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計畫範圍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美濃湖。水域面積約 21.4 公頃，是高雄市

的第二大湖，原為蓄水灌溉用的埤塘，近年陸續完成環湖設施及景觀改善工程

後，全區環湖步道及自行車道得以完整串連。經歷數次水岸整治與環境改造的美

濃湖，其漸發展成一低密度兼具觀光遊憩及環境教育的生態場域。 

本計畫擬透過對美濃湖南岸生態池改造，營造成為美濃湖特色入口地景，以

及於美濃湖東北隅水域營造為水雉棲地，包含一環境教育及生態解說區及大灣

水雉棲地復育區，如圖 4-1 所示。 

 
圖 4-1 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工程項目圖 

 

(1) 生態資料蒐集 



本計畫蒐集文獻如「針對高雄農田水利會轄區復興渠、獅子頭圳應用生態工

法可行性之研究」(2003)、「高屏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2007)、「全國湧泉濕

地生態資源調查」(2012)、「雙溪流域水生生物及溪濱植群調查及解說資源建置」

(2013)、「山區河流階梯-深潭-底棲生物及棲息地特性調查之研究-以高雄市美濃

區水底坪溪為例」(2013)、「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手冊製作計劃」

(2015)等輔以線上資料庫如「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eBird」等資料庫與及現地訪談當地民眾等方式，盤點計畫區生態或人文相關

資料。其盤點結果彙整如表 4-1 至表 4-7 所示。 

表 4-1 生態資料蒐集來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資料庫 訪談 

哺乳類    

鳥類    

爬蟲類    

兩棲類    

魚類    

底棲生物    

 

表 4-2 哺乳類盤點表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東亞家蝠   毛腿鼠耳蝠   

高頭蝠   大赤鼯鼠   

臭鼩   山羌   

臺灣鼴鼠   鼬貛   

田鼷鼠   臺灣葉鼻蝠   

小黃腹鼠   臺灣刺鼠   

赤腹松鼠   臺灣獼猴   

山家蝠   白鼻心   

 

表 4-3 兩棲類盤點表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黑眶蟾蜍   史丹吉氏小雨蛙   

貢德氏赤蛙   黑蒙西氏小雨蛙   

小雨蛙   亞洲錦蛙   

拉都希氏赤蛙   布氏樹蛙   

澤蛙   面天樹蛙   

虎皮蛙   褐樹蛙   

梭德氏赤蛙   莫氏樹蛙   

斯文豪氏赤蛙   日本樹蛙   

小雨蛙   太田樹蛙   

 



表 4-4 爬蟲類盤點表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疣尾蝎虎   斯文豪氏攀蜥   

臺灣草蜥   白梅花蛇   

印度蜓蜥   草花蛇   

多線真稜蜥   紅斑蛇   

長尾真稜蜥   青蛇   

麗紋石龍子   白腹遊蛇   

南蛇   王錦蛇   

大頭蛇   雨傘節   

茶斑蛇   赤尾青竹絲   

斑龜   龜殼花   

 

 

表 4-5 鳥類盤點表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物種 資料庫 訪談 

水雉   白鶺鴒   

小雨燕   大卷尾   

鳳頭蒼鷹   紅尾伯勞   

池鷺   高蹺鴴   

黃頭鷺   褐鷹鴞   

小白鷺   栗尾椋鳥   

黑冠麻鷺   棕沙燕   

夜鷺   灰鶺鴒   

小環頸鴴   五色鳥   

燕鴴   棕背伯勞   

鷹斑鷸   金背鳩   

珠頸斑鳩   大冠鷲   

紅鳩   斯氏繡眼   

翠鳥   東方黃鶺鴒   

白腹秧雞   小鸊鷉   

紅冠水雞   白冠雞   

小雲雀   中白鷺   

黃頭扇尾鶯   灰面鵟鷹   

棕扇尾鶯   花嘴鴨   

灰頭鷦鶯   大白鷺   

褐頭鷦鶯   東方大葦鶯   

樹鵲   遠東樹鶯   

黑枕藍鶲   青足鷸   

洋燕   東方蜂鷹   

斑文鳥   灰腳秧雞   

白腰文鳥   黃尾鴝   

紅嘴黑鵯   栗小鷺   

白頭翁   小啄木   

白環鸚嘴鵯   彩鷸   

綠繡眼   田鷸   

南亞夜鷹   黃嘴角鴞   

白尾八哥   極北柳鶯   

家八哥   黃小鷺   

磯鷸   紅隼   



赤腰燕   藍磯鶇   

黑翅鳶   魚鷹   

麻雀   緋秧雞   

小彎嘴   野鴝   

灰椋鳥   番鵑   

 

表 4-6 底棲生物盤點表 

物種 文獻 A 文獻 B 文獻 C 文獻 D 文獻 E 文獻 F 資料庫 訪談 

乳指沼蝦         

大和沼蝦         

臺灣沼蝦         

日本沼蝦         

羅氏沼蝦         

粗糙沼蝦        

貪食沼蝦         

多齒新米蝦        

衛氏米蝦         

擬多齒米蝦         

臺灣米蝦         

蔡氏澤蟹        

藍灰澤蟹         

黃綠澤蟹         

芮氏明溪蟹         

石田螺         

圓蚌         

臺灣椎實螺         

錐蜷         

瘤蜷         

塔蜷         

結節蜷         

福壽螺         

假鋸齒米蝦         

註： 

文獻 A 高屏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 

文獻 B 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手冊製作計劃 

文獻 C 雙溪流域水生生物及溪濱植群調查及解說資源建置 

文獻 D 全國湧泉濕地生態資源調查 

文獻 E 針對高雄農田水利會轄區復興渠、獅子頭圳應用生態工法可行性之研究 

文獻 F 山區河流階梯-深潭-底棲生物及棲息地特性調查之研究-以高雄市美濃區水底坪溪為例 

 

表 4-7 周邊人文與生態景點盤點表 

地點 離工區距離(km) 說明概述 

美濃客家文物館 0.2 

其位於美濃中正湖東北方，是美濃當地的地標。文物館建築

外觀採用菸樓造型與合院設計，其採用清水模工法展現簡單

與樸實且色彩搭配沉穩單調以襯托文物之美。 

月光山 1.0 

月光山是美濃山系的最高主山，標高 649 公尺。美濃山系屬

於旗尾山系，位處中央山脈支系的尾端。玉山山脈最後一座

超過 600 公尺的山峰，向西面可見旗山溪蜿蜒流經大林、圓

潭等區，遠眺內門區；向東面則是美濃市區。 



原鄉緣紙傘文化

村 
2.5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其建築外觀有許多具有現代感的客家建

築，諸如.色彩鮮豔高大的牌樓、高聳的紙傘造型招牌、中國

古典風味的外牆、以及牛車輪造型的裝飾。 

鍾理和紀念館 4.5 

鍾理和紀念館坐落於美濃鎮尖山山麓，黃蝶翠谷與朝元寺入

口附近，距離鎮街約七公里，建築以台灣坊間民宅為設計主

調，其前後皆有樹林包圍，十分清幽寧靜。 

雙溪熱帶森林遊

樂園 
4.7 

位於美濃區東北隅美濃溪上游，其前身為 1935 年日人設立

的「竹頭角熱帶樹木園」，面積達 7.56 公頃，引進、搜集並

培育熱帶珍貴或具經濟價值的樹種，因此除原本的熱帶樹種

自行更新外，尚可見部分臺灣次生樹種。 

黃蝶翠谷 5.0 

黃蝶翠谷屬於高屏溪上游，曾為台灣重要鳥類棲地之一，翠

谷內的環境提供了黃蝶幼蟲充分的食草及成長空間，也能供

應成蟲及每個階段所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淡黃蝶出現在

翠谷之間。 

 

(2) 現地勘查與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現場勘查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11 日，現況環境如圖 4-2 所示。計畫工程範圍

雖非屬法定自然保護區，但因鄰近的野蓮田(龍骨瓣莕菜)為水雉復育棲地，可發

現水雉在此棲息活動。美濃湖內濱溪帶植群豐富，以龍骨瓣莕菜、狗牙根及密毛

毛蕨等為優勢。環湖步道兩旁多種植花旗木、阿勃勒、青剛櫟等景觀樹種。鄰近

農耕地以龍骨瓣莕菜、菱角、稻及綠竹等作物為主。 

 



 
圖 4-2 現況環境照區域位置圖 

 

(3) 生態評析 

依據資料蒐集、現場勘查及生態調查結果進行生態評析，計畫區域周邊物種

使用概況說明如圖 4-3 所示。美濃湖沿湖濱溪帶可提供親水性鳥類、哺乳類及爬

蟲類棲息躲藏用，周邊農田則有兩棲類及哺乳類使用，部分湖區及鄰近野蓮田為

親水性鳥類覓食及繁殖之棲地，亦為二級保育類水雉的重要棲息地；水域環境多

為埤塘型魚類，例如：馬拉麗體魚、口孵非鯽雜交種、吉利慈鯛等。 

 



 
圖 4-3 物種使用說明圖 

 

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如圖 4-4 所示，其中因美

濃湖岸及周邊排水之濱溪帶提供生物利用，具生態價值，故定義為中度敏感區；

部分湖區及鄰近野蓮田為水雉重要棲息地，受在地 NGO 團體關注，如美濃愛鄉

協會、高雄鳥會及八色鳥協會等，故定義為高度敏感區。研擬生態保育措施後與

相關單位進行橫向溝通，並彙整意見後制定自主檢查表，其溝通結果如表 4-8 所

示。 

 

 

 

表 4-8 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保育對策建議表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議題 生態保育策略 溝通過程 生態保育措施 



計畫區及

周邊區域

生態資源

豐富，工

程施作時

建議編列

環境管理

費用，以

降低工程

施作時對

環境之擾

動 

避免施工時的泥沙或廢水

排入未施工之美濃湖區域

(迴避) 

感謝指教，本工程施工期間向承

攬包商進行宣導，並且定時定期

現場監造檢查，確保施工泥沙或

廢水未排入美濃湖區域中 

避免泥沙或廢水

未排入美濃湖區

域中 

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中加

蓋處理，並帶離現場，避

免野生動物誤食(迴避) 

感謝指教，本工程廢棄物採用集

中管理，並定期清理，未有野生

動物誤食 

廢棄物集中管

理，並定期清理 

辦理揚塵抑制作業，例

如：使用防塵網或禾桿覆

蓋施工期間導致周邊堆置

大量裸露土石，搭配工地

車輛清洗槽等措施避免揚

塵(減輕) 

感謝指教，本工程附近為農田較

少居住人煙，於施工期間工地皆

以甲種圍籬區隔避免民眾誤闖，

除了施工避免揚塵對於周邊環境

有所影響外，每日工區出入口皆

有清掃處理 

工地以甲種圍籬

區隔 

湖岸濱溪帶

植被豐富，

可提供爬蟲

類、親水性

鳥類及哺乳

類躲藏使用 

工區範圍週遭植披應保存

完好未破壞(迴避) 

感謝指教，本案工程預算中已編

列植栽保護費用，並於施工期間

督導承包商避免破壞周邊植披 

周邊植被避免擾

動 

以最小量體及動線進行工

程施作(縮小) 

1. 感謝指教，本工程採用最近

動線及最小量體進行施工 

以最小量體及動

線進行施作 

鳥類及兩棲類多透過晚上

棲息及繁殖，建議避免晨

昏或夜間施工(迴避) 

感謝指教，本工程皆於白天進行

施工，無夜間施工之情形 

避免夜間施工 

因工程施作

需降低美濃

湖水位。 

建議在放水時輔以人工遷

移等方式執行，避免造成

水域生物離水死亡(減

輕)。可藉由放水過程順勢

移除外來種魚類 

感謝指教，本工程放水為配合水

利局每年防汛期程進行，將對於

周邊生態及水域生物的影響降至

最低 

放水時輔以人工

遷移方式執行 

鄰近水雉復

育區，應避

免擾動 

若工程期程許可，應盡量

避免水雉繁殖季節施工(迴

避) 

雛水雉繁殖季節為每年 4~10月，

然而既有水雉復育區並非本案工

地範圍內，亦將會督促承包商盡

1. 採低噪音施工 

2. 動線不干擾既

有水雉復育區



量減低噪音或動線不干擾既有水

雉復育區為原則進行施工 

為原則進行施

工 

 
圖 4-4 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敏感圖 

 

(4) 自主檢查作業 

研擬自主檢查表納入施工說明書或施工計畫書以便辦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作業，自主檢查表及辦理情形如表 4-9 及表 4-10 所示。生態檢核團隊將持續在

後續工程階段，針對生態保育對策可行性進行滾動式檢討，若有執行困難，將與

施工單位及監造單位協商因應方式，經工程主辦單位核定修改生態保育措施及

自主檢查表。本案目前執行 6 月至 11 月，總計 6 次施工廠商自主檢查及 6 次生

態團隊不定期稽查。 



 

 

表 4-9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設計/監造單位：晨象規劃設計顧問公司 

施工單位：九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單位：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項目 項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是 不足 否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1 
因工區位於人行步道旁，施工動線應盡量

避免擾動到步道旁的喬木 
    

2 
因工區位於人行步道旁，建議施工期間搭

設施工圍籬，以避免發生危險 
    

3 
避免施工時的泥沙或廢水排入未施工之

美濃湖區內 
    

4 

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

中加蓋處理，並帶離現場，避免野生動物

誤食或誤傷 

    

5 

辦理揚塵抑制作業，例如：施工期間導致

周邊堆置大量裸露土石，使用防塵網或禾

桿覆蓋，搭配工地車輛清洗槽等措施避免

揚塵 

    

6 避免晨昏或夜間施工，以減少干擾     

7 

因工程施作需要而降低美濃湖水位時，在

放水時輔以人工遷移等方式執行，避免造

成水域生物離水死亡(人工遷移時可順勢

移除外來種)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之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區域內生態環境變化。 

 

表 4-10 自主檢查辦理情形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敘述 檢查情形 

1 

因工區位於人行步道旁，施工動

線應盡量避免擾動到步道旁的

喬木 

避免擾動到步道旁的

喬木 

 

2 

因工區位於人行步道旁，建議施

工期間搭設施工圍籬，以避免發

生危險 

搭設施工圍籬 

 



3 
避免施工時的泥沙或廢水排入

未施工之美濃湖區內 

避免施工時的泥沙或

廢水排入未施工之美

濃湖區內 

 

4 

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工程及民生

廢棄物集中加蓋處理，並帶離現

場，避免野生動物誤食或誤傷 

廢棄物集中管理 稽查期間無發現大型廢棄物 

5 

辦理揚塵抑制作業，例如：施工

期間導致周邊堆置大量裸露土

石，使用防塵網或禾桿覆蓋，搭

配工地車輛清洗槽等措施避免

揚塵 

辦理揚塵抑制作業 定期灑水 

6 
避免晨昏或夜間施工，以減少干

擾 
避免晨昏或夜間施工 施工時間為 8:00～17:00 

7 

因工程施作需要而降低美濃湖

水位時，在放水時輔以人工遷移

等方式執行，避免造成水域生物

離水死亡(人工遷移時可順勢移

除外來種) 

避免造成水域生物離

水死亡 

 

 

(5) 棲地影像監測 

111 年 4 月 19 日(完工後)紀錄之棲地影像評估因工程棲地植群恢復情況(如

圖 4-5 所示)，並參考 108 年「美濃湖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檢核專章報告」成果報

告書，所記載之生態調查結果進行施工前後進行比較。 

 

圖 4-5 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棲地影像監測圖 

 



(6) 棲地因子分析 

前期設計階段之生態調查委託國立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辦理；

本團隊於維護管理階段進行效益評核。本計畫本計畫於民國 109 年 2 月 11 日(施

工中)與民國 111 年 4 月 19 日(施工後)藉由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靜水

域)進行快速棲地評估，其評估結果如圖 4-6 所示。 

(7) 資訊公開 

本計畫將完工後生態檢核相關資料，上傳至高雄市水環境生態檢核暨相關

工作計畫成果網站。專案網址為 https://kcgwei.mystrikingly.com/。 

 

 

備註：(A)沙棋盤深度(B)植被品質(C)暴雨流入情形(D)沿岸因人為活動的改變程度(E)高地緩衝區(F)集水區土地

的過度利用 

圖 4-6 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棲地因子前後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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