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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生態檢核教育訓練
台9線316K+575~319K+820(富里至富南段)道路拓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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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依據

→本工程屬第一類



執行項目及流程



執行項目及流程

•需辦理生態檢核者，
各分類生態檢核於
各階段應填寫表格
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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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應填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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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生態
關注區域圖



本工程保育措施

• [迴避]計畫路線兩側茄苳、樟樹、小葉南洋杉、烏心石及榕樹等
行道樹，共計242棵全數保留。

• [迴避]計畫路線317K+650處旁有榕樹1棵，其非花蓮縣政府公告之
受保護樹木，但已達受保護樹木之標準，故予以保留。

• [迴避]計畫路線319K+180處記錄有次生林1處，為鄰近區域野生生
物喜棲息之環境，施工期間禁止工程人員及機具進入破壞或干擾。

• [迴避]計畫路線317K+200~317K+700處為富南遺址，禁止對此處進
行工程開挖，以免誤損尚未出土之遺跡文物。



本工程保育措施

• [減輕]移植計畫路線內火焰木共135棵至羅山地區，另苦楝、榕樹、艷紫荊、烏心石
及茄苳等既有行道樹，共35棵移植至計畫路線內，移植作業皆依工程會規範之樹木
移植作業流程執行。

• [減輕]施工期間所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以有蓋之儲存設施收集，並妥善包覆
處置後帶離工區現場，避免儲存期間遭野生動物啃食或在運送期間破損。

• [減輕]工程施作於施工限制範圍內作業，避免施工機械及人員干擾周圍既有棲地環
境，並於計畫區周圍設置甲種圍籬，以防野生動物誤闖工區。

• [減輕]計畫區周圍棲地環境適宜野生動物活動及棲息，施工期間若於工區內發現野
生動物，禁止捕殺行為，並採用柔性方式將之驅離。



本工程保育措施

• [減輕]施工車輛於工區內速限每小時30公里以下，降低野生動物發生路殺之
機率。

• [減輕]施工期間避免使用老舊之機具施工及運輸工程車，並適時進行車輛及
機具之保養維修，且防止高噪音機具同時施工，以減輕施工噪音對鄰近物種
之干擾。

• [減輕]非施工時間除工區警示燈外，盡量降低夜間照明，避免干擾夜行性動
物的活動及覓食。如有夜間施工之必要，夜間照明採用遮罩式燈具，將光源
集中於施工區域，避免光源溢散到工區外區域，影響夜行性動物正常活動。

• [減輕]針對路面與道路旁植被進行灑水工作，並視現地狀況增加灑水頻率，
以降低揚塵遮蔽植株葉面，導致植物生長情形不佳。



本工程保育措施

• [減輕]運送廢棄土石方時，其運送車輛採用具備密閉車斗之運送機具或使用
防塵布及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土石方，防止因風吹揚塵增加危害或掉
落地面汙染環境。

• [減輕]於工程車輛進出口設置洗車臺設施，避免車輛將工程廢土藉由輪胎或
車身帶出工區，形成揚塵進而影響工區外植被生長，或污染工區外環境。

• [減輕]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水，或施工機具產生之廢棄油料，需經
妥善處理後才可進行排放，並禁止排放至工區周圍草生地、農田及灌溉溝渠
內。

• [減輕]施工便道及臨時置料區選用既有裸露地、既有道路或拓寬範圍之區域，
避免過度移除既有植被，降低工程對陸域棲地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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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態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