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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蓄)洪池景觀營造計畫保
育措施對照表 

工程名稱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

尾溝溪滯(蓄)洪池景觀營

造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1 月 22 日 

□基設審查前完成 ■細設審查前完成 □規劃設計已定稿 □納入變更設計 

生態關注區

域 
保全對象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迴避 無迴避者應說明保育對策 

水域環境 
■是 

□否 
滯洪池水體 

■是 

□否 

□縮小_____________ 

□減輕 ____________ 

□補償 ____________ 

維持原本
水 體 環
境，設計範
圍 詳 圖
L2-2 及
L4-1~4-6。 

水域環境 
■是 

□否 
港尾溝溪水體 

■是 

□否 

□縮小_____________ 

□減輕 ____________ 

□補償 ____________ 

港尾溝溪

水域非屬

本 案 工

區，請詳圖

L2-2 及

L4-1~4-6。 

滯洪池畔 
■是 

□否 
濱水草地 

□是 

■否 

□縮小_____________ 

■減輕 降低施工頻度 

□補償 ____________ 

本案涉及

滯洪池邊

坡濱水草

地之工項

為親水平

台，該工項

已避免於

水鳥頻繁

出沒之冬

季施工，詳

圖 L1-4 施

工建議網

狀圖。 



滯洪池畔 
■是 

□否 

堤岸既有行道

樹 

□是 

■否 

□縮小_____________ 

■減輕 移植採用植栽

友善規範。 

■補償 本工程新植喬

木共計 52 株。 

滯洪池沿

岸既有行

道樹除入

口廣場移

除 3 株生

長情形不

良喬木及

2 株需移

植之喬木

外，本工程

均予以保

留，請詳圖

L3-1~3-6，
移植則採

植栽友善

規範，請詳

圖 P2-2。
另為補償

基地生態

環境，本案

新植黃連

木、苦楝等

原生喬木

共 計 52
株，請詳圖

P1-1~1-6
及 P2-1。 



植被範圍 
■是 

□否 
草地區域 

□是 

■否 

■縮小 評估設施位置

並採輕量結構設計使

影響範圍最小化。 

□減輕 ____________ 

□補償 ____________ 

自行車牽

引道設置

選址以影

響範圍最

小原則進

行，現僅需

移除兩株

已死亡之

喬木，並避

免干擾高

草區域，詳

圖 L3-5。 

二仁溪堤岸 
■是 

□否 
螢火蟲 

□是 

■否 

□縮小_____________ 

■減輕 選用生態友善

照明燈具並依生態季

節控管照明時數。 

□補償 ____________ 

本案選用

低色溫之

暖光燈具

降低對螢

火蟲生態

的影響，規

格 詳 圖

E1-1，另電

箱迴路配

置上亦設

為可分段

開關形式

以配合季

節控制啟

閉，請詳圖

E1-3 及

E1-4。 



其他 
■是 

□否 
生物多樣性 

□是 

■否 

□縮小_____________ 

□減輕 ____________ 

■補償 提升綠地空間

面積及生態友善設施

導入。 

本工程以
植草磚及
綠地空間
提升可供
小型生物
棲居之棲
地面積，詳
圖 L4-1、
L4-4、P1-1
與 P1-4；
另透過生
態友善設
施的導入
增加生物
棲所及移
動空間，請
詳圖
D1-1-4 與
D3-3-1。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修正二版)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回覆表  
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宋委員伯永 

一 

此 3 件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內容係修正二版，經修正一版審查會議諸委員

之意見有共通之處 9 項如下： 
(一) 保育生態內容敘述的完整性。（方法與策略） 
(二) 所附圖表之比例（1/25000）及空拍圖（1/5000）之統一性。 
(三) 引用動、植物學名目錄之以新版本為主。 
(四) 周邊環境暨有鳥類、昆蟲、魚類、本土種植物及外來入侵種之調查資

料補充。（含歷史文獻）(五) 民眾參與及媒體公開，地方說明會之紀

錄完整性。 
(六) 生態檢核表（規劃設計階段）之檢附。 
(七) 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內容需於工程招標文件中明訂為實施項目。 
(八) 機關應編列固定經費以利後續觀測及維護。 
(九) 生態保育活動結合社區或認養概念之構想。 
經比對此修正二版三計畫書內容，尚能依委員建議修正增補。 

二 

各別計畫需刪減項目： 
(一) 仁德之心-滯(蓄)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取消臨水岸觀景座階、光塔、堤頂觀景台。計 3 項。 
(二) 港尾溝溪疏洪道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 
取消廁所、夜燈、市民農園、港尾溝溪水上棧道。計 4 項。 
(三)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取消與港尾溝抽水站之連接棧道。計 1 項。 
經比對此修正二版三計畫書內「意見回覆」依委員建議修正刪除。 

三 總結上述修正二版三計畫書，能依修正一版審查委員意見修正，審查合格。 
林委員連山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計畫： 

（一）  

有關夜間照明擬採用高燈，相關委

員及說明會均有不同意見，建議再

酌。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採用高燈之方案

係經辦理說明會及會勘協調後的結

果，地方訴求著重於希望有充足照明

保障夜間堤頂使用環境安全，為求平

衡安全與生態，與保育團體溝通後決

議高燈的設置須配合生態季節控制

照明啟閉時間，並結合生態活動宣導

棲地保育觀念。 

（二）  

P52 所提，因本區生態貧乏，則針

對此一生態特點如何在設計、施工

時妥予規範？需用經費如何規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計畫在規劃設

計時以改善棲地條件為主要思考，針

對物種多樣性及指標類群豐度增加



範？最好要有一個衡量的客觀參

據。 
已妥善思考，需用經費以減少開發區

域及盡可能增強現況自然度為主，並

以可供後續維管監測之指標類群為

主要衡量參據。 

（三）  

可否了解滯洪池內的生物、水質情

況及保育需求。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目前滯洪池內生

物及保育需求均已完整揭露於計畫

書中，滯洪池水域已全數迴避，水質

情況則待施工中生態檢核再追加檢

測。 

（四）  

相關資訊揭露事宜建議加強。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後續將加強於臺

南市政府官網專頁進行相關資訊之

揭露。 
徐委員嬋娟 

一 

需有整體的考量，多留空間給生

態，做為都市城鎮的生態廊道，應

以減法思考，而非增加人為需求的

硬體建設。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目前本計畫經多

次檢討，已將原先多餘之人工設施予

以減作，並加強以棲地環境為主的復

育工作。 

二 

有關第三批執行的期程，請於設計

規劃期間多與當地居民與生態團

體合作。多做良善的溝通，把事情

做好，比趕著在年底結案要好。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二仁溪等三件計

畫案係為由地方發起，臺南市政府經

多次溝通後完成提案之計畫，未來將

拓展民眾參與深度及廣度，確實做好

良善溝通之內容。 
羅委員慶瑞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P7 三大目標中之第三項要落實，可

助長生態旅遊與社區生態環境之

結合成一亮點。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該目標需於後續

配合駐地認養單位-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共同合作，未來會繼續加強結合駐

地認養團體長期對滯洪池生態環境

之經營，推展此一亮點。 

（二）  

P8 整體發展中之多孔隙原則之生

態工法要落實於細部設計中。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有關

多孔隙原則之生態工法主要應用於

既有排水側溝的改善，以自然塊石交

丁排砌方式取代普遍混凝土平滑溝

壁，利於小型生物攀附移動，相關設

計已納入細部設計圖說中。 

（三）  
P32 施工階段尚未開始，應有誤記

一、專業參與內符號。 
感謝委員糾正，進版修正此一錯誤。 

（四）  

P43＂緩坡＂之工法要在細部設計

中展現。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對於

基地既有排水側溝秉持緩坡化、多孔

隙化之生態原則進行改善，相關設計

已納入細部設計圖說中。 



（五）  
P52 四、工作內容各項應一併在設

計階段即作成營造計畫與規範，俾

供日後施工計畫之依循。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細設

審查時將工作項目納入於設計圖說

及施工規範圍中。 

（六）  

P59 工作期限與工作進度中有提及

繁殖季節降低施工頻度，惟其仍應

依 P56  3.所述作成應變措施於契

約書中。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預定進度中已考

量繁殖季施工頻度減輕之影響，另如

有異常狀況發生需辦理停工時，則依

工程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一、 共通性建議： 

（一）  

生態調查成果或資料建請上傳至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

以利後續監測、資料保存、多方運

用及評估保育成效。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俟核

定後將依指示上傳資料庫。 

（二）  

請所委託之生態調查公司，於此委

託案所調查之資料結合過去文獻，

評估分析工程基地範圍內，生物多

樣性的相對熱點，提供工程設計及

規劃參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熱點多發生於水

陸交界之推移帶(ecotone)，以水利工

程則為邊坡護岸，目前於計畫中均已

迴避。 

（三）  
審查意見回覆表請於「意見回覆」

欄位右側增加修正後內容之頁碼

加註欄位，以利核對。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回覆意見時將附

上頁碼，若有多處增修，則另表檢陳

以利核對。 

（四）  

第四次會議本中心曾詢及「請問關

注物種定義為何？與工程屬性有

無關係？除保育類名錄外有無評

選標準？」，回覆意見為「根據工程

生態檢核機制執行參考手冊，關注

物種定義為：屬於保育類動物、特

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與工程屬性關係並不

大」。惟查其引據應源自「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核

定階段」的「檢核事項」欄位內容，

其檢核事項原文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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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僅舉保育類動物、

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

俗動植物等可列為關注物種，並未

論及非上述物種即不是關注物種，

更未將此列為關注物種之定義，恐

不宜擴充解釋。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計畫基地於 102
年完成闢建，基地範圍之環境均係隨

著滯洪池闢建一併營造、規劃，故基

地範圍內確無特稀有植物、老樹或民

俗植物，且因當時環境規劃方向即為

人為使用，故周邊調查成果均為西半

部平原常見種，經再三考量，仍決定

以保育類物種為關注物種，其擇定主

因主要係為將基地環境優化為關注

物種之潛在棲地，故本計畫已從原先

較偏向人工親水設施之規劃內容修

正為以自然環境為主之方向，本案之

工程屬性為景觀營造，評估影響較大

之物種均為西半部常見之物種，適應

力強且均有能力遠離干擾區域，惟為

監測棲地環境是否提升，仍將其列為

指標類群，待計畫完成後監測其多樣

性指標及豐度將可比對計畫成效。 



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第一點即開宗明義闡述「為減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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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訂定本注意事項」。既為減輕

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

影響恐，即應對不同屬性工程對生

態產生之不同影響評選受影響最

大並且應予以關注之物種研擬、推

動生態保育措施。回覆內容將關注

物種定義狹化，以及所謂的「與工

程屬性關係並不大」等內容是否妥

適？工區內是否有保育類以外之

關注物種？建議審慎再酌。 
二、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全報告請均加頁碼：目前審查意見

回覆表及附錄均無頁碼，以下建議

總頁碼以( )表示，例如 P35(53)表該

頁下方標示第 35 頁而 PDF 檔案總

頁碼為第 53 頁，P(98)該頁下方無

標示頁碼而 PDF 檔案總頁碼第 98
頁。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指示以總頁

碼型式辦理。 

（二）  

報告書地圖之相關圖片請均北上

南下方位置放(紙張可橫式)，並增

南北方位符號，以利閱讀比較。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生態調查相關圖

片均已依此原則辦理，惟景觀規劃相

關圖片因有考量其呈現方式，經考量

後仍維持原本呈現方式。 

（三）  

審查意見回覆表： 
1. P(11-13)第 2-9 點綠化相關者第

2、3(適地適種)、5、6、8 點之建議，

意見回覆有「已納入植栽選擇的考

量」、「將納入設計參考」、「請設計

單位納入設計圖說」、「將納入設計

參考」、「悉照遵辦」等，請將建議

均納於本計畫書 P52(70)工作內容

中，以落實之。 
2. P(13)第 10 點審查意見「若希望

誘引蝶類而栽植誘蝶植物，需參考

工區或鄰近地區蝶類名錄，據以擇

選與當地蝶類相關之蜜源、食草植

物，並適合工區環境生長者栽植

1.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因本計畫基地

為人為活動頻繁區，景觀營造所需之

植物種類需同時考量原生物種及景

觀營造，原生物種部份生態團隊已提

供適地適種之名單，惟設計落實成果

係考慮不同面向之綜合樹種，相關名

單已確實載錄於圖說中。 
2.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經參考委員所

提供之網站資料及蝶類生態調查結

果，並考慮綠化植栽取得的難易度

後，將建議設計單位在綠化植栽上可

選擇栽種樟樹、過山香(或芸香科植

物)、鐵刀木、阿勃勒、華他卡藤、大

安水蓑衣等，以上為平地常見蝶類(如



之。」，意見回覆為「感謝委員建議，

經初步調查發現，該地區蝶類為平

地常見物種如白粉蝶、黃蝶、藍灰

蝶等，只要所栽植的植栽能持續開

花提供穩定蜜源，便能有效吸引蝶

類出現。」，這種回復實在不科學，

不只蝶類幼蟲食草有專一性，具蜜

之花也是只吸引特定蝶種類群，且

有些具蜜之花並不吸引蝶類。對於

栽植誘蝶植物請善用本報告書之

調查資料。依據 P(98)蝴蝶類名錄共

有 21 種，其中鳳蝶類 5 種、粉蝶

類 2 種、斑蝶類 4 種、蛺蝶類 3 種

都是引人留意之蝶種，可網路查詢

這些蝶種相關食草、蜜源植物(如台

灣野生植物資料庫/依取食動物查

詢

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
bPlantFeedingAnimalSearch.aspx 、

蝶 迷 網 站

http://www.vel.cc/ihbt.asp)，供綠化

植栽植種選擇參考，尤其此區離海

不遠，為台灣斑蝶類春季北飛主要

路徑之一，可栽植吸引斑蝶之植

物，如紫草科之冷飯藤(Tournefortia 
sarmentosa) 及 蘿 摩 科 之 武 靴 藤

(Gymnema sylvestre) 、華他卡藤

(Dregea volubilis)等。 
3. P(14)第(三)點審查意見「…植物

名錄請加註 1.人為栽植…」，目前植

物名錄並未標示本區人為栽植之

資料，P(83)植物名錄之原生別「栽

培」不等於「人為栽植」，例如台灣

欒樹為原生，但本區具人為栽植之

植株(如 P13(31)描述)，請確實補充

此項資料，以供設計階段綠化植栽

之參考。(「108~109 年度臺南市政

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辦計

畫」可要求補充) 
4. P (14)第(四)點審查意見「請補充

未來綠化植栽規劃構想，含主要植

青帶鳳蝶、柑橘鳳蝶、淡黃蝶、淡小

紋青斑蝶、孔雀蛺蝶等)的食草；而蜜

源植物則可選擇原生蜜源植物：海檬

果、冇骨消、火筒樹、臭娘子、月橘、

高士佛澤蘭、射干等，或外來蜜源植

物：繁星花、長穗木、馬纓丹、仙丹

花、金露花、朱槿等。 
3.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計畫現地屬於

人為栽種的植株已於植物名錄中確

實加註。 
4.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案新植植種

為黃連木、苦楝兩種原生種喬木，主

要配置於滯洪池沿岸、入口廣場綠地

及港尾溝溪水淨場南側休憩空間。而

有關「臺南市水環境工作坊暨綠培力

計畫」中，「參與式設計生態營造工作

坊」為協同台灣濕地保護聯盟舉辦之

民眾參與棲地營造活動，該活動主要

於二仁溪故事館旁灣口淺灘處種植

窄葉澤瀉、水菖蒲、大安水蓑衣、三

白草、印度莕菜、黃花水龍、齒葉睡

蓮、觀音蓮等水生植栽。「二仁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108
年 4 月)」中原先對於港尾溝溪滯洪池

植栽環境之營造構想確實為以季節

性落葉喬木為主，然而經規劃設計階

段與生態檢核團隊及駐地認養單位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滾動檢討後已將

原構想取消，改以原生種喬木進行植

栽空間營塑。 



種，…」於意見回覆之 P7 及 P41 並

無主要植種之規劃構想 (明列植

種)，只有籠統的「水岸植栽種植已

由另案辦理工作坊活動」。附錄「臺

南水環境工作坊暨綠培力計畫」內

容並無明確主要栽植植種資料，是

否還有其他工作坊活動?本案相關

之「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

畫工作計畫書(108 年 4 月)」P65-69
之示意圖有為落羽松、P65「在水岸

增加季節性落葉喬木」、P69「變葉

喬木」都不是依據台南氣候特性所

適合營造之綠化景觀，同時落羽松

膝根系可能影響水流、造成土壤淤

積等，有礙滯洪池功能。 

（四）  

P13(31)之(2)自然環境：所述朱槿、

馬纓丹、長穗木、水毛花(報告誤寫

為水茅花)，黃連木等未見於 P(83)
植物名錄中，該名錄若為 108 年 5
月「港尾溝溪疏洪道流域周邊水環

境改善計畫」成果報告而不便修

改，則請增加屬於本計畫書之「植

物名錄」，以求資料之完整性，符合

P48(66)「生態檢核」具體調查掌握

自然與生態環境資料。此外 P16(34)
提及之大萍也增列於植物名錄中。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誤植處已修正，

並補充漏缺之植物於名錄之中。 

（五）  

核定階段 P19-33(37-51) 
1. 請寫明核定階段之時程(○年○月
至○年○月)。非屬於本時程內資料，

另移他處，例如 P20(38)「108 年 5 
月由生態專業團隊(民享環境生態

調查有限公司)實施現況生態調查」

為此階段完成的嗎?(若是則核定階

段為 106-108 年 5 月，歷經 2 年多?)  
2. P20(38)生態背景人員生態環境

現況勘查分析記錄 
(1) 附錄一 108 年 5 月民享環境生

態調查有限公司若非屬本階段時

程則換成「臺南市政府 106-107 年

度全國水環境改善」生態調查成果

報告(107年 10月 12日)之資料(「二

1.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核定階段之期

程為(107.12 至 108.06)「臺南市政府

106-107 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委辦計畫」乙案，實際執行為 106
年 12 月至 108 年 11 月，且為開口契

約型式，故何時調查均係依本府要求

辦理，故 108.05 之調查報告確為核定

階段無誤(此處核定係含生態保育措

施計畫審查期間)。 
2. 
(1)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此調查成果確

為本階段完成之內容。 
(2)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相關之調查成

果請詳見附錄一。 
3.感謝委員寶貴意見，保育措施計畫



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

作計畫書」(108 年 4 月)之附錄四)。 
(2) 動植物資料除了科屬種數量

外，請摘錄生態調查成果報告有關

資料分析之內容，以求完整，但須

摒除非本案工區之資料及數據，如

工區似無人工建物及農耕地等。  
3. P22(40)「與在地民眾溝通部

份…」較屬於民眾參與性質，建議

另成章節。P20(39)「生態背景人員

生態環境現況勘查分析記錄」標題

則建議改為「生態調查樣區及資料

分析」或適當之標題。 
4. P25(43)工程計畫內及週邊區域

以往生態資料研析：除了文字描

述，建議製表，更一目了然。 

書的內容章節乃依水利署之範本，因

此保留本計畫書目前的章節名稱。另

委員所指出之 P22(40)段落內容雖屬

民眾參與部分，但這些民眾參與討論

的內容仍有關生態保育，為求所擬定

保育措施計畫的脈絡清晰，故保留於

原章節位置。 
4.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因前期在台南

市政府府內初審時，委員建議以文字

描述的方式呈現，故本段落內容仍保

留文字呈現方式，但為尊重委員寶貴

意見，另將製表後的內容附於附錄

四。 

（六）  

規劃階段 P32-51(52-69) 
1. 請寫明規劃階段之時程。 
2. P34(52)外來種生物的防治請再

增列林務局重點防除之香澤蘭。 
3. P40(58)「異動緣由說明整理如表

8」請更正為「異動緣由說明整理如

表 9」 
4. P38(57)關注物種「多加種植高大

喬木，作為未來可提供黑翅鳶棲息

利用之所需」，惟台灣多颱風，本區

距海不遠，是否適合請再考量，以

免種植後又因防颱矮化而被不當

修剪。 

1.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規劃階段為提

案核定起(108.06)至本計畫原則同意

(109.01)。 
2.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3.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 
4.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多加種植高大

喬木之建議係因物種喜好利用之特

性，後續維管因「臺南市公共設施植

栽管理自治條例」已有相關規範，應

無不當修剪問題。 

（七）  

於工作內容 P52-59(70-77)適當處

加入： 
1. 營造高草環境：P27(45)「關注物

種黑翅鳶會利用環境中的高大喬

木停棲或築巢，及在草生地、農地

間捕食鼠類；而環頸雉則主要活動

於外圍的農耕地及高草地中。」因

此營造高草環境將有利黑翅鳶及

環頸雉之棲息，包含設計階段營造

高草環境、施工勿干擾暨有高草區

域、管理階段勿將高草環境割草矮

化。 

1.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因高草環境的

設計與後續環境的維護有所衝突，故

在折衝之後並無高草地環境之設計

內容。 
2.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將儘早於後續

階段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做夜間

監測，以補全相關資料。 
3.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計畫已於工

程圖說內納入施工說明，明確規範施

工廠商在養護及撫育工作上避免使

用除草劑。 
4.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計畫因仍需



2. 儘早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以

監測夜間動物」，以補資料之不足。 
3. P18(36)提及養護時使用除草劑、

農藥而減少族群數量，請在管理階

段加入勿使用除草劑，宣導臨近農

耕地減少農藥之使用等。 
4. 植物名錄中之小葉樹杞、長梗紫

麻、密花苧麻(蝶類幼蟲食草、誘鳥

植物)、小梗木薑子、三奈等雖非稀

有植物，卻是公園綠地少見之植

種，請保留勿傷害或移除。 

考量人為活動之使用，將儘可能以迴

避、縮小等保育措施進行既有植被之

保留，減少移除面積。 

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 
三、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計畫書有針對上次審查意見回應

表示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二）  

經檢視本案工期是有跨越保育鳥

類繁殖季，請明確規範具體因應措

施與規定。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主要因應措施為

減輕施工頻率及限制施工時間，另配

合施工單位、監造單位每月填寫之自

主檢查表及查驗表，可針對是否有築

巢情形加以回報。 

（三）  

本案對水環境的加值改善效益，請

再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計畫依循本生

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執行設計，透過對

既有人工鋪面進行重點改善及引入

生物友善設施，除提升基地綠覆面積

外，更為滯洪池內之生物打造宜居環

境，並藉縫合二仁溪與滯洪池間的斷

點與優化基地解說導覽系統，將滯洪

池之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延展至二仁

溪畔，加值港尾溝溪滯洪池於二仁溪

流域生態教育中扮演水與生態、文化

永續發展之角色，進而逐步與臺南重

要水脈相互鏈接，以達到「一迴三環，

水漾臺南」之總體水環境願景。 
本案經數次檢討後，現已減作大多數

之人工設施，對於水環境整體的加值

改善效益，除改善棲地環境外，亦將

人為使用區域加以區隔、緩衝。 

（四）  

近日有環團建議在已完成之滯洪

池探討建置或擴大水雉棲息地之

可能性，本案是否適合，提供市府

探討研議。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因水雉喜好浮水

植物，惟浮水植物有阻礙通洪之疑

慮，經多方考量之後決議不主動進行

浮水植物之栽種。 



（五）  

查報告都記錄到有黑翅鳶及環頸

雉出沒，目前無發現繁殖行為，惟

日後發現巣區或育雛形為仍應有

對應之迴避、減輕措施。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若於

施工階段發現有築巢或育雛行為，則

將依實際情形提供對應保育措施給

設計監造及施工單位憑辦。 
經濟部水利署工務組： 

一 

有關生態保育措施計在施工中階

段雖已有若干建議，不過為避免日

後施工和設計與生態措施脫鉤，建

議這些需保全的位置和對象，未來

能進行教育訓練和宣導，以利達到

縮小、迴避、減輕、補償之保育成

效。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遵照辦理，未來

將於工程發包後於施工前由生態團

隊進行領勘，俾利設計監造及施工單

位確認保全對象及關注物種。 

~以下空白~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計畫」 

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修正一版)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回覆表  
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古委員禮淳 

1.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的審議，建

請要補充完整的計劃論述，以及清

楚的工程計畫與受干擾物種的關聯

性，除了影響減小或避免之外，如何

為環境生態加值成為更豐富的生態

系統，以提升審議價值與品質。 

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強計畫相關論

述內容，並評估工程對生態環境之

影響為何。 
由於計畫均位於開發區域，比較沒

有特別需要保(復)育的物種，而原本

的生物多樣性較低，因此，計畫的營

造擇定以提升生態系中的多樣性為

其中的目標之一。 

2. 

肯定在治水工程的鄰近地區，賦予

景觀休閒功能，惟應該同步關照生

態環境，這部分都應該納入計畫執

行。也必須疊圖說明設計內容與物

種分布與棲地樣態、衝擊、影響及對

策或加值的行動內容。。 

感謝委員肯定，在「生態保育對策之

執行方式與調整」章節中，已利用疊

圖的方式將保育措施與設計內容標

示並說明。 

3. 

建議減量項目： 
(一) 廁所（請於淨水場開放提供市民

使用）。 
(二) 夜燈（農業區等非重點地區，應

刪減以利生態復育，並避免對作物

生長干擾）。 
(三) 市民農園（鄰近高速公路地區宜

避免受汙染）。 
(四) 港尾溝溪水上棧道。 
(五) 路殺現象的再次檢核，避免逃生

廊道造成二次傷害，才能確保規劃

美意。。 

感謝委員意見 
仁德之心計畫在設計階段已取消廁

所、仁德之心光塔及市民農園等，並

遵照委員意見，建議水淨場管理單

位開放廁所給民眾使用。夜燈僅針

對臨三爺溪側設置少量引導性照明

設施(15 盞)，供傍晚通學、通勤之安

全照明，且照明時段配合縮短為

18:00-21:00，以降低對生態的干擾。 
港尾溝溪滯洪池一案之水上棧道則

於設計階段中基於對水域生態之影

響及使用安全上之考量而決議取

消，改以透過開放港尾溝溪抽水站

西側既有通道空間達到環池動線之

縫合串聯。 
林委員煌喬 

一、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審查時，特別關切提案計畫之生態檢核、公民參與、

資訊公開及營運管理等相關工作。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

核定分項案件中，經水利署要求台南市政府應提 3 案之「生態保育措施計

畫」，發現下列現象： 
（一） 依據工程會提出的公共工程生態檢 感謝委員意見，三個計畫的生態調



核作業分為：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及維護管理等階段，市府提案

雖附有核定及規劃階段的生態檢

核，並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的

生態策略，研擬對應的生態保育原

則，惟 3 案生態檢核內容大致雷同，

其中「仁德之心-滯(蓄)洪池景觀營

造計畫」及「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

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計畫」，屬性相

近，所擬生態保育原則相似，尚可理

解；惟「港尾溝溪疏洪道周邊水環境

改善計畫」，地形地貌較為不同，仍

採完全相同之生態保育原則，就有

待商榷(且有些內容描述，與計畫範

圍內之景象，似不太鍥合)。爰此，

謹建議應確實運用已實際調查，所

掌握之生態現狀，分析各項工程進

行潛在的生態議題，提出適切的生

態施工策略，並評估工程進行可能

造成的影響，再依迴避、縮小、減輕

及補償的生態策略，具體明確地研

擬適合該工程 (個製化 )的保育措

施。。 

查資料已全面更新，「仁德之心－滯

(蓄)洪池景觀營造計畫」及「二仁溪

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

觀營造計畫」各自以更新前期生態

調查報告更新；「港尾溝溪疏洪通道

流域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則由目

前的生態團隊（野望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進行補充調查，以該次調查資

料更新。生態保育對策的內容也已

根據三計畫的特性加強論述。 

（二） 

因為所提案件若獲通過，生態檢核

將會在設計階段扮演重要角色：1.應
將規劃階段的生態調查及評析成

果，融入設計中，並透過生態檢核團

隊與工程顧問公司反覆討論確認可

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2.並將規劃

階段的生態檢核成果的重點，在工

程預算書圖文件內作說明，且將生

態檢核建議採行的生態策略及保育

原則，納入補充說明書及監造計畫，

以作為後續施工監造的依據。如像

目前 3 案所提通案式、廣泛式的生

態策略，將來進入設計階段工程顧

問公司恐難精確掌握要旨(其中精

髓)，已完成妥適的細部設計；更遑

論納入履約文件之施工計畫書中，

俾供承商據已施作，以確保生態成

果於施工中獲得落實。 

感謝委員意見，於計畫書內已加強

生態原則及保育措施之具體論述。 



（三） 

此外，3 案的「生態調查成果與文獻

比較研究」部分，除以市府辦理的相

關調查報告及環評報告書為主外，

建議尚可再參考農委會林務局、特

生中心及學者專家之研究報告，力

求完整確實。 

感謝意見委員，三案的計畫範圍位

於人為干擾程度較高的開發區，鮮

少有研究計畫投入進行生態調查，

文獻回顧受限，故以相關調查報告

及環評報告書為主要的參考資料來

源。 

（四） 

有關公民參與部分，目前僅採說明

會、忘年會方式進行，但僅限於某一

時點、某一特定人。在網路潮流發達

時代，建議可再建置互動式、即時

性、持續性的溝通平台或社群網站，

來強化計畫溝通。同時，建請交待清

楚邀請對象(包括：有那些在地意見

領袖、生態保育團體(尤其關切該工

程附近區域的 NGO)及專業人士等)
及溝通重點(如：目前環境現況及使

用情形、未來居民期待、整體發展願

景、水岸環境規劃、生態環境營造及

後續管理維護發展等面向)，尤應臚

陳公民關切議題(尤其反面意見)提
要，最後再點出參採情形，如此方能

有效凝聚共識。。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各案公民參與

結論摘要如下: 
1. 仁德之心計畫(P19) 
(1) 種植原生種植栽，也需符合適地

適種原則以及盡可能去水泥化。 
(2) 工期及工程界面協調，以避免破

壞生態。 
(3) 與里長協調燈具減量以減少燈光

對生態之影響。 
2. 港尾溝溪滯洪池(P22) 
(1) 開放抽水站通道空間納為自行

車、人行動線，藉由環池動線的縫合

將環教活動可及空間延伸。 
(2) 於港尾溝溪水淨場西側空置地

以軟性鋪面營造步行動線，提供更

親近水域之視野空間，並於水淨場

周邊結合環頸雉棲地之生態資源設

置解說設施。 
(3) 將認養單位已無使用之解說牌

誌再利用，並整合滯洪池整體解說、

指標系統，優化環境教育空間品質。 
(4) 編列非固定式攔污索購置預算

供認養單位用於滯洪池內強勢浮水

植物移除作業，提升人工清除效率，

降低需大型機具進入清除之情形。 
3. 港尾溝溪疏洪道(P17) 
(1)以互利共享，結合仁德服務區，增

加可進出機會，同時籌措日後維護

管理的基金。 
(2)增加水資源與環境解說設施，提

供環境教育的場所。 
(3)以易維護管理為主。 
(4)以鐵馬驛站為入口意象。 

（五） 
至於資訊公開部分，比較可惜未見

呈現，不過相信市府已有建置水環
感謝委員意見，臺南市水利局官網

設有專頁有針對前瞻計畫的各項公



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除應將相關

計畫內容呈現民眾知悉外，亦可盤

點民眾及公民團體關心資訊，甚至

鼓勵民眾參與或創意提案。此外，亦

應將各階段生態檢核相關資訊於平

台公開，並將此資訊平台進一步發

展結合環境教育與執行生態活動之

宣導管道，以推動民眾愛水意識。 

開資訊，各階段生態檢核相關資訊

將依委員意見逐步上傳更新；推動

民眾愛水意識目前已有設立社群網

站來做宣傳，環境教育與生態活動

則是透過工作坊實地辦理，至於與

資訊平台的結合未來也將在經費及

人力許可下納入辦理。 

（六） 

最後是維護管理部分： 
1. 台南市政府應再就未來維護管理

工作內容、經費來源、潛在維管單位

及維管的組織架構，提出計畫。 
2. 維護管理工作方式，可採自辦、委

辦或認養，現在市府已在努力與企

業、社區、NGO 團體合作或認養維

護(建議可搭配適度經費補助)，以爭

取認同並減輕壓力。 
3. 建議亦可考慮以工程契約保固(五
年)維護管理，之後再搭配可行之維

管策略。 
4. 以上均屬側重於人為設施之維

護，建議應再定期監測計畫範圍棲

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保全

對象狀況，以及評估各分項工程生

態保育措施的執行成效。換言之，即

辦理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檢核工

作。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維護管理部份

之回覆如下： 
1.未來維護管理工作內容及經費概

估將請設計單位研議後提供本局參

辦，經費來源及維管單位在未有民

間團體認養前仍由市府招標辦理。 
2.目前規劃委託廠商辦理維護作業，

搭配部分認養，如港尾溝溪滯洪池

即由台灣濕地保護聯盟認養，環境

教育推廣及簡單維護由認養單位處

理，大面積維護則仍由市府委辦廠

商來處理。 
3.工程契約已有一年植栽養護、三年

非結構物包保固以及五年結構物保

固，委員建議延長保固以完善維護

管理等意見，市府將進行研議並視

經費來調整期間。 
4. 棲地品質以及分析生態課題，將

與認養單位濕地保護聯盟或長榮大

學河川保育中心等在地NGO團體共

同研議長期辦理維護管理階段生態

檢核工作之可能性，以求監測頻率

及監測年度之最大化。 

二、 

從各縣市政府所提水環境建設計畫，(一)只能看到親水，忽略了生態；(二)
感覺均僅在擴充人為活動空間；(三)沒有看見找回河川的生命力、找回生

態生機的積極企圖心。但這從三個水環境提案，我們看到了台南市政府已

能思考在適當的河段及水域，除提供市民能親近水(河川)機會之餘，亦能

推動生態維護、棲地營造，找回水環境建設生態生機的努力，值得肯定。

尤其，過去水環境改善，常因遷就於當地社區民眾及民意代表的期望，會

側重於景觀改造及人為設施的建設，因此，常與學者專家及 NGO 團體期

待水環境改善，有所衝突。因此，建議利用這三個計畫，再思考學者專家

及 NGO 團體可扮演什麼角色，並積極的與之請教、溝通及採納，好好做

應會有好結果的。 



四、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計畫： 

 

建議從生態檢核資料找出具指標(或
亮點)性之物種(如：鳳頭蒼鷹、黑翅

鳶、環頸雉等)，不一定是保育物種

(如：螢火蟲)，作為計畫改善成果的

評析指標，並於計畫中規劃友善該

等物種分布及擴展的設計，甚至營

造成其願永駐的棲地，並把該等設

施及棲地環境，據為後續維護管理

的重心，如此，將使計畫更具說服

力、更有意義，更易獲得 NGO 團體

的支持，如能成功，更能作收全國廣

宣效果。 

感謝委員意見。除將保育類物種列

為關注物種外，依不同動物類群能

夠反應不同的棲地品質情況，將其

擇定為指標類群，以群聚多樣性做

為後續生態監測項目，評估工程後

的生態回復狀況。 

徐委員蟬娟 
一、 通案之意見： 

（一） 

公民參與為 12/27 及 1/12，為何三

案均可使用這兩個會議？且地方居

民及 NGO 環保團體之意見敘述不

清。建議需再做地方說明或工作坊。 

感謝委員意見，公民參與、地方說明

會或工作坊等會議活動所獲得的意

見回饋已整理並補充於章節三（一）

2 之中，相關內容則補充於附錄 3。 

（二） 

公民參與之NGO團體請增加台灣河

溪網台南代表吳仁邦（聯絡方式請

洽水利署河海組）。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已主動邀請

吳仁邦先生作為「108-109 年度臺南

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辦

計畫」的委員，也將持續向吳仁邦先

生諮詢水環境建設的相關意見。 

（三） 

這三案均表示生態狀況不佳，故可

以做工程（增加設施），但前瞻之觀

念應將劣化之生態如何可以提升。

在這三案中均無法看到，可以再加

強。 

感謝委員意見，三案皆位於人為干

擾較高的開發區域，故各改善計畫

均包含有增加棲地多樣性及改善棲

地品質，以提升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相關之論述已加強於章節四 2 之中。 

（四） 

可加強這三次建設的必要性，例如：

社區居民可使用，願意認養。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居民使用及認

養意願情形如下： 
1. 仁德之心計畫：滯洪池除了防洪

功能之外，也具有豐富的生態，透過

完善生態友善設施及解說牌等，結

合現有水淨場解說，提供民眾及學

校環境教育的場域，進而提升水環

境生態的相關知識，也讓周邊居民

休閒運動時，能有更親近自然的體

驗，未來結合中華醫事大學、仁德國

中等鄰近學校共同維護管理。 



2. 港尾溝溪疏洪道：透過逕流分

擔、生態復育、景觀營造之三大策略

改善現況生態單一性，並可提供在

地社區居民、長榮大學、依仁國小、

結合水資源與生態環境教育的學習

與觀察等交流的場所，並可藉此共

同經營。日後與高公局達成互利共

享方案後，亦可提供日後維護管理

的基金。詳見 P45。 
3. 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滯洪

池現由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認養，假日常結合周邊教育單位或

企業團體辦理各項生態教育活動或

環境維護工作，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之水上活動社團亦不定時於滯洪池

水域進行社團活動。 
四、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P. 3 圖 2，請檢討 10 連接棧道之需

要性。 

感謝委員意見，連接棧道提案原意

為將環池動線縫合為一完整迴圈，

增加整體環境教育活動可及空間，

於設計階段中檢討對水域生態影響

及使用安全性後將連接棧道取消，

與港尾溝溪抽水站管理單位協調決

議部分開放抽水站通道空間納為環

池動線使用，亦可達原先棧道設置

之目的。 

（二） 

P. 22 9.二仁溪畔及滯洪池周邊有螢

火蟲族群，此區塊應避免覆蓋，挖

除、擾動，及避免於 4~7 月繁殖期於

周邊動工。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並無該區域

的施工規劃，未來也將提醒施工單

位注意避免干擾。 

張委員明雄 
一、 整體意見： 

（一） 

各案均有整理相關的調查文獻，雖

計畫書內說明現施作點無歷史調查

資料，但建議就其中鄰近地點(水域)
調查資料與現況調查比對。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現地調查資

料與鄰近地點文獻資料比較之論

述，請參考章節三（二）3.生態調查

成果與文獻比較研析。 

（二） 

關注物種的設定除考量保育類與大

眾關心的物種外，更應考量物種的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各案除了關注

物種之外，將以群聚多樣性的角度

來思考，以不同動物類群的豐度作



敏感度與在施作點週邊棲息而可能

受所進行的改變與工程影響的物

種；或是有可能透過工程改變而增

加生動物棲息空間，而得以增加數

量或分布的動物。如是以改變陸域

為主，則可考量陸域的棲息動物；如

是水域改變為主，則可考量水域的

棲息動物或依賴水域活動的陸域動

物為主；如是陸水域交界面改變為

主，則可考量行兩棲生活的動物或

依賴水域活動的陸域動物為主。適

當的關注物種的設定，才能引導後

續的生態保育原則、對策、施工等

等；建議各案依各案的生物資料、週

遭植被類型、施作改變的棲地型態

等，重新思考各自關注物種。 

為反應各類棲地的監測指標，作為

施工後評估棲地回復的項目。 
 

（三） 

各案均有將原有綠地(或荒野地)改
變，雖為營造生物多樣性空間，但仍

應以與週邊野地相融的整體性，擴

大既有野生動物的活動空間，增加

野生動物的貫通活動空間與棲息多

樣性為核心，再考量有無可據以發

展或增加分布的特色野生動物種類

或類群，進而透過植群類別增加與

營造，達到增加棲地與物種多樣性

的目的。 

感謝委員意見，設計規劃以最小改

變原棲地之方案為主，並考量與周

邊綠帶的連結性，重新配置。 

（四） 

各案皆有考量民眾活動、觀察、休

閒、交通等而改變既有綠野地設置

民眾各類活動的設施，但現地週邊

非人口聚集的都會地區，建議應考

量民眾使用方式與利用量，儘可能

減少硬鋪面與後續需維管的設施。 

遵照委員意見，請設計單位落實設

施減量。各案民眾使用情況如下： 
1. 仁德之心計畫：民眾於清晨和傍

晚於此地運動，同時也是周邊師

生的通學通勤便道，並在計畫書

中補充說明現況環境概述之內

容，詳見 P5-6。 
2. 港尾溝溪滯洪池：使用主體則為

認養單位(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及



周邊教育單位之學生團體，鋪面

及設施之設置均以提升環境教育

使用空間品質為目標，新設鋪面

均以軟性、透水鋪面為主，設施

亦依低維管考量進行設計。 
3. 港尾溝溪疏洪道：維持高度綠化

範圍，除考量未來與仁德服務區

新增的連結出入口、架高步道、

作為水資源展場及社區交流的農

食藝園外，全園以複層式綠化為

主。 

（五） 

保育原則應可就增加種植本土植物

類群以增加野生動物棲所與野生動

物多樣性與移除入侵植物，並可進

一步考量有無營造特定野生動物類

群的生活史需求的空間與棲所。 

悉照遵辦。 

（六） 

在計畫中應就綠地增減與喬木移除

必要性說明。既有喬木除非為外來

種，應無移除的必要。 

感謝委員意見，悉照遵辦，目前規劃

除非喬木已死亡或嚴重病害，才會

實施移除並補植新株。 

（七） 

台南市有多所大學，建議應與相關

的植物、動物專家學者就植群種植

與野生動物棲所連結，營造生物多

樣性等議題密切討論。 

悉照遵辦。 

三、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請考量實際使用需求，有關配置圖

之設計，建議供參考：觀察平台、賞

鳥棚架、休憩節點、生態觀察亭等 4
處有無部分功能重疊而可減設、水

上棧道由無改成設置土堤與棧道連

接，減少棧道長度。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於設計階段中

經與在地意見領袖與駐地認養單位

溝通討論後已將觀察平台、賞鳥棚

架及生態觀察亭等非必要設施減

設，休憩節點則以軟性鋪面、戶外座

椅與複層植栽空間結合生態資源解

說系統進行營塑。另於認養單位既

有之浮動碼頭周邊設置親水平台，

使其環境解說或水上活動之安全宣

導得以在較易集中管理的空間進

行，有利於優化活動使用環境。水上

棧道則經檢討生態影響及使用安全

後改以部分開放港尾溝溪抽水站通

道空間納入環池動線供民眾使用。 



（二） 

P.22 螢火蟲有無可能營造其棲息需

求的空間。 

感謝委員意見，滯洪池有其防洪需

求，故盡量不做任何進入水體的設

計，避免影響其防洪功能。而目前發

現螢火蟲族群主要分布於二仁溪河

濱，非本計畫範圍，故尚未有營造其

棲地的空間規劃。 
羅理事慶瑞 

二、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表 3 中之資訊多提及＂數量與空間

分布＂之關係，而＂數量與時間（季

節）之間的變異（敏感）程度可否補

述之。 

感謝委員意見，原計畫內容已重新

撰寫。而文獻資料中之數據取得不

易，暫無法進行不同時間上的比較

分析，僅能大致描述群落是否有差

異。 

（二） 

有關施工時要避開敏感區域以便施

作，在設計階段除在施工規範要幫

業主量外，更要分析若因＂發包延

遲所致＂之工期時序變動，其風險

與替代做法（例如：跳島式或分壓式

施工）要先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若有因延遲所致之

生態敏感風險，可由水環境輔導顧

問團執行團隊協助進行後續相關變

更之風險分析。 

（三） 

有關＂補償手段＂係為施作之策

略，必須在設計階段予以考量，而在

編列進度 S 曲線時，請必須繪製出

＂本計畫預序進度累積曲線（S 曲

線）與最早-最早 S 曲線及最晚-最晚

S 曲線三條，一方向判定計畫之 S 曲

線合理性，再者，也可作為日後計畫

變更時進度更動判定之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悉照遵辦。 

（四） 
P.18~P.20 頁有＂本季＂，請問代表

何意？ 
感謝委員意見，原段落內文已重新

編修，不在有”本季”用詞。 

（五） 

在 P.24 中 ＂預期成果與效益＂可

加入＂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結合

＂產業與觀光＂提升經濟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預期成果與效

益”一節中納入相關敘述，詳見 P60。 

（六） 

若要營造＂滯洪兼作生態池＂時，

其相關設計必須考量＂水流速度、

池底透水、水生植物淨水功能、緩陡

坡搭配（可近水，又可有生物避難空

感謝委員意見，生態池之設置原為

引港尾溝溪水淨場所放流的經處理

水源並結合濕地植生進一步去除殘

留營養鹽，然於設計階段經評估生

態池、生態溝渠結合植生淨化之總



間）＂等因素。 設計長度仍較難將放流水所含營養

鹽管控在不影響滯洪池水質的程

度，且已無空間餘裕再增加設計長

度，基於滯洪池水質與生態維護考

量，本案已將生態池取消。 

（七） 
附件中有 108/5 與 2019/5 之表文，

請一併使用 108/5。 

悉照遵辦。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一、 共通性建議： 

（一） 

各計畫均將可能進入設計與施工，故動植物資源資料、生態分析等應都以

工區出現者為主，但本會議所討論之 3 案「植被概況」文字幾乎相同，請

依據各計畫工區現地調查資料重新編寫，而非可能抄寫參考文獻而來，以

符實際狀況： 

1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

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P18 植被概況：

附錄植物名錄並無蟲屎。 

感謝委員指正，名錄資料已全面校

對，並更正誤植處。 

2 
仁德之心-滯(蓄)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P14 植被概況：附錄植物名錄並無白

匏子、朴樹。 

感謝委員指正，名錄資料已全面校

對，並更正誤植處。 

3 
仁德之心-滯(蓄)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P16 植被概況：附錄植物名錄並無白

匏子、朴樹。 

感謝委員指正，名錄資料已全面校

對，並更正誤植處。 

（二） 若有綠化相關者： 

1 
非屬工區區域者，能不擾動原來植

被就不要擾動。 

感謝委員意見，計畫已納入謹慎避

免干擾工區周邊原植之建議。 

2 

盡量栽植工區原有或鄰近區域之台

灣原生種，避免「南樹北種」、「北樹

南種」，山區野地避免濱海原生種。

原野區勿植強勢外來種。 

感謝委員意見，已納入植栽選擇的

考量。 

3 
適地適種，種類愈多愈好。盡量複層

栽植。 
感謝委員意見，複層栽植已納入規

劃設計。 

4 綠籬也可多種類混植。 感謝委員意見，將納入設計參考。 

5 草花盡量栽植多年生者。 感謝委員意見，將納入設計參考。 

6 
喬木之栽植 
(1) 小樹種起，若顧及自生草本蓋過

遵照委員意見，請設計單位納入設

計圖說。 



栽植植物，影響生長，喬木規格

樹高比米高直徑重要，除樹高

2.5 公尺以上外，也要求是主幹

清楚之盆苗。 
(2) 栽植時一定拆除根球所有捆包

繩帶，不論是否能自然腐化，此

點請列入督導檢查項目。 
(3) 若有機械割草維護時，喬木幹基

需圍比樹幹基徑大之防護網，以

免機械割草傷到樹幹，當不再機

械割草時拆除防護網。 
(4) 若架支撐，需要求於保固期滿前

廠商必須檢視全部的植栽，已成

活穩固者拆除清理支撐架，還須

支撐者則重新調整綁繩鬆緊度，

並更換為可自然腐化質材。 
(5) 堤坊步道若新設樹穴以連貫者

為佳，方形者盡量至少 2m*2m，

且勿將底部封住。 

7 

水岸親水設計盡量緩坡，且勿以 RC、
漿砌石等結構阻隔水域，以利水之

滲透，利植物生長，也省需再澆灌植

物。水生植物多考量是否影響排洪，

阻礙水流，勿栽植輪傘莎草(Cyperus 
involucratus) 、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大萍 ( 水芙蓉 Pistia 
stratiotes) 、 布 袋 蓮 (Eichhornia 
crassipes)等強勢外來種，以及落羽

松 (Taxodium distichum) 、 池 杉

(Taxodium distichum var. imbricatum)
等淺根且根系可能阻礙水流之高大

喬木等。 

感謝委員意見，將納入設計參考。 

8 現有行道樹及路側樹木，施工項目 感謝委員建議，悉照遵辦。 



儘量含樹穴加大、土壤改良等，以優

化樹木生長環境，若需修剪，由專業

者進行，並遵循正確方式。 

9 
工區內喬木盡量不移植(移植斷根就

如同人之大手術，復原不易)，若未

移植施工時需圍籬保護之。 

感謝委員建議，悉照遵辦。 

10 

若希望誘引蝶類而栽植誘蝶植物，

需參考工區或鄰近地區蝶類名錄，

據以擇選與當地蝶類相關之蜜源、

食草植物，並適合工區環境生長者

栽植之。 

感謝委員建議，經初步調查發現，該

地區蝶類為平地常見物種如白粉

蝶、黃蝶、藍灰蝶等，只要所栽植的

植栽能持續開花提供穩定蜜源，便

能有效吸引蝶類出現。 

11 

本次會議所提 3 個案子，包括「二仁

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

景觀營造計畫」、「仁德之心-滯(蓄)洪
池景觀營造計畫」及「港尾溝溪疏洪

道流域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生

態保育對策，有關所提各項生態保

育措施之預計工作項目，建議列入

未來工程施作合約據以施行。 

感謝委員建議，悉照遵辦。 

12 

簡報檔生態狀況處理原則所載「採

水 500 毫升以上」，請問參考依據為

何？有無採水的 SOP？例如採水瓶

規格？樣本是否需冷藏？等等。 

感謝委員意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處理原則內容已重新編寫。 

13 

簡報檔生態保育措施工作項目所列

皆為原則性的描述，應屬「目標」，

未見方法論，例如「以棲地多樣性創

造生物多樣性」、「喬木移植應符合

工程植栽友善之原則」。建議在所列

項下補充具體的「工作項目」、「措

施」或「方法」，以利施工單位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具體工作已補充。 

14 

請問「關注物種」定義為何？與工程

屬性有無關係？除保育類名錄外有

無評選標準？本案水環境工程關注

感謝委員意見。根據工程生態檢核

機制執行參考手冊，關注物種定義

為：屬於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

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與



物種僅選擇活動範圍較大、活動能

力與機動力較強的鳥類，請問陸域

與水域動物未入選原因為何？因關

注物種攸關後續的生態保育措施，

建議審慎妥處。 

工程屬性關係並不大。 
由於計畫處於自然度低的開發區

域，生物種類大多屬於一般常見種，

並無適當的陸域物種可作為關注物

種，而水域則以外來種為主要物種，

也不適合作為關注物種之選。因此，

本計畫除了保育類之外，應以區域

內的群聚多樣性作為關注的考量，

以指標類群來評估工程對其相對應

棲地的影響。 
二、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P17 生態調查成果與文獻比較研析，

但動植物資源內容只有量之統計，

並無各文獻資料「比較」研析之敘

述。另本案不只陸域植物，而植被分

析請依據現地調查資料重新編寫，

而非可能抄寫參考文獻而來，以符

實際狀況，例如附錄之植物名錄並

無蟲屎。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已於 108 年 12
月依計畫範圍補充生態調查，確實

掌握現地生態資料，詳附錄 1。與文

獻資料的比較已補充於內文，詳

P35-37。 
 

（二） 

P18 植物物種組成所寫「植物歸隸屬

性詳見表三」之表三及「植物名錄詳

見表四」之表四於本計畫書何頁?  

感謝委員指正，植物調查資料已重

新整理於附錄 1。 

（三） 

P31-38植物名錄請加註 1.人為栽植、

2.工區範圍內者、3.調查時間、4.調
查人員姓名或參考資料，未來若再

調查請至少增加開花、熟果等物候

觀察紀錄。植物學名請均依正確寫

法全部校對確認，例如屬名與種小

名間、種小名與命名者均需空白 1 字

元。 

感謝委員意見，植物調查結果乃針

對工區範圍執行，名錄中的植物均

在工區範圍內；另植物學名已均依

正確寫法全部校對確認。 

（四） 

請補充未來綠化植栽規劃構想，含

主要植種，並分析工區內過去綠化

植栽生長狀況，以為本案綠化植栽

規劃參考，設計時於工區若有生長

不良者也可考量更新。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計畫書中補充

說明現況環境概述之內容，未來植

栽綠化構想主要將於原先為大面積

人工硬鋪面、滯洪池北側堤防沿線

及空置草生地增加原生種喬木栽

植，另在施工期間會將亡株移除，生

長不良的植栽移植並補植，詳見 P7、



41。 

（五） 

請補充工區若有過去綠化植栽或自

然生長良好者或可留下者之保全對

策，例如 P22「高大的行道樹」，且

原有喬木若留下以不移植為宜。 

感謝委員意見，計畫中既有生長良

好的植栽將予以原地保留為優先原

則；已死亡之腐朽枯木及外來入侵

種植物，則將其移除，以降低整體環

境壓力。 

（六） 

P23 外來入侵種植物移除請以人工

方式進行，機具將會傷到緊鄰不移

除之植株，覆土則植物根系仍在，植

株可能繼續存活。P24 強勢外來種植

物移除建議增加香澤蘭、象草、大黍

3 種。 

感謝委員意見，除了施工過程中在

施工範圍內的外來種可能已施工機

具移除外，將建議未來的移除方式

以人工方式為主，注意避免傷及鄰

近植株。本計畫並未設定移除的種

類對象，將建議增加象草及大黍為

應優先處理的外來種植物。文字誤

植處已修正。 

（七） 

P24 預期成果及效益之第 4 點「每周

預計潛在解說導覽參訪使用人數約

為 200 人次/週；休閒遊憩人數約為

700 人次/週」數據估算依據為何? 

感謝委員意見，預期成果及效益中

有關使用人次之敘述已修正，詳見

P60。 

（八） 餘如共通性建議第(二)點。 感謝委員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 共通性建議： 

（一） 

建議植栽部分雖為原生，但非當地

本土種，如高士佛澤蘭、穗花棋盤

腳、小葉魚藤等，植栽配置應以適合

當地生態之本土樹種為主，非本土

種則以點綴方式配置。 

感謝委員意見，已請設計單位遵照

辦理。 

（二） 

生態保育對策中所提之營造多樣

化，如巢箱、鷹架、蝙蝠屋及昆蟲旅

館，應規劃培力周邊學校或社區，後

續能由其接手作為環境教育之用。 

感謝委員意見，將納入往後環境教

育推廣的規劃中。 

（三） 

計畫相關生態資料所使用保育類名

錄非最新版本，應以最新名錄加以

檢視。 

感謝委員意見，已根據最新的保育

類名錄檢視並更新生態資料。 

（四） 

計畫生態團隊所做生態調查資料與

過往辦理之調查存在不小差異，尤

感謝委員意見，計畫中的生態調查

與過去文獻的資料有不小的差異，

主要是因為文獻資料的調查範圍並



其水域調查差異更為明顯，而內文

僅以一個比較表呈現，未加以研析，

並應進一步敘明本計畫調查方法。 

非針對計畫區域，調查的尺度、頻

度、樣點數也均高於本計畫的生態

調查，且報告書都未提供單一樣點

或單一調查時間的數據，僅能以參

考有出現的物種，與本計畫進行質

性的比較。本計畫的調查方法可參

考附錄 1。 

（五） 

關注物種除羅列保育類物種外，具

環境指標性物種也建議列為關注物

種，如調查團隊記錄到之翠鳥等。 

感謝委員意見，除了關注物種之外，

目前以指標類群的豐度來作為反應

不同棲地類型的評估項目，翠鳥則

歸屬於其中的水鳥類群。 
四、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缺少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民眾參與情

形紀錄，應補充。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詳 P22-25、
30、45，附錄 3。 

（二） 
缺少計畫範圍 1/25000 經建版地圖

及 1/5000 空照圖。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詳 P10、11。 

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 
三、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一） 
對本計畫書針對工區範圍內動植物

種類調查書寫很清楚表示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二） 

三計畫調查資料相同，及生態保育

對策也大同小異，請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三個計畫的生態調

查資料已全面更新，「仁德之心－滯

(蓄)洪池景觀營造計畫」及「二仁溪

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

觀營造計畫」各自以更新前期生態

調查報告更新；「港尾溝溪疏洪通道

流域周邊水環境改善計畫」則由目

前的生態團隊（野望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進行補充調查，以該次調查資

料更新。生態保育對策的內容也已

根據三計畫的特性加強論述。 

（三）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依施工前、中、後

各階段條列務實之措施及作法，並

避免原則性論述，以利市府及施工

單位遵行。 

感謝委員意見，悉照遵辦。 

（四） 

後續維護管理（生態部分），建議呈

現每年編列之經費數。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維護管理的生

態監測工作，目前是納入水環境輔

導顧問團委辦計劃的工作項目中，



由委辦團隊執行，故未編列經費。 

（五） 

請檢附核定階段、規劃階段生態背

景人員與在地民眾生態環境現況勘

查分析相關會議記錄及照片等資

料。 

感謝委員意見，詳附錄 3。 

（六） 

請補充說明生態保育措施後續維護

管理之資訊公開網址連結與資料更

新頻率。 

感謝委員意見。資訊公開網址為臺

南 市 政 府 水 利 局 官 網 專 頁 ：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asp
x?n=18333&sms=18463) 

（七） 
請依工程會格式補附生態保育措施

自主檢查表。 

感謝委員指正，已補充。 

（八） 

請於三、以往辦理情形乙節，補附生

態檢核相關原始資料。另三、（二）

4、生態保育對策，僅說明迴避、減

輕、縮小及補償，請再加強論述及前

後呼應，並再校核與計畫核定階段

之生態檢核之保育原則一致。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生態檢核相

關原始資料，詳 P30、46。 
另已加強生態保育對策之論述，並

與核定階段之生態檢核之保育原則

一致，詳 P37-39。 

（九） 

請於四補生態保育對策之執行方式

與調整乙節，內容建議含生態導入

工程規劃設計之機制及流程圖，於

契約中明確規範生態注意事項，加

強辦理開工前施工人員說明會議，

並建立生態檢驗停留點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生態保育對

策之執行方式與調整之章節內容，

詳 P52-56。 

經濟部水利署工務組 

一、 

生態保育措施應在工程規劃設計時

就納入考量，並於施工階段實質發

揮作用，本三案生態調查成果現地

有許多物種，但生態保育對策卻未

針對個案及環境現況擬訂實質對

策，僅以大方向原則性撰寫，請加強

補充實質可於工程施工時之作為，

以利將來施工階段確實符合生態保

育。 

感謝委員意見，保育措施已加強執

行的相關論述。 

二、 維護管理部分僅二仁溪下游河畔亮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維管的相關內

容已補充。 



點案有寫到「臺灣濕地保護聯盟」進

行空間認養，其他兩案皆無實質說

明維管情形，請確認補充。 

三、 

簡報內容有提及動物環境友善及生

態多樣性營造，請於保育措施計畫

書內以回饋設計階段及未來施工方

向加以補充。 

感謝委員意見，動物環境友善及生

態多樣性營造之相關內容已補充論

述。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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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概述  
臺南府城擁有深厚的文化並蘊有多條重要的水系，北有鹽水溪、鹽

水溪排水(嘉南大圳)，中有臺南運河、竹溪，南則有二仁溪與高雄市為

界，市府擘劃以打造「一迴三環、水漾臺南」作為臺南市水環境整體發

展願景（圖 1），透過水岸空間營造與水質改善，展現大臺南地區多樣

的水岸風貌，建構親水的生活空間，使人與水、水與綠的關係更加緊密。 

臺南水環境整體發展願景中的「一迴」-乃經由鹽水溪、黃金海岸、

二仁溪及三爺溪串起由臺灣歷史博物館至奇美博物館的雙博知性藝文

迴圈，三環則包含由鹽水溪及鹽水溪排水串起以營造水岸居住生活為

主軸的都會休閒樂活環；由安平港及台南運河串起以強調水岸觀光遊

憩為主軸的府城觀光藍環；以及由二仁溪、港尾溝溪、三爺溪串起以體

驗水岸自然生態為主軸的綠水生態漫遊環。藉由府城北、中、南三大水

系創造的環狀系統，將提供臺南市民優質的水岸居住環境、創造府城觀

光遊憩產值，並積極保護水岸自然生態，創造生活、觀光及生態兼具的

的優質宜居水環境。 

 
圖 1、臺南水環境整體發展願景圖 

港尾溝溪滯洪池所在的二仁溪流域，素來是民間團體高度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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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二仁溪曾經是全台汙染最嚴重的河川，在中央、地方政府與民間

團體長年共同努力下，二仁溪流域的防洪安全、水質改善及水岸生態，

已逐漸達到成效，整體水環境品質已獲得大幅提升。水環境改善策略透

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治水」工程，包含仁德滯洪池、港尾溝溪滯

洪池、港尾溝溪疏洪道闢建及三爺溪護岸新建等工程，有效降低仁德地

區水患發生機會。第二階段的「淨水」工程，包含虎尾寮水資源中心擴

建、萬代橋水質淨化場及仁德排水水質淨化場，並積極推動周邊污水下

水道建置及污水截流等工程等，有效改善二仁溪流域整體水質。如今將

邁向第三階段的「親水」環境營造，期望藉由二仁溪流域優美的水岸景

緻，以及滯洪池週邊寬廣的水域視野及生態環境，提供市民更多親近河

川、體驗自然的機會，並營造更完善的濱水生態環境與生物棲地，讓人

與自然生態共榮共存，建構水清魚現的永續生態府城。 

 

 
圖 2、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各分項計畫及港尾溝溪滯洪池相關位置圖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以下簡稱

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為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中一項子計畫，

本分項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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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港尾溝溪滯洪池位於市區外圍、佔地廣闊，人為使用強度較都市環

境低，對生物的干擾相對較少，因此，港尾溝溪滯洪池自民國 99 年完

工迄今，除改善仁德地區溢淹風險，更提供一定的生態服務機能，特別

是滯洪池底部維持的常水位，已逐漸成為穩定的濕地生態，且港尾溝溪

滯洪池屬台灣濕地保護聯盟所認養維護之區域，使整體池域周邊生態

環境得以維持優良狀態。 

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期待在不影響既有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藉由滯洪池空間之營造，增加生物棲息、覓食、繁衍並提供庇護的場所，

讓滯洪池除防洪功能外，更兼具生態功能，進而創造都市綠色基盤及生

態嵌塊，形成一個穩定的生態區域，並達到保護自然、尊重環境，提供

民眾認識濕地生態、提升地方保育知識的珍貴場域。 

 

 
圖 3、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空拍圖 

 

然而為了避免相關工程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爰提擬本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書(以下簡稱本計畫書)，除針對滯洪池區域內的既有生態環

境做一全面檢視，並針對關注物種（如黑翅鳶、環頸雉等）進行指認，

提出關注及特定物種的保育需求與復育可能。本計畫書撰寫目的在提

供後續規劃設計單位生態保育相關作為的指導綱要，並具體建議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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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更多生態友善環境的積極作為，期待本計畫書能協助規劃設計團

隊訂定合宜的工程配置方案，提供相關生態保育規範以確保施工期間

對生態環境影響降至最低，並提出施工中生態相關應注意事項與異常

狀況處理原則，研擬後續維護管理及持續監測等相關作為，期待能為港

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提供更完整的生態保育及環境友善作為，以契

合臺南整體水環境願景打造二仁溪流域為綠水生態漫遊環系統，提升

整體水環境的生態服務價值。 

本計畫擬達成的三大目標為： 

1. 在不影響滯洪池原防洪功能前提下，創造更多綠地空間及多孔隙

生物棲地。 

2. 研擬降低滯洪池既有人工設施對生物活動之負面影響，營造生物

友善棲息環境設計原則。 

3. 結合駐地認養團體長期對滯洪池生態環境之經營，強化整體園區

生態教育環境品質，進一步推廣生態旅遊並以申請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為長期目標。 

 

二、 現況環境概述 
茲針對計畫及鄰近範圍自然人文環境現況、防洪安全、及其他關注

議題整體表列說明（表 1）。 

表 1、綜合面向概況表 

面向 概況描述 

自然人文

環境現況 

港尾溝溪滯洪池占地約 10 公頃，整體滯洪池以港尾溝溪排水及

二仁溪堤防為界，池底常水位維持大約 0.8~1公尺水深。港尾溝

溪滯洪池北側隔中正路與嘉藥科大對望，南側環池道路外為廣闊

的台糖農地，滯洪池內的水陸域交界草澤生態穩定，景緻自然優

美。滯洪池區域內除西側之抽水站廠區外，大部分土地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中屬供滯洪使用之特定專用區。港尾溝溪滯洪池周

邊主要為仁德區保安里、中洲里，周邊里民清晨或傍晚散步運動

空間，亦為濕盟及周邊學校之活動、教學空間。港尾溝溪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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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滯洪區域、抽水站、水淨場與水防道路空間，剩餘人為可利

用空間不多，反觀生物可利用空間可達 7 公頃。 

整體發展 滯洪池水域與陸域間之整合，除抽水站前深槽區為垂直混凝土水

牆外均為緩草坡，水陸域間的串聯性尚可，港尾溝溪滯洪池未來

發展，除持續扮演滯洪防災之主要功能外，將透過港尾溝溪滯洪

池營造計畫，讓既有已逐漸形成的生態環境更加完善，透過緩坡

化、多孔隙原則之生態工法改既有人為排水設施，並將北側入口

處的大面積水泥地坪改以綠地空間及透水鋪面重新設計，提升滯

洪池內對生物棲息環境友善程度，並配合濕盟於滯洪池內所營造

之生態棲地及活動空間針對既有動線、解說設施優化，進一步強

化進行環境教育之空間品質。 

安全需求 港尾溝溪滯洪池的闢建，主要解決港尾溝溪排水溢淹風險，滯洪

池蓄水區域外，除蘇氏墓園土地屬較低窪之區域，其餘地區地勢

平坦，幾乎無高低起伏，滯洪池滿水深度約 6公尺，池底亦為平

坦常水位區域。港尾溝溪疏洪道完工後，港尾溝溪排水中下游地

區已鮮少有洪水溢堤進入港尾溝溪滯洪池之情形，然而在近年極

端氣候影響下，偶爾仍會因高強度暴雨造成滯洪池滿溢。而遇強

降雨時隨港尾溝溪溢流水進入滯洪池內之浮水植物如布袋蓮、大

萍等，其族群擴散之快曾一度影響防洪安全，強勢浮水植物的防

治已是該地重要的防洪及生態課題之一。 

發展需求 依據二仁溪綠培力工作坊、歷次地方說明、NGO討論會議、現地

訪談及與駐地認養單位討論結果，主要發展需求為延續休閒、散

步、運動為主，認同滯洪池區域內以營造生態環境及強化解說導

覽系統為主軸發展設計。滯洪池沿岸邊坡大部分已種植小葉欖

仁，為創造生物多樣性，可增加原生喬木及灌木種植，以覆層植

栽創造豐富的景觀綠化，且針對入口廣場空間，認養單位提出增

加遮蔭喬木之需求以改善活動環境。多方討論意見交流下，針對

港尾溝溪滯洪池期待可增加能連結二仁溪堤頂自行車道之便道、

提升入口廣場可使用性、縫合抽水站環池動線斷點，並結合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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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與文化之相關意象強化生態解說及教育意涵。 

生態保育 滯洪池過去並未擬定相關的保育計畫，目前作為開放空間供民眾

使用，平日可見周遭民眾在滯洪池畔休憩及機動車輛進出的情

形，這些人為干擾都可能影響鳥類、昆蟲、爬蟲類、兩棲類等生

態；此外，人為釣魚、捕撈、任意棄置大型廢棄物等情形，及滯

洪池水體為上游外來水源，污染及棲地品質不易管控。現由台灣

濕地保護聯盟認養維護，假日時常於二仁溪故事館駐點服務，辦

理各項生態教育活動，並定期進行水岸植栽的維護，平日在觀光

遊憩上之使用率較低，是環境干擾相對較小的生態場域。 

（一）工程計畫基地位置及範圍  

港尾溝溪滯洪池位於臺南市仁德區，港尾溝溪排水與二仁溪主河

道交會處，占地約 10 公頃。滯洪池東側被港尾溝溪排水圍繞，北側與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隔中正路對望，西側以二仁溪堤防為界，南側環池道

路外為台糖所有之農田。因滯洪池水位穩定，環境優美，目前已成為鄰

近二仁溪流域最佳之人工濕地之一，是二仁溪畔絕佳的生態觀察據點。

目前港尾溝溪滯洪池由「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認養，負責整體

環境之維護管理，並於池北設有“二仁溪故事館”，假日均有志工駐點

服務來訪民眾，亦為經常辦理各式生態導覽、濕地服務、團體參訪等相

關活動之核心據點。 

而本計畫於二仁溪堤防上所執行項目為與第六河川局合作進行之

二仁溪畔營造，因二仁溪為河川局管轄，本次協力僅有於既有自行車道

上加裝照明用燈具，燈具方面，依據里民需求採用高燈，並朝向螢火蟲

友善燈具及協調螢火蟲季燈光啟閉時間及光照範圍，故評估較無影響。 

港尾溝溪滯洪池主要水源來自港尾溝溪排水之溢流及自然降水，

常水位高度約在 0.8~1 公尺間，現況除遇長時間高強度降水外已鮮少

有自溢流堤入流之情形，水位可長時間維持穩定。滯洪池水體的排出則

主要依靠位於西側之港尾溝溪抽水站以動力抽水方式排入港尾溝溪排

水於二仁溪主河道之匯流口。 

而位於港尾溝溪滯洪池東南角之港尾溝溪水質淨化場於 10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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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工，103年 5 月開始試運轉，並於 104 年正式委外代操，港尾溝溪

水質淨化場主要處理保安地區之民生污水，透過人工濾材接觸曝氣分

解水中污染物，去除率可達六成以上，大幅削減港尾溝溪污染，有效達

到減輕二仁溪污染負荷之目標，除提升附近社區民眾的生活環境品質

外，更提供了港尾溝溪滯洪池得以孕育、發展濕地生態之水質環境。 

 

 

圖 4、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1/25000 經建版

地圖 

 

港尾溝溪 
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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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1/5000 航空照片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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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計畫範圍環境現況  

過去港尾溝溪排水集水區因出口段地勢低窪、外水位較高與排水

水路通水斷面不足等原因，再加諸港尾溝溪排水上游都市發展迅速，下

游排水系統難以跟上，同時河床淤積進而影響排洪，故經濟部水利署第

六河川局於 98 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南縣管區域排水港

尾溝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中針對港尾溝溪排水出口段提出檢討改善

方案，主要採用閘門、背水堤防止外水倒灌，並結合港尾溝溪滯洪池之

設置及抽水設備處理內水，大幅輕減港尾溝溪排水沿岸洪患。 

港尾溝溪滯洪池自 99年完工迄今，持續發揮極大的逕流分擔效益，

在兼具防洪功能的同時，也提供周邊社區休閒活動、校園師生參訪及生

物觀察環境教學等，廣大的自然環境，與二仁溪比鄰，且滯洪池外圍有

黑翅鳶、環頸雉等重要保育類動物觀察紀錄。滯洪池現由台灣濕地保護

聯盟認養維護，假日時常於二仁溪故事館駐點服務，辦理各項生態教育

活動，並定期進行水岸植栽的維護，平日在觀光遊憩上之使用率較低，

是環境干擾相對較小的生態場域。然而滯洪池水域偶有外籍移工進入

非法捕撈魚類、任意棄置大型廢棄物之情形除造成駐地認養單位困擾

外，這些不當行為同時也對生態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另於 107 年 8 月

的水災期間經溢流堤進入滯洪池的布袋蓮一度滿布整體池域，亦為滯

洪池的防洪安全與生態環境帶來威脅，為生態保育上需關注的議題。 

茲針對計畫範圍內之環境現況逐項說明如下: 

1. 自然人文環境現況： 

(1) 水體現況 

港尾溝溪滯洪池西側以二仁溪河堤為界，滯洪池由北至東

受港尾溝溪排水圍繞，池底常水位維持大約 0.8~1 公尺水深，

水體主要來源為雨水，池畔淺灘區域可提供水域生物及水鳥良

好的棲息環境，港尾溝溪排水早期有保安地區民生污水排入，

水質稍差，在港尾溝溪水淨場完工並正式營運後，港尾溝溪排

水下游至出口段之水質已有顯著改善，原先納入港尾溝溪水淨

場經處理污水是排入港尾溝溪滯洪池，然而經處理污水仍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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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之營養鹽，為避免影響滯洪池已逐漸穩定之水域生態，

現港尾溝溪水淨場之經處理污水放流已改為回放至港尾溝溪排

水。 

(2) 自然環境 

港尾溝溪滯洪池沿岸邊坡，除池北區域外均植有大量小葉

欖仁，北側邊坡少量栽植黃連木，而濕盟的二仁溪故事館前邊

坡則植有馬纓丹、朱槿等誘蝶灌木，臨蘇氏墓園側之環池道路

邊坡有長穗木等誘蝶灌木，均為濕盟自力栽植，西側二仁溪堤

防邊坡沿線則主要種植台灣欒樹，池畔淺灘處亦有蘆葦、水茅

花等水生植栽生長，濕盟亦會配合活動於故事館邊坡灣口以其

他水生植栽進行生態營造，基地整體在濕盟的長期經營下，植

栽種類具一定豐度。 

(3) 景觀現況 

港尾溝溪滯洪池內的水陸域交界草澤生態穩定，景緻自然

優美，豐富度高，北側入口處二仁溪故事館周邊在濕盟的自力

營造下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致，而港尾溝溪水淨場則有著良好的

景深可觀賞整體滯洪池水域景觀，同時亦能於傍晚時分觀賞二

仁溪夕景，惟北側港尾溝溪抽水站及其工作平臺，造成局部視

覺衝擊，但不影響整體優美景緻。 

 

 

(4) 周邊人口 

港尾溝溪滯洪池周邊主要為仁德區保安里與仁德區中洲里，

截至 108 年 11 月保安里共計 1,219戶，總人口數約 3,174人；



- 14 - 

中洲里共計 1,085 戶，總人口數約 3,048 人，平時可自中正路

一段水門入口或經南 160 縣道沿港尾溝溪排水防汛道路進入滯

洪池區域休憩。港尾溝溪滯洪池西北側為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校

地，在二行、保安、中洲地區皆有屬於嘉藥學生之流動人口。

而滯洪池東北側有文賢國中、文賢國小兩處公立學校坐落，經

常與濕盟合作辦理相關生態教育活動。 

(5) 土地利用 

滯洪池區域內除西側之抽水站廠區外，大部分土地於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中屬供滯洪使用之特定專用區。港尾溝溪滯洪

池營造計畫內容涉及滯洪池北側入口水門立面改善及港尾溝溪

滯洪池整體區域營造，位於中正路一段之入口水門位於仁德(文

賢地區)都市計畫區之河川用地及道路用地，港尾溝溪排水屬河

川用地，滯洪池屬水利用地。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校地則坐落於

港尾溝溪滯洪池西北側。 

(6) 人文活動 

人文活動主要為周邊里民清晨或傍晚散步運動空間，濕盟

假日營造工作、辦理活動，以及周邊學校之活動、教學空間，

如嘉藥的水上活動相關社團會前往滯洪池水域進行獨木舟活動、

環境管理學系的學生則會於滯洪池水域周邊進行實地教學，文

賢國中、國小定期與濕盟合作辦理戶外教學等。另於中午或傍

晚時分則偶有外籍移工進入滯洪池非法捕撈魚類並生火野炊，

是滯洪池現況較難以管理之情形。 

(7) 可利用空間 

佔地約 10 公頃的滯洪池，滯洪區域共約 7 公頃，扣除港尾

溝溪抽水站、港尾溝溪水淨場廠區，及北側蘇氏墓園私人用地，

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可供人為利用的零星土地空間面積不

多，反觀生物可利用空間可達 7 公頃，已占有相對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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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發展 

(1) 水體及陸域周邊整合 

滯洪池水域與陸域間之整合，除抽水站前深槽區為垂直混

凝土水牆外均為緩草坡，且於滯洪池北側邊坡有數條濕盟自力

營造之碎石步道可到達其生態棲地營造地點及獨木舟碼頭，水

陸域間的串聯性尚可，滯洪池堤頂道路為約 4~6 公尺寬之瀝青

混凝土鋪面，平時僅供防汛車輛及抽水站、水淨場工作人員進

出，惟東南側環池道路較鄰近台糖農地，機動車輛行經產生之

噪音及地面污染可能對潛在之環頸雉棲地造成影響。 

(2) 未來發展規劃 

港尾溝溪滯洪池未來發展，除持續扮演滯洪防災之主要功

能外，將透過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讓既有已逐漸形成的

生態環境更加完善，透過緩坡化、多孔隙原則之生態工法改既

有人為排水設施，並將北側入口處的大面積水泥地坪改以綠地

空間及透水鋪面重新設計，提升滯洪池內對生物棲息環境友善

程度，並配合濕盟於滯洪池內所營造之生態棲地及活動空間針

對既有動線、解說設施優化，進一步強化進行環境教育之空間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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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需求 

(1) 防洪問題 

港尾溝溪滯洪池的闢建，主要解決港尾溝溪排水溢淹風險，

但偶遇強降雨時隨港尾溝溪溢流水進入滯洪池內之浮水植物如

布袋蓮、大萍等，其族群擴散之快曾一度影響防洪安全，於 108

年進行一次大規模清除作業後，現況仍有零星植株留於滯洪池

內，仍需仰賴認養單位以人工清除，強勢浮水植物的防治已是

該地重要的防洪及生態課題之一。 

(2) 地勢高低 

滯洪池蓄水區域外，除蘇氏墓園土地屬較低窪之區域，其

餘地區地勢尚稱平坦，幾乎無高低起伏，滯洪池滿水深度約 6

公尺，池底亦為平坦常水位區域，滯洪池邊坡為約 1:3 的緩坡，

整體平面範圍寬廣，高低地形變化不大。滯洪池設計出水高以

25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為原則，並以 10 年重現期距洪

水水位上加 0.5公尺為計畫堤頂高度。 

(3) 淹水或溢洪記錄 

在港尾溝溪排水上游港尾溝溪疏洪道的完工後，港尾溝溪

排水中下游地區已鮮少有洪水溢堤進入港尾溝溪滯洪池之情形，

然而在近年全球極端氣候影響下，偶爾仍會因高強度暴雨造成

滯洪池滿溢，最近的一次即在 107 年 8 月之連續強降雨期間達

到滯洪池滿水水位而溢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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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需求 

(1) 社區發展 

依據二仁溪綠培力工作坊、歷次地方說明、NGO討論會議、

現地訪談及與駐地認養單位討論結果，主要發展需求為延續休

閒、散步、運動為主，認同滯洪池區域內以營造生態環境及強

化解說導覽系統為主軸發展設計。  

(2) 景觀綠美化 

滯洪池沿岸邊坡大部分已種植小葉欖仁，植栽生長狀況相

當良好，後續加強維護管理，為創造生物多樣性，可增加原生

喬木及灌木種植，以覆層植栽創造豐富的景觀綠化，且針對入

口廣場空間，認養單位提出增加遮蔭喬木之需求以改善活動環

境。 

(3) 新增景觀（設施） 

多方討論意見交流下，針對港尾溝溪滯洪池期待可增加能

連結二仁溪堤頂自行車道之便道、提升入口廣場可使用性、縫

合抽水站環池動線斷點，並結合二仁溪水與文化之相關意象強

化生態解說及教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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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態保育 

港尾溝溪滯洪池過去並未擬定相關的保育計畫，目前作為

開放空間供民眾使用，平日可見周遭民眾進入運動休憩及機動

車輛進出的情形，這些人為干擾都可能影響鳥類、昆蟲、爬蟲

類、兩棲類等生態；此外，人為釣魚、捕撈等情形及滯洪池水

體為上游外來水源，污染及棲地品質不易管控。 

雖然出現在基地的生物多屬一般常見種類，能廣泛適應已

開發區域的環境，但仍飽受各種威脅。整理如下表： 

表 2、現況生態保育議題整理表 

保育標的 保育議題 可能造成的影響 

關注物種   

黑翅鳶 人為活動、噪

音、棲地破碎 

因獵物來源減少，或缺少適合停棲及築

巢位置而降低出沒頻率。 

環頸雉 人為活動、噪

音、棲地破碎 

因棲地受到干擾或喪失而降低出現頻

率。 

指標類群   

水鳥類群 人為活動、水域

汙染 

因水域及草澤棲地品質不佳或人為干擾

而減少出現數量。 

陸鳥類群 人為活動、棲地

破碎 

因棲地喪失或躲避人為干擾而減少出現

數量。 

小型哺乳類 機動車輛、維護

藥劑 

路死、因農田使用農藥或養護時使用除

草劑而減少族群數量。 

兩棲類 水域汙染、維護

藥劑、棲地破碎 

水域棲地品質不佳、路死、因農田使用

農藥或養護時使用除草劑而減少族群數

量。 

蝴蝶類 蜜源或食草缺 因養護時使用除草劑或無蜜源及食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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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標的 保育議題 可能造成的影響 

少、維護藥劑 減少族群數量。 

蜻蜓類 水域汙染 因水域棲地品質不佳，使需經歷水棲階

段的稚蟲減少或降低存活率。 

 

三、 以往辦理情形 

 

（一） 核定階段 

1.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組成說明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於

核定階段係由臺南市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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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案中執行辦理，所組成之跨領域工

作團隊分別為：生態調查團隊-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工程

專業團隊-崇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另本計畫撰寫邀請在地團隊-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一同做適地適性化之研擬、撰寫。 

(1)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表 3、「民享」團隊人員組成表 

人員 學歷 

羅仁宏 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學士 

錢亦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資源研究所博士 

葛紀彬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學士 

(2) 崇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表 4、「崇峻」團隊人員組成表 

人員 學歷 

林福華 

(水利技師)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陳孝宇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規劃與管理研究所水

資源工程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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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健安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系碩士 

湯孟真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學士 

(3)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表 5、「野望」團隊人員組成表 

人員 學歷 

陳清旗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 

吳首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學系碩士 

鍾佳伃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 

王士豪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 

 

2. 生態背景人員生態環境現況勘查分析記錄 

本計畫於 108 年 5 月由生態專業團隊(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

限公司)實施現況生態調查(調查樣點如圖 6)。調查結果發現，

基地範圍內有：植物共計發現 35 科 241 種、哺乳類共發現 4 科

5 種、鳥類共發現 22 科 38 種、兩棲類共發現 4 科 5 種、爬蟲類

共發現 4 科 5 種、蝴蝶類 5 科 22 種、魚類共記錄 3 科 3 種、蝦

蟹螺貝類共記錄 3 科 4 種、蜻蛉目成蟲共記錄 3 科 8 種。其中

有二級保育類黑翅鳶及環頸雉 2 種(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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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本計畫生態環境調查位置圖 

 

 
圖 7、保育物種發現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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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生態調查成果摘要一覽表 

(108 年 5 月) 

項目 調查結果統計 
特有種 特有亞種 外來種 稀有種 保育類 

科 種 I II III 
植物 55 241 3 - 86 0 - - - 
哺乳類 4 5 0 0 0 0 0 0 0 
鳥類 22 38 0 9 4 0 0 0 0 
兩棲類 4 5 0 0 0 0 0 0 0 
爬蟲類 4 5 0 0 0 0 0 0 0 
蝴蝶類 5 22 0 0 0 0 0 0 0 
魚類 3 3 0 0 1 0 0 0 0 

蝦蟹螺貝類 3 4 0 0 0 0 0 0 0 
蜻蛉目成蟲 3 8 1 0 0 0 0 0 0 

 

與在地民眾溝通部份，本計畫前期針對社區民眾進行整體願景說明、

相關工程計畫協調、地方需求及在地團體討論，過程中凝聚諸多地方發

展及生態保育共識，茲列表說明並摘錄歷次說明會的討論情形及重點決

議如下:  

表 7、民眾參與執行表 

項次 日期 會議名稱 主要參與人員 討論議題與決議等 

1 107.12.27 二仁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地方

說明會 

水利局、里長、

市議員、二仁溪

沿岸發展協會 

說明整體計畫內容並聽

取地方需求，與港尾溝

溪滯洪池營造計畫較相

關之訴求為希望加強意

象營造及解說系統設計

之力度。 

2 108.01.12 忘年會 水利局、濕盟 說明整體計畫內容並瞭

解認養單位需求，主要

提出選擇原生種植栽適

地適種、設施去水泥化

等生態考量之原則性建

議與維護管理經費編列

需求，為港尾溝溪滯洪

池營造計畫與濕盟間開

啟的首次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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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會議名稱 主要參與人員 討論議題與決議等 

3 108.06.19 二仁溪污染整

治民間討論會

暨二仁溪守護

聯盟會議 

環保署、六河

局、臺南水利

局、農業局、高

雄水利局、環保

局、都發局、長

榮大學、華醫科

大、崑山科大、

臺南社大、濕

盟、茄萣舢筏協

會、二仁溪沿岸

發展協會、各里

河川巡守志工

隊、里長 

瞭解二仁溪污染整治及

各項環境議題，於會中

說明二仁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整體計畫內容，並

聽取各單位意見，本次

會議無與港尾溝溪滯洪

池營造計畫相關意見被

提出。 

4 108.07.10 綠培力計畫暨

滯洪池設計方

案討論 

水利局、濕盟 針對綠培力工作坊之活

動籌備工作與滯洪池營

造構想進行討論，將提

案內容配合濕盟經營管

理需求逐條檢討各項設

計優先程度，作為基本

設計工作之參考方向。 

5 108.07.24 工作會議 六河局、水利

局、仁德區公

所、濕盟 

依 7/10 設計工作方向

討論結果與各相關單位

進行確認，並聽取其他

單位之意見需求。 

6 108.08.19 綠培力活動籌

備場勘及設計

意見收集 

水利局、濕盟 於綠培力工作坊活動行

前場勘結束後與濕盟進

行各設計項目對既有設

施、環境之可能影響範

圍確認。 

7 108.10.22 港尾溝溪滯洪

池環池動線會

勘 

水利局、濕盟 針對基本設計審查中審

查委員提出開放港尾溝

溪抽水站西側通道之建

議辦理本次會勘，經評

估確認後同意部分開放

納入環池動線中，使港

尾溝溪滯洪池之生態導

覽、環湖觀察等環境教

育活動空間得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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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會議名稱 主要參與人員 討論議題與決議等 

有利於推廣生態旅遊。

另於本次會勘中確定港

尾溝溪水淨場南側結合

環頸雉生態資源解說之

方案。 

8 108.11.12 二仁溪下游河

畔亮點及港尾

溝溪滯洪池景

觀營造計畫地

方說明會 

六河局、水利

局、里長、濕

盟、二仁溪沿岸

發展協會、王定

宇立委服務處 

本工程於完成細部設計

工作後辦理地方說明會

進行設計內容說明，確

認設計項目是否能回應

民眾期盼，與會者均能

認同滯洪池環境應以友

善生物棲息環境為考量

進行營造，方案亦尚符

地方需求。 

 

 
此外，為了針對二仁溪流域以水岸生態環境為主軸的願景凝聚在地

共識，以及後續環境解說、維護志工等綠種子培力，市府於 108 年 7 月

至 11月期間，持續辦理 3 次二仁溪綠培力工作坊，邀請關心二仁溪流域

2019.01.12 
忘年會交流概況 

2018.12.27 
提案階段地方說明會概況 

2019.06.19 
二仁溪守護聯盟會議概況 

2019.07.24 
工作會議確認各單位需求 

2019.10.22 
環池動線會勘 

2019.11.12 
設計階段地方說明會辦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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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的專家學者、NGO 團體、在地社區發展協會，並開放各界關心水

環境的夥伴，透過生態與發展議題的共同研擬對策，及針對二仁溪生態食

物鏈為主軸的環境桌遊研發並推廣至校園，與參與式設計工作坊手作棲

地營造等，相關成果豐碩(詳附錄 2)，並藉由此活動建立 LINE 群組，互

動溝通想法及成果，落實公民參與及意見交流的平台。 

 

 
 

3. 工程計畫內及週邊區域以往生態資料研析 

目前僅臺南市政府「106-107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

問團委辦計畫」的生態調查，是針對港尾溝溪滯洪池區域進行的

調查工作，除此之外，都只有周邊區域的調查成果可供參考；其

中，「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及「二仁溪下游河段生態調查

與整治生態效益評估」是針對較大範圍二仁溪流域的調查工作，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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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與周邊生態調查成

果報告」則主要針對二仁溪南岸區域（沙崙糖廠區域）進行調查，

與本計畫範圍的距離相對較遠。不過，動物具有移動能力，尤其

生態營造工作坊-竹浮橋歷史再現 仁德文賢國中舉辦環境桌遊活動 

邀請濕盟進行生態導覽介紹 民眾參與工作坊進行水環境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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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移動範圍更廣泛，其活動範圍仍有可能涵蓋本工程計畫區

域，因此，這些周邊區域的資料有其參考之重要性，若計畫區域

及周邊有適當之棲地環境，文獻中所記錄之保育類物種（如黑翅

鳶、環頸雉）則有出現在範圍內的可能性，應考慮將牠們列為本

計畫之關注物種。 

參考96年「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生態監測資料，植物

調查共記錄維管束植物71科189屬222種，無記錄稀有植物。動物

調查分別發現，哺乳類有4目6科9種464隻次，鳥類有12目35科72

種6,684隻次，爬蟲類有2目7科20種286隻次，兩棲類有1目5科11

種1,184隻次，昆蟲（蝶及蜻蜓類） 有2目12科78種2,272隻次。保

育類動物包含有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6種（魚鷹、鳳頭蒼鷹、

大冠鷲、紅隼、環頸雉、臺灣畫眉），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

育類2種（紅尾伯勞、燕鴴）。水域生物調查則有魚類共記錄6科

13種379隻次，蝦蟹螺貝類共記錄2科4種共369隻次，無發現保育

類。 

於98年「二仁溪下游河段生態調查與整治生態效益評估」的

專題報導之生態監測資料中，植物調查共記錄維管束植物14科21

種，無稀有植物紀錄。動物調查則發現鳥類共6種56隻次，無發現

保育類。水域生物調查共記錄魚類及蝦蟹螺貝類15種354隻次，亦

無發現保育類。 

於9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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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維管束植物共計記錄42科97

屬117種，沒有記錄到稀有植物。水域生物記錄魚類共5科9種38隻

次，蝦蟹螺貝類共4科7種186隻次，無發現保育類。 

於107年「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與周邊生態調查成果報告」生

態監測資料，植物調查共記錄維管束植物47科109屬129種，無記

錄稀有植物。動物調查資料記錄，鳥12目31科58種，哺乳類3目3

科3種，兩棲類1目5科7種，爬蟲類2目4科5種，蝶類1目4科2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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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有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8種（紅隼、環頸雉、水雉、

彩鷸、大冠鷲、黑翅鳶、黃鸝及鳳頭蒼鷹），其他應予保育之第

三級保育類1種（紅尾伯勞）。水域生物調查無發現保育類。 

 
4. 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基地範圍多屬草生地、草澤、行道樹、灌叢及靜水域環境，

也有人工設施、水泥鋪面及有環池鋪設的既有道路，周邊則是農

耕地（旱田）或高草地。在這裡出現的陸域動物多屬於適應人為

干擾的種類(如麻雀、白頭翁、洋燕、珠頸斑鳩、溝鼠、臭鼩、白

粉蝶、黃蝶、藍灰蝶、澤蛙、黑眶蟾蜍等），而水域中的魚類則

以外來種為多數(如吳郭魚），滯洪池水域周邊的草澤區域則有水

鳥棲息(如小白鷺、紅冠水雞、小鷿鵜等）。關注物種黑翅鳶主要

會利用環境中的高大喬木停棲或築巢，及在草生地、農地間捕食

鼠類；而環頸雉則主要活動於外圍的農耕地及高草地中。本計畫

雖對關注物種無威脅生存之虞，但在工程執行階段仍應謹慎迴避

可供鳥類棲居、覓食之零星樹木及草生地。同時須配合如低環境

影響照明、要求勿進行大範圍開挖及將砂土流入渠道等低衝擊工

程計畫方案與後續棲地補償策略以降低工程對現有生態之環境衝

擊。 

本案基地內的土地利用型態多為人工建物，植物種類則以草

本植物及行道樹植栽為主，故工程對基地內之生態影響較小，然

施工過程仍可能會產生部分植被移除之情況，而後續施工之相關

作業亦可能對於附近渠道及滯洪池的水域生態產生影響，評估工

程施作可能造成之影響條列如下： 

(1) 每年黑翅鳶及環頸雉繁殖時期(主要於 4~6 月），施工造成之棲

地擾動，恐增加其生存壓力，影響其正常活動及覓食行為。 

(2) 施工行為可能剷除部分良好棲地環境，如草生地，造成棲地及

植物族群數量減少。 

(3) 工程於晨昏時段野生動物活動旺盛期間施工，施工機具造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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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及噪音將干擾野生動物活動，並對鄰近野生動物有暫時性

驅趕作用，迫使其遷移到鄰近相似環境，可能增加鄰近環境野

生動物的生存壓力。 

(4) 工程車輛進出造成揚塵飄散，鄰近植株葉表面易遭覆蓋，導致

植物生長不佳，且提高野生動物遭受路殺之風險。 

(5) 挖填土石方，使部份地表呈現裸露，土方裸露造成風吹揚塵，

增加揚塵危害，空氣品質惡化。 

(6) 施工或民生產生之廢棄物，易造成野生動物誤食或受害。 

 

5. 生態保育原則 

本計畫以維持滯洪池既有濕地現況，避免過多人為干擾及新

設建構物為主，讓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在自然

度低的開發區域中，滯洪池提供了許多生物難得的棲息地，而在

滯洪池環境中出現的生物種類多屬於平地常見種，故在生態保育

上應以整個群聚的角度來思考滯洪池的生態狀況，且不同生物類

群能夠反應不同棲地類型的品質狀況，可能可以做為日後監測評

估生態回復的標的，遂本計畫應以營造、提高生物多樣性為目標，

同時也進行外來種的防治。 

計畫工程對關注物種（黑翅鳶及環頸雉）的生存雖無受威脅

之虞，但在工程執行階段仍應謹慎迴避可供鳥類棲居、覓食之零

星樹木及河濱灘地。同時須配合如低環境影響照明、要求勿進行

大範圍開挖及將砂土流入河道等低衝擊工程計畫方案與後續棲地

補償策略以降低工程對現有生態之環境衝擊。工程及相關開發行

為進行應避免干擾水域周邊零星樹木、草生地及河濱灘地等可供

水鳥類群停棲、覓食之處所，於其繁殖季節（4-6月）則應降低施

工頻度。 

 

6. 必要之生態專案調查項目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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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

畫」，市府已將生態檢核（規劃階段、工程施工前、中、後）納

於「108~109年度臺南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辦計畫」契

約中執行，其相關工作項目如下： 

(1) 協助機關辦理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機制推動，建立工程與生態

溝通的平台，提供生態調查、生態檢核之專業諮詢。 

(2) 規劃設計階段提供生態調查成果報告及生態檢核自評表 供 各

案件提報單位參採，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A. 生態調查作業 

a. 範圍:依提報或核定計畫範圍周界。 

b. 水域:滯洪池範圍共 2 點。 

c. 調查項目:植物、鳥類、哺乳類、兩生類、爬蟲類、蝶

類、魚類、底棲生物。 

d. 調查方法:調查方法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河川情勢調查作業方法規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動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水

土保持局「野溪情勢調查作業要點」。 

B. 生態檢核作業：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規定之生態

檢核事項。 

a.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

場勘查，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

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b. 辦理生態調查及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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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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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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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生態保育對策辦理細部之生態調查、評析工作。 

e. 根據生態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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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

細部設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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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機關提案及核定成果進行整體計畫之生態調查、更新或補

充等，如水質檢測、調查生物種類、數量、對環境之影響評估

等相關作業。 
 

7. 生態檢核相關原始資料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 
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 

設計單位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有

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110 年 監造廠商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有

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地點：臺南市仁德區 
TWD97座標X：171188.169 Y：
2535518.117 

工程預算/經費（千

元） 45,000 

工程目的 

本工程期待在不影響既有防洪安全之前提下，藉滯洪池空間的營造，使

原有水泥化鋪面、設施減量，創造更多綠地空間，並結合基地駐地認養

單位對滯洪池生態環境之長期經營，透過優化基地內的解說、指標系統，

使整體環境教育空間品質獲得提升。另擬打破港尾溝溪抽水站及二仁溪

沿岸堤防之動線瓶頸，使園區使用動線更趨完整，不論在觀光遊憩、生

態教育活動或日常維護工作上均能帶來正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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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整地及土方：雜土清理、整地、客土更換、換土培厚、抗沖蝕網毯鋪

設 
2. 綠化工程：喬灌木植栽 
3. 景觀設施工程：入口意象、親水平台、自行車牽引道、指標、解說系

統等設施 
4. 鋪面工程：植草磚鋪面、既有道路鋪面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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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近水親綠的活動場所：增加環境營造面積約1公頃，環境改善後預

期主要受益對象為周邊社區居民及周邊校園師生之活動與休憩空

間。 
 水資源遊憩的新亮點：透過結合仁德糖鐵產業史及二仁溪今昔發展

沿革分別營造園區入口意象及環池動線主題意象，並增設、優化區

域內解說、指標系統，以利地方社區生態旅遊推動。 
 縫合環池動線以及將滯洪池與雙博自行車道系統銜接，藉由突破既

有動線瓶頸，使既有環境教育活動可及空間獲得延伸，也得以將滯

洪池內發展已臻完整之河川生態教育環境推展至二仁溪沿岸，更可

結合產業與觀光進一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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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團隊-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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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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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級保育類動物(黑翅鳶、環頸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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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系-二仁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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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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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保育類物種(黑翅鳶、環頸雉)，建議避免

干擾草生灌叢區域，並於繁殖季期間(4~6月)降低施

工頻度，以減輕噪音振動影響保育類物種之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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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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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於官網專頁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aspx?n=1833

3&sms=18463) 

□否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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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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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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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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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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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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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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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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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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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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階段 

1. 潛在生態課題評估  

(1) 關注物種(保育類黑翅鳶、環頸雉)的保護 

保育類黑翅鳶的活動範圍廣大，雖未發現在基地內有築巢及

育雛的現象，而僅有停棲於周邊行道樹上，但由於開發地區及周

邊能提供牠們停棲利用的環境並不算充足，應注意保留基地內的

高大喬木，以提供黑翅鳶的利用。環頸雉以利用周邊的高草地及

農耕地為主，滯洪池內的環境較不屬於牠們偏好利用的類型，因

此，應注意設計規劃及施工過程降低對滯洪池周邊棲地的干擾。 

(2) 動物的逃生及環境友善設計 

滯洪池周邊溝渠及排水道皆為垂直落差大的設計，若有動物

(如蛙類、小型哺乳類、爬蟲類等)不慎掉落其中，可能無法自行

逃出。因此，環境中應該有動物的逃生及友善設計。此外，也應

注重滯洪池的行道樹與河濱綠帶的生物廊道連結性。 

(3) 水域生態環境的保護 

基地範圍內有大面積水域且比鄰港尾溝溪及二仁溪，雖然目

前水域的水質並非良好，但仍應積極保護，以維護水域生態。 

(4) 生物多樣性的營造 

從文獻資料及現地勘查的結果，可以發現在工區及周緣區域

由於自然度低，出現的動植物大部分都是平地、公園及荒地的常

見種，雖本計畫僅以保育類黑翅鳶及環頸雉作為關注物種，但計

畫區域仍是都市中少有的大面積綠地，能提供許多生物類群棲息

利用，故仍應注重整體生物多樣性的營造。 

(5) 外來種生物的防治 

港尾溝溪滯洪池目前就跟多數的開放環境一樣，容易被外來

種入侵，有許多外來種動植物也已經存在，如白尾八哥、吳郭魚、

福壽螺、銀膠菊、大黍、象草、巴拉草、銀合歡、香澤蘭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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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行外來種的防治工作，避免滯洪池成為牠們大量繁衍的基地，

而造成本地種生物的生存受到威脅是一道重要的課題。 

(6) 水環境教育的推廣 

港尾溝溪滯洪池儼然是一座大型的戶外教室，基地內的滯洪

池、排水及抽水站等水利相關設施則可做為教具來利用，應將既

有的環境與設施化作民眾能親近的水環境教育課程，使民眾能更

進一步獲得水環境知識。 

(7) 二仁溪堤頂道路燈具依螢火蟲友善或調整啟閉時間 

二仁溪堤頂自行車道燈具施設部份，因施工場域為六河局管

理之區域，日常民眾使用頻率較高，故雖鄰近二仁溪高灘地過往

有螢火蟲出沒之區域，但因民眾使用安全，且燈具安設施工範圍

較為侷限，故選用燈具應以友善螢火蟲波長為主並考量光照範圍，

或應於螢火蟲季調整啟閉時間。 

 

2. 工程範圍及週邊區域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復育)對象 

經檢核本計畫範圍屬於一般區，無明顯生態議題與保全對象；

物種棲地方面，有二級保育類黑翅鳶及環頸雉之監測記錄，但被

監測到之數量並不多。黑翅鳶在工址內的前期生態調查僅有停棲

紀錄，並無發現有築巢之跡象，推測於計畫範圍內尚無族群繁衍

之棲地；而環頸雉也僅在鄰近的農耕地中出沒，沒有進入滯洪池

範圍內。。 

 

3. 生態調查成果與文獻比較研析 

本計畫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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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由生態專業團隊(民享環境生態調查

有限公司)於108年5月進行現地生態調查後，發現本計畫基地內土

地利用型態多為人工建物，植栽種類則以水岸之草本植物與行道

樹植栽為主，本案相關生物資源調查概況整理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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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現地調查的綜合成果與過去文獻資料比較後，發現所記

錄到的生物種類不如過去文獻中的多，也未有新增物種，但物種

組成的狀況相似，均以一般平地都市及公園常見種類為主；除了

鳥類、蝶類及蜻蛉類之外，各類群中的種數都不多，組成略顯單

調，而水域中的魚類幾乎全屬於外來魚種（以吳郭魚為最多）。

雖參考文獻資料中有較多種保育類鳥種(如紅隼、環頸雉、水雉、

彩鷸、大冠鷲、黑翅鳶、黃鸝、鳳頭蒼鷹及紅尾伯勞)可能出現在

計畫區域，不過，由於港尾溝溪滯洪池是99年才闢建完成之場域，

故原始場域與文獻調查時之落差甚鉅，而經過現地調查後，保育

類物種的觀測結果則僅有黑翅鳶及環頸雉的出現紀錄。這樣的生

態狀況主要是因為港尾溝溪滯洪池位於都市開發區，環境已多屬

於人為干擾區域，加上鄰近的二仁溪水域品質並不佳，河濱綠帶

的生物多樣性也不高，且區域內因滯洪池為防洪考量故不可施加

其他有阻礙滯洪量體之相關設施及植栽，除滯洪池外，周遭以開

闊的草地及零星行道樹為主，缺少樹林、灌叢等多樣的棲地環境，

調查成果大多數為僅能夠適應人為干擾環境的動物會出現在這裡

活動。 

綜合現地調查資料與文獻回顧內容，並將施工範圍中所記錄

動物之物種組成與分布情況進一步分析，除將本計畫場域中可觀

測到之保育類(黑翅鳶及環頸雉)作為關注物種之外，另外也可利

用指標類群的物種數、隻次及多樣性指數來反應棲地的變化，進

行長期監測，如此則可客觀評估施工對於環境干擾後棲地恢復狀

況之情形外，更可觀測指標類群的豐度是否提升，以確認棲地品

質的改善是否可對關注物種提供更高頻度及更多樣化的使用。 

關注物種：保育類黑翅鳶、環頸雉 

指標類群：鳥類、小型哺乳類、兩棲類、蝴蝶類、蜻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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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關注物種及指標類群擇定表 

 監測內容 生態意涵 

關注物種   

黑翅鳶 有無出現或有無

繁殖情況 

若有持續出現紀錄代表棲地品質尚可;若

有繁殖情況代表棲地品質良好。 

環頸雉 有無出現或有無

繁殖情況 

若有持續出現紀錄代表鄰近的棲地品質

受工程影響程度輕微。 

指標類群   

水鳥類群 物種數、隻次、

多樣性指數 

若物種數、隻次及多樣性指數增加代表

水域及草澤棲地品質有改善的趨勢。 

陸鳥類群 物種數、隻次、

多樣性指數 

若物種數、隻次及多樣性指數增加代表

陸域棲地品質有改善的趨勢。 

小型哺乳類 物種數、隻次、

多樣性指數 

為關注物種猛禽(如黑翅鳶)的主要獵

物，小型哺乳類增加，顯示關注物種的

食物資源豐富，增加牠們出現覓食的機

會。 

兩棲類 

 

物種數、隻次、

多樣性指數 

兩生類生活史需依賴水域及陸域兩種棲

地，且皮膚具高通透性之特性可反應棲

地品質是否良好。 

蝴蝶類 物種數、隻次、

多樣性指數 

反應種植食草及蜜源植物後，蝴蝶復育

成效。 

蜻蜓類 物種數、隻次、

多樣性指數 

稚蟲需經歷水棲階段，可反應水域棲地

品質健康度。 

 

4. 生態保育對策 

針對本案調查紀錄二級保育類物種 2種(黑翅鳶、環頸雉)，

所發現位置為港尾溝溪滯洪池外之二仁溪堤防周邊零星樹木及農

地，黑翅鳶所觀察之行為以盤旋飛行及短暫停棲為主，並未有求

偶、築巢等繁殖行為；環頸雉偏好於地面覓食、活動，發現地點

已相當遠離工區，故研判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對其影響程度

有限。然為減輕工程對於保育類動物可能之影響，建議避免全面

干擾草生灌叢區域等環頸雉潛力棲地，以確保其食物資源及棲息

空間，並於繁殖季期間(4~6 月)降低施工頻度。 

針對其他非屬於保育類的指標類群物種，通常也較能適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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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但仍需為牠們保留部分可利用之棲地空間，建議避免大面積

的工程施作，並視計畫及周遭工程進行之實際情況調整分區施工

的方式進行。 

茲針對符合本計畫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生態保育具

體策略分述如下: 

(1) 迴避 

工程方案已依循生態專家之生態保育對策，迴避滯洪池水域

及環池濱溪植被，滯洪池池底常水位水域及草澤區域生態系統已

逐漸形成，應儘量迴避，減少不必要的工程干擾，確保水域內的

魚蝦螺類、濱水的蜻蛉、澤蛙、小雨蛙及鷺科水鳥等生態維持。

必要之工程配置與材料堆置區及洗車設備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

應設置在人為已開發區域，避免影響生態環境，建議施工人員與

水淨場操作人員共用廁所，減少生態影響。 

(2) 縮小 

設置與二仁溪堤頂間之自行車牽引道應儘量以輕量設計為原

則，儘量縮小設置範圍，避免影響周邊喬木生長。施工動線應儘

量使用既有道路或與鄰近另案工程共用，避免重複設置施工便道，

縮小生態干擾範圍。 

(3) 減輕  

涉及整體園區道路修繕者，應妥善規劃工期，應於環頸雉繁

殖季節期間（4-6 月）降低鄰近基地東南側台糖農地之工區的施

工頻度，並保留環池道路既有之喬木及滯洪池灘地上的禾本科水

生植物，儘量保留野生水鳥類群之棲地，並提供滯洪池水域與人

為活動之環境緩衝，使既有生物在施工期間，可減少驚擾及有替

代之棲息及覓食環境，減輕生態干擾。 

因二仁溪高灘地過往有觀測到螢火蟲出沒，故施工範圍應僻

限於堤頂道路，在燈具選用上以螢火蟲友善為主並考量光照範圍，

或依螢火蟲季調整啟閉時間，減輕可能之生態干擾。 

(4)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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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對港尾溝溪滯洪池生態影響雖小，惟自行車牽引道設

置位置較鄰近環頸雉潛在棲地，多少會造成生態干擾，建議於設

施周邊擇適當地點增加灌木栽植，並避免於後續進行坡地除草作

業做為緩衝空間，補償因人流增加而造成的環境壓力，建議以當

地原生物種，於施工完成後的周邊區域進行綠美化。並針對基地

部分既有人工設施以生態工法加以優化，創造對既有生物之友善

棲地環境。 

(5) 關注物種 

現地調查時發現有黑翅鳶黑翅鳶及環頸雉在周邊活動，於植

栽規劃時應保留既有大樹及多加種植高大喬木，作為未來可提供

黑翅鳶棲息利用之所需；此外，工程範圍中自行車牽引道設置處

周邊坡地宜增加灌木並降低除草維護強度，以達到生態屏蔽效果，

減少對鄰近環頸雉潛在棲地之影響。加上提升指標類群豐度之規

劃內容，工程完工後應可透過監測發現關注物種的出沒頻率及棲

地利用性增加等成果。 

(6) 營造多樣性 

可透過現有設計，將多種植物組成一個小區塊的方式進行環

境的複層植物綠美化營造，兼顧各物種在垂直與水平空間上的多

樣性，提升棲地所以帶來的多樣性效益，並盡量選擇利用原生種

植物來栽植。選擇基地內適當區塊進行友善棲地的設置，如鷹踏、

巢箱、鷹架、蝙蝠屋及昆蟲旅館等設施均可提高此一規劃之成效。 

 

5. 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核定後為落實公民參與之計畫推

動原則，於進行基本設計前與基地認養維護單位-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接觸，討論後續設計工作之經費挹注優先度與各設計項目適宜

性，並確認濕盟及二仁溪沿岸周邊居民之需求，經多次確認各方

意見後，透過水利局局內召開工作會議逐一檢討各設計項目而訂

定工作方向。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核定內容、設計階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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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異動緣由說明整理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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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計畫核定及設計階段對照表 

提案項目 原提案核定內

容 

現行方案 異動緣由 

設施物立

面改善 

港尾溝溪抽水

站以竹、木等

自然材質做包

板立面美化；

港尾溝溪水質

淨化場則以格

柵結合解說牌

進行立面美

化。 

僅針對港尾溝溪

抽水站做立面美

化，考量竹、木

自然材質維護不

易且易因劣化剝

落，落於池中恐

影響防洪安全，

因而改採油漆藝

術牆面美化方式

進行。 

於基本設計前蒐集各方意

見需求時，二行里里長提

出大甲濕地沿線抽水平台

立面美化需求，依局內意

見納入本工程辦理，經與

認養單位討論各設計項目

優先度並考量整體經費額

度後，不將水淨場之立面

美化納入基本設計。 

二仁溪故

事館戶外

環教空間

營造 

於二仁溪故事

館臨池側邊坡

設置戶外棧臺

與水濱解說小

徑，並配合水

岸植栽創造供

民眾更近距離

認識濕地豐富

生態的機會。 

水濱解說小徑及

戶外棧臺取消，

改以增加入口廣

場綠地，除供認

養單位及遊客使

用外，更提升生

物可棲息空間。

另因該場域仍有

防汛車輛進出需

求，車行動線以

植草磚鋪面進行

配置，在保有行

車需求的同時增

加可供小型生物

藏匿的孔隙。 

評分核定會議後水利署署

長及委員提示整體案件應

將硬體設施減量，故將戶

外棧臺做取消，另與認養

單位討論後依其需求將增

加入口廣場綠化納入基本

設計目標之一，原水濱步

道與水岸植栽種植已由另

案辦理工作坊活動，結合

民眾參與進行施作，創造

有利環境教育進行之空

間。 

水漾生態

觀察廊道

區 

為達到滯洪池

內步道動線連

貫性，於鄰近

港尾溝溪抽水

站一側設置浮

棧橋連接滯洪

池南北岸，使

開放港尾溝溪抽

水站西側通道作

為自行車及人行

動線使用，完成

環狀遊憩動線，

進一步提升整體

遊憩體驗，同時

基本設計啟動前經局內工

作會議討論認為浮棧橋之

設置尚無法克服安全問

題，且設置穿過水體之動

線恐將影響滯洪池畔水鳥

的棲息環境，因而取消。

在基本設計審查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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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項目 原提案核定內

容 

現行方案 異動緣由 

遊客動線不再

因長途的單行

動線影響遊憩

體驗。 

使整體園區之環

境教育活動空間

得以延伸。另於

本案新設管制圍

籬區隔新設動線

與防汛工作場

所，確保遊客使

用動線不與抽水

站工作區域產生

衝突。 

建議開放抽水站西側通道

以縫合環池動線，經與相

關單位會勘後以提出管制

措施方案為條件開放抽水

站西側通道的使用。 

 

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將著重於生態環境營造，創造生態

庇護棲地、增加生物多樣及環境解說教育等，已逐漸形成的滯洪

池水域濕地生態，以維持現況避免人為干擾為主，讓工程計畫對

生態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既有生長良好植栽，應予以原地保留，

已死亡之腐朽枯木及外來入侵種植物，應將其移除，降低整體環

境壓力。 

透過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可讓港尾溝溪滯洪池不再只

是考量人類因應防洪所做的開發，而是兼具生物棲息環境及環境

體驗場域的多功能價值。而港尾溝溪滯洪池場域在濕盟長期的生

態營造下，池畔生態日益豐富，本工程將藉優化既有解說系統及

意象導入進一步整合整體場域之教育性，使港尾溝溪滯洪池不再

是封閉、讓人難親近的設施，而是扮演都市防洪保全與環境體驗

的重要角色，兼具景觀、親水、休閒、生態等多目標功能之滯洪

池。 

依歷次現勘、工作會議、生態與設計團隊共同討論、專家學

者審查會議等過程，滾動式檢討並調整配置，主要生態保育措施

配置如下（圖 8）:   

1. 滯洪池水域環境避免不必要工程干擾。 



- 43 - 

2. 以緩坡化、多孔隙生態工法改善基地內既有排水設施，為既有

生物創造動物逃生通道（圖 9）。 

3. 引入如蝙蝠巢箱等生態友善設施提供生物棲居空間。 

4. 結合溢流堤、抽水站及意象導入，強化環境解說教育場域推透

過植栽降低新設自行車牽引道對外圍農地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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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合宜工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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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圖 9、港尾溝溪滯洪池既有側溝現況及誤入溝內難以逃出之生物相關照片 

 

後續生態關注區域及建議生態監測內容如下： 

(1) 滯洪池水域應妥善保留，並監測施工前後物種變化。 

(2) 逢強降雨後，港尾溝溪排水若有溢入滯洪池情形時，

滯洪池內是否出現強勢浮水植物族群。 

(3) 提升入口廣場之綠覆面積及引入生態側溝、蝙蝠巢箱

等生態友善設施後，對基地生物多樣性的提升。 

  

月鼠 澤蛙幼蛙 



- 46 - 

6. 生態檢核原始資料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 
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 

設計單位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 年-110 年 監造廠商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臺南 市(縣)  仁德 區(鄉、鎮、

市) 仁德 里(村) 
TWD97 座標 X：171188.169 Y：

2535518.117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45,000 

工程目的 

本工程期待在不影響既有防洪安全之前提下，藉滯洪池空間的營造，使原有水
泥化鋪面、設施減量，創造更多綠地空間，並結合基地駐地認養單位對滯洪池
生態環境之長期經營，透過優化基地內的解說、指標系統，使整體環境教育空
間品質獲得提升。另擬打破港尾溝溪抽水站及二仁溪沿岸堤防之動線瓶頸，使
園區使用動線更趨完整，不論在觀光遊憩、生態教育活動或日常維護工作上均
能帶來正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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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整地及土方：雜土清理、整地、客土更換、換土培厚、抗沖蝕網毯鋪設 
6. 綠化工程：喬灌木植栽 
7. 景觀設施工程：入口意象、親水平台、自行車牽引道、指標、解說系統等設

施 
8. 鋪面工程：植草磚鋪面、既有道路鋪面修繕 

預期效益 

 近水親綠的活動場所：增加環境營造面積約1公頃，環境改善後預期主要受

益對象為周邊社區居民及周邊校園師生之活動與休憩空間。 
 水資源遊憩的新亮點：透過結合仁德糖鐵產業史及二仁溪今昔發展沿革分

別營造園區入口意象及環池動線主題意象，並增設、優化區域內解說、指

標系統，以利地方社區生態旅遊推動。 
 縫合環池動線以及將滯洪池與雙博自行車道系統銜接，藉由突破既有動線

瓶頸，使既有環境教育活動可及空間獲得延伸，也得以將滯洪池內發展已

臻完整之河川生態教育環境推展至二仁溪沿岸，更可結合產業與觀光進一

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階

段 

檢核項

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一、 

專業參

與 

生態背景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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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團隊-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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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階

段 

二、 

生態資

料蒐集

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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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物種及

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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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保育類動物(黑翅鳶、環頸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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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系-二仁溪流域-港尾溝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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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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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保育類動物(如黑翅鳶及環頸雉)，建

議避免開發行為干擾草生灌叢之區域，並於

鳥類繁殖季節(4-6 月)降低施工頻度，以減輕

噪音、振動影響保育類物種之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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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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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生態及水質調查

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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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於官網專頁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aspx?n=18333&s

ms=1846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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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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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調查團隊-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專業團隊-崇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基本資

料蒐集

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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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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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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迴避 
工程方案已依循生態專家之生態保育對策，迴避

滯洪池水域及環池濱溪植被，滯洪池池底常水位

水域及草澤區域生態系統已逐漸形成，應儘量迴

避，減少不必要的工程干擾，確保水域內的魚蝦

螺類、濱水的蜻蛉、澤蛙、小雨蛙及鷺科水鳥等

生態維持。必要之工程配置與材料堆置區及洗車

設備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應設置在人為已開發

區域，避免影響生態環境，建議施工人員與水淨

場操作人員共用廁所，減少生態影響。 
(2) 縮小 
設置與二仁溪堤頂間之自行車牽引道應儘量以

輕量設計為原則，儘量縮小設置範圍，避免影響

周邊喬木生長。施工動線應儘量使用既有道路或

與鄰近另案工程共用，避免重複設置施工便道，

縮小生態干擾範圍。 
(3) 減輕  
涉及整體園區道路修繕者，應妥善規劃工期，應

於環頸雉繁殖季節期間（4-6 月）降低鄰近基地

東南側台糖農地之工區的施工頻度，並保留環池

道路既有之喬木及滯洪池灘地上的禾本科水生

植物，儘量保留野生水鳥類群之棲地，並提供滯

洪池水域與人為活動之環境緩衝，使既有生物在

施工期間，可減少驚擾及有替代之棲息及覓食環

境，減輕生態干擾。 
(4) 補償 
本計畫對港尾溝溪滯洪池生態影響雖小，惟自行

車牽引道設置位置較鄰近環頸雉潛在棲地，多少

會造成生態干擾，建議於設施周邊擇適當地點增

加灌木栽植，並避免於後續進行坡地除草作業做

為緩衝空間，補償因人流增加而造成的環境壓

力，建議以當地原生物種，於施工完成後的周邊

區域進行綠美化。並針對基地部分既有人工設施

以生態工法加以優化，創造對既有生物之友善棲

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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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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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於官網專頁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aspx?n=18333

&sms=18463) 
  □否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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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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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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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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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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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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內容 

1. 生態保育措施工作項目 

設計階段: 

(1) 保留工程區域內既有之高大喬木，以提供保育類黑翅鳶短

暫停棲點，並避免干擾滯洪池環池道路東南側外圍灌叢、

草生地。 

(2) 鄰近自行車牽引道設置處之周邊坡地宜增加灌木並降低

除草維護強度，以達到生態屏蔽效果，減少對鄰近環頸雉

潛在棲地之影響。 

(3) 滯洪池周邊水道邊坡陡峭，甚至為垂直水泥牆，應增加設

計動物逃生通道，避免動物(如爬蟲類小型哺乳類)掉落而

無法逃脫，可建置麻繩逃脫索以利動物攀爬。 

(4) 加入生態解說設施的設計，並為現地的水利設施設計環境

教育導覽解說站牌。 

(5) 規劃新種植的植栽以原生種為優先。 

施工階段: 

(1) 施工期間若發現有保育類築巢或育雛狀況，應先行停工後，

通報主管單位，委請專業人士確認是否繼續施工或如何降

低干擾或迴避繁殖區。 

(2) 喬木移植應符合工程植栽友善之原則。 

(3) 施工過程中避免材料、物品掉落水域，進而影響水域生態，

以保護港尾溝溪滯洪池及港尾溝溪排水之水質。 

(4) 施工期間應避免夜間施工，或配合低環境影響照明。 

(5) 施工過程避免大面積開挖，以免陸域動物利用之棲地減少。 

(6) 施工期間發現大面積外來入侵種植物(銀膠菊、小花蔓澤

蘭、象草、大黍等)，則使用機具移除、覆土。 

2. 生態保育對策之執行方式與調整 

經參採生態保育專家、民眾及NGO團體需求等意見後，港尾溝

溪滯洪池營造計畫之主要規劃內容如圖 10，而部分生態保育措

施說明則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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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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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圖 

 

(1) 保留及補植喬木以保護關注物種 

基地內盡可能保留行道樹，除非該植栽已死亡或生病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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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除，並補植喬木，以提供黑翅鳶未來停棲利用。 

(2) 動物逃生及環境友善設計 

滯洪池內之濕地生態環境穩定、豐富，惟環池道路既有之

人工排水側溝為三面光之垂直混凝土壁構造，且部分路段有側

溝結構破損而塌陷之情形，棲息於滯洪池沿岸坡地如月鼠、澤

蛙等小型生物之幼體往往因不慎跌落溝內卻因垂直壁面結構而

無法逃出，故本工程將檢討環池道路沿線全段之排水側溝，透

過自然拋石方式以固定間距留設坡度平緩之逃生通道（圖 12），

臨環池道路側則維持垂直壁面防止動物誤闖行車動線，降低路

殺風險。 

另本工程將依補償策略原則，委由生態專業人員指導，於

適當位置設置蝙蝠巢箱，為滯洪池內的蝙蝠族群提供棲身之所，

蝙蝠巢箱的設置同時亦可結合濕盟活動納為環境教育主題辦理。 

 
圖 12、排水側溝以拋石設計成緩坡之示意圖 

 

(3) 完善水環境戶外解說教育之場域 

透過基地內解說設施的增設，可結合在地 NGO團體（如駐

點經營之濕盟）設計環境教育課程及辦理解說導覽活動；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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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打通原本封閉的抽水站區，使環池動線完整，更可以結合

防汛工作的解說，對民眾加強防災知識的推廣。未來完善的場

域將助使民眾得以深入瞭解港尾溝溪滯洪池的環境資源及二仁

溪周邊產業人文發展脈絡，並收結合水利與生態知識的環境教

育推動之效。 

(4) 增加綠地及透水鋪面面積以提升逕流分擔功能 

為提升滯洪池的防洪功能，除維持原本滯洪池水域環境並

避免增加設計於滯洪池內部之外，也透過設計，將入口廣場原

先之水泥地坪以複層植栽手法營造綠地空間，與植草磚路面搭

配重新設計，大幅提昇入口空間之透水及綠覆面積，以契合中

央逕流分擔政策推動原則，並創造更多可提供小型生物棲居之

環境，同時保留滯洪池防汛車、工程車輛進出之需求。 

將原本基地內的水泥鋪面改作透水鋪面及增加草地面積，

以提升逕流分擔功能。 

(5) 外來種的防治 

施工期間，若有發現外來種植物（如小花蔓澤蘭、銀膠菊、

大黍、象草等）生長於施工區域附近，可順便將其刨除，或覆

土，以減少其族群，不過，機具的施作應注意避免傷及周圍的

喬木植栽。 

  

3. 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當施工階段有生態異常狀況發生時，施工單位應立即停工，並

提報給上層主責單位，包含主管單位、監造單位與生態檢核單位。

與主責單位一同釐清問題的來源、類型與訴求後，分析異常狀況，

並檢討可能發生的原因，再會同專家與相關權責單位一同場勘，訪

談在地居民，再次釐清問題的來源、類型與訴求後，針對異常狀況

草擬處理方法。釐清此次異常狀況處理方法的權責歸屬，如非為主

責單位，則函轉相關單位處理，並由施工廠商或輔導單位填寫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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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異常表（附錄 1），並持續追蹤與檢討。 

 

 

 

4. 後續維護管理 

(1) 生態效益評估 

透過基地內棲地多樣性的營造，提供不同類群生物能利用的棲

地，豐富區域生物多樣性。未來可執行監測調查，以關注物種(黑

翅鳶及環頸雉)的棲留情況或有無繁殖行為作為評估項目之一，另

也可以利用各指標類群(如水鳥、陸鳥、蝶類、蜻蛉類及兩棲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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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對應各類棲地環境品質是否有提升的評估對象，以各類群動物

的種類、隻次及多樣性指數來進行比較分析，若各項數值在施工後

均有持續提升，則表示計畫中所的營造項目有正向的生態效益。 

(2) 資訊公開 

本案相關執行計畫及調查內容皆公開於臺南市政府水利局網

站之「重要施政/前瞻專區」，提供民眾下載相關計畫內容與表單，

並召開多場地方說明會，規劃設計進行中亦將持續辦理說明會，以

利意見交換及溝通。 

(3) 維管方式 

藉由地方社區團體、居民及企業提供認養機制，除能自發性維

護並清潔地方環境，增加社區對在地的認同及參與感，並配合社區

不定時舉辦的假日市集活動，可帶動並活化地方產業及觀光發展，

啟發地方居民自動自發美化社區的共同意識。若有硬體設備或是需

要高經費進行修繕、維護的部分，仍可提報給主管機關水利局進行

後續維修。 

有鑑於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畫主要為自然生態環境營造及

教育體驗等，未來維護管理評估將委由駐地之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

護聯盟協助。主要環境整理工作包含必要的除草和修剪、外來入侵

種植物移除及覆土、生態側溝及蝙蝠巢箱等生物友善設施之檢視與

保養、強勢浮水植物族群之監測與清除，並協助勸導非法垂釣、捕

撈或人為破壞設施或影響棲地環境的巡守。 

另可透過培育生態環境解說志工針對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

畫基地生態、水資源與產業人文意象等做深入解說，建議結合區公

所、社區巡守隊、文賢國中、文賢國小、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及鳥會

等 NGO 團體共同維護滯洪池生態環境。有關各項維護管理工作之

經費概估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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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維護管理規劃一覽表 

維護管理工作項目 頻度/人次 費用(年) 備註 
環境整理、除草、修剪

等 
1 人 約 24 萬 建議編制一位具生

態、景觀或園藝專

職知識之專職人員 
植栽養護澆水施肥等 視氣候及

植物生長

而定 

水電費約 10
萬 

用水由自來水補助

提供 

生態側溝、蝙蝠巢箱等

檢視及必要之保養 
每月 約 6 萬 專人巡查，避免影

響生態 
外來入侵種植物移除及

覆土 
每季 約 8 萬 銀膠菊、小花蔓澤

蘭、象草、大黍等 

滯洪池水域內強勢浮水

植物族群監測及清除作

業 

每月 約8萬 布袋蓮、大萍等 

合計 約56萬/年  

 

五、 工作期限與分項工作進度  

目前暫定 109 年 2月中旬進行工程採購發包作業，109 年 3 月下旬施

工，於黑翅鳶、環頸雉之繁殖季節(4-6月)降低鄰近保育物種可能棲地周

邊之工區的施工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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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成果及效益 

有別於強調水岸社區休閒生活的鹽水溪都會休閒樂活環及強調觀光

遊憩的台南運河府城觀光藍環，二仁溪流域在整體水岸願景扮演重要的

生態漫遊角色，更著重在水岸生態環境上的營造。港尾溝溪滯洪池營造計

畫期望能將港尾溝溪滯洪池進行景觀及親水空間營造，以『濕地生態 x 

水利教育』為主軸，結合民間生態保育團體經營，建構屬於臺南仁德區重

要的環境教育示範基地。 

港尾溝溪滯洪池先天已有優渥的生態環境條件，依循本生態保育措

施計畫書執行，透過對既有人工鋪面進行重點改善及引入生物友善設施，

除提升基地綠覆面積外，更為滯洪池內之生物打造宜居環境，並藉縫合二

仁溪與滯洪池間的斷點與優化基地解說導覽系統，將滯洪池之環境教育

推廣工作延展至二仁溪畔，加值港尾溝溪滯洪池於二仁溪流域生態教育

中扮演水與生態、文化永續發展之角色，進而逐步與臺南重要水脈相互鏈

接，以達到「一迴三環，水漾臺南」之總體水環境願景。 

而生態檢核機制會與工程施工期間配合，當工程進入施工階段，生態

團隊也會協助監造/施工單位依照擬定之保育對策執行保育措施，並監測

棲地環境變化，於工程期間進行棲地評估與監測之工作。若有生態異常狀

況發生，及時協助工程區域生態異常處理，釐清狀況原因與歸屬責任，並

提出改善建議，追蹤生態回復狀況。 

由於施工場域為滯洪池周邊，故開工後即需捉緊時程施工，本工程計

畫尚在規劃設計階段，依預估進度推敲，開工後即面臨關注物種繁殖季及

汛期將至等情形，在關注物種繁殖季(4-6 月)來臨時，應先減輕工程所可

能使用之機具並嚴格規定每日施工時間等對應措施，另應加以觀測關注

物種是否有繁殖情形，若有此一情形，應報請業主作必要之停工。 

另有關汛期可能造成之影響，各工項推展時應避免汛期降雨而導致

土石或其他污染流入二仁溪或港尾溝溪滯洪池而造成水質之污染及擾動。 

 



- 61 - 

七、 附錄 

1. 港尾溝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調查報告(108.05) 

2. 臺南水環境工作坊暨綠培力計畫(二仁溪流域) 

3. 民眾參與紀錄 

4. 文獻回顧表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 
景觀營造計畫 

生態調查成果報告 

 

 

 

 

 

 

 

 

 

執行機關：台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植物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於選定調查範圍內沿可及路徑進行維管束植物種類調查，包含原生、歸

化及栽植之種類，依據土地利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布，區分為 0~5 級。 
自然度 0—由於人類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如都市、房舍、道路、機

場等。 
自然度 1—裸露地：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被區，如河川水域、礁岩、

天然崩塌所造成之裸地等。 
自然度 2—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田、雜糧、

特用作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地被可能隨時更換。 
自然度 3—造林地：包含伐木跡地之造林地、草生地及火災跡地之造林

地，以及竹林地。其植被雖為人工種植，但其收穫期長，恒定性較高，不似

農耕地經常翻耕、改變作物種類。 
自然度 4—原始草生地：在當地大氣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林，但受立

地因子如土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干擾等因子之限制，使其演替終止於草生

地階段，長期維持草生地之形相。 
自然度 5—次生林地：包括未經破壞之樹林，以及曾遭人為干擾後漸漸

恢復之植被，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與結構均頗穩定，如不受干擾其

組成及結構在未來改變不大。 
植物名稱及名錄製作主要參考「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3-

2003)。將發現之植物種類一一列出，依據科屬種之學名字母順序排序，附

上中名，並註明生態資源特性(徐國士，1987，1980；許建昌，1971，
1975；劉棠瑞，1960；劉瓊蓮，1993)。稀有植物之認定則依據文化資產保

存法(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46151 號)中所認定珍

貴稀有植物、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特有生物中心，2017)以及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2002/3/28 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 號公告)所附「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錄」。 
 

調查結果： 

本案依現行環保署於 2002 年 4 月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進

行調查作業，經現場調查並參考空照圖判讀結果，本區植被受人為開發程度

較高，形成自然度較低之植被類型，其上植物多為人工栽植，整體而言植被

多為自然度較低之草生地及水域環境。其上易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



度均偏低，無法顯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相。 
 

1. 植被概況 
本基地沿岸兩側可見草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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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草生灌叢(自然度 2)：草生地主要分布於溪流邊坡、廢耕農地及零星

散佈的開闊地，另外零星可見生長較快速之木本植物構樹、密花苧麻、白匏

子及朴樹，但以小苗居多。 
(2)水域(自然度 1)：調查範圍屬為二仁溪流域，其內植被大多以草本為

主，主要分布於河堤兩側與溪床裸地上，並受水量及河道的變化而變動位置。 
(3)裸地(自然度 1)：主要位於調查範圍內，因人為擾動而造成暫無植被

的區域。 
(4)人工建物(自然度 0)：主要分布於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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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農耕地（自然度 2）：此類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牧

草地及竹林或休耕地，其餘物種主要生長於農耕地周圍，如蟲屎、白茅及紅

毛草等陽性樹種，然其族群過小，故將其歸入農耕地。 
 

2. 植物物種組成 
於調查範圍中共計發現植物 55 科 184 屬 241 種，其中 42 種喬木，34 種

灌木，26 種藤木，139 種草本，包含 3 種特有種，152 種原生種，54 種歸化

種，32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57.7%)，而植物屬性

以原生物種最多(63.1%)。 
 

3. 稀有物種與特有物種 
本區發現小梗木薑子、臺灣欒樹及三奈等 3 種特有種，無發現臺灣植物

紅皮書所記錄之受威脅物種。 
 

4. 珍貴老樹現況 
本區無發現名列於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之珍貴樹木。 
 



植物名錄：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蕨類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類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semipinnata L. 半邊羽裂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類植物 海金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金沙 草本 原生 LC 

蕨類植物 金星蕨科 Cyclosorusacuminatus(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爵床科 DiclipterachinensisJuss. 華九頭獅子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爵床科 Ruelliabrittoniana 翠蘆利*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indica L. 印度牛膝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R. Br.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蓮子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蓮子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刺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Celosia argenteaL. 青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Celosia cristata L. 雞冠花*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Deeringiapolysperma(Roxb.) Moq.  多子漿果莧 蔓性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假千日紅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IresineherbstiiHook. f. 圓葉紅莧*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Mangifera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RhuschinensisMil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 羅氏鹽膚木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連木 喬木 原生 NA 

雙子葉植物 繖形花科 Centellaasiatica (L.) Urban 雷公根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Allamanda cathartica L. 軟枝黃蟬* 蔓性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Alstonia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Vinca rosea L. 日日春*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帚馬蘭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Bidenspilosa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alyptocarpusvialis Less. 金腰箭舅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hromolaenaodorata (L) R M King & H Rob 香澤蘭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onyza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onyzasumatrensis(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onyzabonariensis(L.) Cronq. 美洲假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osmos bipinnatus Cav. 大波斯菊*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Ecliptaprostrata(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Elephantopusmollis H. B. K. 毛蓮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L.) DC. var. javanica(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Galinsogaquadriradiata Ruiz & Pav. 粗毛小米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L. subsp. 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purpureum L. 鼠麴舅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Ixeris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Ixeris laevigata (Blume) Schultz-Bip. ex Maxim. var. 

oldhami(Maxim.) Kitamura 
刀傷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Kalimeris indica (L.) Schultz.-Bip. 雞兒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Lactuca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Kunth 小花蔓澤蘭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L. 銀膠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Praxelisclematidea(Griseb.) R.M. King & H. Robinson 貓腥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iegesbeckiaorientalis L. 豨薟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olivaanthemifolia R. Br. 假吐金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onchus arvensis L. 苦苣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Sonchusoleraceus L. 苦滇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TaraxacumofficinaleWeber 西洋蒲公英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Tithoniadiversifolia A. Gray 王爺葵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Tridaxprocumbens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Wedeliatriloba L. 南美蟛蜞菊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subsp.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紫葳科 Tabebuia impetiginosa (Mart. ex DC.) Standl. 風鈴木*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木棉科 Pachiramacrocarpa(Cham. &Schl.) Schl. 馬拉巴栗*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十字花科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薺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十字花科 Cardamineflexuosa With. 蔊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十字花科 Lepidium virginicum L. 獨行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山柑科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aquatica(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藜科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葉灰藋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H. Perrier. 小葉欖仁樹*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CuscutaaustralisR. Brown 菟絲子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 馬蹄金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indica(Burm. f.) Merr. 銳葉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iflora(L.) Persoon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Merremiagemella (Burm. f.) Hall. f. 菜欒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Operculinaturpethum (L.) S. Manso 盒果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Stictocardiatiliifolia(Desr.) Hallier f. 大萼旋花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景天科 Graptopetalumparaguayense(N. E. Br.) Walth. 風車草*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Bischofia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Breyniavitis-idaea(Burm. f.) C. E. Fischer 紅仔珠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BrideliatomentosaBlume 土密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hirta(L.) Millsp.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makinoi(Hayata) Hara 小葉大戟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prostrata(Ait.) Small 伏生大戟 匍匐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thymifolia(L.) Millsp. 紅乳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miliiCh. des Moulins 麒麟花*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suffruticosa (pellas) Rehder 白飯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葉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野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repandus (Willd.) Muell. -Arg. 扛香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amarusSchum. &Thonn. 小返魂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葉小返魂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Sapium discolor Muell.-Arg. 白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Sapiumsebiferum (L.) Roxb. 烏桕*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Acacia confusa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var. vaginalis 煉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Bauhinia blakeanaDunn  豔紫荊*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Crotalaria junceaL. 太陽麻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ndrolobiumumbellatum(L.) Benth. 白木蘇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Desmodium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Indigofera spicata Forsk. 穗花木藍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atropurpureum (Sesse&Moc. ex DC.) Urb. 賽芻豆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lathyroides (L.) Urban 寬翼豆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imosa diplotrichaC. Wright ex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匍匐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Peltophorumpterocarpum(DC.) Backer ex K. Heyne 盾柱木*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Pongamiapinnata(L.) Pierre 水黃皮*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s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Tateish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Rhynchosia minima (L.) DC. 小葉括根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nna fistula L. 阿勃勒*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nna siamea (Lamarck) Irwin &Barneby 鐵刀木*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sbaniacannabiana(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Sesbaniasesban (L.) Merr. 印度田菁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TamarindusindicaL. 羅望子*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Tephrosia candida (Roxb.) DC. 白花鐵富豆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樟科 CinnamomumCamphora(L.) Presl.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樟科 LitseahypophaeaHayata 小梗木薑子 喬木 特有 LC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SidaacutaBurm. f. 細葉金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Sidacordifolia L. 圓葉金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Sidarhombifolia L. 金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Urena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楝科 Aglaia odorataLour. 樹蘭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防己科 Cocculus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金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ampelasBurm. f. 菲律賓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benjaminaL. 白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pumila L. 薜荔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septicaBurm. f. 大冇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Ficus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Humulus lupulus L. 啤酒花 草質藤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MorusaustralisPoir. 小葉桑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紫金牛科 Ardisiaquinquegona Blume 小葉樹杞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紫金牛科 ArdisiasquamulosaPresl 春不老*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紫金牛科 MaesateneraMez 臺灣山桂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Willd. 九重葛* 攀緣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木犀科 Fraxinus formosanaHayata 白雞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木犀科 Ligustrum japonicum Thunb. 日本女貞*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柳葉菜科 Ludwigiaoctovalvis(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PassiflorafoetidaL. 毛西番蓮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Passiflorasuberosa Linn. 三角葉西番蓮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車前草科 Plantagoasiatica L. 車前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lanatumRoxb. 白苦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早苗蓼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蓼科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扛板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蓼科 Rumex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pilosa L. subsp. grandifloraGeesink 松葉牡丹*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Wall. 串鼻龍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毛茛科 Ranunculus cantoniensis DC. 水辣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corymbosa(L.) Lam. 繖花龍吐珠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Ixora × williamsii Hort. cv. 'Sunkist' 矮仙丹花*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Ixora duffiicv. ‘Super King’ 大王仙丹* 灌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Pentaslanceolata (Forsk.) Schum. 繁星花*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SpermacocearticularisL. f. 鴨舌癀舅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SpermacocelatifoliaAublet 闊葉鴨舌癀舅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Murraya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DimocarpuslonganLour 龍眼樹*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henryi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Sapindussaponaria Lam. 無患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玄參科 Scopariadulcis L. 野甘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玄參科 Vandellia crustacea (L.) Benth. 藍猪耳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Moench. 光果龍葵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茄科 Solanum nigrum L. 龍葵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榆科 Celtissinensis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榆科 Trema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榆科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櫸*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densiflora Hook.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Debregeasia edulis (Sieb. &Zucc.) Wedd. 水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長梗紫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Pileamicrophylla (L.) Leibm. 小葉冷水麻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蕁麻科 Pileapeploides (Gaudich.) Hook. &Arn. var. major Wedd. 齒葉矮冷水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cyrtophyllumTurcz. 大青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Durantarepens L. 金露花*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纓丹*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Stachytarpheta jamaicensis (L.)Vahl 長穗木 草本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蒺藜科 Tribulus terrestris L. 蒺藜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澤瀉科 Sagittariatrifolia L. 野慈姑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天南星科 Alocasiamacrorrhiza (L.) Schott &Endl. 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雨久花科 Eichhornia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蓮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compressusL. 扁穗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difformis L. 異花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iria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papyrus L. 紙莎草* 草本 栽培 NA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Cyperusrotundus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Pycreuspolystachyos (Rottb.) P. Beauv. 多枝扁莎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Pycreussanguinolentus (Vahl.) Nees ex C. B. Clarke 紅鱗扁莎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L.) Palla subsp. robustus (Miq.) T. 

Koyama 
水茅花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Axonopus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BambusastenostachyaHackel 刺竹 喬木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mutica (Forsk.) Stapf 巴拉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BromuscatharticusVahl. 大扁雀麥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ynodon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Cyrtococcum patens (L.) A. Camus 弓果黍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Dactylocteniumaegyptium (L.) Beauv. 龍爪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colonum(L.) Link 芒稷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ragrostisamabilis (L.) Wight &Arn. exNees 鯽魚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Eremochloaophiuroides (Munro) Hack. 假儉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Labill.) Warb. ex K. Schum.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repensL. 舖地黍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conjugatumBergius 兩耳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notatum Flugge 百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setosum(Sw.) L. C. Rich. 牧地狼尾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Cav.) Trinex Steud. 蘆葦 灌木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Poaannua L. 早熟禾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etariaverticillata (L.) Beauv. 倒刺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virginicus (L.) Kunth 鹽地鼠尾粟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Presl 香蒲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草本 栽培 NA 

單子葉植物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野薑花* 草本 歸化 NA 



單子葉植物 薑科 ZingiberkawagoiiHayata 三奈 草本 特有 LC 

註： 

1.本名錄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中文名中標示*者表示該物種為人為栽種。 
3.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7)，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嚴重瀕臨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臨滅絕(Endangered, EN)、易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料不足

(DD, Data Deficient)、不適用(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昆蟲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蝴蝶類 

(1)調查方法：採用沿線調查法，每次調查均進行三次重複。 
(2)調查時段：於上午 8~10 點完成。 
(3)調查路徑及行進速率：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跡。行進速率約為時速 1.5~2.5 公里。 
(4)記錄方法：主要以目視、捕蟲網捕捉並使用 10×25 雙筒望遠鏡輔助觀察，

進行種類辨識。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 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B.徐堉峰所著之「臺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2000, 2002, 2006)、C.濱野榮次所著「臺灣蝶類生態大圖鑑」(1987)、D.張永仁所

著之「蝴蝶 100：臺灣常見 100 種蝴蝶野外觀察及生活史全紀錄（增訂新版）」

(2007)、E.徐堉峰所著之「臺灣蝴蝶圖鑑(上)、(中)、(下)」(2013)以及 F.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之「保

育類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蜻蛉目成蟲 

(1)調查方法：採用沿線調查法。 
(2)調查時段：於上午 8~10 點完成。 
(3)調查路徑及行進速率：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跡，行進速率約為時速 1.5~2.5 公里。 
(4)記錄方法：主要以目視、捕蟲網捕捉並使用 10×25 雙筒望遠鏡輔助觀

察，進行種類辨識。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B.汪良仲所著之「臺灣的蜻蛉」(2000)以及 C.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1452 號公告，進行名錄

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調查結果： 

蝴蝶調查共發現 5 科 9 亞科 22 種，本區之蝶類相以分布於臺灣西部平原之

蝶種為主，所發現物種均為普遍常見物種。 



蜻蛉目成蟲共發現 3 科 8 種 32 隻次，分別為短腹幽蟌、青紋絲蟌、杜松蜻

蜓、霜白蜻蜓、鼎脈蜻蜓、猩紅蜻蜓、紫紅蜻蜓及薄翅蜻蜓等物種，所記錄物

種多為普遍常見物種。。 
 
 

蝴蝶類名錄 

科 亞科 中名 常用中文名 學名 108/5 

弄蝶科 弄蝶亞科 稻弄蝶 單帶弄蝶 Parnaraguttata 5 

弄蝶科 弄蝶亞科 褐弄蝶 褐弄蝶 Pelopidas mathiasoberthueri 4 

鳳蝶科 鳳蝶亞科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sarpedonconnectens 7 

鳳蝶科 鳳蝶亞科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demoleus 6 

鳳蝶科 鳳蝶亞科 柑橘鳳蝶 柑橘鳳蝶 Papilioxuthus 3 

鳳蝶科 鳳蝶亞科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Papiliopolytespolytes 5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crucivora 39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緣點白粉蝶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14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pomona 3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hecabe 5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亮色黃蝶 臺灣黃蝶 Euremablandaarsakia 23 

灰蝶科 藍灰蝶亞科 藍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mahaokinawana 12 

蛺蝶科 斑蝶亞科 金斑蝶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32 

蛺蝶科 斑蝶亞科 淡紋青斑蝶 淡小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limniace 2 

蛺蝶科 斑蝶亞科 斯氏絹斑蝶 小青斑蝶 Paranticaswinhoei 5 

蛺蝶科 斑蝶亞科 旖斑蝶 琉球青斑蝶 Ideopsissimilis 4 

蛺蝶科 蛺蝶亞科 眼蛺蝶 孔雀紋蛺蝶 Junoniaalmana 3 

蛺蝶科 蛺蝶亞科 黃鉤蛺蝶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lunulata 8 

蛺蝶科 線蛺蝶亞科 豆環蛺蝶 琉球三線蝶 Neptishylasluculenta 3 

蛺蝶科 眼蝶亞科 眉眼蝶 小蛇目蝶 Mycalesisfranciscaformosana 5 

蛺蝶科 眼蝶亞科 森林暮眼蝶 黑樹蔭蝶 Melanitisphedimapolishana 7 

物種數小計(S) 22 

數量小計(N) 199 

註：1.蝴蝶類名錄、生息狀態、特有類別等係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臺灣蝶圖鑑第一

卷、第二卷、第三卷(徐堉峰, 2000, 2002, 2006)、臺灣蝶類生態大圖鑑(濱野榮次, 1987) 

 
蜻蛉目成蟲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程度 特有類別 2019/5 



幽蟌科 短腹幽蟌 Euphaeaformosaformosa C E 2  

絲蟌科 青紋絲蟌 Indolestescyaneus C  2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sabinasabina C  4  

蜻蜓科 霜白蜻蜓 Orthetrumpruinosumneglectum C  4  

蜻蜓科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 subsp. C  4  

蜻蜓科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serviliaservilia C  3  

蜻蜓科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C  3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flavescens C  10  

物種數小計(S) 8 

數量小計(N) 32 

註： 

1.蜻蛉目成蟲名錄、生息狀態、特有類別等係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汪良仲(2000)

所著之臺灣的蜻蛉製作。 

出現頻率 C:普遍 

特有類別  E:特有種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哺乳類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1、痕跡調查法： 
A.調查路徑：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調查人員手持 GPS 定位所經航

跡。B.記錄方法：尋覓哺乳類之活動痕跡，包括足跡、排遺、食痕、掘痕、窩穴、

殘骸等跡象，據此判斷種類並估計其相對數量。於夜間則以強力探照燈搜尋夜行

性動物之蹤跡，並輔以鳴叫聲進行記錄。 
C.調查時段：日間時段約上午 7~9 點，夜間時段約 7~9 點。 
2、陷阱調查法：於每季(次)調查各使用 10 個臺灣製松鼠籠陷阱、20 個薛曼

氏鼠籠(Sherman’s trap)進行連續三個捕捉夜。 
3、蝙蝠調查法：針對空中活動的蝙蝠類，調查人員於傍晚約 pm5:00 開始至

入夜，觀察調查範圍內是否有蝙蝠飛行活動，若發現飛翔的蝙蝠，則藉由體型大

小、飛行方式，再配合蝙蝠偵測器(Anabat SD1 system)偵測到頻率範圍辨識種類

及判斷數量。 
4、訪查法：訪問調查地點附近居民有關當地野生哺乳動物之狀況，包括種

類、出現地點及動物習性等資料以作為參考。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哺乳類依據 A.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

網 http://taibif.tw/ (2019)，B.鄭錫奇等所著「臺灣蝙蝠圖鑑」(2015)，C.祁偉廉所

著「臺灣哺乳動物」(2008)以及 D.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

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製作以

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調查結果: 

哺乳類調查共發現 4 科 5 種，其中臭鼩、小黃腹鼠、溝鼠為實際捕獲；東

亞家蝠為偵測器測得；赤腹松鼠則為目擊紀錄。所發現之哺乳類均屬普遍物

種。 
 

 
哺乳類名錄 

目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類別 特有類別 108/5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murinus C  4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abramus C  21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erythraeusthaiwanensis C Es 3 

囓齒目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C  2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5 



物種數小計(S)   5 

數量小計(N)   35 

註： 

1.哺乳類名錄、生息狀態、特有類別等係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臺灣蝙蝠圖鑑(鄭錫奇

等, 2010)、臺灣哺乳動物(祁偉廉, 2008) 

出現頻率 C:普遍 

特有類別:   Es: 特有亞種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鳥類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1、調查方法：採用圓圈法，由觀察者選定觀察定點後，以單筒或雙筒望遠

鏡來掃視計數某一固定區域中的鳥種和數量。調查人員手持 GPS 標定定點座標。

每次調查均進行三次重複。 
2、調查時段：陸鳥於白天時段於日出後三小時內完成，夜間時段則於 7~9

點完成。 

3、記錄方法：主要以目視並使用 10×25 雙筒望遠鏡輔助觀察，並輔以鳥類

之鳴唱聲進行種類辨識，記錄所發現之鳥種及數量。有關數量之計算需注意該鳥

類活動位置與行進方向，以避免對同一隻個體重複記錄。以鳴聲判斷資料時，若

所有的鳴叫均來自相同方向且持續鳴叫，則記為同一隻鳥。夜間觀察時以大型探

照燈輔以鳥類鳴聲進行觀察記錄。 
4、輔助訪查：對當地居民或工人等進行訪查，了解是否有中大型鳥類活動，

以作為參考資料。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鳥種依據 A.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類

紀錄委員會審定之「2017 年臺灣鳥類名錄」(2017)、B.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

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

錄」，進行名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居留性質、特有種、水鳥別及保育等

級等。鳥類生態同功群主要係採用林明志(1994)之定義，並參考尤少彬(2005)、池

文傑(2000)、戴漢章(2009)研究。 

調查結果: 

鳥類調查共發現 22 科 38 種，本調查範圍內尚有水域環境，故除了陸生性

鳥種外，亦有水鳥如高蹺鴴、白腹秧雞、紅冠水雞、翠鳥、白鶺鴒、大白鷺、

小白鷺、夜鷺等。所記錄之鳥種中，除黑翅鳶、黃頭扇尾鶯、絲光椋鳥為不普

遍種，其餘者均屬臺灣西部平原普遍常見物種。 
 
 
 
 
 



 
鳥類名錄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鳥類生態同功群 臺灣族群特有

性 
保育等

級 108/5 

雉科 環頸雉 Phasianuscolchicus 留、稀/引進種、不普 草原性陸禽 Es II 2 
鷺科 大白鷺 Ardea alba 夏、不普/冬、普 水域泥岸游涉禽   3 
鷺科 小白鷺 Egrettagarzetta 留、不普/夏、普/冬、普/過、普 水域泥岸游涉禽   16 
鷺科 黃頭鷺 Bubulcus ibis 留、不普/夏、普/冬、普/過、普 草原性陸禽   13 
鷺科 夜鷺 Nycticoraxnycticorax 留、普/冬、稀/過、稀 水域泥岸游涉禽   7 

鷺科 黑冠麻鷺 Gorsachiusmelanolophus 留、普 樹林性陸禽   3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留、不普 草原性陸禽  II 1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phoenicurus 留、普 水域高草游涉禽   6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chloropus 留、普 水域高草游涉禽   5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himantopus 留、不普/冬、普 泥灘涉禽   12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草原性陸禽   27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tranquebarica 留、普 草原性陸禽   31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chinensis 留、普 樹林性陸禽   15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bengalensis 留、普 草原性陸禽   3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affinis 留、普 草原性陸禽 Es  4 

翠鳥科 翠鳥 Alcedoatthis 留、普/過、不普 水岸性陸禽   1 

啄木鳥科 小啄木 Dendrocoposcanicapillus 留、普 樹林性陸禽   4 

伯勞科 棕背伯勞 Laniusschach 留、普 草原性陸禽   3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macrocercus 留、普/過、稀 草原性陸禽 Es  6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formosae 留、普 樹林性陸禽 Es  9 
鴉科 喜鵲 Pica pica 引進種、普 草原性陸禽   3 
燕科 家燕 Hirundo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空域飛禽   16 

燕科 洋燕 Hirundotahitica 留、普/過、蘭嶼稀 空域飛禽   24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striolata 留、普 空域飛禽   5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sinensis 留、普 樹林性陸禽 Es  47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leucocephalus 留、普 樹林性陸禽 Es  5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留、普/過、稀 草原性陸禽   6 
扇尾鶯科 黃頭扇尾鶯 Cisticola exilis 留、不普 草原性陸禽 Es  7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鳥類生態同功群 臺灣族群特有

性 
保育等

級 108/5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flaviventris 留、普 草原性陸禽   13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inornata 留、普 草原性陸禽 Es  9 

鸚嘴科 粉紅鸚嘴 Sinosuthorawebbiana 留、普 草原性陸禽 Es  6 
繡眼科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留、普/冬、稀) 樹林性陸禽   14 
八哥科 絲光椋鳥 Spodiopsarsericeus 冬、不普 草原性陸禽   3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tristis 引進種、普 草原性陸禽   8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javanicus 引進種、普 草原性陸禽   13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留、普/冬、普/迷 水岸性陸禽   4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留、普 草原性陸禽   73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punctulata 留、普 草原性陸禽   19 

物種數小計(S)   38 
數量小計(N)   446 

註： 
1.鳥類名錄、生息狀態、特有類別等係參考自臺灣鳥類名錄(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類紀錄委員會, 2017)、臺灣野鳥圖鑑

(王嘉雄等, 199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 
特有類別:   Es: 特有亞種 

2.保育等級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類(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Ⅲ: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類(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兩棲爬蟲類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1、調查方法：採隨機漫步(Randomized Walk Design)之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Method)，並以徒手翻覆蓋物為輔，每次調查均進行三次重複。 
2、調查時段：日間時段約上午 8~10 點，夜間時段約 7~9 點。 
3、調查路徑及行進速率：沿調查範圍內可及路徑行進，行進速率約為時速

1.5~2.5 公里。 
4、記錄方法：A.日間調查：許多爬蟲類都有日間至樹林邊緣或路旁較空曠

處曬太陽，藉此調節體溫之習性，因此採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輔；

兩棲類除上述方法，另著重於永久性或暫時性水域，直接檢視水中是否有蛙卵、

蝌蚪，並翻找底質較濕之覆蓋物，看有無已變態之個體藏匿其下，倘若遇馬路上

有壓死之兩爬類動物，亦將之撿拾、鑑定種類及記錄，並視情形以 70%酒精或

10%甲醛製成存證標本。B.夜間調查：同樣採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

輔，以手電筒照射之方式記錄所見之兩爬類動物。若聽聞叫聲(如蛙類及部分守

宮科蜥蜴)亦記錄之。 
5、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B.呂光洋等所著「臺灣兩棲爬行動物圖鑑(第二版)」(2002)，
C.楊懿如所著「賞蛙圖鑑-臺灣蛙類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 」(2002)、D.向高世等

所著「臺灣兩棲爬行類圖鑑」(2009)、E.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錄

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調查結果： 
兩棲類調查共發現 4 科 5 種，本區包含草生灌叢及水域環境，部分水域為

兩棲類物種適存之棲地環境，所發現的物種均屬普遍常見物種。 
爬蟲類調查共發現 4 科 5 種，所記錄之的爬蟲類，主要出現於調查範圍內

之草生灌叢底層或溝渠，其中除多線真稜蜥為局部普遍種之外，其餘均屬普遍

常見物種。 
 
 

兩棲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度 108/5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melanostictus C 27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limnocharis C 16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fissipes C 19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guentheri C 6 

赤蛙科 拉都希氏赤蛙 Hylaranalatouchii C 3 
物種數小計(S) 5 
數量小計(N) 71 

註：1.兩棲類名錄、生息狀態、特有類別等係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臺灣兩棲爬行動物

圖鑑(第二版)(呂光洋等, 2002)、臺灣兩棲爬行類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臺灣蛙類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
懿如, 2002) 

出現頻率  C:普遍 
 



爬蟲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度 特有類

別 外來種 108/
5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C   21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swinhonis C E  5 
石龍子科 麗紋石龍子 Plestiodon elegans C   8 
石龍子科 多線真稜蜥 Eutropismultifasciata L  * 2 
地龜科 斑龜 Mauremyssinensis C   3 

物種數小計(S)  5 
數量小計(N)  39 

註：1.爬蟲類名錄、生息狀態、特有類別等係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臺灣兩棲爬行動物圖

鑑(第二版)(呂光洋等, 2002)、臺灣兩棲爬行類圖鑑(向高世等，2009) 
特有類別  E：特有種 
出現頻率  C:普遍  L：局部普遍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蝦蟹螺貝類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1、採集方法：可分為 2 種，分別為徒手採集法以及蝦籠誘捕法，其方

法及努力量分別敘述如下。 
(1)徒手採集法：主要用於螺貝類採集，以 1 平方公尺為採集面積。 
(2)蝦籠誘捕法：於籠內放置餌料(狗罐頭)以吸引蝦、蟹類進入，於各

測站分別設置 5 個籠具，並放置 3 夜。蝦籠規格包括直徑為 16 公分，長度

36 公分。 
2、保存：可以鑑定種類當場記錄後釋放，無法鑑定物種則以數位相機

拍照分類特徵同樣當場釋放，未能鑑定則以 5%之甲醛固定，攜回實驗室以

顯微鏡觀察鑑定其種類及計數。 
3、名錄製作及鑑定：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B.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臺灣貝類資料

庫(http://shell.sinica.edu.tw/)進行名錄製作。 
 

調查結果： 

1. 測站描述 
本案選定港尾溝溪進行調查，位於港尾溝溪滯洪池旁，為二仁溪支流河

道全為水泥護堤，底質多以石礫為主，水流較慢，平均深度約 30~50 公

分，岸邊有零星廢棄物，溪水稍濁，為稍污染較之溪段。 
 

2. 植物物種組成 
蝦蟹螺貝類共發現 3 科 4 種 37 隻次。分別為石田螺、福壽螺、粗糙沼

蝦及日本沼蝦，所記錄物種均為普遍常見物種。 
 

3. 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未發現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4. 保育類物種 
未發現任何保育類動物。 
 



蝦蟹螺貝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108/5 

田螺科 Vivipariidae 石田螺 Sinotaia quadrata  4 

蘋果螺科 Ampullariidae 福壽螺 Pomaceacanaliculata 13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asperulum 2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nipponense 18 

物種數小計(S) 4 

數量小計(N) 37 

註： 

1.名錄製作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生息狀態參考自施志昀、李伯雯所著臺灣淡水蟹圖鑑

(2009)、施志昀等所著臺灣的淡水蝦(1998)及賴景陽所著貝類(臺灣自然觀察圖鑑)(1988) 

 
  



二仁溪下游河畔亮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計畫 

魚類調查報告 

調查方法： 

1、採集方法：魚類之採集方式視選定測站實際棲地狀況而定，適合本

案之方法為手拋網採集法及蝦籠誘捕法採集，調查方法詳述如下。 
(1)手拋網採集法：適用於水量較小，底質為沙質且流速較緩的水域。

各測站以 10 網為努力量，手拋網規格為 5 分 12 呎。 
(2)蝦籠誘捕：於籠內放置餌料以吸引魚類進入，於各測站分別設置 5

個籠具，並放置 3 夜。蝦籠規格包括直徑為 16 公分，長度 36 公分。 
2、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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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錄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所記錄之種類依據 A. 臺灣生物多樣性

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B.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類資料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以及 C.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9 日農林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名錄」，進行名

錄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度、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調查結果： 

1. 測站描述 
本案選定港尾溝溪進行調查，位於港尾溝溪滯洪池旁，為二仁溪支流河

道全為水泥護堤，底質多以石礫為主，水流較慢，平均深度約 30~50 公

分，岸邊有零星廢棄物，溪水稍濁，為稍污染較之溪段。 
 

2. 植物物種組成 
魚類共發現 3 科 3 種 24 隻次。分別為高體高鬚魚、豹紋翼甲鯰及雜交吳

郭魚，所記錄魚種均為普遍常見物種。 
 

3. 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未發現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4. 保育類物種 
未發現任何保育類動物。 
 

魚類名錄： 



科 中名 學名 108/5 

鯉科 Cyprinidae 高體高鬚魚 Hypsibarbuspierrei 2 

甲鯰科 Loricariidae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pardalis 4 

麗魚科 Cichlidae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18 

物種數小計(S) 3 

數量小計(N) 24 

註： 

1.魚類名錄及生息狀態參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9)、中央研究院臺灣魚類資料

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保育等級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9 日農林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理表 

狀況類型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暴斃 □施工便道闢設不當 □水質混濁 

□生態保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生態友善措施未執行 

□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 □其他(請說明)：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

國 
年 月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異常狀況

發現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生態疑義/ 
異常狀況說明 

 解決對策  

會勘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會勘者  

會勘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說明： 

1. 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理需依次填寫。 

2. 會勘結果及應採行動可依不同會勘者意見，自行增加欄列。 

3. 複查行動可自行增加欄列至達複查完成。 

4. 原則上一項異常狀況獨立一張表格，避免混亂，不同異常狀況依次在表單上依序編號。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年月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狀況發生

地點 
 

項目  檢  查  內  容 
檢查結果 

缺 失 說 明 
是  否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環
境
保
護 

1.是否有擴大剷除植被之情事       

2.是否有任意捕捉及傷害野生動物之情事？       

3.階段完工後是否有進行植被復育？       

4.是否有捕捉水域生物之行為？       

5.工程進行中是否使用化學藥品？       

6.工程人員是否辦理環境教育生態講習？       

7.保全對象是否設置相關標誌或警戒？       

其他 
1.是否有民眾或任何單位、團體進行陳情？       

2.是否有環保主管機關檢查不合格且予以告發       

改善對策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年月日 

現場檢查人員：                              工地負責人： 















































































































 
 

附錄三、民眾參與紀錄 

場次一：「二仁溪水環境提案」地方說明會 

 
  



 
 

 

  



 
 

 

 

  



 
 

 

  



 
 

場次二、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忘年會 

 

濕盟望年會交流意見整理記錄 
記錄日期：2019.01.12 

地點：臺南市港尾溝溪滯洪池二仁溪故事館(二仁溪環境教育中心) 

記錄人：許哲毓 

交流意見彙整： 
一、 理事長 古靜洋 

(1) 港尾溝溪滯洪池西北端臨時抽水站除立面美化外，屋頂亦可考慮結

合太陽綠能做能源利用。 

(2) 濕盟目前的服務據點周邊環境缺乏遮蔭，是否可考量納入現有設計

方案做改善？外圍蔭蔽環境充足的情況下其實不需增建過多景觀設

施。 

二、 秘書長 鄭仲傑 

(1) 獨木舟活動的活動選址、節點、服務空間以及降低環境影響的對策

皆須進行整合性的思考，希望計畫獲得核定後能在後續階段與濕盟在

該方面進行深入討論。 

(2) 若設計本身能與認養團體之經營管理方向配合，則較易產出雙方互

惠的設計方案。我們長期在此地營造生態棲地，其實需要的並非是溼

地棲地沿岸的綠化，而是能符合在地團體需求的重點式改善。 

(3) 一般民眾對前瞻計畫這個名詞多抱持負面印象，至少讓大家知道市

府在這個基地的提案並不會流於大家現在經常看到的表面工程形式，

且願意與民間做結合。這個計畫若到中央會議階段時，貴公司與市府

應特別在計畫書中突出在計畫基地中有這樣的一個保育團體，且設計

過程中也有充分的跟我們做很好的溝通，或許能為本次計畫提案多爭

取到一些機會。 

三、 志工團 

(1) 過去看到大甲濕地的營造整地工程影響甚至破壞既有生態棲地(如陸

蟹、鳥類等活動區域)的經驗上來看，計畫工程是否能於進行前更審

慎的進行生態影響評估，以免破壞基地原先良好的生態環境。 



 
 

(2) 獨木舟活動導入需配合服務設施整建(如臨岸獨木舟引道及遊客下車

處等) 

(3) 濕地生態棲地周邊的設計希望盡可能做到去水泥化，就算只是自然

的土路也能良好發展生態旅遊。 

(4) 前瞻計畫是否除了工程經費以外，能再針對後續所提及認養維護機

制的經費編列做著墨？ 

(5) 植株選擇並不是只有以本土種為考量，尚需符合適地適種原則。 

(6) 透過草花進行亮點營造的手法需考量到設計細節與後續管理維護的

問

題，現狀經常是設計的花季過了之後就變得景觀不佳。 

(7) 環境解說設施的設計需符合環境意象，不宜做過於突兀的量體置

入。 

 

  



 
 

場次三：108 年 06月 19日-長榮大學二仁溪守護聯盟討論會議 

 

 

 



 
 

場次四：108 年 07月 10日-討論綠培力生態營造工作坊內容及自行車道照

明、滯洪池設計方案討論會議 
 

會議名稱： 綠培力計畫暨自行車道照明、滯洪池設計方案討論  

出席單位：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秘書長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時  間：2019-07-10 上午:10:00~下午:13:00 

地  點： 港尾溝溪滯洪池 二仁溪流域教育中心 

會議主題 :討論綠培力生態營造工作坊內容及自行車道照明、滯洪池設計方案 

 計畫說明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公司榮幸取得 108 年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委託之「臺南水環境工作坊暨綠

培力計畫」與「二仁溪自行車道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本計畫相關任務如下: 

 辦理臺南水環境工作坊，廣邀民眾參與，宣傳前瞻計畫核心理念並宣揚水環境保護課題，

並將活動成果之相關效益回饋於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08 年年底完成發包「二仁溪自行車道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造」設計監造案。 

 訪談重點 

議題一 綠培力計畫辦理生態營造工作坊事宜 
• 本次辦理活動服務費用綠波方可採用一般捐款方式支付給濕盟。 

• 如有經費預支需求綠波方可協助先撥予部分費用。 

• 生態營造具體內容濕盟尚在規劃中，但重現二仁溪過去所使用的竹浮橋(小型試作)、竹排供濕盟未來進行池邊

的植栽維護或教學使用是可考慮的構想之一。 

議題二 二仁溪沿岸自行車道照明方案意見收集 
• 希望務必爭取水利局、濕盟與地方居民等單位的多方溝通，未來亦可針對生態面影響的部分協助研商設計方

案。 

未來仍有進行多方溝通的機會，也須在近期開啟以利後續推動設計工作。 

• 如無法避免設置高燈，仍希望在照明數上作控管。 

當前方案為 4 小時(18:00~22:00)，若地方里長或局內無法認同會提出：平日、假日亮燈時間不一樣 或 

前 6 小時量，後 6 小時不亮等替代方案，會努力爭取降低照明時數。 

• 若使用綠能卻需透過建置大量量體(如棚架等)來支應供電，濕盟立場原則不支持，若太陽能板能與燈具本身結

合，將建置設施減量會是較好的方式。 

• 大甲濕地近年已能看到螢火蟲蹤跡，當地有螢火蟲等對光害敏感的物種會是協商照明方案時對生態保育立場

有利的說詞。 

議題三 研議港尾溝溪滯洪池現有方案施作優先順序與補充構想 
• 先前對牽引道的選址位置易造成牽引道與跨橋的使用者動線衝突的問題，而在工程上會動到的樹木也較多，

故支持目前設於滯洪池南側缺口腹地的方案。 

台灣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號 23F-2 
(07)2239846  www.lupdesign.com.tw 



 
 

• AC 刨鋪工作的部分建議以較有急迫性修繕需求的路段施作即可。 

• 背水牆綠美化希望以最簡易最自然的手法處理即可，營造重點應放在入口精緻化。 

目前會以攀爬植物綠化方式為主，不考慮懸垂綠化。 

• 入口意象的名稱是否能不侷限於“港尾溝溪滯洪池”，如有機會希望能將濕盟在該地的願景 “二仁溪流域教

育中心”納入入口意象，建議採可彈性拆換的方式去設計。 

• 若新設廣場仍可提供濕盟做活動使用，原則同意用植草磚或草坪搭配遮蔭喬木的形式進行設計，但須考慮留

設供水淨場作業車、消防、防汛車輛通行的道路，入口廣場可結合台糖鐵道歷史元素營造，濕盟可配合調整

現況作為器材工具間的貨櫃屋的位置。 

• 抽水站立面的美化是迫切需要的，但若需採油漆美化的方式進行需考量彩繪的內容，可以動植物圖案為主，

或者可將二仁溪流域的動植物、生態、水文等調查資訊以塗裝的方式做視覺化顯示。 

• 水利綠心生態池部分，現有方案位置 OK(溢流堤西側灣口高灘地)，可做小型溝渠塑造流動水體提供螢火蟲族

群棲地，需跟淨水場接管，溝渠以堆提方式施工可保護滯洪池沿岸小葉欖仁的根基。溝渠營造上有現有排水

設施的問題需克服。 

• 舊鐵道意象親水平台未來結合釣魚，可將釣魚活動集中管理。而在法律面上可朝提出修訂自治條例的方向去

努力，可嘗試找尋滯洪池多元使用的案例，臺灣對於釣魚管理的案例則可參考虎頭埤。 

• 溢流堤堤頂護欄改善及堤頂自行車道堤外坡綠化建議在此次工程不施作，將資源留給較重要的項目。 

• 過去曾經提出過將環滯洪池步道以地景藝術結合歷史元素、教育功能做營造，增加敘事性，未來可納入步道

設計考量。 

議題四 濕盟設計需求收集 
• 滯洪池入口管制需求：希望能在不影響行人或自行車進出的前提下在水門入口與淨水場旁入口對電動車、汽

機車等進行進出管制。 

• 希望滯洪池設置太陽能供園區使用，多餘的電力可回歸市電。 

• 期望自行車引道可結合獨木舟引道，令獨木舟可跨過堤頂到二仁溪，將滯洪池與二仁溪活動串聯。 

• 希望活動規劃盡量在滯洪池北岸，南岸維持低度干擾的狀態。 

• 希望能將淨水場放流回歸滯洪池池內，配合抽水站使滯洪池的水體能做交換。 

• 告示牌與解說牌設計(雙語解說)。  



 
 

場次五：108 年 11月 12日-前瞻建設計畫-「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

溪滯洪池景觀營造」地方說明會 

前瞻建設計畫-「二仁溪下游河畔亮點及港尾溝溪滯洪池景觀營

造」 
地方說明會紀錄 

壹、時間：108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大甲二行聯合活動中心(臺南市仁德區行大街 243 號旁) 

参、主持人：葉副總工程司俊良 

肆、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伍、會議討論： 

一、 大甲里里長 

1. 矮燈太暗，大甲里沿線照明是否可改以高燈設置？ 

二、 二行里里長 
1. 建議可於自行車道沿線水利局所設置的座椅旁穿插配置矮燈。 

2. 照明時間的長短認同可配合棲地生物習性進行調控。 

3. 港尾溝溪滯洪池所新設的自行車引道是否可配置兩處或是將設計寬

度再加大？ 

4. 二行一路與二仁溪堤頂銜接入口旁廟宇附屬設施上的既有圍籬是否

可於本案納入美化？ 
三、 二仁溪沿岸發展協會  

1. 滯洪池內種植的樹木長期未進行整理修剪。 

2. 滯洪池西側抽水站應開放通行創造環湖動線。 

3. 照明設備應較著重生態，建議晚上 10點或 12 點以後便關閉照明。 

四、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1. 環池動線中(如自行車引道、水淨場或其他建物周邊)是否可設置活

動式車阻防止車輛進入？ 

五、 中洲里里長 

1. 中洲這邊若要設置照明，建議以靠河岸側設置嵌燈，社區側設置矮

燈，希望不要令光害影響生態。 

2. 聽聞政府機關有打算劃設二仁溪高灘地劃作為飛行器場所，本里堅

決反對，請不要核准。 

陸、會議決議 

一、 二仁溪堤頂路燈設置位置與形式等，請設計單位會後另邀里長等各



 
 

相關單位會勘確認，並請於核定之工程預算內設計；後續路燈維護

權責請業務單位再洽區公所確認。 

二、 二仁溪高灘地之管理應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權管，再請向六

河局反應。 

三、 其餘各意見請設計單位納入設計考量辦理。 

柒、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附錄 4、文獻回顧表-二仁溪流域相關生態調查成果 

年份 文獻名稱 植物相關敘述 動物相關敘述 水域生物相關敘述 

2007 
二仁溪河川情

勢調查報告

(2007 年) 

共計記錄維管束

植物 71 科 189
屬 222 種，無記

錄稀有植物 

哺乳類：共記錄有 4
目 6 科 9 種 464 隻次 
鳥類：12 目 35 科 72
種 6,684 隻次 
爬蟲類：2 目 7 科 20
種 286 隻次 
兩棲類：1 目 5 科 11
種 1,184 隻次 
昆蟲(蝶及蜻蜓類)：
2 目 12 科 78 種

2,272 隻次 
保育類： 
II：魚鷹、鳳頭蒼

鷹、大冠鷲、紅隼、

環頸雉、臺灣畫眉 
III：紅尾伯勞、燕

鴴、雨傘節、中國眼

鏡蛇、龜殼花 

魚類：共記錄 6 科

13 種 379 隻次 
蝦蟹螺貝類：共記

錄 2 科 4 種共 369
隻次 
無發現保育類 

2009 

二仁溪下游河

段生態調查與

整治生態效益

評估 

共計記錄維管束

植物 14 科 21
種，無記錄稀有

植物 

鳥類調查記錄有 6 種

56 隻次 

共計記錄魚類及

蝦蟹螺貝類 15 種

354 隻次 
無發現保育類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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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記錄維管束

植物 42 科 97 屬

117 種，無記錄

稀有植物 

- 

魚類：共記錄 5 科

9 種 38 隻次 
蝦蟹螺貝類：共記

錄 4 科 7 種 186 隻

次 
無發現保育類 

2018 

大臺南會展中

心基地與周邊

生態調查成果

報告 

共計記錄維管束

植物 47 科 109
屬 129 種，無記

錄稀有植物 

鳥類：共記錄 12 目

31 科 58 種 
哺乳類：共記錄 3 目

3 科 3 種 
兩棲類：共記錄 1 目

5 科 7 種 

無發現保育類 



年份 文獻名稱 植物相關敘述 動物相關敘述 水域生物相關敘述 

爬蟲類：共記錄 2 目

4 科 5 種 
蝶類 1 目 4 科 24 種 
保育類： 
I：黃鸝 
II：紅隼、環頸雉、

水雉、彩鷸、大冠

鷲、黑翅鳶及鳳頭蒼

鷹 
III：紅尾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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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

成果報告 

植物 29 科 86 屬

103 種，無紀錄

稀有植物 

哺乳類共發現 3 科 4
種 
鳥類共發現 20 科 32
種 
兩棲類共發現 4 科 4
種 
爬蟲類共發現 4 科 5
種 
蝴蝶類 5 科 19 種 

魚類共記錄 3 科 3
種 
蝦蟹螺貝類共記錄

2 科 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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