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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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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5月

10日工程技字第1080200380

號函頒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注意事項」，中央政府各機關

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

府及縣（市）政府辦理受中央

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

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

均須辦理生態檢核。

4



位於苗栗縣頭份市斗煥里東側之土
牛 溪 排 水 ， 下 游 ( 河 心 累 距
5K+677~5K+697)右岸護岸為自然
邊坡，周圍有大量竹林與樹林生長，
左岸則為混凝土護岸，周邊為農耕
地 與 住 家 ； 上 游 ( 河 心 累 距
6K+221~6K+281)兩側為土堤邊坡，
左岸為自然植被，右岸為農耕地為
主。溪流有大量濱溪植物生長，水
域環境上，水流緩慢，水體清澈。

5K+677~5K+697(110.11.05)

6K+221~6K+281(110.11.05)

5



物種 參考資料名稱

共記錄植物19種、鳥類5種、哺乳類1種、爬蟲類1種、蝶類1種、蜻蜓5種。哺乳

類記錄穿山甲之遺骸。紅外線自動相機記錄有白鼻心、鼬獾、赤腹松鼠、穿山甲、

小彎嘴、台灣藍鵲、白頭翁、金背鳩、黃頭鷺、黑冠麻鷺、褐頭鷦鶯、貓。

土牛溪(河心累距4K+730~4

K+840)左岸護岸新建應急工

程(108年8月調查設計階段)

平安大橋樣站共記錄植物52科129種；陸域動物共記錄鳥類27科48種、哺乳類7科

10種、爬蟲類8科13種、兩生類6科9種、蝶類5科43種、蜻蜓5科13種；水域生物

共記錄魚類3科10種、蝦蟹類2科4種、螺貝類3科3種、水棲昆蟲7科8種、浮游性

藻類4門24屬56種、附著性藻類5門29屬66種。保育類記錄大冠鷲、鳳頭蒼鷹、黃

嘴角鴞、臺灣畫眉、紅尾伯勞、鉛色水鶇、臺灣黑眉錦蛇等7種。

中 港 溪 水 系 河 川 情 勢 調 查

(1/2) (經濟部水利署，2015)

斗煥國小樣站為休閒農業區與住宅社區，有不錯的自然林相，夾雜人工栽植以及自

然的喬木社會，主要優勢植物有朴樹、苦楝、榕樹等。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苗

栗縣管區域排水土牛溪排水

系統規劃報告」(經濟部水利

署，2009)
共記錄植物21科46種，屬瀕危(EN)的有臺灣蒲公英1種；陸域動物記錄鳥類33科6

1種、爬蟲類1科1種、兩生類1科1種、蝶類2科2種、蜻蜓2科2種。保育類記錄鳳

頭蒼鷹、灰面鵟鷹、黑鳶、大冠鷲、臺灣畫眉、彩鷸、八哥、紅尾伯勞、臺北樹蛙

等9種。

臺灣生物多樣網路

計畫區與周圍屬於石虎重要棲地範圍，相關生態文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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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參考資料名稱
共記錄5筆路殺資料，物種包含野鴿、雨傘節、赤背松柏根、斑腿樹蛙等。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共記錄長腳赤蛙、臺北樹蛙等2種。
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
資料庫

共記錄植物25種，陸域動物記錄野鴿1種。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
庫

註: 計畫區所蒐集之周邊文獻範圍，「臺灣生物多樣網路」，「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與「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為500公尺，
「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為1公里，「苗栗縣石虎族群數量與分布調查」、環評報告與河川情勢調查等相關文獻資料為2公
里。

計畫區與周圍屬於石虎重要棲地範圍，相關生態文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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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0年3月26日所辦理之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公開會
議，會議結論如下:

一、保留右岸林帶、下游5K+677~5K+697的大樟樹及鳳凰

木各1棵及上游6K+221~6K+281有1棵胸徑約30公分

之大葉楠(座標245264 ，2730391) 。

二、施工時設置引道，減少機具如挖土機對水中施工擾動水

體，保持原有河床基質。

三、護岸設置動物坡道，表面

並有打毛以利動物使用。

大樟樹及鳳凰木

大葉楠8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土牛溪排水
5K+677~5K+697及

6K+21~6K+281護岸新建
應急工程

區排名稱 水尾仔排水 填表人 楊嘉仁

工程名稱 頭份市土牛溪排水護岸新
建應急工程 設計單位 華聯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紀錄日期 110/12/13

工程期程 100工作天 監造廠商 華聯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栗縣政府水利處 施工廠商 天乙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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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行政區：苗栗縣頭份市斗煥坪里；
下游 上游
5K+677~5K+697 6K+221~6K+281
(X：244880、 Y：2730460) (X：245235、 Y：2730415)

工程目的改善土牛溪排水右岸護岸功能
工程概要下游土牛溪右岸擋土牆加高1.5公尺工程、上游右岸增加擋土牆
預期效益改善護岸防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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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民國110年3月26日)及施工階段(110年11月5日及110年12月

13日) 進行生態現勘調查，此外設計階段時於基地周邊架設一台紅外線

自動相機(佈設時間:110年4月12日-5月28日)，施工階段則架設二台相

機(110年11月12日開始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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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結果 特有性物種 保育類或稀有種

植物 33科64屬72種 - -

鳥類 13科19種
金背鳩、大卷尾、樹鵲、紅嘴黑鵯、
白頭翁與褐頭鷦鶯等6種台灣特有亞
種，小彎嘴1種特有種

-

哺乳類 1種 - -
兩生類 2科2種 - -
爬蟲類 1種 - -
魚類 1種 - -

底棲生物 1種 - -

紅外線自動
相機

白鼻心、鼬獾、穿
山甲、赤腹松鼠、
黃頭鷺與貓等6種

白鼻心、鼬獾與穿山甲等3種為台灣
特有亞種 穿山甲(II)

小白鷺 長腳赤蛙 穿山甲 鼬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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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110年3月26日 110年11月05日 110年12月13日

現場勘查結果 評分 現場勘查結果 評分 現場勘查結果 評分

水的
特性

(A)水域型態多樣
性 水域型態1種 1 水域型態2種 3 水域型態2種 3

(B)水域廊道連續
性 維持自然狀態 10 維持自然狀態 10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
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
穩定狀態

3

(C)水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
緩慢且坡降平緩 6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

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 6 濁度太高，水質指標有任一
項出現異常 3

水陸
域過
渡帶
及底
質特
性

(D)水陸域過渡帶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
比率小於25% 5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

面積比率小於25% 5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
積比率介於25%-75% 3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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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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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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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底質多樣性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大於75% 1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

比例介於50%~75% 3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
例介於50%~75% 3

生態
特性

(G)水生動物豐多
度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
分為外來種 1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

但少部分為外來種 4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
少部分為外來種 4

(H)水域生產者 水呈現無色且透明度高 10 水呈現無色且透明度高 10 水呈現黃色 6

合計 40 4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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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執行狀況

110/11/05

110/12/13

上游 (仍未施工) 大樟樹及鳳凰木下游(仍未施工)

大葉楠

大葉楠

下游(邊坡正施工) 上游 (邊坡正施工) 大樟樹及鳳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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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及保全對象
保育
對策

建議

周邊林帶與大型喬木 迴避
保留右岸林帶、下游5K+677~5K+697的大樟樹及鳳凰木
各1棵及上游6K+221~6K+281有1棵胸徑約30公分之大
葉楠(TWD97座標：245264,2730391)。

河床與水域環境 減輕
施工時設置引道，減少機具如挖土機對水中施工擾動水體
保持原有河床基質。

動物通道 減輕

下游(5K+677~5K+697)原有護岸之樓梯保留，施工時清
除此樓梯的出入口之樹枝與雜物，保持其暢通。上游
(6K+221~6K+281)將設置動物坡道，表面並有打毛以利
白鼻心、鼬獾、穿山甲等動物使用。

廢棄物產生 減輕 施工單位產生之生活廢棄物則集中帶離現場

生態監測 減輕
後續施工階段每月收相機資料，可瞭解動物種類變化與施
工是否對動物影響及施工是否需改善以減少動物干擾。

保留下游原有之樓梯 設置引道保持水流暢通 保留上游邊坡旁之大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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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