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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溪埔及大泉伏流水原水管工程 
(規設階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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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原水

管起點為溪

埔伏流集水

井，預計沿

防汛道路向

南銜接大泉

伏流水井，

最後終點接

至高雄給水

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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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套繪工程路線，非位在法定之「大樹人工重要濕地」，

計畫工程管線多佈設於既有的道路，而鄰近地區目前土地

以農耕地居多，較少天然植群結構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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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減輕對策建議 

 植物生態 動物生態 

工
程
影
響
分
析 

計畫工程管線多佈設於既有的道
路，而鄰近地區目前土地以農耕
地居多，較少天然植群結構與分
布，亦無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
植物。未來施工對路線兩側之植
被環境影響有限。 

本計畫之工程並不會造成空域的擾動，
雖然工程施作會干擾部分鳥類棲地空
間，惟鄰近區域有大面積的農耕地以
及草原棲地環境可供棲息，對其影響
尚屬輕微。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縮小】 

本工程進行明挖工程設計，應儘量縮小施工區域，利用既有路廊，確保周
遭之草生地能繼續提供物種之棲息環境。 

 

【減輕】 

(1)降低施工機具運作時可能產生的噪音與振動。 

(2)加強路面灑水維護及泥沙清理，以減少揚塵產生。 

(3)針對未來施工承包商於合約明確要求禁獵野生動物。 

(4)如需夜間施工，照明設備避免直接照射周邊果園，以免造成果樹的生
長週期改變。 



案例二 

 

東港溪至鳳山水庫新園段及
緩衝水池段導水管工程 
(規設階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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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導水管齡已久，103年7月編製「東港溪至鳳山

水庫導水管改善計畫」 

龍港大橋

高

屏

溪 東

港

溪

東港溪抽水站

鳳山

水庫

鳳山淨水場

往昭明
加壓站

計畫埋設∮2200mmDIP導水管

銜接既有
∮1750mmPSCP兩處

計畫埋設∮2600mmDIP導水管 A

B

C

D
E

F

G

新園抽水站

林園取水站

圖例

中長期計畫路線

既有導水管

本計畫導水管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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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套繪「新園段」導水管工程路線，非位在法定之「林園人工

重要濕地」。計畫管線周遭多為既成道路、農耕地及魚塭環境。 

鄰近地區曾紀錄3種保育鳥類 (黑翅鳶、紅隼、紅尾伯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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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減輕對策建議 

 
植物生態 動物生態 

工程
影響
分析 

計畫工程管線多佈設於既有的道路，
而鄰近地區目前土地以農耕地、魚塭
居多，較少天然植群結構與分布，亦
無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未來
施工對路線兩側之植被環境影響有限。

本計畫之工程並不會造成空域的擾
動，雖然工程施作會干擾部分保育
鳥類棲地空間，惟鄰近區域有大面
積的農耕地以及草原棲地環境可供
棲息，對其影響尚屬輕微。 

生態
保育
措施 

【縮小】 
本工程進行明挖工程設計，應儘量縮小施工區域，確保周遭之草生地能繼
續提供物種之棲息環境。 
【減輕】 
(1)降低施工機具運作時可能產生的噪音與振動。 
(2)加強路面灑水維護及泥沙清理，以減少揚塵產生。 
(3)針對未來施工承包商於合約明確要求禁獵野生動物。 
【補償】 
施工完成可加強植栽(以原生種為原則)，營造生物多樣性。 



9 

經套繪「緩衝水池段」導

水管工程路線，雖非位在

法定之「林園人工重要濕

地」，惟位在高雄鳳山水

庫重要野鳥棲地。 

本區域之次生林及混合林

以鳳凰木、相思樹、榕樹

等喬木為主，提供每年3-5

月赤腹鷹、灰面鵟鷹等多

種保育鳥類過境猛禽及鸕

鷀、赤腹鶇、鷺科等鳥種

過境及度冬之夜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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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水庫2021年赤腹鷹春過境數量高峰圖 

鳳山水庫2021年灰面鵟鷹春過境數量高峰圖 

鳳山水庫2021年日本松雀鷹春過境數量高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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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減輕對策建議 

 植物生態 動物生態 

工程影
響分析 

計畫管線工程範圍主要經裸露綠地、
草生灌叢等自然度較低的植被，以及
人工雜林植被覆蓋區，未發現特殊稀
有植物分布，預期影響有限。 

工程管線直接切割鳳山水庫東側
之丘陵，可能影響過境猛禽(赤腹
鷹、灰面鵟鷹)和留鳥棲息環境。 

生態保
育措施 

【迴避】 
(1)工程施工應避開遷移性猛禽春過境期（每年3月至5月）。 
(2)於鸕鷀來臺灣度冬期間（10月至隔年4月），施工應避開晨昏鸕鷀集

體往返鳳山水庫與高屏溪的時間。 
【縮小】 
本工程進行明挖工程設計，應儘量縮小施工區域(約650m×4m=2,600m2)，
確保鳳山水庫周遭之次生林能繼續提供關注物種之棲息環境。 
【減輕】 
(1)降低施工機具運作時可能產生的噪音與振動。 
(2)加強路面灑水維護及泥沙清理，以減少揚塵產生。 
(3)針對未來施工承包商於合約明確要求禁獵野生動物。 
【補償】 
施工完成可加強植栽(以原生種為原則)，營造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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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施工期程 

年

月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一 設計階段
1.1 緩衝水池段(EF)基本設計報告 2.0

1.2 緩衝水池段細部設計報告 2.0

1.3 緩衝水池段(EF)水土保持計畫 6.0

1.4 協助辦理招標作業 2.0

1.5 招標公告 1.0

二 施工階段
2.1 施工動員及施工計畫送審 2

2.2 明挖管線施工 3

2.3 永久水保設施施工及檢查 2

2.4 試水及復舊 2

112年110年 111年

猛禽過境期 猛禽過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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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高雄鳥會建議(110.11.30) 

本工程設計單位規劃施工期程已避開鳳山水庫於每年3-5月遷移性猛禽過
境期，但仍需注意工程實際發包時要落實，避免工程施工期與猛禽過境
期重疊。 

高屏溪水管橋附近高灘地有豐富的度冬鳥類利用，如黑面琵鷺及雁鴨科
水鳥等，相關工程中長期計畫亦請多加注意，工期最好縮短並避開10月-
隔年4月，擾動之泥灘地可盡量恢復，亦可適度補償將陸化之沙灘地調整
至泥灘地供水鳥棲息利用。 

鳳山丘陵東側的竹林、雜林與農耕地也是猛禽利用的夜棲地，工程影響
到的區域可能會砍伐長的還不錯的竹林，建議在水公司的用地範圍，施
工後的植生復育可考量再將竹子種回來，可補償猛禽棲息的環境。 

依目前工程施工於林地開挖區域主要是帶狀，影響的範圍可能的面積約
為3-4分地，要有機制能夠儘量復原為原棲地環境。 

依規劃施工期程，建議可在每年猛禽春過境後(5月中)及颱風還沒來時施
工。 



案例三 

 

台鐵宜蘭線第三雙溪橋改建工程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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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雙溪河水系整

治計畫，並回應地

方改善淹水需求 

將既有鐵路段進行

改線、延建並加高 

第三雙溪橋 

新社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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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寮洋鳥類生態豐富、雙溪屬未受污染水體，具洄游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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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規設階段生態檢核 

諮詢關切公民團體 

釐清相關研商課題 

辦理現地勘查作業 

協助辦理相關會議 

達成共識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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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原規劃之脊背橋，恐影響田寮洋農田濕地鳥類生態。 

脊背橋以制式橋型辦理變更，並加環保措施及環境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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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內容 

施
工
期
間 

鳥類 

生態 

以第三雙溪橋、新社橋與其間路堤
改建區域(約1.84公里)為路線，沿
線向兩旁延伸500m範圍內 

6-8月(夏季)每月調查
1次，9月至翌年5月，
每月調查3次 

除記錄鳥種及數量外，也一併記錄出現
的座標位置和棲地類型，以瞭解鳥類出
現的熱區和偏好的棲地類型。 

水域 

生態 

第三雙溪橋改建工程施作最上(下)

方往上(下)游20公尺處水域為限，
共2 站 

每季一次 水生昆蟲、附著性藻類、魚蝦蟹螺貝類
及其他大型無脊椎動物種類與數量(含
保育類及稀特有種等) 

營
運
期
間 

鳥類 

生態 

以第三雙溪橋、新社橋與其間路堤
改建區域(約1.84公里)為路線，沿
線向兩旁延伸10m範圍內 

6-8月(夏季)每月調查
1次，9月至翌年5月，
每月調查3次 

鳥類行為、是否有受傷或死亡鳥類及判
斷可能情形 

水域 

生態 

第三雙溪橋改建工程施作最上(下)

方往上(下)游20公尺處水域為限，
共2 站 

每季一次 水生昆蟲、附著性藻類、魚蝦蟹螺貝類
及其他大型無脊椎動物種類與數量(含
保育類及稀特有種等) 

 田寮洋農田濕地進行鳥類生態調查 

 雙溪進行水域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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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鳥類生態熱區分布並未出現明顯趨避鐵道及施工區域的現象。 

1-3月記錄17目44科112種鳥類，5,249隻次，19種保育類。 

4-6月記錄14目41科109種鳥類，3,194隻次，16種保育類。 

7-9月記錄14目34科  70種鳥類，3,133隻次，11種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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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歷次鳥類調查資料，針對整體鳥類種數及數量變化，所構

建的廣義線性混合模型分析顯示，施工與否並未明顯對整體鳥

類造成負面影響。 

有施工的樣區鳥類種數(平均2.63±2.03)相
較未施工的樣區鳥類種數(平均2.08±1.52)

來得多 (p=0.006，紅點為平均值) 

有施工的樣區鳥類數量(平均9.91±33.4)相
較未施工的樣區鳥類數量(平均5.5±29.26)

來得多 (p=0.005，紅點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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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鳥類調查，除在鳥隻次過度集中於少量數種鳥的情形
下使得夏儂多樣性指數(H’)和均勻度指數(J’)下降，其他的

走勢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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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點位於河口感潮帶，是許多海洋魚類幼魚發育成長之處，

也是洄游性淡水魚往返淡水及海洋必經之處。 

110年紀錄洄游性物種：1~3月4種； 4~6月8種； 7~9月7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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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魚類調查，物種豐度及物種多樣性調查成果皆以上游
樣站較高。 

有效物種數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顯示調查上下游之
物種多樣性皆無顯著差異(上下游：p=0.0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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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線第三雙溪橋改建工程」因位於田寮洋農田濕地及雙

溪，鳥類及水域生態豐富。 

110生態監測成果初步顯示，施工期間工程並未造成顯著負

面影響。 

將持續進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累積長期之分析資料

後，若有受工程施工

或設施造成阻隔的現

象，進而研擬相關之

營造及強化生態廊道

之友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