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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可替代性



•從頂頭額沙洲至新
浮崙沙洲外側規劃
新築一道海堤，保
護區面積約302ha。

1992-1993保護區替代方案

• 台南縣政府研擬
「台南縣七股鄉黑
面琵鷺保護區設置
計畫」，將頂頭額
沙洲(275 ha)規劃
為保護區，作為黑
面琵鷺保護區之替
代方案

1994









中油在2020年就有兩次施工船的擱淺，造成藻礁和柴山
多杯孔珊瑚嚴重的損傷，實已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中傷
害一級保育類動物的法條。

PC262839.MOV


1986年德國學者Hans-Erich Reineck與鄭穎
敏教授以德文發表一篇有關藻礁剖面的學
術報告

所調查的區域就是臺北八里海岸及
桃園內海(新街溪口至老街溪口之間)

報告中將桃園內海
的藻礁繪成剖面圖

八里海岸沒有藻礁



2018年 7月 3日專案小組會議結論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9/12環保署召開環評大會，部分委員退席，宣告流會。

9/26環保署署長李應元親自主持大會，中油報告，開放各方表
達意見，未做出實質決議。

10/3環保署召開環評大會，因環評委員出席數不足，宣告流會。

10/5行政院院長賴清德立法院院會備詢時提出深澳換觀塘

10/8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請辭獲准（9月13日提出書面辭呈）

10/8環保署決議 觀塘環評案7票贊成通過

•環保署長李應元於下午3點裁決進行內部表決，環評委員10人出席

•扣除會議主席，7票贊成，2票無效、1人未投，觀塘環評案通過



2018年海洋大學林秀美等發表
台灣大潭藻礁無節珊瑚藻之多樣性 
- 1新屬及3新種

2017年特生中心劉靜榆、中央研究院
陳昭倫等發表大潭藻礁為世界重要保
育棲地



2019年中央研究院陳昭倫等發表柴山多杯孔珊瑚
於大潭藻礁之族群量為世界重要棲地亟需保育



2020年東海大學溫國彰
教授團隊發表魚類調查

•大潭藻礁魚類多樣性高

• 大潭藻礁
耳石魚類
多樣性高



用燈光誘捕
器採集大潭
藻礁的浮游
動物，同時
利用DNA條
碼技術分析
發現12種蝦
蛄，其中兩
種為台灣新
紀錄種。

另外，還有5種是在資
料庫中找不到基因序
列，但是型態上可以
歸類到指蝦蛄科、矮
蝦蛄科和蝦蛄科的未
知種

Manningia pilaensis

(De Man, 1888) ， 

Levisquilla jurichi

(Makarov, 1979)

2021年中研院陳國勤等
發表蝦蛄幼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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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東海大學林惠真教
授團隊發表蟹類調查



2022年戴昌鳳發表新種Erythropodium taoyuanensis(桃園紅足軟珊瑚）



(1)生態人文資源獨特性：

•進行生態資源盤點，包括保育類或特有種，
整體棲地獨特性

•進行古蹟或遺址盤點

1. 不可替代性





這幾個月的施工，
不但巨大沉箱造成
底泥的擾動，還因
為填充的細泥大量
溢出，造成在潮間
帶，已經定位確認、
原本活力旺盛的一
級保育類柴山多杯
孔珊瑚，被細泥覆
蓋而亡。

工程從外地運來的填方
(細泥)，和原本生態系的
漂砂不一樣，所以沒有辦
法靠著暴雨或是強浪來清
除



現在已知正在施工的棧橋的範圍，是活的藻礁和一級保育類柴
山多杯孔珊瑚的主要棲地



(2)施工必要性及替代方案-迴避



(1)生態系服務（生態重要性）

A.生態多樣性 

B.降低海水酸化

C.永續食物庫

D. 環境教育

(2)各項經濟產值
兩座儲槽容量16萬公秉
中油目標「儲槽38座」拚2030年完工

一接高雄永安9座、二接台中港12座、

三接觀塘2座、四接協和2座、

五接台中5座、六接麥寮4座、

七接洲際4座。

2.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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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狠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





特有種很神奇嗎？

•特有種代表此種生物只有分佈
在台灣，若在台灣族群受到嚴
重的破壞而消失，就代表這個
物種在世界上消失。

•海洋生物繁殖過程透過洋流的
帶動，通常會遷移很遠的地方，
會成為特有種的情形極為罕見，
在繁殖機制及棲息地的需求一
定有其特殊條件。



生態資源盤點



主要工程包括

• 場鑄逐跨工法預力箱型梁橋，橋寬 
16.5~33.0公尺，總長1,104公尺

• 場鑄懸臂工法預力箱型梁橋(主線為脊
背橋，上構預力箱型梁橋，橋寬
35.4~36公尺，總長530公尺)

• 擋土牆等附屬工程。

開工日期 111 年 12 月 04 日，工期 2,000 日曆天，
預定竣工日期 117 年05 月 25 日。



(1)衝擊減輕

(2)復原方式

(3)生態補償

3.生態復原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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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掌握台灣旱招潮幼生的動態的
目的及方法為何？

• 雖然已有許多學者投入台灣旱招潮的研究，但其

幼生甚少於野外捕獲，尚難掌握台灣旱招潮於水

域中之動態。

• 執行環境DNA指紋分析，但該技術應用於潮間帶

仍然是探索階段。

• 台灣旱招潮的繁殖高峰集中在夏季，因此依據先

前調查成蟹分佈範圍之來源水系，選擇合適地點

每月大潮進行台灣旱招潮幼生誘捕工作，同時進

行環境DNA的指紋比對分析。



大眼幼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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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旱招潮的蚤狀幼生捕獲
過去文獻在外海並沒有補捉到臺灣旱招潮的幼生，也無定序到野生幼生的紀錄。

依據調查成蟹分佈範圍藉由光陷阱的捕捉，5、6、7月都有定序到其序列，在河道
內成功捕捉臺灣旱招潮的蚤狀幼體，雖然數量並不多，讓我們對臺灣旱招潮生活
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曾文溪口南岸樣點 01 蚤狀幼體 – 臺灣旱招潮 曾文溪口南樣樣點 02 蚤狀幼體 –遠海梭子蟹 

 



• 未來可於不同河口或者不同河流支系進行光陷阱捕捉，以此確認
並追蹤更廣的幼生蹤跡，來藉此更了解其動態與生命週期。

  

曾文溪口北岸樣點 01 蚤狀幼體 – 雙齒擬相手蟹 曾文溪口北岸樣點 02 大眼幼體 – 中華泥毛蟹 

 

  

曾文溪口南岸樣點 01 蚤狀幼體 – 未知 曾文溪口南岸樣點 01 蚤狀幼體 – 未知 

 







瞭解台灣旱招潮的分布及棲地需求，施工後可以營造台灣旱招潮可利用的棲地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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