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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成果報告意見回覆對照表 

意見 回覆說明 

一、「1.2 工作目及內容」請照片說明輔佐，

並詳各工作內容(如生態保育措施宣導內

容等)，作業原則須說明生態生態異常事

態處置方針等。 

本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依行政院工程

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進行；

考量本案設計階段僅以工程圖說標示關注物

種棲地區域提供營造廠商參考，因此原則以施

工期間保全關注動、植物種或棲地資源為本案

主要生態友善措施，並確認營造廠商落實特定

區域(植栽工程範圍)之外來種清整移除及周

邊棲地品質維護。 
本案已於 110 年 4 月至 111 年 2 月施工期間，

依據分區施工進度，查核每月施工範圍作業情

形，並每月提送生態檢核自主查核表等文件

(詳附錄一)；本工程竣工後各區生態檢核工作

成果照片說明請參閱附錄二，並補充執行歷程

於「1.2 工作目及內容」。 
生態檢核之生態異常處理原則以個案特性處

置；因本工程施工期間開闢一處施工便道，受

到在地民眾陳情植被剷除情形，經棲地現勘評

估，該區尚屬銀合歡雜木林地，無負面生態影

響，並已避免增加開挖掘除面積，完工後撒草

種，加速植群恢復生長。 
二、「1.2.二 工程生態核隊提供或協助事項」

請補上歷次會議照片與 NGO 團體討論記

錄、查驗表單附件，以上檢附完應說明生

態團隊工作執行後對於本案之最終效益。

本案已於「1.2.二 工程生態核隊提供或協助

事項」中補充與 NGO 團體討論記錄，而各項

查驗表單詳附錄一。 

三、「1.2.三 生態檢核工作期間」相關查驗表

單需檢附於附件，相關檢核機制建議放上

110.11.05-生態異常處理會議簡報之程序

表。 

相關查驗表單已補充至附錄一，並於三、

「1.2.三 生態檢核工作期間」文中補充本案生

態檢核歷程。 

四、「2.1 生態檢核執行概念」工作執行應有

施工前、施工中及竣工、後續追蹤四階段

成果。「2.2 竣工後生態檢核說明」施工分

區須配合平面圖說、施工前、施工中、施

工後照片方能清楚對照本案成果。另本章

節檢附互花米草清整照片無法看出原互

花米草生長範圍及清整區域。有關「一、

互花米草及銀合歡清整作業成果」應針對

外來種入侵區說明如下： 

本案營造廠商未含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作

業工作，建議委請前期規劃水環境之相關團隊

進行後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進行生態效

益評估。施工前、中及竣工後生態檢核成果圖

說詳附錄一、附錄二。 
分區 13 之互花米草移除位置詳圖 2.2-1。 
1. 標題修正為本案各分區作業成果。 
2. 分區 6 無施工作業，未影響棲地生態。 
3. 本工程之施作範圍未影響新竹左岸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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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1. 施工分區 3、4、12 等現地無大量銀

合歡群落應與銀合歡清除無關，系屬

單純原生植被及綠化加值工作。 
2. 施工分區 6 缺漏。 
3. 施工分區 8、9 應為螢火蟲重點分布

區域，建針對該物種施工群落前後影

響多作說明及照片對照。 

窗螢之重要棲地，有關台灣窗螢重點棲地

分布詳附錄五。 

五、生物跨橋及鋪面為兩種不同功能的工程，

請分開說明，鋪面效益主要功能之一為環

境教育場域(如溪州橋下環教區、國道一

號橋下有機會說明霜毛福、古賢綠地可提

供植物及景觀解說等)，可多加琢磨說明。

生物跨橋主要設置目的功能為改善棲地連結

性，提供動物通行利用；壘石護岸為減輕動物

落入不易或無法逃脫之人工結構內，以緩坡面

或具粗糙度之坡面提供動物攀附逃脫的條件。

本工程相關鋪面已採用透水性及多孔隙規劃

設計及完成施工，相關效益說明詳 2.2節內容。

另本工程營造廠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內

容，未包涵生物跨橋及鋪面工程功能說明，敬

請見諒。 
六、「三、本工程施作後對周圍環境生態之影

響評估」請條列並可針對本案新設設施、

植被等進行效益說明，如古賢綠地新植植

被後，吸引大量蝶類等敘述，施工保護作

為對於關注物種保護之成果，有無需要調

整及改進等。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施工後對

原有生態環境進行植群清整掘除及重新植栽

原生喬木、灌木，並以針對掘除範圍內施作為

主，期間對於大多數原棲地保全物種之影響程

度低，並已確實保全毛木蘭、台灣大豆、台灣

窗螢等關注物種及棲地品質。 
短期而言，新竹左岸部分植群由銀合歡轉變為

原生種，對於棲地生物多樣性已有初步改善成

效；長期而言須觀察植群演替後，生態復育之

情形。因本工程於新竹左岸新植栽物種是否可

適應當地環境預估尚需追蹤 1 至 2 年。 
另本案營造廠商未含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

作業工作，建議委請前期規劃水環境之相關團

隊進行後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進行生態

效益評估。 
七、「附錄一」較無法清楚知道欲表達之資

訊，建議竣工照選擇現地生長較良好之角

度，文字說明保全對象現況、新植植被效

益、生長狀況等等，是否被強勢種取代等，

以完整表達完工後現地狀況。 

本工程甫完工後為新植栽之樹苗，為尚未恢復

棲地植生狀態，另因本工程於新竹左岸新植物

種是否可適應當地環境預估尚需追蹤 1 至 2
年；另本案營造廠商未含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

核作業工作，建議委請前期規劃水環境之相關

團隊進行後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進行生

態效益評估。 
八、舊港轉彎處為生態敏感區域，該區之施工

前作業，施工範圍減少手法，施工後追蹤

等請團隊提供專業建議手法，令此區照片

因本案營造廠商未含維護管理階段(施工後追

蹤)生態檢核作業工作，建議委請前期規劃水

環境之相關團隊進行後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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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土坡有混凝土未清理乾淨之區域，請更換

照片。 
檢核進行生態效益評估及相關紀錄作業。 

九、請將工程階段生態檢核納入附件(如現場

勘查紀錄表、生態評估分析紀錄、銀合歡

調查、螢火蟲調查、生態監測記錄等)，並

針對生態異常編寫回報處理機制及程序，

如歷次開會討論提及生態異常嚴重程度

及不同狀況之處置，以提供未來工程生態

工作推動。 

本案現場勘查紀錄表、生態評估分析紀錄及生

態監測記錄等請參閱附錄一；而銀合歡調查、

螢火蟲調查等請參閱附錄五；而生態異常事件

之處理狀況及相關建議等請參閱附錄四。 

十、各階段作業內容請搭配相應照片輔佐說

明，如現地勘查、保護措施紀錄照片等等，

尤其外來種清整過程中生態保護工作及

其清整前後同角度對比照，方能清楚理解

本工程之成效，如有空拍效果尤佳。 

本案已於施工期間執行各項生態檢核紀錄，相

關紀錄內容、比對照片詳附錄一。 

十一、附件各分區應新增完成後對比照片。 本案已於施工期間執行各項生態檢核紀錄，相

關紀錄內容、比對照片詳附錄一。 
十二、附件生態保全對象無法辨識施工前後

差異及施工中保護做為、觀察、後續追蹤

等。 

附錄二為施工後之生態保全對象照片列冊，另

附施工前提送之生態保全對象列冊於附錄六

中。 
十三、報告書生態檢核成果有些薄弱，無法知

道本案工作內容是否有需要改進之空

間？施工中保護對生態之效益?後續工程

須注意之事項？本工程完成後對環境之

效益？等等 

依據「生態檢和注意事項」作業精神，新竹左

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工項於規劃設計

階段完成具體生態友善措施之研商與決議，而

施工階段營造廠商應依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之

作業要求，落實於施工階段中，並完成施工期

間生態友善措施之查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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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章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1.1 計畫工作緣起及目的 
公共工程除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復建，各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時，需辦

理生態檢核作業。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維護集水區生物多樣性資源

與棲地環境品質，針對集水區內工程，秉持生態友善、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辦理環境

友善及生態檢核機制，並加強教育宣導，使工程能兼顧生態環境，營造多樣性生態棲地。本

工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年 10 月 6 日(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之「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等相關生態檢核機制作法，執行本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以正面

助益於工程進行，落實生態永續願景。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貴 局辦理「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

改善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本工程委由具營造廠商及生態背景人員配合進行施工期

間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記錄，協助將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於施工期間。本工程為復育及改善新

竹左岸頭前溪棲地環境，於設計階段已融入生態考量及完善生態調查，並於本工程進行時落

實各項生態友善措施的執行、查核及紀錄，保全各項關注物種及關鍵棲地資源，逐步移除外

來種植物及新植原生種植群，增加棲地生物多樣性功能，提昇兼具新竹左岸水環境遊憩價值。 

1.2 本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工作執行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年 10 月 6 日工程技字第 1100201192 號函

頒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等規定辦理，並依生態檢核自評表及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後續法規暨其相關圖、表如有修訂時，則依最新規定執行本計畫。 

一、 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提供下述生態檢核工作事項以利 貴局辦理工程之施工階段之相關建議、服務、諮詢、督

導及生態檢核等：  

 施工階段 

 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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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原則 

 開工前準備作業： 

A、 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

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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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與環境影響注意事項。 

C、 施工計畫書應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及土方、

材料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D、 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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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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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適時調

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二、 本工程生態檢核團隊提供或協助下列事項： 

 對於本計畫工程及相關之各項生態議題處理，與提供生態及環境友善專業諮詢。 

 協助有關生態議題主動與社區或非政府組織(NGO)團體溝通與協調，以瞭解問題與

障礙，以公正、客觀及專業背景分析資料後提供 貴局建議方向。彙整意見重點如下： 

1. 本案植栽規劃之種類選擇、種植位置之適宜性應注意。新竹左岸棲地樣貌為原有

豐、枯水期間自然演替成形之植群，未必適合本工程棲地選用的植栽生長。 

2. 本案於銀合歡、互花米草等外來種清除之時節(開花期、結種期)、方法應注意，

避免反而增加其繁殖機會；非關注物種不需移除，應設法保留。 

3. 本案於外來種(銀合歡)及雜草雜木清整時，應避免過度清除而使地表裸露，衍生

揚塵等空氣污染問題；且應漸進式逐步進行，避免快速開挖移除影響棲地。 

4. 關注物種台灣大豆、台灣窗螢等應積極保育其棲地環境與物種保全。 

 確保本計畫施工品質，不定期實施現地工程查核記錄及提供生態環境保護專業意見。 

三、 生態檢核工作期間 

本工程原定 270 日曆天，配合實際施工期間為 110 年 4 月 6 日至 111 年 2 月 14 日，執行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並於施工期間提送相關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竣工後提送

結案成果報告。 

 竣工後勘查 

本案竣工後生態人員團隊已於 111年 3月進行現勘調查確認各關注物種與棲地狀態。 

各關注物種及棲地為生態保全對象，於竣工後拍照紀錄現況，並圖示說明。 

                 
圖 1.2-1 非政府組織(NGO)團體溝通與協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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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期間生態檢核作業 

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月進行

一次，檢核紀錄詳附錄一，而歷次生態檢核作業執行時間詳表 1.2-1。 

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

保全位置。 

 生態友善措施 

保全各關注物種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落。 

清整外來種如銀合歡、菟絲子及互花米草；並避免清整時移除其他原生植栽。 
 

表 1.2-1 歷次生態檢核作業執行時間記錄表 
工作項目 時間 作業內容 

擬定施工計畫書 110 年 2 月 18 日 依工程細部設計圖說、施工計畫書分項計畫 
擬定生態保育措施與環境

影響注意事項 110 年 3 月 22 日 實際踏勘，編擬保全對象清冊 

與民眾或 NGO 協談 110 年 3 月 30 日
1.邀請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劉會長月梅進行訪談 
2.參與環保局舉辦植栽調整會議 

確認施工前環境生態狀況

是否異常 
110 年 4 月 09 日 現場勘查、保全對象標示(黃色警示帶) 

施工前生態保育措施宣導 110 年 4 月 09 日
針對鄰近工區保全對象進行標示(黃色警示帶)，並說明各

工區應注意事項。 

生態檢核自主檢查表 

於施工日進行記錄，每月提供生態檢核查核表至環保局、監造單位。 
110 年 4 月 19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分區 2 
110 年 5 月 21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分區 2、分區 12 
110 年 6 月 18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12、13 
110 年 7 月 16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12 
110 年 8 月 20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10、12 

110 年 9 月 29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7、10、12(含銀合歡及

台灣窗螢調查) 

110 年 10 月 22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7、10、12(含銀合歡及

台灣窗螢調查) 
110 年 11 月 26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7、10、12 
110 年 12 月 29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7、10、12 
111 年 1 月 26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7、10、12 
111 年 3 月 2 日 施工查核：分區 1、2、3、4、5、7、8、9、1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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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工作執行成果 

2.1 生態檢核執行概念 
一、 生態檢核執行重點 

由生態專業人員蒐集調查工區生態資料及評估棲地現況，提出減輕衝擊之策略與生態友

善建議，提供工程人員考量與執行。並以民眾在地經驗為歷史資訊來源，釐清保護標的

同時，讓民眾參與工程內容，工程專業人員提供溝通機會與意見交流，透明化討論方案

的調整可能導致的情形，增加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發生。於生態檢核工作中，生態

專業人員協助工程範圍進行生態與環境資料蒐集、棲地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以及

就生態環境衝擊減輕面向提供專業意見；工程主辦單位則應辦理現場勘查及民眾參與，

填寫生態檢核表並主動公開資訊。最後工程主辦單位透過與生態專業人員及民眾等多方

討論，擬定工程生態保育對策，於施工期間以自主檢查表定期查核，並持續追蹤環境變

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2.2 竣工後生態檢核工作成果說明 
本工程辦理相關生態檢核工作須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成果為依據，旨為落實生態保育對策、措施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

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本計畫生態檢核工作成果說明如下： 

一、 本案各分區作業成果 
 施工分區 1、2 

分區 1、2 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而受到外來入侵種銀合歡等影響，植物逐

漸趨向單一化，缺乏生物多樣性及原生種植物。現地已保全關注物種如毛木藍、聚

澡、白羊草、蘆竹、台灣窗螢、水雉及台灣八哥之棲地，以及稀有植物台灣大豆(位
於分區 2)。施工期間(包含清除雜草雜木、施工便道設置等)已避免劇烈擾動或負面影

響關注物種棲地資源，維持其生物多樣性並適度清除強勢銀合歡。目前植栽工程已

完成，新植苦楝、樟、朴樹、厚葉石斑木、馬蘭、冇骨消等木苗，而部分已清除之

雜草雜木區域皆已生長先驅物種。 

 施工分區 3、4 

分區 3、4 為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密集度較高之分區，周邊多為棒球場、運

動公園、電塔等人為活動設施，易受人為干擾，環境以草地為主。3、4 分區仍保有

如台灣窗螢、台灣八哥、草花蛇等棲地資源。施工期間工程對於此兩分區之影響相

對輕微，除了分區四進行部分道路邊雜草雜木清除外，並無其他清除、挖掘等工項。

本案施工期間相關車輛、機具進出時，已避免擾動或負面影響關注物種及其棲地生

態，並未影響台灣窗螢之棲地。 

 施工分區 5 

分區 5 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包含鄰近的停車場及狗狗公園，雖受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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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合歡等影響，但由於本分區植栽種類繁多，故相較其他區域單一化程度較低。本

分區因鄰近水源、且植栽繁多，具備如台灣窗螢、台灣八哥等棲地條件。而本分區

施工期間主要工程為多功能生物綠橋、生態疊石護岸為主，改善現況排水渠道對環

境不友善之狀況。施工期間相關車輛、機具進出時，已避免擾動或負面影響關注物

種及其棲地生態，且於綠橋、護岸施作過程中也需要避免影響棲地環境。 

 施工分區 6 

分區 6 無實際施工作業，因此無本工程造成之生態影響。 

 施工分區 7 

分區 7 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包含鄰近的停車場及籃球場，雖受到外來種

銀合歡等影響，但由於本分區植栽種類繁多，故相較其他區域單一化程度較低。本

分區因鄰近水源、且植栽繁多，具備如水蔗草、聚藻等棲地條件。而本分區施工期

間為綠化、環教區設置、多功能生物綠橋。於本案施工期間相關車輛、機具進出時，

並未挖掘施工便道，已避免擾動或負面影響關注物種及其棲地生態。 

 施工分區 8、9 

分區 8 已完成植栽工程，新植朴樹、台灣火刺木、茄苳及冇骨消等，其施工範圍內

之關注動、植物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關注動植物或棲地。未對其他棲

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並清整植栽工程區域之銀合歡。整體而言，生態池及濱溪植

群皆為持原有品質，保全生態魚鷹、台灣窗螢及八哥之棲地資源。分區 9 之完成新

植厚葉石斑木，其於區域未有施工行為，未影響棲地生態。 

 施工分區 10 

分區 10 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多為荒地、人為農田及排水渠道，平時易受

人為干擾，但因鄰近水源(頭前溪)，此分區為如鷦鶯、雲雀及彩鷸等生活棲地。而

本分區主要為多功能生物綠橋、荒地植栽工程，本案施工期間(包含清除雜草雜木、

施工便道設置等)已避免擾動或負面影響關注物種及其棲地生態，維持其生物多樣性

並適度清除強勢銀合歡。 

 施工分區 11 

分區 11 無實際施工作業，因此無本工程造成之生態影響。 

 施工分區 12 

分區 12 人為活動設施比例相對更高，其周邊植物多為人為栽種及部分土地成為農田

使用，屬於受人為影響干擾程度較高的地區。本區關注物種為河灘地中招潮蟹，本

區施工之腳踏車護欄設置可能涉及河灘地中河口蟹類棲地環境，工程施作時已縮減

施工範圍(含施工便道)，降低對其棲地生態之衝擊影響。 

 施工分區 13 

分區 13 範圍內之關注棲地為感潮帶濕草地。此區主要作業為清除入侵種植物，本工

程已清除竹港大橋旁互花米草植群。 



  

 

 

6 
 

施工前-互花米草 竣工後-互花米草已機械清除 

圖 2.2-1 互花米草移除成果 
有關前述各分區竣工後生態檢核紀錄對照說明，參閱附錄 1。 

二、 生物跨越橋及綠鋪面、人造鋪面之影響 

 原棲地環境分析 

本工程生態檢核工作須依據「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資

料，前期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已確認頭前溪左岸高灘地仍為持中型哺乳動物棲地和生

物移動廊道功能，並可藉由本工程改善新竹棲地生物多樣性及藍綠帶狀連網絡。 

施工期間經訪談新竹荒野協會及現勘調查，新竹左岸環境過往為高灘地環境，也曾

於風災後大範圍淹水，施工前廣泛分佈銀合歡林、雜木林及公園綠地設施，可知近

年來許多自然棲地環境已演變為各類型構造物或其他公園綠地人為利用設施，因此

可於全工區小尺度微棲地環境發現因人工設施之棲地切割，對於陸域小型哺乳類動

物穿越時形成阻礙或無法於溝渠中逃出而死亡。 

 生物跨越橋設置評析 

本工程規劃設置數處生物跨越橋及 生態壘石

護岸結構，針對棲地營造及補償因 人工結構

物受限之動物移動路徑，因目前甫 竣工不久，

人為擾動較大，其他較為敏感之物 種需要更

長適應期後才會開始利用廊道；對 於新設置

之生物跨橋及壘石護岸結構後，即 可提供小

型哺乳類動物跨越或即時逃生功 能，並已

營造較友善之生態環境。 

 鋪面設置評析 

有關本工程之人造鋪面及綠鋪面， 仍保有透

水性恐隙，實質上可儲水滯洪、減 少地表徑

流量及入滲地下水，可涵養地下 水。此類

型高透水性鋪面適合新竹左岸棲地 環境兼具

行人休憩及棲地功能，保有生態工 法精神，

具減輕熱島效應之功能。本工程之綠鋪面植栽以短期而言，雖已改變了新竹左岸棲

圖 2.2-2 工區範圍內垂直型護岸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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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草本及灌木之植群生態，且但因過去常年銀合歡之樹根於土壤釋出含羞草素，能

抑制其他植物生長，排他性較強，因此長期而言是否可適應於該環境尚需長時間之

追蹤觀察，確認未來是否仍有殘存銀合歡之種子庫而重新迅速生長。 

生物跨越橋 生態壘石護岸 

礫石、踏石鋪面 綠鋪面 

圖 2.2-3 生物跨越橋及鋪面設置成果 
三、 本工程施作後對周圍環境生態之影響評估 

本工程棲地環境主要為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自然棲地類型多樣，如草地、灌木叢、喬

木、草澤地、池塘及辯狀河岸等，平時為公園綠地可供新竹市區民眾遊憩，但日間時段

為干擾較大，黃昏及入夜後仍為多種動物活動利用良好棲地資源。 

施工前棲地植群可見大量銀合歡林及部分菟絲子、互花米草入侵，尤其銀合歡已使新竹

左岸植物多樣較單一化，不利於小型動物於底層隱蔽躲藏，且對於原生植被演替有負面

影響；雖工區範圍內自然棲地與人為活動設施交錯，平時易受干擾，但仍保有台灣窗螢、

魚鷹及台灣八哥棲地條件，另調查到稀有植物台灣大豆。 

針對本工程設計階段確認之各關注物種生存資源，施工期間皆已予以保護；另生態池水

質維持原有品質，未受施工期間地表逕流的影響，並保有滯洪及生態效益。由於本工程

大多為植栽工程，因此施工時已將新竹左岸部分植群區域完成清整、掘除銀合歡、菟絲

子等外來種植物，並保留原生喬木。竣工後已新植栽原生喬木、灌木及草本植物，初步

改善單一植物銀合歡佔據大部份區域之棲地狀態，並提升新竹左岸棲地生物多樣性。此

外，本工程各區關注動物、植物棲地資源未於施工期間受劇烈干擾，保有原棲地品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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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惟因新竹左岸棲地有多個機關不定期對棲地進行工程或其他例行維護作業，因此新

竹左岸棲地日間擾動大。預估竣工成果於維護管理階段期間，尚待植栽工程原生植群生

長成形後可逐漸提升當地自然棲地生態。 

四、 台灣窗螢調查 
本案已於 111 年 9 月、10 月進行日間及

夜間螢火蟲分佈調查，並參考新竹左岸

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之頭前溪螢火蟲調查之調查結果，進行

調整樣線劃設，每條樣線距離為 800 公

尺，調查樣線樣點位置圖如圖 2.2-4、
調查結果照片如圖 2.2-5。兩次調查結

果發現，除了樣點 6 無發現台灣窗螢之

外，其餘樣線皆有台灣窗螢成蟲或幼蟲

活動，幼蟲個體多集中在溪溝兩側低矮

植被下方，而成蟲則是於荒草區、雜木林、人工開墾草皮區活動較多。 

 

 

 

圖 2.2-4 調查樣線樣點位置圖 

      
圖 2.2-5 調查過程記錄台灣窗螢之幼蟲及成蟲 



附 錄 一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

程施工期間生態檢核作業紀錄 
附 1.1現場勘查紀錄表 

附 1.2生態評估分析紀錄表 

附 1.3生態監測紀錄表 



附 1.1 

現場勘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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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2 

生態評估分析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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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竣工後生態檢核作業紀錄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施工期間生態檢核工作 
本案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成果為依據，

旨為落實生態保育對策、措施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

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 
 
一、 竣工後勘查 

1. 本案竣工後生態人員團隊已於 111 年 2 月至 3 月進行現勘調查

確認各關注物種與棲地狀態。 
2. 各關注物種及棲地為生態保全對象，於竣工後拍照紀錄現況，

並圖示說明。 
二、 施工期間生態檢核作業 

1. 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

錄，施工期間每月進行一次。 
2. 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

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三、 生態友善措施 

1. 保全各關注物種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落。 
2. 清整外來種如銀合歡、菟絲子及互花米草；並避免清整時移除

其他原生植栽。 

 

 

銀合歡 菟絲子

互花米草 



◆分區一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植栽工程已完成；分區一新植苦楝、
樟、朴樹、厚葉石斑木、馬蘭、冇
骨消等木苗。

◆施工範圍內掘除清整銀合歡林，且
未對其他棲地植生造成影響。

竣工後

保全【毛木藍】

銀合歡林清整及植栽工程範圍航拍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台灣窗螢】

新植【苦楝、朴樹】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八哥】



◆分區二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植栽工程已完成；分區二新植榔榆、
朴樹、台灣火刺木、冇骨消等木苗。

◆施工掘除範圍內清整銀合歡林，且
未對其他棲地植生造成影響。

竣工後

保全【台灣大豆】

銀合歡林清整及植栽工程範圍航拍



竣工後

◆分區三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植生造成負面影響。
◆分區三鄰近本計畫台灣窗螢幼蟲、
成蟲之活動棲地，未來本區域原有
草生地應維持原貌，應盡力避免施
工車輛挖掘及重壓土壤。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



竣工後

◆分區四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植生造成負面影響。
◆分區四濱溪區域為台灣窗螢幼蟲、
成蟲之活動棲地，未來本區域維持
原地貌，避擾動溪濱溪植群棲地。

◆ 多功能生物綠橋完成，並設置漿
砌石緩坡結構，提供動物逃生通行。

多功能生物綠橋

關注棲地航拍【台灣窗螢】

植栽清整

關注棲地【台灣窗螢】



竣工後

◆分區五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植生造成負面影響。
◆分區五多功能生物綠橋完成，並設
置漿砌石緩坡結構，提供動物逃生
通行。

多功能生物綠橋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台灣窗螢】



竣工後

◆分區六施工範圍內動、植物原棲地
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關注動
植物或棲地。

◆分區六無實際施工行為，未對鄰近
其他棲地造成負面影響。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八哥】



竣工後

◆分區七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分區七已完成植栽工程，新植朴樹、
台灣火刺木等。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水蔗草】

清整及植栽工程

清整及植栽工程

清整及植栽工程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



竣工後

◆分區八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並清整植栽工程區域之銀合歡。

◆分區八已完成植栽工程，新植朴樹、
台灣火刺木、茄苳及冇骨消等。

關注物種利用棲地及新植喬木



竣工後

◆分區九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分區九已完成植栽工程，新植厚葉
石斑木等。

清整及植栽工程完成



竣工後

◆分區十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物
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各
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分區十已完成植栽工程，新植苦楝、
朴樹、光臘樹、台灣火刺木、厚葉
石斑木、山黃槴等植栽。

銀合歡清整及各項植栽工程完成

銀合歡清整及植栽工程航拍



竣工後

◆分區十一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
物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
各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分區十一無實際施作工程，未對其
他棲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關注棲地



竣工後

◆分區十二施工範圍內之關注動、植
物原棲地維持施工前品質，並保全
各關注動植物或棲地。

◆未對其他棲地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關注棲地【河口蟹類】

雜木清整

雜木清整



竣工後

◆分區十三施工範圍內之關注棲地
為感潮帶濕草地。此區主要作業
為清除入侵種植物，本工程已清
除竹港大橋旁互花米草植群。

機械式移除互花米草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保全對象 施工前關注動、植物及棲地現況(照片日期 111 年 3 月) 

柯子湖溪排水棲地 

聚藻(人行步道) 

毛木藍(人行步道) 

台灣窗螢、台灣八

哥及水雉棲地(人行

步道) 



臭根子草(人行步道) 

白羊草(人行步道) 

蘆竹(人行步道) 



台灣大豆棲地 
(國道一號橋下人行

步道旁) 

台灣窗螢、草花蛇

及台灣八哥棲地 
(台 68 線沿線區域) 

台灣窗螢、台灣八

哥 
及小型哺乳類或鳥

類棲地(頭前溪河濱

公園旁濱溪植群) 

大卷尾、家八哥棲

地 
(台 68 線路段) 



台灣畫眉棲地 
(近舊社大橋水域) 

水蔗草水域棲地 
(近湳雅聯里河濱公

園) 

毛蓼 
(施工前有植栽工

程，已遭清除) 

魚鷹及棲地資源 
(濱溪帶植群及流域) 



 

台灣八哥、野木藍

棲地 
(無施工行為) 

 

鹪鶯、雲雀、彩鷸

及黑翅鳶棲地 



附 錄 三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生態保全對象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保全對象 施工前關注動、植物及棲地現況(照片日期 111 年 3 月) 

柯子湖溪排水棲地 

聚藻(人行步道) 

毛木藍(人行步道) 

台灣窗螢、台灣八

哥及水雉棲地(人行

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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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根子草(人行步道) 

白羊草(人行步道) 

蘆竹(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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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豆棲地 
(國道一號橋下人行

步道旁) 

台灣窗螢、草花蛇

及台灣八哥棲地 
(台 68 線沿線區域) 

台灣窗螢、台灣八

哥 
及小型哺乳類或鳥

類棲地(頭前溪河濱

公園旁濱溪植群) 

大卷尾、家八哥棲

地 
(台 68 線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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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畫眉棲地 
(近舊社大橋水域) 

水蔗草水域棲地 
(近湳雅聯里河濱公

園) 

毛蓼 
(施工前有植栽工

程，已遭清除) 

魚鷹及棲地資源 
(濱溪帶植群及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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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八哥、野木藍

棲地 
(無施工行為) 

 

鹪鶯、雲雀、彩鷸

及黑翅鳶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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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110 年 10 月環境生態異常狀況 

處理記錄 

 
 



1 

附表 D-06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

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梅瑋豐/景丰科技/工程師 

郭晉峰/景丰科技/專案經理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黃國照/朝勝營造/工地主任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 

異常狀況說明 

1. 地點位於工區三之 9 K 處，

鄰近新竹市河濱壘球場。 
2. 設置「關注物種保護區護欄」

需開闢臨時施工便道。 
3. 施工便道開闢區域鄰近工區

關注物種之棲地(如台灣窗

螢、草花蛇)。 

解決對策

1. 施工便道應避免再增加開挖

面積、清除掘除之區域。 
2. 完工後於施工便道處播撒草

種，加速恢復植群生態。 

異常狀況照片

記錄 

 
 
 
 
 

異異常狀況

照片記錄

 
 
 
 
 

工區三施工便道位置 工區三施工便道開闢狀況 

 
 
 
 
 

 
 
 
 
 

工區三施工便道開闢狀況 工區三施工便道周邊樹種 

複查者 郭晉峰、梅瑋豐 複查日期 民國 110 年 10 月 22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一、 複查結果說明如下： 
1. 此地區鄰近停車場、棒球場(新竹市河濱壘球場)，屬於受人為干擾較大的

區域，因此生態影響程度較低。 
2. 施工便道開挖範圍，依 110 年 9 月窗螢調查結果，調查樣線鄰近該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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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道區域，且調查結果紀錄鄰近穩定之台灣窗螢族群。 
3. 現況植群多為銀合歡及其他先驅物種，非本區主要關注物種，外來種之

植群尚可移除，生態影響程度低。 
二、 應採相關行動及保護對策： 
1. 避免機具進入台灣窗螢棲地、避免新增開挖或清除掘除範圍。 
2. 關注物種保護區護欄完工後，應盡速進行播撒草種、綠化等工項。 
3. 經 110 年 10 月 26 日進行台灣窗螢棲地調查，調查樣線仍有發現台灣窗

螢幼蟲各體，推測此施工便道開闢對台灣窗螢並無明顯影響，後續應依

照前述改善對策，禁止施工機具進入及完工後盡速撒種綠化。 

複查結果照片 
工區三施工便道位置 施工便道開闢周邊環境 

施工便道開闢周邊環境 施工便道開闢周邊環境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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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螢火蟲調查與銀合歡清整調查 

 
 



1 

附表 9 月螢火蟲棲地範圍調查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10 月 4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郭晉峰 碩士 5 年以上 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生態環境

科學、污水工程設計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梅瑋豐 碩士 1 年以上 地理資訊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生態

檢核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須依據「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成果為依據辦理，相關生態資料資訊及生態議題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並為本案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作業參考。 
3.工區內螢火蟲族群分布及概況： 
參考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之頭前溪螢火蟲調查之調查結

果，進行調整樣線劃設，本次調查樣線如下圖一所示，每條樣線距離為 800 公尺。 

 
圖一 調查樣線樣點位置圖 

本次調查於 2021 年 9 月執行日間及夜間螢火蟲分佈調查，而除了樣點 6 無發現台灣

窗螢之外，其餘樣線皆有台灣窗螢成蟲或幼蟲活動，幼蟲個體多集中在溪溝兩側低矮

植被下方，而成蟲則是於荒草區、雜木林、人工開墾草皮區活動較多，各樣線調查成

果及發現活動位置如下圖二至圖七所示，以下分別針對各分區進行說明。 
 
分區一： 
為本案調查樣點 1 範圍，如下圖二。調查過程中樣點 1 僅記錄到臺灣窗螢幼蟲活動，

無發現任何成蟲個體。工區劃分主要是以現有自行車道以內之區域，本區台灣窗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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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河岸草生地及雜木林為活動範圍，根據樣點 1 現場環境照片顯示，臺灣窗螢偏

好棲息地並無太大干擾，且本次調查中亦有發現台灣窗螢幼蟲個體，顯示出本區域仍

維持臺灣窗螢棲息利用。 

 
圖二 樣點 1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分區三： 
分區三與本調查樣點 2 重疊，如下圖三。該區臺灣窗螢活動範圍及利用域相差無幾，

同時紀錄台灣窗螢成、幼蟲，以成蟲活動為多，且集中在荒草區。 

 
圖三 樣點 2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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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四： 
分區四本案調查樣點 3 範圍，如下圖四，同時紀錄台灣窗螢成、幼蟲個體，幼蟲較多

且集中在同區域活動，成蟲僅在球場後方人工草皮區紀錄兩隻活動個體。台灣窗螢成

蟲大多依賴自行車道靠河岸邊緣雜木林活動飛行，無紀錄到個體在另一草皮區活動，

本次調查過程，在運動場草皮區觀察到雄成蟲飛行，而靠近河岸一側，亦有觀察到

成、幼蟲同時活動，顯示出此區域皆是台灣窗螢活動區域。 

 
圖四 樣點 3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分區八： 
分區八為本案樣點 4 範圍，如下圖五，本調查並未發現灣窗螢成蟲個體，但仍在工區

範圍內發現台灣窗螢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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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樣點 4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分區十： 
分區十為調查樣點 5 範圍，如下圖六。樣點 5 同時觀察到台灣窗螢成幼蟲個體，惟數

量皆不多，顯示出此區域應是台灣窗螢偏好利用之環境，且參考工區施工範圍並無與

台灣窗螢發現或利用棲地重疊，唯獨部分個體可能會飛到工區附近，但其位置並非主

要繁衍利用空間，故此區工區狀況應與台灣窗螢活動無太大干擾。 

 
圖六 樣點 5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分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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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十二為本次調查樣點 6，並未調查到任何台灣窗螢個體，推測應與頭前溪左岸之

台灣窗螢成蟲主要發生期有關，但由於本區過去並無長時間且定性定量之螢火蟲族群

調查，故僅能以推測方式判別應與工程施工無關。 

 
圖七 樣點 6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圖八 本次調查過程記錄台灣窗螢之幼蟲及成蟲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郭晉峰、梅瑋豐       日期：      1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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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月螢火蟲棲地範圍調查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11 月 4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郭晉峰 碩士 5 年以上 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生態環境

科學、污水工程設計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梅瑋豐 碩士 1 年以上 地理資訊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生態

檢核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須依據「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成果為依據辦理，相關生態資料資訊及生態議題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並為本案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作業參考。 
3.工區內螢火蟲族群分布及概況： 
參考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之頭前溪螢火蟲調查之調查結

果，進行調整樣線劃設，本次調查樣線如下圖一所示，每條樣線距離為 800 公尺。 

 
圖一 調查樣線樣點位置圖 

本次調查於 2021 年 10 月執行日間及夜間螢火蟲分佈調查，而除了樣點 6 無發現台灣

窗螢之外，其餘樣線皆有台灣窗螢成蟲或幼蟲活動，幼蟲個體多集中在溪溝兩側低矮

植被下方，而成蟲則是於荒草區、雜木林、人工開墾草皮區活動較多，各樣線調查成

果及發現活動位置如下圖二至圖七所示，以下分別針對各分區進行說明。 
 
分區一： 
為本案調查樣點 1 範圍，如下圖二。調查過程中樣點 1 僅記錄到臺灣窗螢幼蟲活動，

無發現任何成蟲個體。臺灣窗螢偏好棲息地並無太大干擾，且本次調查中亦有發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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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窗螢幼蟲個體，顯示出本區域仍維持臺灣窗螢棲息利用。 
根據現場樣點狀況，沿著水岸周圍環繞自行車道(步道)已是人工干擾狀態(如圖三)；
而靠近頭前溪一側應是目前台灣窗螢族群活動區域，因此，根據樣點 1(分區一)狀
況，建議以保留自行車到外側之雜木林為主，連結雜木林之區域為低度干擾區，其餘

部分則視為人工干擾區域，工程進行對族群影響較小。 

 
圖二 樣點 1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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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樣點 1 施工範圍建議 

 
分區三： 
分區三與本調查樣點 2 重疊，如下圖四。該區臺灣窗螢活動範圍及利用域相差無幾，

紀錄有台灣窗螢幼蟲，且集中在荒草區，並無成蟲紀錄。推測應是與台灣窗螢成蟲發

生期有關，目前已屬於成蟲活動末期，故無記錄到任何成蟲個體。 
配合 9 月調查結果，樣點 2 區域為台灣窗螢雄成蟲活動，但中間區域為高度曝曬之草

區，應該不是主要族群棲息區域，此區域台灣窗螢棲息以靠近頭前溪側為主，但值得

注意的是在高架道路下方、自行車道左側之矮雜木林內也穩定有台灣窗螢幼蟲活動，

因此建議此區亦設為不再開發之區域(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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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樣點 2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圖五 樣點 2 施工範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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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四： 
分區四本案調查樣點 3 範圍，如下圖六，本次調查並無紀錄到台灣窗螢成、幼蟲個

體，推測應是與台灣窗螢成蟲發生期有關，目前已屬於成蟲活動末期，故無記錄到任

何成蟲個體。 
樣點 3 靠近頭前溪一側，是本樣區主要發現台灣窗螢之區域，與其他樣點之台灣窗螢

棲息環境類似，惟自行車道旁已人工開墾、補植植栽(非原生雜木林)，雖是已干擾區

域，但緊臨溪側雜木林，建議設為低度干擾區域(圖七)。 
另一側則是棒壘球場等運動區域，夜間可能會有台灣窗螢雄成蟲活動，但屬經過為

多，且此區域多是人工建物，因此不劃設為台灣窗螢主要區域(圖七)。 

 
圖六 樣點 3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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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樣點 3 施工範圍建議 

 
分區八： 
分區八為本案樣點 4 範圍，如下圖八，本次調查並無紀錄到台灣窗螢成、幼蟲個體，

推測應是與台灣窗螢成蟲發生期有關，目前已屬於成蟲活動末期，故無記錄到任何成

蟲個體。 
樣點 4 主要調查範圍亦是人工闢設之水域及環繞自行車道，已屬高度干擾區域，加上

幾次調查結果發現此區域之台灣窗螢雄成蟲皆是靠近頭前溪側及高架道路下方之雜木

林活動，雖上月份調查亦在水池邊側發現有台灣窗螢幼蟲一隻次，但由於該棲地現況

非台灣窗螢偏好棲地範圍，推測可能是從高架道路下方之雜木林移動而來，故本區建

議自行車道周邊以低度干擾為主、靠近頭前溪側則是不建議開發(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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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樣點 4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圖九 樣點 4 施工範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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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十： 
分區十為調查樣點 5 範圍，如下圖十。樣點 5 觀察到台灣窗螢幼蟲個體，顯示出此區

域應是台灣窗螢偏好利用之環境，且參考工區施工範圍並無與台灣窗螢發現或利用棲

地重疊，故此區工區狀況應與台灣窗螢活動無太大干擾。 
樣點 5 自行車道緊臨農田，且幾次調查發現此區域農耕似乎有用藥習慣，因此農田環

境雖可能是台灣窗螢棲地，但用藥狀況下，是為其不利生存。調查過程中發現，農田

周圍是飛舞雄成蟲為多，幼蟲主要仍是在靠近頭前溪一側之荒草區域，故將此區設為

建議不開發區域，而農田間之小面積雜木林，則建議進行低度干擾(圖十一)。 

 
圖十 樣點 5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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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樣點 5 施工範圍建議 

分區十二： 
分區十二為本次調查樣點 6，如下圖十二，樣點 5 觀察到台灣窗螢幼蟲個體，但並未

調查到台灣窗螢成蟲個體，推測應與頭前溪左岸之台灣窗螢成蟲主要發生期有關，目

前已屬於成蟲活動末期，故無記錄到任何成蟲個體。 
樣點 6 相較於其他各樣點，為保有雜木林及荒草區最小範圍之樣點，此區域多數為道

路及農田，幾次調查僅在農田間荒草區發現台灣窗螢雄成蟲及少數幼蟲活動，但由於

此區域整體台灣窗螢族群利用面積偏少，建議在靠近頭前溪側荒草、農田與農田間之

雜木林盡量劃設為不開發及低度干擾區域，以期能維持此區域台灣窗螢族群(圖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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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樣點 6 穿越線調查樣線位至及台灣窗螢活動範圍 

 
圖十三 樣點 6 施工範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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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歷次調查過程記錄台灣窗螢之幼蟲及成蟲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郭晉峰、梅瑋豐       日期：      1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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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月工區銀合歡清整狀況調查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

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10 月 4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郭晉峰 碩士 5 年以上 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生態環境

科學、污水工程設計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梅瑋豐 碩士 1 年以上 地理資訊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生態

檢核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案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須依據「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成果為依據辦理，相關生態資料資訊及生態議題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並為本案施工階段生

態檢核作業參考。 
3.工區內銀合歡清整狀況： 
針對本計畫銀合歡清整狀況進行調查，目前已動工之分區中，以分區一、分區二、分

區五、分區十及分區十二進行說明。 
分區一、二： 
原先已清除完成之分區一及分區二，因受到植栽會議研討、植栽種類調整之影響，而

延宕後續的景觀工程，導致先驅物種、銀合歡等強勢物種，於清除後範圍快速繁殖。

截至 110 年 9 月 29 日施工狀況，分區一之清除範圍已重新清除完畢，範圍內銀合歡

也已妥善掘除，目前分區二尚未清除。如下圖所示。 
分區五、七： 
本分區內主要清除範圍為公共廁所、環教區位置，屬雜草雜木清除。其中，分區五範

圍內不涉及銀合歡清整，而分區七清除範圍內銀合歡已清除完畢。而目前仍屬於施工

階段，未來應注意避免銀合歡擴散至此。如下圖所示。 
分區十、十二： 
本分區內主要清除範圍為雜草、荒地整理，其範圍內不涉及銀合歡清整，。而目前仍

屬於施工階段，未來應注意避免銀合歡擴散至此。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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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一 

分區二 

分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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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七 

分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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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十二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郭晉峰、梅瑋豐       日期：      1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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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

程施工前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 

生態保全對象造冊 

 

 

 

 

 

 

 

主辦機關：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監造單位：華廷國際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承攬廠商：朝勝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施工期間生態檢核工作 
本案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成果為依據，旨為落實生態保

育對策、措施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 
 
一、 施工前確認 

1. 本案施工前生態人員團隊已於 110.2.23、110.2.26 日進行現勘調查確認各關注物

種與棲地狀態。 
2. 各關注物種及棲地為生態保全對象，於施工前拍照紀錄現況，並列冊圖示說明。 

二、 施工期間生態檢核作業 
1. 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行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錄，施工期間每 1~2

月進行一次。 
2. 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行確認記錄，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

人員保全位置。 
三、 生態友善措施 

1. 保全各關注物種棲息之棲地品質、關注植物或植物群落。 
2. 清整外來種如銀合歡、菟絲子及互花米草；並避免清整時移除其他原生植栽。 

  

  

銀合歡 菟絲子

互花米草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保全對象 施工前關注動、植物及棲地現況(照片日期110.2.23、110.2.26) 

柯子湖溪排水棲地 

 

聚藻(人行步道) 

 

毛木藍(人行步道) 

 

台灣窗螢、台灣八哥

及水雉棲地(人行步道) 

 



 

臭根子草(人行步道) 

 

白羊草(人行步道) 

 

蘆竹(人行步道) 

 



台灣大豆 

(國道一號橋下人行步

道旁) 

  

台灣窗螢、草花蛇及

台灣八哥棲地 

(台68 線沿線區域) 

 

 

台灣大豆 

(台68 線路段旁) 

 



台灣窗螢、台灣八哥 

及小型哺乳類或鳥類

棲地(頭前溪河濱公園

旁濱溪植群) 

 
 

大卷尾、家八哥棲地 

(台68 線路段) 

 



台灣畫眉棲地 

(近舊社大橋水域) 

 

水蔗草水域棲地 

(近湳雅聯里河濱公園) 

 



毛蓼 

(施工前有植栽工程，

已遭清除) 

 

魚鷹及棲地資源 

(濱溪帶植群及流域) 

 

 



 

台灣八哥、野木藍 

棲地(台68 線路段) 

 

 

鹪鶯、雲雀、彩鷸及

黑翅鳶棲地 

(近頭前溪河口農地)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保全聚藻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保全聚藻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保全毛木藍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保全台灣大豆植群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保全白羊草植群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保全臭根子草植群

施工前後應保
持原棲地狀態

施工前後應保
持原棲地狀態

保全蘆竹植群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施工前後應保
持原棲地狀態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台灣大豆

施工前後應保
持原棲地狀態

保全台灣大豆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大卷尾
家八哥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施工前後應保
持原棲地狀態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1.施工前後應保持原棲地狀態
2.水域棲地保全水蔗草植群

施工前後應保持水域原棲地狀態

施工前後應保持水域原棲地狀態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前該區域植栽已清整
(110.2.26調查時未見毛蓼)

施工期間應避免干擾濱溪水域棲地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期間僅清整銀合歡、菟絲子或小花蔓澤蘭外來種植生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期間僅清整銀合歡、菟絲
子或小花蔓澤蘭外來種植生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施工期間僅清整銀合歡、菟絲
子或小花蔓澤蘭外來種植生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1.施工期間縮小機械拆除影響範圍
2.廢棄物不堆置於河岸蟹類棲息地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1.施工期間僅移除互花米草植群
2.避免大範圍開挖岸邊棲地

1.各項生態友善措施依實際工期進行生態檢核措施查核確認記錄，施工期間每1~2月進行一次。
2.工程項目涉及關注棲地或物種，施工前進行確認記錄，並標示及告知現場施工人員保全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