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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壹、前言 

為因應台中地區公共用水需求急遽成長、提昇大安溪及大甲溪水源之調

度彈性，同時建構一套安全可靠供水系統，並落實水資源聯合運用，以提昇

水資源利用效率並穩定滿足台中地區用水需求，辦理推動「大安大甲溪水源

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工程計畫)，在不興建大型水庫原則下，

利用輸水管路工程將大安溪及大甲溪水源及供水系統串接，使二流域水源可

達真正聯合運用，平時除可優先利用大甲溪川流水，將大安溪水源儘可能儲

存於鯉魚潭水庫，增加枯水期或大甲溪高濁度期間鯉魚潭水庫水源供應能

力。 

由於原計畫大甲溪輸水隧道方案因后二淨水場環評未通過，且目前無法

覓得適合淨水場替代場址，後續評估由替代方案－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進行

範疇界定後轉為主方案辦理二階環評，惟本方案係為新案，未來預計重新召

開範疇界定前之公開說明會以利民眾了解，並於事前先辦理「環境敏感區位

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及進行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環境背景現況監

測及調查等相關工作，爰成立「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

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以下簡稱本計畫)，俾利本工程計畫推動。 

貳、工作項目 

本計畫之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替代方案委託調查分析範圍自石岡壩左

岸第一取水口起，沿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含水管橋、閘閥室及南北送原水

管等）至后一淨水場及后里圳（詳摘圖 1）。為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等撰擬

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相關規定，本計畫工作項目如下： 

一、環境調查分析 

針對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進行環境調查分析，項目如下：河川

水質調查(6 站次)、地下水質調查(6 站次)、土壤(3 站次)、水陸域生態調

查(2 季次)、交通調查(12 站次)、文化資產(1 次)，調查點位詳摘圖 2。 

二、環境敏感區位調查及環評資料彙整、分析 

(一)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及分析：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規定進行大甲溪左岸輸水

專管方案環境敏感區位調查及分析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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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1 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平面配置圖 

 

摘圖 2  本計畫環境背景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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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蒐集、環境現況描述及規劃二階環評工作 

針對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辦理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內之

環境現況資料彙整，並依環境調查結果撰寫報告，規劃後續二階環評

調查工作。 

參、執行成果 

本計畫調查之環境項目品質現況與特性摘述如下： 

一、地面水部分：計畫區附近河段如以 RPI 值來判斷，呈現未(稍)受至輕度

污染等級；如以水質監測項目分析，除溶氧及大腸桿菌群外，均符合丙

類水體水質標準。 

二、地下水部分：計畫路線附近水井之測值均符合第二類地下水監測及管制

標準，無受到污染之情形。 

三、交通服務水準：除豐勢路為 B~C 級外，其餘路段均屬 A 級。至於路線

通過之東豐鐵馬道假日遊憩民眾多，假日腳踏車流量明顯高於平日。 

四、陸域生態：計畫路線範圍內並無稀特有植物，惟發現 11 棵符合臺中市

樹木保護自治條例胸高直徑超過 80 公分之樹木(包括楓香、楝樹、榕樹、

樟樹、朴樹、水柳)，其中 2 棵榕樹及 1 棵樟樹距離計畫路線僅有數公尺

之距。動物物種發現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2 種(大冠鷲、鳳頭蒼鷹)

及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2 種(龜殼花、紅尾伯勞)，其餘皆為平地

及低海拔丘陵地常見之普遍物種，優勢種並不明顯。紅外線相機調查 3

個月之結果顯示，哺乳類共記錄到 3 種，包括赤腹松鼠、刺鼠、野狗，

鳥類則記錄到 1 種，為黑冠麻鷺，其中以野狗之活動頻度較高。 

五、水域生態：水域調查結果之魚類均屬分布於台灣西部溪流之普遍常見魚

種，包括 4 種臺灣特有種(臺灣石魚賓、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明潭吻

鰕虎)，個體數分配均勻，優勢種並不明顯；在蝦蟹螺貝類方面，粗糙沼

蝦為明顯優勢種。蜻蛉目成蟲發現 1 種臺灣特有種(短腹幽蟌)。水生昆蟲

則均無明顯優勢種出現。 

六、文化資產：檢視歷史文獻的記載與實地調查的結果，在本計畫路線與周

遭五百公尺範圍內發現有 2 處古蹟(舊山線－泰安車站、后里賢坂張家祖

墓)、1 處歷史建築物(大甲溪鐵橋)、4 處遺址(三櫃頂、三櫃坑Ⅱ、圳寮

Ｉ、圳寮Ⅱ)，部分距離接近，需注意是否受施工影響。 

七、土壤部分：計畫路線旁進行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顯示，各項重金屬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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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低於土壤污染監測標準及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無受到污染之情形。 

另由本計畫環境敏感區位調查成果顯示，本計畫路線涉及之敏感區位有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灌溉用水取水口、水庫集

水區及蓄水範圍、文化資產保存區或鄰接地、保安林地、國有林、排水設施

範圍、地質構造不穩定區、地質敏感區、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水污染管制區、限制發展地區、山坡地、林業用地、山坡地保育區、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等各類敏感區域，未來開發時須依據各敏感區之相關管

制法規進行申請或採取環境保護減輕對策。 

肆、規劃後續二階環評調查工作 

本計畫依據變更路線方案周邊敏感點、敏感區位函詢成果、本案原說明

書調查點位等，重新擬定環境背景調查點位(詳摘圖 3)。相關資料並已納入

另案辦理之「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先期作

業」範疇界定書面資料中。 

 

摘圖 3  二階環評環境補充調查地點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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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Int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rapidly-growing demand in public water supply in 

Taichung City, a more efficient and flexible water dispatching system in Ta-An 

and Ta-Chia River, expecting a safer and more reliable water supply system, 

and conjunc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project “Investig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onjunctive Use in the Ta-An and Ta-Chia River” has been 

promoted to improve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to meet the public 

demand in Taichung reg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onjunctive Use in the Ta-An and Ta-Chia River” project is execut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no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reservoir to connect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and the Ta-An and Ta-Chia River system via the water 

distribution pipelin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al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onjunctively utilize water resources from the two rivers (Ta-An and Ta-Chia 

river).  River water from Ta-Chia River would be prior for utilization, and 

water from Ta-An River would be stored in the Liyutan Reservoir as much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water supply capability of the Liyutan 

Reservoir during dry seasons and the period of high timidity in Ta-Chia River.   

The previous project “Water Supply Tunnel from Ta-Chia River” failed to 

pass the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 for the Second Hou-Li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and has not yet found a proper alternative site; therefore, the 

project “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Ta-Chia River Left Bank” was scoped 

as the alternative project, and requires phase Ⅱ EIA.  However, because this 

project is relatively new, a public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the future, 

investigations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or restrict area and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surveys and other related works have to 

be done prior to the scop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 project “Investig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onjunctive Use in the Ta-An and Ta-Chia River” was 

designed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carry out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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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roject Scope 

The area of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Ta-Chia River Left Bank” project ranging from the first intake on the left side 

of Shigang Dam, along 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cluding the pipe bridge, 

the gate-valve chamber, and the raw water pipes, to the First Lou-Li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and Hou-Li ditch, as shown in Figure 1.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the scoping detail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A.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or “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Ta-Chia River Left Bank” include water quality investigation 

for river water (6 point-times) and ground water (6 point-times), soil (3 

point-times), aquatic and terrestrial ecology (2 season-times), traffic (12 

point-tim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points of 

investigation are shown in Figure 2.    

B.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 Investiga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EIA 

Analysis 

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and 

Restrict Area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related works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and Restrict Area for “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Ta-Chia River Left Bank” project are executed based on the Standard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fo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2. Background Data Collection, Current Environment Description and 

Phase II EIA Planning 

Within the area which“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Ta-Chia 

River Left Bank” project may have impacts on, current environment 

condition and investigation will be documented for the future phase II 

EIA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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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Ta-Chia River Left Bank” Project Floor Plan 

 

Figure 2. Indication of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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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Summary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vestigated item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A. Surface Water 

The 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 values of nearby streams show the 

surface water in the region as non(slightly)-polluted.  In addition, except 

for dissolved oxygen (DO) and Escherichia coli (E.coli), other items meet 

the Category C water body standards. 

B. Groundwater 

The water quality of groundwater from underground wells near the 

projected area meet the groundwater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tandards, and 

show no clue of pollution. 

C. Traffic Volume and Service Level 

Except for Feng-Shi Rd., with service levels ranging from B to C, 

other sections are all with service levels at A.  As for the Dong-Feng Bike 

Path which is a part of the investigated Feng-Shi Rd., due to crowdedness 

on weekends, the traffic volume of bicycl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at on weekdays.  

D. Terrestrial Ecology 

Within the projected range, no rare and endemic species, but 11 trees 

wit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over 80 cm, including 

Liquidambar formosana, Melia azedarach, Ficus microcarpa, 

Cinnamomum camphora, Celtis sinensis and Salix warburgii), two Ficus 

microcarpa and one Cinnamomum camphora were found just meters away 

from the projected area.  As for animals, there were 2 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Spilornis cheela and Accipiter trivirgatus) and 2 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and 

Lanius cristatus); others are common species in plains and low altitude 

hills, and no dominant species was recognized.  Three-month Infrared 

photography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3 species of mammals, including 

Red-bellied tree squirrel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agouti (Niviventer 

coxingi) and wild dogs, 1 species of birds, Malaysian Night H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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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wild dogs are relatively active.   

E. Aquatic Ecology 

Fish are common species that can be found in western streams, 

including 4 species of Taiwan endemic species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Microphysogobio alticorpus,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and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and the individuals distributed evenly with no 

dominant species.  As for shrimps, crabs and shells,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was dominant.  One Taiwan endemic species Euphaea 

Formosa was found.  There were no dominant species of aquatic insects.    

F.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field study, within 500 

meters from the projected area, 2 historical sites (historic mountain railway 

line – Tai-An Station and Hou-Li Xian-Ban Ancestral tombs of Zhang 

family), 1 historical building (Da-Chia River Bridge) and 4 ruines (San-Gui 

Ding, San-Gui Keng II, Chun-Liao I, and Chun-Liao II) were found.  

Some of them are close to the planned region, and will need to be noted if 

any impact caused during construction.   

G. Soil 

Heavy metals were checked, and the result shows those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 were all below the soil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tandards, 

indicating no soil pollution in the area.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 

investigation, the projected route involves in supply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area, drinking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area, irrigation water intake, reservoir 

catchment and storage area, Cultural assets preservation area or nearby, 

protection forest, drainage facilities, unstable geological structure area, 

sensitive geological structure area, class III air pollution control area, class II 

noise control area,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rea, restricted area, slopes, forestry 

lands, hillside reservation area, and readjusted farmland.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ill need to follow the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application, or take mitig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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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Phase II EIA Investigation Planning 

Based on the result of data collected for nearby sensitive and 

possibly-impacted area, the investigation area and points for background check 

have been adjusted, as shown in Figure 3.  All related data has been 

documented in the scoping paper of the project “Investig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onjunctive Use in the Ta-An and Ta-Chia River”. 

 

 

Figure 3.  Indication of Phase II EIA Investigation Sites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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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石岡壩下游之大甲溪河段水質調查結果顯示，溶氧、大腸桿菌群有

超過其所屬水體水質標準之情形，河川污染指標屬未(稍)受至輕度

污染等級，顯示本區域水質尚佳，未來施工期間需加強避免水體影

響。 

(二)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沿線附近水井之測值均符合第二類地下水監

測及管制標準，無受到污染之情形。 

(三)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沿線之道路車輛組成皆以機車及小型車為主，

除豐勢路為 B~C 級外，其餘各道路服務水準均為 A 級，未來施工

期間需進行施工交通動線規劃，避免造成交通衝擊。 

(四)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沿線共發現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2 種(大

冠鷲、鳳頭蒼鷹)及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2 種(龜殼花、紅

尾伯勞)；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調查則未發現保育物種。至於胸高直

徑超過 80 公分之樹木，其中 2 棵榕樹及 1 棵樟樹距離計畫路線僅

有數公尺，施工需注意及保護。 

(五)圳寮Ｉ遺址和三櫃坑Ⅱ遺址緊臨計畫路線，圳寮Ⅱ遺址和三櫃頂遺

址在 500 公尺範圍內，舊山線泰安車站用地、舊山線鐵道大甲溪鐵

橋與計畫路線橫交，應依法通報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六)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沿線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顯示，均低於土壤污

染監測標準及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無受到污染之情形。 

(七)變更路線方案涉及之敏感區位有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灌溉用水取水口、水庫集水區及蓄水範圍、文化資

產保存區或鄰接地、保安林地、國有林、排水設施範圍、地質構造

不穩定區、地質敏感區、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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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管制區、限制發展地區、山坡地、林業用地、山坡地保育區、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等各類敏感區域。 

二、建議 

(一)由於本計畫補充調查未包含空氣品質、噪音振動項目，因此變更路

線方案無此部分調查資料，為能符合環評作業準則項目，建議未來

範疇界定應完整納入。 

(二)本計畫補充調查係針對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進行補充調查，惟

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路線亦已變更，建議未來範疇界定應就其調

查完整規劃。 

(三)本區域曾發現野生動物保育法所列第一級之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

台灣石虎，惟本計畫經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補充調查 6 個月並未發現，

建議未來應持續於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沿

線熱點進行長期調查。 

(四)本計畫變更路線方案非常多筆用地通過地質構造不穩定區，必須依

據地質法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五)另案於 106 年 2 月 21 日、2 月 22 日辦理之公開說明會民眾發言關

心事項顯示，由於施工工法為明挖、潛盾或推進其影響程度不同，

亦涉及後續範疇界定後之補充調查規劃，建議未來工程規劃上應就

環境敏感性及民眾意見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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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為因應台中地區公共用水需求急遽成長、提昇大安溪及大甲

溪水源之調度彈性，同時建構一套安全可靠供水系統，並落實水

資源聯合運用，以提昇水資源利用效率並穩定滿足台中地區用水

需求，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爰配合經濟部水

利署「大台中地區公共用水穩定水源及供水方案」整體架構，辦

理推動「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工

程計畫)，在不興建大型水庫原則下，利用輸水管路工程將大安溪

及大甲溪水源及供水系統串接，使二流域水源可達真正聯合運用，

平時除可優先利用大甲溪川流水，將大安溪水源儘可能儲存於鯉

魚潭水庫，增加枯水期或大甲溪高濁度期間鯉魚潭水庫水源供應

能力。透過此水源聯合運用，每日增加台中地區 25.5 萬噸水源供

應能力及高濁度期間每日60萬噸備援水量，可穩定供應並滿足120

年台中地區用水。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過之審查結論業於 99 年 11 月 19 日環署綜字第

0990104699 號公告，行政院並於 100 年 9 月 15 日院臺經字第

1000049133 號函核定辦理「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

畫」。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 7 月 31 日判決撤銷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原處分，該署復於 102 年 9 月 9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 244 次會議決議，本工程計畫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基於上述情勢變更，水利署決議以「配合相關工程及計畫執

行進度與成效，持續分析台中地區供水風險，滾動檢討因應策略。...

另積極辦理大安大甲計畫之二階環評作業，並於未來之環評報告

書內容加強替代方案說明…」，該替代方案已完成擬定。 

由於原方案計畫大甲溪輸水隧道方案因后二淨水場環評未通

過，且目前無法覓得適合淨水場替代場址，後續評估由替代方案

－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進行範疇界定後轉為主方案辦理二階環評，

惟該方案係為新案，未來預計重新召開範疇界定前之公開說明會

以利民眾了解，並於事前先辦理「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

限制調查」及進行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以下簡稱新路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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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現況監測及調查等相關工作，本局爰成立「大安大甲溪

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

(以下簡稱本計畫)，俾利本工程計畫推動。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ECOM）依本計畫

合約規定，並參酌本開發案之工程可行性規劃相關報告、歷次工

作檢討等相關資料，結合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瑩諮公司）、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簡稱民享公司）、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周子揚等組成工作團隊（以下簡稱工作團隊），進行本計畫環境調

查之分析及報告撰寫等作業。 

1.2 計畫目標 

工作團隊已進行本計畫及附近環境基本資料蒐集、相關法令

規定彙整分析以及現場踏勘等作業，期能先針對未來將面臨到之

重要課題、附近居民反應及政府各單位與環評委員之可能關心事

項…等內容進行深入瞭解及探討。藉由工作團隊充分之先期準備

成果，加上深具承辦環境背景調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工作之實際

經驗與業績，以及針對本計畫技術服務之各項工作項目訂定最佳

化之人員組織與作業方法，完成合約所要求之服務項目外，並將

加強與相關單位之溝通協調及提供必要性之行政支援與諮詢，以

達成下列目標： 

(一)完成環境調查作業與監測成果分析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規定及本計畫合

約規定數量，配合掌握鄰近地區現有環境背景資料，進行相關

調查作業並配合專業分析，以建構厚實之基本資料庫，使本計

畫環境調查相關背景資料更加詳實。 

(二)初步環境評估及後續規劃研擬 

未來將依補充環境調查成果，以專業性分析進行初步之環

境影響評估，並提供後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規劃，並提供

與民眾溝通之有利資訊。 

(三)完成報告及配合相關會議 

除依照訂定之預定期程完成報告外，並視需求配合本局辦

理工作及其相關會議，同時負責進行現場簡報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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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範圍 

(一)計畫範圍 

依行政院核定之「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定

稿本)等，本工程計畫包括大甲溪輸水路及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

管兩段(如圖 1-1)： 

1.大甲溪輸水路起自石岡壩右岸新設之取水口，以隧道方式往

西北穿越后里丘陵，至后里地區再與鯉魚潭淨水場及后里淨

水場銜接。工程內容包括取水口、輸水隧道、輸水管、配水

池及退水路等。 

2.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起自鯉魚潭水庫發電取水口備援取水

工預留銜接管路，以隧道方式穿越三義鄉枕頭山，跨越大安

溪至后里再與大甲溪輸水路銜接。工程內容包括輸水隧道、

輸水管、跨大安溪水管橋等及新建堤防等。 

而新路線方案委託調查分析範圍自石岡壩左岸第一取水口

起，沿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含水管橋、閘閥室及南北送原水

管等）至后一淨水場及后里圳（詳圖 1-2）。 

(二)工作內容 

依據合約擬定之工作內容，以及為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準則」等撰擬環境影響說明書之相關規定，茲簡要說明本計畫

工作項目如下，詳細工作項目之執行及流程請詳閱本報告書第

三章內容所述： 

1.環境調查分析 

針對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進行環境調查分析，其項

目如下：1.河川水質調查(6 站次)；2.地下水質調查(6 站次)；

3.土壤(3 站次)；4.水陸域生態調查(2 季次)；5.交通調查(12

站次)；6.文化資產(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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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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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平面配置圖 

2.環境敏感區位調查及環評資料彙整、分析 

(1)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及分析：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規定進行大甲

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環境敏感區位調查及分析工作。 

(2)基本資料蒐集、環境現況描述及規劃二階環評工作 

針對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辦理開發行為可能影

響範圍內之環境現況資料彙整，並依環境調查結果撰寫報

告，規劃後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預備調查工作，以利

與民眾溝通說明。 

(三)預定期程 

本計畫工作期限自簽約日（105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31 日止。以下就各項工作成果提送期程說明如下： 

1.工作執行計畫書 

自簽約日次日起 14 日曆天（105 年 6 月 14 日）內，提出

工作執行計畫書；工作團隊已於 105 年 6 月 13 日提出，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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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5 年 7 月 5 日舉行審查會議。 

2.期中報告書 

自簽約日次日起 6 個月內（105 年 11 月 30 日）內，提出

期中報告書；工作團隊已已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提出，本局

已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舉行審查會議。 

3.期末報告書 

自簽約日次日起 11 個月內（106 年 4 月 30 日）內，提出

期末報告書；工作團隊已已於 106 年 4 月 21 日提出，本局已

於 106 年 5 月 12 日舉行審查會議。 

4.成果報告 

於契約工作期限內（106 年 5 月 31 日）內，提出正式成

果報告。



 

 

 

 

 

第二章   環境背景及現況瞭解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 

2-1 

第二章  環境背景及現況瞭解 

2.1 工程概述 

本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3 年 3 月 13 日「研商大安大甲溪水源聯

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與后里第二淨水場檢討方案暨相關供水因應對策」

會議決議，進行替代方案評估，並於 103 年 7 月辦理「大安大甲溪水源

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因應二階環評及穩定供水替代方案對策研擬」，

104 年 7 月完成替代方案(即新路線方案)，提報水利署後於 104 年 8 月

11 日認可獲得同意「以替代方案提送環評方式」列入環評推動。 

新路線方案由石岡壩左岸之第一取水口分流取水後，至左岸新設輸

水專管，專管沿道路及東豐鐵馬道埋設，再切入產業道路接葫蘆墩圳路

至水管橋，跨越大甲溪後經由后科路沿中科外環道至台糖后里農場之配

水池預定地；後續則與原工程方案相同，沿圳寮路、永興路至后里超高

壓變電所旁之閘閥室與鯉魚潭第二原水管銜接，通往后一淨水廠。新路

線方案之管線路線示意如圖 2.1-1。 

 

圖 2.1-1  新路線方案之管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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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線方案送水至后一淨水場（20 萬 CMD）及交換后里圳用水（60

萬 CMD），保留 20 萬 CMD 作為後續淨水場增建之輸水空間，亦可送

鯉魚潭淨水場出水；另以第二原水管連接輸水專管將水庫水源送至豐原

淨水廠處理，使輸水專管可雙向送水。常態下由石岡壩儘量取用大甲溪

水源北送，讓鯉魚潭水庫減少出水，將其水源留待高濁度期間及枯水期

運用。大甲溪高濁度期間將由鯉魚潭水庫出水，填補不足水源，其供水

示意圖如圖 2.1-2~圖 2.1-3。 

 

圖 2.1-2  本計畫方案供水示意圖-平時 

 

圖 2.1-3  本計畫方案供水示意圖-高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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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供水系統建構將使大甲溪及大安溪水源能充分調度運用，並可降

低高濁度期間台水公司無法維持正常供水風險，且將現有大甲溪兩岸淨

水廠以管線連結，無需再覓地增設淨水廠又可提升現有淨水廠效能。 

2.2 前期成果 

經參閱「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之環境背景調查成果，並比對本計畫執行範圍之大甲溪輸

水路周邊先期調查點位(如圖 2.2-1)，篩選兩者相關點位主要位於石岡壩

周邊、配水池南側、圳寮地區(后里第一淨水場東南側)等，茲就其先期

調查成果資料說明如下： 

 

圖 2.2-1  環說階段調查點位與替代方案路線關係示意 

一、空氣品質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顯示(表 2.2-1)，鄰近本計

畫執行範圍之各敏感點當時空氣品質狀況均可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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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環說階段空氣品質調查結果 

監測地點 

時間 

項目 

后里馬場附近社區 后里圳寮社區 石岡國小 空氣

品質

標準 
95/10/22 96/01/16 96/04/18 95/10/20 96/01/17 96/04/17 95/10/17 96/01/03 96/04/13 

平均風速(m/s) 1.1 1.0 1.6 1.1 1.5 2.1 0.6 0.7 0.9 － 

SO2 

(ppb) 

日平均值 5 4 4 5 4 3 5 4 4 100 

最大小時值 7 6 7 8 7 6 9 7 7 250 

NO2 

(ppb) 

日平均值 12 16 17 11 15 15 17 16 19 － 

最大小時值 30 24 23 21 22 23 31 27 32 250 

NO 

(ppb) 

日平均值 4 4 3 4 4 3 4 4 6 － 

最大小時值 21 6 6 9 8 5 12 12 13 － 

CO 

(ppm) 

八小時值 0.6 0.5 0.6 0.5 0.5 0.5 0.8 0.7 0.6 9 

最大小時值 0.9 0.7 0.8 0.6 0.6 0.6 1.0 0.8 0.8 35 

O3 

(ppb) 

八小時值 54 34 54 43 29 43 59 37 44 60 

最大小時值 73 42 72 68 43 58 81 48 53 120 

PM10 

(μg/m3) 

日平均值 53 43 55 52 50 52 59 63 60 125 

最大小時值 71 58 72 60 65 68 78 75 80 － 

TSP 

(μg/m3) 
24 小時值 85 90 111 89 97 112 99 95 115 250 

落塵量 

(ton/km2) 
月測值 4.14 5.46 2.69 8.39 6.88 2.74 1.03 3.13 1.67 － 

二、噪音振動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顯示(表 2.2-2、表 2.2-3)，

位於本計畫執行範圍東豐鐵馬道北側之埤頭社區即已受交通影響

導致超出夜間環境音量標準，且振動背景值亦較其他敏感點高。 

三、河川水質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表 2.2-4)，與水體分類水

質標準比較，大甲溪各測站以生化需氧量及懸浮固體常有超出標

準之情形，其他項目均符合其水體分類水質標準。若以河川污染

指標 RPI 值評估，旱溝排水永興橋與大甲溪石岡壩右岸屬於未(稍)

受污染~輕度污染，大甲溪長庚橋及埤豐橋等均為未(稍)受污染~中

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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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環說階段環境噪音調查結果 

單位：dB(A) 

測站位置 監測時間及管制標準 L 早 L 日 L 晚 L 夜 

后里 

圳寮社區 

96.02.01 (非假日) 55.4 62.5 58.2 52.6 

96.02.10 (假日) 57.3 64.0 58.1 53.6 

第三類管制區內緊臨 8 公尺(含) 

以上之道路 
75 

76 

(76) 

75 

(75) 

73 

(72) 

后里馬場 

附近社區 

96.01.30 (非假日) 59.4 64.1 58.1 51.3 

96.01.20 (假日) 63.1 63.9 58.8 53.5 

第三類管制區內緊臨 6 公尺以上 

未滿 8 公尺之道路 
73 

74 

(74) 

73 

(73) 

69 

(69) 

豐勢路 

北側住宅 

96.01.18 (非假日) 70.9 71.0 67.7 62.0 

96.01.28 (假日) 69.0 70.2 64.9 59.9 

第三類管制區內緊臨 8 公尺(含)以
上之道路 

75 
76 

(76) 

75 

(75) 

73 

(72) 

豐原 

埤頭社區 

96.01.18 (非假日) 67.0 69.7 66.9 64.5 

96.02.04 (假日) 65.5 68.8 65.5 63.1 

第二類管制區內緊臨 6 公尺以上 

未滿 8 公尺之道路 
69 

71 

(71) 

69 

(69) 

63 

(63) 

註 1:管制標準括弧內數字表示為 99 年 1 月 21 日新修正發布之管制標準。 

註 2:灰底表示超過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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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環說階段環境振動調查結果 

單位：dB 

測站位置 監測時間及管制標準 LV(10)日 LV(10)夜 

后里圳寮社區 

96.02.01 (非假日) 32.5 30.4 

96.02.10 (假日) 31.0 30.0 

第二種區域 70 65 

后里馬場附近社區 

96.01.30 (非假日) 33.0 30.4 

96.01.20 (假日) 31.2 30.0 

第二種區域 70 65 

豐勢路北側住宅 

96.01.18 (非假日) 38.4 33.8 

96.01.28 (假日) 34.1 30.5 

第二種區域 70 65 

豐原埤頭社區 

96.01.18 (非假日) 40.3 36.0 

96.02.04 (假日) 37.8 35.5 

第一種區域 6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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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水質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表 2.2-5)，與地下水污染

監測標準比較，圳寮社區之氨氮及錳、石岡國小之氨氮等有超出

基準之情形。 

五、土壤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大甲溪輸水路原方案沿

線均無異常。 

六、生態 

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針對大甲溪輸水路原方案沿線之調

查結果，均未發現稀有植物，保育類則記錄到珍貴稀有保育類的

大冠鷲、魚鷹、埔里中華爬岩鰍 3 種及其他應予保育類類的紅尾

伯勞、白鼻心、黑眉錦蛇 3 種；鯉魚潭水庫第二原水管沿線則記

錄到大冠鷲、台灣松雀鷹 2 種(圖 2.2-2)。 

七、交通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與替代方案路線相近之

路段，除中 44-1 與豐勢路服務水準為 B 級外，其餘道路服務水準

方面均為 A 級。 

八、文化資產 

由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之調查結果，大甲溪輸水路接近圳寮

遺址，並新發現埤頭山遺址、頂埔遺址，而替代方案路線除閘閥

室以北維持原案路段接近圳寮遺址外，其餘路段皆遠離該二處新

發現之遺址，惟替代方案路線將穿越大甲溪鐵橋(大甲溪花樑鋼橋，

如圖 2.2-3)下方，該橋樑已於 2004 年 2 月公告為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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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環說階段保育類動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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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環說階段交通流量調查結果 

測站別 道路別 

平日 假日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中 38 道路 421.5 0.145  A 416.5 0.144  A 

中 40 道路與圳寮路 99 巷口 
中 40 道路 196.8 0.068  A 129.3 0.045  A 

圳寮路 99 巷 98.7 0.034  A 89.3 0.031  A 

中 40 道路與永興路口 
永興路 69.8 0.024  A 95.4 0.033  A 

中 40 道路 53.8 0.019  A 80.9 0.028  A 

中 44 道路與中 41 道路口 
中 41 道路 528.4 0.182  A 368.0 0.127  A 

中 44 道路 432.1 0.149  A 355.7 0.123  A 

中 44-1 與豐勢路口 
中 44-1 道路 967.9 0.334  B 1,004.3 0.346  B 

豐勢路 955.0 0.329  B 1,080.4 0.373  B 

。 

 

圖 2.2-3 歷史建築-大甲溪鐵橋 

 

2.3 環境概況 

除環境影響說明書階段(95~96 年間)已針對原方案進行之環境調查

作業外，為確實掌握本計畫之周邊最新環境現況，已針對計畫區沿線進

行詳實之實地現勘作業，亦分別參考環保署測站及其他鄰近計畫之相關

報告，茲針對各項相關背景資料綜合分析各環境因子如下： 

一、地面水質 

依據「水區、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之公告，本計畫大甲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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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石岡壩至出海口)為丙類水體。參考鄰近環保署朴子口及后豐

大橋測站近二年監測結果，懸浮固體及大腸桿菌群超過丙類水體

水質標準(如圖 2.3-1~2)，錳超過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其

餘測項符合丙類水體水質標準，其河川污染指數(RPI)介於 1.0~3.8

之間，屬未(稍)受污染至中度污染。 

 

圖 2.3-1  環保署鄰近測站近二年懸浮固體監測結果 

 

圖 2.3-2  環保署鄰近測站近二年大腸桿菌群監測結果 

 

二、空氣品質 

參考鄰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環

境監測計畫廣福活動中心、環保署豐原測站、

環保局后里測站及中科七星空品站，近年僅臭

氧八小時平均值最大值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如圖 2.3-3 所示)，且比對各測站均有相同之

趨勢，顯示當地空氣品質屬大環境背景影響，整體而言，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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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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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之空氣品質均屬良好。 

 

註：104 年第 3 季環保局后里測站儀器檢核為無效值。 

圖 2.3-3  本計畫鄰近測站 O3 最大八小時平均值監測結果 

三、文化資產 

參考鄰近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后里園區環境監測計畫，

該計畫環說期間文化資產調

查結果，后里農場基地內 3 處

發現少量之文化遺物，經觀察

地表有不少外來堆積土壤，顯

見非原地層之堆積，因此並未

於本地區史前遺物或遺跡。另

該計畫於 104 年 6 月進行該地

區「后里園區公園景觀工程」

開挖工作，期間看結果並未發現任何史前文化遺留或重要文化資

產之相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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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計畫與方法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涵蓋：1.計畫區域環境現況補充調查作業與成果

分析；2.規劃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預備調查工作；3.參與相關會議及

提供行政支援及諮詢。為推動本計畫各項作業內容，結合各領域之專業

合作夥伴組成工作團隊，並密集討論整體計畫之規劃分析。 

工作團隊之專業分工方面係由 AECOM 負責有關環境調查作業與

相關資料之整合作業，並規劃二階環評後續作業；瑩諮公司負責採樣及

檢驗分析作業；民享公司則專責生態調查評估之工作；政大民族學系周

子揚專責文化遺址調查工作。有關各項工作之作業流程與方法如本章各

節內容。 

3.1 執行依據及作業流程 

本計畫案依合約之需求及日期，進行補充環境調查作業及完成正式

報告之撰寫，以利於後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作業之進行，有關

本計畫整體工作流程詳圖 3.1-1 所示，其工作程序及方法如下： 

一、背景資料蒐集及分析：針對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方案蒐集附近相關

參考文獻、現場勘查及場址附近環境現況及補充調查資料，並進行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限制調查，儘可能建立完整之環境資料庫，

並進行彙整、歸納及分析作業。 

二、環境背景現況調查：依據行政院環保署頒訂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所訂之項目、頻率及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中之要求，勘選適當地

點進行河川水質、地下水質、土壤、生態、交通流量及文化遺址等

實地監測與調查，完成環境品質現況之評定。 

三、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預備調查工作：依照上述調查成果，規劃後

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預備調查工作，以利與民眾溝通說明。 

3.2 環境現況資料蒐集分析 

背景資料之蒐集分析係參考「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所

列之可能來源（如表 3.2-1）進行環境背景資料之蒐集作業。此外，對

於資料數據品質及可用性之確定亦為相當重要之一環，對本計畫所蒐集

到相關開發計畫之各項調查結果，其數據也可能因觀察地點、採樣及檢

驗方法、時間、頻率等而有所出入，故將來需進一步對資料之可靠度與

代表性做一確認後再加以引用，以維持本計畫對數據資料及評估基準之

準確性。執行時工作團隊業蒐集現有之各項監測資料，並納入彙整、分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 

3-2 

析及評估，以建立本計畫更充分詳實之環境背景資料。 

 

圖 3.1-1 整體計畫工作流程圖 

表 3.2-1  本計畫環境背景資料來源一覽表 

類別 資料來源 

空氣品質 環保署、臺中市環保局、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監測計畫 

水文及水質 
環保署、中央氣象局、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中部科學園區后里
園區監測計畫 

生態類 農業委員會、野鳥學會、中央研究院 

文化資產 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監測計畫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所列之各種敏感區位調查

表，初步研判本計畫區應屬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灌溉用水取

水口上游」、「文化資產保存區」、「區域排水範圍」、「地質構造不穩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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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及「水污染管制區」等敏感區位之範圍，本計畫已準備

各式基本圖示(詳細標示計畫位置及範圍)，並正式發函至各主管機關進

行查詢，而函覆結果未來將可納入後續二階環評書件；如開發沿線位於

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或其他限制條件時，則將進一步研擬可能因應

對策或替代方案。 

3.3 環境監測調查作業 

工作團隊已將原方案及替代方案調查點位進行比對(詳 2.2 節說明)，

並瞭解前期環說階段所發現之環境敏感狀況；經由現地勘查並整合前期

成果、過去各類環境影響評估計畫之經驗，分析本計畫之背景、內容及

依據環評作業準則規定，並參考及研判各項既有或可得資料後，針對河

川水質、地下水質、土壤、陸域生態、水域生態、交通流量及考古遺址

等監測之頻率及站次進行補充調查。有關本計畫之環境背景調查作業內

容詳表 3.3-1 及圖 3.3-1，選點佈設原則說明詳表 3.3-2。後續 3.3.1~5 節

為說明各種監測類別之檢驗方法。 

 

圖 3.3-1  本計畫環境背景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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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本計畫環境背景調查作業說明表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地點 站數*頻率  備註 

地面 

水質 

水溫、pH 值、溶氧量、生化需
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
比導電度、硝酸鹽氮、氨氮、
總磷、大腸桿菌群、總有機碳、
油脂 

1.后豐大橋 

2.大甲溪花樑鋼橋 
2 站*3 次 

每次間
隔 1 個月
為原則 

地下 

水質 

水溫、pH 值、生化需氧量、硫
酸鹽、硝酸鹽、氨氮、比導電
度、氯鹽、鐵、錳、懸浮固體、
大腸桿菌群、總有機碳、油脂、
水位 

1.廣福社區 

2.角潭路二段 

3.豐原區埤頭社區 

3 站*2 次 

每次間
隔 1 個月
為原則 

土壤 
pH、銅、汞、鉛、鋅、砷、鎘、
鎳、鉻 

1.萬順一街 70 巷 

2.角潭路二段 

3.內埔圳導水隧道附近 

3 站*1 次  

生態 

1.陸域生態﹕植、動物之種
類、數量、歧異度、分布、優
勢種、保育種、珍貴稀有種。 

2.水域生態﹕植、動物之種
類、數量、歧異度、分布、優
勢種、保育種、珍貴稀有種 

陸域：沿線兩側 1000 公尺
範圍 

水域：后豐大橋、大甲溪
花樑鋼橋、埤豐大橋 

2 季次  

交通 
車輛類型、數目、流量、道路、
延滯、服務水準等） 

1.石岡壩入口 

2.萬順一街 70 巷 

3.角潭路二段 

4.后科路一段 

5.后科路二段 

6.東豐鐵馬道（腳踏車） 

6 站*2 次 

每次均

含假日
及平日 

文化 

古蹟、遺址、古物、歷史建築、
聚落、文化景觀、民俗及有關
文物、特殊建築物（含歷史性、
紀念性建築物）、紀念物、其他
具有保存價值之建築物暨其周
邊景物 

沿線 500 公尺範圍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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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本計畫環境背景調查點位選點佈設原則說明表 

調查點位 現場照片 調查類別 選點理由說明 

石岡壩入口 

(豐勢路) 

 

交通流量 

未來大甲溪輸水路替

代方案施工起點，目

前遍布腳踏車租車店

面，假日人潮擁擠，

為施工期重要關注點 

東豐鐵馬道 

 

交通流量 

未來大甲溪輸水路替

代方案初期路線將埋

設於鐵馬道下方，本

道路雖非一般車輛使

用，惟假日使用量為

未來影響之背景參考

及評估資料 

豐原區 

埤頭社區 

 

地下水質 

為大甲溪輸水路替代

方案最接近之敏感

點，亦為環說階段地

下水質調查點 

埤豐大橋 

 

水域生態 

環說背景調查時曾發

現珍貴稀有保育類埔

里中華爬岩鰍，因此

有必要調查目前之棲

息生態變化 

萬順一街 

70 巷 

 

交通流量 

土壤 

管線自東豐鐵馬道通

過行水區切入路之

處，附近多為農地，

宜建立土壤背景，且

未來施工期間將影響

本路段交通 

大甲溪 

花樑鋼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為大甲溪輸水路替代

方案輸水橋上游，需

建立現況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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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本計畫環境背景調查點位選點佈設原則說明表(續) 

調查點位 現場照片 調查類別 選點理由說明 

角潭路二段 

 

地下水質 

交通流量 

土壤 

位於葫蘆墩圳路旁，

附近除農地外，亦有

多家小型工廠，宜建

立土壤、地下水質背

景，未來施工期間將

影響本路段交通 

后豐大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為大甲溪輸水路替代

方案輸水橋下游，需

建立現況背景資料 

內埔圳 

導水隧道 

附近 

 

土壤 

為大甲溪輸水路替代

方案輸水橋北岸，西

側為正隆紙廠，東側

為軍營及貨運公司停

車場，亦有小型廠房

存在，需建立現況背

景資料 

后科路一段 

后科路二段 

 

交通流量 

緊鄰中科后里園區七

星基地，為中科重要

聯絡道路，環說階段

時尚無本條道路，需

建立現況背景資料 

廣福社區 

 

地下水質 

為大甲溪輸水路替代

方案北端敏感點，環

說階段未調查本項，

需建立現況背景資料 

沿線兩側 

500~1000 

公尺 

 

陸域生態 

文化 

依據環評作業準則及

技術規範，調查本計

畫施工路線沿線兩側

1000公尺(生態)及 500

公尺(文化)內之現有

生態系統或可能之文

化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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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水質調查 

一、地面水質 

本計畫調查之目的在於瞭解計畫區域之水質背景現況，以助

於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對開發區域上、下游之水體水質影響，各

分項監測方法如下。 

調查項目 檢測方法 調查項目 檢測方法 

水溫 NIEA W217 比導電度 NIEA W203 

pH NIEA W424 硝酸鹽氮 NIEA W415 

溶氧 NIEA W455 氨氮 NIEA W448 

生化需氧量 NIEA W510 總磷 NIEA W427 

化學需氧量 NIEA W515 大腸桿菌群 NIEA E202 

懸浮固體 NIEA W210 油脂 NIEA W505 

二、地下水質 

本項調查之目的係在暸解計畫區域內之地下水質現況，以評估

本計畫施工行為對地下水質之影響，俾便提供各項必要改善措施之

參考；各分項監測方法如下。 

調查項目 檢測方法 調查項目 檢測方法 

水溫 NIEA W217 鐵 NIEA W311 

pH NIEA W424 錳 NIEA W311 

生化需氧量 NIEA W510 懸浮固體 NIEA W210 

硫酸鹽 NIEA W415 氯鹽 NIEA W415 

硝酸鹽 NIEA W415 大腸桿菌群 NIEA E202 

氨氮 NIEA W448 總菌落數 NIEA E203 

比導電度 NIEA W203 ─ ─ 

3.3.2 土壤調查 

本項調查之目的係在暸解計畫區域內土壤狀況，瞭解施工及營

運期間對土壤之影響，調查方式如下所述。 

調查項目 檢測方法 調查項目 檢測方法 

pH NIEA S410 砷 NIEA S310 

汞 NIEA M318 鎘、鉻、銅、鎳、鉛、鋅 NIEA S321/NIEA M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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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生態調查 

一、陸域生態 

本計畫對生態之評估工作，主要在考量計畫區域影響範圍之陸

域環境及承受水體之上、中及下游，依據環評作業各項法規及技術

規範要求進行調查，調查方式如下所述。 

(一)植物 

先以步行調查方式，勘查全區植群型種類，再於植群型內

各設置數個 10×10 平方公尺樣區，且沿路進行調查及採集，並

記錄各樣區內植物之種類、覆蓋度、生長高度與群居性，草生

地低於 1 公尺以下之草本植物，則調查其組成及覆蓋度，以建

立全區之植物名錄，最後列出調查區內植物種類歸隸特性統計

結果。 

(二)鳥類 

調查法(Transect Line Survey)，針對不同植被環境和土地利

用方式逢機選擇穿越。在目視可及的範圍內，以雙筒望遠鏡及

高倍率單筒望遠鏡記錄所有之鳥種。數量計算部份，注意該鳥

類其活動位置與行進方向，以避免對同一隻個體重複記錄。 

(三)哺乳類 

哺乳類的監測方式採痕跡調查法及陷阱調查法，採痕跡調

查法調查路徑為調查範圍內可及路徑，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

所經航跡，包括足跡、排遺、食痕、掘痕、窩穴、殘骸等跡相，

據此判斷種類並估計其相對數量。 

(四)兩棲類 

兩棲類調查以目視法為主，搜尋個體、卵泡、幼體，並搭

配徒手翻找水域附近較潮濕之覆蓋物及傾聽兩棲類鳴叫聲，調

查地點則選定各類棲地環境，沿著穿越道路、樹林林徑，並以

水域環境為重點調查地點，計算所見的兩棲類動物種類數量。 

(五)爬蟲類 

利用穿越線或沿線調查法，沿著穿越道路、森林林徑，盡

量深入兩側調查直到無法前進，進行目視調查及翻找洞穴、石

塊、落葉堆等覆蓋物，計算路線兩旁所見爬蟲類動物種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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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蝴蝶類 

蝴蝶類的監測方式採沿線調查法，調查路徑為調查範圍內

可及路徑，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跡，沿著穿越道路、

樹林林徑，盡量深入兩側調查直到無法前進。 

(七)石虎分布調查 

石虎為夜行性動物，單獨活動，白天則棲居於樹洞、大樹

根之洞穴或岩洞中，隱蔽性高，不易發覺其蹤跡，其活動範圍

約為 4 至 6 平方公里，一般穿越線調查不易發現，故必須採用

紅外線照相機進行調查，紅外線照相機具備工作時數長、影像

資料可受檢驗、對動物干擾較低、能了解該區中大型哺乳類與

走禽類生物資源現況等優點。本替代方案輸水專管預定行經路

線，可能位於石虎分布範圍內，施工過程有可能對於石虎造成

影響。因此規劃於沿線淺山地區，增加以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調

查石虎分布狀況之測點(共 4 測點，如圖 3.3-2 所示)，以了解本

計畫開發區域是否有石虎在此活動蹤跡，以利規劃後續開發保

育對策。 

 

圖 3.3-2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設備設置位置 

相機1

相機2

相機3

相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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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域生態 

(一)魚類 

依據該水域之特性，選取適當的採樣方式（例如流刺網、

電魚法）進行魚類的採樣。所有捕獲魚類除計數外，均以數位

相機拍照背、腹側面特徵後當場釋放，調查結果分析生物相之

組成與分布，並進行歧異度分析。而魚類的分類主要參考國內

外重要的文獻及圖鑑。 

(二)底棲生物 

蝦、蟹、螺、貝等無脊椎生物以徒手採集法或蝦籠誘捕法，

採當場鑑定記錄、以數位相機拍照分類特徵或加以收集後以 5%

之甲醛固定，攜回實驗室以顯微鏡觀察鑑定及計數。其他生物

則以目視記錄和篩網採集過濾底泥為主。 

(三)水生昆蟲 

於各監測樣區以蘇伯氏定面積水網採取河川底棲性且肉眼

可見的水生昆蟲，其大小能以 30 號標準篩（網孔大小為 0.595mm）

篩獲者。 

(四)蜻蜓類 

依據邵廣昭等於 2008 年主編之「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

錄」、汪良仲於 2000 年所著之「台灣的蜻蛉」及農委會於 2009

年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進行調查及分析。蜻蜓之採

集，以目視及捕蟲網捕捉，並輔以 10×25 雙筒望遠鏡輔助觀察，

進行種類辨識。 

(五)浮游性動植物 

浮游性植物以中型水桶於監測樣區河流沿岸，各採取 1 公

升水樣，並於當日加入 1 毫升 Lugol’s solution 固定保存析；浮

游性動物：以中型水桶在各監測樣區河流沿岸，各採取 5 公升

水樣，經孔徑 55μm 浮游生物採集網加以過濾濃縮，倒入裝有

0.3%麻醉劑的採集瓶中。 

3.3.4 交通流量 

本項調查之目的在了解本計畫附近地區聯外道路之背景車流量，以

評估本計畫開發對當地交通流量之影響及其對道路服務品質之影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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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調查項目包括道路現況、車輛類型及流量及道路服務水準，路段交

通流量調查(路段雙向車輛類型及數量)採用「長時間數位錄影/人工判讀

調查法」進行交通量及車種組成監測，再以交通量及道路幾何特性之監

測結果，依據交通部「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推算各路段服務水準。

錄影期間亦配置人力留守現場巡迴查看以確保設備正常運作及錄影成

果完整，必要時可隨時處理突發狀況。 

3.3.5 文化資產 

根據所蒐集之文獻資料、外業調查結果及開發計畫內容，分析、預

測現階段工程規劃方案對文化資產可能產生之影響或衝擊，調查方式如

下所述。 

一、文獻研究及資料查考 

蒐集整理文獻中位於工作範圍內之各類型文化資產資料及計

畫地區之區域發展史，並把所發現之歷史古蹟、建築、聚落及遺址

之地點或涵蓋範圍標註於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圖上。 

二、現地田野考古蒐集 

(一)考古學田野地表調查 

以徒步方式進行現場地表調查，以確認現地是否有出現早

期文化遺物之可能。一旦發現遺跡、遺物時，則進行各種田野

考古記錄，包括測繪記錄、照相、地圖定位、遺物之採集等工

作，必要時以採土器鑽取地層下方土壤，進行研判。 

(二)民族學田野工作 

走訪當地耆老，記錄各項遺跡之口傳歷史，並配合文獻檢

索，進行現地調查及採集相關標本。 

(三)田野史料調查採訪 

以現地調查及耆老訪問之方式進行，調查並記錄區域內之

廟宇、古老民宅、古墓葬或其他類型之古建築物，並記錄口傳

開發史。 



 

 

 

 

 

第四章   調查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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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分析 

本章係針對本開發行為附近環境之物理及化學環境、生態環境、交

通、文化等環境現況及環境敏感區位進行調查、資料蒐集與彙整，並進

行必要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4.1 地面水質 

為實際了解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路線所跨越之大甲溪河段地面水

質背景現況，有助於評估施工期間對開發區域上、下游之水體水質影響，

本計畫於路線上、下游之大甲溪花樑鋼橋及后豐大橋進行調查，其結果

整理如表 4.1-1 所示。 

依據 105 年 1 月 30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水區、水

體分類』公告說明表」，大甲溪自石岡壩至出海口屬丙類水體之河段。

經調查結果顯示，105 年 9 月 20 日之水質較差，兩測站之溶氧、大腸

桿菌群均超過丙類水體水質標準。由於 9 月 17~18 日間有少量降雨(9

月 16~19 日開發區附近及上游降雨量如圖 4.1-2)，惟上游雨量小，前後

日則為無雨，故應為附近地表逕流注入所造成。另大甲溪花樑鋼橋之大

腸桿菌群兩次調查皆超過丙類水體水質標準，且此測點污染物三次調查

皆普遍高於下游后豐大橋測點，應為本區域為后豐鐵馬道周邊，人為活

動明顯所造成。經將成果經河川污染程度分類進行試算(RPI)(試算分類

如表 4.1-2)，本計畫河段河川污染指標屬未(稍)受至輕度污染等級。 

 

圖 4.1-1 採樣日前降雨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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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計畫河川水質背景調查成果表 

測站/日期 

項目(單位) 

后豐大橋 大甲溪花樑鋼橋 丙類水體

分類水質

標準 105.9.20 105.10.27 105.12.15 105.9.20 105.10.27 105.12.15 

pH 8.0 8.5  8.3 8.0  8.3  8.3  6.0－9.0 

水溫(℃) 23.1 23.6  18.2 23.8  23.9  18.4  － 

溶氧(mg/L) 4.3 8.0  9.0 4.4 8.1  8.9  >4.5 

導電度(μmho/cm) 251 230  249 226  221  245  －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3.0104 2.0102 1.4103 2.0104 1.9104 2.0103 <10,000 

生化需氧量(mg/L) 2.7 1.2 1.8  2.1  1.5  1.5  <4 

硝酸鹽氮(mg/L) 1.21 1.01  1.19  1.25  1.00  1.23  － 

懸浮固體(mg/L) 19.3 11.5  26.0  20.1  13.1  36.0  <40 

氨氮(mg/L) 0.08 0.09  0.17  0.06  0.06  0.15  <0.3 

總磷(mg/L) 0.055 0.035  0.057  0.058  0.034  0.057  － 

化學需氧量(mg/L) 8.5 2.8  3.8  6.5  3.2  4.8  － 

總有機碳(mg/L) 1.5 0.7  0.8  1.6  0.8  1.6  － 

油脂(mg/L) 1.3 1.1  1.7  1.4  1.2  1.4  － 

河川污染指數(RPI 值) 2.25 1.00 1.50 2.75 1.00 1.50 － 

河川污染程度 
輕度 

污染 

未(稍)受 

污染 

未(稍)受 

污染 

輕度 

污染 

未(稍)受 

污染 

未(稍)受 

污染 
－ 

註：採樣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採樣作業指引」規定。 

 

表 4.1-2  河川污染程度分類表（RPI） 

水質項目 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DO) mg/L DO≧6.5 6.5＞DO≧4.6 4.5≧DO≧2.0 DO＜ 2.0 

生化需氧量(BOD5) 
mg/L 

BOD5≦3.0 3.0＜BOD5≦4.9 5.0≦BOD5≦15.0 BOD5＞15.0 

懸浮固體(SS) mg/L SS≦20.0 20.0＜SS≦49.9 50.0≦SS≦100 SS＞100 

氨氮(NH3-N) mg/L NH3-N≦0.50 0.50＜NH3-N≦0.99 
1.00≦NH3-N≦

3.00 
NH3-N＞3.00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標積分值(S) S≦2.0 2.0＜S≦3.0 3.1＜S≦6.0 S＞6.0 

註：表內之積分數為溶氧、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及氨氮點數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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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下水質 

為實際了解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路線附近地下水體狀況，本計畫於

廣福社區、角潭路二段(附近農地)、埤頭社區等 3 處地下水井進行兩次

水質監測，結果整理如表 4.2-1 所示。計畫路線附近水井之測值均符合

第二類地下水監測及管制標準，無受到污染之情形。 

表 4.2-1 本計畫地下水質背景調查成果表 

測站 日期 

項目 

(單位) 

廣福社區 角潭路二段 埤頭社區 地下水

污染 

監測 

標準 

地下水

污染 

管制 

標準 
105.10.27 105.12.15 105.10.27 105.12.15 105.10.27 105.12.15 

pH 8.0  7.8  7.3  7.6  7.1  7.1  - - 

水溫 

(℃) 
26.2  18.7  26.5  20.1  27.4  19.4  - - 

導電度 

(μmho/cm) 
344  346  260  284  650  529  - - 

大腸桿菌 

(CFU/100mL) 
<10 1.4103 <10 1.3103 <10 7.5102 - - 

生化需氧量 

(mg/L) 
1.0  2.3  0.8  2.1  1.2  2.2  - - 

硝酸鹽 

(mg/L) 
2.17  1.51  3.10  0.16  45.4  34.4  - <100 

硫酸鹽 

(mg/L) 
64.3  68.2  27.7  45.0  81.2  49.0  <625 - 

氯鹽 

(mg/L) 
2.20  2.62  2.37  3.33  18.7  12.4  <625 - 

懸浮固體 

(mg/L) 
N.D. N.D. N.D. N.D. 27.8  N.D. - - 

氨氮 

(mg/L) 
0.10  0.10  0.10  0.06  0.13  0.07  <0.25 - 

總有機碳 

(mg/L) 
0.6  0.7  0.6  2.1  1.3  0.5  <10 - 

鐵 

(mg/L) 
N.D. 0.057  N.D. 0.029  0.08  0.035  <1.5 - 

錳 

(mg/L) 
N.D. 0.005  N.D. 0.021  0.02  0.006  <0.25 - 

油脂 

(mg/L) 
1.5  1.5  1.2  2.1  1.7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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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路線地下水流向方面，參考「台中盆地地下

水資源利用調查評估成果(1/3)(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8 年 12

月)」，台中盆地地下水區範圍主要以地質構造及地形稜線劃分，東側以

車籠埔斷層為界，西側沿大肚山台地及八卦山台地之稜線為界，而北側

則以屯子腳斷層為邊界。台中盆地地下水區主要的補注水源包括河道補

注、降雨及水稻田入滲。地下水之流向主要由盆地周緣之大甲溪、烏溪

及貓羅溪，向大肚山脈及八卦山脈間之隘口，也就是烏溪出台中盆地出

口位置流動。地下水水位等值圖如圖 4.2-1 所示。針對本計畫區域之地

下水特性，說明如后： 

 
資料來源：「台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用調查評估成果(1/3)」。 

圖 4.2-1 台中盆地地下水等水位圖(民國 97 年) 

 

一、台中盆地北盆地之地下水流動係由大甲溪河道入滲後向南流動。 

二、大甲溪北側后里台地南側沖積層之地下水，其流向係沿著崁子腳斷

層向西南方向流動，越過大甲溪受地質構造之影響轉向南南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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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南流入台中盆地。 

另參考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環境監測成果，后里地區地下水流向

大至由東北向西南流動，與上述水規所報告說明一致，如圖 4.2-2 所示。 

 

圖 4.2-2 中科后里園區附近地下水等水位圖(民國 105 年) 

 

4.3 交通流量 

為能了解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路線周邊之主要道路交通特性現況，

並掌握交通量資料，以利未來之交通影響預測評估，本計畫已完成平、

假日之交通量調查及道路服務水準分析，茲說明如後。 

一、交通特性調查分析 

本計畫已於 105 年 10 月 23~24 日及 11 月 25~26 日，進行假

日及平日各 24 小時之交通量調查。受測路段係以大甲溪左岸輸水

專管路線附近各主要道路為施測對象，計有后科路一段、后科路

二段、豐勢路、角潭路二段及萬順一街等路段，共 5 處測站，調

查項目為實地量測及記錄受測路段之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特

種車等四種車輛數，其流量統計如表 4.3-1。 

調查結果顯示各測站車輛組成皆以小型車及機車為主。另由

於豐勢路為當地居民平常利用之道路，亦為連接豐原區及東勢區

之聯絡道路，因此無論平日與假日，其車流量均較其他路段高，

單向車流量可達 5,000 輛以上；后科路一段與后科路二段部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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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車輛組成主要以小型車與機車為主，因西側鄰近后里園區，

因此有記錄到大型車與特種車等車種，進一步分析車流量，兩路

段均以平日為高，推測平假日車流差異可能為園區之車流影響；

角潭路二段與萬順一街則屬當地居民所利用之區域性道路，因此

平日及假日之雙向車流量不大，亦無明顯差異。 

表 4.3-1 本計畫交通流量統計表 

測站 調查時間 方向 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合計 

后科路 

一段 

105.10.24 

（平日） 

往北 508 1,269 122 47 1,946 

往南 614 1,259 170 65 2,108 

105.10.23 

（假日） 

往北 421 1,162 18 8 1,609 

往南 399 1,112 40 13 1,564 

105.11.25 

（平日） 

往北 471 1,321 76 44 1,912 

往南 593 1,353 103 78 2,127 

105.11.26 

（假日） 

往北 355 1,094 58 28 1,535 

往南 360 1,143 71 37 1,611 

后科路 

二段 

105.10.24 

（平日） 

往北 231 638 34 25 928 

往南 332 655 47 24 1,058 

105.10.23 

（假日） 

往北 222 521 5 3 751 

往南 260 541 21 5 827 

105.11.25 

（平日） 

往北 202 665 49 22 938 

往南 265 659 43 38 1,005 

105.11.26 

（假日） 

往北 132 535 32 23 722 

往南 185 586 25 17 813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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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本計畫交通流量統計表(續) 

測站 調查時間 方向 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合計 

豐勢路 

105.10.24 

（平日） 

往東 1,619 4,039 318 4 5,980 

往西 1,824 3,424 313 10 5,571 

105.10.23 

（假日） 

往東 1,290 4,728 286 3 6,307 

往西 1,745 4,629 290 1 6,665 

105.11.25 

（平日） 

往東 1,657 4,238 333 5 6,233 

往西 1,774 3,597 361 7 5,739 

105.11.26 

（假日） 

往東 1,127 4,530 272 12 5,941 

往西 1,435 4,160 275 12 5,882 

角潭路二段 

105.10.24 

（平日） 

往東 89 40 0 0 129 

往西 106 50 0 0 156 

105.10.23 

（假日） 

往東 94 48 0 0 142 

往西 200 74 1 0 275 

105.11.25 

（平日） 

往東 111 66 5 0 182 

往西 108 83 6 1 198 

105.11.26 

（假日） 

往東 85 36 0 0 121 

往西 94 41 3 0 138 

萬順一街 

105.10.24 

（平日） 

往東 89 46 0 0 135 

往西 73 55 0 0 128 

105.10.23 

（假日） 

往東 104 42 0 0 146 

往西 104 94 0 0 198 

105.11.25 

（平日） 

往東 83 43 1 0 127 

往西 66 60 1 0 127 

105.11.26 

（假日） 

往東 55 67 0 0 122 

往西 59 68 0 0 127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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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系統容量及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評估道路系統服務品質之優劣，可藉由服務水準高低加以衡

量，一般評估道路服務水準之指標常以道路交通流量（V）與道路

服務容量（C）之比值（V/C）為指標，其中道路交通流量即指單

位時間內該道路通過之車流量；道路服務容量乃指在現有道路及

交通情況下，單位時間內該道路可容許之最大車流量，可由該道

路車道數、等級、所在區域及路基寬等特性，得知其設計基本容

量。在道路系統容量方面，係參考「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進行估算，考慮多車道公路之快車道寬度、車道數、橫向淨距、

車種調整因素及環境調整因素等各項影響因素，其中后科路一段

與后科路二段採多車道郊區公路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進行評估，

而豐勢路、角潭路二段及萬順一街等路段採雙車道郊區公路服務

水準等級劃分標準進行評估，道路服務水準劃分為 A、B、C、D、

E 及 F 等 6 等級(如表 4.3-2)，各路段現況服務水準，如表 4.3-3。 

表 4.3-2 道路服務水準換算表 

V/C 上限 

服務水準 雙車道路段禁止 

超車區段 0% 
多車道郊區 

V/C<0.15 V/C<0.37 A 

0.15≦V/C＜0.27 0.38≦V/C＜0.62 B 

0.28≦V/C＜0.43 0.63≦V/C＜0.79 C 

0.44≦V/C＜0.64 0.80≦V/C＜0.91 D 

0.65≦V/C＜1.00 0.92≦V/C＜1.00 E 

－ >1.00 F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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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本計畫交通流量尖峰時段服務水準統計表 

測站 調查時間 方向 
尖峰小時V 

(P.C.U./H) 

路段容量C 

(P.C.U./H) 
V/C 服務水準 

后科路 
一段 

105.10.24 

（平日） 

往北 166.7 3,836 0.04 A 

往南 216.6 3,795 0.06 A 

105.10.23 

（假日） 

往北 122.4 3,893 0.03 A 

往南 150.9 3,874 0.04 A 

105.11.25 

（平日） 

往北 178.8 3,859 0.05 A 

往南 255.2 3846 0.07 A 

105.11.26 

（假日） 

往北 107.1 3843 0.03 A 

往南 132.2 3906 0.03 A 

后科路 

二段 

105.10.24 

（平日） 

往北 100.8 3,839 0.03 A 

往南 111.5 3,823 0.03 A 

105.10.23 

（假日） 

往北 61.4 3,888 0.02 A 

往南 61.2 3,862 0.02 A 

105.11.25 

（平日） 

往北 119.2 3,909 0.03 A 

往南 141.7 3857 0.04 A 

105.11.26 

（假日） 

往北 63.0 3887 0.02 A 

往南 62.6 3912 0.02 A 

豐勢路 

105.10.24 

（平日） 
雙向 1,110 3,503 0.32 C 

105.10.23 

（假日） 
雙向 963.5 3,503 0.28 C 

105.11.25 

（平日） 
雙向 1,088 3,503 0.31 C 

105.11.26 

（假日） 
雙向 827.0 3,503 0.24 B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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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本計畫交通流量尖峰時段服務水準統計表(續) 

測站 調查時間 方向 
尖峰小時V 

(P.C.U./H) 

路段容量C 

(P.C.U./H) 
V/C 服務水準 

角潭路二

段 

105.10.24 

（平日） 
雙向 31.0 2,137 0.01 A 

105.10.23 

（假日） 
雙向 36.5 2,137 0.02 A 

105.11.25 

（平日） 
雙向 32.5 2,137 0.02 A 

105.11.26 

（假日） 
雙向 19.5 2,137 0.01 A 

萬順一街 

105.10.24 

（平日） 
雙向 25.5 1,895 0.01 A 

105.10.23 

（假日） 
雙向 35.0 1,895 0.02 A 

105.11.25 

（平日） 
雙向 31.0 1,895 0.02 A 

105.11.26 

（假日） 
雙向 19.0 1,895 0.01 A 

經本計畫統計、彙整及分析交通量現況調查結果，除豐勢路

交通流量尖峰時段服務水準多屬 C 級

外，其餘路段均屬 A 級，由於豐勢路為

當地居民常利用之道路，因屬雙向雙車

道，路幅較小且加上所調查車流量大，

因而造成服務水準相較其他路段差。 

三、腳踏車流量調查分析 

未來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路線施工起點位於石岡壩左岸第一

取水口區域，延鄰旁東豐鐵馬道埋設，後續切入產業道路至水管

橋，跨越大甲溪後至台糖后里農場之配水預定地。由於輸水專管

將埋設於東豐鐵馬道下方，為瞭解施工可能對休閒民眾之衝擊影

響，故先針對東豐鐵馬道平假日之腳踏車數量進行調查，調查結

果如表 4.3-4~4.3-5 所示。 

因東豐鐵馬道是全臺第一條由廢棄鐵道改建而成的自行車專

用道，沿途風光明媚，由於沒有汽、機車輛等影響，因此假日常

常 

豐勢路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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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東豐鐵馬道平日腳踏車流量調查統計表 

車行方向 

 

 

 

時間及車流量   

日期 10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10 月 24 日 11 月 25 日 

00:00～01:00 1  0  0 0  

01:00～02:00 1  0  0  0  

02:00～03:00 1  0  0  0  

03:00～04:00 1  0  1  0  

04:00～05:00 4  0  6  9  

05:00～06:00 8  0  19 7  

06:00～07:00 21  11  18  19  

07:00～08:00 29  21  19  19  

08:00～09:00 16  24  19  20  

09:00～10:00 30  63  20  86  

10:00～11:00 29  80  66  138  

11:00～12:00 45  79  72  76  

12:00～13:00 48  38  48  71  

13:00～14:00 63  69  51  62  

14:00～15:00 74  148  87  104  

15:00～16:00 101  175  92  165  

16:00～17:00 138  194  105 159  

17:00～18:00 99  91  46  38  

18:00～19:00 15  6  18  9  

19:00～20:00 8 8  8  9  

20:00～21:00 8 5  7  2  

21:00～22:00 11  2  4  2  

22:00～23:00 2 1  4  2  

23:00～24:00 1 1  0  1  

總計 754  1,016  710  998  

 

往豐原

東豐鐵馬道

石岡壩

入口

東豐鐵馬道

往東勢

石岡壩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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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東豐鐵馬道假日腳踏車流量調查統計表 

車行方向 

 

 

 

時間及車流量   

日期 10 月 23 日 11 月 26 日 10 月 23 日 11 月 26 日 

00:00～01:00 0 1  7  2  

01:00～02:00 7 0  1  0  

02:00～03:00 0 0  1  0  

03:00～04:00 0 0  0  0  

04:00～05:00 2 1  11  5  

05:00～06:00 8 6  31  8  

06:00～07:00 43  10  105  50  

07:00～08:00 64 47  134  55  

08:00～09:00 95 53  109  84  

09:00～10:00 112  71  258  185  

10:00～11:00 223  216  514  359  

11:00～12:00 358  215  638  366  

12:00～13:00 508  275  470  124  

13:00～14:00 525  165  492  107  

14:00～15:00 586  261  663  171  

15:00～16:00 736  216  761  225  

16:00～17:00 1,075  276  912  90  

17:00～18:00 977 62  261  18  

18:00～19:00 124 6  16  8  

19:00～20:00 16  6  12  3  

20:00～21:00 7  1  4  2  

21:00～22:00 5  1  14  2  

22:00～23:00 2  0  5  1  

23:00～24:00 1  1  2  1  

總計 5,474  1,890  5,421 1,866  

吸引許多民眾前往遊憩。經調查結果顯示，平日往返東勢或豐原

往豐原

東豐鐵馬道

石岡壩

入口

東豐鐵馬道

往東勢

石岡壩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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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之腳踏車輛差異不大，反之假日期間，腳踏車流量明顯高於

平日，由於東豐鐵馬道屬一封閉型自行車專用道，無論往豐原方

向或往東勢方向騎乘，大多數民眾多騎回原起點，因此兩方向所

調查之腳踏車輛數差異不大。 

4.4 陸域生態 

一、植物 

(一)植物種類及統計 

調查範圍內共發現植物 123 科 384 屬 495 種，其中 126

種喬木，86 種灌木，55 種藤木，228 種草本，13 種特有種，

234 種原生種，62 種歸化種，186 種栽培種(如表 4.4-1 所示)。

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46.1%)，而植物屬性以

原生物種最多(47.3%)。 

表 4.4-1 植物物種歸隸特性統計 

 

物種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計 

類
別 

科數 18 5 81 19 123 

屬數 24 10 266 84 384 

種數 31 13 354 97 495 

型
態 

喬木 1 11 103 11 126 

灌木 0 2 76 8 86 

藤本 0 0 50 5 55 

草本 30 0 125 73 228 

屬
性 

特有 0 2 8 3 13 

非特有原生 31 2 153 48 234 

歸化 0 0 55 7 62 

栽培 0 9 138 39 186 

 

(二)稀特有植物 

依據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錄，發現 1 種環評等級 3 的臺

灣肖楠，發現於調查範圍外，為人工栽植，依據臺灣維管束植

物紅皮書初評名錄則有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的竹柏及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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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Vulnerable, VU)的臺灣肖楠及蘇鐵，但均為人工栽培。另

發現 12 種特有種，分別為臺灣肖楠、臺灣五葉松、青楓、小

梗木薑子、香楠、山芙蓉、臺灣何首烏、水柳、臺灣欒樹、山

芋、桂竹及臺灣矢竹等，其中臺灣肖楠、臺灣五葉松、青楓及

臺灣欒樹為人工栽種的綠美化植物，其餘物種則散生於計畫範

圍外的樹林中。 

(三)植被類型及植物自然度 

經由現場調查後，基地外推 1000 公尺範圍植被大致可分

為次生林、人造林、草生灌叢、農耕地、溪流、裸露地及人工

建物等類型，植被及自然度分布如圖 4.4-1，各類植被概況及

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1.次生林(自然度 5) 

分布於基地外，周圍人為活動較為頻繁之山坡，主要

植被以干擾後自然演替之次生林為主，目前次生林中之上

下層次分明，上層木本以相思樹、血桐、野桐、山黃麻等

樹種為主，草本植物則以陽性物種居多。此類植被設立 4

處樣區分析喬灌木及地被植物如表 4.4-2 及表 4.4-3。 

2.人造林(自然度 3) 

分布於基地外，主要植被以干擾後人工栽植之物種，

因其栽植時間之長短不同，部分地區已有些許植物進駐，

如血桐、構樹、銀合歡等。底層植物多人為擾動。 

3.草生灌叢(自然度 2) 

分布於基地周圍，皆曾遭人為干擾，已無天然林存在，

現存主要植被以干擾後自然演替之陽性樹種，多為草本植

物及銀合歡，或少量的血桐、山黃麻、銀合歡等樹種為主。 

4.農耕地(自然度 2) 

該植被類型常見之作物為稻，農耕地周圍常見生長快

速的大花咸豐草、大黍等先驅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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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植被與自然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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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喬灌木植物樣區種類組成(依重要值大小排列) 

樣區 1 

中名 

密度 (stems/ m2 /10*10 m2) 底面積 

Basal Area 

(m2 /ha) 

百分比重要值 

IV100 
胸高直徑 dbh (cm) 

1-3 3-10 >10 All 

香楠 4 9 5 18 18.08  44.30  

白匏子 4 3 2 9 7.46  20.20  

相思樹 2 0 4 6 10.19  19.92  

血桐 0 3 2 5 4.37  11.50  

大葉桃花心木 2 1 0 3 0.35  4.09  

總和 12  16  13  41  40.46  100.00  

樣區 2 

中名 

密度 (stems/ m2 /10*10 m2) 底面積 

Basal Area 

(m2 /ha) 

百分比重要值 

IV100 
胸高直徑 dbh (cm) 

1-3 3-10 >10 All 

相思樹 0 1 6 7 9.48  33.77  

血桐 1 0 3 4 10.77  28.48  

野桐 1 0 1 2 5.89  15.10  

山黃麻 1 2 1 4 1.43  12.45  

鵝掌柴 2 0 1 3 1.57  10.20  

總和 5  3  12  20  29.13  100.00  

樣區 3 

中名 

密度 (stems/ m2 /10*10 m2) 底面積 

Basal Area 

(m2 /ha) 

百分比重要值 

IV100 
胸高直徑 dbh (cm) 

1-3 3-10 >10 All 

相思樹 0 0 4 4 17.96  26.94  

長梗紫麻 2 5 1 8 2.06  17.60  

山黃麻 1 0 2 3 12.77  19.45  

澀葉榕 0 0 4 4 5.49  13.57  

鵝掌柴 0 0 3 3 5.55  11.72  

血桐 1 1 1 3 2.39  8.33  

水冬瓜 0 1 0 1 0.44  2.39  

總和 4  7  15  26  46.67  100.00  

樣區 4 

中名 

密度 (stems/ m2 /10*10 m2) 底面積 

Basal Area 

(m2 /ha) 

百分比重要值 

IV100 
胸高直徑 dbh (cm) 

1-3 3-10 >10 All 

相思樹 0 0 2 2 10.29  25.56  

澀葉榕 0 5 2 7 3.01  20.84  

長梗紫麻 0 5 1 6 2.58  17.87  

山黃麻 0 1 2 3 5.04  16.72  

烏心石 1 0 2 3 2.88  12.23  

香楠 1 1 0 2 0.11  4.39  

大冇榕 0 1 0 1 0.14  2.38  

總和 2  13  9  24  24.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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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地被植物樣區種類組成表(依總覆蓋度大小排列) 

樣區 1 樣區 2 樣區 3 樣區 4 

中名 
覆蓋度 

% 
中名 

覆蓋度 

% 
中名 

覆蓋度 

% 
中名 

覆蓋度 

% 

臺灣矢竹 9.0 香澤蘭 26.0 風藤 15.0 姑婆芋 9.0 

五蕊油柑 8.0 野茼蒿 8.0 姑婆芋 8.0 風藤 8.0 

桔梗蘭 7.0 雞屎藤 8.0 觀音座蓮 8.0 海金沙 6.0 

風藤 6.0 一枝香 5.0 拎樹藤 5.0 臺灣鱗球花 4.0 

月桃 5.0 野莧菜 2.0 虎葛 4.0 蛇根草 4.0 

小毛蕨 4.0 冇骨消 2.0 臺灣鱗球花 3.0 熱帶鱗蓋蕨 3.0 

菝葜 4.0 散穗弓果黍 2.0 海金沙 3.0 橢圓線蕨 3.0 

九節木 3.0 糙莖菝葜 1.0 山蘇花 2.0 番仔藤 2.0 

雞屎藤 2.0 棕葉狗尾草 1.0 糙莖菝葜 2.0 雙面刺 1.0 

腎蕨 1.0 香楠 1.0 鵝掌柴 1.0 黑果馬皎兒 1.0 

芒萁 1.0   中國穿鞘花 1.0 冇骨消 1.0 

大花咸豐草 1.0   黑果馬皎兒 1.0 小花蔓澤蘭 1.0 

九節木 1.0   粗毛鱗蓋蕨 1.0 水冬瓜 1.0 

雞屎藤 1.0   九節木 1.0 番仔藤 1.0 

  
  

  
九節木 

1.0  

  
  

  
短角苦瓜 

1.0  

  
  

  
香楠 

1.0  

總和 53.00 總和 56.00 總和 55.00 總和 48.00 

 

5.河川水域(自然度 1) 

基地跨過大甲溪，水流經過之處無植被生長，兩岸植

被類型常見者為生長快速的禾本科植物。 

6.裸露地(自然度 0) 

多為人工整地後暫呈裸地狀態，後續依人為喜好不同

而有不同栽培植物。 

7.人工建物(自然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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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廠房、道路及空地等，為自然度最低之區域。本區

幾無植物覆蓋，所見皆為人為栽植之行道樹或園藝物種。 

 (四)樣區歧異度分析 

木本植物歧異度分析詳如表 4.4-4，樣區植被環境相當類

似，皆是以相思樹為主要組成之次生林地，歧異度屬中等。地

被植物歧異度分析詳如 4.4-5，以樣區 2 歧異度較低，樣區 2

因有優勢種故歧異度略低，而其餘樣區則尚稱豐富，且無單一

優勢種，因此樣區 1、3、4 之物種數及歧異度均較樣區 2 高。 

表 4.4-4  設立樣區之喬灌木植物物種歧異度 

樣區 種數(S) λ H' N1 N2 E5 

樣區1 5 0.28  1.42  4.15  3.54  0.81  

樣區2 5 0.24  1.53  4.60  4.26  0.90  

樣區3 7 0.18  1.81  6.12  5.45  0.87  

樣區4 7 0.18  1.81  6.12  5.45  0.87  
註：1.λ 為 Simpson 指數，ni/N 為機率，表示在一樣區內同時選出兩棵，其屬於同一種的機率是多少。其最大

值是 1，表示此樣區內只有一種。如果優勢度集中於少數種時，λ 值愈高。 

2.H'為 Shannon 指數，此指數受種數及個體數影響，種數愈多，種間的個體分布愈平均，則值愈高。 

3.N1 指數指示植物社會中具優勢的種數。 

4.N2 此指數指示植物社會中最具優勢的種數。 

5.E5 指數可以明顯的指示出植物社會組成的歧異程度。指數愈高，則組成愈歧異；反之，如果此社會只

有一種時，指數為 0。 

表 4.4-5  設立樣區之地被植物物種歧異度 

樣區 種數(S) λ H' N1 N2 E5 

樣區1 14 0.11 2.37 10.74 9.21 0.84 

樣區2 10 0.27 1.70 5.48 3.72 0.61 

樣區3 14 0.14  2.25  9.45  7.12  0.72  

樣區4 17 0.11  2.49  12.08  9.44  0.76  
註：1.λ 為 Simpson 指數，ni/N 為機率，表示在一樣區內同時選出兩棵，其屬於同一種的機率是多少。其最大

值是 1，表示此樣區內只有一種。如果優勢度集中於少數種時，λ 值愈高。 

2.H'為 Shannon 指數，此指數受種數及個體數影響，種數愈多，種間的個體分布愈平均，則值愈高。 

3.N1 指數指示植物社會中具優勢的種數。 

4.N2 此指數指示植物社會中最具優勢的種數。 

5.E5 指數可以明顯的指示出植物社會組成的歧異程度。指數愈高，則組成愈歧異；反之，如果此社會只

有一種時，指數為 0。 

 

(五)珍貴樹木 

依據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例，調查範圍內共發現 11 棵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 

4-19 

符合胸高直徑超過 80 公分之樹木，其中以計畫路線南側相距

近之 2 棵榕樹(223524 2685803  TWD97) 及 1 棵樟樹(222538  

2686090  TWD97) 有受影響之虞，該 2 棵榕樹及 1 棵樟樹距

離計畫路線僅有數公尺之距。 

8 棵為計畫路線北側之楓香(223999 , 2690025  TWD97)、

楝樹(223478 , 2690090  TWD97)、西南側 3 棵相距近的榕樹

(222664 , 2685771  TWD97) 、朴樹 (222276 , 2686009   

TWD97)、水柳(222266 , 2686020   TWD97)、樟樹(222278 , 

2686045  TWD97)，該 8 棵樹木距計畫路線較遠，並不會受

到影響，珍貴樹木分布圖詳見圖 4.4-2。 

二、陸域動物 

本計畫陸域動物之調查時間為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分屬

秋季及冬季。各類動物調查成果彙整如表 4.4-6，並分述如下： 

(一)種類組成及數量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哺乳類調查

共記錄到 4 科 7 種 101 隻次，其中第一次哺乳類調查共記錄到

4 科 7 種 59 隻次，第二次哺乳類調查共記錄到 4 科 6 種 42 隻

次(調查名錄詳附錄 2)，臭鼩及鼠科小獸類出現在基地及調查

範圍內之草生地及人工建築物周邊，蝙蝠科哺乳類則出現於各

類型棲地上空。本計畫調查 10 個台灣製松鼠籠陷阱、20 個薛

曼式鼠籠(Sherman’s trap)，各季皆經三個捕捉夜後，第一次共

捕獲 3 隻臭鼩、3 隻月鼠、2 隻小黃腹鼠、2 隻溝鼠，捕捉率

約為 11.11%，第二次共捕獲 2 隻臭鼩、1 隻小黃腹鼠、1 隻溝

鼠，捕捉率約為 4.44%。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鳥類調查共

記錄到 27 科 39 種 1657 隻次。第一次鳥類調查共記錄到 27

科 39 種 903 隻次，第二次鳥類調查共記錄 27 科 39 種 754 隻

次，(調查名錄詳附錄 2)。由於基地及調查範圍內之植被相多

屬人為開發環境，故所發現之鳥類多為適應人為干擾之物種。

調查紀錄顯示本區鳥類相主要由陸生性鳥類組成，水鳥有白腹

秧雞、紅冠水雞、翠鳥、白鶺鴒、小白鷺、夜鷺共計 6 種，主

要分布於河岸灘地、溝渠及農耕地周邊。所記錄到的鳥類均為

台灣西部平原、低海拔丘陵普遍常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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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珍貴樹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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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陸域動物調查成果彙整表 

動物 科 種 隻次 多樣性 均勻度 

哺乳類 4 7 101 1.22~1.45 0.68~0.74 

鳥類 27 39 1,657 2.87~2.89 0.78~0.79 

兩棲類 5 7 123 1.56~1.83 0.94~0.97 

爬蟲類 4 8 91 1.26~1.63 0.70~0.79 

蝴蝶 5 46 666 3.31~3.33 0.87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兩棲類調查

共記錄到 5 科 7 種 123 隻次，其中第一次兩棲類調查共記錄到

5 科 7 種 71 隻次，第二次兩棲類調查共記錄 4 科 5 種 52 隻次

(調查名錄詳附錄 2)。由於基地及調查範圍內多屬人為開發環

境，適合兩棲類動物棲息地如水域等環境並不多，因此所記錄

到的物種皆屬普遍常見物種。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爬蟲類調查

共記錄到 4 科 8 種 91 隻次，其中第一次爬蟲類調查共記錄到

4 科 8 種 56 隻次，第二次爬蟲類調查共記錄到 3 科 6 種 35 隻

次(調查名錄詳附錄 2)。基地及調查範圍內多屬人為開發環境，

適合爬蟲類動物的棲息地環境並不多且零散，因此所記錄到的

物種皆屬普遍常見物種。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蝶類調查共

記錄到 5 科 14 亞科 46 種 666 隻次，第一次蝶類調查共記錄 5

科 14 亞科 46 種 352 隻次，第二次蝶類調查共記錄 5 科 14 亞

科 46 種 314 隻次(調查名錄詳附錄 2)。由於調查範圍內缺乏食

草及蜜源植物，因此本區蝴蝶物種及數量不甚豐富，所發現之

物種均為台灣西部平原至低海拔丘陵普遍常見物種。 

(二)特有物種 

本計畫調查共發現台灣特有種動物7種(山家蝠、小彎嘴、

繡眼畫眉、五色鳥、盤古蟾蜍、面天樹蛙、斯文豪氏攀蜥)。

至於台灣特有亞種動物則有 16 種(赤腹松鼠、棕三趾鶉、黑枕

藍鶲、大卷尾、小雨燕、褐頭鷦鶯、頭烏線、竹雞、樹鵲、白

頭翁、白環鸚嘴鵯、紅嘴黑鵯、大冠鷲、鳳頭蒼鷹、粉紅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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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三)保育類物種 

本計畫調查共發現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2 種(大冠鷲、

鳳頭蒼鷹)及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2 種(龜殼花、紅尾

伯勞)。大冠鷲、鳳頭蒼鷹及紅尾伯勞主要分布於調查範圍內

之森林或開闊環境，龜殼花則被發現於草生棲地周邊。保育類

動物發現位置詳見圖 4.4-3~4.4-4。 

(四)優勢種群 

由調查結果看來，本區動物物種皆為平地及低海拔丘陵地

常見之普遍物種。以觀察、捕捉之結果看來，本區域優勢之地

棲哺乳類動物數量均少，並無明顯優勢種，而翼手目則以東亞

家蝠較多。鳥類之優勢族群依序為麻雀、白頭翁、綠繡眼、紅

嘴黑鵯，以上 4 種鳥類數量約佔本季調查總隻次的 49.21%，

以上鳥種分布廣泛，草生地、樹林、灌叢和人工建物附近都可

發現。兩棲類以黑眶蟾蜍數量較多，其隻次約佔本計畫調查總

隻次的 30.77%，而爬蟲類則以疣尾蝎虎之數量較多，其隻次

約佔本季調查總隻次的 54.29%。蝴蝶類則以白粉蝶及豆波灰

蝶為此處的優勢物種，以上 2 種佔總本計畫調查隻次約

26.75%。 

(五)鳥類遷徙屬性 

許多種鳥類兼具多重留鳥或候鳥族群，依據中華民國野鳥

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在 2017 年公佈的台灣鳥類名錄，取其中

最普遍的族群進行以下遷徙屬性分析。本計畫調查所發現之

39 種鳥類中，共有冬候鳥 2 種（紅尾伯勞、東方黃鶺鴒）、引

進種 3 種（白尾八哥、家八哥、野鴿）。由本次調查紀錄可得

知，本區調查範圍內之鳥類主要以留鳥族群所組成。 

(六)鳥類生態同功群 

以覓食時的棲地利用為分類依據，共分為 6 群，包括樹林

性陸禽 16 種、草原性陸禽 15 種，為主要生態同功群；空域飛

禽(持續於空中飛行覓食者)、水域高草游涉禽、水岸性陸禽及

水域泥岸游涉禽各 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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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保育類野生動物發現位置(1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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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保育類野生動物發現位置(1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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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調查結果 

本計畫 4 台相機架設位置見圖 3.3-2，相機有效工作時間

為 105 年 10 月 27 日至 106 年 4 月 28 日，合計總工作時數為

17,594.6 小時。 

本計畫紅外線相機調查，共記錄到哺乳類 3 種，包括赤腹

松鼠、刺鼠、野狗，鳥類則記錄到 1 種，為黑冠麻鷺，詳如表

4.4-7。OI 值可反映物種活動頻度或相對數量，拍攝到的哺乳

類有效照片數以野狗之 OI 值較高，顯示該物種在本區活動頻

度較高。 

表 4.4-7  每台紅外線相機記錄物種、有效照片數及每物種 OI 值 

相機編號 物種 有效照片數 OI 值 

1 號 
野狗 18 4.11  

赤腹松鼠 4 0.91  

2 號 

黑冠麻鷺 1 0.23 

野狗 5 1.14  

赤腹松鼠 2 0.45  

刺鼠 2 0.45  

3 號 

刺鼠 5 1.13  

赤腹松鼠 1 0.23  

黑冠麻鷺 1 0.23  

4 號 
野狗 9 2.04  

赤腹松鼠 2 0.45  
註： 

1.OI 值=(該相機每物種有效照片數量總和/該相機工作時數) × 1000，OI 值代表動物出現的頻度或相對數量。 

2.有效照片主要用以避免對同一個體重複計數，即半小時內同一拍攝物種除非可分辨維不同個體否則視為同一個體。如 2011/01/01 

12:00 拍攝山羌 1 隻，到 12:30 前若再拍到山羌，不論拍攝幾張照片除非可區別為不同個體，否則有效照片數則為 1 張。 

3.*註記為保育類物種。 

(八)多樣性與均勻度估算 

綜整本計畫之兩次調查成果，哺乳類多樣性指數

H’=1.22~1.45，均勻度指數 E=0.68~0.74。綜合上述指數分析，

多樣性指數中等，顯示當地哺乳類多樣性尚稱豐富，而均勻度

指數則屬中等，顯示此地哺乳類在有限的物種數中個體數分配

並不平均，優勢種略為明顯。 

綜整本計畫之兩次調查成果，由公式計算出本次鳥類多樣

性指數 H’=2.87~2.89，均勻度指數 E=0.78~0.79。綜合上述指

數分析，多樣性指數偏高，顯示當地鳥類多樣性豐富，而均勻

度指數則屬中等，顯示此地鳥類在有限的物種數中，優勢種略

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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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本計畫之兩次調查成果，由公式計算出本次兩棲類多

樣性指數 H’=1.56~1.83，均勻度指數 E=0.94~0.97。綜合上述

指數分析，多樣性指數中等偏高，顯示當地兩棲類多樣性尚稱

豐富，而均勻度指數則屬偏高，顯示此地兩棲類在有限的物種

數中個體數分配平均，優勢種不明顯。 

由公式計算出本次爬蟲類多樣性指數 H’=1.26~1.63，均勻

度指數 E=0.70~0.79。綜合上述指數分析，多樣性指數中等，

顯示當地爬蟲類多樣性尚稱豐富，而均勻度指數則屬中等，顯

示此地爬蟲類在有限的物種數中個體數分配並不平均，優勢種

略為明顯。 

由公式計算出本次蝶類多樣性指數 H’=3.31~3.33，均勻度

指數 E 均為 0.87。綜合上述指數分析，多樣性指數高，顯示

當地蝶類多樣性豐富，而均勻度指數則屬中等偏高，顯示此地

蝶類在有限的物種數中個體數分配尚稱平均，優勢種不明顯。 

三、水域生態 

(一)測站環境概況 

1.測站 1(下游) 

此測站位於豐原區及后里區交界的后豐大橋附近，為大

甲溪流域，兩側均鋪有水泥，堤岸高約 10 公尺，水量大、

水深深度約 30~100 公分，底質多以大小不等的石礫為主，

水質清澈。 

2.測站 2(中游) 

此測站位於豐原區及后里區交界的舊山線鐵道附近，為

大甲溪流域，兩岸側均鋪有水泥，堤岸高約 10 公尺，水量

多、深度無法測量，底質多以大型石塊為主，水質稍有混濁。 

3.測站 3(上游) 

此測站位於石岡壩下游埤豐橋，為大甲溪流域，兩岸側

均鋪有水泥，堤岸高約 10 公尺，水量較其他測站多、深度

無法測量，底質多以大型石塊為主，水質稍有混濁，環境與

測站 2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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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魚類 

1.物種組成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共發現魚

類 2 科 6 種 239 隻次，發現之物種均屬分布於臺灣西部溪流

之普遍、常見魚種。 

2.多樣性及均勻度計算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多樣性指

數依序介於 1.21~1.34、1.25~1.27、1.24~1.33。均勻度指數依

序介於 0.83~0.87、0.90~0.91、0.77~0.83。由以上結果顯示，

多樣性指數以測站 1 最高，表示此測站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

富程度最高且個體數在種間分配較為均勻，而均勻度指數各

測站皆屬中等偏高，表示各測站物種個體數分配屬均勻，無

明顯優勢種出現。 

3.稀特有物種及保育類 

本次調查結果，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共發現 4 種臺灣特

有種(臺灣石魚賓、高身小鰾鮈、粗首馬口鱲、明潭吻鰕虎)。 

(三)蝦蟹螺貝類 

1.物種組成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共發現蝦

蟹螺貝類 3 科 3 種 116 隻次，發現之物種均屬分布於臺灣西

部溪流之普遍常見物種。 

2.多樣性及均勻度計算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多樣性指

數依序介於 0.95~0.96、0.29~0.36、0.61~0.65。均勻度指數依

序介於 0.86~0.87、0.41~0.52、0.87~0.94。由以上結果顯示，

多樣性指數以測站 1 最高，表示此測站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

富程度最高且個體數在種間分配較為均勻，而均勻度指數測

站 2 最低，表示此測站物種個體數分配屬不均勻，有明顯優

勢種出現(粗糙沼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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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稀特有物種及保育類 

本計畫兩次調查結果，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及臺灣特有

種。 

(四)蜻蛉目成蟲 

1.物種組成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共發現蜻

蛉目成蟲 4 科 12 種 102 隻次，發現之物種均屬分布於臺灣

西部溪流之普遍常見物種。 

2.多樣性及均勻度計算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多樣性指

數依序介於 1.96~2.02、1.84~2.10、1.68~1.89。均勻度指數依

序介於 0.88~0.89、0.94~0.95、0.94~0.97。由以上結果顯示，

多樣性指數以測站 1 最高，表示此測站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

富程度最高且個體數在種間分配較為均勻，而均勻度指數各

測站皆高，表示各測站物種個體數分配屬均勻，無明顯優勢

種出現。 

3.稀特有物種及保育類 

本計畫兩次調查結果，未發現任何保育類，發現 1 種臺

灣特有種(短腹幽蟌)。 

(五)水生昆蟲 

1.物種組成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共發現水

生昆蟲 5 目 7 科，其中襀翅目 2 科、蜉蝣目 2 科、毛翅目 1

科、鞘翅目 1 科、雙翅目 1 科。各科數量上以搖蚊科、網石

蛾科及細蜉蝣科最為優勢，其次為四節蜉蝣科。 

2.多樣性及均勻度計算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多樣性指

數依序介於 1.78~1.79、1.49~1.79、1.64~1.74。均勻度指數依

序介於 0.91~0.92、0.92~0.93、0.89~0.91。由以上結果顯示，

多樣性指數以測站 1 及測站 2 最高，表示此測站群聚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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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之豐富程度最高且個體數在種間分配較為均勻，而均勻

度指數各測站皆高，表示此測站物種個體數分配屬均勻，無

明顯優勢種出現。 

3.水質指標 

本計畫兩次調查結果，各測站 FBI 指數各測站依序介於

4.79~4.84、4.58~5.17、4.96~5.12，其中測站 1 屬於七等水質

潔淨度之第三等級，即水質好(good)的評價。測站 2 及測站 3

皆介於於七等水質潔淨度之第三等級至第四等級，即水質好

(good)至尚可(fair)的評價。 

(六)浮游植物 

1.物種組成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浮游植物 5

門 27 屬，其中金黃藻門 20 屬、綠藻植物門 3 屬、裸藻門 1

屬、隱藻門 1 屬、藍菌門 2 屬，浮游植物數量為 4,846,400

細胞數/公升，其中以舟形藻最為優勢，數量為 1,323,200 細

胞數/公升(佔約 27.30%)，其次為菱形藻，數量為 742,400 細

胞數/公升(佔約 15.31%)。發現喜歡生長於污濁水域的藍藻門，

比例佔(3.3%)，故水質狀況應屬輕度汙染狀態。 

2.多樣性及均勻度計算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多樣性指

數依序介於 1.67~2.33、1.52~2.43、1.61~2.31。均勻度指數依

序介於 0.74~0.93、0.77~0.85、0.75~0.90。由以上結果顯示，

多樣性指數以測站 1 最高，表示此測站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

富程度最高且個體數在種間分配較為均勻，而均勻度指數各

測站皆高，表示各測站物種個體數分配屬均勻，無明顯優勢

種出現。 

(七)附著性藻類 

綜合 105 年 10 月及 106 年 1 月之調查成果，共發現附

著性藻類 3 門 21 屬，其中金黃藻門 19 屬、綠藻植物門 1 屬、

藍菌門 1 屬，附著性藻類數量為 30,790,000 細胞數/公升，其

中以橋彎藻最為優勢，數量為 6,050,000 細胞數/公升(佔約

19.64%)，其次為菱形藻，數量為 5,020,000 細胞數/公升(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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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6.30%)。 

另以藻屬指數 Genus index, (GI)判別水質狀況，本季調

查結果，各測站調查計算結果各測站依序介於 2.73、0.63~1.86、

0.86~1.55。由以上結果顯示，各測站皆介於輕度至中度汙染

水質。 

 

4.5 文化資產 

一、古蹟 

經檢視歷史文獻的記載與實地調查的結果，在本計畫路線與

周遭五百公尺範圍內，指定之古蹟與登錄之歷史建築物略述如

下： 

(一)縱貫鐵路舊山線－泰安車站 

位於后里區泰安里福興路 52 號，目前為臺中市定古蹟，

屬其他類型古蹟。本古蹟為舊山線鐵道之一處車站，目前規劃

為鐵道文化園區，計畫輸水管線更動後雖在 500 公尺範圍內，

但本建築為近現代建築結構，管線並非直接經過車站，應無明

顯影響。 

(二)后里賢坂張家祖墓 

位於后里區第一公墓內，目前於民國 96 年（2007）4 月

16 日指定為臺中市定古蹟，屬墳墓類型古蹟。本古蹟恰在計畫

輸水管線約 8K 東側，500 公尺調查區域範圍內，距管線仍有

300 公尺，本次變更後距離不變，應無明顯影響。 

二、歷史建築物 

計畫用地週遭五百公尺內有歷史建物 1 件，舊山線鐵道—大

甲溪鐵橋，位於台中豐原區舊山線鐵道跨越大甲溪處，又名花樑

鋼橋，建於日治明治 41 年（1908）4 月，臺灣縱貫鐵道全線通車，

山線鐵道后里—葫蘆墩間是最後完工路段，大甲溪鐵橋即屬於此

段。西元 1935 年中部大地震，新竹州、台中州震災嚴重，此區隧

道、橋樑、鐵軌損毀至鉅，費時 3 年始修復完成。戰後，鐵道由

臺灣鐵路管理局接管，民國 53 年（1964）臺灣鐵路局進行抽換鋼

梁工程。民國 60 年代末期鐵路電器化工程，民國 87 年（1998）

10 月 7 日，后里-豐原間鐵道改新山線，大甲溪鐵橋正式走入歷史。

隔年 921 震災後，大甲溪鐵橋因鋼梁鏽蝕，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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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補助經費，進行除鏽油漆工程。後由臺中縣政府規劃作為自

行車道。於 2004 年登錄為歷史建築（橋樑）。規劃管線將經過河

岸橋墩處，距離過近，建議施工前應先確保工程動作不會對橋樑

結構造成損傷，預先規劃維修保護計畫。 

另在泰安車站後方的后里圳水道橋，目前為臺中市文化局列

冊追蹤的準歷史建築物，距計畫輸水管線約 100 公尺，應無明顯

影響。 

三、考古遺址 

由考古文獻蒐尋所見，計畫規劃管線週遭 500 公尺內可見三

櫃坑、三櫃頂、三櫃坑 II、圳寮 I、圳寮 II 等考古遺址，而彭屋遺

址，以及 2010 年現地調查時新發現的頂埔、埤頭山等二處遺址，

於本次變更後距離規劃管線已超過 500 公尺。以下分別敘述之。 

 

圖 4.5-1 古蹟遺址與規劃管線位置示意圖 

(一)彭屋遺址 

行政隸屬於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海拔高度約為 310 公尺，

位於景山溪北岸，於鯉魚村三櫃往十分道路旁，三櫃 17 號彭先

生的梨園內可發現少量的褐色素面夾砂陶及打製石斧、石鋤，

史前文化內涵上屬五櫃坪系統（劉益昌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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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遺址部份範圍涵蓋於規劃管線頂端北側，距離約 1 公里，

不會受到影響。 

(二)三櫃坑遺址 

本遺址行政隸屬於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海拔高度約在

210-230 公尺，位於鯉魚村三櫃坑聚落東側，遺物分布於苗 52

公路二側田園，曾經二次考古發掘出土豐富文化遺物，並可見

製造石器的場所，目前在公路北側吳盛珍先生之梨園內，仍可

見零星的繩紋陶片，文化內涵上屬牛罵頭文化。 

本遺址有局部範圍涵蓋於規劃管線頂端0K+000處西北側，

距離約為 750 公尺，應不至於受到影響。 

(三)三櫃頂遺址 

行政隸屬於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舊稱三櫃坑台地頂部，

目前已經被鯉魚潭水庫疏洪道及周邊設施切過，遺址保存狀況

不佳。地表所見的器物包括打製石鋤、石片器、石錘等，可能

屬於耕作地型態的遺址（劉益昌 1991：75-76）。 

本遺址部份範圍涵蓋於原規劃管線頂端0K+000處東北側，

距離約為 100 公尺左右，可能受施工影響。 

(四)三櫃坑Ⅱ遺址 

行政隸屬於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當地人稱三櫃坑之所在，

目前為鯉魚潭水庫管理局及其北方的緩坡田園，由於此一區域

在鯉魚潭水庫興建過程中，遭受工程翻攪，遺址保存狀況不佳。

早年調查時曾發現打製石斧、石製石鋤，經過試掘發現清代漢

人之建築基礎（劉益昌 1985）。 

本遺址部份範圍涵蓋於原規劃管線頂端 0K+000 處南側，管

線位置為緊貼遺址狀態，將受施工影響。 

(五)圳寮Ｉ遺址 

行政隸屬於臺中市后里區仁里里，位於圳寮聚落北側丘陵

緩坡邊緣，屬后里台地，2010 年第一次調查時正建設為台電變

電所機房廠區所在，地表已經整地而破壞，少見遺物，由早前

的文獻記錄所見，可見打製斧鋤形器、石片器、石錘等，文化

類型因未見陶器而無法確認（郭素秋 2003）。 

本遺址範圍位於原規劃管線 4K+620 右側、500 公尺調查區

域內，一側緊貼規劃管線所經，本次變更後狀況不變，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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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影響。 

(六)圳寮Ⅱ遺址 

行政隸屬於臺中市后里區仁里村，位於圳寮聚落東側的后

里台地上，現為警備總部廢棄監獄與農耕地，可發現少量石器

標本及陶器標本，經過試掘亦得見文化層，從文化內涵而言其

文化類型可能是營埔文化（劉益昌 2006）。 

本遺址範圍亦全部涵蓋於原規劃管線 500 公尺調查範圍內，

距離新規劃管線為 200 公尺，仍可能受施工影響。 

(七)埤頭山遺址 

本遺址為 2010 年本案第一次調查時新發現遺址，行政隸屬

於臺中市東勢區埤頭里埤頭山聚落北側後方較高的階地面上，

由東勢往后里的道路恰由遺址穿越，遺址所在目前為種植柑橘

為主的果園，地表得見相當數量的打製石器殘件及其製造過程

的廢料，陶器僅採集少量，根據器物所反應的內涵，本遺址當

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營埔文化。 

本遺址範圍部份位於大甲溪北側，本次變更後與規劃管線

距離超過 500 公尺，不會受到影響。 

(八)頂埔遺址 

行政隸屬於臺中市東勢區埤頭里，位於頂埔聚落東側石岡

壩軸東北的台地面上，目前為種植柑橘等為主的旱作果園，其

中並有數座墳墓。在遺址南側靠近石岡壩蓄水湖面有二處大崩

塌地，其中一處斷面明顯可見文化遺物堆積，主要包括紅色繩

紋陶與打製石器，另一處崩塌地得見近代燒製磚瓦的窯跡，地

表未見史前時期的陶器與石器，但可見大量的清代晚期瓷器、

硬陶，以及燒製的磚瓦及窯具。就文化內涵而言，本遺址具有

史前與歷史時期二個階段的文化層堆積，史前時期當屬新石器

時代中期牛罵頭文化，歷史時期從墳墓得見當為客家人開拓時

期的遺留。 

本遺址範圍位於原規劃管線 500 公尺調查範圍內，恰在規

劃管線大甲溪側入水口上方；本次變更後距離新規劃管線超過

500 公尺，不會受到影響。 

(九)舊社遺址 

根據文獻記載，計畫地區原為早期巴宰海族傳統領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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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有族人居住於三義鄉鯉魚潭社。就巴宰海族已知的舊社而

言，最重要的舊社址為蔴薯屯舊社，不過該社址並不在計畫範

圍內，鯉魚潭社之舊社址即位於該社下方，距離計畫區域較近，

但也不在調查範圍內，至於社人遷居之泰安地區，目前仍為聚

落所在俗稱番社，但與漢人混居，可說聚落已經和漢人的聚落

難以區分。 

四、文化景觀 

后里馬場早在日治時期已興建，後由國軍接管，成為騎兵訓

練之大本營，在本省屬亞熱帶地區難得之種馬繁殖地，亦為臺灣

目前僅存的日治時期的重要馬場之一。場內建築包括日治及戰後

建築，經百年來之發展，本區植栽、地景已有良好之景況，原有

的馬廄、宿舍、辦公室等建築狀況尚佳，具有時代與社會意義、

獨特及不可替代性，於 2016 年 3 月登錄為文化景觀。 

后里馬場位於本案東側 400 公尺左右，應無影響。另就新文

資法定義之文化景觀而言，臺中縣、市合併升等後於 2012 年陸續

新增四件文化景觀，除前述后里馬場外，同屬水利設施的舊南屯

溪和白冷圳已經成功登錄，惟與本計畫施工最相關的后里圳還未

進入文化資產保存程序。就所處區位而言，后里圳與本計畫施工

區位相近，未來如有交錯部份，當有影響。 

 

4.6 土壤 

為實際瞭解大甲溪左岸輸水專管路線附近土壤狀況，本計畫於路線

旁進行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顯示(如表 4.6-1 所示)各項重金屬含量均

低於土壤污染監測標準及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無受到污染之情形。 

 

4.7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限制調查結果 

有關變更路線方案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結果如

表 4.7-1 所示。本計畫路線涉及之敏感區位有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灌溉用水取水口、水庫集水區及蓄水範圍、文

化資產保存區或鄰接地、保安林地、國有林、排水設施範圍、地質構造

不穩定區、地質敏感區、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第二類噪音管制區、水

污染管制區、限制發展地區、山坡地、林業用地、山坡地保育區、農地

重劃之農業用地等各類敏感區域，其中涉及地號最多之地質敏感區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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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所示，未來開發時須依據各敏感區之相關管制法規進行申請或採

取環境保護減輕對策。 

 

 

表 4.6-1 本基地鄰近地區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 

測點位置、時

間 

 

 

項目、單位 

內埔圳導水隧

道附近 

角潭路 

二段 

萬順一街 

70 巷 
土壤污染 

監測標準 

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22545,2686612) (23474,2685793) (224812,2685681) 

表土 裏土 表土 裏土 表土 裏土 

106.3.24 106.3.24 106.1.16 

pH － 7.7 7.9 7.8 8.1 7.9 7.3 － － 

砷 mg/kg 13.0 11.9 11.6 12.1 13.0 12.9 30 60 

汞 mg/kg 0.080 0.078 0.109 0.099 0.140 0.095 10 20 

鎘 mg/kg ND ND ND ND ND ND 10 20 

鉻 mg/kg 31.6 28.7 51.7 54.4 78.5 55.8 175 250 

銅 mg/kg 18.7 18.2 19.3 21.9 23.9 20.8 220 400 

鎳 mg/kg 18.3 19.2 29.4 35.7 40.8 55.1 130 200 

鉛 mg/kg 23.1 21.4 23.1 24.7 22.9 22.9 1000 2000 

鋅 mg/kg 160 172 163 178 173 111 1000 2000 

註：低於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ND 表示，若低於定量下限值，於備註欄註明其方法偵測極限(M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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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本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1 

是否位於「台灣沿海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或「一般保護區」？ 

□ □ ▉ 

內政部營建署營
署 綜 字 第
1060008779 號 

 

2 

是否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 □ ▉ 

依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重要濕地
保育計畫」網站查
詢 

本計畫所在台中市
石岡區、豐原區、后
里區及苗栗縣三義
鄉所有地段皆非位
於重要濕地或其核
心保育區、生態復育
區等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 

3 

是否位於河口、海岸潟湖、紅

樹林沼澤、草澤、沙丘、沙洲、

珊瑚礁或其他濕地？ 

□ □ ▉ 

依據現地勘察結
果，本計畫非位於
左述各項範圍內 

 

4 

是否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 

▉ □ □ 

1.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
四區管理處台
水 四 操 字 第
1060002945 號 

2.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三區管理處台
水 三 操 字 第
1060002129 號 

1.臺中市石岡區新岡
尾段 162-5 地號等
13 筆土地；后里區
后里段 415-4 地
號、七塊厝段 3 地
號等 14 筆土地。 

2.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3 地號。 

5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 
▉ □ □ 

1.苗栗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環水
字 第
1060004570 號 

2.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中市
環 衛 字 第
1060014645 號 

三義鄉上城段 3地號
位於鯉魚潭水庫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 

6 

排放廢（污）水之承受水體，

自放流口以下至出海口前之整

體流域範圍內是否有取用地面

水之自來水取水口，或事業廢

水預定排入河川，自預定放流

口以下二十公里內是否有農田

水利會之灌溉用水取水口? 

□ □ ▉ 

1.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三區管理處台
水 三 操 字 第
106002129 號 

2.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
四區管理處台
水 四 操 字 第
1060002945 號 

3.臺灣苗栗農田
水利會苗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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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管 字 第
1061000915 號 

7 

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蓄水範

圍或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 □ □ 

經濟部水利署中
區水資源局水中
經 字 第
10653009750 號 

1.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3 地號土地位於
鯉魚潭水庫蓄水
範圍內；臺中市石
岡 區 新 岡 尾 段
524-1 地號等 3 筆
土地位於石岡壩
蓄水範圍內。 

2.臺中市石岡區新岡
尾段 526-1 地號土
地位於石岡壩水
庫集水區範圍內。 

8 

是否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 □ ▉ 

1.苗栗縣政府府
水 利 字 第
1060034906 號 

2.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中市水管
字 第
1060011778 號 

 

9 

是否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 □ ▉ 

1.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林
保 字 第
1061652258 號 

2.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中市農林
字 第
1060005479 號 

3.苗栗縣政府府
農 育 字 第
1060027356 號 

 

10 

是否位於獵捕區、垂釣區？ 

□ □ ▉ 

1.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中市農林
字 第
1060005479 號 

2.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林
保 字 第
1061652258 號 

 

11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珍貴

稀有之植物、動物？ 

▉ □ □ 

現地調查 本計畫管線預定地
調查範圍內發現珍
貴稀有之第二級保
育類 2 種(大冠鷲、
鳳頭蒼鷹)及其他應
予保育之第三級保
育類 2 種(龜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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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紅尾伯勞)。 

12 

是否位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

條所稱之文化資產（含水下文

化資產）所在地或保存區或鄰

接地？ 

▉ □ □ 

1.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苗文
資 字 第
1060001355 號 

2.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局授文資
遣 字 第
1060002755 號 

3.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文資物字
地 1063002232
號 

1.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3 地號等 32 筆
土地，係位於「三
櫃坑遺址」及「三
櫃頂遺址」500 公
尺範圍內。 

2.臺中市后里區七塊
厝段 8-1 地號等 2
筆土地為臺中市
定古蹟「縱貫鐵路
舊山線-泰安車站」
定著土地。 

13 

是否位於國家公園、國家風景

區或其他風景特定區？ 

□ □ ▉ 

1.內政部營建署
營 署 園 字
1060008786 號 

2.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苗文
發 字 第
1060001354 號 

3.交通部觀光局
觀 技 字 第
1060903001 號 

 

14 

是否有獨特珍貴之地理景觀？ 

□ □ ▉ 

現地調查 經現地調查，並未發
現具有獨特珍貴之
地理景觀。 

15 

是否位於保安林地、國有林、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或森林遊樂

區？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林企字
第 1061652259 號 

1.臺中市后里區后里
段 415-4 地號、七
塊厝段 281 地號、
苗栗縣三義鄉上
城段 474、483 地
號等土地為保安
林範圍。 

2.臺中市后里區圳寮
段 112-4、112-5 地
號土地為國有林
地。 

3.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32、47、474 及
483 等地號土地為
國有林地。 

16 
是否位於取得礦業權登記之礦

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 □ ▉ 

經濟部礦務局礦
局 行 一 字 第
10600015240 號 

 

17 
是否位於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區、漁業權區、人工魚礁網具
□ □ ▉ 

1.臺中市政府府
授農海行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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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類禁魚區或其他漁業重要使用

區域？ 

1060030722 號 

2.苗栗縣政府府
農 漁 字 第
1060029211 號 

3.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漁
二 字 第
1061252254 號 

18 

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地下水管

制區、洪水平原管制區、水道

治理計畫用地、排水設施或排

水集水區域範圍？ 
▉ □ □ 

1.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中市水管
字 第
1060011778 號 

2.苗栗縣政府府
水 利 字 第
1060034906 號 

3.經濟部水利署
經 水 工 字 第
10653031440 號 

臺中市后里區牛稠
坑段 248地號等 3筆
土地、牛稠坑段七星
小段 25-6 地號及圳
寮段 188地號部分屬
市管區域排水設施
範圍內。 

19 

是否位於地質構造不穩定區

（活動斷層、地質災害區）或

河岸、海岸侵蝕地帶？ 

▉ □ □ 

經查詢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地
質敏感區查詢系
統」，本計畫部分
地段屬地質不穩
定區(活動斷層) 

臺中市石岡區新岡
尾段 540 地號等 49

筆土地、后里區牛稠
坑段 115-94 地號、
后里區后里段 415-4

地號、后里區圳寮段
103-3地號等 38筆土
地及豐原區萬順段
1498 地號等 54 筆土
地屬活動斷層地質
敏感區。 

20 

是否位於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

感區？ 

▉ □ □ 

經查詢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地
質敏感區查詢系
統」，本計畫部分
地段屬山崩與地
滑地質敏感區、地
段屬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 

1.臺中市后里區七塊
厝段 3、5 地號及
苗栗縣三義鄉上
城段 227、228 地
號屬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 

2.臺中市豐原區東湳
北段 1 地號、萬順
段 829 地號等 44

筆土地及福興段 1

地號屬地下水補
注地質敏感區。 

21 

是否位於空氣污染三級防制

區？ 

▉ □ □ 

1.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中市
環 綜 字 第
1060014933 號 

2.苗栗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環綜

1.臺中市全區土地
PM2.5 屬空氣污染
三級防制區，其餘
PM10、O3、SO2、
NO2 及CO為二級
防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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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字 第
1060004621 號 

2.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等 32 筆土地，
除PM2.5 屬空氣污
染三級防制區，其
餘PM10、O3、SO2、
NO2 及CO為二級
防制區。 

22 

是否位於第一、二類噪音管制

區？ 

▉ □ □ 

1.苗栗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環綜
字 第
1060004621 號 

2.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中市
環 綜 字 第
1060014933 號 

1.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3 地號等 32 筆
土地為第二類噪
音管制區。 

2.臺中市后里區、石
岡區及豐原區部
分路段地號為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 

23 

是否位於水污染管制區？ 

▉ □ □ 

1.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中市
環 綜 字 第
1060014933 號 

2.苗栗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環綜
字 第
1060004621 號 

 

24 

是否位於海岸、山地、重要軍

事管制區、要塞堡壘地帶、軍

事飛航管制區或影響四周之軍

事雷達、通訊、通信或放射電

波等設施之運作？ 

□ □ ▉ 

1.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署巡檢字
第 1060003007

號 

2.第五作戰區指
揮部陸十軍作
字 第
1060003423 號 

 

25 

是否位於已劃設限制發展地區

（不可開發區及條件發展區） 
▉ □ □ 

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城區
字第 1061000353

號 

本計畫部分地段屬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
範圍、古蹟保存區、
水庫集水區範圍、山
坡地等。 

26 
是否位於飛航管制區﹖ 

□ □ ▉ 

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 系 統 字 第
1060003524 號 

 

27 

是否位於山坡地或原住民保留

地？ 

▉ □ □ 

1.苗栗縣政府府
水 保 字 第
1060027320 號 

2.臺中市政府府
授 原 經 字 第
1060030706 號 

三義鄉上城段 3地號
等 22 筆土地位屬山
坡地範圍內。 

28 開發基地面積是否百分之五十
□ □ ▉ 

開發單位現地調
查 

基地內地形多屬平
坦，無明顯之起伏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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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以上位於百分之四十坡度以

上﹖ 

況。 

29 

是否位於森林區或林業用地？ 

▉ □ □ 

1.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中市地編
字 第
1060005586 號 

2.苗栗縣政府府
農 林 字 第
1060029265 號 

三義鄉上城段 205及
227 地號土地屬林業
用地。 

30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古蹟保存用地、生態

保護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 □ □ 

1.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苗文
資 字
1060002987 號 

2.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中市水坡
字 第
1060023595 號 

3.苗栗縣政府府
農 林 字 第
1060063692 號 

4.苗栗縣政府府
地 用 字 第
1060072904 號 

5.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中市地編
字 第
1060013408 號 

6.本計畫土地清
冊及地籍謄本 

1.臺中市后里區牛稠
坑段 112-61 地號
等 22 筆及圳寮段
100-20 地號等 42

筆土地屬山坡地
保育區。 

2.臺中市后里區七塊
厝段 3 地號等 14
筆土地屬特定農
業區。 

3.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3 地號等 20 筆
土地屬山坡地保
育區。 

4.苗栗縣三義鄉上城
段 495、495-1 地號
等 2 筆土地為特定
農業區。 

5.后里區牛稠坑段七
星小段 27-2 第號
土地為國土保安
用地。 

31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

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 □ □ 

1.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中市地劃
二 字 第
1060005634 號 

2.苗栗縣政府府
地 劃 字 第
1060027314 號 

后里區牛稠坑段七
星小段 21 地號等 19

筆土地及后里段后
里小段 15-4 地號等
21 筆土地，為臺灣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自
行竣辦農地重劃區
內土地。 

32 

是否位於都市計畫之保護區？ 

□ □ ▉ 

1.臺中市政府授
都 企 字 第
1060030719 號 

2.苗栗縣政府府
商 都 字 第
1060027316 號 

 

33 是否位於核子設施周圍之禁建 □ □ ▉ 
行政院原子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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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

件 
備註 

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員 會 會 核 字 第
1060002125 號 

34 
是否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 □ □ ▉ 

現地調查 本計畫區非屬海拔
高度一千五百公尺
以上之區域。 

35 

是否有其他環境敏感區或特定

區？ 
□ □ ▉ 

1.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城 區 字 第
1061000353 號 

2.現地調查 

參照計畫用地之地
籍及土地清冊資料
查詢比對、現地勘查
研判及函詢資料結
果。 

 

 

圖 4.7-1  本計畫路線涉及之地質敏感區示意圖 

 



 

 

 

 

 

第五章   環境影響說明及對策研擬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 

5-1 

第五章  環境影響說明及對策研擬 

本計畫屬輸水管線之設置，除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有一段隧道設置外，

其餘路段大部分皆利用既有道路、渠道範圍下方埋設，且多以推進、潛

盾方式施作，故相關環境衝擊推估應有限，主要在於明挖區域或開口處

的環境維護、橋梁施工之水體維護、路面施工的交通維持、敏感環境的

監測等，營運期間則幾無環境影響。以下茲就本計畫委託範圍之調查項

目，提供相關環境保護對策作為參考，至於具體之環境保護措施則需視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展開後，各環境項目檢討分析或模擬之結果量化

後，再深入擬定完整之環保措施。 

一、水文水質 

(一)優先設置臨時排水及沉砂設施，防止土石流入排水路或灌溉水

路。道路邊坡之坡面需進行植生等保護工程，在未完成保護前，

遇雨季時裸露坡面應覆蓋塑膠防水布或擋土設施以防止沖刷。 

(二)施工區域內應設置環保流動式衛生設備，並委託合格代處理業

者進行收集處理。 

(三)車輛需洗清車輪及車身後方能駛離工區；工區內之車輛清洗廢

水則統一收集至沈澱設施處理後，再行放流。 

(四)要求施工承包商按保養期程進行車輛機具之養護，並將換下之

廢油以收集桶集中儲存，並委託合格代處理業者予以清運處

理。 

(五)工地內置放之建材、廢棄物及施工機具等需妥善存儲及管理，

防止因降雨或人為使用不當而造成可能之污染。 

(六)加強注意鄰近河川處之施工管理，未經處理之施工廢污水不得

直接排入河川水體；施工期間對周遭河川水質加以監測，監測

項目包括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等，以確切掌握工區附近環境

水質現況。 

(七)橋梁基樁之施工，儘可能於非防汛期間趕辦施築，並要求各施

工承包商事先研擬豪雨災害之應變措施據以執行。於施工前將

依據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規則等有關規定，檢附申請書件（含申

請書、事業計書書、位置地形圖、實測透明圖、切結書、設計

圖）申請許可後方可施工。 

(八)本計畫屬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99.12.15）之營建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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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範圍，將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105.10.28）第 10 條，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報主管機關核准，並據以實施。 

(九)減少不必要之開挖，減少裸露面積，並做好相關防護措施，以

降低土壤沖蝕量。 

二、交通環境維護 

(一)輸水管路埋設時工區道路應儘量維持雙向各一車道通行，若於

道路寬度較小之路段至少應維持單車道雙向通行，並於輸水管

施工縮減道路路段全日派員指揮，以維護交通安全。 

(二)儘量減少輸水管路埋設施工時所需佔用的道路空間，以增加到

路容量並提升道路服務狀況。 

(三)工區替代道路及標誌規劃，利用標誌儘量導引車輛避開工區路

段，以提升道路運作效率。 

(四)施工期間應儘可能隨時檢測經過路線之路況，研擬交通維持畫，

維護施工機具車輛往返路線路面之良好狀況，並提升工區行車

及人行安全。 

(五)責成承包廠商之運輸車輛必須遵守交通運輸規劃路線行車，以

避免影響其他道路之服務功能。 

(六)機動調整運輸時間，避免於尖峰時段行駛，以減輕交通衝擊。 

(七)運土車身應註上顯標誌，使民眾易於辨識屬何工程單位，以落

實施工單位所需肩負之管理責任。 

(八)視現況需要機動調派交通指揮人員，以維護交通安全。 

三、生態環境維護 

(一)施工前 

1.保留受保護樹木之生育地環境，乃指受保護樹木所在地正常生

長全部樹冠覆蓋範圍之土地。（經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通過有

砍伐、移植或毀損之必要者則無需原地保留） 

2.規劃適合本地之植生復育措施，並採用喬木、灌木及草本混合

栽植方式，以營造多樣性之棲息環境。樹種選用將採用現場調

查所得原生物種為主要栽植樹種，以適地適木為原則，不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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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任何外來物種。 

3.應於施工範圍外規劃設立圍籬以防止動物誤闖入工區而受傷，

並可降低工程機具噪音的干擾。 

4.陸地工程之水土保持及排水設施將審慎設計及維護，避免暴雨

逕流將區內泥沙及施工泥水直接沖刷入鄰近水體。 

(二)施工期間 

1.車輛出入沿線加強灑水工作，此外乾季時，用加壓水柱噴灑工

程地點及工程車輛出入沿線之樹木植被，除了可改善環境品質

與植被健康外，亦增加動物使用棲地的意願。 

2.選用低噪音振動機具及施工方法，並配合良好的施工管理措施，

以降低施工對動物的干擾。 

3.不使用化學肥料、殺蟲劑，清理環境時應嚴禁使用焚燒或使用

除草劑，減少對當地動、植物的衝擊。 

4.避免工程機具進入計畫範圍外之植被破壞。 

5.對於基地外圍道路的施工車輛行車路線，需設置減速行駛及注

意動物等標示，避免動物穿越遭撞擊死亡。 

6.工區將視需要設置活動式廁所，由合法業者定期抽取污水及污

泥，依法妥善處理，或設置套裝污水處理設備；施工人員或機

具產生之廢水，妥善收集並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予排

出。 

7.對於基地內雇用人員的活動範圍應該有所規範，禁止雇用人員

做出擾動野生動物之行為，如驚嚇、引誘、追逐、破壞棲地及

捕捉等行為。 

四、文化資產 

(一)圳寮Ｉ遺址、三櫃坑Ⅱ遺址均緊貼施工管線，應依遺址監管保

護辦法第七條規定評估其重要性，呈報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臺中市文化局、苗栗縣政府文化局，並依第八條決定其未來處

置方式。 

(二)圳寮Ⅱ遺址和三櫃頂遺址距離新規劃管線均在 500 公尺範圍內，

應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七條規定評估其重要性，呈報地方文

化資產主管機關臺中市文化局、苗栗縣政府文化局，決定其未

來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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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舊山線鐵道大甲溪鐵橋與管線位置過近，應先通報主管機關溝

通，並預先規劃歷史建築維修保護計畫。 

(四)后里圳雖非歷史建築物或文化景觀，但具有重要文化資產的意

義，建議如施工與后里圳橫穿部份，應先行記錄後再施工。 

(五)臺鐵舊山線鐵道進入登錄文化景觀流程，建議施工前後需仔細

規劃維護周邊景觀計畫，避免損傷未來文化景觀之價值。 

(六)未來施工過程若發現具保存價值之建物、古物或疑似遺址時，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1、50、51 及 75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並報請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第六章   規劃二階環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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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規劃二階環評事宜 

本計畫除辦理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外，工作內容亦包

含協助規劃二階環評預備調查工作，故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進行規劃，由於變更路線方案已與過往不同，相關環境敏感區

位必須重新調整，乃按路線調整方案周邊敏感點、敏感區位函詢成果、

本案原說明書調查點位等進行調查規劃，其選點規劃原則如表 6-1 所示，

重新擬定環境背景調查點位詳表 6-2 及圖 6-1。相關資料並已納入另案

辦理之「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先期作

業」範疇界定書面資料中，且本計畫已配合該案之工作及時程，分別於

106 年 2 月 21 日、2 月 22 日出席公開說明會，106 年 3 月 24 日提交範

疇界定書面資料至環保署，有關範疇界定書面詳細資料請詳附錄六。 

表 6-1 二階環評補充調查選點佈設原則說明表 

路段 調查點位 調查類別 選點理由說明 

鯉
魚
潭
第
二
原
水
管 

鯉魚潭水

庫管理中

心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1.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施工起點，假日人潮眾

多，為施工期重要關注點 

2.為原環說調查點，更新最新背景資料 

舊山線泰

安車站 

土壤 

地下水質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新線之敏感點聚落，且舊山

線泰安車站為台中市定古蹟，假日人潮眾多 

中 31 鄉道 

(福興路) 
交通流量 

舊山線泰安車站前方之道路，未來施工車輛可

能做為聯外使用 

舊山線花

鋼鐵橋上

游500公尺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水管橋上游，可做為背景調

查參考點 

舊山線花

鋼鐵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水管橋旁，未來可能受到施

工擾動 

義理大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水管橋下游，可做為環境影

響監控點 

沿線兩側 

1000 公尺 
陸域生態 

依據生態技術規範，調查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沿

線兩側之現有生態系統，且應針對淺山區域調

查石虎可能之出沒情形 

沿線兩側 

500 公尺 
文化資產 

依據文資法針對鯉魚潭第二原水管新線進行

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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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二階環評補充調查選點佈設原則說明表(續) 

路段 調查點位 調查類別 選點理由說明 

大
甲
溪
左
岸
輸
水
路 

石岡壩入口 

(豐勢路) 
交通流量 

未來大甲溪輸水路替代方案施工起點，目前遍

布腳踏車租車店面，假日人潮擁擠，為施工期

重要關注點 

埤豐大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1.環說背景調查時曾發現珍貴稀有保育類埔里
中華爬岩鰍，應持續調查目前之棲息生態變
化 

2.大甲溪左岸輸水路水管橋上游，可做為背景
調查參考點 

豐原區 

埤頭社區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1.東豐鐵馬道旁之敏感點，為距離大甲溪左岸
輸水路計畫路線上最近的聚落 

2.為原環說調查點，更新最新背景資料 

萬順一街 

70 巷 

交通流量 

土壤 

地下水質 

管線自東豐鐵馬道通過行水區切入路之處，附
近多為農地，宜建立土壤、地下水背景，且未
來施工期間將影響本路段交通 

鐵道之鄉 

酒莊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位於歷史建築物大甲溪花樑鋼橋旁，亦處后豐
鐵馬道旁，假日人潮眾多，為施工期重要關注
點 

大甲溪 

花樑鋼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大甲溪左岸輸水路水管橋上游，於補充調查過
程中發現附近可能有污染源存在，應持續調查 

角潭路二段 

地下水質 

交通流量 

土壤 

位於葫蘆墩圳路旁，附近除農地外，亦有多家
小型工廠，應持續調查背景資料 

后豐大橋 
地面水質 

水域生態 

為大甲溪左岸輸水路水管橋下游，可做為環境
影響監控點，應持續調查背景資料 

內埔圳導水

隧道附近 
土壤 

大甲溪左岸輸水路水管橋北側，附近正進行中
科南向聯絡道施工，土壤擾動中，應持續調查
背景資料 

后科路一段 

后科路二段 
交通流量 

緊鄰中科后里園區七星基地，為中科重要聯絡
道路，補充調查階段發現有許多大型車輛利
用，應持續監控其交通流量變化 

廣福社區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土壤 

地下水質 

為大甲溪左岸輸水路北端敏感點之一，惟原環
說階段未調查本區，補充調查僅分析地下水，
需建立現況背景資料 

圳寮社區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土壤 

地下水質 

為大甲溪左岸輸水路北端敏感點之一，亦為原
環說調查點，須更新最新背景資料 

沿線兩側 

1000 公尺 
陸域生態 

依據生態技術規範，調查大甲溪左岸輸水路沿

線兩側之現有生態系統，且應針對淺山區域調

查石虎可能之出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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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二階環評補充調查工作 

類
別 

調查項目 調查地點 頻率/站次 備註 

土
壤 

表裡土之pH、重金屬(Cu、
Hg、Pb、Zn、As、Cd、Ni、
Cr)  

1.舊泰安車站附近 

2.圳寮社區 

3.廣福社區 

4.內埔圳導水隧道附近 

5.角潭路二段 

6.萬順一街 70 巷 

6站*1次 
每一站次採樣點
含表土、裏土 

河
川
水
質 

水溫、pH值、溶氧量、生化
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
體、比導電度、硝酸鹽氮、氨
氮、總磷、大腸桿菌群、總有
機碳、油脂 

大安溪 

1.義理大橋 

2.舊山線花鋼鐵橋 

3.舊山線花鋼鐵橋上游
500 公尺 

大甲溪 

1.后豐大橋 

2.大甲溪花樑鋼橋 

3.埤豐大橋 

6站*3次 每次間隔 1 個月 

地
下
水
質 

水溫、pH值、生化需氧量、
硫酸鹽、硝酸鹽、氨氮、比導
電度、氯鹽、鐵、錳、懸浮固
體、大腸桿菌群、總有機碳、
油脂 

1.舊泰安車站附近 

2.圳寮社區 

3.廣福社區 

4.角潭路二段 

5.豐原區埤頭社區 

5站*2次 
每次間隔 1 個
月，含豐枯水季 

空
氣
品
質 

TSP、PM10、PM2.5、SO2、NO2、
O3、CO、HC、Pb、落塵量 

1.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2.舊泰安車站附近 

3.圳寮社區 

4.廣福社區 

5.鐵道之鄉酒莊 

6.豐原區埤頭社區 

6站*3次 
每次至少間隔 1
個月 

噪
音
與 

振
動 

1.噪音： 

Lmax、Leq、Lx、L日、L晚、L夜 

2.振動： 

Lvmax、Lveq、Lv10、Lx 

3.低頻噪音： 

L日,LF、L晚,LF、L夜,LF、Ldn,LF 

1.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 

2.舊泰安車站附近 

3.圳寮社區 

4.廣福社區 

5.鐵道之鄉酒莊 

6.豐原區埤頭社區 

6站*2次 

每次均含假日及
平日，每日連續
24 小時調查 

生
態 

1.陸域生態﹕植、動物之種
類、數量、歧異度、分布、
優勢種、保育種、珍貴稀有
種。 

2.水域生態﹕浮游性植動
物、附著性藻類、水生昆
蟲、魚類、底棲動物。 

陸域生態 

路線調整方案沿線兩側
1 公里範圍 

水域生態 

1.大安溪三處(舊山線花
鋼鐵橋上游 500 公
尺、舊山線花鋼鐵
橋、義理大橋) 

2.大甲溪三處 (后豐大
橋、大甲溪花樑鋼
橋、埤豐大橋) 

2季次 
每次至少間隔
75~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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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二階環評補充調查工作(續) 

類
別 

調查項目 調查地點 頻率/站次 備註 

交
通 

1.道路服務水準。 

2.道路現況說明。 

1.中 31 鄉道 

2.后科路一段 

3.后科路二段 

4.角潭路二段 

5.萬順一街 70 巷 

6.石岡壩出入口 (豐勢
路) 

6站*2次 

每次均含假日及
平日，每日連續
24 小時調查 

社
會
心
理 

民意調查 
苗栗縣三義鄉、台中市
后里區、豐原區、石岡
區 

1次 至少 500 份 

文
化 

古蹟、遺址、古物、民俗及有
關文物、特殊建築物（含歷史
性、紀念性建築物）、紀念物、
其他具有保存價值之建築物
暨其周邊景物。 

路線調整方案沿線兩側
500 公尺範圍 1次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環境敏感區位及環評補充調查作業」 

6-5 

 

圖 6-1 二階環評環境補充調查地點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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