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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河川管理的共識是減少跨河構造物的興建。因此，橋梁興建工程管理對於

暢通的河內生態與週邊生態環境的影響，是一大挑戰。 

橋樑興建基礎施作對立於河川中之壩體，對上下游廊道形成局部時間的阻隔，因

而對上下游的水理、泥砂特性及生態環境的劇烈改變，對魚類等洄游性水生物之生

存，產生極大衝擊。另外，攔河興建壩體，因河床地形與水位變化，河道寬度改變水

流速度，也會造成水棲昆蟲死亡風險增加，進而威脅到附近生態平衡。施工粉塵、噪

音如未加管制，亦會壓縮到兩岸昆蟲與鳥類的生存空間。因此，施工前後進行生態檢

核比較，可以判斷施工後所造成之生態影響程度。 

本次生態檢核針對在三鶯大橋上下游 500 公尺內之區域，進行本土植物、昆蟲、

鳥類、兩棲類、兩爬類與河中魚蝦蟹類，進行設陷阱定點、線性移動調查各物種與數

量，藉由前後各種數量之比較，來瞭解工程前後對生態的影響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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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態檢核工作說明 

生態檢核係為瞭解公共工程涉及之生態議題與影響，評估其可行性及應對之迴

避、縮小、減輕、補償方案。依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晝核定、規劃、設計、施工

與維護管理等階段。本單位辦理生態檢核工作為施工後，維護管理階段對照施工前本

單位之生態檢核比對，以分析工程過程中及工程後對生態之影響進行報告。 

本工程計畫階段屬於『維護管理階段』，本段目標為落實前工程階段所擬定之生

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進行

報告。作業原則如下: 

一、 準備作業：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整合並溝通相關檢核意見 

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評核，評估工程過程中對生態之影響， 

作業過程： 

 

二、 重點執行工項 

(一)生態資料集 

資料來源包含國內公部門單位建置的生態資料庫，如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臺灣

生物多樣性網絡、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國土生態綠網等學術研究單位相

關觀察紀錄及環境監測報告等。 

 

(二)現地勘查及物種調查 

現地勘查時將棲地或植被予以記錄及評估施工階段之棲地品質，分析棲地品質趨

勢變化藉以釐清的施作是否對週遭環境產生影響。 

 

(三)指認保全對象 

工程影響範圍內如有發現植物紅皮書所列受脅植物，如：原生大樹、關注物種棲

息或繁殖地、良好或特殊生態功能的相關棲地(如自然或近自然濱溪帶)等，需指認為

保全之對象。 

 

(四)繪製生態關區域圖 

將集到生態資料、現勘查、物種補充調查生態保全對象等成果，與工程影響範圍

進行套疊，並標示範圍內生態敏感等級，並依水利工程快速棲生態評估表、於施工後

續分析棲地品質趨勢變化 

  



5 
 

參、 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生態檢核報告書              113.8.30 

調查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環境文教協會 

調查人員： 
一、植物（莊郁桂 台灣原生種植物保育學會、楊國龍 本會總幹事） 

二、兩爬類（林威翰 台灣水青岡林生物多樣性調查、莊郁桂） 

三、昆蟲類（李雪 昆蟲書籍作者與講師、楊月姿、楊國龍） 

四、鳥類（楊月姿 基隆野鳥學會前理事長、楊國龍） 

五、魚蝦蟹類（楊國龍 水利署十河分署 113 年民間委員） 

 

甲、 調查範圍 

 
乙、 調查內容 

一、 陸域植物 

實地勘察並記錄區內的所有維管素植物及數量。 

施工前調查（108.5.1～5.31） 施工後調查（113.6.1～6.30）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臺灣欒樹 100+  臺灣欒樹 100+  

正榕 25  正榕 23  

九芎 4  九芎 3  

小葉欖仁樹 3  小葉欖仁樹 3  

山黃麻 5  山黃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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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勃勒 2  阿勃勒 2  

苦楝 100+  苦楝 100+  

島榕 6  島榕 8  

光臘樹 2  光臘樹 2  

無患子 6  無患子 5  

掌葉牽牛 11  掌葉牽牛 16  

葎草 2  葎草 2  

三角葉西番蓮 3  三角葉西番蓮 2  

串鼻龍 100+  串鼻龍 100+  

雞屎藤 7  雞屎藤 9  

大花咸豐草花 100+ 菊科 大花咸豐草花 100+  

掃帚菊 100+ 菊科 掃帚菊 100+  

南美蟛蜞菊 13 菊科 南美蟛蜞菊 10  

山蘇 3 鐵角蕨科 山蘇 3  

五節芒 100+ 禾本科 五節芒 100+  

牧草 100+ 禾本科 牧草 100+  

銀合歡 100+ 外來入侵種 銀合歡 100+ 外來入侵種 

小花蔓澤蘭 100+ 外來入侵種 小花蔓澤蘭 100+ 外來入侵種 

 

二、兩爬類 

施工前調查（108.7.1～7.31） 施工後調查（113.6.1～6.30）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黑框蟾蜍 10  黑框蟾蜍 8  

盤古蟾蜍 1  盤古蟾蜍 2  

小雨蛙 2  小雨蛙 0  

貢德氏赤蛙 4  貢德氏赤蛙 5  

斯文豪氏攀蜥 6  斯文豪氏攀蜥 5  

石龍子 2  石龍子 3  

青蛇 1  青蛇 0  

龜殼花 2  龜殼花 3  

雨傘節 2  雨傘節 1  

斑腿樹蛙 2 外來入侵種 斑腿樹蛙 3 外來入侵種 

 

三、昆蟲類 

施工前調查（105.6.1～6.30） 施工後調查（113.6.1～6.30）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黑紋長腳蜂(黃長腳蜂) 3  黑紋長腳蜂(黃長腳蜂) 1  

雙斑馬蜂(雙斑長腳蜂) 2  雙斑馬蜂(雙斑長腳蜂) 2  

意大利蜂 2  意大利蜂 1  

中華蜜蜂(中國蜂) 3  中華蜜蜂(中國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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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星龜金花蟲 2  大黑星龜金花蟲 1  

矮細頸金花蟲 1  矮細頸金花蟲 2  

桑天牛(粒肩天牛) 3  桑天牛(粒肩天牛) 1  

金子氏黃虎天牛(金子虎天牛) 1  金子氏黃虎天牛(金子虎天牛) 2  

黑鳳蝶(黑鳳蝶) 2  黑鳳蝶(黑鳳蝶) 1  

青鳳蝶(青帶鳳蝶) 3  青鳳蝶(青帶鳳蝶) 2  

大鳳蝶 2  大鳳蝶 3  

花鳳蝶(無尾鳳蝶) 6  花鳳蝶(無尾鳳蝶) 4  

玉帶鳳蝶 7  玉帶鳳蝶 5  

木蘭青鳳蝶(青斑鳳蝶) 5  木蘭青鳳蝶(青斑鳳蝶) 6  

密紋波眼蝶(臺灣波紋蛇目蝶) 2  密紋波眼蝶(臺灣波紋蛇目蝶) 1  

虎斑蝶(黑脈樺斑蝶) 1  虎斑蝶(黑脈樺斑蝶) 2  

斐豹蛺蝶(黑端豹斑蝶) 2  斐豹蛺蝶(黑端豹斑蝶) 3  

斷線環蛺蝶(泰雅三線蝶) 5  斷線環蛺蝶(泰雅三線蝶) 4  

青眼蛺蝶(孔雀青蛺蝶) 5  青眼蛺蝶(孔雀青蛺蝶) 5  

亮色黃蝶(臺灣黃蝶) 2  亮色黃蝶(臺灣黃蝶) 1  

白粉蝶(紋白蝶) 4  白粉蝶(紋白蝶) 2  

緣點白粉蝶(臺灣紋白蝶) 2  緣點白粉蝶(臺灣紋白蝶) 3  

遷粉蝶(銀紋淡黃蝶) 3  遷粉蝶(銀紋淡黃蝶) 4  

纖粉蝶(黑點粉蝶) 7  纖粉蝶(黑點粉蝶) 5  

藍灰蝶(沖繩小灰蝶) 3  藍灰蝶(沖繩小灰蝶) 1  

淡青雅波灰蝶(白波紋小灰蝶) 1  淡青雅波灰蝶(白波紋小灰蝶) 2  

波灰蝶(姬波紋小灰蝶) 2  波灰蝶(姬波紋小灰蝶) 3  

雅波灰蝶(琉璃波紋小灰蝶) 3  雅波灰蝶(琉璃波紋小灰蝶) 4  

寬邊橙斑弄蝶(竹紅弄蝶) 1  寬邊橙斑弄蝶(竹紅弄蝶) 1  

竹橙斑弄蝶(埔里紅弄蝶) 1  竹橙斑弄蝶(埔里紅弄蝶) 2  

小黃星弄蝶 (小黃斑弄蝶) 2  小黃星弄蝶 (小黃斑弄蝶) 3  

紅脈熊蟬 3  紅脈熊蟬 1  

高砂熊蟬 2  高砂熊蟬 2  

草蟬 5  草蟬 3  

杜松蜻蜓 2  杜松蜻蜓 1  

猩紅蜻蜓 3  猩紅蜻蜓 2  

大華蜻蜓 2  大華蜻蜓 3  

霜白蜻蜓 3  霜白蜻蜓 4  

溪神蜻蜓 3  溪神蜻蜓 5  

善變蜻蜓 8  善變蜻蜓 6  

薄翅蜻蜓 6  薄翅蜻蜓 7  
 

四、鳥類 

施工前調查 108.5-6 月 施工後調查 113.5-6 月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金背鳩 5  金背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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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鷺 38  小白鷺 25  

黃頭鷺 10  黃頭鷺 12  

五色鳥 3  五色鳥 1  

喜鵲 5  喜鵲 2  

褐頭鷦鶯 3  褐頭鷦鶯 4  

洋燕 20  洋燕 15  

家燕 16  家燕 11  

赤腰燕 8  赤腰燕 7  

白頭翁 12  白頭翁 7  

綠繡眼 15  斯氏繡眼 9  

家八哥 16  家八哥 22  

白尾八哥 21  白尾八哥 30  

紅嘴黑鵯 8  紅嘴黑鵯 6  

麻雀 27  麻雀 20  

山紅頭 6  山紅頭 5  

烏領椋鳥 3  烏領椋鳥 1  

野鴿 6  野鴿 4  

小彎嘴 3  小彎嘴 2  

大卷尾 6  大卷尾 3  

樹鵲 2  樹鵲 3  

黑頭文鳥 3  斑文鳥 2  

紅鳩 5  紅鳩 2  

夜鷺 4  夜鷺 1  

灰頭鷦鶯 4  中白鷺 1  

紅冠水雞 2  灰頭鷦鶯 1  

 

五、魚蝦蟹類 

施工前調查（108.5.1～5.31） 施工後調查（113.6.1～6.30）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物種名 數量 備註 

黑鰱 1  吳郭魚 8 外來種 

吳郭魚 6 外來種 琵琶鼠 3 外來入侵種 

琵琶鼠 2 外來入侵種 孔雀魚 9 外來入侵種 

孔雀魚 11 外來入侵種 泰國鱧 2 外來入侵種 

日本沼蝦 2  日本沼蝦 3  

粗糙沼蝦 2  粗糙沼蝦 2  

臺灣沼蝦 3  臺灣沼蝦 3  

無齒螳臂蟹 1  無齒螳臂蟹 1  

紅螯螳臂蟹 1  漢氏東方蟹 1  

漢氏東方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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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生態調查成果 

依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列出陸域植物、鳥類、蝴蝶、蜻蜓、哺乳類、兩爬和

水域生物等各類分述如下。 

一、 陸域植物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15 科 23 種維管束植物。蕨類植物 1 科 1

種；單子葉植物 1 科 2 種；雙子葉植物 13 科 20 種。依原生屬性：原生

植物 13 種(56%)、歸化 8 種(35%)、栽培 2 種(9%)，以原生植物為優勢種

類。臺灣特有種 1 種(臺灣欒樹)(6%)。保育類則未記錄到。調查範圍中無

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範的特殊老樹或珍貴樹木。 

二、 陸域動物 

(一) 鳥類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13 科 26 種 202 隻次，白尾八哥

數量最多(30 隻次)約占 15%為優勢種。臺灣特有種：五色鳥、小彎

嘴，共 2 種。臺灣特有亞種：金背鳩、大卷尾、樹鵲、褐頭鷦鶯、

白頭翁、紅嘴黑鵯、山紅頭，共 7 種。保育類則無。 

(二) 蝴蝶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5 科 23 種 67 隻次。 

(三) 蜻蜓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1 科 7 種 28 隻次。 

(四) 兩爬類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10 種 30 隻次。 

 

三、 水域生物 

(一) 魚類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4 種 24 隻次。 

(二) 蝦類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3 種 8 隻次。 

(三) 蟹類 

113 年 6 月實地調查結果，共記錄 2 種 2 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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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結論： 

1. 植物類：除了外來入侵種植物有比較多的增加外，其餘本土種植物數量並無明顯減

少。 

2. 兩爬類：本類物種本來在高度水泥化的兩岸就比較少，因此施工前後並無明顯影

響。 

3. 昆蟲類：本類物種容易受到工程外在影響，棲地環境受到改變而呈現物種與數量的

大量銳減，但是工程前後並無過大物種數與數量的變化，因此並無影響。 

4. 鳥類：針對 2020 與 2024 於夏季（5～6 月）之調查資料比較，工程對此類物種並無

太大的影響。 

5. 魚蝦蟹類：本類物種於橋樑工程容易受到棲地劇烈破壞而產生影響，從數據上分

析，施工前後並無明顯的影響。 

 

綜合以上調查對照結論顯示，本次「新北市三鶯大橋改建工程」造成週邊生

物影響不大。 

 

負責人（理事長）       報告單位  

 

  



11 
 

肆、 附件 

一、附件 1、調查人員簡歷與證件 
1.楊月姿簡歷 
2019~2022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與生物資源學系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2009-201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第 11至 12屆理事 

2009-2012 基隆市汙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 6至 7屆委員 

2009-2013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第 4至 5屆理事長 

2011-2017 基隆市環境教育審議會 第 1至 3屆委員 

2013-2019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第 6至 8屆常務理事 

2019-2021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第 9屆理事 

2021-2023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第 10屆常務理事 

2023-2025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第 11屆監事 

參與計畫等 

2010-2012 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調查計畫。計畫主持人。林務局委

託計畫。 

2010-2014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陸域生物資源調查與生態監測

計畫。協同主持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託計畫。 

2013-2018 棉花嶼、瓶野生動物保護區態調查委託案。生態調查員。林務局委託計

畫。 

2013 龍崗生態園區物種調查。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委託計畫。 

2019 深澳象鼻岩及遊隼守護計畫。守護員。 

2024 龜山島生態資源委託案。計畫主持人。交通部觀光署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委託計畫。 

2021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教學及行政；專長領域：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2024.01 「花 68 鄉道高寮大橋 0918 震災復建工程」施工前生態保育教育宣導講習 

講師 

2024.03 「萬金溫泉會館」施工前生態環境教育宣導講習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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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雪簡歷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肄業 

基隆市野鳥學會綠網計劃案調查員 

基隆市野鳥學會螢火蟲調查案調查員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蛾類調查員 

東眼山蝴蝶生態調查員 

永和社大昆蟲生態講師 

滿月圓蝴蝶及螢火蟲主題活動講師 

台北市青發家教中心講師 

桃園縣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講師 

台北市建設局志工教育訓練講師 

基隆海洋大學昆蟲生態講師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昆蟲生態講師 

吳海獅生物多樣性實務操作講師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解說志工 

陽明山國家公園解說志工 

合著本 

台灣產金花蟲科圖誌 1-3 冊系列叢書 

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繪本第 1-5 冊 

東眼山戶外教學活動手冊(林務局新竹林管處) 

親親校樹(林務局新竹林管處) 

日月潭解說員自然體驗活動手冊(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管理處) 

蕨美草山(陽明山國家公園志工聯誼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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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國龍總幹事簡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82 年畢業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開辦主秘（2010.7-2010.12） 

 新北市鸚哥水環境巡守隊隊長/環保志工（2009-至今） 

 新北市鸚哥石文化夢想協會發起人/總幹事（2008-2012） 

 三鶯社區報、海山社區報創辦發行人（2007-2021） 

 新北市陶瓷博物館志工/文化志工（1999-2014） 

 獎項 

 水利署 99、101 年度全國愛護水資源有功人員獎 

 新北市文化志工（獲頒金質、銅質獎） 

 106、111、112、113 年水利署十河局民間諮詢委員 

 新北市社區規劃師（2016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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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威翰簡歷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畢業 

2022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教學及行政；專長領域：自然保育。 

社團法人新北市環境文教協會 兩棲爬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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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 2 調查照片 

 
莊郁桂老師進行植物調查 

 
楊國龍總幹事進行植物調查 

 
兩爬調查設置誘老鼠捕籠 

 
夜觀記錄到雨傘節 

 
夜觀記錄到龜殼花 

 
夜觀記錄到攀木蜥蜴 

 
誘捕到哺乳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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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類觀察並拍照 

 
在橋上觀察記錄鳥類 

 
記錄各種水棲生物（含螺貝類） 

 
分類捕撈、記錄各種水棲生物 

 
記錄各種水棲生物（蟹類） 

 
昆蟲調查(青鳳蝶、遷粉蝶吸水行為) 

 
李雪帶志工們一起協助找昆蟲 

 
搭配時間相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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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0 紅嘴黑鵯 (楊月姿拍) 20240610 中白鷺 (楊月姿拍) 

20240610 夜鷺 (楊月姿拍) 
 

20240610 斑文鳥(楊月姿拍) 

 
20240610 青鳳蝶 (楊月姿拍) 20240610 亮色黃蝶 (楊月姿拍) 

 
20240610 溪神蜻蜓(楊月姿拍) 

 
20240610 杜松蜻蜓 (楊月姿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