspalum vaginatum Sw.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金絲草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unb.) Kunth 

 莠狗尾草 Setaria parviflora (Poir.) Kerguélen 

 倒刺狗尾草 Setaria verticillata (L.) P. Beauv. 

 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G. J. 

Baaijens 

棕櫚科 Arecaceae 檳榔 Areca catechu L. 

芭蕉科Musaceae 香蕉 Musa acuminata L.A. Colla. 

薑科 Zingiberaceae 薑黃 Curcuma longa L. 

 野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J. Koe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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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鳥類名錄 

鳥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遷移屬性 特有 樣區 

雁形目 雁鴨科 綠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platyrhynchos 
W/In  2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臺灣亞種)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R/T  Es 7 

梅花雀
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R  29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75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n  42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In  7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striolata R  9 

洋燕(臺灣亞種) Hirundo tahitica namiyei R  33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T/W  8 

扇尾鶯
科 

褐頭鷦鶯(臺灣亞種)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R Es 4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sonitans R  1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simplex R  59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oberholseri R Es 3 

鴉科 
樹鵲(臺灣亞種)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R Es 19 

喜鵲 Pica serica In  3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R E 1 

鵯科 
紅嘴黑鵯(臺灣亞種)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R 
Es 1 

白頭翁(臺灣亞種)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 Es 35 

鶺鴒科 
白鶺鴒(白面黑背亞
種)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R/W  5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R E 4 

啄木鳥
科 

小啄木 Yungipicus canicapillus kaleensis 
R 

Es 1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humilis R  1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R  17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R/S/W/T  647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R/T/W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R/T/W  5 

佛法僧
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R/T  2 

6 目 18科 27種 9種 
1021 

隻次 

註 1：遷徙性：「R」表留鳥；「S」表夏候鳥；「W」表冬候鳥；「T」表過境鳥；「In」表外來種。 

註 2：「E」為臺灣特有種；「Es」表特有亞種。 

 

附表 2-2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哺乳類名錄 

哺乳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3 
    荷氏小麝鼩 Crocidura shantungensis hosletti Es   1 

1目 1科 2種 1種 0種 4隻次 
註 1：「Es」表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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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爬蟲類名錄 

爬蟲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有鱗目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18 

龜鱉目 地龜科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1 

2 目 2科 2種 0種 0種 19隻次 

 

附表 2-4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兩棲類名錄 

兩棲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無尾目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Sylvirana guentheri     2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21 

1目 2科 2種 0種 0種 23 隻次 

 

附表 2-5 車籠埤排水利農橋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魚類名錄 

魚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鯉形目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E  5 

  鯽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4 
  唇䱻 Hemibarbus labeo   3 
  高身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E  1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E  74 
  何氏棘䰾 Spinibarbus hollandi E  1 
鯰形目 甲鯰科 翼甲鯰雜交魚 Pterygoplichthys hybrid In  22 

  鉤鯰（大鬍子異形） Ancistrus sp.（待確認） In  11 
鱸形目 麗魚科 雜交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hybrid In  23 
 鰕虎科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E  39 
  短吻紅斑吻鰕虎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E  1 

3目 4科 11種 6種 0種 184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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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記錄 

時間：2021 年 8 月 24日(二) 

訪談專家：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研究組 林文隆組長 

訪談方式：電話訪談 

訪談課題： 

1. 本次計畫工程為「車籠埤排水 7K+140~7K+240 護岸整治及橋梁改建」，過去曾

於下游 1K+700 處發現巴氏銀鮈，因本次工程距離巴氏銀鮈發現位置有超過 5

公里之距離。請教根據巴氏銀鮈之習性，本次計畫工區是否可能有巴氏銀鮈。 

2. 對於本次工程是否有相關生態意見。 

專家意見： 

1. 巴氏銀鮈主要生活在河流緩流區、附近水渠、埤塘或農田。於車籠埤排水發現

之巴氏銀鮈，原來應生活在上游的農灌區，可能是因為大雨從灌渠被沖進車籠

埤排水，沿排水往下游移動，於適合生存之水域環境停留棲息。下游 1K+700 處

發現之巴氏銀鮈，應為從上游農灌趨近入渠道往下游移動的，故本次計畫區域

如果有適合之棲地，也可能會有巴氏銀鮈，建議應進行重點生態調查。 

2. 如果計畫河段無發現巴氏銀鮈，表示可能目前計畫河段並無適合巴氏銀鮈之棲

地，建議未來可透過不封底、局部營造緩流與水草區，營造巴氏銀鮈可停留生

存之棲地。 

時間：2021 年 9 月 7 日(二) 

訪談專家：亞州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張筱筠老師 

訪談方式：電話訪談 

訪談課題： 

1. 過去老師曾於車籠埤排水 1K+700 處發現巴氏銀鮈，本次計畫工程為較上游的

「車籠埤排水 7K+140~7K+240 護岸整治及橋梁改建」。經調查發現本次工程河

段，有少量(1隻)巴氏銀鮈與台灣白魚(1隻)存在。 

2. 目前本計畫初步提出的建議為需針對兩種保育類魚種於開工前進行人工移置，

並於完工後回放。 

3. 想請教老師對於上述之調查結果與規劃是否有其他寶貴之建議？ 

專家意見： 

1. 巴氏銀鮈，原本生活在烏溪中游的各農灌區，本次車籠埤排水工程之前置生態

調查所發現之個體，推測是應是從灌渠中進入車籠埤排水，沿排水往下游移動，

於適合生存之水域環境停留棲息。過去下游 1K+700 處發現之巴氏銀鮈，應為

從上游農灌渠進入渠道往下游移動的，故本次計畫區域有發現巴氏銀鮈實屬正

常。 

2. 工程區內發現保育種，建議本計畫應於開工前再次進行水域重點調查，針對保

育類物種進行採捕，緊急安置實驗室圈養，待工程完工後再回放。 

3. 本次工程會對計畫河段進行疏濬，工程擾動將會改變水域底質環境，從而改變

棲地型態，建議疏濬後應選擇適當位置，進行局部棲地回復，以營造與現況類

似之緩流區利於水生植物生長，做為未來回放之保育類物種的棲息環境。 

4. 本河段非台灣白魚固有棲地，河道現況亦非適合台灣白魚生存之棲地與環境，

建議相關單位或可探討可能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