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政及道安司

簡報人
路政及道安司

龔郁鈞
114年1月14日

交通部暨所屬機關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交通部 1-



路政及道安司

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抽查每月決標案件無須辦理生態檢核情形

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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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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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106年函請各單位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
應辦事項
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時依該機制辦理檢核作業

｜108年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為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補助比率達50%工程納入適用對象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時落實生態檢核

｜112年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案件，須經上級機關
審查確認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始無需辦理生態檢核

壹、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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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4月25日
行政院工程會函「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
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納入計畫應辦事項

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時依該機制辦理檢核作業

具體作為
106年5月3日函轉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本部所屬各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招標作業將生態檢核內
容納入招標相關文件

本部及所屬機關皆參用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中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壹、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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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5月10日
行政院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補助
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50%之新建公共工程，需辦理生
態檢核作業
增列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案件
，免辦理生態檢核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時落實
生態檢核

具體作為
108年5月16日函轉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本部所屬各機關配合研訂符合機關工程特性之生態檢
核機制

壹、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交通部 6-



路政及道安司

 112年7月18日
行政院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
規定[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應
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始無
需辦理生態檢核。

具體作為
112年7月21日函轉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
事項」

本部所屬機關落實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依規定
函報本部審查確認。

壹、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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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督導所屬機關訂定生態檢核作業規定
交通部所屬機關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規定
 公路局、高速公路局、臺鐵公司、中央氣象署、中華郵政
公司、臺灣港務公司已訂定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參考手冊
依機關及工程特性，訂定權管參考手冊，為工程全生命週期各
階段訂定工作目標、流程及內容

 觀光署訂定「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方案」及「補助各縣市政府觀光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方案」，
運研所亦頒定生態檢核作業方案

 鐵道局將生態檢核相關管控機制納入 ISO 管理機制 ， 生
態檢核的相關要求納入多項程序文件中，並增列了各階段
需配合辦理的生態檢核事項

 民航局、航港局及桃園機場公司辦理之工程多屬「原構造
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建工程、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
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
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尚無適
用工程生態檢核案件，若爾後有相關案件，將依工程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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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抽查每月決標案件無須辦理生態檢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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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工程會每月來函「 抽查各機關決
標案件無需辦理生態檢核案件清單」

具體作為
本部每月函轉工程會「決標案件無需辦理生態檢核
案件清單」
本部查證工程會無需辦理生態檢核案件清單中，主管
機關及補助機關涉及本部與所屬機關，函轉其機關查
證決標案件是否無需辦理生態檢核情形，若有填報錯
誤情形，應更正決標公告。

本部將其錄案並定期追蹤工程會決標案件無需辦理生
態檢核案件清單中涉及本部與所屬機關之案件。

貳、抽查每月決標案件無須辦理生態檢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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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及道安司

貳、抽查每月決標案件無須辦理生態檢核情形

 補助機關為本部所屬單位，
本部所屬單位請主辦機關進
行查證後回復

本部所屬機關112年生態檢
核案件辦理情形統計結果
（含補助地方政府案件）：
 112年勞務類技術服務計733
件，需辦理生態檢核總件數
計103件、未依規定辦理總件
數計1件、不需辦理生態檢核
總件數計630件。

 112年工程標計2041件，需
辦理生態檢核總件數計137件、
未依規定辦理總件數計1件、
不需辦理生態檢核總件數計
190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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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交通部 12-



路政及道安司

參、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建立所屬單位
入口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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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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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個案工程生
態檢核資訊
公開查詢方
式載明於公
共工程告示
牌「重要公
告事項」欄
位

QR-code，網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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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及道安司

參、建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
工程會成立「生態檢核聯繫群組」Line群組，即時掌握了解民眾或生
態公民團體反映事項

公民團體
對於本部
所屬機關
辦理生態
檢核表示
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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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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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為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計畫
執行情形，本部於109年10月
16日及109年3月24日函請所
屬機關就下列事項持續辦理：
 加強工程全生命週期審核及管控工作，

適時滾動檢討修訂生態檢核相關規定
或執行參考手冊。

 落實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資訊之公開，
建置生態檢核專區

 工程各作業階段之生態檢核及保育作
業等工作，持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或
案例宣導，並將相關資料公開於專屬
網站內

 符合生態檢核作業準則之中央自辦及
補助各地方政府案件，落實相關管考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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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可行性研究或規劃階段：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
核表」，「公共工程節能減碳及生檢
核」納入檢視項目

 計畫內容須納入永續公共工程設計理
念，並敘明落實生態環境保護

 基本設計階段：
 109年修正「交通部所屬公共工程經

費審議機制作業規定」中之「交通部
提送基本設計審議自主檢查表」

 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納
入基本設計規劃書圖重點

設計階段
生態檢核
納入審查重點 交通部 19-



路政及道安司

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施工階段：
 本部施工查核小組訂有「交通部

施工查核重點事項自檢表」，查
核項目納入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執
行情形

 查核委員增聘具生態專長委員

•東海大學景觀

學系

•教授

陳湘媛

•中華大學景觀

建築學系

•副教授

章錦瑜 吳孟玲

•農業部林業試

驗所

•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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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交通部所屬機關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課程內容包含生態檢核相關規定、執行方式、
實務應用及案例分享、生態教育、與環評之
差異、落實對施工環境之保護、宣導生態保
育觀念等。

 公路局暨所屬工程單位112 年共辦理14場次教育訓練、參訓人數約 328人次
 高速公路局所屬工程單位112 年共辦理2場次教育訓練、參訓人數約 70人次，
 鐵道局暨所屬工程單位112年共辦理9場次教育訓練、參訓人數約366人次，
 觀光署暨所屬管理處112 年共辦理4場次教育訓練、參訓人數約 175人次
 臺灣港務公司112 年辦理1場次教育訓練、參訓人數共4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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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生態檢核機制案例

 劃定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生態衝擊區
 與當地NGO溝通交流

 與NGO交流討論，並商討擬定減輕對策

生態調查範圍及衝擊區、對照區示意圖

隧道南洞口工區

項目

圖例

衝擊區
對照區(500m範圍)

梗枋北溪上游

梗枋溪下游

梗枋北溪上游便橋

1

2
3
4
5

隧道南口排水路上游

台鐵龜山站

台鐵外澳站

路線起點

2

0 500 m250125 

隧道北洞口及
橋梁段工區

1
23

4

5

2

避難聯絡通道
及施工便道工區

路線終點

隧道南口排水路下游

 宜蘭線龜山~外澳間路線改善工程
本案屬環評案件，故生態檢核作業於環評過程中一併辦理，於設計、施工
及維護管理階段將配合環評時之環境保護對策進行各作業階段之檢核

與NGO溝通交流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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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宜蘭線龜山~外澳間路線改善工程
生態檢核機制案例

 資訊公開
 環評階段舉辦公開會議，健全民眾參與制度，將

當地居民意見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中
 邀集專家學者辦理石虎生態專諮會議

 第四季次生態補充調查發現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
石虎

 因應石虎生態議題，邀集石虎專家、學者、民間
團體及相關單位辦理專諮會議，針對本案提出具
體保育建議及後續推動之注意事項

 諮詢委員：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王豫煌理事
 台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李玲玲教授(已退休)
 農業部生多所林育秀研究員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方韻如董事
 生 態 專 業 技 術 服 務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黃于玻理事長 交通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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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型開發、臨時工區開闢
 限制施工範圍，鄰近鐵路及道路邊界設置

2.4m高圍籬或阻隔設施並埋入地下10公分
 路堤段設置生態廊道，串聯棲地

 噪音-施工機具、鑽炸聲響
 機械開挖，入洞後50 m使得鑽炸
 使用低噪音或具消音設備機具、控制機具同

時間運轉數量

 車輛不怠速、不鳴按喇叭

 工區周界設置2.4 m圍籬
 降低夜間施工強度

 犬小病毒感染
 工區內廢棄物及廚餘以密閉式容器收集

 工區禁止攜入犬隻

 人為捕殺、誘殺
 每年實施一次人員生態教育訓練

 禁用除草劑、殺蟲劑、捕鼠藥

 禁制捕捉野生動物

 路殺機率提高
 施工車輛車速不得超過30 km/h，並設置

速限標誌及測速設施

 施工期間生態監測增加紅外線自動相機，
作為預警資料建置基礎

 營運後隧道口架設圍籬防止石虎誤入行車
路線

 營運後舊線之路塹段檢討規劃設置生態通
道，改善棲地連結性

 鐵道巡檢期間針對路殺情形進行記錄，並
標註位置及拍照

 移除樹木以1：1.5於異地補植；移植適當
地，總計移植共150株

縮小

補償

減輕

迴避

補償

縮小

減輕

減輕

減輕

減輕

減輕

減輕

減輕

減輕

補償

加強
監測

肆、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個案工程生態檢核自評作業
生態檢核機制案例 宜蘭線龜山~外澳間路線改善工程

針對施工、營運期間依據生態檢核精神初步擬定生態保護對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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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續由觀光署簡報)



八卦山東外環東方公園周邊
環境優化工程
報告單位：交通部觀光署
報 告 人：高技正泉達
日 期：114年01月14日

歡迎
訪 視 委 員
蒞 臨 指 導

交通部觀光署
Tourism Administration,MOTC



交通部觀光署 1-

壹、計畫位置

貳、本署生態檢核作業方案

參、生態檢核督導機制

肆、生態檢核分級評估(草案）

伍、生態檢核教育訓練成果

簡報大綱



壹、計畫位置

本案地點位於彰化市台74甲
線路(中彰快速道)旁，橫越八
卦⼭地區。

往臺中

彰化市區

八卦山

N
往花壇、員林

交通部觀光署 2-



貳、本署生態檢核作業方案

一、目的

為減輕觀光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積極創造優質旅遊環境，爰訂

定本作業方案（113年1 月25日觀景字第1134000111 號函第 2 次修正）

二、辦理原則

本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除辦理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

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已開

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維護管理相關工程、配合活

動搭建之臨時設施、植栽綠美化及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

指標之建築程以外之新建工程，應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3
交通部觀光署-3



倘自評無須辦理生態檢核，應檢附相關資料並說明
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並邀請生態方面專家學者、
NGO團體、生態方面顧問公司諮商會勘。

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

生態專家學者協助評估

生態檢核資訊公開 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參、生態檢核督導機制

交通部觀光署 4-

依據:112年工程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訂定「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
作業方案」，並於113年1月25日辦理第2次修正。



肆、生態檢核分級評估(草案）

5

第一步：工程提報

• 生態及環境圖資套疊

• 工程內容判別

第二步：工程內容確認

• 針對套疊後區域進行生態情報確認

• 針對工程設計方向確認

第三步：咨詢會議及作業執行

• 召開咨詢會議，確認是否進行生態檢核
作業

• 確認關注物種、棲地

• 確認施工方式、關注區域

交通部觀光署-5



伍、生態檢核教育訓練成果-1

6

課程重點：
1. NbS 自然解方定義及操作
2. 新化林場案例說明
3. 南投種瓜坑溪工程操作、目的及成效

交通部觀光署-6



7

課程重點：
1. 完整生態檢核操作程序
2. 環境保全對象劃設原則
3. 施工過程中常見之異常狀況及處理方式

伍、生態檢核教育訓練成果-2

交通部觀光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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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續由參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簡報



八卦山東外環東方公園周邊

環境優化工程
報告單位：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報 告 人：浸水營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陳志豪

日 期：114年01月14日

歡迎
訪 視 委 員
蒞 臨 指 導

交通部觀光署
Tourism Administration,MOTC



壹、工程計畫說明

貳、規劃設計方案

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肆、教育訓練

伍、資訊公開

簡報大綱

主辦機關-1



一、工程緣由

東方公園位於八卦山轄區，檢討公園缺乏友善

的步行動線、服務設施不足(如公廁、休憩空

間)及周遭環境缺乏整理等問題，故納入工程

進行優化改善。

二、生態檢核評估

依交通部觀光署觀光署訂定「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

檢核作業方案」辦理自評作業，評估結果建議應辦理生態檢核。

(一)鄰近林業署所規劃之國土綠網淺山關注區域(西三區)。

(二)該區可能為灰面鵟鷹過境潛在路線及夜棲地。

(三)鄰近貓羅溪流域，其為石虎出沒之潛在區域。

壹、工程計畫說明

主辦機關-2



貳、規劃設計方案

主辦機關-3



規劃設計重點-生態保育措施

一、限縮施工範圍，降低干擾
既有動線作為施工便道，減少環

境破壞。

二、工期避開春秋兩季

三、新設透水自然材步道

採用透水鋪面，兼顧使用者行走

舒適度及地表保水功能

四、全區植被維護新植草皮

增加初級生產者、綠化面積

五、設置竹編意象

採用低碳的綠色材料，創造零廢

棄之竹價值，並落實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

主辦機關-4



規劃設計建議事項

5

•原生植被的種植：選擇適合當地氣候和土壤條件

的原生植物，以增強生物多樣性，並為當地野生

動物提供食物和棲息地。

生態棲息地的恢復與保護

•石虎棲息地保護：為石虎等保育類動物設計安全

的遷徙通道和棲息地，減少人為干擾。

•灰面鷲棲息地：保留或種植高大樹木，為灰面鷲

等鳥類提供適合的築巢和棲息場所。

考慮特定物種的需求

•自然風格的設計：使用自然材料如木材、石頭等，

並採用自然曲線和形態，使硬體設施與周圍環境

和諧融合。

•低影響開發：設計步道和休息區時，盡量減少對

地面和自然環境的破壞。

硬體設施的自然融合

主辦機關-5

https://app.diagrams.net/?page-id=2R-GqTj1cTzi48Pdyw63&scale=auto#G1z-dnpq1CyV5U5zfdii_Y3Qh0FTlyWXRX


6

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主辦機關-6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及交通部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方案（111年7月18日觀技字
第 1114001362 號函）訂定之
生態檢核原則進行計畫內容及
執行方法擬定

7
 

表 2-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紀錄表(規劃設計階段)  

 
 
 
 
 
 
 
 

 

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八卦山東外環東方公園周邊環

境優化工程 

 

執行期程 
民國 112 年 5 月 4 日 

至民國 113 年 3 月 12 日 

 

基地位置 

地點： 彰化縣彰化市香山里 
TWD97 座標  

X： E: 208732. 479   

Y： N: 2662085. 738 

 

工程預算 

（ 千元）  15, 562 千元 

工程目的 
打造八卦山風景區特色賞景亮點及既有設施修繕等， 提供遊客舒適、 安

全遊憩環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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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 □其他：  

工程概要 
新設入口意象、 花廊道、 竹編意象、 觀景平台、 公廁及全區步道、 排水

系統優化等。  

預期效益 
提升整體遊憩環境品質， 並建立舒適、 安全的步道動線， 未來導入各式

親子野餐及藝文活動， 勢將成為八卦山小旅行多元化的遊憩景點。  

項目 檢核項目/ 內容概述 

 

生態調查 

經費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所需經費?  

■是 

□否，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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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組成單位_浸水營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 
□否， 原因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蒐集規畫施作區域內之既有生態環境、 議題等資料， 並邀請具生態背景人員評估對

生態環境可能之影響?  

■是 

□否， 原因 

 

生態環境 

概述 

東方公園位於彰化縣彰化市香山里(八卦山風景區) ， 鄰近林業署所規劃之
國土綠網淺山關注區位(西三區) ， 現地環境有豐富相思林及大草坪等自然
景觀。  

 

重要生態 

保全對象 

考量本地屬八卦山地區， 可能為灰面鵟鷹於春秋季過境遷徙時之潛在路線及

夜棲地， 且鄰近貓羅溪流域， 其為石虎出沒之潛在區域。  

 

生態環境 

關注議題 

本案緊鄰台 74 甲快速道路旁， 該區所關注地景及物種森林環境及保育低海

拔生物多樣性。  

主辦機關-7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分級評估

8

第一步：工程提報

•生態及環境圖資套疊

•工程內容判別

第二步：工程內容確認

•針對套疊後區域進行生態情報確認

•針對工程設計方向確認

第三步：咨詢會議及作業執行

•召開咨詢會議，確認是否進行生態檢核作業

•確認關注物種、棲地

•確認施工方式、關注區域

•自設計階段始即進入生態檢核作業第一級

•依自評表所需資料填妥相關資訊第二級

主辦機關-8



R.G.B. 操作模式應用

9

三大層面問題盤點

跨領域合作

跨機關盤點

納入生態系統服務性價
值

融入NbS自然解方概念

•水域

•陸域

•生物相容性

主辦機關-9



目的及背景說明

10

1. 明確標示環境敏感區位
2. 減少施工期間的環境干擾
3. 在不影響現有設計及施工進度的前提下，提供環境友善的措施建議。

施工階段主要依據前期規劃設計生態檢核成果

• 迴避：週邊林相

• 縮小：施工範圍

• 減輕：利用既有道路做為施工便道，減少施工干擾

• 補償：基於生態系統服務性價值，補復植原生樹種，提高初級生產者數量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考量

• 內化的參與機制：將生態監督由外部監管轉變為所有參與方的內部職責，

確保持續的生態保護意識。

主辦機關-10



本案之生態檢核形成過程

11

環境區位判別 工程區位定位
關注物種確認及

物種資訊

棲地類型判別環境敏感區位環境保全對象

異常狀況處理流

程及自主檢查表

生態檢核作業操

作

完工後確認友善

措施執行情況

主辦機關-11



環境資源盤點

12

• 位於國土綠網西部分區之西三區邊緣

• 應關注森林與溪流環境，保育低海拔生物多樣性及灰面鵟鷹過境夜棲地

• 應關注石虎及淺山哺乳類動物棲地

本案於國土綠網之相對位置 本案施工範圍及週邊情況

主辦機關-12



與相關保護區及保安林相對位置

13

• 位於1701、1705保安林旁

• 位於八卦山北段重要野鳥棲地

本案施工範圍與保護區相對位置本案施工範圍與保安林相對位置

主辦機關-13



生態資源

為落實前述階段生態檢核提出之敏感區

位，並實際達到降低干擾成效，初步收

集以預定施工範圍為核心，向外5km之

之物種分布情況，以了解當地現有物種

分布概況。當地之保育類物種如表所示，

整合各生物資料集之資訊後整理其分布

點位及熱區如圖所示，共取得49215筆

生物資訊，其中以鳥類資訊最多

（36388筆）。

14

資料來源：TBN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主辦機關-14



本案及週邊區域生態類群盤點

15

保育類列表

類群

其他應予保育

之野生動物

珍貴稀有保育

類野生動物

瀕臨絕種保育

類野生動物
總和

爬行類 1 1

哺乳類 1 1

魚類 1 1

鳥類 5 31 1 37

蝶類 1 1

總和 8 31 2 41

建議關注物種

•鳥類：灰面鷲

•哺乳類：石虎

應注意物種類群

•外來種哺乳類：如流浪犬貓

•逸出物種：野化水鹿

主辦機關-15



本案及鄰近區位生物資訊及熱區

16

本案及週邊之生物資訊點位 本案及週邊區域之生物分布熱區

目前所得資料中，主要物種資訊分布位於本案
之東南側，以台76線明顯有切割情況

可著力改善方向

主辦機關-16



建議關注物種分布潛勢區

位於石虎分布潛勢區位內，且應為八卦山區域石虎分布區

17

週邊林相完整，應可為良好之夜棲地

主辦機關-17



重要棲地分類及環境分區

18

• 針對本案之預定施工方向，其保全對象

設置，主要以現地非施工區域兩側之農

業區及林相為主。

• 考量本案未來施作時及完工後之可能影

響範圍，針對上述之環境資訊及生態資

料，整合ESA 棲地衛星影像圖進行棲地

判定。

本案之環境保全對象主要為預定施工區域外

之既有樹林，由於本案施作時之施工範圍業

已侷限開挖範圍，故於施工中所可能造成之

干擾或影響有限，主要以機具擾動、施工車

輛進出等為主。

週邊棲地分類以既有樹林（次生林）、果園為主，中有一
道路橫越，主要人為擾動區於北側之既有農地、草地及建
成區，及道路行經車輛。

主辦機關-18



環境敏感區位

19

於環境敏感區位部份如圖，於施工區內列為中度敏感區（黃色）、施工區外圍之樹林列
為高度敏感區（紅色），施工區外一公里範範列為低度敏感區（綠色）。

迴避及縮小

•應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並限制施

工範圍。

減輕

•即區內施作時應注意裸露地部份之覆

蓋及灑水作業，以降低揚塵。

補償

•針對生態系系統服務性價值之重塑，

以本案而言，本案之施作範圍為既有

道路，重點在於在施工後之復舊，

•應需考量水源及維管需求。

主辦機關-19



施工期間建議友善措施

20

陸域生態

• 限制施工範圍，並明確標示施工範圍，以

減少對週邊環境之干擾。以限制車速或車

流方向等方式，減少可能路殺發生。

保全對象

•現地非施工區域兩側之農業區及特定之樹木

水域水質

•本工程應不會直接接觸水域環境，然應注意保持施

工過程可能之排放以避免水質混濁。

環境品質變化

•針對施工便道及裸露區之可能揚塵，應注意灑水頻

率，並依季節變化提高或調整灑水範圍及頻度。注

意排放水之濁度問題。

設置施工圍籬

• 在施工區周圍設置臨時圍籬,明確劃定施工範圍,避免機

具或人員進入非施工區擾動當地生態環境。

• 裸露地可使用覆蓋遮蔭網或防塵網，降低灰塵擴散對

周邊生態的影響。

施工便道規劃

• 規劃施工便道的位置及寬度,儘可能利用既有道路,減少

新闢便道對地表的破壞面積。

• 規劃單一出入口,減少車輛進出對生態系統的干擾。

降低噪音污染

• 選用低噪音施工機具,並定期保養維護以降低噪音。

• 操作時間避開本區重要野生動物，如石虎，之活動期，

即避免夜間施工。

•於施工區周圍設置臨時隔音屏障。
廢棄物管理

• 現場設置分區廢棄物收集點,避免亂置亂丟對生態造成

干擾。

• 生活廢棄物及營建廢棄物分開收集,並委託合格廠商定

期清理。

主辦機關-20



公民參與過程

21

邀請荒野協會台中分會專員現勘並提供相關意見

主辦機關-21



施工期間生態檢核措施執行情況

頻度：

施工期間每月一次

（113.04-113.07）

• 完工後確認
113.09

22

113.05.23

113.09.13

定時定向紀錄施工過程及保全對象

主辦機關-22



施工期間執行情況及表單

23
主辦機關-23



蝙蝠補充調查

• 為自主額外調查項目

• 補充本地及週邊區域之物種分布情況

• 以夜間錄音後進行物種辨識及資料分析

24

物種 學名 八卦山香山步道東

方公園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29

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pachyomus 

horikawai

2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9

絨山蝠 Nyctalus plancyi 7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16

鼠耳蝠類群 Myotis sp. 1

無法歸類(蝙蝠) 7

小計 71

種類 6

主辦機關-24



錄音調查結果

• 於2024/06/15 進行錄音調查

• 本地共調查到可分辨物種為6種，以東亞家

蝠為最多，均為常見物種

• 於本地活動情況以覓食為主

25

錄音日期 2024/6/15

錄音期間 18:51:49-19:20:45

錄音時間(秒) 1751

總檔案時間(秒) 909

蝙蝠聲音時間(秒) 639

NOISE聲音時間(秒) 270

蝙蝠覓食檔案占比(%) Feeding / 蝙蝠檔案(筆) 28%

蝙蝠社交檔案占比(%) Social / 蝙蝠檔案(筆) 5%

蝙蝠覓食叫頻度(%) Feeding / 錄音時間(秒) 10%

蝙蝠社交叫頻度(%) Social / 錄音時間(秒) 2%

蝙蝠活動頻度(%) 蝙蝠聲音時間(秒) / 錄音時間(秒) 37%

可設置蝙蝠屋等提高其棲息地，但可設置位置應再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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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成果及物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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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學名 概況 保育等級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小型蝙蝠,分布於東亞

地區。適應性強,常見

於城市和鄉村。

無危 (Least 

Concern)

堀川氏棕

蝠

Eptesicus pachyomus 

horikawai

棕蝠屬的亞種,主要分

布於台灣。棲息在森林

環境中。

未評估

東亞摺翅

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分布範圍廣泛,從東亞

到東南亞。以高速飛行

著稱,常棲息在洞穴中。

無危 (Least 

Concern)

絨山蝠 Nyctalus plancyi 中型蝙蝠,主要分布在

東亞地區。棲息在森林

中,在樹洞或建築物中

築巢。

無危 (Least 

Concern)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中型蝙蝠,分布於南亞

和東南亞。適應性強,

常見於城市和農村,經

常在建築物中築巢。

無危 (Least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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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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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流浪犬貓因
食物垃圾聚集，施
工過程，均要求設
置垃圾筒，並當日
清除

• 設置甲種圍籬，做為
阻隔設置，避免非相
關人員進入，及外來
放養情況

本案施工期間並未有異常狀況

主辦機關-27



完工後兩個月確認現場狀況

• 本項為額外增加工項

• 確認各項工程完成度

是否符合工程成效

• 確認環境友善措施及

植被復補植、復舊等

環境回復情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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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管建議及後續執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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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道檢查：定期進行步道的結構完整性檢查

• 圍籬與告示：定期檢查圍籬和告示牌的狀況。定期檢查與維護

• 植栽健康監控：定期檢查周邊植栽的生長情況

• 外來種管理：對步道周邊可能生長的外來入侵植物進行監控，如小花蔓澤蘭等。植栽與生態管理

• 動物活動監測：持續監測石虎和野化水鹿等保育類動物的活動情況。可依物種需

求進行固定調查。

• 生物通道維護：確保步道沿線設置的生物通道無阻礙。
野生動物保護

• 垃圾管理：定期清理步道周邊的垃圾，特別是廚餘垃圾，避免引起外來游盪動物

聚集。

• 塵埃與污染控制：在乾燥季節定期灑水抑塵，減少塵土飛揚對環境的影響。
環境衛生管理

• 教育活動：定期舉辦與生態保護相關的教育活動，增強遊客對步道環境保護的重

要性認識。

• 社區參與：鼓勵當地社區居民、學校及相關單位參與到步道的維護中，增強民眾

對步道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與參與
主辦機關-29



肆、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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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1月28日辦理「生態檢核制度及其沿革」教育研習課程

 113年09月12日辦理「淨零碳規劃管理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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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公開

• 設置生態檢核作業內容公開資訊網頁及
QRCODE張貼於施工告示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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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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