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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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有 14 件工程，各工程名稱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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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南勢溪及北勢溪分

流工應急工程」、「太平區坪林排水1K+524～2K+046護岸改善應急工程」、「龍

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大雅區塔蓮溝上游段護岸改善工

程」、「龍井區忠和中排水臨港路下游右岸護岸改善應急工程」、「龍井區龍井

排水臨港路下游左岸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大安區溫寮溪溫寮橋上游堤防改善

應急工程」、「臺中市梧棲區安良港排水 0K+866～1K+547 治理工程併辦土石標

售」、「臺中市梧棲區安良港排水2K+584～3K+020應急工程」、「沙鹿區南勢溪

汙染整治工程」、「筏子溪門戶迎賓水岸廊道下游串連工程」。14 項工程計畫範

圍分述如下，各工程辦理項目詳參章節 1.3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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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位於臺中市龍井區龍泉里。原工

程為山腳排水治理工程 0K+000~4K+715，原工程內容為斷面型式採30公尺明渠型

式加上兩岸各 5公尺以箱涵方式構築，因工程山腳排水鐵路橋段(4K+225~4K+330)

須配合鐵路橋改善工程施工。目前山腳排水治理工程中之上、下游渠段、鐵路橋

皆已施工完成，故本工程(4K+225~4K+330)已於 111 年 8 月 15 日進場施工進入施

工階段並辦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程環境照與工程範圍圖如圖 1-12、圖 1-13 所

示。 

 

  

圖 1-12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工程環境照 

 

 

圖 1-13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工程範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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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施工階段) 

一、 區位介紹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龍井區(如圖 2-21所示)，工程區位於鐵路橋下方，根據中

央氣象局資料，臺中市龍井區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1,709.24毫米，詳細歷年雨量如

表 2-49所示。 

表 2-49 臺中市龍井區歷年雨量(單位：毫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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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4 20.8 38 98.8 111.5 894 313.7 69 21.4 53.5 19.5 8 1652.2 

107 103.5 25.5 35.5 30.5 73 234 347 408.5 20 7.5 10 2 1297 

108 13 11 179.5 115.5 524 480 177.5 768 133.5 11.5 0 94.5 2508 

109 20 4.5 55 59.5 306.5 183.5 93.5 278.5 74 0 3.5 41.5 1120 

110 5 23.5 29 8 235 645.5 132 813 42.5 11 5.5 19 1969 

平均 29.1 17.06 67.4 62.46 250 487.4 212.74 467.4 58.28 16.7 7.7 33 1709.24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2-21 龍井區山腳排水計畫範圍圖 

 

二、 生態資源盤點 

本計畫盤點本案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成果與及周圍半徑 1 公里範圍內水

陸域生態資料，線上資料庫資料包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生態調查資

料庫系統」、「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之生態資料進行盤點，文獻方面

則無相關生態調查。根據生態資料盤點結果，預定治理區盤點成果彙整表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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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表 2-54所示。 

經盤點龍井區山腳排水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成果，魚類包括尼羅口孵非鯽、

線鱧、食蚊魚與野翼甲鯰。本水域發現魚類均為耐汙性強的外來種，底棲生物

經盤點有小錐實螺及福壽螺，兩棲類經盤點有小雨蛙、澤蛙、貢德氏赤蛙、黑

眶蟾蜍與斑腿樹蛙，其中斑腿樹蛙為強勢外來種建議發現立即移除，鳥類經盤

點有 11 種皆為常見物種，爬蟲類有浪花蛇、雨傘節、紅耳泥龜、無疣蝎虎、台

灣草蜥、麗紋石龍子等六種，經本次盤點後建議依照規劃設計階段之意見，將

浪花蛇定為排水指標生物。並持續關注原生物種如斑龜、鱉等原生物種是否出

沒於工區範圍內，施工圍堰期間需注意是否有關注物種出沒，如有出沒應將該

生物移動至工區下游水域安置。 

 

表 2-50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鳥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小白鷺 ✓ ✓ 褐頭鷦鶯 ✓ ✓ 

夜鷺 ✓  白尾八哥 ✓ ✓ 

紅冠水雞 ✓ ✓ 大卷尾 ✓ ✓ 

珠頸斑鳩 ✓ ✓ 麻雀 ✓ ✓ 

洋燕 ✓  斑文鳥 ✓  

白頭翁 ✓ ✓ 黑翅鳶(II)  ✓ 

彩鷸(II)  ✓ 太平洋金斑鴴  ✓ 

翠鳥  ✓ 灰頭鷦鶯  ✓ 

寒林豆雁  ✓ 野鴿  ✓ 

凍原豆雁  ✓ 紅鳩  ✓ 

小雨燕  ✓ 喜鵲  ✓ 

大白鷺  ✓ 紅隼(II)  ✓ 

蒼鷺  ✓ 赤腰燕  ✓ 

中白鷺  ✓ 家燕  ✓ 

黃頭鷺  ✓ 紅尾伯勞(III)  ✓ 

南亞夜鷹  ✓ 赤喉鷚  ✓ 

東方環頸鴴  ✓ 白鶺鴒  ✓ 

小環頸鴴  ✓ 灰鶺鴒  ✓ 

高蹺鴴  ✓ 東方黃鶺鴒  ✓ 

黑腹濱鷸  ✓ 家八哥  ✓ 

白腰草鷸  ✓    

總計 11種 38種 

保育類：(I)、(II)、(III)。(外)：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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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魚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尼羅口孵非鯽(外) ✓  食蚊魚(外) ✓  

線鱧(外) ✓  野翼甲鯰(外) ✓  

總計 4種 無紀錄 

(外)：外來種。 

 

表 2-52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底棲生物盤點表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小錐實螺 ✓  福壽螺(外) ✓  

總計 2種 無紀錄 

(外)：外來種。 

 

表 2-53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兩棲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小雨蛙 ✓  澤蛙 ✓ ✓ 

貢德氏赤蛙 ✓  黑眶蟾蜍 ✓ ✓ 

斑腿樹蛙(外) ✓     

總計 5種 2種 

(外)：外來種。 

 

表 2-54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爬蟲類盤點表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物種 調查 資料庫 

浪花蛇 ✓  紅耳泥龜 ✓  

雨傘節 ✓  無疣蝎虎 ✓  

台灣草蜥 ✓  麗紋石龍子 ✓  

總計 6種 無紀錄 

 

三、 現地勘查 

現地勘查日期為民國 111年 8月 9日、8月 19日，預定治理區為龍井區山

腳排水 4K+225~4K+330，工程內容為銜接上下游防汛道路、堤防。預定治理區

水域型態豐富為淺流、淺瀨、岸邊緩流且水質清澈，底質為泥沙、卵石、礫

石、圓石、小漂石等組成，河道兩岸為土坡，周圍陸域棲地類型主要為民房、

工廠、草生地、農地、荒地等現勘時有發現小白鷺於水域覓食，計畫區周邊環

境現況照片如圖 2-22所示。 

治理區上、下游段為流速緩慢的深潭為主。河床底質以泥沙、卵石、礫石、

圓石組成，水流速度較緩，兩側護岸為垂直混凝土護岸，生物橫向廊道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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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龍井區山腳排水計畫區周邊環境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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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施工階段) 

一、 專業參與及環境影響分析  

(一) 施工前專業參與及環境影響分析 

本計畫於 111 年 8 月 9 日辦理現地勘查，現地環境周遭沒有發現需要保全

樹木，預定治理區上下游工程皆已完工，本案完工後將銜接工程上下游堤防，

本案周遭陸域環境為民房、荒地、農田組成，水域環境方面計畫區為淺流、淺

瀨環境，且上下游護岸尚未銜接可供動物橫越渠道或離開渠道，預定治理區周

遭環境出沒動物以一般鄉村常見鳥類為主，如白尾八哥、小白鷺等，經環境影

響分析後無對環境影響較小，需注意完工後溪濱廊道連續性分數會下降，施工

前環境狀況如圖 3-6所示。 

 

圖 3-6 龍井區山腳排水施工前環境照 
 

(二) 施工中專業參與及環境影響分析  

本計畫於 111 年 8 月 19 日辦理第一次施工階段現地勘查與自主檢查，現階

段已為施作半半施工開始於河道打入鋼板樁，現地勘查沒有發現便當等垃圾丟

棄的情形，工程器材、太空包也有集中於路邊堆放，後續將持續辦理施工階段

自主檢查與環境影響分析，施工前環境狀況如圖 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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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龍井區山腳排水施工中環境照 

 

(三) 施工後專業參與及環境影響分析  

本工程尚在施工中，後續將於完工後重新評估工程對環境的影響。 

二、 工程施工廠商教育訓練 

本計畫於 111 年 8 月 9 日於計畫區現場辦理工程施工廠商教育訓練，與監

造設計廠商、施工廠商討論自主檢查表執行方式與注意事項，並依據現地環境

新增檢核事項如表 3-36所示，教育訓練與會人員如表 3-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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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龍井區山腳排水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查核點：□施工放樣工程 □開挖工程 □構造物回填土方工程 □完工驗收 

施工工區：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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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執行 

期間 

1 

工區周邊大樹保全，避免不當修

剪側枝及非必要的樹木移除，施

工便道等工程行為盡可能迴避既

有樹木。（109年生態檢核團隊建

議內容） 

     

2. 

施工過程中，開挖溪床必須設置

排檔水及沉砂池設施，避免施工

過程影響水質。（109年生態檢核

團隊建議內容） 

     

3. 

工區周圍多野狗，務必將每日便

當廚餘或工程廢棄物集中處理帶

離現場，避免誤食或遭受傷害。
（109 年生態檢核團隊建議內容） 

     

4. 

圍堰斷水後，將圍堰斷水範圍內

的底棲生物(蝦蟹螺貝等)、魚類

打撈放回水域中，避免水中生物

死亡。（110到 111年生態檢核團

隊增加建議內容） 

     

5. 

施工產生渾水應避免直接排入水

域，如無法施作沉沙池，可設置

臨時沉沙設施沉澱渾水，避免造

成水質混濁影響下游生態。（110

到 111 年生態檢核團隊增加建議內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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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到 111年生態檢核團

隊增加建議內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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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到 111

年生態檢核團隊增加建議內容） 

     

8 

施工道路是否進行灑水或其他方

式降低揚塵量。（110到 111年生

態檢核團隊增加建議內容）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磊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姓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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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龍井區山腳排水工程施工廠商教育訓練簽到表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10-111 年度)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 治理工程  施工前教育訓練 簽到表 

一、日期 111 年 8 月 9 日 (星期二) 下午 14 時 30 分 

二、地點 龍井區山腳排水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 

單位名稱 職稱 出席人員 備註 

磊高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禾唐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逢甲大學  

 

 

  

 

 

 

三、 施工自主檢查紀錄 

本計畫於 111 年 8 月 19 日、9 月 20 日、10 月 26 日辦理施工期間自主檢

查，經現地勘查施工中自主檢查已落實，落實項目如廢棄物集中堆放、路面灑

水、沉沙池設置等，自主檢查表分為生態檢核團隊填寫表格與施工廠商填寫表

格，內容分別如表 3-38~表 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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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龍井區山腳排水 9月生態檢核團隊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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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 龍井區山腳排水 10月生態檢核團隊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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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0 龍井區山腳排水 9月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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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龍井區山腳排水 10月施工廠商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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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生態監測紀錄 

本工程關注物種為斑龜，針對鳥類、爬蟲類、水域、工區進行調查，鳥類

出沒數量較少，魚類調查成果則已外來種居多，工區上下游有調查到斑龜出

沒，已告知廠商施工期間如發現斑龜等生物需將斑龜移動至工區下游釋放，調

查成果如表 3-42~表 3-48所示。 

 

表 3-42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9月調查鳥類名錄 

鳥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徙屬性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雀形目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R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6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R Es   4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n     12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n     2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S,W,T     2 

2目 4科 6種 － － 1種 0種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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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3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10月調查鳥類名錄 

鳥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徙屬性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雀形目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28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S,W,T     1 

2目 2科 2種 － － 0種 0種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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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4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9月調查爬蟲類名錄 

爬蟲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龜鱉目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3 

1目 1科 1種 － 1種 0種 3隻次 

 

表 3-45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9月調查魚類名錄 

魚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鯉形目 鯉科 銀高體鲃 Barbonymus gonionotus  In  6 

鱸形目 麗魚科 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sp. In   81 

2目 2科 2種 － 2種 0種 87隻次 

註：「In」表外來種。 

 
表 3-46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10月調查魚類名錄 

魚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鯉形目 鯉科 銀高體鲃 Barbonymus gonionotus  In  1 

鱸形目 麗魚科 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sp. In   71 



 

3-84 
 

2目 2科 2種 － 2種 0種  72隻次 

註：「In」表外來種。 

 
表 3-47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9月調查底棲生物名錄 

底棲生物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十足目 弓蟹科 日本絨螯蟹 Eriocheir japonica    1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15 

1目 2科 2種 － 0種 0種 16隻次 
註：「E」表特有種；「In」表外來種；「*」表訪談紀錄。 

 

表 3-48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10月調查底棲生物名錄 

爬蟲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樣區 

十足目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6 

1目 1科 1種 － 0種 0種 6隻次 

 

五、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本計畫尚未發生環境生態異常狀況，如後續有異常狀況發生將於本段落呈

現異常狀況處理狀況。 

六、 生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落實評估 

本計畫於 111 年 8 月中旬施工，以於 8、9、10 月辦理自主檢查，施工廠商

以設置沉砂池、避免晨昏施工、定期路面灑水、廢棄物集中堆放，後續將持續

辦理施工期間自主檢查並提出不足處之補償方案與後續檢討。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list.php?D2=family&D3=equal&T1=Palaemonidae&T1_new_value=false&query=Y&fr=y&sy=n
http://taibnet.sinica.edu.tw/chi/taibnet_species_list.php?D2=family&D3=equal&T1=Palaemonidae&T1_new_value=false&query=Y&fr=y&sy=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