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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臺 9線蘇花公路自清代初建古道起，多沿崖壁開鑿擴建，相關維護與

改善工程亦持續不斷，然因複雜地質條件與濱臨太平洋，蘇花公路一直面

臨地震、颱風、暴雨導致的落石、坍方與土石流的挑戰，蘇花公路亟需改

善早為社會共識；同時，為回應東部民眾「安全回家的路」訴求，交通部

從社會正義觀點切入，兼顧環境生態保育的理念，期待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提供東部民眾安全永續的運輸要道。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全線通車後，除提供東部民眾往來北部地區之長期

安全、可靠的聯絡道路之餘，亦可大幅縮短宜蘭至花蓮的行車時間，屆時

民眾將有更多樣運輸方式的選擇，促成東部地區具備多元文化融合、自然

生態景觀、優質生活環境，以及國際嚮往景點之永續發展特色。 

蘇花改工程於民國 100 年正式開工，在民眾高度期待下，主管機關與

施工單位兢兢業業努力克服各種困難挑戰。「A段蘇澳至東澳段」已於去(107)

年 2月正式通車營運，接續「B段南澳至和平段」及「C段和中至大清水段」

亦將完工通車，蘇花改所秉持的「幸福工程」目標，即將「幸福成真、

安全起航」。在全線通車前夕，為落實施工訊息透明公開、施工過程全記錄、

環境生態保育等理念，並延續前五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之成果，乃邀請

蘇花改計畫推動人員、設計及施工單位、環境生態保護人士、專家學者、

地區民眾共同與會，就計畫推動、施工挑戰、生態環境、文化遺址等議題

進行研討與回顧，分享蘇花改工程推動與執行歷程、環境生態保育之執行

成果，並探討後續努力空間，為優質化公路工程的建立提供參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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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壇  議  程   

時 間 講 題 主 講 人 與 談 人 主 持 人 

08:30 
-09:00 

報 到 

09:00 
-09:20 

開幕致詞 交通部政務次長、宜蘭大學 

09:20 
-10:30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前傳與推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楊家正 
曾大仁董事長 

周諺鴻 副總 

王泰典 教授 

交通部公路總局 

吳盟分 前局長 
蘇花改地質特性與影響衝擊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蕭富元 

10:30 
-10:50 

茶敘交流 

10:50 
-12:30 

蘇澳東澳段介紹 

及通車挑戰心路歷程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林芳輝 
王豐仁地質師 

林芳輝 協理 

林峻弘 經理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趙興華 局長 
南澳和平段介紹與長隧道問題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周高生 

和中清水段介紹及高岩覆隧道挑戰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程慶寧 

12:30 
-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 
-15:40 

欣賞蘇花改野生動物之美 
農委會特生中心 

鄭錫奇 環保團體 

蔡中岳 委員 

環評委員 

督察總隊 

交通部公路總局  

陳彥伯 局長 
蘇花改環境保護回顧 

荒野協會宜蘭分會 

林屹霆 

蘇花改工程發現文化遺址 

的轉譯與推動 

蘭陽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邱秀蘭 

15:40 
-16:00 

茶敘交流 

16:00 
-17:00 

蘇花改施工精華影片及心得分享 

財團法人光啟文教 

視聽節目服務社 

呂尚昆 

影片訪問人員 

與會人士 

施工人員 

交通部公路總局 

蘇花改工程處  

邵厚潔 處長 

17:00 
-17:20 

閉幕式 

  參  訪  行  程   

時 間 地 點 行 程 內 容 

08:00-08:30 宜蘭大學校門口 (報到) 報到後集合搭車 

08:30-09:50 南澳交控中心 車程、現場參訪及解說 

09:50-10:20 鼓音橋 車程、現場參訪及解說 

10:20-11:30 C標中仁隧道機電施工、C標仁水隧道終點 車程、現場參訪及解說 

11:30-12:30 宜蘭大學校門口 (賦歸)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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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前傳與推動 

 
楊家正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摘 要 

蘇花公路為東部與北部區域間唯一聯外公路，區域地勢險峻，山區路段大部

分臨海鑿岩闢建，邊坡長期風化侵蝕剝落及受豪雨崩坍，屢致交通中斷及人命損

傷，對路段產業運輸及路廊沿線聚落居民交通形成重大安全風險，故改善路廊運

輸品質長期一直為交通部重要政策。 

初始以蘇花高速公路為改善構想，由於社會各界對其開發量體及環境影響存

有正反兩極化議論，致計畫推動歷 10餘年未果。然既有蘇花公路安全及災損風險
實無法以一般公路養護方式有效改善，提升蘇花公路基本安全穩定之運輸服務及

抗災性亦為社會共識；為回應東部民眾長期「安全回家的路」之訴求，交通部爰

從「社會正義」觀點切入，兼顧「環境保護」理念，於 97年 9月責成公路總局接
續推動台 9 線蘇花公路改善計畫，並於 98 年 3 月 17 日工作推動會議指示研究思
維應涵融社會多元價值，歸零思考東部地區未來區域願景及運輸發展情境，構思

可能之全光譜改善方案，以研提完整之計畫論述。 

計畫團隊思考上位計畫「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及「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

畫」核心願景及指標策略，縝密探討推演花東區域發展情境及聯外運輸需求模式，

針對不同情境研擬運輸發展策略，以安全可靠為基礎目標，從計畫定位、花東環

境願景、情境運輸需求、交通策略、路線模式、量體配置、安全防災暨維護管理

等整體向度，以水平思考發展可能改善方案。另為擴大計畫推動之專業支持與社

會共識，以多元價值思維為計畫推動精神，辦理專家學者、產業界及民間團體之

溝通座談，透過不同專業向度與價值觀點之激盪討論，釐清區域路廊與環境發展

課題，建構計畫推動策略方案與執行論述。 

規劃設計面以永續公共工程內涵為基，掌握可行性研究核心議題、環境影響

評估重大課題範疇，透過綿密專業技術會議之腦力激盪檢討，以路廊全生命週期

觀點研擬整體工程技術策略，架構巨觀之規劃系統及微觀之設計對策。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歷經環境保育觀與建設開發論兩極辯證，於環境永續與社

會公平觀點權衡，決策以安全災損風險高路段進行改善，提升公路運輸穩定及抗

災性，全線工程預計於民國 109 年初完工營運。蘇花路廊作為島嶼繁華西部與原
鄉東部接軌的通廊，中長期鐵路運輸提昇仍為區域主要交通政策，然全天候之安

全快捷公路建設主張，於未來區域公共建設民意板塊仍將佔有高權重，此為花東

運輸發展仍需面臨之挑戰。 

 
關鍵字：歸零思考、全光譜方案思維、全生命週期觀點、永續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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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 南澳和平段
全長約2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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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和平段:利用舊北迴閒置隧道為施工導坑，減輕對台9及聚落環境衝擊

舊北迴觀音隧道
現況

 價值工程思考，利用既有北迴橫斜坑管道系統 協調台鐵及宜蘭縣政府，土石方鐵路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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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楊家正 
 
單位  :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職稱  : 副理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3號 
電話：02-87973567 ext.1635 
傳真：02- 87975562 
電郵：supduck@ceci.com.tw  
主要工作 
  公路暨軌道工程可行性研究、高快速公路工程規劃設計 

 市區道路規劃設計 
 土地開發公共工程規劃設計 
 山坡地開發規劃設計                    

專業資歷 
  1989 ~ 迄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 計畫工

程師、專案經理、副理 
 目前擔任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運輸土木部 設計組 副理                          
 2014~迄今  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中心  公路工程規劃暨設計 講師 

參與專案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設計 

 西部濱海快速道路 
 台灣高速鐵路興建計畫總顧問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工程可行性研究暨優先路段工程設計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訂定      

學歷 
  中原大學 土木及水利工程學系 

專業組織/獲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中華民國道路協會 

發表文章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2012年 由全光譜思維談蘇花改路線方案與計

畫論述 
 中國工程師學會 2013.12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規劃設計－模範工程內涵 
 中華技術  2017年專刊 永續工程  東部公路建設願景與挑戰 
 中華技術  2017年 9月 公路美學實踐 
 中華技術  2019年專刊 道路建設之回顧與展望 
 教育部氣候變遷教學聯盟計畫  2018 維生基礎基礎(交通系統)領域氣

候變遷產業研討 – 氣候變遷運輸設施風險衝擊與調適行動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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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地質特性與影響衝擊 
 

蕭富元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摘 要 

蘇花公路沿線地質破碎，在颱風與雨季的強風豪雨衝擊之下，公路沿線邊坡

落石及路基坍滑事件頻傳，嚴重影響用路人的安全。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即在地質

環境下推動，路線所通過之地層為中央山脈東翼之先第三紀變質雜岩帶，為臺灣

最古老的地質單元，地層經過二次以上的變質作用與造山運動而成，形成多期褶

皺與複雜地質構造。沿線岩性變化劇烈，多種岩性(包括矽質片岩、綠色片岩、黑
色片岩、千枚岩、板岩、變質砂岩、大理岩、片麻岩、角閃岩、輝綠岩等)交互出
現，統稱為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受區域變質及劇烈擠壓變形作用，在岩性顯著差異時，在岩性交界帶常出現

層間剪動破碎情形，導致隧道開挖通過時易有規模不等的抽坍及突發性出水風

險；在劇烈褶皺變質岩內開挖隧道，除開挖面地質狀況外，周圍地質環境(例如破
碎剪裂帶分布、受壓含水層空間位置..)亦會影響隧道施工變形行為與安全穩定，
傳統的開挖面岩體分類支撐設計方式，在此種地層劇烈褶皺帶的適用性實有再檢

討空間；另變質岩區的水文地質環境相較於沉積岩區更形複雜，地下水流路徑受

岩石片理及裂隙發育、斷層破碎帶與阻水層位置等影響，不易事先精確掌握，施

工中調查、觀測及設計配套措施有其必要性。 

蘇花改工程能在困難地質環境下，在有限期程內能順利完工通車，實有賴各

單位共同努力所取得成果。蘇花改工程在複雜困難變質岩區的施工經驗極為珍

貴，可提供未來工程推動參考。另工程雖順利完成，但複雜困難地質所帶來的營

運維護問題，仍不可忽視。 

 
關鍵字：變質雜岩、多期褶皺、地質構造、水文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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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地質特性與影響衝擊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大地工程研究中心

蕭富元 博士/組長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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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資料來源：林銘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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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過後豪雨，導致大理岩隧道已開挖段大量出水

隧道出水量達45,000(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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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蘇花改沿線地層歷經多次造山運動之區域變質與構造變形
作用，複雜多變，導致地質研判困難，大幅提升施工難度，
在有限期程內完工通車，實有賴各單位共同努力所取得成
果；同時亦不能忽視複雜地質環境對後續長期營運影響。

❖ 受劇烈擠壓變形作用，在岩性顯著差異之交界帶，常出現
層間剪動破碎情形，隧道開挖通過時易有規模不等抽坍及
突發性出水風險；在劇烈褶皺變質岩內開挖隧道，除開挖
面地質狀況外，周圍地質環境(例如破碎剪裂帶分布、受壓
含水層空間位置..)亦會影響隧道變形行為與安全穩定，傳
統的開挖面岩體分類支撐設計方式之適用性有檢討空間

❖ 變質岩區水文地質環境複雜，地下水流路
徑受片理及裂隙發育、斷層破碎帶與阻水
層位置等影響，不易事先精確掌握，施工
中調查、觀測及設計配套措施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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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蕭富元 
 
單位：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大地工程研究中心 
職稱：資深研究員兼組長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280號 
電話：02-87919198 ext.398 
傳真：02-87911213 
電郵：fuyuan@sinotech.org.tw  
主要工作 
  岩盤及隧道工程研究 

 地下開挖數值模擬分析 
 隧道水文地質調查與評估 

專業資歷 
  1993年~迄今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歷任研究員、高級研究員等，

工作資歷 26年 
 目前擔任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深研究員兼組長 

參與專案 
  參與研究計畫：蘇花改水文地質模式與區域水資源環境影響分析、高

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隧道施工安全評估方法整合研究、隧道

施工專家系統發展與應用改進、隧道交叉段力學行為與支撐對策、雙

孔隧道互制影響、長期蠕動邊坡破壞機制等。 
 參與技術服務工作：公路總局隧道維護管理系統開發、新北市府舊三

貂嶺隧道調查評估、台鐵三義隧道安全檢測評估、新烏山嶺引水隧道

甲烷氣體調查評估與洩氣井設置、蘇花改 A標及 C 標隧道設計分析技
術諮詢、曾文水庫越域引水隧道設計審查與駐地監造、曾文水庫越域

引水工程施工中水文地質調查與評估、基隆河員山子分洪隧道監測安

定分析、國道五號雪山隧道計測回饋分析、高鐵 C215 標湖口隧道交叉
段設計分析、臺電西寶水力發電試坑地質調查及現地應力量測。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博士 
專業獲獎 
  民國 105 年獲頒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優良隧道工程師獎 

 民國 101 年獲頒地工技術 2012年年度最佳論文獎 
 民國 96 年獲頒中華民國第十二屆大地工程研討會論文獎 
 民國 93 年獲頒中華民國第十屆大地工程研討會論文獎 

發表文章 
  於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Rock and Soil 

Mechanics、地工技術、鑛冶、地下管道等期刊，以及於 ITAWTC、ISRM、
ARMS、EUROCK等研討會發表 90餘篇專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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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東澳段介紹及通車挑戰心路歷程 

 
林芳輝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計分蘇澳至東澳、南澳至和 平及和
中至大清水等三個路段，計畫總金額528.8億元，蘇澳東澳路段總長9.7KM，土建
分三標，蘇澳至永樂段(A1標)，全長3.8公里，由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契
約金額約26.07億元；東澳隧道新建工程(A2標)，全長約3.4公里，由福清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承攬，契約金額約40.2億元；東澳東岳段(A3標)，全長約2.5公里，由新
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契約金額約16.88億元；機電工程(A4標)由靖宜工
程有限公司承攬，契約金額約6.33億元；全計畫交控工程(E1標)由大同/全徽股份
有限公司聯合承攬，契約金額約5.66億元(A段部分約1.36億元)；植栽綠美化工程
(A5標)由琮義企業有限公司承攬，契約金額約1千6百萬元；零星工程(A6標)由兆
藝營造有限公司承攬，契約金額約1千050萬元；設計監造由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承攬，蘇澳東澳路段工程總經費約91.1億元。 

蘇澳永樂段之白米脊背景觀橋長340公尺，為國內首座結合「波形鋼腹板」、
「預力混凝土」及「外置預力斜索」複合材料及工法之造型脊背橋，施工深具挑

戰性，另橋塔按地方人文意象景觀，白米社區地理環境-山勢如甕、白石如米，採
米粒造型，將工程由品質的確保提升至人文精神的層次。 

東澳隧道為甲級公路隧道，總長約3,380公尺，因經過152公尺小帽山及124公
尺猴椅山等密集斷層區，又因東澳嶺高降雨量與高地下水等多重不良環境因素疊

加干擾，為全計畫施工中隧道湧水最為嚴重的區段，上半斷面開挖階段遭遇較具

規與模耗時處理之抽坍與湧水之災害分別為北上線11次、南下線22次，共計突破
176次大小抽坍及湧水處理，施工過程可謂十分艱難，但其擁有全台第一座採複合
型點排式通風系統，配置主動式水霧消防系統，該系統能於隧道火警事件發生60
秒內偵測到訊號，訊號確認後120秒內啟動噴流風機，將煙塵限縮在事故區域附近
範圍，採人煙分道，將火災煙害影響降低，並在事件確認後180秒輔以水霧系統抑
制溫度，火災危害因子溫度及煙，以提升火災發生後初期火場環境之避難安全性

及救援可及性。 

「安全」是改善蘇花公路的中心思想，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的目標策

略及所有規劃設計，皆以此中心思想來進行與推動，本路段設置智慧型交通控制

系統，舉凡隧道之照明、消防、通風、避難導引、監測、交管、廣播及通訊等確

保行車安全之重要設施，皆可藉由系統之營運管理，提供用路人行車資訊及避難

導引，確保蘇花改是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蘇澳東澳路段改善工程自民國101年9月份開工，歷經1千9百多個工作天，期
間東澳隧道遭遇多重不良環境險阻，在施工團隊全力挹注資源，焚膏繼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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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之堅持下，排除萬難終於完工，於107年2月5日下午4時正式開放通車，通車
迄今已逾1年半，提昇台灣東部地區交通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可謂有目共睹。 

 
關鍵字：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白米脊背景觀橋、東澳隧道、主動式

水霧消防系統、複合型點排式通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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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芳輝 
 
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工程管理部 協理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71號3樓 
電話：02-27698388 ext.20320 
行動電話:0933-405295 
傳真：02-87611557 
電郵：fanghooi123@gmail.com  
主要工作 
  現任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兼任工程管理部主管 

綜理部門業務、工務、財務與行政庶務之推動與創新及執行公司內部

品質稽核、工地輔導查核、監造專管人力培訓及海外業務代管。 
專業資歷 
  曾任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公路局台九線蘇花蘇澳東澳段監造工

程處經理，綜理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九線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A區各標案
施工監造相關事宜 

 曾任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公路局台九線蘇花和中清水段監造工

程處經理，綜理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九線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C 區各標案
施工監造相關事宜 

 曾任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力及能源工程部林口電廠海事工程

處經理，綜理台電公司林口卸煤碼頭海事工程計畫施工監造相關事宜 
 曾任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北宜高速公路監造計畫主管，綜理北

宜高速公路計畫驗收、結算及仲裁等結案工作 
參與專案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九線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A、C 段施工監造 

 台電公司林口卸煤碼頭海事工程計畫施工監造 
 水利署湖山水庫工程取出水工及溢洪道設計 
 交通部國工局北宜高速公路計畫(南港頭城段) 

學歷 
  淡江大學水資源環境工程系  學士 (78年畢業)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碩士 (80年畢業) 
專業組織/獲獎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協會 海下技術獎章 (104.04.16) 

 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 傑出營建管理人員獎 (106.7.21)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優良隧道工程師獎  (107.04.20) 

發表文章 
  第四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論文集(2017)－東澳隧道遭遇斷層帶之困

難與對策探討、第五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論文集(2018)－蘇澳東段通
車前界面整合管理全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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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和平段介紹與長隧道問題 

 
周高生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蘇花改計畫要徑工程最長之觀音隧道與相鄰之谷風隧道間，由60公尺長之鼓
音橋將兩座隧道連結成相當於12.6公里的長隧道，完工後將是國內僅次於雪山隧
道之第二長公路隧道，為整體計畫之關鍵工程。本路段係屬變質岩區，地質複雜

多變，主要岩性為片岩及大理岩，沿線存在許多小型斷層破碎帶、多次褶皺構造

以及沿葉理發育之剪裂帶，施工困難度高，隧道施工常遭遇意想不到的惡劣情況。 

隧道抽坍是所有隧道工程師的夢靨，然而若隧道已發生抽坍，如何處置及防

止後續更大規模的災害則是更大的挑戰。抽坍後續處置有控制災害規模為優先，

改良地質條件並修復後確保災害路段安全兩大原則，然而變質岩區的地質條件相

當複雜，如何在高度變數的抽坍區域達到上述的兩大原則需要豐富的經驗及彈性

運用輔助工法，甚至需要考量變更設計及施工工法通盤性研討。 

本文各舉蘇花改觀音隧道及谷風隧道抽坍案例說明於施工期間所發生之抽坍

經驗及其處置。觀音隧道案例為舊有隧道斜坑上方新建蘇花改工程所屬通風管道

小規模抽坍，經研判該路段具較大規模抽坍潛勢之因應方案以及谷風隧道南下線

南向第4工作面大規模抽坍後續災害控制及修復方案之介紹。 

隧道新建屬風險較高的工程，施工中難免會發生事故及災變，未來的隧道工

程勢將遭遇更多挑戰，雖然可能有其不同特性，處理方式也不會完全一致，希望

本案例所獲得之經驗，可以提供給工程界做為未來遭遇類似狀況的參考。 

 
關鍵字：蘇花改、隧道抽坍、隧道抽坍處置、長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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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高生 
 
單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蘇花改監造專案 

職稱：專案經理 
 
地址：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451巷9-2號 

電話：03-9982366 ext.101 
傳真：03-9982410 
電郵：chou0825@ceci.com.tw 

 

主要工作 
  蘇花改專案 B2 標、B3 標及 B5標施工專案管理，施工管理、進度管控、

品質、安衛、土木建築與機電整合管理 

專業資歷 
  軌道施工、橋梁工程、道路工程、環境影響評估、隧道工程 

 1991~迄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主任工程師、專案
經理 

參與專案 
  臺九線蘇花公路南澳和平段工程專案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專案 

 建設南北高速鐵路計畫興建階段總顧問 

 中山高速公路頭份苗栗段拓寬工程監造 

 中山高速公路汐止五股高架拓寬監造 

學歷 
  成功大學水利暨海洋工程學系  學士 

專業組織/獲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 

發表文章 
  第二屆蘇花改技術論壇論文集(2015)-谷風隧道地質弱帶區段湧水抽坍

處理及採用工法介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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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清水段介紹及高岩覆隧道挑戰 

 
程慶寧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段路線北起北迴鐵路和平車站南方約1.5公里(台9線里程約160k+750處)，沿
台9線西側往西南方向以長約4.7公里的中仁隧道穿越和中社區，至原和仁派出所
北邊山坡出洞後，接回台9線跨越大清水溪的卡南橋北側(台9線里程約166k+680
處)。後自和仁火車站南側(台9線里程約167k+720處)以長約2.9公里的仁水隧道至
清水溪，再銜接既有台9線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大清水服務站(台9線里程約171k+500
處)。 

本段範圍內之既有台9線大部分路段山勢陡峭、地形險峻，山脈緊鄰海岸，除
北端河口沖積區地形平坦處道路線形較為平直外，其餘區域受地形、地質條件限

制，路線彎繞迂迴，由於本段路線接近板塊碰撞帶，在長期地殼碰撞擠壓作用下，

隧道沿線通過山體多屬褶皺構造或岩體裂隙較發達的變質岩，考量施工對於遭遇

特殊地質狀況之應變能力，隧道採用鑽炸法施工。 

中仁隧道長約4.7公里為雙孔配置，最高岩覆達1,226公尺，通過岩性主要為大
理岩，兩端為片麻岩，局部節理裂隙發達、剪裂破碎帶與大理岩溶洞所造成之滲

湧水問題，大理岩與片麻岩界面之較大量滲湧水與擠壓變形問題。另高岩覆路段

之岩爆與地熱潛能，評估潛能不高。 

仁水隧道長約2.9公里，為單孔雙向配置，開挖斷面達202m2，避車彎開挖斷

面則達250m2，為省道公路最大斷面，另為利安全逃生，設置一安全疏散通道

(4.0*4.3m)及8處避難聯絡通道，於設計及施工階段採取多項安全機制，降低施工
風險，獲107年度金安獎。 

 
關鍵字：高岩覆、剪裂破碎帶、湧水、擠壓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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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程慶寧 
 
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運有限公司

和中清水段監造工程處 
職稱：經理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中10-6號 
電話：03-8682227 ext.11 
傳真：03-8681553 
電郵：chinnin@mail.sinotech.com.tw  

主要工作 
  國道及高快速道路設計及監造 

專業資歷 
  相關專業資歷 27年 

參與專案 
  國工局北二高汐止新店段監造 

 國工局北宜高雪山隧道豎井監造 

 國工局中二高西湖大甲段監造 

 國工局台 64線八里五股段監造 

 國工局國道 6號南投段設計 

 公路總局台 9線蘇花改蘇澳東澳段設計監造 

 公路總局台 9線蘇花改和中大清水段監造 

學歷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 

專業組織/獲獎 
  工程會技術鑑定委員會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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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蘇花改野生動物之美 
 

鄭錫奇、張簡琳玟、陳美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野生動物是人類重要的資產 

臺灣是一座面積僅約 36,000 km2的蕞薾小島，傳說 16世紀葡萄牙人航海發現

臺灣時，便說出：「Ilha formosa（美麗的島）!」讚嘆之語；拉丁文或葡萄牙文之

「formosa」，均指美麗之意，現今則常被用做臺灣的代名詞。臺灣由於地理位置

處於熱帶和亞熱帶之間，島內多高山，地形海拔落差大，充沛的雨量衍生各類森

林，廣袤繁盛地覆蓋於島上每個角落，形成獨特而優質的自然環境。歷次的冰河

時期使臺灣海峽海水退卻，形成與歐亞大陸相銜接的陸橋，使得許多野生動物得

以遷移至臺灣生存繁衍，因而孕育了相當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包括許多珍貴的

臺灣特有種類（包括特有種與特有亞種）。這些野生動物資源自古以來即和生活於

臺灣的人類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從原住民移住臺灣利用大自然資源以謀生起，

野生動物即為其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在人類的歷史上，野生動物除了提供食用、

醫藥、毛皮、器具、裝飾品等經濟價值的用途外，對於人類的文學、藝術、信仰、

習俗等精神層次上亦有深遠的影響。 

由生態服務探知野生動物的價值 

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價值或貢獻可以由所謂的生態服務（ecology services）看

出，即人類從大自然或生態系統中獲得的綜合利益，包括：一、維生服務：提供

生物生存必需鹽類（營養鹽氮和磷的循環）、形成土壤及其內含物、以光合作用與

化學合成將無機物合成有機物等。二、供給服務：提供人類食物、淡水、木材、

纖維、燃料等之所需。三、調節服務：氣候調節、洪水調節、水源淨化、控制疾

病等。四、文化（美藝）服務：提供人類對生態景觀、野生動植物生命躍動之美

的欣賞、休閒育樂、益智教育、心靈創意、娛樂運動等。其中野生動物就是提供

人類生態服務很重要的貢獻者。 

後山交通命脈–臺 9線蘇花公路 

臺 9 線公路在臺灣東部北自宜蘭、縱貫花蓮、南抵臺東，其中臺 9 線蘇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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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為花蓮與北部區域間僅有且重要的聯外道路系統。此段公路因受地形與地質條

件限制，路線彎繞迂迴，行車安全與舒適性相對較差，而且每遇颱風豪雨經常坍

方中斷。歷年來公路總局等相關單位雖然持續努力改善，卻仍難以提升行車品質

與交通效率。臺灣島在夏秋季節經常面臨著颱風來襲導致的強風豪雨，近年來更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而導致的持續暖化現象，極端天候幾已成為常態，並明顯影響

花東地區民眾生活與觀光產業發展。政府為了回應花東民眾熱切期盼，提供東部

地區一條安全可靠之聯外道路，遂請交通部對蘇花路廊積極進行改善，爰由交通

部公路總局推動臺 9 線蘇花公路改善計畫，以永續環境發展之思維及導入事前溝

通協調之理念，規劃臺 9線蘇花公路之改善方案。 

蘇花改指標生物研究計畫 

交通部公路總局依照「臺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

澳～和平、和中～大清水）環境影響說明書」決議事項，於施工期間責成開發單

位成立環境監督委員會，對於施工安全、湧水、空氣污染、水污染、生態及文化

資產等議題進行監督，並由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主辦。因此，為落實並如期推動

前述計畫之施工階段生態監測指標生物研究內容，特成立「臺 9 線蘇花公路山區

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施工中暨營運階段指

標生物研究計畫」（簡稱蘇花改）。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改善工程處於 2011年函請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下簡稱特生中心）協助執行揭旨計畫，期望樹立未來重

大工程開發與生態並重之良好範例。蘇花改工程是政府近年來推動之重大工程，

攸關廣大民眾的交通權益與生活便利，然而大範圍的工程施作無可避免地會造成

原棲地的破壞與影響（主要為棲地破碎化），特生中心本於職責與專業，積極進行

調查評估施工對生態及物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將研究成果運用於未來長期監

測，藉以提出建議或改善措施，以降低當地生物多樣性的衝擊，並保有在未來工

程完成後復原當地生物多樣性的潛力。 

欣賞蘇花改野生動物之美 

研究團隊在執行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所委託的研究計畫時，就曾經很幸運地

見到一些生存在當地的野生動物，諸如遨遊天際的猛禽、咕嚕森林的貓頭鷹、隱

藏草叢的環頸雉、林地田野的眾鳥群飛、攀行岩壁的野山羊、路邊奔馳的山羌、

急著過馬路的食蟹獴、林緣專注挖蚯蚓的鼬獾、暗夜飛掠的蝙蝠、驚鴻乍現的蛇

類和蜥蜴、水域中靜默或鳴唱的青蛙、悠遊於溪流的魚蝦蟹族、種數以千百計的

夜蛾、形態特異的蜘蛛等等，也透過許多調查方法和精密裝備（如紅外線自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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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發現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物種和珍奇行為，多年來不僅讓我們收集了當地

豐碩的生物多樣性基礎資料，也獲得了欣賞蘇花改野生動物之美的喜悅、與野生

動物和諧共存的期盼，以及洗滌了吾人回歸大自然的赤子心靈。 

蘇花改公路沿線的生物多樣性 

重要的指標生物–臺灣野山羊： 

臺灣野山羊是臺灣最大型的特有種野生哺乳動物，又名臺灣長鬃山羊，目前

列為保育類，是蘇花改工程很重要的指標生物。雌雄皆有一對圓錐狀的洞角，終

生不脫落。典型的草食性動物，喜食植物之幼芽及嫩葉。從低海拔山麓至海拔

3,500m 左右之山區日夜間皆可發現其蹤跡，但以晨昏較為活躍，具強烈的領域性。

2012～2018年來我們運用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窺探牠們的分佈與作息。在累積相機

有效工作時數超過 150 萬小時得知，臺灣野山羊在蘇花改工程範圍的分布，北起

自宜蘭蘇澳地區，最南可達花蓮匯德地區，其中以清水、小清水及匯德等地的活

動較為頻繁或相對數量較高（出現指數 OI 值較高）。臺灣野山羊通常單獨行動，

然由歷年 5月～10月間常拍得 1大 1小兩隻個體的影像出現，可能為繁殖育幼期。

此外，本區和臺灣野山羊共域的野生哺乳動物還有其他 21 種，其中以臺灣獼猴、

白鼻心、鼬獾、臺灣野猪、山羌和刺鼠等 6 種較普遍常見。 

種類繁多的暗夜精靈–翼手目動物： 

翼手目動物即蝙蝠類，世界上蝙蝠種類約 1,400 種，臺灣地區的蝙蝠至少有

36種。因其種類繁多、族群數量龐大、食性多樣、活動範圍廣泛，對環境變化敏

感，其存在情形攸關生存棲地品質，因此相當適合作為反應環境變化的指標物種，

在生態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譬如食果蝠擁有傳花授粉、散播種子的能力，而食

蟲蝠則具有抑制昆蟲數量的功能。2012～2018 年來我們在選擇的 40 個樣點以棲

所探查、網具捕捉和超音波測錄等方法進行蝙蝠類日夜調查，累計發現了 22種蝙

蝠，占臺灣已知食蟲性蝙蝠種類（以 33 種計）的 67％。以網具較常捕獲臺灣管

鼻蝠、隱姬管鼻蝠和長趾鼠耳蝠；超音波偵測錄得較多的堀川氏棕蝠、山家蝠及

長趾鼠耳蝠的音頻；探尋洞穴和橋墩可發現臺灣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臺灣大

蹄鼻蝠、堀川氏棕蝠等物種隱棲其中，而喜歡以芭蕉捲葉為家的玄彩蝠最為特殊。

許多蝙蝠物種在 5～8月間都有仔蝠出生，是重要的生殖育幼期。 

空中霸主與草地明珠–猛禽與環頸雉： 

猛禽位於食物金字塔較高位階，透過其獵物可反映該地區的物種群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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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猛禽對於人為干擾及環境污染的敏感性極高，因此被視為生態監測之適當指

標物種。在保育策略上，猛禽也常被視為雨傘物種（umbrella species，或稱庇佑物

種），保護牠們將使得廣大的棲地及其他共域物種同時受到保護。環頸雉為臺灣特

有亞種，棲息範圍包括平原（開闊性棲地）至丘陵或淺山地區（半開放棲地），與

人為活動範圍重疊，自然棲地受到破壞或改變土地利用型態、人為獵捕及引進之

外來亞種逸出導致雜交等威脅，使得臺灣環頸雉族群已面臨生存危機，目前列為

珍貴稀有保育類。歷年調查結果共記錄到 4 科 20 種 3,406 隻次日行性猛禽、1 科

3種 428隻次夜行性猛禽（即貓頭鷹），以及 467 隻次環頸雉。整體來說蘇花公路

沿線猛禽組成以留棲性猛禽為主，其中以日行性猛禽大冠鷲最為普遍、夜間的貓

頭鷹則為黃嘴角鴞。環頸雉的生存狀況較令我們擔心，工程沿線的南澳和漢本原

有穩定族群，但是近年來漢本地區的環頸雉族群量逐年下降的現象，推測應與漢

本樣區工程擴大及大量工程機具進出限縮棲息地而影響其活動有關。未來道路完

工後漢本地區的棲地復育對環頸雉族群的存續極為重要。 

水域陸地的生態先驅–兩棲爬蟲類： 

生活史橫跨陸域及水域棲地的蛙類具有通透性皮膚，而蛇類蜥蜴則為生態系

中營養階層較高的消費者，族群數量易受環境變動影響；兩類生物的生存狀況與

群集結構可反應環境品質的變化。2012～2018 年兩棲類調查結果共發現 6 科 17

種，優勢物種為面天樹蛙及太田樹蛙；爬蟲類共發現 11 科 33 種，優勢物種為疣

尾蝎虎及斯文豪氏攀蜥，蛇類的發現屬於偶遇現象，其中又以赤尾青竹絲較常發

現。在歷年族群變化上，兩棲類受施工干擾族群量會有短暫減少現象，但工程完

成後其族群數量恢復速度也快；爬蟲類在 2013 年後發現物種數逐漸下降，顯示爬

蟲類受到干擾情況較嚴重，其族群規模恢復亦較慢。研究發現，具有穩定水源且

多樣化較高的棲息地，通常可以擁有較多的兩棲類種類及族群量。因此短期的干

擾（如工程施工）後，儘速恢復原有的水域環境，或在是當處挖掘一兩個面積較

大且深度較深的水池，都有助於增加兩棲類族群回復的機會，也將促使爬蟲類族

群數量隨之提升。 

鐵甲生物知多少–淡水蟹保育： 

蘇花公路沿線有 9 條溪流。南澳澤蟹及太魯閣澤蟹為生活於水域的侷限分布

種，屬於遷移能力較差的物種（相對於洄游型螃蟹而言）。此類物種當棲息環境遭

到嚴重破壞時，數量將會明顯銳減，甚至有滅絕的危機。在 2012～2018 年調查結

果發現，這兩種淡水蟹並非普遍分布，其中南澳澤蟹僅在南澳南溪及北溪發現，

由雌蟹抱卵及抱子的個體出現月份推論，其生殖期大致在 6～11 月。為了探究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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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親緣關係，研究人員於 2016～2017 年間在 26 樣區採取淡水蟹個體，以 COI

序列進行分子親緣關係分析顯示：蘇花改沿線一、蘇澳至東澳段僅在蘇澳端發現

宜蘭澤蟹；二、A 段以南，南澳至小清水溪主要為南澳澤蟹，並混雜扁足澤蟹，

可視為南澳澤蟹複合群（G. nanao complex）；三、小清水溪以南，三棧溪、美崙溪

及木瓜溪則為太魯閣澤蟹。因此蘇花改工程沿線水域範圍迄今仍未發現太魯閣澤

蟹存在證據。 

溪流水域的重要住民–洄游性魚蝦蟹： 

除了上述 2種非洄游型螃蟹之外，我們也針對當地洄游性水生動物進行監測。

洄游的目的可分為索餌洄游、越冬洄游和產卵洄游 3 種模式。索餌性洄游即水生

動物從產卵區或越冬區游向攝食區的活動，越冬性洄游是指離開攝食區到越冬區

的行為，產卵洄游為從越冬區移至產卵區的行為，以使卵及幼胚有更佳的發育條

件，尤其是避免於生活史初期被掠食者捕食。多年來我們在蘇花改路段沿線 9 條

溪流 19 個樣站調查結果：魚類共捕獲 12 科 38 種，其中洄游性物種近 60％；其

中大吻鰕虎和日本瓢鰭鰕虎最常見，但是以日本禿頭鯊數量最多，分布也最廣泛。

蝦類共捕獲 2 科 18 種，洄游性物種比例達 83％；分布最廣為貪食沼蝦；捕獲數

量最多者為大和沼蝦。蟹類共捕獲 2科 9種，洄游性物種比例僅 33％；分布最豐

及最廣者皆為字紋弓蟹。蘇花改路段沿線的溪流對眾多的淡水魚蝦蟹而言是一條

完成生活史重要路徑，歷年魚蝦類捕獲量似有逐年攀升之情形，推測應與道路工

程逐漸完工，對於水域環境影響逐漸減少有關；另外，蟹類在歷年間未有明顯的

變動趨勢。 

期許一條回家的路–生物遷徙廊道： 

為了評估蘇花改工程計畫施工範圍內野生動物可能的生態廊道，我們選定 14

類動物（臺灣管鼻蝠、臺灣葉鼻蝠、盤古蟾蜍、黑眶蟾蜍、太田樹蛙、面天樹蛙、

二斑叉紋苔蛾、紅尾伯勞、小雨燕，以及擬燈夜蛾屬的圓端擬燈裳蛾、長斑擬燈

裳蛾與橙擬燈裳蛾）作為監測對象，評估「在蘇花公路改善工程範圍可能進行遷

徙的野生動物」。目前為止，僅發現臺灣葉鼻蝠有明確的季節性遷徙現象；兩棲類

（盤古蟾蜍、黑眶蟾蜍、太田樹蛙、面天樹蛙）、澤蟹屬、圓端擬燈裳蛾、長斑擬

燈裳蛾、橙擬燈裳蛾、二斑叉紋苔蛾等物種則無明顯具遷徙性行為。鳥類之赤腹

鷹及灰面鵟鷹雖然在臺灣有明顯的遷徙路徑與季節，但在蘇花改沿線並非每年被

發現，觀察紀錄資料有限，顯然沒有遷徙族群；小雨燕目前亦尚未發現遷徙的直

接證據，紅尾伯勞認知上遷徙途徑與中南部的狀況吻合。目前不論是已通車的蘇

澳～東澳段或仍在施工的其他兩個路段，都尚無直接證據顯示蘇花改道路工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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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監測物種之遷徙。 

工程對當地野生動物的影響–環境變遷的前後比較： 

最後，為了瞭解蘇花改工程對當地野生動物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在蘇花改

沿線設置所謂的「施工樣區」和「比較樣區」以茲探討，主要選擇哺乳類（蝙蝠

及中大型物種）、鳥類及兩棲類為指標物種（類群），按不同季節進行物種與分布

現況調查與比較。7 個年度的調查結果：一、蝙蝠類共錄得 15種；物種出現（組

成）及活動音頻數量整體趨勢受季節與溫度變化影響，以春、夏兩季為活動高峰

期；指標物種之山家蝠及堀川氏棕蝠於工程施作後不同樣區中的活動數量有減少

趨勢，除了施工因素外，應與天災（如颱風）、棲地破壞（如林木大量砍除）、環

境污染（如除草劑或農藥噴灑）等因素造成之影響有關。二、自動照相機於近 75

萬工作小時數共拍得野生哺乳類 7 目 15 科 15 種，不同年間的物種組成穩定，工

程施作影響似乎不大。三、鳥類共發現 46 科 134 種，包括 27 種保育類，顯示本

區鳥類相豐富且珍貴；前 5 種優勢種紅嘴黑鵯、白頭翁、小雨燕、洋燕及綠繡眼

不論目擊總隻次或多樣性指數均顯示，比較樣區幾乎皆多於施工樣區。(四)兩棲類

共發現 6科 21種，由不同路段 4種指標物種面天樹蛙、艾氏樹蛙、盤古蟾蜍及黑

眶蟾蜍的發現結果顯示，已通車路段（蘇澳～東澳）大部分指標物種族群數量呈

上升趨勢；南澳～和平路段施工干擾漸緩，施工周邊的指標物種有回復現象；和

中～大清水路段路段則因腹地狹小，兩棲類可棲息空間相對有限，工程施作的衝

擊較高。 

整體而言，蘇花改工程施作對當地野生動物造成的影響在所難免，但由已通

車路段（蘇澳～東澳），本路段主要由橋樑（45.3％）、隧道（39.2％）及路堤（塹）

（15.5％）組成，當初規劃時亦在兼顧道路開發與自然生態維護原則下，進行生

態保護設計與友善野生動物工程措施。目前的監測結果顯示，若能發揮實質效益，

將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維護與棲息地的復原有莫大的助益。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臺灣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孕育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以單位面積所擁有之

種數而言，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彌足珍貴。野生動物與人類共存在藍色星球、綠

色大地上，物種多樣性是大自然生命演化的極致、生態系穩定永續的元素。能在

臺灣東北角蘇花改公路沿線外環境中和野生動物邂逅，親眼欣賞其形態之美、或

靜、或動、或隱密、或敏捷的日常行為或特殊習性…即使僅是瞬間，已足夠令人

讚嘆！然而，我們亦深切體認到，今日生存在台灣的野生動物普遍面臨大量獵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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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破壞、外來入侵種競爭與全球環境變遷（暖化）之影響，牠們所遭遇的生存

問題值得吾人深入瞭解以共謀解決之道。現階段最重要的議題當屬國人需認知生

物多樣性健全對人類永續生存的重要性，並建立維護野生動物生存權、尊重生命、

愛護生命的觀念（這是文明社會、先進國家的象徵），以及深切體認人類也是地球

生態中的一份子，當缺少天地萬物及完整生態體系的正常運作，人類將無法獨自

生存於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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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學術期刊的總編輯，並積極參與相關的保育學會 
 於各級學校、保育團體與相關單位演講推廣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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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負責哺乳類（蝙蝠類）之調查及監測計畫 
 自然保育及野生動物研究之學術發表著作：學術論文 20餘篇、書籍（手

冊）30餘本、其他期刊 80餘篇、研討會報告近 100篇，共同發表如細
尾長尾鼩、寬耳蝠、金黃鼠耳蝠、台灣家蝠、山家蝠、灰伏翼、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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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影片。 
 擔任農委會防檢局「外來入侵種諮詢委員會」及林務局「加強入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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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生物學系學士 
 民國 2007 參加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審核通過）。 
 民國 1992 年國家高等考試一級農業職系（榜首）。 

專業組織/獲獎 
  2004年製作「台灣的編蝠」榮獲政府優良出版品獎。 

 2008教育部核可頒發助理教授證（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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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為環保署長帶領至俄羅斯伯力參加 APEC 環境部長會議成員。 
 2013年共同主辦第 19屆蛛形國際研討會（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achnology）榮獲經濟部國貿局主辦 2013年乙類研討會議銀質獎。 
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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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錫奇、張簡琳玟、林瑞興、楊正雄、張仕緯(2017)，2017 臺灣陸域

哺乳類紅皮書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林務

局發行，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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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i Tsai, Shih-Wei Chang*, Yi-Jing Chen, Lin-Wen Changchien and 
Hsi-Chi Cheng(2015).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Formosan ferret-badger（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台灣鼬獾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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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環境保護回顧 
 

林屹霆 
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 

 

摘 要 

台 9 線蘇花公路因地質特性、地形多彎道，加上長年氣候風化，豪雨期間經
常發生落石坍方，造成道路中斷甚至生命犧牲。多年來因為環境保護與地方發展

歧見，無論蘇花高、蘇花替或蘇花改，爭議不斷一直無法動工。直到梅姬颱風造

成蘇花公路通車近八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坍方，造成陸客 26人不幸罹難，蘇花改工
程在各界期盼下，通過環評。  

五、六○年代，環保意識尚未萌芽，鮮少人會想到一條道路的通過，可能會

傷害當地生態且無法恢復。近年，人們意識到生態永續的重要性，經過多次與開

發單位溝通，終於讓公部門接受工程與生態共存，才能走向永續發展。蘇花改工

程因此以生態與工程和諧並存的角度展開，依照空氣、水汙染標準，建立停工標

準，以及定期監測當地生態與地形變化等共八項條件，並建立監督委員會。環境

監測系統在工程結束後將會持續進行。 

工程技術能讓道路順利興建，但是很衍生問題，不論是生態影響、地質威

脅、還是對社會經濟的衝擊可能在完工後才會逐漸顯露出來。「安全回家的路」

是台灣人的共識，但是不應因此以對立、撕裂，花東青年自 2008 年組織反蘇花
高運動，在花蓮進行長達二年的訪調，凝聚花蓮鄉親共識，傾聽許多花蓮鄉親

對土地之看法，台灣環團也持續關心東部環境與開發，並持續要求施工安全。 

 
關鍵字：反蘇花高、環境監測、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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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屹霆 
 
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 
職稱：推廣教育召集人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街47號 

電話：0988-341-34 
電郵：emilyoops25@gmail.com  
主要工作 
  環境教育守護運動 

 海洋廢棄物移除監測 
 翻譯、英教 

專業資歷 
  荒野保護協會資深講師 

 鯨豚解說員 
 AIDA 自由潛水員、PADI水肺潛水員 

參與專案 
  2019五十二甲鳥類調查 

 2018 台灣沿近海域垃圾調查、台灣海岸垃圾總體檢 
 2017台灣海廢治理平台 
 2010 台灣東部海域飛魚調查、鯊魚 DNA調查 

學歷 
  政治大學 

專業組織/獲獎 
  Extinction Rebellion Taiwan  

 Coral Watch, coral monitoring, Australia 
 Reef Check, California, USA 

發表文章 
 
 
 

 2019 Earth Hour 60+ 延續行動的能量 
 2014保安林採礦國土保衛戰 
 2011 救救蘭嶼島，水泥預拌場才是風災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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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工程發現文化遺址的轉譯與推動 
 

邱秀蘭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摘 要 

漢本遺址位於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漢本聚落附近，2012年 3月 5日因蘇花改
工程進行谷風隧道南口工程之臨時滯洪沉砂池及臨近邊坡周邊發現了史前遺留，

千年遺址意外現身。當文化資產遇見工程建設，依據文化資產存法規定，政府機

關在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不得妨礙各類型文化資產之保存及維護，經過文

化資產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評估後，為避免史前遺址遭受破壞，101 年 3
月 15日決議進行考古搶救工作。 

蘇花改工程處委託考古專業團隊搶救漢本遺址，透過縝密的考古發掘工作，

驚奇發現井然有序的聚落建築結構、紋飾豐富的陶器、精雕細琢的飾品、高溫技

術的煉爐、石板棺墓葬群以及對外互動的舶來品等，精采豐碩的史前遺留，以及

多文化層的豐富內涵，揭開了東台灣人群流動的拼圖，遺址保存議題也受到各界

的關注，2016年 7 月 1日經文化部審議通過 Blehun漢本遺址為國定遺址。 

人類對過去歷史在時間與空間上凝聚的史前遺址，埋藏了豐富的文化基因

庫，透過考古學家有計畫與科學的發掘，來探尋人類過去的環境與文化行為，從

中理解人類浩瀚的歷史，經由多元的轉譯與推動，希冀人們能站在更廣闊的角度

來認識生長的土地與文化，並創造未來更好的生活。 

博物館有著奇特的特性，它可以將各種知識或物件帶入，推動展示及教育，

吸引觀眾來認識及感受，進而領會學習與成長。蘭陽博物館是一座地方型的綜合

博物館，從宜蘭在地自身的人文或生態能量出發，透過漢本遺址階段性成果的展

示與推廣教育，讓在地知識扎根於宜蘭，也讓外地民眾更認識宜蘭，了解地方文

化與人類及環境互動有著密切的關係。 

為讓宜蘭的孩子們能夠理解史前文化，感受自身成長土地中的環境變遷與文

化內涵，配合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台灣史前文化單元，蘭陽博物館將宜蘭縣境內
豐碩的考古研究成果，轉換設計為適合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延伸教學活動，推出「寫

在地底的歷史」課程，來認識宜蘭古環境、有趣的考古發掘、先民的生活智慧等，

並檢視考古教學方法、課程操作、回饋評量，呼應考古教育推廣以物件為核心的

學習活動是最大特色，而考古搶救發掘的成果透過轉譯與推動，除了加強觀眾對

環境議題與史前文化的覺知與認識外，進而能守護我們的土地與環境，並能愛上

博物館。 

 
關鍵字：史前遺址、考古搶救、轉譯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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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邱秀蘭 
 
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職稱：組長 
 
地址：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750號 
電話：03-9779700 
傳真：03-9779300 
電郵：judy@mail.e-land.gov.tw 

 
主要工作 
  博物館展示教育業務推動 

專業資歷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組長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宜蘭縣傳統藝術、民俗及文物、古物第 2、3屆審議委員 

參與專案 
  展覽/ 淇武蘭遺址特展、宜蘭民俗版畫展、漢本遺址特展、宜蘭藍染

特展、宜蘭社造特展、宜蘭地質特展等 
 計畫/ 宜蘭縣行動博物館—宜蘭博物館家族入校園計畫、宜蘭縣博物

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政策藍圖案等 

學歷 
  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專業組織/獲獎 
  個人著作/ 宜蘭民俗版畫集   榮獲第四屆國家出版獎入選優良圖書 

 專業組織/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榮獲第五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發表文章 
  江寶聖、邱秀蘭，《2002 認識古蹟日宜蘭縣導覽手冊》，宜蘭：宜蘭縣

政府文化局，2002。 
 李貞瑩、邱秀蘭，《海角一樂園 —2005 宜蘭綠色博覽會「噶瑪蘭館」

解說手冊》，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5。 
 吳榮順、邱秀蘭、魏心怡，《臺灣原住民族噶瑪蘭族樂舞教材》，屏東：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06。 
 邱秀蘭，《宜蘭民俗版畫集》，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11。 
 邱秀蘭、李貞瑩，〈面對老祖先的智慧—談宜蘭縣在地考古〉《當地方

遇上博物館-台灣經驗與跨文化視野》，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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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秀蘭，〈在地知識與環境教育〉《小地方魅力－在地知識與文化觀光

工作坊成果專輯》，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17。 
 邱秀蘭，〈環境教育架構下的考古教育推廣-以蘭陽博物館為例〉《當代

博物館考古展示與教育-台日考古論壇》，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2017。(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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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施工精華影片及心得分享(導演簡介) 
 

 

姓名：呂尚昆 
 
單位：財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

服務社 製作部 
職稱：導演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 
電話：02-2771-2136 ext.245 
傳真：02-2771-2675 
電郵：bcmmlu@gmail.com  
主要工作 
  專案規劃、影片拍攝製作 

 

專業資歷 
  光啟社製作部執行製作(影片拍攝製作十七年經驗) 

 現任光啟社製作部導演 

參與專案/作品 
  蘇花改全紀錄影片拍攝製作 

 新聞局「國歌百年 MV影片」 

 台電 HD 多媒體簡介影片修改製作 

 中正紀念堂 HD簡介影片製作 

 台電大潭發電廠多媒體簡介影片製作 

 高雄都會公園 HD簡介影片製作 

 退輔會八大遊憩區 HD 宣導影片製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HD 簡介影片製作 

 經建會 HD 多媒體簡介影片 

 高雄煉油廠三機投影動態影片多媒體 

學歷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資管系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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