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第3屆第5次會議 

開發單位：中央研究院 

專案管理：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廠商) 

監造單位：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廠商) 

統包團隊：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廠商) 

生態監測：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環境監測：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108年4月8日 



會議議程 

項次 議題 時間 簡報單位 

一 園區現場勘查 14:00~14:40 

二 報告案 14:40~15:30 

1.  辦理進度概要 14:40~14:45 中央研究院  

2. 前次(107.12.07第3屆第4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14:45~14:50 
專案管理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 

3-1園區生態環評承諾環保署限改辦理情形 

3-2園區工程土壤查驗及驗收辦理情形 

3-3工程各分區植栽維護情形與驗收期間及保固
維護期間維護頻率說明 

14:50~15:10 

專案管理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包團隊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 
4-1施工暨營運中生態監測107年9月~11月秋季

成果報告 
4-2 107年12月迄今生態監測情形 

15:10~15:20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5. 
5-1施工暨營運中環境監測107年9月~11月成果

報告 
5-2 107年12月迄今環境監測情形 

15:20~15:30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綜合討論 

四 臨時動議 

五 散會 



本（第三）屆委員名單 

（6人） 
序號 姓名 服務機關或推薦單位／現職 

園區聯合會（6人） 

1 張剛維 中央研究院院本部總務處／處長（召集人） 

2 陳宗憲 中央研究院／技術諮詢專家 

3 王惠鈞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中心／代執行長 

4 余俊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5 張惠莉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秘書室／主任 

6 郭肇中 經濟部技術處／簡任技正 

相關單位（含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及附近居民）（5人） 

7 李培芬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8 李壽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教授 

9 黃順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理處／簡任技正代理副處長 

10 林忠 臺北市南港區中研里辦公處／里民 

11 王立 臺北市南港區中南里辦公處／里民 

民間保育團體（5人） 

12 楊國禎 臺灣生態學會／理事長 

13 徐貴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長 

14 陳德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理事 

15 吳俊忠 國立陽明大學醫工學院／教授 

16 陳世揚 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常務監事 

依行政院107.3.2意見及107.4.9園區聯合委員會第6次會議，修正園區管理組織名稱為「園區聯合會」 



第1案、辦理進度概要 

中央研究院 

108年4月8日 



1-1 園區工程辦理進度概要 

(一)先期規劃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 
 100.6.1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06次會議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

101.6.25備查 

 103.1.27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55次會議決議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

表」，103.5.14備查 

 104.9.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核修正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變更內容對照表」，104.10.1備查 

 105.4.27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說明書」第1次變更備查案（保留楓香因災害進行移植） 

 106.5.9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次變更備查案（自來水外管線及其取水點調整） 

 106.11.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說明書」第3次變更備查案（填土區位調整） 

 開發計畫 
 96.12.04行政院核定；101.05.30第1次修正（配合環評）；102.09.27第2次修正（市價徵收）；105.7.22第

3次修正（計畫期程展延）；107.1.3第4次修正（計畫期程展延、食藥署進駐內容修正，108.1.4總統府秘書

長函，經行政院107.12.19函復核議意見，請本院查照辦理）。 

 都市設計審議 
 102.1.17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352次委員會議原則通過「第1階段開發許可」，

102.07.10准予核備 

 103.6.12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396次委員會議同意本案「第2階段–建築配置及

申請雜項執照內容(雜項工程部分)」，103.08.26准予核定 

 103.9.4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402次委員會議通過本案「第2階段–建造執照部

分(建築工程部分)」，103.10.28准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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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1臺北市政府核定本案「第1次變更設計」（建築物立面型式調整） 

 106.11.14臺北市政府核定本案「第2次變更設計」（北側入口車道調整、G棟南側新增填土區） 

 水土保持計畫 
 102.01.1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原則同意「水土保持計畫」，102.04.08核定 

 103.02.1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1次變更，103.05.02核定 

 104.06.1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2次變更，104.10.12核定 

 105.09.0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3次變更，105.11.22核定 

 106.06.2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4次變更（分二期施工），106.07.12核定 

 106.08.03核發水保施工許可證；107.01.29核發完工證明書 

(二)許可執照申請作業 
 103.2.27臺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建造)執照審查委員會通過「雜項執照申請審查」；103.10.31通過第1次變更加

強坡審「建造執照申請審查（雜併建）」；105.10.27通過第2次變更加強坡審「建造執照申請審查」；106.11.23
通過第3次變更加強坡審「建造執照申請審查」 

 103.2.18臺北市政府核發拆除執照103拆字第0012號 
 103.5.20臺北市政府核發雜項執照103雜字第0006號 

 103.11.13臺北市政府核發建造執照103建字第0265號；104.05.21臺北市政府同意建造執照第1次變更設計(雜項執
照書圖併入建造執照)；106.3.10臺北市政府同意建造執照第2次變更設計；106.5.16臺北市政府同意建造執照報
備變更（配合消防審查） 

 104.05.01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4年度綠建築標章北區第24次評定會議評定，104.07.30內政部核發候選綠建築
證書(黃金級) 

 106.10.03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使用執照(部分)106使字第0167號( D、E棟) 

 107.02.1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使用執照(部分)107使字第0041號(A、B、C、F、G、H、I棟) 

 107.04.13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7年度綠建築標章北區第22次評定會議評定，107.10.15內政部核發候選綠建築
證書(社區類)，綠建築等級為鑽石級 

1-1園區工程辦理進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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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103.1.13成立 

 第1屆委員任期自103.1.13至105.1.12，共召開8次會議，2次現勘 

 第2屆委員任期自105.1.13至107.1.12，前已召開8次會議（含1次臨時會），2次現勘 

 第3屆委員任期自107.1.13至108.12.31，前已召開4次會議、1次現勘 

 

(四)工程進度 
 本案因國防部搬遷釋地、天候因素及其它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展延工期225日，契約期限為106

年5月28日。 

 經專管單位陳報本案於107.6.30有條件竣工，本院業於107年8月-108年3月辦理部分驗收初驗作

業，108年2月開始分3階段辦理部分驗收正式驗收作業，目前D棟正辦理驗收缺失改正，A、B、C

、E、F及G棟正辦理部分驗收正式驗收作業，H/I棟、地下室停車場及公共工程預計於108年4月辦

理正式驗收。 

 

(五)監測作業 

 考量園區已有部分單位進駐並執行業務，且工程尚在執行驗收作業，為符合環評法令規定，107

年9月至11月開始執行施工暨營運階段之監測作業，以確實掌握園區環境生態品質。 

 施工中監測項目已於107年11月執行完畢，並自107年12月起執行營運中監測項目。 

 

1-1園區工程辦理進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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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開放園區北側步道辦理進度 

一、辦理依據 

(一)103.01.13園區環監會第一屆第1次會議結論第四點： 

中南里提臨時動議，建議設置親山步道乙案，該步道由臺北市政府大地工程處
施作，惟因該步道路線穿越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之生態保留區，請中央研究院與
臺北市政府大地工程處溝通協調，避免機具車輛進出，以免破壞該地生態。 

(二)104-107年度市長與里民市政座談會，中南里里長提案興建維修登山步道。 
(三)107.05.02南港區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 

 

二、環說書規定(節錄8.2.7 生態保育及復育計畫)  

生態保留區：園區內坡度超過30%以上之山坡地劃設為生態保留區範圍，地貌現
況為次生林林地；未來林相將完整保留及保護，嚴格限制不得做任何開發，並
屬於園區施工時期應加強保護之範圍，規定不得以任何施工行為擾動之。 

 
三、 108.03.28中南里、中研里里長、園區營運中心、中研院共同會勘 
(一)園區工程驗收合格後，依步道現況、環說書規定、園區開放時間及方式有條件

開放(詳附圖路線)，該步道路徑範圍外屬管制開放區域，禁止進入。 
(二)暫定開放時間：08:00-17:00，定時開關管制門。 
(三)將製作生態保育及安全事項告示牌，設置於步道入口處、管制門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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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開放園區北側步道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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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第二案 

前次會議(107/12/07)結論辦理情形 

簡報單位：亞新工程顧問(股)公司/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2.1 前次會議(107/12/07)結論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回覆說明 

一 

有關環保署認為中研院涉有3項生態保

育事項未符合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工

程團隊已就相關缺失進行檢討並遵照環

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改善

完成，改善方式及成果皆已提報環境保

護監督委員會及園區生態保育小組同意。

園區自然排水系統執行成果已於107年6月11日、107年9

月6日及107年12月7日提報於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同意

在案，並依委員會建議於107年10月底完成增設F009-2

水保溝之生態友善措施。 

二 

新植與移植喬灌木之樹幹基部保護、樹

牌繩子纏勒、生態池周邊外來種移除等

缺失，請工程團隊立即檢討改善。 

樹幹基部保護、樹牌繩子纏勒、生態池周邊外來種移除

等缺失，統包商已於公共工程初驗階段改正。 

三 

有關統包商植栽維護情形不佳問題，請

工程團隊進行全區檢討並依契約規定提

出調整方案，於下次會議報告工程驗收

及保固維護期間各分區維護頻率與方式。

108年2月25日已召開「生態景觀工項減作討論會議」，

檢討植栽相關工項由統包商繼續施作及改善之必要性，

待雙方合議後辦理減作事宜。工程各分區植栽維護情形

與驗收期間及保固維護期間維護頻率說明，詳第三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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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次會議(107/12/07)結論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回覆說明 

四 

有關土壤問題，請專管針對從契約面、

實際執行面，就現行可執行的部分辦理

改善、無法執行的部分原因為何提出說

明。 

院方於108年2月25日已召開「生態景觀工項減作討論會

議」，檢討土壤改善問題，有關土壤之分類及契約規定，

詳第三案簡報。 

五 

有關流浪犬課題，請總務處提供院區管

理經驗如管理辦法、成立懷生社等資訊

給營運中心，並請園區保全持續驅趕。 

營運中心已與懷生社聯繫，協助了解處理流浪犬；園區

保全持續每日巡邏並驅趕流浪犬，以禁止餵食、禁止遛

狗、園區內無流浪狗逗留等原則執行。 

六 

有關勤力橋附近有異味之問題，請總務

處及工程團隊先行了解情況，再與里長

說明。 

該異味點附近並無園區汙水接管點位，推測係附近植栽

槽有機肥料造成，近期已無異味情形。 

七 

有關園區生態經營及環境教育，已編列

相關預算（註：由各進駐單位共同支應)。

後續如有編製動植物名錄以及維護上的

其他需要，可提出確實的計畫供營運中

心討論後執行。 

遵照辦理 

八 
下次開會前請安排園區會勘，讓委員了

解園區環境最新現況。 

已於108年4月8日第3屆第5次環保監督委員會安排會委
勘查園區環境教育中心及生態滯洪池北側近自然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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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12 3-12 

第三案 

3.1 園區生態環評承諾環保署限期改善辦理情形 
 
3.2 園區工程土壤查驗及驗收辦理情形 
 
3.3 工程各分區植栽維護情形與驗收期間及保固維

護期間維護頻率說明 
 

簡報單位：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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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生態環評承諾環保署限期改善辦理情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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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14 

環保署106年6月22日現地查核後就院方2次回復意見，認為涉有3項生態保育事項未符

合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依環評法第17條及第23條裁罰，並限期於107年10月31日前

改善完成，園區改善說明如下： 

 行政院環保署意見 園區改善說明 

一. 喬木(楓香)移植作業未依承諾事項辦理 

未確實依環評承諾辦理喬木(楓香)移植作業，
包括未於適宜季節辦理定植、喬木間植距
離過密等，致影響喬木存活率過低。 

1. 移植楓香定植間距：依委員會建議樹木生長為優先考量下，樹
木銀行東南側計14株間距較密，宜予調整間距（已於
107/12/22改善完成）；其餘生長良好者，為避免再次移植傷
害楓香根系影響其生長，維持目前種植位置。 

2. 移植楓香存活率：移植楓香死亡後，依據環評承諾及契約規定
辦理補植，並依委員會建議，補植多樣性原生種小苗，已於
107年4月補植完成。 

二. 全區道路排水未依承諾事項辦理 

本案承諾全區道路排水以自然排水（草溝）
為優先考量，園區內並以自然排水系統
（草溝）為主；查水土保持計畫之水溝總
長2,605公尺，其中生態溝506公尺，僅佔
總長度之19.4%。 

1. 自然排水設施設置情形：依據承諾設置草溝、砌石明溝、近自
然式溪流、RC溝(含加設動物逃生坡道)等，其中生態保育復育
計畫範圍自然排水（草溝161m及自然式溪流647m）佔比例
達91.4%，符合環說書第8章及附錄22規定排水型式。 

2. 生態友善方案：樹木銀行南側F009-2排水溝 (76m)設置三處
動物逃生坡道，且在不破壞水保設施下，採格柵覆土植生進行
綠化， (已於107年11月完成)；另A、B棟北側之DI001排水
溝(181m)經生態專家會議及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建議，動物
逃生坡道及「越橘葉蔓榕」已於107年8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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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保署意見 園區改善說明 

三. 未依承諾採生態先行，而後進行建築工程 

為降低園區施工對生態環境之影響本案承
諾採生態先行，而後進行建築工程，並載
明人工濕地復育區（生態池）將先行施工；
查本案建築土方堆置於生態池，致生態池
工期延宕，未踐行生態先行之承。 

本案依據環說書承諾，先施作生態工程，後進行建築工程；生
態池亦分階段完成復育及暫置土方移除。 

1. 103年1月23日申報環評開工後，即進行生態區保護圍籬、喬
木斷根、水域生物移棲、外來入侵種移除等生態工項，103年
5月生態池先行開挖整地，並採分區開挖及填土施工，103年
12月進行建築工程。 

2. 為降低整地施工對生態環境之影響，優先施作生態池，104年
9月完成「低海拔原生林        帶復育區」、「人工濕地復育區」
及「樹木        銀行」等初步整地工程。 

3. 土方暫置生態池期間，仍以分區方式辦理生態工程，並進行
棲地補償承諾，陸續完成人工濕地復育區西側及低海拔原生
林帶復育區北側，建立生態池陸島及生態連結廊道，並增設
台北樹蛙棲境復育區、東北角臨時性積水濕地。 

4. 生態池暫置土方已於106年11月移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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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保署查驗結果如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12/03環署督字第1070098995號函） 

1) 樹木銀行之楓香間植距離、成活率：貴院表示樹木銀行東南側計14株間距較密莖

調整間距，排定於107年秋冬辦理；楓香死亡204株（存活數量約90餘株），成活

率未增加。 

2) 全區道路排水：經本次查驗，道路排水大多屬RC材質水泥側溝，仍未以自然排水

（草溝）為優先考量。 

3) 建築土方堆置於生態池內：建築土方已移除。 

4) 綜上，本案關於「全區道路排水以自然排水（草溝）為優先考量」之部分仍未完成

改善，貴院未依環評書件內容切實執行，已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開發單

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規定，本署將

依同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處；如涉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將併

依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審酌。 

二. 後續辦理情形：院方已於107年12月20日總務字第1070511301號書函提送陳述意見書

至環保署，並依環保署督察總隊108年3月21日現勘建議，針對排水系統內容及設置依

據提出補充說明。 

環保署督察總隊北區隊107/11/15辦理環評監督及改善查報現勘結果及後續辦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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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工程土壤查驗及驗收辦理情形  3.2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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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北側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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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北側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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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西側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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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南側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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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西南側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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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動物通道南側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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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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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生態池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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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東北角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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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基質改良-樹蛙棲境復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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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試驗-土壤分類(生態池西側北側及樹木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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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試驗-土壤三角分類(列舉部分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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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質壤土 

粉質壤土 

粉質壤土 

粉質壤土 

砂質壤土 

土壤試驗-土壤分類(生態池東側及南側-含動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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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試驗-桃園農改場-有機質含量及土壤pH值(列舉部分檢測報告) 

104年10月 

105年04月 

取樣日期

區域
酸鹼度

(pH值)

有機質

(%)

酸鹼度

(pH值)

有機質

(%)

生態池1-1 7.1 2.76 7.1 4.3

生態池1-2 6.6 2.8 7.5 2.8

生態池1-3 7.5 2.2 7.3 3.2

生態池2-1 8.5 3.44 7.7 2.4

生態池2-2 7.6 2.44 5.8 1.9

生態池3-1 7.7 2.32 5.9 4.8

生態池3-2 7.6 2.72

生態池4-1 7.9 1.98 7.4 3.6

生態池4-2 8 2.76

生態池4-3 8.4 3.16 7.7 2.7

生態池6-1 7.6 2.9

生態池6-1 4.6 4.5

生態池7-1 7.7 2

生態池7-2 6.7 2.6

生態池7-3 7.3 4.3

生態池8-1 7.3 2.3

生態池8-2 7.5 3.1

樹木銀行10 7.9 2.7

樹木銀行12 7.9 3.74

樹木銀行13 8.1 2.46

樹木銀行14 8.1 2.6

平均數值 7.78 2.72 7.01 3.16

104年10月 105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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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60 

1-1 

970 

1-3 

960 

2-1 

1000 

2-2 

1000 

3-1 

1000 

3-2 

600 

4-1 

1000 

4-2 

840 4-3 

980 

5-1 

930 

5-2 

610 

6 

850 

7-1 

900 

7-2 

900 

8-1 

900 

8-2 

1000 

7-3 

360 

壤土 

PH值7.1  

有機質4.3% 

壤土 

PH值7.55 

有機質
2.8% 

砂質壤土 

PH值7.7 

有機質
2.4% 

壤土 

PH值5.8 

有機質
1.9% 

壤土 

PH值5.9 

有機質
4.8% 

砂質壤土 

PH值7.5 

有機質
3.1% 

粉質壤土 

PH值6.7 

有機質
2.6% 

壤土 

PH值7.3 

有機質
3.2% 

砂質壤土 

PH值7.6 

有機質
2.72% 

土壤取樣試驗平面示意圖-生態池陸域 

壤土 

PH值8.0 

有機質
2.76% 

壤土 

PH值7.4 

有機質
3.6% 

壤土 

PH值7.7 

有機質
2.7% 

PH值7.7 

有機質
2.9% 

PH值4.6 

有機質
4.5% 

砂質壤土 

PH值7.7 

有機質
2.0% 

粉質壤土 

PH值7.3 

有機質
4.3% 

粉質壤土 

PH值7.3 

有機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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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區 

  350 

第14區 

    960 

第12區 

 960 
第13區 

  700 

砂質壤
土 

PH值7.9 

有機質
2.7% 

砂質壤土 

PH值8.1 

有機質
2.6% 

砂質壤土 

PH值7.9 

有機質
3.74% 

砂質壤土 

PH值8.1 

有機質
2.46% 

土壤取樣試驗平面示意圖-樹木銀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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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驗收辦理情形 

●土壤改良相關規定說明： 

1.按規範5.6.5(02902章)種植一般規定，第2.1.3節 (土壤)第(4)款條文 : 「植樹區之土壤
如非壤土，則全區表層需客土30公分厚，並和客土層下方50公分厚之土壤充分攪拌均勻。
表層客土之有機質含量須達5%或以上，…。」 

2.按規範5.6.7 植草，第3.1.2節：「適合植草生長之土壤酸鹼度(pH)值為5~6…」 

3.經104年10月19日生態池施工期程及保留樹木檢討會議，討論(四)3.「土壤pH值於
4.5~7.5均可適植物生長，若與核定細設文件有衝突，請依RFI程序辦理。」 

 

●土壤改良施作肥料使用量說明： 

1.有關本案全區植栽區經土壤基質改良，依核定水保計畫植草作業規定： 

「一般土壤每m2施堆肥1~1.5kg及台肥1號有機肥料0.05kg」。 

2.為加強土壤肥力及平衡酸鹼值，本案於土壤基質改良時肥料使用時增加為：每平方公
尺添加糖寶1號4kg，台肥43號0.095kg及台肥1號0.05kg。 

 

●本案經土壤檢測說明： 

1.生態池範圍及樹木銀行抽測區域，土壤分類皆屬於壤土範圍 

2.酸鹼值檢測結果，大致符合規定，僅局部區域4.5~7.5，經洽詢台大農化實驗室，「關
於鹼性土壤，可施加酸性肥料來改善其酸鹼度，比方說硫酸鋁、硫酸鐵，參照田間施作
方法。」 

3.針對尚未合格之區域，統包商將再取樣，以得最新土壤酸鹼及有機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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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各分區植栽維護情形與驗收期間及保固維護期間維護頻率說明  3.3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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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 

1.西側北側陸域植栽區 

2.東側南側陸域植栽區 

3.生態池水域範圍 

4.陸島範圍 

研究專區： 

1.建築群週邊植栽區 

2.樹木銀行(含E棟北側) 

3.台北樹蛙棲境復育區 

4.東北角濕地 

–施工單位驗收與保固維護項目(植栽項目) 

人工濕地復育區 

研究專區 

生態保留區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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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養護
期 

管理期 
養護期(1年) 人工濕地環境維護管理期 

備註 
作業項目 辦理週期 作業項目 辦理週期 

植栽
新植 

陸生
植物 

1年 - 

澆水灌溉 視情況 - - 

02902章V5.0 
5.6.5種植一般規定 
3.5養護一般規定 

雜草清除 
雜草高度高於植株
時(每月巡視) 

- - 

喬木修剪 
定期 
 

- - 

灌木修剪 
定期 
 

除草(噴植草區域-建
物及道路兩旁保留10
公分高、低海拔原生
林復育區及人工濕地
復育區周邊保留20公
分高) 

定期 

喬木追肥 
每年2次(有機肥每
株2KG或使用純雞
糞每株1KG) 

- - 

病蟲害防治 每月巡視 - - 

濕地
及水
生植
物 

1年 

2年 
(人工濕地
環境維護
管理期) 

同上述作業項目 同陸生植物項目 環境及設備維護 - 

水岸植栽維護管理 定期 

水生植物養護及補植 - 
維持人工溼地正常運
作之工作 

- 

植草 1年 - 
澆水 每10天 - - 

5.6.7植草 
3.3養護 

雜草清除 視情況 - - 

施肥 每3個月 - - 

–植栽及生態池維護管理項目及週期(依規範規定)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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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區植栽養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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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區施工期間及養護期間植栽養護管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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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區植栽養護紀錄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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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植栽養護流程及各單元配置圖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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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植栽養護作業項目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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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各系統環境操作維護項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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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各系統環境操作維護項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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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植栽養護作業頻率及管理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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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邊坡雜草拔除作業(含羞草、大花咸豐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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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植栽養護作業(施工期間案月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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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植栽養護作業(施工期間案月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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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濕地復育區植栽養護作業(施工期間案月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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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53 

               生態池除草作業事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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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外來種及植栽養護區域範圍圖 

生物水域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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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池東側均以人工方式進行拔除外來種(含羞草)                                 2.拔除外來種後,均以垃圾袋裝起,避免草籽飛散 

3.生態池南側外來種除均以人工拔除(含羞草、大花咸豐草等)                  4.外來種移除後,均以垃圾袋包覆(避免草籽飛散)  

5.外來種移除後打包運棄 
                    6.外來種根部盤根錯節，偶與原生種根部互相交錯共生，

故於拔除外來種時難免與外來種根部連帶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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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由專業廠商判斷原生種及外來種後,進行拔除                   10.該區域為生物聚集區域，
為不打擾該區域生物棲 

   息，故予以保留 

7.生態池東側靠近楓香保留區外來種移除                               8.專業廠商移除外來種
並小心保留穗花木蘭區域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57 

生態池周邊常見外來種 
大花咸豐草 含羞草 

銀合歡 小花蔓澤蘭 

外來種移除作業前，除提供待除外來種照片，要求專業廠商對其員工加強外
來種辨識外，於作業中，亦由在場監督人員隨時協助辨識外來種，以避免發
生誤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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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周邊常見外來種 

象草 巴拉草 

翼莖闊苞菊 南美蟛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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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全區排水設施統計表 
自然排水(註1) RC溝(U型暗溝) 

環境影響說明書 
分區位置 

草溝 
砌石 
明溝 

自然式溪流
(註2) 

RC溝(U型
暗溝)及涵
管  

RC溝(U型
暗溝)加設動
物逃生坡道  

合計 
(單位:m) 

設置條件與依據 備註 

生態保育
復育計畫
範圍 

生態保留區 
低海拔原生林帶復
育區 
人工濕地復育區  
樹木銀行  
生態研究區 

161 - 647 - 76 884 

符合環說書第8章及附錄22規定排水型式 
生態保育復育計畫範圍自然排水比例佔91.4%[(草
溝161 m+自然式溪流647m)/合計884m]，故符合
環境影響說明書8.1.1，生態保育復育計畫「全區
道路排水以自然排水（草溝）為優先考量，除能過
濾部分路面汙染，亦增加排水系統之生態性」。 

非生態保
育復育計
畫範圍 

道路周邊及研究專
區上邊坡 

- 166 - 1,604 178 1,948 

符合環說書第5章及第7章規定排水型式 
非生態保育復育計畫範圍RC溝(U型暗溝)設置區域
符合環境影響說明書5.2.4及7.1.4，載明排水系統
配置主要沿園區內道路兩側佈設U型暗溝，以蒐集
園區開發範圍之地表逕流，並依「台北市山坡地開
發建築基地規劃設計技術規範」及「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專區建築外圍
周邊  

151 66 60 - 309 586 

環說書未規定排水型式 
非生態保育復育計畫範圍且環說書未規範溝渠型式
地區，惟參考環境影響說明書附錄22之5.2動物生
態影響減輕措施，傳統排水溝渠處加設動物逃脫坡
道」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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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 

①樹蛙區生態溝 

① 

②樹木銀行草溝 

③ E棟北側草溝 

② ③ 

⑨ 

⑩ 

⑦ 生態池東側草溝 

⑦ 

④ F009（生態功能） 

④ 

⑤人工溪流(生態溝) 

⑤ 

⑥ 

⑥人工溪流(生態溝) 
⑬ 

⑧ 
⑪ 

⑭ 

⑫ 

(生態保育復育區) (研究專區，非生態
保育復育區) 

(生態保育復育區) 

(生態保育復育區) 

生態保育復育區排水設置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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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態保育復育區排水設置 

⑧ DI001(生態功能) 

(生態池) 

① 
② ③ 

⑨ 東北角溼地生態溝 

⑨ 

⑩ 砌石溝（生態溝） ⑪ 砌石溝（生態溝） 

⑩ 

⑦ 

④ 

⑤ 

⑥ 

⑭ G棟西側草溝 

⑬ 砌石溝(生態溝) 

⑬ 

⑧ 
⑪ 

⑭ 

⑫ 

⑫ 道路下預留動物通道 

(生態保育復育區) (研究專區，非生態
保育復育區) 

(生態保育復育區) 

(生態保育復育區) 



主    持   人:林宗以  
協同主持人:姜博仁、吳聖傑 

計畫專員:梁宏章、呂明益、王玉
婷、曾威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4-1.施工暨營運中生態監測107年9~11月秋季

成果暨施工期間生態監測總結 



第20季（秋季）工作時間表 
項目 頻率 日期 工作內容與方法 

陸域動物調查分析 

鳥類 每月1次 

2018/9/19-21、10/5-7 

沿線調查法、相機陷阱法 2018/10/22-26 

2018/11/11-15、19-22、30 

其他類群 

每季1次，繁殖季
(3~8月)每季增做

1次調查 

2018/9/19-21；10/5-7、22-26、

5/2；11/11-15、19-22、30(哺乳

類、兩棲爬蟲類) 

2017/11/19~22(蝶類、蜻蛉類、

螢火蟲) 

哺乳類：沿線調查法、相機陷阱法、鼠籠
誘捕法、超音波偵測器調查法 

兩棲類：沿線調查法、導板集井式陷阱 

爬蟲類：沿線調查法、導板集井式陷阱 

蝶類：沿線調查法、網捕法、吊網陷阱 

蜻蛉類：沿線調查法、網捕法 

螢火蟲：沿線調查法、網捕法 

原生種陸龜調查 每季1次 2018/11/19~22 松鼠籠捕捉法 

陸域植物 原生林復育區物候調查 每月1次 2018/9/20、10/25、11/22 新植樹苗物候調查 

水域調查分析 動物每季1次 2018/11/19-22 
蝦籠誘捕法、電魚法、手拋網、蘇柏氏網、
手抄網、取樣調查 

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及分析 每季1次 2018/9/1~11/30 相機陷阱法 

指標物種族群分佈監測及分析 每季1次 
2018/9/19-21；10/5-7、22-26、

5/2；11/11-15、19-22、30 

大赤鼯鼠：沿線調查法 

領角鴞：回播法 

穿山甲、白鼻心：相機陷阱法 

施工中目標物種生存狀況評估及水體評估監測 每季1次 
2018/11/19-22(生存狀況評估)、

11/26(水體評估) 
水質取樣調查、蝦籠誘捕法 



鳥類 

工程 
階段 

環說書 施工前 施工中 

總計 2008~2010 

3季3次 

2012~2013 

5季5次 
前期 
2014-2016 

12季34次 

後期 
2017-2018 

8季20次 

科數 24 36 43 45 47 

種數 42 77 102 100 121 

新增種
數 

- - 24 15 39 

保育類 7 12 17 15 24 

優勢鳥種(>5%) 

新增保育鳥類鴛鴦、水雉、白尾鴝(A區)、藍腹鷴(B區) 

施工後期新紀錄15種，以開闊水域或平原鳥種為主，A區6種-鴛鴦、花嘴鴨、琵嘴鴨、白冠
雞、黃小鷺、高蹺鴴、水雉、白尾鴝、田鵐、B區1種-藍腹鷴、C區4種- 鷹鵑、短尾鶯、褐
色柳鷹、茅斑蝗鶯、黑喉噪眉(外來種) 

綠繡眼 

21.3% 

白頭翁 

14.8% 

黃頭鷺 

7.7% 樹鵲 

5.7% 

紅嘴黑

鵯 

4.9% 

五色鳥 

4.6% 

其它112

種 

41.0% 

20季 35科67種 6種保育類 

20季 新增花嘴鴨、琵嘴鴨、白冠雞 

0

10

20

30

40

50

60

環說書 施工前 施工中第一年 施工中第二年 施工中第三年 施工中第四年 施工中第五年 

各監測階段A區每季平均記錄鳥種數 



哺乳類 

施工後期新紀錄3種，山羌(C區)、食蟹獴(B區，16

季)、溝鼠(A區，19季)，食蟹獴18季後擴散到A、C

區，山羌20季出現B區 

食蟹獴16-20季分布 

20季 13科18種 3種保育類 

工程 
階段 

環說書 施工前 施工中 

總計 2008~2010 

3季3次 

2012~2013 

5季5次 
前期 
2014-2016 

12季18次 

後期 
2017-2018 

8季10次 

科數 4 12 12 15 16 

種數 5 16 26 25 30 

新增種
數 

- - 8 3 11 

保育類 0 2 3 3 3 



兩棲類 

20季 5科11種 無保育類 

工程 
階段 

環說書 施工前 施工中 

總計 
2008~2010 

3季3次 

2012~2013 

5季5次 
前期 
2014-2016 

12季18次 

後期 
2017-2018 

8季10次 

科數 6 6 6 6 6 

種數 12 15 17 15 17 

新增種
數 

- - 2 0 2 

保育類 0 1 1 1 1 

保育類台北樹蛙，施工期間冬季鳴叫等級Ⅱ-Ⅲ級 

施工中第10季斑腿樹蛙入侵A區，14季擴散全區 



兩棲類-台北樹蛙鳴叫指數 
冬季鳴叫等級Ⅱ-Ⅲ級 

施工前期1~12季 施工後期13~20季 

施工後期冬季鳴叫等級及分布均較前期增加 



兩棲類-斑腿樹蛙移除與鳴叫指數 
斑腿樹蛙 2016年春季入侵，2017春季起定期移除  

14-20季共移除353隻成蛙(65雌、288雄)、 48隻幼蛙、卵泡15坨 

鳴叫指數 控制在Ⅱ級 



爬蟲類 

保育爬蟲類食蛇龜、柴棺龜、環紋赤蛇、草花蛇 

施工後期新紀錄5種- 

食蛇龜-B區野放、A區原生、南蛇、臺灣草蜥、鉤盲蛇-C區、
草花蛇-A區 

食蛇龜 

柴棺龜 

工程 
階段 

環說書 施工前 施工中 

總計 
2008~2010 

3季3次 

2012~2013 

5季5次 
前期 
2014-2016 

12季18次 

後期 
2017-2018 

8季10次 

科數 8 6 9 10 11 

種數 14 15 26 27 31 

新增種
數 

- - 8 5 13 

保育類 0 0 2 3 4 

20季 7科13種 新增1種保育類-草花蛇 



原生種陸龜 

B區捕獲2隻次、A、C區各目擊1隻次 柴棺龜 

食蛇龜 

柴棺龜 

B區捕獲6隻個體12隻次、1隻相機影像紀錄 

A區目擊1隻次 

食蛇龜 

科 中文名 
捕獲隻次 

捕獲率 

(隻次/100個捕捉籠日) 

A區 B區 A區 B區 

松鼠 赤腹松鼠 3  23 2.3  3.5  

鼠 臺灣刺鼠 3 0.8 

貂 鼬獾 1   0.3 

地澤龜 
柴棺龜   2   0.3  

食蛇龜 12 1.8 

20季 無紀錄 

13-20季 



指標物種領角鴞 

施工前(n=3)領角鴞回播平均密度0.7~10.0隻次/100公頃 

施工中1-20季領角鴞回播平均密度為0.7-11.3隻次/100公頃 

施工中2014~2016年A、C區逐年下降，2017年略微回升，可能與夜間施工趨緩、
地景改變有關，B區變化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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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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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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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施工中2014 施工中2015 施工中2016 施工中2017 施工中2018 

隻 

次/1
0

0

公
頃 

時間(年度) 

施工前後各年度領角鴞平均密度指標比較圖 

全區 A區 B區 C區 

施工中20季3次領角鴞回播平均密度為 0.0-4.0隻次/100公頃 



指標物種大赤鼯鼠 

施工前1~5季密度指標0.1-0.6(隻次/km) 

施工中1-20季密度指標0.3-1.6(隻次/km) 

施工中各年度平均密度指標均較施工前為高 

0.3  

0.8  

1.0  

0.9  0.9  

0.6  

0.0

0.2

0.4

0.6

0.8

1.0

1.2

施工前 施工中2014 施工中2015 施工中2016 施工中2017 施工中2018 

隻

次

/

1

0

0

公

頃

 

時間(季節) 

大赤鼯鼠年度平均密度指標(隻次/km)變化圖 

施工中20季大赤鼯鼠密度指標為 0.5-1.0隻次/km，平均密度指標 0.7隻次/km 



指標物種穿山甲 

相機點與工區距離 

1   <100m 

2   100-300m(樣本較少) 

3   >300m 

施工期間距離分區<100m及>300m均呈現下降，但以<100m下降幅度最大 

各距離分區相機年度平均OI值變化圖 

施工中20季穿山甲4筆影像紀錄，OI值為0.15 



指標物種白鼻心 

相機點與工區距離 

1   <100m 

2   100-300m(樣本較少) 

3   >300m 

施工期間距離分區<100m及>300m趨勢一致，除工程影響外，尚有其他影響因
子，推測可能與樹木結果量、入侵北部颱風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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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鼻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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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距離分區相機年度平均OI值變化圖 

施工中20季白鼻心53筆影像紀錄，OI值為2.05 



原生雜木林復育區各季新植樹苗複查成果(複查新植苗木301株) 

編號 種類 
總數量(株

) 
需測量 

第19季新植樹苗複查成果(2018/8/24-25) 

已測量(株) 
苗木待補
充(株) 

枯死(株) 存活率 
主幹死亡(

株) 
主幹存活

率 

A01 楊梅 5 5 5   0 100% 1 80% 

A02 魚木 8 8 8 0 1 88% 5 38% 

A03 刺杜密 13 10 13   0 100% 2 85% 

A04 山埔姜 2 2 2 0 0 100% 1 50% 

A05 羅氏鹽膚木 13 10 14   0 100% 0 100% 

A06 樹杞 12 10 12   0 100% 2 83% 

A07 森氏紅淡比 10 10 10   0 100% 1 90% 

A08 小梗木薑子 6 6 5 1 0 100% 0 100% 

A09 鐵冬青 12 10 11   0 100% 0 100% 

A10 山刈葉 8 8 8   1 88% 1 88% 

A11 大頭茶 10 10 10 0 0 100% 5 50% 

A12 江某 10 5 6   0 100% 1 83% 

A13 臭娘子 13 10 11   0 100% 2 82% 

A14 白雞油 8 8 8 0 0 100% 0 100% 

A15 杜英 13 10 10   0 100% 1 90% 

A16 青剛櫟 10 10 10   0 100% 2 80% 

A17 山菜豆 12 10 11   0 100% 1 91% 

A18 水金京 7 7 6 1 0 100% 3 50% 

A19 九芎 9 9 9   0 100% 0 100% 

A20 稜果榕 6 6 7   0 100% 1 86% 

原生林復育區苗木生長及物候 



原生雜木林復育區各季新植樹苗複查成果(續) 
 

編號 種類 
總數量(株

) 
需測量 

第19季新植樹苗複查成果(2018/8/24-25) 

已測量(株) 
苗木待補
充(株) 

枯死(株) 存活率 
主幹死亡(

株) 
主幹存活

率 

A21 沙朴 3 3 3   0 100% 0 100% 

A22 菲律賓榕 7 7 7   0 100% 1 86% 

A23 水冬瓜 16 10 10   0 100% 3 70% 

A24 水同木 8 8 8   0 100% 1 88% 

A25 海州常山 7 7 7   2 71% 2 71% 

A26 大葉楠 6 6 6   0 100% 3 50% 

A27 奧氏虎皮楠 7 7 7 0 0 100% 0 100% 

A28 構樹 9 9 9   0 100% 1 89% 

A29 賊仔樹 6 6 6   0 100% 0 100% 

A30 薯豆 4 4 4   0 100% 1 75% 

D01 錫蘭饅頭果 28 10 19   0 100% 1 95% 

D02 水柳 17 10 11   1 91% 5 55% 

D03 水社柳 9 9 9   0 100% 1 89% 

D04 穗花棋盤腳 10 10 10   0 100% 1 90% 

總計 324 270 9   0 100% 1 89% 



原生林復育區苗木生長及物候 
二. 原生林復育區物候調查 

編號 種類 類型 數量(株) 需測量 2017 201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01 楊梅 常綠 5 5 + + + + + +/* +/* + + + + + + + +   
A02 魚木 落葉 8 8 + + + + - -/+ -/+ -/+ -/+ + + + + + +   
A03 刺杜密 常綠 13 10 + + + + + + + + +/* + + + + + +   
A04 山埔姜 落葉 2 2 + + + - - -/+ + + + + + + + + +   
A05 羅氏鹽膚木 落葉 13 10 + + + + + + + + + + + + + + +   
A06 樹杞 常綠 12 10 +/● + + + + + + + + +/* +/◎ +/● +/● + +   
A07 森氏紅淡比 常綠 10 10 +/● + + + + + + + + + + + + + +   
A08 小梗木薑子 常綠 6 6 + + + + + +/* + + + + + + + +/* +/◎   
A09 鐵冬青 常綠 12 10 + + + + +/* +/◎ + +/* +/◎ +/◎ +/● +/● +/● +/● +   
A10 山刈葉 常綠 8 8 + + + + + +/* +/* +/* +/* +/* +/* +/* +/* + +   
A11 大頭茶 常綠 10 10 + + + +/* +/◎ +/● +/● +/● +/● + + + + + +/*   
A12 江某 常綠 5 5 + + + + + + + + + + + + + + +   
A13 臭娘子 落葉 13 10 +/● + + + - -/+ + +/* +/* +/◎ +/◎ +/◎ +/● + +   
A14 白雞油 常綠 8 8 + + + + + + + + + + + + + + +   
A15 杜英 常綠 13 10 + + + + + + + + + + + + + + +   
A16 青剛櫟 常綠 10 10 + + + + + + + + + + + + + + +   
A17 山菜豆 落葉 12 10 + + + + - -/+ + + + + + + + + +   
A18 水金京 常綠 7 7 + + + + + + + + + + + + + + +   
A19 九芎 落葉 9 9 +/◎ +/● +/● +/● -/● -/● -/+ + + +/* +/◎ +/◎ +/◎ +/● +/●   
A20 稜果榕 常綠 6 6 +/* +/◎ +/◎ +/* +/* +/◎ + + +/◎ +/◎ +/◎ +/◎ +/◎ +/◎ +/◎   
A21 沙朴 落葉 3 3 + + + + - -/+ + + + + + + + + +   
A22 菲律賓榕 常綠 7 7 + + + + +/◎ +/◎ + + + + +/◎ +/◎ +/◎ +/◎ +   
A23 水冬瓜 常綠 16 10 + + + + + + + + + +/* +/◎ +/◎ +/◎ +/◎ +/●   
A24 水同木 常綠 8 8 + + + + + + + + +/◎ + + + +/◎ +/◎ +   
A25 海州常山 落葉 7 7 +/* +/◎ +/● + + + + + +/* +/* +/◎ +/◎ +/◎ +/◎ +/●   
A26 大葉楠 常綠 6 6 + + + + + + + + + + + + + + +   
A27 奧氏虎皮楠 常綠 7 7 + + + + + + + + + + + + + + +   
A28 構樹 半落葉 9 9 + + + + + -/+ + + + + + + + + +   
A29 賊仔樹 落葉 6 6 + + + + - -/+ + + + + + + + + +   
A30 薯豆 常綠 4 4 + + + + + + + + + + + + + + +   
D01 錫蘭饅頭果 常綠 28 10 +/* +/* +/* +/◎ +/◎ +/◎ +/◎ +/◎ +/◎ +/◎ +/◎ +/◎ +/◎ +/◎ +/◎   
D02 水柳 落葉 17 10 + + + + - -/+ -/+ + + + + + + + +   
D03 水社柳 落葉 9 9 + + + + +/* +/● +/● + + + + + + + +   
D04 穗花棋盤腳 常綠 10 10 + + + + + + + + +/* +/* +/◎ +/◎ +/◎ +/◎ +/●   
生長期：+   開花期：*   結果期：●   落葉期：-    開花結果期：◎ 



一、國家生技研究園區(A 區)森林永久樣區 
 本樣區為一經高度人為干擾後天然更新為次生林之區域，次生樹種生長良

好，以陽性樹種為主要組成分子。樣區大小為10M x 40M。 

 19季(2018/8)共調查有上木17 種94株、地被62種，總計2013 ~ 2018 年
共紀錄有上木19 種、地被74種。 

 喬木層高度約8-12公尺，較大的植株為血桐、菲律賓榕、江某、島榕、白
匏子、紅楠等，植株密度雖然不高，但林下尚有許多小徑級江某、水同木
、山刈葉的更新植株，未來有取代陽性樹種的趨勢；灌木層以九節木、水
冬瓜數量較多，其他尚有小梗木薑子、月橘等共同組成灌木層；藤本植物
以風藤、槭葉牽牛、海金沙為主。 

 地被層之覆蓋度不高，常可見地表裸露的狀態，種類以姑婆芋、觀音座蓮
、萊氏線蕨、長葉腎蕨等為主要的地被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如水同木、江
某、構樹、山刈葉、島榕的小苗亦可於地被層發現，顯示這些木本植物的
更新狀況良好，未來可能會以這些種類為優勢。 

 



二、生態研究區(B 區)森林永久樣區調查 
 本樣區為應為過去栽植蒲桃之棄耕地，經

多年天然更新為次生林之區域，次生樹種
生長良好。樣區大小為20M x 20M。 

 19季(2018/8)共調查有上木32 種253株、
地被82種，總計2013~2018 年共紀錄有
上木31種、地被105 種。 

 喬木層高度約8-12公尺，較大的植株為江
某、小葉桑、蒲桃、山紅柿、森氏紅淡比
、血桐等，林下尚有許多小徑級江某、山
刈葉、山紅柿的更新植株，未來有取代陽
性樹種的趨勢；灌木層以九節木為主要組
成份子；藤本植物以小花蔓澤蘭數量為多
，其入侵性對森林有極大的影響，其他藤
本植物以風藤、小錦蘭、海金沙為主。 

 地被層之覆蓋度頗高，種類以烏來月桃、
觀音座蓮、廣葉鋸齒雙蓋蕨、月桃、距花
黍等為主要的地被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如
蒲桃、九節木、天仙果的小苗亦可於地被
層發現，未來可能會以這些種類為優勢。 



三、草生地永久樣區調查 
 草生地永久樣區位於人工溼地復育區西北側，

原為古三重埔埤塘的一部分，樣區大小為
20Mx20M。 

 2018年共調查地被79種，其中54種為原生種
，25種為外來種，原生種比例為68.4%，原生
種比例有提高的趨勢。總計2013 ~ 2018 年共
紀錄有地被126 種，其中39種為外來種，87種
為原生種。 

 各年度調查種類組成均有較大的變動，2018年
新增12種前幾資調查未記錄的地被種類，包括
酢漿草、水柳、疣果葉下珠、窄葉澤瀉、燈心
草、小花蔓澤蘭、野茼蒿、磚子苗、水毛花、
舖地黍、囊穎草、白茅；前次調查則有泥花草
、蟣子草、田菁、無柄花石龍尾、異花莎草、
蓮子草、龍骨瓣莕菜、睫穗蓼、水竹葉等9種
於本次調查未於本年度調查中發現。 

第15季 

第19季 



植被棲地變化及全區植被圖修正 

 計劃區於施工前期曾調查植
被分區，將計劃區之植被分
區區分為演替中後期森林、
演替初期森林、灌木荒地，
草生地/裸露地、道路/建物
及渠道建物等，唯施工前期
之報告中並未說明各分區之
特性。 

 本次調查於第15季(2017年
8月)進行，第20季(2018年
11月)修正，依植被現況區
分為次生林、芒萁草生地、
竹林、人工林、草生地、水
澤等植被類型 



 蝶類:5科 67 種 477 隻次 

 優勢物種-大娜波灰蝶80隻次，次優勢物種-黃蝶35隻次、切翅眉眼蝶34隻次 

 特有種2種-蓬萊環蛺蝶與寶島波眼蝶 

 A區39種、B區27種、C區49種 

 蜻蜓類:5科15種105隻次 

 優勢物種-善變蜻蜓42隻次，次為杜松蜻蜓13隻次 

 特有種-白痣珈蟌、善變蜻蜓 

 螢火蟲:1科1種2隻次 

 為山窗螢2隻次。 

第20季（夏季）陸域昆蟲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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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類各季數量變化 

各季蝶類變化，18季以後逐漸減
低的施工干擾使蝶類在BC區的種
類以及隻次數已經穩定，後續待
植被狀況回復後種類及隻次數應
會增加。而從歷年調查結果顯示
總體來說蝴蝶種類以及隻次數主
要受季節影響呈週期性的波動，
但是有部分種類如小雙尾蛺蝶、
艷粉蝶、黃鉤蛺蝶等物種未再度
記錄到，顯示後續棲地的復原仍
有努力的空間。 



蜻蛉類各季數量變化 

總體來說從13季開始蜻蛉類數量
就開始回升，且A區變化是最明
顯的，19季調查時紀錄的數量是
施工中監測中最多的一次。施工
干擾的減緩以及水域環境復育成
果使蜻蛉類種類及數量皆有回
升。C區蜻蛉類數量逐年漸少，
雖後期有回升但以19季比較的話
種類數是施工前的一半， 推測是
某些種類需要較大未干擾區域，
由於施工中的擾動而離開整個生
技園區周邊環境，如石垣晏蜓、
勾尾春蜓及漆黑蜻蜓等物種。水
域環境的復育仍有加強的空間，
後續應持續追蹤周邊棲地蜻蛉類
數量。 



 魚類:3目5科10種637隻 

 特有種1種粗首馬口鱲、無保育類 

 外來種- 3種，尼羅口孵魚、巴西珠母麗魚、食蚊魚 

 兩棲類幼體捕獲3種-盤古蟾蜍、腹斑蛙及斑腿樹蛙 

 水棲昆蟲6目12科18種109隻次及環節動物3種18隻次 

 生態滯洪池水域環境趨向穩定，重新記錄到蜻蛉目幼蟲。 

 蝦蟹螺貝類4目12科15種323隻 

 無保育類，特有種2種-凱達格蘭新米蝦、臺灣粟螺，外來種為克氏原蝲蛄、福壽螺。 

 浮游動物44種，滯洪池紀錄18種，以輪蟲類及劍水蚤類為主，水體有逐漸優養化趨勢。 

 

 

第20季（秋季）水域動物生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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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魚類 

歷年紀錄5目9科21種，18-20季共記錄4目6科16種，數量依序為尼羅口孵魚、食蚊
魚、高體鰟鮍、羅漢魚以及劍尾魚。特有種有粗首馬口鱲及臺灣縱紋鱲，新紀錄一
種外來種蟾鬍鯰。 

粗首馬口鱲 羅漢魚 蟾鬍鯰 

水域-兩棲動物(含卵、幼體) 

歷年紀錄4科5種，18-20季共記錄4科4種，包含盤古蟾蜍、澤蛙、腹斑蛙以及斑腿樹蛙的蝌
蚪。其中以盤古蟾蜍的蝌蚪最多。 



魚類各季數量變化 

魚類變化主要在13季有一次高
峰，值得注意的是生態滯洪池在
後續調查中除19季有一筆高體鰟
鮍的紀錄，目前滯洪池並無再紀
錄穩定的羅漢魚或高體鰟鮍，而
上游三重埔埤羅漢魚及高體鰟鮍
的數量也必須持續注意。 



水域-底棲動物(水棲昆蟲) 

施工前5季紀錄6目14科15種，施工中20季紀錄8目34科68種水棲昆蟲，另紀錄4種環節動物。 

水域-底棲動物(蝦蟹螺貝類) 

環說書及施工前紀錄5目11科17種，施工中20季紀錄5目14科20種，蝦蟹類新增凱達格蘭新米蝦
(特有種)，優勢種為日本沼蝦；螺貝類新增臺灣粟螺(特有種)、圓口扁蜷，優勢種為瘤蜷、台灣
椎實螺及福壽螺。外來種2種-克氏原喇蛄、福壽螺 

水域-浮游動物 

歷年共記錄至少85種，可分成原生動物、輪形動物及節肢動物三大類群。盡管種類變多卻無法
呈現水域生態的情況，因為辨識難易度高且藻類更能呈現水體變化。 



蝦蟹類各季數量變化 

滯洪池目前僅調查到零星新米蝦
屬出現，其餘都是美國螯蝦，但
在施工中第2季監測(2014/4)有大
量出現日本沼蝦的紀錄。大部分
蝦蟹類數量都由三重埔埤貢獻，
因為日本沼蝦在穩定的埤塘環境
常會有龐大族群數量。值得注意
的是動物實驗中心大樓旁邊溝渠
通往滯洪池的水池中米蝦在前幾
季的照片看來是凱達格蘭新米
蝦，偏好山區滲水處的種類。 

 

滯洪池螺貝類沒有再紀錄到圓蚌
或石蚌，僅發現死殼，螺貝類數
量主要由四分溪上下游貢獻，而
螺貝類受水體干擾的影響程度很
明顯，滯洪池部分由於施工關係
螺貝類群集組成還沒復原。後續
如圓蚌與石蚌的復育也有待整體
環境恢復。 



水棲昆蟲各季數量變化 

水棲昆蟲主要於13季紀錄四分溪
上下游有數量較多的雙尾蜉蝣
科，20季在新設樣區發現數量不
少的水螟蛾，整體而言水棲昆蟲
的數量及種類是下降的，因為施
工干擾影響造成，而水棲昆蟲待
環境穩定後重新建立族群的速度
其實也較其他類群快速。 

浮游動物各季數量變化 

18-20季因為鑑定品質提升種類數
增加，生物量並無太大的變動。
對水域的變化無法呈現很直接的
結果，反而是因應藻類物種量及
數量的變化，目前看來滯洪池施
工完畢後開始蓄水可能會有較高
的優養化程度，後續可能也有較
高的浮游動物量。 



  三重埔埤 滯洪池 新建水塘 
  2014/9/

30 
2015/12

/28 
2016/11

/19 
2017/8/

8 
2018/8 2014/9/

30 
2015/12

/28 
2016/11

/19 
2017/8/

8 
2018/8 2017/8/8 2018/8 

種歧異
度 

3.22 2.44 1.01 1.37 3.78 3.41 3.6 2.85 3.95 4.55 3.91 4.40 

種豐富
度 

3.96 3.48 2.71 1.79 4.50 4.88 4.7 2.47 6.09 7.55 4.53 7.16 

浮游藻類各季數量變化 

滯洪池及三重埔埤塘2018年度之腐水度指數值均屬於β-中腐水級，並與去年2017
指數值相近。新設池亦屬於β-中腐水級，腐水度指數值比滯洪池低。3水域都屬
於優養化等級之水質。 



研究專區鳥擊事件彙整 
 
 建議與處置: 

1.原因:反射周邊景物、透清假性通道感、夜間燈塔效應 

2.處置:已建立通報系統，累積資料找出撞擊熱門大樓及熱點加以改善 

3.建議: a.運用5公分*10公分原則，在窗戶外側加貼窗貼 

           b.善用窗簾，在鳥類活動熱門時段將其拉下 

           c.夜間管制燈火，關閉不必要燈光 

     

 

物種 A B C E F 總計 

黑冠麻鷺       1N   1 

珠頸斑鳩   1S       1 

翠翼鳩       1S   1 

五色鳥         2W1SW 3 

翠鳥     1E     1 

褐頭鷦鶯     1C   1E 2 

白腹鶇     1S 1WS 1E 3 

斑文鳥         1W 1 

白腰文鳥 2N   1C   2WN;1W 6 

麻雀         10E;4W; 14 

綠繡眼         1S 1 

不明   1W       1 

總計 2N 1S1W 1E1S2C 1N1S1WS 
11E、4W、
2WN、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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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夜間光源管控，夜間7點後關閉復育區周邊室外照明，降低室內光源外散 

 

2. 入侵外來動植物防治與管控-定期移除與監測、加強原生種復育提高抵抗力、分區維
管-生態復育區應委由具動植物生態專業的廠商維管 

 

3. 降低鳥擊發生率-持續執行鳥擊通報、每半年分析熱點並以5公分*10公分原則進行改
善、分享改善經驗。 

 

4. 植被棲地養護廠商專業資格認證-院方生態專家群進行認證並考核養護成效 

 

5. 持續改善動物通道- 拋石舖面縫隙過大及入口端坡度陡，利用現況不佳，建議舖面
往南延伸到緩坡處，以小石頭填補縫隙、營造複層濱岸植被 

 

6. 營運階段指標物種調整-動物指標增加食蟹獴、彩鷸、台北樹蛙、高體鰟鮍等水域溼
地物種，以評估原生淺山濕地生態復原狀態；植被指標增加外來種種數及覆蓋面積
比例，以評估復育區棲地健康狀態 

 

7. 流浪犬貓管控-加強驅趕並定期捕捉移置及監測，若效用不加，建議評估採用經專業
工作犬訓練合格的犬隻(環保生態護衛犬)，配合警衛執行驅趕 

 

 

營運階段監測及棲地維管建議 



 

8. 移植樹木區養護建議-養護廠商生態專業資格認證、持續改善土質、利用原生灌木、
闊葉草毯營造複層林棲地 

 

9. 植栽養護施作方式避免破壞原栽植物種、棲地結構-分區維管、生態復育區應明訂保
全物種及棲地結構、保全範圍、禁止養護干擾及低養護區塊，以維護生態系功能 

 

10. 保留草生地永久樣區勿進行割草-進行割草時保留草生地永久樣區之現況，勿行割
草，如此才能了解此區之物種自然變動。 

 

11. 避免採用強度清除地被草本後再行植草-強度清除將抑制原生種定植機率，強化外來
種及優勢種快速擴展機會，並造成紅火蟻入侵，不適合用在生態棲地復育區內 

 

12. 原生雜木林復育區缺乏灌木及地被層等覆層林植種的栽培，建議後續補植加強，以
強化綠廊道功能 

 

13. 建議重新再執行一次全區植種普查工作，以比較施工前、後期物種及數量變化差異 

 

營運階段監測及棲地維管建議 



 

14. 昆蟲監測建議增加紀錄天候狀況-如風向、氣溫、風力、濕度、天氣等 

 

15. 運用養殖增加辨識率-若採獲齡期較小難以辨識的蜻蛉目水蠆可以養大增加辨識率 

 

16. 高體鰟鮍與圓蚌共生體系的復育-建議先於滯洪池北側溪流池塘進行，並監測此區域
的原生蓋斑鬥魚狀態，待生態滯洪池環境穩定後再逐漸引入 

 

17. 營運階段水域監測指標規劃-納入高體鰟鮍及羅漢魚 

 

18. 於滯洪池排放口設置麻繩梯簡易構造供蝦蟹類利用-創造可供日本絨螯蟹或其他蝦蟹
類利用滯洪池至三重埔埤的環境 

 

19. 增加藻類監測頻度-浮游藻類以及浮游動物應可視為對水質變化之指標(優養化指
數、腐水指數)，建議增加藻類監測頻率由一年一次改為半年一次，以呈現水質變化 

營運階段監測及棲地維管建議 



簡報完畢，敬請委員指正!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第3屆第5次會議 

 
施工暨營運期間107年9~11月環境監測報告 

暨施工中環境監測成果報告 

 監測單位：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單位：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    報    日   期：108年04月08日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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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中環境監測計畫 

二、施工中環境採樣照片 

三、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 

附件、歷次環境監測數據資料 



施工中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類別  監測位置  監測頻率  

1.營建噪音振動 
 工區周界或最近敏感受體外牆1公尺處 
 東樺園 

每季1次，每次連續測定2分鐘以上。 

2.放流水質  工區放流口2處 每月一次。 

3.空氣品質  
 中研公園 
 國家文官培訓所 
 四分溪河濱公園 

每季一次，每次連續24小時。 

4.噪音振動  
 東樺園 
 弘道街 
 防汛道路 

每季一次，每次連續24小時。 

5.土壤 
 樹木銀行(園區西北側) 
 生物資訊中心旁 
 生醫轉譯中心南側空地 

每季一次，每處分表土、裏土各一樣品。 

6.地面水質 
 家驊橋 
 南深橋 
 防爆牆下排水涵洞 

每月一次。 

7.地下水質  地下水流向上、下游各1處 每季一次 

8.交通 

路口交通量(3點) 
忠孝東路/研究院路交叉路口 
研究院路/四分溪防汛道路交叉口 
弘道街/民權街交叉路口 
路段行駛速率(4段) 
忠孝東路(向陽路~研究院路) 
研究院路(忠孝東路~民權街口 
弘道街 
民權街 

每季一次。「假日」及「非假日」各連續監測
16小時。 

 本院優於環說書環境監測計畫規定，增加空氣品質、放流水質及地面水質監測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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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環境監測位置示意圖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地面水質 

地下水質 

土壤 

交通量 

行駛速率 

營建噪音振動 

放流水質 

忠孝東路/研究院路交叉路口 

國家文官培訓所 忠孝東路(向陽街~研究院路) 

家驊橋 

樹木銀行(園區西北側) 

研究院路(忠孝東路
~民權街口) 

地下水上游 

生物資訊中心預定地旁 

地下水下游 

生醫轉譯中心預定地南側空地 

中研公園 

東樺園 

四分溪河濱公園 
防汛道路 

研究院路/四分溪
防汛道路交叉口 
南深橋 

民權街 

弘道街 
弘道街/民權街交叉路口 

弘道街 

放流口2 

放流口1 

工區周界或最近敏感受體
外牆1公尺處 

防爆牆下之排水涵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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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營建噪音振動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低頻噪音 

施工中環境監測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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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環境監測現況照片 

土壤 地下水 地下水 

地面水質 放流水質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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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1/6） 

103 

異常狀況（空氣品質）： 

中研公園：106.04.15-16 (臭氧之8小時最大平均值超出空氣品質標準。) 

國家文官培訓所：105.09.01-02、107.05.12-13 (臭氧之8小時最大平均值超出空氣品質標準。) 

四分溪河濱公園：107.05.12-13 (臭氧之8小時最大平均值超出空氣品質標準。) 

其餘時段之空氣品質皆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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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參閱附件資料 

建議對策（空氣品質）： 

已針對超標當日之空氣品質進行調查，松山測站及南港測站之臭氧皆有超標之情形，應為大氣汙染造
成，非本工程導致臭氧超標。其餘測站均符合標準，後續將持續進行監測。  



施工期間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2/6） 

104 8-104 歷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參閱附件資料 

東樺園： 

103.12：日間、104.09：晚間、105.09：日間及晚間 

107.11：日間之均能音量未符合一般地區第二類管制區之標準 

 

弘道街： 

104.09：晚間、105.03：晚間、106.07：晚間、107.02：晚間及夜間 

之均能音量未符合道路地區第二類管制區緊鄰未滿八公尺之道路之標準 

振動皆符合日本振動規制法實行細則-第一種區域之標準 

異常狀況（噪音振動）： 

建議對策（噪音振動）： 

東樺園： 

103.12：日間 、 104.09：晚間→ 超標原因為環境背景之聲音(如鳥叫、車輛及飛機經過等)，非施工影響。 

105.09：日間及晚間→ 本次主要原因受到附近居民搭設棚子等活動之影響所致，非施工影響。 

106.07：日間 →日間因公園除草聲音導致超標，非施工影響。 

107.11：日間 →園區已有條件竣工並無施工情形，主要原因受到公園除草聲音導致超標，非施工影響。 

 

弘道街： 

超標原因為受垃圾車所發出之音樂及改裝車經過之音量影響，非工地施工之影響。 



施工期間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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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策（營建噪音振動及低頻）： 

8-105 歷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參閱附件資料 

營建低頻： 

工區周界或最近敏感受體外牆1公尺處： 

106.08.23之均能音量未符合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第二類-日間) 

 

營建噪音均符合第二類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營建振動均符合日本東京都振動管制標準（建設工作基準）。 

異常狀況（營建噪音振動及低頻）： 

營建低頻： 

106.08.23監測低頻噪音時，因當時人員走動較為頻繁、工地正在施工且監測地點位於地下室工務所
內，地下施工行為造成之音量較容易重疊 (回音 )造成超標 。 



施工期間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4/6） 

106 

異常狀況（地面水質）： 

家驊橋： 104年11月、 105年4月、 106年4、8、10月、 107年7、8月 pH 超過丁類水體標準（6 < pH < 9） 

南深橋： 103年10月、 104年7月、 105年4、8月、 106年4、8、10月、 107年7、8月 

                  pH 超過丁類水體標準（6 < pH < 9） 

防爆牆排水涵洞：103年7月、 104年1、2、12月、 106年4、8 、9 、10月、 107年8、9月  

                                 pH 超過丁類水體標準（6 < pH < 9） 

建議對策（地面水質）： 

家驊橋及防爆牆排水涵洞均位於工區上游，故非工程施工影響。 

pH超標當日皆會通報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環保局分別於106年10月18日及107年8月3日到場進行複測，
複測結果為上、下游之pH及溶氧皆屬正常範圍，稽查人員沿該處上游進行污染源巡查，未發現有非法排
放廢水或其他汙染河川行為，後續仍將持續進行監測。 

南深橋pH值超過水質標準，研判可能是受到工區放流水排放之原因造成，建議施工單位施作之廢水
確實進行沉澱處理，並注入乾淨之清水進行稀釋，以避免影響附近之承受水體。 

防爆牆排水涵洞之pH值超標情形，院方當日已於202廠人員會同檢測，202廠人員針對三重埔埤出水
口及排水溝上游執行水質監測，檢測結果為上游部分均合乎水質標準，考量該處屬天然水域，pH值高低
落差可能係受天候及土質因素影響，後續仍將持續進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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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參閱附件資料 



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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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策（放流水質）： 

pH值超標部分可能是受到工程使用水泥水之影響，當時以建議施工廠商應確實將水流入至放流
口2之前，先引入沉砂池進行沉澱並注入乾淨之清水進行稀釋再排放，以避免影響附近之承受水體， 

後續則較少出現pH超標之情形。 

為避免放流水超出管制標準，當時已建議施工單位於施工期間確實將工區內所有排放水引至沉砂
池進行沉澱，另需安排定期清淤，若於施工尖峰期應增加清淤頻率，以避免施工時影響附近之承受水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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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參閱附件資料 

異常狀況（放流水質）： 

工區放流口1 ： 103年3、12月、104年2-5、9月、105年1、4、6、9、10、12月、106年1 、3、4月、 

                            107年3月懸浮固體超過放流水標準。 

工區放流口2 ： 103年10月~104年8月、 104年10月、 104年12月~105年3月、105年5、12月、 106年3月、 

                            107年1月、 107年10月懸浮固體超過放流水標準。 

                            103年10月、104年1、4、7、12月、105年5月pH超過放流水標準。 



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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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地下水質）： 

建議對策（地下水質）： 

除地下水流向上游各項測值除氨氮、鐵、錳；地下水流向下游各項測值除氨氮、鐵、錳、總
有機碳已超過「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類監測標準值，其餘均符合地下水污染監測標
準與管制標準。 

比較本計畫園區附近最近之環保署監測站─「玉成國小」近年之監測結果，可發現氨氮、鐵 
和錳、鐵均達「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類監測標準值。另於環評階段及施工前所進行 
之地下水分析其結果，顯示在氨氮、鐵、錳及總有機碳達「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類
監測標準值之情況，故本施工階段各項測值達「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類監測標準值
之原因應是環境背景值，非本工程施工之影響後續將持續進行監測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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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參閱附件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