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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回應社會大眾對於永續工程與生態保育的期望，減輕公

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並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維護生物多樣資源

與環境友善品質。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6 年  4 月  25 日工程技字第 

10600124400 號函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 108 年 5 月 10 日工

程技字第 1080200380 號函修正、109 年 11 月 2 日工程技字第 1090201171 

號函修正及 110 年 10 月 6 日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修正「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明確要求生態檢核機制執行注意事項。 

因此，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之衝擊，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棲地品質，達

到兼顧工程與生態環境的永續工程目標。本案工程於施工階段將持續辦理生態

檢核作業，組成生態顧問團隊，提供生態檢核相關建議，以落實生態保育措施，

避免施工 過程中有生態異常狀況發生，導致周邊棲地環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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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範圍 

本工程施工地點位於雲林縣斗南鎮大湖口溪中游，如圖 1-1 所示，西邊鄰近

泰山路，東邊鄰近阿丹路，並銜接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施工

範圍約 1 公頃，堤防總長約 825 公尺。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圖 1-1 本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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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態團隊 

本案生態檢核作業之生態團隊組成之經歷及專長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本計畫生態顧問及人員相關資訊一覽表 

職稱 名字 專長 

山昇資訊有限公司/經理 張誌嘉 生態檢核、環境監測 

計畫負責工作 

稽核人員、現勘人員 

生態相關經歷 

1. 「隆恩圳千甲段景觀改善工程-生態調查」 

2. 「高雄市後勁溪水環境改善工程-生態調查」 

3. 「高雄市鼓山區台泥鼓山滯洪池考古段後續工程-生態檢核」 

4.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市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 

5. 「110年度臺中市石岡區情人木橋藍帶週邊環境整理工程-施工生態檢核」 

6. 「110年度臺中市新社區中興嶺停車場景觀綠地整建計畫-施工生態檢核」 

職稱 名字 專長 

山昇資訊有限公司/工程人員 江鴻猷 生態檢核、環境監測、植群分析 

計畫負責工作 

稽核人員、現勘人員、植群分析 

生態相關經歷 

1. 「110年度臺中市石岡區情人木橋藍帶週邊環境整理工程-施工生態檢核」 

2. 「110年度臺中市新社區中興嶺停車場景觀綠地整建計畫-施工生態檢核」 

3. 「東勢林管處_111-112 年度國有林生態檢核及追蹤調查」 

職稱 名字 專長 

山昇資訊有限公司/工程人員 陳凱偉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生態統計 

計劃負責工作 

現勘人員、提供生態專業諮詢 

生態檢核相關經歷 

1. 106年度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緩衝區多樣性棲地營造與評估計畫(2/4) 

2. 107年度與半休耕農田共生的臺灣蚌蟲（Eocyzicus taiwanensis; Branchiopoda: 

Spinicaudata）的生活史特性及其棲地群聚演替 

3. 107年度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緩衝區多樣性棲地營造與評估計畫(3/4) 

4. 108年度臺南分局轄區環境友善及生態檢核措施管理計畫 

5. 108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園區 108-109年度環境監測計畫 

6. 108年度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緩衝區多樣性棲地營造與評估計畫(4/4) 

7. 108年度和社溪同富九鄰工程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計畫 

8. 108年度南清水溝溪瑞田堤段工程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計畫 

9. 108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108~109 年度臺中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委託專業服務 

10. 109年度烏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1/3) 

11. 110年度烏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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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名字 專長 

爾灣水利技師事務所/工程人員 張詩晨 
生態檢核、UAV、地理資訊系統

應用 

計畫負責工作 

稽核人員、現勘人員 

生態相關經歷 

1. 「109年第三河川局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 

2.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 

3. 「後湖逐浪天梯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職稱 名字 專長 

東峰生態顧問企業社/執行長 李政璋 
甲殼動物分類與生態、水陸域動

物生態調查、動物棲地營造 

計畫負責工作 

研究人員、調查人員 

生態相關經歷 

1. 「109-111年度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及追蹤調查。」 

2. 「屏東縣南平里海堤離岸堤整建工程生態檢核。」 

3. 「花蓮生態保護綠色網絡計畫 III (蟹類調查)。」 

4. 「109-110年度新武呂溪（國家級）重要濕地推動主題性調查監測及部落生態旅遊輔

導計畫。」 

5. 「嘉義縣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委託生態檢核服務案。」 

6. 「金門縣金寧鄉沙崗農場排水分洪截流工程生態檢核計畫。」 

職稱 名字 專長 

藍灣生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徐偉傑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入侵生物

學、族群生態學、兩生爬行動物

學 

計畫負責工作 

研究人員、調查人員 

生態相關經歷 

1. 110嘉義縣外來種沙氏變色蜥移除防治計畫 

2. 110防治外來種綠鬣蜥危害研究調查計畫 

3. 109嘉義縣市地區沙氏變色蜥族群監測調查及防治研究 

4. 109嘉義縣外來種沙氏變色蜥移除防治計畫 

5. 109防治外來種綠鬣蜥危害研究調查計畫 

6. 108嘉義縣市地區沙氏變色蜥族群監測調查及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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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項目 

本計畫為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工程廠商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作業補充說明」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研擬作業項目，包含組

成生態顧問團隊(詳參 1.3 節)、施工前生態檢核資料確認、施工中生態保育措施

自主檢查作業、若有生態異常狀況協助處理、生態檢核作業資訊公開等，如圖 1-

2 所示，執行方法於「參、施工階段執行方法」進行說明。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檢核 HANDBOOK 

圖 1-2 生態檢核各項整合機制示意圖 

  

整合生態與工程

專業整合

資訊整合 技術整合

橫向整合縱向整合

以檢核表作為
溝通工具，
提供對話空間

強調功能性
生態調查及
資訊蒐集

生態理念
落實工程圖說

以檢核表為
系統性文件，貫徹
工程生命週期

各工程專業
與生態理念
的搭配

生態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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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區背景資料 

一、 棲地生態資料盤點 

本計畫盤點「北港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臺灣湖泊野塘及離島淡水

魚類資源現況評估及保育研究」、「大湖口溪河川生態環境調查研究」、「五河

局-大湖口溪麻園堤段防洪治理與蛙類生態保育計畫」、「大湖口溪湧泉帶水環

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物調查資

料庫系統」、「ebird」等計畫區周邊 2公里範圍及鄰近區域既有生態文獻資料及

線上資料庫，以了解當地物種狀況，其中保育類有食蟹獴、紅隼、臺灣八哥、領

角鴞、彩鷸、大冠鷲、赤腹鷹、黑翅鳶、鳳頭蒼鷹、紅尾伯勞、鉛色水鶇、燕鴴、

諸羅樹蛙、草花蛇、臺灣黑眉錦蛇等，盤點物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生物盤點種類表 

類別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哺乳類 

特有種：臺灣管鼻蝠、臺灣小蹄鼻蝠、臺灣刺

鼠 

特有亞種：臺灣野兔、食蟹獴、白鼻心 

III級：食蟹獴 

鳥類 

特有種：小彎嘴、繡眼畫眉、五色鳥、臺灣竹

雞 

特有亞種：南亞夜鷹、小雨燕、八哥、黑枕藍

鶲、大卷尾、褐頭鷦鶯、山紅頭、樹鵲、白頭

翁、紅嘴黑鵯、鉛色水鶇、粉紅鸚嘴、領角鴞、

棕三趾鶉、金背鳩、灰腳秧雞、大冠鷲、鳳頭

蒼鷹 

II級：紅隼、臺灣八哥、領角鴞、

彩鷸、大冠鷲、赤腹鷹、黑翅鳶、

鳳頭蒼鷹 

III級：紅尾伯勞、鉛色水鶇、燕

鴴 

兩生類 特有種：面天樹蛙、褐樹蛙、諸羅樹蛙 II級：諸羅樹蛙 

爬蟲類 
特有種：臺灣草蜥、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臺

灣滑蜥、斯文豪氏攀蜥、臺灣黑眉錦蛇 

I級：食蛇龜 

III級：草花蛇、臺灣黑眉錦蛇 

魚類 
特有種：粗首馬口鱲、陳氏鰍鮀、短吻小鰾鮈、

臺灣石魚賓、明潭吻鰕虎 
- 

蝦蟹螺

貝類 

特有種：臺灣南海溪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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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評析 

雖治理河段兩岸多為大面積竹林，屬於低度敏感區，但由於該區域為珍貴稀

有保育類諸羅樹蛙之棲地，周邊環境亦曾紀錄有食蟹獴及草花蛇等關注物種，例

如：鄰近竹闊葉混合林、果園、濱溪帶等可能為諸羅樹蛙棲息藏身地點及當地物

種利用主要棲地，因此提升為中度敏感區，工程中應避免擾動破壞；大湖口溪周

邊農耕地等可提供當地生物棲息及利用，具潛在生態價值，列為低度敏感區；計

畫區周圍工廠及住宅屬人為擾動區域，人車擾動頻繁，較不利生物利用。另於 111

年 1 月 21 日至現地勘查，確認工區範圍取水堰右岸竹林為諸羅樹蛙重要棲地，

故具有生態敏感性，如圖 2-1所示。生態敏感圖及棲地類型分布圖如圖 2-2及圖

2-3所示。 

 

 
圖 2-1 取水堰右岸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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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生態敏感圖 

 

 
圖 2-3 棲地類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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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策 

依據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執行成果，摘整本案工程生態保育措施作為後續施

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依據，保育措施對應點位如圖 2-4 所示，並藉由施

工前協調會與工程人員確認以下措施落實方案： 

1. 【迴避】：施工時避開關注物種諸羅樹蛙繁殖期及其重要棲地(竹林、次

生林)及保留重要樹種(左岸出流工處鄰近之苦楝)，並以黃色警戒帶圈圍。 

2. 【迴避】：施工整地避免於 4~8 月進行，且施工時間避免於晨昏施工(上

午 8 點前與下午 5點後)。 

3. 【縮小】：縮小改善工程量體(如施工範圍、水防道路及堤後排水溝深度)

及盡量保留現有竹林。 

4. 【減輕】：防洪結構物以緩坡及坡面粗糙化設計，以盡量維持棲地橫向

連結及河道開挖整理時，盡量保留現地石頭，作基礎拋石保護用。 

5. 【減輕】：施工整地時將採分段施工方式，讓棲息其中的動物有機會往

外遷移，若於工區發現諸羅樹蛙，將協助移至左岸工區外未受干擾的棲

地。 

6. 【減輕】：施工時應設置施工圍籬及相關臨時堆置區，以減輕對周遭環

境影響。 

7. 【補償】：植生綠化及喬木栽植盡量採原生植栽種類(如苦楝等)。 

8. 【補償】：水防道路建議施作動物生態安全通道(2處)。 

9. 【其他】：工區或工務所張貼生態關注物種照片及設置生態保育措施宣

導告示牌。 

10. 【補償】：配合五河局諸羅樹蛙方舟計畫，後續五河局在大湖口溪適宜

區域擇定營造適合關注物種棲息環境(諸羅樹蛙－竹林)(四五六期工程

共補償面積 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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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保育措施對應點位 

四、 棲地環境評估 

為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本計畫採用水利規劃試驗所建構之「臺灣區域重點河

川水利工程 RHEEP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進行施工前生態監測，評估周邊棲地

影響情形，評估項目包含水域型態多樣性、水域廊道連續性、水質、河床穩定度、

底質多樣性、河岸穩定度、溪濱廊道連續性、溪濱護坡植被、人為影響程度等。

本計畫已於 110 年 1 月 21 日進行施工前河川棲地環境評估，評估結果如表 2-2

所示，未來將於施工中及施工後進行計畫範圍內棲地生態評估。 

表 2-2 水利工程棲地快速評估表 

評估因子 現況描述 分數 

A.水域型態多樣性 水域型態有深潭、淺流、淺瀨、岸邊緩流 8 

B.水域廊道連續性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 9 

C.水質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 6 

D.河床穩定度 河床穩定超過 75%，底質組成多樣，且具水生生物利用。 8 

E.底質多樣性 比例介於 25%~50%。 7 

F.河岸穩定度 河岸中度穩定(多為礫石與土壤膠結或為人工構造物)，5%~30%河

岸受沖刷干擾 
7 

G.溪濱廊道連續性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 8 

H.溪濱護坡植被 覆蓋率超過 80%，植被未受人為影響 9 

I.人為影響程度 干擾因素納入工程內容考量，上游區域仍有間接影響潛在危險因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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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施工階段執行方法 

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年修訂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及經濟部水利署工程廠

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補充說明(詳參附錄四)擬定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作

業，執行項目說明如下： 

一、 施工前資料檢核 

本計畫已於開工前進行工程設計資料檢核(設計圖如圖 3-1 所示)，以確認開

工前相關單位已充分瞭解生態保育措施，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1. 施工計畫書應對照前階段生態保育對策之目的及項目據以研擬生態保

育措施，則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詳參表 3-1。若未

列於圖說之保育措施，則以工作會議或現場宣導方式確認。 

2. 確認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查驗表(詳表 3-12)是否納入施工資料。 

若經資料檢核發現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有困難，則需經工程主辦單位跟生態

檢核團隊共同討論適宜生態友善措施後修改生態保育措施及自主查驗表。 

 

 
圖 3-1 工區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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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生態保育措施對應設計圖說彙整表 

保育對策 對照圖說 

1.【迴避】：施工時避開關注物種諸羅樹蛙繁

殖期及其重要棲地(竹林、次生林)及保留重

要樹種(左岸出流工處鄰近之苦楝)，並以黃

色警戒帶圈圍。 

 
2.【迴避】：施工整地避免於 4~8月進行，且

施工時間避免於晨昏施工(上午 8 點前與下

午 5點後)。 

藉由施工前環教教育宣導提醒工程單位注意

及落實 

3.【縮小】：縮小改善工程量體(如施工範圍、

水防道路及堤後排水溝深度)及盡量保留現

有竹林。 

藉由施工前環教教育宣導提醒工程單位注意

及落實 

4.【減輕】：防洪結構物以緩坡及坡面粗糙化

設計，以盡量維持棲地橫向連結及河道開挖

整理時，盡量保留現地石頭，作基礎拋石保

護用。 

 

5.【減輕】：施工整地時將採分段施工方式，

讓棲息其中的動物有機會往外遷移，若於工

區發現諸羅樹蛙，將協助移至左岸工區外未

受干擾的棲地。 

藉由施工前環教教育宣導提醒工程單位注意

及落實 

6.【減輕】：施工時應設置施工圍籬及相關臨

時堆置區，以減輕對周遭環境影響。 

藉由施工前環教教育宣導提醒工程單位注意

及落實 

7.【補償】：植生綠化及喬木栽植盡量採原生

植栽種類(如苦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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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補償】：水防道路建議施作動物生態安全

通道(2處)。 

 

9.【其他】：工區或工務所張貼生態關注物種

照片及設置生態保育措施宣導告示牌。 

藉由施工前環教教育宣導提醒工程單位注意

及落實 

10.【補償】：配合五河局諸羅樹蛙方舟計畫，

後續五河局在大湖口溪適宜區域擇定營造適

合關注物種棲息環境(諸羅樹蛙－竹林)(四五

六期工程共補償面積 4公頃)。 

藉由施工前環教教育宣導提醒工程單位注意

及落實 

 

二、 現地勘查及施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本計畫於 110 年 1月 21日由工程人員及生態檢核人員進行環境現勘，確認

生態保育對策及保全對象，並暫定於 2 月中進行第一次生態檢核教育訓練，未

來將於施工中每三個月辦理，宣導本計畫生態保育對策執行原則，協助施工單位

清楚瞭解棲地類型 (如竹闊葉混合林、竹林，詳圖 3-2)、關注物種(諸羅樹蛙、草

花蛇、食蛇龜、食蟹獴、臺灣黑眉錦蛇、鉛色水鶇、臺灣八哥、領角鴞、彩鷸、

燕鴴)等。另關注物種介紹彙整如表 3-2 至表 3-11 所示。 

 
圖 3-2 竹闊葉混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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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諸羅樹蛙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主要棲息於嘉義、雲林及

台南一帶的平地竹林、果

園、草叢、甘蔗田、灌叢、

芒草地等地，主要活動季

節為 4 月至 10 月，傍晚

到夜間 10 點是活動高

鋒，雄蛙會停留在植物的

枝椏、葉面上鳴叫，鳴聲

響亮。 

特

徵 

屬中小型樹蛙，雄蛙與雌蛙體形差異大，雌蛙最大體長

可達 8公分，雄蛙個體最大約 5公分。成蛙背部顏色為

草綠色，腹部白色沒有斑點，兩側各有一條白線從口角

延伸到股部，白線下方鑲有黑色不規則細線。鼓膜大而

明顯，趾間有蹼，吸盤發達。蝌蚪型態為身體扁平，尾

巴尖細，約 13mm。身體深褐色，散佈著不規則的黑點。 

繁

殖

期 

五月到九月是牠們的繁

殖期，但高峰期出現在七

月及八月。 

資料來源：https://www.froghome.idv.tw/html/class_1/rhacophorus_arvalis.html。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表 3-3 草花蛇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闊葉林、混生林、草原、

墾地、溪流、湖沼、溝渠 

特

徵 

身體呈淺棕色，雜有許多黑色斑塊和黃色細點，頭部背

面有一 V 字型細斑紋，眼下及後方各具一條斜向黑色

細斑紋，全長最大達 120公分（cm）。 

繁

殖

期 

－ 

資料來源：https://npgis.cpami.gov.tw/public/detail/SpeciesDetail.aspx?SP_ID=R0067。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froghome.idv.tw/html/class_1/rhacophorus_arval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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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食蛇龜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食蛇龜是台灣所分布唯

一的陸棲性淡水龜，主要

棲息在低海拔原始闊葉

林或次生林底層及其邊

緣環境。 

特

徵 

體型渾圓，背甲高聳呈圓拱狀，中央有一列明顯的稜脊，

腹甲無缺刻，胸盾與腹盾以韌帶連接。腹甲與背甲前後

均可上下活動，遇險時韌帶收縮，四肢及頭萎縮近殼中

食，背甲與腹甲幾乎可以完全閉合，故又稱「箱龜」，

是台灣唯一原生箱龜。 

頭部為橄欖色，頰部黃色，眼後到頸部有一條黃色縱紋，

背甲為黑褐色，中央稜脊和邊緣為黃色，腹甲為暗褐色

或黑色。 

繁

殖

期 

每年 5 至 7 月是食蛇

龜的產卵季，一般野生個

體每窩的蛋數約為  1~4 

個，通常可產 1~2 窩，

龜蛋明顯比其他淡水龜

種類大。 

資料來源：https://taieol.tw/pages/72143。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表 3-5 食蟹獴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食蟹獴主要分布於低海

拔至中海拔山區森林之

溪流附近，於雪霸國家公

園、太魯閣國家公園、玉

山國家公園及墾丁國家

公園皆有分布。 

特

徵 

食蟹獴體長約 36~47 公分，尾長約 16~28 公分，因喜

食螃蟹而得名，其頭部細長、吻端突出、體型修長具流

線型且略為膨大，四肢細短為暗褐色，各具 5趾，趾間

略有呈現新月形的蹼。全身體毛與尾毛均長，毛質膨鬆

而堅硬，大致呈土灰色且末端稍白，嘴角至臉頰有一道

明顯的白色鬃毛。 

繁

殖

期 

－ 

資料來源：https://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304&Itemid=34。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304&Item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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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臺灣黑眉錦蛇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主要棲息環境包括了山

區、平地、樹林及草地。

剛接觸時有些個體會展

現強烈的攻擊行為。黑眉

錦蛇屬於日行性的蛇類，

以蛙、鳥類、鳥蛋和鼠類

等小型哺乳類為食。 

特

徵 

最大全長可達近 3 公尺，身體主要呈橄欖黃色。前段

常有規則的黑色菱形斑，中段黑斑略呈十字型，後段

背部有二條黃色縱紋，眼睛後方起至頭後方有一明顯

的黑色縱帶，故有黑眉錦蛇之稱。無毒性，被列為保育

類野生動物。 

繁

殖

期 

以卵生方式生殖，於每年

5月左右交配，夏季產卵，

每次可產卵 2 到 13 枚，

約 1個月孵化，溫度低時，

孵化期可延長至 2 個半

月。 

資料來源：

https://np.cpami.gov.tw/%E4%BF%9D%E8%82%B2%E8%88%87%E7%A0%94%E7%A9%B6/%E4%BF%9D%E8%

82%B2%E6%88%90%E6%9E%9C/%E7%94%9F%E6%85%8B%E6%AB%A5%E7%AA%97/9861-

%E9%BB%91%E7%9C%89%E9%8C%A6%E8%9B%87.html 

 

表 3-7 鉛色水鶇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鉛色水鶇足跡遍佈台灣

山區各溪流間，棲息於

中、低海拔山區溪流中的

岩石堆、溪岸旁山壁上或

是樹林冠木叢、草叢地帶

等附近之林緣地帶；自山

腳到海拔 2400 公尺間都

可發現其蹤影。 

特

徵 

鉛色水鶇的喙短先端尖細，體態小巧輕盈，身長約 13

公分，翼長約 8公分。雄鳥全身以暗鉛灰色為主，腹

部羽色較淡，額、眼鮮、頰略帶黑色，尾部為栗紅色，

尾羽末端為暗褐色，而飛羽則呈黑褐色。雌鳥全身以

暗灰褐色為主，腹部羽色較暗灰色並有白色斑點，尾

上及尾下覆羽皆為白色，飛羽及尾羽顏色較深。鉛色

水鶇的幼鳥體色大致上和雌鳥相仿，唯雄鳥幼鳥頭部

有斑，雌鳥幼鳥則全身密佈白斑；嘴部皆為黑色，腳呈

淡褐色。 

繁

殖

期 

每年元宵節後開始繁殖，

直至 5、6 月結束，以苔

蘚、蕨類、水草、莖、細

跟、落葉等築巢於石縫隙

中。一年可產兩窩，每窩

產 3至 5枚藍綠帶褐色斑

點之蛋。 

資料來源：https://taiwanking68.pixnet.net/blog/post/462703343 

  

https://taiwanking68.pixnet.net/blog/post/46270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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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臺灣八哥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出現於公園、樹林、果園、

草生地、闊葉林。主要食

物為種子、果實、昆蟲。

會模仿其它鳥種叫聲及

人類語言。海拔分布於 0

至 600公尺。 

特

徵 

雌雄鳥同色，全身黑色，額部羽毛上豎成羽冠狀，翼上

有白斑，飛行時很明顯，尾下覆羽黑白相間，尾羽末端

為白色。成鳥額羽聳立於喙基上如冠羽，全身幾為純

黑色，頭頂、頰、枕及耳羽如矛狀；初級覆羽先端和初

級飛羽基部為白色，形成明顯的白色翼斑；尾羽絨黑

色，除中央尾羽外均有白色羽端。腹面灰黑色，尾下覆

羽黑色，具白色羽端。虹膜橙黃色，喙象牙白色，跗蹠

暗黃色。幼鳥額羽不明顯，背面和兩翼為淺褐色；翼上

白斑與成鳥相同，尾羽黑褐色。頦及喉灰褐色，胸以下

及兩脇為淺棕褐色；尾下覆羽黑褐色，具棕白色羽端。 

繁

殖

期 

一夫一妻制，繁殖期為 3

至 7月，築巢於樹洞、電

桿或鐵塔上，巢墊以羽

毛、樹葉、乾草、紙張等。

一季可育兩窩，每窩產 3

至 5枚卵，卵為淡藍或藍

綠色，有時也會有全白的

卵，無斑點。 

資料來源：https://taieol.tw/pages/75221#1 

 

表 3-9 領角鴞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棲息於低海拔的各類樹林，非

常適應人類開發過的破碎殘

林，而且能居住於大都市內，

在許多都市內樹木並不多的

公園或校園都曾發現，甚至在

台北市內車水馬龍的行道樹

下也曾拾獲幼雛。完全夜行

性，夜間停棲或獵食時選擇較

突出的枝頭，也會停在建築物

上。 

特

徵 

眼睛為橙紅色，體長約 19~25公分，翼長約 17 公

分，尾長約 9公分，通體灰褐色，密布淡褐斑紋，

有一對豎立如耳朵的角羽，和不甚明顯之黑色蟲

蠹斑。後頸有黃土色斑，翅膀的飛羽具有若干濃色

闊橫帶。顏盤灰黃色，有不規則之黑色斑紋。尾羽

灰色，有暗褐色橫帶，尾下覆羽灰白色，有黑色細

斑。其胸、腹底色灰褐色，具有箭簇狀斑紋，腹部

中央白色，腳趾部分沒有羽毛。 

繁

殖

期 

不會自己築巢，基本上是利用

樹洞營巢，包括老榕樹粗壯氣

根交織成的凹穴，繁殖期很有

彈性，在許多月份都有繁殖紀

錄，中部以 3至 7月間較多，

南部在 1至 4月間，北部則有

10 至 11 月的例子。每窩產 3

至 5枚卵，4枚最常見。 

資料來源：https://taieol.tw/pages/75440 

 

https://taieol.tw/pages/7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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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彩鷸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分布於低海拔的濕

地，常在沼澤、水

田、池塘、河邊等濕

地出現。 

特

徵 

雌雄鳥的外形不同，雌鳥較大也較美麗。雌鳥頭頂的頭央線

米紅色，身體背面銅綠色帶有紅棕色縱紋。眼睛很大，位置

更靠臉的前方，有助於判斷距離。眼周及眼睛後方白色，喉

部與頸部紅棕色，胸部黑色，腹部白色。喙紅褐色至近黑色，

細長，尖端膨大並且下彎。雄鳥頭頂的頭央線淡黃色，背部

橄欖褐色有白色橫斑，飛羽內部灰色，外部為帶棕色的橄欖

綠色，有深橘黃色橫斑及圓點。眼周及眼後方淺肉黃色有暗

色邊框，頸部與喉部污白色，胸部上方淺灰褐色，胸部連接

肩部有一白色寬帶，身體腹面其餘部分白色。亞成鳥羽色與

雄鳥相似，但眼周淺色眼眶不明顯。 

繁

殖

期 

繁殖季時間在台灣

各地略有不同。特

有種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的資料庫中指

出，彩鷸的繁殖期

為 4 至 7月。 

資料來源：https://taieol.tw/pages/74380#4 

 

表 3-11 燕鴴相關介紹彙整表 

物

種

照 

 

棲

地

介

紹 

棲息於平原的旱作農耕

地、草地及濱海沙地。 

特

徵 

體長 23 至 24cm。雌雄鳥同色。喙短，口裂寬。翼長

而尖，尾黑色，基部白色，呈叉狀。繁殖羽的喙黑色，

基部紅色。體背橄欖褐色，腰白色。頦、喉乳黃色，外

緣有一黑色細邊。頰、頸、胸黃褐色，腋和翼下覆羽栗

棕色，腹、肛周和尾下覆羽白色，跗蹠黑灰色。非繁殖

羽體色較淡，喙基無紅色，前頸黑色環不明顯。亞成鳥

體背灰褐色，羽緣淡色，喉部無黑色環。 

繁

殖

期 

4-7月築巢繁殖。築巢於地

面上，巢淺碟狀，每窩產

卵 2-4 枚，每日產 1 枚。

卵橢圓形，乳土黃色，有

黑褐色不規則斑點。親鳥

孵卵時如受干擾，會離巢

10-30分鐘後再返回孵卵，

離巢時間的長短，視危險

解除狀態而定。 

資料來源：https://taieol.tw/pages/7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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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本計畫將依據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中生態保育措施進行落實，並於工

程施作期間每月填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以紀錄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情況。 

補充說明 :  

1. 2 月底前偕同主辦科及施工單位確認工區內既有環境現況，同時實施施

工中生態環境教育宣導，並於施工中協助施工單位填寫自主檢查表。預

計於 112 年 1 月 27日完成施工。 

2. 於施工階段將由生態人員進行關注棲地、關注物種等生態宣導，以提升

施工人員生態保育觀念。 

3. 諸羅樹蛙主要棲地為竹闊葉混合林、農耕地等，潛在棲地詳參圖 2-2，限

制施工範圍並補植喬木可增加諸羅樹蛙棲息地，另於鄰近道路設置動物

通道，可供當地生物進行利用。 

4. 本計畫動物生態安全通道將由五河局委任之生態檢核團隊(台大)指定。 

5. 依據計畫區及鄰近區的生態敏感性，本計畫主要以諸羅樹蛙為重點，其

計畫區周邊多為竹闊葉混合林，其中竹林為諸羅樹蛙主要棲地之一，故

本計畫將限制施工範圍，以保留部分竹林。另鄰近計畫區有一株苦楝，

亦視為本案生態保全對象，如圖 3-3所示。 

 
圖 3-3 生態保全對象(苦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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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生態檢核自主檢查表 

【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五期)併辦土石標售】-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工程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人員：                                                                             檢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行 

執行 

但不足 
未執行 

1 
【迴避】施工時避開關注物種諸羅樹蛙繁殖期及其重要棲地(竹林、次生林)及保留重要樹種(左

岸出流工處鄰近之苦楝)，並以黃色警戒帶圈圍 
    

2 【迴避】施工整地避免於 4~8 月進行，且施工時間避免於晨昏施工(上午 8點前與下午 5點後)。     

3 【縮小】縮小改善工程量體(如施工範圍、水防道路及堤後排水溝深度)及盡量保留現有竹林     

4 
【減輕】防洪結構物以緩坡及坡面粗糙化設計，以盡量維持棲地橫向連結及河道開挖整理時，

盡量保留現地石頭，作基礎拋石保護用。 
    

5 
【減輕】施工整地時將採分段施工方式，讓棲息其中的動物有機會往外遷移，若於工區發現諸

羅樹蛙，將協助移至左岸工區外未受干擾的棲地 
    

6 【減輕】施工時應設置施工圍籬及相關臨時堆置區，以減輕對周遭環境影響     

7 【補償】水防道路建議施作動物生態安全通道(2處)。     

8 【補償】植生綠化及喬木栽植盡量採原生植栽種類(如苦楝等)。     

9 【其他】工區或工務所張貼生態關注物種照片及設置生態保育措施宣導告示牌。     

10 
【補償】配合五河局諸羅樹蛙方舟計畫，後續五河局在大湖口溪適宜區域擇定營造適合關注物

種棲息環境(諸羅樹蛙－竹林)(4~6期工程共補償面積 4公頃)。 
    

改善對策建議  

複查人姓名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線的檢查項目請附上執行前後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立勝營造有限公司                        現場檢查人員：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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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迴避】施工時避開關注物種諸羅樹蛙其重要棲地(竹林、次生林)及保留重要樹種(左岸出流工處鄰近

之苦楝)，並以黃色警示帶圈圍。 

[施工前] 

(照片) 

[施工階段] 

(照片) 

日期：民國 110 年   月   日 

說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3 【減輕】防洪結構物以緩坡及坡面粗糙化設計，以盡量維持棲地橫向連結及河道開挖整理時，盡量保

留現地石頭，作基礎拋石保護用。 

[施工前] 

(照片) 

[施工階段] 

(照片) 

日期：民國 110 年   月   日 

說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5 【減輕】施工時應設置施工圍籬及相關臨時堆置區，以減輕對周遭環境影響。 

[施工前] 

(照片) 

[施工階段] 

(照片) 

日期：民國 110 年   月   日 

說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6 【補償】水防道路建議施作動物生態安全通道(2 處)。 

[施工前] 

(照片) 

[施工階段] 

(照片) 

日期：民國 110 年   月   日 

說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7 【補償】植生綠化及喬木栽植盡量採原生植栽種類(如苦楝等)，共植 37 株。 

[施工前] 

(照片) 

[施工階段] 

(照片) 

日期：民國 110 年   月   日 

說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8 工區張貼生態關注物種照片及設置生物宣導告示牌。 

[施工前] 

(照片) 

[施工階段] 

(照片) 

日期：民國 110 年   月   日 

說明：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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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計畫區域內若有重大突發生態異常發生，本計畫將與計畫委託單位協調後，

進行應變工作，相關操作流程如圖 3-4 所示，針對生態異常事件處理，本案將組

織具有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對於異常狀況進行現狀評估與處

置建議，例如：施工期間工區範圍內生態保育對象受損、保育措施未執行或其他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則需在生態異常狀況表(如表 3-13 所示)特別加註說明，並

回報工程主辦機關及檢核人員張先生(電話：0917622671)，針對每一生態異常狀

況釐清原因、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行複查，直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 

另視情況亦將邀請在地民眾或關注之 NGO 等民間團體一同與會討論來取

得共識以落實民眾參與機制，並期或可藉由公私協力共同處理。另異常事件發生

之初至事件解決之後的所有處置過程與方式將被完整記錄，之後將與生態檢核

資料一同辨理資訊公開。 

 
圖 3-4 環境異常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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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生態疑義/異常狀況處理 

編號： 

 

狀況類型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不當 □水質混濁  

□生態保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生態友善措施未執行  

□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 □其他(請說明)：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生態疑義/異常

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 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至達複查完成。 

3. 原則上一項異常狀況獨立一張表格，避免混亂，不同異常狀況依次在表單上依序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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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案工程可能發生異常狀況，可歸納為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非生

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在地民眾或關注團體有疑慮

反應，相關可能狀況說明如下： 

(一)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 

1. 鄰近工區之竹闊葉混合林因施工遭受破壞。 

2. 因施工行為導致鄰近工區諸羅樹蛙大量死亡。 

(二)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 

1. 因施工行為不當導致鄰近渠道內水質混濁。 

2. 因施工行為例如上述第一點未落實濁度控制或施工過程中排入工程廢

水，導致渠道內大量魚群或水中生物暴斃。 

3. 因施工行為導致計畫區或鄰近區域大量鳥類族群死亡。 

(三) 生態保育措施未落實執行： 

1. 未限制施工範圍，擾動諸羅樹蛙棲地或潛在棲地。 

2. 水防道路未埋設 2 處生態安全通道。 

3. 未於工區張貼生態關注物種照片及設置生物宣導告示牌。 

(四) 在地民眾及關注團體疑慮： 

若施工過程中，有在地民眾或關注 NGO團體對本案施工有疑慮進而提出

相關反應，將依其陳情或反應意見評估其可能後續之議題進行評估，若相關議

題為本案工程施作不當導致周邊生態棲地或關注物種等亦將視為本案工程生

態異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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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未來工作 

一、 成立工作團隊 

本計畫預計邀請生態及水利專家/學者成立本案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來協助施

工單位執行本案工程生態檢核作業，生態團隊詳參 1.3 節。 

二、 自主檢查作業 

本計畫預計完成施工階段之生態檢核評估，包含保育措施之落實、施工單位

每月自主查驗表填寫、現況影像紀錄等，其中若有生態異常狀況之發生亦將諮詢

生態顧問進行相關應變處理。 

三、 不定期現勘 

依據設計階段生態檢核成果，本計畫除落實其所研擬之生態保育措施外，亦

針對當地進行不定期現勘。 

四、 其他行政協助 

於計畫期間辦理之生態檢核作業，將進行協助生態檢核表格填寫及資訊公

開等工作事宜。 

五、 預定進度 

本計畫預定進度如圖 4-1所示。 

 
圖 4-1 預定進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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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生態人員相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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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  
TWD97 座標 

X：               Y：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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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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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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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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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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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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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是                                                  

  □否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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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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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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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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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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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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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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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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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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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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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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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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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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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棲地品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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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經濟部水利署工程廠商施工階段

生態檢核作業補充說明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廠商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補充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範經濟部水

利署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機關)辦理工程，廠商於施工階段執行生態檢核

作業應配合事項，特訂定本施工補充說明。 

二、除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

善、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規劃取得綠建築標

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外，機關辦理

新建公共工程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三、生態保育措施應考量個案特性、用地空間、水理特性、地形地質條件及安全

需求等，因地制宜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四項生態保育策略之優先順

序考量及實施，四項保育策略定義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度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選用替

代方案等；較小尺度之應用則包含工程量體及臨時設施物(如施工便道等)

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態敏感性較高之區域；施工過程避開

動物大量遷徙或繁殖之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車道數、減少路寬等)、施工期間

限制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之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度，兼顧工程安全及減輕工程對環

境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制宜採取適當之措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

之既有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臨時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

畫等，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之工法或材料(如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之

建置、資材自然化、就地取材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之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方式於他處重建相似或

等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加速植生及自然棲地

復育。 

四、廠商應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確實執行，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

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廠商於施工階段執行生態檢核作業原則如下： 

(一) 「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納入施工計畫。 

(二) 「生態保育措施」應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堆置

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三) 擬定工地環境生態異常情況處理作為或計畫。 

(四) 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



 

位置。 

(五) 確認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關注物種平面分布圖。(標註保育類動物、稀

有植物、指標物種或老樹等。另可依現勘結果，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

關注物種分布情形。) 

(六) 辦理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教育訓練：訓練對象為廠商施工人員，並包

括「生態保育措施」宣導(例如：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具體生態

保育措施，以及說明工區是否有生態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稀有

植物、指標物種或老樹等。)。如有生態關注物種，則補充照片(或圖

卡)納入教育訓練。 

(七) 填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工程開工後及每月至少填寫1次。 

(八) 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若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停止施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九) 廠商如聘請專家學者或生態背景人員參與生態檢核事項，或參與生態

保育措施執行情形檢查，其聘請之人員應避免與機關委託之生態檢核

團隊重複。 

五、變更設計： 

機關得依據地方民眾反應、陳情或工程生態保育實際需求，或遇環境

生態異常需調整生態保育措施，依契約第 19 條變更作業辦理。 

六、罰則： 

廠商違反第四點規定，可歸責於廠商者，應依下列規定對廠商辦理懲

罰性違約金事宜： 

項 目 違反規定事項 扣點數 

生態保育措施 

廠商未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2 

廠商未依據規劃設計階段之關注物種分布圖，標註保育類動物、稀有植物、

指標物種或老樹等。(或未依據現場勘查結果，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關注物

種分布情形。) 

1 

廠商未辦理環境生態保育教育訓練，或未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1 

廠商未確實依施工計畫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1 或 2 

廠商未落實填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或 2 

1.懲罰性違約金金額，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據契約條文第 22條第 9 款規定辦

理。 

2. 本罰款標準為契約之一部分，得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程督導小組、主辦機

關、監造單位等相關人員辦理扣點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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