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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緣起及目的 

嘉義縣中埔鄉近年來在國道 3 號通車後，有效疏導了中埔鄉對

外往來南北之聯外交通，由於車輛大多經由台 18 線銜接國道 3 號，

因此加重了台 18 線本身之交通負擔。其中，部分交通流量經嘉 139

線通往國道 3 號，但因路寬過小、會車困難，因此變更中埔(和睦地

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並配合嘉義縣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

計畫，將嘉 139 線(縣道 165 至台 3 線間)拓寬為 15 公尺道路。目前

已完成嘉 139 線(縣道 165 至台 18 線間)，以及嘉 139 線(9k+925～台

3 線間)拓寬工程，有效提昇交通安全。 

為配合現況交通需求及引導中埔鄉地區發展，本計畫擬規劃將

5k+100～6k+749(未核定路段)，6k+749～9k+925 及台 18 連絡道(已

核定路段)路段拓寬，以提高道路交通容量，預期本計畫完工後可自

國道 3 號中埔交流道東側台 18 線路口，經嘉 139 線銜接至台 3 線，

建構中埔地區完善交通路網與提升生活圈次中心間連結效率，以期

帶動地方發展、提升整體民眾生活的品質。 

本計畫道路屬於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八年

(104～111 年)計畫補助之工程，本期推動包括二處路段，5k+100～

6k+749 (未核定路段) 1,649 公尺，6k+749～9k+925 及台 18 連絡道

(已核定路段) 3,559 公尺，路段總長約為 5,20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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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生態資料分析 

一、生態保育原則蒐集 

本工程於提報階段依照現地環境及生態資訊，所提出大尺度生態敏

感區域圖如圖 1 所示。由施工單位委託本團隊(附錄 1)進行施工階

段生態檢核，先行針對工區範圍進行生態環境、議題進行評估、勘

查，釐清沿線高生態風險區域、潛在良好棲地等，並依照其評估內

容訂定本工程之生態檢核自主檢查表(附錄 2)與繪製施工中小尺度生

態關注區域圖(圖 2)。 

本案友善措施原則如下： 

(1) 沿線臨路路樹，應會受施工影響需移除，建議與相關權益人

說明、討論處理方式，避免爭端。非工區影響範圍之路樹不

予擾動。 

(2) 施工便道、料區、土方暫置區等，應優先使用既有設施、區

域並標示於施工計畫中 

(3) 明確界定工區，限制機具、人員於區外活動，減少工區外的

擾動。 

(4) 本案涉及橋梁改建且多處屬於常流水環境，橋梁施工期間應

妥善工程衍生之汙廢水或廢棄物，避免進入水體。 

(5) 橋梁改建時，應進行導流避免斷流，同時須注意避免水體濁

度長時過高，影響水生物。 

(6) 橋梁完工後，工地復原需趨向原貌不整平，維持整體環境之

塊石粒徑、水域棲地環境(深潭、淺瀨、淺流等)的多樣性。 

(7) 不獵捕野生動物，協助轉移進入工地之動物，至兩側安全且

適合生物躲避的環境，以避免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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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繪製。 

圖 1、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域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繪製。 

圖 2、施工小尺度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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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參閱「八掌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之龍神橋樣點調查

資料如下：鳥類：保育類 5 種(鳳頭蒼鷹、大冠鷲、紅隼、彩鷸、

紅尾伯勞)；哺乳類：臭鼩、田鼷鼠、赤背條鼠、小黃腹鼠、臺灣

野兔；兩棲類：布氏樹蛙、澤蛙、拉都希氏赤蛙、黑眶蟾蜍；魚

類：鯽、粗首馬口鱲、短吻小鰾鮈、臺灣石𩼧、短吻紅斑吻鰕

虎、長脂瘋鱨(VU)；蝦蟹類：粗糙沼蝦、假鋸齒米蝦；螺貝類：

臺灣椎實螺、瘤蜷、椎蜷、福壽螺、石田螺、臺灣蜆。 

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台灣生物多

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TBN)搜尋工區範圍之物種

紀錄，其搜尋結果共有 8 個關聯網格，1,126 物種紀錄，共計有

290 種物種。各類群結果如下，哺乳類 8 種、鳥類 76 種、爬蟲類

13 種、兩棲類 11 種、昆蟲類 16 種、魚類 7 種、蝦蟹類 3 種、植

物 143 種、其他類 12 種。 

以大尺度生態情報圖(圖 1)的路殺情形，工區範圍的 500 公

尺緩衝區內，有一筆 II 級保育類鳳頭蒼鷹的路殺紀錄，其餘均為

一般類；3 公里緩衝區內，則有草花蛇(III)及領角鴞(II)等兩種保

育類路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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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態檢核流程及方法 

一、工作流程 

本案生態檢核作業內容，相關工作項目及流程如圖 3。 

 

圖 3、施工中生態檢核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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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方法 

1. 生態檢核範圍 

本工程生態檢核範圍為嘉 139 線之 6k+749～9k+925 及台

18 連絡道(國 3 切分處以西路段)，共計 3,559 公尺，詳如圖 4。 

 
*資料來源：摘自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基本設計報告書。 

圖 4、本工程生態檢核範圍 

 

2. 生態檢核查驗、棲地評估及施工中生態監測(生態勘查) 

本團隊配合工程實際進度，於施工前進場進行 1 次現勘，

協助施工廠商現場指認自主檢查項目；施工中以施工進度每

20%左右進行現場勘查，全程共計 4 次，確認保全對象與生態

友善措施執行情形；完工後進行 1 次完工後現勘；整個施工期

預計進行 6 次現場勘查，以確保自主檢查表項目執行順利。另，

於施工初期、中期及完工後，各進行一次工區水陸域生態勘(表 

1)。 



 

9 

為確保施工階段可順利且正確的執行生態保育措施，由生

態人員依照生態檢核自主檢查表內容，查驗現場施工狀況與生

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勘查結束後提出勘查紀錄，明確註記生

態檢核自主檢查表查驗結果並檢附相關資料或照片佐證，以完

整記錄施工期間的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並針對整體環境提

供相關意見且會後載明於勘查紀錄中，再轉請施工廠商對意見

進行回復。 

本團隊除了進行陸域動、植及水域生物勘查外，亦針對工

區沿線的橋樑水域環境，利用經濟部水利署(2017)的「水利工程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進行水域棲地環境評估。

藉以評估施工是否影響水域棲地並對照施工前後變化。 

表 1、本團隊生態檢核次數及調查種類 

項目 次數 水域棲地評估 工作項目 

施工中查驗

(現勘) 

施工前*1 

施工中*4 

完工後*1 

「水利工程快速

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 

 

※於工程進度 20、

60、100%進行評估 

➢ 確認保全對象及友善措施

執行情形並拍照。 

➢ 評估是否有潛在生態風險

或相關注意事項。 

➢ 提供生態相關議題諮詢並

確認後續工程規劃與執行

項目。 

生態勘查 

施工初期、

中期及完工

後，共 3 次 

- 

➢ 陸域動、植物勘查：以橋

樑作為樣點，記錄勘查期

間之週遭陸域動、植物種

類；動物類群包含哺乳類、

鳥類、兩棲爬蟲類等；植

物以優勢植群、喬木類為

主。 

➢ 水域生物勘查：於橋梁區

域設置蜈蚣籠或蝦籠等籠

具進行水生物誘捕，並輔

以目視觀察期間可見之水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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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發性生態議題處理 

施工階段如有未詳盡周全檢核，發現重大生態議題、環境

生態異常或惡化之緊急事件等，本團隊將配合主辦機關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著重主辦機關、生態團隊、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

先共同討論及調整生態保育措施及改善方案，並辦理施工說明

會邀請 NGO 團體及民眾參與，說明工程執行現況及爭議處理

等事項，以確保繼續施工符合生態保育措施且完成改善工作，

避免再次發生環境異常狀況(圖 5)。 

 
圖 5、工程施工階段發生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流程圖 

 

4.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表 

所使用之表單係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為主表，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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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之相

關生態檢核附表(如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見紀錄表、生態

評估分析紀錄表、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及生態監測紀錄表

等，並由本團隊視情況增減欄位)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自

主檢查表(由施工廠商填寫)(附錄 2)。本團隊整合施工階段生態

檢核資料，撰寫上述相關生態檢核表單，提供主辦機關作為資

訊公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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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生態專業人員 

1. 生態團隊組成 
姓名 單位/職稱 專業資歷 專長 參與勘查事項 

王一匡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

境資源學系/教授兼主任 
28 年 

溪河生態學、濕地生態

學、生態保育學、生態養

殖、生態影響評估、生態

保育環境教育 

生態議題評析、人

力與資源整合 

陳佳郁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

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

經理 

12 年 陸域昆蟲調查 生態環境記錄 

曾暐倫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

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

經理 

7 年 鳥類、兩棲爬蟲類調查 陸域生態評估 

楊菘羽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

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

經理 

7 年 
濕地生態、陸域植物調

查 
陸域植物生態評估 

余柏宏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

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

經理 

3 年 水域生物調查 水域生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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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生態檢核主表及附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計畫核定階段□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維護管理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嘉139線5K+100~9K+925及銜接台18連絡道拓寬工程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營造廠商 旭鋒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 點 ：嘉義縣中埔鄉 

T W D 9 7座標  

X：197030.244 Y：2594151.814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298,000 

工程目的 
透過道路拓寬，提高道路交通容量，建構中埔地區完善交通路網與提升生活圈次中心間連

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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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1. 台18連絡道路 

(1) 道路工程：拓寬383公尺 

(2) 排水工程：路側排水溝 

(3) 結構工程：0K+236無名橋改建 

(4) 標線標誌、交通與照明設施 

2. 嘉139線5K+100～9K+925 

(1) 道路工程：拓寬4,825公尺 

(2) 排水工程：路側排水溝 

(3) 結構工程：6K+293無名橋、赤蘭溪二號橋與一號橋、7K+151無名橋、龍潭橋及龍

神橋等6座橋梁改建與拓寬 

(4) 標線標誌、交通與照明設施 

預期效益 完善中埔地區交通網，帶動地方發展且提升整體民眾生活的品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
由
何
階
段
補
充
填
寫
︶ 

提報核定期間：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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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生態保育原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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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棲地及高生

態價值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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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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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
由
何
階
段
補
充
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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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採取迴避、

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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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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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計
階
段
︵
由
何
階
段
補
充
填
寫
︶ 

規劃設計期間：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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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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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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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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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設計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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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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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六、 

資訊公開 

規劃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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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期間：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預估)、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

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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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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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納入其監

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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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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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 139 線 5K+100~9K+925 及銜接台 18 連絡道拓寬工程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見紀錄表 

□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參與方式 
■現地勘查□訪談□座談會 

□說明會□工作坊□其他＿＿＿ 
地點 

嘉 139 線 5K+100~9K+925 及銜

接台 18 連絡道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陳佳郁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經理 生態團隊 

曾暐倫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組長 生態團隊 

 旭鋒營造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旭鋒營造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 

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生態團隊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 /旭鋒營造  

1.  

2.  

3.  

4.  

5.  

6.  



 

 

嘉 139 線 5K+100~9K+925 及銜接台 18 連絡道拓寬工程 

環境生態異常情況處理 

□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在地民眾或民間團體陳情等事件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不當 □水質渾濁  

□生態保育措施未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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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 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嘉 139 線 5K+100~9K+925 及銜接台 18 連絡道拓寬工程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01 檢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施工進度： nn.nn ％ 預定完工日期：2024/4/30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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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保全赤蘭二號橋上游側左岸橋旁兩棵山黃

麻。 
     

2. 保全龍潭橋旁小山丘及檬果樹數棵。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3. 橋梁改建之水域不斷流並避免濁度提高。      

4. 
施工便道、料區、土方暫置區等，應優先使

用既有設施、區域並標示於施工計畫中。 
     

5. 
明確界定工區，限制機具、人員於區外活

動，減少工區外的擾動。 
     

6. 
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污廢水，均應妥善

處理，勿在未經處置下排入周遭水體。 
     

7. 
工地廢棄物妥善分類、處理，並避免餵食流

浪動物。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旭鋒營造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師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監造 姓名(簽章)：                       

  



 

 

生態檢核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保全赤蘭二號橋上游側左岸橋旁兩棵山黃麻 

[施工前] 

 

[施工中] 

 

日期：2022/7/18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兩棵山黃麻位於赤蘭二號橋上游側左岸之橋

旁處，應予以明確圈圍、保全不擾動。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2.保全龍潭橋旁小山丘及檬果樹數棵。 

[施工前] 

 

[施工中] 

 

日期：2022/7/18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保全龍潭橋旁小山丘及其上檬果樹數棵並針

對臨路的植株進行植栽保護(如黑網包覆基部)。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3.橋梁改建之水域不斷流並避免濁度提高。 

[施工前] 

 

[施工中] 

 

日期：2022/7/18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相關溪流水域不斷流並避免因施工而濁度提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高。 

4.施工便道、料區、土方暫置區等，應優先使用既有設施、區域並標示於施工計畫中。 

[施工前] 

 

[施工中] 

 

日期：2022/8/9生態團隊節錄自設計圖中 

說明：相關區域規劃標示於施工計畫中。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5.明確界定工區，限制機具、人員於區外活動，減少工區外的擾動。 

[施工前] 

 

依現地狀況拍攝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生態團隊拍攝 

說明：明確標示、圈圍工區，限制機具、人員於

區外活動，減少工區外的擾動，亦提升用路

人安全。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若有新增其他生態保育措施，可自行於下方右欄附上佐證照片) 

新增保育措施項目：(自行填寫內容) 

 

[施工中] 

 

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施工廠商拍攝 

說明： 

  



 

 

(小尺度生態關注區域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繪製。 

生態自主檢查表填表需知 

1.主辦機關於施工階段督責廠商定期填具本生態自主檢查表，納入品管檢核作

業。 

2.本表於施工期間定期由施工廠商填寫，監造單位查驗。請依編號檢查生態保

全對象及生態友善措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之資料或照片。 

3.檢查生態保全對象時，須同時注意所有圍籬、標示或掛牌完好無缺，可清楚

辨認。 

4.如發現損傷、斷裂、搬移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第一時間通報工程主辦機關

與生態評估人員/團隊。 

5.工程設計或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友善措施，應通

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評估人員/團隊溝通協調。 

6.表單內所列檢查項目不得擅自修改，相關項目修正得報請監造單位/生態評估

人員或工程主辦單位研議修正。 

7.請依各項生態保全對與象保育措施之說明及施工前照片提供施工階段照片，

需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儘量由同一位置與角度拍攝。 

8.表格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施工階段生態監測紀錄表 

□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工程名稱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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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職稱 專業資歷 專長 參與勘查事項 

陳佳郁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12年 陸域昆蟲調查 生態環境記錄 

曾暐倫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7年 鳥類、兩棲爬蟲類調查 陸域生態評估 

楊菘羽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7年 濕地生態、陸域植物調查 陸域植物生態評估 

余柏宏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

境保育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3年 水域生物調查 水域生態評估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結果：應包含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關之生態訊息

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料、民間觀察紀錄資料等，

以儘量蒐集為原則。 

(1)調查結果 

。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若工程計畫涉及的環境無適合的評估工具，應整合文獻資料及現勘結果，進行現地環境描述

及生態保育議題分析，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1)水域棲地(評估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 

□歷次 □各樣站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 □海岸 

□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水區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水庫集水區 

□美國環境保護署「快速生物評估方法(RBPs)之低坡降棲地評估」 坡降＜0.01之可涉水溪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野溪治理工程生態追蹤評估指標」 坡降＞0.005森林溪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靜水域棲地評估」 □農塘 □濕地 

分

類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評估說明 

各階段評估結果 

規劃設

計 
施工 維護管理 

yyymmdd yyymmdd yyymmdd 

水
的
特
性 

水域型態多樣性 
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水域廊道連續性 
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水質 
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生物生存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水陸域過渡帶 

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

交界的過渡帶特性；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

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

難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濱溪廊道連續性 

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

通行無阻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底質多樣性 

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

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生
態
特
性 

水生動物豐多度 
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水域生產者 

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

類 

(待說明及增加說明) 
 — — 

加總 

(總分80：<15劣、16-39差、40-55良、56-80優) 
n(等級) — — 

 

4.棲地影像紀錄(拍攝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按一下或點選以輸入日期。)：包括災害照

片、棲地環境影像。 

   

a. 統一與文字空1個半形空格 b.  c.  

5.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拍攝時應有可明確辨識之標誌物(如：大石、既有人工構造物)作為拍攝位置及方向之參考，並以箭頭、圓圈等方式明確指

出保全對象或生態保育措施位置。 

範圍限制現地照片 

項目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施工便道及堆置區   

生態保全對象狀況 

生態保全對象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施工復原情形 

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