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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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監督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9年 6月 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線上會議 

三、 主席：高委員傳勝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附錄一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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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監督委員會會議時間暫定今年 12月(海域施工前)，視疫情狀況不

排除安排線上會議。 

九、 出席單位發言意見及回覆： 

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一、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良恭 

1. 目前風場鳥類目視調查結果僅針

對保育類物種，請進一步說明調

查數量。 

感謝委員意見，依據海上鳥類目視調查結果

顯示，單季保育類物種發現數量並不高，以

春季(2019/5)於大彰化西南風場共記錄到白

眉燕鷗10隻次為最多(同一時間記錄數量為

1~2隻)，其他季節記錄到的保育類物種如鳳

頭燕鷗、黑嘴鷗等數量皆在1~3隻之間。 

以下說明大彰化東南及大彰化西南風場109

年度海上鳥類目視調查結果： 

大彰化東南風場109年度海上鳥類目視調查

於春季、夏季、秋季及冬季共執行10次，共記

錄4目4科9種141隻次鳥類，其中以大白鷺記

錄60隻次最多，其次為黃頭鷺34隻次。比較

四季調查結果顯示，以春季記錄113隻次最

多，依數量遞減為夏季、秋季及冬季，冬季受

限於海象情況不佳，僅於海象可允許之情況

進行1次調查，未記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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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彰化西南風場109年度海上鳥類目視調查

於春季、夏季、秋季及冬季共執行10次，共記

錄4目8科13種127隻次鳥類，其中以大白鷺記

錄26隻次最多，其次為家燕20隻次。比較四

季調查結果顯示，亦以春季記錄91隻次最多，

依數量遞減為夏季、秋季及冬季，冬季受限

於海象情況不佳，僅於海象可允許之情況進

行1次調查，故記錄隻次較少。 

因春季為候鳥過境的高峰期，在臺灣或是東

南亞度冬的候鳥，隨著氣候變暖準備往北方

遷徙，回到繁殖地繁殖。整體而言，記錄隻次

與季節變化相關，符合鳥類遷徙趨勢。109年

度兩風場均未記錄異常現象。 

2. 鳥類雷達調查結果中，為何會出

現飛行高度在 500 公尺以上數量

較多的現象。 

感謝委員意見，鳥類飛行高度係依據垂直雷

達之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其偵測範圍為海平

面至1800公尺高空左右，並以每50公尺為一

區間來呈現飛行高度之調查結果(例如0~50

公尺、50~100公尺..等)；其中低於50公尺接近

海面飛行之鳥類，因受波浪回波影響調查結

果會有低估情況外，其餘區間則以100-150公

尺所調查到之數量相對較多；高於500公尺以

上各區間之調查數量並不多(受偵測距離與

精準度等限制)，故以加總方式呈現，現已參

照委員建議修正呈現方式，如下圖所示。 

 

大彰化西南風場鳥類飛行高度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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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彰化東南風場鳥類飛行高度調查結果 

3. 鳥類繫放調查結果中，發報器斷

訊比例偏高之原因?且這些鳥都

不經過風場，是否與鳥類種類有

關?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回覆說明如下： 

(1) 本計畫係選用太陽能板式之發報器進行

繫放追蹤(其體積相對較小，比較不會干

擾到鳥類)，故若該個體活動方式較不易

照到陽光而無法充電(例如喜好於樹林間

或是黃昏時段活動等)將導致發報器失去

電力。另一方面，因繫放捕抓之鳥類以體

型較小的幼鳥為主，故其自然死亡之比例

亦較高，此皆為發報器斷訊之可能原因。 

(2) 大部分之候鳥遷徙係順應季節風向來飛

行，因此在春季北返時多會順著南風直接

朝向北飛行(或是先沿岸飛至北台灣地區

再離開)，故較不會經過彰化外海之風場。 

(3) 大彰化東南及西南兩風場共進行8隻鳥類

繫放，除春季北返的鳥類外，部分鳥類於

彰化沿海地區的灘地、魚塭活動，以下就

各鳥類繫放結果摘要說明如下： 

 灰斑鴴(代號：B50)：於108年3月18日繫

放，3月18至4月6日間於彰化沿海的灘

地、魚塭區與河岸活動。自4月6日晚間

開始北返遷移，未經過風場範圍，於4月

8日飛至江蘇沿岸灘地與養殖池周圍活

動後，未再回傳訊號。 

 灰斑鴴(代號：B47)：於108年3月20日繫

放，自繫放後至4月17日近一個月間，於

彰化沿海活動，並於4月17日出海進行

北返遷移飛行，於4月19日晚間抵達韓

國仁川沿岸灘地，未經過風場範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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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於該地活動38天才再往北飛，爾後

持續往東北方向前進，經過庫頁島與堪

察加半島，進入俄羅斯東北方的楚科奇

自治區，並在短暫休息後繼續往北飛

行，在5月31日抵達楚科奇自治區北方

的凍原區域，已進入灰斑鴴在西伯利亞

東部的繁殖地區。 

 中白鷺(代號：84714)：於108年7月1日

繫放，並持續待在彰化大城沿岸鷺鷥林

巢區直至8月9日開始離巢在附近活動，

於8月13日開始往南飛，飛至屏東佳冬

沿海的魚塭區活動後，直到9月2日發報

器斷訊。 

 中白鷺(代號：84697)：於108年7月9日

繫放，自繫放後至8月9日間於彰化大城

沿岸鷺鷥林巢區附近活動，於8月9日開

始離巢，並前往雲林土庫的農地活動，

持續在該地區活動，在10月15日後即斷

訊。 

 大杓鷸(代號：H03031)：於108年11月11

日繫放，自繫放後至109年2月11日於彰

化大城沿岸及濁水溪出海口灘地附近

活動，於2月11日斷訊，繫放人員於2月

18日前往查看發現發報器因繫放繩斷

掉已脫落。 

 灰斑鴴(代號：E13055)：於108年10月30

日繫放，自繫放後至109年2月19日間，

主要活動於彰化芳苑與大城沿岸魚塭

與灘地，以及濁水溪出海口和北岸灘

地。於109年5月出海遷移往中國上海，

然而出海期間發報器不明原因未正常

回傳定位 

 大杓鷸(代號：H03035)：於108年12月26

日繫放，在108年12月26日至109年2月

29日間活動於彰化芳苑、大城沿岸灘地

與魚塭，隨後北返遷移，未經過風場範

圍。在3月1日清晨抵達中國浙江沿海並

稍事停留後，隨即繼續往北前進，在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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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跨越黃海抵達中國山東，在該地沿

海的一處養殖魚塭區活動至3月13日，

於4抵達中國東北持續追蹤中。 

 大杓鷸(代號：H03034)：於108年12月2

日繫放，自繫放後至109年2月15日間，

主要活動於彰化芳苑與大城沿岸魚塭

與灘地(未有海上活動)，遇中大潮時日

間仍會回到魚塭堤岸休息，於2月15日

斷訊，在2月20日繫放人員前往最後定

位點所在的芳苑沿岸灘地，目擊大杓鷸

約300隻，由於大杓鷸所在的泥灘地距

岸邊數百公尺遠，且數量眾多，並無法

確認其狀況。 

4. 因於台灣中部地區繫放之鳥類，

其北返遷徙路徑不太可能經過風

場，若要評估風場對鳥類的影響，

是否需到南部進行相關調查，才

足夠探討鳥類是否經過風場，以

及鳥類移動與風場間的相互影響

關係。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為了解彰化地區一帶

鳥類之活動及遷徙路徑，於環說書承諾”施

工前在彰化海岸四季皆進行一次鳥類繫放追

蹤，以衛星追蹤器進行候鳥的遷移路線確

認，以了解主要的鳥類遷徙路徑，因此鳥類

繫放及衛星追蹤工作係於彰化海岸地區來執

行；另本計畫額外針對其他區域保育類鳥種

(如澎湖地區燕鷗、黑面琵鷺)進行繫放追蹤

調查，亦有助於瞭解鳥類移動與風場間之相

互關係，相關資料將彙整後於下次監督委員

會議中報告。 

5. 風場內調查穿越線無發現鯨豚，

但從港口至風場路線上是否有觀

察到鯨豚，應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依據環評核定之監測

計畫內容於風場範圍執行鯨豚目視調查，故

僅針對風場(穿越線)調查範圍紀錄有觀察到

的鯨豚數量，目前於2020年6月份有於大彰化

東南風場內觀測到瓶鼻海豚；另在離港/返港

及航程期間如有發現鯨豚，雖不列入風場內

觀測紀錄，但將會於調查記錄中備註說明。 

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盧沛文 

1. 是否有相關機制以做為施工後調

查之檢核標準?風場及檢核點(對

照區)調查資料是否有差異?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除依照環評承諾之監

測計畫切實辦理外，亦已針對部分監測項目

規劃檢核點(對照區)額外進行調查，以加強掌

握不同區域之背景環境差異，截至目前調查

結果顯示，並無發現任何異常現象，待未來

蒐集長期資料後，將與兩風場調查資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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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與分析比對，屆時將與各位委員說明及

討論。 

2. 允能風場有與天氣風險公司合作

進行 AI鳥類監測，本風場是否有

相關應用?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規劃於營運階段在

風場範圍內設置鳥類監控設備，將依據風場

開發順序以及風機配置選擇適切位置，設置

熱影像、音波麥克風及高效能雷達等儀器，

或屆時更高科技之監控設施，以監測鳥類活

動情形。熱影像監視設備及錄音設備監測可

能之鳥類撞擊；雷達紀錄鳥類之飛行路徑，

則可評估風場開發所導致的屏障效應，預計

於下次監督委員會中提出說明。 

三、 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陳宜清 

1. 目前為 108 年的成果調查，是否

能與當時環評階段進行之調查結

果比對，分析是否有較特殊的異

常現象可進行討論。 

感謝委員意見，環評階段環境背景調查係依

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辦理，

部分調查項目有涵蓋四季調查(如鳥類、鯨

豚、魚類、海域生態)，部分項目則僅調查3~6

個月(如空品、噪振、陸域生態)；目前已於監

測報告中針對目前環境監測計畫調查資料與

環評階段相互比較，目前比較結果無異常狀

況發生，後續於有發現異常情況則將加強評

析可能原因並即早因應處理。 

四、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施月英 

1. 希望未來呈現的照片可以顯示時

間跟日期，甚至可將座標一併呈

現。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海域調查係利用高倍數

望遠鏡及專業相機來調查記錄，較無法利用

手機及其app軟體來執行(攝距及畫素有限)，

但調查過程將會完整記錄拍照時間、日期及

定位之座標。 

2. 鳥類對於風場內棲地利用的行為

為何（如:遷徙經過、覓食等）？

鳥類夜間活動比例較高，其行為

為何？由行為模式才能了解風機

對鳥類之影響，以訂定降轉機制

與相關的減輕對策。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不同調查方法之限制，

日間鳥類監測主要以目視調查來進行，可清

楚記錄一定範圍內鳥類數量、鳥種、活動及

棲地利用之情形；夜間則主要依據雷達來觀

測中大尺度之鳥類飛行方向、高度，並依據

其飛行軌跡初步判斷其可能之活動情形。 

依目前調查結果，於風場海域觀測到之鳥類

活動主要係以遷徙為主，僅有少部分為覓食

及休息；未來風場營運階段將設置熱影像、

音波麥克風及高效能雷達等儀器，或屆時更

高科技之監控設施，將可更有效地監測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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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情形，相關設置規劃預計於下次監督

委員會中提出說明。 

3. 鳥類雷達調查部分，簡報中提到

0-50 公尺區間之評估會存在誤差

值。但很多鳥類屬於低飛狀態，在

飛行高度 0-50公尺以下，是否有

相關的彌補措施或克服方法？ 

感謝委員意見，鳥類目視調查及雷達調查係

為兩種不同的調查方式，各有其方法限制，

如下表所示。 

鳥類調查方法比較 

項目 目視調查 雷達調查 

預計
可取
得分
析資
訊 

鳥類種類、數
量、棲身及活動
情形、季節性之
族群變化等 

中尺度飛行路
徑、時間分布、
通過筆數(水平
雷達)、高度(垂
直雷達) 

方法
限制 

• 高飛鳥種較難
發現  

• 夜間無法調查 

• 日出、夕陽干
擾 

• 能見度至少保
持300m 

• 風力5級內  

• 無法知道鳥種
及實際隻數 

• 高度與軌跡資
訊整合困難  

• 受波浪回波影
響，雷達可能
低估低飛個體 

目視調查可清楚記錄距觀測者水平距離約

300公尺及垂直高度約200公尺範圍內之鳥類

數量、鳥種、活動及棲地利用情形，但對於距

離觀測者較遠、飛行高度較高或是夜間活動

之鳥類則無法有效來監測；雷達調查係依據

訊號反射後之回波解析來判斷鳥類飛行高

度、方向及可能行為，但對於貼海低空飛行

之鳥類，受波浪影響將無法有效偵測而會有

低估數量之情況。 

未來風場營運期間將於穩固之結構物上設置

熱影像、音波麥克風及高效能雷達等儀器，

或屆時更高科技之監控設施，將可更完整、

有效且連續性地監測鳥類活動之情形，並與

現階段船隻目視及雷達調查結果相比對。 

4. 簡報中沒有提到魚類相關監測，

是否有進行這部份的調查?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環評辦理期間已針

對魚類進行四季次背景調查，未來將依據環

評核定之監測計畫內容執行，將於施工期間

及營運期間進行魚類監測(預計於2021年第

一季開始執行)，屆時將與環評期間調查結果

進行彙整及分析比對，亦於後續監督委員會

呈現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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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計畫是否將進行環差變更?例

如，最近很多風場提出環差將海

上鯨豚觀察員或船隻數量大幅減

少。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目前正在辦理環差變

更，主要變更內容為風機與離岸變電站之基

礎結構設計及保護工施作面積等，並無涉及

鯨豚觀察員及觀測船隻數量等項目。本計畫

未來於打樁期間將依據環評承諾執行，於施

工船上配置至少3位以上之鯨豚觀測員(至少l

位為民間生態團體成員)於基礎打樁過程同

時目視觀察，觀察範圍必須涵蓋4個方位之警

戒區(750公尺內)和預警區(1,500公尺內)。 

鯨豚觀測員於施工船上可增加觀測效果，因

施工船較一般觀測船高，藉由提高視野，會

因為減少海浪對視線的影響而使鯨豚觀察員

的觀測範圍大幅上升並增加觀測穩定性。在

較高的平台上，鯨豚觀察員能有更高、不受

阻礙的觀測點，提升觀測效果。另外，鯨豚觀

測員配置於施工船時，能夠確保其與施工單

位的直接溝通，並於必要時更快、更準確地

執行所需行動。 

6. 請說明風機降轉制度可能性之評

估。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彰化雲林地區各離岸風

場綜整提出之鳥類調查報告中已針對國內外

陸域及離岸風場相關降轉機制進行研究分

析，相關內容業由環保署進行審議中；另經

濟部能源局亦正進行相關資料研究及分析，

待完成初步成果後亦將提供相關建議及規

範。本計畫後續將配合環保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相關審議結果及建議內容來辦理。 

7. 請提供前次會議至今相關環境監

測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去年度至今已進行四

季調查並已撰寫環境監測季報，會後將以

email方式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 

五、 彰化縣鹿港義消中隊  郭坤發 

1. 風機運轉時，鳥類飛行可能會被

旋轉中的風機葉片打到，是否有

規劃防範措施？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環評階段已調整及

規劃合適之風機配置，有預留相當大的鳥類

飛行空間(風機南北方向保留2公里之間距，

東西向保留至少500公尺之間距)，而參考國

外研究鳥類碰撞文獻及歐洲風場實際營運情

形，絕大多數鳥類經過運轉中之風機時亦會

有迴避行為，此外，依據鳥類撞擊分析評估

結果顯示為輕微影響，故整體而言，風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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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對於鳥類撞擊之影響並不顯著。 

目前環保署就鳥類飛行廊道空間及降低鳥類

碰撞之因應機制業正進行相關審議中，本計

畫後續亦將依其審查結論來確實辦理。 

2. 是否有規劃開挖時陸域打樁機漏

油的防範措施?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業已依照環評承諾責

成陸域施工廠商加強施工機具保養，以降低

漏油機率，並透過每月工區自主管理查核來

確認其相關保養紀錄。如有漏油狀況發生，

工區亦已訂定相關緊急應變計畫，將依其內

容即時因應處理，降低其對環境之可能影響。 

3. 台中港施工車輛進出對周圍路段

的影響，是否有規劃相關的防範

措施?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目前陸域施工區域皆

在彰濱工業區內，且相關整地及開挖等施作

皆採區內挖填平衡原則，並不會將土方外運；

因此除了施工初期與工程結束階段會有車輛

進入及離開工區外，大部分時間施工機具與

車輛皆係停駐在工區中，因此對於彰濱工業

區及其周邊鄰近道路的影響相對較低。 

本計畫未來於台中港施工時，將遵守相關環

評承諾，如下說明： 

(1) 協調當地交通及道路主管機關，配合辦

理下列事項:交通號誌、標誌、標線之拆

除與新設，以及號誌時制調整。交通疏

導與交通違規取締。 

(2) 吊裝作業需管制交通以維持用路人及工

地作業之安全。 

(3)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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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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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案倘涉及道路挖掘或路權使用時，將

於工程施工前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經

核准後始得進場施工。 

4. 陸上工程進行時會設置圍籬，而

海上工程將會如何避免工程影響

其他單位船隻運行。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依照環評承諾，於

海事工程施作期間，於工區四周佈署適當的

海上警告設施；施工船舶航行中或作業時，

亦將依據「國際海上避碰規則」顯示夜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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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燈號，來降低船隻碰撞事故發生。 

此外，交通部業於108年5月31日公布「航路

標識設置技術規範」，本計畫將依其相關規定

設置燈號等警示設施，以降低船舶誤入風場

或發生碰撞等風險。 

六、 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簡連貴(書面意見) 

1. 各項環評監測大致符合環評要

求。 

感謝委員肯定。 

2. 同意召開臨時會議啟動機制及建

立通報系統與機制之規劃。 

敬悉。 

 

3. 應持續確實執行植物及動物生態

環境保護對策。 

將遵照委員意見確實執行植物及動物生態環

境保護對策。 

4. 109 年冬季(2 月份)開始執行調

查，至 3 月底大彰化東南及西南

風場已各完成 2 趟次調查。本風

場附近穿越線調查均沒有目擊任

何鯨豚，目擊率為零。請說明可能

原因與因應對策。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鯨豚調查係採穿越線

方式進行，因此調查期間因氣候、海象或觀

測人員當日狀況等不同，並非每次皆可順利

目擊到鯨豚；參考環評階段調查結果，兩個

風場於四季共20趟次之調查結果中亦僅有

3~4趟次有目擊紀錄。本年度於6月份調查時

已有目擊到鯨豚(瓶鼻海豚)之紀錄，將於下次

監督委員會中進行說明。 

5. 請說明風場鳥類飛行廊道規劃，

建議加強建立鳥類停機機制之可

能性與因應對策之規劃。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環保署就鳥類飛行廊道

空間及降低鳥類碰撞之因應機制業正進行相

關審議中，本計畫將持續執行環境監測計畫，

並蒐集相關文獻做參考，後續亦將依相關法

令規定確實辦理。 

6. 請說明資訊公開網站設立情形，

並於施工前應加強利害關係之溝

通，及檢討漁民或 NGO參與相關

調查之可能性。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將歷次每季環境監

測摘要報告、監督委員小組會議開會資訊及

會議紀錄等相關資訊公告於企業網站中

(https://orsted.tw/zh/orsted-in-taiwan/our-

projects/monitoring-result)。在地方溝通部分，

本計畫皆已持續與彰化區漁會進行相關協商

及溝通，並且承諾將於海域施工前與其達成

共識；另本計畫協請台大嚴慶齡工業研究中

心辦理台灣鯨豚觀察員(TCO)培訓課程，並邀

請漁民及NGO共同參與，未來將依照環評承

諾於施工船上配置至少3位以上之鯨豚觀測

員(至少l位為民間生態團體成員)於基礎打樁

過程同時目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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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一 

第二次監督小組委員會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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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監督小組委員會 

 

出席名單 
壹、開會時間：民國 109年 06月 01日(星期一)上午 10點 00分 

貳、開會地點：線上會議 

參、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出 席 委 員 

林委員良恭 

盧委員沛文 

陳委員宜清 

施委員月英 

郭委員坤發 

高委員傳勝 

戴委員品軒 

王委員瑜萍 

曹委員修齊 

李委員立偉 

成委員之峻 

劉委員家昆 

 

  



 

 

 

 

 

附 錄 二 

第二次監督小組委員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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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02-2722-1617
#185 02-2722-0226 vitai@orsted.com

04-7276899 04-7276877 leeli@orsted.com

( ) 07-7910298 07-7910126 jerry@mail.kunitech.com.tw

48

49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