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 

八卦山旱灌區S1~S3系統生態檢核工作

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輸水幹管韌性工程

八卦山旱灌區P15池及管線韌性工程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

施韌性工程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景觀韌性工程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設施閥類及機電設備韌性工程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 月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輸水幹管

韌性工程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1 

P-1團隊名單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負責工作 專長 

總經理 林蔚榮 

國立中興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博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統籌計畫工作 

實施計畫整合 

執行方針擬定 

水利工程、河川

排水整治、工程

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地方溝通 

工程師 蘇柏軒 

國立中興大學水

土保持學系  

碩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生態工法規劃 

、環境友善規劃

設計 

生態保育社區經

營與推動、資源

整合、民眾參與 

工程師 陳湘柔 
東海大學畜產與

生物科技學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水域生態調查及

評估、生態補充

調查、生態保育

措施研擬、關鍵

物種指認 

影片拍攝剪輯、

會議規劃辦理、

民眾參與 

工程師 孫廣珍 

朝陽科技大學休

閒事業管理系學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會議統籌協調 

資料盤點蒐集、

關鍵物種指認 

民眾參與及地方

溝通 

工程師 林岑彧 

國立中央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碩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計畫聯絡窗口 

資訊系統技術文

件撰寫、地理資

訊系統模組操作 



2 

郡升公司 

負責人 
許紘郡 

東海大學畜產系 

學士 

生態調查資歷 

20 年以上 

生態調查規劃 

關注物種指認 

生態調查規劃、

生態檢核評析、

水陸域動物調查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生態團隊填寫。



3 

P-2生態敏感區套疊繪製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生態敏感區圖層套疊： 

(生態敏感區包含自然保留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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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填寫。



 

第1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7 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輸水幹管韌

性工程」控制閥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7 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近名間發電廠之輸水幹管周

圍)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八卦山旱灌區P15池及管線
韌性工程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1 

P-1團隊名單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負責工作 專長 

總經理 林蔚榮 

國立中興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博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統籌計畫工作 

實施計畫整合 

執行方針擬定 

水利工程、河川

排水整治、工程

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地方溝通 

工程師 蘇柏軒 

國立中興大學水

土保持學系  

碩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生態工法規劃 

、環境友善規劃

設計 

生態保育社區經

營與推動、資源

整合、民眾參與 

工程師 陳湘柔 
東海大學畜產與

生物科技學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水域生態調查及

評估、生態補充

調查、生態保育

措施研擬、關鍵

物種指認 

影片拍攝剪輯、

會議規劃辦理、

民眾參與 

工程師 孫廣珍 

朝陽科技大學休

閒事業管理系學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會議統籌協調 

資料盤點蒐集、

關鍵物種指認 

民眾參與及地方

溝通 

工程師 林岑彧 

國立中央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碩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計畫聯絡窗口 

資訊系統技術文

件撰寫、地理資

訊系統模組操作 



2 

郡升公司 

負責人 
許紘郡 

東海大學畜產系 

學士 

生態調查資歷 

20 年以上 

生態調查規劃 

關注物種指認 

生態調查規劃、

生態檢核評析、

水陸域動物調查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生態團隊填寫。



3 

P-2生態敏感區套疊繪製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生態敏感區圖層套疊： 

(生態敏感區包含自然保留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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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填寫。



第1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5蓄水池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李信典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水保技師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5蓄水池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李信典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水保技師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5蓄水池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設施
閥類及機電設備

韌性工程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1 

P-1團隊名單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人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負責工作 專長 

總經理 林蔚榮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博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託

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生

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統籌計畫工作 

實施計畫整合 

執行方針擬定 

水利工程、河川

排水整治、工程

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地方溝通 

工程師 蘇柏軒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碩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託

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生

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生態工法規劃 

、環境友善規劃

設計 

生態保育社區經

營與推動、資源

整合、民眾參與 

工程師 陳湘柔 

東海大學畜產

與生物科技學

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託

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生

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水域生態調查及

評估、生態補充

調查、生態保育

措施研擬、關鍵

物種指認 

影片拍攝剪輯、

會議規劃辦理、

民眾參與 

工程師 孫廣珍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

系學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會議統籌協調 

資料盤點蒐集、

關鍵物種指認 

民眾參與及地方

溝通 

工程師 林岑彧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計畫聯絡窗口 

資訊系統技術文

件撰寫、地理資

訊系統模組操作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2 

郡升公司 

負責人 
許紘郡 

東海大學畜產

系 

學士 

生態調查資歷 20 

年以上 

生態調查規劃 

關注物種指認 

生態調查規劃、

生態檢核評析、

水陸域動物調查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生態團隊填寫。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3 

P-2生態敏感區套疊繪製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生態敏感區圖層套疊： 

(生態敏感區包含自然保留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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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貯水池 S1

2. 貯水池 S2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4 

3. 貯水池 S3

4. 蓄水池 S1-2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5 

5. 蓄水池 P1

6. 蓄水池 P7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6 

7. 蓄水池 P13

8. 蓄水池 P28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7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填寫。

(五)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韌性工程



第1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外來種移除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2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2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S3貯水池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下池農地 

□ 迴避 

□ 縮小 

□ 減輕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下池維護道路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4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5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外來種植物的移除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6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上池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7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8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 迴避 

□ 縮小 

□ 減輕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9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側溝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1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2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蓄水池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蓄水池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1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7蓄水池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3蓄水池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以緩和方式驅離池底生物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13蓄水池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1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P28蓄水池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
景觀韌性工程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1 

P-1團隊名單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負責工作 專長 

總經理 林蔚榮 

國立中興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博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統籌計畫工作 

實施計畫整合 

執行方針擬定 

水利工程、河川

排水整治、工程

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地方溝通 

工程師 蘇柏軒 

國立中興大學水

土保持學系  

碩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生態工法規劃 

、環境友善規劃

設計 

生態保育社區經

營與推動、資源

整合、民眾參與 

工程師 陳湘柔 
東海大學畜產與

生物科技學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水域生態調查及

評估、生態補充

調查、生態保育

措施研擬、關鍵

物種指認 

影片拍攝剪輯、

會議規劃辦理、

民眾參與 

工程師 孫廣珍 

朝陽科技大學休

閒事業管理系學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會議統籌協調 

資料盤點蒐集、

關鍵物種指認 

民眾參與及地方

溝通 

工程師 林岑彧 

國立中央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碩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計畫聯絡窗口 

資訊系統技術文

件撰寫、地理資

訊系統模組操作 

(六)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景觀韌性工程



2 

郡升公司 

負責人 
許紘郡 

東海大學畜產系 

學士 

生態調查資歷 

20 年以上 

生態調查規劃 

關注物種指認 

生態調查規劃、

生態檢核評析、

水陸域動物調查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生態團隊填寫。

(六)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景觀韌性工程



3 

P-2生態敏感區套疊繪製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生態敏感區圖層套疊： 

(生態敏感區包含自然保留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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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貯水池 S1

2. 貯水池 S2

(六)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景觀韌性工程



4 

3. 貯水池 S3

(六)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景觀韌性工程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填寫。



第1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外來種移除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2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2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S3貯水池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下池農地 

□ 迴避 

□ 縮小 

□ 減輕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下池維護道路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4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5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外來種植物的移除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6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上池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7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8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 迴避 

□ 縮小 

□ 減輕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9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側溝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貯水池
及蓄水池結構及附屬設施

韌性工程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



1 

P-1團隊名單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負責工作 專長 

總經理 林蔚榮 

國立中興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博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統籌計畫工作 

實施計畫整合 

執行方針擬定 

水利工程、河川

排水整治、工程

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地方溝通 

工程師 蘇柏軒 

國立中興大學水

土保持學系  

碩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生態工法規劃 

、環境友善規劃

設計 

生態保育社區經

營與推動、資源

整合、民眾參與 

工程師 陳湘柔 
東海大學畜產與

生物科技學士 

111 年-三義鄉公

所-生態檢核委

託服務工作 

111~112 年-三河

分署生態檢核 

112-新北市政府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水域生態調查及

評估、生態補充

調查、生態保育

措施研擬、關鍵

物種指認 

影片拍攝剪輯、

會議規劃辦理、

民眾參與 

工程師 孫廣珍 

朝陽科技大學休

閒事業管理系學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會議統籌協調 

資料盤點蒐集、

關鍵物種指認 

民眾參與及地方

溝通 

工程師 林岑彧 

國立中央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 碩

士 

112 年-三河分署

生態檢核 

112 年-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生態檢

核 

計畫聯絡窗口 

資訊系統技術文

件撰寫、地理資

訊系統模組操作 

(七)八卦山名間鄉旱灌區既有設施閥類及機電設備韌性工程 



2 

郡升公司 

負責人 
許紘郡 

東海大學畜產系 

學士 

生態調查資歷 

20 年以上 

生態調查規劃 

關注物種指認 

生態調查規劃、

生態檢核評析、

水陸域動物調查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生態團隊填寫。  



3 

P-2生態敏感區套疊繪製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生態人

員 

填表日期 112 年 11 月 24 日 

生態敏感區圖層套疊： 

(生態敏感區包含自然保留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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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貯水池 S1 

 

 

 

 

 

 

 

 

 

 

 

 



4 

2. 貯水池 S2 

 

3. 貯水池 S3 

 

 

備註： 

1.本表由主辦管理處填寫。  



第1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3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1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外來種移除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2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2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2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1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S3貯水池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2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下池農地 

□ 迴避 

□ 縮小 

□ 減輕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3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下池維護道路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4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5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其它 外來種植物的移除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6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上池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7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17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迴避 

□ 縮小 

□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8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 

□ 迴避 

□ 縮小 

□ 減輕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第9頁-共9頁 

P-3生態保育對策 

主辦管理處 

設計單位 

生態團隊 

監造、營造單位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蘇柏軒 

智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人員 
填表日期 112年 11月 20日 

生態保育對象(照片)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貯水池 S3周邊側溝 

□ 迴避 

□ 縮小 

 減輕 

□ 補償 

□ 取消位於棲地的工程 

□ 取消治理需求低的工程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減少干擾 

□ 工程限縮施作範圍，保留大樹或大石 

□ 施工便道利用既有道路或河床，減少開挖範圍 

 工程考量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 工程採用友善工法 

□ 植生工程採用適生原生種 

□ 大樹移植、保護 

□ 施工設置導、繞流，維持水質 

□ 加強排水，減少逕流及沖刷 

□ 調整施工時間或範圍以減輕工程影響 

□ 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 工程完工後恢復原地形地貌 

□ 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 工程裸露面進行植被復原 

□ 工程完工後營造生物棲地 

□ 其它               

備註： 

1.本表由生態團隊填寫。 

2.生態關注區域之保護對策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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