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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臺1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臺86線至保安路）暨三爺溪

排水文賢橋改建工程 

設計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監造廠商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營造廠商 新舜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臺南市 仁德區 

TWD97座標 

X： Y：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210,000（千元） 

工程目的 

坐落於仁德區三爺溪上的文賢橋，現況依經濟部水利署「三爺溪排水及西機場

排水治理計畫」為防洪能力不足急需改建，因此配合道路拓寬工程一併改建，
設計橋長約57公尺、寬15公尺，橋樑型式為單柱式斜張鋼樑景觀橋(含兩端引道
橋樑提高及既有道路拓寬工程)，改建後將改善文賢橋橋樑底高程嚴重不足問
題，加強三爺溪防洪能力。 

工程類型 
■交通、□港彎、□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建築、

□其他 

工程概要 
本計畫工程內容包括既有文賢橋改建工程，計畫工程橋長約 54m、橋寬 15m，並

含兩端引道配合其量提高改善及既有道路拓寬改善至保安路等工作。 

預期效益 

1. 改善文賢橋樑底高程不足問題，加強三爺溪防洪能力，以減輕仁德地區水患

並解決淹水問題。 

2. 文賢路拓寬後可整合臺南生活圈道路，建立區域性道路網以提升都會區交通

需求。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提報核定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前期未及辦理，於施工階段補齊。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1.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2.（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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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及高生

態價值區域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二仁溪水系。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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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2. 規劃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3.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前期未及辦理，於施工階段由野望生態顧問公司擔

任生態團隊。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4.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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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計

階

段 

設計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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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前期未及辦理，於施工階段由野望生態顧問公司擔

任生態團隊。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民眾

參與 

設計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併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6. 施工期間：109年12月30日至111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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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野望生態顧問公司擔任生態團隊，建業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擔任工程團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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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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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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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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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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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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棲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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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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依據 

本計畫為減輕治理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而辦理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作業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之規範

執行，不足處另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

冊」之內容。 

1.2 計畫位置與概況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臺 1 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臺 86 線至保安

路）暨三爺溪排水文賢橋改建工程位於臺南市仁德區，如圖 1 所示，周邊

鄰近有國道 86 線、奇美博物館、三爺溪以及住宅區，整體環境多為人為開

發環境。本工程內容包括既有文賢橋改建工程，計畫工程橋長約 54m、橋

寬 15m，並含兩端引道配合其量提高改善及既有道路拓寬改善至保安路等

工作。 

 

圖 1、計畫位置示意圖 

1.3 生態檢核作業項目 

本計畫生態檢核作業包含規劃設計階段之補充與施工階段兩個部份，

其分別進行的作業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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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階段 作業項目 

規劃設計階段（補充） (1) 基本生態資料蒐集調查。 

A. 生態環境的文獻蒐集。 

B. 現勘調查輔助生態資料的蒐集。 

C. 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的生態議題與保全

對象。 

(2) 評估工程可能造成的生態影響、潛在生態課

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

生態保全對象，並提出現階段可執行之生態

友善對策。 

(3) 依據生態資料蒐集調查成果研擬符合迴避、

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4) 製作生態關注區域圖，若工區範圍及周緣有

保全對象，以圖面呈現保全對象之相對位

置。 

(5) 製作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提供施工單

位填寫。 

施工階段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包含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

驗收前之生態檢核。 

(1) 現場勘查，確認生態保育對策實行，確認施

工單位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擬定生

態保育措施與環境影響注意事項。 

(2) 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 

(3)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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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補充作業 

2.1 文獻資料收集 

文獻回顧發現，早期並沒有針對三爺溪所做的生態資源調查，故文獻

蒐集以二仁溪主流域與下游地區的相關文獻為主。在三爺溪相關文獻中，

以鄰近三爺溪的二仁溪河口濕地歷年相關文獻中可發現，河口濕地包含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II）環頸雉、魚鷹、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以

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燕鴴、紅尾伯勞、黑尾鷸。而對照台灣

紅皮書後發現，包含極危（NCR）等級之環頸雉、易危(NVU)等級之黑尾

鷸。 

在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所查詢到的物種中，無保育類或紅皮書物種。 

表 1、文獻資料回顧摘要 

1 二仁溪的生態現況（2002） 

植物相關 45 科 136 種。 

動物相關 鳥類：46 種。兩棲類：2 種。爬蟲類：1 種。蝶類：28 種。蜻

蜓：15 種。 

保育類： 

II：大冠鷲、東方蜂鷹、小燕鷗、畫眉。 

III：紅尾伯勞。 

NNT：東方蜂鷹、小燕鷗。 

NEN：畫眉。 

特有種：畫眉。 

特有亞種：大冠鷲。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1 種。蝦蟹類：2 種。螺貝類：9 種。水生無脊椎動物：10

科 6 屬。 

2 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2007） 

植物相關 

二仁溪主流域： 

48 科 129 屬 147 種 。 

特有種：台灣魔芋、艾納香。 

動物相關 二層行橋站： 

哺乳類：3 科 5 種。鳥類：18 科 28 種。爬蟲類：3 科 6 種。兩棲

類：2 科 2 種。蝶類：5 科 16 種。蜻蜓：1 科 3 種。 

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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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紅尾伯勞。 

特有亞種：小雨燕、白頭翁、大卷尾、褐頭鷦鶯、樹鵲。 

水域生物

相關 

二層行橋站： 

魚類：2 科 2 種。蝦蟹螺貝類： 3 科 3 種。底棲生物：7 科 7 種。 

保育類： 

NVU：擬多齒米蝦。 

特有種：擬多齒米蝦。 

3 二仁溪下游河段生態調查與整治生態效益評估（2009） 

植物相關 

22 科 49 種。 

三爺溪站：14 顆 21 種。 

二層行橋站：11 科 27 種。 

動物相關 三爺溪站： 

鳥類：6 種。 

二層行橋站： 

鳥類：12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三爺溪站： 

魚類：15 種。 

二層行橋站： 

魚類：11 種。 

4 二仁溪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推廣計畫（2011） 

植物相關 
34 科 83 種。 

特有種：山芙蓉。 

動物相關 鳥類：13 科 18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二仁溪全河段綜合結果： 

魚類：11 科 15 種。螺貝類：11 科 14 種。蝦蟹類：7 科 17 

種。水棲昆蟲與半水棲昆蟲：62 科 95 種。 

VU：擬多齒米蝦。 

特有種：明潭吻鰕虎、台灣馬口魚、擬多齒米蝦。 

5 103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4）  

動物相關 鳥類：24 科 41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黑翅鳶。 

III：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5 

 

特有亞種：環頸雉、南亞夜鷹、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

翁、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2 科 14 種。蟹類：7 科 14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6 104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5） 

動物相關 鳥類：24 科 43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 

III：燕鴴、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鳳頭蒼鷹、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

翁、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9 科 24 種。蟹類：7 科 14 種。 

特有種：臺灣棘鯛、臺灣泥蟹。 

7 104 年度二仁溪流域污染整治生態效益調查計畫（2015） 

水域生物

相關 

永寧橋站： 

魚類：3 種。底棲生物：15 種。 

8 
臺南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興建計畫委託辦理綜合規劃、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2016） 

植物相關 42 科 97 屬 117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5 科 9 種。 

蝦蟹螺貝類：4 科 7 種。 

9 105 年臺南市二仁溪下游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6） 

動物相關 鳥類：26 科 55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魚鷹、黑翅鳶。 

III：黑尾鷸。 

NCR：環頸雉。 

NVU：黑尾鷸。 

特有亞種：環頸雉、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褐頭鷦

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20 科 24 種。蟹類：8 科 24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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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6 年臺南市二仁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8）  

動物相關 鳥類：29 科 64 種。 

II：環頸雉、黑翅鳶。 

III：燕鴴、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小雨燕、大卷尾、白頭翁、黃頭扇尾鶯、褐

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2 科 18 種。蟹類：9 科 21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11 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與周邊生態調查成果報告（2018） 

植物相關 47 科 109 屬 129 種。 

動物相關 哺乳類：3 科 3 種。鳥類：31 科 58 種。兩棲類：5 科 7 種。爬蟲

類：4 科 5 種。蝶類：4 科 24 種。 

保育類： 

I：黃鸝。 

II：紅隼、環頸雉、水雉、彩鷸、大冠鷲、黑翅鳶、鳳頭蒼鷹。 

III：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NVU：黃鸝、水雉。 

特有亞種：大冠鷲、鳳頭蒼鷹。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5 科 9 種。 

12 
臺南市政府 106-107 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委辦計

畫-港尾溝溪水環境改善計畫（2019） 

植物相關 
55 科 184 屬 241 種。  

特有種：小梗木薑子、台灣欒樹、三奈。 

動物相關 哺乳類：4 科 5 種。鳥類：22 科 38 種。兩棲類：4 科 5 種。爬蟲

類：4 科 5 種。蝶類：5 科 22 種。蜻蜓：3 科 8 種。 

保育類： 

II：黑翅鳶、環頸雉。 

NCR：環頸雉。 

NNT：粉紅鸚嘴。 

特有種：斯文豪氏攀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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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亞種：赤腹松鼠、大卷尾、南亞夜鷹、黃頭扇尾鶯、褐頭鷦

鶯、環頸雉、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粉紅鸚嘴。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3 科 3 種。蝦蟹螺貝類：3 科 4 種。 

13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查詢日期 111 年 3 月 22 日） 

植物相關 1 科 1 種，無珍稀或紅皮書物種。 

動物相關 鳥類 22 科 43 種，無保育類。 

2.2 工程生態情報圖 

為瞭解計畫範圍是否位於法定生態保護區及重要生態敏感區，將計畫

範圍與法定生態敏感區的相關圖資套疊（圖 2 及表 2），計畫範圍距離周

邊的二仁溪口約 1200 公尺，結果顯示計畫範圍屬於一般層級的區域。 

 

圖 2、工程範圍生態情報圖 

表 2、重要生態敏感區圖資套疊結果摘要 

類別 圖層名稱 套疊結果 

法定生態保護區 
野生動物自然棲息環境 

自然保留區 
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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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圖層名稱 套疊結果 

自然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國家公園 

國家自然公園 

一級海岸保護區 

其他重要生態敏

感區 

水庫蓄水範圍 

國家重要濕地 
無涉及 

在地居民、學術

研究單位、生態

保育團體關注 

重要野鳥棲地（IBA） 

淺山保育圖資 
無涉及 

2.3 關注物種 

根據文獻資料蒐集與現地調查的結果，將稀有植物及保育類動物的名

錄列出，並分析其族群分布、棲地利用、個體移動能力等條件，逐一評估

本計畫對它們可能造成的影響，以篩選本計畫的關注物種（表 3）。 

評估結果以可能出現在計畫區周邊農耕地、高草地的環頸雉及黑翅鳶

為應受到關注的動物，若後續監測有發現其餘保育類等物種再酌以評估是

否增列。 

表 3、計畫區周緣可能受影響之關注物種評估表 

物種 關注 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 

黃鸝 

(I、NVU) 
 

留鳥，多棲息於低海拔丘陵林

地及針、闊葉混合林，或具有茂

密樹林之公園、綠地。本計畫並

未移除次生林植被作為，評估

對該物種無直接負面影響，但

工程若能納入補植喬木之作

為，可對該物種之存續有正向

的增益。 

11 

大冠鷲 

(II) 
 

留鳥，多棲息在淺山丘陵地帶，

偏好已開發的山地如果園、溪

谷等地，評估本計畫對其無直

接生存威脅。 

1、11 



9 

 

物種 關注 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 

東方蜂鷹 

(II、NNT) 
 

兼具留鳥與過境鳥屬性，多在

原始林或次生林間活動，喜食

蜂蜜，偏好活動於有養殖蜜蜂

之地區，評估本計畫對其無直

接生存威脅。 

1 

小燕鷗 

(II、NNT) 
 

夏候鳥，多活動於海岸、魚塭及

河口，覓食時會於空中飛行，喜

好之棲地類型未於工程周邊分

布，評估本計畫對其無直接生

存威脅。 

1 

畫眉 

(II、NEN) 
 

留鳥，喜好於濃密草叢或灌木

叢中鳴叫及活動，評估本計畫

對其無直接生存威脅，但在施

工期間可能會暫時遠離工區附

近。 

1 

環頸雉 

(II、NCR) 
 

留鳥，喜好於灌叢、旱田、甘蔗

田及溪床等裸露地或農耕地活

動，評估本計畫對其無直接生

存威脅，但在施工期間可能會

暫時遠離工區附近。 

5、6、9、10、11、12 

黑翅鳶 

(II) 
 

留鳥，喜好於疏林草原、農耕地

及草生地活動，目前於臺灣西

部廣泛分布，評估本計畫對其

並無直接影響，但在施工期間

可能會暫時遠離工區附近。 

5、6、9、10、11、12、 

鳳頭蒼鷹 

(II) 
 

留鳥，喜好於低海拔丘陵地的

次生林間活動，有時也可發現

於校園中，適應人為干擾，評估

本計畫對其並無直接影響，但

在施工期間可能會暫時遠離工

區附近。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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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關注 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 

彩鷸 

(II) 
 

留鳥，喜好於水稻田、濕地草原

及沼澤畔草地覓食及活動，評

估本計畫對其無直接生存威

脅，但在施工期間可能會暫時

遠離工區附近。 

6、11 

魚鷹 

(II) 
 

冬候鳥，常在水域附近活動並

俯衝捕捉魚類，評估本計畫對

其無直接生存威脅。 

9 

紅隼 

(II) 
 

冬季過境鳥，在同一地區僅通

過或短暫停棲，評估本計畫對

其影響甚微。 

11、 

水雉 

(II、NVU) 
 

普遍留鳥及稀有過境鳥，喜好

於菱角田或有大片蓮花、布袋

蓮等水域環境活動，評估本計

畫對其無直接生存威脅，但在

施工期間可能會暫時遠離工區

附近。 

11 

紅尾伯勞 

(III) 
 

冬候鳥，常單獨於林地邊緣、農

耕地、灌叢及菜園等地停棲於

枝條上，以其他小型動物為主

食，評估本計畫對其無直接生

存威脅，但在施工期間可能會

暫時遠離工區附近。 

1、2、5、6、10、11、 

燕鴴 

(III) 
 

夏候鳥，喜好於沙岸、溪床、乾

燥農地及裸露地活動，周邊的

甘蔗田於採收後可能成為其繁

殖的棲地，評估本計畫對其無

直接生存威脅。 

6、10、 

黑尾鷸 

(III、NVU) 
 

冬候鳥，多棲息於河口灘地，評

估本計畫對其影響甚微。 
9 

擬多齒米蝦 

(NVU) 
 

喜好活動於石塊、沙石及水草

間的小型蝦類，通常活動於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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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關注 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 

域中游，與本計畫位置相距甚

遠，推估無直接影響。 

註：資料來源欄位中數字為表 1 文獻之篇次。 

2.4 生態議題 

從文獻資料及現地勘查的結果，工程為橋梁改建及道路拓寬，計畫範

圍多為人為干擾區，橋梁橫跨三爺溪屬於水域人為干擾區，工區周邊有台

糖造林地，但因周邊有其餘工程同步進行中，因此，整體屬於高度干擾的

狀態。針對本計畫提出以下生態議題： 

(1) 保留人造林帶 

文賢橋北側及東側堤岸為台糖造林地，鄰近工區的人造林帶不得

隨意破壞，應保持其完整性。 

(2) 減輕水域擾動 

工程施作時會擾動水域，導致水質混濁，建議以圍堰等方式減少

水域擾動，以避免泥沙及廢水直接流入三爺溪造成汙染，亦避免既有

水路因工程施作斷流。 

(3) 迴避關注物種活動時間 

本計畫設立環頸雉及黑翅鳶為關注物種，工程施作時間避免於晨

昏及夜間時段，避開晨昏生物活動高峰時段及夜間休息時間。每日於

8~18 時施作。 

2.5 生態敏感區域圖 

計畫範圍周邊多為人為干擾環境，僅文賢橋北側尚有較完整之人造林

植被帶，人造林屬於陸域低度敏感區；計畫範圍的三爺溪水域屬於水域人

為干擾區，橋梁、道路及民宅屬於人為干擾區（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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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生態敏感區域圖 

2.6 工程影響評估與生態友善原則 

2.6.1 工程影響評估 

本計畫為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臺 1 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臺 86 線

至保安路）暨三爺溪排水文賢橋改建工程，預計執行項目有包括既有文賢

橋改建工程，並含兩端引道改建及既有道路拓寬等工項，工程施作期間可

能產生噪音及震動影響周邊生物作息，舊有橋樑旁的邊坡植被可能會因工

程而遭移除，橋梁改建過程可能擾動水域棲地，汙染水質，本計畫周邊雖

大多屬於干擾區，且周邊同時有另案工程同時進行，但在工程執行階段仍

應謹慎不過度開發，以減輕對周邊環境的干擾破壞。 

2.6.2 生態友善原則 

本計畫以維持工區周邊既有現況，避免改建工程產生過多人為干擾為

主，提出以下生態友善原則使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 

(1) 本計畫為橋梁改建及道路拓寬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對周邊環境造成干

擾，應縮小干擾範圍，減輕對周邊環境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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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便道或機具資材暫置區可能破壞植被，造成大面積裸露地，減少

動物棲息及覓食的棲地，可利用既有道路設置通工便道及機具資材放

置區。 

(3) 現地周邊多為人為干擾區，但仍有較完整人造林及草生地，施作期間

因施工所需可能將既有植被移除，施工後的裸露地容易導致外來種植

物入侵，若施工期間有發現外來種植物建議加以移除，並於施工後加

速植被恢復。 

(4) 調整工程施作時間，避免於晨昏及夜間時段施工，以迴避動物晨昏活

動高峰及夜間休息時段，並於關注物種繁殖期（5~8 月）時注意是否在

工區內有繁殖情況，避免對其造成過度干擾。 

2.6.3 生態友善對策 

本計畫未來的規劃設計或施工過程可能影響現地的生態環境，故相關

工程設計與施作應參考以下生態保育對策。 

(1) 迴避 

A、 保留人造林帶 

文賢橋北側及東側堤岸為台糖造林地，鄰近工區的人造林帶不得

隨意破壞，應保持其完整性，屬於較多生物活動之棲地，應避免工程

造成林帶完整性被破壞或干擾。 

B、 迴避計畫範圍之棲地 

在規劃施工便道、材料堆置區、洗車台等臨時設施物時，應優先

選擇在人為已開發區域，避免影響周邊人造林與水域環境間棲地的連

結。 

(2) 縮小 

A、 縮小工程規模 

在規劃設計階段應盡可能考慮縮小工程影響範圍，如沿用現有道

路做為施工便道，不另外開闢道路，以減少對周邊環境的破壞。 

(3) 減輕 

A、 減輕對水域環境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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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作時會擾動水域，導致水質混濁，應以圍堰等方式減少水

域擾動，以避免泥沙及廢水直接流入三爺溪造成汙染，亦避免既有水

路因工程施作斷流。 

B、 調整工程施作時間 

避免於晨昏及夜間時段施工，以迴避動物晨昏活動高峰及夜間休

息時段，並於關注物種繁殖期（5~8 月）時注意是否在工區內有繁殖

情況，避免對其造成過度干擾。 

(4) 補償 

A、 外來種的移除 

現地周邊多為人為干擾區，但仍有較完整人造林及草生地，施作

期間因施工所需可能將既有植被移除，施工後的裸露地容易導致外來

種植物入侵，若施工期間有發現外來種植物建議加以移除，並於施工

後加速植被恢復。 

2.6.4 生態保育措施 

(1) [迴避]保留人造林帶。北側及東側堤岸有較完整之人造林地，應避免工

程造成林帶完整性被破壞或干擾。 

(2) [迴避]施工便道使用既有道路開設。將工程施工便道、資材暫置區等臨

時設施以設置在已開墾或開發區域為主，避免破壞周邊的棲地環境。 

(3) [縮小]固定施工範圍。施工過程以施工圍牆等方式將干擾範圍限制在

固定區域，不往外側擴張。 

(4) [減輕]減輕對水域環境的擾動。工程施作時會擾動水域，導致水質混濁，

應以圍堰等方式減少水域擾動，以避免泥沙及廢水直接流入三爺溪造

成汙染，亦避免既有水路因工程施作斷流。 

(5) [減輕]調整工程施作時間。避免於晨昏及夜間時段施工，以迴避動物

晨昏活動高峰及夜間休息時段，並於關注物種繁殖期（5~8 月）時注

意是否在工區內有繁殖情況，避免對其造成過度干擾。 

(6) [補償]外來種植物移除。施工期間有發現外來種植物建議加以移除，以

避免施工後的裸露地遭外來種植物先驅占領。 

表 4、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對照表 

項目 工程內
容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對策 

1 1. 橋梁
改建 

2. 道路
拓寬 

(1)  本計畫橋梁改建及
道路拓寬工程，施工
期間可能對周邊環
境造成干擾，應縮小

[迴避]保留人造林帶。 

[迴避]施工便道使用既有
道路開設。 

[縮小]固定施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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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範圍，減輕對周
邊環境的破壞。 

(2)  施工便道或機具資
材暫置區可能破壞
植被，造成大面積裸
露地，減少動物棲息
及覓食的棲地，可利
用既有道路設置通
工便道及機具資材
放置區。 

(3)  現地周邊多為人為
干擾區，但仍有較完
整人造林及草生地，
施作期間因施工所
需可能將既有植被
移除，施工後的裸露
地容易導致外來種
植物入侵，若施工期
間有發現外來種植
物建議加以移除，並
於施工後加速植被
恢復。 

(4)  調整工程施作時間，

避免於晨昏及夜間

時段施工，以迴避動

物晨昏活動高峰及

夜間休息時段，並於

關 注 物 種 繁 殖 期

（5~8 月）時注意是

否在工區內有繁殖

情況，避免對其造成

過度干擾。 

[減輕]減輕對水域環境的
擾動。 

[減輕]調整工程施作時

間。[補償]外來種植物移

除。 

 

2.7 生態關注區域圖 

根據生態敏感區域圖以及各項工程內容影響評估給予生態保育措

施，將措施標示於生態敏感區域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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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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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施工階段的生態檢核作業，由生態人員於 111 年 01 月 13 日執行施工

中的現地勘查。 

3.1 施工中 

3.1.1 保全對象與關注物種確認 

(1) 保全對象 

本計畫範圍，計畫範圍多為人為干擾區，橋梁橫跨三爺溪屬於水域人

為干擾區，工區周邊有台糖造林地，但因周邊有其餘工程同步進行中，因

此，整體屬於高度干擾的狀態，本計畫未設立保全對象。 

(2) 關注物種 

評估計畫範圍周邊的保育類物種，評估結果計畫範圍內多為人為干擾

區，本計畫以可能出現在計畫區鄰近區域中農耕地、高草地的環頸雉及黑

翅鳶為應受到關注的動物，若後續監測有發現其餘保育類等物種再酌以評

估是否增列。 

3.1.2 施工前現勘調查成果 

(1) 陸域棲地評估 

北側右岸及東側左岸的人工林栽植樹種為阿勃勒、白千層及大葉桃花

心木，林中常有構樹、小葉桑及銀合歡等雜生其中，地被主要有番仔藤、

美洲含羞草及大花咸豐草為主要優勢物種。伴生毛蓮子草、成功白花菜及

田菁等。動物部分則有白頭翁、小白鷺、白尾八哥及綠繡眼記錄於次生林

內活動；空中有大冠鷲及洋燕等鳥類飛行。人造林生長狀況良好，可提供

當地野生動物棲息空間，施工應避免機具進入林內，減少對生態的干擾。

左岸為工廠及住家的人為干擾區並有混凝土護岸及堤防與水域隔閡。 

(2) 水域棲地評估 

水域生態環境於現勘時，觀察現地水質較為混濁，水色偏深透明度低，

且具有異味。治理溪段水流緩慢，河床底部多被細沉積砂土所覆蓋，有大

量淤泥堆積。濱溪植被多因鄰近的護岸工程施作而被移除。水域環境因透

明度不佳，無法直接目視水域生物，水域環境記錄有小白鷺及紅冠水雞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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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舊有文賢橋體與新設臨時便橋現況。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道路拓寬路段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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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工區周邊既有的人造林現況。 



 

參考文獻 

1. 梁世雄、唐默詩、翁榮炫、池婷伊。2002。二仁溪的生態現況。 

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2007。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計畫。經

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3. 洪慶宜、翁義聰、蘇水龍、王彥中。2009。二仁溪下游河段生態調查

與整治生態效益評估。 

4. 高雄醫學大學。2011。二仁溪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推廣計畫。 

5.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2014。103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 

6. 嘉南藥理大學。2015。104 年度二仁溪流域污染整治生態效益調查計

畫。 

7.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2015。104 年台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 

8. 經濟部。2016。臺南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興建計畫委託辦理綜合規

劃、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9.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2016。105 年台南市二仁溪下游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 

10.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2018。106 年臺南市二仁溪口濕地保育

行動計畫。 

11. 經濟部。2018。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與周邊生態調查成果報告。 

12.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2019。臺南市政府 106-107 年度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委辦計畫-港尾溝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3.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檢索日期 2022 年 3 月

22 日。 



 

附錄 1、生態檢核表單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王士豪（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研究員） 

填表

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設計單位 

/施工廠商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何端達 新舜營造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 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紀錄人員 王士豪 勘查地點 台南市仁德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陳清旗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工程範圍的環境影響評估，確認潛在生態議題及保全對

象。 

王士豪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確認潛在生態議題及保全對象，生態資源調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陳清旗（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 避免干擾周邊的人造林地及水域棲地。 

2. 施工動線應以既有道路優先規劃使用。 

1. 減輕對水域環境的擾動。 

2. 施工動線將以既有道路優先規劃。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

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臺1

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

（臺86線至保安路）暨三

爺溪排水文賢橋改建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姓名 職稱 學歷 
生態年資 

生態檢核工作分配 
檢核 調查 

陳清旗 經理 成大生命科學系

/碩士 

5 年 21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影響評

估、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吳首賢 研究員 屏科大森林學系

/碩士 

5 年 21 年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水域生物生態

調查、景觀植栽建議、生態影響評

估 

王士豪 研究員 屏科大野保所/

碩士 

2 年 5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資料蒐

集、生態影響評估、生態檢核表單

填寫 

鄭仲倫 研究員 屏科大生物科技

系/學士 

2 年 4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影響評

估、生態資料蒐集與彙整、生態檢

核表單填寫與彙整 

楊佾修 研究員 師大學生命科學

系/碩士 

1 年 4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影響評

估、生態檢核表單填寫與彙整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文獻回顧發現，早期並沒有針對三爺溪所做的生態資源調查，故文獻蒐

集以二仁溪主流域與下游地區的相關文獻為主。在三爺溪相關文獻中，以鄰

近三爺溪的二仁溪河口濕地歷年相關文獻中可發現，河口濕地包含珍貴稀有

保育類野生動物（II）環頸雉、魚鷹、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以及其他應

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燕鴴、紅尾伯勞、黑尾鷸。而對照台灣紅皮書後發

現，包含極危（NCR）等級之環頸雉、易危(NVU)等級之黑尾鷸。 

在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所查詢到的物種中，無保育類或紅皮書物種，其

餘物種彙整如下。 

1 二仁溪的生態現況（2002） 

植物相關 45 科 136 種。 

動物相關 鳥類：46 種。兩棲類：2 種。爬蟲類：1 種。蝶類：28 種。蜻蜓：

15 種。 

保育類： 

II：大冠鷲、東方蜂鷹、小燕鷗、畫眉。 

III：紅尾伯勞。 

NNT：東方蜂鷹、小燕鷗。 

NEN：畫眉。 

特有種：畫眉。 



 

特有亞種：大冠鷲。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1 種。蝦蟹類：2 種。螺貝類：9 種。水生無脊椎動物：10

科 6 屬。 

2 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2007） 

植物相關 

二仁溪主流域： 

48 科 129 屬 147 種 。 

特有種：台灣魔芋、艾納香。 

動物相關 二層行橋站： 

哺乳類：3 科 5 種。鳥類：18 科 28 種。爬蟲類：3 科 6 種。兩棲

類：2 科 2 種。蝶類：5 科 16 種。蜻蜓：1 科 3 種。 

保育類： 

III：紅尾伯勞。 

特有亞種：小雨燕、白頭翁、大卷尾、褐頭鷦鶯、樹鵲。 

水域生物

相關 

二層行橋站： 

魚類：2 科 2 種。蝦蟹螺貝類： 3 科 3 種。底棲生物：7 科 7 種。 

保育類： 

NVU：擬多齒米蝦。 

特有種：擬多齒米蝦。 

3 二仁溪下游河段生態調查與整治生態效益評估（2009） 

植物相關 

22 科 49 種。 

三爺溪站：14 顆 21 種。 

二層行橋站：11 科 27 種。 

動物相關 三爺溪站： 

鳥類：6 種。 

二層行橋站： 

鳥類：12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三爺溪站： 

魚類：15 種。 

二層行橋站： 

魚類：11 種。 

4 二仁溪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推廣計畫（2011） 

植物相關 
34 科 83 種。 

特有種：山芙蓉。 

動物相關 鳥類：13 科 18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二仁溪全河段綜合結果： 

魚類：11 科 15 種。螺貝類：11 科 14 種。蝦蟹類：7 科 17 種。

水棲昆蟲與半水棲昆蟲：62 科 95 種。 

VU：擬多齒米蝦。 



 

特有種：明潭吻鰕虎、台灣馬口魚、擬多齒米蝦。 

5 103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4）  

動物相關 鳥類：24 科 41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黑翅鳶。 

III：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南亞夜鷹、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

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2 科 14 種。蟹類：7 科 14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6 104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5） 

動物相關 鳥類：24 科 43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 

III：燕鴴、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鳳頭蒼鷹、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

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9 科 24 種。蟹類：7 科 14 種。 

特有種：臺灣棘鯛、臺灣泥蟹。 

7 104 年度二仁溪流域污染整治生態效益調查計畫（2015） 

水域生物

相關 

永寧橋站： 

魚類：3 種。底棲生物：15 種。 

8 
臺南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興建計畫委託辦理綜合規劃、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2016） 

植物相關 42 科 97 屬 117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5 科 9 種。 

蝦蟹螺貝類：4 科 7 種。 

9 105 年臺南市二仁溪下游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6） 

動物相關 鳥類：26 科 55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魚鷹、黑翅鳶。 

III：黑尾鷸。 

NCR：環頸雉。 

NVU：黑尾鷸。 

特有亞種：環頸雉、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20 科 24 種。蟹類：8 科 24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10 106 年臺南市二仁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8）  

動物相關 鳥類：29 科 64 種。 

II：環頸雉、黑翅鳶。 

III：燕鴴、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小雨燕、大卷尾、白頭翁、黃頭扇尾鶯、褐頭鷦

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2 科 18 種。蟹類：9 科 21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11 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與周邊生態調查成果報告（2018） 

植物相關 47 科 109 屬 129 種。 

動物相關 哺乳類：3 科 3 種。鳥類：31 科 58 種。兩棲類：5 科 7 種。爬蟲

類：4 科 5 種。蝶類：4 科 24 種。 

保育類： 

I：黃鸝。 

II：紅隼、環頸雉、水雉、彩鷸、大冠鷲、黑翅鳶、鳳頭蒼鷹。 

III：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NVU：黃鸝、水雉。 

特有亞種：大冠鷲、鳳頭蒼鷹。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5 科 9 種。 

12 
臺南市政府 106-107 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委辦計畫-

港尾溝溪水環境改善計畫（2019） 

植物相關 
55 科 184 屬 241 種。  

特有種：小梗木薑子、台灣欒樹、三奈。 

動物相關 哺乳類：4 科 5 種。鳥類：22 科 38 種。兩棲類：4 科 5 種。爬蟲

類：4 科 5 種。蝶類：5 科 22 種。蜻蜓：3 科 8 種。 

保育類： 

II：黑翅鳶、環頸雉。 

NCR：環頸雉。 

NNT：粉紅鸚嘴。 

特有種：斯文豪氏攀蜥。 

特有亞種：赤腹松鼠、大卷尾、南亞夜鷹、黃頭扇尾鶯、褐頭鷦

鶯、環頸雉、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粉紅鸚嘴。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3 科 3 種。蝦蟹螺貝類：3 科 4 種。 



 

13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查詢日期 111 年 3 月 22 日） 

植物相關 1 科 1 種，無珍稀或紅皮書物種。 

動物相關 鳥類 22 科 43 種，無保育類。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1) 陸域棲地評估 

北側右岸及東側左岸的人工林栽植樹種為阿勃勒、白千層及大葉桃花心

木，林中常有構樹、小葉桑及銀合歡等雜生其中，地被主要有番仔藤、美洲

含羞草及大花咸豐草為主要優勢物種。伴生毛蓮子草、成功白花菜及田菁等。

動物部分則有白頭翁、小白鷺、白尾八哥及綠繡眼記錄於次生林內活動；空

中有大冠鷲及洋燕等鳥類飛行。人造林生長狀況良好，可提供當地野生動物

棲息空間，施工應避免機具進入林內，減少對生態的干擾。左岸為工廠及住

家的人為干擾區並有混凝土護岸及堤防與水域隔閡。 

(2) 水域棲地評估 

水域生態環境於現勘時，觀察現地水質較為混濁，水色偏深透明度低，

且具有異味。治理溪段水流緩慢，河床底部多被細沉積砂土所覆蓋，有大量

淤泥堆積。濱溪植被多因鄰近的護岸工程施作而被移除。水域環境因透明度

不佳，無法直接目視水域生物，水域環境記錄有小白鷺及紅冠水雞活動。 

4.棲地影像紀錄：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舊有文賢橋體與新設臨時便橋現況。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道路拓寬路段現況。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工區周邊既有的人造林現況。 
 

5.工程影響評估： 

本計畫為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臺1線至保安路）拓寬工程（臺86線至保安路）
暨三爺溪排水文賢橋改建工程，預計執行項目有包括既有文賢橋改建工程，並含兩
端引道改建及既有道路拓寬等工項，工程施作期間可能產生噪音及震動影響周邊生
物作息，舊有橋樑旁的邊坡植被可能會因工程而遭移除，橋梁改建過程可能擾動水
域棲地，汙染水質，本計畫周邊雖大多屬於干擾區，且周邊同時有另案工程同時進
行，但在工程執行階段仍應謹慎不過度開發，以減輕對周邊環境的干擾破壞。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項目 工程內容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對策 

1 1. 橋梁
改建 

2. 道路
拓寬 

(5)  本計畫橋梁改建及道
路拓寬工程，施工期
間可能對周邊環境造
成干擾，應縮小干擾
範圍，減輕對周邊環
境的破壞。 

(6)  施工便道或機具資材
暫置區可能破壞植
被，造成大面積裸露
地，減少動物棲息及
覓食的棲地，可利用
既有道路設置通工便
道及機具資材放置
區。 

(7)  現地周邊多為人為干
擾區，但仍有較完整
人造林及草生地，施
作期間因施工所需可
能將既有植被移除，
施工後的裸露地容易
導致外來種植物入
侵，若施工期間有發
現外來種植物建議加
以移除，並於施工後
加速植被恢復。 

[迴避]保留人造林帶。 

[迴避]施工便道使用既有道
路開設。 

[縮小]固定施工範圍。 

[減輕]減輕對水域環境的擾
動。 

[減輕]調整工程施作時間。

[補償]外來種植物移除。 



 

(8)  調整工程施作時間，

避免於晨昏及夜間時

段施工，以迴避動物

晨昏活動高峰及夜間

休息時段，並於關注

物種繁殖期（5~8 月）

時注意是否在工區內

有繁殖情況，避免對

其造成過度干擾。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無生態保全對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王士豪 

 

  



 

附表 C-01 施工團隊與環境保護計畫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

表

日

期 

民國年月日 

施工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監造單位 

/廠商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何瑞達 新舜營造有限公司  工地主任 

    

    

    

環境保護計畫 

類型 摘要 資料來源 

施工復原 

計畫 

  

相關環境 

監測計畫 

  

其他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生態相關意見。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

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紀錄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file:///D:/C:/Users/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file:///D:/C:/Users/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施工前） 

■施工前□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紀錄人員 王士豪 勘查地點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陳清旗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工程範圍的環境影響評估，確認潛在生態議題及保全對

象。 

王士豪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確認潛在生態議題及保全對象，生態資源調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陳清旗（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3. 計畫範圍周邊有人造林帶。 

4. 施工動線應以既有道路優先規劃使用。 

3. 保留人造林帶。 

4. 施工動線將以既有道路優先規劃。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施工前） 

工程名稱 

（編號）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路

（臺1線至保安路）拓

寬工程（臺86線至保

安路）暨三爺溪排水

文賢橋改建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01月13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姓名 職稱 學歷 
生態年資 

生態檢核工作分配 
檢核 調查 

陳清旗 經理 成大生命科學系

/碩士 

5 年 21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影響評

估、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吳首賢 研究員 屏科大森林學系

/碩士 

5 年 21 年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水域生物生態

調查、景觀植栽建議、生態影響評

估 

王士豪 研究員 屏科大野保所/

碩士 

2 年 5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資料蒐

集、生態影響評估、生態檢核表單

填寫 

鄭仲倫 研究員 屏科大生物科技

系/學士 

2 年 4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影響評

估、生態資料蒐集與彙整、生態檢

核表單填寫與彙整 

楊佾修 研究員 師大學生命科學

系/碩士 

1 年 4 年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生態影響評

估、生態檢核表單填寫與彙整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文獻回顧發現，早期並沒有針對三爺溪所做的生態資源調查，故文獻

蒐集以二仁溪主流域與下游地區的相關文獻為主。在三爺溪相關文獻中，

以鄰近三爺溪的二仁溪河口濕地歷年相關文獻中可發現，河口濕地包含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II）環頸雉、魚鷹、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

以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III）燕鴴、紅尾伯勞、黑尾鷸。而對照台

灣紅皮書後發現，包含極危（NCR）等級之環頸雉、易危(NVU)等級之黑

尾鷸。 

在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所查詢到的物種中，無保育類或紅皮書物種，

其餘物種彙整如下。 

1 二仁溪的生態現況（2002） 

植物相關 45 科 136 種。 



 

動物相關 鳥類：46 種。兩棲類：2 種。爬蟲類：1 種。蝶類：28 種。蜻

蜓：15 種。 

保育類： 

II：大冠鷲、東方蜂鷹、小燕鷗、畫眉。 

III：紅尾伯勞。 

NNT：東方蜂鷹、小燕鷗。 

NEN：畫眉。 

特有種：畫眉。 

特有亞種：大冠鷲。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1 種。蝦蟹類：2 種。螺貝類：9 種。水生無脊椎動物：

10 科 6 屬。 

2 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2007） 

植物相關 

二仁溪主流域： 

48 科 129 屬 147 種 。 

特有種：台灣魔芋、艾納香。 

動物相關 二層行橋站： 

哺乳類：3 科 5 種。鳥類：18 科 28 種。爬蟲類：3 科 6 種。兩棲

類：2 科 2 種。蝶類：5 科 16 種。蜻蜓：1 科 3 種。 

保育類： 

III：紅尾伯勞。 

特有亞種：小雨燕、白頭翁、大卷尾、褐頭鷦鶯、樹鵲。 

水域生物

相關 

二層行橋站： 

魚類：2 科 2 種。蝦蟹螺貝類： 3 科 3 種。底棲生物：7 科 7

種。 

保育類： 

NVU：擬多齒米蝦。 

特有種：擬多齒米蝦。 

3 二仁溪下游河段生態調查與整治生態效益評估（2009） 

植物相關 

22 科 49 種。 

三爺溪站：14 顆 21 種。 

二層行橋站：11 科 27 種。 

動物相關 三爺溪站： 

鳥類：6 種。 

二層行橋站： 

鳥類：12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三爺溪站： 

魚類：15 種。 

二層行橋站： 

魚類：11 種。 

4 二仁溪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推廣計畫（2011） 

植物相關 
34 科 83 種。 

特有種：山芙蓉。 

動物相關 鳥類：13 科 18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二仁溪全河段綜合結果： 

魚類：11 科 15 種。螺貝類：11 科 14 種。蝦蟹類：7 科 17 

種。水棲昆蟲與半水棲昆蟲：62 科 95 種。 

VU：擬多齒米蝦。 

特有種：明潭吻鰕虎、台灣馬口魚、擬多齒米蝦。 

5 103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4）  

動物相關 鳥類：24 科 41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黑翅鳶。 

III：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南亞夜鷹、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

翁、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2 科 14 種。蟹類：7 科 14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6 104 年臺南市二仁溪大甲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5） 

動物相關 鳥類：24 科 43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黑翅鳶、鳳頭蒼鷹、彩鷸。 

III：燕鴴、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鳳頭蒼鷹、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

翁、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9 科 24 種。蟹類：7 科 14 種。 

特有種：臺灣棘鯛、臺灣泥蟹。 

7 104 年度二仁溪流域污染整治生態效益調查計畫（2015） 



 

水域生物

相關 

永寧橋站： 

魚類：3 種。底棲生物：15 種。 

8 
臺南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興建計畫委託辦理綜合規劃、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2016） 

植物相關 42 科 97 屬 117 種。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5 科 9 種。 

蝦蟹螺貝類：4 科 7 種。 

9 105 年臺南市二仁溪下游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6） 

動物相關 鳥類：26 科 55 種。 

保育類： 

II：環頸雉、魚鷹、黑翅鳶。 

III：黑尾鷸。 

NCR：環頸雉。 

NVU：黑尾鷸。 

特有亞種：環頸雉、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褐頭鷦

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20 科 24 種。蟹類：8 科 24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10 106 年臺南市二仁溪口濕地保育行動計畫（2018）  

動物相關 鳥類：29 科 64 種。 

II：環頸雉、黑翅鳶。 

III：燕鴴、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特有亞種：環頸雉、小雨燕、大卷尾、白頭翁、黃頭扇尾鶯、褐

頭鷦鶯。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12 科 18 種。蟹類：9 科 21 種。 

特有種：臺灣泥蟹。 

11 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與周邊生態調查成果報告（2018） 

植物相關 47 科 109 屬 129 種。 

動物相關 哺乳類：3 科 3 種。鳥類：31 科 58 種。兩棲類：5 科 7 種。爬蟲

類：4 科 5 種。蝶類：4 科 24 種。 

保育類： 

I：黃鸝。 



 

II：紅隼、環頸雉、水雉、彩鷸、大冠鷲、黑翅鳶、鳳頭蒼鷹。 

III：紅尾伯勞。 

NCR：環頸雉。 

NVU：黃鸝、水雉。 

特有亞種：大冠鷲、鳳頭蒼鷹。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5 科 9 種。 

12 
臺南市政府 106-107 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委辦計

畫-港尾溝溪水環境改善計畫（2019） 

植物相關 
55 科 184 屬 241 種。  

特有種：小梗木薑子、台灣欒樹、三奈。 

動物相關 哺乳類：4 科 5 種。鳥類：22 科 38 種。兩棲類：4 科 5 種。爬蟲

類：4 科 5 種。蝶類：5 科 22 種。蜻蜓：3 科 8 種。 

保育類： 

II：黑翅鳶、環頸雉。 

NCR：環頸雉。 

NNT：粉紅鸚嘴。 

特有種：斯文豪氏攀蜥。 

特有亞種：赤腹松鼠、大卷尾、南亞夜鷹、黃頭扇尾鶯、褐頭鷦

鶯、環頸雉、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粉紅鸚嘴。 

水域生物

相關 

魚類：3 科 3 種。蝦蟹螺貝類：3 科 4 種。 

13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查詢日期 111 年 3 月 22 日） 

植物相關 1 科 1 種，無珍稀或紅皮書物種。 

動物相關 鳥類 22 科 43 種，無保育類。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1) 陸域棲地評估 

北側右岸及東側左岸的人工林栽植樹種為阿勃勒、白千層及大葉桃花

心木，林中常有構樹、小葉桑及銀合歡等雜生其中，地被主要有番仔藤、

美洲含羞草及大花咸豐草為主要優勢物種。伴生毛蓮子草、成功白花菜及

田菁等。動物部分則有白頭翁、小白鷺、白尾八哥及綠繡眼記錄於次生林

內活動；空中有大冠鷲及洋燕等鳥類飛行。人造林生長狀況良好，可提供

當地野生動物棲息空間，施工應避免機具進入林內，減少對生態的干擾。

左岸為工廠及住家的人為干擾區並有混凝土護岸及堤防與水域隔閡。 



 

(2) 水域棲地評估 

水域生態環境於現勘時，觀察現地水質較為混濁，水色偏深透明度低，

且具有異味。治理溪段水流緩慢，河床底部多被細沉積砂土所覆蓋，有大

量淤泥堆積。濱溪植被多因鄰近的護岸工程施作而被移除。水域環境因透

明度不佳，無法直接目視水域生物，水域環境記錄有小白鷺及紅冠水雞活

動。 

4.棲地影像紀錄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舊有文賢橋體與新設臨時便橋現況。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王士豪 

 

說明：道路拓寬路段現況。 

  

拍照日期：111 年 01 月 13 日 

說明：工區周邊既有的人造林現況。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無生態保全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