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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生態資源盤點

哺乳類 3目4科5種 東亞家蝠、溝鼠、亞洲家鼠、赤腹松鼠、臭鼩

爬蟲類 2目7科15種 斯文豪氏攀蜥、南蛇、雨傘節、疣尾蝎虎、多線真稜蜥、
麗紋石龍子、龜殼花、赤尾青竹絲、斑龜…

兩棲類 1目5科7種 黑眶蟾蜍、澤蛙、虎皮蛙、亞洲錦蛙、貢德氏赤蛙、拉都
希氏赤蛙、布氏樹蛙

魚類 3目6科7種 食蚊魚、茉莉花鱂、線鱧、莫三比克口孵非鯽、絲鰭毛足
鬥魚、蟾鬍鯰、琵琶鼠

鳥類 16目41科82種

小雨燕、南亞夜鷹、小環頸鴴、水雉、高蹺鴴、彩鷸、野
鴿、珠頸斑鳩、翠鳥、棕沙燕、樹鵲、大卷尾、赤腰燕、
家燕、紅尾伯勞、白尾八哥、家八哥、大白鷺、蒼鷺、鳳
頭蒼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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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有許多
美洲含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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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策略：
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設計非必要應盡量避免有防汛安全考量之設計思維論述（如防汛道

路、邊坡或基礎穩定…等）。
第一期計畫採用砌石護岸已被質疑天然土坡改為砌石(漿砌)護岸的必要性。因此建議本

期計畫既有土坡與植被，於無必要變動前提下應盡可能保留。
既有護岸若有需要改善處，應盡可能考量採用近自然工法多孔隙材質與緩坡型式設計，

盡可能友善橫向生態廊道，並降低對生態環境影響。
兩岸既有喬木應原地保留，尤其是右岸濱溪帶的垂柳務必原地保留，且相關規劃設計與

施工過程應避免對其造成影響。
相關規劃設計應以混凝土減量與增加固碳效益的思維進行設計。
護岸可採用之工法，可參考水利署之相關規範（常用護坡工法型式及參考容許流速表）。

111年10月25日透過工作會議針對初步設計方案討論，提出生態友善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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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措施四
111年11月1日針對調整後的設計方案，提出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1)橫斷面標準圖(一)區段
A.右側混凝土護岸可規劃種植垂懸或爬藤類植物進行綠化，可低度優化水陸域橫向廊道連

續性與增加固碳量。
B.左岸新設石籠護岸部分，盡可能僅針對有需要維護區段局部開挖施設。

(2)橫斷面標準圖(二)區段
A.右岸石籠護岸已有較之前混凝土護岸友善生態環境，石籠護岸堆疊時仍會呈現階梯落差

不利部分生物使用。結構穩定性無問題前提下，考量將最上方一層石籠護岸調整為形狀
較具彈性蛇籠護岸，使水面上濱溪帶護岸兼具護坡與水陸域生態廊道連續性的效果。

B.若無法變更設計，建議可於石籠護岸表面覆土植生，可降低石籠護岸高程落差造成的水
陸域橫向廊道連續性影響。

(3)工區既有喬木
A.右岸垂柳需原地保留，規劃設計方案與施工應朝垂柳原地保留進行設計，設計圖說上應

確實標註原地保留與需注意事項。
B.垂柳附近的護岸完整細部設計方案及施工方式，需先提供生態檢核團隊諮詢相關專家確

認可行性，避免對垂柳造成影響。
C.施工過程需以圍籬方式保護垂柳，避免施工機具移動或施工過程造成其枝葉損傷。
D.工區內所有既有喬木，若因施工需求(施工便道、工程施做…等)需進行必要之修枝，需

依據『高雄市景觀樹木修剪作業規範』與『高雄市樹木景觀與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總說明』
等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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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措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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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地環境

橫斷面標準圖(一)區段右側
混凝土護岸阻斷水陸域廊道
連續性。

減輕：右側混凝土護岸可規劃種植垂懸或爬
藤類植物進行綠化，可低度優化水陸域橫向
廊道連續性與增加固碳量。

■納入
□無法納入

詳參設計圖說6，右
側混凝土護岸種植爬
藤類植物。

橫斷面標準圖(一)區段有規
劃新設石籠，施工會對既有
濱溪帶與水域生態棲地造成
擾動影響。

減輕：左岸新設石籠護岸部分，盡可能僅針
對有需要維護之區段局部開挖施設。

■納入
□無法納入 詳參設計圖說6。

橫斷面標準圖(二)區段右岸
石籠護岸已有較之前混凝土
護岸友善生態環境，但石籠
護岸為方形結構，堆疊時仍
會呈現階梯落差，不利部分
生物使用。

減輕：建議於結構穩定性無問題的前提下，可
考量將最上方一層的石籠護岸調整為形狀較具
彈性的蛇籠護岸，可使水面上濱溪帶的護岸兼
具護坡與水陸域生態廊道連續性的效果。

□納入
■無法納入

考量日後維護管理及
護岸穩定性，建議維
持石籠設計。

補償：若無法變更設計，建議可於石籠護岸
表面覆土植生，也可降低石籠護岸高程落差
造成的水陸域橫向廊道連續性影響。

■納入
□無法納入 詳參設計圖說6。

目前的規劃設計方案可能對
右岸濱溪帶之水柳造成影響

迴避：右岸之垂柳(如補充資料)需原地保留
規劃設計與施工方案應朝垂柳原地保留進行
設計，設計圖說上應確實標註原地保留與需
注意事項。

■納入
□無法納入

詳參設計圖說4及詳
細價目表[預算]P4-喬
木保護措施費。

減輕：垂柳附近的護岸完整細部設計方案及
施工方式，需先提供生態檢核團隊諮詢相關
專家確認可行性，避免對垂柳造成影響。

■納入
□無法納入

詳參設計圖說4及詳
細價目表[預算]P4-喬
木保護措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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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措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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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
影響

施工過程機具移動或施工可能
對既有喬木造成影響。

減輕：施工過程需以圍籬方式保護垂柳，避免施工機具移
動或施工過程造成其枝葉損傷。

■納入
□無法納入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減輕：工區內所有既有喬木，若因施工需求(施工便道、工
程施做…等)需進行必要之修枝，需依據『高雄市景觀樹木
修剪作業規範』與『高雄市樹木景觀與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總說明』等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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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地或溪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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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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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減輕：施做工區(含施工便道)應提前擾動，使動物離開該
區域後再進行工程施做(含施工便道)。

■納入
□無法納入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減輕：施工便道旁應裝設圍籬，盡可能防止動物進入工區(
含施工便道)。

■納入
□無法納入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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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補償：如有新闢施工便道，破壞既有植被，完工後進行噴
灑草仔(採原生物種)以加速植被恢復。

■納入
□無法納入

詳參設計圖說4-註10:
施工範圍內草皮需復
舊，A=300m²。

施工期間施工車輛進出頻繁，可
能造成野生動物路殺風險增加。 減輕：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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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施工期間人為活動與噪音，對周
邊生態環境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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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工區及鄰近區域提供多樣性棲
地類型，工程廢棄物有動物誤
食、汙染環境或吸引流浪犬貓
駐留之風險，可能影響既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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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
□無法納入

由監造計畫及施工計
畫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