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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工程與生態領域交會 

• 需提出實用生態調查與評估方法 

• 需能與既有體制合作並融入，早期發現、
解決課題 

• 快速生態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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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 (Rapid Ecological Assessment) 

• 美國自然保育協會 

– 保護因開發而逐漸減少的生物多樣性 

– 生物多樣性調查方法 

• 主要應用： 

– 大面積 

– 未有基礎生物資料 

– 面臨急迫開發壓力 

• 目標性與實用性 

Nature in Focus  
– Rapid Ecological Assessment 

Roger Sayre et al. (1999) 



REA適用道路工程原因 

• 於大範圍、生態資料缺乏且生態受威脅地區  

• 可依工程考量擬定配套調查評估方法以實際
反饋 

• 可配合工程時間提供適宜的生態資訊 

• 建立生態界與工程界的夥伴關係  

• 依現有資源及目的調整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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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屬性 

• 基於保育的急迫性、時效性 

• 為生態保育而建立的調查方法及規劃工具 

• 針對生態保育的目標(地景及物種層級) 

– 進行討論 

– 夥伴參與 

– 規劃及調查 

• 快速、有效率地進行生態課題釐清、整合資訊、
提出建議 

• 調查報告及地圖需實質回饋至保育行動 

• 主要應用於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先驅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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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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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概念的發展 

前 
置 
作 
業 

後 
期 
作 
業 

田野 

落實於生態保育行動 



REA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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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審慎規劃 
與訓練 夥伴關係 

繪圖技術 
詳細的文獻 
資料蒐集 

REA 

快速掌握問題核心 

確保一致性 
及無疏漏 

快速了解當地 
生態資源 

確保決策時的 
在地參與 

使生態資料圖面化 
更能跨領域應用 



生 態 價 值 觀 可行性研究 

規劃階段 

設計階段 

迴 避 

縮 小 

減 輕 

補
償 

落 實 與 監 測 

維護管理 

施工階段 

驗證、檢討回饋 

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引入生態思維 



IBA 

自然保留區 

A地 

B地 

            次 
    生 
      林 

可行性研究 
釐清道路建設生態可行性 
大尺度地景、保護區 

A地 

B地 

香楠—相思樹 

稀有 
植物 

重要濕地 

規劃 
生態衝擊最小方案 
中尺度重要生態資源 

A
地 

B地 

大樹 

我
要
通
道 

我不
要被
砍 

我
要
搬
家 

設計 
道路生態資源損害最小化 
小尺度重要物種及微棲地 

道路工程中對生態的保育流程 

• 快速生態評估機制(REA) 



施工 
生態異常狀況之處理 

生態監測 

維管 
生態追蹤及改善 
生態監測 

道路工程中對生態的保育流程 

• 快速生態評估機制(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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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道路生態…法 

二、操作基本流程 

三、案例實作簡介 



REA調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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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概
念 

 以生態保育為目標 

 以植物群落和指標物種為對象 

 以植被完整性為基礎，進行地景層級
與物種層級之研究方法   

調
查
方
法 

層級一：衛星遙測 

層級二：航照圖 

層級三：空拍影像 

層級四：田野調查 

衛
星
遙
測 

敏
感
區
位 

航
照
分
析 

田
野
調
查 

調
查
流
程 

步驟一：以航照圖或衛星影像初步確定       

    地景特徵及植群分佈 

步驟二：規劃野外調查取樣計畫 

步驟三：植群及動物樣區調查 

步驟四：野外資料整理及地圖繪製 



REA調查技術 

• 調查重點 
–地景層級 

• 遙測技術：地景/植被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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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層級 
• 動、植物調查 

– 回顧當地文獻資料 
– 初步判釋地景 
– 訂定取樣計畫 
– 田野調查 
– 結果分析 

• 目標物種(保育管理) 
– 特稀有 
– 受威脅 
– 具代表性 

» (歷史、文化、
生態意義等) 

– 外來種 



REA技術 

棲地型 說明 
建議優先調查 
動物類群 

可能出現的 
保育類動物 

天然林 
未經人為干擾，維持原始狀態或擾動後
經過長久恢復之森林植被 

哺乳類、鳥類 
台灣黑熊、熊鷹、藍腹鷴、黃
喉貂、台灣野山羊、食蟹獴 

次生林 經人為干擾後逐漸恢復自然之森林植被 
鳥類、哺乳類、
兩棲爬蟲類 

朱鸝、黃鸝、台灣藍鵲、領角
鴞、松雀鷹、白鼻心、穿山甲、
石虎、食蛇龜、錦蛇、諸羅樹
蛙、台北樹蛙 

大面積
草生地 

以自然草本植物為主，形成大面積草原，
而少有木本植物覆蓋的環境 

鳥類 
環頸雉、紅隼、短耳鴞、山麻
雀 

草澤/
埤塘 

天然形成或人為營造靜水域，周邊及水
體少人工構造物，且有天然植被生長 

鳥類、爬蟲類、
水棲昆蟲 

水雉、彩鷸、草花蛇、翡翠樹
蛙 

河口/
海岸 

自然海岸線(含沙灘、泥灘、礁岩海岸
等)、河海交接處之感潮帶 

鳥類、蟹類等 
魚鷹、唐白鷺、大勺鷸、小燕
鷗、黑面琵鷺、椰子蟹等 

16 

• 針對各類棲地建議優先調查的動物類群及
需注意的保育類動物 

16 

*以上僅為舉例，並不包含所有所有類型及建議關注的保育類動物 
*各類物種並非專一對應特定棲地，如天然林內亦有穿山甲、松雀鷹。椰子蟹主要分布台灣東、南天然海岸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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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技術處理不同層級與尺度之生態資料 

空間技術+生物資訊=生物多樣性分布圖 

GPS      
定位測量物種、微棲地位置 

RS      
人造衛星影像、飛機/直升機空拍 
無人機、飛行船、輕航機空拍 

GIS 
套疊與空間位置有關之屬性資料 

REA技術 

多尺度   多階段 
短時間   低成本 

圖面方式快速呈現有用的生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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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正式 
公告 
以自 
然生 
態保 
育為 
目的 
的各 
類保 
護區 
  

國家公園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  

沿海保護區  

保安林  

自然保護用地 

保育 
團體 
關注 
區域 

重要野鳥棲地  

河口、海岸潟湖、潮 
間帶、紅樹林沼澤、 
草澤、沙丘、沙洲、 
珊瑚礁、溪流、埤塘 
等各類型濕地 

賞鳥區  

其他 

學術 
單位 
關注 
區域 

長期生態研究站 

試驗站 

實驗林 

林試所研究中心 

其他 

大面積次生林 

可能為遷移性動物 
重要路徑或棲地 

重要動物繁殖地 

生物廊道 

其他 

生態敏感區等級劃分 

基
本
圖
層
蒐
集 調查資料 

絕對敏感區 相對敏感區 潛在敏感區 
等 
級 

實際敏感等級建議依 
個案由專家顧問決定  



REA圖面資訊整理 

• 基本主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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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圖 

行政區圖 

石門水庫 
土石流潛勢溪流 

來源:水土保持局, 2008 



REA圖面資訊整理 

• 植群類型鑑定與繪製 



REA圖面資訊整理 

• 重要生態議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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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計畫路線周圍
桃園埤圳濕地 

穿山甲 

鳳頭蒼鷹 

生態敏感 
區域標定 

毛果珍珠茅 流蘇 
台灣藍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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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蟹類遭輾斃個體與人工溝渠設施分布狀況         
來源:台東縣政府, 2007 

PARQUE NACIONAL DEL ESTE地區 
生物多樣性威脅地圖    來源:Nature in Focus           

受威脅地圖 

REA圖面重要成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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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REA流程 

• 範疇界定 

–道路生命週期各階段初期生態課題釐清  

– REA融入於道路生命週期階段 

– REA有助於後續解決方案研擬(非執行解決對策)  

 

維管 施工 設計 規劃 可行性 



REA流程與道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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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對應項目 REA流程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概念的發展 

確認REA細節(目標、時程、團隊、經費…) 

鑲嵌式夥伴合作、工作執行計畫 

以衛星影像或航照圖判釋植群範圍及土地利用 

繪圖方式、野外調查技術 

計畫區域內的生態資源調查評估 

整合生態、工程各領域資料並分析 

田野調查資料撰寫 

後續推廣、執行及教育宣導 

以工程師熟悉且能應用的方式呈現 

應用REA的優缺點、生物資訊的重要性 

前 
置 
作 
業 

後 
期 
作 
業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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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執行流程 

機制 

公部門、顧問公司 
 REA觀念的養成 
研討、座談、專題研究 
瞭解REA理念及應用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REA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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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政府機關的招標文件 
納入生態評估項目 
建議以REA執行 

得標廠商的工作執行計畫書 
生態小組納入計畫團隊 
小組成員：負責人(內部與外
部窗口)、動植物調查人員、
繪圖員 
路工提出目標、時程、產出等
需求 
生態小組提出所需圖資、經費
等需求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大地

排水

景觀

環工

水保

生態

結構

土規

路工
(REA)

大地

排水

景觀

環工

水保

生態

結構

土規

路工
(REA)



REA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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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生態小組 
瞭解植被情形、土地利
用、野外調查取樣選點
依據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REA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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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生態小組與工程師 
鑲嵌式的體制內合作模式
（工作會議與會勘） 
進度狀況、配合事項  

生態人員與學者或團體 
資訊平台、訪談、座談等 
告知相關資訊及需要其協助
的部份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滾
動
式
檢
討 



REA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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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生態小組(可找住民團體加入) 

確保田野調查工作順利 
技術訓練及調查標準化 

機制 

生態小組(可找住民團體加入) 

計畫區域的生態資源評估 
調查內容須能實質回饋至工
程師需求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 

滾
動
式
檢
討 



REA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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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生態小組 
動植物調查結果撰寫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機制 

生態小組內部 
生態敏感程度、威脅分析、
建議方案等 

生態小組與其他專業 
生態資訊如何回饋至工程 



REA執行流程 

 

31 

機制 

生態小組 
能提供工程師應用 
工程師熟悉的方式呈現 

概念的發展 

初步計畫的擬定 

規劃工作坊 

地景特徵的初步辨識 

訓練工作坊 

田野工作 

資訊整合 

各領域報告撰寫 

成果出版和宣傳 

成果報告及地圖編繪 

機制 

政府單位 
後續的推展、檢討、教
育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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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道路生態…法 

二、操作基本流程 

三、案例實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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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REA 

• 釐清路廊生態可行性 

Input:面狀範圍                output: 帶狀範
圍  絕對敏感區：圖層套疊 

 相對敏感區：現有資料、訪談 
 潛在敏感區：現勘、調查、文獻資料 

利用正射影像圖進行大尺度區塊判釋 
植物部分：現勘確認區塊植被型 
動物部份：現勘確認潛在生態敏感區 

 環境衝擊初步評估及路廊
方案適宜性分析  

 繪製計畫範圍生態敏感區
位圖  

 各敏感區敏感程度、範圍
和可能的生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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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階段 

• 示範案例操作流程 
工程師 
綜合評估 



交
通
運
輸
改
善
成
效 



經
費 



環
境
影
響 



社
會
觀
感 

建議路廊方案 

工程考量：交通服務功能、工程限制
條件、用地取得、土方、拆遷、幾何
線形、路線幾何線形需符合設計規範、
路線及其交流道區位所需用地須以最
小建物拆遷  



淡大後山 
水源地& 
 內竿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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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階段 

• 大尺度生態敏感區位圖及說明  

• 生態敏感區生態保育建議對策  

生態敏感區 優先關注生態議題 處理建議 

淡大後山水源地和 
內竿蓁林森林  

大面積森林 
水源涵養保安林 
溪澗、湧泉、埤塘等
濕地 

位於北海岸春季猛禽
過境路線  

盡可能迴避，避免
造成大面積森林的
棲地切割及劣化 

 避免對濕地產生任
何型式的破壞和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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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階段 

• 路廊方案生態影響程度評估比較 

影響 
程度 

高 

低 

穿越長度  道路結構  道路位置  敏感等級  

水域 陸域 



重新辦理國道2號台15線至台61線路段可行性研
究與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牽涉許厝港濕地、大園工業區反對議題，環評決
議分成大園至台15(優先辦理)段與台15至台61段
(再議)，而後濕地保育法正式公告 

辦理國道2號大園交流道至台61線新闢高(快)速
公路可行性研究暨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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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桃園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桃園地區快速發
展以及航空城計畫路網 

執行案例-國道2號大園延伸至台61 



在可行性研究階段 

• 本階段的生態重點 

–釐清區域內生態敏感區 

–避免觸及法定公告生態保護區、大面積天然棲地 

–使路廊於未擬定前即先行「迴避」生態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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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hi？ 



釐清重要的生態敏感區域 

• 圖資比對  
• 先期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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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研究範圍 

計畫範圍 

生態敏感區位標示 

國家重要濕地(法定) 

許厝港野鳥棲地 
民間關注課題 

工程師綜合評估 
交通運輸改善成效 
經費 
環境影響 
社會觀感 

各路廊方案影響分析 

建
議
路
廊
方
案 



針對生態課題進行蒐集 

南遷候鳥抵臺首要登陸點 
候鳥北返主要跳板之一 
提供各類型候鳥漲退潮時期覓食、棲息功能 
保育類彩鷸族群穩定棲息(水田環境) 

生
態
功
能 

河口海岸灘地環境 
內陸水田草澤環境 

類
型 

I級：遊隼、諾氏鷸、黑面琵鷺* 
II級：唐白鷺*、玄燕鷗、小燕鷗、蒼燕鷗、黑 
   嘴鷗、黑鳶、魚鷹、灰面鵟鷹、赤腹鷹、黑翅 
   鳶*、大冠鷲*、紅隼*、彩鷸* 
III級：大杓鷸、琵嘴鷸 

鳥
種
紀
錄 

計
畫
範
圍
周
邊
水
鳥
棲
地 

黑面琵鷺 

唐白鷺 

民間團體重視區域 
沿臺61線海岸分布，亦包含廣興堂圳股頭等 

其
它 

河口濕地 
夜間彩鷸活動 

海岸礁岩 水田草澤 



• 法定與相對生態敏感區界定 
國家重要濕地 民間團體關注區域 

廣興堂/圳股頭區域 

以各方均能理解之方式呈現 

國家重要濕地 

– 許厝港濕地 

• 民國100年納入 

• 民間團體參與推動 

– 桃園埤圳濕地 

• 民國96年評選 

• 桃園縣重要地景特色 

民間團體關注區域 

– 許厝港重要野鳥棲地 

• 國際判定A1準則 

• 唐白鷺(易危鳥種) 

– 鳥會關注區域 

• 廣興堂與圳股頭區 

• 眾多候鳥棲息，建議納
入國家濕地 

 



各方案周圍1公

里內地景判釋 

計畫範圍內植被

/鳥類資料蒐集 

執行現勘作業 

記錄目標物種位置、種類、數量 

比對現地和土地利用判釋結果 

釐清重要棲地類型與分布位置 

評估路廊可能影響 
並提出建議方案 

後續階段建議參考 
之生態友善原則 

目標物種(候鳥)與棲地確認 

標訂現勘應關注環境位置 

多種保育類與候鳥紀錄 
主要分布河口潮間帶灘地
與水田環境 

方案B-2和方案C間 

水田為主要關鍵棲地 

界定方式 

少見植物點位 

大樹老樹點位 

長期人為干擾 
無天然林或大片次生林 
三方案差異不大 
方案C物種歧異度較高，
有發現少見植物 

陸域植被勘查分析 水鳥棲地及埤塘勘查分析 

P27-P32埤塘 

針對生態課題進行資訊蒐集 



通過許厝港 

濕地長度 

通過鳥會關注區域
與IBA長度 

周圍埤圳
數量 

通過水田長度 

(潛在敏感區) 

周圍1公里內
水田面積 

方案A 400m 400m 9 99m 103ha 

方案B-1 600m 1,900m 8 780m 128ha 

方案B-2 550m 2,200m 9 530n 124ha 

方案C 480m 1,610m 26 1070m 155ha 

方案A周圍敏感棲地 方案B-1周圍敏感棲地 方案B-2周圍敏感棲地 方案C周圍敏感棲地 

方案A為生態層面 
考量最佳之方案 

量化說明生態可能受到影響 



即早與NGO溝通的重要性 

• 正面面對問題 

–趕快面對現實！ 

–環保團體參與的可能 

–環評委員對生態的重視 

–即早面對難題，後面才能暢通！ 



從根本上重視民眾參與 

• 不只是法律要求的意見交流 

• 廣邀環境關懷團體瞭解-民眾參與 

• 確切說明相關資訊 
–開發需求與限制難題 

–生態重要課題 
• 目前研擬的對策 

• 資訊公開 

–開放式討論 
 

 

• 讓開發單位更願意投入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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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8月22日環評大會審查結論摘要： 

–考量濕地保育法，調整開發行為，迴避濕地 

–計畫路線非沿線保育類動物主要偏好棲地，並
有提出相關保育對策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環評審查通過！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後續階段的提醒 47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保護 

選擇最小影響交流道型式 
降低交流道高度與縮小工程量體 
橋下空間若原為荒地則保留原土地類型 

縮
小 

持續關注鄰近埤塘與水田積。 
橋梁落墩迴避水田、草澤或埤塘 
持續標定沿線較小尺度敏感區，規範施工
道路、土方對置區迴避重要棲地。 

迴
避 

通過重要棲地路段，評估設置隔音/鳥類防
撞/光防護等措施， 

減少照明設施設置，考量降低照明高度與
對昆蟲吸引力，減少干擾與吸引蝙蝠機率。 

減
輕 

利用與台61線高架道路下方路權空間規劃
靜水域型濕地，營造適合水鳥棲息空間。 

補
償 

持續關注並減少干擾之重要棲地 

光害等道路干擾效應減輕 

水田草澤 良好濱海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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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REA 

• 找出生態衝擊最小方案 

• 針對可行性研究REA的課題進行更進一步釐清 

 植物部分： 
 穿越線勘查：選擇代表性地點做觀測點 
 設置樣區：瞭解植被組成及演替情形 
   (如相思樹林、白匏子－構樹林等) 
 動物部份：根據各區塊棲地特性、目標物
種、生態課題擬定調查計畫 

Input:帶狀範圍              output: 線狀範圍 

 繪製植群型圖 
判斷重要棲地、課題 
 進行棲地敏感度分級 
 提出保護對象、重要性及
初步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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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階段 

• 路線及構造物調整 

– 工程師進行路線調整及落墩、鑽
探鑽孔迴避等 

• 影響分析及生態規劃 

– 調整過後的路線需進行影響分析
(含衍生性影響) 

– 針對可能的影響需提出相對應的
減輕或補償措施及生態友善的規
劃方案 



執行案例-國1甲規劃設計作業 

• 延續可行性路廊方案與生態資訊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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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案例操作流程  

路線調整幅度縮小，主要線形更動範圍有限，例如交流道
的型式及路口節點的銜接方式調整  

水田埤塘 

淺山森林 

草生環境 

埤圳濕地與水鳥聚集 

森林植被與保育類棲地 

稀有植物分布 

人為干擾流域 



彙整可能需釐清或處理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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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濕地現況改變 

各類保育動物棲地 

稀有植物發現紀錄 

棄土區 工廠廠房 農地 尼羅河口孵魚 棘甲鯰 克氏原螯蝦 

外來入侵魚蝦優勢 

台灣萍蓬草 

完整淺山丘陵植被 

流蘇 鼠刺 

過境猛禽遷徙紀錄 

穿山甲 彩鷸 黃裳鳳蝶 灰面鵟鷹 赤腹鷹 

野桐 呂宋莢迷 韭葉蘭 



事先確認可能需要協調或考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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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業需求 
融入調查作業 

承續可行性關注重點 

永續國道營運精神 

充實國道生態資料 

導入植栽生態綠化 

營運復育經驗回饋 

優先避免棲地劣化 

墩柱位置 施工方案 借棄土區 

橋梁工法 排水工程 生態植栽 路工路段 

生態棲地清查與敏感程度判別 

計畫路線/工區周圍敏感區繪製 

確認各類課題分布與適用對策 

落實於各項規劃作業內 

埤塘水田 淺山森林 稀有植物地 



跨領域專業協商議題處理方向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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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成果繪製圖面回饋作業 

 前階段完成大尺度敏感區迴避 

 本階段進行較細尺度課題迴避 

減少工程量體(如隧道控制室配置) 

限縮臨時設施物或擾動區(借棄土場) 

降低工程施作(便道等)影響面積 

減輕施工噪音、人為活動干擾 

減輕營運時對森林、埤塘、水田干擾 

評估道路致死效應減輕措施 

配置生態友善措施(動物逃生坡道等) 

補償施工時擾動之森林面積 

以適生植栽營造明挖覆蓋段棲地 

回覆動物棲地既有連結 

目標 

確認操作原則與目標 

迴避 減輕 

縮小 減輕 補償 

縮小 減輕 

水田埤塘 

淺山森林 

稀有植物生育地 

各棲地類型主要應對原則 



規劃時即納入生態考量與提出設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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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範圍迴避稀有植物點位/棲地 

樹木保護圍籬保護周圍樹冠/根系 

調整樹木移植方式增加存活率 

植
物
生
態 

限縮路堤路塹段施作擾動面積 
減少營運期噪音、燈光、路死干擾 
施工區復原與明挖覆蓋回覆棲地 
其他生態友善措施(逃生通道等) 

森
林
路
段 

路線未通過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高架橋梁落墩、施工便道迴避濕地 
濕地零淨損失原則 (no net loss) 
最佳管理模式處理非點源污染 

草
澤
埤
塘 

外來種紅火蟻課題應對建議 
綠道路指標(植被/棲地復育/生態連接) 
生態增益措施 (植栽/黃裳鳳蝶/蝙蝠棲所) 

其
他
方
向 

樹牆 隔音牆(減造/防撞) 防護網

適生植物:楝 蝙蝠利用結構 

良好草澤環境 森林內部埤塘 

隔音牆(減噪/防震) 動物防護措施 

樹木保護圍籬 鋼板保護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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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REA 

• 道路生態資源損失最小化 

Input:線狀範圍              output: 點狀範圍 
 動植物人員與路工/測量人員沿計
畫路線進行調查，標定微棲地及重
要物種，GPS定位拍照 

 路權範圍內的現況勘查，確定是否
要需要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重要母樹、大樹及特稀有植物位置 
描述重要動物微棲地和物種特性 
 對減輕衝擊或補償之工程界面配合
措施提出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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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 

• 示範案例操作流程 

原帶狀範圍縮小至路權範圍，路線僅能作局部小調整，
迴避的空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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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  

• 小尺度生態敏感區(與設計圖套疊)  
– 將微棲地的座標與範圍，提交給工程師，進行配套測
量或設計，明確標示在設計圖上   



執行案例-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 

• 確認法定保護區域範圍 

• 工程確實迴避 

– 依據資料 

• 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圖層 

• 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 

• 套疊計畫路線，確認法定保
護區與本計畫路線範圍關係 

• 去函營建署，確認本計畫路線
北側路段緊鄰而不位於國家重
要濕地範圍與明智利用計畫內 

• 於生態保育作業中預防干擾進
入法定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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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充分理解各界關注之重要性 

• 淡水河紅樹林濕地 
– 水筆仔 

• 文資法保護對象 
• 濕地主要植被組成 
• 2003年鑑定為新種 
• 台灣面積最大紅樹林 
• 固土、防潮、抵擋海潮、生產者 
• 吸附重金屬 

– 其他生態功能或特色 

• 河口生態系、高生產力 

• 候鳥度冬棲地、漁業資源涵養 

• 以水筆仔構成之紅樹林為主要植群 

• 陸域動物以候鳥為主 

• 灘地環境有豐富無脊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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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項影響因子 

• 棲地消失 

– 工程機具/人員進入 

– 工程廢土傾倒 

– 水筆仔受傷或死亡 

– 灘地棲地功能受損 

• 棲地干擾 

– 揚塵影響水筆仔生長 

– 施工廢水與路面污水影響
水筆仔與灘地生態 

– 噪音燈光影響棲息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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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各類生態影響 

• 動物通行路徑 
– 既有排水洄游路徑 
– 陸蟹降海產卵路徑 
– 道路兩側動物往來 

• 道路致死 
– 動物誤入道路遭撞擊
輾壓 

• 陸蟹棲地 
– 紅樹林捷運站南側草
溝 

• 外來入侵種擴散 
– 銀合歡 
– 斑腿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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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紋弓蟹 日本絨螯蟹 

紅螯螳臂蟹抱卵 紅螯螳臂蟹路殺 

斑腿樹蛙 沿線之銀合歡 



工程設計圖說中配置各項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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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紅樹林
自 然 保 留 區 淡水河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 

告示牌 

(樹木保護) 

隔音牆、護欄、導引設施共構 

生態保護設施-防溢減噪 

隔音牆(與護欄共構) 

 STA.0+400~STA.0+800 
告示牌 

(樹木保護) 

草溝 
STA.0+900~STA.1+400 

生物引導設施(護欄) 

STA.0+900~STA.1+400 

緩衝綠帶(複層植生) 
路權邊界 

緩衝綠帶(複層植生) 
生態保護設施-防溢減噪 

隔音牆(與護欄共構) 

動物通道設施 

(與穿越式排水溝共構) 
C201: STA.0+615 

STA.0+800~STA.1+400 

動物通道 

(與穿越式排水溝共構) 
C001: STA.1+032 

動物通道與排水共構 草溝配置 



最後 

• 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 弄清楚課題 
–課題是甚麼 

–課題重要性 

–課題在哪裡 

–何時該處理 

–誰適合處理/誰在關切 

–怎麼處理 

• 將作為落實在程序與內容上 

• 將「生態檢核」視作解決麻煩的工具 

63 



64 

簡報完畢‧敬謝指教 

願青山常在，綠水常流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