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調查評析 

109 年第 3 季監測成果摘要 

監測計畫內容 成果摘要 

空氣品質 

一、項目： 

1.總懸浮微粒(TSP) 

2.懸浮微粒(PM10) 

3.細懸浮微粒(PM2.5) 

4.風向、風速 

二、地點： 

大城變電所、普天宮 

三、頻度： 

每季 1 次。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大城變電所 普天宮 

總懸浮微粒(TSP)、懸

浮微粒(PM10)、細懸浮

微粒(PM2.5)、風向、風

速 

空氣品質：109 年 7 月 20~21 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 

三、摘要 

本計畫於 107 年 8 月 1 日報開工，本次屬施工期調查，空氣品質

各測站之測值均符合法規標準。 

噪音振動 

一、項目： 

1.噪音：均能音量(日間、晚

間、夜間) 

2.振動：日間及夜間 

二、地點： 

電氣室附近民宅及芳苑國小 

三、頻度： 

每季 1 次，每次連續 24 小時

監測。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電氣室附近民宅 芳苑國小 

噪音、振動 噪音振動：109 年 7 月 20~21 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2~3) 

三、摘要 

本計畫於 107 年 8 月 1 日報開工，本次屬施工期調查，噪音振動

各測站之測值均符合法規標準。 

陸域生態 

一、項目： 

1.陸域動物 

(1)哺乳類 

(2)兩棲類 

(3)爬蟲類 

(4)蝶類 

(5)蜻蜓成蟲 

2.陸域植物 

 

 

一、執行情形： 

項目 日期 

陸域動植物生態 109 年 8 月 18~21 日 

 



二、地點： 

陸域輸配電系統(含電氣室、

纜及其附近範圍)。 

三、頻度： 

每季 1 次 

二、監測值(詳附表 4~9) 

三、摘要 

1.陸域動物 

(1) 哺乳類(含蝙蝠)：本季共記錄 3 目 4 科 12 種 281 隻次，共

記錄台灣特有種 1 種，台灣特有亞種 1 種，無記錄任何保

育類物種；各物種數量貧乏無明顯優勢物種。 

(2) 兩棲類：本季共記錄兩棲類 5 科 15 種 130 隻次，共計錄外

來種 1 種，無記錄到任何台灣特有(亞)種及保育類物種；各

物種數量貧乏無明顯優勢物種。 

(3) 爬蟲類：本季共記錄爬蟲類 5 科 9 種 148 隻次，共記錄保育

類 1 種，台灣特有種 1 種，台灣特有亞種 1 種；無明顯優

勢物種。 

(4) 蝴蝶類：本季共記錄 5 科 15 種 130 隻次，共記錄台灣特有

亞種 3 種，無記錄任何台灣特有及保育類物種；優勢物種

為荷氏黃蝶。 

2.陸域植物 

共記錄植物 90 科 265 屬 376 種，特有植物共記錄 8 種(台灣芎

藭、冇骨消、台西大戟、台灣土防己、台灣虎尾草、傅園榕、

台灣欒樹、長枝竹)；稀有植物 7 種(苦檻藍、蘭嶼羅漢松、蘄

艾、福木、象牙樹、銀葉樹、蒲葵)。苦檻藍雖被列為易受害 (VU) 

及以上層級，但事實上目前在許多學校、庭園、公園綠地都

有栽培，建議可不予處理。 

鳥類生態 

一、項目： 

岸邊陸鳥及水鳥。 

二、地點： 

鄰近之海岸附近 8 處。 

三、頻度： 

每年夏季 (6~8 月 )為每季 1

次，春、秋、冬候鳥過境期間

(3~5 月、9~11 月及 12~2 月)

為每月 1 次 

一、執行情形： 

項目 日期 

岸邊陸鳥及水鳥 109 年 8 月 15、16、18 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0) 

三、摘要 

本季海上鳥類調查共目擊鳥類 1 目 1 科 2 種 7隻次，均為燕鷗類，

並記錄有 II 級珍貴稀有保育類鳳頭燕鷗 1 種，目擊地點以風場

西側接近海岸的區域為主。本季滿潮暫棲所水鳥調查共記錄到

10 目 16 科 46 種 3,878 隻次，潮間帶灘地水鳥調查本季共記錄到

2 目 4 科 14 種 243 隻次，水鳥調查皆未發現任何特有種與特有

亞種鳥類，而保育鳥類共計記錄 7 種，包含 II 級珍貴稀有保育

類 4 種(小燕鷗、鳳頭燕鷗、黑翅鳶和赤腹鷹)，以及 III 級其他

應予保育類 3 種(紅腹濱鷸、燕鴴和紅尾伯勞)。 



海域水質 

一、項目： 

水溫、氫離子濃度、生化需氧

量、鹽度、溶氧量、氨氮、營

養鹽、懸浮固體物、葉綠素

甲、大腸桿菌群。 

二、地點 

風機鄰近區域 5 點。 

三、頻度 

每季 1 次。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ST1 ST3 ST5 ST8 ST11 

水溫、氫離子濃度、生

化需氧量、鹽度、溶氧

量、氨氮、營養鹽、懸

浮固體物、葉綠素甲、

大腸桿菌群。 

海域水質：109 年 8 月 18 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 

三、摘要 

本計畫海域工程於 109 年 8 月 1 日報開工，本次屬施工期調查，

空氣品質各測站之測值均符合法規標準。 

海上鳥類 

一、項目： 

種類、數量、棲身及活動情

形、飛行路徑、季節性之族群

變化等。 

二、地點： 

風機附近 4 處。 

三、頻度： 

每年夏季(6~8 月)為每季 1

次，春、秋、冬候鳥過境期間

(3~5 月、9~11 月及 12~2 月)

為每月 1 次(海上鳥類冬季以

船隻出調查或輔助設備間接

進行調查，例如錄影設備、望

遠鏡、雷達、衛星)。 

一、執行情形： 

項目 日期 

海上鳥類 109 年 9 月 15 日、109 年 9 月 16 日、109 年 9 月 18 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0) 

三、摘要 

本季於 9 月進行海上鳥類調查，共目擊鳥類 1 目 1 科 2 種 7 隻次，

均為燕鷗類；其中 6 隻為鳳頭燕鷗，1 隻則因距離較遠無法辨識

至種。約 43%飛行在 25 公尺以下，14%飛行在 200 公尺以上，

飛行在風機葉片潛在影響高度的個體佔 43% 

 

水下噪音 

一、項目： 

20Hz~20kH 之水下噪音，時

頻譜及 1-Hz band、1/3 Octave 

band 分析等。 

二、地點： 

風機位置周界處 2 站(由鯨豚

生態的水下聲學監測 5 站

中，選取風機位置周界處 2

站資料進行分析) 。 

三、頻度： 

每季一次(與鯨豚生態調查水

下聲學監測同時進行，若冬季

無法施工則停測)。 

一、執行情形： 

日期 

項目 
UN1 UN2 UN3 UN4 UN5 

水下噪音 109 年 8 月 16 日、109 年 8 月 19 日、109 年 9 月 15

日 

二、監測值 

1. 打樁期間 

LE(30s) 介於 160.1~164.2 dB re 1 μ Pa ； SPLRMS 介於

170.8~177.1 dB re 1μPa。 

2. 風機周界 

(1)時頻譜：本季擇 UN1 與 UN3 進行分析，兩測站皆可觀察

到具日夜周期之噪音，其頻率分布於 1 kHz 上下，應為石

首魚類所產生之聲音。此外，本季兩測站亦觀測到其餘噪



音源，包含施工船引擎噪音、施工船馬達噪音及船舶經過

時所產生的引擎噪音等。 

(2)1-Hz band：UN1 測站之寬帶聲壓位準 (Broadband SPL, 20 

Hz-20 kHz)中 1 Hz 聲壓位準頻譜圖顯示約於 40~150 Hz

範圍內有較高噪音，聲壓位準達 115~125 dB re 1 µPa；1 

kHz 左右亦有一高峰，聲壓位準落於 98 dB re 1 µPa 左

右；前者推測為風場施工監視船舶密集活動以及打樁所貢

獻之，後者亦為由船舶產生之噪音。UN3 測站之寬帶聲

壓位準 (Broadband SPL, 20 Hz-20 kHz)中 1 Hz 聲壓位準

頻譜圖顯示滿乾潮時段約於 40~100 Hz 範圍內有較大噪

音，聲壓位準達 115 dB re 1 µPa 左右，高頻段約 600 Hz

至 2 kHz 處有波動，較高的聲壓位準落於 95~105 dB re 1 

µPa；前者推測為風場施工監視船舶密集活動以及打樁所

貢獻之，後者推測為具有日夜周期的魚類聲響貢獻之噪

音。 

(3)1/3 Octave band：UN1 及 UN3 各頻率之滿潮間聲壓位準

範圍皆無明顯差異。UN1乾潮時聲壓位準也都在 120 dB re 

1 µPa 以上，推測為風場施工監視船舶密集活動以及打樁

所導致，UN3 乾潮聲壓位準分別為 125.6 和 118.8 dB re 1 

µPa，應與發聲魚類有關。 

三、摘要 

本季已完成環評承諾之監測內容，包含 20Hz~20kH 之水下噪

音，時頻譜及 1-Hz band、1/3 Octave band 分析。 

海域生態 

一、項目： 

潮間帶生態、浮游生物、仔稚

魚及魚卵、底棲生物、魚類。 

二、地點： 

潮間帶生態: 海纜上岸段兩

側 50 公尺範圍內進行調

查；浮游生物、仔稚魚及魚

卵、底棲生物: 風機鄰近區域

5 點；魚類:調查 3 條測線。 

三、頻度： 

每季一次。 

一、執行情形： 

日期 

項目 
日期 

潮間帶生態、浮游生

物、仔稚魚及魚卵、底

棲生物、魚類 

109 年 8 月 19 日、109 年 8 月 20 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2) 

三、摘要 

本季各項監測結果摘要如下： 

3. 浮游植物：發現矽藻 23 種以上、矽質鞭毛藻 3 種、藍綠藻

1 種、以及渦鞭毛藻 2 種以上，總計發現 29 種以上浮游植

物，平均豐度為 498,180 cells/L。其中矽藻豐度佔了總豐度

99%以上、其他藻佔了 1%以下。。 

4. 浮游動物：平均豐度為 111,194 ind./1000m3，平均發現大類

數 20 種。前六優勢大類分別為哲水蚤(Calanoida)、劍水蚤

(Cyclopoida)、橈足類幼生(Copepoda nauplius)、藤壺幼生



(Barnacle nauplius) 、尾蟲類 (Appendicularia) 和毛顎類

(Chaetognatha)，此六個主要優勢類群合計佔本季浮游動物

總豐度的 82.2%。 

5. 底棲生物：共捕獲 7 門 62 科 80 屬 92 種 10430 個生物個體，

其優勢種為北海道櫻蛤(Nitidotellina valtonis)，計有 5,646

個個體，其次為海錢的一種(Dendrasteridae sp.)，共捕獲

1,704 個個體。 

6. 仔稚魚及魚卵：共發現浮游性仔稚魚 5 科 5 屬 5 種，平均豐

度以高鰭鰕虎屬之一種(Pterogobius sp.)最高，為 126±109 

(ind./1000m3)，其次為日本沙鮻(Sillago japonica)，平均豐度

為 82±51 (ind./1000m3)。 

7. 魚類：僅採集到浮游性仔稚魚 1 科 2 屬 2 種，平均豐度以白

沙鮻(Sillago sihama)最高，為 35±35 (ind./1000m3)，其次為

沙鮻科之一種 (unidentified sp.) ，平均豐度為 27±27 

(ind./1000m3)。相較於仔稚魚，各測站魚卵豐度皆較高，平

均豐度為 8188 ± 2038 ind./1000m3，其中又以測站 ST5 採得

魚卵豐度最高(14331 ind./1000m3)。 

海域生態-鯨豚生態 

一、項目： 

鯨豚生態調查(含水下聲學調

查)。 

二、地點： 

一般視覺監測範圍為本計畫

風機附近海域地區；水下聲學

監測測站共計 5 站。 

三、頻度： 

一般視覺監測範圍為本計畫

風機附近海域地區(一般視覺

監測 30 趟次/年(於 4~9 月間

進行)；水下聲學監測測站共

計 5 站(每季 14 天(若冬季無

法施工則停測)。 

一、執行情形： 

日期 

項目 
日期 

鯨豚生態調查 7/4、7/8、7/28、8/10、8/14、8/15、8/17、8/23、9/4、

9/7、9/8、9/12、9/13、9/15、9/18、9/23、9/24 
註:依據「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次內容變更對照表」內容，「本計畫施

工及營運階段之監測內容皆涉及海域監測作業；如遇海況不佳，致無法執行海域監測作業，則

海域監測項目(海域水質、海上鳥類、海域生態、水下噪音)順延進行，總調查次數不變。 

日期 

項目 
UN1 UN2 UN3 UN4 UN5 

水下聲學調查 UN1：8/14~8/27 

UN2：8/13~8/15 

UN3：8/13~8/30 

UN4：9/15~10/4 

UN4：8/13~8/21、9/15~9/24 

二、監測值(詳附表 17) 

三、摘要 

本季各項監測結果摘要如下： 

1. 鯨豚生態：本季於 7 月執行 5 趟次調查，8 月份共執行 5 趟

次，9 月份執行 9 趟次。於穿越線調查航線皆無目擊中華

白海豚，亦無目擊其他鯨豚類動物。 

2. 水下聲學：本季 UN1、UN2、UN3、UN4 及 UN5 皆有偵測

到鯨豚活動之記錄，所偵測到鯨豚叫聲包含脈衝聲、哨叫

聲及喀答聲。。 



附表 1  本季空氣品質監測成果 

 
 



 

 

附表 2  本季各測站噪音監測結果 

 

 



 

 

附表 3  本季各測站振動監測結果 

 

 



 

 

附表 4  本季哺乳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附表 5  本季兩棲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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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本季爬蟲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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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本季蝶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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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本季植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表 9-1 植物生態監測範圍自生維管束植物歸隸特性表 

棣屬特性 蕨類 裸子 雙子葉 單子葉 合計 

類別 

科數 3 0 53 9 65 

屬數 3 0 131 39 173 

種數 3 0 195 59 257 

生長習性 

喬木 0 0 19 0 19 

灌木 0 0 31 3 34 

藤本 0 0 35 0 35 

草本 3 0 110 56 169 

屬性 

特有 0 0 4 1 5 

原生 3 0 89 39 131 

歸化 0 0 80 14 94 

栽培 0 0 22 5 27 

數量 

普遍 3 0 154 55 212 

中等 0 0 40 4 44 

稀有 0 0 1 0 1 

表 9-2 植物生態監測範圍栽培植物科屬統計表 

棣屬特性 蕨類 裸子 雙子葉 單子葉 合計 

類別 

科數 0 4 52 10 66 

屬數 0 6 108 27 141 

種數 0 8 127 31 166 

生長習性 

喬木 0 5 54 9 68 

灌木 0 3 33 3 39 

藤本 0 0 11 1 12 

草本 0 0 29 18 47 

屬性 

特有 0 0 2 1 3 

原生 0 1 33 4 38 

歸化 0 0 11 3 14 

栽培 0 7 81 23 111 

數量 

普遍 0 7 101 27 135 

中等 0 0 22 3 25 

稀有 0 1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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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本季鳥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1. 分類、頻度、遷徙屬性、特有類別皆依據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頒佈之 2020 年版台灣鳥類名錄。  

2. 遷徙屬性代號說明–普:普遍；不普:不普遍；稀:稀有；留:留鳥；過:過境鳥；冬:冬候鳥；夏:夏候鳥；引進種:外來種。  

3. 保育等級係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所自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告修正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I: 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 II: 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 III: 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類。  

4. 特有類別代號說明 – Es: 特有亞種；E: 特有種。  

5. 數量( )內為補充紀錄，未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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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本季鳥類監測結果統計表(續 1) 

 

 



 

 

附表 11  本季海域水質監測結果統計表 

 



 

 

附表 12 本季浮游植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附表 13 本季浮游動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1/3)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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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底棲生物之種類數目及個體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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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本季各測站水下聲學判釋統計 

測站 量測時間 有偵測到鯨豚叫聲日期 鯨豚聲學偵測結果 

UN1 8 月 14 日~8 月 27 日 
8 月 14~16 日、8 月 20 日、

8 月 22~23 日 

有偵測到鯨豚叫聲，包含脈

衝聲、哨叫聲、喀答聲。 

UN2 8 月 13 日~8 月 15 日 ─ 無偵測到鯨豚活動。 

UN3 
8 月 13 日~8 月 23 日,8 月 23

日~8 月 30 日 

8 月 14 日、8 月 19 ~21 日、

8 月 24 日、8 月 29 日；9

月 16~17 日、9 月 19 日、

9 月 23 日及 9 月 25 日 

有偵測到鯨豚叫聲，主要以

哨叫聲為主，亦有偵測到喀

答聲。 

UN4 9 月 15 日~10 月 4 日 

9 月 16 日、9 月 18 日、9

月 20~21 日、9 月 23 日、

9 月 26~30 日、10 月 1~4

日 

有偵測到鯨豚叫聲，主要以

喀答聲為主，亦有偵測到哨

叫聲。 

UN5 
8 月 13 日~8 月 21 日, 9 月 15

日~9 月 24 日 
8 月 13 日 

有偵測到鯨豚叫聲，包含脈

衝聲、哨叫聲、喀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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