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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提升場區的生態服務功能，後期
會有那些項目? 

目前將持續努力將人工湖場域與周邊環境做結合，除進行水質監測進行民生
用水品質維護外，周邊環境亦施作多項生態保育作為如：生態廊道、動物通
道、周邊生物資源調查監測等。同時在植栽選擇上考量現地曾紀錄到之物種
如：石虎、食蟹獴等，故選用在地原生種進行營造，並建立多種植物及複層
式營造之廊道供其移動通行，期許建立一座未來民眾可休憩、生物可棲息利
用之自然環境。

2

針對陸域動物所提供的補償措施
(包括:動物通道、鳥巢箱、水槽、
猛禽棲架等)的效益，除了是否
有動物使用外，應該要進行實質
的生態效益評估，並檢討存續的
必要性，或修改的依據。實質評
估各補償措施的生態效益，有必
要從設置目標的檢討做起，建議
引進專家。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生態保育措施除持續監測成效並評估外，也與專家學者
討論請益。如鳥巢箱延續先前曾與特生中心討論之經驗，也持續與具架設巢
箱經驗之專家保持聯繫；猛禽棲架亦與具相關經驗之專家持續合作中；另邀
請石虎專家學者討論未來可能石虎移動利用之生態通道植栽設計及與動物通
道等路徑之串連性；經由各單位多方討論，並因應現地條件滾動式調整執行
策略與做法，努力讓各措施達到最大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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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植栽部分除了透過合作單位取得，
建議參採林務局106種原生綠化樹
種的推薦數種，例如:台灣梭羅木、
秀柱花、等兼具生態及景觀特色，
且林務局保證買的到苗木。

已將委員建議書目作為參採植栽書目。在評估工區現地狀況及生長環境後，
與南投林管處、嘉義林管處、台糖跨單位聯繫，並已有提供臺灣梭羅木等
原生綠化樹種苗木。目前林務局已願意提供約2,630棵樹苗，包含：光蠟
樹、楓香、香楠、水柳、水社柳等樹木，並按照各樹種特性如：陰性、陽
性樹種、喜日照、喜潮濕等條件規劃適宜之栽植處，朝具生態及景觀功能
之營造目標努力。

2
梭羅木為保育類台灣爺蟬的宿主。

感謝委員建議，經本單位評估，臺灣梭羅木為原生於中部之在地樹種，符
合適地適種之目標。經與嘉義林管處接洽後，提供臺灣梭羅木苗木，並已
種植在本計畫引水設施南側次生林緣處，與當地之林地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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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針對陸域動物所提供的補償措施(包括:動物通道、
鳥巢箱、水槽、猛禽棲架等)的效益，除了是否
有動物使用外，應該要進行實質的生態效益評估，
並檢討存續的必要性，或修改的依據。實質評估
各補償措施的生態效益，有必要從設置目標的檢
討做起，建議引進專家。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生態保育措施除持續監測成效並評估外，
也與專家學者討論請益。如鳥巢箱延續先前曾與特生中心討論
之經驗，也持續與具架設巢箱經驗之專家保持聯繫；猛禽棲架
亦與具相關經驗之專家持續合作中；另邀請石虎專家學者討論
未來可能石虎移動利用之生態通道植栽設計及與動物通道等路
徑之串連性；經由各單位多方討論，並因應現地條件滾動式調
整執行策略與做法，努力讓各措施達到最大之成效。

2
北投新圳取水口未來是否會存在?和獅象山農場
兩處宜再加強巴氏銀鮈適用的棲地營造。

北投新圳取水口未來仍會存在且將作為本計畫中之備援系統。
另有關北投新圳上游處即本計畫之近自然魚道，巴氏銀鮈之棲
地類型將列入參考，而獅象山農場於111年第2季監測到巴氏銀
鮈3隻次，惟農場為私人用地範圍，建議維持農場周邊現有水
塘生態，以延續目前適合巴氏銀鮈之棲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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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生物趨勢分析結果並非穩定。

感謝委員建議，依據監測結果分析與現場工程進度，調查範圍內陸域生物(兩爬
類及蝴蝶類)確實有下降趨勢，與工程進入施工高峰期且分期開發及周邊土方暫
置場設置有關。而水域部分可能受工程影響區域有平林橋、攔河堰、北勢坑溪
匯流口測點，皆為鄰近工區或近期有工程影響之區域，而受施工期間影響較大
的水生昆蟲、底棲生物、魚類等物種，於近期調查已略有回升的跡象，將持續
監測周邊影響狀況，以釐清變化原因。

2
Box-plot圖沒有呈現在今天的簡報
中。

感謝委員建議，統計106年第1季至111年第2季陸域生態及水域生態各物種t-
test及Box-plot圖於附件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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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生態 水域生態-魚類

統計106年第1季至111年第2季陸域生態及水域生態(以魚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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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校園宣導，溪尾國小並非位於草屯，為何
選擇其國小? 

考量巴氏銀鮈重要之棲地範圍位於烏溪溪尾橋上下游1公里處，而溪尾
國小即位於重要棲地範圍附近，遂請巴氏銀鮈專家進行教育宣導，希冀
將生態保育觀念向下扎根。

2

鳥嘴潭位於草屯海蟾蜍熱區的邊緣，對該
物種之擴散具有重大的地位，而6湖區完成
並蓄水後，可能會成為海蟾蜍的好的生存
環境，故營運階段更要注意海蟾蜍議題。

感謝委員提醒。目前中水局正持續與特生中心、相關專家學者及「台灣
兩棲類保育志工」臉書社團共同關注草屯地區海蟾蜍出現情形。而湖區
在近期發現零星個體後也積極與特生中心聯繫並合作進行後續巡視移除
行動，避免外此一外來種族群持續擴張。

3
會議相關資料請提早一周提供，否則會議
當天才拿到資料，眾委員難以消化理解。

遵照辦理。往後會注意時程，將相關資料提前提供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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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生態保育觀念宜開展到全區，而
非只是一個特殊的生態保育工項；
提升全體的生態脈動功能，將來
可為類保護區(OECM)。

經瞭解，OECM之功能在可擴大保護範圍，同時促進可持續性、支持生計和
保護文化習俗。目前鳥嘴潭人工湖亦朝向此方向努力中，並與相關單位共同
合作，將該區域作為類保護區之概念於相關平台或會議中適時提出。

2

前次會議中我有提及林文隆博士
在巴氏銀鮈的研究，了解到巴氏
銀鮈是生活在辮狀支流處。但整
體措施應先建構好架構做整體運
行，例如遇到枯水期該怎麼辦？

據先前與專家學者之討論，目前枯水期仍不至於造成水源完全乾涸，故雖可
能造成水域範圍縮小，但仍會留下些許水量供現地物種棲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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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鳥嘴潭人工湖周邊的垃圾場放在這沒
問題嗎？曾見垃圾場上有白鷺鷥及八
哥覓食，鳥類會飛來飛去，不會影響
人工湖水質？

目前水利署及環保署並已編列經費協助南投縣環保局移除垃圾，本計畫並
已依環評規範及相關飲用水水質標準進行A湖區及B湖區原水水質監測，
目前監測結果皆無異常。而後續自來水經淨水廠妥善處理後，亦達自來水
所要求之水質。

2
建議可結合在地居民想法，以及與地
方人士討論該處生態植栽，作為地方
參與之作為。

感謝委員建議，過往與在地民眾討論時，多數皆希望植栽可提供觀賞價值，
提升遊憩品質。本工程所栽植之部分樹種將會將此需求納入考量，提供民
眾優質之遊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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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諮詢意見 回覆說明

1
全斷面魚道成效建議配合攝影機監測記錄魚類
或鳥類之利用。

本案於施工期間已辦理變更設計，全斷面魚道因水流速度不適
合進行攝影機監測，而瀑布式魚道並已增設魚道攝影機。後續
魚道並委託特生中心進行成效調查，目前正在執行中。

2

現場可見攔河堰確屬低矮型式，且六角格框排
列及每階高度，讓跌水相對而言與自然河床近
似，相信此類低矮攔河堰型式可將對生物洄游
的影響減至最低。後續有關瀑布式魚道及近自
然魚道的成效監測，請持續辦理，並依據監測
成果，必要時進行微調，以充分發揮設置魚道
之目的。

有關瀑布式魚道及近自然魚道之監測，目前已委託特生中心進
行建置完成之瀑布式魚道相關監測，近自然魚道部分後續亦將
積極辦理相關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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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
情形

議題
說明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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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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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4-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用地
取得

引水設施
工程

湖區
工程

管理中心
新建工程

使用前
安全複核

實際進度：96.72%

實際進度：78.03%

實際進度：99.93%

實際進度:50.29%

鳥嘴潭人工湖第一階段供水

預定進度83.61%

實際進度84.11%

計畫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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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議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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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
110年1月至111年4月

(1)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石虎現況

(2)紅外線相機監測現況7次

8次

4次

1次

7次

1次

158次(7月2次、8月12次)

76次(8月2次、9月2次)

7次

5次

2次

12次

1次

68次(7月2次、8月13次)

27次
(7月1次、
8月2次、
9月5次)

1次
4次

圖
例

單向相機

雙向相機

相機拍攝石虎地點

已撤除相機

統計時間：
108年10月28日至111年9月26日

111年7月於高灘地拍攝到石虎成
體與小石虎

111年8月拍攝到石虎利用動物通道

石虎利用動物通道近期情形

監測時間
拍攝張數
/有效張

數

向烏溪
穿越

(南往北)
(次)

向陸地
穿越

(北往南)
(次)

原地
停留
(次)

110/12 3/3 1 2
111/2 3/2 2 1
111/3 6/4 1 2 3
111/4 3/3 3
111/5 5/5 1 4
111/7 1/1 1
111/8 3/2 2 1
111/9 6/5 4 2

共拍到389次

利用動物通道25次
(有效照片 108/10/28~1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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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範圍

R01 ♀

活動
範圍

R03 ♂

活動
範圍

R06 ♂

圖例

R01

R03

R06

(2)定居石虎個體自北勢堤防堤前培厚兼運輸便道啟用後之活動範圍

統計時間：
110年1月至1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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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石虎於南北向穿

越鳥嘴潭之暢通性，連

結北側高灘地，因現有

移動路徑之阻礙為北側

排水渠溝，爰規劃生態

通道，維持暢通性。

北
側
邊
坡

鳥
嘴
潭
B
湖
區

鳥
嘴
潭
A
湖
區

排
水
渠
溝

服
務
道
路

國
道
六
號

耕
地
果
園

堤
內
道
路

烏
溪
堤
防

北
側
高
灘
地

施
工
便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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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施作之北側排水

既有灌排

高速公路下方涵洞
寬5.5m、高4.7m

涵洞旁原已有鋼板橋，
規劃優化之生態通道

原已有跨越既有灌排之水泥橋
6處，規劃優化之生態通道

高速公路下方涵洞
寬3.5m、高3.8m

高速公路下方涵洞
寬7m、高4.3m

涵洞旁原已有跨越道路，
規劃優化之生態通道

涵洞

現有道路

既有跨越橋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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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施作之北側排水

既有灌排
高速公路下方涵洞
寬8m、高4.7m

涵洞旁原已有跨越道路，
規劃優化之生態通道

國道6號路基與高架之交界
以西為路基、以東皆為高架

北排6.5m位置，規劃增設跨
越北排之生態通道。

高架段之農路開口

北排3m位置，規劃增設多
處跨越北排之生態通道。

涵洞

現有道路

既有跨越橋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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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m~6.5m
約6.5m

約3.9m

人
行
步
道

自
行
車
道

維修道路
(不對外開

放)

約1.8m

約6.5m

加
蓋
邊
溝 地方服務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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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m
約3m

約3.9m

人
行
步
道

自
行
車
道

維修道路
(不對外開放)

約1.8m

約6.5m

加
蓋
邊
溝

約6.5m

地方服務
道路

既有
農路

堤
外
道
路

公有地
/私有地

施
工
便
道

高
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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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施作之北側排水

既有灌排

涵洞

現有道路

既有跨越橋

圖例：

增設跨越橋

於道路兩側以複層式植栽，考量野生動

物視野，於臨道路處避免種植過於茂密

之道路，讓野生動物穿越時可見來車，

降低陸殺機率，並設置告示牌。

以鋼筋混凝土構造配合北側排水溝渠寬

度尺寸進行設置，預計設置6處，間隔

約200m1處，並舖設碎石級配，設置柵

欄或欄杆、告示牌，詳細尺寸如后。 。

舖設碎石級配，橋之兩側並研擬規劃植

栽之可行性，優先選擇2~3處試作，並

設置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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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叢

北排

可讓石虎通過

阻擋犬隻之柵欄

警示牌位置

• 考量後續維護性，材料

採用鋼筋混凝土。

• 前後採用灌木欉，避免

人員犬隻進入。

• 架設柵欄及欄杆，避免

犬隻進路及人員掉落。

• 架設告示牌警示。

道路

北側邊坡

架設欄杆
避免人員掉落

供
動
物
跨
越

請
勿
通
行



25

鋼筋混凝土
版橋型式

級配：厚20cm，顆粒粒徑0.07~2.38cm

溝渠2
0

0
cm

50cm

• 鋼筋混凝土橋採用寬2m、

厚度40cm。

• 版橋上方鋪設級配，以利

動物安全通行

• 級配粒徑考量石虎腳印大

小，採用區內濾料，粒徑

皆小於石虎腳印之大小。

石虎腳印，上：
2.5cm；下：4cm
來源：台灣哺乳動物
(祈偉廉，2008)欄杆、柵欄及灌木型

式俟實際情形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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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自
然
魚
道

瀑
布
式
魚
道 全

斷
面
魚
道

111.9.22 通水

111.6.17通水

111.6.17全段通水

配合左岸上游防洪牆施工，部

分圍堰仍未拆除，本烏溪河段

現況主深槽仍位於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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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段 明渠段

生態池段

• 上、下游高程相同

• 水深最深處約1.5m

• 平均流速約0.1m/s

• 配合閘門控制降低洪水淤積

• 深潭及深流營造兼做沉砂用途

明渠段

• 平均坡度1/125(設堰前河道1/100)

• 水深最深處約1m、總長約300m

• 最大流速約1.2m/s

• 淺瀨及淺流營造，仿烏溪支流營造

俯視圖

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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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右岸

EL.146mEL.147m

水深52cm、流速1.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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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

次

埔里中華爬岩鰍統計
平林橋(攔河堰上游) 攔河堰 北勢坑溪匯流口(攔河堰下游)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河道施工前 圍堰I
施工

圍堰II
施工

圍堰III
施工

111年

六角格框捕獲魚種組成(111年4月)

臺灣鬚鱲
(6.0%)

高身小鰾鮈
(<5%)

短臀瘋鱨
(<5%)

臺灣石𩼧
(29.1%)

粗首馬口鱲
(17.2%)

纓口臺鰍
(<5%)

埔里中華爬岩鰍
(<5%)

明潭吻鰕虎
(16.4%)

何氏棘䰾
(7.5%)

高身白甲魚
(10.4%)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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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長 92公尺、總落差 3.75公尺、平均坡度約1/25

堰堤

齒墩

先期試驗 出口設置陷阱24小時，陷阱前水深23cm、流速1.6m/s

高身小鰾鮈
(10尾)

粗首馬口鱲
(48尾)

臺灣石𩼧
(12尾)

高身白甲魚
(2尾)

陳氏鰍鮀
(1尾)

唇䱻
(1尾)

陷阱裝置

24小時成功上溯魚種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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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現有烏溪魚類生態調查資料及國內、外魚道相關文獻

◼ 橫向引水設施上、下游水域魚類族群監測與環境因子調查 (111年起每季一次，預估執行三年)

• 魚類族群監測 (電魚法及籠具法)

• 環境因子調查 (水質參數、棲地水深、流速及底質組成)

• 魚類群聚結構與族群分布分析 (歧異度指數、豐富度指數、均勻度指數及橫向引水設施上、下水域群聚相似度)

◼ 魚道現況監測及效益評估

◼ 湖區水域生態調查 (112年起每季一次，預估執行三年)

陷阱法、電魚法，將視完工後現地條件進行
近自然魚道

瀑布式魚道

全斷面魚道
陷阱法、標識再捕法

陷阱法、電魚法

魚類溯游試驗及監測：

魚類溯游試驗及監測：

魚類溯游試驗及監測：

◼ 魚道溯游生物關注物種篩選與保育原則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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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生態共榮
跨域合作
持續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