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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緣由

➢ 監測作業

➢ 植物、動物調查結果

✓ 珍、稀生物分布情形

✓ 特殊生態

➢ 園區特殊生態

➢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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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二林園區監測作業，係依環評承諾內容進行。

✓ 其執行項目依照「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
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與後續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等所載之環境監測
計畫內容執行。

◆ 108-109年由本中心進行陸域動、植物生態監測作業

◆ 以108-109/09的資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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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資源調查

✓ 每6個月進行1次調查(每年共2次)

✓ 基地及往外延伸500公尺之範圍

✓ 範圍內所有植物(喬木、灌木、草本、籐本)

◆ 動物生態調查

✓ 每2個月進行1次調查(每年共6次)

✓ 基地及往外延伸500公尺之範圍

✓ 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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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資源調查

✓每6個月進行1次調查(每年共2次)

✓基地及往外延伸500公尺之範圍

✓範圍內所有植物(喬木、灌木、草本、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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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及往外延伸500公尺之範圍

✓主要以機車沿範圍內可行之道路，慢速巡查

✓於植物密集區域(樹林、草地、水池)，改以
步行方式行進

✓記錄所有類群植物，不論原生、外來、栽培

✓現場鑑定、望遠鏡記錄(無法到達區域)、採
集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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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態調查

✓每2個月進行1次調查(每年共6次)

✓基地及往外延伸500公尺之範圍

✓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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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器捕捉法

✓ 於範圍內設置6個哺乳類調查點

✓ 每點布設至少3個薛曼式鼠籠
(Sherman’s trap)及2個台製松
鼠籠

✓ 鼠籠重複布設3個晚次，傍晚布設，
次日清晨收

✓ 日、夜間調查時，同時記錄哺乳動
物活動痕跡、活動或路殺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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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法

✓ 記錄以半徑100m之樣點範圍圓內之所
有鳥類及數量

✓ 原則為天亮後，盡量於上午11時前完
成，避免氣溫過高，影響鳥類活動

✓ 如範圍圓含納不同棲地類型，需靠近檢
視不同棲地環境

✓ 除目擊記錄外亦以鳴叫聲進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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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記錄

✓ 於鳥類調查及鼠籠收放期間，在
樣點周遭進行搜尋

✓ 日間以徒手翻找環境中可能的遮
蔽物，記錄爬蟲類

✓ 兩棲類調查區域以園區內水環境
為優先區域，並以鳴叫進行記錄

✓ 夜間以手電筒於穿越線兩側搜尋
記錄爬蟲類及兩棲類

✓ 目擊與鳴叫並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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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法

✓記錄沿線所有蝶種

✓以捕蟲網撈捕所見蝶種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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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

✓ 自108年起，共記錄99科297屬383種，以雙子葉植物為大宗

✓ 園區內以原生植物為多，園藝栽培植物次之

✓ 其中有7種特有植物(臺灣假黃楊、土防己、臺灣欒樹、水柳、臺灣蒺藜、
蘭嶼肉桂、恆春楨楠)及4種稀有植物(臺灣假黃楊、水茄苳、象牙樹、蘭嶼
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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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buon.com/tags/%E5%8F%B0%E7%81%A3%E6%AC%92%E6%A

8%B9%E5%9B%9B%E5%AD%A3%E8%AE%8A%E5%8C%96

https://linfen0922.pixnet.net/blog/post/254867465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46845230172
https://blog.xuite.net/wmwm5600/blog/131248608-

%E8%98%AD%E5%B6%BC%E8%82%89%E6%A1%82

http://nc.biodiv.tw/bbs/showpost.php?p=78

3883&postcount=703

恆春楨南

https://blog.xuite.net/tracysung2002/twblog1/expert-

view/165848897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armstw/ren-shi-

xiao-yuan-zhi-wu/shui-liu-1?overridemobil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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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楨楠

臺灣假黃楊

水柳

臺灣蒺藜

蘭嶼肉桂

土防己

臺灣欒樹

◆ 現況

✓ 7種特有植物(臺
灣假黃楊、土防
己、臺灣欒樹、
水柳、臺灣蒺藜、
蘭嶼肉桂、恆春
楨楠)及4種稀有
植物(臺灣假黃
楊、水茄苳、象
牙樹、蘭嶼肉桂)

✓ 僅臺灣蒺藜、土
防己為自生，其
餘都屬園藝栽培
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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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

✓ 自108年起，哺乳類共記錄3目4科8種，以鼠類為大宗

✓ 均為臺灣西部平原常見物種，赤背條鼠最多、臭鼩(錢鼠)次之

✓ 記錄到臺灣野兔及臺灣鼴鼠等2種臺灣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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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數差異不大，數量除100年初有
較高外，其餘波動尚屬正常。可
能有較多鼠類新生個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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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 自108年起，共記錄39
科80種鳥類。

✓ 紅鳩最多，麻雀次之，
白頭翁第三。

✓ 計有48種留鳥，26種
候鳥(含過境鳥)及6種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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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年度記錄80種鳥，
其中

✓ 9種II級保育類，有彩鷸、
黑翅鳶、東方蜂鷹、大冠
鷲、鳳頭蒼鷹、北雀鷹、
東方鵟、紅隼、遊隼

✓ 2種III級保育類，分別為
燕鴴及紅尾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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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年度記錄80種鳥，
其中

✓ 1種特有種，即小彎嘴

✓ 13種特有亞種，計有金背
鳩、南亞夜鷹、小雨燕、
棕三趾鶉、大冠鷲、鳳頭
蒼鷹、大卷尾、黑枕藍鶲、
樹雀、褐頭鷦鶯、黃頭扇
尾鶯、白頭翁及粉紅鸚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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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種數無太大差異，
數量於107年後期逐
漸增加，檢視細部資
料，可見優勢物種數
量有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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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期資料來看，園區的鳥種數量是呈
現緩緩上升的趨勢，數量則於近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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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 共記錄5科5種鳥類。

✓ 澤蛙最多，外來種班腿樹蛙次之，貢德氏赤蛙第三。

✓ 均屬於西部平原常見的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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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均在區間內變化，
數量偶有較多的情形，
檢視現場記錄，當日
有引水澆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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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種類均在區間內變化，數量波動則無一致。
• 兩棲類活動頻度亦受到溫度、濕度影響。較溫暖、有降雨、

濕度較高的氣候型態，兩棲類活動會較為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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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 共記錄9科12種爬蟲類

✓ 以蓬萊草蜥隻次最多，疣尾
蝎虎次之，無疣蝎虎第三

✓ 以蜥蜴類7種最多，蛇類3
種，龜類2種

✓ 2種特有種及1種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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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類種數在該時段
內有略微下降，但數
量則數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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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間資料來看，爬蟲類種
數均在區間內波動，而數量
則呈現上升趨勢。

• 可能係棲地環境合適，近年
部分物種數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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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 共記錄5科28種蝴蝶

✓ 以白粉蝶隻次最多，黃蝶次
之，豆波灰蝶第三

✓ 均為臺灣西部平原常見物種

✓ 共計有6種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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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種數變化較大，
隻次波動較小，兩個
年度1月數量徒增，係
因特定物種大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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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資料來看，蝴蝶種數變化較大，無特定趨勢，隻次波動較
小，偶有大增，可能是因特定因素導致某些蝶類大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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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等級共分3級

I ：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II ：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III ：表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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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級保育類

✓ 彩鷸、黑翅鳶、東方蜂鷹、大冠鷲、鳳頭蒼鷹、北
雀鷹、東方鵟、紅隼、遊隼

✓ 黑翅鳶、大冠鷲、紅隼、遊隼為園區常見猛禽

✓ 黑翅鳶為全年可見，大冠鷲(秋冬春)、紅隼(冬春)、
遊隼(冬春)，則在秋冬及隔年春季(9~隔年5月)期間
較容易看到

✓ 鳳頭蒼鷹雖夏季可見，但園區內屬於偶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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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擾較少的區域，
相對有較多保育
類出現

✓ 大致以紅圈處為
現階熱點，推測
係因干擾少、次
生林完整。保育
類物種較多元。

✓ 淨水廠區域及周
遭道路亦是熱點，
主因推測是人、
車及工程干擾少

✓ 外圍保育類物種
相對較單純

✓ 分布情形受到調
查路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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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級保育類

✓ 分別為燕鴴及紅尾伯勞

✓ 均為園區常見鳥類

✓ 燕鴴主要為夏候鳥或過境鳥，大多於4-11月期間出
現於園區。現階段大多出現於園區南側道路工程工
區內，偶爾零星停棲於馬路上。

✓ 紅尾伯勞主要為冬候鳥或過境鳥，通常於秋季至隔
年春季末出現於園區內。全區易見，喜停於枝頭等
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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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級保育類

✓ 屬於臺灣地區留鳥，為園區全年可見之猛禽

✓ 成鳥虹膜紅色，全身大致黑白灰三色；幼鳥虹膜黃
橙色，背羽褐灰色交雜，胸有黃縱斑

✓ 2001首次於雲林濱海地區發現繁殖紀錄後，其族群
迅速在全島平原地區擴散。

✓ 飛行、滑翔能力極佳，能定點振翅懸停半空俯視地
免尋找獵物。

✓ 以鼠類為主食，亦捕食蜥蜴、小型鳥類等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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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翅鳶在園區現況

✓ 全區皆可見

✓ 清晨及黃昏活動較為頻繁，常見定
點振翅懸停於園區及周遭農地、草
地等棲地類型

✓ 其活動高峰亦是鼠類活動高峰

✓ 其餘時段多於園區制高點(樹梢、電
桿等)停棲

✓ 108及109年度均有記錄到亞成鳥個
體，109年亦記錄到叼巢材的成鳥，
但兩年度皆未直接記錄到繁殖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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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有種

✓ 指某一物種在一地區內經長期演化後，適應該地環境並僅分布、
生長於該地區內，其他地區不見其生長及分布

◆ 特有亞種

✓ 與特有種相似，但其物種並非一獨立種

舉例：臺灣有白頭翁跟烏頭翁

特有種：烏頭翁在全球僅臺灣本島有分布

特有亞種：白頭翁分布於臺灣、中國華中以南、越南、海南島等多
個地區，但臺灣的族群有獨有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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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3種特有種

✓ 鳥類-小彎嘴

✓ 爬蟲類-蓬萊草
蜥、斯文豪氏
攀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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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水廠

✓ 大面積水環境

✓ 部分水池長年有水

✓ 深水域、大面積淺水域、小區域積水域

✓ 人車干擾少、少有工程

✓ 陸鳥、親水性鳥類、水鳥等，都會利用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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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水廠

✓ 夏季水位較高，有部分水鳥利用該
區域築巢繁殖

✓ 春、秋兩季水位較低，相對乾一些，
會有多種鳥類利用該區水源

✓ 冬季常有猛禽停棲於該區域，如大
冠鷲、黑翅鳶、紅隼、遊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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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中央綠帶(藍框處)

✓ 綠帶面積廣

✓ 有相對高大的木麻黃、榕
樹等大型喬木

✓ 次生林面積廣

✓ 人、車干擾相對少，且綠
帶面積廣，能稀釋既有道
路沿線干擾所導致的影響

✓ 猛禽棲息熱點，區域內的
冬季候鳥種類亦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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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禽棲息熱點

✓ 有相對高大的木麻黃、榕樹等大型喬木

✓ 人煙稀少，干擾相對少，且綠帶面積廣，能稀釋既有
道路沿線干擾所導致的影響

✓ 冬季猛禽棲息熱點、黑翅鳶潛在築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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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猛禽停棲，怎辦

✓ 猛禽對於車輛有一定的熟悉，除非車輛過於靠近或人
員下車，否則不易驚擾停棲個體。

✓ 無須刻意理會

✓ 不刻意毒殺小型鳥類、鼠類等，其屍體可能引來猛禽
撿拾，增加間接中毒風險

✓ 如遇黑翅鳶築巢、繁殖，應記錄其位置並通報施工單
位及管理單位。

➢ 可先行觀察繁殖個體附近的干擾源之反應，如無特
別反應，可設立迴避區域，減少干擾。

➢ 若有影響，應先停工，與主管機關商討對策

➢ 暫時性停工，調整施工順序，待亞成鳥可獨立(約1-

1.5個月)後，再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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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活動於工地的燕鴴

✓ III級保育類

✓ 最早於4、5月即可見，
約莫9、10月後離開。
為夏候鳥及過境鳥

✓ 偏好裸露地、土砂地、
瓜果田等乾性底質環境

✓ 園區西南角的道路工程
區域為停棲熱點(藍框處)

✓ 零星停棲、活動於園區
南側道路

✓ 其他區域多為飛行樣態

燕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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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見牠，該如何處置

✓ 無須刻意理會

✓ 人車靠近時，通常
會自行遠離人車

✓ 車輛於工區、道路
上，均應注意路況，
適時降低車速，減
少燕鴴路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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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性的物種多樣性提高：

✓ 單純的農業地景，因園區開發意外創造多元棲地

✓ 若園區開發與進駐完成，物種多樣性應會下降

◆ 調整園區用地配置，擴增綠帶：

✓ 現階段園區中央綠帶為園區生物熱點，可考量調整
園區用地配置，劃設一大型綠帶保留區域，創造園
區與環境雙贏局面

✓ 將點/線狀綠帶，變成面狀綠帶

◆ 持續進行生態監測：

✓ 園區已累積相當長期的生態資料

✓ 針對生態環境進行決策所需的背景資訊，需靠長期
累積的資料，才能協助做出適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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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

建議綠帶擴增區

陸域調查範圍

基地範圍

賡續辦理園區生態
監測及衍伸議題研
究案

考量調整用地配置，
擴增綠帶面積，營
造開發與友善環境
共融局面

未來可加強深耕在
地，結合企業社會
責任，創造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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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