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 (1/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編號) 
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統包工程 

設計單

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11.10.6 ~ 115.4.27 監造單

位 

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 

治理機關  
營造廠

商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 

大將作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台中市后里區/苗栗縣三義

鄉  

集水區：      水系：    段: 

TWD97 座標 X：       Y： 

工程預

算/經費 
390,000,000 元 

工程緣由

目的 

提升大安溪(鯉魚潭水庫)及大甲溪(石岡壩)等兩流域水利設施聯合運用，

增加臺中地區水源調配與穩定供應能力及高濁度期間備援水量 

工程類型 

□自然復育、□坡地整治、□溪流整治、□清淤疏通、□結構物

改善、 

■其他：輸水管架設 

工程內容  

預期效益 

保全對象(複選): 

□民眾(□社區□學校□部落□___） 

□產業(□農作物□果園□____) 

□交通(□橋梁□道路□____)  

□工程設施（□水庫□攔砂潛堰□固床設施□護岸） 

■其他: 提升臺中及苗栗用水穩定與支援彰化地區用水需求 

核

定

階

段 

起迄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P-

01 生態評估 

進行之項目:■現況概述、□生態影響、□保育對策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 (2/2) 

設

計

階

段 

起迄時間 民國 111 年 10 月 6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D-

01 

D-02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生態評析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 ■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

域圖、■生態影響■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附表D-

03 

D-04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 

□環保團體□熟悉之當地民眾□其他 - 

■否，說明:尚未辦理 

保育對策 

進行之項目:■由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確認方案、□

列入施工計畫書 
-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尚在設計階段 

保育對策摘要: 

施

工

階

段 

起迄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C-

01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生

態監測及狀況處理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 

□熟悉之當地民眾□利害關係人□其他＿＿ 

附表C-

02 

□否，說明: 

生態監測

及狀況處

理 

進行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措施監測(生態調

查)、 

□環境異常處理 

附表C-

03 

C-04 

C-05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保育措施

執行情況 

□是□否執行設計階段之保育對策 
附表C-

06 
段□否，說明: 

保育措施執行摘要: 

維

護

管

理 

起迄時間 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日 

附表M-

01 

基本資料 維護管理單位: 

預計評估時間: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

域圖、 

□課題分析、□生態保育措施成效評估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後續建議: 

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

及保育措施等）、生態檢核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

＿＿＿＿＿＿＿＿＿＿ 

□被動公開：提供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實施要點申請之相

關環境生態資訊，說明: ＿＿＿＿＿＿＿＿＿＿＿＿＿＿＿

＿ 

主辦機關(核定)：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設計)：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施工)：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維管)：                           承辦人：                      日期： 

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112年4月15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主辦機關 

 

李懷恩 中水局/副工

程司 

水利工程/土

木工程 

整體計畫控管 

    

    

    

 

設計單位/廠

商 

 

陳宣佑 黎明工程顧

問/工程師 

大地工程/隧

道工程 

隧道工程 

林保全 黎明工程顧

問/工程師 

管路工程/大

地工程 

管路工程 

林友煌 黎明工程顧

問/工程師 

橋梁工程 橋梁工程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 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10 月 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10 月 7 日 

紀錄人員 黃呈彰、沈冠宇、林欣德 勘查地點 
苗栗縣三義鄉、臺中市后里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呈彰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專案

經理 
執行生態調查、棲地評估，並選定生態保全對

象。 
沈冠宇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調查

專員 

林欣德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調查

專員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 選定大安溪兩岸次生林為生態保全對象。 

2. 選定河溪棲地評估及坡地棲地評估位址。 

無。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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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統包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10月7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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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千智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畢業，現職副總經

理，工作經歷2007年~至今) 

黃呈彰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畢業，現職專案經

理，工作經歷2012年~至今) 

金佐蒔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臺灣大學森林所畢業，現職調查專員，工作經

歷2021年~至今) 

沈冠宇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所畢業，現職調查專員，工

作經歷2022年~至今) 

林欣德 (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畢業，現職調查專員，工

作經歷2022年~至今)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計畫位於大安溪流域內，本團隊蒐集「苗栗縣大安溪卓蘭-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環

境影響說明書」(2005)、「大安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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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臺中地

區石虎族群調查及保育計畫」(2017)及「110年度臺中地區石虎族群生態研究及保育教育推
廣計畫」(2022)等文獻資料，以確實掌握工程位址周邊環境植被類型、自然度及水、陸域生

物資源，以下針對大安溪各項生物資源說明如下： 

一、陸域植物 

    根據「苗栗縣大安溪卓蘭-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2005）資料，鄰
近區位記錄維管束植物87科217屬268種；依生長型態統計，主要為草本植物（佔51.1%），

在屬性方面，以原生種為主（佔72.4%）、特有種則有7種（臺灣肖楠、魚木、大葉楠、山

芙蓉、臺灣何首烏、臺灣欒樹、長枝竹）；鄰近地被植物以稻米栽植為主並夾雜少數短期

蔬菜農作；河床灘地因河道環境改變快速，因此多草本植物適存，優勢種為甜根子草，伴
生種包括紫花霍香薊、水丁香、香蒲、大花咸豐草等。 

    根據「大安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2010）資料，鄰近本工程區位有固定樣站

（義里大橋）、補充樣站(大安溪與景山溪匯流口)及景山溪支流樣站(龍門橋、龍門一、

二、三號橋)，義里大橋維管束植物共記錄到56科149屬182種；依生長型態統計，主要為草
本植物(佔55.79%)；屬性方面，以原生種為主(佔55.49%)，特有種則有1種(水柳)；地被植物

大多為甜根子草、田菁、大花咸豐草、銀合歡及大黍；大安溪與景山溪匯流口維管束植物

共記錄到33科87屬102種；依生長型態統計，主要為草本植物(佔57.84%)；在屬性方面，以

原生種為主(佔53,82%)，未記錄到特有種；地被植物大多為甜根子草、大花咸豐草、巴拉
草、大黍、田菁及象草；景山溪支流維管束植物共記錄到88科242屬309種；依生長型態統

計，主要為草本植物(佔51.13%)；在屬性方面，以原生種為主(佔69.9%)，特有種則有9種

(黃肉樹、大葉楠、山芙蓉、臺灣何首烏、水柳、臺灣欒樹、山香圓、長枝竹與桂竹)；地被

植物有大花咸豐草、五節芒、開卡盧、甜根子草、象草等。 

    根據本計畫之環境影響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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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生長型態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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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屬性統計，則以原生種最為多數，有276種(佔

50.18%)，特有種有28種(臺灣肖楠、臺灣五葉松、青楓、大錦蘭、土肉桂、黃肉樹、香楠、
臺灣何首烏、臺灣欒樹、三葉崖爬藤、黃藤、臺灣百合、桂竹、大葉楠、臺灣羅漢果、桃

實百日青、樟葉槭、山芙蓉、土防己、石朴、長葉苧麻、臺灣芭蕉、臺灣金狗毛蕨、魚

木、林氏茜草、水柳、柄果苧麻、臺灣拎樹藤)。鄰近區域之次生林，其木本植物組成主要

為相思樹、黃肉樹、香楠、墨點櫻桃、朴樹、山黃麻，林下灌叢與地被包括大黍、大花咸
豐草、五節芒、棕葉狗尾草、葎草、密毛毛蕨、熱帶鱗蓋蕨、箭葉鳳尾蕨、半邊羽裂鳳尾



蕨、芒萁、海金沙、王爺葵、樹薯、蓖麻、銀合歡、野棉花、小桑樹、黑星紫金牛、臺灣

山桂花、虎婆刺、月橘、九節木、瑪瑙珠等。 

 

二、陸域動物 

    根據「苗栗縣大安溪卓蘭-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2005）資料，由

文獻得知，三季次調查共記錄：鳥類21科32種640隻次，特有亞種鳥類15種(臺灣竹雞、棕
三趾鶉、斑頸鳩、金背鳩、五色鳥、白頭翁、紅嘴黑鵯、白環鸚嘴鵯、小彎嘴畫眉、臺灣

畫眉、黑枕藍鶲、褐頭鷦鶯、八哥、大卷尾、樹鵲)，記錄1種珍貴稀有第二級保育類(臺灣

畫眉)，以鳩鴿科、鵯科鳥類為優勢；哺乳類6科10種，特有種2種(臺灣煙尖鼠、臺灣葉鼻

蝠)，特有亞種1種(臺灣鼴鼠)，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以赤腹松鼠、東亞家蝠為優勢；兩棲
爬蟲類8科20種，特有種3種(莫氏樹蛙、面天樹蛙、斯文豪氏攀蜥)，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以盤古蟾蜍、麗紋石龍子、鉛山壁虎為優勢；蝶類7科60種，未記錄到特有種、特有亞種或

保育類物種，以白粉蝶為優勢。 

    根據「大安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2010）資料，鄰近本工程區位有固定樣站
（義里大橋）補充樣站(大安溪與景山溪匯流口)及4景山溪支流樣站(龍門橋、龍門一、二、

三號橋)。義里大橋共調查四季次，調查記錄如下：鳥類22科38種484隻次，未記錄到特有

種，記錄到特有亞種6種(大卷尾、白環鸚嘴鵯、白頭翁、褐頭鷦鶯、黃頭扇尾鶯、棕三趾

鶉)。1種珍貴稀有第二級保育類(紅隼)與1種其他應予保育三級保育類(紅尾伯勞)。數量較多
的物種為麻雀、白頭翁與洋燕，分別佔出現數量的14.0%、10.1%、8.5%；哺乳類5科8種45

隻次，記錄到特有種臺灣葉鼻蝠及特有亞種臺灣野兔。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

物種為東亞家蝠、小黃腹鼠及臭鼩，分別佔出現數量的55.6%、13.6%、11.1%；兩棲類3科5

種63隻次，未記錄到特有種、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黑眶蟾蜍、澤蛙
與日本樹蛙，分別佔出現數量的50.8%、20.6%及14.3%；爬蟲類4科5種15隻次，記錄到特有

種1種(斯文豪氏攀蜥)。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蝎虎與麗紋石龍子，分別

佔出現數量的46.7%、26.7%；蝴蝶類5科22種148隻次，未記錄到特有種、特有亞種或保育

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白粉蝶、藍灰蝶與黃蝶，分別佔出現數量的33.1%、18.9%、
16.2%；大安溪與景山溪匯流口調查一季次，調查記錄如下：鳥類14科22種77隻次，記錄到

特有種2種(五色鳥、小彎嘴)，未記錄到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紅鳩、

珠頸斑鳩與斯氏繡眼，分別佔出現數量的14.3%、11.7%、10.4%。哺乳類4科6種30隻次，記

錄到特有種1種(臺灣葉鼻蝠)，未記錄到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東亞家
蝠與臺灣葉鼻蝠，分別佔出現數量的76.7%、6.7%。兩棲類2科3種12隻次，未記錄到特有

種、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黑眶蟾蜍、日本樹蛙與白頷樹蛙，分別佔

出現數量的66.7%、25.0%、8.3%。爬蟲類4科4種11隻次，記錄到特有種2種(蓬萊草蜥及斯

文豪氏攀蜥)，未記錄到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蝎虎、麗紋石龍子與斯
文豪氏攀蜥，分別佔出現數量的45.5%、27.3%、18.2%。蝴蝶類5科58種698隻次，未記錄到

特有種、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白粉蝶、黃蝶與藍灰蝶，分別佔出現

數量的18.2%、8.9%、8.6%。景山溪支流調查四季次，調查記錄如下：鳥類32科62種1544隻

次，記錄到特有種3種(五色鳥、臺灣畫眉、小彎嘴)，特有亞種20種(黃嘴角鴞、金背鳩、臺
灣竹雞、松雀鷹、大冠鷲、黑枕藍鶲、大卷尾、粉紅鸚嘴、頭烏線、山紅頭、繡眼畫眉、

樹鵲、白環鸚嘴鵯、紅嘴黑鵯、白頭翁、褐頭鷦鶯、斑紋鷦鶯、黃頭扇尾鶯、鉛色水鶇、

棕三趾鶉)。5種珍貴稀有第二級保育類(黃嘴角鴞、彩鷸、松雀鷹、大冠鷲、臺灣畫眉)與種

其他應予保育三級保育類(紅尾伯勞、鉛色水鶇)。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白頭翁、麻雀、黃頭
鷺，分別佔出現數量的16.5%、13.9%、8.4%；哺乳類5科8種45隻次，記錄到特有種1種(臺

灣葉鼻蝠)，特有亞種4種(鼬獾、白鼻心、臺灣鼴鼠、大赤鼯鼠)。1種其他應予保育三級保

育類( (白鼻心)。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東亞家蝠、臭鼩與臺灣葉鼻蝠，分別佔出現數量的

66.3%、10.2%、8.4%；兩棲類4科7種275隻次，未記錄到特有種、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
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黑眶蟾蜍與拉都希氏赤蛙，分別佔出現數量的52.4%、18.9%；爬蟲類6科

15種123隻次，記錄到特有種4種(臺灣草蜥、蓬萊草蜥、臺灣滑蜥、斯文豪氏攀蜥)，未記錄

到特有亞種。1種珍貴稀有第二級保育類(食蛇龜)與1種其他應予保育三級保育類(錦蛇)。數

量較多的物種為麗紋石龍子與蝎虎，分別佔出現數量的26.8%、22.0%；蝴蝶類5科10種14隻
次，未記錄到特有種、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黃蝶與豆環蛺蝶，分別

佔出現數量的21.4%、14.3%。 

    根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2021)資料，共調查四季次，其調查記

錄如下：哺乳類16科26種363隻次(物種數包含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記錄之12種)，其中特有種5

種(臺灣大蹄鼻蝠、臺灣小蹄鼻蝠、長趾鼠耳蝠、山家蝠及臺灣獼猴)，特有亞種11種(臺灣



鼴鼠、臺灣葉鼻蝠、崛川氏棕蝠、臺灣野兔、穿山甲、大赤鼯鼠、食蟹獴、鼬獾、白鼻

心、臺灣野豬及山羌)，保育類3種(穿山甲、石虎及食蟹獴)，數量最多之物種為東亞家蝠與
臺灣小蹄鼻蝠，分別佔50.41%及31.40%；鳥類46科95種3753隻次(物種數包含紅外線自動照

相機記錄之32種)，其中特有種8種(臺灣竹雞、五色鳥、臺灣藍鵲、小彎嘴、大彎嘴、繡眼

畫眉、臺灣畫眉及臺灣紫嘯鶇)，特有亞種26種(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灰腳秧雞、棕

三趾鶉、金背鳩、黃嘴角鴞、領角鴞、臺灣夜鷹、小雨燕、朱鸝、大卷尾、小卷尾、黑枕
藍鶲、樹鵲、白環鸚嘴鵯、白頭翁、紅嘴黑鵯、黃頭扇尾鶯、斑紋鷦鶯、褐頭鷦鶯、粉紅

鸚嘴、山紅頭、頭烏線、鉛色水鶇及八哥)，保育類15種，包括11種珍貴稀有保育類(藍腹

鷴、魚鷹、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黃嘴角鴞、領角鴞、八色鳥、朱鸝、臺灣畫眉及

八哥)和4種其他應予保育類(臺灣山鷓鴣、紅尾伯勞、臺灣藍鵲及鉛色水鶇)，數量最多者為
白頭翁、麻雀及斯氏繡眼，分別佔19.82%、11.24%及7.27%；兩棲類6科16種542隻次，其中

特有種5種(斯文豪氏赤蛙、梭德氏赤蛙、褐樹蛙、面天樹蛙及莫氏樹蛙)，未記錄到特有亞

種或保育類，數量最多者為面天樹蛙、澤蛙及小雨蛙，分別佔20.30%、19.37%及18.08%；

爬蟲類8科13種112隻次，其中特有種2種(斯文豪氏攀蜥、蓬萊草蜥)，無特有亞種，1種瀕臨
絕種保育類(柴棺龜)，數量最多者為疣尾蝎虎及印度蜓蜥，分別佔54.46%及15.18%；蝴蝶

類5科91種1376隻次，其中特有種3種(大黑星弄蝶、琉璃紋鳳蝶、白條斑蔭蝶)，44種特有亞

種(臺灣黃斑弄蝶、大紅紋鳳蝶、青帶鳳蝶、青斑鳳蝶、白紋鳳蝶、大鳳蝶、烏鴉鳳蝶、淡

紫粉蝶、黑點粉蝶、雌白黃蝶、端紅蝶、紅邊黃小灰蝶、凹翅紫小灰蝶、恆春小灰蝶、墾
丁小灰蝶、姬波紋小灰蝶、琉璃波紋小灰蝶、白波紋小灰蝶、臺灣琉璃小灰蝶、埔里琉璃

小灰蝶、姬小紋青斑蝶、小青斑蝶、斯氏紫斑蝶、端紫斑蝶、小紫斑蝶、眼紋擬蛺蝶、枯

葉蝶、黃蛺蝶、琉璃蛺蝶、黃三線蝶、姬黃三線蝶、小三線蝶、臺灣三線蝶、單帶蛺蝶、

臺灣單帶蛺蝶、石牆蝶、豹紋蝶、雙尾蝶、小波紋蛇目蝶、臺灣波紋蛇目蝶、永澤黃斑蔭
蝶、小蛇目蝶、姬蛇目蝶及黑樹蔭蝶)，未記錄保育類，數量最多者為紋白蝶、臺灣黃蝶與

小紫斑蝶，分別佔19.62%、8.28%及6.90%。 

 

三、水域生物 

    根據「大安溪水系河川情勢調查總報告」（2010）資料得知，大安溪支流景山溪共記

錄:魚類6科15種；蝦蟹類2科4種；螺貝類5科5種；水棲昆蟲6目11科；浮游植物5門39屬；

附著性藻類4門37屬，所調查到的物種以西部溪流普遍常見之物種為主，共記錄6種臺灣特

有種(粗首馬口鱲、臺灣石鮒、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虎、短臀擬鱨、假鋸齒米蝦)，無
記錄任何保育類。 

根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2021)資料，魚類12科32種，其中特有種9

種(臺灣石魚賓、粗首馬口鱲、高身小鰾鮈、臺灣鬚鱲、何氏棘鲃、臺灣間爬岩鰍、短臀瘋

鱨、短吻紅斑吻鰕虎、明潭吻鰕虎)，未記錄到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最多者為革條
田中鰟鮍，佔27.72%；底棲生物9科13種，其中特有種1種(假鋸齒米蝦)，未記錄到特有亞種

或保育類物種，數量最多者為粗糙沼蝦，佔51.91%；水生昆蟲14科17種，記錄到特有種2種

(短腹幽蟌及白痣珈蟌)，未記錄到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最多者為紋石蛾，佔

20.83%；蜻蛉目成蟲記錄到7科18種321隻次，記錄到特有種2種(短腹幽蟌及白痣珈蟌)，未
記錄到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物種，數量最多者為薄翅蜻蜓，佔25.23%。 

    根據以上文獻得知，大安溪主流整體水質尚屬良好，經調查發現水生生物主要以適應

乾淨水質之原生物種為主。由於大安溪主流多數河段為卵石河床型態，因此物種組成幾乎

以急流性的水生生物為主。大安溪支流景山溪魚鯉魚潭下游的攔河堰下游，因泥沙淤積導
致其棲地類型多為緩潭，適合外來種生存，因此大安溪支流景山溪其外來種入侵現象較為

嚴重。 

2.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團隊於111年10月份進行現地生態檢核作業，針對苗栗縣三義鄉、大安溪畔、臺中市

后里區等原水管行經路線進行調查，對於陸域植物、陸域動物及水域生物的調查結果，以

及生態敏感區、保全對象、棲地快速評估之說明如下： 

一、陸域植物 

    本調查共記錄116科355屬474種，若依型態區分，有喬木138種(29.1%)、灌木76種

(16.0%)、藤本72種(15.2%)、草本188種(39.7%)；若依屬性區分，特有種18種(3.8%)、非特

有原生種256種(54.0%)、歸化種93種(19.6%)、栽培種107種(22.6%)，特有種分別為：臺灣金

狗毛蕨、臺灣肖楠、臺灣五葉松、臺灣二葉松、青楓、臺灣羅漢果、土肉桂、小梗木薑
子、香楠、山芙蓉、土防己、臺灣何首烏、水柳、臺灣欒樹、石朴、黃藤、長枝竹、桂

竹，詳見附表一-1。 



 

二、陸域動物 

    本工程預定地及周圍環境以淺山次森林、河道、農耕地為主，面積較大的次森林但受

道路切割而破碎，部分區域有低矮的人工建物，道路及農耕地附近受人為干擾較深，故記

錄到多數較能適應人造環境之物種，亦記錄到部分淺山環境出沒之物種。 

    哺乳類記錄到5科7種，赤腹松鼠為目擊記錄，其餘由鼠籠所捕獲，共記錄到特有種1種
(臺灣獼猴)，特有亞種3種(臺灣鼴鼠、赤腹松鼠)，未發現保育類，詳見附表一-2。 

鳥類記錄到26科42種，其中記錄到特有種3種(臺灣竹雞、五色鳥、小彎嘴、繡眼畫眉)，特

有亞種11種(金背鳩、小雨燕、棕三趾鶉、大冠鷲、大卷尾、黑枕藍鶲、樹鵲、斑紋鷦鶯、

褐頭鷦鶯、白頭翁、紅嘴黑鵯、粉紅鸚嘴、山紅頭)，珍貴稀有之保育類2種(大冠鷲、黑翅
鳶)，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1種(紅尾伯勞)，詳見附表一-3。 

    兩棲類記錄到5科8種，其中記錄到特有種1種(莫氏樹蛙)，未記錄到保育類，發現於附

近農耕地、草生灌叢及水域等環境，皆屬西部低海拔地區普遍分布之物種，詳見附表一-

4。 

爬蟲類記錄到5科7種，其中記錄到特有種2種(斯文豪氏攀蜥、蓬萊草蜥)，特有亞種1種(中

國石龍子臺灣亞種)，皆屬西部中低海拔地區普遍分布之物種，詳見附表一-5。 

蝴蝶類記錄到5科16亞科64種，其中未記錄到特有種、特有亞種或保育類，皆屬西部中低海

拔地區普遍分布之物種，詳見附表一-6。 

 

三、水域生物 

    魚類記錄到4科8種，其中記錄到特有種6種(臺灣石魚賓、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

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虎、短臀瘋鱨)，未發現保育類，均為河流中普遍分布之物種，
詳見附表一-7。 

蝦蟹螺貝類記錄到3科3種，未發現任何特有種及保育類，均為河流中普遍分布之物種，詳

見附表一-8。 

 

四、坡地棲地評估 

案件名稱：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統包工程 

TWD97 座標：X 226024  Y 2691461 

環境資料 

海拔(m)：270  樣區坡度(°)：70° 含石率(%)：25%  地被裸露(%)：25% 

評估因子 

木本覆蓋度(%)：75%(得分 4)  種數(種/100m2)：16(得分 2) 

原生種覆蓋度(%)：80%(得分 4)  植物社會層次：具二層結構(得分 2) 

演替階段：先驅樹種優勢【中期】(得分 3) 

最優勢植物：構樹、相思樹 

快速評估指標總分：15  植生現況：次理想 

坡地棲地評估樣區現況： 

 
 

點位及工程處理：本樣點鄰近一號隧道之出口，大安溪右岸之堤防內山坡地。 

災害原因推估：隧道出口處施工震動造成邊坡土石崩落。 



 

 
五、河溪棲地評估 

位置:樣站1(水管橋上游) (○:表示與第一次調查同分，＋:表示與第一次調查比較所增加分數，

－表示與第一次調查比較所減少分數) 

評估因子 說明 111/10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
質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介於 40 到 70%。 14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50-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
包圍。 

10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水深。 5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 5-30%。 10 

5.河道水流狀態  有 25-7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面。 8 

6.人為河道變化  溪流兩岸均有堤岸改變河道形狀。 8 

7.湍瀨出現頻率  有巨石等天然物可激起湍瀨，但湍瀨不連續。 11 

植生復育現況： 

1.坡度較陡，但有多種先驅植物生長其中，植被演替狀況尚佳。 

2.坡地評估總分 15 分，植生狀況屬次理想，自然拓殖良好。 

建議： 

1.持續監測是否被工程擾動，以利後續瞭解物種組成及演替方向是否良好。 

案件名稱：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統包工程 

TWD97 座標：X 225188  Y 2690964 

環境資料 

海拔(m)：240  樣區坡度(°)：40° 含石率(%)：5%  地被裸露(%)：20% 

評估因子 

木本覆蓋度(%)：55%(得分 4)  種數(種/100m2)：17(得分 2) 

原生種覆蓋度(%)：85%(得分 4)  植物社會層次：具二層結構(得分 2) 

演替階段：先驅樹種優勢【中期】(得分 3) 

最優勢植物：破布烏、相思樹、臺灣蘆竹 

快速評估指標總分：15  植生現況：次理想 

坡地棲地評估樣區現況： 

 
 

點位及工程處理：本樣點鄰近二號隧道入口，大安溪左側河堤內道路之邊坡。 

災害原因推估：隧道入口處施工造成邊坡土石崩落及人工除草之干擾。 

植生復育現況： 

1.本坡地雖位於道路旁，但過往之調查常記錄到臺灣羅漢果(VU；易危)，需特別注意。 

2.坡地評估總分 15 分，植生狀況屬次理想，自然拓殖良好。 

建議： 

1.持續監測是否有人為干擾之情形，以利後續瞭解物種組成及演替方向是否良好。 



8.堤岸穩定度 5-30%的堤岸受溪水沖蝕。 左 8，右 8 

9.河岸植生保護  50-70%的堤岸具原生植被。 左 5，右 5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河岸植生帶的寬度介於 6~12 公尺。 左 5，右 5 

總分 102 

現地環境描述 底質以礫石、卵石及泥沙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兩岸皆為人工堤岸 

特殊物種 臺灣石魚賓、粗首馬口鱲、明潭吻鰕虎等臺灣特有種 

 

位置:樣站2(水管橋下游) (○:表示與第一次調查同分，＋:表示與第一次調查比較所增加分數，

－表示與第一次調查比較所減少分數) 

評估因子 說明 111/10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
質  

理想基質佔河道面積介於 40 到 70%。 15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50-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10 

3.流速水深組合  僅 2 種流速/水深組合出現。 8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 5-30%。 10 

5.河道水流狀態  有 25-7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面。 10 

6.人為河道變化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40%以內的河道。 8 

7.湍瀨出現頻率  有巨石等天然物可激起湍瀨，但湍瀨不連續。 11 

8.堤岸穩定度 5-30%的堤岸受溪水沖蝕。 左 8，右 8 

9.河岸植生保護  50-70%的堤岸具原生植被。 左 5，右 5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河岸植生帶的寬度介於 12~18 公尺。 左 5，右 5 

總分 108 

現地環境描述 
底質以礫石、卵石及泥沙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及深潭，兩岸皆為人

工堤岸 

特殊物種 
臺灣石魚賓、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

虎、短臀瘋鱨等臺灣特有種 
 

3. 棲地影像紀錄：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預定開發路線現況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道路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農耕地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農耕地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人工堤岸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人工堤岸 

4.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本工程沿線主要環境類型為次生林、道路、住宅區、農田及河床，經敏感區域套

圖(圖四)後顯示，三段隧道皆穿越保安林下方，故採隧道工法可有效迴避高敏感區；此

外，第二隧道、第三隧道及北端引水口皆鄰近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而全線皆位於石

虎重要棲地內(繪自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2/2)，2016)，以往在周邊也有石虎出沒之記

錄；距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約 5 公里，此部分應無影響。 

本工程沿線途經林相完整之次生林，屬高敏感區(紅色區域)，河道灘地、遭干擾之

森林邊緣屬中敏感區(黃色區域)，河水流經區域、人工建物、農田屬低敏感區(綠色區

域)，部分明挖覆蓋段之沿線途經高敏感區，需特別注意，如圖五-1、圖五-2 所示。 

 
圖四、生態敏感區域套圖(大尺度) 

 

 
圖五-1、生態關注區域圖(小尺度) 



 
圖五-2、生態關注區域圖(小尺度)  

5.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一、生態影響評估 

(一)陸域植物 

依本工程之施工工法，隧道段不影響地表植被，故已迴避大部分次生林，

影響區域著重於隧道之出入口處及明挖覆蓋段，明挖覆蓋段沿次生林邊緣劃設，

施工可能使植被遭到清除，然而此區域屬人為干擾區域之邊緣，多為先驅物種等

常見物種，雖有工程影響，但不影響整體族群。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民國 91 年 3 月 28 日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 號公告)所

附「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錄」記錄到 2 種珍貴稀有植物(臺灣肖楠及臺灣羅漢

果)；依據「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

2017)，記錄 1 種極危(CR)(蘭嶼羅漢松)、2 種瀕危(EN)(竹柏、菲島福木)、4 種易

危(VU)(臺灣肖楠、蘄艾、臺灣羅漢果、蒲葵)、3 種接近受脅(NT)(土肉桂、厚葉

石斑木、榔榆)，其中土肉桂、榔榆及臺灣羅漢果自生於次生林內及林緣，其餘皆

為人為種植之綠美化植栽。需特別注意者為臺灣羅漢果，該物種位置靠近第二隧

道入口，即大安溪右岸 

 

(二)陸域動物 

本工程輸水管路線從大安溪北岸鑿穿山區，垂直經過大安溪上方，於南岸

(七塊厝二號堤防)上岸，延伸到后里圳。施工行為亦可能對其造成潛在影響如：

產生噪音、振動及人為活動干擾、施工人員獵捕的生存壓力、夜間施工可能對夜

間活動的動物(如南亞夜鷹、領角鴞等)產生影響等。 

本計畫施工涵蓋範圍位於石虎重要活動棲地，需特別注意工區周遭是否有

石虎出沒。過往記錄石虎路殺熱點主要位於苗栗 140 縣道及苗 52 鄉道，該處擬

建構路殺預警系統，包括設置電子看板、輸水隧道出入口設置聲光波生物緩速設

備及可即時傳輸相片之自動相機，本工程位址施工區域有經過上述兩條道路，可

視情況架設此設備。 

雖然部分棲地因道路劃分而破碎，適應人為干擾的原棲地生物仍可能活動

於施工範圍內，尤其是鳥類及地棲哺乳類(囓齒目、鼩形目)。若車輛通過頻繁或

車速過快易造成路殺，而這些死亡的生物有可能會造成石虎二次路殺。 

(三)水域生態 

未來工程進行時，施工便道的開設、施工行為(橋梁落敦)及機具所產生污

染(如廢棄物、油脂、廢水等)，如無做好防護措施，可能直接對水域環境造成影

響。 

二、保育措施研擬 

以下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優先順序，擬定減輕生態衝擊之生態保育措

施：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1. 本計畫以隧

道方式穿越

1. 施工便道

優先使用

1. 開挖位置應精準規劃，切勿開挖

開發預定地外圍天然植被，以維

為補償 工程

作業所 造成



大安溪兩岸

之次生林，已

達到迴避生

態敏感區之

目的。 

2. 工程施作避

開石虎活度

高峰期(日出

前 3~4 時，日

落前後 17~18

時 及 19~21

時)。 

 

既有道路，

不另開闢

新施工便

道。 

2. 施工所使

用的物料

或材料集

中堆置區，

以現有裸

地或空地

為主，不另

於自然棲

地另闢堆

置區。 

護工區外生物棲息地。 

2. 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均不得

放置遺留在施工範圍外之環境。 

3. 施工整地中嚴禁使用除草劑及殺

蟲劑等化學藥劑，避免毒殺生物

或間接毒殺期獵食者。 

4. 整地或挖運過程中，施工機具可

能產生大量噪音振動，可使用低

噪音工法或低噪音機具施工，施

工機具應定期維護保養，容易產

生噪音的部位(如引擎)可加裝隔

音裝置，施工周圍亦可搭建隔音

牆或隔音布，以降低噪音振動對

周邊野生動物的干擾。 

5. 施工車輛需注意遵循速限以免造

成路殺。 

6. 工程施作時間避免規劃於夜間，

必要之夜間照明須設置遮光罩，

以減低工程作業對周邊夜行性生

物之干擾。 

7. 於施工承包商合約中規範施工人

員，禁止人員及機具進入計畫區

範圍外騷擾野生動物或破壞棲

地。 

8. 垃圾與廚餘須妥善管理，並禁止

施工人員餵食流浪犬貓，避免對

石虎等野生動物造成生存壓力。 

9. 未來工程施作期間可規劃於周邊

樹林架設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監

測是否有石虎等野生動物的活動

跡象，若有記錄則採取相關減輕

措施，亦可作為石虎棲地利用研

究資料。 

10. 若有發現傷亡野生動物，通報地

方野生動物主管機關前往處理。 

11. 分區分時段施工，減少短時間內

的環境干擾及道路使用頻率。 

12. 水管橋工程如需於行水區設置施

工便道時，應設立涵管以維持河

道經常流水狀態避免河水斷流。 

之生態 損失

(如明挖覆蓋

段及隧 道段

出入口)，可於

施工後 以人

工營造方式，

選擇原 生草

木進行 栽植

或培育，以加

速現地 植生

與生育 地復

育。 

 

 



6.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本工程路線穿越部分林相完整之次生林地，據文獻記錄，有保育類動物如石虎及

柴棺龜於此出現，有鑒於此，將臨近大安溪之兩岸次生林列為生態保全對象，以確保

工程施作確實按照預定路線進行，而迴避周邊高敏感度林地，降低對生態之衝擊，保

全對象之位置如圖六所示，現況如圖七所示。 

 

 
圖六、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圖七、生態保全對象現況 

填表說明：  

一、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沈冠宇                               日期：111.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