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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檢核制度沿革及辦理參考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自 2009 年起配合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逐年試辦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2016 年水利署修訂「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手冊」以推廣、落實生態檢核作業。

藉由施工前之工程核定階段與規劃設計階段蒐集區域生態資訊，了解當地環境生態特性、

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

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維持治水與生態保育的平衡。於施工階

段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

與維護環境品質。最後於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評估治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生態課

題與研擬改善之生態保育措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6 年 4 月函文(工程技字第 100600124400 號)至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請公共工程計畫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

為計畫應辦事項。並於 108 年 5 月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工程技字第

1080200380 號函修正)，後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字

第 1090201171 號函)及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6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修正。

本計畫工程依照計畫工程地理位置及工程特性，生態檢核工作即依據『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執行辦理，並參考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補充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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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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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檢核工作說明

以工程生命週期可分為工程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理等階段，本工程屬

於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檢核作業分為施工前、施工期間與施工後階段，本次作業為施工

前檢核。施工階段主要工作為現場勘查、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生態保育措施、民眾

參與、資訊公開，相關生態檢核工作擬進行如下：

(一) 現場勘查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由生態專業人員評估是否有其他潛

在生態課題，現場勘查所得生態評析意見與修正之生態保育策略，應儘可能納入施工過

程之考量，以達工程之生態保全目的。

(二) 生態保育措施

確認工程設計及生態保育原則，生態專業人員於現場勘查應記錄工程施作現場與周

邊的主要植被類型、潛在棲地環境、大樹等關鍵生態資訊，初步判斷須關注的生態議題

如位於天然林、天然溪流等環境，擬定工程相關生態注意事項，標示定位並摘要記錄。

生態專業人員進行工程之生態評析，可藉由現場勘查、資料蒐集、生態評估、生態關注

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提供工程範圍之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法及保育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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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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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說明

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四) 資訊公開

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五) 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工區範圍內之生態環境若有異常狀況，發現後積極處理，以防止異常狀況再次發生。

針對每一生態異常狀況釐清原因、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行複查，直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

異常狀況情形如下：

1. 生態保全對象生長狀況異常或遭移除。

2. 生物異常現象，如魚群暴斃、水質渾濁。

3. 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

(六) 執行團隊

本案由田野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

原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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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果

(一)、相關文獻蒐集

1.台 26 線安朔至港口段公路整體改善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根據「台 26 線安朔至港口段公路整體改善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所載 ，環評報告(2001)共記錄植物 130 科 341 屬 468 種，台 26 線安朔~旭

海段新(拓)建道路工程 0K+6K+930(1~4 標)隧道路廊方案環境差異分析報告(2007)共記

錄植物 86 科 229 屬 294 種，環境差異分析報告(2010)記錄植物 91 科 244 屬 321 種，其

中受威脅物種記錄易危(VU, Vulnerable)等級之早田氏爵床、鐵色、蓮葉桐 3 種，接近

受脅(NT, Near Threatened)等級之台灣假黃楊、鵝鑾鼻野百合、土樟、倒卵葉楠、台灣

假黃鵪菜、南仁山柃木等 6 種，瀕危(Endangered, EN)等級之繖楊 1 種。

陸域動物部分，綜合環評階段及環差分析調查，共記錄哺乳類 16 科 27 種，鳥類

44 科 120 種，兩棲類 4 科 15 種，爬蟲類 11 科 46 種，蝶類 5 科 117 種，其中包含 18

種特有種及 36 種特有亞種，43 種保育類動物(遊隼、黃鸝、綠蠵龜、金龜、穿山甲、

麝香貓、食蟹獴、台灣山羊、唐白鷺、日本松雀鷹、赤腹鷹、鳳頭蒼鷹、松雀鷹、灰

面鵟鷹、灰澤鵟、澤鵟、黑鳶、大冠鷲、紅隼、彩鷸、蒼燕鷗、紅頭綠鳩、領角鴞、

烏頭翁、台灣畫眉、蛇蜥、唐水蛇、百步蛇、食蛇龜、柴棺龜、燕鴴、大杓鷸、紅尾

伯勞、白尾鴝、鉛色水鶇、台灣藍鵲、金線蛙、梭德氏草蜥、錦蛇、鉛色水蛇、斯文

豪氏遊蛇、環紋赤蛇、黃裳鳳蝶)。水域生物部分，共記錄魚類 9 科 19 種，底棲生物 6

科 17 種，水生昆蟲 6 目 21 科，浮游植物 3 門 61 種，附著性藻類 3 門 36 種，浮游動物

4 門 13 種，其中記錄 3 種台灣特有種(擬多齒米蝦、台灣扁絨螯蟹、拉氏明溪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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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年度「琅嶠卑南古道(安朔-旭海段周遭)資源調查(一)

根據「100 年度「琅嶠卑南古道(安朔-旭海段周遭)資源調查(一)」報告，陸域植物

共記錄 106 科 297 屬 400 種，其中原生種 330 種，特有種 45 種，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

最多，佔 82.5%。受威脅物種記錄瀕危(Endangered, EN)等級之竹柏、鵝鑾鼻野百合 2

種，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等級之台灣假黃鵪菜、土樟、毛柿、山柑、屏東鐵

線蓮、印度苦櫧、恆春紅豆樹等 7 種，易危(VU, Vulnerable)等級之棋盤腳、鐵色、鵝

鑾鼻蔓榕、蓮葉桐、安旱草等 5 種。

動物部分共記錄 153 科 235 屬 286 種動物，其中無脊椎動物 202 種、魚類 34 種、

兩生動物 9 種、爬行動物 17 種、鳥類 17 種與哺乳動物 7 種，其中保育類動物共記錄 7

種(綠蠵龜、食蟹獴、小燕鷗、大冠鷲、黃嘴角鴞、烏頭翁及台灣畫眉)，31 種台灣特

有(亞)種。

3.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TBN)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維運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TBN)」網站資料，查詢本案基地範圍及鄰近 1 公里區域

物種資訊，於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網站之陸域植物共記錄 16 種，其中受威脅物種記錄

瀕危(Endangered, EN)等級之銀葉樹 1 種，接近受脅(NT, Near Threatened)等級之土樟、

綠島細柄草 2 種。

陸域動物部分，於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之哺乳類動物記錄 1 種(條紋海豚)，為珍貴

稀有之保育哺乳類動物；鳥類共記錄 2 種，其中包含黑鳶 1 種珍貴稀有之保育鳥類；

兩棲類動物記錄 1 種，為台灣特有種(史丹吉氏小雨蛙)；爬蟲類動物記錄 6 種，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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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綠蠵龜 1 種瀕臨絕種之保育爬蟲類，臺灣黑眉錦蛇 1 種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爬蟲類

動物。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訊資料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之「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訊資料庫」網站資

料，查詢本案基地範圍及鄰近區域關注物種資訊，於資料庫之關注物種包含鳥類 1 種

(黑鳶)、兩棲類 1 種(史丹吉氏小雨蛙)、爬蟲類 1 種(臺灣黑眉錦蛇)。

5.生態敏感區圖資及國土生態綠網

將計畫路線套疊法定生態敏感區圖資(自然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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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海岸保護區)，本案計畫範圍均無涉及以上法

定生態敏感區域(圖 2)，套疊其他重要生態敏感區圖資(重要野鳥棲地、國家重要濕地)，

本案計畫區域亦無涉及以上其他重要生態敏感區圖資。

另外，根據林務局 109 年「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規劃及發展計畫」成果圖資，本案

計畫範圍位於國土綠網之南三區，分布範圍為恆春半島，主要棲地類型為森林、溪流

及恆春半島熱帶季風植被等環境，南三區之重點關注動物包含穿山甲、食蟹獴、麝香

貓、灰面鵟鷹、黃魚鴞、黃鸝、董雞、食蛇龜、草花蛇、百步蛇、鎖鍊蛇、日本鰻鱺、

椰子蟹、林投攀相手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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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計畫區與法定生態敏感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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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計畫區與其他重要生態敏感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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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地勘查結果

本案為火箭發射場域改善工程，本團隊於 112 年 4 月進行生態檢核作業，檢核結

果敘述如下。

經現地調查，基地上之植被狀況為曾受人為擾動後之草生地，為濱海草生地，因

受強風吹襲，因此觀察到的植物種類主要多屬於低矮型植物，種類多為雙花蟛蜞菊、

馬鞍藤、裂葉月見草、海馬齒、匍根大戟、台灣灰毛豆、鴨舌癀、車前草、濱排草、

水芫花、煉莢豆、番杏等為主。靠近東側道路之鄰近區域則有海岸林，其種類多為臭

娘子、血桐、台灣海棗、蟲屎、構樹、山欖等樹種。本次調查中未於基地內發現紅皮

書受威脅等級植物。

動物部分，由訪查及現地調查共記錄台灣野豬、台灣獼猴、山羌、台灣野兔(排

遺)、赤腹松鼠等哺乳類動物，台灣竹雞、紅鳩、小白鷺、五色鳥、樹鵲、家燕、洋燕、

烏頭翁、紅嘴黑鵯、小彎嘴、藍磯鶇、東方黃鶺鴒、白鶺鴒等鳥類，黑眶蟾蜍、澤蛙、

小雨蛙、太田樹蛙等兩棲類動物，鉛山壁虎、疣尾蝎虎、鱗趾虎、斯文豪氏攀蜥、股

鱗蜓蜥等爬行類動物，褐塘鱧、日本瓢鰭鰕虎等魚類，拉氏明溪蟹、細紋方蟹、黃灰

澤蟹及陸寄居蟹等蝦蟹類；基地位置東側礁岩間之潮池發現許多海參、陽燧足、海膽、

螺類、蟹類、蝦虎魚類等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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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關注區域

基地範圍多為人為擾動後之環境，主要以草生地、裸露地及人工建物等類型為主、

而基地東側緊鄰沙灘及礁岩等環境，海水退潮後於礁岩間之潮池可發現許多潮間帶生物，

如海膽、海參、陽燧足、蝦虎魚、螃蟹、螺貝類等動物，生物種類相當多樣，故除原有

基地範圍外，工程施作需迴避此區域，施工車輛應避免進入沙灘環境，以保護海岸生態

之完整，生態敏感區域如圖 4 所示。

圖 4、生態敏感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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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減輕對策

本次於 112 年 4 月進行現場勘查工作，初步分析目前工程所造成之生態影響，並判斷可

能的保育對策，建議對策含減輕未來施工對生物之影響及補償原生生物之棲息環境，相關說

明如下：

(1) 迴避：基地周邊包含次生林、沙灘及礁岩等良好環境，施工期間需迴避上述環境，以

保護周邊環境完整。

(2) 縮小：施工期間應限制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暫置區等臨時設施之範圍，除必要之工

程量體及施作區域外，需避免工程擾動周邊環境，以縮小現地受到工程及施工過程之

干擾。

(3) 減輕：施工範圍應設立圍籬以防止動物誤闖入工區而受傷，並可降低工程機具噪音的

干擾。

(4) 減輕：施工車輛需注意遵循速限減速慢行，以避免發生野生動物路殺之情形。

(5) 減輕：工區整地後裸土及裸地應以黑網覆蓋，並加強撒水，以降低落塵影響及避免土

砂流入海域而影響海域生物之棲息環境。

(6) 減輕：工區聯外道路定期灑水維護及泥沙清理，以減少揚塵產生。

(7) 減輕：施工機具定期維護保養、土石集中堆置處理，以避免漏油或土石等隨路面逕流

直接流入周邊海域。

(8) 減輕：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廢水，需妥善收集並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予排

出，避免直接排入鄰近海域環境。

(9) 減輕：工程施作期間所產生之人工廢棄物將妥善處理，設置有蓋式垃圾桶，清理人員

每天清運與處理，避免野生動物亂翻垃圾桶或誤食垃圾。

(10) 減輕：禁止施工人員飼養或餵食流浪犬貓，以避免影響當地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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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減輕：避免於夜間進行工程施作，夜間照明須設置遮光罩並選用低色溫燈泡，以降低

工程作業對生物之干擾。

(12) 減輕：針對監工、施工人員及承包商實施禁獵野生動物管制。

(13) 減輕：因工程造成裸地或施工機具所帶入之外來種(如銀膠菊、銀合歡等)，可於施工

過程進行移除作業，以減輕工程行為對原生物種之影響。

(14) 補償：為補償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可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方式，加速現地植生與

生育地之復育，選擇之種類可參考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台灣原生樹木種苗網當中，選

擇屏東林區管理處所販售樹種(08-7236941 轉分機 213)。

(15) 補償：綠化工作避免噴灑化學肥料、殺蟲劑或殺草劑，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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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屏東縣牡丹鄉國科會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基地位置
工程預算/

經費

工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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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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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如生態監看記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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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生態監看記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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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計畫書核定時尚未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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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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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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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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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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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態監看紀錄表

工程名稱（編號）:

屏東縣牡丹鄉國科會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改善工程

1.生態團隊組成：

曾志明(田野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碩士肄業，水、陸域生態調查員，

工作經歷 2008 年~至今)

黃宸瑋(田野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碩士，陸域生態調查員，工作經歷

2015 年~至今)

2.棲地生態資料：

經現地勘查，基地上之植被狀況為曾受人為擾動後之草生地，為受季風影響的濱海草生

地，觀察到的植物種類主要多屬於低矮型植物，種類多為雙花蟛蜞菊、馬鞍藤、裂葉月見

草、海馬齒、匍根大戟、台灣灰毛豆、鴨舌癀、車前草、濱排草、水芫花、煉莢豆、番杏

等為主。靠近東側道路之鄰近區域則有海岸林，其種類多為臭娘子、血桐、台灣海棗、蟲

屎、構樹、山欖等樹種。本次調查中未於基地內發現紅皮書受威脅等級植物。

動物部分，動物部分，由訪查及現地調查共記錄台灣野豬、台灣獼猴、山羌、台灣野兔

(排遺)、赤腹松鼠等哺乳類動物，台灣竹雞、紅鳩、小白鷺、五色鳥、樹鵲、家燕、洋燕、

烏頭翁、紅嘴黑鵯、小彎嘴、藍磯鶇、東方黃鶺鴒、白鶺鴒等鳥類，黑眶蟾蜍、澤蛙、小

雨蛙、太田樹蛙等兩棲類動物，鉛山壁虎、疣尾蝎虎、鱗趾虎、斯文豪氏攀蜥、股鱗蜓蜥

等爬行類動物，褐塘鱧、日本瓢鰭鰕虎等魚類，拉氏明溪蟹、細紋方蟹、黃灰澤蟹及陸寄

居蟹等蝦蟹類；基地位置東側礁岩間之潮池發現許多海參、陽燧足、海膽、螺類、蟹類、

蝦虎魚類等動物。

本計畫已進行現場勘查及生態調查工作，初步分析工程之生態影響，並判斷可能的保育

對策，相關說明如下：

(1) 迴避：基地周邊包含次生林、沙灘及礁岩等良好環境，施工期間需迴避上述環境，

以保護周邊環境完整。

(2) 縮小：施工期間應限制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暫置區等臨時設施之範圍，除必要之

工程量體及施作區域外，需避免工程擾動周邊環境，以縮小現地受到工程及施工過

程之干擾。

(3) 減輕：施工範圍應設立圍籬以防止動物誤闖入工區而受傷，並可降低工程機具噪音

的干擾。

(4) 減輕：施工車輛需注意遵循速限減速慢行，以避免發生野生動物路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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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減輕：工區整地後裸土及裸地應以天然資材敷蓋，並加強撒水，以降低落塵影響及

避免土砂流入海域而影響海域生物之棲息環境。

(6) 減輕：工區聯外道路定期灑水維護及泥沙清理，以減少揚塵產生。

(7) 減輕：施工機具定期維護保養、土石集中堆置處理，以避免漏油或土石等隨路面逕

流直接流入周邊海域。

(8) 減輕：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廢水，需妥善收集並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予排

出，避免直接排入鄰近海域環境。

(9) 減輕：工程施作期間所產生之人工廢棄物將妥善處理，設置有蓋式垃圾桶，清理人

員每天清運與處理，避免野生動物亂翻垃圾桶或誤食垃圾。

(10) 減輕：禁止施工人員飼養或餵食流浪犬貓，以避免影響當地野生動物。

(11) 減輕：避免於夜間進行工程施作，夜間照明須設置遮光罩並選用低色溫燈泡，以降

低工程作業對生物之干擾。

(12) 減輕：針對監工、施工人員及承包商實施禁獵野生動物管制。

(13) 減輕：因工程造成裸地或施工機具所帶入之外來種(如銀膠菊、銀合歡等)，可於施工

過程進行移除作業，以減輕工程行為對原生物種之影響。

(14) 補償：為補償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可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方式，加速現地植生

與生育地之復育，選擇之種類可參考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台灣原生樹木種苗網當

中，選擇屏東林區管理處所販售樹種(08-7236941 轉分機 213)。

(15) 補償：綠化工作避免噴灑化學肥料、殺蟲劑或殺草劑，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3.生態敏感區位圖：

經生態檢核作業之調查結果，發現基地東側緊鄰沙灘及礁岩等環境，礁岩間之潮池可

發現許多潮間帶生物棲息，故除原有基地範圍外，工程施作需迴避此區域，施工車輛應避

免進入沙灘環境，以保護海岸生態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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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地影像紀錄：

基地環境照 基地環境照

基地環境照 基地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周邊環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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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台灣灰毛豆 生物照-濱排草

生物照-雙花蟛蜞菊 生物照- 裂葉月見草

生物照-毛西番蓮 生物照-番杏



21

生物照-馬鞍藤 生物照-鷗蔓

生物照-山欖 生物照- 台灣海棗

台灣野兔排遺 生物照-藍磯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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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烏頭翁 生物照-太田樹蛙

生物照-疣尾蝎虎 生物照-鱗趾虎

生物照-鉛山壁虎 生物照-股鱗蜓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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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自主檢查表

計畫名稱 屏東縣牡丹鄉國科會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改善工程

查核時間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正常 不正常 備註

1
迴避基地東側沙灘及礁岩區域，保持

環境完整樣貌

2
施工區域周圍設置圍籬，降低工程對

周遭生物之影響

3
土方及材料暫置區以既有之裸地為

主，勿堆置於周邊環境

4
設置道路速限標示，施工車輛遵循速

限減速慢行

5
工區整地後之裸土或裸露地以黑網覆

蓋，降低落塵之影響

6 工區聯外道路定期灑水清洗

7 工程期間每日妥善處理人工廢棄物

8 禁止施工人員餵食遊蕩犬、貓

9 施工期間禁止獵捕、騷擾野生動物

10 綠化工作禁止使用化學藥劑

檢查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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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異常狀況處理表

工程名稱 屏東縣牡丹鄉國科會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改善工程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全對象生長狀況異常或遭移除□水域動物暴斃□水質混濁□生態保

育措施未確實執行□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其他(請說明)：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異常狀況說明

(附相關照片)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

及應採行動

(附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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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說明會

會議名稱：開工前說明會

里 別：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請業主協助放置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