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經歷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學士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碩士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副研究員

◼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助教/助理

◼ 現職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技術經理

2013起參與生態檢核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別條例

 水利署、水保局、林務局建立制度

 水保局南投、臺南、台東分局委託

 高雄市和屏東縣前瞻計畫水與安全

 台南市前瞻計畫水與環境

田志仁

男

64年次

高雄市

tiencj2013@gmail.com 

0952453259 大學授課

 屏科大水保系生態檢核課程講師

 屏科大環工系生態檢核業師

 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逢甲大學水利系碩士班課程

生態檢核演講/教育訓練

 公路總局、原民會、林務局

 水保局技研小組、屏東水保顧問團

 東海生科、嘉藥博雅講座

 荒野協會、生態友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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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仁

研究員/技術經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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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推動

「計畫型生態檢核」

從工程可行性與規畫開始思考



12

在道路施作之前

 無中生有、全新路線規劃

 依法適用「環境影響評估」

 「計畫生態檢核」研議中…

既有道路上之工程

 點狀或局部工程、不需環評

 維護、改善、整修、拓寬、橋梁

 適用「工程生態檢核」



HOW?









HOW?





19累積調查資料，進行課題分析

麝香貓

食蟹獴

黑翅鳶 長耳鴞

食蛇龜 穿山甲

大白鷺 石虎

穿山甲 白鼻心

國道歷年道路致死累積資料
⚫ 以中小型鳥類(6成)最多，
其次為貓狗(2成)

⚫ 影響行車安全

⚫ 敏感物種族群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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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仁

研究員/技術經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KpEIVtZf
xE

23

又見石虎遭路殺苗130線小石虎傷重不治

20191115 公視晚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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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建立初期遭遇課題

‧

‧

‧

‧

整治特別條例明訂資訊公開、生態
保育及民眾參與之重要課題

民間團體及居民關切，引發爭議

民間組織聯盟團體，提出資訊公開
及民眾參與要點

在地部落提出強烈聲明及訴求

組織聯盟，加強監督

特殊物種或棲地保護

民間團體關切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25複雜關係 溝通平台 避免腦補

生態保育

政府責任

開發利益

人民安全



工程單位

政府部門

民間團體生態顧問公司

各項建設開發 生態環境保育

生態檢核目的在架起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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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reshwaterwatch.thewaterhub.org/content/ecosystem-services

生態系服務，是人類生存關鍵



⚫一個平台、過程、工具

⚫透過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將
生態保育的考量融入治理工程流程，共同擬定並
落實工程生態友善方案，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之
影響。

生態檢核
28

理念
目的

生態
課題

溝通
協調

管理
策略



29

⚫工程各生命周期階段應融入生態保育考量

⚫依迴避、縮小、減輕、補償順序來考量可行的
生態保育措施

補償
compensation

補償工程施作對棲地造成
之重要損失

減輕

mitigation

減輕工程對生態系統造成傷害

縮小

minimization

縮小必要施作工程量體之
規模與尺寸

迴避

avoidance

迴避生態保全對象及重要棲地

發展歷程

工程納入生態保育概念

生
態
考
量
機
制

既
有
工
程
流
程

融入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歷程

水利署
水保局
林務局
自主擬定SOP

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命令要求落實莫拉克後
石門、曾文、南化、烏山頭
整治計畫與特別條例
研發與試辦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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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委員會明令辦理

歷程

106/4/25 工程技字第10600124400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公共工程計

畫應辦事項
 各機關得依各工程特性，參考水利署、水保局、林務局作法，研訂各

類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108/1/22 工程技字第1080200038號
 未依照該機制辦理生態檢核及公民參與等程序之計畫，應立即停止並

檢討規劃及工程進行。
 建立資訊公開平台。

108/5/10 工程技字第1080200380 號函修正
 將名稱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
 可簡化時，得合併辦理不同階段之檢核作業。

109/8/10 工程技字第1090200698號
 生態檢核常見錯誤樣態與檢討修正

110/10/6 工程技字第1100201192 號函修正
 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各機關生態檢核演化圖
歷程



水庫集水區工程

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33
經濟部水利署

生態團隊進場調查

工程主辦單位與生態
團隊共同討論保育措施

民眾參與

其他注意事項

105年11月1日經水事字第
10531094110號函公告

水利署手冊



34水利署手冊



水庫集水區生態檢核執行手冊
35

✓生態工作參考執行方式

✓工程各階段生態工作流程

✓確立準則立意，說明相關範疇第一篇 總則

第二篇 計畫核定階段

第三篇 規劃設計階段

第四篇 施工階段

第五篇 維護管理階段

水庫集水區

生態檢核執行手冊

附件一 生態檢核表

附件二 生態關注區域繪製方法

附件四 坡地棲地評估指標

附件三 河溪棲地評估指標
操作附件

水利署手冊



生態檢核表總覽
36紅字：提供工程資料

綠字：意見回覆

檢核表 檢核表編號 工程主辦機關工作內容 生態人員工作內容

主表 主表 (綜整個案生態檢核資訊)

工
程
各
階
段
附
表

核定 P-01工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表 ✓ 勘查記錄、方案概估 ✓ 生態評估

規劃
設計

D-01工程設計資料 ✓ 提供工程資料及設計圖

D-02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
表

✓ 現場勘查
✓ 意見回覆
✓ 生態措施討論及定案

✓ 生態資料蒐集
✓ 現場勘查及提出生態建議
✓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 生態影響預測及保育對策研擬

D-03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D-04民眾參與紀錄表 ✓ 設計說明會及意見回覆

D-05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 生態措施彙整

施工

C-01施工團隊與環境保護計畫 ✓ 提供工程資料

C-02民眾參與紀錄表 ✓ 施工前說明會
✓ 意見回覆

C-03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
表

✓ 現場勘查
✓ 意見回覆
✓ 生態措施討論及定案

✓ 現場勘查及提出生態建議

C-04生態監測紀錄表 ✓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C-05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 異常狀況通報及處理 ✓ 協助擬定處理方式

C-06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 生態措施執行成果評估

維管 M-01工程生態評析

可合併填寫

可合併填寫

水利署手冊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主表介紹
37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核
定
階
段

設
計
階
段

施
工
階
段

維
護
管
理

重要資訊與
附表相對應

水利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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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附表P-01

◼生態保育評估、位置圖、災害照片、環境照片

39

現況勘查及
棲地評估

對應
生態措施

評估
生態影響

核定階段
生態檢核表架構



⚫初步設計審查工程與生
態團隊現場討論

⚫民眾參與：在地居民、
NGO團體

⚫生態相關建議，併入會
議記錄發文

規劃設計階段
40

D-02現勘意見記錄表範例

✓ 匯整生態團隊
及民眾意見

✓ 逐項回覆預定
辦理方式

生態檢核表架構



民眾參與紀錄表

⚫附表D-04：民眾參與紀錄表

◼初步設計審查現場討論

◼提供書面意見，併入會議記錄

附表D-04

生態檢核表架構



⚫附表D-03

1. 生態團隊組成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文獻整理

3.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棲地概況、棲地評估指標

4. 棲地影像紀錄

5.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7.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42生態檢核表架構



⚫附表D-05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43

最終定案的保育措施
(須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規劃設計階段的會勘
、討論紀錄

生態檢核表架構



⚫附表C-06

施工期間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
44

設計階段的生態關注
區域圖

臨時設施
(施工便道、土砂或
機具堆置區…)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
況

生態檢核表架構



自主檢查表範例_各機關自訂
45

改進易填寫
錯誤欄位

增加有無環境
異常狀況欄位

依編號檢查生
態保全對象及
生態友善措施
勾選紀錄

需要拍攝照片
的檢查項目

填寫及查驗
人員

註記檢查時
間點

表號:依施
工月份編列
流水號

生態檢核表架構



自主檢查表範例_各機關自訂
46

範例照片及生
態措施說明填寫單位在照片

上標示施工範圍

說明照片
拍攝範圍

檢表項目

現地照片(施工
前/施工中)

照片拍攝日期
及執行情況文
字說明

生態檢核表架構



⚫遇保全對象或其他生物與環境之異常狀況

⚫即時通報並積極處理

⚫附表C-05：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處理
47

異常狀況
類型

□植被遭剷除□水域動物暴斃□施工便道闢設過大□水質渾濁
□工程或生態人員發現□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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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常狀況
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異常狀況
類型

□植被遭剷除□水域動物暴斃□施工便道闢設過大□水質渾濁
□工程或生態人員發現□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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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常狀況
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由治理機關進行複查動
作，複查次數不限，直
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
可結束

承攬廠商必須針對每一
生態異常狀況提出解決
對策

生態檢核表架構



異常狀況處理
48

附表C-04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生態檢核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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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108年7月)

⚫ 第一章總則

1.1依據

1.2適用範疇

1.3執行階段及工作目標

1.4生態專業人員

1.5生態關注區域

1.6生態調查及評估

1.7生態保育策略

1.8資訊公開

1.9生態檢核情形紀錄

⚫ 第二章各階段生態檢核

2.1可行性評估階段

2.2規劃階段及環評階段

2.3設計階段

2.4施工階段

2.5維護管理階段

⚫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附表1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見紀錄表

附表2生態評估分析紀錄表

附表3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表

附表4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附表5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

附表6生態監測紀錄表

附件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第一級環境敏地區

附件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第二級環境敏地區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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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基本資料 可行性評估階段

規劃階段及環評階段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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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填表說明：
1、本表由主辦單位於各階段檢核填寫，檢核重

點項目勾選「是」者，請填寫書面資料之名
稱及相關章節，填寫「否」請敘明理由。

2、如目前為可行性評估階段生態檢核，請填寫
可行性評估階段廠商及檢核重點項目。

3、如已由可行性評估、規劃執行至環評階段，
應依序填寫各階段廠商及檢核重點項目。

4、如工程計畫未執行可行性評估、規劃及環評
，係自設計階段開始辦理生態檢核，則可行
性評估、規劃及環評階段之廠商以“-”表
示，請填寫設計階段之廠商並勾選檢核重點
項目。

設計階段

附表參考
水庫集水區工程
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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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團隊
提出建議

工程專業人員
回覆

生態專業團隊填寫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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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團隊填寫

發現提出

機關

承攬廠商

監造

生態團隊

…

舉例

共同
商議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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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廠商填寫

機關、監造、生態核實

生態專業團隊填寫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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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團隊填寫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工程會「生態檢核常見錯誤態樣」 工程技字第1090200698號

自評無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之案件，部分位於或
鄰近高生態價值區域。
例如：「已開發場所」範疇，未確認是否無涉生
態環境保育議題，引發未辦理生態檢核之爭議。

解 1、水保局：由生態團隊協助判定。
2、林務局：由工作圈檢視確認。
3、「已開發場所」指室內、廠區或建築鋪面等場域。
4、避免機關片面自行認定。
5、公路總局的判定機制?



「生態檢核表」是記錄生態檢核執行過程的載體

可以提供續辦/追蹤工作追溯引用過往成果

可以作為與NGO、生態專業者之溝通媒介

可以作為資訊公開的材料之一

但是，不代表填表後，所有應辦事務自動完成

呈現事實，才能面對大眾考驗

57

生態檢核表



「生態檢核」現階段的應用範疇

重點/亮點/示範工程

中央所屬工程

特別條例

中央補助50%工程經費

地方機關所屬工程

民間與私人工程

環境影響評估

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106年)

前瞻「水與發展」、「水與環境」條例 (106年)

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108年)

各機關手冊、標準作業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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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生態檢核

法源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 工程會行政命令

要件
>1公頃開發案
非都市>10公頃
新市鎮興建

中央機關工程
中央補助>50%
特別條例要求

發展脈絡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評估尺度 大、中 小 (點)

經費來源 開發單位 工程執行機關

審查把關 環評委員、與論 機關、外聘委員

工程時程 長 普遍較短

調查強度 >1年普查、回饋少 勘查、功能式調查

評估項目 完整 生態相關、快速

管理計畫 高 中

監督查核 視議題 視機關執行能力

後續維管 無、低 視機關執行能力

兩者搭配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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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仁

研究員/技術經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執行二重點工作
61

保育治理
工程

保育對策
擬定

執行與查核

生態專業人員
參與

工程主辦單位
辦理

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衝擊減輕策略

追蹤與回饋

鑲嵌式合作
取代顧問式建議

目的：減輕工程對環境衝擊，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棲地品質

現場勘查

在地人文

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

生態檢核必備兩大要素，缺一不可

其程序完整度是執行效益評估之指標



生態檢核的內涵

弄清楚可能會造成麻煩的地方

弄清楚可能會造成麻煩的議題

弄清楚可能會出來找麻煩的人

弄清楚可能會有多麻煩

弄清楚可以協助的資源

62



6363

民眾參與和資訊公開

2019/09/24水土保持局技術研發小組演講
環境友善作為與民眾參與機制經驗分享/田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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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團體參與

在地居民訴求

關切曾南烏水庫整治之民間團體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台南社區大學環境行動小組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曾文社區大學 台南市生態保育學會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綠色協會

南方水盟 達邦社區發展協會 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地球公民基金會 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 樂野社區發展協會

⚫ 誰是在地人?

⚫ 誰關心這塊地方?

⚫ 誰是意見領袖?

⚫ 誰會有異議?

⚫ 誰具話語權?

⚫ 誰能理性/專業溝通?

⚫ 誰掌握專業和情資?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民眾參與



民間團體關注課題
65

⚫ NGO團體

◼台灣猛禽研究會
• 黑鳶：北勢溪為重要棲地。

• 黃魚鴞：夜行性、行蹤難尋和
人類生活重疊大。

◼台灣蝴蝶保育協會
• 自然觀察點位：金瓜寮溪，觀
魚賞蕨步道。

⚫民間個人/團體

◼江進利(基隆鳥友)

• 朱環鼓蟌(2009新特有種)

黃魚鴞 黑鳶

朱環鼓蟌

65



直接利害
關係人

間接利害
關係人

生產關聯
團體

生活關聯
團體

生態關聯
團體

66



討好少數人；不得罪多數人

討好多數人；不得罪少數人

多元參與原則



說明會型式 辦理時間點 邀請對象

核定說明會 工程核定前 蒐集居民重視之生態
議題、在地人文資產
與保全對象

1. 在地民眾
2. 利害關係人

(災害陳情人、
受工程影響者)

3. 關心工程治理
之民間團體

設計說明會 工程設計定稿前

施工說明會 開工前

1. 確認施工方法
2. 確認保育措施與相關

意見是否落實入設計
方案

68

民眾參與

生態檢核強調

及早辦理

⚫ 於工程核定至完工，皆可辦理

⚫ 建立民眾協商溝通機制

⚫ 說明會最基本，溝通不限形式

⚫ 說明工程辦理原因、工作項目、生態保育策略與預期效益

⚫ 藉由相互溝通交流，有效推行計畫，達成保育治理目標。

蒐集居民重視之生
態議題、在地人文
資產與保全對象

說明會與生態議題現勘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圖片來源: 網友陳俊銘臉書頁面 圖片來源: 2016-12-08 聯合報/特生中心提供

⚫ 團羽鐵線蕨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嚴
重瀕臨絕滅(CR) 僅分布於高雄柴山、桃源區和
南投信義

⚫ 105年11月26日網友通報南橫桃源區桃源路段
棲地公路總局準備噴漿

⚫ 11月28日特生中心、植物分類學會、中山大學
及中興大學植物專家前往會勘

⚫ 現勘決定部分區域現地保存，有崩塌疑慮區域
採集異地保種

瀕臨滅絕植物團羽鐵線蕨面臨施做邊坡噴漿消失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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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對文化資產局資料庫

在地文史保存

文資局資料庫
查詢入口

⚫ 經文化資產局公告具有歷史、文化
價值之古蹟與遺址

⚫ 未登錄但具有生態文史價值之地景
或生物

具有在地人文歷史價值
之地景或生物納入工程
整體考量

⚫ 蒐集在地居民與民間團體意見

⚫ 具人文歷史價值列入保全對象

⚫ 納入檢核表紀錄追蹤

雅吾瑪斯野溪整治工程 烏山頭水庫蓄水範圍治理工程

例1：茄苳大樹為鄒族
信仰中心、重要地景，
工程迴避保留

例2：古井以警示帶圈圍，
避免施工誤傷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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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盤點
⚫ 老廟與民間信仰

石板橋打石技藝胡桶古道傳說

歷史悠久的廟宇 土地公祠 茶郊媽祖

⚫ 歷史、記憶與歷史建築



資訊
公開

生態
保育

民眾
參與

行銷 透明

合作

資訊
公開

生態
保育

民眾
參與

修正 投訴

抗爭

主動

信任有效

被動

報告應付

過去 未來

公私協力之展望



資訊
公開

生態
保育

民眾
參與

公私協力滾動式成長

累積
經驗

友善
態度

節省
時間



資訊公開 75

所有歷程記錄於檢核表 由專屬網站公開檢核表資訊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各單位資訊公開情形
76

⚫林務局、水保局：較為完整的工程明細資料

◼含工程名稱、座標位置、簡要工程內容、預算金額、
執行單位

⚫水利署：治理工程清單，未提供位置座標

⚫應公開項目：

◼生態檢核表(即時、各階段)

◼工程清單、座標、內容、預算、期程、執行單位

水利署水庫集水
區生態資料檢核
查詢系統

民眾參與+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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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人員/團隊參與



⚫整合生態檢核表、生態關注圖及棲地評估

⚫綜合程序性及功能性

運用工具
78

檢核表 關注圖 棲地評估

⚫ 標繪態生態關注區域圖
⚫ 提供需進一步加強
保育之範圍

⚫作為迴避、縮小、
減輕及補償的依據

⚫以棲地為評估基礎
⚫ 有效率且可長期追蹤
⚫ 河溪生態棲地
⚫ 坡地生態棲地

⚫以行政輔助將生態
考量納入

⚫ 作為專業領域之間
的溝通工具

礫石

湍瀨
深水緩流

淺水緩流

淺水急流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資料蒐集
79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
◼森林法：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溼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

◼農委會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文資法規定及學界認定之特稀有植物
◼當地台灣特有物種、局部分布物種及
指標物種
◼依據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保護之老樹
◼與當地居民生活、信仰相關而需保護之
民俗動植物

1.法定自然保護區

2.關注物種

NGO關注區位

碩博士論文林務局委託研究

學術研究關注區位

生態專業參與



關注物種
與其他研究

生態資源
相關圖層

潛在的合作夥伴

民間團體 政府機關

⚫ 大專院校論文
⚫ 自然保育季刊
⚫ 臺灣生物多樣研究
⚫ 各林業期刊
⚫ 國家公園季刊
⚫ 貴局委託

或自行研究計畫
⚫ 等...

⚫ 法定保護區
⚫ 重要野鳥棲地
⚫ 國土利用狀態
⚫ 物種分布點位
⚫ 森林遊樂區
⚫ 保安林地
⚫ 地質地景點位
⚫ 優良農地
⚫ 等...

⚫ 社區林業計畫
⚫ 農村再生計畫
⚫ 申請綠保標章農戶
⚫ 採環境友善農法農戶
⚫ 環保團體
⚫ 地方組織
⚫ 生態農園
⚫ 環境資訊協會
⚫ 等...

⚫ 水土保持局
⚫ 縣市政府農業局
⚫ 國道高速公路局
⚫ 公路總局
⚫ 國家公園
⚫ 風景管理處
⚫ 水利署
⚫ 自來水公司
⚫ 等...

⚫彙整國內與淺山生態有關的情報

盤查淺山地區的生態課題與資源分布

評估保育單元的特性與保育行動急迫程度

增加跨領域與部門的合作

80
生態資料蒐集

生態專業參與



⚫潛在合作夥伴

◼國道高速公路局的國道
生態敏感里程

◼路死調查、生態廊道、
綠廊植栽、原生種苗圃
與服務區的環境教育

生態情報蒐集
81生態專業參與



82生態專業參與



國土生態綠色網絡

建構綠網

連結人網

開展行動

83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保護標的與優先順序
84

棲地

群落

物種

個體

⚫ 維持重要及特殊棲地
― 森林、天然溪流、濱溪植被帶

⚫ 維持棲地連結性
― 河溪上下游縱向連結
― 水陸域橫向連結

⚫ 生物相可恢復性
⚫ 防止外來種入侵

⚫ 保育類動物
⚫ 珍貴稀有植物

⚫ 大樹/水保、涵養水源
⚫ 植被種源/母樹

生態專業參與



85生態專業參與



86生態專業參與



快速生態評估-陸域動物

⚫紅外線自動相機

◆2005-2015年

◆102萬工作小時

◆相機樣點330處

◆85處位於通霄鎮

◆5種關注物種分析

◆石虎、麝香貓

資料來源
陳美汀博士、觀察家

⚫石虎路殺紀錄

◆2012/3-2016/12

◆苗(31)、中投(8)

◆通霄(6筆)僅次於卓

蘭

資料來源
陳美汀、特生中心、
觀察家、苗縣府、科博館、
蘇隆冠、李璟泓、姜博仁等

通霄淺山

87生態專業參與



⚫將重要生態資訊以地圖化方式呈現

⚫套疊設計圖、標明保全對象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88

等級
顏色

(陸域/水域)
判斷標準 工程原則

高度
敏感

紅/藍

屬不可取代或不
可回復的資源，
或生態功能與生
物多樣性高的自
然環境

✓ 優先迴避

中度
敏感

黃/淺藍

過去或目前受到
部分擾動、但仍
具有生態價值的
棲地

✓ 迴避或縮
小干擾

✓ 棲地回復

低度
敏感

綠/-
人為干擾程度大
的環境

✓ 施工擾動
限制在此
區域

✓ 營造棲地
人為
干擾

灰/淺灰
已受人為變更的
地區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評估≠生物調查

⚫ 評估潛在影響因子(作用力)

⚫ 評估影響對象(重要成員)

⚫ 評估影響區位(生活圈)

⚫ 評估影響時間(可逆性與選擇)

生態專業參與



⚫ 回饋工程為優先

⚫ 工程單位不瞭解物種名錄

⚫ 以棲地類型收斂生態課題

⚫ 工程圖清楚呈現環境友善

措施之說明，進行有效的

雙向溝通

以功能性的調查取代名錄式生物調查
90

友善對策之可行方式納入工程設計書

「水土保持工程導入生態保育」

獲105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永續獎

生態檢核≠生物調查

生態專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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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分析及保育對策擬定

⚫對照設計圖，評估個體存續、棲地消失、
移動阻隔等效應

⚫提出工程影響預測

2、評估工程影響

⚫結合文獻與現地評估，判定關注物種與
重要棲地

1、釐清生態課題

⚫設計以干擾最小化為原則
⚫運用生態友善的施工方法

3、提出建議對策

降低生態環境衝擊

補
償

減
輕

縮
小

迴
避

⚫不施作
⚫保留不可
回復棲地
環境

⚫減少施作
量/規模

⚫限縮量體
或臨時設
施物

⚫減輕衝擊
程度

⚫降低工區
範圍環境
影響

⚫補償已受
衝擊

⚫人工營造
修復受損
環境

目標

⚫工程與生態團隊討論溝通，擬定最終保育
對策

4、確認保育對策

縮小土資場範圍

石籠多孔工法、植生

現勘位置

保留竹闊葉混合林

自然團粒噴植工法，復育林相

⚫施工中查核保育對策/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
況，隨時提出改善建議回饋工程

5. 查核保育對策執行

生態專業參與



開一條路的生態友善措施對策
92

1st
迴避生態保全對象
及重要棲地

4th
補償工程施作
對棲地造成
之重要損失

3rd
減輕工程對生態
系統造成傷害

2nd
縮小必要施作
工程量體之
規模與尺寸

先問需要開路嗎?
再談如何開

?

生態專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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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棲地物種

◼通常對環境較敏感

◼常為稀有種或保護標的

◼例如：依賴原始森林的動物

保留面積越大越好
94

圖片來源：sustainablelinfield.edublogs.org

核心棲地
邊緣棲地

核心棲地及物種減少
邊緣棲地及物種增加

⚫核心棲地越大越有助
敏感物種生存

◼工程優先迴避核心棲地

◼例如：天然林、有大樹
老樹的森林

80%

20%

70%

20%

迴避

生態專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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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參與

https://youtu.be/B0U1jWDFaS
0



96曾文溪橋



生態專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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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物有移動的需求

◼尋找食物、繁衍後代

⚫棲地之間連結性越高

◼越可滿足基本生存需求

◼族群間交流性越高
越有助於族群存活

100
http://www2.ca.uky.edu/agc/pubs/for/for76/for76.h
tm

http://www.conservationcorridor.org/corridor-science/

⚫迴避重要連結棲地

◼濱溪植被、關鍵廊道

來源族群

棲地連結為物種、族群存續關鍵
生態專業參與



達德安空照圖

101
注意治理工程是否位於連結廊道上

聚落與農地和自然棲地鑲嵌之里山地形

生態專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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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期新建工程

台南鹽水溪濱岸廊道

注意治理工程是否位於連結廊道上
生態專業參與



做必要的工程
非想要的工程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吊掛、索道取代施工便道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道路致死改善構想

⚫

116

入口措施：已架設小
型板橋

防護網：防止動物進
入路權範圍內

圍籬網：引導動物使
用廊道穿越國道

監測設施：自動相機
監測

生態專業參與



117改善既有排水設施提高棲地連結

⚫ 橋下空間棲地切割改善
⚫ 維持東西向4處連結通道

⚫ 維持橋下空間暢通

⚫中型排水跨越橋

⚫鏈網移除或下方反摺

⚫ 排水溝切割改善跨橋

石虎 利用跨橋跨越排水設施 穿山甲

白鼻心麝香貓 利用坡道離開排水溝

大甲段

138k+961～139k+174

⚫ 改善後目標物種出現
頻率高且種類增加

⚫ 有效改善排水設施切割影響

沉砂池動物坡道 逃生坡與跨橋工程



自動相機影像分享

118



119減輕道路致死效應

⚫營運階段如何解決道路致死議題？



道路致死改善設計

⚫

120
12

0

⚫ 防護網-防止動物進入路權範圍內
◆ 金屬鍍鋅材質、網目3.8公分

–避免鏽蝕、動物鑽入

◆ 向外側朝45度角固定
–增加攀爬困難度

◆ 佈設於車道護欄外側
–邊坡綠廊仍能提供動物棲息

◆ 設置活動雙柵門
–便利人員及機具進出

防護網安裝詳圖

圍籬網與單柵門施工詳圖

地表

⚫ 圍籬網-引導動物行走至
穿越道路

◆ 埋設至地表下20公分
–避免動物鑽掘

◆ 於邊坡小型排水溝設置木板
–避免動物受困或被阻隔

生態專業參與



多功能跨越橋設計原則與建議

12

1

出入口植被引導
連結兩側森林

單側留設
動物通行空間

提供遮蔽物
增加通行意願

寬度至少一米

我們很害羞

生態專業參與



122利用現有設施規劃跨越式動物通道

自動相機
成效監測

通霄一號跨越橋

138k+670

⚫ 通霄一號跨越橋功能改善
⚫ 改善後野兔、鼬獾、白鼻心和石虎利用

⚫ 促進國道兩側族群連結 告示牌
說明

• 已知石虎重要棲地

• 連結兩側大面積森林

多功能跨越橋設計
提供動物躲藏、通行空間

監測跨越橋石虎活動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生態專業參與





 由生態議題導出的生態友善方案、對策、設計

 望聞問切，依體質和病因對症下藥

 沒有一服見效的速成藥方、單方和美國仙丹

 切勿盲目「參考」獲獎的生態設計

127

本課程希望給大家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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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既有棲地消失

噪音燈光物理干擾

外來入侵種擴散

非點源污染
化學干擾

動物移動障礙

既有棲地消失

⚫ From roadkill to road ecology: A review of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roads
(Coffin A. W. 2007. )

棲地破碎化 道路致死

道路對生態的影響



階段一、潛在課題盤點與遴選

⚫ 潛在課題盤點
⚫ 課題資訊

⚫ 主動評估

⚫「道路課題與課題影響因子對照表」

⚫依本計畫之目標(道路切割)，收斂關注課題

⚫參考「背景資訊整理」及對照表進行盤點

背景資訊整理

潛在課題盤點

道路現況勘查

關注課題遴選

道路課題
課題影響因子

水質、噪音、
空氣汙染

路殺 阻隔效應 受困結構物 外來種入侵 棲地損失

車流量 ○ ○ ○

車速 ○

道路周邊棲地類型 ○ ○ ○ ○

道路結構形式 ○ ○ ○

物種行為與習性 ○ ○ ○

新建道路工程 ○ ○ ○

既有道路改善工程 ○ ○ ○



130國土綠網-區域綠網-核心指認與廊道分析

動物不易利用管涵土坡增加路殺風險

綠網地景分析

掌握主要區塊

潛在廊道指認

候選改善區域

關鍵物種與瓶頸盤點

改善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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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ustsee-

beforeyoudie.blogspot.com/2014/01/ecological-bridge-

ecoduct-netherlands.html

131

http://mustsee-

beforeyoudie.blogspot.com/2014/01/ecological-bridge-

ecoduct-netherlands.html
131

他山之石：歐盟國家綠網案例

⚫荷蘭國家綠網案例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327171153966643&id=1000002
13442305 132

案例



保育對策-減輕

133

⚫開挖面積限縮範圍減少工程裸露面積

施工前 完工後

生態友善方案_保留自然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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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動物容易受困排水溝渠和人工池

南投名間_蓄水池_白鼻心淹死

萬大_靜水池_動物淹死
蛙類受困

高雄燕巢_白鼻心受困-楊斯顯提供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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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表島_食蛇龜受困水溝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坡度：採緩坡設計不超過40度盡量

◼雌性個體為族群繁衍重要成員
40度約為母龜可攀爬的最陡坡度

⚫坡度越緩越有利於動物攀爬脫困

◼寬度：建議40公分以上

◼約為中小型哺乳類體型最低可利用寬度

⚫寬度太窄體型較大動物無法利用

動物逃生坡道設計原則
138

坡度建議參考資料：台灣河岸陡坡處處原生陸龜多摔傷致死 http://www.lca.org.tw/news/node/1963

對策
最簡易直接的改善措施：

增加可讓動物逃出來的結構，如逃生坡道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降低阻隔促進連結

保育對策-減輕
139

⚫協助脫困

台東-達仁鄉

動物通道及導引系統

低

路

殺

風

險

高
路
殺
風
險

緩坡設計

單側阻擋避免進入路面

樂野右側崩塌地
治理工程-水保局

日本案例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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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小型動物受困排水溝

匯口處緩斜坡有利動物通行

 曲面或淺V型混凝土排水溝
◼ 嘉義縣蘇力風災C1類復建工程169線31K
◼ 嘉義縣政府
◼ 無孔隙低粗糙度，坡度低於1：1
◼ 提供各型動物通過排水溝
◼ 適用於森林、溪流周邊排水溝設計
◼ 生態橫向連結效益佳，建議推廣

 曲面或淺V型砌石排水溝
◼ 嘉義縣蘇力風災C1類復建工程169線31K
◼ 嘉義縣政府
◼ 多孔隙高粗糙度，坡度低於1：1
◼ 提供各型動物通過排水溝
◼ 適用於森林、溪流周邊排水溝設計
◼ 生態橫向連結效益佳，建議推廣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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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小型動物受困排水溝

匯口處緩斜坡有利動物通行

 全段單邊混凝土斜坡
◼ 月世界地景公園
◼ 高雄市政府
◼ 無孔隙低粗糙度，坡度低於1：1
◼ 提供小型動物上下排水溝
◼ 適用於森林、溪流周邊排水溝設計
◼ 建議斜坡設於自然棲地側，以打毛、嵌石

等方式增加粗糙度
◼ 生態橫向連結效益良好

 局部單邊混凝土斜坡
◼ 日本案例
◼ 多孔隙高粗糙度，坡度低於1：1
◼ 提供各型動物通過排水溝
◼ 適用於森林、溪流周邊排水溝設計
◼ 植生恢復快
◼ 生態橫向連結效益良好

表面
粗糙化
改善

坡面
不向道路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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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學生發明的青蛙救命繩

20170616_日本青蛙救命繩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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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晴賢教授

⚫墾丁香蕉灣

⚫斜掛纜繩協助陸蟹攀爬

U型溝 20190726 靜水池 20190726

簡單，也能有成效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144他山之石_西表島案例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台9金崙大鳥段_排水溝附斜坡式動物坡道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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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動物受困人工池

匯口處緩斜坡有利動物通行

 靜水池動物逃生坡道
◼ 高速公路局案例
◼ 無孔隙低粗糙度，坡度不超過40度為佳

(考量龜鱉攀爬極限)
◼ 寬度40公分以上佳(考量龜鱉)
◼ 提供中小型動物上下排水溝
◼ 適用於靜水池或消能池
◼ 建議斜坡設於自然棲地側，以打毛、嵌石

等方式增加粗糙度
◼ 優先考量降低池岸坡度、高度，或設計可

逃生之緩坡或無落差出入口，在以上皆不
可行時，可考慮採用生態橫向連結效益普
通之動物逃生坡道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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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斜坡
效果最佳

西表島

避免動物受困人工池
生態友善方案_動物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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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擋土牆、U型溝共構結構改善

⚫ 目標物種：中小型脊椎動物

⚫ 方案建議
⚫ 擋土牆設置攀爬斜坡+跨U型溝蓋
板

⚫ U型溝壁設置坡道

⚫ 擋土牆設置菱形網

10.2-10.45K 250公尺長擋土牆+U型
溝

擋土牆

30ﾟ

擋土牆動物坡道平視圖

道路

U型溝

坡道

動物移動

跨
板

U型溝動物坡道俯視圖

北橫菱形網供蛇類攀爬

https://www.facebook.com/TunYUCh

en/videos/10158207047826140



③動物友善工程改善

149 塊石設置(長良林道)

14.1K集水井+動物逃生坡道

水泥表面不抹平

14.1K箱涵

新疊塊石降低落差

斬假石或打毛

⚫ 目標物種：中大型哺乳類、小型
脊椎動物

⚫ 方案建議

⚫ 逃生坡道粗糙化、設置菱形網

⚫ 箱涵出口增加疊石降低石籠落差
(需避免大水來被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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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台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工程(東段)

台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共1~4期
本案為第3期(東段)

施工期程 工程內容

107/01/29
至

110/08/22

快速道路高架橋、平行主線上下匝道、
橋下平面道路及側車道、自行車道與
人行道、其他附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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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既有濱溪道路拓建(107年始)
◼ 未執行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 依工程會新令，須執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106年4月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108年5月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 兩岸工廠、民房與農地
◼ 堤防間行水區綠帶連續
◼ 高草地、灌叢

台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工程(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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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生態檢核遵公共工程委員會函布規定

◼ 將生態保育的考量融入治理工程流程
◼ 共同擬定並落實工程生態友善方案
◼ 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生態保育效益

生態專業參與

民
眾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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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以具體作為延續環評承諾

1
0

8
/5

/1
0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規劃階段

護管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函
布

「
公
共
工
程
生
態
檢
核
注
意
事
項
」

施工階段前補充辦理作業

◼ 公共工程委員於108年5月10日函布「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
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 執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 以「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補充辦理作業」，完善在工程會發文前未執行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107/01/29

110/08/22

施
工
中
監
測

承續環評承諾
◼ 植物生態：避免揚塵覆蓋、佈設施工圍籬
◼ 動物生態：依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
◼ 水域生態：管制生活污水與工程油污排入河川
◼ 環境監測：依環境監測作業規畫

紀錄該區保育類II環頸雉出
沒

環頸雉 保育類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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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生態資訊不足，是生態專業人員最深的擔憂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記錄燕鴴，文獻提及環頸雉，未建議有效方案

 施工中監測紀錄環頸雉，生態資料未轉化交接施工端參考

 未證實的草鴞路殺傳言

◼ 生態檢核勘查目擊環頸雉，故列入重點保護目標

有限的生態資訊
緊湊的工程期程

有限的資源人力
有限的工程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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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生態設計

表土種子庫保存與回舖

◼ 表土保存 4000 m3

◼ 黑色帆布妥善覆蓋

◼ 回舖裸露面促進綠帶恢復

生態滯留單元

◼ 滯留雨水形成濕地
◼ 增加棲地多樣性
◼ 提供周邊生物利用

複層植栽

◼ 灌木、小中大喬木
◼ 鄉土樹種、誘蝶誘鳥

覆蓋表土10CM

施工中
表土保存區

生態滯留單元
完成狀況

110/8/11 110/8/11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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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料蒐集

一公里內保育類物種

保育類 I 東方草鴞

保育類 II

環頸雉
鳳頭蒼鷹
大冠鷲、黑翅鳶
領角鴞、彩鷸
諸羅樹蛙

保育類 III
燕鴴
紅尾伯勞

紅皮書瀕危 斑龜

環評說明書

河川情勢調查

網路物種資料庫

東方草鴞 保育類 I

環頸雉 保育類 II 黑翅鳶 保育類 II

大冠鷲 保育類 II 燕鴴 保育類 II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eBird Taiwan

iNatu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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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側農耕區
環頸雉(II)、夏候鳥燕鴴(III)棲地

南側濱溪植生帶
草鴞(I)、環頸雉(II)、黑翅鳶(II)棲地

棲地

棲地調查、生態保全對象指認

生態關注區域圖與生態保全對象

保育類工區北側零星林地

榕樹個體移植
群落

物種

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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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生態高度敏感

生態中度敏感

生態低度敏感

預定工區

河道

以環頸雉棲地為重點保護對象提出具體措施

◼ 提供工程人員及承攬廠商現場負責人員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 工程活動侷限於工區範圍內，限制車輛人員進入高灘地

◼ 約束施工廠商友善對待工區出沒動物，禁止捕獵傷害

◼ 妥當存放食物、廚餘，降低野生動物接觸人類機率

◼ 建議調整工程與植生設計防止動物進入道路

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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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影響評析、對應保育措施

直接影響草鴞(I)、
環頸雉(II)、黑翅
鳶(II)棲地

直接影響環頸雉
(II)、夏候鳥燕鴴
(III)棲地

因工程需求移除

工務所污水與洗
車台廢水等流入
將影響水質

工程直接造成除
植被與棲地損失

◼迴避：工程車輛、機具行駛及人員活動限制進入(達成)

◼迴避：調整取土區至工區5K+845已干擾區(達成)

鹽水溪南側
濱溪植生帶

北側農耕區

工區北側
林地及樹木

鹽水溪水質

友善棲地營造

◼迴避：工程車輛、機具行駛及人員活動限制進入(達成)

◼迴避：工區(7K+800~8K+526.7)北側農耕地(達成)

◼迴避：保護林地5K+845、7K+260、7K+820 (達成)

◼迴避：保護林地7K+540～7K+690(地主自行清除)

◼迴避：保護樹木8K+520 (達成)

◼減輕：移植榕樹1棵，維管確保存活(達成)

◼縮小：三處洗車台減為一處(達成)

◼減輕：洗車台廢水全數回收利用不排放(達成)

◼減輕：工務所污水不排放(達成)

◼補償：完工後植栽原生種行道樹(自主設計)

◼減輕：執行表土種子庫保存，回舖裸露面(自主設計)

◼減輕：複層植栽生態滯留單元(自主設計)

完工檢核以上友善措施全數達成

保護標的 潛在影響 對應生態友善設計與措施

優
先
保
護
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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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查核、施工前教育訓練

自主檢查表

查核表

查核 2021/3/26

日期 課程主題 授課講師

108/12/27(五)
13:30-17:30
共計4小時

什麼是生態檢核？ 田志仁
(研究員

/技術經理)
工程常見生態議題
與環境友善對策

工區周邊的精靈
周琮焜

(研究員)

本工程施工階段
如何執行生態檢核？

田志仁
(研究員

/技術經理)綜合討論

109/12/30(三)
10:00-12:00
13:30-15:30
共計4小時

環境友善措施
概念及運用

周琮焜
研究員

工程植生
與後續棲地營造

蔡佳育
經理

工程的生態異常狀況
與危機處理

田志仁
(研究員

/技術經理)綜合討論

教育訓練 2019/12/27泛亞每2月自主檢查
生態檢核團隊每半年查核
棲地保護與友善措施全數達
成現勘2018/8/29 查核2020/2/18 

查核 2020/9/2

查核 202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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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工程需求提出在高灘地取土計畫

◼ 工程施作土方不足，擬向河川局申請取用鹽水溪河灘地土砂

◼ 12000立方公尺，3米深

◼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土方來源

 優先依公共工程(疏濬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

 從合法土資場購買

◼ 依生態檢核程序通知生態團隊評估取土地點

圖例

生態高度敏感

生態中度敏感

生態低度敏感

預定工區

河道

規劃取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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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民眾參與邀NGO多方現勘
取土計畫範圍高草地
發現草鴞3隻

開始內部溝通作業
啟動「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機制

2020/03 草鴞日棲點

2020/03 現場討論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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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草鴞飛起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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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鴞

◼ 保育類 I 級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 臺灣鳥類紅皮書國家瀕危(NEN)類別

◼ 臺灣西南部低海拔丘陵及平原高草地

◼ 10月至3月為繁殖期，在高草底部地面築巢

◼ 估計族群介於300至500隻

◼ 林務局國土綠網計畫中，

與石虎同等級指標物種



166關注議題(沙崙農場草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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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關注此議題之NGO團體

⚫ 臺南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 社團法人臺南市野鳥學會

⚫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 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 臺南市社區大學環境行動小組

⚫ 永康社區大學

高雄鳥會今年推出草鴞LINE貼圖
募款保育，顯見其關注沙崙農場興建影城因草鴞議題而停工

沙崙農場因草鴞棲息受到關注

南部草鴞相關報導與潛在關心團體



影響與對策 - 常見生態議題與友善方案

生態檢核初期以環頸雉濱溪棲地為保護重點

20200218 
依取土計畫
提出生態友善建議

⚫ 生態團隊勘查評估取土範圍
⚫ 標示最小干擾取土範圍
⚫ 濁度控制

⚫ 儘速內部工作會議討論方案
⚫ 後續諮詢外部專家學者研議

20200310
取土計畫範圍現勘評估
發現草鴞

20180918
依工程規劃提出
生態檢核友善建議與措施

環頸雉與其棲地 ⚫ 限制工程進入干擾

生態議題與保全對象 生態友善措施與對策

環頸雉與其棲地

草鴞、環頸雉與其棲地

20200319
內部工作會議

⚫ 取土區變更至下游已干擾區
⚫ 迴避鹽水溪北岸濱溪帶

過程概述

草鴞、環頸雉與其棲地

（重視關鍵物種保育）

20200427
外部專家顧問會議草鴞、環頸雉與其棲地

⚫ 確認現行措施合宜
⚫ 提供系統與個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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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溝通調整取土區

2020/04 再度目擊草鴞

◼ 取土計畫可能對造成生態議題

 高灘地為草鴞潛在棲地

 取土工程可能干擾白天棲息中的草鴞

 高灘地同為環頸雉、黑翅鳶棲地

◼ 速辦內部工作會議(109/3/19)

 決定變更取土區

 調整取土區至下游2公里處已干擾區

 不足則從合法土資場購土

 施工中持續保護高灘地

◼ 同步執行議題性/功能性調查

 同區域重複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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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取土計畫範圍

取土區調整至
已干擾區域

109/03/10記錄草鴞3隻

北外環道路(東段)工區

109/4/17 空拍 109/3/10 空拍110/8/11 取土後現況

整取土區至下游已干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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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草鴞執行「議題性物種補充調查」

多次目擊確認南側濱溪植生帶為草鴞活動場域

2020/3/27

2020/4/8

2020/3/10



172外部溝通：NGO與專家會議

◼ 學者專家、關注NGO

◼ 主辦機關、主管機關、施工單位

◼ 生態團隊

邀請NGO與草鴞專家學者

台南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曾翌碩總幹事

台南社區大學環境行動小組 吳仁邦研究員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蔡若詩助理教授

 肯定施工單位降低影響之作為

 新取土區已受干擾，對草鴞影響低

◼個案施工階段

草鴞繁殖期9月到隔年4月間較為敏感，應優先考量迴避

建議規劃自動錄音調查等調查監測，以確認草鴞的棲息範圍和利用狀

況，以進一步規劃迴避和減輕對策

工區應禁止飼養和餵食犬隻以避免干擾草鴞，並作垃圾和廚餘的管理

草鴞棲息的河灘地應避免人員進入踩踏

2020/04/27 專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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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溝通：現勘討論

◼ 從制度面，河灘地工程都可能遭遇草鴞議題

 建議由主管機關如河川局來整合保育工作，及早討論並整合相關經驗

 建議主管機關標示南部溪流草鴞日棲所等潛在棲地，提供相關單位工程

規劃前得以迴避或研擬減輕對策

 建議未來道路規劃設計階段即應將路殺與友善照明等議題提早納入考量

2020/04/27 外部專家學者現勘 2020/04/27 外部專家學者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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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北外環道工程上梁蔡總統：任務重中之重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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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發現疑似受傷環頸雉

◼ 110/09/08工程人員於P59橋墩附近發現疑似受傷之環頸雉

◼ 生態檢核團隊建議直接聯繫台南鳥會救傷組

◼ 依救傷組指示安置及後送，並由台南鳥會救傷組後續照護及治療
環頸雉發現位置

P59橋墩附近

國道一號北上方向

疑似受傷之環頸雉

110/09/08 110/09/08

安置環頸雉

後送環頸雉至鳥台南會救傷
組

建議改用紙箱

110/09/08 110/09/08 110/09/08

台南會救傷組救傷記錄表 救傷人員初步檢傷



176

環頸雉初步檢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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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新聞【台灣1001個故事】《地球的孤兒：台灣的精靈》

◼ 台灣草鴞：台灣最稀少瀕危的神隱精靈

亮點：媒體報導、草鴞專家正面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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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學術研討會發表案例

◼ 2021年動物行為、生態暨環境教育研討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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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中研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資料存放於中研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公部門經營之非營利性平台

目前NGO慣用之資料公開方式

配合專用網頁連結個案，以便查詢

◼ 依機關指示上傳至相關資料公開平台

◼ 資訊公開內容

教育訓練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報告

生態檢核自評表及附表與查核影像

自主檢查表

保育措施執行影像紀錄

現勘與補充調查照片

異常狀況處理紀錄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與影像紀錄

2020/01 生態台灣(66) P.39-48

生態台灣專文介紹

◼ 資料寄存所QR code與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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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營建署、台灣世曦、泛亞工程積極重視、正向面對
 教育訓練確實，生態異常處理精準
 應用棲地保護觀念、確實執行生態檢核
 成功以環頸雉為保護傘保全草鴞之潛勢棲地
 生態檢核銜接環評精神與原則作更細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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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所有動物，都能找到牠的路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http://www.observer.com.tw Email: observer.eco@gmail.com

台北辦公室 TEL: 02-2550-6230 FAX: 02-2550-6231 ADD: 13043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93巷9號4樓

台中辦公室 TEL: 04-2265-3756 FAX: 04-2265-5098 ADD: 40245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146巷15號14樓之2

高雄辦公室 TEL: 07-521-5305 FAX: 07-521-5405 ADD: 80444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24號

花蓮辦公室 ADD: 970 花蓮縣花蓮市富裕五街47號2樓

田志仁 tiencj2013@gmail.com 0952453259

http://www.observer.com.tw/
mailto:tiencj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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