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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03 生態皐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口方也工前·方色工中口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112年12月l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2年12月18

紀錄人員 沈O宇 勒查地點
臺中市石岡區（大甲溪輸水管

第一標統包工程）

人員 單位1職稱 參與勣查事項

黃呈彰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1專

案經理

沈冠宇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1調 哦認係全對象之情況、泥工情況、友善措

查專員 花執行狀況及執行棲地環境評估等事宜。

林欣德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1調

查專員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獲

回翟人員（輩位／職稱）

I. 生態保全對象未受工程之影攀。 無

2. 目前石岡壩塋理中心入口處(AOk+200)

有分水井之方色工。

3. 腳踏車道改道工程完成。

4. 與第二標輪水詧銜接之花工便道及施｀

工井作業中。

5. 腳踏車道周邊受影零之行道樹已移植

至鳥情潭人工湖之綠化區。

6. 未發現其他生態異當狀況。

說明：

l勣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間，如生態敏威區 丶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係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丶

生態影竽等。

2表格爛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 ． 多次勅查恿依次填寫勣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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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遞工前·泥工中o完工後

`[| 大甲溪輸水管第I標統包工程1

l．生態囷隊維成：

填表日期 「年 12月l日

姓名 單位／戱稱

哉O智 I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

黃O彰 丨 黑潮瓖境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經理

沈O宇 I 
黑潮環境生態顧間有限
公司1調查專員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

林O德 I 公司1調查專員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學歷
國立屏束科技大
學水產養殖系
國立屏柬科技大
學水產養殖系
國立嘉義大學生
物資源所
國立暴義大學生
物資源系

專業資歷與專長

水域生態

水域生態

植物生態

動物生態

參與現勒事項

水域生態

水域生態

植物生態

動物生態

本計畫位於大甲溪流域內， 本團隊蒐集「105年度臺中地區石虎族群調查及係育計畫」
(2017)、「110年度臺中地區石虎族群生 態研究及保育教育推展計畫」(2022)、「 大安大甲溪水源
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2021)、「 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2/2)」（2016)、「 大甲溪擷河堰可行性
規 劃 計 畫瓖境影零因應對 策」(2002) 、 臺 中市政府農業局綱玷
(https://www.agriculture.taichung.gov.tw/)、「 大甲溪河川情勢調查」(2013)等文臥與參考資料 ， 以
堢實掌擔工程位址周邊環境植被類型丶自然度及水、陸域生物貢源，以下針對大甲溪各項生物
資源說明如下：

一丶陸域植物
根據本計畫之環境影攀說明書 「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2021)資料，共

記錄植物128科404屬550 種，依生長型態统計，主要為草本植物，共213 種（佔38.73%)，其
次 為木本植物 ，共173 種（佔31.45%) ;若依屬性统計， 則以原生種最為多教，有 276種（佔

50.18%），特有種有28 種（ 臺灣肖楠、臺灣五萘松、青楓、大錦蘭、土肉桂、黃肉樹、香楠、臺
灣何右島、臺灣欒樹、三萘崖爬菻 、黃藤、臺灣百合、桂竹 、大萘楠、臺灣聶漢杲、桃實百日
青、樟萘槭、山芙蓉、土防己丶石朴、長萘苧麻、臺灣芭蕉、全灣金狗毛蕨、 ，查木、林氏茜
草、水柳、柄果苧麻、臺灣拾樹菻）。鄰近區域 之次生林，其木本植物維成主要為棓思樹、黃肉
樹丶香楠、墨黠櫻桃、朴樹、山黃麻，林下灌叢與地被包挂大黍、大花成豐草丶五節芒、棕萘
狗尾草丶菻草丶密毛毛蕨、熱帶珙蓋毅、箭萘鳳尾蕨、半邊羽裂胤尾蕨、芒其、海金沙、王爺
葵、柑培、蓖厤、銀合歡、玕棉花、小桑樹、黑星紫金牛、臺灣山桂花、虎婆剌丶月橘、九節
木、瑪瑙珠等。

根據 「 大甲溪擱河堰可行性規劃計畫環境彩零因愿對策」(2002)資料，共記銤植物 72 科
162屬202 種。依生長型態統計，主要名草本植物121 種（佔59.90%)．若依屬性统計，則以原

生種最多（佔62.87%)，特有種則 有9 種（ 臺灣肖楠、全灣澤蘭、小梗木益子、山芙蓉丶金劍草丶
水柳、山芋、臺灣，．由點草、長枝竹）。河床上的草本植物以象草最為擾勢，其次 為開卡益及五節
芒等，木本植物教量則以山芙蓉最為多，其他尚有山黃庭丶棓思樹、構樹、黽氏鹽厝木、銀合
歡丶若棟等，其中以山黃麻和桂思樹的樹冠較高，達8公尺以上。

根據「大甲溪河）l|情勢調查」(2013)資料，共記錄植物108科317屬428 種，依生長型態
统計，主要為草本植物，有226 種（佔52.8%)：若依屬性統計，則以原生物種最多（佔72.4%),
特有種22種（槭棻石釜、臺灣五萘松、妾溈仁二萘松、樟萘槭、青楓、金毛杜鵑丶紐毛杜鵑、小
梗木益子、香楠、疏花，多、拉、山芙蓉丶土防己、臺灣荃 ik 、妾灣何首島、山批杞、水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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