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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為配合國家政府政策，經濟部能源局乃於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公告

「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以利開發業者提早辦理離岸風

力發電開發準備作業。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以

下簡稱本籌備處）為響應政府之綠能政策，支持台灣各界推動 2025 非核

家園的決心，遂擬定「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期望透過深度交流與互動，將國際經驗帶入台灣風電產業，並攜手台灣產、

官、學界多方資源，投入離岸風場開發，共同推動能源發展未來，使台灣

未來更有機會引領亞太區能源產業聚落發展，打造區域綠能旗艦案例。 

本計畫於民國 107 年 2 月 9 日業經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第 327 次會議通過環評審查，並於 107 年 8 月 10 日經環署綜字第

1070056937 號函定稿核備，茲依據核定之環境監測計畫內容據以執行。 

二、監測執行期間 

本籌備處依據環評核定之環境監測計畫內容，將辦理施工前階段、施

工階段及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工作，其中海域工程預計於 110年第一季施工，

故規劃於 108 年第一季開始執行海域施工前環境監測工作；另陸域工程業

於 6 月開工，故於 108 年第一季執行陸域施工前環境監測工作，亦於 108

年第二季開始執行陸域施工階段環境監測工作。本報告為 108 年第二季(4-

6 月)環境監測報告。 

三、執行監測單位 

本監測計畫由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統籌，並且分別委請環保署

認可之合格檢測機關、專業調查公司及學術單位等共同執行辦理，再由光

宇公司負責編撰環境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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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結果摘要表 

施工前環境監測結果摘要表 

類別 監 測 項 目 地  點 監測方法 監測結果摘要 執行時間 因應對策 

鳥類

生態 

目視調查 
(種類、數量、

棲身及活動情

形、飛行路

徑、季節性之

族群變化等) 

風機附近

和上岸點

鄰近之海

岸附近  

海上鳥類調查採用船隻穿

越線法進行（Camphuysen 
et al. 2004）。調查範圍包

括風場範圍及周界 1 公里

區域，於調查範圍內設置

平行間隔之穿越線，每次

調查時船隻沿穿越線等速

行駛（約 10 節），而為使

調查均勻，不同次調查時

船隻由穿越線之頭尾交錯

開始調查。 
海岸鳥類的調查採用滿潮

暫棲所計數法

（Sutherland，1996）進行 

海上鳥類： 
1.物種組成: 本季共執行 3 次海上鳥類目視調查。統計春

季(3-5 月)海上鳥類目視穿越線調查結果共記錄鳥類 113
隻次，其中以大白鷺為春季數量記錄最多的鳥種；在保

育類鳥種部份共紀錄到白眉燕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第 II 級)。 
2.飛行高度: 春季(3-5 月)目視調查所記錄的鳥類飛行高度

皆在 25 公尺以下，其中又以 5-10m 的 63 隻次最多。 

海岸鳥類： 
1.物種組成: 本季共執行 3 次海岸鳥類目視調查。統計春

季(3-5 月)海岸鳥類共記錄 8 目 22 科 43 種 1788 隻次鳥

類；其中包括黑翅鳶、小燕鷗、鳳頭燕鷗等 3 種珍貴稀

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第 II 級)，以及燕鴴、黑頭文鳥及紅

尾伯勞等 3 種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第 III 級)。 
2.小燕鷗活動情形：本季於 4 月份發現小燕鷗於崙尾區的

空曠地區活動，但無發現有繁殖行為；5 月在彰濱崙尾

區東側(本計畫陸域預計施作工區附近)及南側裸露砂地

上，發現小燕鷗巢穴，並有記錄其棲息、求偶、孵蛋等

行為。 

【風場區域】

108.03.28 
108.04.22 
108.05.13 
108.06.26 
【海岸地區】 

108.03.25~27 
108.04.22-24 
108.05.29-31 
108.06.26-28 

本計畫 5 月份於

陸域預計施作工

區附近發現小燕

鷗巢穴後，立即

啟動相關因應對

策，並於 6 月 6
日進行小燕鷗巢

位現場勘查暨環

境保護對策宣導

工作；此外並調

整施工規劃，要

求 6～8 月(小燕

鷗繁殖重點期間)
優先執行低強度

施工如圍籬、工

務所等低噪音且

無擾動之假設工

程，至 9 月以後

才進行基地開挖

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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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監 測 項 目 地  點 監測方法 監測結果摘要 執行時間 因應對策 

鳥類雷達調查

(垂直及水平) 
本計畫風

場範圍  

調查時將雷達系統架設於

船舶上作業時於適合處進

行持續監測，記錄雷達回

波數值以判斷鳥類之飛行

路徑。 
雷達頻段：X-band 
功率：12kW 
天線長度：6 英尺 
最大範圍：72 海里 

1.調查數量：本季共進行 6 次海上雷達調查。統計春季

（3-5 月）共執行 5 次雷達調查，水平雷達調查共記錄

飛行軌跡 1,796 筆，垂直雷達記錄 8,595 筆。 
2.飛行方向：依據水平雷達調查資料分析結果，春季(3-5

月)鳥類主要飛行方向為東北方(佔 15%)，其次為北北

東方向(佔 13.3%)，整體而言以往北方向為主。 
3.飛行高度：依據垂直雷達調查資料分析結果，春季(3-5

月)鳥類過境期間之飛行高度主要在 150-200 公尺間(佔
18.1%)，其次為 200-250 公尺間(14.6%)。 

4.飛行活動模式：春季調查結果中，夜間記錄之鳥類筆數

明顯較日間為多，顯示鳥類活動以夜間為主。 

108.03.20-21 
108.04.21-22 
108.04.22-23 
108.05.15-16 
108.05.23-24 
108.06.16-17 
108.06.17-18 

調查結果無異常

情形。 

鳥類繫放衛星

追蹤 
彰化海岸 

選在漲潮期間鷸鴴科及鷗

科鳥類經常停棲的魚塭堤

岸上架設套索陷阱，捕捉

體重 200 克以上的水鳥。

捕獲個體會進行拍照、測

量型值，並使其背負 6 克

的 PinPoint Argos Solar 發
報器(Biotrack, Inc)，發報

器重量占鳥體重<3%，然

後現地野放。 
衛星資料收取頻度為兩小

時或 6 小時一次。 

本年度春季(2019/3/18)於彰化海岸繫放灰斑鴴 1 隻(個體代

號：B50)，依據衛星訊號定位追蹤結果，該個體於 3-4 月

初在彰化沿海活動，其後於 4 月 6 日出海向北遷移，於 4
月 8 日抵達中國江蘇沿岸灘地後即斷訊，推測該個體已在

追蹤期間發報器脫落或死亡。 

108.03.18 
(繫放)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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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施工階段環境監測結果摘要表 

類別 監 測 項 目 地  點 監測方法 監測結果摘要 執行時間 因應對策 

空氣

品質 

風向、風速、粒

狀 污 染 物

(TSP、PM10、
PM2.5)、二氧

化硫(SO2)、氮

氧化物 (NO、

NO2) 

1.梧棲漁港  
2.陸域自設升(降)
壓站周邊 1 站  

NIEA A102.12A 
NIEA A206.10C 
NIEA A205.11C 
NIEA A416.13C 
NIEA A417.12C 

本季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各測站各測值均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值。 

【梧棲漁港】 

108.06.27~28 
【陸域自設升(降)
壓站周邊】 

108.06.26~27 

調查結果無

異常情形。 

噪音

振動 

各時段(日間、

晚間、夜間)均
能音量及日夜

振動位準  

1.陸域工程鄰近

敏感點 1 站 
2.陸域工程進/出
道路 1 站  

NIEA P201.96C 
NIEA P204.90C 

本季噪音監測結果，各測站各測值均符合環境音量標

準；振動監測結果各測站各測值均符合參考之日本振

動規制法第二種區域管制基準值。 

【陸域工程鄰近敏

感點】 
預計 7-8 月執行 
【陸域工程進/出道

路】 

108.06.25~26 

調查結果無

異常情形。 

營建

噪音 

1.低頻（20 Hz
～200 Hz量測

Leq） 
2.一般頻率

（20Hz～
20kHz量測Leq
及Lmax） 

1.陸域自設升(降)
壓站工地周界 1
站 

2.陸纜工地周界 1
站 

NIEA P208.91C 

1.營建噪音 
本季各測站各測值均符合第四類營建工程噪音管制

標準。 
2.營建低頻噪音 

本季各測站各測值均符合參考之第四類營建工程低

頻噪音管制標準值。 

【陸域自設升(降)
壓站工地周界】 

108.06.25 
【陸纜工地周界】 

108.06.25 

調查結果無

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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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監測位址 

 

本監測計畫調查位址示意圖 

  

底圖來源：Google Map

0 6km3

海域鳥類目視/雷達調查範圍

海岸鳥類目視調查路徑

陸域文化資產調查範圍

鳥類繫放調查範圍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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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監測計畫調查位址示意圖(續) 

  

圖例

噪音振動測點

空氣品質測點

營建噪音測點

梧棲漁港

陸域自設
升(降)壓站

陸域工程
鄰近敏感點

(線西服務中心)

陸域工程
進/出道路

(彰濱路/永安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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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鳥類目視調查結果 

一、海上鳥類目視調查數量表 

目名 科名 物種 學名 
保育 

等級 

臺灣遷 

徙習性 

調查日期 
總計 

3/28 4/22 5/13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冬,過 3 2   5 

鴴形目  鷗科 白眉燕鷗 Onychoprion anaethetus II 夏     3 3 

    燕鷗 Sterna hirundo   過   2   2 

    未知燕鷗 - - - 1     1 

鵜形目  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夏,冬     60 60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夏,冬,過   34   34 

鸌形目  鸌科 大水薙鳥 Calonectris leucomelas   海     1 1 

    穴鳥 Bulweria bulwerii   海 2 1 4 7 

總計（隻次） 6 39 68 113 
註：台灣遷徙習性依據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台灣鳥類名錄 2017 年版 

二、海上鳥類目視調查活動高度表 

目名 科名 物種 
活動高度 

總計 
0-5 m 5-10 m 10-25 m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4 1   5 

鴴形目  鷗科 白眉燕鷗 3     3 

    燕鷗 1   1 2 

    未知燕鷗   1   1 

鵜形目  鷺科 大白鷺   60   60 

    黃頭鷺     34 34 

鸌形目  鸌科 大水薙鳥 1     1 

    穴鳥 6 1   7 

總計（隻次） 15 63 3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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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上鳥類目視調查密度表 

目名 科名 物種 
春季 春季 

平均密度 3/28 4/22 5/13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0.0786 0.0524   0.0437 

鴴形目  鷗科 白眉燕鷗     0.0786 0.0262 

    燕鷗   0.0524   0.0175 

    未知燕鷗 0.0262     0.0087 

鵜形目  鷺科 大白鷺     1.5727 0.5242 

    黃頭鷺   0.8912   0.2971 

鸌形目  鸌科 大水薙鳥     0.0262 0.0087 

    穴鳥 0.0524 0.0262 0.1048 0.0612 

總計（隻/km2） 0.1573 1.0223 1.7824 0.9873 
註：密度單位為「隻/km2」 
 

 
海上鳥類目視高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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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鳥類雷達調查結果 

一、鳥類雷達調查記錄筆數 
日期 垂直雷達筆數 水平雷達筆數 

108/3/20-21 1,749  606  
108/4/21-22 5,780  219  
108/4/22-23 6,109  220  
108/5/15-16 2,527  358  
108/5/23-24 1,617  28  

總計 17,782  1,431  
 

 
108 年春季雷達調查飛行方向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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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春季雷達調查飛行高度統計圖 

 

 
108 年春季雷達調查飛行時間分布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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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鳥類繫放調查結果 

一、鳥類繫放個體型值資料 

鳥種(代號) 
體重

(g) 
跗蹠長

(cm) 
嘴長

(cm) 
全頭長

(cm) 
自然翼長

(cm) 
尾長

(cm) 

灰斑鴴(B50) 306 4.9 3.5 7.25 20.3 8.8 

 

現場繫放照片-灰斑鴴(B50) 

 
B50 抵達中國江蘇省鹽城市沿岸灘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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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空氣品質調查結果 

一、本季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分析表 

測站 梧棲漁港 
陸域自設升(降)

壓站周邊 
空氣品質標準 

監測日期 108.06.27~28 108.06.26~27 － 
TSP (μg/m3) 24 小時值 53 44 250 
PM10 (μg/m3) 日平均值 29 22 125 
PM2.5 (μg/m3) 24 小時值 15 8 35 

SO2(ppm) 
小時平均值 0.002 0.001 0.250 
日平均值 0.001 0.001 0.100 

NO(ppm) 
小時平均值 0.011 0.010 － 
日平均值 0.005 0.003 － 

NO2(ppm) 
小時平均值 0.071 0.011 0.250 
日平均值 0.017 0.008 － 

NOX(ppm) 
小時平均值 0.076 0.019 － 
日平均值 0.022 0.011 － 

風速(m/s) 日平均值 2.3 2.4 － 
最頻風向 － SE ESE － 
氣溫(℃) 日平均值 28.5 28.3 － 

相對溼度(%) 日平均值 77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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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噪音振動調查結果 

一、本季噪音監測結果分析表 

測站 監測日期 
各時段均能音量(dB(A)) 

L 日 L 晚 L 夜 

陸域工程進/出道路 
(彰濱路及永安北路口) 108.06.25~26 63.8 53.0 53.0 

第四類管制區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噪音環境音量標準 76 75 72 

二、本季振動監測結果分析表 

測站 監測日期 
各時段均能振動(dB) 

LV10 日 L V10 夜  

陸域工程進/出道路 
(彰濱路及永安北路口) 108.06.25~26 46.5 32.1 

第二種區域管制基準(Lv10) 7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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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營建噪音調查結果 

一、本季營建噪音監測結果分析表 

測站 監測日期 均能音量 
Leq (dB(A)) 

最大音量 
Lmax (dB(A)) 

陸域自設升(降)壓站工地周界 108.06.28 67.3 75.6 

陸纜工地周界 108.06.28 66.3 75.4 

第四類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20 Hz 至 20k Hz) 80 100 

註：表列營建噪音管制標準為行政院環保署102年8月5日修正發布之噪音管制標準(環署空字第1020065143號令)。 

二、本季營建低頻噪音監測結果分析表 

測站 監測日期 均能音量 
Leq,LF (dB(A)) 

陸域自設升(降)壓站工地周界 108.06.28 40.6 

陸纜工地周界 108.06.28 43.0 

第四類營建工程低頻噪音管制標準 
(20 Hz 至 200 Hz) 49.0 

註：表列營建噪音管制標準為行政院環保署102年8月5日修正發布之噪音管制標準(環署空字第1020065143號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