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生態保育小組第七次會

議

貳、會議時間：110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參、會議地點：調度中心 1 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劉主任工程司松烈

伍、記錄人：黃佩儀

陸、出(列)席者：（如附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本局品管課）報告：（略）

玖、執行情形簡報：（略）

拾、委員諮詢意見：

一、陳委員章波

1. 以生命為本的環境學習，已經逐漸展開，繼續加油。

2. 貯水箱，改名稱，以功能改之。

3. 人工湖之地景特色加強文創，如簡報 P.25 巴氏銀鮈可結合

P.47、P.48，該物種外型與湖區工程六大湖區形狀類似。

4. P.45 人工巢箱加強效益之改善。

5. 勞務→知識→智慧進展中，如 P.36 流浪狗防治之議題。

6. P.44 黑翅鳶。單樹不成林。

7. 要有科學方式做環境保護，不能只有環保信仰。

8. 符合決議，已有知識化成果之展示。

9.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資料之表達方式要因應當下生態

系，選用最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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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委員光宇

1. 春暖花開正值動物交配繁殖的高峰期，湖區工程的進行，

時間的安排，應盡可能地避開對棲息地過度的擾動，尤其

是今年南岸的工程(引水工程)。

2. 未來湖區的綠化建議種植一些台灣原生種的常綠喬木，例

如台灣土肉桂樹，因其生長快、覆蓋面積大、且隱蔽性優

良，是很好的鳥類自然棲息樹種。但應考量喬木與灌木如

何平衡。

三、裴委員家騏

1. 自由活動的犬隻數量在最近這幾個月是否增加了？若持續

增加並非好的現象。由苗栗的少數經驗中發現狗群夜晚的

行為若能有效管理，則夜間石虎的活動受到的影響將非常

小。建議主辦單位與流浪動物的民間團體商討，當地

TNVR 的操作是否可以創造前述狗群日間自由活動，但夜

間活動受到管理的條件。並持續監測這樣的做法是否確實

可以提升陸域動物的棲地品質。

2. 監測項目的調整值得檢討，以增加後續多年監測的科學性。

四、曾委員晴賢

1. 建議歷次委員會會議記錄能夠上網。

2. 生態監測方法應該獨立成為章節，不宜放在品保品管的項

下。

3. 水域生態監測的方法如果有採用不同調查方法，就應該檢

附各種調查方法的原始數據，同時比較不同方法的調查結

果。

4. 浮游動植物的調查分析計算方式應該要有更清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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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取樣和統計計算的過程。附著性藻類的監測結果相關

單位不一致。

5. 浮游動物檢測項目有一些污染指標的物種，是否代表烏溪

水域的水質值得關注？

6. 獅象山農場和阿罩霧取水口兩測站既然已經列入補充調查

的樣點，簡報也說明 109 年 Q4都已經執行相關工作，就應

該列入在監測報告內為宜。

7. 簡報說明上項的補充調查都沒有發現保育類野生動物的目

標物種巴氏銀鮈，到底是調查方法有問題或是環境生態劇

變？應該有相關的說明。

8. 本計畫的重要保育工程—魚道設計一直都是大家關注的議

題，但是過去所建議的一些檢討意見並未見有後續的動作

和被重視，個人擔心工程結束後要花更大的力氣去檢討和

改善，何不在此施工階段就積極的加強相關研究工作？

9. 中水局在本計畫過往所投入生態保育工作明顯放在陸域生

態保育工作，卻嚴重的忽略了真正的水資源開發時，應該

重視水域生態保育的核心問題，連相關的宣導品都隻字未

提也沾不到邊，有違反比例原則的感覺。建議中水局應該

審視相關問題的嚴重性，也要避免重複其他水庫水資源開

發時所犯的錯誤！

五、林委員幸助

1. 友善耕作之宣導成效如何? 請明確說明。

2. 生態廊道之標的物種是? 請明確整理說明如何設置?

3. 環保署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並非聖經，有一些分析項目

待商榷，也不見得適用。例如：浮游藻類不適用溪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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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應選用適合之數值呈現，應更著重於重要物種(具生態意

義)之分析(單位面積之數量密度分析)。

4. 路死之動物種類數請明確說明(P.32)。

5. 施工前後之比較請用統計分析檢測。

6. 水質指標是以浮游藻類或附生藻資料計算?

7. 請加測藻類葉綠素 a、b、c濃度。

六、楊委員嘉棟

1. 中水局及鳥嘴潭相關團隊在外來種移除、遊蕩犬隻的處理

路殺防止及生態保育宣導上的努力與成效，值得肯定。

2. 植物樣區的監測的意義為何？基本上樣區都在工區週邊而

非工區內，因此種數、科數的監測意義不大。建議應將植

物監測的成果應用到植栽設計的參考，此外，在每季樣區

的調查應注意工程的週邊是否會對植物的物候產生衝擊？

例如發芽、開花、結實的情形等。

3. 簡報 57頁提到增加灌木將複層栽植的方式值得肯定。惟喬

木及灌木種類的選擇請再參考植物調查成果及林務局所推

動 106 種原生植物種類的名錄。

4. 本季工區的環境監測是否有異常狀況發生？有無民眾相關

的申訴事件？如何處理？施工中的生態檢核是否有異常狀

況產生，例如水質的變化？有採行怎樣的對策或改善措施

有留下紀錄嗎？

5. 斑腿樹蛙在中部地區有數量增加的情形，對本土蛙類有相

當大的影響，未來在植栽驗苗或相關調查中可考慮移除。

七、楊委員國禎

1. 缺乏生態觀念，上次會議回覆與實際狀況落差太大，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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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整體架構。

2. 物種特性與環境狀況，跟當地的狀況能否結合在一起？

3. 上次提到，植物生態只列物種數，不叫生態監測，回應讓

我感覺完全不懂生態。生態保育措施要注意的問題是到底

這樣的運作，做怎樣的連結？產生怎樣的結果？隨著時間

會怎樣演變？

4. 種樹要考慮是否符合當地，綜合生態知識，讓環境能整合

起來，看不到這樣的背景資料，主事單位應加強生態知識

增加生態技能。

5. 石虎的生態運作為何？出沒地點？為何出沒在那？牠吃什

麼？棲地的運作過程物中對石虎有何影響？牠有何反應？

6. 種蕃薯，把石虎與當地環境運作放在一起，不可能讓生態

運作，如果有，是石虎沒有辦法才去，而不是當作棲地。

7. 巴氏銀鮈要有細沙、湧泉，調查要針對此環境，否則調查

不到，如果湧泉生態消失，辮狀河底棲 1公尺的細沙生態

若不見，巴氏銀鮈將消失。主辦單位說有去拜訪相關單位

等等，但現在看不到有往這方向結合的方式。

8. 榕樹做坡面保護工，google 上可以找到一、二十年來我記

錄的資訊。

拾壹、綜合決議：

一、請業務單位詳實記錄各委員諮詢意見，並在會後洽詢各委

員，逐一確認本次委員意見是否有缺漏之處，各委員確認

無誤後，請業務單位將歷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紀錄公開

至「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網站」。

二、本局施工單位遵照環評承諾，同時注意動植物繁殖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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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施工，儘力降低對周遭動植物的影響。

三、針對流浪動物防治議題，請業務單位持續與動保團體合作，

並與各相關單位持續溝通，共同降低工區周遭附近流浪動

物數量。

四、對於鳥嘴潭工程附近之陸域或水域動物，本局同樣重視，

並持續與各領域專家學者請益學習，儘力在有限資源下執

行相關保育措施，以達工程與環境品質兼顧之目標。

拾貳、散會（12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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