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線(16k+607~20k+890)西湖至瓦磘路段新建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112年度第 1次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一、 時間：112年 2月 6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二、地點：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福興施工處 1F會議室 

三、主持人：楊建隆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未派員) 

 

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第七工務段： 

王毓慶、李宏茗、曾緯民、羅美惠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福興施工處： 

呂宜儒、陳俊江、江泰龍、余茂雄、王榮華、施永滿、陳韋詠 

謝逢益、連俊傑、許士軒、巫金憲、鄭貴蓮、張明智、陳奕蓁 

周喬昱、薛怡臻、許媛婷、王筑筠、許綵恩、莊絜琋 

 

其他協力廠商： 

謝宥任、林芷瑄、張詠善 

 

 

 





 
 

 



東西向快速公路台76線
(16K+607~20K+890)
西湖至瓦磘路段新建工程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講師：陳暐玄
112年0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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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道公路生態檢核說明

二、施工階段表單填寫

三、案例分享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說明

























生態檢核緣起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全面導入生態檢核機制，加強棲地
生態環境保育。

民間、專業與政府全體動員的行動
共構機制，強化計畫可執行之願景
藍圖，計畫依審查意見修正。

程序規定公開說明，網頁資訊
即時透明，全民督辦監工。

生態
檢核

公民
參與

資訊
公開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公共工程委員會，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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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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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歷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4月25日工程技字第10600124400號函

公共計畫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5月10日工程技字第1080200380號函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更名『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考量公共工程應注重生態保育，整合各部會執行生態檢核成果，研訂「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經106年4月11日研商會議討論達成共識，請公共
工程計畫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各機關可依個案工程及生態環境
特性，本權責及需求，自行增補訂定，以利執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10月6日工程技字第1100201192號函，就應

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計畫建立友善資訊公開平台(含作業規定、個案內容及查

詢統計、資訊分享等內容)。

111年1月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手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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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111)

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之工程
• 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公路工程。
• 工程建造經費新台幣二億元以上或長度
一公里以上之公路新建拓寬工程。

下列情形之一，除另有規定

外，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

 災後原地復健

 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且自評

確認無涉及環境保育議題

 已開發場所且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

境保育議題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

 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之建築工程

 維護管理相關工作

資料來源: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111)

可
行
性
評
估

規
劃
環
評

設
計

施
工

維
護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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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目標

執行與追蹤

保育對策擬定

工程治理
工程單位辦理

現場勘查

民眾參與

資訊公開

生態資料收集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生態專業人員參與

生態減輕策略

生態檢核執行概念

目的:減輕工程對環境衝擊，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棲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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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既有工程流程，依工程生命週期區分辦理階段

可行性
評估

規劃 環評 設計 施工
維護
管理

搭配表單記錄生態資訊與溝通過程

應用圖資工具協助釐清議題、研擬對策、專業領域間溝通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為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擬定保育措施

◼ 迴避: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生態敏感性較高的區域
◼ 縮小:縮小工程設計量體
◼ 減輕:減輕工程隊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
◼ 補償:補償工程施作對生態之損失



✓ 結合文獻與現地評估，判定關注物
種與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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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衝擊分析及保育對策擬定

1.釐清生態課題

✓ 對照設計圖，評估個體續存、棲地
影響、移動阻隔等效應

✓ 提出工程影響預測

2.評估工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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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程與生態團隊討論溝通，確認生
態保育對策執行

4.保育對策確認

迴
避

目
標

降
低
生
態
環
境
衝
擊

縮
小

減
輕

補
償

• 不施作
• 保留不可回復
棲地環境

• 減少施作規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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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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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工作考量及重點

生態檢核
階段

生態友善考量 工作重點

可行性
評估

研擬生態衝擊的減輕及
因應對策，決定可行工
程方案。

◆快速評估環境生態特性及工程對
環境之潛在影響

◆迴避重要生態區域
◆生態衝擊最小之工程配置方案

規劃
環評
設計

研提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等保育措施，納入
工程設計。

◼ 確認生態課題及生態保全對象
◼ 參與圖說初設、細審，提出生態
保育納入工程設計

◼ 擬定縮小工程、考量補償方案
◼ 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計

施工 加強督導定期改善

⚫ 召開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溝通相關意見。

⚫ 落實前階段生態保育措施
⚫ 異常狀況處理

維護管理
生態棲地受損研提補償
措施

➢ 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 檢視生態環境恢復

生態檢核
效益

計畫可行性評估階段執行生態檢核機制，生態保育效益最佳，由生態
專業人員評估，掌握生態議題，提出生態友善建議。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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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機制工具

檢核表 生態關注區域圖 棲地評估

• 以行政輔助將生態
考量納入

• 作為專業領域之間
溝通工具

• 標繪生態關注區域
• 提供須進一步加強
保育之範圍

• 作為迴避、縮小、
減輕及補償之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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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合檢核表、生態關注區域圖及棲地評估，專業參與
• 綜合程序及功能性

執行歷程由檢核表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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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套疊

法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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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重要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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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地保育法：國家重要濕地

◼ 野鳥重要棲地環境（ＩＢＡ）
◼ 石虎重要棲地



14

現場勘查

◆生態團隊現場勘查

◼掌握重要物種與棲地環境
◼判斷生態議題及確認生態保全對象
◼現場整合工程與生態需求

◆訪談在地居民、NGO團體

◼利於各方溝通討論

民眾參與

說明會形式 辦理時間點 目的 邀請對象

設計階段說明會
工程設計圖說
定稿前

1.蒐集居民重視生態議題、
在地人文資產與保全對象 1.在地民眾

2.關心工程治理之民間
團體(NGO)施工階段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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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26

施工前說明會

111.12.26

保全對象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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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域圖

等級 陸域/水域 判斷標準

高敏感度 紅/藍
不可取代或不可回復的
資源

中敏感度 黃/淺藍
部分擾動，仍有生態價
值的棲地

低敏感度 綠/- 人為干擾大的環境

人為干擾 灰/淺灰 已受人為變更的地區

等級 工程設計、施工原則

高敏感度 ✓ 優先迴避

中敏感度
✓ 迴避或縮小干擾
✓ 棲地回復

低敏感度 ✓ 施工擾動限制在此區域
✓ 進行棲地營造人為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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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措施平面圖(範例)

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工程
圖說並明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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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 交通部公路總局之「生態檢核專區」應包含主辦工程案生態檢核相關資料。

評估報告 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教育訓練成果

由專屬網站公開資訊



施工階段表單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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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目的:
◆ 統整各案生態檢核資訊
◆ 工程基本資料
◆ 各工程辦理階段概況

✓ 依階段勾選
✓ 附表呈現過程依據

• 生態專業人員/相關
單位意見紀錄表

•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
檢表

• 生態監測紀錄表
• 異常狀況處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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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意見紀錄表

生態檢核人員
填寫

工程單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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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內容不得擅自
修改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檢
查
項
目

描
述
檢
查
情
形
與
結
果

施工前
友善措施
執行照片

✓ 廠商每月填寫
✓ 監造查核
✓ 主辦、生態人
員複查

照片拍攝日
期及執行情
況文字說明

需
同
角
度
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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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監測紀錄表
生態人員填寫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棲地評估

棲地現況影像記錄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拍攝日期：111年 12月 05日、111年 12月 26日 

  

編號 1紅雞油群 

座標(TWD97)：X：196291，Y：2656469至 

X：195987，Y：2656466 

編號 2員林大排旁行道樹 

座標(TWD97)：X：196291，Y：2656469至

X：195640Y：2656474 

  

編號 3蘭嶼羅漢松群 

座標(TWD97)：X：194773，Y：2656039 

編號 4大樹群 

座標(TWD97)：X：194735，Y：2655961 

  

編號 5榕樹公 

座標(TWD97)：X：194712，Y：2655810 

編號 6大樹群 

座標(TWD97)：X：194712，Y：2655810 

保全對象照片



23

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期間查核

1.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

2.野生動植物異常死亡

3.水質混濁

4.友善措施未確實執行

5.民眾或NGO團體陳情

1.生態團隊、主管機關、工程單位以

及陳情人員共同討論矯正措施並執行

2.主辦機關或生態團隊持續追蹤至異

常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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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表 □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

工程名稱
東西向快速公路台76線(16K+607~20K+890)西湖至瓦磘路段新

建工程

異常狀況類型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不當 □水質渾濁

□生態環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生態保育措施未執行

□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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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生態異常狀況描述

複查至環境穩定

召集主辦、
工程方及生
態方研擬對
策

表單填寫：
監造單位填寫者，應會
同生態專業人員複查；
或由生態專業人員自行
填寫及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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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範例

文字說明發現
日期及原因

附上會勘
及

現地照片

文字說明
解決對策

與
處理情形



生態檢核案例分享























苗30(聯大路)整體改善工程
設計施工維護管理階段



➢計畫道路位於苗栗縣苗栗市聯大路(苗30線)，為連接國立聯合大學
八甲校區及二坪山校區之重要道路，因受丘陵地形影響，道路蜿蜒
曲折，縱向坡度起伏較大，故易發生交通事故。

上坡路段

多事故路段

聯合大學

27

計畫範圍與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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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內容
工程內容:

1.橫斷面要素配置改善→增設1個3.5公尺混

合車道加大外路肩至1.0公尺，給予偏離道

路的機慢車輛有更大的緩衝空間。

2.工程終點線形改善→終點既有S型反向曲線

修正單一克羅梭曲線。

3.道路橫坡 (超高 )改善→本工程改善

0K+017.68~0K+658.06 ； 1K+846~2K+037.58

路面超高修正增進行車安全。

4.縱坡度改善→改善位於1K+791凸型豎曲線

影所響所致應變視距不足。

5.人行道改善→人行道設計高於路面，緣石

加設反光標記，避免用路人撞上。

6.結構補強工程→錯位擋土牆地錨加固。

7.植栽移植工程→2m綠帶移除。

8.LED照明工程→加設雙臂路燈間距35m。

9.交通工程→增設LED牌面加強夜間警示。

原有道路配置

改善後道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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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年
度

資料來源

105 覺行寺開發環境影響說明書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新
竹分所西湖鄉試驗用地新建乳業
研究大樓、員工職務宿舍及牛舍
周邊設施環境影響說明書

103 後龍溪流域河川情勢調查(復安橋
下游樣站)

106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開發計畫
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105 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

109 網站-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107 圖資-臺灣淺山生態情報圖

➢蒐集文獻 ➢ 套疊大尺度圖資，計畫路線未位於法定
公告生態敏感區

➢ 依林務局「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
計畫路線位於石虎重要棲地

保安林

石虎重要棲地

石虎潛在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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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
靠近聯合大學路段兩側次生林及草生地環境良好，符合石虎可利用之
環境，道路有阻隔效應，且曾於2019年12月13日記錄一筆石虎路殺。

次生林及草生地

南龍坑溪
道路沿線多處涵管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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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5.3kg雄性石虎

苗30(聯大路)0.4k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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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執行成果

➢確認保全對象及關注物種

➢進行棲地評估

評估因子 程度 評分(1~4分)

1.木本植物覆蓋 15~55% 3(次理想)

2.植生種數 20-30種/100m2 3(次理想)

3.原生種覆蓋度 30-65% 3(次理想)

4.植物社會層次 具二層結構 2(尚可)

5.演替階段 先驅樹種優勢(中期) 3(次理想)

總分 14(次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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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分類 統計 特有(亞)種 特稀有植物、保育
類

哺乳類 4目5科6種 特有種：２種 I級：石虎

鳥類
12目29科
41種

特有種：４種
特有亞種：12
種

II級：臺灣畫眉、領
角鴞及大冠鷲
III級：紅尾伯勞

兩生類 1目5科5種 特有種：１種 －

爬蟲類 1目2科4種 特有種：１種 －

蝶類 1目5科20種 － －

石虎

白鼻心

白腹秧雞 紅尾伯勞

黑眶蟾蜍 藍灰蝶

臺灣竹雞

陸域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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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專家會同現勘
◼ 林良恭老師

➢訪談
◼ 新英里20鄰鄰長、大學警衛

建議：1.移除中央分向島、拓寬道路
2.管控車速，加強輔導

➢諮詢NGO團體
◼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

建議：1.於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應辦
理生態檢核作業

2.應考量道路對石虎之影響

建議：1.設置動物防護網及綠籬
2.新設3處箱涵做為動物通道

➢主要用路人
◼ 聯合大學

決議：1.人行道採抬高方式設計
2.路設設L溝及集水井
3.分隔島改為矮灌木



生態友善對策
由於本案包含關注物種石虎，針對石虎研擬保育對策如下：

生態友善對策

迴避 道路兩側既有林相保留，避免施工單位進入破壞或干擾。

減輕 於0k+100至300之間設置減速標線及石虎警告標誌

減輕
於 0k+110 、 0k+235 、 0k+300 新 設 3 座 橫 越 箱 涵
SxH=1.2x1.2m供石虎利用。

減輕
於道路左側-0k+025~0k+345及右側0k+100~0k+345新設
鏈式鐵絲網柵欄，引導野生動物由道路下方箱涵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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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鏈式鐵絲網柵欄設置 石虎警告標誌設置橫越箱涵設置既有林相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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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對策

生態友善對策

減輕 工程須避免破壞橋下南龍坑溪溪床環境，不可有工程廢棄土石堆積。

減輕
施工期間避開動物覓食及活動旺盛期間(早上8：00前；下午5：00
後)，並禁止夜間施工。

減輕 工區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30公里以下。

減輕
禁止施工人員捕捉、傷害野生動物，若有發現疑似石虎之野生動物
停留於工區環境內，立即通報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並暫時停工。

減輕
規劃移植之喬木，移植前應規畫最佳樹木移植期程並提出「植栽施
工(含移植)計畫書」，選定適合之移植季節，於移植前提早進行斷根
和修枝等移植相關作業，提升移植存活率。

減輕
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中並帶離現場，禁止埋入土層，
或以任何形式滯留現場。

一般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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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對策

➢擬定生態友善措施並納入圖說

生態友善對策

生態關注區域圖

平面圖標示施作動物
通道、攔網及警示牌

等的位置

攔網

箱涵

警示牌

設計階段整合各方意見，將道路安
全及生態友善加以考量後納入圖說

➢ 迴避兩側林相

➢ 限制施工範圍於低
敏感區及人為干擾
區

➢ 迴避南龍坑溪，禁
倒廢土

➢ 限制施工時間

➢ 工區車輛限速

➢ 禁止捕捉野生動物

➢ 移植依照規範

➢ 垃圾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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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執行

生態監測記錄表

生態檢核人員填寫
記錄施工前、中(施工進度達約50%)、後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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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相機架設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石虎 白鼻心

109.02.12109.01.09 109.01.21

臺灣竹雞

石虎

110.06.02 110.11.23

石虎 石虎

111.02.17

維管階段

白鼻心

111.04.22

食蟹獴

111.05.13

鼬獾

11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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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階段生態課題

加拿大蓬

大花咸豐草銀合歡

強勢外來種入侵情形，導致原生種或新植植栽遭競爭淘汰。

兩側排水溝切割棲地連續性，並易使野生動物受困。

既有邊溝 新設U型明溝

建議優先選擇上邊坡具有良好棲地之
邊溝，沿上坡側設置動物坡道，可使
掉落之野生動物脫困回到較安全之環
境。

新植之灌木綠帶初期應增加人工撫育
之頻度，並加強對外來入侵種之刈除，
待新植植株已有穩定之族群數量再改
以定期撫育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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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階段生態課題

鏈式鐵絲網底部與地面交接處空隙過大，尚失導引或阻隔之效果。

追蹤後續野生動物使用箱涵之情形，適時進行維護，提升野生動物使用率。

建議將發生空隙處利用土方堆置或
土包袋堆疊，減少縫隙之大小，在
利用密植之植栽形成天然阻隔屏障。

箱涵外部植被生長情形 箱涵內部積水情形

箱涵與棲地進出口植被生長
過於茂密，將降低野生動物
進入箱涵機會，積水過深將
導致野生動物無法使用該箱
涵，應適時進行人工之維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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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苗30(聯大路)整體改
善策略評估」公聽會

https://www.miaoli.gov.tw/bidding
/News_Content.aspx?n=1093&sms

=11691&s=390593

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
dataset/lianda-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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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石虎保育協會常務理事 

里山基金會籌備處 

彰化縣野鳥學會 

台北市野鳥學會 

簡介 

畢業於中興大學昆蟲系、生研所，生態研究者，除了關

心石虎、鳥類生態外，近年來也積極關心台灣各處公共

工程的開發，實際參與生態檢核之討論。 

課程主題 人鳥共享平安路 

 



人鳥共享平安路





當鳥類跨越道路前往農地或溪流







圖片來源:路死誰守 高速公路護生指南 (高公局)













































目前工區可能會面對的關注物種:
鳥類:燕鴴、小辮鴴、彩鷸、大杓鷸、黑翅鳶。
爬蟲類:草花蛇。

工程進行時會遇到的野生動物衝突:
1.路殺。
2.繁殖季的坐巢孵卵及育雛期雛鳥與親鳥失散。
3.蛇類進入工區。
4.犬隻追逐野生動物。

































台灣動物路死觀察網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
https://roadkil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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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受傷的野生動物時

‧野生動物救傷3 步驟

‧1.觀察/捕捉 聯繫救援單位確認動物(鳥類
及哺乳類)狀況，必要時以毛巾、手套或衣
服捕捉。

‧2.安置 以戳洞紙箱安置動物(鳥類及哺乳
類)，暫勿餵食、餵水。

‧3.聯繫救援 立即連絡各縣市保育單位/野
生動物救傷中心或撥打市民專線1999.



彰化縣及鄰近的的救傷單位

‧彰化縣政府 農業處森林暨保育科 04-
7222151 #1621、04-7531621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彰化市中央路二號
(04)7620-774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野生動物急
救站049-276133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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