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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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永康交流道聯絡道工程(安南
區4-11道路－中正北路至永安橋)

設計單位
林同棪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期程 1080 日曆天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主辦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營造廠商 瑞鋒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臺  南  市(縣)安南  、  永康區

TWD97 座 標  X ： 1      72793.644             Y ：
25  49102.853  ~座標 X：17      1963.649             Y：
25  50310.175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982,100 千元

工程目的
本案路口轉向改善工程在於解決國道8號新市交流道聯絡道與新港社大道路口延
滯問題，亦即將新港社大道與南科聯絡道路口轉向動線改以立體化工程，藉以
分流直行新港社大道車輛與進出國道8號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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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現況永安路及長和路一段(亦稱 4-11號道路)道路寬度 20M，為雙向雙車道
配置，南端始於中正北路(台1線)，是永康交流道之主要聯外幹道之一，交通尖
峰時段常常車多壅塞。為因應安南地區之都市發展，鄰近重大建設如鹽行國中區
段徵收工程、永康物流轉運站市地重劃工程、臺灣歷史博物館、亞太棒球訓練中心
等開發計畫皆快速發展，因此，預計配合都市計畫將 4-11號道路拓寬為 40M，
增加道路容量，減少交通壅塞情形，打造一條安全、便捷又美觀的主要幹道。
此外，永安路所行經之橋梁(永安橋及北館橋)高程皆已不符合河川治理高程，
有其改建之必要，呼應「治水」理念。其中，以跨越鹽水溪之永安橋跨度最大，總
橋長約 240M，初步係以「輕巧簡潔、低調融入」之理念進行發想，採用鋼箱梁橋
型式，除符合輕巧理念外，亦可減輕日後維養護負擔，降低生命週期成本。

預期效益

    永康區既有永安路原道路服務水準為 C~D級道路，於上下班尖峰時段時常造
成路口交通壅塞及車輛回堵情況，為有效增加道路容量，改善現況車流壅塞情
形，故辦理道路拓寬作業，可提升道路服務水準為 B級道路，此外本道路亦為串
連永康交流道、國道8號及未來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之重要通道，打造一條安
全、便捷又美觀的交通幹道，大幅提升周遭地區生活品質、生活圈機能及促進地
方整體發展，則是本工程主要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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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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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單位
林同棪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
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
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鹽水溪  、  永康大排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
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加強植生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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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單位
林同棪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階
段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製表單位承辦人：         製作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生態檢核說明

現況永安橋(北端)以南，於跨越鹽水溪後，永安路西側為密集住宅區，東側

為整體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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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路線位於長期人為擾動區，目前週邊土地多數已為人工開發：工廠、

住宅、農田、漁塭、鴨寮、既有道路等，其植被有荒棄地上之雜林、果樹、農作之

水稻田及旱田、道路路樹等，且近期周邊同時辦理鹽行國中區段徵收工程、永康

水資源回收中心工程及北外環三期工程，生態環境已切割零碎、多建物進入，

區域生態度極低。

- 4 -



現況環境紀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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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計畫道路行經鹽水溪河岸及永康大排也因長期容納工業及生活污水，呈現中度至

嚴重污染狀況，現場初步研判其水質濁度高、異味明顯、布袋蓮強勢物種佔領，河川水域生

態亦不敏感。

鹽水溪環境調查說明
水質調查

依據台南市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3 期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於 100年 10月~12月針對鹽
水溪水體進行水質監測調查結果，永安橋屬「嚴重汙染」之河川。

- 6 -



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迴避：

 建議施工範圍明確標示勿進入高、中度生態敏感區域，例如：鹿角溪濕地、計畫

範圍內零星森林用地。

 建議避免干擾工程範圍外濱溪植被帶、樹木與灘地。

縮小：

 建議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或治理需求的植生區域。

減輕：

 建議施工階段不另開便道，減少對周邊植物的擾動。

 建議限制開挖範圍並明顯標示，減少整地開挖與清坡面積。

補償：

 建議增加植被，栽種當地既有喬木與草種。

後續建議

1.整體概論

由本次生態檢核的結果，雖計畫路段生態低，仍建議針對鹽水溪灘地採迴

避措施，避免施工擾動造成劇烈的棲地破壞，破壞原本的生態系統平衡。同時

建議於施工階段進行生態檢核及調查，除了可以依工程進度修改保育對策外，

也能確保施工團隊施工時遵照生態保育措施辦理。

2.整治工程的生態建議

本計劃尚在設計階段，因此有非常好的機會能夠透過本次檢核的成果，關

注到當地原有的溪流生態系，以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生態友善措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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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整治工程所造成的干擾，讓生態影響降到最低，並加速工程後環境復原的

速度。

(1)縮減工程範圍：

基於環境友善施作中迴避、縮小、減輕的原則，縮減假設工程的範圍，

如：施工便道、物料或機具堆置的空間，盡可能不要將非工程範圍做為便道，

並以吊掛的方式減少對周圍土地的干擾。

(2)保留濱岸植被

在溪流生態系中，濱岸植被扮演著要的角色，可以作為營養鹽的提供

來源，亦可以增加溪流遮蔭。基於環境友善措施中迴避與減輕的原則，在工

程設計規劃時，除了減少工程施作的範圍外，亦必須減少對濱岸植被的擾

動，如此才能讓工程施作後的復甦速度加快。樣區內若有大型樹木，則需在

規劃設計上直接配合該樹木，並避免使用水泥封住樹木的周圍。胸高直徑 10

公分以上的樹木，亦盡量在不影響工程安全結構與施作的前提下予以保留。

施工過程中，若有需要移除的植被，亦可以先移到周圍的空地，並以透氣

不稍微覆蓋植物根系周圍的土壤，避免土壤被沖刷走，待工程結束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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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植物覆蓋至適合的位置。亦可於周圍森林中，挖取適合於該地區生長

的植栽幼苗，栽種在工區護岸周圍，但因每各地區溪流條件不同，甚難以

一個原則概括所有的工程案件，建議施工廠商應編列預算，聘請生態與園

藝專業人員，於現場會勘後予以建議並指到工作人員進行植物的挑選與移植

(3)降低工程噪音污染

基於環境友善施作中減輕的原則，降低工程噪音污染除了對於周遭居

民有幫助之外，亦可以減少對環境中野生生物的干擾，特別對於感官較敏感

行為模式較複雜的鳥類、哺乳類，以及居住在水域中的魚類而言，工程噪音

將會是個嚴重的影響。透過減少工程施作範圍、降低不必要的擾動，利用小

型機具施作，都可以有效降低工程過程中的噪音污染。

(4)落實工程環境維護

加強工程環境稽查與維護，加強施工單位的管理，以確保最基本對環

境友善的態度。

(5)檢視濱岸植被的復育狀況

無論災害後或這工程擾動後，濱岸植被的復甦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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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速濱岸植被的復甦，通常會在工程後針對濱岸擾動過的區域主動種

植新的植栽。而目前多數工程都採用坊間容易取得的種子或苗木來進行栽種，

但是大多是外來種植物，未必適合當地環境，甚至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生態

危害。依照前述工程規劃設計前的建議，可以透過事先的調查，並於工程施

作期間協同相關生態與園藝專長的人員，於現地指導工作人員可以選取哪

些苗木，列入工程驗收的項目外，後續應該定期檢視苗木存活以及其他自

然生長植被的狀況，再依據勘查的建議，進行後續植被的養護。

(6)定期生物監測與棲地評估

無論是生態工程或者環境友善的措施，均強調因地制宜的理念，但為

了把握工程施作的即時性，往往無法於工程規劃前有完整詳細的生態調查，

再加上臺灣有許多生物的基礎生態研究，及其對於環境的條件需求並非相

當完整詳盡，因此，現階段大多是依照初步的調查成果，以及該類群生物

普遍的棲息條件提出改善的建議。再加上許多生態工程或環境友善措施的成

效，並不是完工後就立刻有成效，至少需要 3-5年以上的時間，環境才能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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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穩定。為了能進一步了解這些措施的有效性，並做未來工程施作的參考，

應持續針對這些樣區進行長期的監測，評估棲地的穩定性，是否均維持原

先設計的樣貌，並適時予以修正，才能達到保障安全與生態友善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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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單位承辦人： 製作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