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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本工程計畫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112年7月18日工程技字第1100201192號函) 
之規範辦理生態檢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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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

⚫於112年7月25日進行施工前生態檢核現勘調查，並研擬
適合本工區執行之相對應的生態友善原則、生態友善對
策與生態保育措施，並編製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提供後續施工階段填寫使用。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施工前準備

⚫施工中

⚫完工後

2



野望生態

生態檢核機制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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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作業簡介

⚫目的為減輕工程對環境的衝擊，並在減少影響生物多樣
性及棲地品質順利完成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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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目標

核定階段
評估計畫對生態環境衝擊程度，提出衝擊較小之工程計畫
方案及生態保育原則，並研擬計畫核定後各階段執行生態
檢核所需作業項目及經費。

規劃階段
本階段目標為生態衝擊之減輕及因應對策之研擬，決定工
程配置方案。

設計階段 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計中。

施工階段

本階段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措施
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及維
護環境品質。
施工廠商配合填寫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維護管理
階段

本階段目標為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其作業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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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望生態

評估生態環境衝擊及保育對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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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態環境衝擊

補
償

減
輕

縮
小

迴
避

⚫不施作
⚫保留不可
回復棲地
環境

⚫減少施作
量/規模

⚫限縮量體
或臨時設
施物

⚫減輕衝擊
程度

⚫降低工區
範圍環境
影響

⚫補償已受
衝擊

⚫人工營造
修復受損
環境

目標

縮小土資場範圍

石籠多孔工法、植生

現勘位置

保留竹闊葉混合林

自然團粒噴植工法，復育林相

1. 釐清生態課題
⚫ 結合文獻與現地評估，判定關注

物種與重要棲地

2. 評估工程影響
⚫ 對照設計圖，評估個體存續、

棲地消失、移動阻隔等效應

⚫ 提出工程影響預測

3. 提出建議對策
⚫ 設計以干擾最小化為原則

⚫ 運用生態友善的施工方法

4. 保育對策確認
⚫ 工程與生態團隊討論溝通，

擬定最終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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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操作主要項目

項目 內容

現場勘查

為因應現地環境提供即時建議，工程單位應會
同專業生態人員至現地勘查，了解當地的棲地
情況及工程佈設位置及量體威模，評估工程潛
在影響，並討論提出及時級適宜的生態保育建
議事項。

生態衝擊
評估

由生態專業人員執行生態調查及生態衝擊評估，
由本團隊作為專業生態團隊提供 貴府所需協
助，將針對工程地點進行生態文獻蒐集、現場
勘查、棲地評估、環境敏感性判定、生態衝擊
分析及減輕對策研擬等，與工程專業人員進行
溝通，研擬實質生態保育措施。

民眾參與

由主辦機關公開徵詢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
居民或團體，並將其納入會議邀請名單。生態
檢核規劃在設計階段及施工前應辦理公開說明
會，廣邀居民代表與相關團體參加，蒐集意見
並回饋於工程治理方案。

資訊公開
將工程內容、現場勘查資料及生態檢核相關表
單公布至資訊公開成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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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居民訴求

生態議題現勘

保育團體參與

⚫加強提案階段的
民眾參與

⚫強調設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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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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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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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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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野望生態 17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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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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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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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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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生態檢核報告

⚫每月自主檢查表

⚫說明會

⚫教育訓練

⚫工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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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情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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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涉及

自然保留區 無涉及

自然保護區 無涉及

野生動物
保護區

無涉及

國家公園 無涉及

國家自然公園 無涉及

一級海岸
保護區

無涉及

其他重要
生態敏感區

水庫蓄水範圍 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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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涉及

淺山保育圖資 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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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範圍及周邊100公尺延伸區域均未觸及任何法定生態敏感區
⚫ 亦無發現任何敏感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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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情報圖

類別 圖層名稱 套疊結果

生物多樣性
圖資專區

eBird水鳥熱點 無涉及

紅皮書受脅植物
分布點位緩衝帶

無涉及

紅皮書受脅植物
重要棲息地

無涉及

國土綠網
圖資

國土綠網關注區域 涉及
國土生態綠網
區域保育軸帶

涉及

國土綠網
關注獨流溪

無涉及

國土綠網關注農田
圳溝或埤塘池沼

無涉及

國土生態綠網
關注河川

無涉及

國土生態綠網
重要關注裡山地景

無涉及

水庫集水區 水庫集水區 無涉及

保安林 保安林 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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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範圍及周邊100公尺延伸區域均未觸及任何法定生態敏感區
⚫ 涉及南嘉南平原草生地保育軸帶、國土綠網關注區域（西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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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情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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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嘉南平原草生地保育軸帶

名稱
指認目的

（保育目標）
關注棲地 關注物種

南嘉南平原草
生地保育軸帶 

指認草鴞熱點，透
過跨機關合作以及
瀕危物種生態給付
維護草鴞所需之草
生地棲地，同時保
育共域之關注物種
如環頸雉、臺灣野
兔等物種。

河川草生地、
牧草地、低
莖作物

臺灣野兔、草鴞、
環頸雉、水社黍、
無柄田香草、澳洲
珍珠茅、高雄獨腳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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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情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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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綠網關注區域（西南六）

關注區域 分佈範圍 棲地類型 關注動物 指認目的
西南六 曾文溪至

高屏溪間
的平原區
域

草生地、
埤塘濕地、
水田與旱
田

草鴞、環頸雉、
黃鸝、鉛色水
蛇、草花蛇、
諸羅樹蛙、高
雄茨藻、紅海
欖

推動友善農業，
減少農藥使用，
營造棲地，改善
河川地、台糖土
地、國產署畸零
地環境，使其適
合草鴞棲息，減
少動物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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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環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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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周邊多為農耕地及私人房舍，人為干擾程度較高

⚫崩溝坑溪護岸兩側為垂直式水泥結構，並有許多植被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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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現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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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計畫範圍進行穿越線調查，並記錄環境棲地類型

⚫現勘調查物種多為南部平原常見物種
⚫燕鴴（III）、菲島福木（NEN）、土沉香（N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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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的篩選

⚫保育類動物
⚫ II級：環頸雉、彩鷸、黑翅鳶
⚫ III級：燕鴴、紅尾伯勞

⚫國內紅皮書
⚫極危（NCR）：環頸雉

⚫計畫範圍周邊多為農耕地，為環頸雉、彩鷸喜好之棲地

⚫農耕地休耕而成的裸露地為燕鴴喜好利用之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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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頸雉(II、NCR)
Phasianus colchicus

灌叢、旱田、甘蔗田、裸露地、
溪床

繁殖季（4~8月）

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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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鷸(II)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水稻田、濕地草原、沼澤畔草地

繁殖季（4~7月）

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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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鴴(III)
Glareola maldivarum

夏候鳥

喜好利用裸露地作為繁殖的棲地

繁殖季（4~8月）

可能飛越工區，或於工區裸露地
短暫停棲

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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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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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_對周邊農田生態系干擾的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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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_水域生態的保護、濱溪植被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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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議題_關注物種的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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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頸雉

彩鷸 燕鴴

環頸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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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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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38

1) [迴避]設置施工圍籬或警示帶，將干擾限制在範圍內，迴避非計畫範圍之良好棲地。

⚫ 施工前預先以警示帶標示保護範圍，或在施工邊界設置施工圍籬，將干擾限制在範圍內，
降低工程對周邊農耕地及濱溪高草地環境的影響。

2) [縮小]施工便道、資材堆置區等臨時設施設置在已開發或預定開挖拓寬之區域。

⚫ 施工便道、資材堆置區等臨時設施限縮於既有道路或計畫預計開挖拓寬之範圍，減少工程
對附近棲地的破壞。

3) [減輕]每日施工時間避開動物覓食及活動旺盛時段（早上8點前及下午6點後）。

⚫ 早上8點前及下午6點後為大部分野生動物活動頻繁的時段，故應避免於此時段進行施工，
以提供緩衝時間給野生動物做棲息利用，減輕對其之干擾。

4) [減輕]於關注物種繁殖期間（4-8月間），若發現大量關注物種（環頸雉、彩鷸及
燕鴴）或其他水鳥聚集在周邊農田，主動降低施工頻度或分區段施工。

⚫ 適時調整施工時間及施工頻度，以降低工程對周邊野生動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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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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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減輕]鄰近溪流施作時，以土包袋、鋼板等擋水設施隔離水體，避免土砂及汙染物
流入而影響下游。

⚫ 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污廢水，均妥善收集處理至放流水標準後，始排放至鄰近承受水體，
減輕對水域的干擾及污染。

6) [減輕]溪流不斷流。

⚫ 採取適宜工法，使溪流不斷流，以降低工程對棲地環境的干擾。

7) [補償]設置石籠護岸，營造多孔隙邊坡環境。

⚫ 營造堆疊石塊且具多孔隙的石籠護岸，提供爬蟲類野生動物通行於兩側濱溪植被及水域環
境間的方式。

8) [補償]若發現外來種植物，將其移除。

⚫ 若施工中發現外來植物，如：銀合歡、銀膠菊、皺葉煙草、小花蔓澤蘭及美洲含羞草等，
可順勢移除，以維護本地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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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每月填寫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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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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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或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

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工程名稱 後崛溪三埔及壽保段護岸整體改善工程 

填表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對措施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對措施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對措施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對措施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應自行增加欄列直至改善完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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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投影片 1: 新市產業園區南側主要聯絡道路工程 生態檢核教育訓練
	投影片 2: 依據
	投影片 3: 生態檢核機制發展歷程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生態檢核作業簡介
	投影片 10: 評估生態環境衝擊及保育對策研擬
	投影片 11: 生態檢核操作主要項目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14: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15: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16: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17: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18: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19: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20: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21: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投影片 22: 工程生態情報圖
	投影片 23: 工程生態情報圖
	投影片 24: 工程生態情報圖
	投影片 25: 工程生態情報圖
	投影片 26: 工程環境概述
	投影片 27: 生態檢核現勘調查
	投影片 28: 關注物種的篩選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生態議題_對周邊農田生態系干擾的減輕
	投影片 35: 生態議題_水域生態的保護、濱溪植被的保護
	投影片 36: 生態議題_關注物種的保育
	投影片 37: 工程生態關注區域圖
	投影片 38: 生態保育措施
	投影片 39: 生態保育措施
	投影片 40:  
	投影片 41: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投影片 42: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