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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彰化東南暨西南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聯席會議 

第三次監督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二、 地點：鹿港永樂酒店 9 樓會議室(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 152 號) 

三、 主席：高委員傳勝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附錄一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內容：如附錄二會議簡報 

七、 臨時動議：（略） 

八、 決議事項： 

(1) 現階段維持每年召開兩次監督小組聯席會議為原則，並將每季環境監測

報告上傳至開發單位網站(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

projects/monitoring-result)，以利委員可即時參閱及掌握相關資訊；期間

如有召開臨時會議之需求，仍可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提案並調查委員意

願經確認後予以辦理。 

(2) 下次會議預計於 110 年 5 月辦理(本屆委員任期屆滿前)。 

(3) 本計畫將於 110 年 1 月開始進行海域施工，開發單位已於會中說明規劃

設置之鳥類監測儀器(高效能雷達、錄影設備及音波麥克風)，目前委員

表示認同並無其他相關意見。 

九、 出席單位發言意見及回覆： 

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一、 國立中興大學教授  游繁結 

1.施工進度與主要開發內容宜詳

加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施工進度及主要開發

內容說明如下： 
1. 施工進度： 
(1)陸域工程已於108年6月19日申報後正式開

工，預計於110年底前完工，目前大彰化東

南計畫及大彰化西南計畫皆正在進行陸域

升(降)壓站結構體之土建工程施作，施作項

目包含鋼筋綁紮、模板組立及混凝土澆置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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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等；陸域纜線施工亦持續作業中，目前正

在進行開挖整地、鋼筋綁紮、模板組立及

混凝土澆置等項目。 
(2)海域工程預計於110年1月開始施作，目前

正在進行風機、海上變電站、海纜等相關

設施之設計及規劃。 
2. 主要開發內容： 
(1)離岸風場：大彰化東南風場範圍為108.7平
方公里，海域水深介於33.4~44.1公尺，風

機單機裝置容量介於8~11MW，風機數量

介於55~76部；大彰化西南風場範圍為

126.3平方公里，海域水深介於23.8~42.2公
尺，風機單機裝置容量介於8~11MW，風機

數量介於58~80部。 
(2)海底電纜工程：本計畫風力機組產生之電

力以33kV或66kV之陣列海纜連接至離岸

變電站升壓後，透過2條220kV之海底電

纜，依共同廊道規劃，由離岸變電站連接

至北側共同廊道範圍上岸。 
(3)輸配電陸上設施工程：本計畫未來將依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規劃，自「彰化離岸

風電海纜上岸共同廊道範圍之北側廊道」

上岸，並於上岸點接陸纜沿道路連接至陸

域自設升(降)壓站，再連接至台電之彰工併

網點。 
2. 東南風場之總裝置容量是

613MW 或 605.2MW？請確定。 
感謝委員指教，大彰化東南風場原環評核定

之總裝置容量613 MW為最大總裝置容量，現

規劃之605.2 MW為依據能源局107年遴選結

果分配容量，仍符合環評核定內容。 
3.梧棲漁港之環境監測點位之代

表性如何？監測資料是自行設

置監測或港公司之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梧棲漁港係本計畫自行規劃

之監測站，主要係參考環評階段空氣品質調

查點位而設置；因場址位置(彰濱地區)以北風

為主要盛行風向，因此環評階段即以梧棲漁

港為基地上風處進行背景調查，並且納入環

說書第八章之環境監測計畫中，以利比對陸

域自設升(降)壓站施工期間周邊空氣品質之

狀況，相關監測資料皆為現地實測結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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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引用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

司或其他環保主管機關之監測數據。 
4.鯨豚監測是否未見中華白海

豚？是否有其他海域有其踪

跡？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本計畫已完成施工前一

年20趟次鯨豚生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彰

化東南風場共目擊2群次鯨豚，分別為109年6
月2日於風場內南側目擊一群5隻瓶鼻海豚及

109年8月2日於風場內南側目擊一群12隻瓶

鼻海豚，大彰化西南風場則無鯨豚目擊記錄，

兩風場皆未發現中華白海豚，且海洋委員會

公告之「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範圍」以

西部沿岸三海浬內為主，大彰化東南風場離

岸最近距離約35.7公里，而大彰化西南風場

離岸最近距離約50.1公里，兩風場皆距離中

華白海豚重要棲地甚遠，未來海域施工期間

及營運期間將會持續進行長期調查並蒐集其

他案件的近岸資料做綜合分析與比較。 
5.梧棲漁港之空品監測在 108 年 6
月~109 年 3 月都屬東至偏南風

為主，109 年 6 月~109 年 9 月反

而以徧北風為主，是否正確？陸

域升壓站之測點，風向亦有探討

之處？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於梧棲漁港之空氣品

質測站監測結果如下表，監測結果顯示部份

最頻風向測值呈現非季風風向，其可能原因

為此測站位置靠近海岸，受海陸風或鋒面影

響較大。 
梧棲漁港歷次空氣品質監測 

監測日期 最頻風向 
108.06.27~28 東南 
108.09.19~20 東 
108.12.11~12 東北東 
109.03.13~14 南南西 
109.06.17~18 西北西 
109.09.25~26 東北東 

 

6.海域生態似以鯨豚為主，至於經

濟魚種之分布如何？是否可取

得有效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於環評階段於風場

海域內進行一年四季魚類背景調查，調查結

果顯示大彰化東南風場及大彰化西南風場海

域內皆以無經濟價值或經濟價值極低的魚類

為主，包含海鯰科 (Ariidae)、四齒魨科

(Tetraodontidae)、二齒魨科(Diodontidae)等，

對彰化漁民而言的主要目標漁獲為石首魚科

與舌鰨科，但在兩風場海域捕獲量皆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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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雖有少數石首魚，但以幼魚為主，無市場價

值，另因兩風場離岸遙遠，且漁獲通常不佳，

非當地漁民的經常漁撈場所。 
此外，本計畫海域工程預計於110年1月起進

行施作，屆時將依據海域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計畫表執行海域生態調查，調查項目包含魚

類、浮游生物、仔稚魚及魚卵、底棲生物等，

調查頻率為每季一次，調查結果將會與環評

階段背景調查進行綜合分析與比較，以探討

本計畫對周遭海域之影響。 
7.升(降)壓站施工及後續營運時，

其周邊對飛砂抑止之措施如

何？(TSP 之抑止措施！)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陸域工程施工期間已

依據環評承諾執行相關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以減少揚塵對當地環境之影響，包括： 
1. 裸露地表持續灑水及覆蓋防塵網 
2. 車行路徑鋪設鋼板、級配、混凝土，並且

不定時清除淤積於鋼板上之粉塵(或是重

新鋪設級配粒料)，以維持良好之揚塵抑

制效果。 
3. 持續進行周邊道路清掃維護。 
另外，本計畫陸域自設升(降)壓站完工階段，

除了主體結構建築物外之周邊空地，將會進

行整體植栽綠化，將可有效抑制飛砂揚塵。 

二、大葉大學助理教授  張富銘 

1.P.15，(1)中在上面文字提到紀錄

到「白眉燕鷗」及「鳳頭燕鷗」

兩種保育類鳥類，在表格中西南

風場裡有「玄燕鷗」？ 

感謝委員指教，簡報內文字為誤植，本計畫

海上鳥類目視調查於108年第一季至目前為

止各風場共計執行7季19次調查，調查結果顯

示西南風場共記錄白眉燕鷗、黑嘴鷗及玄燕

鷗等3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東南風場

共記錄白眉燕鷗及鳳頭燕鷗等2種珍貴稀有

保育類野生動物，已將此調查結果修正於簡

報中。 
2.P15，(2)鳥類飛行高度在 25 公尺

以下，以 0~5、5~10 公尺最多，

目視到的鳥類樣本數為何？有

無提供？10公尺~25公尺數量為

何？可與往後施工做比對差異。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 108 年第一季至 109
年第三季已執行七季次海上鳥類目視調查，

大彰化東南風場共記錄 186 隻次，皆在 25 公
尺以下空域所發現，其中以 5~10 公尺高度區

間紀錄最多，共記錄 95 隻次(佔 51.1%)，其

次以 0~5 公尺高度區間，共記錄 54 隻次(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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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29.0%)；大彰化西南風場共記錄 171 隻次，

皆在 25 公尺以下空域所發現，其中以 0~5 公
尺高度區間紀錄最多，共記錄 100 隻次(佔
58.5%)，其次以 5~10 公尺高度區間，共記錄

61 隻次(佔 35.7%)，詳細調查結果皆已納入

環境監測季報中完整呈現，兩風場歷次海上

鳥類目視調查飛行高度統計如下表，未來施

工期間及營運期間將會持續進行長期監測以

進行綜合分析與比較。 
大彰化東南風場海上鳥類目視調查飛行高度 

季別 水面 0-5 m 5-10 m 10-25 m 總計 

108 年春季  15 63 35 113 

108 年夏季  11 10  21 

108 年秋季  3 2  5 

108 年冬季  2   2 

109 年春季  13  2 15 

109 年夏季  8 4  12 

109 年秋季  2 16  18 

共計(隻次) 0 54 95 37 186 

 

大彰化西南風場海上鳥類目視調查飛行高度 

季別 水面 0-5 m 5-10 m 10-25 m 總計 

108 年春季 6 66 18 1 91 

108 年夏季  17 12  29 

108 年秋季 1 2 2 1 6 

108 年冬季   1  1 

109 年春季  6   6 

109 年夏季  6 4 1 11 

109 年秋季  3 24  27 

共計(隻次) 7 100 61 3 171 
 

3.P.16，108 年第一季至今已執行七

季共 19次調查與P.15統一較好。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海上鳥類目視調查為

兩風場分別執行，故共執行七季38次調查；

海纜上岸段之海岸鳥類目視調查皆在彰濱崙

尾區執行，故無區分風場，共執行七季19次
調查。 

4.P.17，夏季主要飛行方向較不顯

著？有無討論其主要原因？與

往後施工可釐清問題歸屬。 

感謝委員指教，因為台灣大部分鳥類以冬候

鳥及夏候鳥為主，在春季及秋季為候鳥主要

遷徙飛行季節，故有很明顯方向性，夏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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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兩個主要遷徙季節的過渡時期，因此觀測到

之飛行方向較不顯著，夏季初期飛行方向較

接近春季，而夏季末期飛行方向則是較接近

秋季。 
5.P.18，垂直雷達結果以夜間數量

較多，跟鳥類行為是否一致？可

補充說明，以釐清未來是否因人

為行動影響。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垂直雷達調查結果以

夜間(18:00~隔日6:00)紀錄到較多飛行活動，

其結果與鳥類遷徙行為相符，因為白天遷徙

容易有缺水問題，而晚上天氣較涼爽較不會

耗體內水分，故鳥類活動僅兩、三成是在白

天，而晚上則為鳥類遷徙的高峰。 
6.P.19，雷達調查以 100m~150m 為

主，以兩案場來看，春季

50~100m 及 100~150m 差異不

大，主要原因可簡單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垂直雷達調查飛行高

度統計結果呈現中型曲線趨勢，且受限於雷

達調查限制，受波浪回波影響，會低估貼海

飛行個體，故無法完全偵測到 0~50 m 鳥類，

統計環評階段及目前觀測結果，顯示鳥類主

要飛行高度以 50~100 m 及 100~150 m 為主，

其與活動習性有關，季節間差異則較不顯著。 
7.P.18，在雷達調查，以西南來說，

調查時間108年春季：3/27、4/19、
4/20、4/24、4/25，秋季：10/4、
11/10、11/11、11/30、12/14；109
年夏季：6/1、6/2、7/5、7/6、8/6。
108 年冬季？109 年春季？調查

時間間隔如何訂定？有無 2年同

季比對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依環評核定之監測計

畫，於風場範圍進行船載式之鳥類雷達監測，

監測期間為施工前兩年，於每季進行一次(春
夏秋至少 5 日次，冬季則視天候狀況，每次

含日夜間調查)。本計畫目前已完成 108 年度

四季共 16 次調查(春、夏、秋季各 5 次，冬

季 1 次)及 109 年度共 15 次調查(春、夏、秋

季各 5 次)，簡報 p.18 係考量版面而以示意圖

方式精簡呈現，實務上各季皆有執行，調查

時間如下表所示。 

季別 西南風場 
調查日期 

東南風場 
調查日期 

108
年 

春季 
(3~5 月) 

108.03.27~28 
108.04.19~20 
108.04.20~21 
108.05.24~25 
108.05.25~26 

108.03.20~21 
108.04.21~22 
108.04.22~23 
108.05.15~16 
108.05.23~24 

夏季 
(6 ~8 月) 

108.06.18~19 
108.06.19~20 
108.07.27~28 
108.07.28~29 
108.08.22~23 

108.06.16~17 
108.06.17~18 
108.07.25~26 
108.07.26~27 
108.08.21~22 

秋季 
(9 ~11 月) 

108.10.04~05 
108.11.10~11 
108.11.11~12 

108.10.02~03 
108.10.03~04 
108.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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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108.11.30~12.1 
108.12.14~15 

(因天候因素於

12月補做調查) 

108.11.23~24 
108.12.15~16 

(因天候因素於

12 月補做調查) 

冬季 108.12.25~26 108.12.16~17 

109
年 

春季 

109.03.07~08 
109.03.08~09 
109.04.14~15 
109.04.15~16 
109.05.01~02 

109.03.09~10 
109.03.21~22 
109.04.10~11 
109.04.16~17 
109.05.02~03 

夏季 

109.06.01~02 
109.06.02~03 
109.07.05~06 
109.07.06~07 
109.08.06~07 

109.06.03~04 
109.06.04~05 
109.07.03~04 
109.07.04~05 
109.08.05~06 

秋季 

109.09.09~10 
109.09.16~17 
109.11.19~20 
109.11.20~21 
109.11.21~22 

109.09.07~08 
109.09.08~09 
109.11.17~18 
109.11.18~19 
109.12.27~28 

(因天候因素於

12 月補做調查) 

 
上述各季調查結果皆已納入環境監測季報中

完整呈現，且於本公司官方網站公告，供委

員 參 閱 ， 下 載 網 址 如 下 ：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
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由於船載式雷達調查時間需涵蓋日夜間(連
續 24hr) ，而本計畫風場距離岸邊約

40~60km，加上往返航程及作業準備，至少需

要 30~35hr 的天氣窗口(可安全作業的海項條

件)始可作業，因此調查時間大多取決於海象

條件與船隻人員調度之安排；另本計畫業正

針對 108 及 109 年度相同季節之雷達資料進

行比對分析，後續將呈現相關評估結果。 

三、彰化縣線西鄉居民  姚量議 

1.是否考慮公開鳥類繫放衛星追

蹤資料。可參考屏科大鳥類生態

研究室「黑鳶小茄子」案例。透

過科普傳達生物移動的資訊。也

可透過教案設計與地方環境教

育結合，強化環境意識和地方認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目前已完成於施工前

在彰化海岸進行一年四季之鳥類繫放及衛星

追蹤工作，監測結果皆已納入環境監測季報

中，且於本公司官方網站公告，供民眾參閱，

下載網址如下：https://orsted.tw/zh/orsted-in-
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此外，本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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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同。可參考「金山ㄨˇ ㄍㄠˋ ㄏㄜ

ˋ(台語)」繪本。 
計畫目前持續推動在地環保教育活動，已於

108年6月22日及6月29日舉辦彰化縣線西鄉

及鹿港鎮舉辦環境教育繪本童書活動；另於

108年9月22日及109年10月18日分別於大城

鄉及線西鄉的海岸淨灘活動等，後續將參照

委員建議，透過教案設計及融入地方特色方

式持續推動環境教育。 

四、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里長  施佩妤 

1.除了事前環評，目前架設的說

明，針對未來機具可能遇到的故

障情形，及將應對的方式為何？

(因為這裡濕度高、鹽份高、颱風

多) 

本計畫於設計階段已針對極端氣候與颱風狀

況加強考量，並已規劃結構防蝕等因應措施，

未來亦將持續檢核及保養，並配合主管機關

相關查核作業，以達安全營運之目的。 

2.對於地方民眾的宣導與互動，是

否能夠再加強？ 
(1)專業的(ex：環保單位、白海豚

等)→讓他們知道風電對生態

的付出，也能藉由他們知道更

細的生態。 
(2)不專業但具知識，可溝通的可

更有效地花費地方的宣導，經

主動的，而非被動地架宣導站

讓人去了解(民眾會去聽)或
是與相關單位配合，提高去聽

的意願，增加了解度。 
(3)地方的(ex：漁民等)，對他們

的產業是否有影響？我們對

他們有何協助轉型？ 

本計畫將陸續辦理地方說明活動且會事前拜

訪地方代表，現階段於109年度已達成三個里

程碑，以下說明： 
1. 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設立亞太

地區首座百萬瓦級(MW)儲能示範系統

並已正式啟動。 
2. 與彰化漁會簽署補償協議並持續溝通互

動，並持續與供應商合作提供漁民訓練

課程及轉型就業機會。 
3. 提供產業輔導基金，彰化廠商優先給予

補助。 
110年1月原定舉行[沃旭永續生活節]加強溝

通宣傳，惟因疫情考量延後舉辦。後續亦會遵

照委員建議持續推動具專業性或在地化之互

動及宣導活動。 

五、彰化縣鹿港義消中隊中隊長  郭坤發 

1.煩請擴大消防儲水庫或蓄水塘

埤。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目前陸域工區皆有設

置沉砂滯洪設施，可作為火災發生時之支應

水源；後續自設升壓站正式營運時，亦會遵

照建築消防等相關規定，留設蓄水設施以利

緊急因應使用。 
2.打樁時空拍隨時上位。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風場內因強風環境不

易操作空拍機，但會依照環評承諾於施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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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上將全程拍攝及紀錄打樁作業。 

六、彰化縣線西鄉公所助理員  高千惠 

1.會議資料提供請於會議前 7 日以

上，俾利委審查及分析彙整相關

意見。 

感謝指教，本計畫後續召開監督委員會將於

會議前提供會議簡報，以供參閱。 

2.陸域施工是否接獲相關陳情案

件，請說明。 
目前本計畫尚未接獲任何陳情案件。 

3.未見監測報告函送本所(前次意

見)。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於會議後提供貴公所一

份環境監測報告，俾利了解環境現況，各季

環境監測季報亦於本公司官方網站公告，供

民 眾 參 閱 ， 下 載 網 址 如 下 ：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
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4.110 年 1 月海域施工，與漁民協

調情況為何？或相關友善措

施？ 

本計畫已與彰化區漁會針對漁業補償及協助

漁民轉型事項簽訂漁業補償協議。 

5.目前人員進用在地人才比例？ 本計畫積極招募彰化在地人才，連續兩年於

彰化縣參加就業博覽會，如本月進用13名運

維工程師，即有3名彰化人。後續亦請 貴公

所協助轉知在地青年申請本計畫相關職缺。 
七、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  施月英 

1.CIP 已在上次監督委員會將會議

頻率改成每年三次，希望沃旭能

參考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因環境監測需累積一定時間 
之監測資料始可進行趨勢探討及比較分析，

故現階段維持每年召開兩次監督小組聯席會

議為原則，並將每季環境監測報告上傳至開

發 單 位 網 站 (https://orsted.tw/zh/orsted-in-
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以利委

員可即時參閱及掌握相關資訊；期間如有召

開臨時會議之需求，仍可由召集人或副召集

人提案並調查委員意願經確認後予以辦理。 
2.在監測計畫中，是否有異常或特

殊狀況發生？ 
一般在監測季報的最後章節會呈現該季調查

與環說調查階段及年度調查資料比對結果，

目前無發現異常及特殊狀況。另外監測發現

的物種與過去環說調查階段狀況類似，未來

的監測數據也會與施工階段做比對並做出探

討。 
3.P.8，目前的環差與現在的環評差 目前辦理變更之環差主要係依據細部設計結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projects/monitorin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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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異為何？水下噪音有變化，請說

明原因。 
果調整部分設計參數(如基樁重量與海床保

護工設置面積等)，但在最大貫入深度及最大

樁徑等皆維持不變，且使用相同之打樁設備

與安裝流程，因此並不會對水下噪音有顯著

變化。另由於原環評係參考大氣海洋局表層

資料進行水下噪音模擬，本次環差則參照委

員建議修正使用實際地質數據重新模擬，模

擬結果更符合實際狀況，且皆維持原核定之

噪音管制閾值(160dB SEL)及相關承諾事項，

並無減少。 
4.環差報告內的浮游生物調查本

來的種類只有 62 種，現在增加

至 231 種，可是生物量卻減少，

請說明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本次環差階段因鑑定技術較

環評階段提升，故在調查結果種類有顯著增

加；另在豐度數量部分，海域浮游生物因其

缺乏有效移動能力，有隨波逐流之特性，故

受環境因子之影響甚大；日照、水溫、營養

鹽、海流及水團等環境條件之影響不同，即

有可能造成調查數量的明顯差異，此為海域

自然變化之狀況，亦為本計畫環評及環差階

段調查結果差異之主要原因。 
5.P.9，針對海域施工，請分別說明

海纜施工及風機打樁期程。 
近岸的海纜施工預計將從110年第一季開始

施作，將採HDD工法降低對潮間帶之生態影

響；另風場內之海纜則是預計在111年第二季

至第三季進行施作。風機打樁期程預計於110
年第二季開始，持續到111年。 

6.P.12，監測計畫請增加魚類調查

及底棲生物調查，彰化地區一艘

船有數千萬收益且推測彰化外

海為魚類繁殖場所，此案可能會

對海域生態有大影響。 

敬謝指教，魚類跟海域生態調查將於海域施

工期間進行調查(預計110年第一季開始執

行)，依照環評階段調查結果，本場址四季捕

獲之魚類數量及種類並不多(相較於近岸風

場有顯著差異)，應非屬彰化地區主要魚場。 
7.請先蒐集底質重金屬的相關資

料，這樣才能更了解基樁腐蝕釋

放重金屬對彰化外海的影響。 

敬謝指教，本計畫於環評階段已進行場址區

域底質重金屬之背景值調查，調查結果除了

部分測站之砷濃度有超過美國國家海洋大氣

管理局(NOAA)海域底質基準之可能影響標

準(PEL)外，其餘各測站重金屬皆低於PEL，
對於海域生態並不會有顯著影響。 

另離岸風場開發為了因應海域強風、波浪、

鹽蝕環境，已規劃使用相關防蝕技術(防蝕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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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裝、犧牲陽極保護、腐蝕餘裕設計等)；本計

畫目前採用之犧牲陽極保護即為目前市場上

相當成熟之防蝕技術，一旦陽極塊安裝後即

可發揮結構物防蝕作用；若無採用防蝕技術，

結構物受腐蝕情況將加劇，亦可能造成嚴重

之工安問題。 
8.P13，針對能源局第三階段“區塊

開發”，請問 #12 #13 風場預計

何時送件? 

目前大彰化西北風場(#12)已取得2025年遴選

容量，而大彰化東北風場(#13)已通過環評但

仍尚未取得能源局分配容量，將待第三階段

區塊開發爭取。 
9.P15，為瞭解風機對鳥類的影響，

請問鳥類在風機掃風範圍的比

例是多少，且應該掌控風機掃風

範圍的主要鳥類?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與彰化雲林地區等鄰

近風場，依據鳥類目視結果(唯一可明確辨識

鳥種之監測方式)、結合船載式雷達監測、氣

象雷達觀測、鳥類繫放及衛星追蹤等參考資

料，並且納入風機規格、配置及鳥類迴避率

等參數後，進行整體區域性之鳥類撞擊影響

評估，評估結果在西部海域主要三種保育類

鳥類(猛禽、燕鷗、黑面琵鷺)之撞擊機率如下： 
(1) 在98%合理迴避率推估下，猛禽類年撞擊

隻數皆低於1隻，遠小於PBR(永續族群安

全折損量)評估指標所算出之4,462.3隻
(赤腹鷹)及1,036.1隻(灰面鵟鷹)。 

(2) 在98%迴避率及80%風機運轉率(5-8月)
合理推估下，白眉燕鷗之年撞擊隻數約73
隻，鳳頭燕鷗的年撞擊隻數約64隻，並依

2025年前取得併網容量之風場實際設置

風機數量，白眉燕鷗之年撞擊隻數約41
隻，鳳頭燕鷗的年撞擊隻數約33隻，小於

PBR評估指標估算之672.1隻(白眉燕鷗)
及115.4隻(鳳頭燕鷗)。 

(3) 在98%迴避率下，風場設置後黑面琵鷺之

年撞擊隻數約3.08隻，小於PBR評估指標

估算之27.6隻 
上述綜整評估報告業於109年8月26日經環保

署第382次環評大會審議通過，後續取得開發

許可之各風場開發單位，將依據營運前（含

施工前、中、後）之環境監測資料，於其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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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取得電業執照後半年內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

告書〔含具體可行之風機降轉（停機）機制〕

送審，以評估風場開發對於鳥類之影響。 
10.夜間遷徙鳥種是那些?早期老師

氣象雷達可看出飛行路徑，希望

一併呈現。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鳥類調查方式主要包括

小尺度之目視觀察、中尺度之船載式/固定式

雷達調查，大尺度之氣象雷達調查及衛星繫

放追蹤等，由於各調查方式皆有其優缺點及

方法限制，目前尚無直接有效之方式可直接

觀察夜間鳥類遷徙之活動情形；參考目前船

載式雷達、過去衛星繫放及氣象雷達等相關

調查與研究資料，遷徙季節夜間鳥類活動之

比例高於日間(夜間約高於六成)，另依據文獻

資料及衛星追蹤繫放結果，澎湖燕鷗及黑面

琵鷺皆有於夜間遷徙之紀錄，惟遷徙路徑之

資料並不多，仍待持續累積相關觀測資料以

利長期趨勢分析。 
11.P.23，彰化四季經常可觀測到很

多瓶鼻海豚，想瞭解他們的活動

狀態為何及是否有長期居住行

為，希望棲地利用行為可精準模

擬。 

目前大彰化東南風場及大彰化西南風場各已

出海完成20次調查，其中大彰化東能風場僅

於109年6月2日及109年8月2日兩次調查中，

分別於風場內南側目擊一群5隻瓶鼻海豚及

一群12隻瓶鼻海豚，另於109年5月15日回程

時於風場東側3公里外離線目擊；大彰化西南

風場則均無鯨豚目擊記錄。因為資料較少，

無法得知是否有在此處居住。希望在地人也

可多觀察才能收集比較多的資料。 
另外從P.25的分析聲音結果看，在共720小時

中聽到的鯨豚聲音比例非常低，且聽到鯨豚

的哨叫聲或喀搭聲多在1小時內就消失，就水

下噪音監測結果分析鯨豚應該沒有久留。綜

合鯨豚目視調查結果與水下噪音調查結果顯

示，本計畫東南風場及西南風場海域並非鯨

豚活動主要區域。 
12.P.24 台電公司於 2020 年 7 至 9
月有進行打樁，我們風場是否有

測到，台電二期打樁上風處

15km 以外可聽到。 

由於本計畫場址距離台電二期風場約為

20~40km，參照該案環說書評估結果，打樁噪

音於採行減噪措施後於750m處可降至160dB
以下，於10km範圍外則約已衰減至120dB以
下(接近環境背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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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本計畫於2020年8月初進行第三季水下噪音

監測，儀器監測期間與台電二期風場打樁期

間相重疊；依據監測結果顯示，大彰化東南

風場東側測站之水下噪音，在1至10 kHz間噪

音曲線變化相較顯著，表示該量測點位可能

係受到外部噪音影響(如船舶噪音或其他工

程施作)，東南風場西側及西南風場則較無此

情形；由監測結果推論東南風場東側測站之

背景噪音雖係有可能受到台電二期打樁施工

之能量傳遞影響，但因台電二期風場距離本

計畫東南風場已有相當距離(能量隨距離衰

減後已相當低)，且中間尚隔有南北直航航道

(船舶密集度高、噪音干擾強)，因此合理推論

東南風場受台電二期風場打樁影響之程度應

不高。 
13. P.31 TSP 及 PM10都蠻高，請增

加除了灑水以外的防塵因應對

策。 

敬謝指教，本計畫陸域設施位於彰濱工業區

內，由於該區域海風較強且海岸及陸地之裸

露地表甚多，因此揚塵逸散情形亦相對嚴重，

過去於環評階段背景調查時期即曾發生數次

空氣品質超標之狀況(TSP、PM10、PM2.5)。 
本計畫陸域工程施工期間已依據環評承諾執

行相關揚塵抑制措施，以減少揚塵對當地環

境之影響，相關措施包括： 
1. 裸露地表持續灑水及覆蓋防塵網 
2. 車行路徑鋪設鋼板、級配、混凝土，並且

不定時清除淤積於鋼板上之粉塵(或是重

新鋪設級配粒料)，以維持良好之揚塵抑

制效果。 
3. 持續進行周邊道路清掃維護。 

14.P.37 海上環境中的保護對策，風

場跟海纜請分別做呈現。 
遵照辦理，風場區域的環境保護對策主要是

針對打樁作業擬定相關保護對策(包括鯨豚

保護措施及水下噪音減輕措施)，海纜區域之

環境保護對策則主要是針對上岸段降低潮間

帶影響之保護對策(包括採地下式HDD工法

施作、非HDD段避開候鳥過境期、採用污染

防濁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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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15.P.47 請說明 TCO 跟 MMO 的差

異及標準?。 
TCO(Taiwan Cetacean Observer) 及 MMO 
(Marine Mammal Observer) 兩個名稱是通用

的，本計畫目前規劃之MMO培訓課程皆已經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OCA)審核通過，後

續實務執行應無差異。 
16.應納入其他風場資料及背景值

資料才能確實執行環境保護措

施。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持續關注其他風場

公開之監測資料，以利用於未來長期資料的

比對分析。 
17.OCA 手冊有規定每完成 10 支

要再 14 天內提給 EPA、OCA 相

關資料，希望可一併提供監督委

員。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遠岸風場於工作平台船

之相關作業係透過衛星傳輸等方式進行資料

傳遞，非似陸域無線或有線傳輸之便利性，

目前也正與相關機關協商後續資料提交與檢

核方式；本計畫打樁期間相關監測結果除提

交海保署及環保署等主管機關外，亦會定期

彙整於監測季報中，屆時可提供委員參考。 
18.希望簡報資料可以 7 天前提供，

同時監測資料可一併提供連結

做參考? 

敬謝指教，因簡報製作後還需要檢視內容的

時間，預計於會前2~3天提供簡報內容供委員

參考。 
19.P.52 風機葉片上有裝置音波麥

克風，是否會被葉片影響? 
敬謝指教，外國正努力發展相關技術，現在

可監測到鳥類聲音並辨別及濾出環境聲音，

應不會被葉片聲音影響鳥類監測。 
20.國外有鳥類遷徙預測系統是否

可引進台灣? 
參考美國BirdCast網站，主要係針對陸域鳥類

其遷徙時會因應氣候與地形條件而有較固定

的路徑，因此結合長期監測資料可獲得較為

精準之預測飛行資訊；而鳥類於海域大尺度

之活動較無固定路線，且國內外對於各種鳥

類於海域活動之相關監測資料皆相較缺乏，

有待更多的資訊累積或是監測技術提升始有

機會進一步進行鳥類遷徙預測。 

 

美國BirdCast網站鳥類遷徙路徑預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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