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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辦理情形 頁碼 

1 請依Ȩ經濟部水利河川ǵ區域排水及

海岸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ȩ辦理修

正，相關表單亦同步修正Ƕ 

已修改為依Ȩ經濟

部水利河川ǵ區

域排水及海岸工程

生 態 檢核 參考手

冊ȩ辦理Ƕ 

P.11-12 

附錄二 

附錄三 

2 請依本工程細部設計階段生態檢核ൔ告

修正Ƕ 

遵ൻ辦理 - 

3 內文提及計畫書，惟多處誤ᙄ為計劃

書Ƕ 

已修改完成Ƕ - 

4 本工程將土方暫置場設於本工程對岸 

(即烏溪左岸) ，၀區域為石虎出沒之高

度生態敏感區，請重新考量如此之施工

規劃是否適當，如非得使用၀區域做為

土方暫置場，請針對၀區域擬定生態保

育措施及對策Ƕ 

目前採取縮小之生

態保育措施，減Ͽ

土方放置量(原土方

估計45萬方，減Ͽ

至18萬方)，並以3萬

方為一置放單位，

共置放6堆，並於土

方放置預鑄管作為

動物通道，維持動

物縱向遷移廊道Ƕ 

P.17 

生態保

育措施

第6ǵ8

點 

5 P8 : 關注物種請增加巴氏銀鮈及陳氏鰍

鮀Ƕ 

內文已新增完成Ƕ P.9 

6 P10:圖1-10本案保育類動物發現位置未

顯示石虎Ƕ 

圖面已更新完成Ƕ P.10 

7 第三章ǵ工作構想與對策: 

(一)表3-1生態保育措施對照表: 

 

 

P.16-19 

表3-1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辦理情形 頁碼 

1.請增加編號，以利後續以編號追蹤Ƕ 

2.僅以文ӷ說明，無法明確表示生態保

育措施確Ϫ之執行方式， 

請增加圖面輔以說明: 

(1)編號7之關注對象為巴氏銀鮈，其生

態保育措施所提:Ȝ減輕ȝ若於施工範圍

內若發現靜水潭區ǵ靜水域及瓣狀支流

等棲地，除避免工程汙水流入而破壞或

影響棲地環境，將既有原生魚種及巴氏

銀鮈移置工區外安全水域暫時安置，本

點即可採圖面表示如何執行上述之作

為Ƕ 

(2)如編號8之主要關注對象為石虎，其

生態保育措施所提:保留石虎或野生動物

可通行之區域，避免完全阻隔而提高動

物路殺風險，本點即可採圖面表示如何

執行上述之作為Ƕ 

3.編號16生態保育措施所提:施工期間及

結束後，維持烏溪水流量處於正常之基

礎流量範圍內，避免因水流量異常影響

巴氏銀鮈及其他水生動物之生Ӹ 

(1)上述所述之Ȩ基礎流量ȩ是否為Ȩ生

態基流量ȩ? 

(2)生態保育措施請增加低於生態基流量

時之因應對策Ƕ 

4.配合林業及自然保育之政策，請增

加移除外來種之生態保育措施(如小花蔓

澤蘭ǵ海蟾蜍ǵ斑腿樹蛙ǵ亞洲錦蛙)Ƕ 

1. 已增加編號 

2. 已補充圖面如圖

3-1 

2.(1) 預計於工區周

邊擇定合適位置開

闢 3 處巴氏銀鮈域

內庇護池(大小ϩ別

為 1x1m ǵ 2x2m 及

3x3m)，供巴氏銀鮈

及原生魚類棲息使

用Ƕ 

2.(2) 預計於土方暫

置場區之土方下放

置涵管作為動物通

道，維持動物縱向

遷移廊道Ƕ 

3.(1) 已修正文ӷ為

Ȩ基礎水流量ȩ 

3.(2) 另亦設有域外

庇護池，預防烏溪

水量低於生態基流

量或域內庇護池乾

涸時使用，保護巴

氏銀鮈棲息活動無

虞Ƕ 

4. 已增加此生態保

育措施 

圖3-1 

8 P21水域生態調查請增加垂釣法Ƕ 已修正完成Ƕ P.22 

9 P23-3.6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計畫區域

內若……，相關操作流程如OOO所示，

針對生態異常事件處:文ӷ之OOO為何? 

已修正完成，相關

操作流程如圖3-5所

示Ƕ 

P.25 

10 增加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章節Ƕ 已修正完成Ƕ P.27 

11 附錄一增加陳氏鰍鮀Ƕ 已新增關注物種陳

氏鰍鮀Ƕ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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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ǵ前言 

1.1 工程概述 

依107年烏溪伏流水評估結果，從台3線烏溪橋至溪尾橋間具有開發潛能，

為提升南臺中地區水源供水穩定，於烏溪設置伏流水取水設施，以輸水路送至

南台中淨水場Ƕ藉җ多元開發及調度水資源，來加強中部地區水源供應的穩定

性Ƕ 

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Ȑ以下簡稱本工程ȑ開發範圍主要有三

者，ϩ別為：一ǵ沿既有道路Ȑ內山公路及北岸路ȑ設置輸水管；二ǵ國道三

號跨河橋下游處烏溪河道中間之集水槽ǵ集水管及臨時圍；三ǵ國道三號跨

河橋下游烏溪左岸高灘地之土方暫置場，၁圖1-1Ƕ 

本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標的涵蓋整體工程範圍，針對工程可能擾動之棲地環

境與關注物種提出生態保育措施，並於施工過程進行相關生態監測作業Ƕ 

 
資料來源：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 

圖1-1ǵ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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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背景 

本計畫範圍位在烏溪流域的烏溪本流中下游位置，溪流源自於中央山脈合

山西麓，經南投縣至台中ѱ霧峰區及彰化縣芬園鄉交界Ƕ首先，輸水管沿線

行經區域皆為人工開發地區，記錄物種皆為常見先驅物種及人為栽培物種，如

大花咸豐草ǵ大黍ǵ飛揚草ǵ臭根子草ǵ芒果樹ǵ樟樹及榕樹等Ƕ而烏溪河道

中間之集水槽ǵ集水管及臨時圍區域所記錄物種多為河床灘地常見之較親水

物種，如水丁香ǵ毛蓼ǵ早苗蓼ǵ風車草ǵ鱧腸ǵ濕生葶藶ǵ斷節莎及巴拉草

等Ƕ再者，烏溪左岸高灘地為以入侵種銀合為優勢種之雜木林，亦可見構

樹ǵ山黃麻及血桐等先驅樹種Ƕ林下常見大葉假含羞草ǵ黃花鐵富豆ǵ野棉

花ǵ香澤蘭ǵ大花咸豐草及馬櫻丹等Ƕ  

整體而言，本案調查範圍植被相主要җ先驅陽性草本及入侵種組成Ƕ雖然

၀區域植物物種數量及組成不若山區森林般豐富多樣，且周邊人為擾動嚴重，

但仍然具有提供野生生物活動與棲息功能Ƕ 

  
計畫範圍烏溪辮狀支流 計畫周邊水ዿҖ 

  
計畫範圍烏溪草生地 計畫周邊香蕉園 

圖1-2ǵ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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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態資料蒐集 

1.3.1 文獻ൔ告 

延伸摘整設計階段ൔ告所彙整之烏溪近年有關生態調查相關文獻包括

Ȩ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ൔ告ȩǵȨ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ȩǵȨ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2/2)ȩǵȨ欣榮大地社區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評估ൔ告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ϩ析ൔ告ȩǵȨ臺中ѱ烏日水資源回收

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評估ൔ告書ȩǵȨ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

監測計畫ȩ和Ȩ烏溪伏流水二期規劃設計案之生態檢核ൔ告ȩ等如下表1-1所

示Ƕ 

綜上所述，本計畫範圍約為 3.7 平方公里，位處烏溪中下游，且鄰近八卦

山區及貓羅溪，周邊生態調查文獻豐富，生物多樣性高，烏溪流域範圍廣，

水域生物物種多樣性偏高，發現特有性物種偏多，但仍不乏耐污性較強，對

環境耐受度較大之物種及外來種，顯示烏溪棲地環境變化豐富，涵養物種

多，而受周遭會區及工業區等人為影響，仍有汙染之危險Ƕ 

表1-1ǵ近年生態調查相關文獻彙整 

年份 單位 計畫名稱 調查內容摘整 

2006年 

經濟部

水利

水利規

畫試驗

所 

烏溪河系河

川情勢調查

總ൔ告 

陸域植物： 

共記錄73 科 213 種，並無稀有植物的記錄，並有大量的外來

種植物，約佔 23%Ƕ 

陸域動物： 

共記錄鳥類 28 科 51 種，哺乳類 2 科 7 種，爬蟲類 2 科 2 

種，兩棲類 4 科 6 種，蝴蝶類 1 科 1 種Ƕ調查結果發現 4 種

保育類動物(八哥ǵ紅隼ǵ彩鷸ǵ紅尾伯勞)Ƕ 

水域生態： 

共記錄魚類 6 科 15 種，底棲動物 6 科 7 種，水生昆蟲 6 目 8 

種，蜻蛉目成蟲 4 科 10 種，調查結果共記錄保育類物種 1 

種，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埔里中華爬岩鰍(III)Ƕ特

有種物種 8 種，為台灣石魚賓ǵ臺灣鬚鱲ǵ高身小鰾鮈ǵ粗

首鱲 ǵ埔里中華爬岩鰍ǵ明潭吻鰕虎ǵ短吻褐斑吻鰕虎ǵ擬

多齒米蝦Ƕ 

2013年 
經濟部

水利 

烏溪鳥嘴潭

人工湖工程

計畫環境影

陸域植物： 

共記錄 93 科 355 種，包含 8 種特有種，但無稀有種的記錄Ƕ 

陸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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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單位 計畫名稱 調查內容摘整 

響說明書 共記錄鳥類 33 科 60 種，哺乳類 5 科 11 種，爬蟲類 9 科 17 

種，兩棲類 5 科 8 種，蝴蝶類 5 科 63 種Ƕ調查結果發現 5 種

保育類動物 (紅尾伯勞ǵ燕鴴ǵ鉛色水鶇ǵ領角鴞ǵ大冠

鷲)Ƕ 

水域生態： 

共記錄魚類 7 科 17 種，底棲動物 2 科 2 種，水生昆蟲 7 目 

16 科，調查結果共記錄保育類物種 1 種，為其他應予保育之

野生動物(III)埔里中華爬岩鰍(III)Ƕ特有種物種有 12 種，ϩ

別為台灣石魚賓ǵ台灣馬口魚ǵ陳氏鰍鮀ǵ高身小鰾鮈ǵ何

氏棘魞ǵ粗首鱲ǵ台灣纓口鰍ǵ台灣間爬岩鰍ǵ埔里中華爬

岩鰍ǵ短臀鮠ǵ台灣鮠ǵ明潭吻鰕虎Ƕ 

2016年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林

務局 

重要石虎棲

地保育評析

(2/2) 

相關文獻均指出石虎會利用高灘地移動，且本計畫的芬園段

即位處於Ȩ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ȩ所評估的石虎重要棲息

地及潛在棲息地範圍Ƕ 

2019年 

兆光建

設股份

有限公

司 

欣榮大地社

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評

估ൔ告書第

二次環境影

響差異ϩ析

ൔ告 

 

陸域植物： 

其計畫區位於本計畫西北側，與本計畫相距約 4.5 公里處Ƕ

共記錄 102 科 428 種植物，共發現 1 種嚴重瀕臨絕滅(CR)等

級之蘭嶼羅漢松，3 種瀕臨絕滅(EN)等級之銀葉樹ǵ竹柏及

菲島福木，4 種為易受害(VU)等級之臺灣肖楠ǵ蘄艾ǵ蒲葵

及象牙柿，2 種接近威脅(NT)等級之毛柿及榔榆Ƕ 

陸域動物： 

共記錄鳥類 33 科 59 種，哺乳類 6 科 13 種，爬蟲類 7 科 11 

種，兩棲類 6 科 11 種，蝴蝶類 5 科 49 種Ƕ調查結果發現 6 

種保育類動物(大陸畫眉ǵ台灣畫眉ǵ領角鴞ǵ大冠鷲ǵ灰面

鵟鷹ǵ鳳頭蒼鷹)Ƕ 

2019年 

臺中ѱ

政府水

利局 

臺中ѱ烏日

水資源回收

中心新建工

程環境影響

評估ൔ告書 

陸域動物： 

共記錄鳥類 32 科 54 種，哺乳類 4 科 6 種，爬蟲類 6 科 7 

種，兩棲類 3 科 3 種，蝴蝶類 5 科 20 種Ƕ調查結果發現 4 種

保育類動物(黑翅鳶ǵ彩鷸ǵ紅隼ǵ紅尾伯勞)Ƕ 

水域生態： 

魚類共發現 4 科 5 種，底棲動物共發現 5 科 5 種，水生昆蟲

共發現 5 目 9 科，蜻蛉目成蟲共發現 2 科 6 種，無發現保育

類及特有種Ƕ 

2018 

~ 

2020 

年 

經濟部

水利 

烏溪鳥嘴潭

人工湖可行

性規劃環境

監測計畫 

水域生態： 

總計魚類共發現 11 科 26 種，底棲動物共發現 10 科 11 種，

水生昆蟲共發現 7 目 18 科，蜻蛉目成蟲共發現 6 科 19 種， 

調查結果發現之巴氏銀鮈及飯島氏銀鮈屬瀕臨絕種之第一級

保育類，埔里中華爬岩鰍為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Ƕ

特有種物種有 19 種，ϩ別為台灣石魚賓ǵ臺灣鬚鱲(台灣馬

口魚)ǵ陳氏鰍鮀ǵ高身小鰾鮈ǵ何氏棘魞ǵ飯島氏銀鮈ǵ巴

氏銀鮈ǵ高身鏟頷魚ǵ粗首馬口鱲(粗首鱲)ǵ纓口臺鰍(台灣

纓口鰍)ǵ台灣間爬岩鰍ǵ埔里中華爬岩鰍ǵ短臀瘋鱨(短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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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單位 計畫名稱 調查內容摘整 

鮠)ǵ台灣鮠ǵ明潭吻鰕虎ǵ短吻褐斑吻鰕虎ǵ擬多齒米蝦ǵ

拉氏清溪蟹ǵ短腹幽蟌Ƕ 

2022年 

台灣自

來水公

司中區

工程處 

烏溪伏流水

二期規劃設

計案之生態

檢核ൔ告 

陸域植物： 

其計畫區位於本計畫西側，且有部ϩ範圍重疊Ƕ依ൔ告資料

共記錄 62 科 143 屬 170 種植物，共發現 1 種特有種(臺灣欒

樹)，但無稀有種的記錄Ƕ 

陸域動物： 

共記錄哺乳類 4 科 9 種，鳥類 26 科 44 種，兩棲類 5 科 6 

種，爬蟲類 3 科 5 種，蝶類 10 科 17 種Ƕ調查結果發現 5 種

保育類動物(紅隼ǵ黑翅鳶ǵ紅尾伯勞ǵ黑頭文鳥ǵ燕鴴)Ƕ 

水域生態： 

總計魚類共發現 2 科 5 種，蝦蟹螺貝類共發現 5 科 5 種，蜻

蛉目成蟲共發現 3 科 12 種，水生昆蟲共發現 8 目 14 種Ƕ特

有種物種有 6 種，ϩ別為台灣石魚賓ǵ臺灣鬚鱲(台灣馬口

魚)ǵ何氏棘魞ǵ粗首馬口鱲(粗首鱲)ǵ明潭吻鰕虎ǵ短腹幽

蟌，但並無發現保育類物種Ƕ 

2023年 

經濟部

水利

中區水

資源ϩ

 

烏溪伏流水

第三期 (工

區2)統包工

程生態檢核

ൔ告 (細部

設計階段) 

陸域植物： 

共記錄 74 科 200 屬 252 種，依型態區ϩ，共包括 47 種喬

木ǵ 34 種灌木ǵ 27 種ᛯ本ǵ 144 種草本，以草本植物佔多

數(57.1%)；依屬性區ϩ，則包含 129 種原生種ǵ 77 種歸化

種ǵ 22 種入侵種ǵ 24 種栽培種，以非特有原生物種最多

(51.2%)，無稀有種的記錄Ƕ 

陸域動物： 

哺乳類共發現 5 科 7 種ǵ鳥類共發現 29 科 48 種ǵ兩棲類共

發現 5 科 6 種ǵ爬蟲類共發現 5 科 7 種ǵ蝶類共發現 5 科 10 

亞科 33 種Ƕ共發現臺灣特有種 5 種(臺灣竹雞ǵ五色鳥ǵ小

彎嘴ǵ蓬萊草蜥ǵ斯文豪氏攀蜥)，臺灣特有亞種則發現 14 

種(堀川氏棕蝠ǵ赤腹松鼠ǵ臺灣鼴鼠ǵ黑枕藍鶲ǵ大卷尾ǵ

南亞夜鷹ǵ小雨燕ǵ黃頭扇尾鶯ǵ褐頭鷦鶯ǵ樹鵲ǵ領角

鴞ǵ白頭翁ǵ紅嘴黑鵯ǵ粉紅鸚嘴)Ƕ發現珍貴稀有之第二級

保育類動物 2 種(領角鴞ǵ黑翅鳶)，其他應與保育之第三級

保育類動物 2 種(紅尾伯勞ǵ黑頭文鳥)Ƕ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共記錄到 3 種保育類，包含瀕臨絕種之第

一級保育類物種石虎ǵ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領角鴞ǵ其

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臺灣水鹿Ƕ 

水域生態： 

魚類共記錄科 5 科 13 種ǵ蝦蟹螺貝類調查共記錄 5 科 9 種Ƕ

包含台灣特有種8種，ϩ別為台灣石魚賓ǵ臺灣鬚鱲(台灣馬

口魚)ǵ高身小鰾駒ǵ何氏棘魞ǵ粗首馬口鱲(粗首鱲)ǵ短臀

瘋鱨(短臀鮠)ǵ明潭吻鰕虎ǵ短吻紅斑吻鰕虎ǵ假鋸齒米

蝦，未發現保育類物種Ƕ 

資料來源：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與本團隊彙整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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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生態資料庫蒐集 

利用生態資料庫包含Ȩ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共通查詢系統(TBIA)ȩǵȨ台

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ȩǵȨ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ȩǵȨ集水區友善環境生

態資料庫ȩǵȨeBird Taiwanȩ和ȨiNaturalistȩ等，以經緯度座標120.661253, 

24.025902 (TWD97TM2：215542, 2657933)進行半徑1公里(1000公尺)搜索，並

依現地環境類型彙整，共計植物 18 科 40 屬 45 種ǵ鳥類 12 目 36 科 73 種ǵ

兩生類及爬行類 3 科 3 種ǵ蛛形綱及昆蟲綱 4 科 5 種與魚類 3 科 3 種等，特

有性與保育類物種၁表1-2Ƕ 

 

表1-2ǵ生態資料庫蒐集彙整 

類別 數量 特有性物種 保育類物種 

植物 18 科 40 屬 45 種 — — 

鳥類 12 目 36 科 73 種 

E: 小彎嘴 

Es: 松雀鷹ǵ小雨燕ǵ南亞夜

鷹ǵ黃頭扇尾鶯ǵ褐頭鷦鶯ǵ

金背鳩ǵ樹鵲ǵ大卷尾ǵ黑枕

藍鶲ǵ紅嘴黑鵯ǵ白頭翁ǵ八

哥ǵ山紅頭ǵ棕三趾鶉ǵ鳳頭

蒼鷹ǵ環頸雉 

II：松雀鷹ǵ黑翅鳶ǵ東方

蜂鷹ǵ遊隼ǵ紅隼ǵ彩

鷸ǵ八哥ǵ鳳頭蒼鷹ǵ環

頸雉 

III：黑頭文鳥ǵ燕鴴ǵ紅

尾伯勞 

兩生類 

爬行類 
3 科 3 種 E: 梭德氏赤蛙 III：草花蛇 

蛛形綱 

昆蟲綱 
4 科 5 種 — — 

魚類 3 科 3 種 
E: 短臀瘋鱨ǵ巴氏銀鮈ǵ埔里

中華爬岩鰍 

I：巴氏銀鮈 

III：埔里中華爬岩鰍 

備註：E: 特有種; Es: 特有亞種; I: 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 II: 珍貴稀有之野生動物; III: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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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態關注區域 

1.4.1 大尺度生態關注區 

本工程計畫區套疊重要生態相關圖資，得知本案未涉及法定保護區，屬

一般區Ƕ另涉及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ǵ國土綠網關注河川ǵ國土綠網

關注農Җ圳溝或埤塘池沼ǵ石虎重要及潛在棲地與石虎ϩѲ模擬圖範圍等，

如圖1-3所示Ƕ 

  
法定保護區 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 

  
石虎重要及潛在棲地 石虎ϩѲ模擬圖 

資料來源：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 

圖1-3ǵ生態敏感相關圖資套疊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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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尺度生態關注區 

本團隊蒐集設計階段調查結果及所評估之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1-4所

示Ƕ首先，設置輸水管位置因於既有道路沿Ȑ內山公路及北岸路ȑ下施作，

屬人工建物，故以灰底斜線繪製；另外，水平集水管設置之位置屬烏溪主

流，水量與環境受枯豐水期影響，以代表中度敏感區的黃色繪製；再者，國

道三號跨河橋下游之烏溪右岸預計設置導水管ǵ集水槽與部ϩ集水管處以及

左岸高灘地之土方暫置場，因緊鄰高灘地環境，為野生動物利用棲息的重要

環境，亦屬石虎重要棲地，另有辮狀河道之棲地類型，屬巴氏銀鮈可利用棲

地，故以代表高度敏感區的紅色繪製Ƕ 

  
生態敏感區域圖(1/4) 生態敏感區域圖(2/4) 

  
生態敏感區域圖(3/4) 生態敏感區域圖(4/4) 

資料來源：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 
 

圖1-4ǵ生態敏感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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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小尺度生態關注區 

陸域植物部ϩ，本案納入保全對象之樹木有茄苳 1 株，屬於台中ѱ府列

管樹木(編號2620004)，位於台 3 線與北岸路路口，位置၁圖1-5Ƕ 

陸域動物部ϩ，經調查共發現臺灣特有種 5 種Ȑ臺灣竹雞ǵ五色鳥ǵ小

彎嘴ǵ蓬萊草蜥ǵ斯文豪氏攀蜥ȑǵ臺灣特有亞種 14 種Ȑ堀川氏棕蝠ǵ赤腹

松鼠ǵ臺灣鼴鼠ǵ黑枕藍鶲ǵ大卷尾ǵ南亞夜鷹ǵ小雨燕ǵ黃頭扇尾鶯ǵ褐

頭鷦鶯ǵ樹鵲ǵ領角鴞ǵ白頭翁ǵ紅嘴黑鵯ǵ粉紅鸚嘴ȑ，其中保育類部

ϩ，有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動物 2 種Ȑ領角鴞ǵ黑翅鳶ȑǵ其他應與保

育之第三級保育類動物 2 種Ȑ紅尾伯勞ǵ黑頭文鳥ȑǶ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調查結果，共記錄到哺乳類石虎ǵ臺灣水鹿ǵ白鼻心

等 3 種，其中石虎為瀕臨絕種之第一級保育類物種，基地內外設立之 6 台紅

外線自動相機中Ȑ၁圖1-1ȑ，有 5 台均記錄到石虎出現Ȑ除相機 6 外，均有

記錄ȑ，顯示此區域內為石虎密集活動區域，而臺灣水鹿為其他應予保育之

第三級保育類物種，鳥類則記錄到 3 種，包括領角鴞ǵ珠頸斑鳩ǵ白腰鵲鴝

等，其中領角鴞為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保育類記錄位置၁圖1-6Ƕ此

外，亦記錄到人為飼養逸散的遊盪犬及遊蕩貓Ƕ 

綜上所述，評析棲地類型後，ϩ別將石虎ǵ領角鴞ǵ黑翅鳶ǵ黑頭文鳥

等列為陸域關注物種，此外，因周邊裸露礫石地環境亦屬燕鴴的潛在棲地，

本團隊增加此物種為關注物種Ƕ 

水域生態部ϩ，因施作區涉及烏溪辮狀河道等棲地，綜整相關生態資

料，故將巴氏銀鮈ǵ陳氏鰍鮀和埔里中華爬岩鰍等列為關注物種Ƕ 

另包含北岸疏林帶ǵ南岸森林帶ǵ下游瓣狀支流及靜水域等棲地皆為關

注物種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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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本團隊重繪Ƕ 

圖1-5ǵ保全對象樹木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本團隊重繪Ƕ 

圖1-6ǵ保育類動物發現位置圖 



 

11 
 

第二章ǵ生態檢核歷程與執行方法 

2.1 生態檢核歷程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

地環境品質，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訂定Ȩ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機制ȩȐ工程技ӷ第 10600124400 號函ȑ，秉生態保育ǵ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

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之環境，於 民國 108 年 5 月 10 日Ȑ工程技ӷ第 

1080200380  號函ȑǵ109 年 11 月 2 日Ȑ工程技ӷ第 1090201171 號函ȑǵ110 

年 10 月 6 日Ȑ工程技ӷ第 1100201192 號函ȑ以及 112 年 7 月 18 日Ȑ工程技ӷ

第 1120200648 號函ȑ修正Ȩ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ȩ，明確要求生態檢核

執行相關注意事項Ƕ 

因應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訂之內容，經濟部水利為落實執行生態檢

核作業及民眾參與機制，ϩ別於民國109年進行Ȩ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

參考手冊ȩ修訂以及民國112年訂定Ȩ經濟部水利河川ǵ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

生態檢核參考手冊ȩ，擇定適宜之參考手冊於轄管內各項工程Ƕ經濟部水利

中區水資源ϩ(以下簡稱中水ϩ)轄管範圍內河川治理工程辦理之各項工程案

件將符合上述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經濟部水利之規定Ƕ 

2.2 執行方法 

本案依據Ȩ經濟部水利河川ǵ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ȩ

進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၁圖2-1)，於施工前提出相關生態檢核及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相關生態檢核作業，包括現場勘查Ȑ或調查ȑǵ民眾參與ǵ生態評

估ǵ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ǵ施工後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評估ǵ資訊公開，

並組成生態團隊，提供生態檢核相關建議，以落實生態保育措施，避免施工過

程中有生態異常狀況發生，導致周邊棲地環境破壞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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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河川ǵ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民國112年Ƕ 

圖2-1ǵ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圖 

 

2.2.1 施工前作業及資料檢核 

與施工單位進行工程設計資料檢核，以確認開工前相關單位已充ϩ瞭解

生態保育措施，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1) 施工計畫書對照前階段生態保育對策之目的及項目據以研擬生態保育措

施，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若未列於圖說之保育措

施，則以工作會議或現場宣導方式確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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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質計畫書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Ƕ  

(3) 若經資料檢核發現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有困難，則與工程主辦單位跟生態

檢核團隊共同討論適宜生態友善措施並修改生態保育措施及自主檢查

表Ƕ 

2.2.2 現地勘查及施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生態檢核人員於施工前進行現地現勘，確認生態保育對策及保全對象，

並於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宣導本計畫生態保育對策執行，協助施工單

位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ǵ關注物種等Ƕ 

2.2.3 生態監測 

利用合適之生態調查或評估方法於施工前ǵ中ǵ後進行生態現況ϩ析與

記錄，藉җ定期監測調查施工範圍內陸水域生態及生態關注區域的棲地環境

變動，以適時提出環境保護對策，並針對၀區域之生態監測，做歷次評估調

查結果之比較與ϩ析，了解環境生態趨向，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優先採用規劃設計階段建議之監測方法Ƕ 

(2) 監測調查包含施工前ǵ施工中ǵ施工後3次，若為跨年度工程，則每年至

Ͽ進行2次以上Ƕ 

(3) 監測調查反應生態保全對象或整體環境的狀況，每次以相同方式及頻度

進行，若有調整則確保調查結果可作資料比較Ƕ 

2.2.4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 

確保生態保全對象未因施工過程遭破壞或移除，以及落實環境友善措

施，並於完工後檢視ൺ原情形，包含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ൺ原ǵ植生回

ൺǵ垃圾清除等，並拍照記錄，若未完善處理則採取補償措施Ƕ 

2.2.5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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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範圍內若有生態環境異常狀況，經自行發現或民眾提出後，將立即

處理，針對每一生態異常狀況釐清原因ǵ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行複查，直至

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生態環境異常狀況類型如生態保全對象以

及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或消失，像是應保護之植被遭移除ǵ魚群暴

斃ǵ水質渾濁等，或是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等Ƕ 

2.2.6 民眾參與和資訊公開 

為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工程主辦機關於工程計畫方案提ൔ核定至工程完

工過程中辦理民眾參與，說明工程辦理原因ǵ工作項目ǵ生態保育策略及預

期效益，藉җ相互溝通交流，有效推行計畫，俾利維護河防安全與達成生態

保育目標Ƕ參與對象包括災害陳情人ǵ工程地點鄰近居民ǵ受工程直接或間

接影響之人民，以及關心當地水利工程之個人或團體，視工程特性及所涉及

環境議題之需要，邀請民眾ǵ相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參與Ƕ辦理方式可包含各

階段說明會ǵ座談會ǵ公聽會ǵ討論會ǵ工作坊等，倘若生態議題敏感性較

高，可於辦理民眾參與前，以訪談等方式蒐集各方意見，統整問題及內容，

俾利能聚焦討論並達到共識Ƕ  

工程主辦機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將各階段(工程計

畫核定ǵ規劃設計ǵ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成果資訊公開，資訊公開

時間點參閱流程圖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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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項目 

2.3.1 環境保護—生態檢核及生態保育措施 

(1) 施工前作業及資料檢核Ƕ 

(2) 現地勘查及施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Ƕ 

(3) 生態監測：包含陸域生態調查ǵ水域生態調查和水質調查Ƕ 

(4)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填寫Ƕ 

(5)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Ƕ 

(6)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Ƕ 

(7) 關注物種保全措施Ƕ 

(8)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Ƕ 

(9) 生態檢核成果ൔ告書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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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ǵ工作構想與對策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依工作項目ϩ項進行說明，包含施工前作業及資料檢

核ǵ現地勘查及施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ǵ生態監測Ȑ水陸域生態調查和水質調

查ȑǵ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填寫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ǵ生態環境異常

狀況處理ǵ關注物種保全措施ǵ生態專家學者諮詢以及生態檢核成果ൔ告書撰

寫等事項Ƕ 

3.1 施工前作業及資料檢核 

檢視設計階段所提之生態保育措施，包含迴避 5 項ǵ縮小 1 項ǵ減輕 10 項

和補償 2 項，共有 18 項Ƕ經施工單位確認ǵ評估與調整後，逐一擬定施工階段

之生態保育措施如表3-1，經重新彙整後，共計迴避 2 項ǵ減輕 15 項和補償 3 

項措施，共有 20 項，相關生態保育措施以圖3-1補充說明Ƕ 

表3-1ǵ生態保育措施對照表 

編

號 

原

則 

設計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保育措施 

確認與調整 

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1 
迴

避 

針對本計畫保全對象樹木，採

原地保留方式，不進行移植Ƕ

另外，施工時，應針對每株大

樹進行保護ǵ圍警示圈等，降

低大樹因工程受影響的可能

性Ƕ 

陸域植物部ϩ，本

案納入保全對象之

樹木有茄苳 1 株，

位於台 3 線與北岸

路路口，屬於台中

ѱ府列管樹木(編號

2620004)Ƕ 

Ȝ迴避ȝ針對原地保留之保全對象

茄苳(位置:219028, 2656513)進行保

護，以圍警示圈等方式設置保護圍

籬，範圍約2公尺或以樹冠幅為參

照標準，並定期檢查圍籬完整度，

如損壞需補強或更換Ƕ 

Ȝ減輕ȝ降低沙塵飛揚遮蔽植株及

避免乾枯，不定期進行灑水工作並

巡視保全樹木生長情形Ƕ 

2 
迴

避 

盡量選址於生態敏感區域涵蓋

較Ͽ區域，如不包含高度敏感

區且選擇整體生態敏感程度相

對較低區域進行開發Ƕ 

經工程與生態人員

評估，擇定之工程

計畫位址係為最低

擾動之 範圍 與策

略Ƕ 

— 

3 
迴

避 

就地保留生態高度敏感區域，

如雜林地及草澤等Ƕ以圍籬圍

出緩衝區並禁止進入，同時限

制施工便道路徑與人為活動範

圍，以盡量降低干擾Ƕ 

— 

Ȝ減輕ȝ用明顯可辨識之標示如施

工圍籬等，區隔施工區和非擾動範

圍，並避免石虎誤入工區，造成負

面影響Ƕ 

4 
迴

避 

嚴格遵守開發範圍，避開預定

地之外的草生地ǵ雜林帶ǵ次
— 

Ȝ迴避ȝ限制施工範圍並嚴格遵守

工程範圍，勿使機具進入未施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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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原

則 

設計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保育措施 

確認與調整 

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生林ǵ靜水域ǵ瓣狀支流等區

域，減Ͽ破壞野生動物之棲

地Ƕ 

域或非本計畫區Ȑ例如是否僅於施

工範圍內進行施工ǵ施工相關車輛

是否於規劃路線及範圍內行進ȑ，

避開預定地外之河道區段ǵ草生

地ǵ雜木林ǵ次生林ǵ靜水域ǵ瓣

狀支流等地開發，以避免對棲地造

成破壞Ƕ 

5 
迴

避 

計畫預定施工範圍內曾有石虎

活動記錄Ƕ建議施工避開石虎

活動時間(18:00-隔日07:00)，

若要動工也應以ϩ區方式漸進

施工，提供石虎緩衝空間與時

間，降低對石虎造成嚴重之負

面影響Ƕ 

工程將依預定期程

ϩ區施作，避免大

規模動工而劇烈影

響野生動物活動棲

息，並避開石虎夜

間活動覓食時間Ƕ 

Ȝ減輕ȝ不得於 18:00 至隔日

07:00 進行相關施工作業Ȑ時間得

依季節做調整ȑ，特別是烏溪兩岸

河道內之施作工程，減輕對石虎ǵ

領角鴞及其他野生動物行為及棲息

地之干擾Ƕ 

6 
縮

小 

盡量縮減開發範圍，維持現有

棲地狀態，以減Ͽ工程影響範

圍Ƕ 

目前採取縮小之生

態保育措施為減Ͽ

土方放置量與範圍

(原土方估計約45萬

方，減 Ͽ至 18萬

方 )，並以3萬方為

一置放單位，共置

放6堆，並於土方下

放置涵管作為動物

通道，維持動物縱

向遷移廊道Ƕ 

— 

7 
減

輕 

中度生態敏感區如草生灌叢及

河流若有開發需求，應注意河

岸與內地以及相鄰棲地之間通

暢，以及河道上下游之暢通

性，尤其是有連續性植被區

域，盡量不要Ϫ割具有連續性

植被以免造成棲地破碎化，使

陸域生物無法自җ活動以躲避

危險環境Ƕ 

 Ȝ減輕ȝ施工期間，除已規劃之土

方暫置場外，於烏溪河道及灘地等

工區外區域，嚴禁傾倒餘土或移除

植被，減Ͽ陸域動物棲地環境之破

壞Ƕ 

8 
減

輕 

如無法避免需設置道路穿越具

連續性植被時，可採取臨時鋼

構高架道路或設置涵洞等方

式，提供生物安全穿越途徑，

並可於通道四周栽植原生植被

及通道中舖土以增加生物利用

意願Ƕ 

 Ȝ減輕ȝ跨河運輸採臨時鋼板橋與

放置涵管，維持烏溪水流暢通Ƕ 

Ȝ減輕ȝ土方暫置場將18萬方土方

量以3萬方為單位，共置放6堆，並

於土方下放置涵管作為動物通道，

維持動物縱向遷移廊道Ƕ 

9 
減

輕 

針對監工ǵ施工人員及承包商

實施禁獵野生動物管制，若有

承商則需列入合約明確要求，

 Ȝ減輕ȝ施工期間嚴格要求施工人

員確實遵守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

定，不得騷擾ǵ虐待ǵ獵捕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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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原

則 

設計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保育措施 

確認與調整 

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並針對監工ǵ施工人員及承包

商進行生態環境教育Ƕ 

物並定期予以生態環境教育，使施

工人員熟知受關注保護之物種，如

石虎ǵ領角鴞ǵ黑翅鳶ǵ黑頭文

鳥ǵ燕鴴ǵ巴氏銀鮈與陳氏鰍鮀

等Ƕ 

Ȝ減輕ȝ施工期間禁止施工人員於

工區自行飼養犬貓及寵物，或餵食

附近流浪犬貓等Ƕ 

10 
減

輕 

臨水施工時，應儘量縮短水域

施工的時間，或以半半施工方

式減Ͽ對水域的影響Ƕ 

— 
Ȝ減輕ȝ採取半半施工方式，減Ͽ

對水域的影響Ƕ 

11 
減

輕 

妥善處理水泥ǵ工程及生活廢

棄物，避免廢棄水泥澆灌丟棄

於土坡上Ƕ 

 Ȝ減輕ȝ將工區產生之廚餘(如便

當ǵ餐盒等)每日攜出工區外，減

Ͽ流浪動物出沒機會，避免干擾周

邊野生動物生ӸǶ 

12 
減

輕 

避免於夜間施工，以免威脅夜

行性物種如石虎ǵ領角鴞之活

動空間Ƕ如無法避免，則可減

Ͽ車流ǵ降低車速或暫時關閉

部ϩ無須使用之工區Ƕ夜間停

止使用高噪音或振動設備且燈

光照明應設置遮光罩限制照明

範圍，減Ͽ光害影響周邊植物

生長影響，並降低對夜行性動

物之干擾Ƕ 

— 

Ȝ減輕ȝ降低工區周遭震動及噪音

影響，並降低工區周遭行車速度

(時速 20 公里以下)，避免造成石虎

因干擾劇烈而緊迫及逃竄，導致路

殺風險提升Ƕ 

13 
減

輕 

工程ϩ階段進行，以逐步小面

積開發為主Ƕ待၀階段收尾並

恢ൺ環境時再進行下一階段，

盡量避免一次性大範圍擾動為

原則Ƕ 

— 

Ȝ減輕ȝ工程採整體採ϩ區施作，

並以漸進方式，җ河堤向河道中央

ϩ階段逐步施工，在烏溪兩岸河道

內區域避免短時間的大範圍動工影

響野生動物活動棲息Ƕ 

14 
減

輕 

禁止使用化學性ᛰ劑 (如：除

蟲ǵ除草ǵ滅鼠等)，避免對野

生動物及周遭環境造成傷害Ƕ 
— 

Ȝ減輕ȝ工區內禁止使用化學性滅

鼠ᛰ劑，避免石虎或野生動物誤食

中毒鼠類，造成個體行為異常或死

亡，或汙染水域環境Ƕ 

15 
減

輕 

妥善處理工程及生活廢水，並

抑制施工揚塵，注意勿讓廢

水ǵ濁水或汙染物流入烏溪或

周遭環境汙染水質Ƕ — 

Ȝ減輕ȝ施工期間抑制揚塵，工程

車輛頻繁經過之區域應以灑水方式

避免揚塵，土方堆置區域應以帆Ѳ

遮蓋或以其他方式避免塵土飛楊，

以避免棲地水質汙染，且工程期間

產生之工程廢水ǵ生活污(廢)水，

設置廢水淨化設施等妥適處置，避

免流出工區外影響周邊水域環境Ƕ 

16 
減

輕 

維持河川基礎水流量，避免流

量變化過大影響野生動物之生
— 

Ȝ減輕ȝ施工期間維持烏溪基礎水

流量，避免因水流量異常影響巴氏



 

19 
 

編

號 

原

則 

設計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保育措施 

確認與調整 

施工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ӸǶ 銀鮈及其他水生動物之生ӸǶ 

17 
補

償 

烏溪河床高灘地如有施工影

響，則應於施工後加強原生植

物的綠化工作Ƕ 
— 

Ȝ補償ȝ因施工需求而受影響之部

ϩ樹木或植被，如烏溪河床高灘

地，於工程完工後重新補植適地適

種之原生植物Ƕ 

18 
補

償 

於砌石堤防路段鋪土並種植原

生植物綠美化及增加生物利用

空間Ƕ 

工程開挖土方將原

地回填為主，不外

運他處置放Ƕ 

— 

19 
補

償 
— — 

Ȝ補償ȝ於工區周邊擇定合適位置

開闢 3 處巴氏銀鮈域內庇護池，供

巴氏銀鮈及原生魚類棲息使用，另

亦設有域外庇護池，預防烏溪水量

低於生態基流量或域內庇護池乾涸

時使用，保護巴氏銀鮈棲息活動無

虞Ƕ 

20 
補

償 
— — 

Ȝ補償ȝ移除施工範圍之外來種，

如銀合ǵ小花蔓澤蘭ǵ海蟾蜍ǵ

斑腿樹蛙ǵ亞洲錦蛙等Ƕ 

 
圖3-1ǵ生態保育措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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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地勘查及施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生態檢核人員將開工前進行現地勘查，確認生態保育對策及保全對象，並

進行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如圖3-2所示，使施工人員清楚知悉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方法與並協助施工單位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Ȑ保全樹木ǵ高灘地ǵ草

生地ǵ辮狀河道ȑǵ關注物種(石虎ǵ領角鴞ǵ黑翅鳶ǵ黑頭文鳥ǵ燕鴴ǵ巴氏

銀鮈ǵ陳氏鰍鮀ǵ埔里中華爬岩鰍)等，關注物種介紹彙整如附錄一所示，後續

施工期間仍不定期進行相關生態保育宣導Ƕ 

  

圖3-2ǵ環境保護教育訓練示意 

3.3 生態監測 

為瞭解本工程對於烏溪左右岸及陸域棲地環境擾動情形，參考規設階段之

監測計畫，如表3-2Ƕ另新增陸域之哺乳類ǵ兩棲類和爬行類以及水域蝦蟹類ǵ

螺貝類與簡易水質檢測Ƕ於施工前ǵ施工中和完工後ϩ別進行水陸域生態調查

和水質調查等三項工作項目Ƕ 

3.3.1 陸域生態調查 

本工作項目預計於施工前和完工後各執行 1 次，因本案屬跨年度工程，

故施工中預計一季執行1次，共計 8 次Ƕ調查範疇包含鳥類ǵ哺乳類ǵ兩棲

類ǵ爬行類Ƕ 

另設置 2 處共 4 台紅外線自動相機進行關注物種調查，於施工前執行 1 

次(月)，施工中 24 次(月)，完工後 1 次(月)，共 26 次(月)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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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ǵ監測計畫表 

 
            資料來源：參考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生態檢核ൔ告(細部設計階段)，113年Ƕ 

(1) 執行方法 

調查範圍為工程施工範圍與鄰近環境，以穿越線調查法，用步行的方

式，沿工區周邊進行調查，記錄看到及聽到的動物種類ǵ數量，同時記錄

足跡ǵ糞便ǵ洞穴ǵ掘痕等動物留下的痕跡，設置紅外線自動相機進行關

注物種調查，並於每月檢視記憶卡並下載資料整理與ϩ析，依拍攝情形進



 

22 
 

行鏡頭角度調整，以出現指數Ȑoccurrence index, OI值ȑ來簡單估算族群豐

度，調查法示意၁圖3-3Ƕ 

   
鳥類調查 夜間調查 紅外線自動相機設置 

圖3-3ǵ陸域動物調查法示意 

(2) 預期效益 

透過陸域生態調查結果，初步ϩ析工程對施工範圍與鄰近棲地環境產

生之影響，並以照片記錄環境變動情形，並評估生態友善措施之成效Ƕ 

3.3.2 水域生態調查 

本工作項目預計於施工前和完工後各執行 1 次，因本案屬跨年度工程，

故施工中預計一季執行1次，共計 8 次Ƕ調查範疇包含魚類ǵ蝦蟹類和螺貝

類，本工區調查範圍為施工範圍內與施工範圍外之上下游，共計 3 個調查樣

站Ƕ 

(1)  執行方法 

於施工範圍內與施工範圍外之上下游選定 3 個調查樣站，主要利用誘

捕法ǵ目視法ǵ垂釣法ǵ手拋網法ǵ手抄網及水下攝影進行調查，如遇釣

客或居民，亦進行訪問調查Ƕ水域生態調查方法預計因應現地水域環境條

件進行彈性調整Ƕ 

誘捕法是在各水域樣區施放5個中型蝦籠(口徑12cm)，以混合魚餌ǵ炒

熟狗食等進行誘引，置放隔夜後回收，所採集物種經鑑定後原地釋回Ƕ垂

釣法則是利用釣竿ǵ釣線及釣鉤等組合而成的釣具，再輔以誘餌，以捕獲

魚類Ƕ手拋網選擇河岸底質較硬以及可站立之石塊上下網，每樣區選擇3個

點，每點投擲3網Ƕ水下攝影為利用水下攝影機於定點進行錄影(單次約3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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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進行輔助辨識，位置則依現場環境進行挑選，每樣區選擇3個點Ƕ調查

法示意၁圖3-4Ƕ 

   
蝦籠放置 底棲生物調查 水下攝影情形 

圖3-4ǵ水域動物調查法示意 
 

(2)  預期效益 

透過水域生態調查結果，可初步ϩ析工程對現地生態產生之影響，以

動態影像與照片記錄環境變動情形，瞭解現地生態敏感度因工程所產生的

改變，並評估生態友善措施之成效Ƕ 

3.3.3 簡易水質調查 

本水質監測樣站同水域生態調查樣站，於施工範圍內與施工範圍外上下

游選定 3 個調查樣站，檢測項目包含溫度ǵ氫離子濃度(pH)ǵ電導度(EC)ǵ

總溶解固體(TDS)ǵ氧化還原電位(ORP)和溶氧(DO)Ƕ調查方法皆參考行政院

環境保護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各項檢測項目ǵ目的及方法၁

見表3-3Ƕ與水域生物調查同步進行，以掌握水質與水域生物之間的關聯性Ƕ 

表3-3ǵ水質調查檢測項目ǵ檢測目的及方法 

項目 檢測目的 檢驗方法 

溫度(Temp.) 作為水體的基本物理因子參考Ƕ  NIEA W217.51A 

氫離子濃度(pH) 
瞭解水體的酸鹼性，過酸性或過鹼性皆影響生物生

長Ƕ 
 NIEA W424.53A 

電導度(EC) 
藉җ導電度掌握水中總溶解固體的多寡Ƕ當水體導電

度過高，會影響生物活動生長Ƕ 
 NIEA W203.41B 

總溶解固體(TDS) 可做為水體受污染指標，用以判斷其受污染的程度Ƕ NIEA W210.58A 

氧化還原電位(ORP) 反映水溶液中所有物質表現出來的宏觀氧化還原性Ƕ NIEA W104.52C 

溶氧(DO) 
瞭解溶解於水體中的氧量，若過低(< 2 mg/L)會造成多

數魚類難以生ӸǶ 
 NIEA W445.52C 

註：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Ƕ 

 



 

24 
 

3.4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填寫 

生態檢核作業於施工階段之執行目的，為落實規劃設計階段所擬定之生態

友善措施，確保施工作業期間生態保護對象與生態關注區域完好，維護環境品

質，並協助處理施工中發生的生態異常狀況Ƕ 

本工作項目依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Ȩ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ȩ，

以及經濟部水利Ȩ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ȩ等相關規範，辦

理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作業，並填寫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水

利規範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表單，၁附錄二和附錄三Ƕ 

為施工階段棲地環境評估，本計畫使用Ȩ河溪棲地評估指標ȩ，作為棲地

品質評估量化方式，有 8 項河溪地形棲地因子及 2 項濱溪植被因子，共 10 項的

評估，評估指標၁表3-4，交叉比對評估因子，全面判定現場棲地環境品質現

況，作為本計畫後續工程推動棲地品質評估標準Ƕ各項評估依棲地品質優劣可

區ϩ佳Ȑϩ數20至16ϩ之間ȑǵ良好Ȑϩ數15至11ϩ之間ȑǵ普通Ȑϩ數10至6

ϩ之間ȑǵ差Ȑϩ數5至1ϩ之間ȑ等四種等級，滿ϩ為200ϩ，ϩ數級距၁參表

3-5Ƕ 

河川棲地環境評估結果將以施工前評估結果作為依據，於施工前ǵ施工中

及施工後皆進行計畫範圍內棲地生態評估Ƕ 

表3-4ǵ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ϩ類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河溪

地形

棲地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瞭解底質是否有足夠空間給底棲生物利用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瞭解底棲無脊椎生物能利用的程度 

3.流速水深組合 瞭解水流與水深在河道中之ϩ佈與組合  

4.沉積物堆積 瞭解沉積物在河道中淤積程度，影響河床可利用的程度  

5.河道水流狀態 瞭解河道及河道水位是否有人為干擾，是否有底質裸露的情形 

6.人為河道變化 瞭解人造設施造成棲地干擾或棲地間阻隔的影響 

7.湍瀨出現頻率  瞭解溪流之水量穩定及巨石等配置情形 

8.堤岸穩定度 瞭解河岸之穩定程度 

濱溪

植被  

9.河岸植生覆蓋狀況  瞭解河岸周遭植生狀況並簡單區ϩ人為干擾程度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瞭解周圍環境之生態潛力  

資料來源：水利，2010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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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ǵ棲地品質評估ϩ數ϩ級表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級距 200~151 150~101 100~51 50~0 

等級 佳 良好 普通 差 

 

3.5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本計畫將依據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中生態保育措施進行落實，並於工

程施作期間җ施工單位每月至Ͽ填寫1次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後，提供給生

態檢核人員進行稽核，以紀錄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情況，၁附錄四Ƕ 

 

3.6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計畫區域內若有重大突發生態異常發生，本計畫將與計畫委託單位協調後

進行應變工作，相關操作流程如圖3-5所示，針對生態異常事件處理，本案將組

ᙃ具有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對於異常狀況進行現狀評估與處

置建議，例如：施工期間工區範圍內生態保育對象受損ǵ保育措施未執行或其

他生態環境異常狀況，則需在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特別加註說明，並回ൔ工

程主辦機關及檢核人員楊先生，針對每一生態異常狀況釐清原因ǵ提出解決對

策，並進行複查，直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Ƕ 

 
圖3-5ǵ環境異常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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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案工程可能發生異常狀況，可歸納為生態保全對象受損或消失ǵ非

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ǵ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ǵ在地民眾或關注團體有

疑慮反應，相關可能狀況說明如下：  

3.6.1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 

(1) 鄰近工區之保全樹木因施工遭受損或消失Ƕ 

(2) 因施工行為導致計畫區或鄰近區關注物種受傷或死亡，如石虎等Ƕ  

3.6.2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 

(1) 因施工行為不當導致鄰近溪流或渠道內水質混濁Ƕ  

(2) 因施工行為例如上述第一點未落實濁度控制或施工過程中排入工程廢

水，導致溪流或渠道內大量魚群或水中生物暴斃Ƕ 

(3) 因施工行為導致計畫區或鄰近區域大量鳥類族群死亡，如黑頭文鳥等Ƕ  

3.6.3 生態保育措施未落實執行 

(1) 未限制施工範圍，擾動石虎棲地或潛在棲地Ƕ  

3.6.4 在地民眾及關注團體疑慮 

若施工過程中，有在地民眾或關注 NGO 團體對本案施工有疑慮進而提出

相關反應，將依其陳情或反應意見評估其可能後續之議題進行評估，若相關

議題為本案工程施作不當導致周邊生態棲地或關注物種等亦將視為本案工程

生態異常事件Ƕ 

 

3.7 關注物種保全措施 

透過施工前生態調查與文獻蒐集，盤點工程施工範圍與周邊環境之已知或

潛在關注物種Ȑ如保育類動物ǵ稀有植物ǵ指標物種ǵ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等ȑ，針對各項關注物種擬定相應之保全措施，減輕施工作業的影響與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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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現勘結果，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關注物種ϩѲ圖Ƕ 

3.8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於施工作業期間，提供施工廠商生態專業意見諮詢與生態相關知識說明，

並協助現勘與會議出席Ƕ 

3.9 生態檢核成果ൔ告書 

於各項作業完成後，彙整生態調查與生態檢核執行成果，提送生態檢核ൔ

告書以呈現本計畫成果Ƕൔ告書內包含生態監測之施工前ǵ施工中與完工後之

水陸域生態調查與水質調查成果ǵ施工教育訓練與會議出席記錄ǵ填寫生態保

育措施與執行狀況ǵ施工廠商於每月進行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作業後填寫自

主檢查表ǵ關注物種保全措施等Ƕ 

3.10 民眾參與和資訊公開 

工程主辦機關於施工前以說明會或其他方式辦理民眾參與，說明工程辦理

原因ǵ工作項目ǵ生態保育策略及預期效益，對象包括工程地點鄰近居民(如台

中ѱ霧峰區和彰化縣芬園鄉)ǵ受工程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人民(如工程計畫影響範

圍農民)ǵ關心當地水利工程之個人或團體以及工程所涉及之相關單位等，視工

程特性及所涉及環境議題之需要，邀請民眾ǵ相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參與，藉相

互溝通交流達成工程與生態保育目標Ƕ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將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成果資訊公開，各資訊公開時間點參閱圖2-1，公開平台

使用Ȩ經濟部水利水利工程計畫透明網ȩ(https://epp.wra.gov.tw/Default.aspx)

或中央研究院Ȩ研究資料寄Ӹ所ȩ(https://data.depositar.io/)Ƕ 

  
經濟部水利水利工程計畫透明網 研究資料寄Ӹ所 

圖3-6ǵ資訊公開平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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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ǵ預期成果與預定工作進度 

4.1 預期成果 

依照工作項目內容，本計畫預期成果包含： 

(1) 施工前作業及資料檢核： 

a. 完成補充標註或修正生態關注物種之平面ϩѲ圖 1 份Ƕ 

b. 完成指認生態關注物種並提出相應之生態保育措施 1 式Ƕ 

(2) 施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a. 完成施工前環境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1 次Ƕ 

b. 不定期環境生態保育教育宣導Ƕ 

(3) 生態監測： 

a. 完成施工前ǵ施工中和完工後陸域生態調查，共 10 次Ƕ 

b. 完成施工前ǵ施工中和完工後水域生態調查，共 10 次Ƕ 

c. 完成施工前ǵ施工中和完工後水質調查，共 10 次Ƕ 

d. 完成施工前ǵ施工中和完工後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共 26 次/月Ƕ 

(4)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填寫： 

 a. 完成填寫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之生態檢核自評表 1 份Ƕ 

 b. 完成填寫經濟部水利規定之生態檢核相關附表 1 份Ƕ 

(5)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完成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24 份Ƕ 

(6)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協助出席生態相關會議或現勘Ƕ 

(7) 生態調查及監測成果：完成 9 次生態調查及監測成果Ƕ 

(8) 生態檢核成果ൔ告書：完成 1 次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成果ൔ告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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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預定工作進度 

依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之工作項目，規劃工程執行期間之預定工作進度

၁表4-1至表4-3Ƕ於施工前進行第一次陸域生態調查ǵ水域生態調查和水質調

查，另於施工前進行環境生態教育訓練Ƕ施工作業期間，不定期針對施工人員

進行生態保育措施宣導，施工期間將進行工區的陸域生態監測與水域生態監

測Ƕ完工後，再次進行陸域生態調查ǵ水域生態調查和水質調查，併同施工前

調查資料，彙整完成並交付生態檢核ൔ告書Ƕ 

 

表4-1ǵ113年度各工作項目預定執行進度 

 

表4-2ǵ114年度各工作項目預定執行進度 

項

次 
工作項目 

年 113 

月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施工前相關作業及資料檢核          

2 環境生態教育訓練及宣導          

3 陸域生態調查          

4 水域生態調查          

5 水質調查          

6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填寫          

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8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9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10 生態調查及監測成果          

1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成果ൔ告          

項

次 
工作項目 

年 114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施工前相關作業及資料檢核             

2 環境生態教育訓練             

3 陸域生態調查             

4 水域生態調查             

5 水質調查             

6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填寫             

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8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9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生態調查及監測成果             

10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成果ൔ告             



 

30 
 

 

表4-3ǵ115年度各工作項目預定執行進度 

 

4.3 工作人力配置 

本工程案җ鴻捷營造有限公司承攬，揚林環境生態有限公司作為協力廠商

負責生態檢核及生態保育措施之相關事宜，並與工程人員保持良好聯繫，以適

時配合工程擬定生態保育措施Ƕ生態檢核作業之生態團隊人員組成之專長ǵ經

歷以及在計畫中所負責工作如表4-4Ƕ 

生態專業人員包含揚林環境生態有限公司總經理許朝陽先生ǵ執行長張芝

琳小姐ǵ經理楊明瑋先生和計畫專員謝亞芝小姐等人Ƕ生態檢核基本工作項目ϩ

為棲地環境評估及生態檢核操作兩大項，各項җ組長ϩ配任務並掌握進度執行Ƕ人員

名單及簡歷如表4.3-1 所示，人力配置則如圖4.3-1所示Ƕҗ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

人員合作， 以專業ǵ認真ǵ效率的團隊組成完成本計畫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Ƕ 

  

項次 工作項目 
年 115 

月 1 2 3 4 5 6 7 8 9 

1 施工前相關作業及資料檢核          

2 環境生態教育訓練          

3 陸域生態調查          

4 水域生態調查          

5 水質調查          

6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填寫          

7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8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9 生態專家學者諮詢          

10 生態調查及監測成果          

1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成果ൔ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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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ǵ生態人員相關資訊一覽表 

姓名 職稱 專長 計畫負責工作 

許朝陽 總經理 生態檢核ǵ生態評析 生態檢核ǵ陸域生態ǵ水域生態 

學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土木與防災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學士 

生態相關經歷 

 烏溪伏流水二期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Ȩ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ȩ嘉義ѱ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及嘉義ѱ生態檢核工作計

畫(112-113年度) 

 Ȩ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ȩ嘉義縣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110-111年度) 

 111-112年度國有林生態檢核及追蹤調查 

 113-114年第五河川ϩ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 

姓名 職稱 專長 計畫負責工作 

張芝琳 執行長 生態檢核ǵ環境監測 生態檢核ǵ植物生態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學士 

生態相關經歷 

 烏溪伏流水二期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生態環境友善措施(2/2) 

 鳥嘴潭淨水場聯外道路生態檢核 

 Ȩ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ȩ嘉義ѱ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及嘉義ѱ生態檢核工作計

畫(112-113年度) 

 111-112年度國有林生態檢核及追蹤調查 

姓名 職稱 專長 計畫負責工作 

楊明瑋 經理 生態檢核ǵ生態調查 生態檢核ǵ水域生態ǵ植物生態 

學歷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碩士 

生態相關經歷 

 烏溪伏流水二期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生態環境友善措施(2/2) 

 Ȩ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ȩ嘉義ѱ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及嘉義ѱ生態檢核工作計

畫(112-113年度) 

 111-112年度國有林生態檢核及追蹤調查 

 113-114年第五河川ϩ轄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委託服務案 

姓名 職稱 專長 計畫負責工作 

謝亞芝 計畫專員 生態檢核ǵ水質監測 生態檢核ǵ水域生態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學士 

生態相關經歷 

 烏溪伏流水二期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Ȩ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ȩ嘉義ѱ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及嘉義ѱ生態檢核工作計

畫(112-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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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兆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Ƕ2018Ƕ欣榮大地社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ൔ告

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ϩ析ൔ告Ƕ 

2. 經濟部水利Ƕ2006Ƕ烏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總ൔ告Ƕ  

3. 經濟部水利Ƕ2011Ƕ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Ƕ 

4. 經濟部水利Ƕ2019Ƕ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境監測計畫Ƕ 

5. 經濟部水利河川ǵ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生態檢核參考手冊Ƕ 

6. 臺中ѱ政府水利局Ƕ2019Ƕ臺中ѱ烏日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響

說明書Ƕ 

7. 李璟泓Ƕ2003Ƕ2003年春季灰面鵟鷹暨赤腹鷹北返過境八卦山落鷹及遷徙

調查ൔ告Ƕ彰化縣野鳥協會Ƕ 

8. 姜博仁ǵ林良恭ǵ袁守立Ƕ2015Ƕ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Ƕ東海大學熱帶

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Ƕ 

9. 楊正雄ǵ林文隆Ƕ2023Ƕ2023年巴氏銀駒保育行動計畫Ƕ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ǵ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Ƕ 

10. eBird TaiwanǶhttps://ebird.org/homeǶ 

11. iNaturalistǶhttps://www.inaturalist.org/Ƕ 

12.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Ƕhttps://www.tbn.org.tw/Ƕ 

13.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Ƕhttps://roadkill.tw/data/queryform/occurrenceǶ 

14. 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Ƕ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

/ResultPresentation.aspxǶ 

15. 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Ƕhttps://eco.ardswc.gov.tw/mis_extention/Ecologi

calInfo/Query.aspxǶ 

16.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BIA)Ƕhttps://tbiadata.tw/zh-hant/Ƕ 

 
  



 

 

 

 

 

 

 

 

 

附錄一ǵ關注物種介紹彙整 

  



 

 

 

 



 

 

 

 



 

 

 

 



 

 

 

 



 

 

 

 

 

 

 

 

 

附錄二ǵ公共工程自評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營造廠商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台中ѱ霧峰區ǵ彰化縣芬園鄉 

TWD97座標X：215807 Y：2658154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709,000 

工程目的 

為因應中部地區未來用水需求量增加，本計畫擬辦理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程取

水工程(工區2)新建之取水設施，藉җ多元開發及調度水資源，來加強中部地區

水源供應的穩定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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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集水槽：1座，外徑17m，內徑14m，井深=23.1m 

直提式閘門(W1.2m x H1.2m)，含電動吊門機Ƕ 

沉水式電動抽水機：6台，單機抽水量=1.0萬CMD以上ǵ揚程62m以上ǵ馬力

150HP以上Ƕ 

各式閥類及監測設施：蝶閥ǵ洩壓閥ǵ逆止閥ǵ超音波式流量計ǵ水位計

等Ƕ 

 輸水管： 

DIP管(φ1,000mm，K2)：L=4,330m  

DIP管(φ1,000mm，U2)：L=200m 

 水平式集水管及導水管： 

鋼骨繞線式集水管(φ1,200mm，管中心EL.44.16m)，長度=600m 

導水管：DIP管(φ1,200mm)，長度=51m 

 電力及儀控設備工程： 

變頻器380V，6台 

高低壓配電盤：MOF盤1組；DS盤1組 

PT盤1組；VCB盤1組；變壓器1500KVA：1組 

低壓動力盤：MP PNLǵP1~P6 PNL 

功因補償盤：SC PNL 

電動蝶閥盤：KWHǵPN2 

戶外投光燈(防水型)6組 

儀控信號收集盤PLC PNL 

盤控設備CCTV4組 

預期效益 

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程取水工程(工區2)新建之取水設施，設計取水能力為每日

5萬噸Ƕ完成後，取水送至南台中淨水場(尚未辦理)，供應南台中地區民生用

水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提

ൔ

階

段 

提ൔ核定期間： 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8 日 

一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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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評估生態衝擊ǵ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P-01 

二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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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野生動物保護區ǵ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ǵ國家公園ǵ國家自然公園ǵ國

有林自然保護區ǵ重要濕地ǵ海岸保護區…等Ƕ) 

P-01 

二ǵ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關注物種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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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特稀有植

物ǵ指標物種ǵ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規劃範圍內之烏溪流域曾有紀錄公告II級

陳氏鰍鮀ǵ公告III級埔里中華爬岩鰍，鄰近河

段亦有公告I級巴氏銀鮈發現記錄(本次預計施工

區域已迴避曾發現巴氏銀鮈之棲地，但於調查或

施工中仍須特別注意本種魚類)；高灘地範圍內

有公告I級石虎ǵ公告III級食蟹獴等陸域哺乳類

動物活動紀錄Ƕ輸水管預計經過路線亦有台中ѱ

公告編號2620004的老茄苳樹Ƕ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ǵ水系ǵ埤塘ǵ濕

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ϩ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規劃範圍內之烏溪流域為公告II級陳氏鰍

鮀ǵ公告III級埔里中華爬岩鰍之棲地；治理河段

左岸屬於次生林相，林相生長情形良好，為野生動

物棲息之環境，且治理區位於石虎重要棲息地Ƕ 

□否 

P-01 

P-02 

三ǵ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ǵ環境ǵ安全ǵ經濟及社會等ቫ面

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

案? 

■是      □否 

P-04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ǵ重要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

採取迴避ǵ縮小ǵ減輕或補償策略，減Ͽ工程影響

範圍？ 

■是：  

1.除工程前後河段須於混凝土塊底部以混凝土固結

外，其餘治理河段不以混凝土封底，保留溝渠中自

然底質與礫石，以增加河道之水流滲透ǵ湧水及滯

洪效果，並提供底棲生物生育環境Ƕ 

2.於設計圖畫設施工範圍，迴避左岸次生林環境Ƕ 

3.於設計圖標示施工便道，減Ͽ移除植被面積Ƕ

 □否 

P-04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ǵ保育措施ǵ追蹤監測所需經

費? 

■是 

□否 

P-05 

四ǵ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ǵ相關單位ǵ在地民眾及關

心生態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

程計畫構想方案ǵ生態影響ǵ因應對策，並蒐集回

應相關意見？ 

□是      ■否 

P-03 

五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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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1~05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規劃設計期間： 112 年 11 月 27 日至 113 年 7 月 10 日 

一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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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01 

二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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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1 

D-02 

D-03 

三ǵ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ǵ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ǵ縮

小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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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 

四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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ൺ確認可行性

後，完成細部設計Ƕ 

■是      □否 

D-05 

五ǵ 

民眾參與 

規劃設計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ǵ相關單位ǵ在地民眾及關

心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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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4 

六ǵ 

資訊公開 

規劃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ǵ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

資訊公開? 

■是      □否 D-01~05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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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01 

二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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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 

■是      □否 

C-01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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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 

■是      □否 

C-01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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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三ǵ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ǵ相關單位ǵ在地民眾及關

心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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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 

四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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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06 

如有異常

狀況： 

C-07~09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維

護

管

理

一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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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

況，ϩ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M-01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附表 

階

段 

二ǵ 

資訊公開 

監測ǵ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ǵ生態效益評估ൔ告等資

訊公開? 

□是      □否 

M-01 

 

  



 

 

 

 

 

 

 

 

 

附錄三ǵ施工階段相關附表 

  



 

 

C-01 

經濟部水利 

施工階段前置作業資料紀錄表 

工程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提交日期 民國 113年 6月 5日 

工程名稱 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 2)統包工程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方) 
 縣ѱ/鄉鎮 臺中ѱ/霧峰區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工程座標

(TWD97) 
(215807, 2658154) 

施工廠商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團隊 

(施工廠商方) 
揚林環境生態有限公司 

辦理項目 摘要說明 檢查結果 

施工計畫 

已將施工補充說明書規定事項納入施工計畫編製，包

含生態背景人員ǵ生態保育措施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

檢查表ǵ生態保育措施平面圖ǵ工地環境生態異常情

況處理計畫Ƕ 

■完成 

□未完成，原因：__ 

環境保護及生

態保育教育訓

練計畫 

預計於開工前針對廠商施工人員辦理環境保護及生態

保育教育訓練，宣導關注物種ǵ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

保育措施等事項Ƕ 

■完成 

□未完成，原因：__ 

其他(視個案需

要增列) 

 
□完成 

□未完成，原因：__ 

工程平面配置圖 

 

(檢附工程平面配置圖) 

 

------------------------------------------------------------------------------------ 

參與人員 姓名 單位/職稱 辦理工作事項 

工程主辦機關 

(含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含委託之生態背景人

員) 

   

   

填表人(說明 1)  
計畫(/協同) 

主持人 
 

填表說明： 
1.本表җ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並協助檢視確認施工廠商提供之相關資料Ƕ 

2.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

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2 

經濟部水利 

施工階段□現場勘查/□會議紀錄表 

工程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勘查/會議日期 民國○年○月○日 

勘查/會議地點 

(TWD97) 

○○○○ 

(X,Y) 

工程名稱 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方) 
 施工廠商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生態檢核團隊 

(施工廠商方) 
揚林環境生態有限公司 

相關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Ȝ填寫說明ȝ請以工區生態環境狀況為主，如

生態保育措施ǵ生態保全對象ǵ工程影響範圍

等，建議檢附相關照片輔助說明Ƕ 

 

  

  

------------------------------------------------------------------------------------ 

施工廠商方 

生態背景人員 

(單位/姓名)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填表人(說明1)  
計畫(/協同) 

主持人 
 

現場勘查(/會議)參與人員： 

1.姓名ǵ單位/職稱ǵ辦理工作事項 

2.姓名ǵ單位/職稱ǵ辦理工作事項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涉生態議題請生態背景人員提供意見回覆之建議Ƕ 

2.請以機關或單位立場回覆相關意見之處理情形Ƕ 

3.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辦理兩場以上請依次填寫紀錄表Ƕ 

4.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

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3 

經濟部水利 

施工階段民眾參與紀錄表 

工程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源ϩ 
召開日期 民國○年○月○日 

召開地點  

工程名稱  

召開案җ 辦理名稱或事җ(說明會ǵ訪談ǵ現勘ǵ工作坊ǵ座談會或其他)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方) 
 施工廠商  

監造單位  

生態檢核團

隊 

(施工廠商方) 

 

意見內容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 □陳情人 

□利害關係人 □民間團體 □其他 

填表人(說明1)  
計畫(/協同) 

主持人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涉生態議題請生態背景人員提供意見回覆之建議Ƕ 

2.請以機關或單位立場回覆相關意見之處理情形Ƕ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

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4 

經濟部水利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工程名稱：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檢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Ȝ迴避ȝ針對原地保留之保全

對象茄苳(219028, 2656513)

進行保護，以圍警示圈等方式

設置保護圍籬，範圍約2公尺

或以樹冠幅為參照標準，並定

期檢查圍籬完整度，如損壞需

補強或更換Ƕ 

□ □ □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2 

Ȝ減輕ȝ降低沙塵飛揚遮蔽植

株及避免乾枯，不定期進行灑

水工作並巡視保全樹木生長情

形Ƕ 

□ □ □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3 

Ȝ迴避ȝ限制施工範圍並嚴格

遵守工程範圍，勿使機具進入

未施工區域或非本計畫區Ȑ例

如是否僅於施工範圍內進行施

工ǵ施工相關車輛是否於規劃

路線及範圍內行進ȑ，避開預

定地外之河道區段ǵ草生地ǵ

雜木林ǵ次生林ǵ靜水域ǵ瓣

狀支流等地開發，以避免對棲

地造成破壞Ƕ 

□ □ □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4 

Ȝ減輕ȝ用明顯可辨識之標示

如施工圍籬等，區隔施工區和

非擾動範圍，並避免石虎誤入

工區，造成負面影響Ƕ 

□ □ □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5 

Ȝ減輕ȝ不得於18:00至隔日

07:00進行相關施工作業Ȑ時

間得依季節做調整ȑ，特別是

烏溪兩岸河道內之施作工程，

減輕對石虎ǵ領角鴞及其他野

生動物行為及棲息地之干擾Ƕ 

□ □ □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檢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6 

Ȝ減輕ȝ施工期間，除已規劃

之土方暫置場外，於烏溪河道

及灘地等工區外區域，嚴禁傾

倒餘土或移除植被，減Ͽ陸域

動物棲地環境之破壞Ƕ 

□ □ □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7 

Ȝ減輕ȝ跨河運輸採臨時鋼板

橋與放置涵管，維持烏溪水流

暢通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8 

Ȝ減輕ȝ土方暫置場將18萬方

土方量以3萬方為單位，共置

放6堆，並於土方下放置涵管

作為動物通道，維持動物縱向

遷移廊道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9 

Ȝ減輕ȝ施工期間嚴格要求施

工人員確實遵守野生動物保育

法相關規定，不得騷擾ǵ虐

待ǵ獵捕野生動物並定期予以

生態環境教育，使施工人員熟

知受關注保護之物種，如石

虎ǵ領角鴞ǵ黑翅鳶ǵ黑頭文

鳥ǵ燕鴴ǵ巴氏銀鮈與陳氏鰍

鮀等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0 

Ȝ減輕ȝ施工期間禁止施工人

員於工區自行飼養犬貓及寵

物，或餵食附近流浪犬貓等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1 
Ȝ減輕ȝ採取半半施工方式，

減Ͽ對水域的影響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2 

Ȝ減輕ȝ將工區產生之廚餘

(如便當ǵ餐盒等)每日攜出工

區外，減Ͽ流浪動物出沒機

會，避免干擾周邊野生動物生

Ӹ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3 

Ȝ減輕ȝ降低工區周遭震動及

噪音影響，並降低工區周遭行

車速度(時速 20 公里以下)，

避免造成石虎因干擾劇烈而緊

迫及逃竄，導致路殺風險提

升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檢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14 

Ȝ減輕ȝ工程採整體採ϩ區施

作，並以漸進方式，җ河堤向

河道中央ϩ階段逐步施工，在

烏溪兩岸河道內區域避免短時

間的大範圍動工影響野生動物

活動棲息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5 

Ȝ減輕ȝ工區內禁止使用化學

性滅鼠ᛰ劑，避免石虎或野生

動物誤食中毒鼠類，造成個體

行為異常或死亡，或汙染水域

環境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6 

Ȝ減輕ȝ施工期間抑制揚塵，

工程車輛頻繁經過之區域應以

灑水方式避免揚塵，土方堆置

區域應以帆Ѳ遮蓋或以其他方

式避免塵土飛楊，以避免棲地

水質汙染，且工程期間產生之

工程廢水ǵ生活污(廢)水，設

置廢水淨化設施等妥適處置，

避免流出工區外影響周邊水域

環境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7 

Ȝ減輕ȝ施工期間維持烏溪基

礎水流量，避免因水流量異常

影響巴氏銀鮈及其他水生動物

之生Ӹ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8 

Ȝ補償ȝ因施工需求而受影響

之部ϩ樹木或植被，如烏溪河

床高灘地，於工程完工後重新

補植適地適種之原生植物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19 

Ȝ補償ȝ於工區周邊擇定合適

位置開闢 3 處巴氏銀鮈域內

庇護池，供巴氏銀鮈及原生魚

類棲息使用，另亦設有域外庇

護池，預防烏溪水量低於生態

基流量或域內庇護池乾涸時使

用，保護巴氏銀鮈棲息活動無

虞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20 

Ȝ補償ȝ移除施工範圍之外來

種，如銀合ǵ小花蔓澤蘭ǵ

海蟾蜍ǵ斑腿樹蛙ǵ亞洲錦蛙

等Ƕ 

   

(請填寫檢查情形內容，建議檢附

照片輔助說明)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況?  

(如有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請通ൔ工程主

辦機關與監造單位)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

施工廠商方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Ȩ實際檢查情形ȩ請說明檢查結果，並檢附現場照片Ƕ(例如Ȩ不合格ȩ，請說明不合格事項Ƕ) 

2.檢查不合格事項，請納入附表C-08表單辦理追蹤Ƕ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

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5 

經濟部水利 

施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 

工程名稱：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2)統包工程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抽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抽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Ȝ迴避ȝ針對原地保留之保全

對象茄苳 (219028, 2656513)

進行保護，以圍警示圈等方式

設置保護圍籬，範圍約2公尺

或以樹冠幅為參照標準，並定

期檢查圍籬完整度，如損壞需

補強或更換Ƕ 

□ □ □ ၁填表說明2 

2 

Ȝ減輕ȝ降低沙塵飛揚遮蔽植

株及避免乾枯，不定期進行灑

水工作並巡視保全樹木生長情

形Ƕ 

□ □ □ ၁填表說明2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3 

Ȝ迴避ȝ限制施工範圍並嚴格

遵守工程範圍，勿使機具進入

未施工區域或非本計畫區Ȑ例

如是否僅於施工範圍內進行施

工ǵ施工相關車輛是否於規劃

路線及範圍內行進ȑ，避開預

定地外之河道區段ǵ草生地ǵ

雜木林ǵ次生林ǵ靜水域ǵ瓣

狀支流等地開發，以避免對棲

地造成破壞Ƕ 

□ □ □ ၁填表說明2 

4 

Ȝ減輕ȝ用明顯可辨識之標示

如施工圍籬等，區隔施工區和

非擾動範圍，並避免石虎誤入

工區，造成負面影響Ƕ 

□ □ □ ၁填表說明2 

5 

Ȝ減輕ȝ不得於18:00至隔日

07:00進行相關施工作業Ȑ時

間得依季節做調整ȑ，特別是

烏溪兩岸河道內之施作工程，

減輕對石虎ǵ領角鴞及其他野

生動物行為及棲息地之干擾Ƕ 

□ □ □ ၁填表說明2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抽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抽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6 

Ȝ減輕ȝ施工期間，除已規劃

之土方暫置場外，於烏溪河道

及灘地等工區外區域，嚴禁傾

倒餘土或移除植被，減Ͽ陸域

動物棲地環境之破壞Ƕ 

□ □ □ ၁填表說明2 

7 

Ȝ減輕ȝ跨河運輸採臨時鋼板

橋與放置涵管，維持烏溪水流

暢通Ƕ 

    

8 

Ȝ減輕ȝ土方暫置場將18萬方

土方量以3萬方為單位，共置

放6堆，並於土方下放置涵管

作為動物通道，維持動物縱向

遷移廊道Ƕ 

    

9 

Ȝ減輕ȝ施工期間嚴格要求施

工人員確實遵守野生動物保育

法相關規定，不得騷擾ǵ虐

待ǵ獵捕野生動物並定期予以

生態環境教育，使施工人員熟

知受關注保護之物種，如石

虎ǵ領角鴞ǵ黑翅鳶ǵ黑頭文

鳥ǵ燕鴴ǵ巴氏銀鮈與陳氏鰍

鮀等Ƕ 

    

10 

Ȝ減輕ȝ施工期間禁止施工人

員於工區自行飼養犬貓及寵

物，或餵食附近流浪犬貓等Ƕ 

    

11 
Ȝ減輕ȝ採取半半施工方式，

減Ͽ對水域的影響Ƕ 
    

12 

Ȝ減輕ȝ將工區產生之廚餘

(如便當ǵ餐盒等)每日攜出工

區外，減Ͽ流浪動物出沒機

會，避免干擾周邊野生動物生

ӸǶ 

    

13 

Ȝ減輕ȝ降低工區周遭震動及

噪音影響，並降低工區周遭行

車速度(時速 20 公里以下)，

避免造成石虎因干擾劇烈而緊

迫及逃竄，導致路殺風險提

升Ƕ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抽查結果 
尚未

執行 
實際抽查情形 

合格 
不 

合格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14 

Ȝ減輕ȝ工程採整體採ϩ區施

作，並以漸進方式，җ河堤向

河道中央ϩ階段逐步施工，在

烏溪兩岸河道內區域避免短時

間的大範圍動工影響野生動物

活動棲息Ƕ 

    

15 

Ȝ減輕ȝ工區內禁止使用化學

性滅鼠ᛰ劑，避免石虎或野生

動物誤食中毒鼠類，造成個體

行為異常或死亡，或汙染水域

環境Ƕ 

    

16 

Ȝ減輕ȝ施工期間抑制揚塵，

工程車輛頻繁經過之區域應以

灑水方式避免揚塵，土方堆置

區域應以帆Ѳ遮蓋或以其他方

式避免塵土飛楊，以避免棲地

水質汙染，且工程期間產生之

工程廢水ǵ生活污(廢)水，設

置廢水淨化設施等妥適處置，

避免流出工區外影響周邊水域

環境Ƕ 

    

17 

Ȝ減輕ȝ施工期間維持烏溪基

礎水流量，避免因水流量異常

影響巴氏銀鮈及其他水生動物

之生ӸǶ 

    

18 

Ȝ補償ȝ因施工需求而受影響

之部ϩ樹木或植被，如烏溪河

床高灘地，於工程完工後重新

補植適地適種之原生植物Ƕ 

    

19 

Ȝ補償ȝ於工區周邊擇定合適

位置開闢 3 處巴氏銀鮈域內

庇護池，供巴氏銀鮈及原生魚

類棲息使用，另亦設有域外庇

護池，預防烏溪水量低於生態

基流量或域內庇護池乾涸時使

用，保護巴氏銀鮈棲息活動無

虞Ƕ 

    

20 

Ȝ補償ȝ移除施工範圍之外來

種，如銀合ǵ小花蔓澤蘭ǵ

海蟾蜍ǵ斑腿樹蛙ǵ亞洲錦蛙

等Ƕ 

    



 

 

是否發生環境異常狀

況?  
□是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否 
 

------------------------------------------------------------------------------------

監造單位 

(現場監造人員) 

(簽章+日期) 

工程主辦機

關方 

生態背景人

員 (簽章+日期) 

監造單位 

(監造主任) 
(簽章+日期) 

施工廠商方 

生態背景人

員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於辦理抽查作業時填寫Ƕ 

2.Ȩ實際抽查情形ȩ請說明抽查結果，並檢附現場照片Ƕ(例如Ȩ不合格ȩ，請說明不合格事項)；本表抽查不

合格事項，請納入附表C-08表單辦理追蹤Ƕ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表單內容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

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6 

經濟部水利 

施工階段生態調查評析表 

工程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

源ϩ 
提交日期 民國○年○月○日 

工程名稱 烏溪伏流水第三期(工區 2)統包工程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

方) 

 施工廠商 鴻捷營造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 
經濟部水利中區水資

源ϩ 

生態檢核團隊 

(施工廠商方) 
揚林環境生態有限公司 

1.棲地評估： 

1-1是否辦理棲地評估? (依據附表 P-05決定是否辦理) 

□是，棲地評估指標：             

(請選用附表 D-03之棲地評估指標，如選用其他指標請敘明理җ) 

□否 

1-2 棲地評估成果概述：(包含施工前ǵ施工中及施工後) 

指標項目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1 
指項項目1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2 
指項項目2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3 
指項項目3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4 
指項項目4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ϩ數： 

說明： 

(表格請依實際需要自行調整或檢具佐證資料) 

Ȝ填寫說明ȝ請簡要說明棲地評估辦理成果及內容Ƕ請將棲地評估作業方法及評估結果陳述

說明，作為施工前ǵ施工中及施工後棲地品質變化依據Ƕ辦理棲地評估請注意前後評估地點

之一致性，評估人員須熟稔相關作業方法並具有實務操作經驗，俾利提升評估結果與品質可

靠性Ƕ 

2.棲地照片紀錄： 

(包含施工前ǵ施工中及完工後三個階段之照片) 

照片 2-1 

棲地 1Ȝ施工前ȝ 

日期：○年○月○日 

位置：○○○○ 

概述：○○○○ 

照片 2-2 

棲地 1Ȝ施工中ȝ 

日期：○年○月○日 

位置：○○○○ 

概述：○○○○ 

照片 2-3 

棲地 1Ȝ完工後ȝ 

日期：○年○月○日 

位置：○○○○ 

概述：○○○○ 



 

 

照片 2-4 

棲地 2Ȝ施工前ȝ 

日期：○年○月○日 

位置：○○○○ 

概述：○○○○ 

照片 2-5 

棲地 2Ȝ施工中ȝ 

日期：○年○月○日 

位置：○○○○ 

概述：○○○○ 

照片 2-6 

棲地 2Ȝ完工後ȝ 

日期：○年○月○日 

位置：○○○○ 

概述：○○○○ 

(請自行新增欄位) (請自行新增欄位) (請自行新增欄位) 

3.生態保全對象： 

(如有生態保全對象時填寫，包含施工前ǵ施工中及完工後三個階段之照片) 

照片 3-1 

生態保全對象 1 

Ȝ施工前ȝ 

照片 3-2 

生態保全對象 1 

Ȝ施工中ȝ 

照片 3-3 

生態保全對象 1 

Ȝ完工後ȝ 

拍照日期：○年○月○日 

拍照位置：地點概述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拍照日期：○年○月○日 

拍照位置：地點概述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拍照日期：○年○月○日 

拍照位置：地點概述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照片 3-4 

生態保全對象 2 

Ȝ施工前ȝ 

照片 3-5 

生態保全對象 2 

Ȝ施工中ȝ 

照片 3-6 

生態保全對象 2 

Ȝ完工後ȝ 

拍照日期：○年○月○日 

拍照位置：地點概述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拍照日期：○年○月○日 

拍照位置：地點概述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拍照日期：○年○月○日 

拍照位置：地點概述 

保全對象現況說明： 

(請自行新增欄位) (請自行新增欄位) (請自行新增欄位) 

4.完工狀況及維護管理建議： 

項目 狀況摘要 
列入追

蹤 
照片(拍照日期ǵ位置) 

生態保

育措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生態保

全對象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施工ൺ □施工便道與堆  □是  



 

 

原情形 置區環境ൺ原 □否 

□垃圾清除  
□是 

□否 
 

□其他______  
□是 

□否 
 

  
□是 

□否 
 

維護管理建議 

Ȝ填寫說明ȝ 

1.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於完工後，檢視生態

保育措施ǵ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ൺ原情形，並研議後續建

議Ƕ同時檢視是否有其他工程衍生之生態環境狀況，並與

工程主辦機關研議後續處理方式Ƕ 

2.原則以工程完工 1 年後辦理 1 次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

作業，檢視生態環境恢ൺ情況並研議後續建議Ƕ 

------------------------------------------------------------------------------------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施工廠商方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方) 

填表人(說明 1) 
計畫(/協同) 

主持人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請於完工後繳交Ƕ 

2.Ȩ維護管理建議ȩ請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依實際狀況研擬Ƕ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自行遮蔽

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7 

經濟部水利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 

工程主辦機關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年○月○日 

發現地點

(TWD97) 
 

工程名稱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

方) 

 施工廠商  

監造單位  

生態檢核團隊 

(工程主辦機關

方) 

 

異常狀況 

類型 

□植被剷除ǵ□水域動物暴斃ǵ□水質渾濁ǵ□生態保全對象消失/損傷□其

他：(請說明)  

異常狀況 

說明 
 

解決對策  

------------------------------------------------------------------------------------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 施工廠商方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人(說明1) 
計畫(/協同) 

主持人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җ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Ƕ 

2.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須依次填寫，並列入附表C-08追蹤辦理Ƕ 

3.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自行遮蔽

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8 

經濟部水利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ൔ告表 

編號：     

工程主辦機關  檢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工程名稱  

檢查人員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項目類別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檢查者 

類別 

□廠商自主檢查 

□監造單位抽查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事項 

不合格事項                           

(җ生態背景人員填寫)                                                                       

說明 

一ǵ 原因ϩ析 

二ǵ 改善措施 

三ǵ 處理結果 

 

改  善  結  果 

□需再行改善：(說明待改善事項) 

□已妥善處理：(說明改善結果)           

------------------------------------------------------------------------------------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工地主任 

(工地負責人) 

施工廠商方 

生態背景人員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人(說明 1) 
計畫(/協同) 

主持人 

(簽章+日期) (簽章+日期) 

填表說明： 

1.本表җ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Ƕ 

2.本表請依虛線反向對折將個人資訊遮蔽後，掃描並辦理資訊公開Ƕ資訊公開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自行遮

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C-09 

經濟部水利 

不合格(或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事項彙整表 

項 

次 

不合格 

事項ൔ告表

編號 

檢查 

日期 
類別 改善結果說明 

預計(/實際) 

完成日期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其他：______ 

  

填表說明： 

1.本表җ工程主辦機關委託之生態背景人員填寫Ƕ 

2.本表內容如有個人資訊，請自行遮蔽後再辦理資訊公開Ƕ 

 

 



 

 

 

 

 

 

 

 

 

附錄四ǵ生態人員學歷證明文件 

  



 

 

符合生態調查人員證書(畢業證書)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其他證書 

 
 

 
 

 



 

 

  

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分署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峰堤路195號 

網址：http://www.wracb.gov.tw 

總機：(04)2332-0579 

傳真：(04)2332-04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