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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建

工程概述 

新光大道主要作為關廟區新埔里、北勢里及新光里間之橫向聯繫要道，

有別於市道 182 線(行經關廟市區)，本路段為避開關廟市區並聯繫湯山營

區 10 米與 20 米之橫向連結道路，並有助於縮短新光里往返關廟市區、86

號快速道路及關廟交流道之旅途時間，藉由既有道路拓寬、瓶頸路段改善

等作為地區間之主要道路。 

新光大道起點自關廟湯山營區 20米聯外道路橫向連接 10米聯外道路

後(新光大道 A 段)，往東沿新埔二街 72 巷向東約 721.25 公尺遇丁字路口

(新光大道 B 段 15 米)分有兩線，分有為向北沿伸約 240.59 m(新光大道 B

段 15 米)往台灣龍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路線，以及續向東銜接至南 169 線

通往新光三里路線(新光大道 B 段 6 米)。 

 

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A 段 
B段 15米 B段 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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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在規劃設計階段由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執行，於 110 年 3

月完成現地勘查、生態調查及設計規劃階段生態檢核自評表。由前期調查

結果顯示，本案道路愈擴寬兩側場域在自然度方面相對於周遭環境較低，

道路沿線屬農耕地、水域及人工建物等。陸域植物共記錄 78 科 222 屬 266

種，包含小梗木薑子、山芙蓉、三葉崖爬藤和臺灣欒樹 4 種特有種，無臺

灣植物紅皮書所記載之受脅物種，也無發現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公告之珍貴

老樹。 

陸域動物方面，哺乳動物共記錄 4 科 6 種，均為淺山和平原地區常見

物種；鳥類豐富度最高，累計有 26 科 41 種，包含 3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II)

大冠鷲、鳳頭蒼鷹、臺灣畫眉以及 1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III)：紅尾伯勞等。

特有種與特有亞種共計 19 種。所有鳥種皆為淺山至西部平原常見之物種；

兩棲類調查共記錄 4 科 5 種，本區包含草生灌叢與水域濕地環境，部分水

域環境適合兩棲物種適存；爬蟲類則記錄 7 科 7 種，主要出現於調查區域

內之草生灌叢環境和溝渠內，以上兩棲爬蟲類皆為常見種；陸域昆蟲方面，

本案蝴蝶類共記錄有 5 科 23 種，全區記錄之蝶類均為臺灣西部平原地區

之常見物種。 

水域生物生態，計畫區內離近之水域環境以埤塘、溪流、灌溉溝渠及

排水幹線組成。埤塘環境草本植生豐富、人為干擾度較低；溪流流域可見

魚蝦棲息利用；灌溉溝渠及排水幹線均以水泥護岸構成，屬三面光結構或

礫石為底，水體略微混濁，屬輕度至中度污染溪段。水域環境共記錄 10 科

28 種，包含 4 種特有種：臺灣石魚賓、陳氏鰍鮀、脂鮠及短吻褐斑吻鰕虎。

魚類組成以鋰科魚類種類最多。所有魚種均為常見之物種，其中又以外來

入侵種為優勢物種。其他底棲生物，共記錄 11 科 14 種，包含 1 種特有種：

芮氏明溪蟹。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種。而在水域昆蟲方面，本案共記錄 4 科

12 種蜻蛉目成蟲，皆為西部地去常見之物種。 

本案於 112年 5月由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承接，並接續執行施工前、

中及後階段生態檢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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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及執行方式 

一、 生態檢核介紹 

自然環境是保留給下一代美好的珍貴資產，生態工法及友善環境工程

的理念有助於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採用可持續的設計和施工方法，並

將生態學原則納入工程計劃中，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減少生態系統破壞

和維護生物多樣性。為使現代工程能與時俱進，減少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

造成之衝擊等負面影響，並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原則，積

極且正面態度創造優質與更友善環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字第

10600124400 號於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函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注意事項」，並分別於 108 年 5 月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工程技字第 1080200380 號函修正)，以及 109 年 11 月修正(工程技字第 

1090201171 號函修正)，目前最新版本為 110 年 10 月 6 日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的訂定，旨在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

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之環境。 

生態檢核的施行擬瞭解公共工程開發期間涉及之生態議題與對環境

的衝擊，並針對可能觸及的生態敏感區適時提出應對辦法。依據工程生命

週期，預將工程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階段，

制定符合工程特性之相關生態檢核項目與策略，作業流程圖如圖 2。生態

保育策略的制定，採對環境影響之最低干擾原則，並依循迴避、縮小、減

輕和補償等四大原則提出解決方案構想試圖共創工程與生態保育之雙贏。 

生態檢核作業執行，須由具生態相關背景之專業人員執行，針對工程

場區域內之生態環境和議題等背景資料收集、實地現場勘查、場域生態調

查、標示生態敏感區位圖、擬定關注物種以及改善方案。最後，邀集生態

背景之專家學者、在地保育團體或其他關切工程開發之民眾辦理現場勘查，

溝通工程計畫構想與相關生態議題與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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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10 年 10 月

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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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檢核流程與工程前階段說明 

參照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本案屬施工前階段。工程主辦單位

應於該階段與生態專業團隊針對規劃設計階段結果擬定生態保育對策、保

全對象、工程措施與監測計畫等，來確保生態保全對象和灌注敏感區域的

環境維護。相關施工前作業流程如下： 

1. 組織生態專業與工程專業團隊，確認生態保全對象、保育措施、

執行方案與生態異常狀況發生之處理方案 

2. 辦理生態團隊與工程團隊人員現勘，確認廠商明確熟知生態保全

位置，並擬定保育措施以及環境影響注意項目 

3. 減少對環境擾動的工序，說明施工擾動區域包含施工便道、土方

與材料堆置區域等，並呈現在生態保全對象的相對位置。 

4. 檢附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生態保育措施監測計畫以及生態

異常狀況辦理原則。 

5. 施工前辦理環境保育及生態保育之教育宣導 

6. 辦理施工前說明會，邀集生態背景人員、地方民間組織、在地居

民等關心工程開發之民眾，彙整與溝通相關意見。 

三、 執行團隊介紹 

本計畫設計規劃階段由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執行。自 112 年 5

月起，施工前生態檢核由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執行。本案成員透過自身

生態相關學經歷(表一)，配合辦理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析及協助將生態

保育之概念融入工程方案中，提出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 

 

 

 

 



6 

表 一、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執行團隊介紹 

姓名 學歷 專長 負責項目 

林惠珊 

負責人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

保育研究所 碩士 

生態相關調查資歷

15 年。 

生態調查規劃、生態

復育 

及保育行銷、環教推

廣 

督導及管理，

控管進度及確

保調查品質 

陳宏昌 

營運經理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

保育研究所 碩士 

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學士 

生態相關調查資歷

9 年。 

陸域動物調查、資料

分析、棲地評估、專

案管理 

現場規劃安

排、陸域動物

與棲地評估 

謝季恩 

研究員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

保育研究所 碩士 

義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生態相關調查資歷

14 年。 

陸域動物調查、繪製

生態敏感圖 

動植物調查、

現勘生態評

估、水域調查、

報告撰寫 

郭家和 

調查員 

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

研究所博士班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學系 

碩士 

生態相關調查資歷

10 年。 

樹木及植群調查、地

理資訊系統 

植物調查、繪

製生態敏感

圖、水域調查 

 

參、生態敏感區繪製及生態保育對策 

一、 重要生態敏感區 

由於民享生態環境調查有限公司在設計規劃階段調查成果中尚未繪

製生態敏感區域位置。因此，本生態調查團隊在進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

業前先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套疊法定生態保護區與重要生態敏感區

圖資並產出小尺度生態關注區域情報圖，以利後續關注物種及對象之劃定

作業；小尺度生態關注區域係指在工區周邊具有的生態資源豐富或具有生

態課題之局部範圍內的生態系統或特定生物群落。透過生態關注區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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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供工程或是管理單位於單一治理工程標定生態保全對象與應保護

的生態敏感區域劃定。其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3. 小尺度生態敏感圖分析過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9) 

由設計規劃階段調查團隊前期現地勘查、生態調查結果並依據土地利

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布來看，本案工程主要是道路擴寬及新建道路，

經基地沿岸兩側可見草生灌叢、農耕地、水域、人工建物及裸地等植被類

型，植被覆蓋程度及自然度不高，沿岸可見綠美化植栽。由自然度分級結

果來看自然度 3 為人工林，此類植被為人工栽植而成，植栽分布種植於道

路周邊，可見白千層、小葉欖仁、臺灣欒樹、九芎、大葉桃花心木、水黃

皮及印度紫檀等物種；而自然度 2 部份主要以草生灌叢為主，其分布於溪

流邊坡、廢耕農地及零星散佈的開闊地；自然度 1 為水域及裸地，主要分

布於河堤兩側與溪床裸地上，及人為擾動而造成暫無植被的區域，水域常

受到水量及河道的變化而變動位置；人工建物為自然度 0，主要分布於調

工程點位圖、設計圖 

(工程設計單位索取) 

航照或正射影像圖 

(判釋及數化) 

生態調查資料 

(文獻回顧、調查/勘查) 

受公民、NGO、研究單

位關注之區域 

(訪談、溝通) 

生態關注區域圖 

套疊圖層 目的 

暸解工程之位置及配置 

瞭解工程周遭環境及土地

利用狀況 

找出關注物種、動要棲地

並提出保全對象 

瞭解受關注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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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範圍內農路及民宅為主，少有大面積的植被，植被大多散佈於各處角落

或花圃等地。 

道路工程影響層面較其它公共工程來講，對於環境干擾影響範圍較小，

主要以道路兩則為主。因此，本生態調查團隊依工程設計範圍並套疊現地

調繪或衛星影照圖判斷工程影響周圍 5 m 及 50 m 範圍，配合工程設計圖

所繪製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探討範圍包含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以

及工程可能進行開挖影響或變更地形地貌的區域，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

工便道的範圍等，並標註具重要生態價值的保護對象，明確呈現應關注之

生態敏感區域。 

另外，工程單位與生態團隊討論定案之生態保育對策亦可標示於圖上，

作為按圖施工及後續保育成效監測的依據。在重要生態敏感區方面，本生

態調查團隊在圖資方面，選定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區、臺灣國家公園、特定水土保持區、重要野鳥棲

地(Important Bird Area，IBA)、紅皮受受脅植物分布點位緩衝帶及重要棲地、

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林班與臺南市珍貴樹木及受保護樹木等圖資，透過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進行套疊，來瞭解工程範

圍是否有無涉及在生態敏感區域內，其套疊分結結果如下表二及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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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關廟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區域是否與生態保護區重疊確認表 

類別 圖層名稱 是否涉及 

法定生態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否 

自然保護區 否 

野生動物保護區 否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否 

臺灣國家公園 否 

在地居民、學術研究單位、

生態保育團體關注 

重要野鳥棲地 否 

紅皮受受脅植物分布點位緩衝帶 否 

紅皮受受脅植物重要棲地 否 

其它 

特定水土保持區 否 

保安林 否 

國有林事業區林班 否 

臺南市珍貴樹木及受保護樹木 否 

 

圖 4. 關廟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周遭生態敏感區套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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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敏感區關注圖 

(一)生態敏感區分析 

由航空影像資料及本生態團隊現場勘查現況來看，本案工程區域範圍

以淺山生態系為主，主要以農耕地、果園、次生林及農路與民宅為主，在

工程後端有面積約為 0.36、0.21 及 0.65 ha 之農田灌溉用之埤塘。依設計

規劃所調查之植物及陸域動物組成，本案在植物方面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

物佔絕大部分，無發現自生之臺灣植物紅皮書所記錄之受威脅物種；在陸

域動物生態上，以鳥類生態最為豐富。由本案植群及陸域動物生態資料結

果並考量道路擴寬工程所影響範圍，本生態團隊依本案預定擴寬及新建道

路兩側 50 m 將大面積次生林及草生地設定為高度敏感區、果園、農耕地

及人工建物由於人為活動頻繁、干擾程度較高，因此屬於低敏感區。 

在水域生態方面，本工程案於北寮街有部份路段及南 169 線通往新光

三里路線端處有埤塘、溪流(許縣溪)、灌溉溝渠及排水幹線。埤塘環境主要

為農田灌溉蓄水所用，岸邊草本植被豐富，為人為干擾利用較少的自然棲

地。許縣溪水體呈透明黃綠色，可見魚蝦棲息活動。灌溉溝渠及排水幹線

河道則均為水泥護堤，為三面光水泥構造或以礫石為底，岸邊有零星廢棄

物，溪水稍濁，為輕度污染至中度汙染之溪段。由設計規劃階段調查資料

上來看，水生生物並未發現保育類動物，但在許縣溪內查記錄到發現臺灣

特有種和特有亞種合計 6 種。此外，本生態團隊於埤塘中記錄到斑龜

(Mauremys sinensis)，考慮到水域環境為除了水生生物外也是許多陸域生物

使用之棲地環境，因此，將埤塘、溪流皆列入於高度敏感區。 

此外，在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影響預測中指出，本案計畫區周邊可能

有瀕臨絕種保育類(I)：草鴞(Tyto longimembris)潛在的活動甚至繁殖區域。 

草鴞(圖 5)，是臺灣 12 種貓頭鷹中唯一棲息在草原中的留鳥。目前已

知主要分佈區域為嘉南和高屏區域之平原至丘陵之草生環境，與人為活動

區域重疊度極高，族群量稀少加上晝伏夜出的習性難以察覺。活動覓食期

間常於農田和荒地等鑲嵌環境中移動，而在繁殖育幼期間則對白茅草有極

高選擇性。草鴞面臨極大的生存困境，其中包含：老鼠藥的二次毒害、誤

觸防鳥網以及棲地消失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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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草鴞的照片（非本案區域內拍攝，資料來源：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 

而經本生態團隊實地現勘結果，本案基地沿線均為鳳梨田、果園、竹

林、雜木林、人造林以及少量灌叢草地等鑲嵌地景組成。適合草鴞日棲甚

至繁殖的草生環境在區域較少，僅一處小面積有白茅、其他禾本科植物和

廢耕農作物混雜之荒地，其餘適宜繁殖棲地皆與本案基地場址較遠。然而，

草鴞的活動範圍遼闊，無法排除草鴞會在夜間進入基地範圍內活動覓食。 

(二)中高敏感區現況 

整體而言，雖然本案工程主要以現有道路擴寬為主，部份路段為新建

道路，而本案周遭環境屬於淺山生態系其自然度較高，加上，由設計規劃

階段調查報告中指出，本計畫範圍周邊可能為一級保育類-東方草鴞之偏好

棲地或繁殖巢位。因此，為避免工程影響本計畫範圍鄰近之次生林、草生

地、埤塘及溪流其生物生息，本生態團隊依道路兩側 50 m 內依生態調查

資料及環境進行生態敏感區分析，並分為高、中、低敏感區進行劃分並提

供工程及管理單位於施工階段時，能夠明確暸解該區域生態保全對象與應

保護的生態敏感區域，其結果如圖 6 所示。並依各中高敏感區域內需保全

或是關注物種進行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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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關廟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生態敏感區域圖 

1. A 區生態敏感區 

本區位於工程起點，其自關廟湯山營區 20 m 聯外道路橫向連接 10 m

聯外道路後(新光大道 A 段)，該區為面積約 3 ha 左右之次生林，其林相覆

蓋良好，平均林高約在 6~10 m，以血桐、楓香、樟樹、刺杜密及綠竹、刺

竹所組成之竹林所構成較多樣化之棲地環境(圖 7)。 

 

圖 7. 本案工程路段起點(生態需關注區域 A) 

Ａ Ｂ

 

D 

C 



13 

2. B 區生態敏感區 

本區位於工程中段，由工程起點往東沿新埔二街 72 巷向東約 721 m

處遇丁字路口處之前方草生地，其面積約為 0.6 ha。該草生區域可能為為

一級保育類東方草鴞之偏好活動之環境，因此列為高度敏感區域；此外，

由丁字路口向北沿伸約 240 m 處之新光二橋處(新光大道 B 段)，其周遭環

境為溪流兩側之竹林，其竹林面積約 1.2 ha 左右。該區域具有溪流環境，

雖然溪流一側為水泥護坡，但此區域人為干擾較少且林相覆蓋良好，鳥種

數量也較多樣化，因此列為中度敏感區並和東方草鴞偏好棲地或繁殖之草

生區域，共同劃為施工階段需關注區域(圖 8)。 

  

圖 8. 施工階段需關注區域(B 區) 

3. C 區生態敏感區 

本區位於工程中段，東沿新埔二街 72 巷向東之丁字路口向東約 450 m

處銜接至南 169 線通往新光三里路線。該路段為新整建道路，原道路為寬

約 2 m 之農用道路，其兩側為樹冠層覆蓋良好之果園(中度敏感區)及次生

林(高度敏感區)。在預定新整建道路右側之次生林其延伸至工程範圍南向

許縣溪而形成陸域生物使用之生態廊道，因此，共同劃為施工階段需關注

區域。 

4. D 區生態敏感區 

本區位於工程後端，為南 169 線通往新光三里路線，原路段約為 3.5 

m 路段並預定拓寬至 6 m。本路段周遭除了為覆蓋良好之次生林外，在工

程後段旁有用於灌溉於周遭之池塘。本生態團隊於現勘時則在池中記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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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龜族群，而池塘岸上也有部份哺乳類動物之足印並延伸至一旁草生地內。

因此，考慮埤塘環境主要為農田灌溉蓄水所用，岸邊草本植被豐富，為人

為干擾利用較少的自然棲地，因此劃定為生態需關注區域(圖 9)。 

  

圖 9. 施工階段需關注區域(D 區) 

肆、工程影響分析及生態保育措施 

本案於施工前完成現勘(112 年 5 月)，工程場域內多以農田、果園、竹

林及部分雜木林形成的鑲嵌地景，自然度相對較低。透過設計規劃階段之

調查成果顯示，植物多數平原至淺山環境中之常見物種，然在部分雜木林

中林冠覆蓋良好。陸域動物調查結果，以鳥類資源最為豐富，灰腳秧雞較

為特殊，主要棲息於淺山丘陵環境，其餘鳥種均為低海拔山區至平原之常

見物種。此外，雖然尚未記錄任何夜行性猛禽，但草鴞為潛在可能出現的

物種，需在工程進行中特別注意。其餘類群生物仍為平原常見之物種。 

結合本公司調查人員現勘與參考民享環境生態有限公司於設計規劃

階段之調查結果，本案雖未列舉關注保全對象，然依照現場勘查結果與規

劃設計之檢核報告書擬定下列生態保育措施對策與建議： 

1. 現有草生荒地維持 

本案於 15 米道路擴寬與 6 米路交會口南側(生態敏感區 B 區)，一

處鳳梨田鑲嵌白茅草和其他禾本科植物之荒地環境，此處為本案內相

對自然之草生環境。建議施工期間以圍籬阻隔工地與草地，並且避免

傾倒土石影響既有草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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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免影響水域環境 

施工期間應避免對計畫區域周邊之溪流環境造成影響與污染，如：

擴寬 15 米路底以箱涵形式跨越溪溝。建議於施工期間採取適當設施，

勿任意棄置工程廢料與垃圾，堆置與打包確實避免污染物外溢影響水

質，並盡量減少天然邊坡破壞。 

3. 鄰近水域埤塘阻隔 

本案道路末端有一處水塘，緊鄰規劃道路邊緣。建議於水域周邊

設置圍籬以防止爬行類動物如：斑龜上岸穿越案場。 

4. 監測生態敏感區 

本案設定 A、B、C、D 等四區為生態關注區，須持續進行生態監

測，了解生態狀況是否劣化。 

伍、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在後續施工階段，應依據設計階段所提出的生態保育措施進行相應操

作。若施工過程中發現生態異常情況，應立即通知施工單位、主辦機關以

及生態團隊，並暫停施工。根據本案情況，以下是對生態異常情況的處理

原則： 

1. 若施工遭遇當地居民反對或提出疑議，應通知生態團隊與主管機關

協助解釋，以使他們瞭解相關處置方案的原因。同時，可以邀請專

家學者和當地居民召開說明會議，共同討論後續處理方式。 

2. 如施工過程中發現周邊生物大量死亡現象或生態保護對象出現異

常，應立即停工並通知生態團隊與主管機關到場，釐清原因並提出

解決對策。 

3. 若施工區域保全的植被對象被移除，應立即停工並通知生態團隊與

主管機關到場了解情況，同時要求施工單位將被移除的植被回復至

施工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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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遇到其他與生態相關的異常現象，應通知生態團隊協助釐清情況

並進行處理。 

陸、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在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方面，工程委員會生態檢設計階段內容規

定，為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計中，將生態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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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確認可行性後，

完成細部設計，並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

狀況處理原則以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下表為本案經生態團隊依調

查檢果、生態敏感區及與工程團隊和專家與民眾參與現勘後所設計之生態

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而後在施工階段時生態團隊將依此自主檢查表進行

受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及相關生態措施進行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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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本案預定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編號：              ） 

工程名稱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工程位置  檢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進度      %) 

檢查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情形 檢查結果 

1.【關注區域】 

生態關注 A 區域。 

本案周遭陸域動物可能

利用該區次生林周緣進

行棲息或繁殖，應避免人

為干擾，並降低晨昏施工

的頻度，並監測次生林之

生態情況。 

  

2.【關注區域】 

生態關注 B 區域。 

本案周遭陸域動物可能

利用該區次生林周緣進

行棲息或繁殖，應避免人

為干擾，並降低晨昏施工

的頻度，並監測次生林之

生態情況。此外，該區草

生區可能是東方草鴞偏

好棲地，除了避免過度干

擾之外，也需在施工階段

期間持續觀察。 

  

3.【關注區域】 

生態關注 C 區域。 

本案周遭陸域動物可能

利用該區次生林周緣進

行棲息或繁殖，應避免人

為干擾，並降低晨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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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度，並監測次生林之

生態情況。 

4.【關注區域】 

生態關注 D 區域。 

本案周遭陸域動物可能

利用該區次生林周緣進

行棲息或繁殖，應避免人

為干擾，並降低晨昏施工

的頻度，並監測次生林及

水域生態情況。此外需注

意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廢

棄物、土方等，避免外洩

流入水域中而造成環境

污染。 

  

5.【縮小】 

施工範圍應限制在

固定範圍內 

工程施作時仍建議標示

禁止開挖整地之範圍，減

少整地開挖與擾動面積。 

  

6.【迴避】 

在工程期間，施工

人員避免進入非工

區範圍之區域。 

工程方應於道路兩側設

置施工圍籬，防止工程人

員及機具進入非工程範

圍。 

  

7.【減輕】 

施工時產生之噪音

勢必影響棲息於次

生林及草生地生

物，因此，需注意噪

音對周圍生物環境

之影響。 

工程施工時建議採用減

噪或降噪方式避免高分

貝機具同時施做產生突

發性的噪音及震動。 

  

8.【減輕】 

減少光源對於該區

域生物之危害。 

以既設照明燈光為主，非

必要不新設光源及夜間

施工，避免干擾周邊夜間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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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減輕】 

減少現場應工程而

產生之垃圾 

施工期間將民生及工程

廢棄物集中，並每日帶離

現場，避免吸引流浪犬貓

於工區附近駐留，對在地

野生動物造成壓力。 

  

10.【減輕】 

降低污水排放對於

水域影響 

不可將工程中產生之渾

水直接排入排水渠道及 

池潭。 

  

施工廠商(單位職稱)：＿＿＿＿＿＿＿＿＿＿＿＿＿簽名：＿＿＿＿＿           

監造單位(單位職稱)：＿＿＿＿＿＿＿＿＿＿＿＿＿簽名：＿＿＿＿＿ 

◎若異常狀況複查結果： 

 

 

複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單位職稱：＿＿＿＿＿＿＿＿＿＿＿＿＿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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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民眾參與施工前生態檢核說明會 

依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工程主辦單位應辦理施工前說明會，並邀集生

態背景人員、地方民間組織、在地居民等關心工程開發之民眾，彙整與溝

通相關意見。 

本案於 112 年 6 月 14 日於臺南市關廟區公所三樓會議室辦理施工前

說明會，共計 19 人參與，說明會邀集相關地方 NGO 組織、以及基地內的

關廟區新埔里、新光里、北勢里的里長代表出席。就施工前對生態檢核的

注意事項進行意見交流及討論溝通，會議相關記錄及活動照片詳見附錄一。 

捌、施工團隊參與生態環境教育訓練 

本案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交通部觀光局所制定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作業及環境友善措施標準作業中，於施工前需擬定環境保護教育

計畫，並將其措施辦理教育宣導。 

本案於 112 年 6 月 14 日，於臺南市關廟區公所辦理「陸軍砲兵訓練

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施工前環境保護及生態教育

宣導，共計 11 人參與，旨在由專業生態團隊針對開發區域周邊環境生態

現況解析，讓現場工程執行人員熟悉於工區施作期間應注意事項與相關生

態保育知識與基礎概念建構。講義內容及活動照片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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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

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建工

程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5.21～113.11.30 監造廠商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營造廠商 新舜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台南市關廟區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506,281 千元 

工程目的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_______ 

工程概要 

新光大道起點自關廟湯山營區 20M 聯外道路橫向連接 10M 聯外道

路後(新光大道 A 段)，往東沿新埔二街 72 巷向東約 721.25 公尺遇

丁字路口(新光大道 B 段 15m) 分有兩線，分有為向北沿伸約 

240.59 公尺(新光大道 B 段 15m)往台灣龍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路

線，以及續向東銜接至南 169 線通往新光三里路線(新光大道 B 段 

6m)。  

預期效益 

新光大道主要作為關廟區新埔里、北勢里及新光里間之橫向聯繫要

道，有別於市 道 182 線(行經關廟市區)，本路段為避開關廟市區並

聯繫湯山營區 10 米與 20 米 之橫向連結道路，並有助於縮短新光

里往返關廟市區、86 號快速道路及關廟交 流道之旅途時間，藉由

既有道路拓寬、瓶頸路段改善等作為地區間之主要道路。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 

2.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3.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1.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

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

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

配置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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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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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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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團隊人員背景資料如文件表 1 所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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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23/05/22 生態團隊人員偕同新舜營造有

限公司李偉碩副理於現地進行勘查並討論生態

保全對象相關事宜(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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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23/6/14 辦理施工前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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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相關資料如本報告圖六所示。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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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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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辦理施工前說明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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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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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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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

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

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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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生態檢核團隊現勘工作照 

調查人員：                              調查日期：2023/05/22 

  

生態調查團隊偕同施工人員現勘(一) 

  

生態調查團隊偕同施工人員現勘(二) 

  

草生地環境未施工前現況(202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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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二號橋周遭環境未施工前現況 

  

新光大道 B 段後端池塘環境現況(一) 

  

新光大道 B 段後端池塘環境現況(二) 

  

新光大道 A 段整建路段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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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民眾參與施工前生態檢核說明會活動記錄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 

擴、整建工程生態檢核說明會 

 
記錄：謝季恩 

 

一、會議時間：202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上午十時 

二、辦理地點：臺南市關廟區公所-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參與民眾：詳如附件簽到單，共計 19 人  

四、開會事由： 

本案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交通部觀光局所制定之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作業及環境友善措施標準作業中，在工程提報審議至維護

管理各階段應參採民眾意見。工程執行機關可透過、個人或團體訪談、

現勘、工作坊或工作圈、諮詢或審查會、座談會或公共論壇、公聽會

等，並在溝通過程中清楚說明制度或工程緣由、工程方案、可能影響、

生態友善措施及協調事項等項目。本案於 112 年 6 月 14 日，於臺南市

關廟區公所召開「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

建工程」施工前階段說明會，旨在於施工前向生態團體及當地居民說

明當地生態及施工時預計注意的生態要點，公開目前調查的生態檢核

相關資訊，以減輕生態團體和當地居民的疑慮，將工程執行時的環境

友善概念內化，以實現生態永續發展的願景。 

五、會議流程： 

1. 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進行本案生態檢核說明 

2. 現場民眾就生態議題提問討論 

3. 綜合意見回復及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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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議意見及建議事項彙整如下： 

(一) 西拉雅文化協會 萬俊明導演意見及注意事項 

1. 白茅草是相當重要的草鴞棲地，因此草生地的保留，如同剛剛生態
檢核說明時，生態公司所提出的，草生地的保留相當重要，此外，

建議施工單位在整地階段若有發現香澤蘭或美洲含羞草等外來入

侵種植物能協助一併清除。 

2. 建議施工期間所產生之垃圾與廢棄物應確實打包勿任意棄置，也切
勿以焚燒方式處理，避免引燃周邊草生環境造成生態浩劫。 

3. 在工地應該要嚴禁外籍或原住民施工人員於施工場域內進行採集
或狩獵行為，獸夾和套索陷阱對生活於地面的草鴞危害都是相當大

的。 

(二) 臺南市野鳥學會 林岱瑢總幹事意見及注意事項 

未來道路擴寬後可能會增加野生動物在穿越期間遭路殺的風險，是

否有相關應對方式？ 

(三) 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 林惠珊負責人意見回覆 

1. 針對協助移除外來種植物會請相關單位提供清楚可供辨識之圖片
交由工程單位，讓其現場工作人員能直接對照並協助移除。 

2. 嚴禁狩獵與採集方面均已列進檢核報告書中，需請工程單位落實管
理。 

3. 有關野生動物穿越案場疑慮，本公司與工程單位實際現勘後已建議
在可能造成動物穿越之敏感區域設立圍籬作為阻擋隔離，特別針對

道路末段兩處埤塘區域，會提請設計及施工單位參考。關於是否設

置野生動物廊道，會在進行評估。 

 

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生態檢核在整個施工期間，我們生態團隊會

持續監督與陪伴，在既定的工程中，針對敏感區域，我們也會持續

進行調查與監測，若期間有任何的生態異常狀況也會進行處理，再

次感謝大家的參與。 

七、散會：同日上午十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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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一、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

生態檢核說明會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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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之二、生態檢核說明會活動記錄照 

  

說明會活動記錄照 1 說明會活動記錄照 2 

  

委員意見回饋與討論 會後回饋與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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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施工團隊參與生態環境教育訓練活動記錄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 

擴、整建工程生態檢核教育訓練研習課程 

 

一、課程時間：202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上午九時 

二、辦理地點：臺南市關廟區公所-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共計 11 人，詳如簽到簿及活動照片  

四、講師：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謝季恩研究員 

五、生態環境教育訓練目的： 

本案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交通部觀光局所制定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作業及環境友善措施標準作業中，於施工前需擬定環境保護教育

計畫，並將其措施辦理教育宣導。本案於 112 年 6 月 14 日，於臺南市關

廟區公所辦理「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光大道擴、整建工程」

施工前環境保護及生態教育宣導，旨在由專業生態團隊針對開發區域周邊

環境生態現況解析，讓現場工程執行人員熟悉於工區施作期間應注意事項

與相關生態保育知識與基礎概念建構。 

六、課程內容： 

由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謝季恩研究員，針對案場所經之相關生態

敏感區簡介，說明開發區內各生態敏感關注區及施工期間應注意之相關事

宜；開發區內常見鳥類介紹；最後針對區域內可能出現之敏感物種—草鴞

介紹，內容包含基礎生態認知、工區周邊草鴞活動熱區、面臨困境以及突

發事件應變與處置等基本認知。 

七、簡報教材內容：詳如附錄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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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意見交流及討論 

(一) 新舜營造有限公司 提問 

萬一在工作期間不慎干擾草鴞巢穴，這樣親鳥會在回來嗎？ 

(二)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王主任提問 

拾獲傷鳥甚至是巢穴，進行正常管道回報後會迫使工程停工嗎？本案

是否有需要設置生態廊道的必要？ 

(三) 昕昌生態科研有限公司—謝季恩研究員回覆 

1. 萬一不慎干擾正在繁殖之巢穴，人員應立即撤出避免再次干擾，

立即回報生態團隊；可採用簡易施工圍籬來隔離巢區，待幼鳥離巢

後再進行施作。 

2. 拾獲傷鳥立即通報執行後送並不會造成工程停擺，但萬一發現鳥

巢則需視為突發生態事件，需與生態團隊及相關專家學者進行現

勘後並研擬相關措施。 

3. 關於本案是否需要設置生態廊道，可以在生態較敏感區、較多野

生動物穿越的地區設置生態廊道。 

九、散會：同日上午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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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一、生態檢核教育訓練研習課程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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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二、生態檢核教育訓練研習課程活動照片 

  

生態教育訓練工作照 生態敏感區解析 

  

草鴞基礎生態學認知介紹 課程後回饋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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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三、生態檢核教育訓練研習課程推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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