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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達營造有限公司 

生態保育措施宣導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工程名稱：台 9 線 282K+100~284K+221(三民至三軒段)道路拓寬工程 

二、時    間：112年 11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00分 

三、地    點：花蓮縣玉里鎮大同路 215號(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 9

線花東縱谷監造工程處二樓會議室) 

四、主    席：楊孟儒                               紀錄：張信捷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六、機關及地方意見： 

(一) 交通部公路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第三工務段 

1. 有關施工階段生態檢核自評表與契約施工補充條款附件五、省道

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中「省道工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表」略有差異，請補充說明其中未列入施工前之可行性評估、規

劃、環評、設計、維護管理等各階段執行成效狀況。 

弘益生態有限公司回應： 

省道工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屬全階段生態檢核之過程，未列入前

述部分係因目前屬施工階段，施工廠商將現階段所調查及施作過程

如實填寫表單，如可行性及環評階段亦能提供資料，可列入自評表

內呈現。 



(二) 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玉里工務段 

1. 關於本標案生態檢核維護管理階段是否有期限？ 

弘益生態有限公司回應： 

維護管理應視標案範圍中棲地維護狀況而訂，主要在完工後與主辦

機關協調何時進入維護管理階段，原則為施工後始至 2年為限。 

2. 有關完工後通車路段夜間路燈使用時間建議 10：00PM~6：00AM

為關燈狀態，據目前省道公路照明需求現況難以配合，是否有其

他執行或替代方案？ 

健達營造有限公司回應： 

目前省道路燈設計為鈉氣燈且照度較寬闊，易影響夜間生態動物環

境，且後續管養單位較難維護，現階段已由玉里鎮公所向公路局提

出建議變更為 LED燈，且願配合完工後裝設遮光罩盡量集中燈照範

圍於道路上，亦可解決該影響問題。 

(三)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 9線花東縱谷監造工程處 

1. 有關工程告示牌中生態檢核資訊查詢專區掃描 QRCODE所呈現工

程階段、狀態及內容該如何撰寫或登錄公開資訊？ 

弘益生態有限公司回應： 

因系統權限緊開放主辦機關登錄作業，該項登錄狀況係由主辦機關

審查計畫書完成後建立該標案生態檢核個案內容，資料包括施工期



間各期報告、檢查表單、簡報及計畫書內容呈現到公開資料給其他

機關、相關單位及民眾查閱。 

(四) 三民里里長 

1. 本標案依以路就樹方案進行設計，據里民及鄰近農民意見表示該

段路樹為落果樹種，是否可由其它類樹種替代？ 

健達營造有限公司回應： 

據 112年 10月 13日立法委員視察該路段會議記錄中提到，地方民

眾多次陳情兩旁芒果樹間距過密，夜間照明受嚴重阻隔，相關道路

拓寬計畫設計不良，不符地方需求，已請公路局另案研議調整芒果

樹位置，後續我們施工廠商將盡力配合主辦機關提升公路安全狀況。 

七、散    會。 



 

 

 



 

 

 

 

 

 

 

 

 

 

 

 

 

 

 

 

 

 

 

 

 



 

 

 

 

 

 

 

 

 

 

 

 

 

 

 

 





台9線
282k+100~284k+221

(三民至三軒段)

專案經理   蔡魁元

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教育訓練



生態檢核簡介

什麼是生態檢核

透過生態調查和溝通，整合工程與生態理念

在工程的各個階段納入生態保育策略

並將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融入工作流程中

生態檢核的目的

提升工程對環境友善的程度

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落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政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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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執行依據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工程技字第1120200648號函修正）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交通部公路局，112年9月）

3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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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交通部公路局，112年9月）

4



落
實

生態檢核流程

可行性評估
階段

衝擊較小之工程計畫方案

生態保育原則

提
出

規劃、環評
階段

生態保育對策

合宜的工程配置

提
出

設計
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監測項目

提
出

施工
階段

生態保育措施

環境品質維護

維護管理
階段

生態課題

改善生態保育措施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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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基本資料工程基本資料

可行性評估
階段

可行性評估
階段

規劃階段規劃階段

環評階段環評階段

設計階段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維護管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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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辦理之過程及結果紀錄於自評表及相關附表。
並依序移交給下個階段主辦單位。



工程核定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

蒐集
生態資源

評估
工程方案

提出
生態保育原則

現場勘查
意見紀錄

提出
生態建議

工程方
回覆

附表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

意見紀錄表

附表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

意見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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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
重要棲地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評估比較

不開發方案

衝擊最小方案

$

研擬工程各階段
生態檢核

作業項目及費用資訊公開



規劃階段及環評階段

研擬
生態保育對策

8

資訊公開

確認
生態議題

生態保全對象

掌握生態
環境資料

提出
生態建議

工程方
回覆

附表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

意見紀錄表

附表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

意見紀錄表

等級 工程設計及施工原則
高度敏感 ✓ 優先迴避

中度敏感
✓ 迴避或縮小干擾
✓ 棲地回復

低度敏感 ✓ 施工擾動限制在此區域
✓ 進行棲地營造人為干擾

民眾參與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繪製關注區域圖

現場
勘查



設計階段

確認
生態議題

生態保全對象

提出
生態保育措施
完成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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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生態建議

工程方
回覆

附表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

意見紀錄表

附表1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

意見紀錄表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資訊公開

標示友善措施位置

民眾參與

設計說明會

專家學者訪談

現場
勘查



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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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評估分析紀錄表

工程人員+生態人員

工區周邊2公里物種資源

現場勘查影像記錄

記錄工區周邊環境概況

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保全對象照片

研擬保育對策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表

友善措施標示於
平面配置圖內

詳列生態保育措施

提出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記錄生態保育措施
討論過程



施工階段

施工前：

施工計畫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擬定異常狀況處理計畫

辦理施工說明會

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施工人員與生態專業人員確認保全對象位置

施工中：

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況

工程督導納入生態保育

生態監測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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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後：

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況

生態監測記錄
資訊公開



施工階段 – 現勘意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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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查

生態人員與工程方討論

工程方
回覆

提出
生態建議

棲地影像記錄

附表1



施工階段 –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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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措施內容

說
明
執
行
狀
況

依
照
執
行
狀
況
勾
選

工地主任、現場人員 簽名

同位置
同角度
拍攝

拍攝工程施作情形

需每月填寫回傳

附表5 附表5



施工階段 – 生態監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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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對象
影像

工區周邊
棲地影像

工區周邊
棲地環境描述

(施工前、中、後)生態團隊組成

生態資料蒐集
成果

附表6



施工階段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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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類型勾選

監造單位填寫

生態人員填寫
+

提報人員、日期

狀況說明
照片記錄

解決對策

複查者
簽名、日期

附表4



維護管理階段

分析
生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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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團隊組成

工區周邊2公里物種資源

現場勘查影像記錄

記錄工區周邊環境概況

生態保全對象照片

資訊公開
生態保育措施
執行成效評估

現場
勘查



資訊公開

https://www.thb.gov.tw/News.aspx?n=410&sms=1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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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9線
282k+100~284k+221

(三民至三軒段)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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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周邊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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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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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周邊物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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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嘴鴨  

麻雀

黑頭文鳥(III)  

烏頭翁(II)  

蒼鷺中白鷺

小環頸鴴

家燕鷹斑鷸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路、道路周邊監測資料

類別 特有種 特有亞種 保育類

哺乳類 9種

鳥類 12種 31種 45種

兩生類 5種 1種

爬蟲類 4種 2種

蝶類 3種

文獻記錄保育類物種：

I：柴棺龜、黑面琵鷺

II：紅隼、遊隼、燕隼、八哥、朱鸝、大陸畫眉、臺
灣畫眉、野鵐、烏頭翁、青頭潛鴨、鴛鴦、黃嘴
角鴞、領角鴞、鵂鶹、水雉、彩鷸、小燕鷗、環
頸雉、白琵鷺、魚鷹、大冠鷲、灰澤鵟、赤腹鷹、
東方蜂鷹、東方澤鵟、松雀鷹、林鵰、花澤鵟、
黑翅鳶、黑鳶、鳳頭蒼鷹

III：金線蛙、臺灣黑眉錦蛇、紅尾伯勞、黑頭文鳥、
白耳畫眉、白尾鴝、黃腹琉璃、鉛色水鶇、燕鴴、
大杓鷸、大濱鷸、半蹼鷸、紅腹濱鷸、黑尾鷸、
臺灣山鷓鴣

現場勘查紀錄

洋燕



本工程生態保育措施

⚫ 工程車輛限速30公里。

⚫ 施工期間道路側設置紐澤西護欄。

⚫ 非施工期間僅保留工區警示燈。

⚫ 施工範圍以既有道路或裸露地為優先考量。

⚫ 避免晨昏時段施工。

⚫ 妥善處理廢機具油、施工廢水及生活廢水。

⚫ 妥善集中並帶離廢棄物。

⚫ 禁止餵養流浪貓狗及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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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車後縮短夜間路燈使用時間。

⚫ 移植9株路樹。

⚫ 種植高灌木植栽。

⚫ 道路兩側設置警鳥設施。

南下道路右側用地範圍外
之次生林

道路沿線兩側524株行道樹

保全對象

工程
配置

工程
行為

完工後
設置

警鳥設施

關燈時間：10:00PM ~ 6:00AM



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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