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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態檢核成果 

本計畫生態調查範圍為計畫渠段周圍區域，詳圖2-4-1，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圖 2-4-1 生態調查範圍圖 

一、植物調查 

本計畫於107年12月調查共計發現植物72科159屬184種，其中蕨類植物有

5種，裸子植物有5種，雙子葉植物有136種，單子葉植物有38種。在生長習性方

面，草本植物有78種，喬木類植物有54種，灌木類有29種，藤本植物有23種。

在屬性方面，原生種有74種，特有種有2種，歸化種有43種，栽培種有65種。 

計畫範圍內並無發現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中訂定為稀特有之

植物，於特有種植物方面共發現2種，分別為台灣欒樹及三葉崖爬藤。計畫區內

未發現「嘉義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例」所指之珍貴樹木，惟於香湖公園無名橋

73左右兩側各發現1株榕樹，2株榕樹未達嘉義市珍貴樹木標準，於公園內具人

文休憩等功能亦列入記錄。 

二、陸域生態調查 

本計畫共記錄鳥類24種、哺乳類2種、爬蟲類4種、兩棲類3種、蝶類9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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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類10種。 

(一)鳥類 

調查共記錄鳥類24種，包括小白鷺、紅冠水雞、高蹺鴴、小環頸鴴、磯

鷸、白腰草鷸、鷹斑鷸、紅鳩、珠頸斑鳩、紅尾伯勞、大卷尾、棕沙燕、洋燕、

白頭翁、紅嘴黑鵯、褐頭鷦鶯、綠繡眼、野鴝、白尾八哥、家八哥、灰鶺鴒、

白鶺鴒、麻雀、斑文鳥等。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高蹺鴴、白頭翁與麻雀。保育類

物種記錄屬「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之紅尾伯勞1種。未發現特有種。 

(二)哺乳類 

調查結果共記錄哺乳類2種，包括赤腹松鼠及東亞家蝠等。未發現保育類

物種，亦未發現特有種。 

(三)爬蟲類 

調查共記錄爬蟲類4種，包括疣尾蝎虎、斯文豪氏攀蜥、紅耳龜、斑龜等。

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疣尾蝎虎、斯文豪氏攀蜥。未發現保育類物種。 

(四)兩生類 

調查共記錄兩生類4種，包括黑眶蟾蜍、澤蛙、虎皮蛙及小雨蛙等。調查

期間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及特有種。 

(五)蝶類 

調查共記錄蝶類9種，包括青帶鳳蝶、無尾鳳蝶、紋白蝶、黑點粉蝶、銀

紋淡黃蝶、荷氏黃蝶、沖繩小灰蝶、樺斑蝶、黃蛺蝶等。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黑

點粉蝶、紋白蝶與沖繩小灰蝶。調查期間未發現保育類物種。未發現特有種。 

(六)蜻蛉類 

調查共記錄蜻蛉類10種，包括青紋細蟌、弓背細蟌、褐斑蜻蜓、猩紅蜻

蜓、侏儒蜻蜓、善變蜻蜓、霜白蜻蜓、杜松蜻蜓、紫紅蜻蜓及樂仙蜻蜓等。數

量較多的物種為霜白蜻蜓、杜松蜻蜓與紫紅蜻蜓。調查期間未發現任何保育類

及特有種。 

根據調查結果，本計畫發現之物種均以一般類物種為主，保育類僅記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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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伯勞一種。紅尾伯勞屬冬候鳥，主要獵捕昆蟲及小型爬蟲等生物，在調查範圍

內主要是隨機覓食，無固定之棲所。其餘具特有屬性之種類則屬於族群數量豐富

的物種，未發現特殊稀有之種類。 

三、水域生態調查 

水域生態調查在嘉義市維新支線匯入北排水主幹線後延伸至香湖公園內之

渠道選取三個水域測站進行調查，包括鐵路2號橋、維新支線與北排水匯流口及

香湖公園無名橋，調查共記錄魚類3種；螺貝類3種；水生昆蟲類1種；未發現蝦

蟹類。 

(一)魚類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3種魚類，包括琵琶鼠、食蚊魚及吳郭魚，均屬於對水

質污染耐受力較佳的物種。 

(二)蝦蟹類 

本計畫調查期間未發現任何蝦蟹類物種。 

(三)螺貝類 

本計畫調查記錄3種螺貝類，包括福壽螺、臺灣椎實螺及囊螺，均屬於對

水質污染耐受力較佳的物種。囊螺數量最多，其次為臺灣椎實螺，而福壽螺的

數量較少。 

(四)水生昆蟲 

本計畫調查僅發現1種水生昆蟲，雙翅目搖蚊科，所記錄的搖蚊屬於對水質

污染耐受力較佳的物種。 

四、生態檢核保育對策 

本計畫已於107年12月完成生態檢核工作(詳請參閱附錄二)，計畫範圍內以

一般物種為主，並於規劃設計階段初步擬具保育對策： 

(一)香湖公園無名橋74兩側有2株榕樹大樹，雖非珍貴樹種，但具有人文與休閒

遊憩價值，應予保護。 

(二)根據相關報導，在北香湖北側森林環境有保育類之諸羅樹蛙及特有種史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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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小雨蛙棲息繁殖，本計畫調查期間雖未發現，惟應將此2種蛙類納入保全

對象，後續施工期間應設立相關警示標誌與解說告示設施，動線與工法選用

應避免對此區域干擾與破壞。 

(三)香湖公園內渠段濱水植物帶及水域環境有較多的水鳥群聚，應盡量保留或後

續復原此類綠帶環境，施工期間應避免傷害水鳥。 

(四)本計畫調查所發現的水域生物均屬於對水質污染耐受力較佳的一般物種。在

水域棲地方面，渠道兩岸多為混凝土護岸，進入香湖公園後，有灘地及濱水

植被可提供鳥類及其他小生物覓食、棲息及繁殖，河道中塊石底質環境提供

較多的水域棲地孔隙，後續施工應避免破壞或復原此類環境供生物棲息。 

依照生態調查與檢核成果，以及與嘉義生態保育NGO訪談之相關意見，本

計畫範圍內生態敏感區及主要濱水生物棲息地，集中在香湖公園內之北排水渠段

以及左岸區塊，因此水質淨化工程規劃設置於北排水右岸停車場，並以地下化設

施為主要設計原則；進入香湖公園渠段之景觀營造，以護岸綠美化為主，避免對

既有設施打除重建，並保留現有渠道與濱水區域為設計原則，並規劃行人進入香

湖公園上部進行遊憩活動之引導動線，將施工中與設施完工後之營運對生態環境

可能造成之衝擊降至最低。 

2-5 工作說明會與在地訪談會 

為使本計畫水環境改善工程能融入在地生活，符合民眾需求與期待，於規劃階

段召開1場次工作說明會、5場次村里訪談會、1場次NGO訪談會(詳請參閱附錄三)： 

(一)工作說明會，1場次(107.12.27) 

嘉義市政府於107.12.27邀集市議會、府內相關單位、轄境內東區、西區、

太平里、林森里、中庄里、北門里、仁義里、北榮里、湖邊里、香湖里之里長

里民、以及NGO團體，召開1場次工作說明會，彙整各單位意見，做為後續設

計工作之依據。 

(二)住民訪談會，5場次(108.02.25) 

本計畫團隊於108.02.25，針對計畫範圍周邊之太平里、林森里、中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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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里、香湖里，邀請里長與里民進行共5場次訪談會，進一步蒐集在地居民

之建議與需求，做為後續設計工作之參考。 

(三)NGO訪談會，1場次(108.03.05) 

本計畫團隊於108.03.05，前往荒野協會嘉義分會進行1場次訪談會，說

明本計畫工作內容，並聽取計畫範圍內有關生態保育之相關建議，做為後續擬

定保育對策與設計工作之參考。 

依據上述會議辦理情形，在地居民與生態保育NGO團體均樂見未來水質改善成

效與環境品質提升，初步達成之共識彙整如下： 

(一)水環境改善範圍延伸至世賢橋。 

(二)沿岸晴天污水(包含C支線)須以專用管線截流至水質淨化場處理。 

(三)水岸空間之規劃設計應以民眾安全為優先考量，應設置無障礙設施，盡量以

坡道取代階梯。 

(四)水岸景觀規劃應考量配合在地特色，融入民眾生活，相關設施與植栽選擇需

考量後續維護管理之成本與可行性。 

(五)施工期間與完工後設施操作，應妥為規劃，減少對民眾進出動線與停車影響，

將對民眾干擾與環境生態衝擊降至最低。 

(六)未來將持續彙整在地居民意見，作為後續設計與施工參考。 

2-6 工程規劃概要 

本計畫依 先期規劃報告(於108.04.23府工水字第1082105827號函核定)，以

及108.07.08第2次工作進度會議、108.08.23的3次工作進度會議之決議事項，同時

考量未來維新支線上游改善工程需求，整體工程規劃內容摘述如后，並據以進行基

本設計工作： 

一、晴天污水水質水量： 

本計畫範圍內之晴天污水以生活污水為主，因第二期污水下水道建設尚未

開展進行，因此晴天污水沿雨水排水管線排入維新支線與北排水主幹線，導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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