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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案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第一次修正版)修正意見對照表 

序

號 
總處意見 廠商修正情形 

修正頁碼 

一 

請依服務說明書表 3.2-

1，(四)辦理套疊成果，

未見相關套圖資訊。 

套疊套匯法令公告及重要生態保護

區域圖層如圖 5~圖 12。 

P.10 、

P.21~27 

二 

本案鄰近周邊是否有相

關環境監測與生態調查

資料，未敘明。 

查詢宜蘭縣環境保護局宜蘭縣空氣

品質監測資料鄰近周邊無測站，最

近為冬山站及羅東衛生所站；查詢

宜蘭縣自來水水質監測鄰近有天送

埤淨水場最近更新月份為2022年 1

月自來水水質為合格；已補充生態

關注區圖(圖 13)。 

P.28 

三 
P.4 生態保育原則及對

策，未見備註相關資料。 

已補充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 13 P.28 

四 

本公司總管理處簡報中

貴公司提出本案有發現

八哥(二級保育)，與

P.14 頁不符。 

保育類等級分級為三級，一級瀕臨

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Ⅰ)、二級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及三級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簡

報為簡述，表 4有補充說明。 

P.12~P.13 

五 
P.16-P.19 如有書面意

見請一併附上。 

報告描述用詞有誤，已修正為電話

訪談，如表 6。 

P.15-P.18 

六 
P.28 ，3.1「核定」及規

劃設計階段，請修正 

已修正為規劃設計階段 P.30 

七 

生態資料建議格式及內

容，請依服務說明書附

錄 1各點辦理， 

已依照規定及附錄 1 要點補充如

後:一、專業參與二、生態資料蒐集

調查三、生態保育原則四、民眾參

與五、資訊公開各項要點辦理。 

P.9~P.29 

八 

P.29 表 10，本案現況所

呈述無此狀況意思是甚

麼?是無須辦理措施還

是現況沒有相關設計? 

報告描述不夠清晰，已將與本案無

關之項目刪除，保留與本案相關項

目，詳如表 9工程生態友善措施。 

P.36 

九 

請將 114 年 4 月 1 日本

公司總管理處督導意見

一併修正 

已修正盡可能保留原地樹種之對策

由「補償」改為「迴避」。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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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範圍 

為突破第八區管理處松羅淨水場所面臨各項供水困境與限制，以擴大及

穩定供水，松羅淨水場其位於高程270m處，因高程差過大於操作調節避免破

管遂以5個減壓閥逐步消能，爰尚有1/3餘裕水量未能送往供水區，且地面水

豐枯水期水量落差大，造成水量調節不易，如於近高程150m地點增建調節性

配水池，以此為中繼調蓄穩定出水量，松羅淨水場即可以30,000CMD滿載出

水為目標。於宜蘭縣三星鄉福和段1373地號新建10,000立方公尺配水池1座、

加藥室1座及小水力發電區，位置圖(圖1)，配置圖( 圖2)。 

 

圖 1 計畫辦理之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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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辦理之工程平面配置圖 

比例尺  1/500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3 
 

1.2 計畫目標  

因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4月25日(業於112年07月18日修正)要求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工程必須執行生態檢核。爰此，生態檢核之工

作方法，主要是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

育治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本計畫評估預定執行工程案件的潛在生態議題，提供適切保全建議予生

態衝擊較大或較敏感的案件，並擬定需進階操作生態檢核的工程清單。以公

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作為執行項目，執行宜蘭縣

三星鄉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為落實本工程規劃

設計階段期間生態檢核工作，擬委託專業團隊，辦理生態檢核及研擬環境友

善措施並整合相關建議工作項目，以利納入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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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項目及內容 

表 1 生態檢核工作項目與內容 

工作項目 發包工作內容 
單

位 
數

量 
備註 

專業參與 

工作團隊須由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人員組
成。 
辦理生態資料蒐集、棲地調查、棲地評估、指認生
態保全對象，撰寫生態檢核報告(含填寫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表，須均符生態檢核相關法規及本公司
規定)，根據報告及調查結果，提出生態保育對策，
協助甲方因應生態相關問題(施工時環境生態異常狀
況處理因應等)。 

式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表須由生態相關學系、

相關含環境或生態字眼

之課程 20 學分以上或

具生態檢核相關工作經

驗 3 年以上證明。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議題評估，進行現地調查工程位址之自
然及生態環境資料，並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
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繪製範圍與比例尺宜配合工程配置圖，視需要依工
程量體、預計施作區域延伸周圍 50-100 公尺設為範
圍，比例尺以 1/1,000 為原則，不宜超過 1/10,000，
原則上以能呈現工區周圍環境狀況為目標。 
提供生態相關專業諮詢、協助分析生態與研擬環境
友善措施。 
(一)工程計畫範圍是否位於法定自然保護區，倘若
工程計畫範圍涉及法定自然保護區，請確認有關管
制依據之規定(如申請或審議)。工程主辦機關須瞭
解轄管範圍是否有相關或其他法定自然保護區位新
增或變更之情形，即時掌握及更新。 
(二)與工程計畫範圍所在地區之生物多樣性或生態
保育策略有關之調查報告、研究及保育資料，至少
須蒐集河川情勢調查、林務局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
絡建置計畫(國土綠網)等成果資料。 
(三)各界關注之生態議題，請透過民眾參與、資訊
公開或相關平台會議蒐集資訊。 
(四)國內既有生態資料庫(或圖資)套疊成果，請盤點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及「國土綠網」成
果圖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生物多樣性
網絡(TBN)」及「生物多樣性圖資專區」、「IBA
重要野鳥棲地」及「eBird 臺灣」等資訊。 
(五)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可善用及尊重地
方知識，透過訪談當地居民(或生態文史工作者、社
區發展協會、地方團體、部落會議、耆老仕紳等)瞭
解當地對生態環境之知識、生物資源利用狀況、人
文及土地倫理。 

式 1 

 

生態保育

原則及對

策  

指認生態保全對象之基礎評估資訊，應考量個案特
性、用地空間、水理特性、地形地質條件及安全需
求等，依資料蒐集調查及工程影響評析內容，因地
制宜以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四項生態保育策
略之優先順序擬定及實施。 
如鄰近周邊有相關環境監測與生態調查資料，須併
納入本案當作參考。 
初步影響分析及可能對策研擬之工作如下： 
(1) 針對工程形式及施工過程提出初步影響分析，
評估工程型式對於溪流水量形態、生態廊道與自然
景觀、天然植被回復、應保護生物之可能影響。以
及評估施工過程中，工法、施工便道與土方挖填對
於植被覆蓋及下游水源、應保護生物之可能影響。 
(2) 應保護生物包括稀有生物、保育類動物、特有
種生物、具重要生態功能之生物。 
保育對策原則：就工程型式及施工過程可能造成之
生態環境衝擊，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順
序研擬保育對策。若環境已自然恢復且暫無安全顧
慮下可提出零方案及暫緩方案，例如：天然溪段、
植物生長狀況良好之崩塌地等。 (1)迴避：迴避負
面影響之產生，大尺度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
選用替代方案等；較小尺度之應用則包含工程量體

式 1 

需檢附現場與鄰近周邊

地區照片，指認生態關

注區位與可能議題，並

以五千分之一航照圖或

正射影像圖或二萬五千

分之一地形圖為底圖，

用色筆加註生態關注及

工程位置，繪製生態關

注略圖提供工程主辦單

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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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發包工作內容 
單

位 
數

量 
備註 

及臨時設施物(如施工便道等)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
保全對象或生態敏感性較高之區域；施工過程避開
動物大量遷徙、上溯或繁殖之時間等。 
(2)縮小：修改縮小工程量體(以供水量能不更動情
況下縮減開發範圍、數量或大小、減少施工便道寬
度等)、施工期間限制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之
影響(如縮小開挖範圍、土方暫置區及施工便道
等)。 
(3)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度，兼顧工
程安全及減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
制宜採取適當之措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之既有
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臨時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
之環境回復計畫等，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之工
法或材料(如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之建置、資材自然
化、就地取材等)。 
(4)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之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
方式重建相似或等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
人工營造手段，加速植生(考量選擇合適當地原生植
物)及自然棲地復育，並視需要考量下列事項： 
A.補償棲地之完整性，避免破碎化。 
B.關聯棲地間可設置生物廊道。 
C.重建之生態環境受環境營力作用下之可維持性。 

民眾參與 

須出席參與甲方相關生態會議，協助甲方邀集生態
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
民間團體，協助甲方辦理說明會並與會負責生態相
關專業諮詢及與各界溝通協調事宜。辦理相關查勘
須記錄生態環境現況，提供工程構想及位置略圖，
以供生態初步影響分析及後續工程之參考依據。 
民眾參與對象包括災害陳情人、工程地點鄰近居
民、受工程直接或間接影響(例如：交通、居住或供
水)之人民，以及關心當地水利工程之個人或團體。
工程主辦機關視工程特性及所涉及環境議題之需
要，邀請民眾、相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參與。 
倘若生態議題敏感性較高，可於辦理民眾參與前，
以訪談等方式蒐集各方意見，統整問題及內容，俾
利能聚焦討論並達到共識。 

次 4 

依實際與民眾或民間團

體等(非甲方之會議)召

開說明會之召開次數實

作計價。 

資訊公開 

協助提供相關資料予甲方，隨案件執行進展同步公
開，即時更新各階段公開內容。 
協助甲方舉行記者會或召開相關現勘、說明會等各
項公民參與活動，並應於會前提供相關資料，如目
前辦理情形、生態檢核成果(如生態保育策略、預期
效益等)，以利民眾會前瞭解工程計畫執行狀況，共
同參與生態檢核及計畫推動方向，溝通及整合意
見，建立共識。 
會後併同公民參與相關會議紀錄(含參採或回應情
形)納入生態檢核自評表之附件，即時公開。 

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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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計畫執行流程 

 

圖 4 生態檢核四大手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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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理等五階

段。本案依辦理之工程生命週期特性，配合工程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當修

正執行階段劃分，爰僅辦理階段之工作目標如下： 

規劃設計階段：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

與生態保全對象，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工法修正。 

為落實本工程規劃設計期間生態檢核工作，參考「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

池工程」設計報告，辦理生態檢核及研擬環境友善措施並整合相關建議工作

項目納入設計參考。 

專業團隊基本背景資料、生態調查現況、生態評析成果、生態保育措施等，

須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及「生態檢核落

實執行計畫」相關規定；依生態檢核工作項目與內容(表1)彙集成冊並提送「規

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報告」。 

 

1.4 預定工作進度 

本計畫各項目執行進度與總進度累計百分比(表2)，計畫執行過程之階段

性成果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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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各項目執行進度與總進度累計百分比 

執行預定進度 
執行工作時間 11 月份 12 月份 
工作內容項目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1-5 6-10 11-15 16-20 

一、決標日: 113/11/01                  

二、提報執行人員名冊備註一  113/11/06 
提送 

113/11/15 
同意備查              

三、提送雇主意外保險  113/10/25 
提送保單         

三、規劃設計生態檢核工作
報告(初稿)備註二    113/11/15 

開工 
預定開始
執行檢核 

   預定提送
報告初稿     

四、提送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工作報告(定稿)備註三 配合甲方舉行相關說明會後，再提送定稿 

五、環境現勘備註四    環境現勘       
六、本計劃相關工項    NGO 訪談 NGO 訪談    NGO 訪談 NGO 訪談 
七、辦理民眾或民間團體參
與備註五 配合甲方辦理 

備註一 提報執行人員名冊 決標翌日起 10 日曆天內提送 

備註二 
提送規劃設計生態檢核工

作報告(初稿) 
甲方通知翌日起 20 日曆天內完成生態調查作業，並提送規劃設計生態檢核工作報告(初稿)一式 2 份送予甲方審查；如需修改，乙方

應於甲方通知翌日起 7 日曆天內或如甲方另行通知之期限內完成修正並再提送修正本一式 2 份，修改次數以 2 次為限。 

備註三 
提送規劃設計生態檢核工

作報告(定稿) 
經甲方核定後，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翌日起 7 日天內提送規劃設計生態檢核工作報告 1 式 5 份(定稿本，並含電子檔光碟片 5 份)，並經

生態專業背景人員簽核始能送本處。 

備註四 環境現勘 於施工場域進行基本生態觀察、環境變化、保育類物種調查。 

備註五 辦理民眾或民間團體參與 相關甲方舉行記者會或召開相關現勘、說明會等各項公民參與活動不納入本案作業期程，惟仍須依甲方函文通知時間配合辦理。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9 
 

第二章 工作執行內容 

2.1 文獻資料蒐集  

為有效掌握環境與生態課題，本計畫蒐集工程所在地點的生態有關資訊

作為參考資料，盤點已知的法定與民間關注區域、既有的生態資源調查記錄

以及民間關注議題，並彙整現地環境與生態議題分析結果，作為預測個案工

程生態影響之背景資訊。資料經彙整處理後將紀錄於生態檢核表，並融入生

態關注區域圖，搭配圖面與文字敘述以完整呈現工區周圍需注意的生態課題。 

生態檢核除套繪法定生態保護區及調查生物資源外，需蒐集與當地相關

之生態文獻，除地區資料外，本計畫蒐集計畫範圍內之生態文獻資料，以彙

整分析應關注之生態課題，整合對策回饋生態檢核，協助後續生態檢核工作

提出精準的環境友善措施與建議。 

生態情報的來源包括：國土生態綠網、生態調查資料庫、臺灣生物多樣性

網絡、重要野鳥棲地、ebird臺灣、國土測繪圖資、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等

自然資源與生物分布資訊，本計畫透過過去所累積的資訊與調查，建置圖資

呈現具代表性的環境影響評估生態內容。 

以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依工區半徑50公尺(圖5)，查詢動植物名錄(表3、表

4)，植物有15科、20種，動物有28科、40種。現場踏勘觀察有常見鳥類(如金

背鳩、白鷺鷥、八哥「二級保育類: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等)、蝸牛類(非

洲大蝸牛)、蝶類、幽蟌科、蜻蜓科等物種；植物族群亦有觀察到茄苳、樟樹、

榕樹、樟科、禾本科、茜草科等物種，其中茄苳、樟樹、榕樹經量測觀察應

予保全(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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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物種查詢範圍(工區半徑 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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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計畫調查範圍(50m 內)植物名錄 

中文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保育等級 紅皮書等級 本案關注物種 
裏白科 芒萁 Dicranopteris linearis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鱗始蕨科 烏蕨 Odontosoria chinensis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豆科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豆科 山葛 Pueraria montan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報春花科 小葉樹杞 Ardisia quinquegon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唇形科 大青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五列木科 銳葉柃木 Eurya acuminata 原生 Native  未評估(NULL) □是 ■否 
馬錢科 多花蓬萊葛 Gardneria multiflor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山龍眼科 山龍眼 Helicia formosan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千屈菜科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樟科 豬腳楠 Machilus thunbergii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樟科 樟樹 Camphora officinarum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禾本科 桂竹 Phyllostachys makinoi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茜草科 九節木 Psychotria rubr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葉下珠科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桑科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茜草科 毛玉葉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葡萄科 廣東山葡萄 Ampelopsis cantoniensis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大戟科 白匏子 Mallotus paniculatus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金粟蘭科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原生 Native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說明： 
「科名」、「學名」及「中文名」欄分別顯示植物分類之中文科名、拉丁文學名及中文俗名。 
「屬性」欄顯示區位屬性，可分為原生（種）、歸化（種）及栽培（種）；原生之臺灣地區特有物種為特有（種），歸化之外來入侵物種為入侵
（種）。詳細區分依據請參閱調查方法中相關參考文獻。 
「紅皮書」欄顯示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中的物種受威脅等級，物種評估等級分為滅絕（Extinct, EX）、野外滅絕（Extinct in the 
Wild, EW）、區域滅絕（Regional Extinct, RE）、極危（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危（Endangered, EN）、易危（Vulnerable, VU）、接近受脅
（Near Threatened, NT）、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 LC）、資料缺乏（Data Deficient, DD）、不適用（Not Applicable, NA）和未評估（Not Evaluated, 
NE）等11 級。其中極危（CR）、瀕危（EN）和易危（VU）屬國家受威脅的野生維管束植物為最具保育迫切性。 
資料來源: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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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計畫調查範圍(50m 內)動物名錄 

類群 中文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保育類等級 紅皮書等級 
本案關 
注物種 

哺乳類 獴科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原生 Native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是 ■否 

哺乳類 穿山甲科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鷹科 日本松雀鷹 Accipiter gulari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鷹科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是 ■否 

鳥類 鷹科 灰面鵟鷹 Butastur indic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鷹科 東方鵟 Buteo japonic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鷹科 林鵰 Ictinaetus malaiensi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是 ■否 

鳥類 鷹科 黑鳶 Milvus migran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鷹科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是 ■否 

鳥類 雁鴨科 鴛鴦 Aix galericulata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鴉科 臺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梅花雀科 黑頭文鳥 Lonchura atricapilla 原生 Native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隼科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燕鴴科 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 原生 Native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原生 Native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噪眉科 臺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瀕危（EN, Endangered） □是 ■否 

鳥類 噪眉科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噪眉科 黃胸藪眉 Liocichla steerii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黃鸝科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鶚科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山雀科 赤腹山雀 Sittiparus castaneoventri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 □是 ■否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13 
 

類群 中文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保育類等級 紅皮書等級 
本案關 
注物種 

鳥類 麻雀科 山麻雀 Passer cinnamomeus 原生 Native 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Ⅰ) 瀕危（EN, Endangered） □是 ■否 

鳥類 雉科 臺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八色鶇科 八色鳥 Pitta nympha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瀕危（EN, Endangered） □是 ■否 

鳥類 鵯科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vanu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秧雞科 董雞 Gallicrex cinerea 原生 Native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易危（VU, Vulnerable） □是 ■否 

鳥類 彩鷸科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鴟鴞科 褐鷹鴞 Ninox japonica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椋鳥科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繡眼科 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鳥類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爬行類 蛇蜥科 哈特氏蛇蜥 Dopasia harti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資料缺乏（DD, Data Deficient） □是 ■否 

爬行類 黃頷蛇科 玉斑錦蛇 Euprepiophis mandarinus 原生 Native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爬行類 黃頷蛇科 金絲蛇 Hebius miyajimae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Ⅰ) 瀕危（EN, Endangered） □是 ■否 

爬行類 蝙蝠蛇科 梭德氏帶紋赤蛇 Sinomicrurus sauteri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爬行類 蝮蛇科 百步蛇 Deinagkistrodon acutus 原生 Native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爬行類 蝮蛇科 菊池氏龜殼花 Trimeresurus gracilis 原生 Native 台灣特有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蝸牛類 瑪瑙螺科 非洲大蝸牛 Lissachatina fulica   暫無危機（LC, Least Concern） □是 ■否 
說明： 
「科名」、「學名」及「中文名」欄分別顯示植物分類之中文科名、拉丁文學名及中文俗名。 
「屬性」欄顯示區位屬性，可分為原生（種）、歸化（種）及栽培（種）；原生之臺灣地區特有物種為特有（種），歸化之外來入侵物種為入侵
（種）。詳細區分依據請參閱調查方法中相關參考文獻。 
「紅皮書」欄顯示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中的物種受威脅等級，物種評估等級分為滅絕（Extinct, EX）、野外滅絕（Extinct in the 
Wild, EW）、區域滅絕（Regional Extinct, RE）、極危（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危（Endangered, EN）、易危（Vulnerable, VU）、接近受脅
（Near Threatened, NT）、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 LC）、資料缺乏（Data Deficient, DD）、不適用（Not Applicable, NA）和未評估（Not Evaluated, 
NE）等11 級。其中極危（CR）、瀕危（EN）和易危（VU）屬國家受威脅的野生維管束植物為最具保育迫切性。 
保育類等級: 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Ⅰ)、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Ⅱ)及三級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Ⅲ)。 
資料來源: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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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蒐集在地 NGO 關注議題 

將民眾參與納入提報審議、設計、開工前及維護管理階段之標準作業

流程，將考量生態議題、工程性質及民眾在地意識等因素，協助辦理各形

式的民眾參與，例如公開說明會、座談會、研習會或訪談等，廣邀居民代

表、關心環境治理議題的在地團體與權益相關的個人代表或團體參與，聽

取民眾建議，並彙整生態環境相關意見作為對策研擬考量重點。本計畫整

理關注宜蘭縣境內生態之團體名單及議題(表 5)及 NGO 訪談紀錄表(表 6)。 

表 5 關注宜蘭縣境內生態之團體名單及議題 

關心宜蘭縣之團體 

1 宜蘭縣三星鄉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4 宜蘭縣三星鄉民代表會 

2 台灣濕地復育協會 5 宜蘭縣三星鄉天福村村長 

3 宜蘭縣三星鄉公所   
宜蘭縣之關心議題 

1.是否有調查發現鳥類過境棲息或是其他二級保育類動物 

有目視觀察到八哥(保育類) 活動、農園(地)進行覓食，判斷棲息於鄰近

樹木。 

2.工程噪音是否會影響當地住民或是生態環境 

基地在施工階段所產生的噪音，將會協請施工及監造單位，盡量縮短噪

音產生時間或降低音量，原則上施工時間為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為原則，

降低對當地住民或是生態環境影響。 

3.因施工行為影響下游居民取水之疑慮 

施工目標為調節地面水豐枯水期水量落差，增建調節性配水池，作為中

繼調蓄穩定出水量，不致影響下游居民取水。 

4.是否有相關之保護措施或具體方式，隔離動物誤闖進入工區。 

施工範圍周邊會有施工圍籬，阻隔動物誤闖。 

5.若有涵蓋地質敏感區域，對於周圍次生林及國有林地之保護措施 

套繪法令公告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圖層，施工區域皆未在套匯法令公告

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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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NGO 訪談紀錄表 

 
  

案件名稱：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訪談時間：113年11月23日 下午02:00 

訪談NGO：台灣濕地復育協會 劉正祥理事 

訪談地點(形式)：電話訪談 

訪談意見 

1. 本場域是否有觀察到特殊保育性鳥類或其他保育類物種? 

2. 是否因工程噪音及施工時間是否會影響當地居民作息? 

3. 本案是否有依照公共工程會之生態檢核規範，開工前舉辦民眾說明

會告知施工規劃及作業期程，並將相關資訊依規定進行公開? 

4. 本案為配水池工程，對於下游居民取水是否會造成影響?鄰近水庫集

水區是否有相關環境保護對策? 

訪談意見回復 

1. 本案於施工前進行陸域生態調查，有目視觀察到八哥(保育)、金背鳩

為常見鳥類，該地區次生林相豐富，後續將提醒施工及監造單位，保

留林地避免過度砍筏並保留鳥類棲息環境。 

2. 基地在施工階段所產生的噪音，將會協請施工及監造單位，盡量縮

短噪音產生時間或降低音量，原則上施工時間為上午八點至下午五

點為原則。 

3. 本案將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2 年 7 月 18 日修正後公告

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 號函)辦理，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則。 

4. 本案套匯涵蓋之地質敏感區，包含保安林、國有事業林等地，雖鄰近

蘭陽溪但尚有一段距離並不會有所影響，未來在規劃階段將提醒監

造單位需特別注意水土保持工作，並確實做好圍籬保護工程，避免

影響生物棲息以及善盡林木妥善保護之相關措施。 

接受訪談人員:劉正祥 
生態檢核人員:徐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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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訪談時間：113年12月19日 上午10:30 

訪談NGO：宜蘭縣三星鄉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王全龍村長 

訪談地點(形式)：電話訪談 

訪談意見 

1. 本案如有相關資訊請以 Line 方式交流，也會將相關資訊告知當地民

眾及鄰近村莊。 

2. 本場域範圍涵蓋天山村、天福村，後續建議需要聯繫相關村長並告

知相關資訊。 

3. 日後如有召開說明會議請函文及 Line 通知，謝謝。 

訪談意見回復 

1. 已加入王村長 Line，後續有相關資料將會通知。 

2. 感謝建議，後續將一併聯繫天山村、天福村等村長。 

3. 感謝指教，將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 號函)辦理，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

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則。 

接受訪談人員:王全龍村長 
生態檢核人員:徐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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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訪談時間：113年12月23日 上午10:00 

訪談NGO：宜蘭縣三星鄉民代表會 游小姐 

訪談地點(形式)：電話訪談 

訪談意見 
日後如有召開說明會議請函文本代表會，也需要通知本鄉鄉公所，同時

將轉知本會鄉民代表，若有出席意願將與會出席謝謝。 

訪談意見回復 

感謝指教，將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 號

函)辦理，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

則。 

接受訪談人員:游小姐 
生態檢核人員:徐偉展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18 
 

 
  

案件名稱：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訪談時間：113年12月23日 上午11:00 

訪談NGO：宜蘭縣三星鄉天福村村長 羅慶文 

訪談地點(形式)：電話訪談 

訪談意見 
日後如有召開說明會議請函文，若有出席意願將與會出席謝謝。 

訪談意見回復 

感謝指教，將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 號

函)辦理，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

則。 

接受訪談人員:羅慶文 
生態檢核人員:徐偉展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19 
 

2.3 套匯法令公告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圖層 

本項工作將套繪圖資以釐清是否位於相關法令公告之重要生態保護

區，並針對現地環境進行陳述，以及綜合文獻資料、生態保護區圖資套

疊與現地環境，分析是否存在重大生態議題。 

(1) 套繪法令公告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圖層 

本計畫已蒐集16種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圖資(表7)，配合各工區位置

將套繪工區範圍結果以(圖6~圖12)呈現。 

表 7 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圖資 

項

次 
圖層名稱 

中央主

管機關 
主要管制依據 

施工範圍

是否涉及 
圖編號 

1 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農業部 野生動物保護法 否 6 

2 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業部 野生動物保護法 否 6 
3 自然保留區 農業部 文化資產保存法 否 6 
4 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環境部 飲用水管理條例 否 6 

5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 濕地保育法 否 7 
6 海岸保護區 內政部 海岸管理法 否 10 
7 國家公園 內政部 國家公園法 否 6 
8 自然保護區 農業部 森林法 否 7 
9 保安林地 農業部 森林法 否 7 
10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內政部 自來水法 否 7 

11 水庫集水區 農業部 水土保持法 否 8 
12 特定水土保持區 農業部 水土保持法 否 8 
13 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 
農業部 漁業法 否 8 

14 國土生態綠網 農業部 - 否 9 
15 臺灣重要野鳥棲

地 
- 環境影響評估法 否 附錄五 

16 臺灣蛙類重要棲

地 
農業部 - 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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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地環境及生態議題分析 

套繪國土生態綠網、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保護

區、自然保留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國家

公園、自然保護區、保安林地、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庫集

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海岸保護區圖

層(如圖6~10)，宜蘭縣內臺灣蛙類重要保育類棲地及熱點非位於

三星鄉(如圖11)。ebird臺灣熱門鳥點最近距離施工區域1公里，紀

錄鳥種數100~150支(如圖12)。重要野鳥棲地查詢台灣重要野鳥棲

地手冊中文版（第二版）宜蘭境內為TW045宜蘭利澤簡、TW046

宜蘭蘭陽溪口、TW047 宜蘭竹安三處非位於南澳鄉(如附錄五)；

施工區域皆未在套匯法令公告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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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 
圖 6 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套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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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 

圖 7 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套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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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 

圖 8 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套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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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土生態綠網 

圖 9 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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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 

圖 10 海岸保護區 
 

 

海岸保護區 

施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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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兩棲類資源調查資訊網                                                備註: 「 」為保育類棲地、「 」為熱點所在地。 

圖 11 臺灣蛙類重要棲地 

距離:9 km 

距離:14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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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bird 臺灣 
圖 12 ebird 臺灣熱門鳥點 

施工位置 

距離: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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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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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擬定生態保育對策 

透過生態調查與棲地環境評估之成果，配合重要生態對象與生態關注區

域圖(如圖13)，就工程型式及施工過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研擬生態保

育對策如下。 

一、 迴避:  

1. 施工期間盡量避開鳥類雛育期及繁殖期(5月~8月)，若施工場域有發

現離巢雛鳥、掉落鳥巢等狀況，可與本團隊進行聯繫通報，以便後續

進行妥善處置。 

2. 盡可能保留原地樹種(宜蘭縣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完工後讓鳥類再回

歸(可參閱農業部林保署原生樹木種苗網)。 

二、 縮小: 縮小施工面積，保全施工環境周邊林木 

三、 減輕 

1. 工地廢水排放依規定管理(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

條)，減輕對環境影響。 

2. 建議施工時間控制於早上8點至下午5點，減輕對居民及動物棲息影

響(噪音管制法第9條)。 

3. 工區開挖選擇適當地點堆置土石，覆蓋防塵網減輕塵土影響(營建工

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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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3.1 規劃、設計階段 
 

本計畫於113年11月17日勘查現場紀錄(附錄三)。相關現場勘查照片如

圖14 ，現場觀察物種分布圖如圖15，現場觀察量測樹木資訊如表8，現場調

查樹木資訊分布圖如圖16。 

表 8 宜蘭樹木保護相關列表 

名稱 胸徑 棵數 

茄苳 86~90 cm 2 棵 

樟樹 120~126 cm 7 棵 

榕樹 135~148 cm 2 棵 

 

  
金背鳩 八哥 

  
白鷺 非洲大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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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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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圖 14 現地環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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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現場觀察物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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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現場調查樹木資訊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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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友善生態措施 

環境友善措施之選擇，以干擾最少或儘可能避免負面生態影響之方式

為優先，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四個原則進行策略考量。 

本計畫建議採用迴避、縮小及減輕之保育策略，工程基地位周邊多為

草生環境及人為農業活動區域，但仍具有零星獨立喬木分布，有鳥類(八

哥、金背鳩、白鷺等)活動、農園(地)進行覓食，以鄰近樹木進行棲息。 

在環境保育的理念下，亦需導入環境友善概念進行規畫，並同時兼顧

工程建設的需求及環境生態的維護，工程規劃及施作時也建議多重視生態

棲地保育，在規劃設計時常遵循原則如下： 

1. 營造自然生態空間，規劃近自然型態之工法及生態空間。 

2. 工程儘可能減少工程施工干擾動物棲息地範圍，並保留原有動物

棲息地，減低破壞。 

3. 邊坡多設計大於 1 比 1.5 坡度，配合植栽原生物種，建構較佳化

之棲地環境，生物交流演替之生態廊道。 

環境友善設計構造物盡可能以下的原則辦理，期可有效減低工程行為

對環境之影響。 

1. 表面孔隙化(具有粗糙度及多孔柱，避免光滑面)。 

2. 坡度緩坡化(降低坡度，建構棲地廊道與遊憩景觀)。 

3. 材料自然化(材料多採當地材料設計)。 

4. 界面透水化(促進水資源之涵養且易恢復植被生長)。 

隨著環境與生態保育意識高漲，須不斷調整工程設計規劃考量，從一

開始較單純強調安全性及耐久性之傳統思維，逐步邁向儘量減少對環境造

成衝擊之生態友善作為，以安全為基礎同時考量生態保育相關因素，有關

工程生態友善措施如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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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工程生態友善措施 

設 計 項 目 本案現況 

縮小工程對重要自然

棲地的干擾範圍 

保留樹島、大樹/母樹 縮小施工範圍保留北側老

樹。 

避免動物受困人工構

結造物 

排水溝、靜水池邊緣以粗

糙緩坡型式設計(含砌石、

土包袋溝)或設置動物逃生

坡道 

排水溝建議以粗糙緩坡型

式設計有利動物逃生。 

原生植被復育 原生適生樹木、草種 場區內若需要種植植物，

建議以原生種芒萁、烏

蕨、相思樹、小葉樹杞、

大青、銳葉柃木、多花蓬

萊葛、山龍眼、九芎、豬

腳楠、桂竹、九節木、山

葛、毛玉葉金花、草珊瑚

為宜。 

多樹種混植、複層配置 

潛勢小苗、原生樹種移植 

其他 保育類動物/稀特有植物復

育措施 

現場觀察有八哥(保育類)

施工整地期間鳥類、蝶類

及兩爬類皆會自主閃避，

找尋鄰近合適地點(如草

叢、林木或灌木間)進行

躲藏及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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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調節地面水豐枯水期水量落差，增建調節性配水池，作為中繼

調蓄穩定出水量，工程基地位周邊多為草生環境及人為農業活動區

域，但仍有零星獨立喬木分布，鳥類(八哥、金背鳩、白鷺等)於草生

地、農園(地)進行覓食活動，鄰近樹木進行棲息。工區北側有榕樹、

茄苳盡可能保留，生態保育對策如下列: 

一、 迴避:  

1. 施工期間盡量避開鳥類雛育期及繁殖期(5月~8月)，若施工場域

有發現離巢雛鳥、掉落鳥巢等狀況，可與本團隊進行聯繫通報，

以便後續進行妥善處置。 

2. 盡可能保留原地樹種(宜蘭縣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完工後讓鳥

類再回歸(可參閱農業部林保署原生樹木種苗網)。 

二、 縮小: 縮小施工面積，保全施工環境周邊林木 

三、 減輕 

1. 工地廢水排放依規定管理(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

法第10條)，減輕對環境影響。 

2. 建議施工時間控制於早上8點至下午5點，減輕對居民及動物棲

息影響(噪音管制法第9條)。 

3. 工區開挖選擇適當地點堆置土石，覆蓋防塵網減輕塵土影響(營

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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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電訪及訪談台灣濕地復育協會劉理事，並針對本案提出

意見，NGO對本案的建議大多是開發過程並無破壞、危害植物族群

的顧慮，未來在規畫階段提醒監造單位需特別注是樹木保護或隔離

措施。 

本計畫工區附近具天然土坡及農地，現勘及生態調查記錄有常

見鳥類棲息活動，鄰近樹林昆蟲眾多隱蔽性佳及適合鳥類築巢棲息。

整地期間鳥類、蝶類及兩爬類皆會自主閃避，找尋鄰近合適地點(如

草叢、林木或灌木間)進行躲藏及棲息。若施工場域有發現離巢雛鳥、

掉落鳥巢等狀況，可與本團隊進行聯繫通報，以便後續進行妥善處

置。 

建議檢視並追蹤天送埤淨水場配水池工程完工後的生態友善措

施狀況，執行管理階段的生態檢核工作，提升實務技術與建立良善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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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

態檢核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北區工程處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TWD97 座標： 
X：24.666595，Y：121.613335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工程目的 
於宜蘭縣三星鄉新建10,000立方公尺配水池，讓松羅系統之清水量有效與清洲淨

水場聯合運用，由第八區管理處供水調配降低硬度提升滿意度，亦可穩定現有

供水區，有效減少天送埤、柑仔坑、大隱、廣興及丸山等淨水場抽取地下水。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宜蘭縣三星鄉福和段 1373 地號新建 10,000 立方公尺配水池。 

預期效益 
本計畫功能主要為增加調度功能，不僅解決松羅淨水場供水能力， 
亦可導入清洲淨水場與其聯合運用，摻配取自羅東堰高硬度淨水處理後之清水，以提升

用戶滿意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詳如附錄二-工作團隊組成與人力配置計畫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布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工程鄰近蘭陽溪    

  □否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擴大及穩定供水，松羅淨水場其位於高程 270m 處，

因高程差過大於操作調節避免破管遂以 5 個減壓閥逐步消

能，爰尚有 1/3 餘裕水量未能送往供水區，且地面水豐枯水

期水量落差大，造成水量調節不易，如於近高程 150m 地點

增建調節性配水池，以此為中繼調蓄穩定出水量，松羅淨

水場即可以 30,000CMD 滿載出水為目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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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採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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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   
   ■否  無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2. ■是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配水池工程規劃設計生態檢核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本計畫調查，施工範圍鄰近有鳥類棲息，經判斷應屬

工區鄰近，有相當良好的鳥類生態系，經研判，原有工區有

較良好之樹木生態架構，能夠提供鳥類棲息與覓食，如經施

工時，雖鳥類暫時遷移，盡可能保留原有或原生樹種，則於

完工後讓鳥類或候鳥、留鳥等可以再行回歸。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公開於中研院資料暫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詳如附錄二-工作團隊組成與人力配置計畫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本計畫施工範圍鄰近有鳥類棲息，經判斷應屬工區鄰

近，有相當良好的鳥類生態系，經研判有較良好之樹木生態

架構，能夠提供鳥類棲息與覓食，如經施工時，雖鳥類暫時

遷移，盡可能保留原有或原生樹種，則於完工後讓鳥類或候

鳥、留鳥等可以再行回歸。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無關注物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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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迴避: 1.施工期間盡量避開鳥類雛育期及繁殖期(5 月~8 月)，若施

工場域有發現離巢雛鳥、掉落鳥巢等狀況，可與本團隊進行聯繫通報，

以便後續進行妥善處置。2.盡可能保留原地樹種(宜蘭縣樹木保護自治條

例)，完工後讓鳥類再回歸(可參閱農業部林保署原生樹木種苗網)。 
縮小: 縮小施工面積，保全施工環境周邊林木 
減輕:1.工地廢水排放依規定管理(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10 條)，減輕對環境影響。2.建議施工時間控制於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減輕對居民及動物棲息影響(噪音管制法第 9 條)。3.工區開挖選擇

適當地點堆置土石，覆蓋防塵網減輕塵土影響(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第 11 條)。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114 年 1 月 21 日於宜蘭縣三星鄉公所 301 會議室舉辦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公開於中研院資料暫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詳如附錄二-工作團隊組成與人力配置計畫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將公開於中研院資料暫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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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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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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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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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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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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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工作組織與人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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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織與人員配置 

主要人員簡介 

本計畫之計劃經理由徐偉展先生擔任，於本計畫中負責計畫整體

的規劃及協調，確認各工作項負責人間的溝通，管制計畫的進度和經

費的管理。徐偉展先生是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博士，專長為

生態溼地保育、景觀綠美化規劃、環境管理規劃等。曾參與過環保署、

環保與水利單位重要的生態溼地及生態治理區域管理維護工作之專

案計畫，執行之計畫包括「台灣濕地復育協會埤塘溼地水質檢測工作」、

「高雄市旗山糖廠農產加工區開發計畫案」、「桃園市市管河川水體生

物污染檢測計畫」、「基隆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本市市管區域排水範圍」、

「春日鄉力里村農業灌溉改善工程施工場域野生動植物調查及生態

檢核相關工作計畫」、「林莊淨水場重建工程生態檢核作業」等，目

前亦為臺灣濕地復育協會聘請專業導覽及授課講師，相信在他的帶領下

能夠順利完成所有的工作項目。 

本專案小組成員除了計劃經理徐偉展先生，本專案成員至少具下

列各項特色： 

一、具備專案檢核計畫執行相關技術及規劃管理之能力。 

二、擁有實際現場查察經驗及資料庫維護經驗。 

三、多次協助類似本計畫之專案執行經驗。 

四、專案人員具備相當實務經驗與溝通協調能力。 

五、完善的服務理念。 

結合以上特色，本工作團隊將秉持豐富的專業經驗及優良的執行

品質，有信心協助  貴單位如期如質完成本計畫。工作團隊人力分配

如表 1 所示；工作團隊組織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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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工作人員學歷 

職稱 人員 學歷 
計畫經理 徐偉展 台灣大學生物資源環境系統工程研究所博士 
工程師 曾詩雯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 
專員 陳明昌 高旗高工 

 
 
 
 
 
 
 
 
 
 
 
 
 
 
 
 
 
 
 
 
 
 
 
 
 
 
 
 

圖 1 工作團隊組織架構圖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北區工程處 

鴻立環保企業社 

資料蒐集 

 

曾詩雯 

擬定對策 

 

徐偉展 

聯絡規劃 

 

陳明昌 

計畫經理 

徐偉展 

調查分析 

 

陳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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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理理念 

在管理與經營之運作上，各小組依其性質遴選資深之專業人員擔

任，負責該小組之執行及預算進度與品質控制。此管理系統以目標管

理（MBO）為基本精神，於計畫進行初始將工作項目分工，同時由各

小組負責人就研擬進度以及所需配合之設備、工具（如電腦分析）。 

在計畫進行期間，統計分析組將以迅速之電腦分析與演算，隔週

向計畫主持人及計畫經理提供計畫成果分析報告、人員使用率分析報

告及進度報告等，做為計畫控制依據，此外，計畫主持人將小組視實

際之狀況與需求，以不定期之方式隨時對本專案小組之工作進行指導

及審核如圖 2 所示。 

 

 

 

 

 

 

 

 

 

 

 

 

 

 

 

 

 

 

 

 

 

 

圖 2 計畫管理作業流程圖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北區工程處 

 

計畫主持人 
 

技術審核 
 

計畫經理人 
 

擬訂工作計畫及進度
控制 

 

研訂細部工作計畫 
 

行政部門提供計畫成
本分析資料 

 

計畫進度及工作審查
會議 

 

要徑控制點 
之計畫會議進度 

 

報告初稿 
 

成果定稿 
 

計畫協調會議 
 

與業主之協調方式(進度
報告、電話、信函、會
議紀錄、備忘錄等) 

品保小組 
 

計畫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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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經理相關實績 

年度 工作/執行計劃案 單位 職稱 驗收資料 

110 年 生態池整修工程 桃園市平鎮區
新勢國民小學 

計畫經
理 

如附件一 

111 年 
111 年度「關渡自然公園
水磨坑溪人工溼地操作維
護計畫」 

台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 

計畫經
理 

如附件二 

112-113
年度 

恆春鎮立納骨堂環境監測
委託技術服務案 

屏東縣恆春公
所 

計畫主
持人 

如附件三 

112-113
年度 

高雄市旗山糖廠農產加工
區開發計畫施工及營運期
間環境監測服務案 

高雄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計畫主
持人 

執行中 

113 年 

春日鄉力里村農業灌溉改
善工程施工場域野生動植
物調查及生態檢核相關工
作計畫 

屏東縣春日鄉
公所 

計畫主
持人 

執行中 

113 年 林莊淨水場重建工程生態
檢核作業 

自來水公司北
區工程處 

計畫經
理 

如附件四 

113 年 
海口漁港內突堤增設及北
碼頭改善工程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 

屏東縣政府交
通旅遊處 

計畫經
理 

執行中 

113 年 
落山風風景特定區車城水
岸及環境營造計畫（三
期）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屏東縣政府交
通旅遊處 

計畫經
理 

執行中 

113 年 
溫泉公園景觀步道點亮及
設施改善工程(四重溪)生
態檢核資料 

屏東縣政府交
通旅遊處 

計畫經
理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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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現勘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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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紀錄表 

 

計畫名稱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

配水池工程規劃設

計生態檢核 

主辦單位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北區工程處 

執行廠商 鴻立環保企業社 

現勘日期 113 年 11 月 17 日 現勘人員 徐偉展、曾詩雯 

現勘地點 
天送埤淨水場新建

配水池工程 

經緯度 

座標 

經度 24.666595  

經度：121.613335 

生態事件: 本計畫調查，施工範圍鄰近有鳥類棲息，經判斷應屬工區鄰

近，有相當良好的生態系；原有工區有較良好之樹木生態架構，能夠提

供鳥類棲息與覓食，施工期鳥類暫時遷移，盡可能保留原有或原生樹種，

於完工後讓鳥類或候(留)鳥可以再行回歸。 
棲地影像紀錄 

  
金背鳩 八哥 

  
白鷺 非洲大蝸牛 

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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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在地民眾參與說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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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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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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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重要野鳥棲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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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重要野鳥棲地手冊(第二版)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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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重要野鳥棲地手冊(第二版)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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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重要野鳥棲地手冊(第二版)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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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重要野鳥棲地手冊(第二版)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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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宜蘭縣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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