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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箱涵數量超過100隻之 A級箱涵內之蝙蝠可

以在最少干擾下暫時離去，而非因施工干擾下於白天

離去面臨體溫過熱、遭遇日行性猛禽或其他鳥類天敵

等造成死亡，因此在上構施工前，針對該箱涵之蝙蝠

進入箱室的通道上於傍晚前進行「單向門」之設置。

此設計為針對蝙蝠飛離箱涵方向之單一出口設計，讓

蝙蝠於傍晚進行夜間覓食時飛離箱涵後難以返回，待

箱內蝙蝠離去後再進行箱室內的施工。 

(3) 施工中橋梁箱室內蝙蝠棲地監看： 

橋梁監看作業於下午13：00-18：00進行，以徒

步方式進入箱涵內，手持燈具並配有超音波偵測器、

相機、紀錄工具等，探勘路段內所有箱涵。 

在監看時，用以下之方式降低干擾： 

A. 以估算代替： 

如遇箱涵數量超過100隻蝙蝠之箱涵，為必免監看

人員接近導致蝙蝠受干擾飛起或甚至白天飛離箱涵，

人員利用望遠鏡或長鏡頭以拍照方式估算蝙蝠數量，

而非強行進入箱室單純只為數蝙蝠數量而讓蝙蝠四處

亂飛，此方式可讓蝙蝠干擾降至最低。 

B. 視天候狀況進行： 

蝙蝠遇到降雨可能在夜間會無法順利進食或氣溫

低寒冷時進行休眠避免外出捕食昆蟲，監看人員會先

對天氣進行掌握，避開會連續降雨之夜晚及連續低溫

天氣時之調查。 

(4) 施工後橋梁箱室內蝙蝠棲地之復育： 

調查人員於箱涵內發現蝙蝠利用水泥縫隙之裂縫

以爪鉤住進行休息，因此也限制了蝙蝠的數量。而在

「友善驅離」或進行箱涵「半半施工」時，會造成箱

涵內所剩空間的縫隙不足，讓蝙蝠數量減少。因此本

標對於蝙蝠棲地之復育作為，即在箱室內上方，利用

甘蔗板（纖泥板）做為蝙蝠臨時棲所用，此方式在臺

北市水利處下水道箱涵已測試成功，可讓蝙蝠利用並

增加數量，因此為了維持施工區域的生態平衡，讓蝙

蝠可以繼續控制該區域的昆蟲數，減少因昆蟲增加周

遭民眾、農民用殺蟲劑增加的可能，工程進行中利用

甘蔗板（纖泥板）作為蝙蝠暫時棲所之用。 

2、 環頸雉生態環境之具體亮點： 

(1) 施工前環頸雉監看： 

環頸雉生態監看位置為國道8號臺南系統交流道及

新化系統交流道(008K+800~014K+600)周邊2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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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橋梁監看範圍內農田、草生地及灌叢環境，擬定

環頸雉監看作業，施工前於環頸雉繁殖期(4-5月)進

行至少2 次之監看工作。 

調查作業以沿線調查法及定點觀察法，沿線調查

法是沿既成道路或小徑以緩慢步行速度配合望遠鏡進

行調查，記錄所目擊之環頸雉數量；定點觀察法則於

調查線上選取環頸雉常出沒的區域，如農田、草生地

及灌叢等處設立觀測點位，每個定點進行5分鐘之觀

察記錄。將記錄其環頸雉座標、數量及出現棲地之環

境。施工前調查如有環頸雉出現紀錄，該施工路段及

橋下補強施工，應考量環頸雉繁殖期高峰(4月-5 

月)，此時期的工程須採取避開或短暫禁止施作高震

動及高噪音之工程以降低對物種之干擾。 

(2) 施工中環頸雉監看： 

施工期間於環頸雉繁殖期每月1次調查，並配合

施工區段，分區記錄，分區方式可視施工單元間距

做調整，單元間距近者，可取短線狀為一區；單元

間距遠者，可以點狀作為一區；系統交流道則可以

塊狀切割之方式進行分區。 

在調查範圍內的既有道路上，於日出後至中午

12:00前，慢速前進，搭配8-10倍的雙筒望遠鏡搜

尋，同時輔以鳴叫聲辨識，記錄沿途在調查範圍內

看到或聽到的環頸雉之座標位置及數量，若發現育

雛行為另外註記雛鳥或幼鳥的數量和座標位置，記

錄時注意活動的位置及方向以避免重複記錄。 

另本工程於施工期間老量環頸雉生態環境，接

受專業建議，於工區周圍額外再設置生態廊道，進

行生態補償。 

3、 生態教育： 

施工前辦理至少1場生態教育講習，施工中每年將

至少辦理1場生態教育講習。講習內容應涵蓋高速公路

箱室內常見蝙蝠物種(如臺灣小蹄鼻蝠、臺灣葉鼻蝠、

臺灣大蹄鼻蝠、東亞摺翅蝠、東亞家蝠、高頭蝠及堀

川氏棕蝠)、環頸雉之習性介紹、環境保育常識、物種

辨識及緊急處理之演練。 

4、 生態監看成果報告： 

生態監看作業將分別提送月報、季報和成果報告。

月報每月提交，內容至少包含該月份生態監看作業結

果；每季提送季報，內容除該季各月份生態監看作業

結果外，應針對歷年各月的蝙蝠數量變化趨勢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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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進行比較討論，並同時納入該季施作之生態減輕

對策檢討其成效(包含友善驅離和半半施工等作為)，

另外亦應針對異常狀況記錄和說明；成果報告於完工

後3個月完成所有生態監看作業後提交，報告內容需涵

蓋各監看作業方法與執行過程、成果，並依不同類項

提出建議，作為後續工程參考，並檢附各項監看過程

所記錄之影像資料，包含友善驅離封閉棲所作業之執

行過程影像。 

＊相關照片或圖說：  

 

新化系統交流道 LOOP4 排水橋施工前

蝙蝠超音波偵測器調查。 

 

 

國8高架橋(東西向)1K+622~3K+837進

行施工期間蝙蝠監看蝙蝠超音波偵測

器使用。 

 

 

國3 359k+225鹽水溪橋(南)友善驅離單

向門設置。 

 

 

國3 359k+234鹽水溪橋進行施工期間半

半施工後利用纖泥版增加蝙蝠可棲息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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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3 359k+234 鹽水溪橋施工後蝙蝠棲地

調查，臺灣小蹄鼻蝠返回原箱室利用

纖泥版棲息情形。 

 

 

施工前環頸雉調查時分布位置。 

 

 

農田、草生地及灌叢等處設立觀測點
位，定點進行5分鐘之觀察記錄。 

 

 

農田、草生地及灌叢等處設立觀測點

位，定點進行5分鐘之觀察記錄。 

 

 

沿路調查時拍攝到之環頸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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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區周圍額外再設置生態廊道，進

行生態補償。 

 

 

每年辦理1次生態教育訓練情形，提升

人員生態保育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