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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路以東銜接特三號道路工程(第二標)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 生態檢核執行相關規定

✓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注意事項」(2023)及交通部公路局訂定之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手冊」(2023)。

◆ 執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填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自評表及相關表單，落實提出之生態保育策略。

◆ 生態檢核目的

✓生態保育、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營造生

態永續環境

◆ 資訊公開

✓台中市政府工程進度查詢系統

https://assess-

public.taichung.gov.tw/BeforehandWork/D

etail/011223123

(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字第1120200648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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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 進行至少一次現勘
確認棲地現況

• 查核保育措施執行
情況

• 協助填寫自評表
• 商議處理異常狀況

• 與廠商確認保全對象
及保育措施

• 評估潛在生態議題
• 擬定異常狀況處理程

序
• 擬定自主檢查表

施工階段

• 組織團隊
• 辦理現場勘查、施工

說明會
• 生態檢核文件

1. 施工計劃書
2. 品質計劃書
3. 廠商履約文件
4.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 執行生態保育措施

• 工程督導

• 定期填寫自主檢查表

• 商議處理異常狀況

• 填寫自評表

• 檢查生態保全對象及

保育措施

• 若未執行，則進行相

關補救或復原措施

• 協助監造單位及主

辦機關查核生態保

全對象及保育措施

執行情況

施工前

工
程
單
位

生
態
團
隊

施工中 施工後

現勘1次 現勘3次 現勘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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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簡介
◆本計畫工程起點接續已完成之華南路，於遊園路一段華南路路口往東延伸

至特3號道路(向上路五段)，道路範圍位於大肚區與南屯區，全長約1,864

公尺、寬度20公尺，皆為路堤與平面道路，採雙向4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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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物種組成 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

植物
128科420屬
625種

瀕危(Endangered, EN)2種：蘭嶼胡桐、刺花椒
易危(Vulnerable, VU)15種：蔓榕、玉山石竹、
蓮葉桐、庭梅、臺灣火刺木、琉球野薔薇、小果
薔薇、蘭嶼木藍、狗花椒、鵝掌藤、絲葉狸藻、
島田氏雞兒腸、小莕菜、萬年青、毛果珍珠茅
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10種：天料木、
紅雞油、蘭嶼福木、厚葉石斑木、圓葉野扁豆、
臺灣假黃楊、欖李、蘭嶼馬蹄花、掌葉牽牛、日
本簀藻

哺乳類
8目12科24
種

I：石虎
II：穿山甲
III：臺灣水鹿

鳥類
18目54科
138種

II：紅隼、遊隼、燕隼、八哥、紫綬帶、大陸畫
眉、臺灣畫眉、領角鴞、彩鷸、小燕鷗、環頸雉、
藍腹鷴、魚鷹、大冠鷲、日本松雀鷹、北雀鷹、
灰面鵟鷹、赤腹鷹、東方蜂鷹、東方澤鵟、東方
鵟、松雀鷹、林鵰、黑翅鳶、蒼鷹、鳳頭蒼鷹、
黑鸛
III：紅尾伯勞、黑頭文鳥、白耳畫眉、燕鴴

爬蟲類 1目6科17種 -

兩生類 1目6科6種 -

昆蟲類(蝶
類及蜻蜓)

2目9科81種 -

魚類 5目9科16種 -

底棲類 3目7科9種 -

生態背景資料
◆ 工程生態情報圖可見計畫區位於石

虎重要棲地、石虎潛在棲地、國土

生態綠網關注區域-西二區及大肚臺

地淺山保育軸帶。

◆ 蒐集計畫路線3公里範圍之文獻

5
施工階段架設2台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



施工前作業
◆進行現地勘查

◆生態團隊提出生態意見

計畫範圍周邊環境

草生地

既有道路 農耕地

次生林

大冠鷲 鳳頭蒼鷹

紅尾伯勞 臺灣野兔
排遺

主辦、監造、施工、
生態團隊共同會勘

民眾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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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作業

◆指認保全對象

◆擬定自主檢查表

竹柏

臺灣肖楠

臺灣肖楠

土肉桂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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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迴避良好棲地

◆【迴避】施作路線旁4處次生林，其屬當地野生動物主要活動區域，故避免工程

機械及人員進入破壞或干擾。前揭林分採用電子圍籬方式監測，避免施工期間施

工人員及機械誤入林分。

8

共提出3項迴避、20項減輕、 1項補償

迴避珍稀植物

◆【迴避】依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預計施作路線旁記錄有珍稀植物

臺灣肖楠(VU)、竹柏(EN)及土肉桂(NT)，雖均為人工栽植，但為保留珍稀植物

種源，維持基因多樣性，施工期間迴避前揭樹木，並禁止施工機械及人員破壞。

臺灣肖楠1 臺灣肖楠2 竹柏 土肉桂樹群



生態保育措施

減少入侵種族群

◆【減輕】施工範圍內多生長大花咸豐草及小花蔓

澤蘭等入侵種，易影響既有原生種林木生長，故

於進行路面開挖工程時，順勢移除入侵種植被。

小花蔓澤蘭&大花咸豐草

9

樹木移植

◆【減輕】施作區域內預計移植之樹木，須依設計

圖說內移植作業方法執行，並禁止斷頭式修剪。

預計移植樹木



生態保育措施
增加原生種族群

◆【減輕】計畫區域內新增植栽建議栽植原生種為原則，避免栽植入侵種類，避

免入侵種拓殖至周圍植被，影響既有植群組成結構。

→建議植栽：喬木－九芎、鐵冬青、黃連木、土密樹、青剛櫟等。

灌木－山黃梔、草海桐、白水木、臺灣山桂花、月橘等。

草本－冇骨消、龍船花、黃花鼠尾草、狗牙根、火炭母草等。

◆【減輕】新設擋土牆表面光滑，不利動植物利用，故於擋土牆上方栽植藤本原

生植物，使之攀附增加空間孔隙，供小型爬蟲類或昆蟲利用，增加生態功能性。

→擋土牆建議植栽：風藤、地錦(爬牆虎)、異葉馬兜鈴、愛玉子、山素英。

火炭母草 月橘 土密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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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動物通道及防護網

◆【補償】為避免新設道路造成棲地切割或破碎化，導致動物族群無法交流，故

於1K+500處設置動物廊道，減輕因新設道路造成之棲地阻隔。並於動物廊道出

入口及廊道兩側次生林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進行監測，追蹤設置成效。

◆【減輕】銜接動物通道之緩坡面，其坡度控制於1：2，且增加粗糙化表面，如

漿砌碎石塊或加深掃紋，易於野生動物攀爬利用。

◆【減輕】為避免野生動物因新設道路造成路殺，故於道路周邊設置動物防護網，

除防止動物誤闖道路外，亦誘導至動物通道通行。

動物防護網 粗糙表面之動物坡道

示意圖 示意圖

11



生態保育措施

減輕光源危害

◆【減輕】動物通道旁新設路燈光源，恐影響野生動物利用動物通道，故適當調

整動物通道旁路燈位置，避免光源散射至動物通道出入口。

◆【減輕】為避免新設路燈光源散射至周圍棲地環境，影響林木正常生理作用及

野生動物正常活動，故於新設路燈設置燈罩，集中光源於道路上，減輕生態影響。

◆【減輕】非施工時間除工區警示燈外，盡量降低夜間照明，避免干擾夜行性動

物的活動及覓食。

圖片取自：http://conxcorp.com/understanding-light-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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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揚塵抑制

◆【減輕】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進行灑水降

低揚塵量，避免林木葉表面遭揚塵覆蓋，並

視施工項目及天候狀況增加灑水頻率。

◆【減輕】計畫區內土方堆置區應覆蓋防塵網，

以防土砂飛揚影響周圍棲地環境。

◆【減輕】運送廢棄土方或工程資材時，其運

送車輛機具採用防塵布緊密覆蓋，防止沙土

飛揚或掉落地面汙染環境。

施工便道及臨時置料區

◆【減輕】施工便道及臨時置料區選用既有裸露地或以受人為干擾之低敏感區域，

避免過度移除既有植被，降低工程對陸域棲地的干擾。

示意圖

示意圖

土方覆蓋

灑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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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護措施

◆【迴避】施工機具造成之震動及噪音易干擾野生動物活動，施工期段避開動物覓食及

活動高峰時段(8：00前；17：00後)，減少干擾野生動物正常活動。

◆【減輕】犬、貓易造成野生動物生存壓力，故禁止於工區飼養或餵食犬貓。

◆【減輕】施工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30公里以下，降低動物路殺之機率。

◆【減輕】工程施作於施工限制範圍內作業，避免施工機械及人員干擾周圍既有棲地環

境，並於計畫區周圍設置甲種圍籬，以防野生動物誤闖工區。

◆【減輕】施工期間避免使用老舊機具施工，適時進行車輛及機械保養維修，以免產生

高分貝噪音，並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施工，以減少噪音對生物之干擾。

◆【減輕】工區禁止捕殺野生動物，應採用柔性方式驅離，若發現保育類於工區受傷或

死亡，應立即通報主辦、監造單位及生態團隊。

生態保育措施

示意圖

工區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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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措施

廢棄物處理

◆【減輕】施工過程中產生之工程廢水及廢棄泥漿，禁止直接排入周圍坑溝或森

林棲地，需依相關排放廢水程序，適當處理後才行排放。

◆【減輕】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需集中並帶離現場，禁止埋入土層，

或以任何形式滯留現場，避免野生動物誤傷或誤食，並於完工驗收時須統一檢診

周遭垃圾及工程廢棄物等是否已清除乾淨。

垃圾加蓋集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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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填寫方式

保
育
措
施
項
目

保
育
措
施
檢
查
結
果

工
地
主
任
及
檢
查
人
員
簽
名

施工前照片

保
育
措
施
執
行
照
片

保全對象拍攝
角度需一致

由廠商每月查核生態保育措施是否
確實執行並填寫自主檢查表，再由監

造及生態團隊確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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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流程

啟動異常狀況處理機制

生態環境自主檢查

發現環境異常狀況

通報主管機關
通知生態團隊

環境異常狀況原因瞭解及調查

矯正措施執行

異常狀況持續 異常狀況結束

持
續
追
蹤

監造廠商 施工單位

民眾 主管機關

施工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廠商

施工單位

主管機關 生態團隊

生態團隊、主管機關及監造單位三方
共同討論可執行之矯正措施方案，並

由施工單位進行

主管機關或生態團隊持續追蹤異常狀
況至異常狀況處理結束

狀況發生立即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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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流程

◆1. 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應保護之植被遭移除。

◆2. 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水域生物暴斃、水質混濁、植被被

剷除。

◆3.施工便道闢設不當。

◆4. 生態友善措施未確實執行。

◆5. 生態保育團體提出疑義或民眾陳情。

發現
異常狀況
提報

主辦機關

共同討論

解決對策

持續複查
至

異常狀況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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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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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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後現勘

◆預計於114年12月完工，完工後進行1次現勘。

◆完工後進行施工後現勘，查核棲地情況、檢查生態保育措施是否執

行、瞭解保全對象之狀況，以及是否有確實填寫每月的自主檢查表。

→例如：保全對象是否遭到破壞、完工後工區內機具及物料是否清

除等。

◆若未執行或有異常，則進行相關補救或復原措施。

20




	教育訓練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