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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環境保護工作之執行計畫包含環境保護工程及環境監測作業等工作。離岸

式風力發電計畫執行時，將由本籌備處全程監督查驗追蹤。作業之初需要將各

項工作於內部進行列管追蹤，全力配合環保單位之查驗追蹤考核，以落實本計

畫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9.1 環境保護工程費用 

本計畫主要之環境保護工程費用可概分為下列三項： 

一、  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工作設備費 

二、  空氣污染防制費 

三、  景觀植栽綠美化 

初步估算本計畫施工階段期間環境保護工程費用初步估計共約3,000萬元（

如表9-1所示）。 

表9-1 執行環境保護工作經費總表 

項     目 

經費(新台幣：元) 

備   註 
施工階段 

營運階段 

（每年） 

環境保

護工程

費 

施工期間環

境保護工作

設備費 
1500萬 ─ 

污染防治設備、廢棄物處理

、交通維持設施等費用。

空氣污染防

制費 
1000萬 ─ 

包含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費規費，及執行空氣污染防

治措施之費用。 

景觀植栽綠

美化 
500萬 ─ 

景觀美化工程、照明及維護

費。 

小   計 3,000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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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環境監測費用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將針對環境影響項目進行監測，其項目包括空氣品質、噪

音振動、營建噪音、陸域生態、海域水質、鳥類生態、海域生態、水下噪音等，

以確實掌握施工期間之環境品質現況狀況，以作為各項減低對策之依據及參考，

本計畫施工前環境監測總費用預估約為新台幣2,880萬元，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費用

預估約為每年新台幣9,364萬元。本計畫離岸風力發電機組營運時將持續針對鳥類

生態、海域生態、水下噪音及漁業經濟等之監測項目進行監測，營運階段每年監

測費用為新台幣1,334萬元，其相關監測費用詳列於表9.2-1之環境監測費用明細表

。 

表9.2-1 環境監測費用明細表 
階段 項目 位置站數 頻次 單價(元) 總價(元)

施工
前 

海域水質 5 站 1 40,000 200,000
水下噪音 2 站 4 300,000 2,400,000

海域生態 
水下攝影 1 式 1 300,000 500,000
漁業資源調查 1 式 1 300,000 300,000

鳥類生態 
人員目視調查 1 區 10 300,000 3,000,000
雷達調查 1 區 32(2 年) 650,000 20,800,000
鳥類繫放衛星定位追蹤 2 站 1 300,000 600,000

文化資產 
陸域文化資產判釋 1 式 1 300,000 500,000
水下文化資產判釋 1 式 1 5,000,000 500,000

施工前總計 28,800,000

施工
期間 

空氣品質 1 站 4 50,000 200,000
噪音振動 2 站 4 20,000 160,000
營建噪音 1 站 12 5,000 60,000
陸域生態 1 區 4 400,000 1,600,000

陸域施工考古監看 1 式 1 2,000,000 2,000,000
海域水質 5 站 4 40,000 800,000
鳥類生態 1 區 10 300,000 3,000,000

海域生態 

潮間帶：底棲生物 2 站 4 60,000 480,000
亞潮帶：浮游生物、底棲
生物、魚卵及仔稚魚 

12 站 4 60,000 2,880,000

魚類 3 條 4 80,000 960,000
鯨豚生態調查 

(調查期間將全程錄影) 1 趟 20 150,000 3,000,000

水下攝影 1 式 1 300,000 500,000

水下噪音 
風場範圍 

(鯨豚水下聲學調查) 2 站 4 300,000 2,400,000

打樁位置附近 4 站 63 300,000 75,600,000
施工階段總計(每年) 93,640,000

營運
階段 

鳥類生態 1 區 10 300,000 3,000,000

海域生態 

亞潮帶：浮游生物、底棲
生物、魚卵及仔稚魚 

12 站 4 60,000 2,880,000

魚類 
(含風機位置附近之物種
分布和豐度變化監測)

3 條 4 80,000 960,000

鯨豚生態調查 
(調查期間將全程錄影) 1 趟 12 150,000 1,800,000

水下攝影 1 站 4 500,000 1,800,000
水下噪音 2 站 4 300,000 2,400,000
海域水質 5 站 1 40,000 200,000
漁業經濟 1 式 1 300,000 300,000

營運階段總計(每年) 13,34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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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 

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地
形
地
質 

   本計畫風場的離岸風機設置未

設置之前，風場附近海域 50 年

迴歸期颱風波浪分佈約在 1~12
公尺之間，季風波浪分佈約在

1.0~5 公尺之間，當離岸風場設

置之後，入射波浪碰撞到風機支

撐結構時發生折繞射效應，使得

波高有略為下降的趨勢發生，而

風機支撐結構上游處則因反射

效應波高略有增加，離岸風場內

50 年迴歸期颱風波浪分佈約為

1~12 公尺，季風波浪分佈約在

1.0~5 公尺之間。波浪經過離岸

風場的影響後，位於風場下游處

海域波高分佈有比未設置離岸

風場之前略為降低；本計畫離岸

風場距離海岸很遠，近岸海域之

波高分佈並未因風場設置而有

明顯的波高變化。 
 本計畫風場的離岸風機設置後

對流場影響，在近岸流場的部分

所造成的影響幾乎可以說是微

乎其微，比較有影響的部分反而

在風機本身附近的海域，由於風

機的基礎與支撐結構的影響，使

得風機附近的流場有些許的改

變，但只是局部性的影響，對整

個大環境的流場來說並沒因風

場設置後有太大的變化。 
 本計畫風場風機設置後對地形

侵淤變化的影響程度並不大，主

要影響海岸地形變化的原因還

是以近岸流為主。本計畫風場範

圍距海岸線很遠，基本上流場對

海岸地區地形變化的影響幾可

忽略。 

 於施工前進行更詳盡地質調查

與鑽探，供做為風機基礎及其

施工設計之依據，並將因應場

址地質特性進行施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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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地
形
地
質 

   位於風場範圍之海域，在風場設置前

後其地形變化幾乎無改變(低於  ±
0.1 公尺)，僅局部極小區域有約 ±0.3
公尺之間之地形變遷，基本上流場對

風場範圍地形變化的影響幾可忽略。

 對於風機支撐基礎受波浪及海流的

影響，波流對於地形變遷之影響範

圍，主要分布於風機基礎周圍。 
 未補樁情形下，水深 30.0 公尺之最

大沖刷深度約為 0.2 公尺，堆積並不

明顯。水深 50.0 公尺之最大沖刷深

度約為 0.5 公尺，最大堆積高度約為

0.5 公尺。 
 補樁情形下，水深 30.0 公尺之最大

沖刷深度約為 0.5 公尺，其最大堆積

高度約為 1.0 公尺。水深 50.0 公尺之

最大沖刷深度約為 0.75 公尺，最大

堆積高度約為 0.75 公尺。 
 基礎設計對周圍之地形變動影響，整

體而言，當波流通過支撐結構後對海

底地形變動影響較大的範圍在墩後

方向。依據結果整理，其最遠可能影

響範圍約為基礎上游 70 公尺；下游

80 公尺；左右兩側各 20 公尺處附

近，但最大之沖刷深度及堆積高度均

於 1 公尺以下，而本計畫海域流速並

不會超過 2.0 公尺/秒，且風機設置

之間的間隔遠大於此影響範圍，可推

論各個風機淘刷機制並不會相互影

響。 
 本計畫區域內並無發現斷層構造跡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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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3/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水  

文  

水  

質 

   降壓站施工期間地表逕流可能

挾帶少量泥沙，因地形平坦應無

沖蝕及沈積現象；施工期間地表

逕流量約為 0.364CMS，增加約

0.200CMS，影響輕微。 
 施工期間施工人員產生污水量

約為 7.25 CMD，增量非常輕微。

 海域水質模擬經計算後可得海

纜模擬點 1、海纜模擬點 2、海

纜模擬點 3、海纜模擬點 4 以及

基礎施工時懸浮固體對附近海

域影響的濃度增量分佈顯示，海

纜施工場區附近範圍(約 200 公

尺處)經海流等帶動擴散稀釋後

懸浮固體濃度最大增量即迅速

分別降為約 2.4、2.2、2.4、2.6、
0.38mg/L，距離施工區外 500 公

尺處之懸浮固體濃度最大增量

分別為 2.2、2.0、2.0、2.2、0.35
mg/L，距施工處 1,000 公尺處之

懸浮固體濃度最大增量分別為

1.8、1.6、1.6、1.8、0.25 mg/L，
至於近岸邊則更分別降低為

0.4~0.6 、 0.2~0.4 、 0.2~0.4 、

0.2~0.3mg/L、以及無影響。綜合

而言，風機基礎設置及海底電纜

舖埋工程僅屬施工期間之臨時

性行為，因此對附近海域之水質

影響應屬於局部性且暫時性

的，依施工條件進行數值模擬顯

示其影響之程度亦屬影響有限。

 陸上降壓站基礎施工所產生之

廢水將設置臨時沉澱及沉砂設

備回收污水，或符合營建放流

水標準後放流，實際尺寸及位

置將依據現場實際之需求來進

行設置。 
 施工材料定點儲存並加覆蓋，

機械維修區加蓋隔離，以減少

與雨水接觸的機會，避免地表

逕流污染。 
 施工人員生活廢水採取租用流

動廁所或設置套裝式處理設備

方式處理，定期委託合格代清

除處理業處理。 
 施工前檢具「逕流廢水污染削

減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後始得動工。 
 為掌握工期以減輕因風機基礎

施工、海底電纜鋪設等作業引

起海底底質揚起對海域水體干

擾，將研擬適當的施工計畫、

確實控管施工進度。 
 確實執行施工期間海域水質環

境監測工作，隨時掌握海事工

程對周遭海域環境水質之影

響。 
 本計畫上岸點將避開蚵架區。

且越堤段電纜舖設將採用地下

工法(水平鑽掘或推管)，海底

電纜舖設施工期間，於潮間帶

施工時為降低減少懸浮影響，

並降低海域生物或魚群進入工

區範圍之可能性，潮間帶施工

範圍邊界將設置污染防止膜或

防濁布，將揚起之懸浮物質圍

束於施工範圍以避免擴散。 

 

   不會產生任何污水，且不抽取地

下水，對水文水質無任何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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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4/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原規劃模擬
 TSP 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3.29 微克/

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31
微克/立方公尺；經擴散至敏感受體
彰濱秀傳紀念醫院最大日平均值增
量為 0.03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
均增量為 0.00(0.0028) 微克/立方公
尺，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經擴散至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
心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35 微克/立
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03 微
克/立方公尺，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 

 PM10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2.75 微克/
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27
微克/立方公尺，敏感受體彰濱秀傳
紀念醫院 PM10 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2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0(0.0024)微克/立方公尺，與
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心 PM10最
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29 微克/立方公
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03 微克/立
方公尺，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 

 PM2.5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2.06微克/
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20
微克/立方公尺，敏感受體彰濱秀傳
紀念醫院 PM2.5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2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0(0.0018) 微克/立方公尺，
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心 PM2.5最
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21 微克/立方公
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02 微克/立
方公尺，本計畫線西服務中心 PM2.5

背景值為 58 微克/立方公尺，已超過
空氣品質標準，評估之敏感受體與背
景濃度加成後高於空氣品質標準。 

 SO2 最 大 小 時 平 均 值 增 量 為
0.32ppb ，日平均最大值增量為
0.02ppb ， 年 平 均 增 量 為
0.00(0.0015)ppb，敏感受體彰濱秀傳
紀念醫院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0.00(0.0018)ppb，日平均最大值增量
為 0.00(0.0001)ppb，年平均增量為
0.00(0.00001)ppb，與背景濃度加成後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敏感受體線西服
務中心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0.02ppb ，日平均最大值增量為
0.00(0.0015)ppb ， 年 平 均 增 量 為
0.00(0.0002)ppb，與背景濃度加成後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未來施工期間依據環保
署 106.6.9 發布之「空氣
品質嚴重惡化緊急防制
辦法」之惡化警告，並
依地方主管機關正式發
布空氣品質惡化警告
時，據以執行空污防制
措施，於三級嚴重惡化
警告發布後，加強工區
灑水；於二級嚴重惡化
警告發布後，則立即要
求施工單位停止作業，
以避免本計畫施工加重
附近環境品質惡化影
響。 

 施工期間使用符合最新
一期車輛排放標準的施
工車輛。 

 陸域開挖機具(挖土機)
比照柴油車三期以上排
放標準，或加裝濾煙
器，落實定期保養，可
提升排放 PM2.5 的改善
率。 

 施工車輛使用硫含量為
10ppm 以下之柴油(含生
質柴油)。 

 施工期間將遵照環保署
發布「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
據以執行粉塵逸散之空
氣污染防制作業。 

 施工期間將清掃各施工
路段前後共計 100 公尺
之道路(下雨天除外)，以
減輕施工及運輸車輛之
車行揚塵。 

 以防塵布或其他不透氣
覆蓋物之車輛運送土
方，載運物品材料之車
輛必須予以覆蓋。 

 契約中明文規定施工及
運輸車輛引擎應使用汽
柴油符合車用汽柴油成
分管制標準，以維護附
近空氣品質。 

 



10-5 

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5/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原規劃模擬 
 NO2 最 大 小 時 平 均 值 增 量 為

58.81ppb ， 年 平 均 最 大 增 量 為
0.86ppb，敏感受體彰濱秀傳紀念醫
院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1.40ppb，
年平均最大增量為 0.01ppb，與背景
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敏感
受體線西服務中心最大小時平均值
增量為 13.76pb，年平均最大增量為
0.11ppb，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
氣品質標準。 

 施工車輛行駛於彰濱路時，在彰濱路
50 公尺之範圍內，其 TSP 增量小於
11.39 微克/立方公尺，PM10增量小於
6.26 微克/立方公尺，PM2.5增量小於
3.13μg/ m3，SO2 增量小於 0.0055
ppb，NO2 增量小於 16.51 ppb，CO
增量小於 10.72ppb。本案 PM2.5背景
值為 58 微克/立方公尺，已超過空氣
品質標準，評估之敏感受體與背景濃
度加成後高於空氣品質標準，其餘模
擬結果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 

 因應共同廊道規劃補充模擬 
 TSP 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4.43 微克/

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82
微克/立方公尺；經擴散至敏感受體
彰濱秀傳紀念醫院最大日平均值增
量為 0.09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
均增量為 0.02 微克/立方公尺，與背
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經
擴散至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心最大
日平均值增量為 0.04 微克/立方公
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00(0.0033)
微克/立方公尺，與背景濃度加成後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PM10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3.61 微克/
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67
微克/立方公尺，敏感受體彰濱秀傳
紀念醫院 PM10 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7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1 微克/立方公尺，與背景濃
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敏感受
體線西服務中心 PM10最大日平均值
增量為 0.03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
平均增量為 0.00(0.0027)微克/立方公
尺，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 

 選用狀況良好之施工機
具及運輸車輛，作好定
期、不定期保養維護工
作，並留存保養記錄，
以減少排放廢氣之污染
物濃度。 

 陸域之輸配電工程各施
工場所應加以適度灑
水，並清除堆積塵土，
以減少揚塵。陸域自設
降壓站土建施工階段裸
露地表部分應於乾燥天
候適度灑水，並針對工
區周圍道路進行維護及
清掃之工作，藉以抑制
揚塵。 

 運輸車行路線避免穿越
人口稠密區域，如無法
避免，則加強行駛規範
之訂定及執行，於穿越
人口稠密地區時，降低
車速以避免掀揚塵土。

 車輛進出工地必須予以
清洗再駛出工地。 

 應要求施工廠商使用符
合排放標準之車輛，以
降低環境衝擊。 

 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理辦法第 5
條規定，於營建工程進
行期間，設置工地標示
牌，載明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費徵收管制編
號、工地負責人姓名、
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
害檢舉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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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6/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因應共同廊道規劃補充模擬 
 PM2.5 最大日平均值增量 2.60 微克/

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量為 0.49
微克/立方公尺，敏感受體彰濱秀傳
紀念醫院 PM2.5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5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1 微克/立方公尺，與背景濃
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敏感受
體線西服務中心 PM2.5最大日平均值
增量為 0.02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
平均增量為 0.00(0.0020)微克/立方公
尺，本計畫線西服務中心 PM2.5背景
值為 58 微克/立方公尺，已超過空氣
品質標準，評估之敏感受體與背景濃
度加成後高於空氣品質標準。 

 SO2 最 大 小 時 平 均 值 增 量 為
0.17ppb ，日平均最大值增量為
0.02ppb ， 年 平 均 增 量 為
0.00(0.0033)ppb，敏感受體彰濱秀傳
紀念醫院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0.00(0.0037)ppb，日平均最大值增量
為 0.00(0.0004)ppb，年平均增量為
0.00(0.00001)ppb，與背景濃度加成後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敏感受體線西服
務中心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0.00(0.0022)ppb，日平均最大值增量
為 0.00(0.0002)ppb，年平均增量為
0.00(0.00001)ppb，與背景濃度加成後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施工時 NO2 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63.89ppb，年平均最大增量為 3.91 
ppb，敏感受體彰濱秀傳紀念醫院最
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2.80ppb，年平
均最大增量為 0.07ppb，與背景濃度
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敏感受體
線西服務中心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
為 1.57ppb ，年平均最大增量為
0.01ppb，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
氣品質標準。 

 施工車輛行駛於安西路時，在安西路
50 公尺之範圍內，其 TSP 增量小於
15.52μg/m3 ， PM10 增 量 小 於
8.54μg/m3，PM2.5 增量小於 4.271μg/ 
m3，SO2 增量小於 0.0080ppb，NO2

增量小於 23.79ppb，CO 增量小於
6.60ppb。本案 PM2.5 背景值為 58 微
克 /立方公尺，已超過空氣品質標
準，評估之敏感受體與背景濃度加成
後高於空氣品質標準，其餘模擬結果
與背景濃度加成後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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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7/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海上作業對環境空氣品質模擬結果
 TSP 經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彰濱

秀傳紀念醫院最大日平均值增量
0.01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0(0.0006)微克/立方公尺；經
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
心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1 微克/立
方 公 尺 ， 最 大 年 平 均 增 量 為
0.00(0.0006)微克/立方公尺，與背景
濃度加成後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PM10 經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彰濱
秀傳紀念醫院最大日平均值增量
0.01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0(0.0006)微克/立方公尺；經
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
心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1 微克/立
方 公 尺 ， 最 大 年 平 均 增 量 為
0.00(0.0006)微克/立方公尺，與背景
濃度加成後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PM2.5 經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彰濱
秀傳紀念醫院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1 微克/立方公尺，最大年平均增
量為 0.00(0.0005)微克/立方公尺；經
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
心最大日平均值增量為 0.01 微克/立
方 公 尺 ， 最 大 年 平 均 增 量 為
0.00(0.0005)微克/立方公尺。本案線
西服務中心 PM2.5背景值為 58 微克/
立方公尺，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評
估之敏感受體與背景濃度加成後高
於空氣品質標準。 

 SO2經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彰濱秀
傳紀念醫院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1.44ppb ，日平均最大值增量為
0.08ppb，年平均增量為 0.01ppb；經
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線西服務中
心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為 1.24ppb，
日平均最大值增量為 0.09ppb，年平
均增量為 0.01ppb，與背景濃度加成
後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NO2 經遠距離擴散至敏感受體彰濱
秀傳紀念醫院最大小時平均值增量
為 0.09ppb ，年平均最大增量為
0.00(0.0005)ppb；經遠距離擴散至敏
感受體線西服務中心最大小時平均
值增量為 0.10ppb，年平均最大增量
為 0.00(0.0005)ppb，與背景濃度加成
後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工作船舶使用當時工作
港口可取得之最低含硫
量油品。 

 工作船隻廢氣排放管加
裝濾煙器或活性碳過濾
或其他施工時已商業化
之最佳可行控制技術。

   潔淨風力發電不會產生任何空氣污染
物質，對空氣品質無影響。 

 本計畫年淨發電量約為 2,110GWh/年。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告民國 105 年電力
排放係數 0.529kgCO2e/度，推估年溫室
氣體減量約為 1,116,190 公噸 CO2e，若
以生命週期 20 年估算，則溫室氣體減
量合計約為 22,323,800 公噸 CO2e。 

 鼓勵員工搭乘大眾運輸
或汰換掉二行程機車，
未來員工禁止騎乘二行
程機車進入運維中心。

 運維中心名下擁有之公
務車輛於營運年採購時
優先購買使用市售已商
業化電動車或油電混合
車。並於運維中心停車
場預留電動機、汽車充
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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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8/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噪 

音 

   原規劃模擬 
 彰濱西二路自設降壓站及陸纜舖設

工程施工產生之營建噪音，經評估模
擬得知，經衰減至線工路與中華路後
音量為 13.3dB(A)，經與實測背景值
70.7dB(A)合成之後，L 日預測合成值
為 70.7dB(A)，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
76dB(A) ， 噪 音 增 量 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程度評
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經衰減至彰濱西二路自設降壓站後
音量為 48.0dB(A)，經與實測背景值
61.7dB(A)合成之後，L 日預測合成值
為 61.9dB(A)，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
76dB(A) ， 噪 音 增 量 為
0.2dB(A)(0~5)，依本計畫影響程度評
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經衰減至彰濱超高壓變電所後音量
為 21.2dB(A) ，經與實測背景值
63.4dB(A)合成之後，L 日預測合成值
為 63.4dB(A)，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
76dB(A) ， 噪 音 增 量 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程度評
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經衰減至慶安路與慶安南一路後音
量為 14.0dB(A)，經與實測背景值
61.1dB(A)合成之後，L 日預測合成值
為 61.1dB(A)，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
76dB(A) ， 噪 音 增 量 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程度評
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因應共同廊道規劃補充模擬 
 因應共同廊道所規劃之永安西路自

設降壓站，其自設降壓站及陸纜舖設
工程施工產生之營建噪音，經評估模
擬得知，經衰減至線工路與中華路後
音量為 0.0dB(A)，經與實測背景值
70.7dB(A)合成之後，L 日預測合成值
為 70.7dB(A)，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
76dB(A) ， 噪 音 增 量 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程度評
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經衰減至彰濱西二路自設降壓站後
音量為 6.2dB(A)，經與實測背景值
61.7dB(A)合成之後，L 日預測合成值
為 61.7dB(A)，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
76dB(A) ， 噪 音 增 量 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程度評
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本計畫施工期間將確實
遵守營建工程噪音管制
標準。 

 妥善規劃陸域施工時
間，以避免夜間或清晨
施工作業產生高噪音，
並加強施工管理，並減
少對環境之衝擊。 

 於工程發包時需將噪音
管制標準納入施工規範
內，並於施工時期勤於
保養維護。 

 施工階段施工機具使用
時，依監測計畫於工程
周界量測營建工程噪
音，並責成工程承商定
期檢查及保養施工機具
消音設備。 

 陸纜輸電線管排開挖
時，從挖土機載土石至
卡車時，將使卡車停放
位置靠近挖土機，以避
免高噪音之挖土機來回
移動，增加不必要的噪
音。 

 施工車輛定期保養、潤
滑及正確操作，減低車
速以降低音量。 

 陸域工區施工機具將採
用低噪音施工機具，經
常維修以維持良好使用
狀態與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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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9/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噪 

音 

   因應共同廊道規劃補充模擬 
 經衰減至彰濱超高壓變電所

後音量為 4.6dB(A)，經與實測
背景值 63.4dB(A)合成之後，
L 日 預 測 合 成 值 為
63.4dB(A)，可符合環境音量
標準 76dB(A)，噪音增量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
程度評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經衰減至慶安路與慶安南一
路後音量為 6.2dB(A)，經與實
測背景值 61.1dB(A)合成之
後 ， L 日 預 測 合 成 值 為
61.1dB(A)，可符合環境音量
標準 76dB(A)，噪音增量為
0.0dB(A)(0~5)，依本計畫影響
程度評定說明，屬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 

   全頻噪音(20 Hz 至 20 kHz) 
經模式模擬得知，全部風機同時
運轉產生之全頻噪音經衰減至
距離風機最近受體，受體噪音量
為 0.0dB(A)，顯示本計畫風機營
運階段所產生全頻噪音，對附近
敏感受體屬於無影響或可忽略
影響。 

 低頻噪音(25 Hz 至 200 Hz) 
經模式模擬得知，全部風機同時
運轉產生之低頻噪音經衰減至
距離風機最近受體，受體噪音量
為 0.0dB(A)，各時段噪音增量皆
為 0.0dB(A)，均小於環保署公告
風力發電機組 20Hz 至 200Hz 噪
音管制區低頻噪音日晚夜間標
準值，顯示對附近敏感受體屬於
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本計畫運轉期間確實遵守風力
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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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0/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振  

動 

   降壓站及陸纜鋪設同時施工
下，工程振動量最大之植樁階
段，全部施工機具所影響之振動
量自振動源以外 50 公尺處已降
至 39.8dB，屬於人體無感位準之
振動影響（人體對振動之有感位
準 55dB），在一般施工情況下，
由於本計畫降壓站施工地點距
離最近的民宅有 50 公尺以上，
因此對於鄰近地區之居民影響
輕微。 

 本計畫施工運輸卡車平均每小
時進出 9 車次(單向)，經評估施
工期間運輸振動與背景之振動
量增量最大為 1.6dB，其合成振
動量最大為 47.7dB，均符合日本
振動規則第二種區域的要求
（70dB），故預期對運輸沿線影
響為輕微。 

 本計畫施工期間將確實遵守營
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妥善規劃陸域施工時間，以避
免夜間或清晨施工作業產生高
噪音，並加強施工管理，並減
少對環境之衝擊。 

 於工程發包時需將噪音管制標
準納入施工規範內，並於施工
時期勤於保養維護。 

 施工階段施工機具使用時，依
監測計畫於工程周界量測營建
工程噪音，並責成工程承商定
期檢查及保養施工機具消音設
備。 

 陸纜輸電線管排開挖時，從挖
土機載土石至卡車時，將使卡
車停放位置靠近挖土機，以避
免高噪音之挖土機來回移動，
增加不必要的噪音。 

 施工車輛定期保養、潤滑及正
確操作，減低車速以降低音量。

 陸域工區施工機具將採用低噪
音施工機具，經常維修以維持
良好使用狀態與正常操作。

   風力機運轉位於海上，對陸上環
境無振動影響。

 本計畫運轉期間確實遵守風力
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 

水
下
噪
音 

   施工水下噪音模擬結果可知，各
點聲源均在 100 公尺至 300 公尺
內衰減至 170 dB，160 dB 警戒距
離約 1.1 km 以上，以及由打樁點
距離 750 公尺處之聲壓值介於
161~164 dB。 

 施工水下噪音經減噪措施後各
點聲源往開放海域傳播之方位
要衰減至 170 dB之距離均在 100
公尺以內，衰減至 160 dB 之距離
均在 300 公尺以內，以及由打樁
點距離 750 公尺處之聲壓值介於
151~154 dB。 

 此模擬結果經由水生哺乳類專
家評估適當的警戒範圍後，根據
國外施工及監測經驗將可避免
水生哺乳類動物在打樁施工時
進入危險區域而遭受傷害，在施
工完成後也不會對水生哺乳類
動物造成不利影響。

 在距離打樁位置外 750 公尺處選
擇合理方位全程執行設置 4 座水
下聲學監測設施並分布於 4 個方
位，持續監測打樁水下噪音值。

 於 750 公尺監測處，水下噪音聲
曝值(SEL)不得超過 160dB re 
1µPa2s，作為影響評估閾值。 
若未來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擬定水下噪音最大容忍值，
本計畫將承諾依照最新法規執
行。 

 打樁期間將全程採行申請開發時
已商業化之最佳噪音防制工法。

 

   營運階段水下噪音模擬結果可
知，風機運轉噪音約 100~400 公
尺外，即可降至 40dB，不會造成
鯨豚暫時性聽力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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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1/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廢
棄
物 

   施工人員每日廢棄物產量為
24.54 公斤 

 施工期間所產生之相關廢棄
物，將依照「廢棄物清理法」
相關規定，由船舶運回陸域進
行妥善處理。 

 施工人員產生之廢棄物將於工
區收集並予以分類，以利資源
回收。 

 工業區內廢棄物轉運站係屬彰
化縣線西鄉公所與伸港鄉公所
轄下，僅作為執行機關基於環
境衛生需要執行清除一般廢棄
物臨時轉運之用，施工或營運
期間相關工程車輛或施工人員
自用車輛，切勿靠近或臨停於
線工北四路及線工路轉角處影
響彰化縣線西鄉公所清潔隊收
運，並且禁止將施工人員產生
之一般廢棄物或營建廢棄物棄
置於該轉運站內或轉運站周
邊，並於委託契約訂定罰則，
據以嚴格控管所屬承包商及工
作人員。 

 

   本計畫離岸風力機及降壓站運
轉期間大部分為海上維修活
動，陸域僅有少數操作及維修人
員，產生廢棄物極少，對附近區
域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影響輕
微。 

 營運期間所產生之相關廢棄
物，將依照「廢棄物清理法」
相關規定，由船舶運回陸域進
行妥善處理。 

 營運期間本計畫比照辦理企業
團體認養海岸線清潔維護工
作，並於風場營運前與彰化縣
線西鄉公所確認實際認養方式
及內容。 

 

剩
餘
土
石
方 

   本計畫陸纜埋設工程及降壓站
興建工程施工前將向彰化彰濱
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本計
畫開挖所產生之土方除了用於
現地回填外，剩餘之土石方將運
至彰濱工業區內依服務中心指
示運至工業區內指定區回收，因
此沒有外運土方。 

 本計畫剩餘的土石方將依照彰
濱工業區相關規定處理，以不
外運為原則。 

 土方挖填及工程廢料運送過程
中將避免超載並加以遮蓋，以
免影響沿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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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2/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通
訊
干
擾 

   在風力機造成的雷達盲區與遮蔽區

（陰影）內的其他風力機與小型船舶

可能無法被雷達偵測到，除非雷達觀

測船移動。 
 在離岸風場內偵測雷達目標時，其方

位與距離的鑑別度受到風力機橫向

與縱向回跡的限制而降低。 
 風力機結構物的垂直範圍使其雷達

回跡相當大。 
 雷達主波束的半功率（-3dB）點以外

的角度以及在雷達主波束 10°以外

的旁波束，都可能有來自風力機的強

回跡。 
 降低雷達的接收機放大增益（Gain）

可以降低這些假回跡效應，卻也會降

低雷達目標（例如小型船舶或浮標

等）的訊號增益，可能因此降低至雷

達顯示的門檻以下而看不見。 
 大約航行至距離岸風場 1.5 浬時，船

舶雷達會開始出現旁波束與反射等

造成的假回跡，對 S-band 的影響大

於 X-band。 
 以避碰雷達的目標自動測繪功能

（ARPA）追蹤風場內的船舶時，容

易因為風力機的強回跡而造成目標

交換（targetswop）。 
 如果船舶與目標都平行於風力機的

排列方向航行，而且目標與風力機保

持 300 公尺的距離，則 S-band 與

X-band 雷達的目標測繪都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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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3/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電
磁
場 

   模擬陸纜沿線、降壓站附近之電磁場
增量後，A 方案計算結果以 T1 測點之
預估值最大，約為 18.989326 毫高斯，
而其他輸電線路或設施沿線之敏感受
體，電磁場預估結果介於 0.000012～
0.987964 毫高斯；B 方案計算結果以
T3 測點之預估值最大，約為 1.429268
毫高斯。而其他輸電線路或設施沿線
之敏感受體，電磁場預估結果介於
0.000022～1.256912 毫高斯；C 方案計
算結果以 T7 測點之預估值最大，約為
6.339367 毫高斯。而其他輸電線路或
設施沿線之敏感受體，電磁場預估結
果介於 0.000234～1.536365 毫高斯。
綜上所述，電纜對各調查點造成的電
磁影響加上實際量測時的背景值依然
遠低於環保署 833.3mG 管制標準。 

－ 

 

生          

態 

陸
域
植
物
生
態 

   調查區以人工林、鹽鹼荒地為主，人
工林全是防風林，地勢平坦、土層深
厚，植物種類與附近地區相近。調查
所發現之物種組成以原生種 50.89%最
高，其次為歸化種 43.75%。陸域工程
皆在工業區內沿著既有道路及已劃設
為廠房用地的區域上施工，不會破壞
植被，對物種組成幾無影響。 

 本區域特有植物有臺灣欒樹、臺灣虎
尾草、臺灣海棗 3 種，稀有植物只有
繖楊 1 種，屬於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
書初評名錄之物種，但為人工植栽，
且未名列「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所附之臺灣地區植物稀特有植物名錄
中，且皆不在陸域工程施工範圍，評
定對稀特有植物為沒有影響。 

 調查範圍內的植被為自然度較低的人
工林與鹽鹼荒地，本計畫陸域工程不
會破壞任何林相，評定對植被生態為
沒有影響。 

 連接站施工前要事先規劃
使用面積範圍，避免進行
全面性植被移除工程，且
針對部分木本植物和草生
地環境進行保留以提供生
物棲息環境。 

 規劃連接站之陸上施工機
具作業區範圍避免工程影
響到範圍外的植物生態。

 施工期間將加強空氣污染
之防治工作，隨時加強裸
土灑水以防止塵土飄散，
對儲料、堆土區、砂石車
將加以覆蓋，減少揚塵對
植物生長影響。 

 施工期間將定時針對施工
道路旁植被進行灑水工
作，以降低沙塵飛揚並遮
蔽植株。 

 連接站及自設降壓站等工
程將以圍籬區隔，減少施
工產生的煙塵與污染。 

 施工車輛進出工區出入口
將增設洗車設施，沖洗車
輛車輪與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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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4/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陸
域
動
物
生
態 

   由於調查區位於工業區內，自然
度低，各動物類群所出現的物種
以能適應人工環境與頻繁人類
活動的常見種類為主，預估施工
行為、施工機具產生之棲地干擾
與破壞對於區內陸域動物的影
響，應為局部且暫時性的。施工
車輛的進出，則有可能造成地面
小型哺乳類、兩棲類與爬蟲類的
路殺效應；不過區內出現的一般
物種均為繁殖力與播遷能力強
的種類，加上物種和數量皆不
多，原生族群相對較少，估計路
殺效應對於族群的影響應不大。

 根據三季的陸域生態調查結
果，陸域哺乳類、兩棲類、爬蟲
類、蝴蝶與蜻蜓類均無保育類物
種；保育類鳥類則有五種，包括
屬於保育類 II 級珍貴稀有種小
燕鷗、紅隼與黑翅鳶，III 級其他
應予保育類燕鴴與紅尾伯勞。小
燕鷗為夏候鳥或局部留鳥，本區
在夏季有 1 隻次記錄，應為偶發
性出現的個體；冬候鳥紅隼與留
鳥黑翅鳶均會盤旋大面積的開
闊地以覓食；夏候鳥燕鴴與冬候
鳥紅尾伯勞均有紀錄，應為遷徙
中的個體， 

 陸纜開挖區面積不大，工程又屬
暫時性的，不至於造成其覓食棲
地嚴重喪失。燕鴴在彰濱工業區
有繁殖族群，不過是位於崙尾區
內，與陸纜路線有相當距離；調
查中記錄到的燕鴴僅為飛行經
過，陸纜施工對其影響不大。紅
尾伯勞在台灣西部為廣泛分布
的冬候鳥，其會在道路附近活
動，因此陸纜施工時會限制紅尾
伯勞對該地點的使用；不過該區
域適合紅尾伯勞的棲地很多，局
部而暫時的施工應不至於造成
顯著影響。 

 施工期間將加強施工器具管理
並採用低噪音器具，避免因施
工噪音增加該區之干擾。 

 將責成承攬商加強施工人員的
教育，禁止施工人員捕捉、騷
擾或虐待野生動物。 

 施工過程中將採用漸進施工方
式，以降低對於當地野生動物
所帶來的衝擊，並提供足夠的
時間與空間供棲息於該區的生
物進行遷移。 

 海纜上岸的施工將降低對於潮
間帶泥灘地的干擾。 
1. 經本計畫環境調查期間分

析結果，本計畫上岸點已避
開保育類物種棲息地，以保
護保育類物種。 

2. 施工期間潮間帶施作將禁
止排放污水、傾倒廢土，以
避免干擾潮間帶泥質灘地
的原有生態功能，且將針對
廢棄物進行集中管理。 

3. 針對鳥類主要覓食棲息之
潮間帶區域，其越堤段電纜
舖設將採用地下工法(水平
鑽掘或推管)，以減少對於
生態棲地之影響，其餘非地
下工法部分之電纜鋪設，則
將避開候鳥過境期 11 月至
隔年 3 月。 

4. 配合經濟部公告之「彰化離
岸風電海纜上岸共同廊道
範圍」規劃海纜上岸路徑，
減少彰化地區整體潮間帶
之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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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5/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海  

域  

生  
態 

   風機機組基座及海纜的舖設的
施工對海洋生態的影響主要包
括打樁所產生的噪音、改變棲地
環境及懸浮物擴散等三個方
面。打樁時所產生的噪音或震波
因音壓強，必定會對近距離範圍
內的海洋生物造成影響或傷
害。會游泳及爬行的海洋生物則
會有逃離的行為，如果逃避不
及，也有可能會造成傷害，甚至
死亡。本計畫場址均為沙泥底的
環境，魚類多半為洄游性，不若
岩礁棲性魚類是以定棲性的為
主，故影響較小。且不論是生活
在中表層或是底棲性的生物都
會在打樁時逃離到一段距離之
外。施工完畢後再游回來。在海
床表面移動速度較慢的大型無
脊椎動物，如棘皮動物或蝦蟹
類，以及生活在底床下的底下動
物則可能影響較大。 

 施工前 
1. 監測計畫 

(1) 施工前執行一次風場範
圍漁業資源背景調查資
料（含漁船數目、漁業活
動形式、魚種、漁獲量
等），並提出指標物種，
作為營運後影響比較依
據及漁業活動管制參考。

(2) 施工前將於預計風機位
置一處執行 1 次水下攝
影，以最先施作的風機進
行調查。 

2. 海底電纜舖設工程將依「在
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維護
變更海底電纜或管道之路線
劃定許可辦法」相關規定辦
理。 

3. 將配合中油天然氣事業部召
開技術相關會議，討論有關
電纜跨越海底天然氣輸送管
線之問題及間隔保護工及施
工方法。 

4. 海纜路徑將避開「線西保護
礁禁漁區」、「崙尾保護礁禁
漁區」、「鹿港保護礁禁漁
區」。海纜若有通過涉及「鹿
港保護礁禁漁區」，將於開發
前依規定提供公告機關風機
配置及海纜路線座標點位資
料，並洽詢意見。 

 施工期間 
1. 本計畫場址選擇已採用「預

防原則」，以避開所有生態敏
感之棲地的方式，而非以少
數保育物種的方式規劃。已
避開已劃設、即將劃設或未
來可能會劃設的海洋保護
區，如中華白海豚重要野生
棲息地，以避免可能帶來的
生態衝擊。 

2. 本計畫海底防淘刷保護將不
會採用對海域生態影響較大
之拋石措施，且未來本計畫
若經設計考量需設置防淘刷
保護時，將選用能增強藻類
及生物附著能力之人造墊塊
為原則，以彌補因海底硬鋪
面增加所消失棲息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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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6/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海  

域  

生  

態 

   打樁必定會改變或破壞原來海床的地
形地貌及底質，所影響的面積與整體
發電風場海域範圍來比較是相對地很
小，對於浮游動植物及中表層的游泳
生物(nekton)影響程度輕微。對底棲生
物而言，沙泥棲性軟底質海床的生物
會離開施工中所影響或改變底質的地
點，到可能離風機基座 5 到 10 公尺以
外的範圍。另外打樁時在極小範圍內
的沙泥或懸浮物會被揚起，而增加局
部範圍內海水的濁度。在隨著海流的
擴散在短時間內即可恢復正常。這些
懸浮物質的濃度也不會太高或持久，
故對於海洋生態的影響應可予以忽
略。施工打椿的位置為一個點，噪音
及震波的影響應遠大於所揚起的塵沙
的影響。海纜的舖橫跨深淺海區域，
為有適當保護，本計畫採取適度埋纜
的方式來佈設。佈設時會擾動海纜行
經路線的海床，但本計畫海纜路徑均
為沙泥底質，故海床生態應很快會復
原。依據過去全球海纜舖設的經驗已
知其影響均屬輕微，也很快會恢復原
狀。其次是上述的擾動僅發生於施工
期間特定的時程，相較於長時期且作
業頻繁的底拖網或掘網漁法對海床生
態的破壞，兩者實難以相提並論。 

 施工期間 
3. 在考量技術可行性及

合理性的情況下，海纜
規劃擬以最短距離連
接至上岸點，減少施工
對環境影響。 

4. 海纜採分段施工，每段
施工完即恢復既有狀
態，以減輕施工影響。

5. 本計畫風場以漸進式
方式進行打樁作業，將
於一座風機打樁完成
後再移至下一座風機
進行打樁，不會有同時
2 部以上風機進行打樁
作業，且海龍二號風場
與海龍三號風場將不
會 同 時 進 行 打 樁 作
業，以減少海域大規模
施工。 

6. 打樁期間選擇與施工
前調查同一風機位置
於打樁後執行 1次水下
攝影。 

 

   營運階段結構表面可能會開始有許多
附著生物的生長，進而產生聚魚及培
育資源，增加生物多樣性的正面效
果。換言之，原本是沙泥地的生態系
或棲地會局部改變為岩礁性的生態
系，使棲地的多樣性增加，因此棲地
的改變應屬有利。風機在營運期間對
海洋生物或生態造成負面影響，唯一
較受到關切的可能是風機運轉時所產
生的低頻噪音。但目前在這方面的研
究甚少，只有歐美地區已經設置的離
岸風機或風場有做過一些基礎魚類生
理或現場監測的研究報告可供參考。
只是目前大多是針對鯨豚、海龜和極
少數經濟性的魚類有一些研究，其他
海洋生物的研究則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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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7/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鳥
類
生
態 

   對海鳥的影響 
目前 8 次海上調查所記錄到海
鳥，包括大洋性鳥類 (鸌形目與
鰹鳥目) 21 隻與燕鷗類 117 隻。
大洋性鳥類活動的面積非常廣
闊，推測風場開發對其造成的棲
地喪失效應不至於太顯著；且這
些物種大多貼近海面飛行，在本
風場中觀測到的飛行高度記錄
均在 5 公尺以下，因此大洋性鳥
類即使進入運作中的風場，受到
風機撞擊致死的危險性也很低。
而在本計畫風場場址所記錄到
的燕鷗，有可能是在澎湖群島繁
殖的族群。相對於大洋性鳥類對
棲地利用的替代性高，繁殖族群
通常有特定的棲地使用，且其棲
地使用的模式與至繁殖點的距
離以及食物豐度有關。本計畫風
場距離澎湖群島約 26 公里，已
有相當距離，依目前調查的結果
燕鷗的相對數量並不算高，所造
成的棲地喪失影響應有限。在本
風場中所記錄到的燕鷗飛行高
度均在 40 公尺以下，而本計畫
風場計畫採用 6~8 MW 兩型風
機，兩型的葉片旋轉高度均在
27 公尺以上，因此燕鷗受到風
機撞擊致死的危險性應持續關
注。惟目前調查積累的樣本數有
限，且本風場出現的 6 種燕鷗中
有白眉燕鷗、鳳頭燕鷗、玄燕鷗
和小燕鷗皆為珍貴稀有保育
類，應持續關注風場開發對燕鷗
生態的影響。 
 

 施工前 
1. 本計畫將於 106年秋季至 107

年春季鳥類調查作業完成後
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送
審，同時將配合其他風場案
例之調查成果進行整體評
估，以研擬最適鳥類保護對
策。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 條規定完成審查後，提出
鳥類通行廊道之規劃。 

2. 規劃階段將進行一次鳥類繫
放衞星定位追蹤監測以了解
主要的鳥類遷徙路徑，預計
在春季臺灣沿海水鳥北返之
季，進行彰化海岸的鳥類繫
放衛星追蹤，以衛星追蹤器
進行候鳥的遷移路線確認。

3. 規劃階段將進行一次澎湖群
島燕鷗之繫放衛星定位追蹤
監測，以分析其棲地利用。
預計選擇夏季以衛星追蹤器
進行鳳頭燕鷗的繫放和追
蹤。 

4. 將依監測計畫以船隻目視調
查執行鳥類監測。 

 施工期間 
1. 降低風機撞擊效應 

(1) 風機架設完成後，將於風
場最外圍之風力機組設
置航空警示燈，實際設置
數量需依屆時所規劃之
風力機組配置而定。警示
燈光以符合民航局「航空
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
置標準」設置，並取得民
航局同意函，燈具選擇可
切換紅白光且閃爍頻率
為 20~40fpm 的 LED 燈，
以減少吸引鳥類靠近的
可能性。 

(2) 本計畫將持續蒐集並參
考國外有關不同風機色
彩是否可降低鳥類撞擊
風險之研究，及利用自動
聲光系統促使鳥類與風
機保持距離之產品，並與
時俱進，參考國際上已知
對生態最有效及最友善
之設計及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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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8/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鳥
類
生
態 

   對候鳥的影響
本計畫的 8 次岸鳥調查記錄了超過 9
萬隻次的鳥，並記錄到黑面琵鷺、東
方白鸛、遊隼、小燕鷗、黑嘴鷗、彩
鷸、黑翅鳶、東方澤鷂、唐白鷺、魚
鷹、紅隼、短耳鴞、灰面鵟鷹、鳳頭
燕鷗、大冠鷲、燕鴴、大杓鷸和紅尾
伯勞等保育類物種，顯見本區域海岸
的重要性。 
本計畫風場距離海岸約 40~55 公
里，雖不會對鳥類在海岸的活動造成
直接衝擊，但這些候鳥的遷徙路線是
直穿海峽通過風場、或是由台灣南北
端出入並沿海岸飛行，目前相關資訊
極度匱乏。本計畫在進行海上船之調
查時，曾在風場內記錄到魚鷹、紅領
瓣足鷸、家燕等 3 種候鳥，以及為數
不少的鷸鴴類，顯示至少有部分鳥種
的遷徙會通過風場；雖然目前所記錄
到的種類與數量均不多，且飛行高度
均低於風機葉片的旋轉高度，但已知
大部分的鷸鴴類及燕雀目候鳥主要
在夜間遷徙，這些候鳥的遷徙路線是
否通過風場、通過的族群數量、飛行
的高度等均屬未知，未來需持續關注
這些議題。

(3) 將優先選用較大風
機，以降低鳥類影
響。 
A. 風 機 大 型 化 規

劃，單機裝置容量
採 6~9.5MW。 

B. 風機間距部分，平
行盛行風間距至
少為葉片直徑 7
倍(1,057~1,148 公
尺)，非平行盛行
風間距至少為葉
片 直 徑 5 倍
(755~820 公尺)。

C. 與相鄰風場間距
至少為葉片直徑 6
倍 (906~984 公
尺)。 

D. 風機葉片距離海
面高度至少 25
米。 

2. 將依監測計畫以船隻目
視調查執行鳥類監測。

 

   鳥類撞擊評估
 以 6MW 風機配置、0.98 的迴避

率進行保守評估，則海龍二號風
場保育類全年的撞擊量估值分別
約為玄燕鷗 9 隻、白眉燕鷗 31 隻
和鳳頭燕鷗 1 隻。 

 以 8MW 風機配置、0.98 的迴避
率進行保守評估，則海龍二號風
場保育類全年的撞擊量估值分別
約為玄燕鷗 8 隻、白眉燕鷗 25 隻
和鳳頭燕鷗 1 隻。 

 就鳥種而言，風場範圍內以鷸鴴
類與燕鷗類鳥種遭受到風機撞擊
的年隻次相對其他鳥種較多。 

 就季節分布而言，九月發生的鳥
類撞擊隻次相對較多，其次為三
月。九月受到衝擊的主要鳥種為
燕鷗類，三月則以遷徙通過的鷸
鴴類為主。 

 就風機配置而言，8MW 配置所造
成的鳥類撞擊量較 6MW 配置
少，不過差異並不大。使用 8 MW
的風機，單支風機的旋轉半徑略
大，轉速也較快，會對鳥類造成
較大的威脅，但其所需架設的風
機支數較少，因此導致的整體衝
擊略小。 

 降低風機撞擊效應 
依歐洲經驗，風機上若設
置太多警示燈光有吸引鳥
類靠近之虞，風機架設完
成後，將於風場最外圍之
風力機組設置航空警示
燈，實際設置數量需依屆
時所規劃之風力機組配置
而定。 
警示燈光以符合民航局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
燈設置標準」設置，並取
得民航局同意函，燈具選
擇可切換紅白光且閃爍頻
率為 20~40fpm 的 LED
燈，以減少吸引鳥類靠近
的可能性。 
依據民航局頒布之『航空
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
標準』第十七條規定，風
力發電機支撐結構物應使
用 A 型中亮度障礙燈，其
設置應符合水平方向設置
間距應不超過九百公尺且
位於最角落或最外圍之發
電機支撐結構物應予設
置，故未來本計畫將於風
場最外圍之風力機組設置
航空警示燈，設置數量需
依屆時所規劃之風力機組
配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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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9/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鳥
類
生
態 

  －  觀測風場中鳥類活動 
1. 將擇一海上變電站，設計適當空間做為研調平

台，開放給相關單位，方便日後各項研調計畫或
監測作業使用，例如架設雷達、紅外線攝影機等
進行鳥類觀測調查或海上鯨豚調查研究。此項作
為確實可方便相關單位進行研究調查工作，對於
臺灣海域生態或海上鳥類生態環境的了解確有幫
助性，可視為本計畫之環境友善作為，也可提升
臺灣海域或海上鳥類生態環境了解。 

2. 本計畫將於風場適當地點安裝至少 1 個高效能雷
達，並將回傳資料處理。監測資料會公開於本開
發單位網站。 

3. 風場將擇三處適當位置設置高效能錄影機，記錄
風場內鳥類的活動。 

4. 海龍案(本案) 、大彰化案及海鼎案將聯合設置鳥
類監測系統，將於每個風場中設置一處監測系
統，包含熱影像、音波麥克風及高效能雷達等儀
器或屆時更高效能監視系統，以觀測鳥類活動情
形。三開發集團亦將共享監測結果，以分析不同
方向之鳥類活動情形，實際設置位置將依據風場
設置的順序以及風機配置選擇適切位置。 

5. 若風場位於主要的鳥類遷徙路徑，則於取得電業
執照之次年度執行一次鳥類繫放衞星定位追蹤作
業或雷達調查分析。之後每 5 年進行一次相同作
業。 

 將依監測計畫以船隻目視調查執行鳥類監測。 

 

漁  

業  

資  

源 

   施工期間的
工作船與漁
民的海上作
業船隻有碰
撞的風險。

 本計畫施工
時所引起之
噪音、水質
改變等環境
之變化，可
能會造成魚
類與海洋生
物棲息地改
變與破壞之
現象。 

 施工期間的
打樁對魚類
有 驅 離 效
應，但在施
工完畢後，
魚類大多就
會回到風場
內。 

 施工前 
1. 監測計畫 

(1) 施工前執行一次風場範圍漁業資源背景調查
資料（含漁船數目、漁業活動形式、魚種、漁
獲量等），並提出指標物種，作為營運後影響
比較依據及漁業活動管制參考。 

(2) 施工前將於預計風機位置一處執行 1 次水下
攝影，以最先施作的風機進行調查。 

 施工期間 
1. 本計畫海底防淘刷保護將不會採用對海域生態影

響較大之拋石措施，且未來本計畫若經設計考量
需設置防淘刷保護時，將選用能增強藻類及生物
附著能力之人造墊塊為原則，以彌補因海底硬鋪
面增加所消失棲息地環境。 

2. 本計畫風場以漸進式方式進行打樁作業，將於一
座風機打樁完成後再移至下一座風機進行打樁，
不會有同時 2 部以上風機進行打樁作業，且海龍
二號風場與海龍三號風場將不會同時進行打樁作
業，以減少海域大規模施工。 

3. 打樁期間選擇與施工前調查同一風機位置於打樁
後執行 1 次水下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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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0/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漁  

業  

資  

源 

   本計畫風力機組基座自海底聳

立，有效高度較一般人工魚礁更

高，期望聚魚效果更佳。此外，

由於目前的風場附近都無任何

保護礁，最近的保護礁(王功、

福寶)離本風場尚有 15 海浬，因

此本風場未來可能單獨或與鄰

近風場形成保護區的效應。根據

多年來在彰化魚礁區的調查推

估，未來應可吸引與保護更多的

高經濟魚類如石鱸科、笛鯛科、

石鯛科、鮨科(石斑類)、臭肚魚

科等魚類棲息與繁殖，未來風場

也能因溢出效應而在設置後的

數年為鄰近各縣市漁民帶來永

續利用的保護礁效應，有助於風

場周遭範圍的漁獲量，這是風場

營運時的正面影響。 
 本計畫風場非位於漁業各漁法

(刺網漁業、底拖漁業、一支釣

漁業及其他 )之主要作業區域

範圍。刺網漁業及底拖漁業方

面，風場之建置能抑制大陸籍的

雙拖漁船在近海海域作業，也間

接保護台灣近海的魚類群族。一

支釣漁業方面，本風場非一支釣

休閒漁業的釣場。其他漁業(含
地曳網、石滬、流袋網與待袋網)
作業區皆位於潮間帶，所以風機

的設立並不影響彰化其他漁業

的作業。 

 離岸風機本身的結構物及基座

表面會有附著生物生長，可提

供食物、棲息、庇護、孵育及

路標的功能，使原本沙泥軟底

質的棲地改變為岩礁硬底質之

棲地，物種數可能增加。結構

物提供庇護功能及定向功能，

可提高魚類的存活率。 
 離岸風場多少會發揮「海洋保

護區」的效果，使魚類可以有

一個可以棲息及繁衍的場所或

庇護所，提高存活率及成長

率，當魚源多時會有溢出效應

(spillover) 而補充到附近的漁

場，供漁民永續利用。 
 營運後前二年將選擇與施工前

調查同一風機位置，每季執行 1
次水下攝影以觀測風機底部聚

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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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1/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鯨 

豚 

   本計畫風場
預定地為彰
化外海，非
位於中華白
海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
環境範圍。
依據本計畫
風場外鄰近
海域之鯨豚
調 查 結 果
( 海龍三號
離岸風力發
電計畫)，僅
於 105 年 7
月及 106 年
2 月曾於風
場外鄰近海
域分別記錄
到 1 群疑似
印太瓶鼻海
豚，該群印
太瓶鼻海豚
被發現時即
迅速下潛，
無法進行追
蹤。考量施
工打樁期間
將是對鯨豚
影響最大的
時期，故該
期間將以具
體之減輕對
策減輕對鯨
豚的影響。

 本計畫施工
期間水下噪
音模擬評估
之結果，可
符合離岸風
力發電機組
水下噪音評
估作業要點
(草案 )中規
定:「於距離
音源處 750
公尺距離之
聲曝值應低
於 180dB。」

 施工前
本計畫將於施工前一年於風場範圍選擇 2 站進行
水下噪音調查(含鯨豚聲學監測)，調查時間將執行
一年四季，每季一次且每季連續 14 天，以充分掌
握水下噪音長期背景值。 

 施工期間 
經由本環境評估調查及比對白海豚公告保育範
圍，本計畫區域為鯨豚類活動頻率甚低之區域，然
本計畫仍基於環境保護原則擬定保護對策，相關內
容如下： 
1. 依海底地質及工法許可的條件，本計畫選用打樁

噪音較小的套筒式基樁型式(Jacket Type)。 
2. 本計畫風場以漸進式方式進行打樁作業，將於一

座風機打樁完成後再移至下一座風機進行打
樁，不會有同時 2 部以上風機進行打樁作業，且
海龍二號風場與海龍三號風場將不會同時進行
打樁作業，以減少海域大規模施工。 

3. 打樁前預防措施 
(1) 參照本計畫打樁期間監測作業所採行之「聲

音監測法」及「人員監看法」確認警戒區內
連續 30 分鐘無鯨豚活動後，方可開始打樁。

(2) 採漸進式打樁，由低打樁力道開始，慢慢增
加到全力道，此過程至少需要 30 分鐘。 

(3) 本計畫承諾不使用聲音驅趕裝置。 
(4) 「日落前 1 小時後至日出前不得啟動新設風

機打樁作業」且所有打樁作業（包含施工現
場的吊樁及翻樁作業）必須在施工船上全程
錄影，錄影畫面應顯示拍攝的日期與時間，
錄影資料應保存備查至少 5 年。 

4. 打樁期間對策 
整個打樁期間將以聲音監測法、人員監看法(或
熱影像儀)進行監測。 
以打樁地點為中心，採半徑 750 公尺範圍內作為
警戒區，半徑 750 至 1,500 公尺範圍作為預警區。
打樁期間，一旦於警戒區範圍內發現有鯨豚活
動，施工單位即應在無工程安全疑慮情況下停止
打樁，等待鯨豚離開警戒區 30 分鐘後，再採取
漸進式打樁慢慢回復到正常打樁力道繼續工
程。若發現鯨豚進入預警區則觀察記錄其移動方
向，確認海豚是否有往警戒區移動。 
所謂“無工程安全疑慮情況下停止打樁＂係指
當有鯨豚進入 750m 警戒區內，且同時滿足下列
兩種條件之情況將停止打樁： 
 基樁已有足夠深度，無須施工船隻輔助，足

以支撐自體至下次啟動打樁作業，而不會造
成工程安全危害。 

 施工區域海氣象環境良好，不致因停止打樁
而導致施工人員及船隊可能暴露於惡劣天候
條件下。 

(1) 聲音監測法 
打樁期間將於距打樁位置 750 公尺處四個方
位，全程執行設置水下聲學監測設施，持續
偵測是否有鯨豚在附近活動。 

(2) 人員監看法 
於施工船上配置至少 3 位以上之鯨豚觀測員
(至少 1位為民間生態團體成員)於基礎打樁過
程全程執行目視觀察，觀察範圍必須涵蓋 4
個方位之警戒區(750 公尺內)和預警區(750 公
尺~1,500 公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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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2/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生    

態 

鯨 

豚 

   本計畫模擬風場
周界 4 個點位
M1~M4 之水下
噪音，經減噪措
施後各點聲源往
開放海域傳播之
方位要衰減至
170 dB 之距離均
在 100 公尺以
內，衰減至 160 
dB 之距離均在
300 公尺以內，
以及由打樁點距
離 750 公尺處之
聲 壓 值 介 於
151~154 dB。 

(3) 熱影像儀調查法
如有夜間打樁活動，將於施工船上裝載熱
影像儀持續監測，以確認沒有鯨豚進入警
戒區。 
本計畫以白天進行打樁作業為原則，日落
前 1 小時後至日出前不得啟動新設風機
打樁作業，惟考量工程必要性和安全性，
若打樁作業係於日落前 1 小時以前即已
開始，則應可在工程必要性和安全性考量
下，允許單部機組夜間持續打樁完成。

5. 打樁噪音監測 
離岸風力發電機組施工期水下噪音評估方
法及閾值，除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任務小
組檢討研提本土規範辦理外，至少應採用德
國 StUK4(2013)的環評標準[1]，測量方式參
照附件技術指引[2]，模擬方法參考附件技
術指引[3]，量測方法及閾值如下： 

(1) 在距離打樁位置外 750 公尺處選擇合理
方位全程執行設置 4 座水下聲學監測設
施並分布於 4 個方位，持續監測打樁水
下噪音值。 

(2) 於 750 公尺監測處，水下噪音聲曝值
(SEL)不得超過 160dB re 1µPa2s，作為影
響評估閾值。 
若未來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
定水下噪音最大容忍值，本計畫將承諾
依照最新法規執行。 

(3) 在計算水下噪音聲曝值(SEL)時，採用單
次打樁事件為基準，每次以 30 秒為資料
分析長度，計算出打樁次數 N 及平均聲
曝值(equivalent SEL 或 average level，簡
稱 Leq30s)，再換算成「單次(30 秒內平
均每次)打樁事件的 SEL」，作為判斷是
否超過閾值的數據。 

6. 減噪措施 
打樁期間將全程採行申請開發時已商業化
之最佳噪音防制工法 (如氣泡幕 (Bubble 
Curtain)，如圖 8.1.2.1-2)，惟實際仍將以打
樁當時已商業化之最佳噪音防制工法為優
先。 

7. 船速管制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含預
告)及邊界以外 1,500 公尺半徑內施工船隻
船速將管制在 6 節以下，且盡可能避免在中
華白海豚活動高峰時間進入已知之中華白
海豚活動密集位置，航道劃設也將避開敏感
區位。 

8. 施工階段鯨豚生態調查頻率採每年 20 趟次
(非僅限於 4-9 月執行，調整前應依法申請
變更)。

   營運階段水下噪
音模擬結果可
知，風機運轉噪
音於 400 公尺
外，即可衰減約
40dB，不會造成
鯨豚暫時性聽力
損失。 

 將擇一海上變電站，設計適當空間做為研調平
台，開放給相關單位，方便日後各項研調計畫
或監測作業使用，例如架設雷達、紅外線攝影
機等進行鳥類監視或海上鯨豚之調查研究。 

 營運階段鯨豚生態調查頻率採每年 20 趟次(非
僅限於 4-9 月執行，調整前應依法申請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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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3/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景 

觀 

及 

遊 

憩 

景 

觀 

及 

遊 

憩 

   本工程計畫施工階段，將有

施工機具及載運材料卡車

進出，其所衍生之交通量將

對周邊道路造成可及性之

影響，影響各遊憩點遊憩環

境品質；應避免上下班及連

續假日施工道路的使用，並

研擬施工道路計畫以減低

施工期間之交通衝擊。 

 風力發電機組施工期間，材

料堆置或整地後裸露地表

將改變視覺印象；風力機組

架設時，對於鄰近的遊憩據

點可能會影響遊客之遊憩

體驗。 

 施工機具與材料以及廢棄材料的臨

時堆置必須考量施工期間整體景

觀，配合施工放置整齊。 

 重機設備進出工地，避開遊憩活動

尖峰期或假日，非不得已執行施工

交通管制時，事先規劃引導標示替

代道路。 

 施工場所與交通幹道出入口，增設

臨時轉彎迴車空間及指示牌號誌，

每逢遊憩活動產生之交通尖峰時

刻，由施工單位派員協助疏導交通

車流。 

 影響道路之路面將注意揚塵予以灑

水，降低對鄰近遊憩據點品質的影

響，減輕過往遊客的不愉快體驗。

 鄰近主要遊憩動線道路或其他道路

之路面，若因施工車輛與機具搬運

所造成之毀損，將隨時補強修復，

以免影響遊客自用車輛或遊覽車之

行駛。 

 

   由於本計畫風機群距離相

當遙遠，對於陸地上的觀賞

者可視性相當有限，視覺影

響程度相當有限。 

 完工營運後，將恢復原本之

主要交通動線，且風力發電

機組距離遙遠，不至影響觀

賞者視覺體驗，對於鄰近遊

憩據點的遊客人潮影響程

度亦不顯著。 

 本計畫風機離岸最近距離達 40 公

里，已採「預防原則」消彌對沿岸

居民及遊客視覺品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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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4/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

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社
會
經
濟 

土
地
使
用 

   風場海域土地取得規劃
1. 依據「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法」及「中華民國專屬

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宣示我國領海主權、鄰接
區、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的權利，自基線向外
起，我國擁有 12 海浬領海，緊接領海外側有 12 海浬
鄰接區、200 海浬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上覆水域。 

2. 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海岸一定限度內
之土地不得為私有。而內政部（78）內地字第 727170
號函釋，該條規定係指所有權不得為私有，並未規定
不得提供私人使用因此海域地區國有土地係屬國有
非公用財產。 

3.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104 年 7 月 2 日 (能技字第
10404015571號)公告之「離岸風力發電場址規劃申請
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申請人於取得通過或有條
件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後，應於三日內以書
面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收受通知後，得予以申請
人備查同意函並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理海地
同意使用事宜。 

 海底電纜路線 
海底電纜路線劃定需依「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維護
變更海底電纜或管道之路線劃定許可辦法」規定提出應
檢附之文件向內政部地政司方域科提出申請。故舖設海
底電纜線路僅需向主管機關提出路線劃定申請經審核即
可，不需取得舖設路線所經過之土地。 

 陸上連接站及降壓站 
本計畫離岸風力機組產生之電力經海上變電站升壓至
245kV 後，以海底電纜連接至岸上連接站，再連接至自
設陸上降壓站降壓至 161kV 後併入台電彰濱 E/S 變電所
(或因應共通廊道新增規劃，亦可能併入台電彰工升壓
站)。本計畫預定於臨近海底電纜上岸點附近設置陸上連
接站，於彰濱超高壓變電所附近自設陸上降壓站，將向
相關單位以申請、租用或購入方式取得土地使用許可。 

 輸電線路設置 
電業法第五十一條：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
私有林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
置線路，但以不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
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陸域上目前架空輸電
線路是以無償方式通過公私有土地，地下電纜視情況為
無償或支付使用費等，而鐵塔基地得以協議價購、租賃、
使用借貸等私權行為取得架設權，本計畫之陸上輸電線
路以地下電纜方式自連接站至台電彰濱 E/S 變電所，所
經路徑將以既成道路為主要考量，陸纜總長度約
2.32~8.75 公里；或因應共通廊道新增規劃，亦可能併入
台電彰工升壓站。 

 陸上組裝場 
為符合陸上組裝場地作業面積需求，並考量海上作業船
機載運停泊之方便性與時效性，以及海上經濟運距時
程，陸上裝配場址目前規劃以台中港為第一優選方案，
進行洽租規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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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5/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

註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社
會
經
濟 

就
業
及
經
濟
環
境 

   本計畫區預估施工期間尖峰每日所需施工人力約

30 人。由於大部分工程委由國內土木、水電、機械、

電機等業者施工，除技術性工作外，將儘量聘用當

地勞工，部分為外地進駐人口，對當地人口影響輕

微。 
 施工期間對於公共設施之需求主要以醫療體系為

主，本計畫將利用場址附近之地區醫院或診所作為

緊急意外事件救助之處。 
 施工期間對就業所造成之影響，可分為直接就業及

間接就業兩方面。直接就業為施工期間所需之建廠

人力，包括管理技術人員及當地營建工人或來自外

地聘僱人員，對營造業產生的就業有輕微的正面影

響。間接就業則為因引入有關工作人員創造中游產

業的繁榮。 
 本計畫除依循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已於民國 105 

年 11 月 30 日發布「離岸式風力發電廠漁業補償基

準」之補償基準，未來本開發單位將遵行該基準補

償因本開發案而蒙受損失之漁民，依規定該補償金

總額之百分之十費用，將作為漁會協助處理及發放

等事宜之行政管理費。 
 風力發電設置對鄰近縣市經濟環境及整體國家利益

均有正面影響。 

－ 

   未來風機施工完成後的運轉與維護，本公司亦會在

可行的條件下優先與漁會成立之服務公司合作由服

務公司提供人員機具運補、作業警戒等服務，進行

本計畫風場之維護巡修。本計畫營運期間風力機組

運轉屬全自動監控系統，由本公司直接監控風力發

電機組之運轉，與風力場址保持即時連線，藉以即

時取得風力場址運轉實況，並記錄相關運轉數據。

除維修時有監控維修人員至風力機組內維修外，平

常無操作人員在區內，對附近區域人口無影響。 
 運轉期間風力機組屬全自動監控系統，無現場操作

人員，故不影響相關公共設施之供給。 
 運轉期間在條件許可下，優先雇用當地之漁船，進

行風場維修時之海上戒護，對當地就業機會有正面

影響。 
 本風力發電計畫係利用彰化縣外海豐富之風力資源

產生電力，營運後可以提供教育觀摩及海上風場參

觀的標的，因此風力機組興建完工後，有助於本地

區觀光事業之發展。 
 風力發電設置對鄰近縣市經濟環境及整體國家利益

均有正面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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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6/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社

會

經

濟 

交   

通 

   本計畫陸域輸電系統工程及升壓
站工程之剩餘土石方載運車輛運
輸頻率分別約為每小時 4 車次(單
向)及 3 車次(單向)，另外進出工
區可能衍生的車輛還包括施工材
料的載運(以大貨車每小時單向 2
車次推估)及施工人員增加所衍
生的車輛(以汽機車每小時單向
30 車次推估)，則衍生車旅次每小
時合計為 39 車次(單向)。 

 施工期間對主要進出道路沿線之
平日、假日尖峰路段服務水準評
估仍可維持在 A 級。 

 由於施工期間之大型作業船機數
量較多，且頻繁航行往來於工址
至台中港間海域，考量船機航行
安全與作業順利，應規劃安全航
道供作業航行船機運航，避免妨
礙鄰近漁船或進出台中港船舶安
全。 

 妥善安排各項施工車輛運輸時
間，將避開尖峰時段，避免干
擾工區附近之交通狀況。 

 加強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之
宣導。 

 協調當地交通及道路主管機關
設置交通號誌、標誌、標線，
或進行號誌時制調整，並加強
交通疏導與違規取締。 

 於工區前設置適當標誌，預警
車道縮減、禁止變換車道或減
速。 

 於重要路口及民眾出入頻繁路
段，設置明顯之交通號誌、警
示及安全標誌等，並派專人負
責交通指揮及疏導，保持交通
動線流暢。 

   本計畫營運期間因風力機組運轉
採用全自動監控系統且位於離
岸，除維修時有維修人員至風力
機組區內維修外，平常無操作人
員在區內，故營運期間主要衍生
交通量為位於彰濱工業區崙尾區
之陸域降壓站及位於彰濱工業區
或台中港區之運維中心工作人員
通勤所使用之交通機具。因營運
期間風場及陸域設施皆係以自動
化監控系統為主，工作人員預估
為 50 人(降壓站 10 人、運維中心
40 人)，以每部車乘載 1 人保守計
算，則陸上降壓站及海上風機等
維護作業人員所增加衍生之交通
車次分別約為每小時 10 車次(單
向)及 40 車次(單向)，評估於營運
目標年(民國 111 年)對交通環境
之影響衝擊，主要運輸道路之道
路仍可維持在 A 級路段服務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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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7/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社
會
經
濟 

船
舶
碰
撞
風
險 

   漁業活動相關的影

響或干擾 

施工船舶的航路規

劃與漁業活動之間

的空間關係大致可

從 漁 船 監 控 系 統

（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的漁

船航跡密度，以及以

低速移動之 AIS 軌

跡密度看出。 

從高雄港至澎湖水

道這段會遭遇一些

從將軍漁港與興達

港出發至西部漁場

作業的航行漁船；從

澎湖水道到臺中港

這段則已避開漁船

作業區。低速 (<2

節)AIS 船舶軌跡密

度來自停泊漂航的

船舶或是低速作業

的漁船，而規劃之航

路已盡量避開其影

響。 
 

 施工期間
1. 港區 

(1) 船隻將定期進行機械設備維護。 
(2) 廢(污)水及廢機油，將依據相關水污染

防治法規定辦理。 
(3) 機具及船隻維修廢水為含油脂性較高

之廢水，將收集後集中處置或採用最
佳管理方式(BMP)予以處理。 

2. 航道 
(1) 由於施工期間之大型作業船機數量較

多，且頻繁航行往來於工址至工作碼
頭間海域，考量船機航行安全與作業
順利，將規劃施工船舶航路供作業航
行船機運航，避免妨礙鄰近漁船或進
出台中港船舶安全。 

(2) 規劃於工址至工作碼頭間規劃一條施
工船舶航路。施工單位於施工前須提
送港務公司核備，並公開發佈於各港
口與相關漁、商船公會等單位。 

(3) 通知航行該海域之各種船隻注意，避
免海事事故發生。 

(4) 大型工作船進行運送時，兩側規劃備
有船隻進行警戒。而相關施工船機未
來需配合承包廠商之相關船機特性進
行施工管理與規劃。 

3. 作業場址 
(1) 本計畫開發期間所使用之工作船舶皆

由專業團隊調度執行，並且進行妥善
之船舶安全檢查，其作業範圍即為各
風場場址，皆將依據核備之施工航道
來行駛。 

(2) 本計畫未來施工時若發生漏油事件，
開發單位與施工船隊將會協同合作以
防止污染擴大情事。且於施工期間為
避免非工作船隻進入施工區發生擦撞
等意外事件，造成漏油等污染，將設
置施工範圍警示設施，以避免碰撞意
外發生。 

(3) 船舶之廢（污）水、油、廢棄物或其
他污染物質，除依規定得排洩於海洋
者外，將留存船上或排洩於岸上收受
設施。 

(4) 使用之工作船壓艙水設置壓艙水處理
設備，妥善處理後排放。 

(5) 若船隻有意外事件致污染海域或有污
染之虞時，將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
或減輕污染，例如設置攔油索縮小污
染範圍，以汲油設備收集海上浮油，
並即通知當地航政主管機關、港口管
理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 

(6) 選用狀況良好之施工機具及船隻，作
好定期、不定期保養維護工作，並留
存保養記錄，以減少排放廢氣之污染
物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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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8/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社

會

經

濟 

船
舶
碰
撞
風
險 

   航運相關的影響或干擾 
AIS 歷史航跡密度分布呈現
的是 2015 年西部離岸風電
開發尚未啟動的狀況。隨著
離岸風電區塊開發的推動，
未來的航道規劃將使得航運
路線往西偏移。施工船舶的
航路規劃大致避開現有船舶
密集區而位於未來航道規劃
的位置，且遵循分道航行的
方向。主要的會遇位置在於
從臺中港至本計畫場址時與
南北向穿行交通的交叉相
遇；從高雄港至臺中港時，
與進出麥寮港以及澎湖與本
島之間的馬公-布袋/龍門-布
袋航線的交叉相遇。 

(7) 嚴格要求承攬商施工機具及船
隻採用符合管制標準之油品。

(8)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相關規
定，設置防止污染設備，並不
得污染海洋；如發生海難或因
其他意外事件，致污染海域或
有污染之虞時，船長及船舶所
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
除或減輕污染，並即通知當地
航政主管機關、港口管理機關
及地方主管機關。 

(9) 如發生意外事故，將依「重大
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及
「水污染事件緊急應變聯防體
系作業要點」通報相關主管機
關(航管局、彰化縣政府、彰化
縣環保局)，並且配合應變措施
作業提供相關圖資及派遣熟悉
發生污染設施之相關人員協助
處理。 

 營運期間 
1. 對於避免無動力漂流船隻之碰撞

事故，營運管理單位將與海巡、港
務及防災單位等建立相互快速通
報機制，俾利在事故發生時，能夠
及時通報，獲得充裕之應變與減災
時間，減少碰撞事故的發生，並降
低災害損失。 

2. 對於避免動力航行之船隻碰撞方
面，相關措施包括設置相關警示設
施。由於風力發電廠維護船隻碰撞
風險亦相當高，故亦將加強維護船
隻之操船訓練，減少維修船隻泊靠
之碰撞，或採用輕量化之補給與維
修船舶。  

3. 在減災方面，災害應變措施將達到
即時通報、迅速防災、有效減災之
目的。採用護舷材料，可減少碰撞
能量以降低災害。 

4. 離岸風力電廠設置時，將成立專責
單位，負責施工、營運及維護等各
階段之海上安全，並協同該區域之
海巡、港務、漁業、防災及相關機
構，研擬海上安全與災害應變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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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29/29) 

環境
類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備註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文
化
資
產 

文
化
資
產 

   陸域田野調查結果顯示，並未在
海纜上岸點與陸纜沿線及周圍地
區發現具有文化歷史價值之建築
或考古遺址、遺留等，並與現有
的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相距甚
遠。綜合評估陸纜對有形及無形
文化資產未有直接影響。 

 在海域探測部分，探測結果顯示
風場所在海域海床上具有12處聲
納目標物(sonar contact)。其中聲
納目標物分佈在水深 40~54 公尺
的水域，目標物尺寸大小不一，
探測報告描述推測以礫石或廢棄
物為主。 

 本調查已依文化部「水下文化資
產保存法」及「水域開發前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及處理辦法」等法
規提送「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
供文化部審查，並於 105 年 12 月
28 日通過文化部審議。 

 本籌備處已於民國 106 年 6 月 29
日向文化部提送「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計畫書」，並歷經民國 106 年
7 月 6 日、8 月 3 日、9 月 11 日三
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於民國 106
年 9 月 29 日通過文化部審議。於
民國 106 年 11 月 10 日提送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書(最終版)供
文化部文資局備查。 

 本計畫調查結果顯示，並未在計
畫範圍陸域及海域發現明顯且具
文化歷史價值之文化資產。 

 施工前
1. 每一個風機位置進行鑽孔取
樣，並將取得之岩心或岩心
照片委由合格考古人員進行
判讀，以瞭解其下是否有文
化資產存在。 

2. 調查結果發現疑似水下文化
資產對象，將由水下專業考
古人員確認。 

3. 風場範圍內若發現有疑似水
下文化資產目標物且無法確
認時，將配合調整風機設置
位置至無水下文化資產目標
物處。 

 施工期間 
1. 海上 
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57 條、77 條、88 條、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相關辦法辦理。發現疑似
水下文化資產時，應即停止
該影響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
活動，維持現場完整性，並
立即通報主管機關處理。但
為避免緊急危難或重大公共
利益之必要，得不停止該活
動，並應於發現後立即通報
主管機關處理。 

2. 陸上 
(1) 施工期間將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 條、57
條、77 條、88 條等相
關規定辦理，營建工程
或其他開發行為進行
中，發見具古蹟、歷史
建築、紀念建築及聚落
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
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
發行為之進行，並報主
管機關處理。發見疑似
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
工程或開發行為之進
行，並通知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發見具古物價值者，應
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
為之進行，並報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第六十七條審
查程序辦理。發見具自
然地景、自然紀念物價
值者，應即停止工程或
開發行為之進行，並報
主管機關處理。 

(2) 本計畫於降壓站及纜
線施工開挖期間，委請
合格考古人員進行每
日施工監看。    



第 十一 章 
是否應繼續進行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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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是否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表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19條檢討說明如下，依各項物化環境、生態

環境、交通、文化等環境影響評估結果，本計畫對環境無顯著重大環境影響，

不需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表11-1 是否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表 
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

不利之衝突且不相容者。 
本計畫與鄰近離岸風力開發計畫之風場位置

並無重疊。評估後本計畫開發與周圍之相關

計畫，並無顯著不利衝突且不相容之情形。 

P.6-1~24 

二、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

顯著不利之影響者。 
本計畫為點狀開發，無大面積施工，各項目

評估結果影響輕微，對環境資源及環境特性

無顯著不利影響。 

P.7-1~290 

三、對保育類或珍貴稀有動植物

之棲息生存，有顯著不利之

影響者。 

(一)陸域植物 
本區域特有植物有臺灣欒樹、臺灣虎尾

草、臺灣海棗3種，稀有植物只有繖楊1
種，屬於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

錄之物種，但為人工植栽，且未名列「

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附之臺灣地

區植物稀特有植物名錄中，且皆不在陸

域工程施工範圍，評定對稀特有植物為

沒有影響。 
(二)陸域動物 

陸域哺乳類、兩棲類、爬蟲類、蝴蝶與

蜻蜓類均無保育類物種。 
(三)鳥類 

陸域保育類鳥種計有5種，包括屬於珍

貴稀有保育類的小燕鷗、紅隼與黑翅鳶

，以及屬於其他應予保育類的燕鴴與紅

尾伯勞。 
海上鳥類調查之保育類物種方面，有珍

貴稀有保育類白眉燕鷗、玄燕鷗與鳳頭

燕鷗三種。 
海岸鳥類調查之保育類物種方面，瀕臨

絕種保育類的黑面琵鷺、東方白鸛、遊

隼，屬於珍貴稀有保育類的小燕鷗、黑

嘴鷗、彩鷸、黑翅鳶、東方澤鷂、唐白

鷺、魚鷹、紅隼、短耳鴞、灰面鵟鷹、

鳳頭燕鷗、大冠鷲，以及屬於其他應予

P.7-164~201
P.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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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保育類的燕鴴、大杓鷸和紅尾伯勞。 
大洋性鳥類活動的面積非常廣闊，推測

風場開發對其造成的棲地喪失效應不至

於太顯著；且這些物種大多貼近海面飛

行，在本風場中觀測到的飛行高度記錄

均在5公尺以下，因此大洋性鳥類即使

進入運作中的風場，受到風機撞擊致死

的危險性也很低。 
(四)鯨豚 

本計畫風場預定地為彰化外海，非位於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依據本計畫於風場範圍內之實際鯨豚

調查結果，僅於105年7月及106年2月曾

於風場外鄰近海域分別紀錄到1群疑似

印太瓶鼻海豚，皆為移動中的族群。考

量施工打樁期間將是對鯨豚影響最大的

時期，故該期間將以具體之減輕對策減

輕對鯨豚的影響： 
 施工前 

本計畫將於施工前一年於風場範圍選

擇 2 站進行水下噪音調查(含鯨豚聲學

監測)，調查時間將執行一年四季，每

季一次且每季連續 14 天，以充分掌握

水下噪音長期背景值。 
 施工期間 

經由本環境評估調查及比對白海豚公

告保育範圍，本計畫區域為鯨豚類活

動頻率甚低之區域，然本計畫仍基於

環境保護原則擬定保護對策，相關內

容如下： 
1. 依海底地質及工法許可的條件，本計

畫選用打樁噪音較小的套筒式基樁

型式(Jacket Type)。 
2. 本計畫風場以漸進式方式進行打樁作

業，將於一座風機打樁完成後再移

至下一座風機進行打樁，不會有同

時 2部以上風機進行打樁作業，且海

龍二號風場與海龍三號風場將不會

同時進行打樁作業，以減少海域大

規模施工。 
3. 打樁前預防措施 

(1) 參照本計畫打樁期間監測作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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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採行之「聲音監測法」及「人員監

看法」確認警戒區內連續 30 分鐘

無鯨豚活動後，方可開始打樁。 
(2) 採漸進式打樁，由低打樁力道開

始，慢慢增加到全力道，此過程

至少需要 30 分鐘。 
(3) 本計畫承諾不使用聲音驅趕裝

置。 
(4) 「日落前 1 小時後至日出前不得

啟動新設風機打樁作業」且所有打

樁作業（包含施工現場的吊樁及翻

樁作業）必須在施工船上全程錄

影，錄影畫面應顯示拍攝的日期

與時間，錄影資料應保存備查至

少 5 年。 
4. 打樁期間對策 

整個打樁期間將以聲音監測法、人

員監看法(或熱影像儀)進行監測。 
以打樁地點為中心，採半徑 750公尺

範圍內作為警戒區，半徑 750 至

1,500 公尺範圍作為預警區。 
打樁期間，一旦於警戒區範圍內發

現有鯨豚活動，施工單位即應在無

工程安全疑慮情況下停止打樁，等

待鯨豚離開警戒區 30 分鐘後，再採

取漸進式打樁慢慢回復到正常打樁

力道繼續工程。若發現鯨豚進入預

警區則觀察記錄其移動方向，確認

海豚是否有往警戒區移動。 
所謂“無工程安全疑慮情況下停止

打樁＂係指當有鯨豚進入 750m 警戒

區內，且同時滿足下列兩種條件之

情況將停止打樁： 
 基樁已有足夠深度，無須施工船

隻輔助，足以支撐自體至下次啟

動打樁作業，而不會造成工程安

全危害。 
 施工區域海氣象環境良好，不致

因停止打樁而導致施工人員及船

隊可能暴露於惡劣天候條件下。 
(1) 聲音監測法 

打樁期間將於距打樁位置 7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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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處四個方位，全程執行設置水下

聲學監測設施，持續偵測是否有

鯨豚在附近活動。 

(2) 人員監看法 
於施工船上配置至少 3位以上之鯨

豚觀測員(至少 1 位為民間生態團

體成員)於基礎打樁過程全程執行

目視觀察，觀察範圍必須涵蓋 4個
方位之警戒區(750 公尺內)和預警

區(750 公尺~1,500 公尺內)。 
(3) 熱影像儀調查法 

如有夜間打樁活動，將於施工船

上裝載熱影像儀持續監測，以確

認沒有鯨豚進入警戒區。 
本計畫以白天進行打樁作業為原

則，日落前 1小時後至日出前不得

啟動新設風機打樁作業，惟考量工

程必要性和安全性，若打樁作業

係於日落前 1小時以前即已開始，

則應可在工程必要性和安全性考

量下，允許單部機組夜間持續打

樁完成。 
5. 打樁噪音監測 

離岸風力發電機組施工期水下噪音

評估方法及閾值，除配合經濟部能

源局所提任務小組檢討研提本土規

範 辦 理 外 ， 至 少 應 採 用 德 國

StUK4(2013)的環評標準[1]，測量方

式參照附件技術指引[2]，模擬方法

參考附件技術指引[3]，量測方法及

閾值如下： 
(1) 在距離打樁位置外 750 公尺處選

擇合理方位全程執行設置 4 座水

下聲學監測設施並分布於 4 個方

位，持續監測打樁水下噪音值。 
(2) 於 750 公尺監測處，水下噪音聲

曝值 (SEL) 不得超過 160dB re 
1µPa2s，作為影響評估閾值。 
若未來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擬定水下噪音最大容忍值，

本計畫將承諾依照最新法規執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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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3) 在計算水下噪音聲曝值(SEL)時，

採用單次打樁事件為基準，每次

以 30 秒為資料分析長度，計算出

打 樁 次 數 N 及 平 均 聲 曝 值

(equivalent SEL 或 average level，
簡稱 Leq30s)，再換算成「單次(30
秒 內 平 均 每 次 ) 打 樁 事 件 的

SEL」，作為判斷是否超過閾值的

數據。 
6. 減噪措施 

打樁期間將全程採行申請開發時已

商業化之最佳噪音防制工法(如氣泡

幕 (Bubble Curtain) ， 如 圖

8.1.2.1-2)，惟實際仍將以打樁當時

已商業化之最佳噪音防制工法為優

先。 
7. 船速管制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含預告)及邊界以外 1,500 公尺半徑

內施工船隻船速將管制在 6節以下，

且盡可能避免在中華白海豚活動高

峰時間進入已知之中華白海豚活動

密集位置，航道劃設也將避開敏感

區位。 
8. 施工階段鯨豚生態調查頻率採每年

20 趟次(非僅限於 4-9 月執行，調整

前應依法申請變更)。 
 營運期間 

1. 將擇一海上變電站，設計適當空間做

為研調平台，開放給相關單位，方

便日後各項研調計畫或監測作業使

用，例如架設雷達、紅外線攝影機等

進行鳥類監視或海上鯨豚之調查研

究。 
2. 營運階段鯨豚生態調查頻率採每年

20 趟次(非僅限於 4-9 月執行，調整

前應依法申請變更)。 
(五)海域生態 

本計畫施工時所引起之噪音、水質改變

等環境之變化，可能會造成魚類與海洋

生物棲息地改變與破壞之現象。 
施工期間的打樁對魚類有驅離效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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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在施工完畢後，魚類大多就會回到風場

內。 
本計畫施工期間水下噪音模擬評估之結

果，可符合離岸風力發電機組水下噪音

評估作業要點(草案)中規定:「於距離音源

處750公尺距離之聲曝值應低於180dB。

」本計畫模擬風場周界4個點位M1~M4
之水下噪音， 12個方位角噪音衰退至

RMS180dB之距離為100~400公尺，遠小

於風力發電機組水下噪音評估作業要點(
草案)之要求。 

經評估本計畫對稀有植物及保育類動物無顯

著不利影響。 
四、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

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

涵容能力者。 

本計畫空氣品質模擬結果，施工階段現場背

景空氣品質加上總增量後，因  PM2.5背景值

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評估之敏感受體與背

景濃度加成後高於空氣品質標準。TSP、
PM10、SO2、NO2現場背景空氣品質加上總

增量後，均可符合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本計畫噪音振動模擬結果，營建噪音及施工

運輸車輛噪音，經與實測背景值合成之後，

各敏感受體皆可符合環境音量標準，噪音增

量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本計畫海域水質模擬結果，海纜模擬點1、
海纜模擬點2、海纜模擬點3以及基礎施工時

懸浮固體對附近海域影響的濃度增量分佈顯

示，海纜施工場區附近範圍(約200公尺處)經
海流等帶動擴散稀釋後懸浮固體濃度最大增

量即迅速分別降為約2.4、2.2、2.4、2.6、
0.38mg/L，距離施工區外500公尺處之懸浮

固體濃度最大增量分別為2.2、2.0、2.0、2.2
、0.35 mg/L，距施工處1,000公尺處之懸浮

固體濃度最大增量分別為1.8、1.6、1.6、1.8
、0.25 mg/L，至於近岸邊則更分別降低為

0.4~0.6、0.2~0.4、0.2~0.4 、0.2~0.3mg/L、
以及無影響。綜合而言，風機基礎設置及海

底電纜舖埋工程僅屬施工期間之臨時性行為

，因此對附近海域之水質影響應屬於局部性

且暫時性的，依施工條件進行數值模擬顯示

其影響之程度亦屬影響有限。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能源風力發電之開

發計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期間僅以天然

P.7-82~105
P.7-106~124
P.7-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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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風力提供機組運轉發電，未使當地環境顯著

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力

。 
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

益或少數民族之傳統生活

方式，有顯著不利之影響

者。 

本計畫風場位於海上區域，海陸纜鋪設完成

將回復原貌，相關陸域設施土地將依法取得

使用權，不影響居民遷移、權益及少數民族

傳統生活方式。 

P.7-226~227

六、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

不利之影響者。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能源風力發電之開

發計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期間僅以天然

風力提供機組運轉發電，並無使用或衍生如

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104年7月3
日修正公告）」第三條所稱之危害性化學物

質，對於鄰近地區居民健康並無增量風險。 

P.7-285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

不利之影響者。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能源風力發電之開

發計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期間僅以天然

風力提供機組運轉發電。各項目評估結果均

符合標準，且影響範圍侷限於場址附近，對

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造成顯著不利影響。 

—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本開發計畫係屬潔淨再生能源風力發電之開

發計畫，營運階段於機組運轉期間僅以天然

風力提供機組運轉發電，並無其他主管機關

認定有重大影響之因素。 

— 

註：請開發單位詳細說明相關調查、預測、分析、評定、資訊公開、公眾參與等評估結果，如尚不足供審查

判斷開發行為對環境是否有重大影響之虞，主管機關將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八條，要求進入第二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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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tandard Acoustic Emission,COPP SWT-4.0-120,Rev.2,SIEMENS 

10. 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工作水下噪音振動

調查、分析期末報告。計畫編號：14950.001.001.0001 

11. G. M. Wenz, “Acoustic Ambient Noise in the Ocean：Spectra and 
Sources“ , J. Acoustic. Soc. Am.Vol. 34, No.12, pp. 1936-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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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海豚棲地的影響」，2016台灣風能學術研討會暨第二期國家能

源計畫(NEP II)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主軸論文集，2016。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 
（附錄）  

 
 
 
 

 
 
 
 

審查結論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6 日 

審查結論公告文號：環署綜字第 1070011543 號公告 

 
 
 

 
 
 
 
 

開 發 單 位 ： 海龍二號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委辦顧問公司 ： 光 宇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海
龍
二
號
離
岸
風
力
發
電
計
畫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定
稿
本)(

附
錄)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附錄目錄 
附錄一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證明文件與資料

附錄二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學經歷資料

附錄三 環境現況補充調查資料

附 3.1 空氣品質及落塵量 

附 3.2 環境噪音、振動、低頻噪音 

附 3.3 海域水質及底質、潮間帶水質 

附 3.4 地面水質 

附 3.5 土壤 

附 3.6 交通量 

附 3.7 氣象 

附錄四 生態調查報告

附 4.1 陸域生態及鳥類生態 

附 4.2 海域生態 

附 4.3 鯨豚調查 

附 4.4 魚類及漁業資源 

附 4.5 魚探調查評估 

附 4.6 猛禽過境調查評估 

附 4.7 夜間鳥類雷達調查 

附錄五 景觀遊憩評估資料

附錄六 民意問卷調查報告書

附錄七 公開會議會議紀錄

附錄八 文化資產調查報告

附錄九 海域水質模擬評估資料料

附錄十 水下噪音模擬評估資料

附錄十一 電磁場模擬評估資料

附錄十二 海象調查報告

附錄十三 海域地質鑽探報告

附錄十四 海域地球物理調查報告

附錄十五 海域地形變遷模擬評估資料

附錄十六 歷次相關文件

附錄十七 歷次審查意見回覆

附錄十八 離岸風電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參考基準符合情形說明表

附錄十九 水下噪音相關參考文獻



附 錄 一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 

限制調查證明文件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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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水裡港 經建  第三版  圖號  9421-IINE 海 尾 經建  第三版  圖號  9421-IISW 鹿 港 經建  第三版  圖號  9421-I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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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1006.866 2671252.463 120:25:10.2684 24:08:43.5804 
B 189444.472 2668992.213 120:24:15.2676 24:07:29.8992 
C 186953.245 2665596.088 120:22:47.5716 24:05:39.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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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2  開發場址空拍正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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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開發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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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來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http://maps.nlsc.gov.tw/O09/mapshow.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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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3914.55  2660363.85 119:57:25.14044 24:02:40.81774  
2 136786.76  2648357.65 119:53:16.24429 23:56:08.83567  
3 129277.44  2652092.81 119:48:49.61197 23:58:08.24125  
4 133769.23  2660363.85 119:51:26.10349 24:02:38.25487  

海纜 
上岸點 

A 191006.866 2671252.463 120:25:10.2684 24:08:43.5804 
B 189444.472 2668992.213 120:24:15.2676 24:07:29.8992 
C 186953.245 2665596.088 120:22:47.5716 24:05:39.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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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溪口濕地、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大肚溪口
濕地臺灣重要野鳥棲地範圍與本計畫海纜上岸點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林務局自然保育網，台灣重要野鳥棲地手冊，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00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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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點周邊斷層分布圖 

底圖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活動斷層觀測系統及便民查詢服務(網址：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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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90至95年(左)、95至98年(中)與98至101年(右)地形侵淤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http://www.wra04.gov.tw/ct.asp?xItem=60104&ctNode=29712&m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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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86F0F064A5DB79AEDA12E593F3DFE23769E2E5B9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4:55:07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海段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6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DF53458948B81051D9929AB684F14E09E7DEDCB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4:55:07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海段1-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7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609C18959DD3156C1FCA8AC455C23DD766B7111A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4:55:07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海段1-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8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3AC3A1F99D2D0D8FED15B9AF9C585F57F8298B28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4:55:07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海段16-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9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C370BFBB174FFC62E8D9B98E1B451AE63A9B7C1B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4:55:07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海段16-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0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A08511E2AAD5EA6F01B2C82CFD73C3DA68CB507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0:18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興段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1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F53A20AD4F7F43F6DB3A2A85FB9AEF21F3AB1F9C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0:18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興段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2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3A504545746F56C1493FAD5EEE7399447032B1D0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0:18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興段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3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826900AFF17C00B9861FB8FA6DC1DB1B6AAAA87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0:18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興段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4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23548E6BECF2DFD47DDBFD44D8242524DDDA74C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0:18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西興段1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5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EF8FCEE47F19FBD6A369B31DEEF6658AD954E1AF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2:22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宏濱段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6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C7E7B66AADE2EE2364703BFCDDCE3225AA6DAB86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2:22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宏濱段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7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1DA33C9AADAFF4D4817581FE88667E90D0B1FD1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2:22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宏濱段77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8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FC79272D05716FBBC7EA180A0EDB01F31CE7C20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2:22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宏濱段7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19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1069A965A17B43373B8D258CEC07B25E3964C7F3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0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FF1F6B3216A282C44B153C7BE0EC112BB656B1A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48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1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F20A4C955B4458BE25FC2D892C11C16E99D5060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4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2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AA138318784A8DA268DFFBCD0B24985C877AD5B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5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3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B279C8586E5CDC1CE77FF257F42BBCF87997221B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51-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4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DA295AEEE428C12345B93865B0445E07660B714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5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5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873C34911564A7CCDA44FD03BB1DF35F417D4F80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2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6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66332125E31B7277B07D17D5C17D2FFB48D404C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3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7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3763B058A5B6948EF81063D58633797E4D96550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3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8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F741C6C8B39F685C1E29C3DEF608C454DFE4F43B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3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29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877BC774B086EB60B014F2D20C5ED1C3D7CC3F4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3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0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DF54C7DCC0697AD9A37A6DB27EB52B3D34534D19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36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1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A43D3CE39EA4DA64548277F9DA10C4BBAF15B90F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3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2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FFAD74DF07C2407077B67B90FB43C939215C1DB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4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3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8B19F1EAE7CFF8D3434CF2566F0ADFFE71CEF165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49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4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D04ADB0C651C3C088230C70AF129A180AF0E29F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03:35 

查詢地號： 彰化縣線西鄉富貴段150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5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161F8F08B7F5C0974714B7370E4B2B35A359FABE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8-3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6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FCCF25C42D60F7CB9DEA9D09013BEFAF1309108C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8-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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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59A07D1B17C20EEF1F4D1101AF79CF053DB32451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23-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38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25F8097EB7493A20F9B857C0858243885B30E9D3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24-1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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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946413D251CD814B544D91BE50D45937C0DF5EF4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25-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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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DB36E74E780C28EB2C8626C56D530B05CBC8E6B7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42-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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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
20A0FABCCE136F992E14AF0F7472088BBB6BBAE2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3:43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海段43-2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42



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查詢列印檢查碼：2C38AB6539B5BE891717980D35C63F07175190BD

查詢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04月19日 15:16:08 

查詢地號： 彰化縣鹿港鎮崙尾段5號 

查驗網址：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check_code.cfm 

查詢範圍如下圖：
 

  

查詢結果：

□是 ■否　 位於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查詢區域位於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0.00平方公尺

地質敏感區種類： 無 
  

************查詢結果列印完畢************ 

註： 一、 本查詢結果地籍資料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3月 提供之地籍圖電子檔調整組合而成。

二、 本查詢結果所載查詢範圍位置之正確性，應由查詢者自行舉證。 如地籍位置有疑義，
應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核發之謄本，以及各縣市政府（地質法主管機關）地質敏感區列表清冊為準。

三、 本查詢結果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路線上製發。

 

附1.1-43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與本計畫場址(陸域範圍)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s://246.swcb.gov.tw/debrisInfo/DebrisStatistics.aspx 

本計畫場址(陸
域範圍)位於彰
化縣線西鄉、鹿
港鎮未有公告之
土石流潛勢溪流 

附1.1-44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與本計畫場址(陸域範圍)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http://webarchive.wra.gov.tw/wra201204/wra201204/wra/www.wra.gov.tw/ctfcee.html?xItem=25688&ctNode=5487&comefrom=lp 

本計畫場址(陸域
範圍)位於彰化縣
線西鄉、鹿港鎮未
有公告之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 

 
縣市 鄉鎮 劃設地段 

面積    
(平方
公里) 

彰化縣 

芳苑鄉 

永興段、王功段、
芳墘段、芳埤段、
草湖段、後寮段、
裕津段、芳寮段、
芳信段、芳苑段、
芳街段、芳仁段、
芳頂段、芳崎段、
芳興段、芳林段、
芳成段、芳寶段、
芳榮段、芳義段、
新街段、芳新段、
芳平段 

74.55  

大城鄉 全區域 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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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溫泉露頭分布與本計畫場址(陸域範圍)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溫泉露頭資訊網， 
 http://210.69.81.175/SpringFront/Outcrops?SearchForm.Location=%E5%BD%B0%E5%8C%96%E7%B8%A3 

本計畫場址(陸域
範圍)位於彰化縣
線西鄉、鹿港鎮未
有公告之溫泉露頭 

附1.1-46 



高速鐵路兩側限建地區與本計畫場址(陸域範圍)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高速鐵路兩側限建範圍線上查詢資訊系統， http://202.168.201.4/ 

0 4km 2 1 

高
速
鐵
路
兩
側
限
建
範
圍 

本計畫場址(陸域範圍)位
於彰化縣線西鄉、鹿港鎮
未有公告之高速鐵路兩側
限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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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名冊名冊名冊名冊（（（（國際級及國家級國際級及國家級國際級及國家級國際級及國家級）））） 

編號 名稱 所在縣市 面積(公頃) 等級 備註 

1 曾文溪口濕地 臺南市 3,001 國際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 四草濕地 臺南市 551 國際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 夢幻湖濕地 臺北市 1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 

淡

水

河

流

域

濕

地 

4-1臺北港北堤濕地 新北市 357 

國家級 

1.100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2挖子尾濕地 新北市 66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3淡水河紅樹林濕地 新北市 109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4關渡濕地 
臺北市、

新北市 
379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5五股濕地 新北市 175 

1.96年評選 

2.100年範圍調整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6大漢新店濕地 
臺北市、

新北市 
559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7新海人工濕地 新北市 31 

1.96年評選 

2.100年範圍調整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8浮洲人工濕地 新北市 42 
1.100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9打鳥埤人工濕地 新北市 24 

1.96年評選 

2.100年範圍調整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10城林人工濕地 新北市 28 
1.100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11鹿角溪人工濕地 新北市 18 
1.100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5 桃園埤圳濕地 桃園市 1,120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6 許厝港濕地 桃園市 961 國家級 

1.100年評選 

2.101年 11月 13日台內

營字第 1010818179號

函變更範圍。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7 新豐濕地 新竹縣 15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8 鴛鴦湖濕地 新竹縣 374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附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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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所在縣市 面積(公頃) 等級 備註 

9 香山濕地 新竹市 1,768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0 西湖濕地 苗栗縣 142 國家級 
1.100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1 七家灣溪濕地 臺中市 7,221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2 高美濕地 臺中市 734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年年年確認範圍確認範圍確認範圍確認範圍 

13 大肚溪口濕地 
臺中市、

彰化縣 
3,81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4 鰲鼓濕地 嘉義縣 512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5 朴子溪河口濕地 嘉義縣 4,882 國家級 

1.100年評選 

2.101年 11月 13日台內

營字第 1010818179號

函變更範圍。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6 好美寮濕地 嘉義縣 959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7 布袋鹽田濕地 嘉義縣 722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8 八掌溪口濕地 
嘉義縣、

臺南市 
628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19 嘉南埤圳濕地 
嘉義縣、

臺南市 
195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18口口口口）））） 

20 北門濕地 臺南市 1,791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1年 11月 13日台內

營字第 1010818179號

函變更範圍。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1 官田濕地 臺南市 15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2 七股鹽田濕地 臺南市 3,69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年確年確年確認範圍認範圍認範圍認範圍 

23 鹽水溪口濕地 臺南市 453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4 楠梓仙溪濕地 高雄市 23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5 大鬼湖濕地 高雄市 39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6 洲仔濕地 高雄市 9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1年 11月 13日台內

營字第 1010818179號

附1.2-14



3 

 

編號 名稱 所在縣市 面積(公頃) 等級 備註 

函變更範圍。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7 南仁湖濕地 屏東縣 118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8 龍鑾潭濕地 屏東縣 145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0年範圍調整 

3.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29 新武呂溪濕地 臺東縣 31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0 大坡池濕地 臺東縣 41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1 卑南溪口濕地 臺東縣 912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2 小鬼湖濕地 臺東縣 18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3 花蓮溪口濕地 花蓮縣 24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4 馬太鞍濕地 花蓮縣 6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5 雙連埤濕地 宜蘭縣 17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6 蘭陽溪口濕地 宜蘭縣 2,780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7 五十二甲濕地 宜蘭縣 298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8 無尾港濕地 宜蘭縣 642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39 南澳濕地 宜蘭縣 200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0 青螺濕地 澎湖縣 250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1 慈湖濕地 金門縣 118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42 清水濕地 連江縣 11 國家級 
1.96年評選 

2.104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年確認範圍 

註：1.桃園埤圳濕地以公告日仍存在者為準。2.面積以實際測量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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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11681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13號3樓
聯絡人：陳力士
電話：(02)29311112#18
傳真：(02)2931722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77號17樓之7

受文者：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5 日
發文字號：航測會字第1069000666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 有關申請彰化縣海域地號等39筆土地（面積：53.645公頃）有無位
於相關環境敏感地區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臺端106年04月21日申請書（案號：1060400334）。

二、旨揭申請案經各環境敏感地區查復機關確認後，查詢結果請至環境
敏感地區查詢平臺進行下載。（下載網址
：http://60.248.163.236/SEPortal/?k=2PY5L1JPMd9）。

三、依據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申請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本案查
詢結果通知書有效期間為1年，本案查詢結果通知書所載查詢結果
有誤差或爭議時，以各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查認結果為準。又因
地籍圖與地形圖套繪容有誤差，須以各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查詢
者，本案係依所附位置圖標示位置辨識，所附地籍資料及地籍圖係
供參考，爰臺端如對個別查詢結果有疑義，建議可逕向該環境敏感
地區主管機關確認。

正本：

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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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海域地號等39筆土地（面積：53.645公頃）

（案號：1060400334）

附表1 申請查詢範圍位置圖

 

圖例 申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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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位置略圖

圖例 申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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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海域地號等39筆土地（面積：53.645公頃）

（案號：1060400334）

附表2 申請查詢地籍清冊 

項次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段名 段碼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 彰化縣 海域

2 彰化縣 海域

3 彰化縣 海域

4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西海段 NB0231 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5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西海段 NB0231 1-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6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西海段 NB0231 1-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7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西海段 NB0231 16-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8 彰化縣 線西鄉 山崙里 西海段 NB0231 16-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9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富貴段 NB0252 3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0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48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1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49 工業區 水利用地

12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5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13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51-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14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富貴段 NB0252 59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5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22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6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富貴段 NB0252 13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7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31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8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32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9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35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0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36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1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富貴段 NB0252 139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2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富貴段 NB0252 14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3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49 工業區 林業用地

24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富貴段 NB0252 15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5 彰化縣 線西鄉 寓埔村 西興段 NB0264 5 工業區 水利用地

26 彰化縣 線西鄉 寓埔村 西興段 NB0264 6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7 彰化縣 線西鄉 寓埔村 西興段 NB0264 7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8 彰化縣 線西鄉 寓埔村 西興段 NB0264 8 工業區 水利用地

29 彰化縣 線西鄉 寓埔村 西興段 NB0264 1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30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宏濱段 NB0265 1 工業區 交通用地
第3頁/共8頁 製作日期 2017/5/25 下午 03: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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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彰化縣 線西鄉 溝內村 宏濱段 NB0265 9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2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宏濱段 NB0265 77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3 彰化縣 線西鄉 塭仔村 宏濱段 NB0265 78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4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8-3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35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8-5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36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23-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37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24-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38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25-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39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42-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40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海段 NC0322 43-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
地

41 彰化縣 鹿港鎮 山崙里 崙尾段 NC0406 5 工業區 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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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海域地號等39筆土地（面積：53.645公頃）

（案號：1060400334）
附表3 申請查詢結果綜理表

本案為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106年5月25日航測會字第1069000666號

函查詢結果。

依據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申請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本案查詢結果通知書有

效期間為1年（民國107年05月25日止）。

 

一、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

 

有無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

第1級 第2級

有 1項 2項

無 23項 28項

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有無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

複查確認機關 備註

1 是否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有□ 無■

2 是否位屬河川區域？ 有□ 無■

3 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
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有□ 無■

未具圖資
依105年6月8日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查詢機制上線服務
後第1 次研商會議紀錄，新
北市和雲林縣政府未公告劃
設洪氾區　

4 是否位屬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

有□ 無■
經濟部水利署、彰化縣政府
水利資源處

經濟部水利署：
本案經查非位於中央管區域
排水設施範圍內；是否位於
縣（市）管排水設施範圍內
，請逕洽土地所在縣(市)政
府水利單位查詢。

5 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
範圍？

有□ 無■

6 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
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有□ 無■

7 是否位屬自然保留區？ 有□ 無■

8 是否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有□ 無■

9 是否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有□ 無■

10 是否位屬自然保護區？ 有□ 無■

11 是否位屬沿海自然保護區？ 有□ 無■

12
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護區
、生態復育區？

有□ 無■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3 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有□ 無■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彰化縣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經查本案未涉及國定古蹟保
存區，並請進行旨揭地段開
發時，須依文資法第33條規
定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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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是否位屬遺址？ 有■ 無□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彰化縣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另所查地號土地是否涉及
縣定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
址、疑似考古遺址(含學術普
查遺址)，請逕向彰化縣政府
查明。
2.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規定(略以)：「...營建
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
，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
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
行，並通知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請進行前開地段開發時，確
實依上開規定辦理。
3.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現
有資料，所詢計畫場址尚未
進行水下文化資產相關調查
，如本案屬應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之開發行為，請依《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規
定先行調查所涉水域有無水
下文化資產或疑似水下文化
資產，後續涉及開發或興建
工程事宜，並請依同法第
10、13條規定辦理。

15 是否位屬重要聚落保存區？ 有□ 無■

16 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史蹟
保存區？

有□ 無■

17
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

有□ 無■

18 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供家
用或公共給水）？

有□ 無■

19 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有□ 無■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經查所詢地號土地，非屬公
告之水庫蓄水範圍。

20
20-1.是否位屬森林（國有林
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

有□ 無■

20 20-2.是否位屬森林（區域計
畫劃定之森林區）？

有□ 無■

1、依地政司104年2月1日地
籍資料判定。
2、本項查詢應以申請開發計
畫當時土地使用分區為準。

20
20-3.是否位屬森林（大專院
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
等森林地區）？

有□ 無■

21 是否位屬溫泉露頭及其一定
範圍？

有□ 無■

22 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
育區？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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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海域地號等39筆土地（面積：53.645公頃）

（案號：1060400334）

二、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有無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

複查確認機關 備註

1
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
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
流）？

有□ 無■

2 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
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有□ 無■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一、復貴學會106年5月19日
航測會字第1069000604號函
。
二、經查該地區中央管河川
本署未劃定公告防洪區（洪
氾區）。

3 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

有□ 無■

4 是否位屬海堤區域？ 有□ 無■ 經濟部水利署

5 是否位屬山坡地？ 有□ 無■

6 是否位屬土石流潛勢溪流？ 有□ 無■

7 是否位屬沿海一般保護區？ 有□ 無■

8 是否位屬海域區？ 有■ 無□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9

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溼地核
心保護區、生態復育區以外
分區以及地方級重要溼地核
心保護區、生態復育區

有□ 無■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 是否位屬歷史建築？ 有□ 無■ 彰化縣文化局

11 是否位屬聚落保存區？ 有□ 無■

12 是否位屬文化景觀保存區？ 有□ 無■ 彰化縣文化局

13 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質
遺跡）？

有□ 無■

14 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一般
管制區及遊憩區？

有□ 無■

15 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非供
家用或公共給水）？

有□ 無■

16 是否位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

有□ 無■

17 是否位屬優良農地？ 有□ 無■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非屬優良農地

18
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
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

有□ 無■

19 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下
水補注）

有□ 無■

20 是否位屬人工魚礁區及保護
礁區？

有■ 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陸域無涉及
惟海域部分涉及

21 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
制建築地區？

有□ 無■

22 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
制建築地區？

有□ 無■

23
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
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
範圍？

有□ 無■
申請建物高度未達地表60公
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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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有□ 無■

25
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
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

有□ 無■

26 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
地區？

有□ 無■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
養護工程處彰化工務段、交
通部公路總局

27 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兩側
禁建限建地區？

有□ 無■

28 是否位屬高速鐵路兩側限建
地區？

有□ 無■

29
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
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
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有□ 無■

30 是否位屬要塞堡壘地帶？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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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3 
地籍地號謄本 



項次 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地段名稱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m2) 所有權人 用途

1 彰化縣 線西鄉 西海段 0001-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52,338.00 中華民國 上岸點

2 彰化縣 線西鄉 西海段 0001-000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877.00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 彰化縣 線西鄉 西海段 0001-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5,803.00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4 彰化縣 線西鄉 西海段 0016-000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3,649.00 中華民國 上岸點

5 彰化縣 線西鄉 西海段 0016-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70,218.00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6 彰化縣 線西鄉 西興段 0005-0000 工業區 水利用地 960.86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7 彰化縣 線西鄉 西興段 0006-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4,450.21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8 彰化縣 線西鄉 西興段 0007-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5,101.28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9 彰化縣 線西鄉 西興段 0008-0000 工業區 水利用地 1,050.91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0 彰化縣 線西鄉 西興段 0010-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7,068.35 中華民國 升壓站

11 彰化縣 線西鄉 宏濱段 0001-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4,126.06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2 彰化縣 線西鄉 宏濱段 0009-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5,301.01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3 彰化縣 線西鄉 宏濱段 0077-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4,497.52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4 彰化縣 線西鄉 宏濱段 0078-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5,313.43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5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003-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899.96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6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048-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2,883.28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7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049-0000 工業區 水利用地 481.74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18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051-0000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426.27 中華民國 升壓站

19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051-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6,898.87 高** 升壓站

20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059-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2,608.32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1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22-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6,716.09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2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30-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4,077.15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3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31-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854.41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4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32-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6,617.58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5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35-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0,036.16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6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36-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1,997.84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7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39-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897.74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8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40-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3,138.04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29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49-0000 工業區 林業用地 187.06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0 彰化縣 線西鄉 富貴段 0150-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1,537.83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1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08-0003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251.52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2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08-0005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8,767.73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3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23-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6,824.81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4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24-0001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3,203.96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5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25-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10,060.04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6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42-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175.94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7 彰化縣 鹿港鎮 崙海段 0043-0002 工業區 丁種建築用地 4,479.85 中華民國 陸纜用地

38 彰化縣 鹿港鎮 崙尾段 0005-00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63,676.96 中華民國 上岸點

38 筆 - - 536,453.78 - -

海龍二號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土地使用清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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