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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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於民國 110 年 8 月 9 日起辦理本案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工作項

目詳參 1.3 節，工程位置詳參圖 1-1。本計畫為辦理辦理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

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於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大里

區，位於大里里及大元里之分界，工程施作項目包含排水路改善 420 公尺，工程

預期效益為改善淹水面積概估：約 2 公頃、保護人口(對象)：約 5000 人。 

1.3 計畫項目 

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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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工作內容對照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執行方法 執行成果 

1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3-1 3-5 

2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資訊公開評估 3-3 3-8 

3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可行方案 3-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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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圖 

 

1.4 團隊人員組成 

檢核團隊組成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檢核團隊人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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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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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蒐集 

2.1 區位介紹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大里區(位置如圖 2-1 所示)，鄰近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

心、聖源別墅工業園區、大里溪(與本計畫工區相對位置，如圖 2-2 所示)，海拔

高度約 50 公尺，屬烏溪水系大里溪支流。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臺中市大里區

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1,660.7 毫米，詳細歷年雨量如表 2-1 所示，相關水理因素資

料如表 2-2 紅色方框所示。 

 

表 2-1 臺中市大里區歷年雨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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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203.5  25.0  213.5  175.0  62.5  269.5  155.5  161.0  158.5  18.5  73.5  13.5  1529.5  

106 6.0  22.5  46.0  143.5  106.5  914.0  318.0  75.0  56.5  60.5  22.0  12.5  1783.0  

107 117.5  31.5  36.0  25.0  72.5  228.5  396.5  558.5  38.5  15.5  12.5  2.0  1534.5  

108 14.0  10.0  164.5  106.5  464.0  534.5  127.0  738.5  171.0  8.0  0.0  94.0  2432.0  

109 21.5  3.0  42.0  57.0  357.5  99.5  57.0  304.5  30.0  0.0  4.5  48.0  1024.5  

平均 72.5  18.4  100.4  101.4  212.6  409.2  210.8  367.5  90.9  20.5  22.5  34.0  1660.7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表 2-2 計畫水理因素表 

排水

名稱 
樁號 

流量 

(cms) 
坡降 

流速 

(m/s) 

底寬

(m) 

水深

(m) 
側坡斜度 

中 

興 

段 

排 

水 

0~000~0+344 58 
現況(約

1/200) 
1.5 現況 3.6 現況 

0+344~1+610 58 1/350 2.4 現況 2.3 現況 

1+610~2+030 44 1/350 2.3 現況 2.3 現況 

2+030~2+800 44 1/270 2.5 現況 2.0 現況 

2+800~4+230 44 1/230 2.6 現況 2.7 現況 

4+230~4+858 13 
現況(約

1/150) 
1.7 現況 2.9 現況 

*注：紅框處為本次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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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計畫範圍圖 

 

 
圖 2-2 與本計畫工區相對位置圖 

 

2.2 生態資源盤點及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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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以「臺中

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成果報告」(臺中市政府，2018)生

態調查報告進行文獻盤點(盤點位置如圖 2-3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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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盤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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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治理區含鄰近範圍陸域動物及水域生態物種如表 2-3~表 2-9 所示。 

本計畫於民國 110 年 9 月 8 日完成水陸域生態調查(調查結果也彙整於表 2-

3~表 2-9)，主要組成以白頭翁、麻雀、野鴿等都市常見鳥類，此外亦發現喜

鵲、家八哥及白尾八哥等外來種鳥類。哺乳類部分發現家鼷鼠與臭鼩，常見於

都市排水溝渠，推測與其周邊緊鄰住宅區相關。水域調查魚類調查部分為皆為

外來種，爬蟲類經訪查當地居民，表示渠道內曾發現外來種紅耳泥龜，以上調

查成果發現許多外來物種。動植物調查名錄詳參附錄一及附錄二。 

 
表 2-3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植物資源表 

歸隸特性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1 18 2 21 

屬數 1 20 3 24 

種數 1 20 3 24 

生長習性 

草本 0 2 3 5 

喬木 1 12 0 13 

灌木 0 4 0 4 

藤本 0 2 0 2 

屬性 

原生(不含特有) 0 5 1 6 

特有 0 0 0 0 

歸化 0 15 2 17 

栽培 1 0 0 1 

 
表 2-4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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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燕   ✓ 白頭翁 ✓ ✓ ✓ 

白尾八哥(外) ✓  ✓ 麻雀 ✓ ✓ ✓ 

夜鷺 ✓ ✓  翠鳥  ✓ ✓ 

珠頸斑鳩 ✓  ✓ 白面白鶺鴒  ✓ ✓ 

紅鳩  ✓  牛背鷺  ✓  

南亞夜鷹   ✓ 家燕 ✓   

野鴿(外) ✓   灰頭鷦鶯 ✓   

樹鵲 ✓   喜鵲(外) ✓   

大卷尾 ✓   斑文鳥 ✓  ✓ 

家燕  ✓  紅嘴黑鵯 ✓   

家八哥(外) ✓   斯氏繡眼 ✓   

黃頭鷺 ✓   小白鷺 ✓ ✓ ✓ 

黑冠麻鷺 ✓       

總計 18 種 8 種 10 種 

(外)：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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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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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鼠 ✓  ✓ 家鼷鼠 ✓   

溝鼠 ✓   赤腹松鼠 ✓   

臭鼩 ✓       

總計 5 種 無紀錄 1 種 

 

表 2-6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兩棲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澤蛙  ✓ ✓ 黑眶蟾蜍 ✓   

總計 1 種 1 種 1 種 

 

表 2-7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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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錦蛇 ✓  ✓ 紅耳泥龜(外) ✓  ✓ 

草花蛇(III)   ✓ 斯文豪氏攀蜥 ✓   

雨傘節 ✓   疣尾蝎虎 ✓   

麗紋石龍子 ✓   印度蜓蜥 ✓   

斑龜 ✓       

總計 8 種 無紀錄 3 種 

保育類：(I)、(II)、(III)。(外)：外來種。 

 

表 2-8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錄蝶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沖繩小灰蝶 ✓   荷氏黃蝶 ✓   

樺斑蝶 ✓   紋白蝶 ✓   

豆環蛺蝶 ✓       

總計 5 種 無紀錄 無紀錄 

 

表 2-9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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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羅口孵非鯽(外) ✓ ✓  鯽  ✓  

蟾鬍鯰(外)  ✓  豹紋翼甲鯰(外)  ✓  

鯉(外) ✓   食蚊魚(外) ✓   

孔雀花鱂(外) ✓   琵琶鼠(外) ✓   

總計 5 種 4 種 無紀錄 

(外)：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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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中興大排文獻盤點位置圖 

 

2.3 現地勘查 

現地勘查時間為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與 8 月 5 日。預定治理區為中興大排

大衛路至國光路間之排水岸，大衛路處因有水門攔蓄，水流速度緩慢，水域型態

為深潭，水面有漂浮物，水質條件不佳(略為混濁)，故渠道內多為耐污性較高的

尼羅口孵非鯽。周圍陸域棲地類型主要為綠帶、住宅區、人工喬木等，河道右岸

為臺中市第 15 期市地重劃工程區域。污排水左岸為垂直混凝土護岸，緊鄰道路

與工廠，右岸為漿砌石護岸與民宅，人為擾動頻繁，較無明確生態議題。兩側護

岸記錄有喬木，例如治理工程起點河道左岸樹種為正榕、右岸樹種有小葉欖仁，

終點處左岸有龍柏等，計畫區周邊環境現況如圖 2-4 與表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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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計畫區周邊環境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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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計畫區周邊環境現況 

  

(A)現況閘門老舊，需配合拆除重建 (B)水利會取水閘門(兩岸各 1) 

  

(C)左側護岸毀損且雜草叢生 (D)左岸緊鄰民宅構造物 

  

(E)右岸毀損且高度不足 (F)左岸既有鐵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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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3.1 執行流程與方法 

本計畫盤點 2013 年到 2020 年國內生態檢核執行手冊(如表 3-1 所示)，並參

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研擬規劃設計階段操作流程與工作項目(如

圖 3-1 所示)，並說明如後。 

 

表 3-1 國內生態檢核執行手冊盤點表 

項次 生態檢核執行手冊 年代 

1 台灣區域重點河川示範水利工程網路版手冊 2013 

2 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 2019 

3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執行參考手冊 2020 

 

 
圖 3-1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操作流程圖 

 

一、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本計畫將根據工程基本資料、生態調查、棲地環境等資料彙整進行細部生態

評析，流程如圖 3-2 所示。判斷各工程潛在生態議題，提供工程單位及提前掌握

工區附近環境特性及生態課題，以利規劃設計前期針對工程設計與工法選擇，提

出對環境生態衝擊最小之對策建議。另工程與生態團隊討論定案之保育對策及

生態保全對象可標示於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敏感圖說)上，作為按圖施工及後續

保育成效監測的依據。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時需先取得工程設計資訊，顯示主要

工程與影響範圍之空間配置。可藉工程設計圖轉換成分析軟體可讀取之向量檔

案，如設計圖尚未完成，則以 GPS 現場定位工程之座標，利用 GIS 軟體與現地

調查結果套疊，呈現構造物長度、寬度等訊息，其中小尺度考量屬於地景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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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微棲地，依照生態區域敏感程度，標明不同顏色區分，定義如表 3-2 所

示。另生態資料盤點、棲地環境勘查執行方法說明如後。 

 

表 3-2 生態關注區繪製原則表 

等級 顏色(陸域/水域) 判斷標準 工程設計施工原則 

高度敏感 紅/藍 

屬不可取代或不可回復的資

源，或生態功能與生物多樣性

高的自然環境 

優先迴避 

中度敏感 黃/淺藍 
過去或目前受到部分擾動、但

仍具有生態價值的棲地 

迴避或縮小干擾棲地回復 

低度敏感 綠/- 人為干擾程度大的環境 施工擾動限制在此區域、營

造棲地 人為干擾 灰/淺灰 已受人為變更的地區 

 

 
圖 3-2 生態評析流程圖 

 

(一) 資料盤點 

彙整計畫轄區範圍內相關生態文獻，包含「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成果報告」(臺中市政府，2018)相關生態調查資料，並輔以網站

彙整近期計畫範圍內之生態資料，相關資料庫包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

「eBird Ta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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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等，盤點結果詳參 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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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棲地環境勘查 

本計畫預計透過環境勘查拍照並記錄環境現況於現地勘查表中，紀錄內容

重點包含：水域描述、縱向描述、橫向描述、陸域棲地、自然溪段、兩岸濱溪帶、

高灘地、樹林及可能影響棲地之外來種等，若有生物、生態背景人員同行勘查，

會再增加進行植物辨識。並藉由勘查過程中，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

的知識、文化、人文及土地倫理，除能補充周邊生態資訊，為尊重當地文化，可

將相關物種列為關注物種，或將特殊區域列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域。 

二、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資訊公開評估 

(一) 對策研擬 

藉由生態調查及評析之結果，針對工程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與衝擊

來擬定友善措施及生態保育建議策略(生態保育對策)，保育對策之選擇，以干擾

最少或儘可能避免負面生態影響之方式為優先，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四

個原則進行策略考量。工程位置及施工方法首先考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

棲地等高度敏感區域，其次則盡量縮小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並針對

受工程干擾的環境，積極研擬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於

工程不同階段擬定之保育措施目的與方式不同(如圖 3-3 所示)，本團隊將依實際

各工程執行情況擬定保育措施。 

 

 
圖 3-3 生態保育措施溝通討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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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配置及施工應優先考量是否可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無法

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評估縮小影響範圍，例如：在不需高強度設計的溪段縮小工

程量體或調整位置以保留自然緩坡、施工階段不另開便道等。或以適用之對應工

法來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例如：依據河段現況研判擬定規劃目標後，包括護岸、

固床工、護坦工等，以多元工法配置進行整治保護，同時依據過往相關研究成果，

整理各工法之保護目標與應適用工法，以提供主辦機關及設計單位參考。另針對

受工程干擾的環境，應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例如：栽植當地既有喬木與

灑播原生適生草種、完工後翻鬆施工便道與裸露地土壤等。 

(二) 資訊公開方式 

本計畫未來將本計畫執行之生態檢核進行資訊公開，辦理原則如下： 

1. 公開方式：網站、說明會、工作坊等方式公開。 

2. 公開內容：工程主辦機關辦理防災治理工程所實行之生態友善機制檢核相關

表單與各工程施行之生態友善措施內容。 

(三)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可行方案 

本計畫將藉由設計審查會議將上述生態保育對策提供給設計單位參考。並

經由說明會與在地居民、NGO 及民代進行設計方案溝通，最後與臺中市政府、

工程設計單位進行橫向溝通，以確認研擬之保育對策皆可於施工階段進行落實，

若可行將協助製作成自主檢查表，範例詳參表 3-3 所示，若不可行，本計畫亦將

記錄其原因作為後續研擬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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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施工階段自主檢查範例表 

主辦機關  
 

 

 

 

 

 

 

 

 

生態敏感圖 

工程名稱  

設計/監

造單位 
 

施工承 

攬廠商 
 

工程點位  

工地負責人  

填表人簽名  

編號 階段 項目 檢查項目/標準 
檢查日期 

備註 
 

1 施工中   

□是□否:________________ 

□異常狀態:______________ 

□未處理□已通報處理 

 

2 施工中   

□是□否:________________ 

□異常狀態:______________ 

□未處理□已通報處理 

 

3 完工   

□是□否:________________ 

□異常狀態:______________ 

□未處理□已通報處理 

 

編號 1 紀錄照片 編號 2 紀錄照片 編號 3 紀錄照片 

   

備註： 

1.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當日填表時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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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狀況。 

3.自主檢查表填寫時間為施工期間每月一次，本表格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4.生態團隊於不定期進行現場抽查檢核作業。 

 

3.2 生態檢核成果說明 

一、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一) 資料蒐集 

本計畫參考自「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成果報告」

(臺中市政府，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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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網站針

對工區周圍半徑 200 公尺範圍內水陸域生態資料進行盤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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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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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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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區因位於都市區，人為擾動頻繁。雖生態議題不多，但較受人為關

注，例如整體護岸施作工法之觀感須評估。依據生態資料盤點、現場勘查及本季

次生態調查成果進行生態評析，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生態評析表 

棲地類型 敏感性 物種利用說明 

人工喬木 低度敏感區 兩側人為栽植之喬木可提供當地樹棲型鳥類利用，例如：白尾八

哥、白頭翁、珠頸斑鳩等。 

水域環境 低度敏感區 水域棲地環境多樣性低，水質屬中度污染，經資料盤點魚種多為

耐污性較高之魚種，例如：尼羅口孵非鯽。 

 
(三) 敏感圖繪製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敏感圖如圖 3-4 所示。 

 

 
圖 3-4 生態敏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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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保育對策研擬及資訊公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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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所示。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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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否阻斷溪

流上下游縱

向連結性 

本案工程終點處有水閘門，

會造成上下游水域連結性部

分受阻，未來新設水閘門其

是否開啟亦會影響排水上下

游縱向連結性，提供大水時

下游大里溪魚類避難區域。 

建議新設水閘門其是否定期開啟。 

二、是否阻斷動

物水陸域間

橫向通道 

工程右岸為 15期重劃區，左

岸為住宅跟道路，屬人為擾

動頻繁區域，經評估較無生

物利用其作為橫向通道。 

無 

三、是否影響周

圍既有棲地

特性及多樣

性 

1.雖因位於都市區人為擾

動頻繁，較無明顯生態

議題，但仍須注意在地

居民對整體護岸觀感。 

2.兩岸喬木可能因工程施

作而遭受擾動，例如下

游右岸的小葉欖仁。 

1. 雖生態議題不多，但較受人為關注，例如整

體護岸觀感皆須評估，盡可能避免施作混

擬土護岸(兩面光護岸)。因此，於護岸施作

上可考量於既有漿砌石護岸再進行加高，

除保留原有漿砌石護岸外，亦可降低混擬

土使用。若無法於既有護岸進行加高，需重

新施作護岸，護岸型式可考量具生態及景

觀型式之護岸，或是於在護岸頂部種植蔓

藤及灌木植物，使植物能往河道懸垂或攀

附綠化。 

2. 排水兩側之喬木若因工程施作需擾動建議

未來依據其移植後經濟價值等評估是否保

留、移植或是重新補植。因工程施作關係，

既有草生荒地及堤防外人工林，將因護岸

施作關係受到開挖或擾動，建議若需施工

便道，應優先使用既有道路或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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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公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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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9 月份完成三工程之生態調查資料彙整，經由主

管機關同意後，公布於中央寄存所(網址：https://data.depositar.io/)。 

三、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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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與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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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水閘門定

期開啟、盡可能避免施作混擬土護岸(兩面光護岸)、護岸型式可考量具生態及景

觀型式之護岸、排水兩側喬木若因工程施作需擾動建議未來評估是否保留、移植

或重新補植、若需施工便道，應優先使用既有道路或裸露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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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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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時至現場稽核。表 3-9 為目

前初步研擬的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本團隊後續將持續與規劃設

計單位以表 3-8 有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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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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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10-111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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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區  

中興大排大衛路(光復橋)至國光路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53,650 

工程目的 排水路改善 4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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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整建。 

預期效益 
1、改善淹水面積概估：約 2 公頃。 

2、保護人口(對象)：約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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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自行種植蘄艾(VU)，河道兩岸有喬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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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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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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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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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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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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主辦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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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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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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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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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附表 
工程名稱 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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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排水治理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 2019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排水治理工程生態檢核(施工－完工階段) 

⚫ 本計畫調查結果 

物種文獻及資料庫盤點： 

A. 鳥類：磯鷸、白頭翁、白尾八哥(外)、麻雀、夜鷺、翠鳥、珠頸斑鳩。 

B. 兩棲類：澤蛙。 

C. 爬蟲類：王錦蛇、紅耳泥龜(外)。 

D. 魚類：尼羅口孵非鯽(外)、鯽。 

本計畫生態調查結果： 

A. 鳥類：野鴿(外)、珠頸斑鳩、紅鳩、灰頭鷦鶯、樹鵲*、喜鵲*、大卷尾、斑文鳥、家燕、洋燕、麻雀、紅

嘴黑鵯、白頭翁、白尾八哥(外)、家八哥(外)、斯氏繡眼、黃頭鷺、小白鷺、黑冠麻鷺*、夜鷺*、南亞夜

鷹。 

B. 哺乳類：鬼鼠*、家鼷鼠*、溝鼠*、赤腹松鼠、臭鼩*。 

C. 爬蟲類：斯文豪氏攀蜥、王錦蛇*、雨傘節*、疣尾蝎虎、麗紋石龍子、印度蜓蜥、紅耳泥龜(外)*、斑龜

*。 

D. 魚類：鯉*、食蚊魚(外)、孔雀花鱂(外)*、口孵非鯽(外)、琵琶鼠(外)*。 

*：表示為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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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A. 現地環境描述： 

現地勘查時間為民國 110年 6 月 30日、8月 5日。預定治理區為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間之排水岸，

水域型態為深潭，水流速度緩慢，水質略為混濁。周圍陸域棲地類型主要為綠帶、住宅區、人工喬木等，

河道右岸為臺中市第 15期市地重劃工程區域。大衛路處因有水門攔阻，水面有廢水漂浮物，渠道內多為

尼羅口孵非鯽，水質條件不佳。排水左岸為垂直混凝土護岸。右岸為漿砌石護岸，右岸有民宅、左岸有工

廠，人為擾動頻繁，較無明確生態議題。兩側護岸紀錄有喬木，例如治理工程起點河道左岸樹種為正榕、

右岸樹種有小葉欖仁，終點處左岸有龍柏等。 

B. 棲地環境分析： 

棲地類型 敏感性 物種利用說明 

人工喬木 低度敏感區 兩側人為栽植之喬木可提供當地樹棲型鳥類利用，例如：斯氏繡眼、樹

鵲、珠頸斑鳩等 

水域環境 低度敏感區 水域棲地環境多樣性低，水質遭受污染嚴重，經資料盤點魚種多為耐污

性較高之魚種，例如：尼羅口孵非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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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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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終點處水閘門會造成上下游水域連

結性部分受阻，影響排水上下游生態縱

向連結性。 

減輕：建議新設水閘門可以定期開啟，可

優化縱向廊道連續性。透過水體經常性流

動，應可改善現況水體幾乎不流動之水質

不佳問題。 

■納入 

□無法納入 
 

棲地環境 
人為擾動頻繁，雖較無明顯生態議題，

仍須注意在地居民對整體護岸觀感。 

減輕：建議以多孔隙型式(避免以兩面光

型式)設計護岸，並於護岸頂部種植爬藤

類植物綠化護岸。 

■納入 

□無法納入 
 

植被保全 
兩岸喬木可能因工程施作遭受擾動，如

下游左岸的小葉欖仁。 

迴避：護岸施作可能擾動兩岸既有喬木，

建議應盡量避開，原地保留。  

□納入 

■無法納入 

目前渠道右岸進行護岸開

挖，部分既有喬木仍可能因

工程需要移除。 

補償：若無法避開需進行移植或補植。補

植之樹種建議以臺灣原生種(如楓香)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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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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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死亡，或污

染環境等問題。 

減輕：施工期間將民生及工程廢棄物集

中，並每日帶離現場，避免動物誤食或吸

引流浪犬貓於工區附近駐留。 

■納入 

□無法納入 
 

工區附近人為活動高，施工期間若車輛

進出頻繁，可能增加交通事故與動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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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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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初稿) 

工程：中興大排（大衛路至國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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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未達執

行階段 

1 

是否以多孔隙型式(避免以兩面光

型式)設計護岸，並於護岸頂部種

植爬藤類植物綠化護岸。 

    

2 兩岸既有喬木是否原地保留。     

3 補植樹種是否為臺灣原生種。     

4 

施工計畫書或設計圖說是否註明

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 

    

5 

工區周邊是否有設置告示提醒施

工車輛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

下。 

    

6 

施工計畫書或設計圖說是否註明

每日施工時間為 8：00 至 17：

00。 

    

7 
工程產生之廢棄物是否集中管理

並每日帶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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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一、 本工程終點處水閘門造成水域連結性部分受阻，未來新設水閘門建議可以

定期開啟，可優化縱向廊道連續性。透過水體經常性流動，應可改善現況

水體幾乎不流動之水質不佳問題 

二、 本工程兩岸鄰近道路與人為干擾區(工廠、住宅、重劃區工程施做)，目前

的護岸為垂直式混凝土結構，水域水質不佳，故水、陸域之生態議題相對

不多。但因鄰近住宅區，須注意在地居民對整體護岸之觀感。護岸若有重

新施做或加高，應盡可能避免再施作兩面光之混擬土結構。於可滿足防洪

保護標準的前提下，建議可考慮具較近自然多孔隙之護岸型式，或是於在

護岸頂部種植蔓藤類植物，使植物能往河道懸垂或攀附綠化河岸。 

三、 排水兩側經調查後應重點保留之喬木如龍柏、正榕，小葉欖仁，建議應盡

可能考量可原地保留之規劃設計方案。但若因用地限制或其他原因無法避

開或原地保留，於工程施作前需進行移植，並於工程完工後移回。若於移

植過程死亡，建議應進行補植，補植之數樹種建議以臺灣原生種(如楓香)為

主，或由規劃設計單位提出，由本團隊評估是否適合。 

四、 工區附近人為活動高，施工期間若車輛進出頻繁，可能增加交通事故與動

物路殺風險，建議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 

五、 施工期間人為活動，對周邊生態環境有一定程度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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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工程廢棄物有動物誤食、污染環境或吸引流浪犬貓駐留之風險。建議施工

期間將民生及工程廢棄物集中，並每日帶離現場，避免動物誤食或吸引流

浪犬貓於工區附近駐留。 

七、 工區緊鄰民宅，建議避免施工中產生突發性高分貝聲響，進而影響當地居

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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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3. 社團法人臺灣石虎保育協會，民國 108 年，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成果報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4.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民國 109 年，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

委託專業服務 第一次派工案 成果報告書，臺中市政府。 

5. 臺中市政府，民國 109 年，109 年度臺中市治理工程工作計畫書「中興大排

(大衛路至國光路)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臺中市政府。 

6. 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9 年，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執行參考手冊，經濟部。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https://mis.sw

cb.gov.tw/mis_extention/EcologicalInfo/public/Default.aspx，查詢時間：2021

年 5 月。 

8.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環境資料庫，https://ire-123.wrap.gov.tw

/integration2017_wrpi_river/EcologicalSurvey.html，查詢時間：2021 年 5 月。 

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

ww.tbn.org.tw/topic/species_diversity，查詢時間：2021 年 5 月。 

10. 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Map/Map.aspx，

查詢時間：2021 年 5 月。 

11. eBird，https://ebird.org/explore，查詢時間：2021 年 5 月。 

12. 中央氣象局，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index.jsp，查詢時

間：2021 年 6 月。 

https://mis.swcb.gov.tw/mis_extention/EcologicalInfo/public/Default.aspx
https://mis.swcb.gov.tw/mis_extention/EcologicalInfo/public/Default.aspx
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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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 植 物 名 錄



 
 

附-2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oaceae 大黍 Megathyrsus maximus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莎草科 Cyperaceae 旱傘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aceae 蘄艾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大花咸豐草 Bidens alba 

木麻黃科 Equisetaceae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木樨科 Oleaceae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桑科 Moraceae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漆樹科 Anacardiaceae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楓香科 Altingiaceae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菟絲子 Cuscuta chinensis 

桃金孃科 Myrtaceae 番石柳 Psidium guajava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 

豆科 Fabaceae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樟科 Lauraceae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番木瓜科 Caricaceae 木瓜 Carica papaya 

茜草科 Rubiaceae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矮仙丹 Ixora x williamsii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九重葛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莧科 Amaranthaceae 野莧 Amaranthus blitum 

裸子植物 

柏科 Cupressaceae 龍柏 Juniperus chinensis var. kaiz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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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動 物 名 錄



 
 

附-4 

鳥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徙屬性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In     11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1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6 

雀形目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     1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R Es   * 

   喜鵲 Pica pica R     *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R,T Es   2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     2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W,T     3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4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22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nigerrimus R Es   1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 Es   8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n     5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n     2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simplex R     1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R,S,W,T     3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S,W,T     2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R     *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W,T     1 

鴞形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R Es   * 

4 目 12 科 21 種 － － 5 種 0 種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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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表特有亞種；「*」表訪談紀錄。 

 



 
 

附-5 

哺乳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嚙齒目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 

    家鼷鼠 Mus musculus     *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Es   1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 

2 目 3 科 5 種 － 1 種 0 種 1 隻次 

註：「Es」表特有亞種；「*」表訪談紀錄。 

 

爬蟲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有鱗目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 swinhonis E   1 

  黃頷蛇科 王錦蛇 Elaphe carinata     *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1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1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1 

龜鱉目 澤龜科 紅耳龜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In   *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 

2 目 7 科 8 種 － 2 種 0 種 4 隻次 

註：「E」表特有種；「In」表外來種；「*」表訪談紀錄。 

 

兩棲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 

1 目 2 科 2 種 － 0 種 0 種 0 隻次 

註：「*」表訪談紀錄。 

 

魚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鯉形目 鯉科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 

鱂形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In   42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In   * 

鱸形目 麗魚科 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sp. In   74 

鯰形目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In   * 

4 目 4 科 5 種 － 4 種 0 種 116 隻次 

註：「In」表外來種；「*」表訪談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