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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屬性 技術規範或準則
調查
項目

調查
方法

調查
頻度

調查
範圍

其他

環境影響
評估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
規範

V V V V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

植物生態評估技術
規範

V V V V 同上

海域生態評估技術
規範

V V V V 同上

河川情勢
調查

河川情勢調查作業
要點

V V V V

生態檢核 - - - - -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
態檢核表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表(河川、區域排水)
◎環境友善檢核表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
態檢核表 (分為核定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生態檢核與環評、河川情勢調查之比較

3



計畫範圍擬定

計畫目標與優先次
序確認

生態資料及網路議
題蒐集

環評案例

河川情勢調查

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

台灣動物路死
觀察網

易淹水地區治理
計畫

石虎重要棲地
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

野生動物保護
區

自然保留區

計畫區現勘

擬定生態檢核工作
計畫書(含調查範圍、
項目、頻度、方法)

規劃設計

公開說明會及會勘
當地居民、村里長、
民代、社團參與

保育措施與原則擬
定

「利他、迴避、減
輕、補償」

民眾意見回應與計
畫調整

核定
階段

規劃設
計階段

施工
階段

營運
階段

工程施工

生態檢核及調查

暫停施工

施工方法
或範圍調
整

替選方案研擬

生態檢核及調查

環境異常

計畫範圍套疊敏感
區位圖

檢視計畫目標達成率

選擇合適生態檢核
表記錄或調整表格

生態敏感區標註

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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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型態

水域廊道
連續性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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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水域型態 淺 瀨 淺 流 深 潭 深 流

代表照片

備 註
水面多出現流水撞擊
大石頭所激起的水花

流況平緩，較少有水
花出現

河床下切較深處 常為淺瀨、淺流與深
潭中間的過渡水域

水域型態 淺 瀨 淺 流 深 潭 深 流

流 速
(cm/sec

)
＞30 ＞30 ＜30 ＞30 

水 深 ＜30 cm ＜30 cm ＞30 cm ＞30 cm 

底 質 漂石、圓石 砂土、礫石、卵石 岩盤、漂石、圓石 漂石、圓石、卵石

代表照片

備 註
水面多出現流水撞擊
大石頭所激起的水花

流況平緩，較少有水
花出現

河床下切較深處 常為淺瀨、淺流與深
潭中間的過渡水域

勘誤

6

表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裸露面積
佔比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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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底質

水生動物

濱溪廊道
連續性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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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顏色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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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生態檢核
-生態監測紀錄表、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工程名
稱
（編號
）

填
表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
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
協助。應說明單位/職稱、學歷/
專業資歷、專長、參與勘查事
項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異常狀況類
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環保

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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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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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生態檢核、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與生態
關注區域套疊圖

範圍限制現地照

片(施工便道及堆

置區)(拍攝日期)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友善措施

施工復原情形 □施工便道與堆

置區環境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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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自評表

計畫或工程
名稱

階段（請勾選）：□可行性評
估 □規劃 □環評□設計 □施工 □

維護管理階段

計畫或工程
期程

可行性評估廠
商
規劃廠商
環評廠商

主辦機關
工程

處
設計廠商

監造單位或廠
商
承攬廠商
養護管理單位

基地位置

縣（市）：
省道編號：
里程樁號：
附近地名：

計畫或工程經
費

環境區位
是否位於生態敏感區（請依附件勾選）： □

是 □否
工程概要
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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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自評表

階段 檢核重點項目 備註

可行性
評估階
段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等；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 決定採不
開發方案或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是否邀集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辦理現場勘查， 溝通工程計畫構想
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劃
階段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是否蒐集、整合生態專業人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
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之
生態保育對策。 是 否
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環評
階段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是否蒐集、整合生態專業人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
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之
生態保育對策? 是 否
是否主動將環評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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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生態檢核 -生態檢核自評表
階段 檢核重點項目 備註

設計
階段

是否蒐集、整合生態專業人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
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與生態及工程人員
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是否辦理施工前生態監測，蒐集生態現況背景資料？ 是 否
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
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施工是否確實執行生態保育措施，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
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
全對象位置? 是 否
是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 是 否
是否辦理施工中生態監測、調查生態狀況，分析施工過程對生態之影響及辦
理相關保育措施？ 是 否
是否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施工說明會，說明工程內容、期程、預期效益及維護
生態作為，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
管理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 確認生
態保全對象狀況， 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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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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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植物
1.沿線調查法
2.樣區設置

1.樣竿 4.數位
相機
2.皮尺
3.GPS

哺乳類 穿越線法

1.數位相機
2.台灣鼠籠
3.超音波偵測器
4.GPS

鳥類
1.穿越線法
2.定點觀察法

1.望遠鏡
2.GPS
3.數位相機

兩棲類 穿越線法
1.手電筒2.GPS
3.數位相機

爬蟲類
1.穿越線法
2.陷阱法
3.目視遇測法

1.手電筒
4.GPS
2.蛇夾
3.數位相機

昆蟲
(蜻蜓)

1.穿越線法
2.網捕法
3.目視遇測法

1.蝶網
2.GPS
3.數位相機

植物調查 定點觀察法

夜間調查 網捕法

設置鼠籠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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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植物
1.沿線調查法
2.樣區設置

1.樣竿 4.數位相
機
2.皮尺
3.GPS

哺乳類 穿越線法

1.數位相機
2.台灣鼠籠
3.超音波偵測器
4.GPS

鳥類
1.穿越線法
2.定點觀察法

1.望遠鏡
2.GPS
3.數位相機

兩棲類 穿越線法
1.手電筒2.GPS
3.數位相機

爬蟲類
1.穿越線法
2.陷阱法
3.目視遇測法

1.手電筒 4.GPS
2.蛇夾
3.數位相機

昆蟲
(蜻蜓)

1.穿越線法
2.網捕法
3.目視遇測法

1.蝶網
2.GPS
3.數位相機

植物調查 定點觀察法

夜間調查 網捕法

設置鼠籠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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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植物
1.沿線調查
法
2.樣區設置

1.樣竿
2.皮尺
3.樹徑尺
4.營釘
5.水線(尼龍繩)
6.方格框
7.GPS
8.數位相機
9.記錄表
10.夾鏈袋
11.釘槍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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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哺乳類

紅外線自動相
機
穿越線法目擊
聲音辨識
痕跡法(足跡、
食痕、排遺、
洞穴、掘痕)
陷阱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器

1.數位相機
2.紅外線自動照相
機
3.錄音機
4.超音波偵測器
5.台灣鼠籠+番薯
塗花生醬(油條)
6.Tomahawk
7.GPS

台灣野豬

水鹿

石虎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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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哺乳類

紅外線自動
相機
穿越線法目
擊
聲音辨識
痕跡法(足跡、
食痕、排遺、
洞穴、掘痕)
陷阱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
器

1.數位相機
2.紅外線自動
照相機
3.錄音機
4.超音波偵測
器
5.台灣鼠籠+
番薯塗花生醬
(油條)
6.Tomahawk
7.GPS

鼬獾

穿山甲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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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哺乳類

紅外線自動
相機
穿越線法目
擊
聲音辨識
痕跡法(足跡、
食痕、排遺、
洞穴、掘痕)
陷阱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
器

1.數位相機
2.紅外線自動
照相機
3.錄音機
4.超音波偵測
器(Anabat)
5.台灣鼠籠+
番薯塗花生醬
(油條、香蕉)
6.Tomahawk
7.GPS

山羌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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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哺乳類

紅外線自動相機
穿越線法目擊
聲音辨識
痕跡法(足跡、食
痕、排遺、洞穴、
掘痕)
陷阱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器

1.數位相機
2.紅外線自動照
相機
3.錄音機
4.超音波偵測器
5.台灣鼠籠+番薯
塗花生醬(油條)
6.Tomahawk
7.GPS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物(哺乳類)

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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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哺乳類

紅外線自動
相機
穿越線法目
擊
聲音辨識
痕跡法(足跡、
食痕、排遺、
洞穴、掘痕)
陷阱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
器

1.數位相機
2.紅外線自動
照相機
3.錄音機
4.超音波偵測
器
5.台灣鼠籠+
番薯塗花生醬
(油條)
6.Tomahawk
7.GPS

山羌排遺 台灣獼猴排遺水鹿排遺

穿山甲掘痕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物(哺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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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哺乳類

紅外線自動
相機
穿越線法目
擊
聲音辨識
痕跡法(足跡、
食痕、排遺、
洞穴、掘痕)
陷阱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
器

1.數位相機
2.紅外線自動
照相機
3.錄音機
4.超音波偵測
器
5.台灣鼠籠+
番薯塗花生醬
(油條、香蕉)
6.Tomahawk
7.GPS

松鼠籠

Tomahawk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物(哺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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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鳥類

1.穿越線法
目擊、聽聲
2.定點觀察
法
3.回播法

1.望遠鏡(分單
筒與雙筒)
2.錄音機
3.數位相機
4. GPS
5.紅外線自動
照相機 單筒望遠鏡

褐頭鷦鶯

雙筒望遠鏡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物(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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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兩棲類
1.穿越線法
2.棲地定點調
查

1.手電筒
2.數位相機
3.錄音機
4. GPS

爬蟲類

1.穿越線法
2.陷阱法
3.目視遇測法
4.翻尋法

1.手電筒
2.數位相機
3.錄音機
4.GPS
5.蛇夾
6.pitfall

夜間調查

中國樹蟾

拉都希氏赤蛙

路殺個體

生態調查方法
-陸域動物(兩棲類、爬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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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魚類

1.網捕法
2. 誘捕法
3.電氣法
4.水下攝影

1.手拋網
2.中型蝦籠
3.電瓶、電
桿
4.攝影機

蝦蟹類 誘捕法
中型蝦籠
蟹籠

水生昆蟲
1.蘇伯氏網法
2.手抄網法

1.蘇伯氏網
2.手抄網法

螺貝類
1.蘇伯氏網法
2.直接目擊

1.蘇伯氏網

環節動物
1.蘇伯氏網法
2.直接目擊

蘇伯氏網

浮游藻類 浮游生物網
1.浮游生物
網
2.顯微鏡

1.細銅刷或

蝦籠法 刷附藻

手抄網法

生態調查方法
-水域生態

網捕法

蘇伯氏網法



項目 調查方法 搭配工具

魚類

1.網捕法
2. 誘捕法
3.電氣法
4.水下攝影

1.手拋網
2.中型蝦籠
3.電瓶、電桿
4.攝影機

士林壩魚道

生態調查方法
-水域生態

28



◆利他(altruism)

◆迴避(avoid)

◆減輕(mitigate)

◆補償(compensate)

「利他」為計畫形成之初衷與解決問題
之動機，可做為檢視公共工程計畫之必
要性與正當性，如解決水患問題、民眾
休憩問題等。

「利他」為積極之作為，亦即所有生態
保育措施之出發點，等同對環境友善，
如造林、提供生物水體等。參考案例如
下:

繡眼畫眉、山紅頭

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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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

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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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案例分析(裕隆汽車三義廠擴建案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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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為避開環境敏感點、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生態熱

點(hot spot)、土石流潛在區、

活動斷層區等，可依據法定公告、

現況調查結果做為判斷依據。

石虎重要棲地保育評析

生態保育措施-案例分析(裕隆汽車三義廠擴建案環評)

◆利他(altruism)

◆迴避(avoid)

◆減輕(mitigate)

◆補償(compens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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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為計畫開發規模大小、施
工過程之干擾大小、運階段汙染物的
產出等將量體、強度等加以限縮，如
減少整地範圍、減少建蔽率、容積率
等。

以裕隆三義廠為例

◆利他(altruism)

◆迴避(avoid)

◆減輕(mitigate)

◆補償(compensate)

生態保育措施-案例分析(裕隆汽車三義廠擴建案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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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altruism)

◆迴避(avoid)

◆減輕(mitigate)

◆補償(compensate)

「補償」將計畫開發所減少的棲
地、食物來源以原形式或不同形
式對原物種或鄰近物種加以補償，
如砍伐林木造成樹棲型鳥類或飛
鼠等，利用人工巢箱加以補償。

巢箱 巢箱中之鳥巢 巢箱中之鳥蛋

生態保育措施-案例分析(裕隆汽車三義廠擴建案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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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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